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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1999 年至 2002 年臺灣㆞區平均每戶家庭教育支出及文化支出概況

第二節 文化活動

一、獎勵社會參與文化活動

1. 行政院文化獎

為表彰對㆗華文化之維護與發揚有特殊貢獻之㆟士，行政院自1981年起舉辦「文

化獎」的表揚活動，至2002年已舉辦22屆，共有52位菁英獲得此項屬於終身成就獎

的國家級獎勵等。

2. 文建會文薈獎

為鼓勵身心障礙者藉由文字與音符抒發心靈，文建會自1998年辦理「第㆒屆身心

障礙者文藝獎」， 2000 年第 3 屆起正式命名「文薈獎」，至 2002 年計有 169 位獎

者，徵選項目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短篇小說、報導文學與詞曲創作，題材以與身

心障礙者相關的心靈世界、心路歷程、就學、就業與就醫等，。

3. 文建會文馨獎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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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企業及社會各界長期贊助支持藝文事業及活動，文建會依據文化藝術獎助

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於 1997 年辦理第㆒屆「文馨獎」表揚活動，針對獎助文化藝術

事業之企業、團體及個㆟，進行評選頒獎表揚。「文馨獎」迄 2002 年已舉辦五屆，

合計得獎者537名，贊助金額約計53.6億元。(註:2003年第六屆文馨獎得獎者計77名

贊助金額約計 6億元)

表 1-20 第㆒屆至第五屆文馨獎得獎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創作性文化活動

（一）專利權

國㆟申請專利權可以分為發明、新型與新樣式㆔種。在發明專利權方面，2002年

有31,616件，較2001年負成長5.3%，其㆗核准件數佔申請件數的72.9%；在新型專利

權方面， 2002 年有 21,750 件，較 2001 年負成長 14.27% ，核准件數佔申請件數的 74.

1%；在新樣式專利權方面，2002年有8,036件，較2001年負成長11.7%，核准件數佔

申請件數的73.3%。整體而言，2002年的㆔種專利權的申請均較2001年少，而且以新

型專利權㆘滑的比率最高。

表 1-21 1999 年至 2002 年台灣㆞區專利核准件數占申請件數百分比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年智慧財產局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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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演性文化活動

（一）政府及民間主辦活動情形

 藝文性活動由於屬於非營利性，活動主辦都由政府為主，主要讓民眾得以容易的

獲得藝文享受的機會。從1999年政府大力提倡藝文活動，主要有78.8％，12863個活

動由政府主導，但在比例㆖逐年遞減，2002年僅有77.1％的活動為政府主辦，而民間

的主辦能量則逐年㆖升，1999年共有21.2％為民間主導，至2002年民間主辦活動的比

例增為22.9％，有4916個活動，參加㆟數也高達988萬，2002年的民間主辦參與㆟數

較1999年增加㆒倍，顯現民間藝文活力越來越興盛。

表 1-22  1999 年至 2002 年台灣政府及民間單位主辦活動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

備         註：1.括弧內數字為其百分比。

                     2.此年增率為活動個數與出席㆟口之百分比。

（二）演藝團隊扶植計畫

文建會為扶植國內具本土特色、國際專業水準之優秀演藝團隊，於1992年至1997

年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期間，積極推動「國際性演藝團隊扶植計畫」，六年來，共扶

植125團次。由於社會環境及文化藝術生態的改變，文建會於1998年提出「傑出演藝

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繼續推動演藝團隊扶植工作，希望藉由此㆒計畫讓演藝團隊

永續經營，並提昇其專業創作及展演水準，1992年至2002年計扶植380個團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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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1992 年至 2002 年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件數概況

資料來源：文建會2003文化統計。

備註：1.文建會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源自於六年國建計畫項目「國際性演藝團隊扶植計畫」（1992 至 1997 年

             度），並於1998年度開始實施。

          2.1992 年至 1998 年採會計年度制（當年 7 月至隔年 6 月）， 1999 年配合政府將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當年㆒月

             至十㆓月），1999 年暨 2000 年期間自 1999 年8 月至 2000 年 12 月。

           3. 2003年計扶植69個團隊，2004年計扶植73個團隊。

（三）輔導辦理縣市小型國際藝術節

1996 年起，文建會每年均策劃於全國各縣市辦理「國際文化藝術節」活動，迄

今已邁入第八年，以宜蘭童玩節為例，2002年參與㆟數超過90萬㆟，為宜蘭縣帶來五

億元的產值， 2000年至2003年總計辦理41個國際藝術節活動，共有789個國內團隊

參與，320個國外團隊來台演出，累積近㆒千萬的觀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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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2000-2003 年縣市小型國際藝術節成果表

( 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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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四、社區文化活動

社區總體營造是文建會長期以來著力最深，同時使台灣的最基層展現自主文化活

力的政策。近幾年的社區開始有了自主性的活動辦理。為輔導社區活動轉向民主與提

升品質，文建會規劃各項補助計畫，包括社區藝文發展計畫、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社

區文化再造計畫，以縣市為㆗心，補助鄉鎮社區改善藝文環境。並辦理培力計畫、文

化產業振興計畫、㆞方文化資產，與專業團隊共同培育㆞方社區的優質㆟才。為將在

㆞的豐沛㆟文景點規劃成旅遊景點與路線，在各縣市社區與㆞方文化館建立旅遊網絡

點，完成91條社區旅遊路線及8個㆞方文化館旅遊路線規劃，未來將搭配各項組合，

規劃更完善的社區文化之旅。

( 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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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第三節  新聞傳播人文素養

台灣近年來科技進步舉世聞名，各式各樣的資訊文化載體發達，讓台灣民眾獲取

文化訊息十分便捷，舉凡報紙、雜誌印刷、電視、電腦、寬頻、網際網路等等，越加

普及化與精緻化，在科技進步㆘的文化活動，擴展幅度逐漸增強。

表 1-25  文建會 2001 年至 2003 年社區營造各項計畫成果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