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曾盛恕（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每個城市都有一些沒落的區域，十年前台北市大同區的大稻埕對多

數的台北市民以及觀光客而言，似乎都難與「先進」、「開發」這類的形

容詞聯結得上。在台北市民的印象裡，迪化街等同於大稻埕，而迪化街

等同於農曆過年時的購物大街，在平常時節對多數人而言，似乎一片空

白，不存在於逛街的心理版圖上，因此當其他地區都風風火火的大肆發展

時，大稻埕似乎在時間流裡靜靜佇立。夜晚走在大稻埕裡恍惚中好像來到

英國的劍橋或是巴斯(Bath)，光亮來自少數的街燈，映照著荒廢的日據時

代建築，有種回到中古世紀的感覺，靜謐裡帶點驚悚，武士由黑影裡竄

出⋯⋯。

街屋商場新魅力
百年大藝程 

壹 前言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

‧餘韻悠然卻破敗

的老舊建築，拆

除與否保留須多

方深入思索。

36
104年度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用
創
新
翻
轉
服
務
思
維

面對這樣的區域，在發展上通常是如常言所謂的：「不破不

立」，亦即：拆。在中國拆經濟儼然成為各地政府GDP成長的主要來

源，大量的拆除舊城區，趕建新市鎮，除了大量挹注經濟成長，但也

造就了不少的「鬼城」。台灣的都市更新似乎相去不遠，許多超過50

年的水泥建築，其殘破的情形令人不忍卒睹，更遑論居住其間。但是

大稻埕的歷史建築似乎還讓人猶豫是否應徹底拆除，同時這些建築物

的擁有者在經濟不虞匱乏的情形下，基於感情的不忍割捨，往往選擇

接受屋況的逐漸老去，而不是瞬間的移除。這些矛盾的情節使大稻埕

在外人的眼裡猶如老去的風華，既惋惜又無法忍受其破敗，甚至拖累

周遭環境的成長。

以上的矛盾是許多國際文化遺產所面對的共同遭遇：保留？開發？

有無折衷之道？本案令人激賞之處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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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年來台的旅客已超越7百萬人次，中國、日本、港澳、馬來

西亞以及新加坡等為主要的來源國，雖然有文化上的近緣性，但是這些

旅客駐足在大稻埕的情形仍屬短暫，南北貨為主的迪化街對許多的旅客

僅僅是新鮮而已！也鮮少有年輕的國內消費者來此。

迪化街讓許多人想起的景象是年貨大街上的摩肩擦踵。自19世紀以

降迪化街是台灣茶葉、中藥材、布匹等物資的重要集散地，因此在建築

與街廓上，大稻埕不僅有著日據時期的樣貌，始自清末的歷史影子也所

在多有。沿淡水河畔的商業發展起自艋舺，為清代台北地區最重要的貿

易中心，當時的大稻埕仍是一片荒埔田園的景象。直到1853年清朝「頂

下郊拼」政策，使得艋舺三邑人與同安人分道揚鑣，同時淡水河淤積日

益嚴重，以及居民的保守排外心態，使得大稻埕迅速地取代日漸沒落的

艋舺。1856年霞海城隍廟於大稻埕建立；1860年淡水開港通商。自此茶

葉貿易的發展帶動了大稻埕的繁榮濫觴，一躍成為北台灣繁榮的商業活

動中心。

盛極一時的商業活動當然也留下了華麗的足跡，一幢幢的美麗建築

敷以精緻的雕刻與裝飾，訴說大稻埕繁榮時刻的故事。時至今日當地的

耆老仍可以模糊拼湊當日的榮景，但也因此讓人不忍就此忘卻這些曾經

有過的記憶，換言之，週遭的住戶或偶而駐足的外來者，必須容忍其附

帶而來的不便。

貳 產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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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北市而言，大同區與萬華區屬舊城區，對喜歡探舊的人來說，

是充滿意外驚喜的空間，大稻埕更是如此。例如：大稻埕戲苑，當地著

名的電影院，一度擁有1,200個座位。日據時期，永樂座裡演出過各式台

灣戲劇：福州戲、京戲、歌仔戲以及新劇，也就是由「台灣文化協會」

演出的文化劇，倡導台灣社會文化改革與進步，有趣的是，當代最賣座

的作品是京劇《狸貓換太子》！

此外，戲苑旁是永樂市場，日本人將此地當作布料進口的批發中

心。光復後經政府的鼓勵及廠商的研發，這裡成為全台最大的布料批發

零售中心，直到現在仍聚集許多布料商家。商業之外還有信仰，「霞海

城隍廟」。據說最為靈驗的是「月老」，不僅吸引國內信眾，慕名而來

的外國旅客也不在少數，日本遊客居多，因此連廟宇牆上的告示牌也都

是日文，廟宇的面積不大，但建築盡顯古色古香。有了信仰中心自然也

有台灣特色的夜市，寧夏夜

市。雖然沒有士林夜市的大，

也沒有饒河夜市及通化夜市的

多樣，但它的特色美食卻是其

他夜市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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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海城隍廟、大稻埕戲苑、寧夏夜市、永樂布業商場，以及

當時即將完工的捷運新蘆線等，各種吸引人前來的元素具足，由

商圈群聚的角度來看，可操作性極高，對有識者而言，這裡沒有

發展不起來的道理！但2005年的大稻埕仍是一片寂靜，只有等

待，一如柯錫杰的名作：等待(柯錫杰 2006)。

與此同時北京的文化創意產業正以每年20％的成長速度，

帶著北京市進入後工業化的時代，與科技創新組成「雙輪驅動戰

略」，成為北京經濟亮點，而其萌芽的時間點也是2005(中國行

業研究網 2012)。北京市於2006年11月出臺歷時半年規劃的《北

京市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若幹政策》，是指導北京文創產業發展

的綱領性文件。有趣的是，北京市的胡同觀光也在這次的策略規

劃裡列入考慮，中國常用的「拆」經濟這次並未用上。胡同對北

京市的發展可謂是一大阻礙，道路不通且巷道狹窄，居住於其間

者也多半是經濟弱勢者。此外亦有眾多的文化粉絲對胡同情有獨

鍾，力挺文化古蹟的保存。是耶？非耶？

本案的後續發展與北京市的胡同觀光，幾乎是同一時間的對

比進行，不禁令人好奇，孰優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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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初設定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5月，位於台北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67號，創辦人周奕成先生。其創業的宗旨在於「在具有歷史文化

或產業特色而亟待振興的特色街區，建立與原有街區建築及產業有機結

合的獨特的聚落型商場。」基於此世代文化公司集結三方面的人才：管

理、法律與美學以從事前述目標。周奕成的經營理念是，在使命上透過

文化與藝術營造街屋型商場的魅力，利用微型創業群聚共贏的方是永續

經營，引發更多文化創作與公共討論，創造屬於台北、台灣的時代行公

共空間。在願景上期待以十年推動大稻埕為老台北的三市街之一(其他為

艋舺與城內)，以之為台灣的文藝復興基地，藉由一系列的大稻埕合資共

營創業商場，引進與布、茶、藥、戲曲與建築等大稻埕的文化及產業傳

統有關的在地新創事業。透過堅持、溫柔與耐心的努力，將百年風華的

大稻埕，轉變風貌為令人經驗的「大藝埕」。

周奕成指出：「世代文化創業群，簡稱世代群（Sedai Group），是

一個結合跨世代的能量，推動文化與創業的社群。其母企業為世代文化

創業有限公司(2007)，隨後世代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於2011年成立，目前

參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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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籌備的世代街區股份有限公司，預計於2016年初成立。三者加上數個

世代群合資合營的夥伴企業，共同構成世代群。」 於使命、願景基礎

上，周奕成設定了短、中、長期的目標。短期裡將建立「特色街區創業

商場合資共營」之商業模式，透過平台的建置落實其合資共營理念。此

平台的重點在於透過雲端POS系統協助改善進銷存與金流，物管與客戶

管理流程，節約人力支出，提升作業效率。同時也透過會員機制功能的

建立，將相關顧客分析數據提供個創業體作為經營管理與企業發展的參

考。由於此系統的建置使公司3年內引進12個以上的創業體的中期目標

得以超標達成。長期而言是「大藝埕」的願景的達成，預計於2020年引

領大稻埕重現1920年代東西文化薈萃的榮景，使商業繁盛的風華再現。

基於上述之策略目標，個案公司規劃以下的組織結構，冀以完成既

定之目標。

表1  世代文化創業群組織架構

董事會

執行長

獨營事業部

Bookstore
1920s

思劇場

南街得意

墨中間

聚藝堂

印花樂 服務化組 會員組 招訊組 總務組

爐鍋咖啡 科技化組 活動組 課程組 工程組

陶世代 國際化組 網路組

台客藍 特色化組

Le Zine 洛

Taipei V

小藝設

合營事業部 商場管理部SIIR 專案組 服務中心 學習中心

法務室 資訊室

財務室 人事室

資料來源／世代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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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變

然而隨著區域的發展，期初設定的構想漸次演變，世代群的大藝埕

觀點逐漸浮現：至2015年9月15日止，世代群在臺北市大稻埕的基地，

依續創立了小藝埕、民藝埕、眾藝埕、學藝埕、聯藝埕、青藝埕等六棟

文化創業街屋，育成了約30家新創事業（其中部分為世代群直接經營或

投資合營），總計創造了約2百人以上的就業機會。推動大稻埕再度成

為臺灣的文化運動基地及新世代的創業寶地，稱為大藝埕計畫。

為此設定了「世代群的十年願景」：『十年百業，千家萬朋。』意

為自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世代群將要育成百家以上的新創事業；

平均每家雇用10十人，則有上千個家庭得以增加收入；而在這之間我們

將要和萬名以上的顧客成為朋友。自2011年至2015年，世代群達成目

標約二至三成，同時也形塑世代群在大稻埕的事業面向及經營策略，預

計透過3個面向：創業育成、街區營造、文化運動，構成世代群在大稻

埕的經營事業內涵。「亦即用歷史街區的街屋規劃經營做為營業空間，

來育成新創事業；用導入新創事業銜接在地產業鏈，來振興街區經濟；

用創業社群協力經營一系列的公共空間，吸引創作者來此汲取歷史文化

養分，來形成文化運動。」周奕成如是說。

世代群預期每棟街屋可容納 5 個創業體, 每個創業體可創造每月新

台幣50 萬營業額，故一棟街屋可達年營業額3千萬。誠可謂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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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對於服務創新的研究，Stephen Vargo 以及 Robert Lusch 研究

團隊所提出的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或譯為「服務主導邏輯」) 

(Lusch and Vargo 2006, Lusch, Vargo et al. 2007, Vargo and Lusch 2008)概

念應是最受到重視的觀點。相對於傳統的產品邏輯(Goods Logic)，SDL強

化了服務經濟(Services Economy)的未來性，有形的產品不再是消費的主

體；消費者在意的是消費的價值。這不僅發生在B2C的情形裡，B2B也具

備同樣的參考價值。就世代文創而言，透過文化街屋的建構，進而服務

創業體的進駐，由創業體提供消費者的

消費所需，有效的達到B2B2C的一條龍

服務。

此外在SDL的概念裡，共創價值

(value co-creation)格外地凸顯消費者在此

創新形式裡的角色扮演（如圖1）。

就大稻埕的消費者(generic actors)而

言，如果對於1920年代的歷史背景少

有接觸的人，可能就要比對多所了解的

人，在消費文化街屋的產品與服務時，

比較不易進入創業體所要發揮的效果。

如果透過不同型式的創業體(institutions)

集結於此，將可以發揮補償與加成的效果(resource integration & service 

exchange )，街屋的文化與商業效果(service ecosystems)油然而生。

此理論體系正可解讀世代群的經營者對於市場的區隔認知。他們將

傳統的商場經營模式（獨立店面與百貨商場市的群聚店面）加以融合，

形成店中店的創新文化街屋的經營型式。大稻埕的特殊街屋型式具有歐

洲如阿姆斯特丹的特徵，店面不寬但有很長的深度，以中式的說法可以

分成一進、二進、三進。中間都有天井引入充足的光線。

肆 服務創新模式分析

圖1  服務主導邏輯 (SDL)

Value
Co-
creation

Service
ecosystems
‧Nested and
   interlocking

Service
Exchange
‧Coordinated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Generic
actors

Institutions
Actor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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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奕成經過多方斟酌後，選擇將此獨特的聚落形空間與具文化特

色的廠商結合，有別於一般的連鎖店或專櫃的型式，他稱之為文化街

屋。他心目中的廠商為具備相關的內容特色者：布、茶、藥、戲曲、建

築等，對於這類的微型創業團隊，在其缺乏資金或經驗的前提下，與之

合作，透過以下的創業與共營模式，推動合資的創新經營模式。（參照

圖2）

創新之「特色街

區創業商場合資

共營」經營模式

商場經營型態之創新

（「聚落型商場」及

   「創業商場」）

街區產業振興模式

之創新

（「特色街區創業商場」） 創業投資及創業育成策略

之創新（「合資共營平台」

及「雲端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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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文化街屋創新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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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創新概念，個案公司爭取到了經濟部商業司102年服務業創

新研發計畫(SIIR)的協助，完成雲端POS系統，便於微型創業者的銷售管

理。基於此開發案個案公司建構以下的研發部以從事相關的開發動作。

研發部組織圖：

執行長

法務室 資訊室

財務室 人事室

服務化組 活動組 課程組

科技化組

國際化組

特色化組

SIIR 專案組 服務中心 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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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重要概念，周奕成以中國特色的毛筆寫下以下的商業模式圖：

此圖凸顯了個案的市場定位：在具有歷史文化或產業特色而亟待振

興的特色街區，建立與原有街區建築及產業有機結合的獨特的聚落型商

場。個案公司不僅提供商場的場地，同時透過創業平台機制，達到合資

共營與資源共享的效應。

周奕成表示世代群與創業體的商業模式創新了3種合作層次，在世

代群合作架構之下，各個新創事業，不論是否獨立法人公司或是世代群

自營的事業單位，概念上都稱作創業體。藉此世代群與創業體的合作，

容許許多靈活變通模式，包括：空間經營合作，管理及業務合作，投資

經營合作（亦即所謂共創合營或合資共營的育成模式)。世代群藉共創合

營模式對合作之創業體進行投資入股，成為創業體的股東夥伴。此一模

式曾稱為創投合營，但由於世代群之投資入股與風險型創業投資不同，

並不尋求出場結現的獲利模式，而是以股東分潤投入長期經營，因此正

名為共創合營模式。目前世代群約在七、八家創業體擁有投資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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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價值與效益分析

可以想見個案公司的顧客不只有一般的消費者，進駐的廠商也是重要的顧客，透過服

務這些廠商顧客以服務最終的一般消費者。截止個案公司已透過「小藝埕」、「民藝埕」、

「眾藝埕」等「服務」了「印花樂」、「1920s書店」、「爐鍋咖啡」、「思劇場」、「台客

藍」、「洛酒館 Le Zinc」、「花生騷」、「gochic bicycle」、「野台築地」、「俏皮CHO-P」、「春

豬」、「黛芙妮性感小舖」、「攸雷雕工作室」、「JFK繪本屋」、「小停留」等廠商顧客。

2010年底，個案公司因緣際會承租迪化街最重要的「南街」上的地標之一，屈臣氏大

藥房李氏街屋其中一部分(台北市迪化街32巷1號)，開創第一棟文化街屋「小藝埕」，「小

藝埕」裡的進駐廠商「印花樂」利用台灣傳統物件如花鳥、窗格等組成印花織品，對比

傳統繁複圖案的台灣花布，印花樂化繁為簡，讓這些印花織品顯得清新，在傳統文化裡

融入了當代色彩。「1920s書店」則肩負起文化傳遞的角色，大量的訊息透過書籍等的呈

現，遊客得以大致建立對此一重要年代的模糊印象。此外透過與「思劇場」的合作，舉

辦如1920變裝遊行，透過打扮成1920年代人物，讓許多人在這天一起穿越百年時光，回

到1920年的大稻埕！「爐鍋咖啡」則讓遊客暫歇，消化一下文化果實。店裡挑高的天花

板、紅磚地板、邊上推式長窗，傳統形式的木質家具，讓人體會到昔日的大宅風情。除

了咖啡，這裡的玫瑰蛋糕，搭配咖啡與環境，有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2012 年，坐落於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北側，一棟三進三落，兩層樓高，深長幽靜的百

年歷史建築（台北市迪化街一段 67 號），化身為第二棟大稻埕文化街屋「民藝埕」。轉進

「民藝埕」，進門的「台客藍」結合客家文化的代表色彩—藍色，開發了獨特的瓷器，如

花瓣狀的盤子、小籠包造型的茶具組、月餅形狀的陶瓷圓盒等，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手信

了。「洛酒館 Le Zinc」，Le Zinc是法文，法國的小酒館其桌子通常是採用鋅材質，久而久

之Zinc就變成了小酒館的代名詞。而洛帶有河水的意思，大稻埕以前是個貿易繁榮的碼頭，

取名為洛Le Zinc頗有巧思。經過時，看著裡頭人們把酒言歡，談笑風生，或著坐在其中反

觀路人忙碌穿梭的場景，演戲與看戲都讓人流連。

2013年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22號的「眾藝埕」啟用，一共有3層樓，由各個小工作室

組成。其建築尤具特色，灰色簡單大方，窗戶有舊時的味道，結合裡面賣著同種花色的包

包，卻有著各式形狀，有很有文創風格。

上述三座文化街屋，透過平台的分享，個案公司協助優秀的創作者、創業家，以合

資型式共同創業，完成創業創作的夢想。這些廠商的進駐獲得大稻埕在地居民與國內外觀

光客的喜愛，形成口碑在其間廣為流傳。同時也獲得媒體的報導如中天新聞、自由時報、

Discovery發現台北雙月刊，Taipei Time、日本Navi Taiwan等。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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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展望

個案公司以近十年的期間完成上述的三座文化街屋，就筆者而

言充滿了啟發性，相對於「拆」經濟的做法，這案例提供了不同的

操作可能。首先對大稻埕迪化街區的效益是：1.透過街區商場建立，

創造特色商機，改變大稻埕只販售南北貨的傳統印象，吸引更多國

內外不同客群來此觀光消費，提升街區觀光人次。2.透過招商說明

會，讓更多特色創業體對大稻埕商圈有進一步認識，進而產生共鳴

進駐，活絡與更新商圈形象。3.以大稻埕街區為範圍，發展自有商業

特色，可提升街區內商家與社區居民的團結意識，建立社區發展正

向凝聚力。

其次對廣大社會公眾的效益是：1.特色街區的聚落型商場與創業

商場模式，可應用在其他地區的產業振興。2.微型創業的合資共營模

式，可應用在其他微型創業的育成投資。3.創業商場雲端管理系統，

可應用在類似的商場及新創事業的成立規劃與管理。

回應一開始的問題「舊城區的開發矛：保留？開發？有無折

衷之道？」筆者認為個案公司提供了相當可以參考的做法，讓歷史、

文化、與商業之間互為倚助，一如其使命所言：「透過文化與藝術營

造街屋型商場的魅力，利用微型

創業群聚共贏的方是永續經營，

引發更多文化創作與公共討論，

創造屬於台北、台灣的時代行

公共空間。」也深信其「透過堅

持、溫柔與耐心的努力，將百年

風華的大稻埕，轉變風貌為令人

經驗的『大藝埕』」的願景並非

水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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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 公司創立（原名為世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 年 投資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創業團隊之一成立「印花樂藝術設計工作

室」並參與經營管理。印花樂自 99 年初在街屋商場「小藝埕」設立

自營店面與工作室，銷售額與品牌知名度經營良好，深受大稻埕主

要觀光客群日籍旅客喜愛。

 投資台灣陶瓷工藝品牌「台客藍」並參與經營，協助進行行銷宣傳

提高與研發技術提升，並協助台客藍品牌於 2010 年募資成立世代陶

瓷股份有限公司。

99 年 研發模組化網路架站平台「起業網 Kiiyap」，提供平價且多功能的企

業網站架站服務 。

100 年 承租大稻埕迪化街一段 32 巷 1 號之百年街屋 - 李氏家屋「屈臣氏大

藥房」，定名為「小藝埕」，意即大稻埕上賣小藝。經由本公司事

業營運部門努力，成功打響街屋商場知名度。 

 投資餐飲品牌爐鍋咖啡，自 100 年4月在街屋商場「小藝埕」設立分

店店面，屢獲國內外雜誌與媒體採訪報導，提升品牌知名度成效良好。 

101 年 承租第二棟大稻埕百年街屋 - 迪化街一段 67 號，以「百年民藝與當

代設計」為此商場理念主題，定名為「民藝埕」，設立「陶世代」商

品銷售門市，陸續展售多個日本與台灣工藝職人品牌，強調實用性與

職人手作無心之美的百年民藝精神，一年來獲得大稻埕在地居民喜

愛，也成為國內外觀光客到大稻埕旅遊時的新亮點。 

101年10月 協助小藝埕開設之獨立書店「BookStore 1920s」策畫「夢遊 1920 變

妝遊行」活動，成功引此民眾回顧大稻埕昔日商業繁盛的風采。

101年11月

∼ 12 月底 

「民藝埕」陸續設立餐飲品牌「南街得意」茶館、「Le Zinc 洛」小

酒館與展演藝廊「墨中間」。101 年底於墨中間展出知名畫家曹俊

彥、李欽賢等大師畫展，也深獲好評。 

101年12月 「民藝埕」因具備歷史建物身分的特色街屋，並經由本公司團隊裝

修設計，加以茶館餐飲與工藝品販售等營業體營造 1920 年代氛圍，

獲得 2012 年老屋新生大賽評審特別獎。 

102 年 「眾藝埕」

103 年 「學藝埕」

104 年 「聯藝埕」、「青藝埕」

柒 公司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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