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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的成立，將會是一個令全民心動與感動的政府部門，有助於透過文化交流讓臺灣走向國際，發揮臺灣的軟實力。

發邁向新階段的第一年發邁向新階段的第一年

文化部領航．前進文化新藍海文化部領航．前進文化新藍海

◎洪美智

壹、前言壹、前言

　　臺灣在歷經民主及經濟發展的奇蹟後，隨著21世紀亞洲華人在世界的崛起，未來我們的下一步將朝向臺灣精神文明與文化價值的重建。在面對全

球化的競爭、數位化的衝擊、產業化的壓力、亞洲區域文化板塊勢力的移動，以及中國大陸的挑戰，臺灣所具備的獨特性與環境優勢，勢必透過文化

軟實力以計畫性及長遠發展性的策略，方可在這一波的激烈競爭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與焦點。

　　綜觀世界各國都將「文化國力」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故在政府組織改造作業中規劃設置「文化部」，顯示政府對文化領域的重視與對國

家文化發展的企圖雄心，不僅可將政府組織中原本分散的文化事權予以適度整合，並聚集資源推動各項文化基礎工作，以提升國民人文素養，激發保

存文化資產的意識，讓所有國民，不分族群、不分階層，都成為臺灣文化的創造者與享用者，展現臺灣的文化國力，營造豐富的文化生活環境；未來

更將透過文化交流讓臺灣走向國際，發揮臺灣的軟實力。

貳、文化部整合之部會與業務貳、文化部整合之部會與業務

一、行政院文建會：一、行政院文建會： 現行全部業務。

二、行政院新聞局： 二、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事業及兩岸交流等業務。

三、行政院研考會：三、行政院研考會： 政府出版品行銷推廣及國際交流、國家出版獎、政府出版品數位化、政府出版品著作權管理及授權加值利用等業務。

四、教育部：四、教育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不含中山樓）、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等

業務。

參、文化部業務職掌參、文化部業務職掌

　　文化政策、文化資產、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設施、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產業、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廣播電視產業、電影產業

及文化交流等政策之規劃及推動。

肆、文化部目標肆、文化部目標

一、落實公民文化權，合理分配文化資源。

二、強化公民對國家的認同與社會的凝聚力。

/mojnbi.php?pg=d2/10105/1-0.htm
/mojnbi.php?pg=d2/10105/2-0.htm
/mojnbi.php?pg=d2/10105/3-0.htm
/mojnbi.php?pg=d2/10105/4-0.htm
/mojnbi.php?pg=d2/10105/5-0.htm
/mojnbi.php?pg=d2/10105/6-0.htm
/mojnbi.php?pg=d2/10105/7-0.htm
/mojnbi.php?pg=d2/10105/8-0.htm
/mojnbi.php?pg=d2/10105/9-0.htm
/mojnbi.php?pg=d2/10105/10-0.htm
/mojnbi.php?pg=d2/10105/11-0.htm


三、落實文化紮根，厚植文化藝術能量。

四、提升人文素養，鼓勵文學創作，振興出版產業。

五、整備文創發展環境，提升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競爭力。

六、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城鄉文化資源。

七、以文化走向國際，強化文化交流。

伍、文化部組織規劃原則伍、文化部組織規劃原則

　　文化部突破以往偏狹的文化建設施政概念，打破傳統以個別業務或載體設置司處的作法，而以彈性、跨界、資源整合及合作之角度進行規劃。從

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形塑、文化傳播、文化產業加值等面向，厚植文化創意活力，協助民間社會與產業邁向更多元且具深度的文化發展與成效。

一、加強跨部會橫向合作，避免分工不清的疑慮一、加強跨部會橫向合作，避免分工不清的疑慮

　　整合過去散置各部會的文化事務，加強溝通合作，取得相關部會的認同與支持，以確保未來組織運作之確實可行，朝向創造民間最大福祉的方向

運作，俾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

二、「文化」與「產業」應互為因果，創造加乘效應二、「文化」與「產業」應互為因果，創造加乘效應

　　保障文化原創性與實驗性之生存空間，並激勵創新改造，以營造有利文化發展最重要的核心工作；強化文化界與產業界的溝通，讓「文化」與

「產業」得相互支援，創造加乘效應。

三、著重人力專長轉換，人才充分交流整合三、著重人力專長轉換，人才充分交流整合

　　「創意」是所有文化競爭中最有利的工具，而創意來自於「人」。在組織整合作業過程，將充分進行人員交流，使各部門對彼此的作業有得以充

分認知，以利未來業務的合作推動。

四、組織層級扁平化，妥善運用行政法人制度四、組織層級扁平化，妥善運用行政法人制度

　　文化部面對多項全新業務，因此部內業務單位－「司」將定位為政策擬訂單位；另為執行政策，必須行使公權力者則以－「局」之三級附屬「機

關」設立；原有文化社教專業單位則以「機構」之組織形式設立；另表演藝術機構則朝向行政法人化模式推動，讓整體組織架構體系分明，俾利組織

運作及專業人才之晉用上較具彈性。

陸、文化部組織架構陸、文化部組織架構

一、７個業務司一、７個業務司

　　文化部所掌管業務具有「多樣化」及「專業化」之特質，於組織規劃上，將職能屬性相近者統整為一「司」，計規劃７個業務司；其中「綜合規

劃司」與「文創發展司」屬橫跨各司之綜整業務，其餘各業務司則屬專業職能。茲就各司規劃說明如下：

（一）綜合規劃司（一）綜合規劃司

　　施政方針、重要措施與政策之研擬、協調及規劃；國內外重大文化趨勢、政策、措施與議題之蒐集、評析及研議；中長程計畫、年度施政計畫、

先期作業與重要會議決議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及評估；綜合性法規之研擬及修訂；文化統計資料之蒐集、彙整、建置、出版及推動；文化法人與

公益信託之設立及督導；民間資源整合與跨領域人力發展之規劃、審議、協調、獎勵及推動；文化志工與替代役之培訓、管理、輔導及獎勵。

（二）文化資源司（二）文化資源司

　　文化資產、文化設施、博物館與社區營造之法規與政策規劃、研擬、輔導、獎勵及推動；文化資產、文化設施、博物館與社區營造之人才培育規

劃與業務資料之蒐集及出版；文化資產應用與展演設施產業相關事項之研議、規劃及推動；文化設施興建、整建及相關營運管理計畫之規劃、審議、

輔導、考核及獎勵；博物館之設立、輔導、評鑑、督導及交流；社區營造計畫之審議、協調、輔導、考核及獎勵。

（三）文創發展司（三）文創發展司

　　文創產業之政策規劃、業務整合、協調及督導；文創產業相關法規之研擬及修訂；文創產業之人才培育及交流合作；文創產業調查指標與資料之

研擬、建置及出版；文創產業獎補助、融資、投資等財務融通機制之規劃及推動；文創產業園區及產業聚落之規劃、審議、考核、輔導及獎勵；文創

產業與科技應用之研擬及推動；文創產業跨界加值計畫之研擬及推動；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之監督及輔導。

（四）影視發展司（四）影視發展司

　　電影產業法規之研擬及修訂；電影產業政策之規劃及訂定；廣播、電視產業法規之研擬及修訂；廣播、電視產業政策之規劃及訂定；流行音樂產

業法規之研擬及修訂；流行音樂產業政策之規劃及訂定；電影、廣播、電視及流行音樂類財團法人之監督及輔導。

（五）人文及出版司（五）人文及出版司

　　人文素養之培育、規劃、協調、輔導及推動；文學創作之人才培育與交流；多元文化保存、融合與發展政策之研擬、規劃、宣導、獎勵與推動；

出版產業之法規及政策規劃、研擬、輔導及推動；出版產業類財團法人之監督及輔導；出版產業交流合作及人才培育；出版產業業務資料、指標之研

擬、蒐集、規劃及出版；政府出版品法規與政策之規劃、研擬、輔導、獎勵，及出版資源之調查、研究發展、資訊公開；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圖書、

史料等之利用、管理，與政府出版品之推廣、銷售、寄存及交流。

（六）藝術發展司（六）藝術發展司



　　視覺藝術、公共藝術、表演藝術政策之規劃、協調及推動；視覺藝術、公共藝術、表演藝術相關法規之研擬及修訂；視覺藝術、公共藝術、表演

藝術人才培育之規劃、輔導、獎勵及推動；視覺與表演藝術團體、個人之獎補助機制之的規劃及推動；視覺與表演藝術活動之規劃、輔導、獎勵及推

動；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之規劃、輔導、獎勵及推動；視覺與表演藝術業務資料、指標之研擬、蒐集、規劃及出版；跨界展演藝術規劃、

輔導、獎勵及推動。

（七）文化交流司（七）文化交流司

　　文化交流、合作業務之規劃及推動；文化交流相關法規之研擬及修訂；文化交流之獎勵及輔導；文化交流業務資料、指標之研擬、蒐集、規劃及

出版；駐外文化機構之營運及督導。

二、５個輔助單位：二、５個輔助單位： 秘書處、人事處、會計處、資訊處及政風處。

三、１個任務編組：三、１個任務編組： 法規會（含訴願會)

四、文化部所屬三級及四級機關（構）四、文化部所屬三級及四級機關（構）

（一）２個三級機關（一）２個三級機關

1. 文化部文化資產管理局：執行文化資產之保存、教育、推廣及研究事項。

2. 文化部影視產業局：執行電影、廣播、電視及流行音樂產業之輔導、獎勵及管理事項。

（二）９個三級機構（二）９個三級機構

1. 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自然地理學與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自然史文物資料與標本之調查、蒐集、典藏維護、研究、展覽、推廣教育

等事項。

2.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統藝術之典藏、研究、調查、採集、保存、傳習及交流推廣。下設臺灣音樂館、國光劇團、臺灣豫劇團、臺灣國樂團等

４個派出單位。

3. 國立臺灣美術館：美術作品之典藏、研究、展覽、保存維護、考據鑑定、教育推廣、國際交流、生活美學推廣，及美術史、美術理論與美術技

法等有關美術研究事項。

4.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工藝文化美學之研究、推廣；工藝文物典藏、展覽及競爭；工藝產品及技術之研發、創新、人才培育與產業輔

導；工藝資料之蒐集、研究、諮詢等事項。

5.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及美術品之採集、保管、考訂、展覽、推廣教育，及有關業務之研究發展等。

6.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先總統蔣中正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有關業務之推廣與研究等事宜。

7. 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有關業務之推廣與研究等事宜。

8.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史前及環太平洋文化生態展示教育之研究、規劃、設計、出版、說明，及標本蒐集、製作、典藏維護、管理等

事項；遺址公園之調查規劃、發掘、研究、典藏、保存維護、經營管理、設施維護、植栽美化、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等事項。

9. 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有關業務之推廣與研究等事宜。（本機構尚在籌備階段，先暫以四級機構運作。）

（三）７個四級機構（三）７個四級機構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歷史與民俗文化相關文物、史料之蒐集、整理、保存、研究、展示及推廣教育業務。

2.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之研究、編譯及出版；臺灣文學史料與作家文物之調查蒐集及典藏；臺灣文學展示之主題設計、展示製作、規劃及

維護管理等。

3.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音樂演奏、研究發展、輔導及人才培育、資料蒐集，和有關音樂演奏與推廣事項等業務。

4.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推廣社會教育，辦理社區生活美學、社區營造、社

區文化、特色產業、社區藝術展演等相關活動之推廣、調查、研究、編輯、出版人才培育等業務。

（四）行政法人（四）行政法人

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原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之輔導、行銷、推廣、交流，及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等業務；督導國家兩廳院、衛武營

兩廳院之營運及管理；表演藝術活動之策劃、製作及推廣等業務。

2. .臺灣電影文化中心：計畫刻正研擬中。

柒、結語柒、結語

　　在文化部邁向新階段的第一年，除加速整合原有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及教育部附屬館所之業務職能，在「無縫接軌」的原則下，促使各項服

務不中斷為重點，並落實文化藝術之培基固本與紮根、文化環境整備、強化文化創意產業之推動與發展、維護與活用文化資產、提升電影、電視內

容、增進出版及流行音樂等產業之競爭力，以形塑臺灣於華人生活風格的引領地位。



　　相信，在新的世紀中，越美麗的國家將越具有國家競爭力，而一個美麗的國家，必須具備良好的文化軟體與硬體設施，同時民眾也能享有優質的

文化生活與生活文化，社會充滿熱愛文化的氛圍，積極鼓勵、支持與肯定創意的思維與展現。文化部的成立，將會是一個令人民心動與感動的政府部

門，更宣示政府以「美」帶領國家文化發展的企圖與新契機，營造臺灣成為一個充滿美學、創新及國際競爭力的國家。

（作者任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一處）（作者任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一處）

▲Top


	發邁向新階段的第一年  文化部領航．前進文化新藍海
	壹、前言
	貳、文化部整合之部會與業務
	參、文化部業務職掌
	肆、文化部目標
	伊、文化部組織規劃原則
	陸、文化部組織架構
	柒、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