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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目的：

1. 擴大內需，將餅作大。近期之內可以聯合亞洲地區的主要

藝術單位，共同邀請世界知名團體，降低邀演成本，嘉惠

民眾。此外，並可藉合作之便，將國內具有特色之表演節

目推薦至其他亞洲國家。長期而言，甚至可由幾個地區共

同製作，降低了製作成本並分擔風險，並且增加彼此的經

驗交流，共同學習成長。

2. 兩廳院有一段時期與國際藝文界脫節，雖然持續舉辦好節

目，即興式操作卻較多，缺乏有系統與整體性的規劃，更

沒有對於國際藝文市場應有的認識。面對進入WTO後之局

勢，台灣必須要有與國際競爭之實力，必須對於整體環境

有更多的認識，才能確切找出台灣位處地球村的的利基與

優勢。



參訪單位一覽表

參訪單位          建築設備或洽商事項          拜會人士

漢城藝術中心     歌劇院（2278座位）              總裁及經理

（韓國）         中型劇場（669座位）         主要節目策劃人

                 小劇場（200座位）

                 音樂廳（2600座位）

                 演奏廳（380座位）

                 另有藝廊、博物館、戶外劇場

國家音樂學院     學術交流                         院長

（韓國）                                          教授

 

保利劇院         劇場（1428座位）                總經理

（中國北京）                                    副總經理

國家大劇院       歌劇院（2500座位）              經營部經理

（中國北京）     音樂廳（2000座位）

【興建中】       戲劇院（1200座位）

                 小劇場（500座位）



北展劇場         劇場（2000座位）                負責人

（中國北京）

中山堂音樂廳     音樂廳（1500座位）               負責人

（中國北京）

北京音樂節       合作節目                         節目總監

（中國北京）                                      藝術總監

中國愛樂交響樂團 合作事項                         音樂總監

（中國北京）                                      行政主管

國務院文化部     文化交流事項                     司長、處長

（中國北京）                                      副處長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  文化交流事項              書記、主任

（中國上海）                                      處長

上海藝術節       節目合作事項                     總裁

（中國上海）



上海大劇院       大劇場（1800座位）              總經理

 （中國上海）    中劇場（750座位）               節目部經理

                 小劇場（300座位）

東方藝術中心     劇場（1800座位）                籌備處主任

 （中國上海）    音樂廳（2000座位）

 【興建中】

上海廣播交響樂團  合作事項                        團長

（中國上海）

上海歌劇院        合作事項                        院長

（中國上海）

成都藝術中心     劇場（1500座位）                總經理

（中國成都）                                    副總經理

成都文化局       文化交流                       主任、副處長

（中國成都）

成都川劇院       節目合作                       副院長

（中國成都）



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1734座位）             節目經理

                 音樂廳（2019座位）             公關經理

                 劇場（534座位）

香港管絃樂團                                     總經理

                                                 主要幹部

香港演藝學院                                     校長、院長

                                                系主任、教授

香港藝術節       節目合作事項                    行政總監

                                                 節目總監

香港話劇團                                       行政總監

香港藝術中心     合作事項                        總幹事

澳門文化中心     綜合劇院（1180座位）    行政及技術主要幹部

                 小劇院（363座位）

澳門藝術節       節目合作事項                    藝術總監

                                               節目製作部門

                          



澳門文化局       文化交流事項                    廳長、處長

濱海藝術中心    劇院（1950座位）       總裁及各部門主要幹部

（新加坡）      音樂廳（1834座位）

 【興建中】     演奏廳（250座位）

                小劇場（220座位）

國家藝術理事會   文化交流事項                    處長

（新加坡）

小計  參訪 7個城市，29個單位，其中 4個藝術節單位，13個中心

      及劇場，12個相關文化單位。

   



三、參訪內容紀要：

韓國漢城藝術中心：

組織：民間組織，設有董事會，並指定總裁一人負責營運，任期三年，

下有三位總監，分別為行政總監、表演藝術總監、視覺藝術總監，同

時也負責藝術教育部門之工作，行政總監轄有計劃發展部、一般事務

部、設備財產管理部；表演藝術總監轄有節目企劃部、舞台技術部、

劇場運作部、公共關係部；視覺藝術總監轄有視覺藝術節目部，工作

人員有一百五十人。（清潔及警衛外包）

經費：百分之二十政府補助，百分之八十藉靠運作，包含票房收入、

租金收入、募款贊助等。

節目規劃：自行策劃節目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外租，年節目製作

經費約四百萬美金（台幣一億三千萬）。

設備－歌劇院2278座位、音樂廳2600座位、劇場669座位、小劇場

150座位、演奏廳380座位、戶外劇場1300座位、藝廊、藝術圖書

館。

駐地公司及團隊：漢城表演藝術公司、韓國電影發行公司、韓國文化

藝術基金會、韓國國家芭蕾舞團、韓國國家合唱團、韓國國家歌劇團、

漢城交響樂團、漢城芭蕾劇場。（組織及經費獨立運作）



可參考事項：一、政府出資百分之二十即可運作，運作彈性靈活。

            二、有固定贊助，包含韓國汽車、電訊、建築等公司。

            三、設有專屬的教育部門，且其支出及營收可以平衡。

            四、運用電腦系統發展會員組織。

            五、重新裝潢演員休息室，並設有吸煙區。

保利劇院：

組織：公司組織，隸屬保利集團，設有總經理、經理負責營運，下分

業務部、設備部、服務部、保安部，工作人員有七十人。

經費：藉靠場租及票房收入，無政府補助。

節目規劃：自行策劃節目百分之二十五，場地外租百分之七十五，每

年盈餘六百七十萬人民幣。

設備：座位數1428，有反音罩，可供音樂會使用，另與藝廊及旅館

同時運作。

可參考事項：一、服務品質高，服務人員選自禮儀學校，先實習再挑

                選優秀人員，同時加強在職訓練，有文化藝術培訓

                及劇目培訓的課程。

           二、運作盈餘實屬不易，關鍵在於節目策劃經理如節目

               製作盈餘可領獎金，有當月獎金及全年獎金。



           三、電腦售票分銷點達一百個。

           四、重要節目演出時，舞台硬體的供應廠商必需派員在

               現場以應付緊急情況。

           五、同意連夜裝台，並且給予價格優惠。

           六、重要演員休息室，設備豪華並置有鋼琴。

上海大劇院：

組織：屬於政府的事業單位，設有總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任期三

年，下設節目企劃部、舞台技術部、市場銷售部，分置經理管理，員

工有三百人，其中清潔、保安及維修為外包。

經費：全部自給自足，由票房、場租、餐飲等各項收入支應。

節目規劃：分自辦、外租、合辦三種方式，約各佔三分之一。

設備：大劇場1800座位、中劇場750座位、小劇場300座位。

駐地團隊：上海芭蕾舞團、上海廣播交響樂團。

可參考事項：一、外租場地金額，依性質不同而有不同收費，音樂八

                萬（約新台幣36萬）芭蕾九萬（約新台幣40萬）

                歌劇十萬（約新台幣45萬），充分反映場地成本。

            二、推展教育活動，舉辦上海各學校的管絃樂團、鋼琴、

               銅管樂隊之比賽，以讓學生更親近大劇院。



成都藝術中心：

組織：屬於政府的事業單位，設有總經理負責管理，並分別成立節目

製作公司、場地管理公司、行銷公司來運作劇場，員工總共約兩百人。

經費：全部自給自足，由票房、場租、餐飲等各項收入支應，每年上

繳文化局一百萬人民幣。

節目規劃：大多為自行策劃，全年約有六百場，也提供場地外租，租

金人民幣八千（約新台幣36000元）。

設備：劇場886座位、音樂廳850座位、餐廳、旅館、藝術教室。

可參考事項：一、公司運作彈性靈活，人員除基本工資外再加票房分

                成。

            二、尋找贊助，音樂廳名為嬌子音樂廳，因菸酒公司贊

                助。

            三、發展藝術教育，學習舞蹈、音樂等表演藝術學生達

                八百人，也帶來可觀之收入。

            四、與大陸其他劇院結盟，以利節目資訊交換。

香港文化中心：

組織：政府組織，隸屬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行政總監負責，分有場

地營運部、公關部、舞台技術部、工務維修部、行政部，工作人員一



百四十人。

節目規劃：康樂文化事務署主辦及外租。

設備：音樂廳2019座位、大劇院1734座位、劇場320－534座位、

展覽場。

可參考事項：一、規劃有免費推廣性節目，「週四黃昏樂聚」pm6:00

                －7:00「週末闔家歡」pm2:30－4:30。

            二、訂租場地優待，連續演出兩場以上或大量使用者，

                給予優惠。

澳門文化中心：

組織：政府組織，指定協調員，協調外包公司運作，節目規劃由莫華

倫所屬的公司運作，建築舞台保養由得標之廠商運作，每年公開招

標。

節目規劃：百分之五十自製，百分之五十外租。

設備：綜合劇院1180座位、小劇院393座位、另有藝術博物館。

可參考事項：一、規劃澳門音樂節，投入一千三百萬澳幣（約台幣五

               千八百萬），做出節目特色。

            二、以公司方式運作彈性而靈活。

            三、座位可接即時傳譯系統。

            四、化妝室設有沙發床可供演員平躺休息。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

組織：隸屬政府的公司組織，設有總裁，下設節目企劃部、市場行銷

部、營運管理部、人力資源部、財務部，現有65人，明年十月開幕

時，將有全職人員120人，兼職人員200人。

經費：建築經費六億新幣（約台幣114億），未來運作經費每年五千

萬新幣（約台幣9億），百分之六十政府資助，百分之四十募款及票

房。

節目規劃：自製節目百分之七十，外租百分之三十。

設備：音樂廳1834座位、劇院1950座位、演奏廳250座位、小劇場

220座位、戶外劇場200座位800立位、另有餐廳15家、購物商場、

800停車位。

可參考事項：一、 1992年成立公司開始規劃及興建歷經十年才完成，

                擷取許多劇場的優點。

            二、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參加在職訓練，而且獲得證書後

                才能工作。

            三、外租場地節目，其租金有商業及非營利性之收費標

                準，以音樂廳租金為例，商業性質每場新幣5500

                元（台幣104500元），非營利性節目僅新幣3000



                元（台幣57000元）。

            四、電腦系統設計完全以顧客考量，觀眾可透過手機、

                傳真、電腦、電話等各種方式訂票。

            五、彈性的工作時間，只論工作成果，不管上下班的時

                間。

            六、音樂廳有反音板的設計，並可藉靠電腦的計算，何

                種型式的音樂會運用多少反音板，以確保音響品

                質。

 北京國際音樂節：

 組織為民間公司，余隆為藝術總監，公司成員十人，主要策劃主辦

每年十月、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國際音樂節，其節目內容來自海內

外，節目品質極高。

上海國際藝術節：

組織為政府的事業單位，其經費來源為政府的補助、票房的收入、及

贊助，平常工作人員二十人，藝術節時抽調其他單位人力達一百二十

人，每年十一月舉行，由於藝術節為中共文化部全力支援（文化部長

為組委會主任），因此上海的各劇院、畫廊、演出公司等都全力投入，

除演出活動精緻外，另舉辦國際演出交易會，方便各國進行演出之交



流，該活動帶動上海旅遊餐飲等相關行業之發展。

香港藝術節：

組織為民間公司，行政總監為吳球、節目總監為梁掌瑋，結合政府及

民間贊助和票房獨立運作，節目兩年前進行規劃，演出節目來自世界

各地，以2002年藝術節目為例，包含有波修瓦歌劇團、萊比錫樂團

等。

有關藝術節可參考事項：

一、藝術節如由政府相關單位協調，並結合民間之力量，其經營成功

    可帶動旅遊等相關行業之發展。

二、許多藝術節之舉辦時間相近且節目均為相同之節目，固然可節省

    國際機票等分攤之成本，但相對的也失去特色，台灣應該舉行何

    種藝術節？需審慎規劃。

三、配合藝術節之舉辦，同時也有國際演出交易會，將吸引國際經紀

    人前來，對於國內演出團體推向國際將有助益。

香港管絃樂團可參考事項：

一、團員與行政人員比例約為三比一（89:27），採高淘汰率，新任音

    樂總監上任，淘汰十三名團員，行政人員如一個樂季票房不理

    想，一樣淘汰。



二、團員薪水高，約兩萬八至五萬港幣（台幣十二萬至二十二萬間），

   一年需演出兩百場。

三、政府撥付百分之七十的經費，其餘百分之三十須靠樂團自行努

力。

四、樂團分組許多小型的室內樂團，做推廣性的演出同時募款。

香港藝術中心可參考事項：

一、基金組織，彈性運作，將所屬大樓部分樓層出租企業或餐廳賺取

    租金，其餘空間廉價提供演出團體，而小的劇場、電影院、畫廊

    則以前衛性、實驗性之演出展出為主。

二、積極開發藝術教育，與林肯中心、北京大學等合作，推展美感教

    育課程，並求創意與藝術之結合，目前上課之學生非常多，是社

    會教育推展成功範例。

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可參考事項：

一、民間組織，經費每年需三千萬新幣（約台幣五億七千萬）由政府

    撥款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藉靠舉辦新加國際藝術節、經營三

    個劇場的租金收入、及民間募款而來。

二、其組織類似台灣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亦撥款資助演出團體。

三、為鼓勵民間之贊助，凡贊助三十萬新幣，就頒給贊助獎。



四、結語：

(一) 擷取他人之長－亞洲各地對於藝術的熱絡，出乎意
料，發展更是迅速，綜合而言，有以下數點值得參
考：

人才：各個藝術機構之藝術行政人才相當豐富，不
僅年輕，行政與談判能力俱佳，並承擔著相當程度
的責任與使命，顯見各國對於藝術行政人員之素質
與能力培養，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

硬體：成立於十五年前的兩廳院，固然是許多藝
文機構進行硬體建設時之重要參考以及「競爭」對
象，然而兩廳院僅有大廳及小廳，缺乏中型劇院，
在節目的安排與規劃之上，因而缺乏更多的彈性。
換言之，台北還需要一座設備完善的中型或大型劇
場，而中、南、東部也應該建造有足夠專業條件的
劇場。此外，各國更為先進之劇場陸續落成啟用，
台灣要考量的是，以市場的角度來看，台灣如何持
續成為國際知名團體必造訪之處？

服務：演藝中心對於觀眾的服務，等同於最高級
的服務業，這是所有優秀的演藝中心皆有的共識。
例如北京的保利劇院，或者預計於明年開幕的新加
坡濱海劇院，皆與旅遊、服務等專業訓練學校合作，
挑選最為優異之人才，經過嚴格的訓練與淘汰之
後，方才取得於該中心內服務之資格。不僅止於「五
星級」，而是以「六星級」為目標。

市場：本次出訪，兩廳院準備了部分國內表演藝
術團隊之資料，引起相當多單位的邀請興趣。顯見
亞太地區的市場需求量相當大，值得國內團隊耕耘
開發。



（二）與亞洲其他國家合作－目前亞洲地區的主要藝術中
心共同設有「亞太地區表演藝術中心協會」，每年對
於亞太地區各表演藝術中心之營運、技術、節目等，
有固定的年度交流會議。例如今年該協會之年會，
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起於兩廳院進行二天之年會。
此外，全球之表演藝術組織與經紀人，亦共同組有
ISP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是一相當重要之節目買賣場合。未來兩廳院
將更積極參與此二協會，務求台灣與國際表演藝術
領域保持最為密切的關係，此外亦將爭取該二重要
會議於台灣舉行。
此次兩廳院拜訪之重要表演藝術中心與藝術活動籌
辦單位決策人，將組成一非正式之聯誼會，透過不
定期之聚會，商談節目交流與合作之內容。預計第
一次聯誼會將於明年六月於台北舉行。

（三）維持兩廳院之競爭優勢－需持續保持下列優勢：
觀眾：台灣的觀眾對於藝術家特別熱情，此為各個

地區之藝術人士與機構負責人所共有之感
受。

建築：兩廳院的中國傳統式建築外觀，幾乎可謂絕
無僅有，可容納十萬人之藝文廣場更為其他
國家少見。此外，兩廳院地點佳，交通更是
相當便利，特別的是，在其他藝文中心紛紛
與餐廳、商場結合之際，兩廳院還能擁有全
然非商業化的氣氛。

機械設備：兩廳院的設備曾經是亞洲地區最優秀，
雖因年代久遠而稍顯老舊，然而因基礎優
異，因此只要稍行改善，仍有條件成為最優
秀的表演藝術中心。

政府：我國政府對於兩廳院，給予了最高程度的尊
重與支持。目前的教育部曾至朗部長、范巽
綠次長，以及文建會陳郁秀主委，皆來自於



教育以及文化界，因此能夠以專業為領導，
對於兩廳院的專業運作，有相當程度的重
視。

表演藝術團隊：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隊，展現出了
高度的活力，有特色的節目相當多，幾乎可
謂凌駕各國。

（四）規劃國際藝術節－北京、上海、香港、澳門，以及
新
加坡，皆固定籌畫國際藝術節，舉行日期分布全年。
兩廳院要思考的是，是否也有需要舉行國際藝術
節？再或者，如果亦將舉行藝術節，就必須與其他
國家的藝術節進行區隔。例如，舉行亞洲藝術節，
以亞洲地區的藝術節目與藝術作品為主，讓台灣的
藝術節可以為自己建立獨有的特色。

（五）擬定發展計劃－檢討過去策劃未來，必需擬定計劃：

1、兩廳院目前的首要之務，是進行專業人才的積極培
訓，包括節目設計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各個項目的
服務人員。將位員工提供各項的訓練項目，開拓國際
視野，將要求工作人員有更多的責任，將最少的資
源，化成最大的效果，並且要能夠與國際藝術領域同
步，隨時掌握潮流變化。文化是台灣最重要的國家資
產，而唯有專業的行政與技術人才，能夠讓我們將這
樣的資產作最為完整之發揮。

2、務使兩廳院成為精緻且專業的表演藝術殿堂，並且
積極塑造兩廳院為全民文化園區，拓展觀眾群。

3、將持續積極地收集各國表演藝術中心之相關資料，
將其優點運用在兩廳院，缺點則要避免。此外，也將
著手第二階段的表演藝術中心拜訪與合作計畫，預計
的對象為馬來西亞、日本、廣東、澳洲。未來，還將
前往美、加，以及歐洲地區的知名表演藝術中心，希
望能建立起兩廳院與全球表演藝術中心的合作網



絡，讓台灣成為國際表演藝術的重點之一。

4、兩廳院之定位問題討論許久，然而此次造訪各個藝
術機構後，發現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想法與論點，其
經營方式也各異，包括了公務機關、公設基金會、事
業體、外包等形式，各有優缺點值得學習參考。因此
當重新思考兩廳院之定位時，更多了一層顧慮，不見
得必然以基金會或公務機關為僅有之選擇。因此，關
於兩廳院之定位，將不急於近期之內定案，而要待收
集更多資料，謹慎研究、分析比較最新趨勢之後，再
提出最可行的計畫，如此才能夠對於國內的藝文環境
發展，有實質上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