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設置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在全球化為國際發展脈動之潮流下，現代社會結構瞬息萬變，臺灣的經濟發展在歷經製

造業量化生產與高度工業化的階段後，已逐漸轉型進入以高科技為發展主軸的高知識時代。

城市的文化提升不僅是市民生活品質的指標，也是國際城市競爭力的表徵，屬於文化藝術核

心產業的表演藝術無疑也躍升成為激勵、體現、甚至帶領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動力。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長期以來領先國內各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經費人力等資源，

經營、培植諸多文化藝術表演場館和團隊，目的即為整備與建置良好的文化環境，提供藝術

家充分的創作及發揮空間，及民眾參與藝文活動機會，達到培養藝文欣賞人口，奠定城市文

化生活的美學基礎。過去對於新成立具規模之場館即思考設置專責之行政機關（構）負責管

理，不僅增加營運所需之基本行政經費（如秘書、人事、會計等單位組設、人事費用與行政

成本），也無法發揮硬體設施維護品質。而個別機關間如何有效地整合活動資源和充分運用館

所設施，更考驗機關管理階層。因此，本府乃參考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理念，以行政法人組織

模式營運「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採用行政法人組織型態的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減少文化場館採行政機關模式營運，而無

法展現高專業、高品質和高效益之缺點，也避免財團法人因受到一定程度政治監督和課責的

常見問題，另一方面因行政法人組織具有法律賦予的獨特營運管理特性，可以產生更大的效

益。 

對此，文化部業以一０八年九月十日文藝字第一０八三０二五六七二號函同意本府成立

本中心。故制定「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以作為本中

心設置之法令依據，實有其必要性。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自治條例係依行政法人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準用行政法人法而制定。由於行政

法人既可有效運用政府資源投入公共服務，行政機關仍保有監督及主導權的前提下，為本中

心較佳的營運選項，故本自治條例目前並無其他替代方案。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制定後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包含本中心董事長、董事、監事、員工及監督機

關之權利義務事項，期能藉由本中心之成立，促進臺北市文化藝術發展，建立與國際劇場之

聯繫網絡及文化觀光資源，期能達成帶動藝文人潮、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的重要文化地標。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自治條例之制定，係為設置本中心以營運相關場館。未來並不會因此增加政府員額，



並藉由行政法人專業且彈性的組織營運形式，提供臺北市的專業場館一個最佳的運作機制，

帶動發展契機，走向專業經營，更加有效地執行政府所賦予的公共事務。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制定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及臺北市政府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準用第八條規定，二度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一０六年第二二五期及一

０七年第二三四期）進行草案預告程序，預告期間均為六十日（分別為「自一０六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起，至一０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止」，以及「自一０七年十二月七日起，至一０八年二

月四日止」），預告期滿均無任何人提供意見。 

此外，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為求慎重起見，另於一０六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產業推動委員會第三屆第六次委員會會議中，提請與會委員

（均為表演藝術界專家學者）就制定草案提請討論。此外，本件自治條例制定草案並於一０

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公開說明會，出席人士包含表演藝術界專業人士及工、公、協會代表。

文化局並已根據上開會議所蒐集之意見修正草案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