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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累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之相關統計數據，以有效掌握產業發展趨勢與脈絡，

本研究以次級資料、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焦點座談等方式，分析我國表演藝術

產業的生態結構，主要包含整體「表演藝術產業環境與趨勢研究」、「行政法人國

家表演藝術中心之成立，對我國表演藝術之影響及未來營運策略建議」與「非售

票型演出(含戶外演出及民間廟會演出…等)對藝文環境的影響及貢獻」兩個專題

研究。 

在產業調查方面，整體研究顯示，透過相關分級輔助政策，對於團體朝專業

化營運有其重要性。創作部分，除了本身追求劇藝升級外，由於國內藝文消費市

場小，團體多藉由新製作吸引觀眾，以及現有團隊補助或申請場館，新製作易獲

青睞，因此國內團隊有強烈的節目創作能量與意願。但在節目行銷管道上，則面

臨現有的媒體影響力不斷在轉型、分眾，使得團體在行銷宣傳管道上須不斷的進

行調整與適應。近幾年在各級政府的推展下，民眾在各項表演藝術的參與上皆有

提升，企業對於贊助或支持藝文也日漸投入，惟因近期整體經濟環境不佳，衝擊

票房與資源取得的管道。 

另外，目前我國展演設施多為公立，臺北地區因過去供給不足，使各場館外

租檔期需求大，其他地區場館則面臨營運經費有限與專業人力缺乏。但在臺中國

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等新場館陸續完工啟用，國內場館的供給增

加之下，將改變以往場館與團隊間的關係，對表演藝術環境有所影響。在場館競

合下，可能影響在地既有場館的營運策略，以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身為國家級的

表演藝術中心，其藝術特質反映該國的文化特色，也因此國外表演藝術中心均相

當重視節目規劃，可能主導節目的創作與產製、成為創新與創作的基地，因而對

於表演團體原先的節目企製模式與觀眾經營上的角色可能產生改變。 

最後，近年各地政府機關為發展在地特色，透過辦理相關藝文活動吸引民眾

參與，並提供表演團體一個演出平臺，藉此推廣或傳承表演藝術。非售票型演出

活動除對團體提供演出機會與收入外，民眾參與的過程也會帶動經濟效益，對整

體藝文環境更有其文化意義，最主要在於對於受限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影響，偏

鄉地區民眾較難親自參與藝文活動，因此可透過非售票型活動，提供偏鄉地區民

眾參與藝文活動之機會，達到文化平權之意義。但現今各界也意識到過多的非售

票型演出可能影響表演團體在專業劇場售票演出的發展，以及活動執行的方式也

應有更長期的規劃，才能確實達到活動的辦理目的並具體呈現其效益。





摘要 

 

Abstract 

For accumulat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able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trends and 

context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dustry, this study analyzes its ecological structure 

through secondary data,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This research included three sections, firstly the overall performing arts industry 

survey. As well as this, how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performing art center stimulates 

the industry and their future business strategy recommendations. Finally, the effect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s' environment via free performances such as outdoor 

presentation and folk festival shows. 

The industry study shows that the relevant grading policies typically have its 

importance towards specialized oper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reation, apart from its 

own pursuit of theatrical art upgrades, new production is much favored for attracting 

audiences in the small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s, as well as applying government 

grants or venue. As a result, domestic team has stronger creative energy and 

willingness for new programs.  However, arts organizations have to constantly set 

and adapt in the marketing channel as the existing and new media is on the tendency 

of multitude division and transforming. Despite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corporation sponsorship in the performing arts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in these years, the overall economic environment slowdown 

in the near future has impacted on the box office and lacked of resources. 

Moreover, most performance facilities in Taiwan are public property. While all 

the venues in Taipei to rent a large demand schedule, venues elsewhere were facing 

both in operating cost and professional manpower insufficiency. The increased 

domestic supply of stadiums like the completion of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and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for instance, may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nues and the performing groups even influence the performing arts 

environment.  Competing at venues that may strike the business strategy to the 

existing venues.  As a matter of fact, a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ts artistic 

qualities reflects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country.  Considering the foreign 

performing arts centers are quite attentions to program planning, especially leading 

the creation and produced business and behaving as an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base.  

The original programing model and audience management of dome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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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may be revolutionized eventually. 

As regards,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been developing local 

features by way of holding artistic activities to intere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arts groups so that they could promote and pass down the 

performing arts as well. The not-for-sale shows provide performance opportunities 

and income to the art organizations. Besid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will 

boos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has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general the non-ticket 

performance is an ideal solution for partial people in rural areas, who have difficulties 

being involved i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ince the geography limit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tatus effect, to achieve equal rights. However, overmuch free art 

presentation is starting to concern the progress of performing arts groups perform in 

professional theater.  To put it simp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should also have longer-term planning, in order to really achieve the intent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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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表演藝術產業調查 

第一章、 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概況 

第一節、 我國表演藝術產業定義與產業鏈範疇 

表演藝術產業是指從事音樂、戲劇、傳統戲曲、舞蹈之創作、訓練、表演相

關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臺、燈光、音響、道具、服裝、造型等)設計服務、

經紀、藝術經營之行業。而根據表演型態其大致可分為音樂、現代戲劇、傳統戲

曲、舞蹈四大創作與表演類型。若就產業的概念來看，則是以圍繞這四大表演類

型所衍生的相關週邊服務之經濟活動。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循環的概念來看，主要由創意形成、生產、傳播

行銷、展示／接收端四個構面所組成。創意形成及生產端為表演團體自行創作及

部份委託個人工作室執行表演內容設計與創作，而樂團、劇團、各類型表演團體

也肩負創意形成的角色，相關支援服務包含服裝指導、表演造型設計；傳播行銷

端包括負責籌辦與監製藝術表演活動的藝術經紀事業，及提供售票服務兼行銷廣

告的訂售票系統業；展示／接收端包括相關室內及戶外展演設施的經營行業，以

及燈光、舞臺設備批發出租，工作平臺架設、及觀光旅遊業者所提供之周邊支援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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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表演藝術產業文化循環各階段範疇 

註：次行業之間的實線及虛線連結，分別表示現階段產業中的主要及次要互動網絡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5)，《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49、55 

依據財政部財稅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之行業代碼，表演藝術產業所涵蓋

的行業代碼、名稱及定義如下列所示： 

表 1、表演藝術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4390-13 
工作平臺架設工程 包括非供興建、改建、修繕等營造目的使用之架設工程，如臨

時舞臺架設、戲臺竹棚架設等工程 

7900-12 
戲劇、體育及其他娛樂活

動售票服務 

包括代訂運動票務、代訂藝文展演票務 

8572-12 戲劇教學 戲劇教學 

8572-13 音樂教學 音樂教學 

8572-14 舞蹈教學 舞蹈教學 

8572-99 其他藝術教育服務  

9010-14 戲劇創作 包括劇本創作 

9020-11 
劇團 包括戲劇、歌劇、歌舞劇、話劇、國劇、地方戲、皮影戲、木

偶戲、布袋戲、歌仔戲等 

9020-12 舞團 包括舞蹈演出等 

9020-13 音樂表演 包括樂團、交響樂團、歌詠團、歌唱表演、音樂演奏等 

9020-15 
民俗藝術表演 包括捏麵人、說書、說大鼓、相聲、醒獅團、鑼鼓陣、八家將、

宋江陣、財神跳加官、電音三太子等 

9020-99 其他藝術表演 包括魔術表演、馬戲團、雜技表演、水(冰)上節目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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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9039-11 
藝術表演活動籌辦、監製

與經紀 

包括節目安排等 

9039-12 服裝指導、表演造型設計 服裝指導、表演造型設計 

9039-13 燈光、舞臺設計服務 包括燈光指導、舞臺搭建、劇場設計等 

9039-99 
未分類其他藝術表演輔

助服務 

 

9031－11 劇院、劇場經營 從事經營戲劇院之行業 

9031－12 
音樂廳、音樂展演空間經

營 

從事經營音樂廳之行業 

9031－99 其他藝術表演場所經營 從事經營其他藝術表演場所之行業 

9103－11 社會教育館 社會教育館 

註：戲劇、體育及其他娛樂活動售票服務、藝術表演活動籌辦與監製、服務指導、表演造型設計、燈光、

舞臺設計服務及外分類其他藝術表演輔助服務之營業項目包含音樂及表演藝術以外之活動，如流行音

樂。 

資料來源：文化部(2015)，《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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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概況 

一、業者家數 

根據財政部財政資料統計，自 2009 年起表演藝術產業的家數維持兩位數的

成長率，家數自 1,643 家增至 2014 年的 3,132 家，占整體文化創意產業總家數

的 5.03%，其中表演藝術業者占 95.94%。 

  

圖 2、2009-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之家數成長概況 

註：本次調查對象含展演設施相關業者，與文化部(2015)《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之音樂及

表演藝術產業所涵括之次產業範圍不同，另加入劇院、劇場經營、音樂廳、音樂展演空間經營、其他

藝術表演場所經營、社會教育館等四項次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二、營業概況 

在營業額表現方面，近六年呈現逐年穩定成長之趨勢，2014 年表演藝術產

業營業額達新臺幣 168.5 億元，但相較於 2012 年以及 2013 年營業額兩位數成

長，2014 年成長率僅 8.87%，成長幅度縮小，顯示 2014 年整體營業額表現未

隨著業者家數大幅成長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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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09-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之營業額概況 

註：同圖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三、生產總額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定義，「生產總額」係指本國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

在某一單位時間中，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其計算方式依各業

別有所不同。 

本案之表演藝術產業包含團體、周邊支援服務、表演場館營運，因此，根據

主計總處定義，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含團體及場館)生產總額＝營業收入－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其他營業外收入；支援服務業生產總額＝營業收入－兼銷商

品銷售成本＋其他營業外收入。 

本案主要透過 2011 年工商普查調查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分別計算表演藝術

業者與展演設施業者之生產總額，藉以推估 2014 年我國表演藝術產業整體生產

總額。 

 表演藝術業者 

本案根據 2011 年工商普查調查結果為基準利用工商普查母體統計之營業額，

透過其變化趨勢，推估 2014 年表演藝術業者生產總額為新臺幣 151 億元，相對

2013 年 2 位數成長率，2014 年成長幅度趨緩，為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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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1-2014 年表演藝術業者生產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估算 

 展演設施業者 

由於我國表演藝術相關展演設施多為公營場館為主，多半免徵營業稅，若以

財政部營業稅徵收統計之營業額進行估算難以實際呈現展演設施產業之樣貌，因

此本案透過問卷調查結果之營業收入/歲入加以推估展演設施業者之生產總額。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演藝型場館平均營業收入/歲入為 428.56 萬，綜合型場館

平均營業收入/歲入為 5,299 萬元，推估 2014 年整體展演設施生產總額新臺幣

21.01 億元。 

表 2、2014 年展演設施業者平均營業收入/歲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場館類型 平均營業收入/歲入 

一般演藝型場館 4,285 

綜合型場館 52,9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綜合上述，本案推估 2014 年我國表演藝術產業生產總額為 172.0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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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生產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估算 

四、 從業概況 

目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整體從業環境，我國表演團體在預算有限為維持營運

就業名額有限，以及部分團體為維持營運及預算有限之下，造成員工薪資酬勞會

被壓縮，因此許多從業人員為維持正常生計，會從事商業演出、教課……等兼職

活動。 

目前表演藝術從業人員最主要獲取工作的主要管道，來自於本身以往的人脈，

如師長引介。而團體徵才上，除透過公開招聘、徵選外，主要也是藉由團內相關

成員在教學上，所接觸過的為主。本案針對從業人數及薪資水平加以說明我國表

演藝術產業從業概況。 

(一) 從業人數 

根據文化部《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資料顯示，創作及藝術表

演業從業人數(含自營工作者)2014 年為 16,375 人，較 2013 年微幅下滑 0.81%，

為 4 年來就業人數首度減少情況。在各職類別就業情況部分，以專業性員工(如

演員、配音員等)就業人數最多，占 69.06%，其次為技術人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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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1-2014 年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從業人數概況 

註：從業人數含概自營工作者、受私人雇用者、受政府雇用者、無酬家屬工作者及雇主等全面性就業人數

概況。 

資料來源：文化部(2015)，《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30 

透過文化部(2016)《文化產業趨勢、統計調查-文化產業人力供需計畫》資

料顯示，2014 年間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從業自營工作者比例為 32.23%，為我國

文創產業中自營工作者比例最高之產業。 

 

圖 7、2011-2014 年創作及藝術表演業自營工作者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自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原始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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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自營工作者於各文創產業所佔比例 

資料來源: 文化部(2016)，《文化產業趨勢、統計調查-文化產業人力供需計畫》，頁 42  

(二) 薪資概況 

在平均薪資部分，整體表演藝術產業平均薪資表現變化不大，2014 年表演

藝術產業(包含團體、傳播行銷業者、展演設施)平均月薪(未含自行開業之雇主及

自營作業者)為新臺幣 3.9 萬元，較 2013 年微幅下滑 7.75%。 

由於我國整體經濟景氣不佳1，加上據本研究訪談了解，臺北市主要場館自

2014 年下半年度起，整體售票情況不如以往，因而影響整體薪資水準。 

依據勞動部公布職類別薪資調查資料顯示，從各職類員工薪資表現，助理專

業人員的平均月資不到 3 萬元(約新臺幣 2.8 萬元)；行政事務類員工與基層員平

均月資只有 2 萬元出頭，顯示表演藝術產業的基層員工普遍薪資偏低，與整體產

業平均薪資(平均月薪約 3.9 萬元)有明顯差距，較難吸引相關人才長期投入，因

此產業轉職率較高。 

 

                                                      
1
 據國發會公布景氣對策信號原始值自 2014 年 10 月起，我國整體經濟景氣逐漸下滑，截至 2016 年 3 月，

已連 10 個月呈現低迷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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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011-2014 年創作及藝術表演業薪資概況 

註：不包括自行開業之雇主及自營作業者（如演藝明星或自由業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統計》 

表 3、2011-2014 年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各職類員工薪資概況2 

單位：新臺幣元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2011 年 7 月 2012 年 7 月 2013 年 7 月 2014 年 7 月 

主管及監督人員 76,330 78,804 79,087 73,755 

專業人員 32,116 44,939 44,903 41,32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6,624 35,485 30,538 28,239 

事務支援人員 26,645 31,672 29,810 23,13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0,055 25,585 － 24,783 

技藝、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

員 
42,707 35,282 23,521 25,67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1,394 25,005 25,766 20,208 

註：不包括自行開業之雇主及自營作業者（如演藝明星或自由業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動部歷年職類別薪資調查 

技藝、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部分，目前主要仍以自營工作者為主，且據

訪談了解，由於我國技術人才整體水平較高，部分人才被挖掘(如中國大陸、國

外團體)，導致目前我國部分關鍵人才有所短缺。另外，我國技術人員之工作機

會多透過口耳相傳介紹，並無具體評估標準，因此近期由國藝會與台灣技術劇場

                                                      
2
 參閱自行政院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網址：https://pswst.mol.gov.tw/psdn/  

39,31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整體平均薪資

單

位

：

新

臺

幣

元

https://pswst.mol.gov.tw/psdn/


第一部分 

第一章、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概況 

11 

協會針對技術人員提出「劇場燈光技術技能職類測驗」，據訪談業者了解，透過

認證制度可培育初階技術人才，補足現有技術人才之缺口。此外，部分縣市文化

中心有感於現有劇場技術人才不足，已自行辦理劇場技術人才相關課程，藉以培

育相關技術人才，如嘉義縣。 

五、整體預算 

(一) 文化部預算 

2014 年我國整體文化預算約為 160 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 0.83%，較

2013 年略增 2.65%。其中與表演藝術相關之主要計畫(如表 4)總經費約為 34 億

元，較上一年度成長 3.92%。 

各計畫經費分配上，「文化設施規劃與設置」主要編列在硬體設施部分，其

中之一為屏東縣演藝廳興建計畫，其預算較 2013 年增加 17.7%；「表演藝術之

策畫與推動」，主要含括臺灣品牌團隊計畫、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藝術新秀

創作發表補助計畫……等，透過分級輔導培養表演藝術人才；「展演藝術之推廣與

應用」主要辦理國內外行銷推廣展演藝術之費用，及辦理定型化器樂之研修、推

廣等，如協助團隊參與「外亞維儂臺灣小劇場藝術節」、「2014 愛丁堡藝穗節」……

等；「臺灣展演藝術科技化旗艦計畫」主要是委託成立輔導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

服務平臺，辦理跨界製作媒合、諮詢、資源整合、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發等工作。 

表 4、2013-2014 年文化部表演藝術相關計畫預算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2013 年 2014 年 變動率 

文化設施規劃與設置 862,955 1,015,680 +17.7% 

藝術創作、出版與人才培育之鼓勵及推廣 62,177 54,851 -11.78% 

表演藝術之策畫與推動 433,737 378,894 -12.64% 

展演藝術之推廣與應用 ------ 4,784 ------ 

策辦國際大獎大賽及華山藝術生活節 52,200 ------ -100% 

臺灣展演藝術科技化旗艦計畫 38,207 35,707 -6.54% 

價值產值化計畫-打造藝術產業媒合交易平臺 ------ 49,453 ------ 

交響樂團業務 255,166 251,370 -1.49%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業務 1,484,085 1,528,717 +3.01% 

文化交流業務* 87,028 83,974 -4% 

傳藝中心業務 5,334 6,172 15.71% 

總計 3,280,889 3,409,602 3.92% 

註：文化交流業務之經費以補助表演藝術相關業務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2014 表演藝術年鑑、文化部獎補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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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兩廳院 

據兩廳院公布之財務資料顯示，2014 年總收入達新臺幣 10.44 億元，較

2013 年增加 9.44%。其中政府公務預算補助約為 5 億元，若再加上政府專案補

助約為 7,065 萬元，整體自公部門的補助經費約占總收入的 55.18%。 

表 5、2013-2014 年國家兩廳院收入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元) 比重 金額(元) 比重 

勞務收入 252,137 26.40% 285,325 27.33% 

銷貨收入 11,102 1.20% 12,635 1.21%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12,842 11.80% 114,554 10.97% 

其他補助收入 100 0.00% 907 0.09%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500,434 52.50% 505,399 48.41%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4,208 2.50% 70,654 6.77% 

業務外收入 53,174 5.60% 54,572 5.23% 

總收入合計 953,997 100.00% 1,044,045 100% 

資料來源：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2015)，2014 年表演藝術年鑑 

(三) 國藝會 

國藝會常態性補助經費部分，2014 年兩期表演藝術常態性補助總補助經費

為新臺幣 6,959 萬元，較 2013 年減少 7.17%。對表演團體而言 2014 年常態性

補助最大的變動在於取消「展演空間營運」補助與「排練場所租金」項目。 

 

表 6、2013-2014 年國藝會常態性補助經費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3 年 2014 年 變動率 

音樂 23,809 23,440 -1.55% 

舞蹈 27,542 22,600 -17.94% 

戲劇(曲) 23,614 23,550 -0.27% 

總計 74,965 69,590 -7.17% 

資料來源：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2015)，2014 表演藝術年鑑，頁 165 

除常態性補助之外，為因應藝文生態的發展需求，以 2014 年為例，國藝會

針對表演藝術推出相關專案性補助如布袋戲製作及發表、藝教於樂、表演藝術評

論人……等共計新臺幣 5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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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市政府文化預算 

2014 年各縣市整體文化預算為新臺幣 326.86 億元(占總預算 3.06%)，較

2013 年增加 24.45%。其中宜蘭縣、臺南縣、桃園市文化預算較 2013 年增加最

為明顯。經費刪減最多縣市則為彰化縣，較 2013 年減少 32.39%。 

表 7、2013-2014 各縣市文化預算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3 年 2014 年 

文化支出 

預算數 
占總預算比重 

文化支出 

預算數 
占總預算比重 

新北巿 4,003,623 2.58%     4,940,867  3.10% 

臺北市     8,999,672  5.09%     8,713,047  5.02% 

桃園巿     1,083,429  1.72%     2,360,394  3.36% 

臺中市    2,177,165  1.82%     2,571,630  2.21% 

臺南市     1,192,695  1.43%     3,312,322  4.11% 

高雄市      2,818,521  2.23%     3,411,541  2.62% 

宜蘭縣      517,652  2.51%      1,969,487  9.42% 

新竹縣        269,214  1.08%        322,353  1.26% 

苗栗縣        906,801  3.16%        838,113  2.93% 

彰化縣        685,807  1.66%        463,707  1.04% 

南投縣       191,766  0.77%        201,329  0.85% 

雲林縣        642,130  2.24%        597,509  2.05% 

嘉義縣        169,090  0.69%        225,223  0.94% 

屏東縣        717,446  2.18%        751,740  2.27% 

臺東縣        191,476  1.25%        202,040  1.31% 

花蓮縣        168,283  0.93%        195,746  1.07% 

澎湖縣       260,196  2.62%      289,604  3.10% 

基隆市      181,684  1.06%       173,516  0.97% 

新竹市       247,773  1.37%      384,890  2.09% 

嘉義市      232,216  1.96%     262,363  2.26% 

金門縣     504,650  4.11%     389,525  2.99% 

連江縣     103,909  2.86%     109,070  3.20% 

總計  26,265,198  2.48%  32,686,016  3.06% 

資料來源：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 

各縣市政府在表演藝術相關經費上，除辦理藝術節慶之外，仍提供團隊常態

性補助。以臺北市與高雄市為例，臺北市每年兩期的補助申請，其中與表演藝術

直接關聯的類別共 5 類，如傳統音樂類、民俗技藝類、傳統戲曲類、現代戲劇……

等，在 2014 年共通過 401 案、補助總經費為 3,545 萬元。高雄市每年三期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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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補助，表演藝術部分主要可分為音樂、傳統戲曲、現代戲劇、

舞蹈與文化交流，在 2014 年共補助 183 件，補助總經費為 713 萬元。 

在縣市傑出演藝團隊計畫中，除文化部補助之經費外，各縣市政府亦需撥出

相對應之經費，以新北市為例，地方政府所提供之經費比例較高，總經費達

490.15 萬元，並透過提供團體課程培訓、諮詢協助等，協助在地團體進行發展。

另外，部分縣市開始進行分級補助制度，如屏東縣則將獎助團隊分為三級別，分

別提供場地優惠、經費補助等相關補助措施。 

表 8、2013-2014 年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經費概況 

 

2013 年 2014 年 

中央補助款(萬) 地方配合款(萬) 中央補助款(萬) 地方配合款(萬) 

新北市 60 150 80 490.15 

臺北市 30 160 40 160 

桃園巿 60 140 80 187 

臺中市 90 657 70 420 

臺南市 90 260 120 380 

高雄市 140 327 160 240 

宜蘭縣 40 50 40 60 

新竹縣 40 40 50 75 

苗栗縣 80 177 120 120 

彰化縣 70 105 80 120 

南投縣 65 65 60 60 

雲林縣 55 132 50 80 

嘉義縣 150 100 180 120 

屏東縣 100 66.7 150 100 

臺東縣 40 28 60 40 

花蓮縣 50 33.4 40 40 

澎湖縣 50 34 50 34 

基隆市 60 60 70 105 

新竹市 50 75 40 93.4 

嘉義市 50 75 60 135 

金門縣 - - - - 

連江縣 - - - - 

總計         1,370          2,735          1,600          3,060  

註：中央補助款部分已納入文化部相關預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年縣市傑出演藝團隊補助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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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表演藝術產業發展分析 

第一節、 創意/生產端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循環的定義，「創意」係指產生並創作想法和

內容(如雕刻家、作家、設計公司)以及非重複性產品(如手工藝品、美術作品)的

製作，「生產」則為可重複生產的文化形式(如電視節目)，以及實現重複生產所

需的專業工具、基礎設施和流程(如樂器生產、報紙印刷)。 

因此，在表演藝術產業環境中，創意形成為構想與創作新的想法與內容，生

產製作為透過基礎設施與流程，讓創意得以實現之形式，故本節主要討論、分析

有關表演藝術團體的創作與營運。 

一、團隊發展在分級輔導下已有成效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文化部分級獎助政策在協助團體發展與專業化營運有其

重要性。如分級獎助團隊票房收入比例較其他團體高，顯示其自足的能力相對較

高。 

(一) 表演團體-營運概況 

2014 年表演團體整體營運概況 49.52%團隊為虧損情況，虧損程度以 0-5%

最多(約占 54.8%)，呈現略為入不敷出。 

現代戲劇部分，近年許多年輕學子對於表演藝術有濃厚興趣，會自行組團創

作、參與表演。但部分團體透過長時間營運，已摸索出各自的經營哲學，不論節

目製作是著重市場性或藝術性，只要走出團體自己的路，就能永續經營，因此現

代戲劇類團體間發展情況差異很大。 

舞蹈類團體部分，由於團體的經費有限，因此目前多數舞蹈團體仍會透過開

設舞蹈教室維持營運。近年由於少子化及家長對於未來就業考量等因素，造成學

習的學生減少，對於舞蹈團體的營運影響不小。 

傳統戲曲團體，目前較為活躍的劇種如歌仔戲、布袋戲團體除少數以文化場、

室內劇場演出為主，或兼營民戲與文化場，多數團體仍以民戲為主要演出型態，

隨著經濟發展，許多廟宇沒有足夠的廟埕可以演出，或者演出時會被周遭民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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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使得民戲演出場次減少、團體間削價競爭，對團體營運上有所影響。 

音樂類團體，與舞蹈類相同，部分會透過開設音樂教室維持團體營運，加上

據訪談了解，由於個人演奏家較難自行申請場地的演出檔期，因此部分團體會協

助安排個人演奏家相關演出事宜，類似傳播行銷業者的角色。 

表 9、2014 年表演藝術團體營運概況 

單位：家數% 

 
整體 

獲利 22.12% 

虧損 49.52% 

損益兩平 28.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圖 10、2014 年表演團體虧損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從團體角度預期未來 3 年的營運情況，多數團體認為呈現持平(占 47%)。然

據訪談多數團體表示，2015-2016 年由於整體經濟景氣不理想3，在售票情況較

2014 年更為困難，使得團體營運壓力增加。 

                                                      
3
截至 2016 年 3 月景氣對策信號燈已連 10 個月呈現低迷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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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表演團體預期未來三年營運概況(與 2014 年相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收入來源 

整體而言，我國表演團體收入來源以各級政府補助為主(含中央及地方政府，

占 36.98%)。團體自有財源部分，以民間演出費收入最多(占 17.24%)，其次為

民間捐助、贊助(占 11.86%)，作品衍生收入如周邊商品、授權收入占團體營收

非常少(占 0.98%)。 

各類型表演團體之收入結構上仍有些微不同，如音樂類團體，在民間捐助、

贊助比例，較其他團體高(占 18.86%)。由於國內許多企業家本身對古典音樂有

濃厚興趣，因此企業在贊助藝文活動時，多會選擇音樂團體，如長榮集團成立長

榮交響樂團、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贊助 NSO 國家交響樂團。此外，部分音樂

團體會協助個人演奏家辦理音樂會，因此亦會由個人名義捐贈團體的現象。 

傳統戲曲團體的收入結構，以民間演出費收入為主(占 34.83%)。不過近年

政府積極扶植傳統戲曲，各縣市政府亦辦理許多傳統戲曲藝文活動，提供許多演

出機會。 

表 10、2014 年表演藝術團體收入概況 

單位：團數% 

  
現代 

戲劇 

傳統 

戲曲 
舞蹈 音樂 整體 

分級 

獎助 

地方 

傑團 
其他 

中央補助 19.68% 14.86% 28.99% 21.66% 20.97% 25.11% 19.45% 13.13% 

地方補助 11.00% 19.40% 17.53% 14.93% 16.01% 10.98% 20.97% 20.34% 

國藝會補助 7.69% 3.61% 9.90% 3.74% 5.85% 6.58% 2.42% 9.72% 

增加

37%

持平

47%

減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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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戲劇 

傳統 

戲曲 
舞蹈 音樂 整體 

分級 

獎助 

地方 

傑團 
其他 

民間捐助.贊助 10.83% 9.04% 7.02% 18.86% 11.86% 7.60% 12.38% 21.67% 

作品製作收入 1.38% 0.26% 0.36% 1.48% 0.86% 0.40% 1.54% 0.89% 

票房淨收入 14.28% 6.64% 9.40% 12.45% 10.48% 13.69% 6.61% 8.86% 

演出費收入(公部門) 14.32% 6.40% 12.94% 4.22% 8.75% 15.15% 3.63% 1.24% 

演出費收入(民間) 16.34% 34.83% 8.41% 7.58% 17.24% 15.01% 22.32% 14.33% 

周邊商品 0.72% 2.01% 0.68% 1.51% 1.31% 0.96% 2.14% 0.83% 

授權收入 0.00% 0.00% 0.05% 0.02% 0.02% 0.02% 0.00% 0.03% 

其他收入 3.76% 2.95% 4.72% 13.54% 6.66% 4.49% 8.52% 8.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支出結構 

表演藝術與其他產業最主要的不同在於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不論任何表演

類型，均須依靠人進行演出，因此人事費用是團體最主要的支出成本(占 42.12%)，

其次為新節目製作費用(占 15.03%)。由於我國藝文消費市場相對較小，競爭激

烈，因此團體新製作比例很高。 

傳統戲曲部分，目前部分團體仍以家族企業形式進行營運，因此在固定人事

費用(占 34.78%)明顯較其他類型團體高。此外，目前傳統戲曲團體除文化場外，

仍以民戲演出為主，而民戲演出多以傳統的民間故事為主，因此團體在舊製作費

用的投入上，亦較其他團體多。 

舞蹈方面，由於舞蹈類節目在演出內容上，需搭配舞臺燈光、投影、音效、

布景呈現，因此在專業服務項目支出(占 10.36%)上，較其他團體高。 

隨著團隊發展越趨成熟，在營運支出結構上有所不同，如分級獎助團隊在行

政管銷費用部分較高(占 11.82%)，整體營運越趨專業化。 

表 11、2014 年表演藝術團體支出概況 

單位：團數% 

 

現代 

戲劇 

傳統 

戲曲 
舞蹈 音樂 整體 

分級 

獎助 

地方 

傑團 
其他 

固定人事成本 18.98% 34.78% 24.98% 32.13% 29.71% 25.57% 31.91% 29.96% 

兼職人事成本 15.33% 13.75% 13.86% 8.90% 12.41% 12.11% 9.25% 18.52% 

房租 5.71% 4.31% 3.60% 2.90% 3.93% 6.14% 4.23% 1.08% 

場地費用 5.58% 1.66% 4.40% 7.42% 4.65% 4.81% 3.46%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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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戲劇 

傳統 

戲曲 
舞蹈 音樂 整體 

分級 

獎助 

地方 

傑團 
其他 

新製作費用 21.30% 13.25% 19.86% 11.24% 15.03% 18.92% 13.34% 14.10% 

舊製作費用 9.33% 11.49% 1.80% 1.68% 6.14% 9.37% 4.47% 5.86% 

設備支出 3.23% 5.37% 2.97% 3.16% 3.88% 2.08% 4.86% 3.92% 

國內專業服務項目

支出 
4.27% 4.65% 10.36% 3.76% 5.36% 3.67% 7.63% 2.95% 

宣傳活動支出 3.36% 2.77% 3.86% 9.21% 5.18% 3.62% 5.50% 6.20% 

授權費用 0.51% 0.35% 0.41% 2.23% 1.00% 0.62% 1.62% 0.25% 

行政管銷費用 10.60% 5.66% 11.83% 12.56% 9.82% 11.82% 9.53% 8.26% 

其他支出 1.80% 1.96% 2.08% 4.83% 2.90% 1.27% 4.19% 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二) 表演團隊-平均全職人員 

由於國家品牌團隊在人力資源分配上，與其他團隊規模差異大，平均一團專

職人力約有 60 人左右，因此為真實反映多數表演團隊人力資源概況，因此本案

相關人力資源統計結果，皆不納入國家品牌團隊之資訊。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國內團體平均雇用全職員工數為 4.69 人，平均月

薪落在 20,009-40,000 元之間(占 47.58%)，其次為 20,008 元以下占 40.43%。 

各類表演團體的人力資源亦有所不同，傳統戲曲部分，平均全職員工數為

5.09 人，主要薪資落在 20,008 元以下(占 53.75%)，據訪談了解，由於部分團

體為家族戲班，整個家族人力都投入戲班，因此在人力上較其他團體多，但薪水

較一般團體低。 

現代戲劇部分，部分團體已朝專業化營運為主，在相關行政人力(平均 4.47

名)上，較其他團體完備(整體 2.87 名)，因此全職員工數較多。 

隨著團體發展日趨成熟，員工人數與薪資待遇會隨之改善，分級獎助團隊平

均一團 5.89 名全職員工，其月薪在 6 萬以上的比例相對其他類型團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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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14 年表演團體平均全職員工數 

註：品牌團隊在全職員工人數高於其他團隊，為避免品牌團隊數據計入其他類型團隊時成為極端值，現代

戲劇、傳統表演藝術、舞蹈、音樂類之計算均不包含品牌團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目前不論團體類型，全職員工以行政人員為主，演出人員大多為兼職人員，

在薪資計算標準上不太一致，如現代戲劇、舞蹈類、音樂類，目前多是提供演員、

舞者、演奏家排練費或演出費，傳統戲曲部分，除依演出場次計算外，部分提供

演員基本底薪，再依據演出場次多寡而另行計算。音樂類部分，演奏人員本身多

半另有正職工作，但由於對音樂有興趣，集結成團，因此在薪酬上也是提供演出

費為主，少部分則有排練費。舞蹈類部分，目前僅少數團體有專職舞者職缺(如

雲門舞集、舞蹈空間、林文中舞團…..等)，其他多數團體之舞者則為兼職人員。 

 

圖 13、2014 年表演團體全職員工薪資水準分布概況 

註：品牌團隊在全職員工人數高於其他團隊，為避免品牌團隊數據計入其他類型團隊時成為極端值，現代

戲劇、傳統表演藝術、舞蹈、音樂類之計算均不包含品牌團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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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期人力供需缺口 

人力需求部分，就整體團隊與分級獎助團隊的角度看，以公關行銷與藝術行

政人員明顯供不應求，雖國內有相關人才，但由於表演團體的經費有限，無法提

高人才之薪資待遇，較難吸引人力投入。除部分獲政府補助之團隊，部分表演團

體行政業務，多為團長自行處理，較無專職行政人員，行銷部分則是透過每場節

目演出後，發放問卷累積觀眾名單、經營臉書粉絲頁……等，無專門行銷人員負

責。這也是我國表演藝術產業面臨的主要困境之一，由於經費不足，節目製作完

成後，無法將其行銷推廣給更多消費者，據訪談行銷業者，國內表演團體的作品

內容與創意並不輸國外節目，但缺乏行銷包裝人才，無法有效推廣節目。 

部分分級獎助團隊雖已朝專業化經營，聘有專業分工之各類人力，但仍難提

升相對應的薪酬，因此人才流動率高。 

除問卷調查外，部分團體反映在創作人才與演出人員部分出現供不應求情況，

主要缺乏創作人員(如編劇、導演)、演出人員。由於傳統戲曲團體目前正面臨轉

型，部分團體的演出場域由民戲轉為文化場，兩者在節目規模、演員演出形式……

等皆大為不同，因此對於相關人力(如藝術總監與創作人才)的需求迫切。此外，

由於民戲演出環境辛苦，及演出模式不同，許多劇校學生畢業後不願接演民戲、

投入傳統戲班，因此在演出人力上，亦有所缺乏。 

由於經費不足，團體無法專職聘雇演職人員，相關人才多為 free-lancer 以

接案為主，且由於中南部的資源較北部少，人才多會選擇在北部就業，造成中南

部團體更難找到相關員工。 

此外，近年由於中國大陸增建許多新場館，據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4，

2012 年中國大陸共有 1,966 間專業劇院，2014 年增加至 2,143 間專業劇院，

成長 9.0%，但僅 28,340 名從業人員(平均一間場館僅 13.22 名員工)，使得我國

各類型關鍵人才中較具經驗的人才(如創作人才、技術人才)有的意向轉往中國大

陸發展的機會，如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廣州大劇院營運初期、首屆烏鎮戲劇

節、上海迪士尼樂園開館……等5，部分關鍵人才皆是臺灣團隊。另外中國大陸部

分大型劇團，目前也有引進臺灣創作人才與劇本，使得未來人才磁吸的現象更為

多面向。 

                                                      
4
 參閱自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歷年演出市場年度報告，網址：http://www.capa.com.cn/  

5
 參閱林采韻(2014)，2014 表演藝術回顧／現象觀察 現象 2：音樂、技術人員湧向對岸，表藝人才遭「磁

吸」？，PAR 表藝術雜誌 

http://www.ca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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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014 年表演團隊各類人才需求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三、資金不易取得 

據本研究問卷調查與訪談團體，目前團體最主要面臨之發展課題為資金不易

取得(占 12.79%)。由於目前團體主要收入來源仍以各級政府補助為主 (占

36.98%)，民間單位捐助、贊助比例相對較少，加上近期整體經濟環境不佳，表

演團體會更難獲得企業捐助/贊助。 

 

圖 15、2014 年表演團體面臨課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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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環境以鼓勵新製作為主 

由於國內市場規模小，團體透過新製作節目吸引觀眾進場消費，加上據表演

團體表示，目前相關獎助機制與場館檔期申請上，新製作較獲評審青睞，因此有

61.38%表演團體在 2014 年推出新製作節目，平均一年新製作數為 3.32 檔(若扣

除音樂類團體，則平均一年新製作數為 2.3 檔)。其中分級獎助團隊更有 80.2%

團體推出新製作節目，平均一年新製作數為 3.93 檔(若扣除音樂類團體，則平均

一年新製作數為 2.37 檔)。相對 2013 年 86.44%團隊有推出新製作6，本次調查

2014 年 61.38%團隊推出新製作，顯示近期團隊在新製作比例有所下降，主要

可能因素為近期整體經濟環境不佳，團體為降低營運成本，拉長節目製作時間。 

另外，近期為拓展我國藝文消費人口，吸引潛在觀眾進劇場欣賞節目，因此

出現演出節目品牌化/明星化的現象。如果陀劇場、全民大劇團……等，透過與影

視界明星合作，藉由其本身的號召力作為節目宣傳焦點之一，吸引其他領域的觀

眾進入劇場看戲。 

傳統戲曲多數團體仍以民戲演出為主，在節目內容選擇上，會以較膾炙人口、

為人所知的民間傳奇故事為主，因此其舊作重製的比例較其他團體偏高。 

音樂類演出生態以演唱、演奏經典名曲為主，因此團體推出新製作比例最低

(約 54.55%)，但由於多數分級獎助團體一年新製作超過 10 檔，因此新製作數目

較其他類型團體多(6.18 檔)。據訪談了解，部分消費者在團體推廣下，已習慣聽

新曲目，因此團體多以新製作曲目為主。加上由於音樂類團隊演出人力組合不同，

即便演出經典名曲其意義對團隊而言已等同新製作。 

舞蹈類部分，2014 年團體推出新製作的比例較其他類型高(約 74%)，但其

創作來源主要由團內集體創作或個人創作的方式，其整體創作期間較長，短則六

個月、長則需要一年7，因此其新製作檔數相對較少。 

戲劇類部分，部分團體近期除團體本身自行創作之新製作外，會與團外新生

代創作者合作，推出不同以往類型的節目。 

                                                      
6
 參閱自文化部(2014)，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工藝產業趨勢研究 

7
 參閱自曾瑞媛(2016)，由獎助機制看舞蹈生態二十年之發展狀態，國藝會 20 周年回顧與前瞻論壇，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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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據訪談了解由於現行相關獎補助政策或申請場館檔期上，雖未明文規

定以新製作節目為主，但評審委員多偏好新製作節目，或團體認為新製作可能獲

得資源較多，因此團體在新製作上有強烈的創作動能與意願。 

 

圖 16、2014 年表演團體推出新製作節目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圖 17、2014 年表演團體新製作節目檔數 

註：由於音樂類團體在新製作節目之定義，較其他類型團體不同，為避免音樂類團體數據成為極端值，故

將平均一團新製作數據，分為有無含括音樂類團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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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播行銷端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文化循環的定義，「傳播」係指讓消費者和展覽

者接觸到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如批發、零售或出租音樂唱片及電腦遊戲，發行

電影)，或透過數位化傳播手段，有些產品或服務可以直接由創作者傳遞給消費

者。 

目前在國內表演藝術產業環境中，傳播行銷端主要包含節目策畫、節目安排、

經紀代理公司、行銷公司、票務系統等。另外，由於個人演奏家較難自行申請演

出檔期，因此部分音樂團體扮演類似行銷經紀業者角色，協助申請場地、檔期，

並提供年輕演奏家演出機會，扮演培育人才之角色。此外，各縣市政府透過辦理

系列藝術節慶活動，行銷推廣表演藝術，亦扮演傳播行銷之角色，讓更多民眾得

以參與藝文活動。 

一、行銷管道多元但疲乏 

目前國內表演團體會透過海報(14.99%)、各縣市藝文刊物(占 13.45%)，及

社群媒體(占 13.34%)進行宣傳。據團隊表示目前最主要是透過社群媒體進行宣

傳，許多團體除會透過臉書粉絲頁即時更新相關演出訊息，與觀眾更多互動外，

亦會透過 Line 聊天軟體，提供加入好友的觀眾獨家購票優惠。此外，透過至校

園宣傳，讓有興趣的學生能夠獲得相關演出資訊。然現有行銷管道多元，也顯示

現有媒體影響力不斷在轉型、分眾，團體在行銷作法上也必須不斷調整、適應。  

 

圖 18、2014 年表演團體行銷管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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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售票系統的使用，目前國內表演團體有 87.29%表演場次是透過兩廳院

售票系統進行售票，由於該售票系統透過長期的經營，已成為表演藝術消費者主

要的使用管道之一，且團體可透過該系統的網頁、刊物、電子報推廣演出活動，

也是重要的行銷管道之一。而其他民營售票系統以代理國外節目為主。 

 

圖 19、2014 年表演團體售票系統使用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二、傳播行銷業者發展受限 

由於現代戲劇、傳統戲曲與舞蹈類團體多為團體自行安排演出，因此目前我

國傳播行銷業者主要服務團隊為音樂類團體(占 51%)，音樂類有許多個人演奏家、

小型團體，在申請演出場地檔期上較為困難，因此會透過行銷業者協助申請場地

與演出檔期。 

 

圖 20、2014 年表演藝術傳播行銷業者服務團隊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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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分，行銷業者的關鍵人力資源多呈供需平衡情況。其中行銷類人

才有 36.36%業者認為有供不應求情況，主因於目前我國表演藝術傳播行銷業者

多以小型工作室為主，因此無足夠的資金聘請專業的行銷人員。 

表 12、2014 年表演藝術傳播行銷業者關鍵人才需求 

單位：家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節目辦理概況，目前我國傳播行銷業者主要仍以安排國內團體在國內演出為

主(占 54.66%)，其次為安排國外團體至國內演出為主(占 38.26)，較少涉及表演

團體在國外演出。以國內團體至海外演出而言，多為外交單位及對方邀請演出為

主，部分團體的海外演出是透過國外的經紀公司安排，如雲門舞集海外演出會透

過當地經紀公司安排，部分傳統戲曲團體則由其他團體中介至中國大陸演出。由

於各國的風俗民情與相關法律環境差異大，因此國內行銷業者在安排上有其難

度。 

 

圖 21、2014 年表演藝術傳播行銷業者節目辦理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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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 管理 公關 行銷 其他 

供過於求 36.36% 9.09% 9.09% 0.00% 9.09% 

供不應求 18.18% 18.18% 27.27% 36.36% 9.09% 

供需平衡 45.45% 54.55% 54.55% 54.55%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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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行銷業者營運新模式 

國內傳播行銷業者除安排團體演出事宜之外，近期已有國內傳播行銷業者與

國內外團體合作辦理藝術節，並與表演團體合作製作節目。 

長期而言，則規劃整合技術公司，以及辦理相關人才培育活動(如劇本比賽)，

培養自有創作人。此外，藉由引進國外團體節目，建立人脈網絡，藉此將自製節

目外銷，提升我國表演藝術產業之競爭力。 

四、全國藝文活動舉辦概況8 

本案透過對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資料盤點，了解 2014 年全國表演藝術

活動舉辦概況。 

(一) 演出活動場次與舉辦地區概況 

2014 年全國約有 1.4 萬場表演藝術類演出活動，較 2013 年些微下降 3.17%。

演出類型以音樂類最多(占 50.07%)，其次為戲劇類(占 36.10%)。 

 

圖 22、2010-2014 年表演藝術演出活動總場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8
 參閱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網址：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HySearchG22013/AdvancedSearch.asp&ctNode=676&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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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14 年表演藝術演出活動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以全臺各縣市節目數變化來看，花蓮縣(77.78%)、臺東縣(65.56%)與新北

市(27.77%)演出場次數增加幅度最為明顯，下降最多為雲林縣(-61.19%)、苗栗

縣(-24.65%)、高雄市(-21.85%)及臺中市(-21.04%)。 

表 13、2010-2014 年各縣市表演藝術演出活動場次數 

單位：場次數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成長率 

新北市 700 742 815 785 1,003 27.77% 

臺北市 2,921 2,706 2,745 2,625 2,458 -6.36% 

臺中市 1,181 1,340 1,390 1,274 1,006 -21.04% 

臺南市 2,179 2,366 2,380 2,417 2,464 1.94% 

高雄市 1,314 1,112 1,225 1,263 987 -21.85% 

宜蘭縣 1,198 1,133 1,045 1,122 1,034 -7.84% 

桃園市 548 621 750 821 965 17.54% 

新竹縣 120 148 139 180 177 -1.67% 

苗栗縣 272 451 300 357 269 -24.65% 

彰化縣 1,007 1,053 1,132 1,009 850 -15.76% 

南投縣 252 312 323 367 385 4.90% 

雲林縣 175 191 207 420 163 -61.19% 

嘉義縣 162 158 187 203 217 6.90% 

屏東縣 448 476 432 259 274 5.79% 

臺東縣 103 173 362 241 399 65.56% 

花蓮縣 305 248 305 189 336 77.78% 

澎湖縣 81 61 53 71 64 -9.86% 

基隆市 213 292 269 267 275 3.00% 

新竹市 338 365 350 406 447 10.10% 

音樂, 50.07%

舞蹈, 12.39%

說唱, 1.44%

戲劇, 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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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成長率 

嘉義市 288 334 255 280 227 -18.93% 

連江縣 23 20 13 28 30 7.14% 

金門縣 22 75 83 89 91 2.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二) 演出活動售票與否 

自 2011 年起藝文活動非售票比例有呈現下降趨勢，一方面是因為文化部積

極輔導各縣市文化中心開拓售票演出活動市場，另一方面表演藝術產業各界也開

始意識到過多的非售票演出對於表演藝術市場的長久發展恐有所衝擊。根據全國

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盤點，2014 年有 60.36%的比例是非售票性質的藝文活動，

較 2013 年非售票活動比例微幅增加，其可能原因為 2014 年適逢九合一選舉，

各縣市政府透過舉辦藝文活動，增加曝光度，有助其施政績效提升，其中又以金

門縣與連江縣的比例最高。 

各縣市政府為促進民眾對表演藝術活動的參與，培養藝文人口，舉辦各類非

售票藝文活動藉以拓展藝文消費市場。但實際上許多非售票型活動的演出團體擴

大到國外知名團體，雖有助提升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誘因，但長期能否培養民眾

付費欣賞的觀念，仍待質疑。此外，由於許多藝文活動是免費參與之形式，對於

既有付費參與藝文活動的民眾，在資源有限之下，將降低其購買國內表演團體演

出的意願。9 

 

圖 24、2010 年-2014 年非售票型藝文活動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9
 參閱自文建會(2010)，表演藝術消費調查計畫，頁 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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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010 年-2014 年各縣市非售票型藝文活動比例 

單位：場次數%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宜蘭縣 42.32% 47.84% 43.06% 44.28% 52.03% 

花蓮縣 93.44% 91.95% 87.87% 78.19% 79.46% 

金門縣 100.00% 100.00% 97.59% 97.75% 96.70% 

南投縣 86.90% 88.78% 78.33% 66.57% 82.34% 

屏東縣 88.62% 89.92% 82.45% 76.17% 73.36% 

苗栗縣 97.43% 97.34% 67.33% 75.64% 73.98% 

桃園市 94.53% 89.86% 89.60% 86.19% 90.57% 

高雄市 61.95% 48.56% 39.35% 43.17% 51.37% 

基隆市 51.17% 62.33% 58.74% 53.26% 55.64% 

連江縣 100.00% 100.00% 76.92% 100.00% 100.00% 

雲林縣 95.43% 90.58% 77.75% 94.43% 85.89% 

新北市 84.86% 87.74% 85.01% 83.87% 86.34% 

新竹市 69.53% 75.62% 70.29% 80.25% 68.01% 

新竹縣 93.33% 87.16% 81.29% 83.71% 70.06% 

嘉義市 89.93% 82.04% 81.96% 77.59% 76.21% 

嘉義縣 65.43% 60.76% 54.01% 46.43% 72.81% 

彰化縣 77.36% 74.93% 69.96% 63.69% 90.71% 

臺中市 66.05% 67.84% 66.62% 56.30% 66.70% 

臺北市 41.39% 39.54% 35.79% 33.57% 34.09% 

臺東縣 99.03% 87.28% 40.61% 78.48% 92.48% 

臺南市 62.78% 66.61% 74.99% 64.22% 79.22% 

澎湖縣 87.65% 93.44% 75.47% 83.10% 78.13% 

註：非售票型藝文活動計算方式：各年度各縣市非售票型演出活動數除以各縣市總藝文活動數(全國藝文活

動資訊系統網，有註明該活動是否售票之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三) 活動辦理概況 

綜合上述，近年由各級政府機關舉辦的活動相當活絡，然而由於公部門的人

力資源有限，多數活動委託公關行銷公司進行規劃。 

業者投標前通常會先尋求知名/資深團隊的合作意向，組成優勢節目卡司以

利評選。但於得標後，部分公司會以團體價碼太高而進行砍價、或任意變換節目

內容，對於我國表演藝術環境產生不健全的競爭關係。加上，部分業者對於表演

藝術性質不甚了解，無法有效整合相關資源，並進行長期規劃，增加團隊成本負

擔或損及活動演出效益，並且無法累積藝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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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除委託公關公司承辦外，部分縣市也開始理解藝術節慶活動的辦理需長期

累積能量，並建立與表演藝術生態圈的信任與合作關係，相關細部策劃執行需有

專業團隊運作。因此，如臺北市政府成立的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高雄市

政府成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透過專業經營型塑藝術節慶活動

的特色，並有效地將資源投入滾動正向的表演藝術文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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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展示接收端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文化循環的定義，「展示/接收」指消費場所，以

及透過授權或售票的方式向觀眾提供直播的和/或是直接的文化體驗，讓其消費/

參與按時間付費的文化活動(如組織並舉辦節日慶典歌劇院、劇場、博物館)。 

因此在表演藝術產業環境中，展示接收端最主要的角色為展演設施營運管理

者。本節係主要呈現本案對展演設施營運者的調查結果，主要透過問卷調查、並

針對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的活動場次以及全國展演設施席次進行完整的資料

盤點。 

本案盤點我國藝文展演場館設施共 134 間，其中公營場館為 81.33%，民營

場館為 18.67%。展演設施地區分布情況，北部地區席次約占整體的一半左右，

然對照 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資料顯示，北部地區票房收入占整體收入的

74.91%，且在 2014 年 5 月新舞臺暫停演出，使北部地區中型場館(501-1000

人)更加匱乏，在有限的場館與演出檔期下，造成表演團體在北部地區演出場次

數有所限制，亦顯示出各地區的展演空間使用效率不均的結果 

 

圖 25、全臺各縣市展演場館分布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本次展演場館設施調查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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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館供給與市場需求現況出現落差 

據本研究盤點全國展演設施席次數資料顯示，臺北市內展演設施席次數仍是

全臺之冠，占 27.99%，其次為臺中市占 12.20%。自 2017 年起，陸續將有臺

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北藝術中心、臺灣戲曲中心、屏東

演藝廳完工啟用，全臺將增加近 15,000 席次，成長率為 14.56%，其中高雄市

席次增加 5,984 席為增加最多的縣市，全臺占比增至 13.75%。  

表 15、2015 年與 2017 年全國各縣市展演設施席次數分布 

單位：席次數 

 

2015年演藝空間

席位數 
占比 

2017年演藝空間

席位數 
占比 

席位數 

成長率 

臺中市 12,487 12.20% 15,490 13.22% 24.05% 

臺北市 28,638 27.99% 33,093 28.23% 15.56% 

臺東縣 1,765 1.73% 1,765 1.51% 0.00% 

臺南市 7,456 7.29% 7,456 6.36% 0.00% 

宜蘭縣 2,155 2.11% 2,155 1.84% 0.00% 

花蓮縣 3,131 3.06% 3,131 2.67% 0.00% 

金門縣 1,400 1.37% 1,400 1.19% 0.00% 

南投縣 1,242 1.21% 1,242 1.06% 0.00% 

屏東縣 1,534 1.50% 2,984 2.55% 94.52% 

苗栗縣 2,510 2.45% 2,510 2.14% 0.00% 

桃園市 9,505 9.29% 9,505 8.11% 0.00% 

高雄市 10,129 9.90% 16,113 13.75% 59.08% 

基隆市 1,365 1.33% 1,365 1.16% 0.00% 

連江縣 1,142 1.12% 1,142 0.97% 0.00% 

雲林縣 1,390 1.36% 1,390 1.19% 0.00% 

新北市 6,060 5.92% 6,060 5.17% 0.00% 

新竹市 1,320 1.29% 1,320 1.13% 0.00% 

新竹縣 1,157 1.13% 1,157 0.99% 0.00% 

嘉義市 994 0.97% 994 0.85% 0.00% 

嘉義縣 1,328 1.30% 1,328 1.13% 0.00% 

彰化縣 4,385 4.29% 4,389 3.74% 0.09% 

澎湖縣 1,224 1.20% 1,224 1.04% 0.00% 

總計 102,317   117,213   14.56% 

註：2015-2017 年內預計新增營運場館為臺北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

灣戲曲中心、屏東演藝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本次展演設施調查母體及臺北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臺灣戲曲中心、屏東演藝廳官方網站。 

根據 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顯示，北部地區以外的售票金額雖較 2013 年

有所增加，但僅占整體售票金額 25%，且在未來 2 年內許多大型展演設施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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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啟用，因此最主要的挑戰在於當北部地區以外的大型場館陸續啟用，當地表演

藝術消費市場的開發及大型場館營運後所需的節目數量與品質，皆是值得後續持

續觀察。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表演團體的演出場地以 500 人以下小型場館為主，

但未來 2 年內將完工之場館，主要是以 1,000 席以上的大型展演場館為主(1,000

席以上增加 7 個廳)，小型場館(500 人以下)部分增加 4 個廳、中型場館(501-1,000

人)部分增加 3 個廳，若更細緻來看，2017 年場館廳數變化 100 席以下與

501-700 席之廳數未有增加之情況，據訪談了解，500 席與 700 席以上場地在

節目製作上是不同的概念，對團體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對表演團體而言，場地的大小與節目規模有很大的關聯性存在，且團隊的發

展是逐步養成的，因此各席次規模之場館皆有其存在之必要，避免團體從小型場

地邁入大型場館的銜接過程出現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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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015年與2017年後全國展演設施席位規模之廳數分布 

單位：廳數 

  
100 席以下 101-200 席 201-400 席 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總計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臺中市 2 2 2 3 2 2 1 1 4 4 1 2 4 5 16 19 

臺北市 12 12 6 6 14 15 2 2 3 3 8 10 7 9 52 57 

臺東縣 4 4 2 2                 1 1 7 7 

臺南市 3 3 2 2 3 3 1 1     3 3 2 2 14 14 

宜蘭縣     2 2 2 2 1 1 1 1         6 6 

花蓮縣         1 1 1 1     3 3     5 5 

金門縣                 1 1 1 1     2 2 

南投縣         1 1         1 1     2 2 

屏東縣     1 1 0 1     1 1 1 1   1 3 5 

苗栗縣     1 1 2 2         1 1 1 1 5 5 

桃園市 2 2 1 1 8 8 2 2 2 2 1 1 3 3 19 19 

高雄市     1 1 3 3 1 2     2 2 4 7 11 15 

基隆市     1 1                 1 1 2 2 

連江縣             1 1 1 1         2 2 

雲林縣             1 1     1 1     2 2 

新北市     1 1 3 3 2 2     3 3 1 1 9 10 

新竹市 1 1 1 1                 1 1 3 3 

新竹縣 1 1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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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席以下 101-200 席 201-400 席 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總計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7 年 

嘉義市                     1 1     1 1 

嘉義縣         1 1         1 1     2 2 

彰化縣 0 0 2 2 5 5 0 0     2 2 1 1 10 10 

澎湖縣         1 1         1 1     2 2 

總計 25 25 23 24 46 48 13 14 13 13 31 34 27 34 178 192 

成長率   0.00%   4.35%   4.35%   7.69%   0.00%   9.68%   25.93%   7.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本次展演設施調查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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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老舊 

目前我國展演設施以各縣市文化局演藝廳為主，主要興建完工於 1980 年代，

至今已營運超過 30 年，相關建築結構與硬體設備皆隨著時間而老舊、損壞。 

自 2001 年起實施統籌分配款制度後，各縣市文化經費由當時的文建會專款

補助改為各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但由於各縣市政府的財政狀況不佳，每年修

繕與維護之經費有限，因而造成多數場館硬體設備老舊、不堪使用。雖當時文建

會分別於 1995-1999 年「縣市文化中心擴展計畫」及 2007-2011 年「縣市文

化中心整建計畫」針對場館進行修繕及整建，但許多硬體設備及場館建築仍存有

使用汰換年限。 

據臺灣建築學會(2013)提到如布幕及音響反射板，由於材質因素約 10 年需

進行一次更換；燈光與音響設備上，現代科技的進步，其功能多不符演出者使用
10。因此在場館的設備上應定期進行維修與更新，以提供表演者安全且便利的演

出空間。 

表 17、展演設施成立年限概況 

單位：家數% 

成立年限 公立 私立 

1~5 年 8.07% 13.64% 

6~10 年 16.24% 45.45% 

11~15 年 26.44% 13.64% 

16~20 年 10.34% 18.18% 

21~25 年 5.80% 4.55% 

26~30 年 7.23% 0.00% 

30 年以上 25.88% 4.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本次展演設施調查調查母體 

三、場館角色的轉型與專業化 

目前我國展演設施以公立為主，其成立年限主要集中於 11-15 年及 30 年以

上，由於各場館的成立時間較久，軟硬體設備維護需求高。透過場館的利用率可

發現，北部地區大型場館利用率高於其他地區，其餘地區在小型場館的使用率較

                                                      
10

 謝育穎、陳映淳(2013)，縣市文化中心館舍整建路迢迢，台灣建築學會 會刊雜誌(2013.04) 

網址：http://www.architw.org.tw/ftp/magazine/mag70/70th29.pdf  

http://www.architw.org.tw/ftp/magazine/mag70/70th29.pdf


第一部分 

第二章、表演藝術產業發展分析 

39 

大型場館高，主要可能與該區域團隊發展與藝文消費市場的成熟度有關。且對團

體而言，大型場館因票房壓力與節目製作成本較大，因此中小型場地利用率反而

較高。此外，比較場館的收支比例，大型場館其規模效益較佳，顯示中小型場館

維持營運較大型場館更為困難。 

表 18、2014 年展演場館規模效益 

單位：家數% 

 
規模效益(收入/支出) 

大型(1,001 人以上) 87.65% 

中型(501-1,000 人) 46.58% 

小型(500 人以下) 45.79% 

總計 58.5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表 19、2014 年展演場館利用率-依場地規模 

單位：廳數% 

 
大型(1,001 人以上) 中型(501-1,000 人) 小型(500 人以下) 整體 

北部 78.96% 70.21% 58.90% 66.16% 

臺北市 96.04% 81.33% 65.50% 75.48% 

中部 54.17% 50.85% 68.09% 54.17% 

南部 56.63% 51.96% 57.97% 55.63% 

東部及離島 38.91% - 65.75% 56.80% 

總計 63.54% 57.66% 58.28% 60.22% 

註 1：場館使用率計算方式為場館年度使用天數(含裝臺)/場館年度可利用天數 

2：北部：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中部：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東部及離島：花蓮縣、

臺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就目前各地區公營場館的發展情況，臺北地區各場館外租檔期需求大；其他

地區的場館則面臨營運經費有限與專業人力缺乏，因此目前場館多為外租場地給

團體進行演出，少部分場館會邀請團體合作製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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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014 年展演設施面臨課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但當新場館陸續營運後，向觀眾所呈現的節目內容就變得更重要，場館此時

不再被動等待節目，而要主動尋找節目。因此我國展演設施未來的發展最主要應

先重新場館本身的定位，是單純外租場地，或是專業劇場，在目標明確下，才能

研擬後續的營運方向。 

自 2010 年起文化部推出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希望各地文化場

館能朝專業劇場營運發展，據問卷調查結果 45.9%場館有投資製作節目。未來可

透過場館與製作人合作，讓場館從單純扮演租借場地的展示接收端，轉變為創意

端，藉以塑造出各場館的特色。 

 

圖 27、2014 年展演設施投資製作節目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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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各縣市政府對於表演藝術的重視程度不一，以及未來 2 年內場館

供給增加，經費與人力資源配置有限之下，各場館需重視相關觀眾開發措施，以

維持場館營運。目前各場館主要是透過經營社群網站，進行觀眾開發與維持，少

部分場館開始建立觀眾資料庫及進行相關消費者研究，如臺南文化中心會在觀眾

欣賞完節目後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消費者之觀賞行為，並藉以建立觀眾資料庫，

提供團體另一個行銷宣傳管道。 

表 20、2014 年展演設施與其他機構之策略合作概況 

單位：家數% 

  
國內際館合

作 

國外館際合

作 
旅遊業者 學校 企業 社區套票 演藝團隊 異業結合 

非常積極 5.88% 5.88% 14.56% 26.83% 14.93% 3.91% 24.54% 15.15% 

積極 37.41% 28.24% 23.30% 52.68% 26.87% 40.63% 51.53% 33.33% 

偶爾 28.06% 17.65% 23.30% 14.63% 40.30% 28.13% 12.88% 27.27% 

現無，未來有

規劃 
10.07% 11.76% 15.53% 1.95% 4.48% 18.75% 4.91% 13.64% 

現無，未來無

規劃 
10.07% 36.47% 23.30% 1.46% 13.43% 8.59% 6.13% 1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四、使用場地的供需缺口 

(一) 表演團體-使用空間概況 

據本案問卷調查及訪談顯示，多數表演團體認為目前排練空間較為缺乏。由

於滿足團體需求的排練空間規格不足(如空間高度、噪音對周遭環境的影響)，場

租昂貴，團體較無法負荷。 

各類型團體對於排練空間的設備要求不同，如舞蹈及傳統戲曲類的排練場地

因動作設計上，可能有翻騰動作，因此需要挑高、無樑柱的空間，以方便使用；

音樂類部分，在排練時很容易會干擾到左鄰右舍，因此音樂團體在排練室的選擇

上多以地下室、郊區為主；現代戲劇部分，由於較多道具因此需要較空曠的空間。 

近期有感於團體排練場地的不足，及場地使用時間有限，團隊對於試演空間

的需求增加，因此公部門陸續推行相關因應方案，如臺北市在大同區設立臺北試

演場，透過較為便宜的費用，提供表演團體一個試演、排練的空間，藉此降低團

體製作成本；文化部亦在今年度(2016 年)推出「表演藝術製作提升排練補助計

畫」，補助團體相關費用(如排練、場租……等)，降低製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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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14 年表演團體使用空間不足比例 

單位：團數%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音樂 整體 分級獎助 

行政辦公 60.87% 36.36% 21.05% 21.43% 34.95% 20.59% 

排練空間 73.91% 56.67% 54.55% 43.24% 55.36% 32.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二) 表演團體-國內演出場地概況 

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表演團體主要有 73.15%是使用小型場地進行演

出，其中又以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使用比例更高。部分演出節目如布袋戲，由於

戲偶大小限制，其演出場地以 100 人以下為主。由於節目製作費會因演出場地

不同而有差別，大型場地演出所需製作費用過於龐大，多數團體無製作能量。 

 

圖 28、2014 年表演團體演出場地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另外透過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資料盤點11，2014 年各級政府單

位舉辦的表演藝術演出節目以小型場地為主(占 45.14%)，其次為大型場地(占

30.21%)。 

                                                      
11

 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訊統演出節目主要以文化性公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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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014 年演出場地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 

五、展演場館供給增加，獨立製作人角色吃重 

由於未來國內展演場館的供給增加，將改變以往場館與團隊間的關係。由於

國內場館多以公營場館為主，在員工人數編制與組織結構較為僵固，為發展場館

獨有特色，則須從節目內容加以變化，因此製作人的角色就更為重要。場館透過

與獨立製作人合作，透過整體節目策劃的理念，結合相關外在資源，創造場館特

色。另外，從表演團體的角度來看，亦可透過製作人的角色，提供團體作品更多

演出機會。據香港-西九文化區舉辦「製作人網路會議與論壇」中多位亞洲各國

代表表示，在場館大幅增加之際，將改變場館與製作人的關係，未來將迎來製作

人為主導的時代。12 

                                                      
12

 參閱自文匯報(2016)，表演空間激增，製作人將成主力軍，網址：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05/18/OT160518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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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參與端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文化循環的定義，「消費/參與」指消費者和參與

者消費文化產品、參與文化活動和體驗的活動(如閱讀、跳舞、參加狂歡節、聽

收音機、參觀畫廊)。 

因此在表演藝術產業環境中，消費參與端最主要消費者消費與參與表演藝術

活動的概況。本節係主要呈現文化統計的文化消費參與調查結果，以及本案透過

兩廳院售票系統所掌握的售票趨勢。 

一、民眾參與概況與消費行為 

近年整體表演藝術活動參與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然由於 2014/15 年碰到

大型社會/政治選舉運動，使得演出活動資訊被覆蓋，民眾較難獲得演出活動之

資訊，加上自 2014 年下半年度起，我國整體經濟景氣趨緩，因此民眾參與率較

2013 年 51.6%些微下滑至 48.8%。 

 

圖 30、2010-2014/15 年表演藝術活動參與率 

註：《2014 文化統計》在文化消費調查時間與往年不同，以往為在特定年度民眾參與之情況，本次改為在

最近一年內民眾參與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歷年文化統計 

15-19 歲民眾以參與舞蹈類與古典與傳統音樂活動比例較高為 26.5%與

19.8%，近年由於少子化因素，家長不希望輸在起跑點上，因此會讓孩童學習音

樂、舞蹈，陶冶心靈，且由舞蹈類團體的經營模式發現，多數舞蹈團體皆有開設

舞蹈教學班，演出形式也有融合教學成果發表吸引親友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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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 歲觀眾群，以參與現代戲劇類參與率較高(20.2%)，由於該族群本身

有一定經濟基礎，相對較能夠負擔節目票價，因此參與藝文活動的比例與頻率較

一般族群高。 

此外，在傳統戲曲類部分，40 歲以下族群其參與率較其他類型偏低，60 歲

以上族群參與率較高，顯示其主要觀眾族群較其他類型節目觀眾年齡層偏長。 

表 22、2014/15 年表演藝術活動各年齡層參與概況-依類型 

 
整體 古典與傳統音樂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15-19 歲 60.6% 19.80% 18.10% 15.20% 26.50% 

20-29 歲 54.3% 17.20% 16.70% 13.00% 16.10% 

30-39 歲 50.4% 15.00% 20.20% 13.60% 14.40% 

40-49 歲 50.3% 17.30% 18.60% 16.40% 15.80% 

50-59 歲 45.0% 16.80% 12.30% 16.30% 14.30% 

60-64 歲 43.9% 16.60% 13.00% 19.30% 15.30% 

65 歲及以上 38.8% 14.60% 11.10% 15.00% 12.40% 

註：1.《2014 文化統計》在文化消費調查時間與往年不同，以往為在特定年度民眾參與之情況，本次改為  

    在最近一年內民眾參與之情況。 

    2.文化統計中各年齡層參與數據，為個別年齡層獨立統計，其總和非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 

民眾消費行為部份，據文化部《2014 文化統計》資料顯示，在最近一年內

有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民眾，獲取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是網路(占 26.18%)，其

次是靠親朋好友口耳相傳(占 24.38%)。由於表演藝術活動屬於精緻藝術，觀眾

進入門檻高，因此更重團體的知名度與節目的口碑效果，降低購票風險。 

 

圖 31、表演藝術活動資訊來源管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文化消費調查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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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觀賞表演藝術最主要考量的因素為活動節目內容(占 34.24%)，其次是

活動時間(占 18.33%)。對觀眾而言，藝文活動的消費並非必需品，因此願意持

續性付費觀賞表演藝術，首要在於演出品質與內容，讓觀眾覺得花費有其價值所

在。此外，據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2014 年我國就業者平均一年工時為 2134.8

小時，皆較歐美日韓國家長，且表演藝術具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因此民眾在時

間有限之下，亦較難撥空欣賞表演藝術。 

 

圖 32、民眾參與表演藝術考量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文化消費調查原始資料 

二、長期文化消費趨勢 

由於近年我國整體經濟環境不景氣，民眾會減少相關非必要的支出，造成表

演團體營收減少。我國表演藝術團體有 87.29%使用兩廳院售票系統者，因此本

案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 2010-2014 年「總售票觀眾數」與「GDP 平減指數」了

解其之間關聯性。根據線性迴歸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代表當經濟景

氣好時，我國表演藝術演出活動民眾購票意願較高，反之亦然。 

因此，在 2015 與 2016 年我國整體經濟景氣持續低迷情況之下13，可能影

響民眾之購票意願。據訪談與焦點座談會中業者均表示，近期節目售票情況較

2014 年更不理想，整體售票速度更為緩慢，多集中至開演前數天才有較為明顯

的購票情況，且中南部地區民眾更常待北部首演場結束後，再依演出口碑決定是

否購票。 

                                                      
13

 截至 2016 年 3 月，據國發會發布景氣對策訊號燈，連 10 個月呈現低迷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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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二年歐美各國經濟情勢不穩、復甦腳步顢頇，我國整體經濟表現陷入

停滯。根據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我國家庭在休閒、文化及教育消費支出占家

庭總消費支出比重自 2009 年金融海嘯後逐年下滑，因此也影響表演藝術產業整

體成長動能。 

 表 23、2009-2014 年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按消費型態分  

 單位：% 

年度 
食品飲料

及 菸 草 

衣著 

鞋襪類 

住宅服務 

水電瓦斯及其

他燃料 

家具設備及

家務服務 
醫療保健 

運輸交通

及 通 訊 

休閒、文化

及教育消

費 

餐廳及 

旅館 
什項消費 

2009 16.68  3.19  24.30  2.53  14.45  12.73  11.04  9.37  5.71  

2010 16.64  3.23  24.57  2.48  14.39  12.52  11.01  9.71  5.45  

2011 16.22  3.10  24.39  2.49  14.62  13.00  10.39  10.16  5.63  

2012 16.54  3.03  24.36  2.50  14.55  13.02  10.01  10.58  5.41  

2013 16.30  2.98  24.27  2.46  14.67  13.37  9.73  10.57  5.65  

2014 15.87  3.02  24.46  2.44  14.87  13.12  9.58  11.08  5.5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三、高齡化少子化對表演藝術產業之影響 

綜合上述，目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參與年齡層以 15-19 歲、20-29 歲、30-39

歲、40-49 歲為主，未來在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人口結構轉變之下，預期將會影

響到國內表演藝術消費市場。據文化部(2016)《因應高齡化少子化之文化政策及

資源調整策略委託研究》資料顯示，預估未來 20 年內，表演藝術產業不論是現

代或傳統領域，在 15 歲~19 歲、20 歲~29 歲以及 30 歲~39 歲等 3 個主要參

與族群均會呈現較大幅的負成長。 

四、兩廳院售票系統概況 

由於兩廳院售票系統是國內團體演出資訊推廣與曝光的管道之一，有鑑於此，

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進一步了解國內表演藝術市場發展概況。但由於兩廳院售票

系統上相關欄位資訊是由表演團體自行輸入，而團體從行銷角度考量，在相關資

料填答上不夠精確，因此僅能初步分析各地區、各類別售票概況。 

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全臺票房為新臺幣 12 億元，較 2013 年衰退 17.52%。

若依舉辦地區來看，75%的票房金額集中在北部地區，然由於北部主要民營演出

場地-新舞臺於 2014 年 4 月熄燈，使得北部地區票房較 2013 年明顯減少；其



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環境與趨勢研究 

48 

 

他區域票房均較 2013 年成長。 

透過兩廳院票系統資料顯示，2014 年整體售票場次為 6,386 場，較 2013

年成長 6.13%，顯示節目的供給情況非常活絡。另外，部分類型活動歸類至藝術

節系列活動，使得 2014 年藝術節相關系列活動場次數增加。 

 

圖 33、2010-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場次數-活動類型 

註：相關節目活動類型為團體自行填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從售票數來看，近年兩廳院售票系統總參與人次呈現穩定成長，2014 年總

售票數為 217.6 萬，較 2013 年成長 19.47%，顯示消費者對於節目的增加的反

應，持正面的回應。節目類型中以音樂類型節目售票數最多(占 36.85%)，其次

為戲劇類(占 31.25%)。 

 

圖 34、2010-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數-活動類型 

註：相關節目活動類型為團體自行填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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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訪談了解，部分地區表演藝術生態存在贈票的情況 (非公關票、十元票)，

因此實際售票金額可能較低。 

表 24、2010-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金額-地區別 

單位：新臺幣萬元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中部地區 4,485  7,427  8,516  8,774  10,828  

北部地區 93,774  97,171  87,158  119,020  90,168  

東部地區 200  268  742  1,492  1,666  

南部地區 3,480  4,403  6,072  5,287  5,574  

高屏地區 6,310  8,526  11,050  11,353  12,084  

離島地區 7  0  30  12  46  

總計 108,256  117,795  113,567  145,938  120,366  

註：兩廳院售票系統之北部地區係指北北基桃竹、中部地區係指苗中彰投雲、南部地區係指嘉南、高屏地

區係指高屏、東部地區係指宜花東、離島地區包含金門、馬祖、澎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圖 35、2014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金額-地區別 

註：同表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兩廳院售票系統係為行銷宣傳的票務系統，並非為統計需求而設計，相關節

目活動類型為團體自行填選。2014 年兩廳院系統售票金額中以戲劇占比最大(含

傳統戲曲，不含親子類戲劇節目)，約 40.37%，與 2013 年結構差異不大，其次

是音樂類活動占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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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014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金額-活動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在兩廳院售票系統的分類中，除戲劇類節目較 2013 年下降 20.23%之外，

其餘各類節目的售票金額在 2014 年均呈現微幅成長。 

 

圖 37、2010-2014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金額-活動類型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在兩廳院售票系統之平均每場次售票金額方面，至 2013 年為止，整體而言

呈現逐年下滑，與活動類型的多元化有關，不過 2014 年略有回升。若以區域觀

察，北部地區呈現逐年下滑狀況，其他區域則每年波動大，易受個別節目活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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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010-2014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平均每場次售票金額-地區別 

單位：新臺幣元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中部地區 199,348  247,578  168,642  173,741  214,835  

北部地區 148,682  148,443  121,678  105,899  102,721  

東部地區 28,590  34,767  90,430  138,183  85,003  

南部地區 115,219  107,394  116,765  96,646  105,960  

高屏地區 218,336  129,972  94,928  75,135  184,209  

離島地區 36,055  - 74,354  58,765  65,587  

總計 150,460  147,447  120,330  104,901  112,839  

註 1：同表 24 

註 2：北部地區平均每場次售票金額低於其他區域，乃由於臺北市小規模演藝場所眾多，500 席以下之廳

數為各縣市之冠，且全國 100 席以下之演出空間，臺北市占比五成以上，故大幅拉低平均每場次售票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另外，總售票數雖然增加，但對應到《2014 文化統計》所調查之表演藝術

參與率下降的情況，顯示觀眾群並未被拓展，可能在節目增加下，相同的觀眾進

場次數增加。因此在近兩年經濟景氣日趨衰退的情況下，對於整體表演藝術觀眾

的拓展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票房的壓力連帶會影響到團體的創新、原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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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外發展趨勢 

本案透過研析各國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概況顯示，由於各國相關文化預算刪減，

因此團隊營運收入管道的多元化更為重要。加上表演藝術的發展也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消費文化的多元有了不同的發展樣貌，各國表演藝術產業與科技相互結

合，開創新的發展模式。 

因此本節主要就近期各國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方向、國內外群眾募資管道的運

用及數位直播科技的發展進行說明，以利政策制定與執行者掌握相關發展態勢。 

一、英國-近期發展方向 

近期英國表演藝術相關獎補助政策有所改變，主要是從觀眾角度發展，而非

藝術家角度，藉以協助團體發展其自有營運方向14。 

另外，英國 DCMS 於 2016 年 3 月發布文化白皮書，主要針對四大方面說

明其未來對於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分別為全民共享文化、推動各地區文化資源、

擴大海外影響力及提升文化組織籌資能力與經營韌性，其中各方向有關表演藝術

之相關政策如下說明。 

 全民共享文化：針對目前易被排除在參與文化活動的兒童及弱勢族群，制定

相關措施，藉以提高其參與率，如藝術獎勵政策(Artsmark)、學童津貼補助

(Pupil Premium)。 

 推動各地區文化資源：英國赫爾地區與英國文化遺產彩券基金合作，透過戲

劇、舞蹈、音樂……等，規劃在地藝文活動吸引旅客前來赫爾。 

 擴大海外影響力：2016 年恰逢莎士比亞逝世 400 周年，因此英國政府透過

推動「永恆莎翁」(Shakespeare Lives)慶祝活動，透過系列創新戲劇與舞蹈

表演等，擴大莎士比亞的影響範圍。 

 提升文化組織籌資能力與經營韌性：英國政府透過鼓勵「慈善投入支持文化

藝術的十項措施」(10-ponint philanthropy)，鼓勵藝文組織長期性發展，

及增加多元化的收入來源。 

最後，英國透過結合科技與藝術，如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簡稱 ACE）、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The Arts and Humanities 

                                                      
14

 參閱自劉育良、吳瑩諄(2015)，補助機制與藝文生態-來自英國、歐洲(荷蘭)與新加坡的觀點，國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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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ouncil；簡稱 AHRC）與國家科學、技術與藝術推動組織（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and the Arts；簡稱 NESTA）

建立藝術數位研發基金（The Digital R&D Fund for the Arts）。該計畫協助業

者透過數位科技拓展新觀眾，結合科技技術如虛擬擴增實境，增進文化體驗與活

動交流，藉此創造新的收入來源。 

以表演藝術而言，英國國家劇院推出 NT Live 計畫，透過數位直播方式，將

表演藝術拓展至更多地方。 

二、澳洲-近期發展方向 

近期受澳洲政府整體預算減少，]2015年5月，澳洲政府砍除澳洲藝術委員

會（Australia Council）的7,800萬澳幣預算，將經費轉移到新政策「國家藝術

中心卓越計畫」（National Centre for Excellence in the Arts），該計畫主要

針對具有藝術天賦，與進行國際巡演之團體與藝術家提供資源，但可能影響當地

中小型表演藝術團隊的預算遭到刪減，對於當地的營運受到很大的影響。 

據表演藝術研究與服務機構(Live Performance Australia, LPA)分析顯示，

相關文化預算的刪減，預計有 40%的中小型團隊會得不到補助，導致團務萎縮。

至少有 18 到 20 個團隊無法創作新作品，將影響超過 1,300 個工作機會，進而

影響到演出節目的上座率，對當地表演藝術的發展會有所傷害。15 

三、美國-近期發展方向 

據NEA近期觀察發現，由於美國社會面臨人口結構改變，逐漸邁入高齡化社

會，因此政府對於老年人口退休後的活動需更加重視。據NEA(2016)《The 

Summit On Creativity And Aging In America》資料顯示，為因應高齡化社會，

政府機關應推出相關政策與措施，鼓勵私人企業針對長者之需求推出相關服務；

並針對老年族群推出相關體驗性質活動，並可與其他領域合作(如生物醫藥)，發

展設計專屬於長者之活動。 

另外，近期NEA發現孩童時期參與或學習藝文活動對其成長後社會情緒發展

有 其 影 響 力 。 據 NEA(2015) 《 The Arts in Early Childhood: Social and 

Emotional Benefits of Arts Participation》資料顯示，孩童在早期若參與或學

習舞蹈、音樂及視覺藝術等相關藝文活動，可提升其創造力、情緒調節能力、團

                                                      
15

 參閱自耿一偉(2016)，澳洲文化預算刪減  民間組織警告後果堪憂，PAR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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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合 作 能 力 …… 等 能 力 ， 對 於 未 來 社 會 情 緒 之 發 展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有其重要影響力16。 

四、韓國-近期發展方向 

韓國自朴槿惠總統於2013年就任後，即以「文化繁榮」為政策，由政府扮

演領頭羊角色，擴大文化價值，縮小各群體間的文化隔閡。主要提出「擴大文化

參與」、「振興文化藝術」、「融合文化產業」等三大政策目標17。 

加上於2014年開始實施的《文化基本法》是首次以需求者為中心之政策提

供法律依據與基礎，主要對於民眾參與文化藝術創作與文化藝術活動全力進行保

障。為讓文化資源遍佈全國各地區，其透過如文化日、文化享樂卡、偏鄉地區文

化巡迴專案計畫……等多元管道，讓各地區民眾皆可親自體驗藝文活動，透過增

加需求面的經費，縮小文化差距，達到文化扎根之目的。 

五、新加坡-近期發展方向 

近年新加坡政府積極針對孩童藝文教育部分推出相關政策，主要是因其認為

孩童若越早接觸藝文活動，對孩童未來的身心靈發展有其重要性，因此新加坡國

家藝術理事會(NAC)與相關藝文教育單位、各級政府機關合作(含教育部)，除針

對學生提出相關計畫外，並與教育部藝術教育科(AEB)合作，培養相關藝術教師

人才。 

六、群眾募資 

透過調查結果可發現，表演團體目前最主要所面臨到的課題為資金不易取得

(占 12.79%)，顯示目前我國表演團體受限於資金不足，或是缺乏募資管道，進

而影響到團體的發展，因此，群眾募資成為團體是一個新的資金取得方式。 

據國際市調公司 Massolution 發布《2015 群眾募資產業報告(2015CF The 

Crowdfunding Industry Report)》，2014 年全球募資金額為 162 億美元，較

                                                      
16

 參閱自 NEA(2015) , The Arts in Early Childhood: Social and Emotional Benefits of Arts 

Participation，網址：

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arts-in-early-childhood-dec2015-rev.pdf 
17

 參閱自張秀蓉(2015)，韓國文化政策施政理念及主要執行計畫之探討-以朴槿惠政府文化繁榮政策為例，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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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成長 167%，其中回饋式與股權式總募款金額為 110.8 億美元(占 68.4%)。

依各領域產業募款情形，以企業與創業領域最高，達 67 億美元(占 41.3%)，表

演藝術與電影領域排名第三，達 19.7 億美元(占 12.16%)18。 

國內群眾募資部分，自 2014 年起逐漸受到臺灣社會大眾的關注，已然成為

另類的主流資訊平臺。許多表演團體嘗試透過募資平臺，實現下一計畫的可能性。

目前國內出現許多特定領域的群眾募資平臺，文創產業較常利用的群眾募資平臺

主要包含 FlyingV、ZecZec 嘖嘖、群募貝果、HEREO……等，多為回饋型群眾

募資。 

根據目前國內最大群眾募資平臺 FlyingV 的資料統計，截至 2015 年 12 月

為止，表演藝術類提案有 117 例，占整體提案數 8%，其中成功案例為 49 例，

募資成功率為 41.88%，如一心戲劇團《芙蓉歌》、尚和歌仔戲《將軍的押不蘆

花&月光酒》、異鄉人劇團《家築細埔》、驫舞劇場《胖馬計劃》……等，透過團

體的提案中可發現，目前的募款計畫仍以新戲公演、出國參加藝術節、公益性計

畫等具有特殊性意義事件為主。 

 

圖 38、群眾募資平臺-FlyingV 提案類型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FlyingV 官方網站 

綜觀目前群眾募資平臺的案例，多以單一事件、產品為主，運作機制則偏向

回饋機制，因此目前表演團體的募資案例，多以一檔作品的演出製作、一次性的

                                                      
18

 參閱自文化部(2015)，《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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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演計畫，也就是表演團體在短期內急需資金或許有用，但無法成為團體常態性

經費的來源，且民眾若一直看到同類型的專案也容易產生疲乏感。 

群眾募資平臺也是需要如同社群網路長期經營，因此在申請案件初期就應鎖

定其目標族群，並透過團隊即時性更新資訊與其互動方式，吸引第一批贊助者，

並藉由群眾間相互傳達資訊，進而吸引其他潛在贊助者，讓募集成功的機率提高。

若要讓群眾募資從單一事件的贊助團體，到成為團隊長期營運資金的一部分，在

後續活動上應思考如何讓贊助者願意持續性贊助與參與活動，進而轉化為消費者。

且也可將募資平臺做為持續性的推廣通路，在案件內容敘述上，應將該次募資的

起源完整表達給贊助者，使其成為團體推廣活動的環節之一。 

七、數位直播應用 

近年隨著技術的進步，表演團體透過結合科技，改變表演藝術的演出形式。

傳統上觀眾欣賞表演藝術演出時，必須同時與表演者待在同一空間中。然透過數

位直播技術，可打破空間與時間上的框架，讓各地民眾皆能觀賞到演出內容。 

目前各國如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NT Live》、

英國數位直播平臺-數位劇院(Digital Theatre)，即是透過網路直播方式，將表演

藝術傳播到各地，讓觀眾不再因時間、空間、經濟水準……等外在因素而無法欣

賞節目。 

近期，國內表演團體如全民大劇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透過與平臺

業者合作，讓民眾可透過行動裝置，同步欣賞演出節目。 

數位直播與傳統拍攝轉播表演藝術節目最大的不同在於攝影手法，以往單純

將攝影機放置於觀眾席中間進行錄製。數位直播則在劇院內設置多部攝影機，透

過多角度拍攝手法，將演員演出情緒與張力真實呈現，讓拍攝結果接近現場演出，

使民眾可以有親臨現場的感覺。 

目前在數位直播平臺部分設計了相關社交互動的機制，如即時聊天、訂閱頻

道、影片連結至臉書等功能，讓觀眾可以即時與其他觀眾互動，滿足觀眾「立即

性」與「互動性」。企業可讓專屬頻道變得更有企業特色，讓該頻道成為另一個

傳播與推廣的管道之一。 

綜合上述，不論是透過電影院轉播或行動式裝置欣賞表演藝術，主要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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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不同於以往參與藝文活動的模式，藉以彌補被時間與空間所限制而無法親臨

現場演出的遺憾。而數位直播方式，透過較現場門票費用低廉，降低民眾參與表

演藝術的門檻，提升民眾嘗試之意願，培養觀眾欣賞的習慣，且讓喜愛的民眾重

複觀看，彌補以往只能欣賞一次的缺憾，藉此擴大藝文消費人口。目前國內使用

數位直播案例多為初期實驗性應用，其對票房及藝文消費市場影響仍需長期觀

察。 

八、小結 

綜上所述，透過各國近期發展方向可發現，部份國家在預算減少情況或考量

文化平權下，均更強化需求面的引導，透過藝術教育(如新加坡)或提供民眾參與

藝文活動(如韓國、英國)之誘因，提升民眾參與之意願，藉以達到文化平權、文

化扎根之目的。 

加上隨著網路環境日趨成熟，行動裝置的普及與社群媒體的興起，整體產業

發展的模式已逐漸由以往的供給導向轉為需求趨動為主，將消費者想法引入研發

過程，使得新的產品或服務能更貼近市場之需求，藉以推動產業創新之發展19。

尤其隨著物聯網的發展與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許多創新應用與服務模式相應興

起，傳統的商業模式思維勢必將面臨改變，包括從需求驅動的商業模式與科技應

用。而從各國的發展也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影響著表演藝術的前進方向，包含前述

需求引導的強化，以及科技應用的嘗試。  

                                                      
19

 參閱自聯合通商電子商務，高科技業需求導向供應鏈的成功要件，網址：

http://www.ebizprise.com.tw/web/index.php/KnowledgeArticle/view/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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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據盤點我國表演藝術產業政策可知，目前表演藝術相關獎補助政策多分散至

各部會(如教育部、文化部、外交部、客委會與原民會)，尚未進行相關橫向連結

與資源整合。 

目前現行獎補助政策主要在於扶植團體，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團隊進行獎助

機制，透過本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曾獲分級獎助之團隊已邁向專業化經營；地

方傑出團隊部分，則因各縣市政府目標不同，部分縣市以發展在地特色為主。另

外近期部份獎補助單位透過常態性或專案性的計畫，提供團隊在節目製作上所需

之協助，如排練補助計畫、結合跨界創作計畫等。 

為培養各地區藝文消費人口，文化部透過媒合團體進駐場館，藉由在地展演

場館培育藝文消費者，結合學校與社區，帶動各地表演藝術產業發展。然就深度

訪談、焦點座談會及各國表演藝術政策顯示，培養藝文消費人口長期仍應透過藝

文教育，據文建會(2010)《表演藝術消費調查》孩童時期有學習或觀賞表演藝術

之經驗者，與參與表演藝術活動有顯著相關性。但目前我國針對孩童時期的藝文

教育規畫較為缺乏，且學校師資對於表演藝術並不熟悉。 

此外，就本案整理我國表演藝術現有的相關獎補助機制，觀眾與節目間透過

基層巡演、藝術節慶…等政策有所連結；場館與節目間透過活化計畫、媒合進駐

計畫……等政策加以連結，但較缺乏場館與觀眾間的連結政策。在未來 2 年內將

大型場館陸續啟用，各場館需培養在地觀眾，透過場館自有特色(如臺北市大稻

埕戲苑、高雄市大東藝術文化中心以傳統戲曲節目為場館特色)，吸引觀眾進場。 

另外，針對目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主要發展課題，本案的建議除著重於改進

與整合現有獎補助政策與資源之外，也希望針對目前存在之發展課題，提供相對

應政策建議，藉以使各政策對我國表演藝術環境有其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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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國內表演藝術獎補助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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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意/生產端 

一、整合現有資源，重新規劃獎補助分級制度 

目前針對表演團體獎補助制度主要分為國家品牌團隊、分級獎助團隊與地方

傑出團隊，提供不同發展階段的團體不同的資源。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曾獲

分級獎助之團隊，在票房收入及員工人數部分，較其他團隊表現佳。但透過分級

獎助資料顯示，部分育成級團隊約可獲得 80-90 萬元補助；然部分縣市之地方

傑出團隊(如臺北市、桃園市、新北市)亦可獲得相同規模之補助經費，使得團隊

分級制度並不明顯。 

因此建議，應讓三個計畫的補助機制有其連結性，如地方傑出團隊以各縣市

剛立案、仍在發展初期的團隊為主，培養其藝術內涵，並加強在地連結性，讓藝

術能向下扎根；發展中期團隊則以分級獎助機制為主，讓團隊能更專業化發展，

並提升營運管理能力；發展更為成熟的團體以國家品牌機制為主，形塑臺灣文化

形象，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另外，由於大型場館的陸續啟用，未來的分級輔導機制，應著力於中型團體

的向上成長，輔導發展級團隊邁向卓越級。 

二、強化民間資金媒合平臺 

據調查結果顯示，12.79%團體表示資金取得不易，為目前所面臨最大課題。

近期部份企業開始透過與場館、縣市政府合作提供資金贊助，辦理相關藝術節慶

活動(如家樂福文化藝術季、新舞臺藝術節)，提供團體演出機會。因此在未來場

館供給增加之下，希望強化場館的角色，以場館為平臺，藉由場館與民間單位合

作、募資，再與表演團體合作製作節目，藉此增加團體的資金來源管道。 

此外，亦可結合國藝會-臺灣藝術與企業合作平臺，整合各領域企業之相關

資訊(如基金會、福委會)，提供團體另一個尋找資金的管道。 

三、提供團體舊作重製資源、巡演資源 

透過本案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結果顯示，2014 年有 61.38%團隊推出新製

作節目，平均一年新製作數為 3.32 檔，但由於新製作投資成本高(平均一檔新製

作成本為 59.7 萬元)，在資金有限與整體經濟環境不佳情況，造成團體在營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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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加上多數創作者透過演出與觀眾互動後會醞釀改善節目內容的想法，因

此建議提供團體舊作重製的資源，藉此改善與提升節目品質，打造經典劇目。不

過由於新舊製作同時提案時，在現今評選制度下，新製作較易受到關注，因此建

議設立鼓勵經典再製的專屬輔導機制。 

加上未來大型場館啟用後，館所供給增加，團隊將有機會在個別館舍獲得較

長的演出檔期，或是在全臺灣各館舍間安排巡迴性演出，逐漸拉長有能力的表演

團體之演出檔期，在市場測試下，培養出經典演出節目的可行性增加，階段式培

育團體在長期演出的營運能量。 

四、建構表演藝術展演製作人才資料庫 

透過文化部(2016)《文化產業趨勢、統計調查-文化產業人力供需計畫》資

料顯示，2014 年創作及藝術表演業自營工作者比例為 32.23%，為我國文創產

業中自營工作者比例最高之產業。加上據訪談業者了解，團體在尋覓人才上，多

透過相互介紹為主，因此建議可參考臺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臺-人才資

料庫，針對表演藝術相關人才(如演出人員、技術人員、獨立製作人)，建立人才

資料庫，讓團體有相關人力需求時，即可至資料庫查詢相關資訊(如簡介、作品

集……等)。 

五、補足人才缺口，短中長期的人才培育機制 

透過本案問卷調查與業者訪談了解，由於表演藝術相關工作薪酬偏低，造成

人才流動率高，因此初階/入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養成需求一直存在，包含藝術

行政(52.94%團隊反映供不應求)、公關行銷(57.02%團隊反映供不應求)與技術

人力。加上目前學校教育培育的學用落差，因此建議透過與民間單位合作(如表

演藝術聯盟-表演藝術行政人才培訓、臺灣技術劇場協會-臺前幕後劇場服務及管

理人才培訓課程)，提供專業培訓課程，以及媒合進入表演團體或場館實習計畫，

除能解決團體人才不足問題，並降低學用間落差。 

而未來因應新場館啟用營運，需要廣泛的營運人才，包含劇場管理、技術服

務、行銷推廣…等，建議可統籌各表演藝術場館、教育部及大專院校共同設置表

演藝術場館管理及技術服務學程或短期課程，吸引本科及非本科學生，並結合場

館引入實習制度，以紓解短期的人才缺口以及長期的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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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表演藝術產業的自營作業者比例(2014 年自營工作者比例為

32.23%)在文創產業中相對較高(詳見圖 8)，這些人才的職涯規劃以及進修機制

無法類比其他產業透過企業在職訓練不斷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能，外部培訓課程的

進修也影響到從業人員進修期間的收入，因此必須重視此類人員的職涯與人力發

展，提供良善的進修環境與規劃，才能提升整體表演藝術表現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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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播行銷端 

一、售票系統觀眾資料庫、票房統計及資料庫整合 

透過本案問卷調查與業者訪談了解，目前多數表演團體無足夠的經費與人力

進行節目行銷，因此對於觀眾的拓展能量有限。目前國內已有表演團體透過本身

線上購物商店進行售票，加上高雄春天藝術節於今年度(2016 年)自行推出售票

系統，未來會逐步納入高雄各主要場館售票使用，主要是希望能透過自建的售票

系統資訊進行市場觀測分析，並有助於高雄文化場館營運策略的研訂。 

目前是大數據的時代，數位影音平臺均已透過平臺所擁有的大數據進行觀眾

分析與了解，用以進一步開發內容或進行精準行銷。透過本案問卷調查結果，表

演團體有 87.29%的場次是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進行售票，該系統可結合相關會

員資料與人口統計變項，透過大數據的分析，了解消費者相關資訊，提供團體做

後續行銷與宣傳的規劃方向之一。 

因此建議短期可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結合其相關會員資料，透過大數據的分

析，了解消費者相關資訊，提供團體做後續行銷與宣傳的規劃方向之一。長期而

言，應仿效電影法修正案，將「電影院應設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

計資料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以達資訊透明之目的，並健全電影產業的統計資

料」，透過條文增修確立電影票房統計的法源依據。因此，本案建議透過文創法

的修訂，明定整合各公、民營售票系統資訊，建立全國表演藝術票房統計機制，

透過定期公布我國整體表演藝術市場售票收入(目前各國如澳洲、日本、中國大

陸皆有公布相關資訊)，更能準確掌握市場發展概況，並做為發展觀測分析數據

之用途。 

綜合上述，長期應強化表演藝術資訊科技應用，透過公、私部門合作，陸續

建置表演藝術業、甚至整體文化創意產業所需的資料庫。例如：市場票房、人才、

場館資訊、調查資料等均建置上網，並將團隊所需的各項服務資訊一併整合。 

二、培養獨立製作人/節目策劃人及專業第三方組織 

透過與業者訪談了解，各縣市政府辦理相關藝文活動時，多委託公關/行銷

公司執行，但由於多數執行業者對於表演藝術並不了解，在藝術節慶節目策劃上

未能有一致性。加上未來新場館成立後，場館需打造其各自特色，吸引觀眾。因

此未來獨立製作/節目策劃人的角色會更為重要，透過獨立製作/節目策劃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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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與表演團隊相關資源、規劃節目，提升各項表演藝術資源的投注效益。 

另外，隨著大型場館愈來愈多，加上未來場館可能主導節目的創作與產製，

不再只是扮演場地租賃的角色，因而目前多數表演團體的營運管理難以支撐、難

以有足夠的合約、法規等知識與多個場館同步交涉，可能必須仰賴表演藝術經紀

行銷者的角色，然目前國內經紀行銷業者能量亦不足，國內亦無相對應的政策。

因此，建議未來增加獨立製作人/節目策劃人或專業第三方組織的輔導與扶助，

獎勵補助有能力進行國內節目規劃、製作以及帶領表演團隊赴海外演出的組織及

個人，從中逐漸培育專業節目策劃人與經紀行銷業者的能量。 

三、在地行銷網絡整合平臺 

據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主要發展課題為現有的行銷管道不足與疲

乏(占 9.38%)，團體無法有效地開拓潛在藝文消費市場。加上多數團體肯定過去

國藝會所推出的行銷平臺專案計畫，因此建議規劃重新建立表演藝術網絡平臺，

運作模式在場館的供給增加下，可透過與在地場館合作，整合大眾媒體與網絡資

源、蒐集相關觀眾資訊與消費習慣，讓團體至各地演出時，能與當地行銷平臺合

作，透過相關觀眾資料分析，進一步研擬最適的行銷方式，藉以提升團體的票房

收入。  



第一部分 

第三章、結論與建議 

65 

第三節、 展示接收端 

一、整合閒置空間，空間媒合計畫 

據調查結果，55.36%團體認為其排練空間不足，加上訪談了解，除排練空

間規格與數量不足外，最主要在於未來大型場館營運後，團體試演(try out)的空

間不夠。因此可參考臺北市藝響空間計畫、臺北試演場，協調各縣市政府釋出現

有閒置空間，透過專門管理單位讓有需求的團體可自行提出申請，並且設立相關

退場機制，讓團體在發展初期可獲得較多的協助，當營運較為穩定後逐漸相關輔

助措施。 

二、場館策略聯盟 

目前我國場館以外租場地為主，據本案盤點資料顯示，未來 2 年內全臺有多

個場館同時啟用之下，將增加近 15,000 席次，使得場館間的競爭程度提升，因

此可鼓勵場館間策略合作製作節目，提升節目品質，維持場館營運，透過文化部

相關補助輔導措施，獎勵場館與表演團體或其他場館合作，落實場館形成產業創

意端的概念。具體補助項目可包含兩個以上的場館相互合作或與表演藝術團體合

作，透過資源共享方式，共同製作節目，或是由多個場館與表演藝術團體合作，

企劃巡迴演出之專案。以目前的場館供給狀況觀察，短期需側重發展級團隊與新

成立館舍的策略聯盟機制，包含共同製作、長期演出，逐步培育登上大型場地的

團隊數量。 

未來亦可透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及各地區生活美學館，擔負起區域整合的

責任，扶植在地團隊，且提供至當地演出的團隊所需資源。 

三、開設藝文頻道/節目 

據訪談了解目前表演團隊行銷管道多元，但難以觸及新觀眾，加上我國各地

區藝文發展長期受限於教育、空間和技術的不足，近年由於科技資訊的進步與網

路的普及性提高，以國藝會專案支持公共電視錄製「表演打天下」與製播「公視

表演廳」等表演藝術相關節目為例，收視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偏遠地區的觀眾與

學生的影響最大。20因此建議透過臺灣公廣集團資源，設立藝文頻道，或透過文

化部其他獎補助資源，補助藝文節目的製作，讓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藝文活動。 

                                                      
20

 參閱自傅裕惠，戲劇原創力的後盾與累積，國藝會 20 周年回顧與前瞻論壇，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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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線上公共文化影音平臺 

由於科技技術的進步，藉由網際網路為中介，推廣表演藝術有其正面效益(詳

見第二章第五節)，因此可透過與民間單位合作，整合現有網路資源(如文化部-

網路劇院、文化部-iCulture、兩廳院-數位博物館……等)，建立專業線上公共文

化影音平臺，類似英國民間線上平臺-數位劇場(Digital Theatre)，將演出內容數

位化，強化相關影音資料的品質，促進文化藝術的普及化，讓民眾可更方便獲得

相關資源，並可透過該平臺欣賞藝文演出活動。 

此外亦可結合教育性質課程，讓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民眾與學生可在該平臺

學習相關藝文課程，藉以提升人才之專業技能，降低產學間的落差。 

五、 現有場館軟硬體設備升級/維修計畫 

據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展演場館由於成立時間較久，相關軟硬體設備皆因年

久失修，而不堪使用。雖公部門分別推出「縣市文化中心擴展計畫」、「縣市文化

中心展建計畫」針對場館進行修繕，但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多數場館的軟硬體

設備多不符演出者使用，因此建議針對現有各縣市展演場館，進行設備升級/維

修計畫，藉以提供團隊更符合所需之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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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參與端 

近期由於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的興起，未來各產業發展，將從現有的供給面

導向轉為需求面導向，加上透過各國現有表演藝術政策可發現，近期部份國家(英

國、韓國、澳洲)將部分表演藝術獎補助政策從供給面移轉至需求面，透過藝文

教育、相關參與誘因機制，提升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意願，藉以達到文化扎根之

意願。 

一、藝文體驗課程 

據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會及參考各國的表演藝術政策，均顯示藝文教育對於

培養藝文人口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由於未來兩年陸續將有大型場館正式營運，這

些新增場地需有穩定的演出，其前提則必須有足夠的藝文消費觀眾。藝文人口的

養成，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在於從小培養、從學校正規教育著手。 

為培養未來的藝文消費人口，應強化文化部與教育部合作，讓孩童從小接觸

藝文活動，讓文化藝術融入學校課程之中，培養其參與藝文活動習慣。如新加坡

讓孩童在幼稚園時期，透過 30-40 分鐘的表演，伴隨示範或講座表演背景之方

式，讓孩童能深入了解藝文活動，並透過互動方式鼓勵孩童享受藝文活動，如親

自參觀藝術中心、劇院、藝術家工作室。 

因此可參考「臺北市-育藝深遠計畫」，建議透過文化部與教育部跨部會合作，

針對 12 年國教各年齡層學生，將藝文體驗列入課程規劃之一，從小培養孩童欣

賞藝文活動的習慣。 

二、藝文教案/課程徵選計畫 

由於現行相關藝術與人文課程缺乏課程教案，且多數教師對表演藝術不甚了

解，因此可透過與教師或教科書廠商合作或提供補助，製作相關課程內容或教案

教具，讓學生能更了解表演藝術，進而培養其文化藝術的賞析能力。 

三、表演團體駐校/社區機制 

為解決師資不足及提升師資對表演藝術的了解程度，建議可透過表演團體駐

校/社區機制，由團隊辦理人才培育、講座、工作坊等課程，培育種籽教師，及

提升各地區欣賞藝文活動之氛圍。而學校/社區也可提供閒置空間讓團隊使用，

增加團隊與當地的連結性，形成互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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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誘因 

除透過藝文教育向下扎根之外，為增加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誘因，及因應高

齡少子化之現象，可參考國外相關政策(如英國-兒童週、韓國-文化享樂卡、文

化日……等)，降低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門檻，培養藝文消費之習慣，藉以擴大我

國藝文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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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其他-跨部會資源整合與連結 

除了上述所提及與教育部在藝術扎根教育的合作外，客委會、原民會均有提

供相關表演藝術的獎補助資源，相關資訊應透過跨部會平臺進行橫向連結。另外

其他部會亦有藝文發展的需求與推動資源，如外交部的國際交流、觀光局的觀光

發展，表演藝術不僅可以做為文化交流與文化觀光的一環，深化國家文化外交外，

外交部與觀光局更是可以作為推展國內表演藝術海外發展的重要平臺。因此定期

跨部會交流協商與資源整合，是現階段表演藝術發展重要的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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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專題研究：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之成立，

對我國表演藝術之影響及未來營運策略建議 

攸關臺灣表演藝術產業發展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於 2014 年 1

月 9 日於立法院順利通過三讀。國內首例採「一法人多館所」的「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屬於行政法人，未來將掌管臺北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共達十一個表演廳，座位總席次逾一萬三千席，提供國內外

專業藝術表演場地，扶植臺灣表演藝術團隊，培育國民美學，同時滿足臺灣北中

南各地民眾的文化參與需求。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下轄三個館所和一個表演團隊，分別為國家兩廳院、臺中

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和國家交響樂團。中心之下各場館分別設

置藝術總監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受董事會之督導，綜理各

場館業務，並應列席董事會議，對外代表所屬場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

例》第十九條） 

其中，國家兩廳院和國家交響樂團過去同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屬；2004

年 3 月 1 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成為我國首個行政法人機構。 

至於臺中國家歌劇院，其原始建置目標係定位為地方設施，由中央補助地方

興建，計畫構想與核定早在於 2003 年所提出之新十大建設；臺中國家歌劇院原

隸屬於臺中市政府，惟 2013 年主管機關改隸於文化部，同時於《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設置條例》第三條明訂，臺中國家歌劇院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負責營運管理。

臺中國家歌劇院已於 2016 年 8 月 25 日由臺中市政府正式捐贈給文化部，納入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範圍，並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正式開幕。 

從過去的政策發展可以看到，為支持表演藝術發展，政府先興建劇場，等到

劇場陸續完工，發現演出團隊和節目不夠，開始積極支持團隊和創作。當團隊數

量持續增加，以及觀眾市場出現成長，又發現劇場不敷使用。 

前述發展脈絡反映在政策上，即為 1992 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立法通

過，奠定政府資助藝文的法制基礎。1996 年依據該條例設置的「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以下簡稱「國藝會」）成立，建立穩定的獎助機制。為支持表演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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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強化經營和創作能力，簡稱「扶植團隊」計畫的表演團隊分級獎助計畫，由文

建會在該年實施。這項計畫歷經多次轉折，至今仍是臺灣最重要的表演藝術政

策。 

而另一波的劇場興建計畫在 2000 年後陸續啟動，待新完成的一批劇場投入

營運，節目和團隊不足的窘境，可能再度重演。過去三十年，臺灣的表演藝術有

飛躍的成長，但劇場興建和表演補助政策，始終沒有全盤思考，對於需求也無法

掌握。自從兩廳院成立之後，臺灣大型劇場興建停滯將近二十年，才陸續有屏東、

臺中、高雄、臺北的演藝廳興建計畫出現。 

總而言之，待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納入國家表演藝

術中心營運後，對於國內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將產生何種連動影響，值得研究觀

察。 

由興建國家兩廳院開始的臺灣表演藝術發展路徑，對於眼前難題，例如社會

結構轉變、所得差距增加、人口趨向老化、產業汰換速度加快等造成的觀眾和市

場變化，沒有提供答案；反而此刻，政府財政緊縮，但大型專業場館數量增加，

而回顧來路、理解現下環境變遷，正是前瞻未來的起步。 

緣此，本專題之研究目的包含兩大構面，一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後對於

國內表演藝術發展之影響；二在面對上述影響，從協助國內表演藝術發展，及確

保所屬文化設施長期營運效益之觀點，監督機關該如何協助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發

展，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未來可採行的營運策略規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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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對於國內表演藝術發展環境的影響 

表演藝術場館是硬體、是外在，是臺灣的文化藝術櫥窗；表演藝術團體則是

軟體、是內涵，更具行動力的跑遍世界各地，讓臺灣的文化軟實力能在國際上發

光發熱；觀眾，則是支持的力量，需有觀眾到劇場看演出、與藝術創作產生共鳴

或對話，一切的努力才有意義。據訪談業者表示，有好的場館，表演團隊才能有

機會精進專業、展現好的演出，有好的表演團隊、好的節目，觀眾群也才能持續

擴大、支持場館與表演團隊有更好的發展，三者之間是非常緊密的連動關係。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對於國內表演藝術發展環境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大型

場館的供給數量增加，在場館競合下，可能影響在地既有場館的營運策略，以及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身為國家級的表演藝術中心，其藝術特質反映該國的文化特色，

也因此國外表演藝術中心均相當重視節目規劃，可能主導節目的創作與產製、成

為創新與創作的基地，因而對於表演團體原先的節目企製模式與觀眾經營上的角

色可能產生改變。 

第一節、 表演場館的增加與角色轉變對環境的影響 

一、 場地供給增加 

在表演場地部分，目前全國表演藝術室內空間共有約102,317席，近半數分

布在北部地區，但對照2014年兩廳院售票系統新臺幣12億票房中，北部地區占

74.91%，顯示北部場館利用程度高，但也相對因為外租檔期需求高，較難有空

間發展長銷型節目。 

而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屏東演藝廳、臺北藝術中

心、臺灣戲曲中心場館陸續完工、開放啟用後，將增加近15,000席次，但在北

部地區的席次在全臺占比卻下降。此一現象顯示，未來北部地區以外在兩廳院售

票系統中售票金額占比不到25%，卻有超過50%的場館席位供給，因此若場館要

維持穩健的營運，需透過優質的節目，吸引觀眾購票入場，故對新場館而言，節

目的供給是主要課題之一。(參見第一部分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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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在地場館的影響 

透過 2014 文化統計資料顯示，2014/15 年中部地區民眾參與率為 48.9%、

南部民眾參與率為 47.2%，但其中分別僅 28.86%與 36.34%民眾為付費參與表

演藝術活動，顯示當地民眾付費欣賞表演藝術的比例相對北部地區仍然有限。 

表 26、2014/15 年表演藝術參與率-依地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及其他地區 

參與率 49.20% 48.90% 47.20% 55.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文化消費調查原始資料 

表 27、2014/15 年民眾付費參與表演藝術占總參與比例-依地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及其他地區 

付費參與率 44.85% 28.86% 36.34% 17.05% 

註 1：計算方式為各類付費參與人數/各類總參與人數 

   2：《2014 文化統計》在文化消費調查時間與往年不同，以往為在特定年度民眾參與之情況，本次改為

在最近一年內民眾參與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文化消費調查原始資料 

就兩廳院售票資訊系統 2014 年各地區售票金額情況，以北部地區票房最佳

(占 74.91%)，其次為高屏地區(占 10.04%)；售票數部分，以北部最多(占 73.90%)，

其次為高屏地區(占 10.85%)。因此以中部、南部與高屏地區目前的售票情況，

未來在地付費觀眾要支撐臺中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營運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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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金額-依地區 

註：兩廳院售票系統之北部地區係指北北基桃竹、中部地區係指苗中彰投雲、南部地區係指嘉南、高屏地

區係指高屏、東部地區係指宜花東、離島地區包含金門、馬祖、澎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圖 41、2014 年兩廳院售票系統售票數-依地區 

註：同圖 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兩廳院售票系統 

根據上述資料，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場館落成前，各地之付費觀賞演出觀眾

已顯不足，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各場館定位為國家級藝文場館，在地市場規模不

足下，應更積極區域內的其他表演場館合作，共同擔負藝文拓展、在地觀眾培養

的政策目標，並與當地場館共榮，而非相互排擠其原有的觀眾基礎。 

中部地區, 9.00%

北部地區, 

74.91%

東部地區, 1.38%

南部地區, 4.63%

高屏地區, 

10.04%
離島地區, 0.04%

中部地區, 

8.11%

北部地區, 

73.90%

東部地區, 

1.53%

南部地區, 

5.53%
高屏地區, 

10.85%

離島地區,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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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期人才大幅流動形成供需缺口 

在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及其他大型場館皆將完工營

運之時，對劇場人力的需求，包含企劃行銷、劇場技術、推廣服務、工務機電等

人才總計約 500 名專職人力之需求，使得近期內形成產業人力的大幅流動。據

訪談了解，目前進入兩場館之人員，多數來自現有團體/場館內專職行政人力、

自營作業者及相關藝文組織，未來將導致表演團體/場館在內部人力或外部專案

合作上，都將遭遇人力供給數量與素質銜接不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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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場館角色的轉變對團隊的影響 

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與表演團隊的合作 

1987 年兩廳院成立，1992 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通過施行，首個以國

家力量常態補助表演藝術團隊的政策「國際性演藝團隊扶植計畫」也在同年開始，

表演團隊開始有了長期的補助計畫，1996 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更成為

表演團隊的創作補助的穩定來源。 

由過去的發展軌跡來看，因為有了首個國家級的劇場，劇場需要節目，也因

為整體環境的需要，因應而生的獎補助來源，讓團隊可以穩定發展。若以分級獎

助為例，一開始僅有 8 個團隊，補助金額二千萬元。2015 年有 81 個團隊獲得

補助，補助金額近兩億元。 

而要使新場館能穩健的營運，除需有穩定的節目供應演出外，亦要有足夠的

藝文消費觀眾，加上國家級的表演藝術中心，其藝術特質反映該國的文化特色，

也因此國外表演藝術中心均相當重視節目規劃，透過節目內容定義其藝術風格，

故未來這些新增的國家級場館可能主導節目的創作與產製，不再只是扮演場地租

賃的角色，如同現在的兩廳院不僅是場地，自行辦理藝術節、策劃節目、建立駐

館藝術家制度，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新人新視野」等專案，反應了表演

藝術從業者的需求，也顯示場館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場館由單純的演出場地，成

為創新與創作的基地，可以製作節目，也培養人才。 

以兩廳院為例，根據與兩廳院合作製作過節目的團隊均表示，兩廳院除提供

的製作資源外，相關行銷宣傳管道，對團體的幫助非常大，且對團隊而言，與兩

廳院合作可算是一個認證機制，透過這樣的合作不僅肯定了團隊，有助團隊的後

續發展，也在製作過程中，了解不同環節的專業分工。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合

作製作，不但可以降低表演藝術製作費用負擔，還可以增進外界對團體發展的肯

定。 

二、場館主導製作對表演藝術團隊行政專業的影響 

隨著上述這些國家級場館加入區域市場扮演創新與創作基地，其與周邊場館

在節目與觀眾上的競合，可能影響各地場館型塑特色風格，逐步主導節目的規劃

與產製，不再只是扮演場地租賃的角色。據訪談了解，目前多數表演團體由於人

才流動率高，及相關行政管理員工人力有限，難以應付相關合約、法規等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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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加上未來可能必須與多個場館同步交涉、合作之下，需釐清相關製作與演出

權利的歸屬問題，現有表演藝術團體的行政人力難以支應，此時就須仰賴表演藝

術經紀行銷者的角色，然據調查顯示，目前國內經紀行銷業者者要仍以小型工作

室為主，相關關鍵人力有限。因此，短期除透過相關培訓課程，向團體教育、宣

導可能的生態改變與團體應具備的管理專業，輔導與扶助專業第三方組織亦可加

速產業發展專業化。 

三、小結 

綜合上述，未來，若要使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個場館正常營運，其所需的節

目數量，及擁有的製作資源，定會對表演藝術團體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因此營運

策略上應透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擁有之資源協助表演團隊成長，並將可能對在

地鄰近場館所產生的「磁吸」效應，轉化為對整體生態的發展助力，使得對我國

表演藝術環境呈現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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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營運策略對表演藝術環境的影響 

本節探討的層面從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所需的資源來檢視其營運策略的

選擇如何對表演藝術環境產生影響，包含本身的營運體制與政策任務、營運資金

的來源、營運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節目的企劃與製作及觀眾的開發。 

由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除兩廳院外，在本研究期間並未正式營運，相關營運

策略以兩廳院的案例、國表藝三位藝術總監的訪談以及團體的期待來進行相關情

境的模擬。 

一、政策任務與營運資金：國家兩廳院之經費運用 

未來牽動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之營運策略的考量因素，包括國家兩廳院、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等場館的營運績效，以及這些場館要如何

輔導及協助國內表演藝術團隊發展，以全面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

力。 

然而，場館的營運利益與政府賦予其輔導及協助表演藝術團隊的政策任務，

兩者目的並不完全一致；例如場館經營為了提高營運績效，可能會採取增加引進

國外表演節目演出場次、提高場地租金、限縮開放外借表演團體使用時段等方式，

然而這些經營策略往往較不利於表演藝術團體，而與其肩負之協助國內表演藝術

發展之政策任務相違。如何平衡兩者，讓場館經營既能達到效率與效益提高，同

時又能兼顧協助表演藝術團隊的使命，往往是關鍵重點之一。 

檢視過去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成立之前，即曾有部分質疑認為，未來

在兩廳院追求自身場館經營績效之自我動機下，會否影響其所同時肩負輔導協助

國內表演藝術的政策任務。 

本研究從財務表現及收支結構之指標，來檢視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在追求營

利收入與對表演藝術支持之間的目標平衡情況。 

首先以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自籌經費比率(含兩廳院及附設國立交響樂團

之經營成果)來看，2004 年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當時的經費自

籌率(未含國家交響樂團)為 32.92%，而 2005 年納入國家交響樂團之後，2006

年的經費自籌率(扣除歌劇魅影的相關收入)為 36.65%，至 2012 年之後，自籌

率正式突破五成，2013 年達 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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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2004-2014 年兩廳院自籌經費比率(含國立交響樂團) 

 

2004 年 

(改制行政

法人)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自籌收入 

(萬元) 
23,114 26,996 70,658 33,586 33,414 35,199 36,175 42,425 45,486 42,935 46.799 

業務費用與成

本(萬元) 
70,205 78,107 112,547 87,960 82,007 85,411 87,808 84,993 90,715 82,493 94.970 

自籌率 32.92% 34.56% 

62.78% 

(扣除歌劇

魅影收入

為

36.65%) 

38.18% 40.75% 41.21% 41.20% 49.92% 50.14% 52.05% 49.27% 

註：2005 年國家交響樂團成為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附設團隊，故 2004 年之自籌率未含國家交響樂團之經

營成果。 

資料來源：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決算報告。 

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在 2004 年改制行政法人之前，曾累計短絀 11 億元，

教育部依據設置條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分三年撥補，解決其預算長年虧損的最

大難題；自 2005 年度起，政府每年補助 6 億 4,000 萬元，滿三年後，每年酌減

3％，連減三年（2008 年～2010 年）後，再予檢討評估（陳郁秀，2010：65-66）。

以 2004 年～2013 年的十年期間表現來看，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經費自籌率

大幅提升，展現了其組織變革後的經營管理效率化優勢。其中 2011 年自籌率大

幅提升之原因為建國百年兩廳院承接政府相關慶祝活動(如民國藝百系列活動)，

因此當年度自籌比例較 2010 年大幅提升。 

觀察轉型成為行政法人後的財務表現，由於 2005 年國家交響樂團成為原國

立中正文化中心附設團隊，因此以 2005 年改制第一年與 2013 年相比，從收入

比重增加的項目來源可以看出，在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而增加經營

自主性之後，該館所增加了企業化的經營觀念，使得其開拓財源方面變得更為多

元。此八年期間，自籌收入的年均複合成長率 6.03%，而業務費用與成本的年均

複合成長率僅 0.69%，若扣除此期間物價上漲因素，則幾乎呈現持平；由此可看

出，成立行政法人的組織變革，確實使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經營績效轉佳。 

不過，在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且經營績效提昇之後，也並沒

有向商業化過度傾斜；從支出結構來看，勞務成本（演藝成本）的比重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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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並無減少其核心任務對國內表演藝術團隊的支持。 

表 29、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收支結構：2005 年 V.S. 2013 年 

 2005 年 2013 年 

金額(元) 比重 金額(元) 比重 

勞務收入 167,007,927 16.0% 252,136,835 26.4% 

銷貨收入 2,590,198 0.2% 11,101,604 1.2%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77,724,572 7.5% 112,842,420 11.8% 

捐贈收入(2005 年)、其他

補助收入(2013 年)(A) 
1,139,998 0.1% 100,000 0.0%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B) 
689,050,449 66.1% 500,434,000 52.5% 

政府專案補助收(C) 83,125,998 8.0% 24,208,383 2.5% 

業務外收入 21,494,088 2.1% 53,173,677 5.6% 

總收入合計(D) 1,042,133,230 100.0% 953,996,919 100.0% 

自籌收入(=D-C-B-A) 268,816,785  429,254,536  

勞務成本(演藝成本) 203,238,859 26.0% 249,115,902 30.2% 

銷貨成本 3,561,350 0.5% 12,989,554 1.6% 

行銷及業務費用 154,490,214 19.8% 114,995,743 13.9% 

管理及總務費用 405,405,276 51.9% 447,735,520 54.3% 

業務外費用 14,371,497 1.8% 96,237 0.0% 

業務費用與成本合計 781,067,196 100.0% 824,932,956 100.0% 

資料來源：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決算報告。 

而臺中及高雄的場館為新設，故其經費應以全新設施視之。若對照國家兩廳

院成立初期之預算，國家兩廳院成立之初隸屬於教育部，1986 及 1987 年為「國

家劇院及音樂廳營運管理籌備處」預算列於教育部下，1988 年改為單位預算，

1989 年起為教育部管轄的「非營業循環基金-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作業基金」，

而下表的 1986 年至 1988 年的預算金額為教育部預算，其後為作業金的「作業

支出」金額。 

表 30、1986-1996 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986 
1987 

（開館）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預算數 10,080 13,629 297,575 261,391 345,775 566,671 382,188 579,067 446,235 454,249 440,6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決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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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觀之，在近三十年前，兩廳院甫成立，其經費皆由政府預算支應，即

使到了成立十年之時期，其支出金額仍高達四億餘元，且此經費並不含公立樂團，

即現在的 NSO 等樂團的經費。 

從營運績效、培養與支持團隊角度來看，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模式

固然是成功的案例，但由於北、中、南部三個地區因其所在區域不同，表演藝術

發展態勢與觀眾特性皆有所不相同，加上由場館所處的發展生命週期亦大不相同，

國家兩廳院的成功係奠基在臺北都會區耕耘藝文環境數十年已有所成，因此未來

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要兼顧營運利益與政策任務，仍應就

階段性給予不同的彈性，不宜將三個場館的經費運用情形一同比較。 

另外，隨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在臺中與高雄的場館加入營運，整體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的預算需求相對僅有兩廳院時期暴增，而文化部整體預算位居中央部會

之末，2014 年僅佔中央政府總預算 0.83%。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在整體表演藝術

環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被賦予的政策任務均需有足夠的資源支應，也因此跨部會

與私部門的資源支持是未來必須爭取的重要管道。 

二、營運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 

由於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及其他大型場館即將陸續

完工營運，對於劇場人力的需求，包含企劃行銷、劇場技術、推廣服務、工務機

電等專職人力，以兩廳院為例，正職員工人力分布概況，以推廣服務人力為主，

這些人才需求除了前述來自原表演藝術團體、相關組織外，表演場館所需要的人

才，不只有藝術相關科系，場館也需要來自工學院、商學院的人才，未來可以透

過場館、表演團隊與文化部、教育部的合作，如建立實習制度、開辦體制內或體

制外專業學程。 

表 31、兩廳院正職員工人力分布概況 

 
正職人力 

企劃行銷 42 

劇場技術 37 

推廣服務 67 

工務機電 32 

創作人才 0 

資料來源：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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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目企劃與製作 

(一) 當地節目供給能量 

依據文化部（2014）《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工藝產業趨勢研究》使用行政

院主計總處工商普查資料，表演藝術產業核心廠商(包含團體與傳播行銷業)約六

成核心業者分布在五都地區，其中又以大臺北地區（包含臺北市及新北市）為最

多，比重達 36.59%，而臺中市和高雄市則分別僅占 6.82%、8.86%；此一情況

主要受到地區藝文消費力影響所致。另外，根據本案表演藝術產業調查，我國表

演藝術市場目前主要以北部地區最具規模，各類型表演藝術團體在地區的演出比

例，以北部地區為最高(占 37.05%)，南部次之。 

 

圖 42、工商普查表演團體分布區域 

資料來源：文化部(2014)《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工藝產業趨勢研究》─表演藝術產業趨勢研究結案報告，

頁 51 

從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未來場館規模來看，目前能在該場地規模演出的團體有

限，據調查結果顯示，分級獎助團隊 2014 年在大型場館演出場次占 9.92%，較

其他團體(占 6.57%)使用大型場地的比例高。2012-2014 年獲文化部分級獎助團

隊各縣市分布情況，團體主要仍集中於臺北市(占 57.8%)與新北市(占 11.01%)，

高雄市占 10.09%，臺中市僅占 1.83%。由於當地分級獎助團隊數有限，且根據

本案產業調查，分級獎助團隊在北部地區演出比例高達 63.59%。因此未來在地

團隊所推出的節目數量與節目規模可能無法應付臺中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國家

藝術文化中心營運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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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012-2014 年分級獎助團隊地區分布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歷年分級獎助團隊名單 

 

 

 

圖 44、2014 年表演團體演出區域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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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014 年表演團體演出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回收問卷結果 

而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表演團體的場地需求多以中小型場地為主，但上

述幾個重要場館完工後，增加的是以800席以上的演藝廳為主，小型場館(500人

以下)部分增加4個廳、中型場館(501-1,000人)部分增加3個廳，若更細緻來看，

2017年場館廳數變化100席以下與501-700席之廳數未有增加之情況，據訪談了

解，500席與700席以上場地在節目製作上是不同的概念，對團體而言是一個很

大的門檻。 

據調查結果，目前表演團體使用大型演出場地的演出場次僅占6.75%，未來

大型場地的廳數占比將達15.5%，如何讓使用中型場地的團隊提升演出品質與市

場接受度，將成為這些場館完工後的重要議題。除了透過場館與團隊的策略合作，

現行其他獎輔資源，如分級獎助計畫，應串聯資源，短期內共同著力於中型團體

的向上成長。 

(二) 自製節目與外租檔期的權衡 

另外，根據本研究的調查，國內的表演藝術傳播行銷相關業者，多以節目安

排、代理、行銷及策展為主，且主要服務對象為音樂類團隊，業者也多爭取地方

政府藝文活動的辦理。而過往音樂類節目安排代理業者僅能申請兩廳院及 NSO

自製節目外的檔期，在焦點座談會中業者也反映沒有足夠檔期是一直以來的問題，

因此未來亦可透過公立團隊至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其他地區演出，培養與拓展各地

區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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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今年(2016年)適逢國家戲劇院休館整修，使得目前北部地區場館檔期

明顯不足，因此未來場館供給增加之後，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應考量周遭地區鄰近場館、該地區表演藝術發展生態與藝文消費人口特性，

制定合宜的場館外租檔期比例(目前國家兩廳院自製與外租比例為3:7)，並且應建

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場館、地方政府及傳播行銷業者三者間的合作機制。 

(三) 與公辦藝術節連結的可能性 

就國內公辦藝術節而言，由於國家兩廳院為當時唯一的國家級場館，臺北藝

術節則是臺灣首個官方主辦，以城市為名的藝術節，因當時雙方所掌握的資源略

多於其他城市及場館，國家兩廳院的 TIFA 臺灣國際藝術節與臺北藝術節在多年

來的經營下，已經走出各自的風貌，且對於培養團隊、開發觀眾亦有其功效所在。

因此未來在考量各地觀眾人口數、付費觀眾概況，以及臺中、高雄的當地藝文發

展概況，臺中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可與地方政府、該區域的其

他表演藝術場館密切合作。 

如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近期與高雄文化局合作共製《茶花女》，並與教

育局合作結合原有兒童藝術節與衛武營童樂節資源，擴大舉辦為《高雄兒童月》，

透過為期 1 個月的活動，培養在地觀眾，並且將國內外表演節目帶入偏鄉地區，

讓各地區民眾皆可觀賞到優質的節目。透過結合中央與在地政府的資源，帶動當

地表演藝術產業之發展。 

四、觀眾開發與行銷網絡的建立 

此外，目前各地區公營場館的發展情況，臺北地區各場館外租檔期需求大；

其他地區的場館則面臨營運經費有限與專業人力缺乏，使得多數場館僅扮演租賃

角色，無觀眾開發與建立行銷網絡的需求。然未來表演場館的供給增加，開發觀

眾成為未來表演藝術生態環境的重要課題。據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會中團體均表

示，目前多由團體進行節目行銷宣傳與在地觀眾開發之事務，但對團體而言，難

以長期耕耘各個地區，無法培養忠實觀眾與當地行銷網絡。加上本案產業調查結

果，87.29%的國內表演團體之表演場次係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處理票務，目前

兩廳院售票系統仍掌握我國表演藝術團體之觀眾數據，因此未來再結合其他兩個

場館之資源後，應透過本身票務系統以及對觀眾的第一線接觸，肩負各地區觀眾

開發與行銷功能，不僅提升場館的營運效益，也讓表演藝術團體專注於藝術創作

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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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前述的調查結果、次級資料分析、深度訪談及焦點座談會所得，國家表

演藝術中心成立對表演藝術環境的影響主要來自於表演場館的增加對供需的影

響、表演場館角色轉變對表演藝術團體的影響，以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未來營運

策略對整體的影響，詳如下表所示。本章主要從協助國內表演藝術發展，及確保

相關文化設施長期營運效益之觀點，提出對未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營運策略建

議與監督機關該如何協助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發展，並依據推動機關的不同分別梳

理相關因應方向與措施。 

其中部分的建議與本案第一部份產業調查提出的觀點相同，主要是將產業調

查針對表演場館的相關建議，具體落實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營運策略。 

表 32、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對整體表演藝術環境的影響與因應 

影響層面 影響範疇 因應方向 推動機關 

場 館 的 增 加

對 供 需 的 影

響 

在地市場規模不足，如何共同擔

負區域藝文拓展 

推動藝術教育 
跨部會，以國表藝為

平臺 

在地行銷網絡平臺 國表藝 

藝術知識的推動與應用 國表藝 

短期表演藝術相關人才大幅流

動形成供需缺口 
專業人才培育 

國表藝與教育部，以

國表藝為培育場域 

場 館 角 色 轉

變 對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的 影

響 

與表演團體的合作增加，提升團

體製作能量 

表演藝術團體補助政策的重新

檢視 
文化部 

場館主導製作增加表演團體專

業行政的需求 

專業行政課程規劃與第三方組

織的培育 
文化部 

國 表 藝 的 營

運 策 略 對 整

體的影響 

政策任務與營運資金 

董事會與治理 國表藝 

監督機關的職責、角色與行事基

準 
文化部 

擴大表演藝術資金支持 
文化部爭取跨部會資

源 

強化民間資金媒合平臺 國表藝 

公私協力與平臺架設 文化部 

營運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的培

育 
專業人才培育 國表藝 

當地節目供給不足，對中型團體

的培力 

表演藝術團體補助政策的重新

檢視 
文化部 

強化與縣市表演藝術資源的連 國表藝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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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層面 影響範疇 因應方向 推動機關 

結 

自製節目與外租檔期的權衡 
強化與縣市表演藝術資源的連

結 
國表藝與地方政府 

與公辦藝術節連結的可能性 
強化與縣市表演藝術資源的連

結 
國表藝與地方政府 

觀眾開發與行銷網絡建立 文創商品價差優惠補助 文化部與國表藝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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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策略建議 

一、 董事會與治理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法人代表」為董事長，董事會旨在建立制度，更重要

的是三個場館間的平衡，有共製節目與合作的大方向。信任，以及給與自由度是

最重要的。 

另外，根據設置條例二十二條規定「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

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前項績效評鑑之方

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以「治理」的角度來看，

監督機關宜賦予績效委員會清楚的政策要求，避免與董事會的功能重疊，在制度

設計上，對於行政法人制度的長期發展仍需觀察。 

二、 專業人才培育 

本案第一部分產業調查的展演設施概況，人力不足情形已然發生。如何為場

館培育人才，消弭學用落差，還有賴場館、表演團隊與文化部、教育部的合作，

如建立實習制度、開辦體制內或體制外專業學程。簡文彬總監在訪問時也指出，

表演場館所需要的人才，不只有藝術相關科系，場館也需要來自工學院、商學院

的人才。 

三、 強化與縣市表演藝術資源的連結 

從臺北藝術節與高雄春天藝術節的執行模式可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未來必

須與在地藝術節合作聯盟或進行特色區隔，包含透過藝術節慶培養在地團隊、拓

展觀眾開發、建立行銷網絡，需要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各場館與當地縣市政府形成

良好的溝通管道與共同運作的平臺。而地方政府對於當地表演藝術投注的資源亦

可與國家表演藝術進行聯盟整合，透過分級輔導的方式以及場館自製節目與外租

檔期的調節，共同培育在地節目與團隊。 

四、 強化民間資金媒合平臺 

據第一部分調查結果顯示，12.79%團體表示資金取得不易，為目前所面臨

最大課題，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未來也將面臨營運資金的壓力。近期部份企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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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透過與場館、縣市政府合作提供資金贊助，辦理相關藝術節慶活動(如家樂福

文化藝術季、新舞臺藝術節)，提供團體演出機會。因此在未來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的角色，可以場館為平臺，藉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強化與民間單位合作、募資，

再與表演團體合作製作節目，藉此增加團體的資金來源管道。 

五、 藝術知識的推動與應用 

由本研究的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國內團體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包含市場的

不易拓展。表演團體多元使用各種行銷工具，效果卻顯疲乏，因此國內表演團隊

對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最大的期待乃在觀眾的開發與建立，此一需求可透過表演

藝術知識的推動與應用，如兩廳院售票系統長期掌握觀眾資料，可據此基礎之上

發揮行銷效益，也應將此一數據資訊加以深度分析並與團隊共享。在英國，團體

申請專案中可告訴英格蘭藝術理事會需求，讓專業的觀眾統計分析服務成為被補

助的項目。英格蘭藝術理事會也會購買這些資料供藝術工作者使用。 

六、 在地行銷網絡整合平臺 

據訪談業者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現有的行銷管道不足與疲乏是表演藝術重

要課題之一(占 9.38%)，團體無法有效地開拓潛在藝文消費市場。加上多數團體

肯定過去國藝會所推出的行銷平臺專案計畫，因此本案第一部分產業調查即建議

規劃重新建立表演藝術網絡平臺。而行銷網絡平臺的運作模式在場館的供給增加

下，可透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與在地場館的合作，整合大眾媒體與網絡資源、蒐

集相關觀眾資訊與消費習慣，不僅可促進團體至各地演出時與當地網絡串聯合作，

研擬最適的行銷方式，藉以提升團體的票房收入，亦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與在地

場館進行在地觀眾開發所必須整合的資源。 

七、 文創商品價差優惠補助 

200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三讀通過。臺灣的藝文產業在「文化藝術

獎助條例」及「文化資產保護法」之後，又有新法。其中第十四條規定「為培養

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

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前項補助、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十五條規定「為發展本國文化創意產業，政府應鼓勵文化創意事

業以優惠之價格提供原創產品或服務；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前項原創

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定與補助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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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兩條法令，囿於預算之故，在法令通過後並未被執行。但國外有相當

多針對專屬族群的文化體驗優惠措施，如韓國的文化樂享卡、文化日、歐盟的青

年文化護照…等，主辦機關透過與特定機構或服務提供者的協定提供優惠價格。 

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後，此優惠措施可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政策結合，

重新思考實施，透過場館角色引入外部資源(如企業贊助、地方政府) ，促進藝

術文化參與，並可責成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場館與各區域之其他場館共同推動。 

八、 推動藝術教育 

過去，藝術教育與表演藝術團隊、場館，乃至於文化部並沒有緊密的合作關

係。由本研究的各區域人口概況來看，如何吸引新的觀眾，是各場館的當務之急。

而透過學校藝術教育與表演藝術場館、團體的結合，臺北市政府的「育藝深遠」，

以及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專案已有小成。因此，未來文化部門如何與教育部

合作，研擬將藝術教育帶入學校、將學生帶入場館，並透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建

立常態化及法制化機制，落實藝文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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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部協助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發展應採行之措施 

一、 監督機關的職責、角色與行事基準 

文化部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監督機關，而其職責，已明訂在設置條例第二

十一條，其中最重要的項目為：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二、規章、年度營

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三、財產及財務狀況

之檢查。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獨立機關，文化部為監督機關，根據設置條例

的精神，文化部有清楚的政策目標，透過中心較為靈活的組織、用人及經費運用，

責成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完成政策目標。 

回顧臺灣表演藝術機構行政法人的發展，兩廳院在 2004 年就轉型為行政法

人，2014 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通過。成立三十多年的兩廳院，在這樣

的過程中，已經自立發展，且卓然有成，在兩廳院成立後訓練出來的兩三個世代

的藝術行政、技術劇場工作者，早就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而文化部須更努力與各

部會及社會溝通「行政法人」的政策思考，俾免其他行政單位對於行政法人的陌

生、衍伸行政溝通困難，以及消弭對「行政法人」制度誤解，並委與政策任務。 

二、 表演藝術團隊補助政策的重新檢視 

臺灣對表演藝術的扶助，始自於 1992 年通過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以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文化部）對表演團體的補助為濫觴，而到目前為止，

最重要的仍然是對表演團體的「分級獎助」。而文化部與國藝會的常態補助，加

上各地方文化局的補助，讓臺灣表演團隊發展成為現在的榮景。補助資源有限，

但團隊的發展日趨蓬勃，若國藝會近年的補助數字為例，個案所獲得的金額有下

滑趨勢，且國藝會的補助預算，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補助經費相去不多，反映

了國家級機構的窘境。 

2016 年適逢國藝會成立二十週年，國藝會以論壇及研究報告回顧過去的成

果，也希望大家共同思考未來。文化部應趁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以及國藝會

的二十週年，重新思考與調整補助方式，橫向連結文化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藝會。將補助業務委由國藝會以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屬場館來執行，或許可

以是思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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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調整中，因應場館的完工營運，最迫切的包含中型團隊的升級、觀眾

的開發與培養、產業人才培育發展，需要文化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藝會三

方共同協商，研擬資源整合串聯策略，才能協助整體表演藝術環境朝向正向循環

發展。 

三、 專業行政課程規劃與第三方組織的培育 

未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臺中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成立

後，既有地方場館需打造其各自特色，吸引觀眾。因此未來獨立製作/節目策劃

人的角色會更為重要，透過獨立製作/節目策劃人連結場館與表演團隊相關資源、

規劃節目，提升各項表演藝術資源的投注效益。 

另外，隨著大型場館愈來愈多，加上未來場館可能主導節目的創作與產製，

不再只是扮演場地租賃的角色，因而目前多數表演團體的營運管理難以支撐、難

以有足夠的合約、法規等知識與多個場館同步交涉。因此，建議短期除透過相關

培訓課程，向團體教育、宣導可能的生態改變與團體應具備的管理專業技能培養

外，長期而言應輔導與扶助專業第三方組織亦可加速產業發展專業化。 

四、 擴大表演藝術資金支持 

就本研究深度訪談，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應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單純的表演

平臺，多數期待是集群式的文化藝術機構，賦予優質節目合作產製、完善場地設

備服務提供、行銷平臺的建立、藝文觀眾的開發等公共任務與組織目標。但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若要達到該負的公共任務，確實需要有足夠的預算因應。 

現行的文化部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百分比不到百分之一。而預算書中，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的「政事別」預算皆有「文化預算」。而這些散見於各部會的

「文化預算」，應由文化部來統籌運用，以免重複推動類似計畫或者補助，造成

資源的錯置。 

而各級地方政府，除仰賴稅收外，最重要的經費來源為統籌分配款。而應研

議將統籌分配款的部分百分比列為文化預算，並由文化部進行分配，與地方政府

協力，共同發展。 

另外，除了上述所提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應與教育部在藝術扎根教育的合作

外，客委會、原民會均有提供相關表演藝術的獎補助資源，相關資訊應透過跨部

會平臺進行橫向連結。另外其他部會亦有藝文發展的需求與推動資源，如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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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交流、觀光局的觀光發展，表演藝術不僅可以做為文化交流與文化觀光的

一環，深化國家文化外交外，外交部與觀光局更是可以作為推展國內表演藝術海

外發展的重要平臺。因此定期跨部會交流協商與資源整合，擴大表演藝術資金支

持是現階段表演藝術發展重要的方向。 

五、 執行模式採公私協力與平臺架設 

1996 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為臺灣的表演藝術補助制度建立了良好

的典範。國藝會建立了臂距原則、同儕審查等過去未在臺灣施行的制度，也贏得

業界的信任。而近年的中介組織與平臺的發展，滿足了業界的需求，也指出了未

來的方向。 

文化部應重新思考部內業務，將政策思考以及政府部門間的橫向聯繫列為優

先，在公務人員員額不增加的情況下，將獎補助業務委由平臺及專業組織執行，

其中，交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屬場館執行或許可以是思考的途徑。 

以國際交流平臺為例，近年來由於各國均減少文化支出，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日漸增加。而國藝會自 2014 年開始的的「國際交流平臺」專案，扶植七個中介

組織進行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紀錄片及文學的國際交流。而七個平臺中，有四

個與表演藝術相關。此專案的其宗旨在於將臺灣的表演藝術推向海外，以參與各

國藝術節與作品的國際共製，代替過往的「交流」。而文化部應與「國際交流平

臺」合作，甚至在各中介組織發展更為成熟後，將其納入文化部的的政策中，仿

照經濟部透過中介組織推動產業升級的方式，引導民間的力量成為政策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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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專題研究：非售票型演出(含戶外演出及民間廟會

演出…等)對藝文環境的影響及貢獻 

本案非售票型演出的研究範疇以該演出活動並無特定條件，民眾可自行參與

欣賞的演出活動為主。如政府機關舉辦藝文節慶活動及基層巡演、表演團體戶外

演出及偏鄉巡演、傳統民間廟會活動等(未包含商業場所演出活動，該類型活動

雖對民眾而言為免費演出，但為特定族群才能欣賞之演出活動，故未在此次研究

範疇內)。 

非售票型演出活動主要可分為文化性公演與民間傳統表演藝術兩種形式。文

化性公演為平衡全國城鄉藝文資源，培養藝文欣賞人口，透過辦理藝文活動方式，

是要促進民眾對表演藝術的參與，並培養在地藝文人口，如文化部藝傳千里-表

演藝術團體巡迴基層演出、臺北市-文化就在巷子裡、紙風車劇團-兒童藝術工程。

民間傳統表演藝術為臺灣原生且非屬殿堂表演藝術，及演出場合非於音樂廳、戲

劇院等文化設施場域，而屬該傳統表演藝術生態最初始演出場域。 

此外，對傳統表演藝術團隊而言，除透過文化性公演傳承與推廣傳統表演藝

術之外，民間廟會演出亦是其主要活動之一。近期由於社會變遷、經濟型態改變、

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民間廟會演出場次減少。而表演團隊為維持營運，透過削

價競爭，增加演出機會，使得演出品質日益下滑。 

透過非售票型演出，可平衡城鄉差距、推廣及傳承表演藝術，並藉此培養團

隊，開發團員潛力，建立其品牌形象，對我國整體藝文環境確有其貢獻。 

因此本研究希望深入研析非售票型演出(含戶外演出及民間廟會演出…等)對

國內整體藝文環境所帶來的影響與貢獻，包含非售票型活動的背景、目的、類型

及執行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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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性公演對藝文環境的影響與貢獻 

文化性公演活動辦理的主要目的為平衡全國城鄉藝文資源，培養藝文欣賞人

口，透過辦理藝文活動主要是促進民眾對表演藝術的參與，並培養在地藝文人口。

因此本章節就透過整體非售票型活動概況、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所辦理文化性公

演活動的施行目標、活動形式、民眾參與概況，藉以說明其對整體藝文環境的影

響與貢獻。 

第一節、 文化性公演辦理概況與執行方式 

一、 辦理概況 

本研究所統計之各縣市非售票型藝文活動係以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中

「售票與否」欄位中「否」之活動為準。根據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資料顯示，

2014 年有 60.36%比例是非售票的藝文活動21，較 2013 年有微幅增加情況，根

據本研究團隊訪談得知，舉辦非售票活動主要是促進民眾對表演藝術的參與、推

廣與傳承表演藝術，並藉以培養觀眾群。但透過文建會(2010)表演藝術消費者調

查，非售票型演出活動場次多寡，對消費者在購票上有其影響存在，在資源有限

之下(可支配所得、時間)，當年度若有大型節目演出，對於民眾購買國內團體演

出節目易產生排擠效應。 

 

圖 46、2010-2014 年表演藝術活動非售票比例 

註：非售票型藝文活動計算方式：各年度各縣市非售票型演出活動數除以各縣市總藝文活動數(全國藝文活

動資訊系統網，有註明該活動是否售票之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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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類型表演藝術活動來看，音樂類型的未售票比例最高(約為 63.34%)，

說唱類型的未售票比例最低(約為 45.4%)。近 5 年各類型表演藝術活動未售票比

例除舞蹈類外，大多呈現下降趨勢。然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除說唱類型之外，

其他各類型未售票比例有些微增加趨勢，其可能原因為 2014 年適逢九合一選舉，

各縣市政府或許會透過舉辦藝文活動，增加曝光度，有助其施政績效提升。 

表 33、2010-2014 年各類型表演藝術活動未售票比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音樂 67.08% 68.48% 65.74% 62.91% 63.34% 

舞蹈 53.68% 52.78% 48.19% 49.58% 57.19% 

說唱 70.52% 74.66% 64.75% 57.25% 45.40% 

戲劇 63.92% 65.25% 60.30% 57.23% 60.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從各縣市舉辦非售票性質的藝文活動來看，自 2011 年起各縣市非售票性質

的藝文活動比例，已有逐漸下降趨勢。為協助各縣市文化中心開拓售票演出市場，

各縣市政府根據各區域的藝文活動人口發展現況，以及相關藝文活動性質，來判

斷活動售票與否。另外國內表演藝術團隊也開始意識到過多非售票性質的藝文活

動對於國內表演藝術市場的影響，因此積極朝向售票型活動邁進。 

各縣市 2014 年非售票比例以金門縣(96.7%)的比例最高，但其非售票比例

較 2013 年些微下滑；非售票比例最低的縣市為臺北市(34.09%)，但較 2013 年

非售票比例些微增加。 

表 34、2010-2014 年各縣市表演藝術活動未售票比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年成長率 

宜蘭縣 42.32% 47.84% 43.06% 44.28% 52.03% 17.50% 

花蓮縣 93.44% 91.95% 87.87% 78.19% 79.46% 1.63% 

金門縣 100.00% 100.00% 97.59% 97.75% 96.70% -1.07% 

南投縣 86.90% 88.78% 78.33% 66.57% 82.34% 23.69% 

屏東縣 88.62% 89.92% 82.45% 76.17% 73.36% -3.69% 

苗栗縣 97.43% 97.34% 67.33% 75.64% 73.98% -2.20% 

桃園市 94.53% 89.86% 89.60% 86.19% 90.57% 5.08% 

高雄市 61.95% 48.56% 39.35% 43.17% 51.37% 18.99% 

基隆市 51.17% 62.33% 58.74% 53.26% 55.64% 4.46% 

連江縣 100.00% 100.00% 76.92% 100.00% 100.00% 0.00% 

雲林縣 95.43% 90.58% 77.75% 94.43% 85.89%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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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年成長率 

新北市 84.86% 87.74% 85.01% 83.87% 86.34% 2.95% 

新竹市 69.53% 75.62% 70.29% 80.25% 68.01% -15.25% 

新竹縣 93.33% 87.16% 81.29% 83.71% 70.06% -16.31% 

嘉義市 89.93% 82.04% 81.96% 77.59% 76.21% -1.78% 

嘉義縣 65.43% 60.76% 54.01% 46.43% 72.81% 56.82% 

彰化縣 77.36% 74.93% 69.96% 63.69% 90.71% 42.42% 

臺中市 66.05% 67.84% 66.62% 56.30% 66.70% 18.47% 

臺北市 41.39% 39.54% 35.79% 33.57% 34.09% 1.56% 

臺東縣 99.03% 87.28% 40.61% 78.48% 92.48% 17.84% 

臺南市 62.78% 66.61% 74.99% 64.22% 79.22% 23.36% 

澎湖縣 87.65% 93.44% 75.47% 83.10% 78.13% -5.99% 

註：非售票型藝文活動計算方式：各年度各縣市非售票型演出活動數除以各縣市總藝文活動數(全國藝文活

動資訊系統網，有註明該活動是否售票之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二、活動執行方式 

目前由公部門舉辦的文化性活動相當活絡的態勢，然而根據深度訪談與焦點

座談，囿於公部門的人力資源，許多活動均委託公關公司進行節目演出的安排，

僅少數縣市是由專業團隊策畫與執行。 

公關公司投標前通常會先尋求知名/資深團隊的合作意向，組成優勢節目卡

司以利評選。但於得標後，部分公司會以團隊價碼太高為由商請團隊降價、或變

換節目卡司以增進活動整體利潤，對於表演藝術產生不健全的競爭環境。再者，

許多公關公司對於表演藝術性質不甚了解，對於演出活動可整合協調的資源無法

有效運用，增加團隊成本負擔或損及活動演出效益。 

除了委由公關公司承辦外，部分縣市也開始理解藝術節慶活動的辦理需要長

期累積能量，並建立與表演藝術生態圈的信任與合作關係，這些細部策劃執行需

要有專業團隊扎根經營，因此，臺北市政府成立的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高雄市政府成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透過專業經營，不但型塑

藝術節慶活動的特色，也有效地將資源投入滾動正向的表演藝術文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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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性公演的貢獻與影響 

綜合上述，由於偏遠地區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往返所需時間與交通成本高，

因此各級政府機構與民間團體透過辦理各種形式的文化性公演活動，將表演藝術

帶至全臺各鄉鎮。本節就各級政府機構與民間機構辦理相關文化性演出活動對藝

文環境的貢獻與影響加以說明。 

一、對藝文環境的貢獻 

(一) 文化平權 

長久以來我國表演藝術產業，多集中發展於大臺北地區，因此為促使表演環

境均衡發展，縮短城鄉之間藝文差距，培育藝文欣賞人口，以及扶植我國表演團

隊，建構出健全的藝文環境。 

透過由政府主辦、協辦之非售票型演出活動，及民間機構、團體所辦理之演

出活動，如文化部表演藝術團體巡迴基層演出、紙風車劇團……等所辦理的偏鄉

巡演活動，主要是希望藉由表演團體到當地免費演出，提供當地民眾、孩童一個

欣賞表演的機會，讓受限於城鄉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等因素而無法欣賞到表

演的民眾，能觀賞到演出活動，藉以提升我國文化競爭力。 

此外，如紙風車劇團與文化部、新竹物流合作臺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藉由

紙風車劇團為平臺，安排各類型表演團體進行基層巡迴演出活動，提供民眾多元

化文化休閒活動，讓民眾可欣賞到各類型的演出節目；雲門舞集每年在繁忙的海

內外巡演外，仍固定會進行戶外演出，即是希望讓沒有機會進劇場欣賞演出的民

眾也能親自參與雲門的演出。進而帶動地方藝文事業的發展，並提升我國民眾對

表演藝術的欣賞能力，達到文化扎根的目的。 

(二) 推廣與傳承 

近年政府為保護我國傳統表演藝術日漸萎縮的演出空間，透過各項政策輔導

與協助，讓趨於式微的廟會民戲與民俗節慶出現轉機。自 2000 年起透過相關政

策主導與協助，讓廟會慶典活動、劇團經營策略出現改變，使傳統表演藝術轉化

為文化性公演，比照現代劇場的製作流程與舞臺設備，有專業人員編制與技術分

工，以精緻的戲劇品質為訴求，呈現兼具傳統廟會外臺戲與室內劇場的雙重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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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於文化性公演之製作成本與人力成本較高，團體多半無法獲利，主要是

透過文化性公演拓展團體知名度與提升團體演出品質，藉以增加廟會民戲邀演的

機會及提升觀眾付費進入劇場觀看的意願。 

歷經 10 多年政府輔導政策與團體自發性向上的雙重推動之下，使團體在節

目製作品質上有所提升與累積，讓傳統民間傳統表演藝術能在保有傳統宗教祭祀

的功能下，兼顧推廣傳統表演藝術之目的。 

此外，除由政府主辦外，近年如保安宮-保生文化祭、三重先嗇宮……等民間

組織，將傳統民間廟會演出活動轉化為文化性公演，除提供觀眾欣賞傳統表演藝

術的機會，並藉此提升演出節目品質，讓傳統表演藝術得以傳承與推廣至下一代。

保安宮所辦理保生文化祭，透過為期 1 個月，集結多組傳統表演藝術團體在廟埕

進行演出的家姓戲，提供民眾輕鬆看戲的環境。在節目選擇上，則是以公開徵選

方式。據訪談了解，由於保生文化祭-家姓戲集結多組團體進行演出，團體間易

產生隱形競爭的情況，因此整體演出節目內容品質提高，對團體而言類似小公演。

對傳統表演藝術而言，此類演出機會，能提升演出節目的品質，將傳統表演藝術

的美傳承給下一代，讓更多年輕觀眾能欣賞到精緻的傳統表演藝術節目。 

(三) 培養團體 

根據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22顯示，平均一年非售票型演出場次超

過 8,500 場，提供表演團體演出平臺。對表演團體而言，透過參與文化性公演能

從參與中學習並累積經驗，進而增進團體本身實力，塑造出自我的表演風格，建

立品牌形象等。如部分團體參與臺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至各地演出，藉此培養當

地觀眾，據訪談了解，許多團體透過該演出平臺，打響其本身知名度，培養其忠

實觀眾群；國藝會-歌仔戲/布袋戲製作發表專案，提供團體節目製作的專業支援，

藉此提升節目製作品質，部分參與該專案的團體陸續進入分級獎助及縣市傑出團

隊。此外，非售票型演出對於許多新興團隊開發其團員潛力與提升其演出水平上，

更是有其正面能量與價值意義所在。 

                                                      
22

 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址：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HySearchG22013/AdvancedSearch.asp&ctNode=676&mp

=1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HySearchG22013/AdvancedSearch.asp&ctNode=676&mp=1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HySearchG22013/AdvancedSearch.asp&ctNode=67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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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010-2014 年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演出場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然而，據訪談傳統表演藝術團體了解，一般文化性公演由於演出場所較為專

業，演出節目如現代戲劇須有固定的腳本、走位、專業燈光、音響……等，且目

前許多表演團體在參與文化性公演時，會尋求與業界或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合作，

為作品增添想像空間。然跨界的合作往往需要更多的磨合時間，才能了解彼此，

製作出優質作品，並非所有合作都能成功，有時更會使團體面臨水土不服的情況，

迷失團體本身的道路，甚至與以往觀眾欣賞表演的習慣有所牴觸。 

(四) 擴大民眾參與 

透過歷年文化統計資料可發現，自 2010 年起我國表演藝術活動參與率呈現

增加趨勢，雖 2014/15 年碰到大型社會/政治選舉運動，排擠到民眾參與藝文活

動的意願，因此民眾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比例較 2013 年些微下滑。 

透過文化性公演或是民間廟會演出，如臺北市文化就在巷子裡、高雄市庄頭

藝穗節、保生文化祭，提供民眾一個較為方便的欣賞管道，讓參與藝文活動更為

便利。縮短表演藝術與民眾的距離，進而誘發民眾對表演藝術的興趣，擴大我國

表演藝術消費市場。由此可知藉由文化性公演或是民間廟會演出，縮短表演團體

與民眾的距離，讓看表演不一定是需要到劇院、音樂廳，而是在住家附近就能親

自欣賞到表演，進而誘發民眾對表演藝術的興趣，擴大我國表演藝術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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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010-2014 年表演藝術活動參與率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歷年文化統計23 

(五) 發展文化觀光 

近年各縣市政府發展在地特色文化，將具傳統宗教色彩的民俗節慶活動注入

文化、經濟、觀光等新元素，藉以推動地方觀光產業。現代民眾對於觀光的需求

中，主要看中其帶來的人生體驗，因此當地特殊性文化慶典活動就是其中一項。 

此外，透過辦理藝文節慶活動，保存在地文化，長久下來累積足夠知名度，

吸引國內外旅客參與，促進周邊觀光產業發展，並且能提升當地民眾對於在地文

化的認同感。 

然透過政府辦理傳統民俗節慶發展文化觀光，並保存無形文化資產，如臺中

市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活動內容圍繞著大甲媽祖遶境為主體展開，傳統科

儀由大甲鎮瀾宮負責，文化局則辦理包括信仰文化、武藝文化、戲曲文化、產業

文化、藝術文化、觀光旅遊文化、學術文化等七大主軸24，透過此活動帶動當地

觀光發展，達到宣傳與行銷城市目的。 

(六) 經濟效益 

本研究計算文化性公演對藝文環境貢獻，主要是消費者參與演出活動消費金

額及表演團體參與表演收取演出費部分加以計算文化性公演對於表演藝術產業

的貢獻。 

                                                      
23

 文化部文化統計網，網址：http://stat.moc.gov.tw/HS_UserItemResultView.aspx?id=11 
24

 參閱自洪菁珮(2009)，喧嘩之外的凝視-台灣地方文化藝術節現象與政策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

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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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參與文化性公演之經濟效益 

本研究主要透過盤點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2014 年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

資訊，可得知 2014 年共有 7,372 場非售票型演出活動25；根據全國藝文資訊系

統中，各主辦單位所回報的參與人數，可得到平均一場文化性公演參與人數，平

均一場參與人數為 886 人；平均消費金額部分，由於文化統計中所提供平均每

位民眾參與表演藝術活動之消費金額，含民眾參與售票型演出之門票花費，因此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業者、2014 文化統計原始資料、呂弘暉(2011)高雄表演藝術

演出活動附加產值之研究26、及國內外相關文獻針對消費者參與節慶活動所消費

之金額，藉以估計消費者參與文化性公演活動貢獻之金額。 

表 35、各類型非售票文化場演出概況 

節目類型 非售票場次 平均參與人數 

戲劇(含民俗慶典) 2,946 場 821.34 人 

舞蹈 686 場 975.88 人 

說唱 56 場 914.22 人 

音樂 3,684 場 833.61 人 

總計 7,372 場 約 886 人 

註：由於推廣性質活動(如校園推廣活動)在團體演出費用上與一般非售票型活動不同，因此本部分僅計算一

般非售票型演出活動場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計算公式 

 

           X 

           X 

= 

 

                                                      
25

 原 2014 年非售票型演出場次為 8,523 場，但由於部分具推廣性質活動(如校園推廣活動)在團體演出費

用上與一般非售票型演出活動不同，因此本部分僅計算一般非售票型活動，推廣性活動部分將透過質化方

式進行說明。 
26

 呂弘暉(2011)，高雄表演藝術演出活動附加產值之研究，臺北市  

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平均參與人次 

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總場次 

消費者平均消費金額 

消費者參與文化性公演之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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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結果 

本研究依據上述各變數計算出我國消費者參與文化性演出之消費支出為新

臺幣 23.7 億元-56.1 億元區間內。平均每年單一縣市辦理非售票型演出所創造

之經濟效益為 1.2 億至 2.8 億元。 

表 36、消費者參與文化性公演之經濟效益 

單位：新臺幣元 

人均消費金額參考 消費者支出 

呂弘暉 2011 下限($367) $2,397,094,264 

呂弘暉 2011 上限($504) $3,291,922,368 

臺灣燈會($860) $5,617,169,120  

愛丁堡($700) $4,572,114,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計算 

2. 表演團體參與文化性公演之經濟效益 

表演團體參與文化性公演部分，主要以收取演出費用為主，據訪談了解，演

出費部分會依演出類型與節目規模而有所不同，具有徵選性質的節目演出費較高。

透過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現代戲劇/歌仔戲團體平均一場演出費

為 9 萬、布袋戲/民俗活動一場為 1.5 萬、舞蹈類一場 7.4 萬、音樂類一場為 5.5

萬；分級獎助團隊，現代戲劇/歌仔戲團體平均一場演出費為 20.9 萬、布袋戲/

民俗活動一場為 12.3 萬、舞蹈類一場 35.2 萬、音樂類一場為 47.5 萬。藉以估

計表演團體參與文化性公演活動之貢獻金額。 

計算公式 

 

         X 

     = 

計算結果 

據上述各變數計算出我國表演團體參與文化性演出之收入約為新臺幣 4.5

億元至 25.3 億元之間。  

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場次 

非售票型文化性公演團體演出費/贊助費 

團體參與文化性公演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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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藝文環境的影響 

雖然辦理文化性公演活動對藝文環境有正向貢獻，如文化平權、推廣與傳承、

培養團隊、擴大民眾參與、發展文化觀光、經濟效益等，但因執行方式，恐對表

演藝術生態產生負面影響，又因整體數量過多，衝擊付費演出的參與。 

(一) 衝擊付費演出 

我國民眾表演藝術參與率自 2010 年起呈現上揚趨勢，但對照民眾付費參與

表演藝術活動占總參與比例，僅現代戲劇類 52.91%民眾為付費參與表演藝術活

動，且對照表演團體的營運狀況亦未有明顯改善情況。由於目前文化性公演活動

主要目的是希望擴大當地藝文活動的觀眾族群，大多採取免費的形式吸引民眾前

往，因此民眾參與率有所增加，但團體收益未有明顯改變(參見本案團體調查收

入概況)；對表演團體而言，目前多以收取演出費形式，因此演出酬勞與觀眾人

數多寡並未有直接的關聯性。而在有限資源之下，民眾會選擇免費的演出，放棄

須購票才能欣賞的演出節目，造成表演團體營運狀況艱鉅。 

表 37、2014/15 年民眾付費參與表演藝術占總參與比例-依類型 

 

古典與傳統音樂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付費參與率 40.33% 52.91% 19.42% 28.14% 

註 1：計算方式為各類付費參與人數/各類總參與人數 

2：《2014 文化統計》在文化消費調查時間與往年不同，以往為在特定年度民眾參與之情況，本次改為

在最近一年內民眾參與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文化消費調查原始資料 

另外，在未來 2 年內陸續有新場館完工啟用，若要維持場館正常營運，且政

府預算有限之下，就是需要民眾進場消費才行，因此除擴大藝文觀眾族群外，培

養民眾付費欣賞藝文活動的觀念，對我國表演藝術產業長遠發展有其重要性在。 

此外，為了解非售票型演出與售票觀眾兩者間的關係，本研究透過兩廳院售

票系統 2010-2014 年「總售票觀眾數」與「非售票演出場次數」了解其關聯性。

根據線性迴歸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代表當非售票型演出場次增加時，

我國表演藝術相關演出活動的售票觀眾數會減少，反之亦然。也表示對觀眾而言，

在資源有限之下，非售票型與售票型演出兩者存在替代關係，當民眾參與非售票

型演出時，可能會降低其購票參與售票型演出的意願。因此若要讓觀眾購票進場

欣賞演出，則需要在節目內容上與免費性活動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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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關公司素質不一 

目前許多政府主辦之藝文活動，多透過外包給公關行銷公司進行規劃，但由

於許多公關公司對於表演藝術性質不甚了解，對於演出活動可整合協調的資源無

法有效運用，增加團隊成本負擔或損及活動演出效益。但由於公關公司的素質不

一，造成這些非售票型演出活動未必能實際達成活動目標與效益，以及對表演藝

術生態產生負面的競爭環境。 

(三) 缺乏長期性規劃27 

目前各縣市政府為推廣藝文活動，透過辦理各種形式的藝文節慶活動，提供

民眾參與的機會，但多數的藝文活動是由政府委託民間經紀公司進行規劃，在節

目型態、表演團隊連貫性上未有專業性的考量，對於觀眾而言，僅是參與一次性

的活動，欠缺長期性的吸引力，對於培養與開發當地藝文資源的能力有限。 

綜觀國內外較為成功的案例，主要以當地的藝文環境為考量，且在擁有能長

期獨立運作的主辦單位機制下，做長期性的藝文活動規劃，在節目內容的規劃上

具有一致且品質保證，藉此累積知名度，創造出自我品牌，藉此吸引各地區的民

眾參與。 

 

 

                                                      
27

 參閱自邱坤良(2012)，紅塵鬧熱白雲冷-臺灣現代藝術節慶的本末與虛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戲劇學刊(2012)，頁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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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間傳統表演藝術對藝文環境的影響與貢獻 

第一節、 傳統表演藝術發展生態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5)《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生態

觀察與分析計畫》，傳統表演藝術的生態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觀之，一是休閒、習

藝的文娛生活為主，傳統戲曲音樂亦是早期臺灣民間最普遍之休閒娛樂。臺灣的

演藝團體除職業劇團外，尚有許多業餘性質之子弟軒社，兼具休閒娛樂、社交聯

誼及凝聚族群意識等多種社會功能。 

第二層是與宗教/儀式密不可分，不論歲時節令、神誕或建廟、修廟，民間

流行演戲酬神的習俗。臺灣傳統戲曲其實並非純粹屬於表演藝術，其宗教儀式性

往往重於藝術性，民間之戲曲通常附屬在宗教活動中，傳統戲曲與民間信仰息息

相關，尤其落地掃及野臺表演型態，幾乎均與酬神廟會活動有關，而傀儡戲，本

身即為一種宗教儀式。 

第三層是後期興起的文化性公演與推廣，隨著七、八○年代鄉土文化運動的

興起，各界也開始重視臺灣的傳統文化、挖掘傳統藝術之美，同時結合官方的力

量來推廣臺灣傳統表演藝術，諸如設立薪傳獎、評選演藝扶植團隊、舉辦民間劇

場、匯演等活動。 

在屬於第一層以文娛生活為主的南管音樂、北管音樂，隨著娛樂多樣化的發

展，自發性地參與館閣習藝的誘因減少，因此為推動傳統表演藝術走向民眾，目

前屬於文娛生活為主的傳統表演藝術類型，部分也向文化性公演與推廣發展。 

而第二層與宗教/儀式密不可分的傳統表演藝術，在大家樂興起時邁向最高

峰，但隨著經濟景氣的變化、都市化的衝擊以及環保意識的抬頭，衝擊到演出機

會，同時也受到西方劇場傳入的影響，加上政府開始重視臺灣傳統文化，目前屬

於宗教/儀式為主的傳統表演藝術類型，也進入文化性公演場域，進行藝術升級

與推廣。 

第三層的文化性公演與推廣，除了上述以文娛生活及宗教/儀式為主的傳統

表演藝術類型逐漸跨入此場域，原來隨政府遷臺而在臺灣紮根的大陸劇種原係在

文化場領域耕耘，在臺灣的發展與演出，與臺灣其它傳統劇種的情況，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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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傳統表演藝術生態範圍 

資料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5)，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生態觀察與分析計畫，頁 17 

而第二層與宗教密不可分的傳統表演藝術，即是本研究非售票演出的另一種

重要型態。所謂「民間傳統表演藝術」，係指臺灣原生且非屬殿堂表演藝術，即

演出場合非於音樂廳、劇院……等文化設施場域，而屬該傳統表演藝術生態最初

始演出場域。在音樂類包含南管音樂的館閣活動、整絃大會；北管的陣頭活動；

子弟團於各廟會的排場演出；原住民音樂的祭典音樂等；戲曲類包含酬神扮仙的

歌仔戲、布袋戲……等。 

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的演出方式，隨著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之演化，展現出

多重文化屬性與不同表演型態。其中廟會民戲，是目前多數傳統表演藝術團體主

要營收來源。根植於廟會神誕與歲時節慶，緊密地融合在庶民生活的社會文化網

絡中，發揮著祈神祭祖與酬神還願的宗教儀式功能，同時也提供休閒娛樂、凝聚

地方情感及促進社交聯誼之意義。這些存於民間的傳統表演藝術活動，通常並非

單純藝術表演，而是蘊含深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模式與行為。 

根據產業問卷調查顯示，傳統表演藝術類在民間傳統廟會演出的比重相對其

他類型高，也就是所謂民戲的寺廟酬神之需求。民戲邀演主要來自寺廟管理單位，

或者是一般信徒親自邀請演出，但演出型態大多簡易甚至是粗糙，且演出數量連

廟宇單位本身都難以掌握，演出團體數量也有虛增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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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表演藝術的形式上透過深度訪談了解為主，而在數量上則配合表演藝術團體

問卷進行調查。 

 

圖 50、表演藝術團體演出場地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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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間傳統表演藝術演出與民眾參與概況 

本節除利用表演藝術團體問卷調查外，並透過主要表演團體戲路表的蒐集，

解析傳統表演藝術團體參與民間傳統表演藝術活動演出場次情形，並呈現民間傳

統表演藝術存在的形式與主要檔期，以釐清對傳統表演藝術團體的重要性。 

第一節、 演出概況  

由於傳統表演藝術可細分為許多類，如歌仔戲、布袋戲、京劇、崑曲……等

類型，但許多傳統表演藝術活動目前多以文娛生活、陶冶心智為主，較少進行演

出活動，因此以歌仔戲、布袋戲為傳統表演藝術代表。 

(一) 演出形態 

透過表演團體28戲路表顯示，歌仔戲團體演出活動，以外臺戲占其整體演出

68%最多；其次為免費戶外大型公演占 14%；售票演出活動占 14%；海外公演

占 2%，其中 2014 年海外公演較集中於新馬地區。布袋戲團體演出活動，外臺

戲占整體演出 83.79%；其次是校園公演與一般戶外公演，分別占 7.53%與

6.62%。 

 

圖 51、2014 年歌仔戲團體演出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歌仔‧客家‧戲曲部落格
29

 

                                                      
28

 表演團體主要包含：一心戲劇團、秀琴歌劇團、明華園系列團體、春美歌劇團、明珠女子歌劇團、文和

傳奇戲劇團等團體。 
29

 歌仔‧客家‧戲曲部落格，網址：http://taiwaneseopera.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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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014 年布袋戲表演團體演出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30

 

(二) 演出檔期 

外臺戲演出的淡旺季與民俗節慶、神誕廟會息息相關，大月(旺季)31主要是

農曆 1 月、2 月、3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大日則是這天表演團體確定

一定會有演出，如農曆 2 月 2 日土地公誕辰、農曆 3 月 23 日媽祖誕辰等。 

外臺戲之大月、大日與一般民眾的生活作息及信仰有關，在農業社會時，十

月時收冬完後，為感謝天公保庇一年順利收穫而演平安戲；傳統民俗活動(如做

醮)也是在農閒時期舉辦。 

農曆 1 月正值過年期間，除各地皆有迎媽祖活動外，還有玉皇大帝、清水祖

師、關聖帝君誕辰；二月則是以土地公誕辰(春祈)為主；三月則是廟會的旺季，

有玄天上帝誕辰、保生大帝誕辰以及媽祖誕辰，各地廟宇皆會請戲班演戲酬神，

有時甚至要拆團演戲才能應付同時段不同廟會的演出。 

由於臺灣民間有許多陰廟(如有應公、大眾爺等)在農曆 7 月都會進行祭典，

加上普渡活動，因此演出機會多；8 月 15 日則是土地公第二次生日(秋報)，加

上土地公廟是全臺廟宇數最多的，因此 8 月也成為戲班的大月。 

由歌仔戲與布袋戲團體的戲路表可發現，上半年度以 2-5 月，下半年度為以

9-12 月為團體主要演出檔期。另外淡季則明顯集中在國曆 1 月，由於其適逢農

曆 12 月，民眾通常要準備過年，不會請劇團來演出，且部分廟宇會利用淡季作

                                                      
30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網址：http://seden1985.blogspot.tw/p/program.html  
31

 大月、大日是表示民戲戲路較多的月或日，也就是演出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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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這也說明諺語：「十二月戲沒人請，只好學補鼎」的現象，至今仍然存在。 

 

圖 53、2014 年歌仔戲團體演出檔期概況 

註：此部分演出活動僅計算團體參與民戲演出之檔期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歌仔‧客家‧戲曲部落格
32

 

 

 

圖 54、2014 年布袋戲團體演出檔期概況 

註：此部分演出活動僅計算團體參與民戲演出之檔期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33

 

 

 

 

 

 

 

                                                      
32

 歌仔‧客家‧戲曲部落格，網址：http://taiwaneseopera.pixnet.net/blog 
33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網址：http://seden1985.blogspot.tw/p/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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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出費用 

1. 演出酬勞34 

對傳統表演藝術團體進行外臺戲演出而言，演出酬勞為主要收入來源，據訪

談了解目前市場行情價布袋戲使用現場配樂演出的大約一場 2 萬 8 至 3 萬元左

右，若是使用錄音帶演出一場約 6,000 元；歌仔戲部分一場大約在 3.5 萬至 5 萬

元左右，會依節目演出規模不同，但若是連臺演出酬勞較低。 

而在大月、大日時，如土地公誕辰各地廟宇皆需要請表演團體進行酬神演出，

但表演團體卻沒那麼多，在需求大漲，供給不足時，團體透過漲價方式解決供給

不足的問題，因此以往演出費用一場是三萬元，大日則收取六萬元，從這可看出

外臺戲演出市場早已有其固定的市場機制存在。且依據訪談了解，在大月、大日

的日子，部分表演團體會出現分團情形，也就是將原本的演員分成幾個小團，使

其在同一時間，能在不同的地點演出，讓當天賺到較平常高出幾倍的收入。 

在團體的演出價碼上也非固定，在特殊場合演出費用也不一樣，如在作醮時

需要大排場，每場的價格可能五萬、十萬不等，均需視表演團體的知名度及排場

而定。另外，據訪談團體表示，演出價碼亦會與節目規格有所連結，如布袋戲在

外臺戲若為錄音班形式，通常只需要 1-2 人即可完成演出，因此一場約 5-6 千

元；歌仔戲錄音班因所需人力與道具仍有一定規格，故一場大約 2.8 萬以下。由

於削價競爭情況，造成外臺戲的演出素質更加低落。 

但據團體表示，並非所有團體均會降低價碼爭取演出機會，部分知名團體為

維持團體的價值或名氣，遇到演出費低於本身行情時，寧可不演出也不會降價。

對團體而言，除成本考量外，價值判斷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避免因而降低團體本

身價值。 

 

 

 

                                                      
34

 參閱自臺灣民俗文化研究室，網址：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SkY

yRwMvKAhUmXqYKHeLLA4oQFggaMAA&url=http%3A%2F%2Fwww.folktw.com.tw%2F&usg=AF

QjCNGGWRnM7e6Z9pQJO2vCAHtOt9-_Bw&sig2=MvqlDeMHKgc1Q-zqllQTj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SkYyRwMvKAhUmXqYKHeLLA4oQFggaMAA&url=http%3A%2F%2Fwww.folktw.com.tw%2F&usg=AFQjCNGGWRnM7e6Z9pQJO2vCAHtOt9-_Bw&sig2=MvqlDeMHKgc1Q-zqllQTj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SkYyRwMvKAhUmXqYKHeLLA4oQFggaMAA&url=http%3A%2F%2Fwww.folktw.com.tw%2F&usg=AFQjCNGGWRnM7e6Z9pQJO2vCAHtOt9-_Bw&sig2=MvqlDeMHKgc1Q-zqllQTj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SkYyRwMvKAhUmXqYKHeLLA4oQFggaMAA&url=http%3A%2F%2Fwww.folktw.com.tw%2F&usg=AFQjCNGGWRnM7e6Z9pQJO2vCAHtOt9-_Bw&sig2=MvqlDeMHKgc1Q-zqllQT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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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扮仙禮與賞金 

除演出酬勞外，團體也會有些額外收入，其中以扮仙戲為主要來源。表演團

體在廟宇開演的首日或神明誕辰當天皆會進行扮仙戲，此時廟方或信徒都會致贈

紅包以示謝意，有時扮仙戲的收入還會比演出酬勞高，因此梨園諺語：「加官禮

恰贏過戲金銀」，意思是扮仙戲的禮金收入反而比演出酬勞高。 

賞金則是團體另一項收入來源，當演出節目精彩時觀眾會以「貼賞金」的方

式表示喝采。賞金對象則分為團體與個人兩種，若對象為團體則由全體人員平分，

若有指定對象則屬個人收入。 

(四) 各地區活動概況 

自 1970 年代後，由於社會型態改變，使得民戲演出場次減少，且受 921

大地震(1999 年)影響部分廟宇之廟會慶典與酬神活動均暫停演出，導致民戲演

出場次大幅減少。後續雖有復甦情況，但整體演出場次已不復以往，且演出品質

下降，如透過播放錄音帶取代現場演員口白的方式，大幅降低演出人力，此演出

活動已是單純酬神祭典的宗教儀式，失去了原有欣賞文化藝術的價值。 

據訪談業者了解，目前民戲活動仍以南部地區演出機會最多，民眾有欣賞民

戲的習慣，整體民戲市場較其他地區活絡。但近期南部地區開始改變演出時間，

從傳統的午、夜場配合祭祀活動改為上、下午場。 

中部地區，由於傳統戲曲團體數多，加上廟方人員通常會選擇演出費較低的

團體，因而出現歌仔戲、布袋戲錄音班及部分團體惡性削價競爭……等現象。 

北部地區多屬都會地區，許多廟宇並未有足夠腹地可興建廟埕，造成團體沒

有場地可進行演出，加上其他外在因素(如噪音汙染、環保意識抬頭)，演出時經

常會收到民眾的抗議，因此廟方為避免麻煩，乾脆就不請團體演出。此外，如臺

北市、新北市為推廣傳統表演藝術，推出如文化就在巷子裡、巷弄藝起來等文化

場演出，因此整體民戲演出場次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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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眾參與概況 

根據文化部《2014 文化統計》資料顯示，自 2010 年起民眾參與傳統民俗

活動的比例穩定成長，2014 年民俗活動民眾參與率為 30.4%。各年齡層參與情

況來看，以 40-49 歲族群的參與率最高(為 35.3%)，其次是 50-59 歲族群 32.0%。 

 

圖 55、傳統及民俗慶典參與率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統計網-歷年文化統計
35

  

                                                      
35

 參閱自文化部文化統計網-各類文藝民俗活動參與比率，網址：

http://stat.moc.gov.tw/HS_UserItemResultView.aspx?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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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間傳統表演藝術的貢獻與影響 

透過上節資料顯示，對傳統表演團體而言，仍以外臺戲的演出主，但據訪談

了解，由於社會型態改變、及噪音汙染、環保意識抬頭等外在因素所致，我國傳

統表演藝術的原生環境崩壞，外臺戲演出市場嚴重萎縮，部分團體以削價競爭的

方式，爭取演出機會，有時布袋戲演出甚至會降到一場外臺戲只要數千元即可演

出，此時廟方若只考量經費問題時，價格低的團體獲得演出機會就會提高。 

因此，以往團體多靠接演外臺戲維生，現今開始透過政府的資源補助，提升

劇藝品質，往專業劇場發展。 

從此發展態勢來看，往專業劇場的發展，團體仍遭遇到專業創作人才的不足、

演職人員的斷層等課題，目前的資源集中確實輔導了部分團體的升級發展，但後

續的資源分配，是不是有更利於新團隊發展的空間？  

另外，傳統扮仙酬神的外臺戲部分，仍是傳統戲班重要的經濟支柱，也是傳

統戲曲既有觀眾的重要欣賞模式，因此為兼顧劇藝品質與傳統演出場域，除了地

方政府推出社區巡演的方式，部分廟宇也致力於傳統表演藝術的傳承與推廣，與

公部門合作升級傳統文化祭典，如保安宮的保生文化祭，這些非售票型演出有其

經濟與文化上的價值與意義。 

一、 重要收入來源 

透過第一部分問卷調查，傳統戲曲團體 2014 年有 63.04%演出場次為民間

傳統廟會活動，另外收入結構資料顯示，傳統戲曲團體 34.83%收入為民間演出

費，顯示傳統表演藝術團體目前仍以外臺戲為主要演出活動，亦是其主要收入來

源(詳見第一部分表 45)。依據本案訪談了解目前外臺戲戲金金額及問卷調查之外

臺戲演出場次，推估表演團體參與民間傳統廟會之收入為新臺幣 6.2 億元-7.8 億

元之間。 

二、 既有演出場域惡化與轉型 

由於都市化的發展、經濟景氣的變化及環保藝術抬頭，雖然廟會活動仍蓬勃，

但演出的場合逐漸被壓縮，部分團體為爭取演出機會，會透過壓低演出費方式，

爭取演出機會。但在費用有限的情況之下，團體會降低其演出規模，如演出人員

數、文武場(後場)人數……等，導致演出品質下降，失去欣賞藝術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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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剩酬神宗教儀式的意涵。當觀眾無法欣賞到優質的演出，參與觀眾數銳減，廟

方為省經費，提供給團體的演出費減少，在惡性循環之下，使得傳統表演藝術的

原生環境無法支付其生存。 

近年來政府投注許多資源在文化性公演與推廣，傳統表演藝術團體透過全新

製作進行藝術價值的提升外，也意識到觀眾斷層的問題，透過導入新穎素材、人

物刻劃角度逐步修正更貼近現代人的理性邏輯，讓未注意到傳統戲曲的觀眾窺見

前所未有的風貌，才能進而體悟經典劇碼之美。歷經文化場的洗鍊，傳統表演藝

術團體將欣賞文化場表演的年輕觀眾逐步吸引至外臺觀賞演出，使廟會演出場次

因文化場觀眾的支持而有所增加。 

(一) 文化場的專業需求 

受大環境影響，除了少數戲班一年有百場以上的演出，絕大多數皆年演不及

百日，故而有企圖及製作能力者多朝文化性公演、爭取公部門資源為目標36。有

鑑於這樣的發展趨勢，除了分級獎助、地方傑出團隊以及其他常態性補助與輔導

外，國藝會推出「歌仔戲/布袋戲製作及發表專案」，提供優於廟會場的製作經費，

鼓勵傳統劇團聘請編劇、導演、編曲編腔等專業創作人才，提升劇藝品質。恰逢

政府提倡室內劇場，部分劇團開始著手進行結構性革新，逐步朝文化場發展。 

因此在隨著市場經濟與消費文化的進展，傳統表演藝術的演出場域拓展到專

業劇場，但專業劇場所需要的專業編制與製作流程，與傳統民間外臺戲班的體制

結構有相當大的差異，必須逐漸適應劇場專業分工的製作模式，因此劇團或就既

有成員賦予重任、或尋求業界專業人才參與，或由跨領域中尋求新血，然而在目

前學院教育體制中，並未對傳統戲曲的編導人才進行培養，因此傳統戲曲轉型過

程所需要的專業人才出現供需缺口。有些劇團在磨合之中因逐漸穩固製作班底，

長期合作下型塑藝術風格特色，有些劇團則面臨水土不服。加上廟會民戲仍是劇

團主要經濟來源，能從政府專案中脫穎而出的優勝團隊，通常戲路飽滿，無法依

據製作進度，排練到位。37 

 

 

                                                      
36

 徐亞湘(2015)，〈歌仔戲與客家戲年度觀察專論〉，收錄於《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生態觀察與分析計畫》，

頁 286-290 
37

 蔡欣欣(2016)，二十載春華秋實，為戲曲再許一個未來，國表藝 20 周年回顧與前瞻論壇，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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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銜接斷層 

由於傳統外臺戲的經營相當辛苦，需要團員自行撘臺、大月、大日時常需連

夜趕場，整體工作環境較為艱辛，現今多數專業系所畢業的人才不願投入，仍以

接演文化場為主，使得民戲演出的人力出現斷層，遂讓演出品質也陷入惡性循環；

而青年畢業生不願意投入傳統戲班，但文化場演出場次不足以支撐青年畢業生以

此為生，使得整體人才的供給形勢更加嚴峻。 

(三) 觀眾洗牌 

據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調查結果顯示傳統表演的主要觀眾族群

較其他類型節目觀眾年齡層偏長，加上由於多數外臺戲演出內容酬神祭祀意義大

於民眾欣賞藝文演出之價值，導致觀眾群流失。 

表 38、2014/15 年表演藝術活動各年齡層參與概況-依類型 

 
整體 古典與傳統音樂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15-19 歲 60.6% 19.80% 18.10% 15.20% 26.50% 

20-29 歲 54.3% 17.20% 16.70% 13.00% 16.10% 

30-39 歲 50.4% 15.00% 20.20% 13.60% 14.40% 

40-49 歲 50.3% 17.30% 18.60% 16.40% 15.80% 

50-59 歲 45% 16.80% 12.30% 16.30% 14.30% 

60-64 歲 43.9% 16.60% 13.00% 19.30% 15.30% 

65 歲及以上 38.8% 14.60% 11.10% 15.00% 12.40% 

註：1.《2014 文化統計》在文化消費調查時間與往年不同，以往為在特定年度民眾參與之情況，本次改為  

    在最近一年內民眾參與之情況。 

    2.文化統計中各年齡層參與數據，為個別年齡層獨立統計，其總和非 100%。 

資料來源：文化部(2016)，2014 文化統計 

外臺戲演出概況，除團體本身外，另一主要因素也是取決於廟方人士，許多

廟宇在邀請團體演出時，最先考慮的就是演出費，而非團體的演出內容及品質，

因此造成演出費低的團體較有機會獲得演出。在這惡性競爭之下，劣幣驅逐良幣，

因而導致外臺戲演出品質低落，流失戲棚下的觀眾。 

雖然隨著政府資源的挹注，許多劇團進入專業劇場、提升演出品質，但是過

往傳統表演藝術的主要觀眾族群年齡偏長，專業劇場的觀賞模式並不適合原來的

觀眾，這些既有觀眾習於在住家附近廟口就近觀看演出，難以適應現代劇場的時

間與空間，也因此各地方政府也開始推動傳統表演藝術的社區巡迴演出，如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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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文化就在巷子裡」、新北市的「巷弄藝起來」以及高雄市的「庄頭藝穗節」，

希望透過傳統表演藝術原生的表演場域，促進國人的文化福利以及傳統表演藝術

的傳承與推廣。 

不過，隨著團體透過參與文化性公演建立其知名度與口碑，或是透過跨界改

編帶進新的觀眾群，也提升團體外臺戲的演出邀約，且相關投資的設備如戲服、

道具……等，可應用到外臺戲演出上，透過兩邊相互合作，提升外臺戲演出品質，

藉此帶動整體傳統表演藝術的發展與拓展消費族群。 

(四) 資源集中 

除了政府的專案補助外，為了推廣、傳承傳統表演藝術或發展地方文化觀光，

許多地方政府也辦理相關的民俗藝術節慶活動，造就了相當多的演出機會。但由

於多數活動透過徵選機制選擇表演團體與內容，導致演出機會多由較具規模的團

體所獲得，出現大者恆大的現象，小團體的演出機會仍顯不足。 

據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5)《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生態觀

察與分析計畫》針對以歌仔戲為主的公演活動資料顯示38，可以看出各地主要的

歌仔戲公演活動所獲選演出的團隊有很高的重複性，這樣的結果的確是促進了部

分傳統戲曲團隊在這幾年的快速發展、茁壯，但隨著這些團隊的發展成形，在策

略上是否應該進行調整，給予新團隊演出的機會。 

  

                                                      
38 參閱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5)，《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生態觀察與分析計畫》，頁 119 



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環境與趨勢研究 

126 

 

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非售票型演出活動除對團體及整體環境有經濟貢獻之外，對整體

藝文環境亦有其文化意義，最主要在於受限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影響，偏鄉地區

民眾較難親自參與藝文活動，因此可透過非售票型活動，提供偏鄉地區民眾參與

藝文活動之機會，達到文化平權之意義。但現今各界也意識到過多的非售票型演

出可能影響表演團體在專業劇場售票演出的發展，因此，本案的建議除了著重在

於如何漸進調整目前的演出活動結構外，也希望改進非售票型活動的舉辦方式以

真正對表演藝術生態環境有其助益。 

 

圖 56、非售票型演出活動之發展課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漸進式規劃與專業經營組織 

為養成民眾付費參與的習慣，如春天藝術節及大稻埕戲苑透過提供相關資源

補助與輔導，要求團體進行售票演出，並透過漸進式售票機制養成民眾付費習慣。

此二案例對於節慶或是場館的經營，均是由專業團隊參與，大稻埕戲苑由館方實

際負責行銷與推廣，高雄春天藝術節由高雄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兩者在表

演藝術生態網絡的掌握均透過長期的實務經營而累積，因此在售票活動的推廣上

可以逐漸發揮成效。 

各縣市政府/場館需視當地表演藝術發展情況，透過與表演團體合作，提供

相關資源(如節目製作輔導、提供行銷管道)，協助團體進行售票演出，培養民眾

付費參與，藉此提升場館營運的效能，並建議活動節慶的規劃應建立長期經營的

專業團隊，才能將現行非售票演出發揮對表演藝術生態最大的效益，並在逐步調

整為售票演出的過程中，累積行銷網絡、專業管理機制，才能協助團隊在售票活

動上的經營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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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出內容差別化的產製輔導 

非售票型演出辦理的主要目的，希望能讓各地區的民眾皆有機會親自欣賞到

表演藝術演出，但非售票與售票的節目內容若無太大差異的話，可能會影響觀眾

付費參與的意願，因此在演出內容上，需有差異化，讓非售票演出當作表演團體

宣傳的管道之一，吸引觀眾族群付費進劇場欣賞節目，擴大觀眾群，讓兩者成為

互補的關係。因此，表演團體需要升級其售票演出內涵，除了建議表演團體與各

地場館合作產製節目，提供團體節目製作上的輔導與監督，除能結合各場館自有

特色自製節目，並藉此提升節目品質，讓節目內容有別於非售票型演出，藉以拓

展觀眾群。另一方面，對於傳統戲曲類團體提升劇藝品質所需的專業人才，除了

透過人才庫的整理與媒合外，正規培育機制也應與教育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民間團體共同建立短中長期的培育管道。 

三、民間廟會活動的升級獎助機制 

由於文化性公演場次有限，多數傳統表演藝術團體仍仰賴外臺戲演出維持營

運，但近年由於外臺戲演出品質下降，參與的觀眾數減少，因此建議可透過與各

地區民間廟宇合作，透過輔導機制讓廟宇相關主事者了解外臺戲的重要性，並提

供獎勵機制，補助團體部分演出費，提升整體演出環境，帶動整體外臺戲演出品

質，並藉此拓展傳統表演藝術消費觀眾，讓傳統表演藝術能回歸其原生環境。 

四、各地區表演藝術發展階段性策略 

目前我國各縣市、地區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情況不一，如臺北市整體藝文消費

市場發展較為健全，民眾對於付費參與藝文活動較不排斥，因此可降低非售票型

演出節目比例。又如高雄市為因應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正式營運及培養當地

藝文消費人口，自 2010 年起透過相關扶助政策及辦理春天藝術節活動，要求表

演團體在高雄市相關公營場館演出時，以售票演出為主，培養民眾付費參與的習

慣，並透過其他非售票演出活動如庄頭藝穗節，讓偏鄉民眾能欣賞到表演藝術活

動。因此各縣市應根據當地表演藝術發展情況，訂定相關政策目標及執行方法，

文化部可以透過每年與縣市政府文化局的會談中，鼓勵推展有成的縣市分享其策

略措施，宣導階段性發展目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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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權衡各偏鄉地區藝文活動之需求 

由於目前多數展演場館都位於都會地區，偏鄉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交通成本

與往返時間成本高，所以偏鄉地區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可及性很低，因此辦理非

售票型演出活動最主要對於偏鄉地區民眾參與藝文活動有其正面影響。但目前偏

鄉巡演資源仍顯不足，以高雄市而言，全市共有 41 區、1,782 里，偏遠地區鄰

里間的距離更長，以庄頭藝穗節一年約 50 場演出為主，平均一個區域一年僅能

獲得到 1.2 次演出機會，若更偏僻之地區其所能欣賞到演出活動的機會更為有限。

因此，本案建議未來各縣市政府在辦理相關非售票型活動時，應考量各地區藝文

活動之需求，提供偏鄉地區之民眾更多資源，讓民眾能有更多機會參與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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