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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甫於 113 年 5月 20日上任，今天應邀列席

大院本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就本部業務提出

報告並備詢，甚感榮幸。 

    本部在歷任部長帶領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並累積豐碩亮眼的成果，除了本部同仁的用心付

出，更要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於文化事務的

關心與支持，讓許多重大文化政策及法規，得以

順利推動，成為臺灣文化持續發展壯大的關鍵力

量。 

    文化的形成從來不是一朝一夕可畢其功於

一役。臺灣是自由民主社會，文化由下而上充滿

了蓬勃發展的生命力，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將

臺灣有形無形歷史文化串連，讓各族群和文化共

存共榮，凝聚臺灣人對自身土地和文化的認同，

用文化團結臺灣並迎向世界，是本部責無旁貸的

任務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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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將在行動創新的前提下，提出生活的文

化、思想的文化、創作的文化及傳播的文化等四

個方向，作為施政理念，推動文化施政，敬請各

位委員指教。 

貳、施政理念及重點政策 

 一、生活的文化－凝聚文化認同及尊重 

（一）重建歷史現場，維護核心文化資產 

1、規劃「再造歷史現場 2.0」 

    以歷史為本、以科技為用，持續以點、線、

面重現歷史現場，推動區域性文化保存，再現

臺灣大歷史場域，賦予當代意義，走入在地生

活。 

2、推動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第五期）計畫 

    文化資產為永續發展之基石，透過創新文

資價值、帶動文資產業，以有形古蹟歷史建築

等載體修復活化，及無形傳統藝術民俗等教育

推廣傳承，凝聚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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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廣臺灣傳統戲曲  

    為扶植臺灣傳統戲曲，規劃輔導金補助機

制，鼓勵青年藝術家投入傳統戲曲新編創作、

提升節目品質，以臺灣在地故事創編戲曲，展

現文化自信。 

（二）推動文化活動走入社區、巷弄及偏鄉 

1、深化社區營造 

    扶植區域交流平台，強化社造支持體系，

鼓勵民間由下而上的自主行動；提供多元參與

機制，擴大引動青年、新住民及都會社區參與。 

2、文化平權巡演‧庄頭劇場 

   自 112年執行「文化平權巡演－庄頭劇場‧

藝日限定」大型表演藝術展演活動，期於疫後

持續振興表演藝術產業，攜手地方政府邀集臺

灣品牌團隊、Taiwan Top團隊及縣市傑出團隊

等參與匯演，讓民眾在庄頭就能看到國家級場

館的劇場級演出，落實文化平權及培養藝文欣

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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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書市‧庄頭書展 

    持續推動「創新書市‧庄頭書展」，獎勵

實體書店串聯在地、外縣市實體書店及出版

社、藝文團體等單位，以圖書展售及閱讀推廣

為核心，辦理實體書展及走讀等閱讀推廣活

動，提供大眾深度閱讀體驗。 

（三）鼓勵傳承國家語言多樣性 

1、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方案 

    為復振各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本部、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共同規

劃，從家庭、社會、學校等領域，落實國家語

言生活化及現代化，支持各面臨傳承危機國家

語言之復振與多元發展，並營造語言友善環

境。 

2、策辦第 2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依「國家語言發展法」相關規定，預定於

113年 6至 10月召開第 2屆國家語言發展會

議，多面向討論國家語言傳承與復振議題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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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蒐集各界意見，作為政府施政之參考。 

3、推動台語主流化 

    112 年起支持各縣市政府辦理台語說故

事爸媽活動，鼓勵民間辦理語言創作應用、推

廣活動、友善環境及台語人才培育。 

    透過「表演藝術台語主流化補助計畫」，

鼓勵表演團隊製作及演出適合兒少觀賞之台

語節目；另辦理網路影音內容台語主流化徵件

計畫，使台語能夠自然地融入民眾生活日常。 

    持續支持公視製播台語影集、綜藝節目等

影視內容，與民間影視相關業者合作，推動產

製優質台語節目。 

4、復振馬祖語與臺灣手語 

    鑒於馬祖語、臺灣手語面臨傳承危機，考

量其語言發展情形特殊，本部將加強語料保

存，建置馬祖語與臺灣手語語料庫，期透過系

統性蒐整語料，強化研究保存、開發語言教學

推廣及科技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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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多元族群文化發展 

1、跨部會合作推動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本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3 年 5 月起

設立業務合作平台，迄今已召開 20次合作平

台會議，合作事項達 118項。 

2、營造多元生活，注入新住民文化能量 

    為強化新住民文化主體性，透過訂定「文

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

等，補助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活動；本部附屬

機關(構)則藉由展覽及藝文體驗活動等，促進

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包容與尊重。 

二、思想的文化－累積藝文知識及能量 

（一）藝術向下扎根，接軌兒少世代 

1、公視兒少台開台 

    影視是兒童認識世界並形塑自我文化認

同的重要管道，透過文化黑潮經費，挹注公視

自成立以來致力於產製優質兒少內容之豐富

經驗，從兒少內容孵育、開發及產製等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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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產業提增兒少內容時數及人才培育，健全

兒少影視整體環境。 

2、校外文化體驗 

   為培養未來文化參與者，本部與縣市政府

合作，自 112年起串聯各地演藝廳、美術館、

博物館、歷史現場等場館，規劃主題路線，以

偏遠地區學校優先，引領學子體驗藝文展演映

活動，豐富孩子們的文化視野，培養下一代對

文化藝術的品味。 

3、藝術入校計畫 

    本部自 107 年起與教育部合作推動文化

體驗教育，支持藝文工作者及藝文團隊，轉化

自身藝文特色，發展文化體驗內容，安排進入

學校課程，讓學生接觸多元豐富的藝文活動，

啟發對文化藝術的感知及興趣。更自 112年起

透過疫後振興的藝術入校計畫，擴大學校及學

生參與，讓文化藝術向下扎根，培育藝文欣賞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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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力青年藝文人才 

1、扶植青年藝術發展補助計畫 

    本部補助 18 歲至 40 歲具潛力之青年藝

術工作者，發展各類型及跨領域創作及展演計

畫，藉以開拓青年參與藝術文化、培育未來新

銳藝術人才，並進一步建構藝文創作自由的支

持體系。 

2、中壯世代藝術家國際展覽補助計畫 

    透過支持國內專業藝文組織、策展人及參

與展出之藝術家，推介臺灣中壯世代藝術家之

藝術創作，至國內外專業展覽空間展出或藝術

節參展模式，厚植中壯世代藝術家之國際發展

能量。 

3、文化交流青年文化園丁隊 

    鼓勵 20 至 45 歲青年藝文人才從事國際

文化交流事務，培育我國青年團隊擔任跨文化

交流的耕耘園丁。運用補助及計畫實作指導資

源，以社造概念與草根社區或校園連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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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散臺灣文化創意種籽，橋接兩地文化及社區

營造能量。 

（三）振興出版產業發展 

    為強化出版產製能量，持續獎勵青年創作

及漫畫獎勵金，鼓勵發展多元創作題材、扶植

創作者，推辦文化黑潮之 T-Comics 臺灣中長

篇漫畫產製，補助創作團隊或具市場發展性的

漫畫作品，發展中長篇作品，促進臺灣原創漫

畫長期經營及發展。 

    鑑於閱讀習慣及閱讀能力要從小培養，將

加強扶植臺灣童書／繪本，研議創作獎勵金、

出版媒合及推廣相關輔導措施。 

    為保障出版社合理利潤，鼓勵各縣市公共

圖書館，積極保障出版社實得圖書定價 7折以

上；另將持續推動「擴大電子書計次借閱服

務」，擴大數位閱讀風氣。 

（四）重建臺灣藝術史 

    本部持續推動重建臺灣藝術史工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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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臺灣藝術發展脈絡，用當代的視野、多元

的角度、複數的藝術史觀，於典藏、研究、推

廣架構下，促成「土地 × 文化 × 世代」的對

話，找回臺灣的藝術史以及對臺灣文化的認

同，尊重與強化在地特色文化，建構共同歷史

記憶與集體行動。 

（五）籌建國家級場館 

1、國家漫畫博物館：東側園區已於 112 年 12

月 23日開展營運，113年將持續藉由多元型

態展演活動，堆疊出臺灣漫畫的獨特樣貌，

打造一個匯集漫畫創作、體驗、交流、演出，

以及滿足專業典藏、研究、展示之國家級博

物館園區。 

2、國家兒童未來館：持續推動籌建工作，打造

臺灣首座專屬兒童的國家場館，提供兒童及

家庭創新體驗，預計 113年完成基本設計。 

3、國家鐵道博物館臺北機廠園區：預計 113年

12月先開放北側區域，包含總辦公室、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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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柴電工場等建物，重現臺灣鐵道歷史記

憶，形成新文化軸線與園區。 

4、國立國父紀念館：辦理古蹟整修暨文化設施

服務升級，整修重點除古蹟外觀修復外，將

透過大會堂及展場等服務設施優化，達到多

功能使用及全方位服務的目標，營造更友善

平權的藝文場館。 

（六）支持博物館轉譯應用及臺灣內容再開發 

    升級博物館專業功能及科技治理能力，研

提與時俱進的博物館政策及法規制度。加值運

用本部所屬博物館長期累積的典藏內涵，提出

臺灣原生主題內容或特色，轉化為親近大眾的

展覽，並加強國際研究和策展，推動跨單位議

題合作，落實博物館社會責任及對話平台角

色，增進民眾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及世界對臺灣

的理解。 

三、創造的文化－帶動臺流及產業投資 

（一）推波臺流文化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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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影視音臺流 

    加速原創內容製作與人才養成，提升我國

影視音內容製作規格及產量產能，以獎輔措施

共同壯大臺流，以因應激烈之國際競爭；同步

培植海外觀眾，擴增海外聲量。 

    為健全影視音產業生態系，從內容開發、

產製質量、人才培養及行銷推廣等每個環節，

結合最新產業發展趨勢，並以政策工具有效引

導，製作出具有臺灣文化特色與優勢的影視音

作品，講述臺灣的故事，讓臺灣影視音產業立

足臺灣，邁向國際舞臺，形成國際「臺流」。 

2、強化文化科技應用創新  

 以科技賦能文化新內容，串聯虛實技術

資源，並以數位科技支援文化領域專業團隊，

發展跨域虛實體驗內容，開發具有國際潛力之

示範案例，帶動我國文化科技產業鏈整體製作

能力。 

    鼓勵應用視覺特效及虛擬攝影棚技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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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內容培育相關技術人才。結合科技及臺灣

特色文化內容，推動博物館創新展演及體驗，

增益民眾文化參與，促進臺灣多元文化保存。 

    促進文化內容結合創新技術、對接在地文

化，如回應國際發展趨勢、國內相應技術及各

領域創作能量，支持國內 XR沉浸式影像創作

及後續參與國際展演，帶動跨領域投入 XR內

容產製，豐富文化內容未來面向。透過辦理全

國性文化科技展會，形塑民眾體驗近用為核心

的文化科技展示場域，使文化科技走入生活。 

    持續推動媒合藝術家及科研單位發展科

藝創新實驗計畫，培育科技藝術人才，發展具

實驗性及文化內涵之原創作品，策辦科技藝術

創作發展補助，徵集以藝術為核心之臺灣科技

藝術計畫，整合跨界資源，參與國際展演合作，

以提增臺灣科技藝術發展優勢。  

3、推動重大投資合資案 

    偕同文策院推動與三大電信、科技業、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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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媒體娛樂集團的合作，引導民間資金共同投

資文化內容產業，整合資金、技術及人才，提

升文化內容產業的競爭力，打造更多國際級的

臺灣優質文化內容 IP進軍世界。 

（二） 建立國際創意平台 

1、籌辦臺灣文化創意博覽會 

    2024臺灣文化創意博覽會預定於 8月 26

日至9月1日在大臺南會展中心辦理，以「1624

臺灣歷史教室」為策展主題，品牌商展包含文

創品牌及 IP授權等 2個重點展區，預計邀請

國內外具代表性文創品牌等不同類型單位參

展，並串連位於臺南市的本部所屬博物館所及

文創園區。 

2、策辦臺北時裝週 

    臺北時裝週自 AW24 起以品牌秀為時裝

週核心，選擇具市場性、有國際市場企圖心的

設計師品牌，組成時尚國家隊，協助開拓國際

市場，期以建立臺北時裝週成為亞洲指標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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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週，強化社會溝通與國際間的品牌宣傳，促

進臺灣時尚產業之國際能見度。 

（三）提升青年藝文體驗  

    常態化發放成年禮金，提供 16-22歲青年

每人每年 1,200元的文化幣，鼓勵青年以成年

禮金體驗不同類型的藝文活動，引導資源挹注

獨立書店、表演藝術及觀看國片。 

    為拓展表演藝術欣賞人口、擴大藝文消

費，本部結合各地藝文場館資源，113年擴大

推動「青年席位五折自由座」，鼓勵青年再次

走進劇場，自由選擇喜愛的觀戲角度，培養未

來藝文消費的關鍵客群，同時促進藝文產業永

續發展；另透過「文化幣獨立書店點數放大專

案」，引導青年至書店購書消費，並與民間及

部會協力，共同提升閱讀風氣。 

四、傳播的文化－健全國際交流及互動 

（一）強化公廣集團內容開發及傳播量能 

    支持公共電視各頻道之經營，並與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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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開發產製跨語言且多元之各類型節目及

戲劇等。 

    TaiwanPlus持續擴展海外收視，已完成北

美旅館頻道落地，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際影音平台合作，促進臺灣文化走向世界。 

（二）壯大臺灣 OTT平台 

    以文化黑潮計畫強化內容產製能量，並推

動文創法修法升級為國家戰略產業，以投資抵

減引導民間注入資金，同時以投補合一等資金

整合利多政策，鼓勵 OTT 平台投入資源進行

影視開發產製。支持文策院與擁有 OTT 平台

之三大電信簽定合作備忘錄，進行跨國際、跨

域投資影視作品，逐步強化臺灣內容，壯大臺

灣 OTT平台。 

（三）參與國際行銷臺灣  

1、參與巴黎文化奧運 

    國際展會匯聚全球目光，是行銷臺灣的極

佳舞台。著眼巴黎文化奧運契機，將以表演及



17 
 

視覺藝術系列節目參與，以「自由之聲、島嶼

風華、當代新藝、世界共融」為主題向全球展

現臺灣創作活力，體現臺灣「從傳統奔向嶄新、

從土地躍上雲端、從吶喊拼出金牌」的前進精

神。 

2、參與 2025大阪世界博覽會 

    除將配合選送表演團隊赴日參加開幕、展

館日等活動外，亦將規劃臺灣團隊推出周邊平

行展演活動，以及參與日本關西地區大型展

會，以延續本部 2020東京奧運及 2024巴黎奧

運參展效益，加乘臺灣國際能見度。 

3、拓展臺流文本外譯 2.0計畫 

     精選包括文學/非文學、漫畫、繪本等類型

220本書，製作試譯或全譯及亞洲專刊，並定

期由版權專業人士參與各大國際出版相關會

展，向國際版權市場推介合適作品。同時銜接

翻譯出版獎勵計畫，支持國外出版社翻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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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並行銷外譯臺書。 

4、推動行銷國家品牌 

     主動與國際國家級博物館及展演場館建

立合作模式，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及文化產

值，促進文化外交。 

5、國際影視音合資合製 

     布建國際交流合作網絡，透過與國際展

會、通路平台及業者之交流、合資、合製、合

辦，深化內容產業與國際之連結，推動臺灣人

才及文化內容站上國際舞臺。補助文策院集結

國內影視及 IP 資源，針對歐美、亞洲等重點

區域布局參展，並積極與國際展會結盟、爭取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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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為實踐「文化永續 世界臺灣」的核心理念，

本部將應用過往文化工作的經驗及能力，以行

動創新的方式持續深耕，推動跨域文化治理，

整合跨部會文化資源，落實四大面向之施政目

標，增強臺灣人民內在精神力量，讓全世界看

見獨一無二的臺灣，用文化團結臺灣，勇敢迎

向世界。 

 懇請各位委員持續鼎力支持，並在各項文

化施政及預算執行上，給予本部鞭策及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