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部 102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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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建

設

計

畫 

1 文化部 

苗北藝文中心

演藝廳暨彰化

藝術中心興建

計畫 

本案因土方工程分包解約、卵礫石層預壘樁工法

鑽鑿不易、天候因素(汛期多雨又逢多次颱風來

襲)，導致工程進度較原訂期程落後，請續依修正

後之期程(103年 8月竣工，103年 12月完工)積極

趕工。 

優 

2 文化部 
屏東縣演藝廳

興建計畫 

1.執行過程雖有流標情形，已經督促屏東縣政府完

成再次招標及開工履約。 

2.依計畫完成預算及工程設備工作項目。 

3.未來其他計畫將列為經驗參考。 

甲 

3 文化部 
臺中大都會歌

劇院興建計畫 

請續依原定期程積極趕辦，俾如期如質完工。 
優 

4 文化部 
北部流行音樂

中心計畫 

1.責成臺北市政府加速行政程序。 

2.責成臺北市政府完整規劃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之

建置與營運，充分運用預算執行本計畫。 

甲 

5 文化部 

海洋文化及流

行音樂中心計

畫 

為使海音中心工程如期如質順利竣工，本部持續

積極督辦軟硬體建置進度，除每月召開「公共建設

推動會報」管控進度，平時亦與委辦單位高雄市政

府保持聯繫溝通，派員出席重要審查會議，102年

6 月 24 日並安排部長訪視海音中心基地，後續奉

核成立軟體工作平台會議，以定期掌握及推動本

案執行進度。 

乙 

6 文化部 
中央廣播電臺

分臺遷建整併 

加強工安訓練，避免再次發生褒忠分臺建置機房

時之工安事件。 
乙 

7 
傳藝 

中心 

籌建戲劇藝術

中心 

1.主體工程實際進度落後預定進度部分，已由專案

營建管理廠商每星期召開 3 次進度檢討會議，

要求主體工程承攬廠商依據第 3 次追趕進度計

畫鑽趕進度，責分包廠商加派現地施作人力，並

將歷次承諾事項及出工人數統計載明於會議紀

錄。 

2.承攬廠商後已加派現地工程師，加速辦理自主檢

查及分包廠商調度等作業，並加速辦理鋼構廠

製、匯流排及冰水主機廠驗作業。 

乙 

8 史前館 
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南

1.南科館新建工程於 102 年 10 月份起共辦理四次

採購招標作業，惟並未有廠商參與投標作業，本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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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館興建計畫 館正檢討無廠商參與投標原因，並調整招標設

計圖說(含預算)，並預計 103年 1月份再行辦理

採購招標作業。 

2.南科館新建工程採購招標決標簽約後，及接續執

行工程施工等作業，期使能於計畫規定期程內

完成計畫執行。 

社

會

發

展

計

畫 

9 文化部 
地方文化館第

二期計畫 

改善措施： 

1.從嚴審查古蹟及歷史建築類館舍及執行態度消

極館舍，以提昇執行率：因應 101年度起針對撤

銷案件中臺北市撫臺街洋樓、林柳新紀念偶戲

館、臺北之家 3案屬古蹟或歷史建築，館舍因無

法於寬延期限內完成因應計畫並取得使用許

可，故撤銷補助經費，本部於 102年度提案審查

已不再寬延；另新北市淡水文化生活圈則遲至 7

月份主動申請撤案，本案於 102年度審查時，因

考量該館執行態度消極，故不予補助；103年度

審查已有館舍積極取得古蹟使用許可，為本改

善措施所樂見之成效。 

2.協同本部附屬專業博物館協助館舍永續經營之

能力之提升：為鼓勵館舍辦理深入弱勢族群議

題之活動規劃，特辦理本委託計畫，共計委託 14

案(公有館所 8案、民間館所 6案)。 

3.建立科學量化之自評工具，協助館舍自我檢視： 

(1)考量地方文化館核心價值在地方文化保存及均

衡城鄉文化發展，係以社會文化教育為主要目

的，為協助館舍有效提升管理效率，同時建立獨

立適用且具效用的評量指標，由本部偕同縣市

政府加以輔導，並要求重點館舍應記錄每月參

觀人數、辦理活動場次等數據，進而逐步推動重

點館舍進行使用者分析、觀眾調查等自我評量

措施，以達到服務民眾及提升館舍營運品質的

目標。 

(2)本部地方文化館評量指標建立歷程可回溯自 95

年起委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編製地方文化館

自我評量手冊，其間透過逐步委託研究及建立

修正指標及資料庫等，始於 100年度建置完成 E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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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評量系統，並於 101 年度正式上線啟用希望

藉由館舍自我評量工作的推行，及相關能力之

培力，以「自我評量」、「觀眾評量」機制，促進

館舍正向成長，協助各館定位之確立、發展重點

特色，進而朝向永續營運之目標邁進。另搭配線

上系統之試營運即啟用，於 99年起辦理地方文

化館評量系統教育訓練，以提供各文化館及文

化行政人員運用自我評量工具，藉以認識館舍

經營之優缺點，俾據以改善，為輔導文化館工作

人員落實並累積效益，100年度賡續辦理評量機

制培力，辦理教育訓練與培力工作坊計 4場次，

共計 167人參與；101年度賡續辦理後續擴充計

畫，研發文化生活圈整合型計畫評量指標，辦理

教育訓練工作坊 1場次共計 45人次參與，另邀

集組成專家學者訪視與座談，102年度接續辦理

專家實地訪視，包含桃園縣、臺南市、高雄市、

臺北市、宜蘭縣等縣市，以瞭解各館舍之執行實

況，並持續蒐集基層館員相關意見，。 

4.由本部統籌辦理全台性地方文化館行銷及媒合

活動： 

(1)為能提供民眾更完整豐富的文化版圖及文化資

源服務，本部 101年度辦理「地方文化館行動方

案試辦計畫」，協助館舍與偏鄉教育單位之串

連，落實文化平權及文化扎根，並募得 15間企

業贊助 85 萬元，辦理增加原計畫外之 17 所國

小學童辦理地方文化館參訪行程。使得本案得

以順利連結社會資源，服務更多偏鄉學童，102

年將持續辦理全台性推廣活動。 

(2)賡續辦理地方文化館網站升級暨維運推廣案，

並陸續建置英、日語版，以期服務跨國性網路使

用者，截止 102 年 102 年 12 月，會員人數達

48,887人；網站總流量人次超過 286萬人次，首

頁瀏覽人數超過 1,031萬人次，館藏交流平台展

示超過 750件館藏品。 

策進作為： 

1.培養文化習性，提升文化資源之分配效益：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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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對地方文化設施之充實與整合，藝術文

化不再只存在於音樂廳、戲劇館或文化中心，藝

術文化可以就在每個人生活的週遭，不分族群、

性別、城鄉或貧富條件，都有和其他人一同享受

文化資源的權利；因此，地方文化設施正直接作

為提供文化服務到家戶門口的利器，從基礎提

昇民眾的文化質能。並藉由輔導活化地方文化

環境，提供地方更好的文化藝術環境，增強民眾

對於藝術文化的體驗與認識，進而養成民眾參

與公共文化活動的習慣，積極創造並分享文化

資源，減緩城鄉之間的藝文差距。 

2.提昇地方文化設施公共服務效能：透過地方文化

環境的整體改善，提升各地文化設施空間功能

與景觀，並規劃整合性文化藝術活動，使其經營

設計更符合現代多元的需求，讓地方文化設施

可能兼具「圖書館」、「藝文中心」、「社區教室」、

「數位知能學習中心」，甚至「文化交流中心」、

「複合式休閒空間」等各種功能，成為民眾願意

經常流連的地方文化活動據點，創造地方文化

的活潑生命力。且在強化以人為本服務理念下，

地方文化設施館員從場地管理員、資訊提供者，

轉換成為文化知識的領航員、降低城鄉數位落

差的資訊教育推廣者，以及擔負提供文化藝術

活動的推手。 

3.擴充民眾文化質能，培育優質文化社會：經過具

體改善地方文化設施空間功能與設備品質後，

未來各館舍將以地方文化整體視野來規劃設計

活動，組成各類型地方文化設施策略聯盟，將零

星文化設施，統合為全面性地方文化版圖，聯手

建構優質區域文化生活網，以文化帶動社區文

化生活圈發展，創造更多文化資源，提供更多元

文化活動，讓民眾更願意，也更有機會參與及欣

賞文化藝文活動；希望各地方文化設施將來能

和整個社會互動，當互動產生時，人們可藉地方

文化設施建立起有意義的回憶，達成真正的地

方文化社會化，將有助於提升民眾參與、欣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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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藝術質能。 

4.整合地方資源，規劃地方文化願景與方針：以地

方文化設施，作為提昇民眾對於地方文化資源

的認知的搖籃，培養文化生活與素養，尋求集體

共識，擘劃出地方願景與執行方向，將個別之館

舍或文化設施，統合成為全面性地方文化版圖，

使居民在與文化館舍互動過程中，與環境相互

成長。更進一步，促使地方以文化藝術內涵去設

計觀光活動，不只可以帶動表演藝術、視覺藝

術、地方民俗文化之發展，亦可振興地方文化及

經濟，並透過文化、觀光資源的整合，可以有效

的運用並激勵各項文化藝術的發展，對觀光及

經濟均有正面的影響。且透過與在地意象結合

的改造，地方文化環境各館舍將成為地方認同、

親近的新指標，有助於在地認同感的強化，深化

社區文化生活圈共同體意識，亦提昇國內觀光

旅遊的水平。 

5.助益生活學習的推廣及文化公民社會的建構：輔

導活化各地方文化設施，扶植不同類型地方文

化設施策略聯盟，將零星館舍文化設施，統合為

全面性地方文化版圖，形塑成為社區文化生活

圈，成為提供無限生活學習的場所。其功能應該

是發現與學習，並且保存傳統與創新的文化資

源，使人類的紀錄能傳承及交流。進行地域性調

查、收集、整合並提供地區民眾生活學習資訊，

將使各地方文化設施，提昇生活學習功能，有助

於生活學習教育的推廣，及文化公民社會的建

構，才能提供城鄉均享的文化資源，厚植臺灣深

一層的文化價值。 

6.連結觀光與文化加值商機帶動文化經濟的發展：

有了活化的地方文化設施，開始發揮凝聚人群

的功能，居民開始產生對談、交流、參與文化活

動；且透過活化地方文化設施，結合地方特有的

文化傳統、人文藝術、空間環境與地方創意，將

使地方文化設施在既有功能下，更強化生活學

習、人文關懷、文化觀光、社區營造等多面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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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一步呈現多元地方文化特色；進而使社會

大眾認同並瞭解各地方豐富的文化資源，帶動

文化觀光之發展，衍生文化產品的創新開發，連

結觀光與文化加值商機，帶動文化經濟的發展。 

10 文化部 
新故鄉社區營

造第二期計畫 

1.社區營造部門合作： 

(1)充分運用社造推動委員會及社造小組等既有機

制，盤點府內社造資源，可結合各縣市政府既有

之研考機制，強化社造相關局處之協力與合作，

各縣市每年至少應提出及推動 1 項次跨局處合

作計畫。 

(2)加強輔導轄區內之鄉鎮市區公所持續投入社造

工作，鑒於截至目前為止，各縣市已有 135個公

所(約 37%)設立文化及人文相關課室，故各縣市

每年至少應以導入十分之一鄉鎮市區公所為目

標，可朝區域性社造中心進行轉型與努力，協助

初階社區進行資源盤點及課題釐清，除可轉化

為節慶及藝文活動，亦可與鄉鎮市區或縣市層

級之公共政策進行銜接與整合，另加強輔導設

立文化或人文等課室，以能擴大社造行政人力，

提升工作推動之實質量能。 

(3)鼓勵結合大專院校之正式課程、服務社團及各

項專業資源協助社區工作事務推動，惟應以社

區需求為核心，並透過開放性之媒合平台，連結

教育單位與社區組織之雙向需求。 

(4)加強運用民間即將退休與已退休之人力資源，

並針對人力專長與社區需求進行媒合。 

2.社區輔導機制提升： 

(1)縣市層級社造中心應朝不間斷、常設性之方向

進行轉型與推動，降低社造中心運作之空窗期，

並評估社區是否透過計畫執行，具體改善或解

決社區課題，逐步提升居民之認同感與向心力，

進而加強全體民眾之幸福感。 

(2)落實社區分級培力機制（例如：新興、進階、成

熟社區等），鼓勵資深社區在地陪伴與協力初階

社區，可與不同局處進行協力及分工（例如：社

會局或農業局等），惟務必審慎評估，並研提具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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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執行模式，全年度社區輔導數量，除離島縣市

外，以不低於 30處為原則。 

(3)加強新興社區之發掘與投入，特別是偏鄉及弱

勢社區之主動協助及輔導，各縣市每年度新興

社區以不低於輔導社區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偏鄉及弱勢社區亦以不低於輔導社區總數三分

之一為原則。 

3.社區藝文深化推展： 

(1)加強思索社區藝文工作推展於社區公共事務所

能扮演及發揮之角色與功能，應跳脫個人性之

學習成長，並提升各項工作推展之文化內涵與

美學素養。 

(2)建立社區影像紀錄之播映或流通機制，持續出

版社區故事繪本，惟可思考與主流出版市場結

合，甚或影響主流創作思維及模式。 

(3)加強社區劇場與影像紀錄之連結，輔導製作社

區劇場紀錄片或展演錄影帶，另強化社區劇場

對於在地公共事務探討，可結合中小學課程規

劃及推動教育劇場。 

4.創新實驗與國際連結： 

(1)鼓勵成熟社區推動地方產業及文化旅遊等工

作，惟應同步進行產值效益及可持續性推展等

相關評估。 

(2)持續鼓勵社區組織進行跨組織與跨領域之相互

合作，並輔導向本部提出社區營造亮點計畫，如

能結合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中央部會施政計畫

協同推動者尤佳。 

(3)規劃推動國際青年工作假期與國際藝術家進駐

社區交流及創作，鼓勵參與國際組織，針對國內

長年累積與建構之理論與實務經驗，加強與國

際社群進行分享及交流。 

11 文化部 
村落文化發展

計畫 

1.本計畫為 102年度新增計畫，係以村落藝文發展

為重點，補助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展各項

文化工作，補助類型包括人才培育、資源調查、

產業發展、文化據點改善。102年度共計補助 81

案，經執行 1 年發現許多村落參與人口仍以年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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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居多，年輕人口參與較少，為促進更多年輕

參與村落文化發展工作，注入活力與創意，103

年度將規劃讓更多年輕人參與的藝文活動，並

加入專業輔導團隊予以協助。 

2.本計畫係委託本部所屬四所生活美學館辦理，

102年度各美學館均已辦理各項訪視工作，惟因

102年度計畫執行期程較短，無法深入瞭解各單

位執行情形，為瞭解各獲補助計畫各階段實施

狀況，103年度將加強推動訪視輔導工作，並配

合工作檢討會議，由學者專家適時提供相關建

議及改善意見，以強化計畫整體執行成效。 

12 文化部 

價值產值化-文

創產業價值鏈

建構與創新 

1.文創跨界創新亮點計畫將督促獲補助業者依契

約期程執行，預計 103年 10月 31日完成。 

2.新竹生活美學館一案將針對契約條款擬定較詳

盡之規範，避免廠商執行未達本案要求而扣款。 

甲 

13 文化部 
人文及文學發

展計畫 

秉持持續營造良好文藝發展環境，推廣閱讀及臺

灣文學創作、行銷的目標，未來規劃強化兒童與少

年文學發展，設立補助機制，豐富兒少閱讀素材，

鼓勵出版業者透過創意提案，產製在地兒童及少

年文學作品；並鼓勵建教合作，連結相關系所與產

業，共同激發創意並培育相關人才。 

優 

14 文化部 
圖文出版發展

計畫 

1.辦理「金鼎獎」、「金漫獎」革新： 

(1)研修「金鼎獎獎勵要點」、「金漫獎獎勵要點」： 

a.配合組改，整合現行出版相關獎勵活動，俾使資

源整合、焦點集中，提高受產業重視程度，研修

「金鼎獎獎勵要點」，整合獎勵項目、並將個人

獎得獎獎金由 10萬元提高至 15萬元。 

b.另為提高金漫獎受產業重視程度，調整獎勵項目

及得獎獎金，研修「金漫獎獎勵要點」。 

(2)舉辦金鼎、金漫之頒獎典禮，突破以往窠臼 

a.金鼎獎：擇定 4月 23日「世界書香日」，與閱讀

主題相關，假「中山堂（光復廳）」舉辦，並由

以往現場公布得獎名單修正為先公布名單、再

頒獎，使得獎者備感遵崇。 

b.金漫獎：為期擴大其影響性，更貼近業者需求，

擇定於華山文創園區「烏梅酒廠」舉辦，並同時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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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臺灣漫畫推廣展覽」活動及「送金漫到偏

鄉」公益活動。 

2.擴大辦理第 22屆台北國際書展： 

(1)第 22屆台北國際書展將擴大辦理規模，朝向建

立台北國際書展是「亞洲最具特色的書展」品牌

地位努力，除擴大舉辦版權中心之舉辦場地及

活動、擴大華文出版跨界媒合平台之產業類型

及邀請參與人員，並新增舉辦臺灣原創出版品

翻譯補助計畫、多元化版權交流相關聯誼活動，

並擴大邀請國際出版專業人員及國際媒體。 

(2)除原訂「美好生活」之主題外，並邀請「亞太出

版協會(APPA)」會員之日、韓、星及泰等 4國擔

任主題國，並首度與德國法蘭克福學院合作辦

理「法蘭克福人才培訓課程」，以及配合政策，

首度策劃「獨立書店」及「臺灣印刷業展」。 

3.辦理出版專業人才培訓、因應產業需求新增課

程：除原已辦理之辦理漫畫人才培訓外，102年

度新增辦理「出版經紀及版權人才研習」及「漫

畫人才建教合作」案。 

4.為推廣閱讀，結合影視、公益辦理閱讀推廣活動： 

(1)辦理「閱讀新浪潮」閱讀推廣活動：邀請林青霞、

蔡明亮、作家九把刀、漫畫家顆粒及偶像劇演員

陳柏霖等，舉辦閱讀推廣活動。 

(2)推廣臺灣原創漫畫： 

a.配合第 4屆金漫獎頒獎典禮活動，於頒獎典禮結

束後，於華山文創園區「藝文沙龍」展開為期 10

日的臺灣漫畫推廣展覽。 

b.另為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本部結合公、私立團體

共 11 個團體之 62 輛行動圖書車共同合作，辦

理「金漫送愛到偏鄉」漫畫閱讀推廣活動，並第

4 屆金漫獎頒獎典禮當日舉行行動圖書車啟動

儀式，並於頒獎典禮後，將本部所提供歷屆金漫

獎得獎作品運送至各單位，隨著行動圖書車，一

同於全省各縣市巡迴，深入屏東潮州、臺中谷

關、宜蘭三星、桃園復興、花蓮吉安等小學、廟

埕及社區活動中心等駐點停留及隨車人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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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透過行動圖書車的導讀活動，讓漫畫開啟偏

鄉的閱讀心靈。 

5.重新盤點、檢討出版相關資訊網站及出版相關產

業調查等各項工作：針對現有出版相關網站（包

括；臺灣出版資訊網、臺灣漫畫資訊網）及產業

調查、出版年鑑等是否整合，同時重新檢討產業

調查之內容及資料整理，俾於 103 年度進行整

合，提出精進作法。 

15 文化部 

表演藝術之推

動暨演藝團隊

獎助計畫 

1.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補助團隊數量可再檢

討，應著重補助效能，給予適當之補助經費，使

團隊無後顧之憂。 

2.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補助計畫:仍需持續

提升各文化中心演藝廳表演質量。 

3.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合作補助計畫:仍需

將開發之新觀眾回饋給進駐之演藝團隊，使之

提升團隊知名度及創作能量。 

4.補助縣市政府徵選傑出團隊計畫:仍需繼續提升

表演藝術展演水準。 

優 

16 文化部 

國際及兩岸文

化交流推展計

畫 

1.有關實體文化中心據點增設案，經多方溝通並委

請各駐地專業房仲業者協助，已陸續洽覓合適

物件，預期經細項評估作業後，可於 103年度著

手租賃及裝修等事宜。 

2.於 102 年 10 月修正「文化部補助藝文團體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從事文化交流活動處理要點」，修

正要點內容並提供計畫書格式，期能更明確補

助機制及申請流程，加速行政作業程序。 

優 

17 影視局 

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資訊平

臺發展計畫 

1.已重新規劃 102年度平臺年度行銷活動期程，本

年度活動執行與驗收期程將平均分配於各季。 

2.本年度將積極發揮網站資訊匯合特性，規劃新聞

報導、線上影音專訪、專欄企劃以及行銷活動等

協助宣傳局內行銷活動，並協助彙整蒐羅 3 業

務組年度常態活動之官方網站（如金曲獎、台北

電視節、金鐘獎、金穗獎等）至影視音平臺，建

立影視局影視音相關活動統一之大型入口網，

便捷未來歷屆活動資料之查詢與存檔。 

3.本年度將突顯官方活動網之特性，以吸引新興訪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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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造訪、增加網站到訪數、提升整體瀏覽量及增

加會員註冊人數。引導民眾透過即時活動參與，

以更貼近大眾且生活化方式接觸臺灣電影、廣

播電視亦或流行音樂等產業資訊，確實落實輔

助官方推動相關業務之需求。 

18 文化部 
有形文化資產

管理體系 

各項計畫皆完成整體目標，修復工程方面，期間因

天候等因素，雖辦理過程中略有延後情形，本處立

即密集召開工務會議，仍完成年度整體進度。 

甲 

科

技

發

展

計

畫 

19 文化部 

臺灣經典電影

數位修復及加

值利用計畫 

1.102年度為計畫實施之第一年，成果較著重於影

片修復工程與電影數位修復相關議題的研究，

將在接下來的 3 年，除了更精進電影數位修復

的技術與倫理問題的探討外，將更進一步的將

目標放在國內外推廣修復後的影片，除了計畫

在國內外影展放映外，也將積極參與國內外影

展的市場展，達成國際發行的目標。 

2.從 103年度開始，將修復影片的選片重心著重於

「明星」，企圖藉此吸引大眾進入戲院觀看經典

影片。 

3.積極與電台與電視台合作，如播放所修復影片之

歌曲，錄製影片相關之專題報導，進而形成一股

懷舊老片的風潮。 

4.與有線/無線電視洽談修復後影片的售出，並發

行限量版藍光與 DVD與相關文創產品。 

5.103年度將與學界合作（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

與影像維護研究所）一同修復《薛平貴與王寶

釧》，培養數位修復團隊。 

甲 

20 文化部 

數位出版產業

前瞻研究補助

計畫 

1.本計畫輔導補助重點為「內容」數位化或電子書，

是整體數位出版及電子書產業發展之源頭，如

受輔導廠商有進一步技術、平台或營運模式上

之研發需求，將可輔導轉介申請經濟部「創新科

技應用與服務計畫」、「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補助

計畫」等研發補助計畫，將數位出版及電子書之

產業鏈串接起來，促進整體產業之發展。 

2.本中程計畫已於 102年 12月 31日執行完畢。由

於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計畫尚未正式核定，因

此 103年度將由本部公務預算編列 1,500萬元，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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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輔導數位出版產業發展補助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