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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發展目標及計畫 

 

壹、 願景 

 
自103年4月2日起，臺灣的表演藝術發展邁入了全新的里程碑！「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的正式掛牌成立，宣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包含

了「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北中南

三個場館，以及附設團隊「國家交響樂團(NSO)」。本中心將以此三館為據點，

展開臺灣新世紀的表演藝術文化創新工程。 

未來五年將是本中心非常重要的階段，除了國家兩廳院持續在穩定的基礎上

配合調整未來的發展之外，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亦將陸續

開幕啟用，共同見證一法人多館所的運作成效。因此本中心將秉持「打造文化沃

土」的核心價值，於國家兩廳院的廿七年經營基礎上，一方面傳承經驗、提升表

演場館的專業服務、落實一法人多館所制度化、建立國內表演藝術場館典範，一

方面則要深化藝術扎根工程，以三大場館為旗艦基地，全面開展各面向的表演藝

術教育，讓劇場與民眾「零距離」！同時也要透過館際合作，建構共製平臺，讓

更多國內外的優異作品得以呈現，以拓展各地團隊與觀眾的藝術視野，豐厚未來

的創作與欣賞根基。 

本中心附設團隊「國家交響樂團」將秉持「精緻、深刻、悸動」的信念，藉

由每年音樂總監所擬定的樂季演出計畫，拓展樂團對多元曲目的視野與駕馭能

力，使NSO成為代表臺灣精緻文化的最有力聲音。並以「推廣、教育、活潑、親

民」的策略，進行分眾市場的行銷，藉由不同場域的交流，讓音樂更親近民眾的

生活。 

有了沃土打造出滿園繽紛，本中心更自我期許成為臺灣表演藝術的「超級推

銷員」，讓更多本土優秀作品站上國際舞臺，成為一張張燦爛奪目的「臺灣的名

片」，以從這方土地長成的精采創意，建立全華文世界的典範，讓國際刮目相看。 

站在這條嶄新的起跑線上，我們將以諸多具體的工作計畫，讓夢想踏實起

步，穩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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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4-108年工作目標及計畫 

一、 落實一法人多館所制度化 

(一) 建立適用於各場館的規章制度： 

1. 落實一法人多館所的建置，加強各規章制度的訂定，以作為各場館

的依循。 

2. 依據本中心設置條例，確立各場館藝術總監的運作模式，成為國內

表演藝術場館的經營典範。  

3. 以規章制度作為營運準則，各館所在總監制運作下，維持區域發展

特色。 

(二) 培訓人員：協助各場館培訓行政及技術專業人員，積極培養表演藝術

專業人才，鼓勵投入表演藝術產業。 

二、 推動館際合作 

(一) 整合與分享資源： 

1. 藉由各場館藝術總監定期會議，分享彼此的軟體、硬體資源與經驗，

建構串流橋樑，提升管理、行銷，並推廣效益。 

2. 建立場館資源分享及合作機制，在降低各場館營運成本的同時，擴

大國內表演藝術市場，協助團隊穩定且永續地發展。 

3. 依各場館營運特色分工，結合各場館資源，提供表演藝術團隊更多

的創作機會與資源，共同提升國內表演藝術水準，並建立國際輸出

管道。 

(二) 架構場館演出連線： 

1. 建立場館節目連線的合作基礎，擴大效益走出北中南三地，推廣節

目至各地巡演，實現藝術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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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場館連線形成國內巡迴演出市場，吸引國際節目來臺演出，提

升臺灣於亞洲市場的地位。 

3. 藉由場館連線，豐富演出內容，共同展現臺灣表演藝術的創作能量，

同時增加國際能見度，創造跨國合作機制及節目交流機會。 

三、 引領區域發展 

(一) 發展各場館獨立特色： 

1. 鼓勵各場館針對在地社群及產業結構經營特色節目，形塑場館風

格，促成群聚效應，建立節目品牌。 

2. 推動各場館配合在地特色訂定經營重點，加強場館辨識度，推動

國內表演藝術產業在地化。 

(二) 深化與國內團隊或藝術家的夥伴關係：開發節目來源，鼓勵國人創作，

完備國內團隊創作環境，提供藝術家創作資源，支持實驗及製作創新

節目。 

(三) 提供優質節目滿足觀眾需求：製作符合各區域、年齡層觀眾群期待的

節目，策展具前瞻性演出，引領國內各區域的表演藝術多元發展。 

四、 打造全民藝文沃土 

(一) 建置國內表演藝術資訊平台： 

1. 推動各場館整合國內藝文網站入口，經營表演藝術資訊平台，建

置完善資料檔案及管理機制，提供資訊運用的可行性及便民服務。 

2. 鼓勵各場館及 NSO 運用網站，提供資訊交換平台，推廣表演藝術

教育，如於演出前規劃導讀或導聆活動，並於網路公開相關演出

文字與影音資料，提供大眾無線網路的無限參與。 

3. 強化兩廳院售票系統前端服務功能，以及後端數據探勘(data 
mining)的研發，從掌握消費者行為，進而強化更優質的節目與購

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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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公民文化藝術參與： 

1. 因應場館連結及 NSO 的推廣計畫，擴大國家兩廳院原有的「圓夢

計畫」，募款提供弱勢與偏鄉族群接觸表演藝術的機會，拉近城

鄉文化差距。 

2. 藉由各埸館及 NSO 擴大辦理藝術教育推廣，深植校園，培養年輕

觀眾興趣及鼓勵參與藝文活動。 

3. 加強各場館及 NSO 與大眾的互動，提供社區多元的藝術活動選

擇，帶動大眾的參與意願。 

4. 推動各場館及 NSO 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藉由異業合作，開拓更

多表演藝術空間和普及接觸表演藝術的機會。 

(三) 推動人文藝術專業教育： 

1. 推動各場館培養表演藝術教師種子，規劃藝術教育活動、講座或

工作坊提供教師進修，透過教師傳授表演藝術欣賞知識。 

2. 推動各場館及 NSO 與國內讀書會、企業福委會及各類社團合作，

以客製化方式提供藝術進修和研習活動，與大眾分享表演藝術相

關知識。 

3. 推動各場館及 NSO 與電視等傳播媒體合作，提供節目錄影及轉

播，藉由大眾傳播提升國人藝文素養。 

4. 推動各場館發展國內藝文評論專業，出版及發行表演藝術相關影

音、圖書等。 

5. 推動專業領域的經驗傳承，發起藝術家駐校及駐館計畫，提供青

年學子實際參與的學習機會。 

五、 發展國際接軌和交流 

(一) 建立國際網絡：  

1. 推動各場館及 NSO 參與國際表演藝術相關組織，建構國際合作網

絡。 

2. 推動各場館及 NSO 與國際藝術家、策展人及媒體，建立國際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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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增加合作機會。 

(二) 推動跨國合作： 

1. 推動各場館及 NSO 參訪國際藝術節、表演場館、藝術家或團隊，發

展合作。 

2. 推動各場館及 NSO 製作跨國演出，累積國人創作實力及展現國人能

量。 

(三) 輸出國內節目： 

1. 運用場館及 NSO 建立的國際網絡平台，打造本中心形象，建構臺灣

文化活力，拓展國際能見度。 

2. 推動各場館爭取參與藝術市集、藝術節演出，輸出國內優質節目，

活絡臺灣文化外交，引領市場，並成為華人原創作品全球發射站。 

3. 推動 NSO 國際巡演，引介國人作品或國際委託創作，扮演活絡文化

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