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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一、請說明我國創立文化部的宗旨和主要政策目標。 

【擬答】： 

配合我國中央政府的組織改造，2012年5月20日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任務在於解決文化業務

長久以來面臨人力及資源的困境，將政府組織中原本分散的文化事務統一；更重要的是能營

造豐富的文化生活環境，激發保存文化資產意識，提昇國民人文素養，讓所有國民，不分族

群、不分階級，都成為臺灣文化的創造者與享用者，展現臺灣的文化國力。 

文化部首要職責在於文化國力的培養與提升。在政策上有四個主要政策基本目標： 

 

公民文化權和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一樣，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在文化資源的分配

上，對草根階層的責任、對各類弱勢群體的照顧、對城鄉差距的平衡，是文化行政的核心

基礎。公民在文化上有「滿地開花」式的普遍而實質的參與，才會有對社區、對社會、對

國家的認同。因此文化權雖然是公民的權利，若得落實，獲益者其實是社會與國家。公民

的文化參與是形塑社會凝聚力的根本。 

 

透過何種政策可以發展出一個創意指數最高的社會，對藝術創作者要提供怎樣的機制和環

境配套，才能使之達到卓越顛峰，是文化政策極為首要的策略。 

 

文化遺產需要保存，歷史記憶需要活化，民主的價值需要維護，開放的態度、自由的精神

、多元的風氣，需要開發與堅守。文化政策中的種種環節─出版談判、國際交流、兩岸協

商、社區營造、藝術教育等等，都匯向 臺灣價值的確立。 

 

文化創意產業必須將文化思維注入產業操作，同時普及文化工作者對產業操作及經營的認

識。如何媒合文化創意及經濟產業平台，如何開拓文化市場、培育人才、建立機制，如何

以文化產業進行全球佈局，是以文化的 經濟力厚植國力的一個重要環節。 

基於這樣的文化目標，文化部的努力將有四個驅動方向，那就是所有施政都要深刻思考「

泥土化」、「國際化」、「產值化」、「雲端化」的作法，亦即，向泥土紮根，服務於庶

民；向國際拓展，以「軟實力」領航；向雲端發展，讓文化與先鋒科技結合。 

 

二、我國「博物館法」甫於104年5月25日三讀通過，請說明立法內容和特色。 

【擬答】： 

博物館法草案在2015年5月25日於立法院3讀通過，《博物館法》將會是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

百年以來，第一部博物館的專法，意義非凡。 

博物館法立法目的主要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及公共性，

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特制定博物館法。 

目前三讀通過的《博物館法》共計四章二十條，賦予博物館在「公共性」、「公益性」與「

專業功能性」清楚的定義，凸顯博物館落實「文化平權」的社會功能及國際競爭力，尤其博

物館本身就是與時俱進的文化機構，兼具社會教育等終身學習的角色，為了活絡博物館的發

展，《博物館法》一方面賦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設立登記、分級輔導、認證評鑑等辦法的責

任，使得博物館可以於法有據的經營，並取得政府的扶植資源，促進博物館的循序茁壯；另

一方面協助博物館突破法令限制，使博物館得以專業機制管理典藏品，並增加人事任用的彈

性，同時配合租稅優惠，鼓勵民間對於博物館的捐助，如以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國寶」

捐贈公立博物館者，得不受抵稅金額的限制。 

此外，《博物館法》亦明定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公私

立博物館提供專業諮詢、相關技術協助及經費補助，例如民間博物館重要典藏品的專業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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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就可尋求政府補助，讓政府成為博物館成長的有力後盾；各公私立博物館也可因應

蒐藏保存、教育推廣、行銷管理等業務需求，成立「博物館合作組織」，透過館際合作將分

散的資源整合運用或加強偏遠地區之博物館教育，使博物館的公共性能更有效地發揮。 

博物館的專法在台灣倡議逾30年，歷經教育部、文建會多年推動，因相關法令盤根錯節並且

博物館型態不斷演變，致使《博物館法》的研擬始終無法有效實現。文化部成立後，凝聚博

物館界的共識，並參考國外相關法令、機制，提出了《博物館法》草案，這次立法院《博物

館法》的三讀通過與未來的施行，將使臺灣博物館的百年基業，在法治的基礎上踏實前進，

並透過資源整合與創新思維讓博物館發展邁向全新世代。 

 

三、請說明文化部設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宗旨和管理主體。 

【擬答】：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宗旨，主要為辦理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國家兩廳院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之經營管

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

力。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國表藝中心)的管理主體係為行政法人，文化部則是其監督

機關。國表藝中心之業務範圍，包括：一、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臺中國家歌

劇院（以下簡稱各場館）之營運管理。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三、表演藝術

之行銷及推廣。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六

、其他有關該中心事項。 

目前國表藝中心的主要管理工作目標，列示說明如下。 

 

建立適用於各場館的規章制度，以落實一法人多館所的建置，加強各規章制度的訂定，以

作為各場館的依循。依據國表藝中心設置條例，確立各場館藝術總監的運作模式，成為國

內表演藝術場館的經營典範。以規章制度作為營運準則，各館所在總監制運作下，維持區

域發展特色。 

 

積極推動館際合作，由各場館藝術總監定期會議，分享彼此的軟體、硬體資源與經驗，建

構串流橋樑，提升管理、行銷，並推廣效益。建立場館資源分享及合作機制，在降低各場

館營運成本的同時，擴大國內表演藝術市場，協助團隊穩定且永續地發展。 

 

發展各場館獨立特色，鼓勵各場館針對在地社群及產業結構經營特色節目，形塑場館風格

，促成群聚效應，建立節目品牌。推動各場館配合在地特色訂定經營重點，加強場館辨識

度，推動國內表演藝術產業在地化。 

為打造全民藝文沃土 

建置國內表演藝術資訊平台，推動各場館整合國內藝文網站入口，經營表演藝術資訊平台

。落實公民文化藝術參與，因應場館連結及NSO的推廣計畫，募款提供弱勢與偏鄉族群接觸

表演藝術的機會，拉近城鄉文化差距。 

 

推動各場館及NSO參與國際表演藝術相關組織，建構國際合作網絡。推動各場館及NSO與國

際藝術家、策展人及媒體，建立國際夥伴關係，增加合作機會。 

 

四、請說明文化部推動「文化雲計畫」的目的和做法。 

【擬答】： 

文化雲核心概念為「藝文內容+整合行動服務+分享」，其中藝文內容是最重要的基礎。計畫

重要工作項目包括：文化科技政策研究、調查及整合數位文化資源、開放資料利用及提供整

合雙語資訊服務、文化雲資源共享與推廣及國民記憶資料庫雲端服務，目的希望能善用雲端

科技可大量儲存、運算及隨時隨地分享的特性，將現有各文化機關與團體擁有之相關文化元

素，包括文學、歷史、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傳統藝術、工藝、博物館典藏文物、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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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文化大事紀、藝文工作者及團隊資料、公共藝術、統計、歷史網頁等等，予以

蒐集、整合為國家的文化資源庫，並以開放資料精神，提供下載及推廣利用，同時開發示範

性行動應用程式，提供即時、便利的創新文化資訊服務，進而推動地方共享，蒐集國民記憶

資料，鏈結社群平台，促進全民近用藝文相關資訊，培育文化素養及消費習慣，為未來發展

文化產業奠定基礎。 

「文化雲計畫」的目的，主要為利用雲端技術來累積、儲存巨量文化元素，以建立整合文化

資源庫，以及保存、累積、分享國民記憶，成為一源多本的故事庫，並建立共通整合系統、

彈性虛擬架構，有效使用資源，且進行快速運，利用我國通訊消費上的市場優勢與習慣，即

時提供行動、創新服務，鏈結社群平台、促進全民近用藝文相關資訊，培育文化素養及消費

習慣，甚或未來發展文化產業，實為創建文化雲必須考慮的課題。  

文化部推動「文化雲計畫」的做法，關於文化雲的建置，包括：基礎設施提供、文化資源整

合、資料標準定義、資料介接規範，以及應用服務的整合。既需以文建會既有主題網站、附

屬機關資料庫為核心，重新分析、組合，亦需關注資源分配相對較少的縣 市文化局，給

予適當的網路資源協助，並應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設計可支援內部決策， 以及外部便利

使用之相關系統功能、應用程式與資料開放下載機制。 

目前策略上規劃以民眾關注及核心業務之文化資源為起點，逐步擴展至文化產業資料、文化

內容資料，踏實蓄積文化資源能量。在開放應用上，將發揮政府「領頭羊」的角色，採用雲

端設施與技術，結合行動裝置，開發示範性行動應用程式，提供藝文內容與整合創新服務，

並以開放資料精神，提供各類下載檔案格式，積極行銷推廣，開放民間加值應用。其他策略

性作法，例如產官學跨域合作，引入完整與創新思維本計畫定位為國家型的文化基礎建設，

為引入完整與創新思維，協助文化部研擬文化科技政策，規劃與各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及資

訊產業進行跨機構合作，以借重其數位化經驗與資訊研發技術。整合分散資源，開放資料加

值利用以整合為核心概念，統整現有分散的數位化資源於雲端，以符合使用者需求的介面提

供查詢、利用。政府擁有的文化元素除可能涉及個資法部份以外，規劃採「公開取用」精神

，採開放資料方式，開放下載應用，成為促進創意產生的沃土。發掘多元文化內涵，向外推

廣發聲文化雲計畫所建置的文化資源庫將是涵蓋臺灣多元文化價值的豐富內容，然而冰冷的

典藏數位資料無法打動人心，因此應採主題式地發掘其內涵，以分眾行銷方式，利用材料來

說故事，結合常態性的推廣性文章、社群議題操作，以及季節性的實體、網路行銷活動，以

多元的角度來提高台灣文化特性的普世價值，方能增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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