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年度推展交響樂團業務自評報告 

壹、計畫經費決算資料 

 

一、資本門預算 單位：千元

全年度可支

用預算數(1)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工程預付款(5) 
合計

(6)=(2)+(3)+(4)+(5)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6)/(1) 

9,965 
9,908 0 57 0 9,965 

99.43 0.00 0.57   100.00 

二、經常門預算 單位：千元

全年度可

支用預算

數(1)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合計(5)=(2)+(3)+(4)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5)/(1) 

53,187 
52,834 0 153 52,987 

99.34 0.00 0.29 99.62 

三、總經費(經常門與資本門合計) 單位：千元

全年度可支

用預算數(1) 

實支數(2) 應付未付數(3) 節餘數(4) 工程預付款(5) 
合計

(6)=(2)+(3)+(4)+(5)

進度(2)/(1) 進度(3)/(1) 進度(4)/(1)   進度(6)/(1) 

63,152 
62,742 0 210 0 62,952 

99.35 0.00 0.33   99.68 
 

貳、成績評定(評分以 100~1 顯示) 

 

指標內容 權數(%) 自評分數 自評評分說明 

一、計畫管理 40 38.04   

    (一)、行政作

業 
10 9.64   

          1、表報提報作

業 
          2           98 各式表報均能如期提報，且未有退件修訂者。 

          2、進度控制情

形與結果 
          4           94 

均依管考週期，年度進度均符合預定進度，如期完

成。 

          3、年度目標之

挑戰性與明確

性 

          2           98 

推動下列活動，對於全面普及音樂欣賞人口及拓建

國際視野有相當正面的提昇作用，年度目標具有挑

戰性與明確性。 

1．99 年度共規劃辦理包括名家系列、約聘指揮甄

選系列、新韻傳承系列、菁英系列、聽見台灣的聲

音系列、向大師致敬系列、聆聽璀璨樂音-邁入古典

音樂的殿堂、樂見台灣-兩岸藝文交流、2010NTSO

音樂營系列、新新人類‧新世界-兩岸青少年管弦樂

營系列、2010NTSO 國際音樂節系列、附設樂團演

出系列、第四屆音樂人才庫全國巡迴音樂會及專題



規劃演出等 134 場音樂會，累計 15 萬 9 千人次親臨

音樂會現場聆聽演出。較 98 年增加達 5 萬人次，增

加 47.62%。其中 2010NTSO 國際音樂節，共辦理 8

系列 16 場次音樂會演出，吸引 41,271 人次親臨現場

聆賞，較 98 年度觀眾人數增加 6,000 餘人次。並於

日月潭戶外廣場演出 4 場次，結合觀光帶給遊客充

滿美景與人文藝術的音樂之旅，堪稱年度樂壇盛

事。 

2．本團至全國各地巡迴演奏，主題性多元化呈現樂

團不同風貌之表演內容，除致力於藝術平民化，更

讓外界了解政府未來重大的文化建設藍圖與計畫，

落實藝術札根與推展，發揮音樂服務社會之功能。

          4、計畫管制作

為 
          2           98 計畫管制作業機制完備，且均積極落實執行。 

    (二)、經費運

用 
30 28.40   

          1、預算控制情

形 
          10           84 年累計支用比達 99.35% 

          2、資本支出預

算控制結果 
          20           100 

全年可支用預算 63152 千元 

實支數 62742 千元 

一、全年可支用預算數說明： 

 

二、實支數說明： 

 

三、應付未付數說明： 

 

四、工程預付款說明： 

 

五、節餘數說明： 

 

六、不可抗拒特殊因素 0 千元。 

說明： 

二、執行績效 60 58.50   

    (一)、年度目

標達成情形 
40 39.20   

          1、演奏會場次           25           98 

99 年度共規劃辦理包括名家系列、約聘指揮甄選系

列、新韻傳承系列、菁英系列、聽見台灣的聲音系

列、向大師致敬系列、聆聽璀璨樂音-邁入古典音樂

的殿堂、樂見台灣-兩岸藝文交流、2010NTSO 音樂

營系列、新新人類‧新世界-兩岸青少年管弦樂營系

列、2010NTSO 國際音樂節系列、附設樂團演出系

列、第四屆音樂人才庫全國巡迴音樂會及專題規劃



演出等 134 場音樂會。 

          2、媒體宣傳及

媒體報導則數

109 則以下 

          15           98 99 年度共辦理媒體宣傳 197 則及媒體報導 281 則。

    (二)、指定指

標達成情形 
15 14.40   

          1、自訂其他指

標名稱-受益或

服務對象滿意

程度 

          15           96 

99 年服務對象整體滿意程度達 91.03%，詳細如次：

1.人員服務滿意度 96.75% 

2.演出滿意度 86.28% 

3.環境衛生滿意度 95.06% 

4.動線指標滿意度 89.12% 

5.空間設計佈置滿意度 86.99% 

6.表演廳印象滿意度 91.96% 

    (三)、特殊績

效 
5 4.90   

          1、特殊績效           5           98 

一、99 年度共規劃辦理包括名家系列、約聘指揮甄

選系列、新韻傳承系列、菁英系列、聽見台灣的聲

音系列、向大師致敬系列、聆聽璀璨樂音-邁入古典

音樂的殿堂、樂見台灣-兩岸藝文交流、2010NTSO

音樂營系列、新新人類‧新世界-兩岸青少年管弦樂

營系列、2010NTSO 國際音樂節系列、附設樂團演

出系列、第四屆音樂人才庫全國巡迴音樂會及專題

規劃演出等 134 場音樂會，累計 15 萬 9 千人次親臨

音樂會現場聆聽演出。較 98 年增加達 5 萬人次，增

加 47.62%。其中 2010NTSO 國際音樂節，共辦理 8

系列 16 場次音樂會演出，吸引 41,271 人次親臨現場

聆賞，較 98 年度觀眾人數增加 6,000 餘人次。並於

日月潭戶外廣場演出 4 場次，結合觀光帶給遊客充

滿美景與人文藝術的音樂之旅，堪稱年度樂壇盛

事。 

二、本團至全國各地巡迴演奏，主題性多元化呈現

樂團不同風貌之表演內容，除致力於藝術平民化，

更讓外界了解政府未來重大的文化建設藍圖與計

畫，落實藝術札根與推展，發揮音樂服務社會之功

能。 

三、辦理「建置音樂創作與行銷平台」：本計畫旨

在鼓勵國內中生代作曲家之創作，提升臺灣音樂原

創作品的質與量，並結合音樂文化園區之設施，全

面扶植藝文創意產業之發展，以委託創作、鼓勵創

作及音樂作品徵選音樂會，以及學術座談會及工作

坊之實踐，奠基豐碩國人音樂學術研究，提昇台灣

音樂新勢力。 

(一)音樂作品徵選共計 16 人投件，評審遴選 4 件作



品。 

(二)鼓勵創作徵選共有 32 人報名，評選計入選 8

人。 

(三)現代音樂創作與發展座談會，共計 62 人報名參

加。 

四、辦理兩岸藝文交流音樂會，落實以文化進行兩

岸交流之政策，把充滿臺灣生命力的音樂，傳送到

對岸。 

(一)「新新人類-新世界」2010NTSO 兩岸青少年管弦

樂團音樂會：由台灣 55 位學員、北京 30 位及新加

坡 8 位優秀團員組成，分赴台中、台北、北京中央

音樂學院及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等地辦理成果演出

音樂會。 

(二)【樂見臺灣】2010NTSO 兩岸藝文交流音樂會：

本團受邀前往大陸蘇州及上海，在蘇州科技文化藝

術中心大劇院、上海音樂廳、上海世博臺灣館等地

演出。 

自評總分 100 96.54   
 

參、自評總結 

         一、優點(含具體成果) 

 

一.計畫內容具體及量化，各項執行率及目標達成率都依原計畫所訂目標圓滿達成 

二.邀請國外音樂家，藉由互動經驗，分享文化成就、傳播文化經驗，有助提昇樂團及團員演

奏水準，提昇民眾欣賞音樂素養，落實藝術札根與推展，縮短城鄉音樂文化差距 

三.本團至全國各地巡迴演奏，主題性多元化呈現樂團不同風貌之表演內容，除致力於藝術平

民化，更落實藝術札根與推展，發揮音樂服務社會之功能 

1.99 年共規劃辦理包括名家系列、約聘指揮甄選、新韻傳承、菁英系列、聽見台灣的聲音、

向大師致敬、聆聽璀璨樂音、兩岸藝文交流、兩岸青少年管弦樂營、NTSO 音樂營、NTSO 國

際音樂節、附設樂團演出系列、第四屆音樂人才庫全國巡迴音樂會及專題規劃演出等 134

場，累計觀眾人數 15 萬 9 千人。較 98 年增加達 5 萬人，增加 47.62% 

2.建置從創作、實踐、出版到行銷的完整產銷平台，提升臺灣中生代及新生代作曲家音樂作

品的質與量。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建置音樂創作與行銷平台』計畫 

a.委託游昌發、陳樹熙及李哲藝等 3 人創作 

b.鼓勵創作 32 人報名，入選 8 人 

c.音樂作品徵選 16 人投件，遴選出 4 件作品 

d.出版品樂譜 9 套、賴德和《安魂曲》及游昌發舞劇《蛇郎君》影音光碟 2 套、作品音樂光

碟 2 套 

e.辦理 3 天 11 場次「現代音樂創作與發展」專題研討會 

f.辦理「聲入奇境」-鼓勵創作獲選作品及音樂作品徵選決選音樂會共 2 場、舞劇《蛇郎君》

演出 

3.建置「台灣音樂文化園區」-規劃建置台灣唯一的古典音樂文化園區，打造霧峰為「台灣的

檀格塢」。藉由空間設計規劃，型塑中台灣成為欣賞與學習兼備，文化休閒、演奏與創作並

進的空間。園區包括樂器展示區、優質工作室、音樂教育研習中心及影音文化廣場，辦理

「師生藝同行」音樂欣賞教育推廣計畫，邀請全國各高中及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參訪活動。



99 年共有 110 以上團體預約參訪，參觀人次約 45,000 人 

4.辦理 13 場次記者會，媒體宣傳、報導 478 則及製作 75 項廣告文宣品，辦理【水藍與國台

交】、【賴德和樂集】音樂會導聆，透過優質形象及文宣設計，打造樂團整體風格與形象 

5.為讓音樂往下扎根並積極推動青少年音樂教育，培植音樂界新秀。以體制外學校功能，發

揮文化機構社會教育效果，以邁向國際舞台為展望。辦理附設樂團 14 演出、『藝同行』愛莫

瑞．科透小提琴大師班、【第十屆台管盃】管樂比賽、原住民學童藝文人才培訓計畫、2010

舞動音樂藝術營、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參訪計畫，多元音樂推廣活

動，培育音樂人才 

6.辦理「第四屆音樂人才庫培訓計畫」，甄選優秀鋼琴、小提琴各 10 名受培訓員，能透過競

賽模式，磨練藝能，進而在世界樂壇嶄露頭角，拓展音樂演奏生涯，邁向國際舞台。榮獲多

起國際性大賽獎項，成果豐碩 

a.李昀陽 2010 第二屆高松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 

b.許庭嘉第七屆西班牙安東蓋西亞阿柏瑞爾國際鋼琴大賽首獎 

c.陳世偉 2010 第一屆越南河內鋼琴大賽第三名 

d.黃時為 2010 施密特國際青年音樂家比賽第三名 

e.曾宇謙義大利第 53 屆帕咯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第三名、最年輕參賽者晉級決賽獎及帕咯尼

尼小提琴協奏曲最佳演奏獎 

7.以音樂教育推廣為目標，致力於平衡城鄉藝文活動差距，持續經營出版品，提供學術單位

研究外，亦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有所貢獻，服務所有喜愛音樂人士，為臺灣音樂資產之累積、

教育與推展，有莫大貢獻 

a.有聲出版品：『聽見臺灣的聲音—賴德和樂展』、聆聽璀璨的樂音、本團簡介、『靈感—

音樂作品徵選得獎作品』CD 及樂譜、『春天的新芽—鼓勵創作獲選作品』、錢南章樂展、

京劇新韻、搗蛋鬼大鬧星芙尼、顧德曼與國台交 

b.發行「樂覽」月刊、『春天的新芽—鼓勵創作獲選作品』樂譜 8 部等出版品 

8.辦理兩岸藝文交流音樂會，落實以文化進行兩岸交流之政策，把充滿臺灣生命力的音樂，

傳送到對岸，每場次皆吸引近滿場觀眾獲得極高評價 

a.「新新人類-新世界」音樂會：由台灣 55 位學員、北京 30 位及新加坡 8 位優秀團員組成，

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及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等地演出 

b.【樂見臺灣】音樂會：本團受邀前往大陸蘇州及上海，在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上海音樂廳、上海世博臺灣館等地演出 

9.辦理音樂教育「藝」同行：配合學校音樂欣賞教育，邀請全國各級學校老師學生參訪樂團

及演奏廳的行程，培養青少年音樂欣賞能力，以提升古典音樂欣賞人口，落實音樂教育的推

廣與札根。99 年辦理 2 場次，17 所學校 738 人參與 

10.為提升全球華人藝術風氣、倡導世界人文環境之耕耘，發掘華裔音樂新血，提供展現學習

成果之機會，並藉由舞台表演之切磋、交流，策勵積極嚴謹之樂教理念，推向國際舞台，辦

理 2010 NTSO 指揮大賽 

11.本團演奏廳為優質專業展演場所，依計畫提供藝文團體及個人辦理各類藝文活動使用，不

僅達藝文推廣之目標，亦能落實公民美學及創造文化產值，更可致力於平衡城鄉藝文活動差

距與服務所有喜愛音樂人士 

12.購買小提琴 13 把、中提琴二把及巴洛克樂器、打擊樂器、長號、低音長號、各式樂器零

件採購及維修增加耐用年限案，購置管弦樂及管樂樂譜 300 套，積極提昇樂團演出水準，並

辦理視聽資料採購及購置網站各種軟硬體設備及公文系統等，強化資訊即時服務廣大愛樂者

         二、缺點 



 

1、為因應國際化趨勢，應將台灣的音樂藝術文化與國際接軌，規劃與國外藝文團體進行交流

活動，惟限於經費常無法依規劃全面執行，此有礙厚植台灣未來藝術文化產業的發展實力與

提昇樂團國際競爭力。 

2、人才庫專案計畫之執行，因受限於經費，經常無法於年度前先行讓希望參加的學員得知相

關訊息。 

3、政府財政困窘經費年年刪減，致使文化園區建置過程必須減低規模，經常門限制於 1/3 比

率，無法 100%發揮原來設計的經濟效益。又受限於政府總員無法增加，無法增加員額專案管

理園區，較不利多元化活動及管理營運之辦理。 

         三、自評意見 

 

1、本團為專業演奏團體，更肩負音樂推廣任務，結合專業之音樂演奏人才、主題演奏會的規

劃、創意音樂活動與音樂營之策辦，將樂團既有設備充分利用、演奏廳多元化經營，並結合

霧峰週邊的觀光景點與既有產業，以企業化經營理念，促進文化、休閒、觀光、教育產業的

發展。 

2、「臺灣音樂文化園區」啟用並對外免費開放參觀，不僅可供為教育及文化休閒之用，同時

可吸引國內音樂專業團體與國際知名演奏家合作的場域，成為國內外音樂互動之平台。 

3、藝文之發展非公立機構可竟其功，期民間資源參與及贊助共同推動，俾真正落實藝術平民

化、全民化之目標。 

4、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藝文活動傳統的人工宣傳模式逐漸為電子商務所取代，表演藝術團

體必須在資訊科技方面更靈活與彈性，強調跨媒體的宣傳整合能力。期許未來更提昇自我演

出水準、擔當社會教育功能、整合區域行銷資源。 

肆、上年度評核意見研處情形 

          無 

計畫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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