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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辭 

人的一生是否幸福，端視其個人的價值觀而定，人生的旅程，是否快樂，全賴其個人

的心境如何適應環境。古有明訓： 「花無百日紅，人無日日好」，意思是說人的一生，沒

有永遠平順的道理。人生一路走來，如何化坎坷為坦途，除了自己的智慧應變之外，也要

靠環境因素及週邊的朋友、同事互相扶持幫助。以及家人的鼓勵和贊助，因此個人的成功，

必須靠其他的條件，相互促成，而不是單獨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如願的。 

從事公職二十餘年，雖然有十分之九的時間，都在文化行政崗位上，但因個人的知識

有限，加上時代不斷的進步及改變。人們需求的量和質也相對提高。個人的工作能力及智

慧，也應隨時充實，才能符合時代變遷的需求，所以個人有繼續求學的念頭。適逢國家教

育政策開放，使得回流教育的機率增加，上班族的再求學機會大增，個人才有幸得以從新

踏入學校之門，回味當學生的幸福。但是因工作繁重的關係，一路走來有甘也有苦，幸賴

同事們的協助鼓勵、家人的支持，才能順利的學到一點知識。 

在本篇論文的撰寫當中，更是花費不少時間及苦功，都必須運用資訊化的設備，方能

達到付印完成的目的，這項工程，對於年齡稍長之輩，真是加倍吃力。在時間有限的情況

之下，加上工作上的勞心勞力，所幸有同事鄭淑瑤小姐、林秀芬小姐協助幫忙。才能順利

如期的完成本篇論文。在此除終生感謝之外，也要把這份得來不易的學位與同事們共享，

期望能借著這次的案例，發揮同事之間的無窮力量，共同開創美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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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戰後台灣文化政策演變歷史，從歷史背景看台

灣文化發展的時空條件，自「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的成立，推動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

的文化政策。一直到中央政府推動十二項國家建設、成立文建會和地方文化中心，整個國

家的文化建設方進入實質的建設中。解嚴後台灣文化快速轉型，因此地方文化中心也轉型

為文化局，從歷史的脈絡中去尋找台灣文化政策的幾個制訂基本精神。 

第三章地方文化局的現況描述，在民國八十八年地方成立的文化局組織架構差異甚

大，組織架構影響到編制多寡，直接關係到首長任命的方式差別，地方文化首長如果淪為

政治競選的工具，更會影響整個文化建設的發展，府內局與府外局最大的差異在此。整個

國家文化體制應一致，事權才能統一，所以文化部的建構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章以台中市為例，從台中市最早成立全台灣省第一座文化中心起，並由歷屆市長

個人施政方向分析文化建設的成果。以及中部五縣市個別舉辦的活動，內容及欣賞人口、

舉辦個數等進行交叉分析，得到大台中文化區塊的屬性。配合消費習性，經濟發展、人口

結構，形成大台中文化區塊構想。 

第五章文化局相關業務分析，以台中市文化局為個案，如法規、人事任用、預算執行，

以及地方文化生態和文化發展潛能，都與文化政策息息相關。最後歸納出十點現存的缺點

現象。如能改善攸關文化政策建設執行效率甚鉅。 

最後一章結論回顧問題的關鍵因素，提出適合各項條件的改善方案。以現有的台中市

各項條件及優勢，如流動人口的數量多、交通的發達、經濟發展因素、消費習性、直接影

響到文化發展、以台中地區自日據時代起，大台中的相容並存，將來「大台中文化區塊發

展」，形成北、中、南台灣三大文化經濟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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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文化政策(culture policy)、文化法規(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culture)、文化行政

(culture administration)、文化資產(culture assets)、文化中心(culture centre)、文化局(culture 

bureau)、文化體育部(culture and sports ministry) 、文建會、國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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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小時候的記憶裡，尤其是中小學時期，課本裡的資料及佈滿在教室週圍的標語，都

可以感覺得到一股以反共抗俄為基本文化的理論所在。一切的建設都要以反攻大陸為最終

目的。可以說政治訴求勝過其他建設，換句話說，所有的建設均以達到政治訴求為目的。

文化建設當然是附庸在政治的疪蔭之下。小時候的任何作文題目，每一位同學都少不了在

結論中，以反攻大陸、建設台灣為最高職志。好像每位小朋友皆以政治為其終生職志。可

見在那時候的文化是何等的卑微，政治又何等尊貴。 

在民國七十年文建會成立後，雖然肩負起文化建設之重責大任，但在各縣市裡，所屬

文化中心，因為人力經費場地之不足，以及人們還不習慣文化建設的各種活動，因此只要

政府拿出來什麼樣的菜色，人們統統不會拒絕的照單全收。所以，往往很多縣市均以為活

動而辦活動，不知是應為文化而舉辦活動。到今天2002年的時代，各縣市文化局成立了，

還是不知為何而辦活動。更讓人不能苟同的是還有縣市首長，拿文化活動來當競選工具。

這種現象的產生，長期以來文化建設的發展，是由上而下的結果，導致地方沒有一套自己

因地制宜的文化政策。在全國性的通病裡，是事權不統一、法令不合時宜、人力不足、經

費短缺、以及地方政治的介入所致。 

筆者在文化工作崗位上，從文化中心建館時期開始，每一階段都親身體驗，一路陪伴

著文化腳步而行，雖然到目前為止，各縣市的文化建設成績，遠超越民國五０-八０年代。

但終究時代在變、人也在變，世界在變、地域觀念也在變。世界地球村的觀念於是誕生，

文化差異愈來愈小，加上世界貿易組織的擴大，經濟往來如織，對文化的衝擊不小。保留

傳統文化呼聲四起，以本土文化為特色加以發揚光大，進軍國際化是各地區的文化建設重

點，隨著地方制度法的頒布，地方政府有自治能力，此時地方的文化建設政策應被重視。

爰此，筆者選擇從地方文化局的設立來探討文化政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應該是最恰當的

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