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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收文編號 

 

一、補助案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創作型或商業型？臺灣電影長片輔導金分流審議式文化論壇 

計畫 

主持人 
廖立潔 性別 女 

聯絡 

電話 
(02) 2362-0699 #629 

實施期間 109年 6 月 8 日起至109年 11 月 10 日 
實施 

地點 
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實際支出金額 802,535 

實 際 參

與 活 動

人數 

男：27 女：39 原計畫 

總經費 
800,000 

小計：66 

實際經費分攤

情形 

文化部補助：800,000 

其他單位補助：無 

附件 

※必備附件 

□結案報告書紙本、文宣品1式2份。 

□活動照片電子檔(jpg) 3張。 

□議題手冊紙本1式2份、電子檔。 

□結案報告書電子檔(PDF、WORD) 

□補助款預算與實支對照表(機關免附) 

□原始支出憑證(機關免附) 

※其他附件 

□報導剪報影本     份。 

□DVD 或光碟片     片。 

□其他（         ） 

受補助單位 

 

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 

（請加蓋報告單位戳記或報告人印章） 

負責人 
徐挺耀 

 
性別 男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71號3樓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民間團體免填） 

承辦人  

科長 

 局處長  

文化部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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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團隊成員 

（一）專任、臨時人力之學經歷與執掌 

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計畫主持人：統籌全案 

廖立潔 

1 

泛科知

識業務

部總監 

巴黎第一大

學政治研究

所 

⚫ 港商慧科訊業

臺灣分公司營

運部售前評估

及客服經理 

⚫ 天下雜誌廣告

部企劃副理 

⚫ 商業周刊廣告

部公共傳播組

企劃副理 

⚫ 戰國策傳播集

團專案經理 

⚫ 公益團體自律

聯盟研發主任 

⚫ 喜瑪拉雅基金

會研發主任 

2019年女力論壇專案計畫共同

主持人 

2019年 Fintech 論壇專案計畫

共同主持人 

文化部動畫補助案2018、2019

「可能性調查署1、2」計畫主持

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8-

2019百萬創客競賽計畫主持人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2018vMaker 創客計畫主持人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8、

2019「知識學苑」計畫主持人 

文化部流行音樂產業局2019

「Taiwan Beats」計畫主持人 

 

主持人 

廖立潔 

專案經理 

廖尹瑄 

專案經理 

陳晉華 

顧問群 

施佳良、吳俐蓉、王師、 

林欣怡、蔡孟翰 

協同主持人 

馮瑞麒、鄭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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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協同計畫主持人：督導全案 

馮瑞麒 

2 

泛科知

識有限

股份公

司 總經

理 

 

倫敦政經學

院 非政府組

織管理碩士 

 

⚫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國

際處經理 

⚫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科

技服務育成中

心經理 

⚫ 國立台北商業

技術學院非政

府組織講師 

⚫ 三星電子產品

經理 

⚫ 生態綠公司共

同創辦人 

⚫ Fablab 

Tainan 創辦

人 

⚫ 臺灣數位文化

協會執行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行動創業臺

灣368推動計畫(北區)計畫主持

人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新創產業協

力網絡顧問案計畫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TYC 桃

園市青年茁壯計畫主持人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創業人才培

訓計畫主持人 

第二屆 FabLab 亞洲自造者年會

計畫主持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

署雲嘉南創客基地運作計畫 

國家發展協會國際創新創業高

峰論壇主持人 

台南市政府臺南數位文創園區

計畫主持人 

工研院新興產業加速器分包計

畫主持人 

 

協同計畫主持人：督導全案 

鄭國威 

3 

泛科式

股份有

限公司

知識長 

中正大學電

訊傳播研究

所 碩士 

⚫ 全球之聲中文

版創辦人 

⚫ 國內最大科普

社群《泛科學》

創辦人 

⚫ 國內最大影視

音產業網站

《娛樂重擊》

107年度我國化學物質整合行銷

案 總編輯 

106年度我國化學物質整合行銷

案 總編輯 

107年度新興傳播擴散效益整合

計畫 總編輯 

106年度新興傳播擴散效益整合

計畫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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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創辦人 

⚫ 國內最大非營

利組織從業人

員資訊社群

《 NPOst 公

益交流站》創

辦人 

⚫ 國內創客社

群、創業趨勢 

105年度新興傳播擴散效益整合

計畫 總編輯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新創產業協

力網絡顧問案協同計畫主持人 

專案經理：主要計畫構想、執行與進度掌控 

廖尹瑄 

4 

泛科知

識專案

經理 

台北商業大

學 財務金融

科 副學士 

⚫ 2020 化學局

_輿情監控分

析及媒體交流

計畫 

⚫  2019-現  藝

術與女性主義

編輯松  亞洲

區域大使 

⚫  2017-現  台

灣維基媒體協

會 理事 

⚫  2015-2017 

維基百科女性

社群計畫主持

人 

2015-2017 【薇姬的房間】女

性維基人社群 計畫主持人 

2016-2019 藝術與女性主義編

輯松(台灣區) 計畫主持人 

2019 勞發署_108年職務再設

計宣導動畫短片計劃專案人員 

2019 環保署_SDGs 形象短片

製作計劃 規劃與執行 

2019 化學局_雲端輿情與分析

及媒體溝通計畫專案人員 

2019 化學局_推動化學物質綠

色生活知識教育互動平台計畫 

社群專案人員 

專案經理：執行與進度掌控 

陳晉華 

5 

泛科知

識專案

經理 

實踐大學 媒

體傳達設計

學系 

⚫ 風潮音樂股份

有限公司－高

級專員 

⚫ 天下雜誌股份

108年度新媒體跨平臺創意影音

節目製作補助申請案 專案經理 

108-109年度中央研究院科普

平台整合行銷計畫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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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有限公司－教

育基金會行銷

專員 

⚫ 新北市府中

15 動畫故事

館－行銷專員 

108年度促進創新籌資商品化計

畫 專案經理 

108年度資策會智慧城鄉成果推

廣及宣傳案 專案經理 

107年度臺灣影視作品資訊聚合

平台暨關鍵字布局研發計畫 專

案經理 

107年度屏東兒童狂歡節、台東

藝術季之親子風潮節目 執行製

作人 

 

（二）主持團隊、專家學者顧問簡介 

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顧問群 

施佳良 

1 
審議 

顧問 

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

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 兼

任助理教授 / 

博士後研究員 

 

課程講師（2019）。〈審議民

主人才培訓系列課程〉，青平台

基金會主辦。 

會議協同主持人（2017）。

〈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說明

會〉，環保署主辦。 

分組主持人（2016）。〈民間

核廢論壇〉，NGO 全國廢核平

台聯盟主辦。 

分組主持人（2012）。〈「全

國氣候變遷會議」公民咖啡館。

主題「臺灣20XX：面對氣候變

遷臺灣該做的準備〉，環保署主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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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分組主持人（2010）〈氣候變

遷臺灣觀點-公民審議大會〉，

計畫主持人：台大政治系林子倫

教授。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主辦 

 

顧問群 

吳俐蓉 

2 
審議 

顧問 

慈濟大學公

共衛生研究

所碩士 

審議民主工作者 

 

審議民主會議主持及主辦人（行

政院青輔會培訓、認證） 

臺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共同發

起人 

2006第一屆青年公共參與獎 得

獎人 

審議會議主持經驗： 

與未來有約－未來生活公民諮詢

論壇(2019) 

深化公民參與暨輔導公所推動公

民審議進階社造工作計畫(2019) 

「公民參與試辦計畫:如何維持身

體健康，打造健康體位」公民代

表會議(2018) 

社造總體檢-社區營造政策審議

計畫(2018) 

「科技政策溝通平台」公民會議

(2018)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辦理文化

部文化論壇(2018) 

 

 

顧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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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王師 

3 
電影 

從業者 

 

國立臺灣大

學工商管理

學系 

牽猴子行銷總監 

紀錄片監製《千年一問》 

紀錄片監製《美力台灣3D》 

《返校》電影行銷 

《看見台灣》電影行銷 

《翻滾吧！阿信》電影行銷 

《刺客聶隱娘》電影行銷 

《總舖師》電影行銷 

《健忘村》電影行銷 

《太陽的孩子》電影行銷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

電影行銷 

《老鷹想飛》電影行銷 

《行者》電影行銷 

《後勁：王建民》電影行銷 

《出發》電影行銷 

顧問群 

林欣怡 

4 
電影 

從業者 

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

所 

電影製片、企劃

編劇、影劇評論

家 

台大藝文中心 藝文記者 

台大台文所國際交流 專案企劃 

台大歐盟中心歐洲城市文化展 

策展企劃 

台大出版中心 兼職編輯 

《漢學研究》期刊 助理編輯 

影評作品：《逃出立法院》、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做工的人》、《誰是被害

者》、《葉問4》、《想見

你》、《陽光普照》、《最親愛

的陌生人》、《罪夢者》等。 

顧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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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 
主要經歷 主要重要成就 

蔡孟翰 

5 
法律 

專業 

美國南加州

大學碩士

（LL.M.） 

律師、資深編輯 

泰鼎法律事務所 律師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訴訟輔導 

真亮法律事務所 律師 

大葉大學 講師 

開曼英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宏祥法律事務所 律師 

法律白話文運動 資深編輯 

著作： 

《學生權利》，學生事務與輔

導，第58卷第2期，2019年。 

《江湖在走法律要懂》（合

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7

年。 

《中華民國斷交史》（合著），

聯合文學出版社，2019年。 

《法力召喚》（合著），商務出

版社，2019年。 

 網路法律文章逾8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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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實施情形 

（一）各項活動內容包含執行委員會、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正式會

議等各項活動，實際舉辦之時間、地點、參與人數、議程、會

議紀錄，併附簽到表及現場照片。 

 

活動內容 執行委員會 舉辦時間 2020.06.05 

地點 線上會議 參與人數 8 

議程 

論壇主題說明 

確認前期訪談名單 

討論審議培訓規劃 

討論審議論壇規劃 

會議記錄 

1、審議議題不限於電影長片輔導金是否分流，可詢問整個國

片輔導金制度。 

2、前期訪談對象： 

 （商業）投資、募資、開發、製作、發行：牽猴子王師、樂

到家莊啟祥、販賣機電影李耀華、彼此影業劉宛玲；（商

業）導演：犢影林秉聿 

 （藝術）投資、募資、開發、製作、發行：做好文化王藝

樺、海鵬影業姚經玉、一顆星工作室賴珍琳；（藝術）導

演：樓一安、賴國安 

 （國際）製作、發行：前景娛樂黃茂昌 

3、審議培訓訂在9月中旬，吳俐蓉老師活動衝期無法，另由老

師介紹其他審議工作者。並請執行團隊注意提案時規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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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否達成。 

4、審議論壇由執行團隊在在10月中旬前舉辦。議題背景僅靠

議題手冊不足建立，故安排上午專家學者演講，盡可能找

齊產官學三個領域的人，提供議題認知。例如李亞梅總

監、陳儒修教授等。 

出席人員 

顧問：施佳良、吳俐蓉、王師、林欣怡、蔡孟翰 

執行團隊：鄭國威、廖立潔、盧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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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執行委員會 舉辦時間 2020.08.14 

地點 線上會議 參與人數 8 

議程 

議題手冊大綱 

各章節內容確認 

會議記錄 

1、 議題手冊須說明何謂審議民主。 

2、 議題背景納入政府文化政策白皮書之內容。 

3、 其他國家電影制度可增加亞洲國家，例如日本、韓國。 

出席人員 

顧問：施佳良、吳俐蓉、王師、林欣怡、蔡孟翰 

執行團隊：鄭國威、廖立潔、盧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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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工作會議 舉辦時間 2020.10.16 

地點 泛科知識 參與人數 8 

議程 

審議主持人工作說明、各階段審議主持任務 

主持方式確認（心智圖、白報紙、便利貼等） 

會議記錄 

1、 分組審議，每組提出相同數量的行動方案。 

2、 主持同時寫白報紙或便利貼，紀錄與會者發言，執行團隊現場

準備各組白板。 

3、 10月24日論壇前桌長主持人再一起核對審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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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吳俐蓉、王玨、李婕榆、許鶴永、 

黃世和、黃宇平（線上）、鄭善廷、廖立潔、盧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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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基礎審議培訓 舉辦時間 2020.09.19 

地點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參與人數 38（含工作人員） 

議程 

什麼是審議民主 

審議主持人的技藝 

分組實作練習：如何讓國片更好？ 

現場照片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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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進階審議培訓 舉辦時間 2020.10.17 

地點 新領域教育訓練中

心 

參與人數 19（含工作人員） 

議程 

報到 

電影法介紹 

為什麼要保護國片 

國片輔導金制度介紹 

簽到表 

 

 

 



18 

 

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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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公民審議論壇 舉辦時間 2020.10.24 

地點 集思交通部國際

會議中心 

參與人數 61（含工作人員、不含講者） 

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場 廖立潔總監、吳俐蓉主持人 

10:00-10:50 【專家學者講座】國片輔導金制度沿革與發展 文化部影視局電影產業組｜楊秀玉 組長 

10:50-11:40 【專家學者講座】國片輔導金現況剖析 牽猴子王師、影評人塗翔文 

11:40-12:30 【專家學者講座】國片現況剖析與國外制度比較 電影評論家鄭秉泓 

12:30-13:30 午餐 

13:30-18:00 分組審議討論 審議民主工作者｜吳俐蓉 

18:00 賦歸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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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共15張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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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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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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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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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共15張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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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宣傳執行情形，含文宣海報、網站截圖 

1. 審議培訓手冊 

2. 審議論壇海報 

3. 審議論壇手冊 

4. 娛樂重擊網頁議題專區 

5. 娛樂重擊網站宣傳橫幅 

6. 活動報名社群廣告 

7. 活動易拉展 

8. 娛樂重擊電子報 

9. 報名網站 

10. 線上投票社群廣告 

11. 線上投票頁面 

12. 社群友站宣傳（泛娛樂 NMEA、法律白話文） 

13. 新聞媒體（2篇8則） 



27 

 

 

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1 審

議

培

訓

手

冊 

 

2 審

議

論

壇

海

報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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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議程海報） 

 

 

3 審

議

論

壇

手

冊 

（封面、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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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內頁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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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

頁

議

題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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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5 網

站

宣

傳

橫

幅 

（培訓報名） 

（論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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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6 活

動

報

名

社

群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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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7 活

動

易

拉

展 

↑成果發表會展板 

←論壇活動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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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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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9 報

名

網

站 

泛科活動 

活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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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10 線

上

投

票

社

群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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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線

上

投

票

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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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

群

友

站

宣

傳 

NMEA Facebook 粉絲頁（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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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 FB 粉絲頁（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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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13 新

聞

媒

體 

2020文化論壇 落實文化公民權 邀你一起探討國片輔導金制度（共4則） 

電子媒體 則數 連結 

中央社 1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80464.aspx#.X594v1BS9PY 

Hinet 1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74496 

PCHOM 新聞 1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201007/index-

16020626894693618009.html 

Yam 蕃薯藤 1 
https://n.yam.com/Article/2020100752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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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

目 

設計／宣傳截圖 

14 新

聞

媒

體

社

群 

 

台灣電影第一桶金怎麼發？60位公民共同探討國片輔導金制度（共4則） 

 

 

 

電子媒體 則數 連結 

中央社 1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81806.aspx#.X5950FBS9PY 

Hinet 1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96875 

PCHOM 新聞 1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201027/index-

16037771118921818009.html 

Yam 蕃薯藤 1 
http://n.yam.com/Article/2020102748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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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成果 

依法設立登記或經政府立案，且從事與文化相關事務之法人、機

構或學校應包括： 

（一）議題背景說明或議題手冊。 

1、計畫緣起 

i. 現況分析 

臺灣電影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能回本的國片仍屬少數 

2019年，改編自暢銷同名遊戲的《返校》可以說在年度票房上一枝獨秀、遙遙

領先，以逼近2.6億的成績風光拿下國片票房冠軍，而且未來尚可期待藉由原著遊戲

力量賣向國際市場，票房回收當可錦上添花，也證明在地題材與政治題材不是不能

走向國際，不是沒有票房。但其實國片僅有一部作品表現亮眼也不能掩蓋整體積弱

之事實。回到2014年被形容成臺灣電影的關卡年，全年只有九把刀的《等一個人咖

啡》在本土票房能夠回本。2008年《海角七號》以後，每年臺灣電影似乎都風風火

火，一副蓬勃發展之姿，又因為每年至少都有一、兩部票房大賺評價不錯的電影撐

場，國片市場的軟肋始終被掩藏得很好，但2014年並沒有這樣一部票房與評論上都

能雙贏的電影，連最出色的《KANO》都因為成本太高回不了本，臺灣電影票房終於

不得不面對不願面對的真相：能回本的國片仍屬少數。儘管媒體炒得火熱，但體質

還是沒有擺脫困境。 

商業錢潮滾動，藝術電影面臨發展萎縮，輔導金制度分流方能柳暗花明？ 

同時串流平台興起對電影產業也形成衝擊，再加上因過往的體質不良，賺錢、

藝術、類型發展難以兼具，造成產業卡關。問題是，臺灣一年只有這幾支賺錢，對

於整個產業來說不是好事，同時，我們也必須檢討輔導金制度，包括如何量化、如

何質化、如何讓更多投資方法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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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電影方面投資方更可能看是否拿到輔導金作為投資標的，但其中的問題是

輔導金是無差別的補助，同時評審機制並沒有標準化，輔導金絕對需要，但對於整

體文化產業來說，要分流，有不同目的才可能往前走。近期文化部發布「一百零九

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針對電影製作業，在兩階段申請期內遞交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經審核過關，一般組、多元組可獲輔導金上限3000萬元，新人組則

可獲輔導金上限1500萬元。其以「鼓勵產製內容創新、類型多元或具文化藝術價值

之國產電影片，以期提升國片之產量與品質」，但在國片多數未能回本、賺錢的情況

之下，所謂商業電影在此並沒有角色，除了藝術電影能到國際影展拿下面子，我們

也需要有能外銷到其他地方的優質商業片，因此分流制度更顯重要。 

ii. 本案實踐審議民主模式的緣由 

「審議民主還強調參與者的對話溝通是奠基於參與者對於議題的『知情』討

論，也就是參與者的對話是奠基於對議題的基礎資訊和多元觀點的掌握之上。」  

在所謂「代議制民主」問題日漸難解，審議式民主成為許多公民討論的新寵。

審議式民主最大的好處是針對公民與政策之間無法有共識之議題，找尋初步共識與

產出待解決方法。其重點是整合利害關係人之意見，開放公民參與討論，最後達成

具體政策建議。以本案來說，主要目的是協助產業聚焦，成為公民與影視產業及政

策溝通的橋樑，產生出具可行性的建言。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論壇，讓公民理解整個輔導金制度與國片產出的關係，預計

透過本案各項工作內容，依序以焦點訪談及公民論壇、最後線上投票，收攏三大類

利害關係人（製作端、創作端、公民端）對本議題的觀點。 從製作端、創作端、公

民端三個面向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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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核心傳播媒體「娛樂重擊」，長期關心產業動向與收集產業人士相關建

議，以政策與產業觀點剖析現況，從娛樂重擊的報導與觀察我們整理了三類針對臺

灣國片輔導金的利害關係人，包含【製作端】、【創作端】、【公民端】。 

 

 

  

•對於影視製作公司來說，輔導金除了能提供拍片資金、也能吸引其他投
資者，若輔導金能夠有更多元的分流制度，相對小型的製作公司也容易
加入並拓展新類型。

製作端

•對於導演與編劇來說，輔導金經常是新銳導演與新銳編劇的第一桶金，
也是第一次上場試煉，第一部長片作品。因此企劃要怎麼規劃，投案之
前類型與方向要怎麼選擇，對於創作者來說其實是一大考驗。

創作端

•希冀藉由娛樂重擊前端與產業人士的討論，再拋出議題，企圖觸發公民
端對於電影產業發展的關注外，也經由利害關係人加入討論中，說明產
業現況和困境，以及對於政策的實體建議。

公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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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意見與審議結論。 

1、計劃簡介：從擴大討論輔導金制度出發 

泛科知識營運旗下媒體「娛樂重擊」時觀察到，關於輔導金制度的討論，均侷限在行政

單位、專家與產業人士之間；但「觀影者、電影產業終端消費者、納稅者」－亦即公民，對

於我們的稅金給了那些國片？怎麼給？給的好不好？有什麼樣的想法？ 

惟本議題對於公民而言，至少需要理解「法規沿革、電影產業生態圈、電影產製循環」

等資訊，才可能以審議式民主的方式，深論本議題。因此，本案以「國片輔導金制度整體探

討」為主題，規劃四大工作面向：【前期訪談】首先對10組產業界（含募資、執行、製作、發

行等）專業人士深度訪談，彙整其對於「國片輔導金制度整體探討」之看法，作為後續審議

式論壇之討論素材；【公民議題知情培養－法規原則】邀請法規專家，拆解說明輔導金制度的

法律原則；【公民議題知情培養－產業生態圈】則邀請擬定法規的主管機關以及最接近觀影者

的行銷與電影產業實務工作者，提供最新、最接近市場的分析；【以審議式民主討論輔導金制

度】共培訓30位工作者、60位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公民，分組討論，匯集出15個方案。 

 

同時，透過娛樂重擊的專文報導、紙本媒體曝光、數位廣告投放等，募集86位關心電影

產業制度的一般大眾，以抽選邀請其中60位出席於10月24日舉辦的公民論壇。其中藉由分組

討論的形式進行，各組別歸納2～3個共識，提出涵蓋申請、評審、放款防弊等各階段之執行

視議題宣傳波段、娛樂重擊專文報導 

10組產業
人士專訪

1.5天審議
式民主培
訓工作坊

三大議題
面向知情
提供：法
規、制度
現況、產
業現況

60位公民、
15個行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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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共15項行動方案。而為了擴大公民參與，亦於線上針對15項方案進行投票，共有1127

人次參與。 

 

2、審議結論：6組公民、產出 15套方案 

審議論壇當天，6組公民提出共15套方案，可歸納為六大主題，包含審查制度優化、輔

導金發放時程改善、輔導金分流須更明確、籌資建議、放寬國籍限制，及保障國片上映。 

 

•避免濫發•上映、減
少國外配額
等等

•相關外部
環境：稅制
（財政部）、
募資（文策
院、企業）

•片型分為
藝術商業；
申請補助的
導演分為新
銳知名等等

輔導金定
位與審查
制度

健全投資
環境

成立補助
成效評估
小組

保護措施

審議論壇86位報名者分析 

透過娛樂重擊、友站及產業人士的協助宣傳，成功招收86名報名者，其中

平均年齡為37歲；男女比約4比6；有超過一半的報名者一年觀看國片數量

為10部以上，且86%的報名者教育程度為大學、研究所以上，從事傳播、廣

告娛樂出版的人佔五成，同時也有將近兩成的人從事金融、資訊科技、軍

公教等非相關領域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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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多人提到的是「審查制度優化」，希望能建立審查公聽會或公開資訊平台，提升

審查公信力；此外，也可增加獨立會計部門或最終預算審核機制，以杜絕浮報帳目等情事發

生。 

第二為「輔導金發放時程改善」，不少組別都表示，希望輔導金能在拍攝前就提供8成，

以符合實際拍攝資金需求，甚至有組別認為可將輔導金改為分級距的定額補助，有利劇組做

前期預算規劃；此外，也建議新增「啟動金」，以定額、低門檻方式補助新人組。 

第三為「輔導金分流須更明確」，相當多組別希望藝術片與商業片分流要更明確，特別

希望藝術片能獲得多點補助並將門檻放低，有助開創更多元的主題。 

第四則為「籌資建議」，因多數組別認為，籌資是拍內容產製者的大魔王，因此建議健

全投資環境，或是更積極協助資方在審查階段最前期就介入，幫助製片方與資方對接。 

第五則為「放寬國籍限制」，為了與國際接軌或與國際知名導演、劇組有更深的合作，

可取消主創人的國籍限制，只要內容與台灣高度相關即可。 

最後則為「保障國片上映」，提出的方案除了保障國片放映比例，也有組別希望能減少

國外電影配額、新增國片保護月。 

當日結論中票選出前三名的行動方案則為： 

i. 提升審查制度公信力：建議將審查制度透明化，放寬新人組的審查、提高新人

組的補助金額，提升受補助機率，也可提供啟動金鼓勵新人團隊創作。 

ii. 成立成效評估小組：建議增加最終預算審查機制，於合約中增加文化部有終止

發放剩餘輔導金的權利，及留存成效評估供下任評審追蹤參考，希望減少企劃

與執行的落差、避免輔導金濫發。 

iii. 調整輔導金的定位：希望讓新銳導演，及藝術片導演等弱勢創作者能獲得更多

資源，建議提高這兩類組別的預算，並提供獲選者 2至 3年無息貸款；商業片

則可提供低利貸款。希望藉此縮短籌資時間，提高電影完成度與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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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論壇結論後續策略建議 

從6月份10組產業人士的前期訪談、10月24日六組公民提出的15套方案，再透過會後的

線上投票1,127人次，我們以歸納了六大主題，並依照申請輔導金的發生順序，提供相應的策

略建議： 

1、優化申請流程及簡化所需資料 

多數受訪產業人士建議參考金馬創投，以電子檔案代替紙本檔案作為第一階段的審

查資料；另外，申請電影輔導金時，多數電影仍在前期募資階段，演員及工作人員

變數都很大，因此要提供親簽的合作意向書等資料相當耗時費力，不少受訪產業人

士認為可參考歐美國家類似補助中，重視劇本、導演理念、導演經歷及整體電影規

劃等內容層面，降低演員及工作人員名單的影響。 

2、「補助金額及核心策略」中，也有6項建議： 

(1)補助金額比例及措施：多數受訪產業人士指出3成至4成的補助金，較有「輔導、

幫助」電影成行的效果，若資源有限，無法提供太多補助金，產業人士也希望可

考慮放寬限制或容許降低成本攝製電影。 

(2)著重補助具國家文化價值之提案：包含與會專家、公民及產業人士，大多數都認

為輔導金主力可放在「國家補助文化」的角度，亦即以幫助不易獲市場募資、但

具國家文化價值的藝術片為標的，甚至有產業人士建議藝術片的補助比例可以提

高，不受到49%的採購法規限制。 

(3)協助商業類提案拓展籌資管道：商業片較易獲得市場投資，與會公民認為政府機

關應建立健全的投資環境，待投資市場機制成熟，便可將商業類電影輔導金降

低，轉而將輔導金資源放在藝術片上；另外，也有與會公民建議可積極協助投資

方在輔導金審查階段前期即加入，幫助製片方與投資方對接。 

(4)符合產業需求的給予補助款方式：因電影開拍階段需大量資金投入，受訪的產業

人士、與會專家及公民皆建議可「頭重腳輕」，拍攝前期提供7成至8成輔導金；

或將補助金改為分級距的定額補助，有利劇組做前期預算規劃，或新增「啟動

金」，以定額、低門檻方式補助新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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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條件放寬導演申請數量限制：現行辦法以朝製片人制發展，但導演仍限制不能

同時有兩部影片的申請，而一部電影製作周期約4到7年，此限制容易消耗一個導

演的黃金創作期來，與會的產業人士王師建議，可否建立機制「讓過去曾產出賣

座或頻頻得獎的導演能申請一部以上的片子。」 

(6)建立成效評估小組：對於沒有按照企劃走的劇組，增加最終成效評估審核機制，

於合約中增加文化部有權終止發放剩餘補助，同時將成效追蹤結果留給下一任評

審參考，希望藉此減少企劃與執行的落差，避免輔導金濫發。 

3、明確訂定輔導金後續回收機制 

部分產業人士表示對於輔導金回收制度可訂定更清楚明確的回收計算，例如在合約

中載明票房多少以上，需要繳回多少比例的淨利。 

4、降低國際合製補助門檻 

我國目前國際合製的補助門檻為製作預算達100萬美元以上（約新臺幣3000萬元），

部分受訪產業人士表示這已是全世界最高的門檻，建議可降至常見的20萬美元（約

新臺幣600萬元）門檻。 

5、評審機制及人選 

因每年評審都不同，缺乏統一標準。與會公民與產業人士皆有人提出可以建立客觀

評選標準；另外，也有產業人士及與會公民提議，在適當機制設計下，可建立多元

客觀的多人產業評審團，或建立審查公聽會、公開資訊平台，以提升審查公信力。 

6、其他有關輔導金相關機制的補充建議 

(1)行銷補助申請增加梯次：產業人士建議，如一年有4個以上申請梯次，讓電影有

明確行銷上映規劃再申請，或是放寬上映時程，讓電影能在最佳時機上映。 

(2)現行各項補助之建議：產業人士指出，目前影視局各項名目不同的補助都是依

「最後播出管道」認定，但隨數位時代界線模糊，此一定義也許可以重新思考。 

(3)保障國片制度：有公民組別提出「保障國片上映」方案，效仿韓國制度，除了保

障國片放映比例，也希望能減少國外電影配額或新增國片保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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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一)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陳秀寳委員 

109年10月28日第10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中，陳秀寳委員以我們辦理的審議文化

論壇內容，對李部長永得、徐局長宜君提出「整個輔導金的方向，文化部有什麼看法或立

場？」的質詢。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產業局的徐局長回應：「就國片輔導金的部分，其實我們本來就有

在檢討，所以剛剛您提到關於撥款如何去分期，這部分我們會去調整，讓導演在籌資上比較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這部分我們會在明年度的要點中予以修正。」（委員會紀錄,立法院第109

卷第79期全冊 (4828), 109/11/26出版） 

陳秀寳委員會議影片：https://ivod.ly.gov.tw/Play/VOD/124566/300K/N 

https://ivod.ly.gov.tw/Play/VOD/124566/30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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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文化政策相關及從業人士社群討論 

1.島國前進：島國沙龍 IV：輔導金行不行？電影補助政策面面觀 

在台灣要拍電影，最難的莫過於找到合適的投資人投資拍片。一直以來，輔導金在電影

產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培育了不少新銳導演，讓心中有故事、有電影的年輕導演至少可

以先有一筆經費下手拍片，再透過其他管道補足資金缺口。但時至今日，台灣的電影產業環

境已大不同，輔導金政策也需要作出調整。娛樂重擊這一系列的報導可以給感興趣的朋友們

一個入門的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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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旋轉犀牛原創設計工作室 黃勻弦 個人 Facebook 

輔導金本來就不是理所應當的存在，我們自

己拍的短片確實不賺錢，最多就是賺到一個在國

際影展出現台灣的機會，用成本計算的話就是虧

錢，虧了自己和納稅人的錢；但以全球影視的培

植來說，一個國家不培植自己的影視生態，時間

長了一定會面臨本土文化消失，『畢竟哪個國家要

做你家的故事啊？』國片回本就要給觀眾有信心

走進戲院，但我想也沒有導演願意做出沒票房的

片子吧？ 

 

 

3.編劇導演 侯宗華 個人 Facebook 

不知道是共時性還是文章真的

影響到政府哈哈(好吧純玩笑，共時性

的機率較高)，10月16日發了一篇《輔

導金可改貸款》的文章，順道寄了篇

給文化部長，現在已經要探討輔導金

制度了！台灣電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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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一)文化部提供博碩士獎學金研究國片輔導金制度相關政策 

本案議題為一個長期但持續變動的國家文化政策執行辦法，於資料蒐集、講師邀請及議

題手冊內容撰寫上，透過碩博士論文系統查詢、相關科系詢問，或產業從業人員推薦，皆不

易尋找具長期追蹤、且全面性對該制度研究的文獻紀錄或學術報告。 

因此建議文化部可提供指定科系，例如電影相關科系、商管學院相關科系之研究所，以

國片輔導金制度或相關議題為碩博士論文者，提供獎學金，鼓勵更多青年學子投入研究本議

題，豐沛未來能量，透過此一制度的沿革與發展，可觀察我國電影產業與補助政策之影響。 

(二)未來文化論壇辦理規劃：公民共識會議 

本案以國片輔導金制度為題的審議文化論壇，已創造初步的議題曝光，相關報導與新聞

內容也受到產業、立委以及對國片感興趣的公民大眾引用及認可。泛科知識將以此次辦理經

驗及審議能量，轉型為「公民共識會議」，將審議論壇中公民審議結論延伸做為議題設定，明

年度規劃以更多天數的討論，預計邀請20位以內的利害關係人，含括電影製片導演、專業技

術人員、行銷發行、企業投資方及觀影公民等，共同為臺灣電影產業擬定更符合審議精神的

輔導金文化政策。 

 

  

公民共識會議 政策建議

電影製作
方

企業投
資方

公民

審查
制度

投資
環境

成效
評估

具體

政策方案

審議文化論壇

六大方向 

15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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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案經費支出表 

經費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包含自籌） 
備註 

臨時人力 9,505  

場租 23,225  

審議專家出席費 17,000  

(培訓)參與者出席費 8,400  

(論壇)參與者出席費 15,500  

講師費 12,000  

主持團隊費 45,000  

差旅費及交通費 17,095  

場地佈置費 66,689  

餐點 32,826  

會議手冊編撰稿費 66,500  

稿費 26,154  

資料印製及影印費 89,974  

文宣費 12,693  

網路服務 174,687  

攝影錄製費 190,350  

保險費 7,740  

文具費 4,127  

總計：802,535 

（總計金額應與結案報告書「基本資料表」所載相同） 

文化部補助經費：（新臺幣）    800,000        元 

其他單位補助經費：（新臺幣）        0         元 

自籌經費：（新臺幣）       2,53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