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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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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國大陸參訪文化觀光產業暨展

演場所視察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出國人員：人事室主任錢降珠、研究發展組組長林芳宜、雙簧管代理

首席薛秋雯 

出國地點：中國桂林、北京 

出國時間：民國96年11月16日至23月 

報告日期：民國97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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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赴中國大陸參訪文化觀光產業暨展演場所視察報告 

主辦機關：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聯絡人/電話：林芳宜/ 04-23391141分機150 

出國人員：人事主任錢降珠、研發組組長林芳宜、雙簧管代理首席薛秋雯 

出國地點：中國大陸（桂林、北京） 

出國時間：民國96年11月16日至23日 

報告時間：民國97年2月21日 

分類號/目：CO/綜合〈文教類〉 

關鍵詞：桂林、印象劉三姐、北京國家大劇院、保利劇院、北京中公園音樂堂  

內容摘要： 

本團自95年度起規劃「音樂文化園區」之計畫，並於96年接管台中市中興堂，

除規劃整合現有空間與建築，提升樂團空間使用率與升級硬體設備以外，旨在發

展文化觀光產業，並將展演場所之管理納入本團主要業務之一，除演出外並執行

展演場所之節目規劃與空間運用。 

中國桂林向以其特景觀聞名全球，近年更結合山水劇場帶動地方觀光產業，而近

日完成的北京國家大劇院即將成為中國表演藝術的指標性建築、北京交響樂團以

表演團體結合專業劇場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中山公園音樂堂、保利劇院則結合劇院

與飯店經營等，都與本團未來發展業務極為相似，藉此次參訪，實地深入了解交

響樂團管理展演場所與文化觀光產業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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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目的 

 

  本團自95年度起規劃「音樂文化園區」之計畫，除將樂團現有空間與建築整

合升級為更符合國家級樂團之場域，並規劃影音資料、樂器博物館等開放空間，

望日後提供廣大民眾更多元之音樂娛樂與休閒活動，加上本團位置所在之台中縣

霧峰鄉，是台灣最優美的觀光風景區必經之地，從南投縣日月潭、中興新村、工

藝研究所、921地震教育博物館、至霧峰林家花園等多處觀光景點，均在一日遊

的距離內。「音樂文化園區」旨在建構中部地區文化觀光之聯結，活絡藝文活動，

除了推廣音樂藝術之外，並能帶動文化觀光產業。 

  中國廣西桂林素以奇特的地貌聞名中外，多年來，自然景觀一直為桂林的觀光

產業之主要訴求，而因群山環繞，民風純樸，除了自然景觀之外，原本並無任何

可源源不絕提供觀光市場的資源。1998年起，廣西政府邀請國際知名導演張藝

謀至桂林製作《印象‧劉三姐》，成功運用自然環境作為上演歌舞劇的舞台，並

以現代歌舞藝術的方式呈現廣西的人文風貌，自西元2004年春天開演以來，為

此間的觀光產業帶上另一個高峰。此次參訪，以《印象‧劉三姐》製作的現場觀

賞為主軸，延伸至鄰近觀光景點的實地踏訪，為本團「音樂文化園區」結合鄰近

觀光景點、建立文化觀光產業之計畫蒐集參考實例。 

  本團除現有之演奏廳以外，自民國96年起更接管原屬國立台中圖書館之中興

堂，擔負管理展演場地、民間表演團體之場地租借業務與本團節目企劃等工作項

目，目前國內以表演團體實際擔負展演場地管理之實例，並不多見，此次參訪北

京交響樂團、保利劇院以及甫落成之北京國家大劇院，除探訪展演場所之管理，

也觀察其節目策劃、行政分工、廣告行銷等現況，作為本團業務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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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過程 

一、  行程規劃 

日期 地點 內容與說明 

2007/11/16 台北/香港/桂林 1. 搭乘華航CI615班機經由香港飛往

桂林。 

2. 下榻桂林。 

2007/11/17 桂林－荔浦 1. 參觀漓江沿線景點。 

2. 下榻荔浦。 

2007/11/18 荔浦－陽朔 1. 參觀漓江沿線景點。 

2. 造訪陽朔古城。 

3. 觀賞《印象劉三姐》演出。 

4. 下榻陽朔。 

2007/11/19 陽朔/桂林－北京 1. 搭乘中國南方航空CZ6281班機飛往

北京。 

2. 下榻北京。 

2007/11/20 北京 1.參訪中山公園音樂堂。 

2007/11/21 北京 1.參訪保利劇院 

2007/11/22 北京 1. 參訪北京國家大劇院。 

2007/11/23 北京/香港/台北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 CA115班機/中華航

空CI618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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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紀錄 

（一）  桂林 

位於廣西省的桂林，總面積為27809平方公里，共分為五個城區與十二縣，目前

人口約五百萬人。依傍著漓江的桂林，地處「湘西走廊」的南端，以漓江風光、

喀斯特地貌及丹露地貌贏得自古以來「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名聲，並有「山青」、

「水秀」、「洞奇」與「石美」等「四絕」之美譽。除了奇特的自然景觀之外，境

內擁有壯、瑤、苗、侗等十多個少數民族，行成多采多姿的人文風光，是人文歷

史的重鎮。 

©桂林市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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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景觀：漓江－銀子岩－荔浦－豐魚岩 

漓江為桂林的主要河流，臨江兩岸為桂林地區奇特的山景，沿著漓江南下可謂貫

穿密集景點，其中以岩洞最為居多。 

「銀子岩」距離桂林市約85公里，是桂林地區最新開發的溶洞景觀，因

其結晶特別豐富，岩石如銀子般耀眼閃爍而得名。整座洞穴屬層樓

式溶洞，現已開發遊程約 2公里，包括下洞、大廳、上洞三部分，

匯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成長的的各式鐘乳石，特色景點多達數十

處，被譽為「世界岩溶藝術寶庫」。 

「豐魚岩」有著世界僅有的結合「陸、水、空」的遊覽路線，首先

是陸路觀景 2公里，其次乘舟攬勝 3.3公里，最後坐空中高架列車

觀田園風光 1.8公里。岩內大小洞穴數十個，其中有面積達 2.55萬

平方米，中央高達 46米的世界最大鐘乳石洞廳。另在洞廳中有一根

高達 9.8米，直徑只有 14厘米的石筍，被譽為「定海神針」，是全

球洞穴滴石類中極為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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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子岩著名的「音樂石屏」       銀子岩洞內以燈光呈現岩溶藝術的紋理 

      ©林芳宜 

 

 

豐魚岩內的「定海神針」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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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造景：世外桃源 

  桂林地區除了天然的景觀以外，也有多處後天以人力依傍著自然地形所規劃出

的景點，「世外桃源」即為其中相當成功的例子。 

  「世外桃源」為一人工遊樂園，取材自陶淵明之「桃花源記」。園內規畫主軸

為結合自然景觀、少數民族之民俗風情、民寨大觀等，設有風雨橋、民俗大觀園、

鼓樓、燕子洞景區、原始部落、回龍橋、對歌亭、水車世界、九曲橋，訪客乘舟

溯溪而游，舟上有船伕與身穿傳統服飾的姑娘以山歌招待，沿途有苗族、侗族、

瓦族姑娘為訪客歌舞表演迎賓，甚至安排原住民的沿岸高聲招呼。 

  「世外桃源」以最不破壞自然景觀、營造高度游樂趣味、保存與推廣少數民族

人文風情的方式經營，是值得借鏡的規劃。 

「世外桃源」園內之牌樓與民寨建築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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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桃花源 

 

©林芳宜 

柳暗花明又一村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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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原住民表演者向乘舟而過的訪客打招呼 

©林芳宜 

 

表演傳統歌舞的當地演員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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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的工藝製作示範，一旁有傳統歌曲演唱，表現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情境 

©林芳宜 

 

織布也是當地民族的特色工藝之一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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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織布的當地婦女與展示的成品 

©林芳宜 

 

 

民宅內景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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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著竹排放鳥捕魚的漁夫，是園內現場的表演者，同時也是真正捕魚維生的漁夫。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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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與自然的結合：《印象．劉三姐》 

  《印象．劉三姐》山水歌舞劇的地點位於陽朔縣，1961年時，電影【劉三姐】

在此地拍攝，因片中的風土民情受到各方矚目，並因此衍生出許多以該片為主題

的周邊商品，連帶著【劉三姐】也成為當地的「特產」之一。1997年廣西當局

為重振廣西觀光產業，籌劃「中國．漓江山水劇場」，開始這個於自然景觀中表

演歌舞劇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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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劉三姐》由梅帥元擔任總策劃與製作人，邀來著名的鐵三角：張藝謀、

王潮歌與樊躍創作此部作品。張藝謀於1654平方公里的水域上搭建了一個被12

座山峰圍繞著、有形卻無邊的水上舞台。演出舞台搭建在漓江與陽朔田家河的交

匯口，參與演出的六百多名演員，除了沿江五個村莊的漁民以外，即為偏遠山區

的少數民族居民與歌手，漁民們白日捕魚，待太陽下山時便撐著自己的竹筏前來

準備演出。 

  本劇雖由官方起頭，整個製作卻籌組一個獨立的公司以因應資金籌募運用、行

政策劃、技術管理等龐雜製作事務，也因此在整體的行銷與宣傳，也顯示國際大

製作的規模。 歷時五年多的工作時間，張藝謀號召了六十七位中外著名藝術家

參與創作，最後終於於二○○四年正式公演，每年上演約二百五十場。 

  劇場所在地與著名的龍童山隔河相望，以綠色梯田的造型所設計的觀眾席，具

有一百八十度的視覺寬度，天氣良好時，江上兩三公里的景色盡收眼裡，觀眾席

共設有二千六百個席位，包括一百個貴賓席與35個總統席。 

  除非天氣過於寒冷，每日晚間演出兩場，本團前往觀看時，已經為十一月底的

冬季，並且並非假日，仍湧入滿場的觀眾，入口對於購票進場的控管十分嚴謹，

然停車區並無特別管制，乃至於演出結束後的散場十分困難與耗時。但是這些成

千上萬湧進陽朔的觀光客，的確也為當地的各行各業帶來十分可觀的觀光財，可

見一部成功行銷的展演作品，所帶來的周邊效應是十分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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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劉三姐》的辨識系統（CIS），簡單的構圖充分傳達山水與藝術的關係。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觀眾席平面示意圖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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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於河口的舞台，以重重疊疊的山丘及自然天光為舞台布景。圖中白色框為告

示字幕的投影處。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梯型的舞台帶來最好的視覺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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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山水環繞的鼓樓，也是劇場所在地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入口的牌樓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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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販賣相關影音資料(左)           節目冊封面(右)     

        ©林芳宜 

                                                                

整套的DVD，分別為製作花絮(左上)、一九六一年電影版之【劉三姐】(右上)與

《印象．劉三姐》完整版錄影。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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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劇場，即可看到迴廊上的燈箱，記載整個製作的過程、排練實況、名人到訪

等等，是很完整的紀錄呈現。 

©林芳宜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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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爆滿的觀眾席，上方高吊著燈籠的牌樓為貴賓區 

©林芳宜 

身穿傳統服飾的少女，穿梭於觀眾席間販賣節目冊。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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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即將開始，觀眾席周邊的光源關掉後，湖面出現巨型的投影幕，與國內演出

前的廣播提醒立意相當，然而卻看得出，在資本主義甫抬頭的環境裡，商業目的

的重要性遠遠大於藝術。 

©林芳宜 

演出開始，安放在山嵐之間的燈光設計開始鋪成演出氛圍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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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劉三姐》以當地風土民情為主軸，因此此劇可看到當地許多不同的民族

同台演出。 

 

                                                                           ©林芳宜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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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擅長以視覺的調度轉換劇情與氛圍，這個特色在《印象．劉三姐》尤其被

鮮活地運用，也總贏得現場觀眾的讚嘆。

 

                                                                           ©林芳宜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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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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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 

1. 參訪單位：中山公園音樂堂/北京保利紫禁城歌劇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文

玉 

  位於天安門與中南海之間的中山公園內，地理位置相當優越，建於一九四二

年，一九九九年重新改建落成，佔地約三千七百二十平方公尺，包括可容納二百

五十人的會議室、一百五十人的電影廳以及一千四百人的音樂堂。 

  中山公園音樂堂的舞台寬二十三公尺、深十四公尺，舞台前有一對高十三公

尺、十九公尺粗的圓柱，是與一般音樂會場所較為不同的地方。舞台後半部設有

四層升降平台，每層長十四公尺、寬十八公尺，前半部設有鋼琴升降台，舞台後

牆為目前中國境內最大的管風琴。此外共安裝有五道吊杆、設一百二十四個吊

點，懸掛十五塊反響板，以達到專業音樂展演場地的音響要求。 

  音樂堂觀眾席內總面積約一千八百多平方公尺、高十四公尺，上下共分三層，

第一層設七百八十二個座位、第二層為五個各有八個座位的包廂、第三層則設五

百八十六個座位，第一層觀眾席兩側各有三個入口、第二、三層則兩側各有兩個

入口。 

  中山公園音樂堂一向為北京交響樂團的排練與演出據點，同時也是中國愛樂樂

團音樂季的展演地，一九九九年重新落成之後，音樂堂的營運管理也進入新時

代，從昔日由樂團獨立營運到引進管理人員進駐，至今日委託民間專業管理公司

經營。現在負責經營管理音樂堂的是北京保利紫禁城劇院管理有限公司，這也是

該公司首項展演場所的管理業務。該公司副總經理李文玉表示，北京保利紫禁城

劇院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個專業的劇場管理單位，目前除了硬體的維護與保養、行

政事務如票務、宣傳、廣告、企業贊助等的規劃與執行以外，也需策劃節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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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份的節目策劃則來自北京交響樂團。 

  問及目前大家最關心的票房問題，以及日益熱絡的表演市場是否會波及音樂堂

的觀眾人數？李文玉樂觀地表示，音樂堂有不少行之有年的演出系列，如由北京

交響樂團現任總監譚利華發起、已經實行第十二年的青少年音樂推廣系列「打開

音樂之門」等，都已建立觀眾族群，足以區分市場取向，目前票房平均下來，每

場都能維持六至七成的觀眾，而這也與中山音樂堂本身較為平民化的票價有關

係。而票款收入也都能支應營運費用，在節目企劃內容與觀眾數量兩方面，中山

音樂堂屬於穩定維持與成長的展演場所。 

 

 

置身於古意盎然公園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售票處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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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處記錄著曾蒞臨此廳演出的樂團，台灣目前有台北市立交響樂團與長榮交響

樂團曾在中山音樂堂演出。 

       © 林芳宜 

 

 

中山公園音樂堂由北京保利紫禁城劇院             

管理有限公司擔任營運管理，下圖為該公司之識別系統。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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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堂內部 

 

音樂家休息室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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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入口大廳的巨幅海報輸出，有別於一般展演場所大廳制式的風格 

0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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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蝴蝶夫人」的咖啡吧，別緻優雅的佈置，提供觀眾中場休息最佳的去處 

 

                                                                                    © 林芳宜 

飲料排與價目表的設計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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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廳的牆面上佈置歷年來此廳演出的音樂家相片 

 

                                                                                    © 林芳宜 

另一頭擺放著演奏琴，可供音樂家即興一段，也能搖身一變成為音樂沙龍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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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的貴賓接待處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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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訪單位：保利劇院/業務策劃部項目主管丁佳 

  保利劇院全名為「北京保利國際劇院」，位於保利大廈中。保利大廈建於一九

九二年，為一集聚飯店、辦公大樓、劇院、娛樂、餐飲、會議設施等之綜合型文

化商務飯店，建築物總面積約七千五百平方公尺，地理位置非常便利，是北京重

要的展演與文化商業活動場地。 

  保利劇院於大廈興建時，即定位於與商務酒店結合的劇院，因此為因應國際性

大型演出，廳內設施相當先進。觀眾席分為兩層，共有一千四百二十八個座位，

其中包括位於一層的兩個貴賓包廂，每個包廂可容納十人，而在第二層則有不同

規格的露台包箱八個，共可容納一百零六位觀眾。其舞台寬十八公尺、深有二十

二公尺、高十公尺，另可移動的活動平台寬十四公尺、高為六公尺四十公分，適

合大型演出。 

  保利劇院的節目策劃以音樂劇、歌劇、大型舞蹈、歌舞劇等為主，據業務策劃

部主管丁佳表示，因距離商業都心不遠，加上與國際飯店在同一棟建築物裡，觀

眾族群有大量商旅人士，因此節目取向偏向娛樂性高、軟調節目。而同為保利集

團下的設施，劇院與飯店是否有聯手促銷的方案？對此丁佳表示劇院與飯店為各

自經營的單位，盈虧必須各自承擔，並無合作，但住房房客購票可打折，客房服

務也會主動推薦房客觀賞近期演出。 

  因演出節目幾乎均為大型綜合性表演節目，票價偏高，但丁佳表示，目前票價

與北京當地人民收入相對之下雖然屬於昂貴消費，但因節目屬性為普羅大眾的接

受度高，因此票房約能維持至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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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劇院觀眾席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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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入口，因與飯店使用相同入口進入大廈，大廳空間稍嫌狹小，也迥異於一般

劇院具有高大廊柱於大廳裡，以展易柆展示近期演出的大型海報。 

 

                                                               © 林芳宜 

售票口標示當晚演出曲目，下方螢幕則為座位示意圖，供購票民眾可以清楚選擇

座位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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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內部 

 

                                                                                    © 林芳宜 

二樓觀眾席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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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觀眾席設有貴賓席，貴賓席的間隙較為寬大 

 © 林芳宜 

                                                                                    

後台休息區設有自動販賣機，提供冷熱飲與零食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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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休息區的牆上陳列曾經在劇院演出過的藝術家群照 

 

                                                                                    © 林芳宜  

化粧室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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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口旁的海報架，此處靠近戶外人行道，是飯店側面的出入口，提供過往行人

演出資訊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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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大劇院/演出部負責人李志祥 

 

國家大劇院是2007年中國最受矚目的建築，於2001年開始建造，歷時六年，其

地理位置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心臟地帶，以鈦金屬版和透明玻璃組成的球體建築，

自興建以來便是北京人的話題。國家大劇院佔地118.930平方公尺，其中環繞著

球體建築的是35,500平方公尺的人工湖。 

球體建築分為歌劇院、音樂廳、戲劇場與小劇場，加上公共大廳共五個空間，本

團參訪時，正值大劇院開門前夕，不僅硬體設備必須搶在時間之前全體到位，行

政方面，節目策劃與整體品牌行銷也正全速進行。演出部負責人李志祥指出，國

家大劇院的節目企劃原則上由三位藝術總監統籌，三位藝術總監分別主理戲劇

類、舞蹈類與音樂類的節目內容，除了三位藝術總監以外，並設有一藝術委員會，

由藝委會主任帶領，目前擔任藝委會主任的是德高望重的作曲家吳祖強。 

在三位藝術總監之下，共有五個系統：演出運營系統、藝術教育交流系統、大劇

院經營系統、行政管理系統與工程務業管理系統，完整承擔一個劇院的各項業務

與需求。其中演出運營系統即負責節目的制定與實施、行銷與宣傳，而大劇院經

營系統則負責所有關於大劇院品牌的業務。如此龐大的組織架構，行政人力從何

尋覓？李志祥表示劇院內除工程部門與行政部門（人事、財務、庶務等）以外，

均為藝術行政專業人員，以達到最高的藝術行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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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劇院平面示意圖 

                                                                               © 國家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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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芳宜 

劇院入口 

 

                                                                             © 林芳宜 

售票處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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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售票處通過水下的廊道進入大劇院本體建築中                                                                                                                                      

 

                                   © 林芳宜 

橄欖廳的指示牌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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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大廳旁的咖啡座，位於挑高地板，可悠閒地觀賞建築之美以等候開演 

 

                                                                                   © 林芳宜 

大劇院構造示意圖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46 

歌劇院 

主要上演歌劇、舞劇、芭蕾舞集大型演出，擁有觀眾席2079席。舞台設備完善，

並有可傾斜的芭蕾舞台板、可容納大型管絃樂團的升降樂池等，殘響為 1.6秒，

完全符合歌劇即舞劇等的演出標準。 

 

                                   © 國家大劇院 

音樂廳 

共有1859個席位，目前音樂廳內的管風琴以超過中山音樂堂，成為中國最大的

管風琴。有別於歌劇院的富麗堂皇，音樂廳走現代風，冷色系的牆面，加上呈現

高科技美感的管風琴，是一個非常有獨特風格的音樂廳。 

 

                                                © 國家大劇院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47 

 

                                                                                   © 林芳宜 

戲劇場 

以上演戲曲、話劇為主，場內風格以民族風為取向，共有957個席位，獨特的伸

出式舞台非常適合中國傳統戲劇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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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合金的屋頂是國家大劇院最大的特色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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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木穹蒼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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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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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芳宜 

大劇院入口兩邊為展覽區，作為興建大劇院的紀錄 

 

                                                                                  © 林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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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中展示的建築師手稿、大劇院示意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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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國家大劇院表演季的節目表、會員俱樂部招募手冊、會員手冊 

© 林芳宜 

與國家大劇院演出部負責人李志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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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大劇院工作人員合影 

 

 

參、  參訪心得 

  桂林自然景觀與資源相當豐富，無論是欣賞渾然天成的景色，或是遊玩人工規

劃的園區，都能善用既有條件，可說是具備發展觀光產業的最佳條件。然而除了

《印象．劉三姐》的演出能夠稱為藝文活動之外，當地政府與旅遊業者在串聯密

集觀光景點的同時，並沒有同時規劃保留人文軌跡與推展采風探古的風氣，以陽

朔古城為例，大量汽車與遊客湧進這個山城，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之餘，也急速

地的破壞該地的社會結構與建築文物，這是我們應當引以為鑒的。 

  《印象．劉三姐》的水上舞台並非世界首創，然而以大自然入景卻是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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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徹底的消費大自然，原版《印象．劉三姐》所造成的水域污染與生態破

壞，是否因演出時間縮短、演出場次減少而得以停止破壞？還有待觀察。 

  北京的展演場地整體說來，硬體設備都非常優良先進，中山音樂堂有歷史的韻

味、保利劇院呈現都會的娛樂風格、國家大劇院則展現以文化強國打入國際的企

圖心，三處建築物都具備了其功能性與意義，前兩處均以專業管理團隊承擔營運

事務，大劇院則以專業人員帶領藝術行政團隊分工合作，顯示此間對於「藝術行

政」與表演團體行政管理之重要性有相當的認知，相較於國內大多數表演團體或

是展演場地仍視藝術行政為一般庶務性行政，委實先進與實際許多。此外，除了

迎合普羅大眾之節目，北京各地的展演不乏當代作品，連最冷門的本國當代音

樂，也時可見大型整場的展演，中國的票價相對於人民收入實屬昂貴，但此種「票

房毒藥」卻處處可見，不由得令人感到讚賞。 

肆、  檢討與建議 

1. 發展文化觀光產業除了景點的觀賞以外，對於各地特有風土民情的相關知

識，仍應大力推廣，並在觀光行程之外，加入認識各種文化的學習性活動。 

2. 觀光產業的規劃需考量交通工具與人員的動線，不僅可讓人潮舒暢無礙，也

減少交通工具原地滯留而產生大量廢氣的情形。 

3. 觀光產業與節目相同，都需要透過宣傳與行銷，才能引起大眾的關切。 

4. 無論是展演場所、表演團體，都應以品牌觀念為主軸，品牌從識別系統（CI）

到無形文化事務，都需無所不在，才能成功建立知名度，進而促進票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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