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為了提升城市品質與競爭，許多先進國家體認到文化是展現
國力不可忽視的重要部分，於是紛紛著手進行「文化治理」，尤
其當地方政府普遍面臨財政吃緊及民眾對文化活動需求倍增時的
雙重壓力下，「公私協力」合作觀念隨之受到重視，決策者的態
度影響著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等彼此間能否形成良好的公
私協力互動，無疑是文化治理能否更具活力、創意發展的關鍵， 換
言之當文化成為城市建設規劃的主角時，文化政策也成為舉足輕
重了，它攸關城市未來的文化走向，一個良善的「文化協力治理」
可以是一個城市文化的轉機。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所得加以整理分析獲得下列研究發現：1. 
公部門的困境是文化協力的根源。2.沒有單一的協力模式，互動
對象不同、合作的模式也不一樣。3.公部門取得經費、物力挹注，
企業得到公部門的認證背書，協力是魚幫水水幫魚各取所需。4. 
社會公益形象塑造、展演專業知能取得、文化場域使用皆是企業
及非營利組織參與文化協力的誘因。5.經非營利組織中介公部門
可連結更多的民間資源。6.文化協力應以公開平等互惠合法為原
則。7.文化志工是推動藝文最佳的解說員及宣傳人員。8.文化志
工透過教育訓練、研習及策辦活動的歷練、可提昇志工的素質及
服務品質。9.與學校、社區有良好密切的互動，可提高藝文活動
的參與度。10.辦理親子藝文活動能得較高的社會認同和參與。11. 
藝文活動由社區自發性規劃策辦、推廣的成效會更好。12.沒有熱
心的專人負責對口、會影響公私協力意願。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加以歸納分析之後，依文化政策、藝文
行銷推廣、文化永續發展等三個面向，提出以下研究建議：一、
文化政策面：1.跳脫官僚思維、互敬互信、平等互惠、持續交往。
2.積極輔導社區自發性策辦藝文活動。3.長期結合學校資源、推
廣藝文向下紮根。4.志工須適切管理與培訓、持續提昇知能、活
化人力資源。二、藝文行銷推廣面：1.抓住民眾的心、滿足民眾
的虛榮心、才易達到行銷。2.藝文的內容要有吸引力、應包含不
同記憶與年齡層族群情感、行銷面才能更廣。3.藝文活動需要走
入人民的生活中。三、文化永續發展面：1.紮根在地社區重現活
化文化生命力。2.積極訓練培育社區藝文活動規劃人才。3.公私
協力是文化中心尋找資源的好法門。4.積極發展編織館特色、塑
立文化中心永續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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