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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創產業之鑑價制度和未來投融資發展趨勢 

李秀玲 

荔寶創意生活行銷(股)公司 監察人 

中彰投區 TTQS(2012) 輔導顧問 

根據 2009 年 2 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文創法)所公布文創產業的定義，指

的是「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

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產業範疇涵蓋下述十六類四大區

塊： 

文化創意產業類別 

（第十六項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藝文產業 媒體產業 設計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視覺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

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 

 工藝產業 

 電影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 

 出版產業 

 廣告產業 

 流行音樂及文化

內容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

業 

 建築設計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總家數有逐年小幅遞減的趨勢，至 2009 年總家數減少為

52,263 家，而 2010 年則略為增加至 52,673 家。而 2010 年整體文化創意產業營

業額約為 6,616.0億元（不含創意生活產業），在 2008年及 2009年連續兩年成長

率下滑後，2010年的營業額則較前一年成長 16.1%，為歷年來最高(註一)。 

就資本結構分析 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家數及營業額，以資本額為「0.1~1

百萬元」的企業所占比率最高，為 33.14%，其次為資本額在「未滿 0.1 百萬元」

占 26.49%(註二)。 

由次可知，台灣文創業多數為中小企業甚至微型創作者，將近六成的文創產

業資本額都是不足一佰萬的低資本額創業，從文創構想到實踐的過程皆需要資金

的挹注，在如何取得資金的困難中往往就抹煞了創意的萌芽，在政府建置完善的

融資及評價機制前，這將是文創產業長久穩固發展所要面對的課題。

一、 台灣文創產業融資的困境 

中小企業為促使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但中小企業融資不易卻

已成為普遍性的問題，更不用提個人創意發想的前提要如何被創投或融資機構所

認同。主要原因在於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困難，因為一個想法或概念的價值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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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或產出成品)，也難以衡量，直接衍生的問題即是鑑價制度的建立。 

(一)、 文化創意及相關知識產權價值具不確定性，隨時間波動而變化 

文創產業發展初期往往發生報表虧損率高的問題，但財務報表在銀行貸

款評估上占絕大影響力，同時，申貸者自有資金不足，加上無法預期未來營

收，都使得投資風險提高，讓銀行及投資者望之卻步。 

(二)、 無形資產存在擔保風險，貸款不易 

文化創意與創意者本身的知識產權或技術，如何當作質押或擔保品，從

實際貸款經驗來看，國內銀行過往幾乎不接受「無形資產」作為融資擔保品，

因為其價值很難進行判斷與評鑑，但由今年所公告的無形資產之評價準則，

將針對銀行及評價人員做書面實施規定，未來預期將可讓融資更加多元。 

(三)、 缺乏公正第三方的評價機構組織 

銀行的評價可能不被融資者所信服，雙方也可能因商業利益的考量，而

產生過分抬高價值或壓低的狀況，此時若能有第三方的公正評價機構，將對

評價結果更具信服力。 

二、 發展鑑價（或估值）的現況 

面臨應如何鑑價的關鍵問題時，評斷方式不外乎以價值必須依附於實體商品

及交易行為上才能清楚定價，2012 年 6 月由文化部文創投融資服務辦公室所主

辦的「文創產業之無形資產鑑價座談會」，即是以第七號公報草案為討論基礎，

在未來政府若以此準則為評價判斷依據之前提下，邀請現場的各界代表針對是否

能有效解決業務執行上所遭遇之現行困難、以及從實務面回饋建議作法等，進行

發言及意見交流，參與人員有創投公司專業經理人及財會人員、銀行企金業務人

員、評價人員和會計師等。 

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公報「無形資產之評價準則」，是金管會委託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研擬並於 2012年 9月 28日發布，並自同年 12 月 25日起

實施。公報係規範評價人員執行無形資產之評價時，應遵循之基本準則，並提供

各評價方法之解釋與應用；包括柒節共七十五條條文及附錄。主要內容為：(1)

基本準則(2)無形資產之評價方法(3)三大評價方法之解釋與應用(4)評價報告與揭

露之規定。 

無形資產之特定評價方式包括收益基礎法、市場基礎法及成本法(註五)，其

中收益基礎法是最能反映資產現金流量的方式，因為參照數據即是公司營運狀況

的呈現並作為預測依據，但可能遇到無法合理計算的情形，如新公司初始營運或

者尚未營運時，將無足夠數據推測，此時收益基礎法將無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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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市場基礎法的計算將可能會用到無形資產價值所必需的參數，例如「相

同或類似無形資產之價值乘數或交易價格」等類似參數，而交易價格通常係指市

場活動中相同或類似的無形資產所成交的價格，再取得價值乘數與交易價格後，

仍須與市場中無形資產差異與特性做評估調整，才能做為市場基礎法的使用依

據。 

在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公報中，將成本法列為三項評價方法的最後考量，且

不得為無形資產唯一的評價方法。其主要使用困難是在於無形資產的價值不確定

性、折舊及移轉管理等因素不易準確評量。又第 73 條規定評價人員若以市場基

礎法或成本法為唯一評價方法，則應於評價報告中敘明其適用性及排除其他方法

之理由(註六)。 

三、 未來的發展 

文創法的頒布後提供了培育人才、集資等方面的準則，但涵蓋範疇實在太大，

業者現況及需求也不盡相同，要讓產官學界產生共識實屬不易。若用一般產業標

準來看文創商品的價值，常常會發生失真的狀況，也就回到目前台灣文創業所面

對如何被鑑價的問題。政府部門也提出諸多政策誘因，包含投資(行政院國發基

金 200億、增加文創專款等)、租稅優惠(研發及人才培育支出抵營所稅等)、融資

及信保(數位內容及文化創意產業優貸款、增加小型文創產業貸款等)、獎勵補助

(政府各部會及地方之補助計畫、財團法人文創發展研究院)等。 

回歸文創產業的初衷，也就是個人創意的發想，但在如何擴大到執行層面及

產業連結，所需要的是政府與民間的相互努力。政府在文創產業中並非以營利為

目的，而是透過投資手段扶植產業發展，進行當中更重視文化與產業的結合，並

提供媒合平台讓創意發想能應用在產業的不同層級中。 

創意開發一源多用 

文化部也朝向「創意開發一源多用(註三)」的概念，讓創意價值變成實質產

值。台灣近來電影產業急起直追，利用一源多用之概念，亦能翻譯成不同國家語

言或者利用劇本、電視劇翻拍產生更大的效益，重點方向就是如何階段性地促進

與擴大市場。 

發展文創鑑價制度解套投融資阻礙 

在強調文化與情感交流的本質，以及政策的引導下，文創發展基本重在培養

人才與創造環境。如何去營造能凝聚創作能量的環境，以及扶植文化藝術產業的

能力，將是文創產業奠定穩固基礎的方向。然而文創產業初期發展，創意概念屬

於無形資產，沒有抵押品、無轉換市場或可類比的交易價格、需求市場及償債能

力難以推估等問題，都是文創業者初期欲取得發展資金的困難。然而，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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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是一項高度技術性的工作，其評價報告結果在融資或信保過程中佔有決定性

的因素，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無形資產之評價準則雖然對無形資產鑑價提供了一

個可依循準則，然而不論是融資機構內部或是外部專業公司的鑑價機制，都將面

臨鑑價人員的評價能力和專業經驗的考核，以及獨立、客觀、公平、公正的如何

判斷。無形資產鑑價人員(或機構)的培訓或認證，將是公部門需要正視的另一個

課題，以協助解決文創中小企業融資困境。 

創投公司與文化部共同資助 

個人創業者除了利用圓夢計畫申請補助金外，較大規模的工作室也能針對行

銷面進行申請其它補助，再更大型的公司發展可朝向吸引創投公司投資並與政府

部門合作，主要是爭取推向國際的力量。 

豐富的媒合平台與新興的資助模式 

文創產業需要豐富的媒合平台，初期有賴政府機關的帶頭建立。台灣文創的

優勢是人才和創意，但多屬微型文創無法形成市場規模並與產業結合，因此政府

辦理的中介角色將特別重要。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於 2012 年 6 月宣布文創咖啡廳

(註四)的推動，將是參考美國 Kickstarter的創業平台的群眾募資方式運作，讓擁

有創意的發想者能將提案放上平台，最主要就是尋找金流，除了創投業者之外，

也將創意分享給一般民眾，吸引投資者透過小額集資的方式尋找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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