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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下稱本團)成立於 1945 年創團近七十年，為臺灣古典音樂史

上最悠久的交響樂團，現隸屬於文化部，為台灣唯一隸屬中央之公立樂團，在古典

音樂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角色。自創團以來，國立臺灣交響

樂團邀請國內外優秀音樂家參與演出，演奏足跡遍及全國，開啟國人欣賞古典音樂

的風氣；在台灣經濟起飛的年代，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扎根教育，肩負古典音樂種子

教師培育與全民音樂文化推廣之責，對於台灣古典音樂的普及，居功厥偉。為均衡

文化區域發展，追求音樂文化平權，將霧峰辦公區原有空間及相關設施作有效之調

整，結合本團音樂演奏人才、主題演奏會的規劃、音樂營之策辦、音樂旅邸及演奏

廳多元化經營等建構「臺灣音樂文化園區」，把精緻藝術轉化為日常性的休閒活動，

成為一個交響樂的文化、教育、休閒園區。國立臺灣交響樂團雖幾經更迭，樂團持

續以國家級演奏團隊為其定位，以擴大台灣古典音樂美學視野，提昇臺灣古典音樂

演奏與欣賞水準為目標，並期許推動創新，帶動台灣成為華人音樂創作與表演中心，

深化並轉化臺灣之美，進而躍上國際舞台，建立台灣未來的音樂品牌地位。藉由參

訪同為亞洲國家之韓國各交響樂團及藝術中心，取得其年度經費、組織運作、公眾

服務等深入之現況考察，俾為本團發展策略擬定之重要參據。 

 

貳、 行程安排及參訪議題 

一、 參訪行程 

10 月 1 日啟程，10 月 5 日抵達台灣，拜會五個單位，出席一場音樂會 

日期 內容說明 備註 

10/1 
(二) 

台中台北松山機場，長榮航空 BR 156  

抵達韓國金浦國際機場  

10/2 
(三) 

10:00 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拜會參訪 

駐韓代表處教育組

黃恒勝先生陪同，擔

任傳譯 
11:00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拜會參訪 
（高學讚社長） 

 

12:30 與駐韓代表處教育組黃恒勝先生交流餐敘  

15:00 韓 國 廣 播 交 響 樂 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拜會參訪 
（公演企劃組組長吳昌勳） 

 

10/3 
(四) 

17:00 於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欣賞音

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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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說明 備註 

10/4 
(五) 

10:00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拜會參訪 
（公演企劃組長朴玄鎮） 

 

12:00 與駐韓代表處教育組交流餐敘  

14:00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拜會參訪 
（拜會朴仁培社長後由公演企劃組長對談） 

 

10/5 
(六) 

金浦國際機場搭機回程，長榮航空 BR 155  

抵達台北松山機場台中  

 

二、 行程參訪紀要 

(一) 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該樂團成立於 1985 年 3 月 30 日，1987 年與韓國國家劇院簽約長期與

韓國國家歌劇、韓國國家芭蕾舞團、韓國國家合唱團合作演出。現任音樂

總監暨首席指揮為 Hee-Chuhn Choi。1989 年併入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01

年 3 月在其成立 16 週年之際，轉型成為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的駐團樂團，該團團址亦位於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內。2010 年 6 月該團為紀念成立 25 週年於紐約卡內基音樂廳演出。

在過去 28 年來舉行過超過 90 場的音樂會演出，除了定期音樂會外，近年

來也安排親子音樂會、明日之星及歲末音樂會等之演出。 

該團安排與本團會晤的是藝術策劃經理(Artistic Planning 

Manager)Yoon Jung Hee 女士、財務會計經理(Finance Accounting 

Manager)Chan-Ho, Choo 先生及單簧管助理首席暨總務經理

(Clarinet/Assistant Principal/General Affair Manager) Jae-kyung Chang 先生，

該團準備定期音樂會、明日之星音樂會、親子音樂會之 DM、節目冊等文

宣品贈送本團參訪人員；本團亦贈送 2013/14 樂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

及《原住民新韻》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拜會交流後安排參訪該

團平日之樂團排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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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位於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內 

 

 

 
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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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韓國交響樂團拜會 

 

 

 

 
韓國交響樂團提供音樂會文宣品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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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提供音樂會文宣品供參考 

 

 

 

 
本團贈送 2013/14 樂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及《原住民新韻》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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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排練廳 

 

 

 

 
韓國交響樂團排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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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音樂會宣傳架 

 

(二)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藝術殿堂建於 1998 年，屬於一綜合文化藝術中心，主體硬體包含音樂

廳(Music Hall)、歌劇院(Opera House)、Hangaram 美術館(Hangaram Art 

Museum)、首爾書法藝術博物館(Seoul Calligraphy Art Museum)、Hangaram 

設計博物館(Hangaram Design Museum)及戶外廣場(Oudoor Areas)。 

本次除拜會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藝術事業本部長

(General Director of Artistic Management)太勝進(Tae, Seung-Jin)先生及公共

關係部(Public Relations)Jungho Kim先生瞭解藝術殿堂經營理念及經驗分享

外，還造訪擁有演奏廳(Concert Hall)、IBK 室內樂廳(IBK Chamber Hall)及

獨奏音樂會廳(Recital Hall)三個表演廳的音樂廳(Music Hall)，其中演奏廳

(Concert Hall)觀眾席設三層樓共計 2,523 個座位。該中心準備音樂會宣傳

DM、10 月份節目手冊等文宣品贈送本團參訪人員；本團亦贈送 2013/14 樂

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及《原住民新韻》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 

拜會交流結束後走出建築物外，藝術殿堂廣場正進行水舞表演，配合

播放電影《新天堂樂園》電影配樂，許多民眾早已駐足聆賞音樂及水舞視

覺之心靈饗宴。 

更安排 10 月 3 日傍晚於演奏廳(Concert Hall)聆賞一場由韓國年輕指揮

家 Soo Yeoul Choi 指揮韓國 SeongNam 愛樂管弦樂團(SeongN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及三位韓國優秀演奏家小提琴獨奏 Zia Hyu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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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大提琴獨奏 Dong Yeon Han、長笛獨奏 Yae Ram Park 所帶來的 2013

年韓國國際音樂節系列音樂會(Korea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31st 

2013—K.Classic The Center of Classical Music!)，親自體驗聞名遐邇的 Seoul 

Arts Center 演奏廳(Concert Hall)。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平面圖 

(摘自藝術殿堂網站 http://www.sac.or.kr/eng/space/space.jsp)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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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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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廣場 

 

 

 

 
拜會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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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拜會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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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贈送 2013/14 樂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及《原住民新韻》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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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大廳咖啡廳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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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觀眾席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觀眾席工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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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IBK 室內樂廳(IBK Chamber Hall)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IBK 室內樂廳(IBK Chamber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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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大廳文宣品展示架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售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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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會員申請資訊看板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地下室餐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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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餐廳宣傳演出資料之桌墊紙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地下室餐飲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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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該樂團於 1956 年成立於韓國廣播電台，1969 年更名成立為韓國國家交

響樂團(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1981 年移轉由韓國廣播電台 KBS 經

營管理，再度更名為韓國廣播交響樂團(KBS Symphony Orchestra)。現任首

席指揮為曾於 2012 年與本團合作演出之指揮家 Yoel Levi。 

該團安排與本團會晤的是節目規劃部主任(Director of Performing Plan 

Team)Germont Oh 先生及節目規劃部 Yoo, Jae Eun 女士。該團提供樂團經營

與制度執行相當寶貴之經驗與本團拜會人員深度交流經驗分享；隨後帶著

我們參訪該樂團排練廳及 KBS Hall 表演廳，KBS Hall 表演廳之多功能舞台

除供音樂會演出外，亦可供戲劇、舞蹈、歌劇、舞台劇等各種大型表演使

用。最後本團贈送 2013/14 樂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及《原住民新韻》

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位於韓國廣播電台 KBS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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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交響樂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位於韓國廣播電台 KBS 內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位於韓國廣播電台 KBS 內之宣傳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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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韓國廣播交響樂團 KBS Symphony Orchestra 

 

 

 

 

 
本團贈送 2013/14 樂季手冊、2013 國際音樂節及《原住民新韻》CD、《客家新韻》CD 等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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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交響樂團辦公室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排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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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交響樂團排練廳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排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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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交響樂團樂譜櫃 

 

 

 

 
韓國廣播交響樂團樂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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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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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舞臺 

 

 

 

 
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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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舞臺 

 

 

 

 
韓國廣播電台表演廳 KBS Hall 舞臺 

 

 



28 

(四)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首爾市立交響樂團成立於 1945 年，是韓國最古老的交響樂團。團址位

於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裡，主要表演場地亦以世宗文化會館為主。

現任音樂總監是鄭明勳(Myung-Whun Chung)先生。該團中提琴首席為台灣

優秀音樂家黃鴻偉(Hung-Wei Huang)先生；我們於該團排練休息時間參訪其

排練廳時正好巧遇黃鴻偉(Hung-Wei Huang)先生。 

該團安排與本團會晤的是該團執行長(President & CEO)Hyun jung Park

女士、管理部門總監(Managing Director) Byung Wook Lim、藝術管理部門總

監(Director of Artistic Administration) Hyunjin Park、藝術管理部門(Artistic 

Administration /Touring & Production) Sooyeon Yoon 等人；該團透過投影簡

報方式先簡要介紹該團簡介、組織、年度活動等。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位於世宗文化會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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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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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歷任音樂總監 

 

 

 

 

 

 
首爾交響樂團歷任音樂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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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拜會介紹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拜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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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辦公室 

 

 

 

 
首爾交響樂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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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辦公室 

 

 

 

 
首爾交響樂團辦公室文宣品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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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辦公室意見信箱 

 

 

 

 
於首爾交響樂團室內樂排練室拜會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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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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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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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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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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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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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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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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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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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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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爾交響樂團 

 

 

 

 
首爾交響樂團排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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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排練廳，圖中為該團中提琴首席亦為台灣優秀音樂家黃鴻偉(Hung-Wei Huang)先生 

 

 

 

 
首爾交響樂團排練廳內之錄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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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交響樂團排練廳內之錄音室 

 

 

 

 
首爾交響樂團排練廳內之錄音室 

 

 



47 

(五)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世宗文化會館是位於韓國首爾的一座以表演與展覽為主的大型綜合藝

術中心，係以朝鮮王朝君王世宗大王命名，於 1978 年陸續開放。會館包含

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世宗 M 劇場(Sejong M Theater )、世宗

室內音樂廳(Sejong Chamber Hall)、世宗藝術博物館(Sejong Museum of 

Art)、世宗展覽廳(Sejong Exhibition Hall)等。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有 3,022 個座位，每個座椅後方均設有個人專用小螢幕，觀

眾可在座位上清楚掌握表演相關資訊或字幕，大劇場內靠舞台右側有一座

目前號稱亞洲最大的管風琴。 

世宗文化會館除擁有多項表演及展覽硬體外，更致力於各種藝術人才

之培育，成立首爾大都會傳統樂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Traditional 

Music Orchestra)、首爾大都會合唱團(Seoul Metropolitan Chorus)、首爾大都

會舞蹈團(Seoul Metropolitan Dance)、首爾大都會劇團(Seoul Metropolitan 

Theatre)、首爾大都會少年合唱團(Seoul Metropolitan Junior Chorus)、首爾大

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首爾大都會傳統

樂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Traditional Music Orchestra)等

多個表演團體，每週固定時間練習。 

該單位安排與本團會晤的除世宗文化會館古典音樂管理部門總監

(Director of Classical Music Management) Young Soo Ro 先生、古典音樂管理

部門策劃(Producer of Classical Music Management)Nak Yong Lee先生及演出

規劃部門總監(Director of Performing Arts Programming) Youn Sun Auh 女士

外，還安排首爾大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

的藝術管理(Artistic Administrator) Jung Yoon Kim 先生共同參與。會後安排

我們參訪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舞台正值韓國國內一管樂團進

行晚上演出之彩排，親臨感受大劇場廳內之建築音響及號稱亞洲最大的管

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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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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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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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大廳 

 

 

 

 
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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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大廳 

 

 

 

 
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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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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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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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之世宗大劇場(Sejong Grand Theater)觀眾席 

 

 

 

 

 
世宗文化會館售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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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大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排練室 

 

 

 

 
首爾大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排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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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大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 

 

 

 

 
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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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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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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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世宗文化會館 

 

三、 參訪議題及內容 

(一) 年度節目之規劃架構、樂團團員對於節目規劃(指揮、獨奏家等)參與機制 

(二) 樂團來自政府之年度經費挹注情形 

(三) 演出突發狀況或臨時取消(如客席指揮、獨奏家、氣候交通等突發狀況)之處

理機制 

(四) 音樂欣賞推廣之規劃 

(五) 樂團是否提供樂器零配件耗材(備弦、竹片等)及演出服裝？配給及提供狀況

為何？ 

(六) 政府、民眾對於古典音樂節目之挹注及支持態度情形 

(七) 古典音樂節目行銷方式訪談 

(八) 音樂欣賞推廣之規劃 

 

參、 參訪心得 

一、 參訪蒐集資料 

含音樂會文宣品、樂季手冊、節目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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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音樂會 DM 

 

 

 
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音樂會 DM 

 

 

 
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音樂會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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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響樂團 Korea Symphony Orchestra 音樂會 DM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文宣品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 Seoul Arts Center 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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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廣播電台 KBS 工會刊物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文宣品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文宣品 



63 

 
首爾交響樂團 Seo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文宣品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節目表 

 

 

 
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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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文化會館 Sejong Center 文宣品 

 

 

 
首爾大都會青少年管弦樂團(Seoul Metropolitan Youth Orchestra)出版品 

 

二、 參訪分析 

（一） 韓國交響樂團 

1. 節目單簡明優雅是透過什麼方式製作 

(1) 他們把音樂會概念交給設計公司，設計公司尋找與音樂會相同的題

材，提交設計槁。 

(2) 以年度計劃來委外設計，設計公司已合作十幾年。 

2. 定期音樂會已場次序呈現，不另起標題，特別企劃的音樂會，會以獨

立標舉辦。 

3. 交響樂團員額情形： 

(1) 專職行政人員含團長共 7 人 

(2) 團員 79 人（團長負責經營、企劃組、財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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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務長目前由黑管副首席擔任，工作是負責藝術與行政、溝通協調。 

(4) 樂團來自政府之年度經費挹注共 25 億韓幣。節目的安排有時必須配

合國家公共政策的執行，一年約有 90 場音樂會，非定期推廣。 

4. 音樂會每年大團編制約 6–12 場，較小編制約 20 場。以通俗的古典音

樂及藝術歌曲為主。除定期音樂會外，推廣音樂會會視情形解說或導

聆。 

5. 薪水分首席、副首席及團員三個等級，超過場次會給予津貼，退休後

領國民年金。 

6. 依音樂會的行程彈性上班，一個月前告知團員行程。個人音樂會需於

二個月前提出申請並獲同意。 

7. 排練次數，依音樂會曲目而定，定期音樂會一般約 8–9 次，每次 3 小

時；芭蕾舞 20 次，每次 50 分鐘。 

8. 定期音樂會 2500 席觀眾約 8 成；特別企劃音樂會大多全滿。 

9. 是否有來自民間或政府壓力？需演出韓國民謠或通俗音樂，曲目選擇

並沒有壓力，只有海外巡迴含演出代表韓國民謠。 

10. 是否有培植年輕音樂家？ 

(1) 有實習一年團員的制度。 

(2) 選擇畢業但沒有就業的年輕音樂家透過審查機制辦理個人音樂會。 

11. 自費一年的留職停薪進修，可於一年前申請並獲許可。 

（二） 首爾藝術中心 

1. 2300 席 concert hall 

600 席 chamber hal 

200 席 recital hall l 

→IBK Chamber hall 75 億，企業出一半經費，20 年必須使用 IBK 的名

稱冠名。 

2. 中心經費 20％來自政府挹注，40％來自企業贊助，40％來自場租、餐

廳、停車場等。 

3. 首爾 1 仟 2 百萬人，2000 席以上 concert hall 有三間，三個衛星城各有

一間 2000 席的綜合表演中心，本中心一年只休館冬、夏各 2 週，共 1000

場次，20％自製節目，80％外租，4 月份辦交響嘉年華，從 1989 年起，

邀請 18–20 個全國樂團演出，大城市如釜山、仁川每年邀請小城市每

二年邀請一次。 

4. 節目申請與審查與台灣大致雷同，韓國交響樂團，KBS 交響樂團、首

爾交響樂團，可以優先申請保留。民間機構舉辦國際知名音樂家與團

體，可以二年或三年以前申請預先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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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一般 50 萬人。（付費 blue、會員 glob 共 7500 人。平均 8 折） 

（三） KBS 樂團 

1. 年度預算 100％來自 KBS 樂團，去年從 KBS 樂團獨立成為基金會方式

營運，原因為 2010 年上任的 chief conductor 和團員衝突，KBS 樂團為

解決紛爭，改採基金會方式營運。 

2. music director 每年來 10–12 週，每次來 1–2 週，一年需來 8 次。 

3. 音樂會內容由音樂總監決定，團員意見會透過團員代表彙整轉交音樂

總監，團員可以成立工會。 

4. 團員有 100 人，行政人員 15 人，每年演出 90 場，約有 10–15 場到社

區、醫院演出。 

5. 團員薪水平均 18 萬，依照首席、副首席、團員等級高低有別。 

6. 目前辦公室及練習場地必須付費 KBS 樂團，KBS 樂團邀請演出也需支

付演出費。 

（四） 首爾愛樂（首爾市立交響樂團） 

1945 年成立 

(行政組、企劃組、行銷組、演出組、推廣組，共 26 人，團員 79 人) 

藝術總監–鄭明宣 

駐團作曲家– 

Brass work shop→小號外國人擔任小號首席，及年輕音樂家訓練。 

每年約 20–30 場定期音樂會，70 場慈善及推廣音樂會(10 場大編制，60

場室內樂，人員派遣及人員組合由演出組組長決定。)，(醫院、監獄、

學校、圖書館) 

定期音樂會 1000 元–4000 元，推廣與慈善音樂會免費，每年由音樂總監

評鑑，遲到、平常表現、對樂團貢獻、差勤均納入年度考核。 

排練 2 天 4 次加總彩排。 

CEO 門口設意見箱。 

個人音樂會，每年最多 5 場。團員班表及 schedul 二個月前通知。 

經費 64％由市政府補助，其餘包括票房、贊助等。 

推廣性音樂會也會表演定期音樂會曲目，當作訓練，錄音的熟練度。 

1. 1999 年前隸屬市政府，1999 年轉為法人，附設 9 個藝術團體包含青少

年交響樂團、合唱團等 2005 韓國市立交響樂團，由世宗獨立。為節省

公務成本，但後來經費更加龐大。 

2. 青少年交響樂團目前約 90 人，以首爾是市 20 所大學音樂系學生甄試

錄取，約 4–5 取 1 人，已成立 30 年，主要功能是培養職業樂團的團員

及提供未來明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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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音樂會時星期一–五，每天由 7：00–10：00 練習，無公演固定在周四晚    

上練習，演出為週六，世宗提供 2 億獎學金，3 億的樂團運作經費。 

練習沒有分部老師，由指揮負責排練，一年共 20 場演出，樂團擔任首席

或獨奏者最高可領 300 萬韓幣獎學金。 

世宗中心有會員制，首爾市福利單位，會推薦貧困及單親家庭，欣賞免費

音樂會。 

與首爾市立大學表演科系合辦音樂營，訓練結束後會有公演。 

市政府補助世宗 220 億占全年經費 60％，一年經費約 400 億。 

 

肆、 音樂會演出欣賞及心得報告 

一、 音樂會資訊 

音樂會名稱：Korea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31st 2013—K.Classic The 

Center of Classical Music!  

時間：2013 年 10 月 3 日 17:00 

地點：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 Seoul Arts Center Concert Hall 

樂團：SeongN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指揮：Soo Yeoul Choi 

小提琴獨奏：Zia Hyunsu Shin 

大提琴獨奏：Dong Yeon Han 

長笛獨奏：Yae Ram Park 

演出曲目： 

Isang Yun: Legacy for orchestra Silla (1992) 

E. Lalo: Cello Concerto in d minor, op. 37 

P. de Sarasate: Carmen Concerto Fantasy, op. 25 

W. A. Mozart: Flute Concerto No.2 in D Major, K. 314 

P. I. Tchaikovsky: Romeo and Juliet Fantasy Overture 

二、 音樂會欣賞心得 

從樂團整體的表現來看，這個年輕的樂團還有很大成長的空間。弦樂的整

體協調性非常好，音色的表現屬暖色調，在聽感上雖然可以呈現合奏的齊

整，但是相對的就缺少了高昂的魄力，欠缺燦爛輝煌的爆發力，總是讓聽

者少了那一些該有的滿足。管樂的整體合奏也是可圈可點，比較特別的是

呼吸的時機過於一致，使得樂句顯得短促不連貫，對張麗的營造與堆疊非

常的不利。加上因為多了獨奏的角色，個別的缺點就更明顯暴露出來，大

致而言，個別技術雖然都是非常優秀，但顯然都不已音色為優先考量，或

許他們對聲音的概念與國內音樂家有一定的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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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獨奏者的狀況與樂團的表現很一致，都擁有優秀的演奏技術與經驗，

但是在表現上卻趨向保守，聲音少了深度與感染力，雖然表現有很高的完

成度，卻激不起內心的共鳴。長笛家 Yae Ram Park 是當中最年輕的，卻是

表現最具大將之風的一位，他極具感染力的風格，更凸顯了樂團與其他獨

奏者性格的不足。 

整個國際音樂節的節目幾乎都由韓國人擔綱，是此次最大的震撼。對比國

內總是由外國音樂家站台的環境，他們的音樂家無疑是幸福的。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 Seoul Arts Center Concert Hall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 Seoul Arts Center Concert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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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大廳 

 

 

 

 

  
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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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首爾藝術中心)音樂廳大廳演出資訊看板 

 

 

 

 
音樂會節目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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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會節目冊 

 

 

 

 
音樂會節目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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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事項 

一、 樂團定位： 

本次參訪之韓國交響樂團、韓國廣播交響樂團、首爾交響樂團樂團係同時位

於韓國首府之職業樂團，三者定位清楚且有所區隔。韓國交響樂團由韓國政府補

助經費，年度約製作 20 場定期音樂會，並長期與韓國國家歌劇、韓國國家芭蕾

舞團、韓國國家合唱團等國家級藝術單位合作演出，近年來也製作親子音樂會、

明日之星音樂會等，可視為國家交響樂團。韓國廣播交響樂團年度預算 100％來

自韓國 KBS 集團，由韓國 KBS 廣播電台經營管理，音樂會內容主要由音樂總監決

定，音樂節目製作以服務 KBS 廣播電台為主。首爾交響樂團接受首爾市政府 60

％以上之經費挹注，年度除了製作約 20 場定期音樂會以外，音樂節目的安排必

須配合首爾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執行，每年約規劃 90 場以上校園、社區、醫院、

監獄等推廣性質、免費欣賞之音樂會，以服務首爾市民為核心，可定位為首爾城

市樂團。 

臺灣精緻藝術市場一直難以大規模擴張，古典音樂仍屬小眾市場，台北市市

民的休閒消費預算佔薪資比例約為台中市及高雄市之兩倍以上，這表示在臺灣除

了台北以外，古典音樂市場在其他地區要生存與發展更加困難。國立台灣交響樂

團創立六十多年來，演奏足跡遍及臺灣，曾定位為肩負音樂文化教育推廣暨音樂

人才培育之專責機構，近年來，積極提昇樂團演奏水準，重視節目製作規畫，邀

請國際級指揮、獨奏家合作演出，也努力向國家級樂團邁進。而推動落實文化公

民權觀念是文化部的現階段重要施政方針，期望把精緻藝術推廣成為更加普及的

公民美學。隨著時代的更迭，在文化部政策督導之下，國臺交現今應該提供什麼

樣的產品？另一個需要一併思考的議題是，由於樂團音樂家的需求與一般消費者

想要的產品之間，必然存在某種程度的差距，如果不是要改變音樂家的需求去迎

合消費者想要的產品，而如何在其中作適當的調配，使雙方各自得到各自想要的

藝術成就和藝術體驗也有一定程度的挑戰。 

就文化意義與公共責任來說，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為公設樂團應擔負逐步地提

昇民眾的音樂藝術欣賞能力，來發展出臺灣自己根深地固的音樂文化。就實務及

永續發展的層面來說，有效擴大精緻藝術長期的市場需求，才能繼續支持音樂文

化的發展，使交響樂團能永續經營，形成正面的循環。因應外在環境變遷，樂團

應進一步思考未來配合功能定位之轉型，加強人力專長之充實、預算規模與組織

型態之調整等結構性之課題，都必須深入討論並作通盤的規劃與配套。如何適度

降低欣賞音樂藝術的「門檻」，把精緻藝術變成日常性的休閒和消費活動，積極打

入一般民眾生活之中；如何運用傳播媒體與通路，與周邊產業或異業合作，把精

緻藝術包裝成一般民眾日常生活都接觸得到的產品。因而樂團應致力於各項業務

功能中找到核心能力與價值，集中資源發揮極致，以培養未來的音樂藝術消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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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推廣古典音樂重要之手段與趨勢。 

 

二、 演出主場地： 

本次參訪韓國交響樂團、韓國廣播交響樂團、首爾交響樂團在首爾均擁有各

自的演出主場地，定期音樂會演出比較能維持穩定的水準。而借由演出主場地周

邊的商業消費，其消費對象不侷限於音樂的欣賞者，也包括了音樂產品和其他服

務的消費者，例如音樂講座、餐飲、圖書、唱片等。本團目前以巡迴方式至全臺

灣各地之演奏廳演出，團員需配合樂團規劃演出場地南北奔波，各地演出場地設

施及劇場管理環境不一，樂團的經常性演出難免受到地域各項條件限制，使得音

樂會無法每場均呈現穩定的演出成果，維持完美的藝術水準。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如能在台中市擁有一流的演出主場地，對於樂團音樂會演出效果應能獲得更大的

回響。 

此外，擁有一流固定的演出主場地，長期穩定地經營，與地區範圍內之樂友、

學校、企業、團體等建立友好關係，可樹立品牌形象和獲取商業優勢的號召力。

音樂市場的可能消費者就不只限於購買入場券欣賞音樂會的人而已，還包括購買

音樂相關產品的人、學習音樂的人、以音樂作為娛樂的人、喜歡在有音樂的環境

下用餐的人等等。樂團如能在台中市擁有固定的演出主場地，在中部地區將具有

地緣上的絕對優勢，以中部區域為主要市場，發展經常性的供需關係及穩定服務

的市場模式，以台中都會區所聚集的人口，以及對休閒活動需求的增加，應該可

以發展不同類型和不同等級的產品組合，產品服務的對象涵蓋至其他的音樂消費

者族群。 

音樂消費動機本來就具有多樣性，所以音樂創意產業的發展必須是由多種產

業和產品的策略組合。樂團本身擁有最好的軟硬體資源，即可產出音樂產品，同

時也可以提供其他音樂產業利用，如能在台中市擁有一流的演出主場地，以樂團

為中心發展，逐漸擴充產業的組合，並且推及與異業的合作，以擴展音樂副產品

或服務到其他領域的市場，對於有潛力的客戶提供異業合作，發展能夠直接或間

接地擴張古典音樂市場，將音樂藝術本身具有的特質加以應用，未來可以獲得相

當大的收益。 

 

三、 法人組織架構模式： 

本次參訪同為亞洲國家之韓國各交響樂團及藝術中心均由政府及企業給予經

費挹注，以法人組織模式運作。採用法人性質的組織架構，對於經營管理、薪資

制度、財務經費等具有較大的彈性及靈活度，由於引進大量的商業企劃、重視執

行效益，及面對財務自主的壓力，所以組織有足夠的運作彈性，聘用適當的專門

人才，來增加經營管理的自主性，更接近民間企業經營的精神。目前國內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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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還不足以完全支持樂團的存活，由於音樂文化深耕是不可中斷的事業，所以

政府應繼續全力支持藝術性質的業務，目前歐美文化事業發達的先進國家，政府

對也給予音樂文化事的從 30%到 90%的補助，以企業化經營的精神，講求營運實質

規劃之透明性、適正性、效率化且須具有收益性，這些也是臺灣社教機構值得參

考的運作模式。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係為公務單位，在公務機關體制下，組織編制、人員進用

資格、待遇福利、差勤考核等均受限於公務機關一體適用之人事制度；另在公務

機關體制下預算編列、財務採購、會計審查等也受限於公務機關一體適用之預算、

採購及會計制度。由於公務單位礙於預算編列的相關法規，亦無法比照一般歐美

職業樂團提早對兩年後的節目事前規劃安排。法人組織可解除組織在人事、會計、

財務等方面的束縛，使組織營運在人事制度、財務制度及節目製作上更具有彈性

靈活的空間。 

由於現今中央政府的財政窘迫，政府所屬的社會服務性單位必須逐漸地轉型

成為高效率且能財務自主的組織，這是必然的趨勢。表演藝術專業機構以法人組

織運作能獲致彈性晉用人才，並有助於財務運作及經營管理上產生成本效益、市

場機制、顧客導向等思惟的敏感度，也符合企業型政府理念的未來趨勢。創造收

益與組織重整同時並進，效率與效益同步提昇，才有助於整體服務事業的品質與

發展，或許可以成為樂團未來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 

 

四、 室內樂演出形式 

首爾交響樂團每年除了辦理約 20 場定期音樂會外，另製作約 90 場至 100 場

小型室內樂之音樂會，藉由室內樂各種不同樂器組合的豐富演出形式，並配合不

同節慶或活動性質、甚至是時下流行趨勢來加以規劃，配合現場解說及導聆，至

校園、社區、醫院、監獄、孤兒院等地方演出，藉由室內樂各種樂器的組合對話，

豐富的表現方式作音樂推廣，讓民眾在輕鬆親切的氛圍裡聆聽優美的旋律、吸取

藝術的養份，拉近普羅大眾與古典音樂的距離，達到深入民間各地的效果，以完

成首爾交響樂團為首爾市民服務以及執行市政府之公共責任之承諾。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主要以大型交響樂團編制至臺灣各地巡迴演出，演出經費

包括場租、工作團職員差旅費、樂器運送等銷耗成本費用很高。小型室內樂演出

不僅是古典音樂的基石，現今仍為古典音樂中興盛的領域，本團如參考首爾交響

樂團憑藉小而美的編製規模，透過各種不同樂器的組合及各種室內樂之形態演

出，加上現場同時進行解說、實際示範、完整演出或演出前現場導聆等方式，音

樂家透過樂器彼此進行對話、與觀眾進行親密互動，讓民眾更加了解如何欣賞古

典音樂，可將音樂推廣至各階層。交響樂團如增加小型室內樂演出形式，也可以

培養團員彼此演奏默契，發展不同的音樂詮釋能力，不僅是可以磨練團員專業演



75 

奏技術，也讓團員借由室內樂組合，高度發揮靈活創意，迸發室內樂燦爛火花的

創新風格，引導觀眾循序漸進跨入古典音樂的殿堂，也能更靈活的肩負起推廣音

樂及服務民眾的功能。 

 

五、 實習團員 

首爾交響樂團訂定一項實習團員制度，針對音樂系大學畢業生辦理甄選，作

為樂團一年的實習團員，協助磨練音樂系畢業生擔任交響樂團團員之藝能及增加

音樂會實際演奏經驗，以培養未來成為合適交響樂團團員的儲備人才。 

如何甄選出適合交響樂團之演奏團員一直是樂團重要議題，國立台灣交響樂

團就甄選團員訂定「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專業人員聘任作業要點」，其甄選初聘團員

程序包括： 

（一）由出缺單位簽奉團長核准擬聘人員擅長器樂、人數及資格。 

（二）人事單位於傳播媒體、大學校院、其他職業樂團、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與本團

網站刊載及通函徵選公告七日以上。 

（三）成立初審小組，審查應徵者之資格條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初審小組由三至五

人組成，人事單位為當然成員。審查合格人員依下列項目甄試，由專評會評分

(70%)及團長面試評分(30%)： 

1.管絃樂片段。  

2.指定曲。 

3.自選曲。 

（四）專評會及面試評分之綜合成績，以一職缺排定三倍以上人員為原則，由團長

圈定人選，報請上級機關敘薪後，再核發聘書。 

雖樂團辦理團員甄選訂定周詳的考試程序，然依就無法每每錄取適合交響樂團

之演奏團員。為此，對於新進樂團團員甄選配套訂定了演奏團員初聘期滿評鑑之試

用規定，演奏團員於聘期期滿結束前二個月辦理評鑑，方式如下： 

（一）第一階段：由指揮召開首席會議，以投票方式辦理初評；出席人數應達五分

之四，出席人員五分之三同意通過。評核項目包含個人演奏技術、合奏能力、

排練狀況、敬業態度及紀律表現等五項。 

（二）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投票結果簽送指揮複評。 

（三）第三階段：將第一階段初評結果及第二階段複評結果，併陳團長核定。但若

出現三階段評核結果相異時，處理原則如下： 

前兩階段結果相異時，團長得發回首席會議與指揮重行評核；如仍為相異結果時，

得由團長逕行裁決。前兩階段結果相同，而團長意見與之相異時，於敘明理由後，

重行發回首席會議與指揮再議，如仍維持原議，團長應依前兩階段評核結果核決。

惟演奏團員初聘期滿評鑑不通過時，仍然會產生許多爭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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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音樂人才有供過於求的狀況，進用實習團員可以提供音樂系畢業生

就業機會以及吸取樂團工作經驗的機會，且彌補目前樂團團員不足又無法請增員

額情形，也可以替樂團儲備未來人才，降低新進樂團團員甄選所產生的爭議問題。

此外，實習團員可擔任樂團附設樂團中樂團首席或聲部首席等職位，提昇附設樂

團的演奏水準，亦可協助訓練附設樂團其他團員。引進實習團員制度是給予有潛

力音樂系畢業生瞭解職業交響樂團的工作價值、規則及任務的平台，讓生力軍接

受挑戰發揮所學，是值得參考、一舉數得的制度。 

 

陸、 結語 

交響樂屬於西方表演藝術，是一種外來的文化，國立台灣交響樂團已成立六

十多年，作為臺灣歷史最悠久的交響樂團，但與國外一些職業樂團已耕耘古典音

樂幾百年相較之下，在深度與廣度仍有一斷距離。依目前民眾對於音樂文化的消

費習慣，票房收入是不足以支持演出經費，加上近年政府財政窘迫，公共資源日

益匱乏，而民眾對政府提供服務的需求卻日益高漲，公設樂團的預算、功能及績

效已成為一般民眾、民間樂團、立法委員等人士的關切目標。政府期望走向小而

美的組織規模，並引用企業成本效益理念，以降低財政赤字。未來國立台灣交響

樂團定位功能、營運模式、業務效益等越來越顯重要，須經由有效的內部溝通，

凝聚組織成員的共識，借重績效管理的作為，有效率的整合運用資源，提供滿意

的服務給最需要的利關係人，獲得多數民眾及民意代表的支持及協助，以型塑樂

團的整體形象，擦亮這個老字號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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