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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文化產業的衝擊

與影響
文化產業是疫情衝擊下最先關門也是最後重啟的部門，因其很大部分依賴聚眾的體驗，且具非典型

就業形式及多樣化的營運模式。儘管疫情也帶來數位商機，但實為產業中不同環節的事業單位，即

單一產業受到的影響力道遠大於統計上平均數據的呈現，在產業救助振興上，應更注意結構調整下

的弱勢部門及疫情轉變下未來營運的不確定性。

張建一、賴逸芳（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副研究員）

壹、前言

各 國 為 嚴 防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的擴散，隨

疫情發展陸續祭出邊境管制、

入境隔離或檢疫及封城等程度

不一的管制措施，對全球經濟

與需求產生長期性的衝擊，包

含對旅遊、商業和體育娛樂休

閒等活動之限制。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2021），COVID -19 

疫情對產業的影響中，文化創

意產業是最先關門的產業之

一，也是最後重新開放的產業，

因為很大一部分是依賴聚眾的

活動與場地（劇院、演唱會、

電影院、博物館等）。

因應統計資料的取得，本

篇將以 2020~2021 年間為主要

觀察期，說明疫情對文化產業

的衝擊影響。

貳、疫情對全球文創

產業經濟衝擊

一、衝擊規模推估

UNESCO（2021）檢視了

54 篇世界各地關於疫情對文化

創意產業影響的相關研究，根

據文獻的蒐集，UNESCO 綜合

推導估計，2020 年全球文化創

意產業的毛附加價值（GVA）

相 對 2019 年 衰 退 了 7,500 億

美元，相當於 2019 年全球名

目 GDP 的 1％，也對應 1,000

萬個工作機會的流失。而這只

是直接效果的估算，Olsberg 

SPI 研究關於全球電影和電視

製作受 COVID-19 的經濟影響

（2020），間接和誘發影響是

直接影響總數的兩倍多。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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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衝擊的產業當中，最

依賴場館與場所實際體驗的文

化創意產業遭受最嚴重的經濟

損失；不同國家的文創產業表

現也始終低於這些國家經濟的

整體表現；2020 年文化創意產

業的收入損失在不同國家大約

介於 20％至 40％之間，自營

作業者的收入損失和失業情形

更嚴峻，因為不同文化創意細

類產業的工作者過渡到遠端工

作、居家工作的可行性存在差

異，根據 UNESCO 檢視的全球

研究，許多地區超過半數的文

化創意工作者收入減少七成以

上。

二、文創產業特性與衝擊

與其他產業部門相比，

文化和創意部門具有獨特的結

構，包含公共文化機構和大型

私人企業，且都依賴於一個相

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自營作業

者和微型企業所構成的網路及

這些自營作業者和微型公司提

供創造性的內容、商品和服務。

（一）非典型、不穩定的就業

形式

文化和創意部門的特

點是高比例的非典型就業形

式，多數透過非標準合約組

織文化與創意工作所需要的

專業人力資源。通常，為了

謀生，文化創意工作者有

時有其他兼職有薪工作，或

主要有薪工作並非文化創意

部門。此外，這些工作者不

僅須要謀生，而且須要維持

和培養他們的個人網路，以

確保他們未來的業務生存能

力。

自由創作者和自營作業

者的就業保障與權利往往較

少，並且可以隨時或快速地

終止勞務關係。疫情期間多

數政府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

的財政支持往往難以惠及這

些自營作業者，而當疫情衝

擊下組織尋求降低成本時，

自由創作者和其他自營作業

者位於火線首當其衝。大多

數商業電影院（69％）在疫

情期間繼續向受僱員工支付

薪資，但只有 31％的電影院

繼續向自營作業者和臨時工

支付報酬；3 成的歐洲博物

館暫停了與自營作業者的合

約，6 成的博物館完全停止

了他們的志工計畫。

（二）多樣的商業模式

文化創意產業有其特

定的和高度多樣化的商業模

式。例如，從非營利機構和

公共機構（如博物館、圖書

館）到大型營利性廠商（如

Netflix、Spotify），文化創

意的商業模式各不相同。許

多文創企業以無形資產為

基礎，這些無形資產使他們

難以獲得業務支援和貸款，

因為貸款機構可能由於無形

資產估值困難而不願提供信

貸。

同樣，儘管文化創意產

業是創新的產生者，但許多

文化創意公司在獲得創新支

援方面也遇到了困難。他們

透過新的工作方法、新的商

業模式、接觸觀眾的新方式

和新的合作製作形式來達到

此目標。但由於創新往往被

視為技術創新，文化和創意

部門往往被忽視或被排除在

旨在促進創新的倡議之外。

另外，文化創意的非

營利和商業部分之間也有聯

繫。非營利性文化部門是商

業企業的研發實驗室，過去

公共資金的補助分散了創造

性內容和想法的風險。由於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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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以紓困為主，可能

影響公共資金挹注而會改變

這些合作動態。

參、我國文化產業受

疫情衝擊情形

臺灣疫情始於 2020 年 1

月底，故疫情的直接衝擊多從

2020 年 2 月份開始反應，2020

年 3~4 月正值世衛宣布全球

大流行，各國境管及居家限制

令最嚴峻的時刻，衝擊明顯擴

大。不過，2020 年由於臺灣展

現防疫成效，5~6 月以後開始

防疫新生活，各項藝文活動如

常，惟受到國外內容供給中斷

影響，本土藝文內容相對活絡，

加上消費振興措施，2020 年下

半年藝文活動不僅恢復展演，

延期辦理的部分讓整體活動更

為蓬勃。

而 2021 年 5 月我國再度

爆發本土疫情，全國三級警戒

期間，對於藝文產業產生相當

大的衝擊，因為疫情警戒以及

反覆的不確定性，無論是因為

場域封閉、集會限制影響藝文

產業的創作產製、展示演出，

或是民眾的文化參與消費信心

短期內未能恢復，都對藝文產

業產生相對於 2020 年更大的影

響。直至 9 月 27 日表演場館與

電影院才取消梅花座 / 間隔座

限制，11 月 2 日取消集會活動

人數限制。

本篇主要由產業面以及勞

動面來檢視文化產業遭受的影

響衝擊。產業面主要採用財政

部營業稅統計資料，以及相關

文化統計資料進行觀察。營業

稅的統計分類與定義以臺灣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編製原則

為主，不過因為本篇採雙月統

計資料為基礎，以財政統計資

料庫的即時統計資料為主，與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因

應行業標準分類不足另採其他

補充資訊略有不同。

勞動面目前仍以主計總處

的人力資源統計年報以及薪情

平台的統計資訊為主，但因目

前相關統計以中分類產業別為

主，能夠採用以詮釋文化藝術

工作者的類別有限，僅能初步

檢視可能的衝擊規模與影響。

一、產業面

在國內疫情反覆的情況

下，文化產業受疫情狀況而波

動，有不利因素與來自回復正

常生活與消費振興的回穩力道

同時影響當年度的營運，主要

受衝擊的時期包含 2020 年 3~6

月 以 及 2021 年 5~8 月，2020

年下半年的回升則是受到遞延

活動與消費振興措施驅動（下

頁圖 1）。

以場域體驗為主的產業別

包含表演藝術、電影、文化資

產應用及展演設施、流行音樂

演唱會、實體書店，受到場域

關閉、間隔座以及入境管制措

施等影響，在 2020 年 3~5 月

受到嚴重衝擊，2020 年 6 月

7 日後場館重啟營運，加上國

旅熱潮以及政府振興措施如藝

FUN 券，使得相關產業在 2020

年下半年，雖然國外影片短缺、

境外節目來臺演出減少，但反

而帶動國內影片、節目票房營

運回溫，不過整體仍呈現衰退。

根據文化部統計，2020 年全國

藝文活動共計 50,489 個（減少

11.8％），約有 1 億 8,653 萬人

次參與（減少 27％），平均每

人出席藝文活動次數由 2019 年

的 10.82 次降至 7.92 次。2020

年國立文化相關機關參觀人次

2529.7 萬人次，相對上年減少

40.7％。2020 年全臺電影票房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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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1.59 億元，相對上年減少

49.4％，但國片票房為 8.78 億

元，反增 24.9％。

2021 年 5 月起本土疫情

加劇並升級三級警戒，除廣播

電視外，其餘產業在 5~6 月的

銷售額全部呈現下滑，又以前

述場域體驗為主的電影、文化

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流行音

樂及表演藝術為劇。尤其是在

2020 年 5~6 月基期已偏低的情

況下，上述產業仍呈 20~40％

的跌幅，顯示三級警戒對文化

產業受衝擊影響相當大。另外，

7~10 月的銷售額部分，因為 7

月仍在三級警戒期間，8~10 月

雖降為二級警戒，但藝文場館

仍受限於梅花座 / 間隔座，以

及室內外集會人數限制，因此

藝文產業持續遭受嚴重影響。

2021 年全臺電影票房持續衰退

為 49.64 億元，相對上年減少

3.8％，但國片票房為 12.14 億

元，反增 38.3％。

結合場域與數位體驗的產

業則在產業鏈中出現兩樣情，

實體書店、流行音樂演唱會、

視覺藝術展覽、工藝手作體驗

同上述產業受到實體場域的疫

情管制措施影響，但數位出

版、串流音樂、工藝電商、線

上拍賣 / 展覽等則在疫情下活

絡發展，整體加總呈現小幅成

長或衰退。以流行音樂為例，

2020 年銷售額為 22.72 億元，

較上年增加 7％，其中實體唱

片衰退、數位音樂成長。出版

產業方面，根據國家圖書館統

計，2020 年 ISBN 申請種數為

35,041， 減 少 4.8 ％。2021 年

ISBN 申請種數雖大幅增加，

但主要為圖書免徵營業稅的政

策效果所致。

而以家戶或個人為主的

廣播電視，因為疫情帶動居家

娛樂需求，收視與點播狀態都

快速成長，不過卻面臨大環境

經濟受到疫情影響廣告主的投

放，2020 年臺灣全媒體廣告

金額約為新臺幣 738.9 億元，

較 2019 年衰退 3.01 ％。其中

僅網路廣告表現持續成長，其

他媒體廣告量均呈下滑態勢，

無線電視廣告較 2019 年減少

7.66％、衛星電視廣告下滑約

9.44％。但由於 OTT 收視的快

速拓展，整體廣播電視是文化

產業在疫情中逆勢逐月成長的

唯一產業類別。

除了整體產業外，相同產

業除了實體與數位部門的影響

差異外，資本規模與經營年數

也影響廠商面對衝擊的韌性。

根據 2021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年報，若依據經營年數來檢

視，2~3 年的文創業者整體衰

退 27.7％；依據資本規模來檢

視，資本額 500 萬以下的業者

整體呈現衰退，其中又以未滿

10 萬元的業者衰退幅度最大，

為 8.4％，整體來說呈現資本額

較小的業者受衝擊影響愈大。

論述 》專論‧評述

圖 1　2020~2021 年文化產業銷售額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自營業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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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0 臺灣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年報，三年以下的新

創業者占 20.6％、資本額 500

萬元以下的業者占 85.3％，顯

示我國文創產業以微型業者為

眾，且因為進入門檻低，加上

跨域發展趨勢，每年新創業者

多，這類業者受衝擊影響較大，

須要重新檢視系統性的產業扶

植工具。

二、勞動面

整體文創產業相對其他部

門，在自營作業者的比例相對

較高，平均為 11.42％（圖 2），

其中又以創作及藝術表演業最

高，超過 1/3 的就業者為自營

作業者，在疫情期間也就面臨

國際文獻上所描述的相對較高

的風險。

在就業人數方面（圖 3），

從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的統計，除非退出產業，就業

的衝擊不容易被觀察到，近兩

年人數變化相對幅度較緩和，

但也可以看出因為收視平台的

轉變，廣播電視通路端的就業

人數減少，但內容需求增加，

使上游內容產製就業人數不減

反增。

在受僱員工人數（下頁

圖 4）方面則可觀察到劇烈的

波動，其中又以「創作及藝術

表演業」受到影響最大，因

為展演場域的關閉，2021 年

6 月受僱員工相對上年同期減

少 27.93％，相對疫情警戒前

的 4 月 減 少 29.19 ％，7~8 月

持續相對上年減幅超過 30％，

9 月衰退幅度微幅趨緩，10~12

月仍呈現兩位數衰退；其次是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 ; 聲音錄

製及音樂發行業」，因為許多

節目內容停止拍攝，2021 年 6

月受僱員工相對上年同期減少

12.96％，相對疫情警戒前的 4

月減少 15.73％，7~9 月跌幅趨

緩；而出版業雖然不像前兩個

產業的受僱員工人數在受疫情

衝擊時迅速滑落，但近兩年受

僱員工人數持續衰退。文化產

業受到的影響衝擊遠大於整體

服務業，在疫情充滿不確定性

下，也難以回溫復甦。

倘若比較就業人數與受僱

員工人數資料，可以發現受僱

論述 》專論‧評述

圖 2　文創產業自營作業者比重（2021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運用擴大數還原計算自 110 年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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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文化產業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108~110 年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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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大幅波動，但就業人

數變動相對趨緩，甚至不減反

增，顯示文化創意工作者在這

波疫情期間並非退出產業，而

更多是勞動身分的轉換，更多

轉變成非典型與不穩定的就業

型態，使工作者在面對疫情變

化下，相對難以受到目前社會

福利體制的保障。

肆、結語

綜合前面的統計數據，不

同產業以及相同產業但不同產

業鏈環結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程

度不一的影響與衝擊。以現場

場域體驗為主的細類產業受衝

擊最劇，以線上體驗為主的細

類產業則相對受益於消費管道

的轉移。個別產業因為實體的

削弱以及數位的機會，加總可

能抵銷了部分衝擊的力道，但

實則為產業中不同部門的事業

單位分別受到衝擊與受益，亦

即因此單一產業受到的影響力

道遠大於統計上平均數據的呈

現，因此在產業救助上，應更

注意結構調整下的弱勢部門。

另外，須要注意的是疫情

後產業營運模式與結構的轉變

帶來對工作者的影響，包含勞

動身分的轉換、消費參與習慣

的轉移與文化藝術部門間的競

合係短期因素或長期變化，對

於文化產業未來營運增添了不

確定性。

國際文獻說明了藝文產業

的脆弱點在於非典型的就業型

態以及多元商業模式，加上實

際面臨場館關閉、營運中斷的

衝擊，因此各國救助政策也是

主要鎖定這三大特點，包含提

供工作者收入、創新營運模式

以及補助營運損失並支援生產

製作。這些救助措施也是我國

當前紓困與振興的主要政策方

向，針對自然人與事業提供營

運損失補助，並透過因應提升

以及積極性紓困，鼓勵尋求創

新與營運模式。

但這些措施主要仍為應急

性輔導，面對疫情後的新常態，

須要輔以長期性的規劃來協助

工作者與藝文事業增加面對環

境風險的韌性，包含勞動身分

轉換下，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勞

動保障措施，以及數位轉型後，

數位架構下內容創作者公平報

酬機制、既有人才針對數位技

能的在職訓練機制，與支持創

新與合作的新架構，而這也提

供我國後續長期輔導架構與措

施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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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文化產業受僱員工人數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薪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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