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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中程施政計畫 

（110 年度至 113 年度） 

壹、使命 

本局作為臺南市政府之文化主管機關，依法掌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藝文團體扶植、藝

文人才培育、文化展演空間及文化環境規劃、文學史料保存推廣、地方文化館營運輔導、社

區營造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活化推廣、完善圖書資訊服務提供等事項，應展現跨域思維，從

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形塑、文化傳播、文化產業加值等面向，厚植文化創意活力，協助民間

社會與產業邁向更多元且具深度的文化發展與成效。 

貳、願景 

以豐富的文化資產，帶動區域性發展，以多元的歷史文化根基，架構全球化的城市競爭

力，形塑大臺南地區成為臺灣文化資產的研究中心，擘劃未來世界級的文化城市圖像。  

參、施政重點 

一、創新藝術發展：辦理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推動本市藝陣文化傳承與發

展；獎掖青年藝術創作，促進當代藝術發展；營造街頭藝術環境，建立街頭藝術交流

及創作平臺；加強扶植傑出視覺與表演藝術創作者及團隊，建構發展平台媒合企業贊

助藝文活動；輔導藝文團體加強行政及營運管理，轉型藝術產業及永續創新；辦理臺

南藝術節與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豐富市民藝文生活，鼓勵市民參與藝文活動。 

二、再現歷史風華：賡續推動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與研究、傳承業務。有形文化資

產方面，除持續輔導各公私有古蹟歷建管理維護外，更重視古蹟歷建修復工程與後續

活化再利用之連貫性；加強古物之普查與指定作業，藉由遺址、聚落、文化景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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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城市發展特色；透過「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串聯以嘉南大圳為主題之跨區連結與

內涵展示，建立大臺南文資教育基地，提供教育單位一個合適的教學空間，發展具文

資保存觀念的系列課程。無形文化資產方面，推動宮廟博物館計畫，持續辦理各類傳

統藝術與保存技術之傳習及創意推廣，營造本市成為傳統藝術之都。整合各類文化資

產資源，持續出版各類文化資產主題專書與刊物，透過文化資產月系列活動向各界推

廣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策辦「臺南 400 年-熱蘭遮城再現計畫」，串連跨局處的相關計

畫，以文化為核心概念推動，營造文化治理形象。另依「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

例」，逐步擬定街區計畫及制度性獎勵補助老街老屋之塑造與維護。 

三、串連在地文化網絡：扶植區公所成為區層級社造中心，透過家族輔導機制整合區域資

源；為社區營造引入創新知識，鼓勵青年回鄉及黃金人口參與，運用在地知識學凝聚

社區文化認同及共識；鼓勵社區在地藝文發展，以文化藝術豐富在地生活，形塑在地

願景。輔導本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專業升級，成立整合發展運籌機制，強化館舍基

本功能、培育人才專業，協助整合周邊資源，籌備臺南歷史博物館，打造鹽水月之美

術館，以擴大民眾參與並提升本市博物館群品牌。 

四、深耕文史：深化臺南學研究，蒐集整理保存研究編印臺南文獻及大臺南文化叢書，獎

助臺南研究出版及博碩士論文研究獎，蒐編出版臺南研究先驅系列叢書，辦理南瀛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充實臺南學研究資料庫，推動臺灣文化大學，辦理歷史名人及歷

史場域紀念；營運管理臺南左鎮化石園區並完備其設施；地方文學研究發展保存，推

廣在地寫作與臺語文學創作，舉辦臺南文學季、臺南臺語月及臺南文學獎、臺南文化

獎，行銷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及王育德紀念館，出版文學叢書及補助獎勵文學作品出版，

營造臺南為臺灣歷史文化、文學研究與推廣交流平台。 

五、致力文化創意深耕，蓬勃臺南影視發展：推動園區與基地開發等臺南文化影視發展計

畫，持續扶植影視產業與協拍支援；善用創意中心平臺媒合與特色園區營運輔導產業

永續經營；積極促成在地文化與新創結合，型塑在地獨有節慶與產業活動；挖掘與培

育城市設計能量，推展城市文創品牌，實踐市民生活美學。 

六、打造多元國際文化空間：經營「蕭壠文化園區」、「總爺藝文中心」及「水交社文化園

區」，持續辦理多元藝文活動，發展兒童藝術教育，均衡城鄉藝文，厚實地方生活美學

空間，並以國際化為目標，邀請國際藝術家進駐，透過其豐沛多樣的創作概念，帶給

地方嶄新的藝術視野。設立赤崁文化園區，打造古蹟文教園區；推動「安平港歷史風

景區古蹟景觀風貌整合再造」計畫，提升文化觀光競爭力。 

七、建構藝術育成平台：盤點大臺南地區劇場設施，爭取中央補助，整建歸仁文化中心、

補強新化演藝廳、優化臺南文化中心空間；積極扮演展演平台角色，發展自(委）製品

牌節目計畫並建立自我策展觀點；透過產官學合作，建立優秀團隊與在地人才資源整

合模式。以專業化劇場管理，於臺南文化中心、新營文化中心、歸仁文化中心、大目

降文化園區、台江文化中心策劃各項展演活動，塑造各場館特色，提升大臺南劇場設

施競爭力。推動建設鹽分地帶文化中心，活絡北門地區藝文發展。因應高齡社會來臨，

推動藝術共融樂齡參與，策辦銀齡主題之各項藝術活動，促進高齡人士之藝術參與。 

八、建構優質閱讀空間，推動全市閱讀風氣：健全全市圖書館營運體制，提升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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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營運新總館，滿足市民閱讀、學習、資訊與生活休閒需求；充實多元館藏資源，

提升館藏質量；結合社區與學校資源，推動多元閱讀活動；強化資訊建設，提供便利

服務；興建張慶芳紀念圖書館；原臺南州會活化為中西區圖書館。 

肆、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 創新藝術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1.扶植青年藝術家，推動藝企媒合：辦理臺南新藝獎，徵選藝術家並媒合臺南商業畫

廊辦理展覽，提供藝術家創作發展機會。獎掖青年藝術創作，促進當代藝術發展，

並透過展覽達到城市行銷。 

2.藝文水準之提升：策劃辦理臺南藝術節、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漁光島藝術節及各

項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活動，除為市民帶來豐富藝文饗宴，並提昇觀光效益外，藉

由周邊活動及文化交流為本市市民及藝文團隊帶來創新與動力，提升本市藝文活動

新價值。 

3.營造街頭藝術環境：開通「街頭藝人展演許可線上申請系統」、「街頭藝人線上工

作坊系統」與「街頭展演空間線上申請系統」，藉由街頭藝人服務的 E 化與雙語化，

將臺南打造成一個街頭表演的世界交流平臺。策劃辦理臺南街頭藝術節，邀請國內

外優質街頭藝術表演者於本市公共空間及場域展演，建立街頭藝術交流及創作平臺，

增加民眾參與街頭藝術，打造本市多元包容的藝術氛圍。 

4.扶植培育在地藝文團隊：透過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規劃菁英扶植計畫及辦理輔導團

陪伴計畫等，提供演藝團隊適時協助、輔導及建議，並加強團隊行政營運及行銷、

企劃等能力，陪伴團隊永續發展；提供演藝團隊展演平臺、交流機會及宣傳行銷，

提升藝文品質。 

5.推動本市藝陣文化傳承與發展：參考西港香科傳統藝陣培育之法─「入館」、「開

館」、「探館」、「謝館」，辦理一連串系統性藝文教育扎根計畫，建立完善的藝

陣文化發展體系。 

6.文化科技結合-5G 計畫：因應臺南建城 400 年，運用沉浸式體驗等 5G 技術應用，預

計以臺南市立新總圖做為示範場域，呈現藝文科技新體驗，提供虛實整合的互動服

務。增進文化近用，推動城市科技導覽、文化場域科技體驗服務、城市藝術參與，

讓民眾了解文化場域背後的歷史脈絡及城市故事，推動城市永續發展。 

（二） 再現歷史風華：（業務成果面向） 

1.執行古蹟歷史建築修復工程：續辦西市場暨原臺南州青果同業組合香蕉倉庫、臺南

州會、白河大仙寺大雄寶殿、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原臺南廣安宮、陳世興

宅、歷史建築東山牛肉崎警察官吏派出所及原曾文溪渡槽橋等修復工程，亦將開始

進行歷史建築原臺南陸軍偕行社、永康飛雁新村傳原通訊所等修復工程。 

2.推動宮廟博物館計畫，以博物館視角保存宮廟珍貴文化資產：透過本計畫進行宮廟

博物館數位資訊內容建置，並進行宮廟文化資產調查研究與保存推廣，同時進行廟

會藝陣儀典現場再現計畫，以現場影片或 AR 方式，使香科年以外期間來到廟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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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亦可體驗藝陣相關重要儀典活動。 

3.傳統藝術技藝傳習推廣永續發展：持續登錄傳統藝術及保存技術之藝師及團體，並

透過數位影音、典藏、展示與資訊等方式推廣。辦理「向大師學習」傳統藝術傳習

系列課程；逐步建置藝師生命史、表演藝術及技藝影像紀錄。 

4.民俗文化資產之保存與維護：追蹤並輔導民俗文化資產之保存團體，擬定保存維護

計畫並進行培力作為，進行地方信仰之傳承延續，透過調查研究其內涵，並輔以出

版品、影音紀錄、活動舉辦等推廣途徑，使各區民俗文化資產得以更遍及民眾各生

活層面。 

5.文資數位推廣：逐年針對各類已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產進行數位化、雲端化工作，

持續更新文物查詢系統、出版品與相關調查報告、影音資料等平台內容，供民眾線

上閱覽，並因應新版文資法，持續更新文化資產查詢系統並進行文化資產內涵調查

與出版。 

6.建立大臺南文資教育基地：修復南管鐵隆田車站的交通優勢，打造結合考古及嘉南

大圳文化景觀內涵的文資教育基地，並與教育機構發展具融入文資保存觀念的系列

課程。 

7.臺南 400 年-文化資產場域再現：以「再現熱蘭遮城（短程）、再建臺南歷史紋理（中

程）、再書寫臺灣歷史脈絡（長程）」建構三大目標，短程將熱蘭遮城鄰近場域進

行歷史場景再現，中程串聯臺南市各區重要歷史節點進行修復與再利用計畫，擾動

地方團體自發性參與，長程透過公民參與計畫、臺南與臺灣和世界場域的交流合作

計畫，向民眾宣傳展示臺南與臺灣歷史脈絡的成果。 

8.臺南市工藝城市網絡營造計畫：藉傳統工藝中心的設置，一方面作為民眾認識本地

各式工藝的櫥窗、體驗傳統工藝之美的場域，二方面，作為傳統工藝推廣與傳承基

地，系統性整合傳統工藝的傳續工作，以永續傳承本市悠久、傳統之工藝。計畫包

含「傳統工藝中心建置」、「傳統工藝作品保存典藏展示」、「文資建材銀行 2.0」

與「傳統工藝傳習制度建立」，藉此建立臺南工藝城市的網絡。 

9.推動臺南市歷史街區調查及培力振興計畫：依「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辦

理歷史街區調查擬定計畫及振興方案，併研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歷史街區法

令政策之建議事項。另辦理歷史老屋振興培力計畫、重點歷史街區規劃設計及改造

工程，分年逐步推動歷史街區計畫及歷史老屋保存及再造工作。 

（三） 串連在地文化網絡（業務成果面向） 

1.開設多樣化社造培力課程，為社區營造引入創新知識，引導多年累積經驗轉化，鼓

勵青年回鄉及黃金人口參與，活化在地社造網絡。 

2.持續推動社區文化地圖、影像、書寫等社區文化紀錄，挖掘地方資源及特色，運用

在地知識學凝聚社區文化認同及共識。 

3.引入學術及民間團體力量共同守護地方文化資產、活絡地方產業，運用創意設計及

多元思考，發揚在地文化特色，形塑社區品牌創新加值。 

4.以藝術活動或新型態藝術節慶推動地方創生，引入外部資源，媒合在地、官方及民

間藝術家三方合作，共創地方新亮點。如推動「龍崎光節：空山祭」等活動，帶動

偏鄉觀光及大眾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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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耕社區劇場、繪本美學創意及社區在地藝文發展，啟發社區美學，以文化藝術豐

富在地生活，形塑在地願景。 

6.扶植區公所成為區層級社造中心促進社區參與，透過家族輔導機制整合區域資源，

以文化生活圈概念鼓勵跨區經驗交流，促進資源共享，城鄉交流。 

7.橫向聯繫市府跨局處資源，促進產官民學界之公民參與。透過跨界、跨域之合作交

流，持續深化社造能量、激發社造創新價值，共同擘劃社造未來藍圖。 

8.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協助本市博物館及地方文

化館申請計畫，藉由經費挹注，改善展覽及服務品質、優化整體環境，另透過運籌

機制，整合跨界資源、促使館際交流，使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成為地方文化與社會

教育發展之基地。 

9.辦理博物館節系列活動，以跨域合作為精神，藉由多元體驗學習的管道，創造臺南

博物館群與民眾建立新的交流互動關係、新體驗與未來想像。 

10.營運管理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以推廣「玉井」歷史人文為核心，結合社區及周邊

文史資源，透過街道串聯、地域主題整合等展覽與教育活動，傳承「噍吧哖」前世

今生的史觀，並發揚當地特色，建立獨特的文化觀光形象。 

11.籌備臺南歷史博物館：為呼應 2024 年「臺南建城 400 年」里程碑，鄭成功文物館回

顧臺南歷史與館藏文史蒐藏脈絡，推動成立「臺南市歷史博物館」。提升軟硬體設

備及健全博物館功能，擴增館舍公共服務硬體空間；以在地史觀來建構「臺南學」，

辦理「臺南 400 年歷史論述」為主軸之常設展及「多元議題、豐富臺南歷史」特展。 

12.打造鹽水月之美術館：延續月津港燈節節慶效益，整合鹽水老屋，規劃藝術家進駐

空間，活化閒置空間，並透過特展、常設展逐年建立月津港流域藝術裝置，成為常

年皆可參觀之無圍牆美術館，建立小鎮藝術品牌，全面帶動地方創生。 

（四） 文史深耕：（業務成果面向） 

1.深化臺南學研究，鼓勵在地文史工作者從事田野調查與推廣活動，編印臺南文獻、

大臺南文化叢書；辦理臺南研究獎助，獎助研究專書出版及博碩士論文研究獎；辦

理人權歷史文化推廣；辦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臺南研究先驅叢書系列研究

及出版計畫，並充實臺南學研究資料庫。 

2.推動臺灣文化大學，辦理夏季學校、冬季學校等系列課程，培養臺南地方歷史研究

種子。 

3.每年舉辦臺南文學獎，營運管理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及王育德紀念館，辦理臺灣文學

特展、文學講座等推廣活動，推廣在地寫作與臺灣語文創作，以及日治至戰後臺灣

文藝研究。保存文學資料，推動文學閱讀，編印發行《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臺

江臺語文學》季刊、臺南作家作品集、臺南市民間文學集等文學叢書，並獎勵補助

文學作品出版。策劃古典詩詞競賽活動，振興臺南文風，辦理臺南文學季、臺南臺

語月活動，以藝術串聯文學，使臺南與國際接軌，打造世界文學之都。 

4.推動臺南市歷史名人紀念調查研究，依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

點」，充實本市歷史名人網頁，設置歷史名人紀念形式，分年逐步推動臺南市歷史

名人紀念工作。 

5.進行臺南市歷史場域調查研究，依「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歷史場域調查暨紀念物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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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推動本市歷史場域空間調查研究及紀念物設置，增進歷史記憶傳承及

文化發展。 

6.落實文獻保存推廣，加強蒐集臺南市史蹟沿革、文物及方誌等珍貴資料，珍惜本土

文化，定時召開臺南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共同推展大臺南文獻業務，每年辦理臺南

文化獎；另為保存大臺南特有傳統節日禮儀，每年辦理迎春禮民俗活動暨踩街嘉年

華會、孔廟文化節、鹽水蜂炮組裝體驗營暨探訪老街文化之旅等系列活動。 

7.營運管理臺南左鎮化石園區，辦理化石特展及相關文史講座，提供國內外學術團體

研究交流平台，成為兼具化石典藏研究與文化觀光的文化園區。 

（五） 致力文化創意深耕，蓬勃臺南影視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1.推動臺南影視產業：協助影視業者於本市之拍片取景；補助與臺南相關之影視製作；

藉由南門電影書院及大南門城等古蹟活化利用，辦理影視相關活動，培養市民觀影

習慣；推動影視文化園區計畫，串連電影產業與影視人才間的合作，達到強化本市

與臺灣電影產業環境之效果；持續辦理南方影展，建立城市推展影視產業之形象。 

2.強化創意中心平台功能：透過「文創 PLUS 輔導平台」提供文創業者財務、法律、

行銷、產業轉型等諮詢服務；辦理文創基礎認知、行銷及文案撰寫等課程及名人講

座交流活動，促進文創產業發展；提供展演空間及場地服務，以創意產業類別為主，

為文創人才提供展演機會。 

3.經營特色文創園區：園區以作為文創培育平臺為宗旨，促成周邊異業結盟，辦理各

項文創活動，提供場地服務，打造城市文創亮點，形成微型文創產業聚落，帶動區

域創意經濟之發展。 

4.行銷臺南文創品牌：透過規劃及辦理「臺南設計週」與「臺南設計獎」，行銷本市文

創品牌，並進行城市文化行銷，達到促進文創產業與品牌國際化之目的。 

5.辦理主題節慶與產業活動：以傳統文化節慶「七夕」為主題，結合廟宇、旅遊業者

及旅館業者等異業合作，規劃系列活動，形塑臺南多元魅力，打造具城市特色的「臺

南七夕嘉年華」。搭配「臺灣國際蘭展」活動，帶動蘭花產業及蘭展活動之效益，將

蘭花結合文化創意產業之內涵、美學藝術，希冀為本市國際蘭展創造蘭花美學經濟

發展。 

（六） 打造多元國際文化空間：（業務成果面向） 

1.推動「蕭壠文化園區」、「總爺藝文中心」及「水交社文化園區」成為多元藝術場域，

持續辦理藝文展覽、研習課程、表演藝術或藝術祭等活動。透過藝文舉辦及教育扎

根，培育展演欣賞人口，使藝文中心不僅具備推廣臺灣文化節慶與均衡城鄉文化資

源之功能，更能成為不同文化間的藝術交流基地，進而厚實文化涵養與提升區域美

學空間。 

2.提供國內與國際藝術家駐村創作空間，以國際藝術交流基地為目標，使市民得以擁

有更多機會接觸國際藝文資訊。經由國際藝術家豐富與多元的展演進駐創作，透過

「開放工作室」與「藝術工作坊」的方式，讓市民參與藝術創作過程，並增進兒童

與青少年的藝術體驗，創新生活美學，讓藝術融入日常生活。 

3.臺南市赤崁文化園區：改善園區服務設施、結合成功國小校園改造並增設地下停車

空間，以打造優質教育文化園區、提昇舊城區都市景觀並再現歷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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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安平港歷史風景區古蹟景觀風貌整合再造」，提升德記洋行及樹屋園區、安平

古堡、臺灣船園區及億載金城等古蹟景點之觀光競爭力，朝向國際化文化觀光景區

發展，帶動安平周邊遊憩及商業發展，創造新一波旅遊觀光人潮。 

（七） 建構藝術育成平台（業務成果面向） 

1.建構表演藝術平台：透過節目製作，以人才培育觀點持續培訓在地表演及技術人才，

並適時媒合就業資源，以逐步建構完整表演人力育成發展平台。 

2.發展特色劇場：依各場館屬性及條件，型塑各場館營運特色，將臺南文化中心定位

為專業核心劇場、歸仁文化中心為中型劇場、新化演藝廳為推廣劇場、台江文化中

心為育成劇場；積極爭取中央補助，充實、升級歸仁文化中心演藝廳館內設備，並

爭取預算逐步整建臺南文化中心，重新賦予臺南文化中心發展新機，也為新化演藝

廳空間進行設備補強，分年編列市預算整建永康社教中心，提供市民多樣性文化休

閒設施。推動興建鹽分地帶文化中心，活絡北門地區藝文發展。 

3.策劃主題性活動：辦理臺南藝術節－臺灣精湛、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館慶系列活

動、台江文化季、第 21 屆亞太管樂節暨臺南市管樂藝術季、心豐兒童藝術月等主題

活動，提供各年齡、不同族群、場域觀眾多元化藝文參與。 

4.多元藝文扎根：規劃各項藝文推廣，透過藝術進區、藝術直達列車、媒合駐館、劇

場 ART 報馬仔系列講座等活動，讓藝術主動走入民眾生活，培養潛在及未來觀眾，

拓展藝文市場。 

5.多元視覺美學：持續辦理臺南美展及傑出藝術家巡迴展，並適時策劃主題性展覽，

提供各類藝術家發表平台，進行城市美術交流，鼓勵與提升本市藝術家投入創作與

作品能見度；同時也與其他局處合作策展，提供民眾策展視角多元的展覽，一起豐

富民眾精神生活與開展視覺藝術之豐富面向。 

6.策辦新營藝術季：為推動藝術共融樂齡參與，於新營藝術季期間，策畫各類高齡主

題之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活動，促進高齡人士之藝術參與，並串連新營文化中心、

新營美術園區等周邊場域，營造藝術嘉年華盛會，豐富市民藝文生活。 

7.辦理夏至藝術節：與雲林縣、嘉義縣市合作辦理雲嘉嘉營劇場連線計畫，共同打造

專業劇場之品牌形象，使區域間表演藝術觀眾相互流動，提升場館觀眾參與度，深

化區域藝文能量，建立共同行銷平台。 

8.活化地方藝文場域：柳營吳晉淮音樂紀念館、柳營劉啟祥故居、新營日式木造官舍

活化再利用為多元表演場域，策辦主題性展演活動，培養地方藝文觀賞人口。 

9.永成戲院表演平台：結合影視音演藝人員及社區藝文人士，創造專業舞臺，定期策

辦相關藝文表演活動，並串聯全台老戲院，邀請表演團隊現場演出，重現老戲院風

華，帶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為舊時文化注入新的生命。 

（八） 建構優質閱讀空間，推動全市閱讀風氣（業務成果面向） 

1.營運新總館，滿足市民閱讀、學習、資訊與生活休閒需求。 

2.整建原臺南州會，活化為中西區圖書館。 

3.興建張慶芳紀念圖書館，提高偏遠地區閱讀量能。 

4.遷建東區林森圖書館，提供優質閱讀空間。 

5.充實多元館藏資源，滿足分齡分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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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續蒐集地方文獻史料，保存臺南文化。 

7.健全全市圖書館營運體制，提升圖書館服務效能。 

8.分齡分眾提供各項多元閱讀活動，豐富市民閱讀生活。 

9.強化資訊設備，打造公共圖書館成為社區公共資訊站。 

10.發展數位資源，提高市民資訊素養。 

11.持續推動全市通閱與企業書箱服務。 

（九） 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1.建立完善之圖書館輔導及評鑑機制，提升圖書館服務績效。 

2.優化讀者服務機制，完善讀者服務措施。 

二、共同性目標： 

（一）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為強化終身學習觀念，鼓勵參與學習，公務人員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

時。 

（二） 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每年歲出預算執行

率達 80%以上，而歲入預算執行率達 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