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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台中市中興街與美村路一帶，由

范特喜微創文化（後簡稱范特喜）

打造的老屋文創街，散居在台中市民平常生活

的小巷弄裡，尤其范特喜綠光計畫規劃出的文

創聚落，一整排由老舊宿舍打造而成的創意商

店，與 30~40 年的老透天厝並排而立，不僅絲

毫沒有違和感，並且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文

創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文創」的內涵。

舊空間改造�
匯聚文化創意聚落

范特喜文創聚落的成形，背後推手是微創文

化創辦人暨總經理鍾俊彥。但令人意外的是，

鍾俊彥本身並非從文創產業出身，也正因為沒

有文創包袱，他才能把文創落實於生活之中。

鍾俊彥從事 20年營造施工業，當初只是想
要改建老房子預計出租，沒想到吸引許多的微

型創業的工作者進駐，誤打誤撞闖進文化創意

領域。范特喜微創文化營運經理朱欣儀表示，

位於美村路一段 117巷的范特喜 1號店，原本
要以 4萬元租出去，但是後來發現來詢問的租
客都是年輕創業家，他們資金有限、預算多在

1萬元以內，因此靈機一動乾脆把房子隔成 6
間，以符合年輕創業家的價格租給他們，不僅

自己有回收，也幫助年輕人創業。

范特喜轉投資子公司河洛創意科技執行長呂

英裕，是鍾俊彥在英國倫敦留學時的好友，他

自鍾俊彥創辦范特喜開始，就經常為其提供意

見，呂英裕原本擔心小巷弄內沒人潮，商店可

能不容易經營，沒想到老屋再造具備特色，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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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化創意

負責人 鍾俊彥

成立時間 2011 年

主要業務 舊建築空間改造、商場招
商與管理、旅館經營管理
等。

員工人數 24 人

育成中心 中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范特喜微創文化
有限公司

引人潮前來，進而帶動周邊其他老屋屋主，主

動表示願意把房子租給范特喜改造，再出租給

年輕文創創業家。

就這樣，范特喜從 1號店一路開到 12號店，
再加上後來承租自來水處老舊員工宿舍執行綠

光計畫聚落，至今進駐范特喜聚落的文創店家

已經達到 55個，包含創意設計工作者、複合
餐飲業、獨立書店、創意髮廊、甜點烘焙工作

者，除此之外，臺灣傳統在地製造生產業者也

來設點開店，成為規模不小的文創聚落，逐漸

在全台打響名氣，而結合文創與社區的「范特

喜綠光計劃」，如今也成為台中旅遊的知名景

點之一。

創辦育成中心�

建立微創業輔導的一條龍服務

而范特喜也逐漸走向國際，透過合作交流模

式，陸續在日本香川郡北濱、江蘇無錫市、浙

江杭州市及盧森堡等建立微創文化聚落，並且

也積極規劃建立越南胡志明及泰國清邁聚落。

朱欣儀說，雖然在海外的范特喜聚落規模不如

台中，但是因為在海外設置據點使范特喜得以

與全球各國的文化創意家互動交流，開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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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文創的理想為動能，快速成長茁壯

「一般非社會企業的新創公司都重視獲利，但是范特喜並非社會企業，卻也不會優先想到

獲利這件事，因此公司裡的人都充滿熱情與活動力，這讓范特喜儘管沒有大財團資金的支

持，也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打造出如此具備規模的文化聚落。」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副執行長王世明指出，更難能可貴的是，范特喜不管是商業模式的虛擬化發展或是品牌形

象的國際化布局，都走得相當快速。

王世明進一步指出，范特喜以小資金創造大文創聚落的表現，在國內是非常特別的成功案

例，這也是該公司屢獲國家獎項肯定的原因，相信未來在公司不斷的創新規劃之下，范特

喜將持續成為臺灣擴大文創產業的重要泉源，以及為更多的文創新創公司帶來新的能量。

國際化的文創視野。

范特喜創立 4年多的時間，一路走來看似順
利，規模不斷擴大，商業模式也趨於多元，但

其實經營過程相當辛苦，朱欣儀說，微創業家

資金有限，光是向店家收取租金比較難維持范

特喜的營運，因此公司必須承接許多專案來補

足資金，所幸范特喜透過加入中原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獲得許多協助與資源，因而讓 4年多
來的經營過程順遂許多。

例如，中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除了積極協助

范特喜申請政府計畫與補助專案，彌補資金缺

口之外，也讓范特喜獲得多次媒體曝光機會；

另外，育成中心也協助范特喜取得多個專案以

創造營收，像是在宜蘭三星鄉為益得食品設計

觀光工廠、為高雄美濃鎮第一戲院進行改造，

以及陸續在宜蘭烏石港、台中清水、新竹關西

等地建立特色聚落，都是在育成中心的媒合之

下促成，2015年中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更與范
特喜共同合作，協助宏碁龍潭渴望園區轉型為

創新創業基地。

在創投資金的挹注上，范特喜也透過育成中

心的推薦，成功媒合大聯大世友創投投資 1,500
萬，並提供育成大樓由三方共同經營，培育進

商城如 PChome商店街不同，范特喜線上文創
社群將以商家背後的創業故事為主軸，吸引對

文化創意或創業有興趣的族群，只要成為會員

的網友就可以在線上留下在商家消費的心情故

事或點滴，通過審核上稿者就可獲得點數，未

來這些點數都可以在實體店家折抵消費。

呂英裕強調，這個社群訴求分享概念，不管

商家或消費者都可以在這裡貢獻自己的力量，

為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建立更雄厚的資

源，因此進駐商家必須是以對土地有貢獻、對

社會有關懷的族群，藉以與消費者推廣分享互

利的精神。

從范特喜過去 4年來的營運布局，看得出范
特喜不是要以文創之名弄一個空間，而是要把

具備文化內涵的元素無縫接軌地注入人們的居

家生活之中，念藝術畢業的朱欣儀說，一直以

來臺灣總是把文創跟生活分隔開來，但是我們

認為生活中應該就要涵蓋藝術與文化；呂英裕

也強調，就像走在英國街頭，你不需要特意的

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副執行長��王世明

文創不應該是被框起來，

而是應該像歐洲國家那樣落實在生活的每一個環結，

臺灣發展文創應該效法歐洲國家，讓生活即文創、文創即生活，

如此才能入味，走出符合臺灣自有風格的文化創意產業。

���������������������������������������������������������������������－－范特喜微創文化

駐微型企業。范特喜因此於 2014年成立綠光
原創有限公司，進一步將觸角延伸到文創育成

領域，現在位於綠光商圈的 5層大樓，就是綠
光原創的所在地，朱欣儀說，綠光原創主要以

培育進駐范特喜的創業家為輔導對象，當然也

歡迎其他文創創業家的進駐。

打造文創社群

建立臺灣文創的分享經濟概念

從老屋新造出租空間給微文創企業，再發展

到成立育成中心輔導更多新創公司的發展，范

特喜堪稱臺灣唯一一家微型文創創業的一條龍

服務商，在建立這樣的實力之後，范特喜持續

往前推進，進一步朝虛擬空間發展。

2015年范特喜轉投資成立河洛創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目標就是為了打造臺灣獨一無二

的文創社群網站。呂英裕說，一開始我們只是

想要幫店家在網路上做行銷推廣，之後點子愈

想愈多，於是開始規劃在網路上做一個文創社

群，目前范特喜已經與國內 8個文創聚落討論
合作，擬邀請 8個聚落商家進入社群，未來目
標則是連結到臺灣的 16個文創聚落。
呂英裕強調，與一般社群網站如臉書或購物

走進哪個文創園區或是知名文創書店才會變成

文青，任何人所接觸的一磚一瓦、一條小巷弄

都是文化創意。

「臺灣發展文創就應該像英國或其他歐洲國

家，把文創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如此才能入味，

走出屬於臺灣自己的文創產業。」呂英裕與朱

欣儀懷抱同樣的理想，說著一樣的話。

▲范特喜將老屋改造成文創聚落，為巷弄的歷史建
築帶來人潮及繁榮，獲得各縣市政府力邀，擴散其
成功經驗，改造更多民間與公有老舊建築。

育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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