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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 112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9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04621 號  

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

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34 億 6,655 萬 4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35 億 3,360 萬 1 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6,704 萬 7 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1 億 9,906 萬 7 千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

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 10 項： 

1.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平台於 110 年 4 月 1 日正式上線後，以

行動優先、使用體驗為目標，打造眾人的、永續經營的文化生活平台，

除表演藝術票券銷售，還進一步延伸至展覽、影展、博物館、流行音樂

及文創等更多元的產品內容，持續累積及創造國內重要的文化數據與分

析，期許成為亞洲具指標性的售票平台。根據「OPENTIX 兩廳院文化

生活 2021 年度數據報告」內文，110 年累計約 21 萬人次的會員、其中

有消費之會員占比七成；和超過 800 家藝文團隊合作進行票券代售、藝

文單位會員服務合作 12 家。文化部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針對「

推動文化禮金規劃辦理情形」進行專題報告內指出，預計會在 112 年 3

月對青年發放「文化成年禮」1,200 元，希望鼓勵青年接觸更多元的藝

文活動，並由兩廳院 OPENTIX 平台負責執行。然而 OPENTIX 平台上

的藝文活動多集中六都，不僅須注意城鄉差距；且經查目前 OPENTIX

平台上多為公營藝文單位（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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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許多民間藝文團

體、商業藝文活動票券系統並未在 OPENTIX 平台上架。爰請行政法人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儘速研擬提升民間藝文活動上架

OPENTIX 平台比例、以及文化禮金應擴大至其他民間藝文售票系統相

關作為，俾利國內各項藝文活動之推展。 

2.111 年 7 月底 OPENTIX 系統註冊會員人數及活躍會員人數仍低於舊系

統，年度活躍會員比率已由 65%下降至 34%，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新售票系統 OPENTIX 於 110 年 4 月正式營運，取代舊「兩廳院售票

系統」，迄 111 年 7 月底註冊會員人數 41 萬餘人，年度活躍會員比率

34%，應積極提升 OPENTIX 註冊會員人數之策，俾利其帶動藝文消費

及建構。避免預算遭濫用虛擲，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應規劃更具務

實性。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於 2 週內向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書面報告。 

系統別 兩廳院售票系統 OPENTIX 

期間 
93 年至 

110 年 3 月底 

109 年底（

11 月起試營

運） 

110 年底 
111 年 

7 月底 

註冊會員帳號

累計總數 A 
1,503,463 44,021 249,456 415,755 

年度活躍會員

數 B 
197,500 28,566 160,880 142,846 

活躍會員比率

B/A×100% 
13 65 64 34 

3.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部分線上節目售票率低於四成

，應建立觀演回饋機制，研謀精進節目品質及提升售票率之策略。112

年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業務收入」項下「勞務收入」中「演藝

收入」預算編列 2 億 8,650 萬 4 千元，主要係該中心本部及下轄 3 館 1

團之票房及邀演收入。為維持表演藝術產業動能，提供觀眾欣賞表演藝

術，推出線上節目，惟部分線上節目售票率僅介於 3%至 40%間，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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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預期，對一般民眾吸引力較低。現在疫情趨緩，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應對表演節目品質及提升售票率。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

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於 2 週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說明改

善方案報告。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近年演藝收入彙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演藝收入 226,334 265,415 134,390 117,333 293,090 286,504 

 

4.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於 2019 年起推動臨時托育服務，

由專業陪伴者陪同兒童，讓家長可以輕鬆看演出。此項托育服務推出後

，廣受家長好評，然單一場次托育服務，需有 3 名以上兒童報名才開辦

，有民眾反應，曾於 1 年間申請數次，卻都因人數不足而未能成功使用

托育服務。且除兩廳院主辦節目與兩廳院場地夥伴節目外，純外租場地

之節目也無法向兩廳院申請提供托育服務。兩廳院臨時托育服務推出後

，廣受民眾好評。惟因並非所有於兩廳院內演出之團體皆能申請，且有

3 人以上才開辦之限制，導致民眾有意願申請卻無法托育。爰請行政法

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評估擴大開放托育服務之申請對象團

體資格，以及報名托育服務未滿 3 人時，加收費用使服務仍然能夠開辦

之選項，讓所有兩廳院的演出，皆能實現育兒友善，並於 112 年 1 月 31

日前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評估結果之書面報告。 

5.文化部預定於 OPENTIX 發放文化禮金，針對 112 年滿 18 歲的青年發放

1,200 元，作為「文化成年禮」，且預計使用範圍和方式與藝 FUN 券相

似，包括兩廳院、書店及電影院等，使用店家至少 1 萬 8 千多家。然現

行 OPENTIX 程式功能多為查看店家訊息、電子地圖，並串聯文化部及

藝文館所，提供各項活動及優惠訊息，可消費店家僅 1,400 多家，且大

多為購買藝文活動票券，對於 112 年欲上路文化禮金政策得消費之場所

大多未臻明確，多數店家仍在洽談中，與原藝 FUN 券可使用之店家數仍

有落差，如何與多元藝文場所合作，並促使青年消費進而及早接觸藝文



 

4 

活動，仍有待詳盡規劃。綜上，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應持續積極

開發新店家加入 OPENTIX 平台，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6.因疫情期間常有劇團因確診宣布停演，如今疫情威脅解除國境重新開放

，國家兩廳院在 35 週年開賣舞台劇，在疫情後創下國家兩廳院 35 年來

最快銷售速度，開賣瞬間 1 萬 3 千人同時上線搶票，不到 24 小時近萬張

票券完售，票房亮眼的戲劇表演多帶給觀眾嶄新體驗的節目，足見觀眾

回流，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應加強自籌收入來源及額度，持續加

強提高預算收入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 

7.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業務費

用」預算編列 6 億 8,229 萬 9 千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售票系統

OPENTIX 於 110 年 4 月取代其前身「兩廳院售票系統」並正式營運，

係由兩廳院自營，提供票券及商品代售、廣告、會員代管及專案分析服

務，並預計 112 年度增加發放文化禮金之功能。舊兩廳院售票系統自 93

年啟用迄 110 年 3 月底終止營運，註冊會員帳號累計總數達 150 萬 3 千

人，年度售票系統活躍會員（曾有訂單消費紀錄者）計 19 萬 7,500 人；

然 OPENTIX 自 109 年 11 月起試營運，截至 111 年 7 月底，註冊會員人

數為 41 萬 5,755 人，年度活躍會員人數為 14 萬 2,846 人，皆低於舊系統

之人數，且自 110 年起活躍會員數呈下滑趨勢。文化部於 112 年度規劃

由 OPENTIX 系統對滿 18 歲青年發放文化禮金，若系統知名度及使用人

數過低，恐難以作為文化禮金之發放平台。綜上，爰請行政法人國家表

演藝術中心探究上述會員人數低落原因及研謀改善，並於 1 個月內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8.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業務費

用」預算編列 6 億 8,229 萬 9 千元。近年疫情重創全球表演藝術產業，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實體表演票房及邀演收入受到重大影響，爰此各場館

發展出線上觀演機制，以供民眾於疫情期間仍可觀賞藝文活動。然付費

線上節目銷售不如預期，如：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10 年 9 至 12 月

推出 4 檔付費線上節目，預計售票數合計 5,800 張，實際售票數 61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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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售票率 1l%，又如：國家交響樂團於 110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間推

出 5 檔付費線上節目，預計售票數合計 1,700 張，實際售票數 1,200 張，

平均售票率 71%。雖疫情已日漸趨緩，但民眾生活及消費習慣已逐漸改

變，也趨於選擇多元方式進行娛樂消費，國表藝中心仍應針對線上付費

節目研議行銷策略。綜上，爰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研謀提升線

上節目售票率，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9.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表藝兩廳院平台營運發整計畫

」業務推廣及點數發行費用預算編列 1 億 6,512 萬元。文化部預計從 112

年度起，針對青年發放「文化成年禮」1,200 元，希望鼓勵其接觸更多元

的藝文活動，且目前預計以兩廳院 OPENTIX 為主要消費與合作平台。

而在 OPENTIX 平台上加入藝文活動募資項目，則更能達成培養青年藝

文消費習慣、鼓勵藝文產業、鼓勵企業出資聯名發行等發行文化禮金 3

大目標。爰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 OPENTIX 平台納入藝文募資項目之書面報告。 

10.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衛武營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中「業務費用」之「行銷費用」之「服務費用」之

「公共關係費」預算編列 45 萬元，公共關係費並無規劃計畫成果與效

益，難以審認與推展業務具關聯性。且國家兩廳院僅編列公共關係費

42 萬元，避免公共關係費遭濫用，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爰請行政

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二、文化內容策進院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

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10 億 7,941 萬 4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0 億 7,941 萬 4 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無列數。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190 萬元，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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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

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 13 項： 

1.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之設立宗旨，是為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與力

量，形塑國家文化品牌，引領業者進軍國際市場，並能深遠布局，所支

持的產業含括影視、出版、時尚、設計、漫畫、遊戲、動畫、藝術等產

業，媒合資金、產製、技術、通路，以平台整合打造台流、創造產值；

文策院於 108 年成立，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有關經費來源

，包括政府核撥及捐助、國內外捐贈、委託研究提供服務收入、營運產

品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5 項，但以 112 年度文策院預估自籌收入 157 萬 5

千元，僅占總收入 10 億 7,941 萬 4 千元的 0.15%。爰請行政法人文化內

容策進院盤點各項計畫內容，對於各項開源之可行性提出分析，並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提升自主財源目標與期程之書面

報告。 

2.有鑑於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受文化部委託營運臺灣漫畫基地，所設

置專業繪圖工作站 110 及 111 年迄 7 月底平均使用率分別僅三成及一成

九，考量近年疫情肆虐，影響創作者使用意願，惟發揮設施運用效益仍

屬必要。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應持續強化防疫措施，並適時

滾動檢討宣導及優化服務措施之有效性，以提升漫畫基地工作站使用率

，相關檢討與具體作為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3.有鑑於 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新增文化部專案補助辦理「影

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其中包括籌辦國際級未來內容產業

商展，以進行商務媒合交易及趨勢交流，並建構國際品牌形象。考量國

際展會型態轉變為實體與線上並行，疫情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爰要求

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應及早研謀因應方案，並增訂帶動產業交易金

額之績效指標，俾激勵有效達成藉由國際級商展導入未來內容產業發展

動能之目標，相關檢討與作為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 

4.有鑑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匡列 100 億元投資於國內文化創意產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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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受託執行該項

投資，然迄 111 年 7 月底，有三成被投資事業營運績效不佳或困難，且

文策院官網公開執行成果時間落後。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應

持續積極掌握被投資事業之經營狀況，並精進諮詢輔導及投資評估審議

工作，同時應依規定每半年即時公開相關資訊，俾利外界瞭解及監督。 

5.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營運之漫畫基地設置專業繪圖工作站供會員使

用，110 年 10 個工作站可供使用時數合計 2 萬 3,760 小時，實際使用

7,150 小時，平均使用率 30.09%，111 年 1 至 7 月之平均使用率下降至

19.17%，各工作站使用率介於 11.68%至 35.87%間。設置專業繪圖工作

站供會員使用，惟 110 年度平均使用率僅三成，111 年迄 7 月底使用率

跌至二成以下，避免遭濫用虛擲，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應規劃更具

務實性。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書面報告。 

表 1 110 年度至 111 年 7 月底文策院漫畫基地繪圖工作站使用時數及使用率彙總表 

 單位：小時；% 

 

工作站編號 

110 年度 111 年 1-7 月 

可供 

使用時數 

實際 

使用時數 

使用率 可供 

使用時數 

實際 

使用時數 

使用率 

合計 23,760 7,150 30.09 18,150 3,480 19.17 

1 2,376 1,510 63.55 1,815 651 35.87 

2 2,376 176 7.41 1,815 229 12.62 

3 2,376 855 35.98 1,815 327 18.02 

4 2,376 583 24.54 1,815 278 15.32 

5 2,376 1,106 46.55 1,815 393 21.65 

6 2,376 660 27.78 1,815 212 11.68 

7 2,376 798 33.59 1,815 262 14.44 

8 2,376 626 26.35 1,815 344 18.95 

9 2,376 404 17.00 1,815 328 18.07 

10 2,376 432 18.18 1,815 456 25.12 

6.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預算編列 8 億 0,200 萬 5 千元，並以推動文化投融資、多元內



 

8 

容開發助攻、國際市場拓展與臺流行銷、推動台灣文化科技力及強化基

礎建設為工作重點。文策院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投資文創產業，迄 111 年

7 月底三成被投資事業營運績效不佳或困難，其諮詢輔導及投資評估審

議工作有待檢討；此外，該院官網公開執行成果時間落後且未定期，有

違文化部所頒布的作業辦法。文策院應當就投資標的持續掌握經營狀況

，籌謀精進諮詢輔導及投資評估工作。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

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精進

及檢討書面報告。 

7.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預算編列 8 億 0,200 萬 5 千元。文策院業務包括推動文化融資

及推動台灣文化科技力等相關業務。根據「文化部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

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相關規範，文策院應每半年將投資相關重要

資訊函送文化部備查後，公開於文策院官網。惟文策院針對 100 年 6 至

12 月投資執行成果，遲至 111 年 7 月 29 日始公開，逾應公開資料之半

年時效。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

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檢討及精進書面報告。 

8.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預算編列 8 億 0,200 萬 5 千元，包含推動文化相關產業行銷及

相關藝文活動宣傳之相關經費。惟文策院經營之社群粉絲專頁追蹤人數

與貼文互動率皆偏低，難以在社群平台上吸引民眾點閱觀看，文策院允

宜制定每年推廣社群平台之目標，以檢視行銷策略是否有達成相關績效

。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檢討及精進書面報告。 

9.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一般服務費」預算編列 2

億 5,307 萬 1 千元。係完善其服務功能，並擴大藝文團體認識與使用，

然預算亦未說明執行狀況計畫成果與效益，難以審認與推展成效。文策

院以「完善文化內容產業資金生態系」、「全球業務拓展及產銷並重」

和「推動關鍵基礎建設」為 3 大重點發展方向，並透過諮詢會議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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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改進產業服務工作之參考。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

院於 3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0.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一般服務費」預算編列 2

億 5,307 萬 1 千元。文策院自 109 年度營運臺灣漫畫基地，目的係為協

助培養國內漫畫創作人才，以及進行產業對接及市場行銷，系統性推動

臺灣漫畫產業發展等功能。然漫畫基地內所提供之專業繪圖工作站使用

頻率偏低，110 年度 10 個工作站平均使用率 30.09%，111 年 1 至 7 月

，平均使用率下降至 19.17%，雖疫情影響恐為工作站使用效率低落之

原因，然疫情已逐步趨緩，文策院應當促進會員善加利用工作站，以避

免資源閒置。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

前述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檢討及精進書面報告。 

11.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一般服務費」預算編列 2

億 5,307 萬 1 千元。文策院設立目的之一即為執行投資國內文化創意產

業，期透過資金挹注有助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然迄 111 年 7 月底止

，文策院目前負責投後管理的被投資公司共計 31 家，追蹤戶 8 家、列

管戶 1 家、沖銷戶 1 家，亦即營運績效不佳或困難者計 10 家，占已評

定分類投資家數 31 家之 32.26%。文策院應當就投資標的持續掌握經營

狀況，籌謀精進諮詢輔導及投資評估工作。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

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

精進及檢討書面報告。 

12.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

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公共關係費」預算編列

209 萬 2 千元。公關費並無計畫成果與效益，難以審認與推展文化內容

策進院業務具關聯性。為了解文策院公關費支出與社會溝通業務之相關

性及成效，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檢討及精進書面報告。 

13.112 年度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管理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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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用」預算編列 2 億 7,740 萬 9 千元，較 111 年度預算數 2 億 2,924

萬 2 千元增加 21%。經查文策院並未新增業務，但 112 年度支出完全

吃掉 111 年度賸餘，並不妥適。而該院財源完全仰賴政府挹注，管理總

務等辦公事務費用宜應量入為出。綜上所述，爰要求行政法人文化內容

策進院於 1 個月內就前述內容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三、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

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3 億 5,757 萬 4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3 億 6,519 萬 2 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761 萬 8 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1,530 萬 1 千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

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 5 項： 

1.有鑑於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自 97 年起接受主管機關委託執

行電影數位典藏、修復及加值利用相關計畫，迄今已近 15 年。然該中心

典藏劇情片及非劇情片畫質嚴重受損占比分別為 33.93%及 54.59%，為

數不少，雖考量修復成本高昂而未納修所有影片。然迄 111 年 7 月底僅

完成修復 66 部，且國影中心規劃影片全面數位化，然已完成數位化之典

藏劇情片及非劇情片分別占其類別影片總數僅 5.49%及 0.65%。以上顯

示國影中心修復及數位化影片之進度緩慢。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

視聽文化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加速相關修復

及數位化作業計畫，俾完善保存國家珍貴電影文化資產。 

2.有鑑於 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賡續辦理「國家文化

記憶庫及數位博物館應用計畫」，其執行前期計畫雖已達成預計目標，

惟其典藏文物之權利盤點比率偏低。為利於後續開放及加值利用，爰要

求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於 3 個月內積極加速辦理權利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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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研議取得授權國家文化記憶庫開放民眾使用之可行性，俾利促進國

家文化記憶庫建置效益。 

3.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自 97 年度起接受文化部委託電影數位

典藏、修復及加值利用相關計畫，以保存我國珍貴之電影歷史與文化資

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典藏影片保存狀態畫質嚴重受損之劇情片

及非劇情片分別占其頻別影片總筆數高達 33%及 54%，顯示該中心不少

保存狀態欠佳之典藏影片。然迄 111 年 7 月底止典藏影片總數 1 萬 8,827

部，已修復劇情片 50 部占典藏劇情片總數 6,243 部之 0.80%，已修復之

非劇情片 16 部占典藏非劇情片總數 1 萬 2,584 部之 0.13%，修復進度與

保存狀態不佳之典藏影片數量相差甚遠。故請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加速辦理修復及數位化影片，以保存我國珍貴之電影歷史與文

化資產。 

4.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

業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公共慰勞費」預算編列

31 萬 7 千元。然預算未說明執行狀況、計畫成果及效益，難以審認與推

展成效。惟經瞭解公共慰勞費係為辦理影人交流所需，以利該中心與各

界維繫公共關係之用。為避免公共慰勞費遭濫用，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電

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撙節支出，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 

5.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

業務費用」中「業務費用」之「服務費用」之「行銷推廣費」預算編列

766 萬 5 千元。然預算未說明執行狀況、計畫成果及效益，難以審認與

推展成效。惟經瞭解行銷推廣費係為辦理場館節目策展、發行中心出版

品及國內外活動推廣之所需。為避免行銷推廣費遭濫用，爰請行政法人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務實依計畫辦理，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