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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經費

一、引言

我國文化支出在㆗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歲出政事別歸類原則與範圍」

之定義為「凡辦理藝術、音樂、美術、體育、歷史文物、大眾傳播、圖書出版、㆝

文、宗教、民俗等業務有關之支出」，觀察近十年來㆗央政府文化支出之編列，其預

算金額由1995年度之94億元，至2004年增加為192億元，成長2倍，其㆗2000年因

配合台灣省政府業務與組織之調整納入原省屬文化機關，以及2001年與2003年實施擴

大公共建設追加預算，使預算金額曾超過200億元。至其各年度占總預算之比例大致均

維持在0.9％至1.3％之間，僅2001年與2003年因實施擴大公共建設曾達到1.4％以㆖，

實質㆖近年來文化建設的推動仍極有侷限。。

同期間文建會預算則由20億元增加為52億元，成長2.6倍，其占㆗央政府文化支

出比例平均約為27％，占總預算之比例則大致維持在0.2％至0.4％之間，近十年㆗僅

2003 年曾達到 0.43％，比例甚微（請參閱圖 1-10至圖 1-13）。

二、文建會預算

現行㆗央政府總預算的籌編，每年由行政院主計處籌組年度計畫及預算審議小

組，約於年度開始前㆒年頒布未來㆕年各機關可獲得預算之基本額度㆖限及編製原則

辦法，另劃出公共建設計畫額度及科技計畫額度分別交由經建會及國科會控管審議，

俟籌編最後階段再由主計處彙總審議㆖述㆔個分配額度，確立各機關㆘年度之預算。

有關文建會在此㆔個額度架構㆘之預算編列情形分述如次：

(㆒) 文化行政基本額度（約占文建會預算之59％）：主要包括按編制員額計列之㆟

事費及各處室基本業務維持費等，其㆗如屬社會發展計畫、出國計畫及請增員額

部分，並需分別送行政院研考會、秘書處及㆟事局先期審議。由於近年來㆗央政

府總預算受限於歲入財源不足，通常係按本年度預算數予以通案刪減㆒般經常性

支出，作為核定㆘年度之歲出基本額度，自2001年係按加班費、委辦費、國內外

差旅費及作業維持費刪減10％至50％不等，2002年持續通案刪減10％，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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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事費、業務費、國內外差旅費及捐助費刪減2％至30％不等，2004年並規

定經常支出按負成長2％、資本支出按成長2％編列。故1995年度文建會經資門比

重大致為3：1，至2004年時已轉變為2：1，由於文化活動多屬軟體，需要投入

較多經常門支出，但因受制於經資門比例的規定，使得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呈現

出經常性經費不足，而資本性經費執行落後的困境。又因基本額度逐年核定遞減

結果，如2002年為35.1億元，2003年為32.6億元，2004年再減為30.6億元，亦

使文建會面臨愈趨繁重的文化事務，難以適切因應分配，必須多方爭取籌措經

費，增加業務推展的困難。

(㆓) 在公共建設額度方面（約占文建會預算之40％）：係指計畫總經費超過10億元

或配合政府施政之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其計畫由文建會提出，送由經建會控管審

議，雖其控管總額度近年來大致能維持每年成長5％，惟就文建會而言則呈減少趨

勢，如2002年為22.8億元，2003年為22.3億元，2004年則減為21.4億元，又自

2001年起其作業實施要點規定計畫總經費屬經常門者不得超過資本門之㆓分之

㆒，對於以推動軟體建設為主的文化部門，更面臨難以獲得資源的困境。

(㆔) 在科技發展額度方面（僅占文建會預算1％）：係指科技白皮書及科技化國家

推動方案之科技發展計畫，其計畫由文建會提出，送由國科會控管審議，近年來

總額度穩定維持每年成長10％，文建會所獲核定額度亦呈增加趨勢，如2002年為

0.15億元，2003年為0.2億元，至2004年則為0.24億元，但其金額占文建會預算

比例極小，係因計畫範圍限制在科技研發領域，難以適用於文建會之施政計畫。

三、地方政府文化預算

關於㆞方文化預算深受政府財政狀況因素影響，在1995年度以前政府財政擴張時

期，㆞方文化支出占其總預算比例大致每年均能維持在2.5％㆖㆘，嗣為因應急遽攀升

的財政赤字，各級政府遂漸緊縮歲出，1995年度㆞方文化預算占其總預算比例遽降至

1.7％，其後年度大致僅能維持在此㆒比例㆖㆘；至於㆞方總文化支出預算金額，則由

1995年之146億元，至2003年減為114億元，其亦受2000年台灣省政府業務與組織調

整之影響。茲以2001年至2003年文化支出觀之，按行政轄屬區分，其㆔年平均編列金

額，以台北市之44.5億元為最高，其次為高雄市之11.3億元及台北縣之10.3億元；如

就文化支出占總預算之平均比例而言，以金門縣之4.3％居首位，台南市之3. 9％為次

高，台北市政府之3.0％居第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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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直轄市與縣市㆞方文化局（文化㆗心）及所屬成立之時間並不㆒致，如

以2001年至2003年預算觀之，各㆞方文化局預算總額㆔年平均數為63.3億元，占各該

㆞方縣市總預算之平均比例為0.9％。再按行政轄屬區分，則以台北市文化局之15.1億

元為最高，其次為台北縣文化局之5.5億元及高雄市文化局之4.3億元；另就占各該㆞

方縣市總預算之平均比例而言，則以台南市文化局之3.9％為最高，金門縣文化局之3.

4％及屏東縣文化局之2.1％分居第㆓位及第㆔位（請參閱圖1-14、圖1-15及表1-2、

表 1 -3）。

此外，在2000年配合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正，將原編文建會對縣市政府㆒般性文

化活動相關補助經費改列由㆗央直撥統籌補助，經統計2003 年分配補助各縣市為5.4

億元，連同縣市政府自籌3.3億元，共計8.7億元，而各縣市政府截至2003年9月底實

際支用率僅為54％（請參閱表1-4），至其運用項目及內容繁多，主要多用於㆞方性

文化設施硬體設備、工程及辦理民俗節慶等，其執行成效仍有待觀察。

圖 1-10  ㆗央政府文化支出及其占總預算比例

        資料來源：㆗央政府總預算，其㆗2000年為18個月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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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文建會預算及其占總預算與文化支出比例

          資料來源：㆗央政府總預算，其㆗2000年為18個月之金額

圖 1-12  ㆗央文化支出與文建會預算

       資料來源：㆗央政府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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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央文化支出預算

  資料來源：㆗央政府總預算,其㆗2000年為18個月之金額

圖 1-14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支出

        資料來源：文建會文化統計，其㆗2000年為18個月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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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直轄市及縣市文化局預算

     資料來源：文建會文化統計，其㆗2000年為18個月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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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支出預算概況

附         註：1.  .所列支出文化預算均以不含追加(減)之預算，亦不含其他單位之補助經費，即法定預算。

                  2.  文化支出預算除文化局（或文化㆗心）預算外，尚包括教育、民政、新聞及建設單位之部份預算，其所  屬

務                         業務如社教館、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樂團、體育場及禮俗文獻等。

資料來源：文建會文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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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局預算概況

備     註：所列文化局（或文化㆗心）預算係指文化局（或文化㆗心）及其所屬機構的預算總額。

資料來源：文建會文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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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縣市政府㆒般性補助經費分配及執行情形表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