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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臺北市文化設施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在文化發展上向來足堪稱為全球華文社

會的首善之都，根據國立臺北大學於民國九十年針對臺北文化建設發

展進行的「臺北城市文化環境之整體研究－『臺北市公元2025年文化

建設發展藍圖』」研究指出，本市基於具備文化資源豐富、文化活動多

元、文化人才聚集等全方位優勢，而有別於其他華人大城如：香港、

上海、新加坡等分別專重於部分優勢的城市，足堪以「亞太文化中心」

為本市的文化發展目標，以優勢姿態加入地球村的全球化領先群中。 

時值今日，全球主要國家皆以在地化作為全球化競爭的文化資本

優勢創造基礎，因而，提昇地方競爭力，善用既有優勢持續投資文化

建設，並彈性調配資本以因應產業生態變遷，乃是厚植文化產業發展

能量之不二策略。因而近來華文化生活圈中重要城市的文化建設均在

短期內採取雙軌並行的方式，放鬆政府管制與加大投資力道，並獲得

顯見的高度發展，如：韓國以首爾為首的主要城市、中國北京與上海

等大城、乃至於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等即是。 

上述發展不但使本市原本在文化設施質量上，相較於文化發展並

駕齊驅的近鄰香港及新加坡，即顯有不足的窘況更為凸顯，亦使得原

本急起直追中的前述城市在文化建設的發展上漸有後來居上的態勢；

尤有進者，文化設施建設現況如此，更直接導致文化藝術的發展無法

取得明顯的正成長，使得再投資資源日益趨緊，未能滿足文化藝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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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需求，也間接的埋下人才外流，優勢利基漸漸流失的危機。而依

刻正進行法制化程序中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目前為草案，以下

簡稱文創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揭示：惟有營造文化創意產業良好經營

環境，始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並提升競爭力與國際連結，進

一步建構具有豐富文化與創意內涵之產業結構與社會。同法第十四條

更要求地方主管機關應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性之需要，訂定推動計

畫，並編列預算負責執行；第十五至十九條則要求各級政府加大研究、

推廣與發展的作為，擴大對文化展演設施與特色主題活動的投資。究

其目的，即在於期望政府以低度管理為原則，就人才培育、研究發展、

資訊整合、財務融資、土地取得、國際合作、行銷推廣等不同面向建

立全方位整合機制。 

基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要求，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深

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整體基礎結構確信，本市擁有全球華文社會最

多元的文化元素和創意活力，在影視出版、網路多媒體、創意設計、

工藝藝術、表演藝術、數位內容等廣泛的文化創意產業範疇，無論在

原創力、國際行銷方面都遠勝於中國大陸。在文化消費口味方面，比

日本、韓國等國家更能接納歐、美、日、韓等各世界各地的文化產品，

形成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消費氛圍。這種基礎環境使得本市成為最具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環境。 

綜言之，我們當下正面對的是一個本市文化發展邁向興或衰的歷

史轉捩點，因為我們正掌握著華文社會各大城無法企及的優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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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有著既有文化藝術設施不足、法令環境待改善等諸多的發展

障礙，而外在的競爭者形成的威脅又正以日行千里的態勢迎面進襲，

綜合這些環境因素，再加上文化消費成為當代生活型態一環的趨勢刺

激，便形成本市必需掌握稍縱即逝的文化資本投資契機。因此，本市

需要的正是文創法所揭的「低度管理、全方位整合」之文化創意產業

良好經營環境營造策略，成立「臺北市文化設施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即希望從軟硬體方面，加速本市提昇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藝

術發展的全方位競爭力，達成合理並彈性地調配投資資源，厚植文化

資本的目標。具體而言，本基金將做為本市以下六項政策目標的基本

財源： 

一、 加速興建、營運與管理文化藝術設施。 

二、 加速修復及再利用文化資產。 

三、 健全公有藝文館所營運。 

四、 協助公私部門打造多元藝文展演空間。 

五、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基礎建設。 

六、 推廣文化藝術。 

至於本基金的資產與資金來源，將從下列各項收入中羅致： 

一  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二  本基金土地開發權利金及租金收入。 

三  本基金財產出租或出售收入。 

四  各項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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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創意產品及服務等銷售收入。 

六  捐獻及贈與收入。 

七  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 

八  對外舉借之款項。 

九  本基金孳息收入。 

十 其他收入。 

綜上，本府爰制定「臺北市文化設施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

治條例」，以作為該項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法源依據。 

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八條，其要旨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及立法依據。 

二、 第二條明定基金之性質及管理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基金之資金來源。 

四、 第四條明定基金之資金用途。 

五、 第五條明定基金之保管運用方式及存儲規定。 

六、 第六條明定基金之預算、決算規定。 

七、 第七條明定基金結束時之處理方式。 

八、 第八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