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演藝術永續發展與
未來契機

政策建議發表



第一波發展（1980-）

十二項建設計畫

文建會成立

國立藝術學院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第二波發展（1990-）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國藝會成立

中央到地方獎補助
落實完備

第三波發展（200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文化部成立

藝術支持、市場開發、
商業機制提倡建立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
往來加速到情勢轉變

第四波發展（2019-）

疫情中產業轉型之

必要

元宇宙崛起

關鍵時刻、關鍵思維：
面對臺灣表演藝術產業第四波



預算立足根本，促動表演藝術產業第四波發展

生態調整

策略投資

（實驗研發）

長期發展

（保本顧底）



文化總預算－表演藝術相關計畫預算金額



歷年文化預算審議結果 : 總表



產業問題（一）

• 面對大型演藝場館啟用、各地文化中心軟硬體升級之場館分布狀態－

• 衡量文化發展需求，定位各館功能及使命

• 檢測各地劇場營運績效和硬體設施，支持劇場革新進步

• 疫情重創表演藝術產業，演出形式多元發展，觀眾消費習慣改變－

• 研議與疫共存、新常態的場館發展策略，正視非典型展演空間需求

場館新時代：
後疫情時代的場館發展目標



問題對策（一）
場館新時代：
後疫情時代的場館發展目標

• 「場館營運升級計畫」再進化－
•研擬分級制度與分級補助
•支持國際合作、節目製作、教育推廣、通路拓展、地方創生等目標推動
•建立地方藝文場館檢測機制，編列定期維護預算經費

• 研擬「臨時性和替代性表演場所使用管理辦法」，支持藝文發展多元需求
•訂定民間劇場、帳棚劇場、多功能空間、非專業演出空間的管理原則
•鼓勵民間設立表演場所，支持表演藝術創新發展



問題對策（一）
場館新時代：
後疫情時代的場館發展目標

• 建立表演場館合作網絡，建置橫向聯繫，成為彼此支持合作的場館體系
•以「雲嘉嘉營劇場連線」為指標，從團隊交流、節目策畫（夏至藝術
節），到人才培育（藝把青-青少年戲劇比賽&嘉義市的管弦音樂營）、
觀眾開發（雲林移動劇場）等，鼓勵跨區/區域內，以完整規劃支持國
際合作、節目製作、教育推廣、通路拓展、地方創生等目標
•以大高雄橘線（延伸至屏東）；台中山海屯城、台中歌劇院「中部劇場
平台」違例透過資源分享、資訊交流及節目巡演，串聯新竹、苗栗、南
投、台中、彰化及雲林。

• 貫徹文化平權，建立全國民眾表演藝術近用資料庫



6,504—13,488
實驗、演奏、戲劇、歌劇、音樂廳

屏東演藝廳

以大高雄橘線為例，
從200席到5861席，小、中、大劇場

高雄市文化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中山大學逸仙館

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正港小劇場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高雄市音樂館





產業問題（二）

• 中央、地方政府至國藝會，補助制度已具公信力：
• 歸納長期發展－策略投資－生態調整，分別對應之補助計畫
• 長期發展務求預算保本固底，策略投資、生態調整之計畫應隨「環境及
趨勢變化」適時調整

• 補助分類原則，難以涵括快速發展的多元創意發展內容

• 補助績效發展，未系統性追蹤研究，以致難以掌握先機、調整補助策略

補助調結構：
因應時代調整現行補助制度



問題對策（二）

• 鼓勵團隊朝向專業化、適性化發展
•檢視研擬分類補助與輔導標準
•保留「藝術分類」，新增「功能分類」作為評估與輔導團隊原則
•「功能分類」包含但不限於國際展演、實驗創新、教育推廣、文化傳承、
市場拓展等目標。

• 持續/定期進行補助效益研究，適時/靈活調整補助策略方向
•追蹤團隊發展與產業生態變化
•評估團隊體質與市場發展需求

• 策辦大型表演藝術博覽會
•引介海內外策展人亮點節目
•擴大民眾對表演藝術的參與

補助調結構：
因應時代調整現行補助制度



產業問題（三）

• 藝術發展↔市場發展，應雙軌並行：
• 藝術支持市場節目內涵，市場支持藝術成長發展
• 考量市場需要，建立投資、融資、保險機制

• 部分表演藝術團隊致力市場開發，逐步降低對補助的依賴：
• 市場尚未成熟，政府補助或不同面向的支援工具依然重要
• 鼓勵藝文消費，建立市場研究與觀測機制

市場創價值：
因應市場變革的產業支持工具



問題對策（三）

• 建請文策院對表演藝術市場機制，提出創新政策工具與作法
•健全中介組織，補助市場化團隊及公司，協助節目製作與行銷
•協助各經營階段之團隊取得投資與融資，健全製作與演出保險制度

• 媒合企業投資表演藝術IP，驅動創作市場
• 考量市場發展，創立具話題性之專業獎項
• 吸引優秀作品人才，蘊積觀眾消費動能，鼓勵企業投資行為

• 培育未來潛在觀眾，推出表演藝術學生觀賞券

• 進行市場研究，作為產業化發展基礎
•包含總體藝文市場觀察、表演藝術消費者樣貌與購買行為等標的
•提供持續且定期之報告

市場創價值：
因應市場變革的產業支持工具



產業問題（四）

• 表演藝術市場產值與支撐不足，節目產量與製作成本逐年增加：
• 藝文工作者平均收入偏低，難以選才、用才、留才
• 藝文工作者身分認定困難，難以推動產業基本補貼
• 團隊難以負擔人才培育，造成儲備人力不足

• 缺乏長期策略性的觀眾培養，難以造成市場良性循環

人才重培育：
人才資源永續的「識選育用留」



問題對策（四）

• 補助支持專業中介行政團隊/組織，有效培育行政人才
•因應團隊小型化、個人化趨勢，補助中介組織，協助節目製作與行銷

• 擴大藝術行政人才來源、提升職前訓練並有效儲備人才
• 建立給薪的建教合作制度，提供團隊或場館申請薪資補助

• 建立藝文工作者識別系統與資料庫，掌握產業核心人才

• 推動「表演藝術節目投資發展計畫」
• 政府和民間共同出資，成立製作公司
• 穩定投資製作，持續開發市場，實際支持創作與行政人才永續

人才重培育：
人才資源永續的「識選育用留」



產業問題（五）

• 科技導入表演藝術成本高昂、市場風險龐大：
• 缺乏數位轉型總體明確目標，投入眾多資源但成效未必理想。
• 缺乏科技與藝術的溝通橋梁與轉譯人才，以致科技難以為藝術想像應用

• 表演藝術結合科技的創作表現方式，有助於推動科技產業創新運用：
• 須有足夠資源的媒合和中介制度，引導技術轉移至表演藝術團隊，開發
創新展演型態。

科技拓市場：
加大科技投資協助拓展市場



問題對策（五）

• 推動「表演藝術國際旗艦計畫」，放眼全球市場
• 政府補助、民間投資雙管齊下
• 製作、發行、演出到授權，分階段佈局與支持
• 支持實體節目、線上或網路展演各項形式之製作

• 推動「科藝合作平台」，跨部會協助科技導入藝術的研發與展演製作
• 攜手經濟部，串接表演藝術團隊與科技產業相互運用、效益加乘
• 媒合科技企業的合作夥伴
• 持續補助演出研發、數位藝術製作人才培育

科技拓市場：
加大科技投資協助拓展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