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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會係依據公共電視法第二條規定成立，並以經營公共電視台為主要任務。同

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會應於事業年度終了後，製作年度業務報告書，詳列執行

成果及收支決算，提經監事會審核，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

辦理。 

二、設立目的 

公共電視屬於全民所有，經營獨立自主並公平的服務大眾，以增進公共利益。 

(一)強調非商業性的公眾服務： 

不以營利為目的，重視公眾的意見和需求。 

(二)秉持獨立自主的專業精神： 

堅持營運、節目製播與新聞採編的獨立自主，絕對避免政治力量及利益團體

的干預，確保全體大眾的利益。 

(三)追求卓越的服務品質： 

提供全民完整、高品質的電視節目服務和收視機會，並介紹各種新知和觀念，

使公眾能在巨變的時代中與時並進，並藉由多元節目呈現豐富的文化；並充

實本土及國際文化的互動交流與融合。 

(四)致力於多元性的均衡發展： 

節目製播應保持多元、客觀、公平並兼顧族群之均衡性，提供公眾適當使用

電台的機會，尤其保障弱勢團體之權益，提供或贊助各種民俗、文化創作和

發表機會，幫助觀眾跨越種族、階級、立場的界線。 

(五)提供終生學習的服務： 

對每一個學習階段的個體提供服務，從學齡前到成人提供豐富的資訊。 

(六)主動拓展服務的承諾： 

公共電視台對大眾的服務超越單純節目服務，同時也包含教育、告知以及主

動結合社會資源來實踐公共服務的承諾。 

(七)注重研究與發展： 

定期進行科學化和深入的研究調查，以偵測環境瞭解公眾和社會需求，進而

在營運、節目製播上因應時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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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公視基金會依法經營公共電視，並依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受贈華視股權

及製播客家電視台。 

公視組織概況 

(一)董事會： 

１、置董事 17至 21人，其中 1人為董事長。 

２、職掌： 

(１)決定本基金會之營運方針。 

(２)決定本基金會資產之取得、使用、收益及處分。 

(３)核定年度工作計畫。 

(４)審核本基金會年度預算及決算。 

(５)決定電臺節目方針及發展方向，並監督其執行。 

(６)決定分臺之設立及廢止。 

(７)修正章程。 

(８)訂定、修正關於事業管理及業務執行之重要規章。 

(９)遴聘總經理並同意副總經理及其他 1級主管之遴聘。 

(１０)人事制度之核定。 

(１１)設立各種諮詢委員會。 

(１２)其他依公共電視法及章程規定應由董事會掌理之事項。 

３、董事會下設稽核室，置主任 1人，職掌相關業務。 

(二)監事會： 

１、置監事 3至 5人，其中 1人為常務監事。 

２、職掌： 

(１)稽察本基金會經費使用之情形，及有無違反本基金會財務稽察辦

法與其他法律規定。 

(２)審核本基金會年度業務報告書。 

(３)依民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監察本基金會事務之執行。 

(三)董監事會下設辦公室，置執行秘書 1人，職掌相關業務。 

(四)本會置總經理 1人，執行基金會之業務；視業務需要置副總經理 1至 3人，

襄助總經理處理業務。 

總經理為督導管理公廣集團之需，下設辦公室並置主任 1 人及必要人力推

動相關事宜。 

本會設製作部、新聞部、節目部、企劃部、工程部、公服暨行銷部、新媒體

部、行政部、國際部、研究發展部及臺語台，直屬總經理督導。 



   第 3 頁 

本會組織架構圖如下：  

 

 

 

 

 

 

 

 

 

 

本會依法辦理之客家電視台置台長 1人，其組織管理及業務執行規章

另訂之。 

(五)客家電視置台長 1人，執行客家台之業務；視業務需要置副台長 1至 2人，

襄助台長處理業務。 

其下設行政室、新聞部、節目部、行銷企劃部，直屬台長督導。 

其組織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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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一、公共電視 

本年度計畫達成的總體目標包括以下 5 項： 

(一)致力提供多語言內容與多元服務，製作優質節目，促進國際交流，提升品

牌競爭力。 

１、持續台灣原創旗艦戲劇製作，深耕臺灣戲劇產業鏈、多元戲劇類型人才

開發。 

(１)推出公視原創影集《大債時代》、《天橋上的魔術師》、《火神的眼淚》、

《斯卡羅》、《四樓的天堂》。 

(２)完成第三期劇本孵育計畫劇本，並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舉辦公視

影集與劇本發表暨媒合會，有 28 家投資相關公司回覆對各案的興

趣。持續開展劇第四期劇本孵育計畫。 

(３ )合資合製戲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開

拍。 

２、製播貼近庶民生活感情的多元族群戲劇，提供多語言戲劇內容。 

完成生活劇《茶金》，內容以 1950 年代北埔茶產業的興衰、商業競爭

與開拓國際市場為故事背景，是台灣第一部海陸腔客語劇。劇中以自然語

方式呈現，共使用客語、國語、台語、日語、英語等多種語言，角色也橫

跨客家、本省、外省、外籍人士等多元族群，呈現 1950 年代的台灣生活

面貌。 

３、加強參與國際廣電組織、論壇會議與影展、競賽活動，建立公視與臺灣在

國際影視平台的能見度與知名度。 

(１)參與 Hot Docs 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擔任決策人：Hot Docs 是

北美最大、也是全球規模數一數二的紀錄片影展，每年在加拿大多

倫多舉辦，2021 年此影展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9 日在線上舉辦，公

視由國際部經理郭菀玲參與，並擔任其中提案會議與一對一會談

的決策人，藉此提升台灣與公視在國際業界的知名度與能見度、進

一步掌握全球紀錄片提案製作的趨勢、並與全球業界決策者進行

交流。 

(２)與瓜地馬拉總統府新聞局進行視訊會議：本會議於 5/5 上午進行，

由公視總經理、研發部經理、新聞部經理、國際部經理、新媒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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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何吉森教授、鍾起惠教授、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新聞事務

科及國際傳播司專案管理科代表與會。瓜方則有台灣駐瓜地馬拉

大使館大使與秘書、瓜地馬拉總統府新聞局局長、副局長、製作處

處長、新聞顧問、數位傳播顧問代表與會。雙方針對瓜地馬拉所提

出來的 11 項重點進行討論，瓜國新聞局在聽完台方人員解說後，

主要針對公共電視與國家電視台的差別及台灣公視經費來源提出

進一步的詢問，也表示公視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收穫比預期的多。

瓜國新聞局會後表示，瓜國與台灣是朋友，希望未來保持聯絡，往

後有需要會再度請益。 

(３)參與韓國提案會：韓國提案會 Korean Pitch 由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CA）主辦，本年度於 5 月 28─29 日在線上舉行，公視由國際

部經理郭菀玲代表擔任決策人，針對提案進行評選，並參與一對一

會談。本會議除提升公視對韓國紀錄片製作趨勢的瞭解，並能加強

雙邊的連結，創造未來進一步合作的機會。 

(４)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PRIX JEUNESSE)視訊會議：本會議於 6 月

15 日舉辦，邀請 2020 PRIX JEUNESSE 得獎者分享最新節目消息

與製作動態。公視團隊由節目部林瓊芬副理主講，國際部企劃許愷

文擔任逐步翻譯，介紹《妖果小學堂》在文化層面與宣傳層面的應

用。文化層面介紹節目中各個妖怪角色改編自台灣原住民神話，而

節目中的「妖果」則都是台灣本土水果，讓國內外小朋友有機會進

一步了解台灣文化。宣傳應用層面則是介紹 《妖果小學堂》各個

結合科技與遊戲的周邊活動與規劃，例如與台南美術館合作的科

技教育展、AR 相機 app、《妖果 Go Go 手遊》、Nintendo Switch 電

玩等等。本次分享有效提升公視製作團隊的能見度，各國與會者對

《妖果小學堂》在地全球化的節目精神，以及宣傳活動的創新與多

元性，都表示十分肯定。 

(５)擔任日本賞初審評審：日本賞是 NHK 於 1965 年設立的國際獎項，

旨在表彰以教育為主旨的節目內容，自 2008 年起，互動式節目內

容也增列入評選範圍，這個獎是日本電視界的最高榮譽。本年度本

會國際部經理郭菀玲獲邀擔任日本賞 Primary 類別（6─12 歲）的

初選評審，整個評審過程從 8 月 16 日進行到 9 月 15 日，中間透

過多次線上會議的討論，從將近 80 部報名作品中，選出今年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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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初選入圍的作品。本次參與評審任務不僅有助於公視與各國同

業之間進行專業交流，更有助於提升公視對日本賞的瞭解，可作為

後續報名日本賞的評量依據。 

(６)擔任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 CCDF 決策人：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主

要是為兩岸三地紀錄片導演所設置的紀錄片提案會議，也接受其

他國際導演的提案。今年 CCDF 提案會議於 9 月 25─27 日在線上

舉辦，公視由國際部經理郭菀玲參與擔任決策人，針對提案進行評

選並提出建議，同時尋求合作機會。其中「苦伶的臉龐」（暫名）

一案，已因此獲得公視委製。 

(７)參與 PBI 會議：PBI(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國際公共廣播

機構年會為國際公共廣播 CEO 級與高階主管最重要的專業交流聚

會，公視以台灣身分參與，為正式會員，是公視唯一以台灣名義參

與的公共廣電相關電視層級最高之會議，對公視在全球廣電社群

的位置與形象十分重要。2021 年的 PBI 年會於 10 月 30 日在線上

舉行，由比利時公視 VRT 與 RTBF 共同主辦，主要倡議布魯塞爾

宣言，爭取對言論自由、以及最前線記者的支持，同時探討疫情時

代公共媒體可以扮演的角色。  

(８ )擔任東京提案會決策人：東京提案會是每年固定在東京舉辦的紀

錄片提案大會，旨在鼓勵日本／各國紀錄片導演進行提案，並強化

各類合作機會。本年度東京提案會受到疫情影響，於 11 月 1─3 日

在線上舉辦，主要分為一般提案會、短片提案會、以及更深入的一

對一會談。公視由國際部經理郭菀玲與製作人賴衍銘參與擔任決

策人，針對提案進行評分，針對日本導演與主辦單位提出各類建議，

並評估各類提案和公視合作的可能性。參與這類活動可以強化公

視在國際影視平台的能見度與知名度，讓國際製作團隊都能認識

台灣公視，同時主動爭取國際合製的機會。 

(９ )與德國導演 Monika E. Schweigerg 進行視訊訪談：Monika E. 

Schweigerg 為德國學齡前兒童節目《I Am Me》的導演兼製作人，

也是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 (PRIX JEUNESSE) 評審團常客，本次訪

談係為未來在台灣推動製作新型態兒童節目進行準備，希望汲取

各項實際的製作經驗做為參考。本訪談於 12 月 16 日進行，公視方

由國際部經理郭菀玲、節目部製作人林曉蓓、國際部企劃許愷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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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訪談總長約 40 分鐘，針對《I Am Me》的製作細節與內容規劃

提出 11 個問題，包括：如何讓片場的孩子們保持樂在其中、拍攝

學齡前兒童時器材的選擇考量、導演或攝影師需要做哪些功課及

花多少時間才能與拍攝的孩子建立信賴關係等，進行討論。Monika

對於提出的問題一一詳細解答，對於日後公視計畫推出新型態節

目表示祝福，也期待能在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看到更多台灣／公

視優質的兒童節目。 

４、策劃執行並推廣國際合製節目，在國外頻道市場或影展中爭取露出，展

現臺灣國際競爭實力。 

(１)策劃拍攝候鳥紀錄片：《Flyways》為台灣、澳洲、美國、法國合資

的國際合製 90 分鐘生態紀錄片，由澳洲 Storyland 製作公司負責主

要拍攝、製作，以數量日益減少的鷸鴴類候鳥為主角。鷸鴴類體型

雖小，遷徙路線卻縱貫南北半球，甚至可不間斷飛行數日夜。本片

以一年時間為架構，沿候鳥主要遷徙線追蹤，並訪談多個研究團隊，

探究鷸鴴類候鳥的遷徙之謎，以及候鳥面臨的生存危機。台灣作為

候鳥遷徙線的中繼站，也將透過候鳥追蹤以及候鳥棲地營造的正

面故事，在本片中佔有一席之地。本片目前已進入初期剪輯以及後

期攝影階段，預定 2022 年底完成，之後將在澳洲、法國、美國、

台灣等地公共電視播映。 

(２)合製作品拿下大獎：紀錄片《捕鰻的人》由日本 NHK、韓國 KBS

與台灣公視共同出資與委製，除了在台灣，也於 NHK 與 KBS 播

放。內容描寫每年在台灣宜蘭海邊捕鰻苗的人物故事，對於生命探

討與地緣情感有很深刻的描述。本片獨特的拍攝手法與寫實敘述

方式，也獲得電影界的肯定。不僅榮獲今年台北電影節三項大獎，

包含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攝影，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短片，

是今年公共媒體跨足電影界一項耀眼佳績，更是公視長期透過國

際合製拍攝台灣議題的重要成果，對於國內紀錄片開拓與國際交

流更是具領頭羊與指標作用。本片目前已開始參加多項國際影展，

成果令人期待。 

(３)公視與韓國阿里郎電視台(Arirang TV)合作之節目交換計畫：阿里

郎電視台(Arirang TV)是位於韓國首爾的國際英文電視台，由韓國

文化觀光部出資成立、韓國國際放送交流基金會（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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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Foundation）經營。節目內容涵蓋新聞、

文化、紀錄片、語言教學和娛樂節目，電視覆蓋範圍超過 188 個國

家和地區。公視本年度和阿里郎電視台合作，交換節目，把公視節

目《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浩克慢遊》第三季、《匠新匠心》推

廣給阿里郎電視台的觀眾，並於公視+上架阿里郎電視台的節目：

Gangnam Insider’s Pick 系列 (韓流 FUN 大鏡)，豐富平台內容，並

達成文化交流的目標。 

５、紀錄片平台持續與臺灣具創作力導演合作，同時發掘紀錄片新秀；並選

播全球優質紀錄片，與觀眾共同建立「立足亞洲、放眼世界」的視野。 

(１)紀錄片平台持續製播「紀錄觀點」與「主題之夜」兩大塊狀紀錄片

節目，以原創內容的精神，與國內各世代導演合作，同時發掘新秀

導演。 

(２)公華視合製紀錄片《南國啟示錄》持續製作中，其跨國題材主題宏

大、意義深遠，惜因受到疫情影響，進度順延，目前已完成前三集。 

(３)紀錄片平台經數年籌備耕耘，於今年初推出新節目【公視紀實（1）】，

總計推出 17 部原創紀錄片，包括 12 部長片與 5 部短片，均以深

廣多元的紀錄方式，呈現創新與特殊的主題與內容，播出後受到觀

眾熱烈的迴響，並獲得國內外眾多獎項的鼓勵與肯定（詳見下表）。

本系列紀錄片充分展現紀錄片特殊的魅力與價值，並能以在地主

題連結國外觀眾，值得進一步發展與推廣。 

 

度日 

In their teens 

入圍 2021 第 43 屆金穗獎最佳紀錄片 

入圍 2021 年第 23 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獲 2021 年第 43 屆金穗獎影片獎-金穗大獎 

獲 2021 年第 43 屆金穗獎個人單項表現獎-最

佳音樂 

獲 2021 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 

聽說他這個人 

A Little Bird Told 

Me That... 

入圍 2021 第 43 屆金穗獎最佳實驗片 

里長奧笑連 

The Rookie Chief 

in Duke Hill 

入圍 2021 第 43 屆金穗獎最佳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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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種子~楊儒門

日記 

Growth with Hope 

獲 2021 第一屆臺灣生態環境影展評審特別

獎 

入 選 英 國 劍 橋 電 影 節 (Cambridge Film 

Festival) 

海的盡頭 

The Si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Sea 

入圍 2021 第一屆臺灣生態環境影展評審特別

獎  

月港蜂雲 

Generation Affairs 

入圍 2021 第 56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演

獎 

建築慢慢 

The mindful 

architects 

入圍 2021 美國羅德島國際電影節(Flicker's 

Rhode Isl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獨舞者的樂章 

Solo Dance 

入選波蘭華沙國際影展(Warsa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獲 2021 第 56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 

入圍 2021 第 56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剪輯

獎 

入圍 2021 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斜坡上的老歌手 

Kacalisiyan: 

Singers from the 

Mountainsides 

入圍 2021 第 11 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入圍 2021 第 56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剪輯

獎 

為寂寞在唱歌 

Singing for 

Loneliness 

入圍美國羅德島國際電影節(Flicker's Rhode 

Island Int. Film Festival) 

入圍日本門真國際映畫祭-紀錄長片(Kadom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入圍第 56 屆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剪輯獎 

６、持續辦理臺灣國際兒童影展相關活動，並擴大辦理線上影展，以及周邊

各種推廣與拍片計畫，深耕兒少觀眾。 

(１)擴大辦理線上影展：「台灣國際兒童影展」繼 2020 年因應疫情的影

響、首次舉辦線上影展後，本年度再度於 7 月 20 日在「公視+」影

音平台推出新年度的線上影展。本次線上影展整合「台灣國際兒童

影展」頻道原有節目，並加碼上架 15 部強檔新片，以「奇幻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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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軸，讓兒童影展的精彩節目，陪伴觀眾居家學習、居家工

作的日子。「奇幻小旅行」線上影展依循兒影傳統，以單元式主題

規劃，除了最受大小朋友歡迎、激發另類思考的「翻轉腦細胞」，

還有「成長進行式」陪伴孩子面對困境、家庭與友情的各種考驗。

另外為了呼應疫情帶來的衝擊，「生命問答題」以多部適合兒童觀

賞的影片，帶領觀眾思考生命意義、面對死亡課題。截至 2021 年

底為止，影展頻道總觀看次數已累計超過 13,000 人次。本影展在

宣傳策略上，首重網路與社群行銷，除了經營本身的臉書粉專之外，

也著重與其他友好粉專的串聯分享，並邀請形象與本影展契合的

名人及寫手於個人粉專推廣影展活動，擴增宣傳效益，相關宣傳單

篇貼文日常觸及人數為 3,000-6,000 人，所有貼文觸及總人數超過

286,000 人次。 

(２)籌備 2022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第十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依照原本

時程，預計於 2022 年兒童節前後推出，但本屆影展仍受疫情變數

影響，無法完全恢復原本實體舉辦的模式，故仍規劃以線上模式推

出為主，惟策展精神與影展主軸不變，並將因應第十屆的特殊時間

點，推出特別企劃的內容與特別的宣傳活動。為順利推動 2022 年

的兒影活動，本年度已開始各項籌備工作，包括進行國際競賽單元

徵件，自 2021 年 5 月 3 日開始徵件至 9 月 1 日截止，共收到來自

72 國、721 件作品。扣除測試件、重複件，有效徵件數目總計 713

件，合格率達到歷屆最高的 98%。近兩年全球受到疫情的長期影

響，連帶反映在兒影收件數量上，與 2020 年對比，總件數雖略有

下滑，然而合格率創下新高。競賽報名件剔除資格不符（年份、內

容不符等）之件數後，最後總計有 679 件進入預審。整體觀察，報

名件以動畫短片為最大宗；台灣作品佔總件數的 9%，與上屆相比

微幅減少；國外作品仍以歐洲為大宗，投件數量較上屆增加，比例

高達 46%。 

(３)影展周邊宣傳活動：於 2021 年十二月受國家圖書館邀請，首度參

與「台灣閱讀節」於中正紀念堂舉辦之戶外活動–世界交響閱，宣

傳明年影展訊息，為第十屆影展暖身起跑。當日攤位造訪及互動人

次估計超過千人。此外為強化第十屆的影展播映內容，公視也特別

與動畫導演張吾青合作，製作動畫短片《一百年後的我，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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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以五至十歲兒童的口白貫穿，結合兒童手繪作品與國影中心

典藏之歷史新聞資料片，展現台灣生活今昔對比，並延伸至對未來

的展望，反映出台灣現代兒童的心聲。全片兼具紀錄片、敘事片與

實驗片等多重性質，期待透過動畫藝術帶領兒童對人文風情、科技

反思、歷史變遷等議題的思考與重視。 

７、利用外部資源進行線下活動，減少公視內部成本支出，藉由面對面方式

與民眾充分溝通互動，強化公視觀眾的回饋與認同。提升公視品牌競爭

力。 

2021 年因疫情對台灣產生影響加劇，為落實防疫政策，原規劃之實

體活動皆紛紛取消。但仍有以下活動於疫情穩定期間推出： 

(１)「公視 x 獨立書店」活動：為了讓公視優質節目與社會大眾廣泛聯

結，並促使創作者與民眾直接互動交流，透過各地深耕之獨立書店

邀請在地民眾，經由公視精彩節目深刻認識台灣土地及精彩人文

風華。精挑今年新推出優質並充分彰顯公視價值，且在疫情衝擊下

民眾對平安的重視而推廣影片《平安龜》，並安排影片製作單位及

主角人物蒞臨現場，於觀影前先行分享製作理念及公共媒體的價

值意義，並於觀影後與民眾分享影片重要意涵及多元觀點；透過活

動不僅讓民眾充分理解公視的重要使命，透過獨立書店的特殊氛

圍展現公視不同於商業媒體的特殊性，深入交流映後座談呈現公

視強烈的社會使命感。 

(２ )透過舉辦活動加強民眾對公視節目印象及所關懷之議題，讓公視

用自然的方式貼近觀眾。本年度推出活動包含：以攀登台灣山岳的

熱血紀實節目片《群山之島—不去會死的他們》特映會，及 2021

年公視歲末時代戲劇《茶金》邀請公視會員於電視播映前搶先收看

精采影片，並安排劇中重要製作團隊及演員參與座談分享心得，提

醒觀眾公視對台灣電視產業嘗試多元議題的用心及企圖。推出結

合在地生態人文的「南部開講~新竹老竹塹之旅」及「浩克漫遊~王

浩一的台南小吃及老樹之旅」，透過節目曾介紹的特色內容以微旅

行的別緻安排，讓民眾親自走訪並細細品味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景。

公視與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將 1996 年所製作的「軌道傳奇」節目修

復並數位化後重新推出，該影片紀錄當時全台各地包括台鐵、糖鐵、

林鐵、礦鐵及鹽鐵等各類型鐵道樣貌、地景與風土民情，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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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時，獲得觀眾熱烈迴響，隔年更獲得金鐘獎提名。影片完成 20

多年後，許多鐵道早已被拆除或停駛，更凸顯這批鐵道影像紀錄的

重要性，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因此與公視合作，由公視專業團隊

將「軌道傳奇」節目影像進行影像調光與高畫質數位轉檔，提供給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進行典藏與研究。公視邀請公視會員蒞臨

鐵道博物館園區，不僅欣賞數位版播出並參訪鐵道博物感園區重

要鐵路收藏。 

(３)於 2021 年初寒假期間規劃各類營隊，包含結合食育觀念的「神廚

賽恩師之科學體驗營」、「青少年創意表演營」，除安排專業教師協

助授課，並發掘孩童學科之外的長才，透過營隊不僅使學員透過實

驗解析烹飪技巧並了解友善農地等食育觀念或透過表演藝術的基

本技巧，同時適時適度加強兒童及青少年媒體識讀的教育，讓學員

們在面對快速且大量的資訊媒材時能有正確的觀念。 

(４)配合「第十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舉行「小導演大夢想」專案計畫。

公共電視從 2004 年起即率先辦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至今已是

全亞洲最大規模的國際兒童影展，影展除引進世界各國佳片，開啟

兒童視野外，更發展兒童影像教育計畫「小導演大夢想工作坊」。

「小導演大夢想工作坊」提供整套的的輔導機制，包括教導如何寫

短片企畫案、安排暑期影像培訓、委派專業影像工作者提供拍片諮

詢及輔導、提供專業後製資源等。多年下來已完成輔導 84 部短片，

每一年都有多部短片在國內外影展獲得傑出成績。2021 年初公視

到全台灣各地舉辦活動說明會，分享歷年成果及說明活動主要核

心意義。因應疫情迅速調整作法以線上方式推動，今年度完成八團

隊徵選、線上培訓課程及小組實作體驗，短片主題包含：台灣傳統

文化、親子關係探討、新冠疫情衝擊的觀察及生活體驗分享…等。

作品將於 2022 年完成並推出。 

(５ )公視教育服務每年於學童暑假，邀請專家及教師搭配公視優質兒

少節目的播出，從節目中抽繹適用於國小階段的學習概念，發想構

思設計可供孩子以玩樂或遊戲式自學的公視遊戲本，讓學童透過

遊戲本達到學習目的，並可透過節目內容獲得啟發。此外，公視教

育資源網更進一步提供教師與家長教學建議，老師可利用遊戲本

作為相關主題教學的備課資源參考，家長可利用遊戲本活動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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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同探索與學習。2021 公視遊戲本親師共學計畫，延伸《下

課花路米—博物館大驚奇》、《一字千金》的節目主題，分別針對國

小低中年級與中高年級學童規劃「動物與植物保育版」與「歷史與

藝術知識版」遊戲本，提供學童在假期間自學的學習活動內容，並

鼓勵學童觀透過公視節目啟發視野；共計發行 24,335 本。 

(６)透過本會「教育資源網」提供廣大親師生公視相關節目教育延伸素

材及資訊與大眾分享，包含：各類節目教案檔案、活動訊息、營隊

教師教學資源、各分齡營隊學員所產製的短片…等內容。系統性彙

整教案內容，因應疫情期間兒童居家學習需求增高，公視主動分享

「公視教育資源網」無償提供全國教師作為補充教學素材使用以

嘉惠台灣各所需家庭學童。 

(７)為支持國內藝文發展、鼓勵國人參與藝文活動，本會積極洽談藝文

展演活動之宣傳交換，並將所交換之展演票券或贈品用以服務公

視之友會員，以間接促進臺灣藝術文化發展。相較往年，本年度因

疫情取消大量藝術展演活動，但本會仍洽談 30 個以上藝文展演相

關活動包含：兒童劇、電影、音樂會及藝術展…等提供超過 3,000

張票券讓公視之友會員免費索取使用。透過專屬活動網站，將各類

與公視合作的藝文活動訊息傳遞給民眾即時瞭解，並鼓勵參與意

願。 

(８ )每月發行公視之友月刊，寄送會員及各機關團體宣傳公視節目訊

息、研討會資訊及各項活動動態等，另也同步提供台語台、客家電

視、華視之重點訊息露出。同時為響應環保，鼓勵民眾訂閱公視電

子報或公視之友月刊電子版，於寄送紙本月刊的同時將月刊電子

版同步上傳網路供各界參閱。 

(９)全年度遊戲本及營隊活動之舉行，總觸達為 25,419 人次；客服及

會員服務觸達為 86,511 人次；公視之友月刊之觸達為 75,110 人次。 

(１０)各類合製及代製節目 

1.創造全年新製節目 20 小時以上及拓展多元節目類型、展現公視公

共價值：「藝競青春－記錄著一群國中小學生無懼追求夢想的過程」、

「2021 台灣囡仔讚－國中小教育真的不一樣了」、「行路－第 25 屆

臺北文化獎得獎者紀錄片」、「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等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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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停課、教育不停學」：2021 年疫情嚴峻全國中小學校停

課，公視與教育部超前部署製作「疫起線上看」節目，提供全國

中小學校線上課程，總計製作時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

育、科技四大領域(306 集/30 分鐘)；國小低年級國語文及數學(390

集/15 分鐘)播出說明：110/5/19 至 7/22 播出期間，Youtube 累計

觀看次數共 1,180,926 次，曝光次數高達 14,497,323 次。上架平

台：教育部(教育雲)、公視(公視+)平台。 

８、在公視新聞多語言、多族群節目基礎上，加強國際交流合作與露出，發揚

臺灣公共媒體新聞自由與多元價值優勢。 

(１)重大議題國際採訪：東京奧運賽場第一手報導，公視記者林曉慧、

沈志明網路數位專題，獲日本 TBS 電視台報導。   

(２ )前往北歐立陶宛採訪立、台互設辦事處，製作「前進立陶宛-波羅

的海新夥伴」系列報導。 

(３)東南亞語新聞擴大公共服務：印尼語、越南語、泰國語新聞，上半

年每週四皆開始由該國 native speakers 主播進棚錄製；越南語新聞

網路聲量更大幅提升，增加許多外國觀眾。 

(二)落實影視技術與經驗傳承，進行人才多工轉型與教育訓練，開發創新動能，

與產業共好。 

１、積累超高畫質影視製作內容能量並積極接軌國際市場及合製。 

(１)全年開發五檔新創節目；《職人工廠》、《36 題愛上你》、《姐妹的音

樂萬萬歲》、《換個爸媽過幾天》、《浩克慢遊》。 

(２)紀錄片：《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不羈-臺灣百年流變與停

泊》、《未完成的任務：現代台灣締造者》。 

(３)VR：與 BBC、ARTE 合製《大師狂想曲》、與雄影合製《紅尾巴》、

《櫃子裡的小男孩》。 

２、各國公視面對影視環境變化，持續創新發展，將規劃蒐集各國公視經驗，

協助組織資源多元應用。 

(１)公視岩花館研究文章上傳。 

(２)舉辦公視 2021 線上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 NHK、英國 BBC、加

拿大 CBC、德國 ZDF、丹麥 DR 等國講者分享數位策略。 

３、為開發創新動能，規劃同仁教育課程和各類專業知識分享，落實影視技

術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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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工作坊與演講一覽： 

(１)公共電視主管創造性溝通工作坊。 

(２)社群編輯輕鬆聚 3 場，本會 9 組社群編輯代表經驗分享。 

(３)社群編輯工作坊 3 場，外部講者分享。 

(４)2021 公共電視影視法律速讀工作坊。 

(５)電視 OTT 經營專題演講。 

(６)斯卡羅視覺效果專題演講。 

(７)阮三个專題演講。 

４、於 ST2110 IP 傳輸標準下，高階影音 UHD 系統建構與量測研究。 

(１)完成有關 ST2110 IP 傳輸標準下，高階影音 UHD 系統建構與量測

研究報告一份。 

(２)達成原始規劃 IP 傳輸實驗室在 Main/Backup 及 Spin/Leaf 兩種架構

下 SDI 及 IP 混信號之軟 (SDNO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Orchestrator)硬體訊號切換；含主/備及信號消失切換。 

(３)加強 IP 工程人員裝機測試實務經驗及透由教育訓練，提昇對 Video 

Audio Metadata 分流 IP 傳輸與 PTP timing 整合概念。 

(４)核心網路 SW 與廣播設備往往為不同品牌，經此 IP 實驗室的建構，

加強未來實際規格制定、操作及裝機改進參考。 

５、深化同仁創新、多工轉型教育訓練，落實職能代理，培養多媒體時代新聞

專業技能。 

(１)鼓勵同仁輪調，發掘潛能，適才適所：採訪組文字記者黃怡菁轉調

網路新聞組；手語新聞編輯兼製作人歐姵君，下半天借調網路新聞

組，學習網路編輯與社群操作。節目群 (如新聞全球話) 編輯涂逸

凡，週四、五支援編輯台，操作每日新聞。 

(２)持續擴大公視新聞網與社群影響力： 

1.2021 年推出 6 件新製數位專題，並獲得兩項 SOPA 亞洲卓越新聞

獎(公視首度獲獎)、消費者報導權益講優勝、卓越新聞獎新聞敘事

講入圍(連續兩年)、華文永續報導獎入圍。 

2.完成新聞網站改版、自主研發文稿編輯系統、研發電視新聞資料自

動化匯稿系統、完成新聞資料庫搬遷與雲端系統建置，改善閱讀

體驗、新聞資料庫風險管理。 

６、全面提升超高畫質製播設備運用，創作更多 4K 視覺節目，提升設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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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在 110 年度製作部完成了 7 場 4K 戶外轉播車製播；另 4K 攝影棚班

使用製作了 61 個班次 549 小時。 

７、持續辦理 4K 設備教育訓練及製作經驗研討分享，研究國外 4K 製播在 5G

傳輸上的使用經驗。 

在疫情穩定後，製作部克服萬難，在 110 年度 12 月份舉辦了校園 4K

製作經驗分享交流會，與莘莘學子共享 4K 製作經驗，獲得學生熱烈迴響。 

８、加速完成數位片庫系統建置。 

完成資通基礎架構之超高速網路及物件儲存系統 A 棟建置完成，達

成 A、B 兩棟之新聞片庫資料同步，並使數位片庫之輔助型新聞片庫可以

進行切換，達成資通安全之高可用性的需求並強化資料保存的安全性。後

續待專業型片庫建置完成後，節目片庫尚未進入藍光系統之影音資料亦

可於 A、B 兩棟之間進行資料同步。 

９、強化本會前後端技術，推動敏捷軟體開發。 

目前公視已於 110 年於 Google Platform 上搭建 K8S。Kubernetes（常

簡稱為 K8s）是用於自動部署、擴充和管理「容器化（containerized）應

用程式」的開源系統。透過 K8S，新媒體部同仁可以於該平台上統一管理

公視各系統，將有助於降低管理成本。新媒體部已經逐漸朝向組態管理，

藉由整合 DevOps 部署傳輸途徑中已有的工具，解決目前公視工程師有

限，但可以更快改變或提供新程式功能的方式。 

(三)強化全媒體經營，培養數位敘事與技術人才，整合各項網路資源，提升於

各平台之影響力。 

１、積極接軌高速傳輸科技應用元素，提供以全媒體為導向的優質數位敘事

節目內容。 

(１)《保持聯絡》 

受疫情影響，落實社交距離規範，但由於網際網路的無遠弗

屆，在「公共性」的重要基礎上，運用網路技術，為台灣全民抗

疫的日常點滴，留下比一般新聞節目更深入庶民生活的重要紀錄。 

全片拍攝係以視訊會議軟體「ZOOM」的線上空間，作為節

目線上錄製的虛擬場域，以線上作業進行節目拍攝與錄製。來賓

使用自己的手機架設鏡頭進行錄製，主持人部分，則是以輕便的

攝影器材與 iphone 12 拍攝，透過穩定之網路環境，維持與其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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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之錄製裝置（如：手機、平板等）之統一的攝製品質與畫面視

覺調性，對話亦透過遠端視訊軟體 Google Meet 遠端通話錄音。

訪談片段及相關素材、影片皆以上傳至雲端儲存取用。 

節目首開線上錄製方式先例，打破時空隔閡，藉由邀請不同

領域來賓，深入探討疫情時代延伸之各式主題，自台灣三級警戒

至微解封，留下了疫情期間特殊、深入且多面向的斷代紀錄。 

(２)公視表演廳:共轉播 20 場精彩演出，爲無法於演出現場觀賞的觀眾

提供在家即可接觸到各類型表演藝術的服務，拓展及培養閱聽大

眾藝術視野，開闢觀眾可長期接觸表演藝術的管道。 

1.《你嘛好啊》 

(1)阮劇團與公視表演廳共同開發了線上實驗節目，劇情設定也

正是阮劇團從自身面臨的疫情出發，巧妙的以虛構的恁劇團

帶出表演藝術圈在疫情期間的各種情境。 

(2)節目採取網路播出，特別設計劇場三十分鐘前進場的儀式感，

上線觀眾可看到演員在開演前的各種準備狀況及演員的私房

分享，每一集的長度設定在五分鐘上下，配合網路族輕薄短

小的收視方式。 

(3)劇團利用線上會議軟體使用介面的特性設計出演員上線下線

進出的操作模式，讓觀看的介面呈現出鏡頭設計感及對應。

線上播放之後，使用 go pro 側錄的畫面進行後製，加上幕後

側拍紀實，在公視表演廳時段上架。 

2.19 場表演藝術節目轉播，包括： 

(1)音樂類 8 場：「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午後貝多芬》音樂會」、

「2020 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大師巨星音樂會」、「薛岳 30 紀

念演唱會」、「故．事」、「野蓮出庄」、「台北愛樂管弦樂團之完

全貝多芬」、「皮亞佐拉輕歌劇《被遺忘的瑪莉亞》」、「細雨灑

落群山查馬克．法拉屋樂追思音樂會」。 

(2)舞蹈類 3 場：「不被遺忘的故事-天光」、「星圖」、「阿忠與我」。 

(3)歌仔戲類 2 場：「光華之君」、「雨中戲台」。 

(4)戲劇類 6 場：「與你共舞」、「十二碗菜歌」、「初．生」、「十殿 

奈何橋」、「十殿 輪迴道」、「嘛係人」。 

(３)《36 題愛上你》：以 5G 應用的方式進行製播，Yahoo TV、My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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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視+直播，讓擁有 5G 裝置的用戶，享受超高品質的視覺效果；

直播搶先看的方式，創造前期網路流量，再於電視頻道播出後，給

合 VOD 上架在各 OTT 平台上，有新媒體加乘之龐大效益，完整

實現了節目 IP 的一元多用。 

２、持續創新兒少節目型式，關注當代兒童少年重要議題，並結合兒少資源

網，以新媒體為渠道提供思辨和啟發的內容。 

 (１)兒少教育資源網 

以未來教育的新興教育議題進行教案分類，包括性別平等、

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等 19 項議題，以利未來做

深入核心素養的策展規劃並與學校課程連接。除網頁版外也增設

手機版，以雙主題活動頁面規劃預計明年一月測試上線。 

生命教育主題已與北中南東七所學校合作，超過 40 位教師共

同參與，完成 31 個主題，163 節課教案設計。 

正規畫中的人權教育主題集結十幾個學校和團體，預計完成

國小、國中、高等階段約計 18 份教案，透過桌遊遊戲帶動人權議

題討論，預計明年四月完成。 

(２)結合兒少節目《水果冰淇淋》、《下課花路米》、《神廚賽恩師》、《我

家住海邊》、動畫電影《妖果小學》及關懷弱勢節目《聽聽看》、《極

樂世界》，舉辦「FUN 出大能力-親子遊戲派對」年度活動，讓孩子

可以從玩樂中學習，體驗海洋文化、環境教育、廚藝科學、人文關

懷和科技互動。 

(３)創新多元的兒少節目型式 

1.主題式旅遊節目《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以旅遊為切入點，兼

顧議題性的探索，能讓學齡兒童更完整並深度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2.青少年新聞議題節目《青春發言人》，透過專題討論、青少年發聲、

經驗分享、法律系列等單元，傳達青少年心聲、培養思辨習慣與能

力；用各種影音形式討論社會議題，找 YouTuber 探討時事、也邀

請意料之外的來賓直播對談。 

3.結合烹飪和科學知識的兒少節目《神廚賽恩師》，對於食材的特性、

淺顯易懂的科學說明，讓孩子了解食材的特性、珍惜食材及名菜

背後的故事，引領生活科學之路。 

4.親子實境節目《換個爸媽過幾天》，設計孩子短暫離家去別人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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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爸媽也暫時放手的社會實驗，一方面拓展孩子全新的的價

值觀，也讓父母看見孩子的不同可能性，使短暫的分開幫助關係

重建。 

5.動畫 

(1)改編黃色書刊（漫畫家）的 4K 動畫影集《勇者動畫系列》，

於勇者、魔物、龍族極具糾葛的故事中，進行多角度思辨，陪

伴新世代追求所相信的真理。 

(2)《歐米天空 OMI SKY》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科學技術與知

識，以機械原理做為科普主軸，內容包含槓桿原理、齒輪原

理、摩擦原理、空氣浮力、功與能、張力與壓力、能量不變定

律及重力等基礎科學，藉由冒險的歷程引發許多故事，再帶

出事件內涵的科學觀念，讓科普融於劇情，跳脫刻板教學形

式。 

３、開發原創故事劇本，與國內動畫業界合作開發電視動畫影集，活化動畫

產業人才與提升技術運用。 

(１)原創卡通《妖果小學堂》13 集影集製作完畢，並於原預算內加製

電影版，透過實體活動和 switch 和體感遊戲，聚集水果奶奶 IP 行

銷能量，因疫情延宕，已安排於 111 年 1 月份上映。 

(２)人氣 IP 改編動畫影集《勇者動畫系列》於 110 年 7 月 4 日播出，

帶動原創動畫發燒話題，令人驚豔，並於 9 月成為首部登上 Netflix

的台灣動畫，於 190 個國家同步播出，完成跨足國際平台的里程

碑。 

(３)科普動畫《歐米天空 OMI SKY》是一部結合科幻冒險的創新科普

動畫，播出期間廣受好評，目前正朝科學教育方向推廣，也與出版

社共同企劃以歐米為主角的科學漫畫。 

４、建立公視+平台節目評估機制，了解節目在新媒體平台上之收視表現。 

公視+平台後台已可進行資料分析，作為節目效益評估機制。分析項

目包括： 

(１)整體流量分析：包含工作階段、瀏覽量、使用人數等。 

(２)會員人數與觀眾輪廓：包括人數、性別、年齡層、使用裝置、所在

地區、進入公視+網站之管道等。 

(３)節目收視次數與時間：包括總收看次數與時數分析，各節目收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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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時數分析等。 

５、進行全媒體教育訓練，提升同仁新媒體平台內容營運技能。 

11/24 舉辦尼爾森全球社群輿情教育訓練，邀請尼爾森媒體產業資深

經理張純純、媒體產業分析師王思蘋、張芷瑜，透過線上與英國全球輿情

分析師 Jeremy 連線，內容則以 PTS world 及 Taiwan Plus 為例，看全球社

群輿情，以提升同仁新媒體平台內容之營運技能。 

６、培養更多數位敘事與技術人才，整合每日新聞與節目群網路資源，立體

操作推播。擴大公視新聞主頻與網路互補綜效。加強公廣各台夥伴連結

與資源共享，朝「公廣新聞網全媒體實驗平台」目標邁進。 

(１ )提升公視新聞網與 P#新聞實驗室 YouTube 績效：(1)網頁瀏覽量

(PV)成長 12%，超越預期目標。(2)新聞網 YT 總訂閱數成長 30%，

二度超越預期目標。(3)P#新聞實驗室 YT 總訂閱數成長 10%，達

成預期目標。(4)新聞網 FB 粉絲團按讚數 成長 3%，追蹤數 成長

3%，持續維持公視粉絲團第一。 

(２)原主頻電視職務同仁，嘗試數位轉型：加強新聞網數位敘事與技術

人才，整合每日新聞與節目群網路資源，新聞網社群編輯與主頻節

目群小編(有話好說、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全球現場)動腦會議，

相互立體操作、推播，擴大主頻與網路互補綜效。 

７、加強雲端佈署及數據分析運用，建立多標籤新媒體平台，擴大本會網路

分眾及個人化服務。 

110 年新媒體部開始加強雲端部署，已陸續將部分專案移至雲端佈建，

其中包括新聞網及各項專題網站、感動久久活動網站、學生人生劇展報名

網站、公視英文網、小導演大夢想活動網站等，約 10 多個網站。 

為擴大本會在新媒體之曝光率及影響力，除原有公視＋串流平台外

亦成立劇夠節目網，讓觀眾對影視產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也建置觀點同

不同議題網拋出不同論述，讓受眾者有更多不同的面向思考並透過與公

視+平台的串連，擴大服務範圍。 

(四)強化關鍵基礎傳播設施，提供災防資訊、應變與宣導等公共服務。 

１、 IP 數位微波系統規劃設計。 

(１)完成有關 IP 數位微波系統規畫設計報告一份。 

(２ )藉由規畫新系統了解各廠商代理品牌的特色以及目前有關微波系

統發展的現況，設計出符合公視微波傳輸鏈路特性與需求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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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透過系統規劃了解 IP 封包傳輸的相關協定與標準規範如 TCP/IP、

UDP、ARP、RARP & 抖動與飄移，並透過不斷的接觸、實作，訓

練工程師具 IP 數位微波系統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及工程維運能力。 

２、提升資通安全，導入專業證照。 

新媒體部依資通安全法導入 ISO 27001 資通安全系統，於 110 年底

取得 SGS 推薦認證之無線電視台，且為全國第一家完成全機關導入 ISO 

27001 之無線電視台。期間並有五位同仁取得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認可之國

際資安證照。 

(五)積極開拓財源，形塑正向的組織文化，跨資源整合，提升經營效能。 

１、爭取各項專案預算，提供組織創意創新動能。 

(１)《5G 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110-111 年)》於 110 年 4 月

簽約，110 年 1 億元款項全數撥入本會專戶。 

(２)《111 年公視推動智慧影視音內容發展計畫》，經科會辦審查通過

並行政院核定，已與文化部協議本計畫 111 年簽約後可溯及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 

(３)完成前瞻計畫第二期結案與請款。 

(４)完成 109 年台語台專案計畫結案。 

(５)110 年台語台於 110 年 6 月簽約，完成第一、二期 2.740 億元請款。 

(６)完成 109 年內容產製結案。 

(７)110 年內容產製於 110 年 5 月簽約，完成第一、二期 0.97 億元請

款。 

２、加強本會各項資產（辦公大樓、轉播站及資金）之運用效能，以活化本會

資產。  

善用本會各項資產（辦公大樓、轉播站及資金）之效能，提升自籌款

收益。行政部積極努力透過多元配置並積極拓展相關資產出租業務，並達

成年度自籌款收入目標。 

３、依循法令及本會總體目標之推展，修訂相關規章制度。  

行政部因應內外部環境發展及業務推展，完成修訂或新增本會相關

規章辦法以助提增組織效能；計有「職場霸凌處理作業流程 1.0」、「採購

作業要點 7.0」、「設備使用效益評估標準作業規定 1.0」、「資產出租作業

要點暨流程 6.0」、「各類人員福利與規範表 4.0」、「公視基金會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辦法 4.0」、「公視基金會個資盤點紀錄表」、「公視基金會個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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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行使權利申請書」、「關係人交易作業規則 3.0」、「職務晉升、轉調及

借調辦法 8.0」、「人力增補作業辦法 12.0」及「文書處理作業要點」等 12

項。將持續滾動修訂調整，以利組織發展。 

４、規劃並促進同仁參與相關知能訓練及活動，益增人才多工及職務專業。  

為因應內外環境變化，除規劃性平等與性騷擾、個人資料保護法、消

防安全逃生訓練、健康促進相關講座外；亦促進同仁參與提升組織管理與

發展之相關訓練活動，如資通安全教育、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因應複合式災

害之安全規劃與執行重點、政府採購法相關實務探討及解析課程，及公共

媒體疫後新策略之國際研討會；另各別再依業務需求派訓。截至目前，平

均每人完成 20 小時教育訓練。 

５、與新媒體整合行銷與宣傳，進行跨平台合作，引進新科技，提升宣傳效

能，提高人力資源使用，針對公視節目及形象進行海外宣傳，以盡國際

行銷之目的及海外銷售之成效。 

(１)針對本會不同類型節目，進行跨媒體整合行銷，增加社群及 KOL

合作，擴大節目影響力，提高民眾關注。 

110 年度依據本會推出的重點節目屬性及目標觀眾，量身打

造宣傳計畫，進行跨媒體整合行銷宣傳。除運用原有的廣播、電

視、報紙、雜誌外，近年來更積極與新媒體、社群及異網平台合

作如《Yahoo!奇摩》、《拍手》、《VOGUE》、《天下雜誌/換日線》、

《獨立評論@天下》、《娛樂重擊》、《星光好選喆》、《藝鏡到底》、

《爆米花看電影》、《達人秀》等進行影音、專文推薦；同時開發

KOL、影評寫手及 youtuber 合作，透過其 FB、IG、youtube、Podcast

等平台/節目合作，擴大節目觀眾群及效益，獲得廣大迴響與口碑

傳散。 

例如《茶金》、《火神的眼淚》、《斯卡羅》等戲劇，陸續與《給

幕後一道 18Light-戴爾大叔》、《雞來速》、《吃史》、《那些電影教我

們的事》、《KKBOX Podcast》、雀雀等上百位影評寫手合作，成功

拓展節目知名度，培養一批死忠的觀眾。 

(２)本會拓展與外部的異業合作，拓展行銷資源，打響品牌知名度，增

加品牌效益。 

110 年公視積極與外部單位進行異業合作，拓展節目口碑及

收視。例如《火神的眼淚》於金馬奇幻影展特映，《四樓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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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金》與台北電影節合作，進行影片放映及主創團隊、演員映

後座談；此外也與高雄電影節合作開幕短片《隔離丁尼》短片集，

包括《我在隔離中》導演莊翔安、陳姸霏、石知田，《居家防疫日

記》導演林亞佑、蔡嘉茵、黃淩辰，《懸日與掛月》導演呂柏勳、

李俊佑等出席開幕式及映後座談。演員與現場觀眾互動，聆聽回

饋，現場十分熱鬧。 

同時，在《茶金》行銷宣傳上，本會更與誠品南西店、新竹

巨城店合作，推出戲服展、劇照展、實體/線上書展、時代美學講

座、搶先特映會及講座等，與國際茶業博覽會合作主舞台宣傳活

動，與雄獅旅遊合作推出三條《茶金》之旅路線等。同時也與鮮

茶道合作店頭宣傳及 150 萬杯《茶金》杯身飲料。另外由文化部

指導，客家委員會、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公共電視共同

主辦《茶金》戲劇經典場景特展，於花蓮文創園區 24 棟舉辦，共

分為「茶金人生」、「茶金智慧」、「茶金時光」及「洄瀾茶金」4 個

展場，將幕前到幕後最完整的呈現，活動自 110 年 11 月 4 日起至

今(111 年 1 月 4 日)將近四萬人次參觀，已成為花蓮新興觀光景

點。 

(３)打造公視品牌日，舉辦「FUN 出大能力」活動，整體塑造公視兒

少節目形象。 

今年再度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本活動自 8 月不斷延宕，至

疫情稍緩後於 12 月 17-19 日於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9 九樓，舉

辦「FUN 出能力-親子遊戲派對」活動。 

集合公視兒少節目《水果冰淇淋》、《下課花路米」》、《妖果小

學」》、《神廚賽恩師》」《我家住海邊》，今年更加入公視關懷弱勢

品牌節目《聽聽看》」《極樂世界》，共組成 7 大主題館；同仁更擴

大募集五家廠商「金嗓公司」、「愛比科技」、「女媧創造」、「優世

德」、「育秀文教基金會」設計闖關活動，增加活動的豐富性。另

外也首次嘗試招商合作，網羅五家兒少品牌廠商「小典藏」、「艾

迪客」、「哇哇客科技」、「人類文化」、「賽先生科學工廠」共同參

與；各節目主持群無不熱情參與舞台活動，現場與親子同樂，內

容精采有趣又富教育意義。 

今年比去年增加一天的活動時間，現場參與的親子共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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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庭，將近萬人接觸公視兒少節目、公視之友與商城品牌，整

合特色共同推廣，提高民眾更認識公視多元化服務的目的。 

(４)積極經營網路社群，拓展公視節目能見度。 

本會除了開設各節目粉絲專頁外，亦積極經營「公視粉絲團」，

串聯不同節目，成為觀眾接近公視最為主要的粉絲團。觀眾可透

過「公視粉絲團」獲知最新的節目訊息，並進而回饋或對節目意

見表達。 

此外，「公視粉絲團」亦透過直播及網路贈獎活動，增加與觀

眾互動機會。目前「公視粉絲團」是公視人數最多的粉絲團，按

讚人數為 405,295 人，追蹤人數為 471,208 人，貼文觸達人次超過

57,668,491。 

同時，亦發佈公視電子報、公視最新消息等，透過與各網路

平台合作，增加節目及活動的曝光，拓展節目的能見度。 

６、順應時代更迭，修改小額與企業贊助辦法，靈活運用募款工具及形式，明

確訂立當年度募款金額和目標，建立績效指標、協助引進外部資金，增

益節目製播能量。 

(１)募款專案:本年度小額募款總額為：31,049,220。(較 2020年成長 21%) 

1.善用社群媒體與觀眾積極交流並嘗試各種不同募款形式，除邀請

知名人士及演藝人員為公視發聲倡導募款之外，今年度特別製作

「公視小編篇」系列影片，內容包含公視最受肯定的新聞類節目

「PNN 新聞網」、「有話好說」、「我們的島」及青少年議題為主「青

春發言人」，透過不同節目的小編現身分享工作狀況凸顯公視在傳

統媒體外於社群經營亦不遺餘力，同時小編大多為青年族群有助

扭轉外界對公視員工整體年資偏高的刻板印象。有別於公視頻道

播出的時長版本，特別製作因應網路媒體的長版募款影片，讓來

賓有充分時間完整表達對公視的認同及期許，積極鼓勵民眾以實

際行動捐款支持公視，透過在節目臉書及公視 Youtube 頻道播出

觸及更多民眾。 

2.積極於公視各類活動場合露出捐款資訊並邀請現場民眾踴躍以實

際行動捐款支持公視。例如於公視大型兒少活動「Fun 出大能力」

舉辦或各類映後座談會中，適時宣導公視募款資訊，吸引現場參

與活動的民眾對公視經費的重視並提供即時捐款的便利性，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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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捐款行動力。 

3.為開拓更多捐款管道，爭取國際人士認識公視並捐款支持，本會遲

續在 Benevity 平台正式接受各界捐款。Benevity 平台將來自各大

企業(Google、Apple、Microsoft…等跨國企業集團)及其員工的捐

獻，連結給世界各地的非營利組織及慈善機構，讓企業員工的捐

獻，有更多開放的選擇。目前該平台已在超過 200 個國家以 15 種

語言及 7 種貨幣，協助所需之非營利機構創造多元的捐贈方式。 

4.結合各類重點節目規劃捐款宣傳短片，增加觀眾對節目了解進而

捐款支持本會。結合公視節目聯名商品並包裝募款方案，透過實

用贈品之捐款回饋不僅延伸節目影響並有效建立捐款人及公視之

連結。今年小額捐款迴響熱烈之方案品項，例如「火神的眼淚」相

關聯名商品、「斯卡羅」文創產品…等。 

5.除洽談異業結盟招募相關贈品，並自行設計開發公視 Logo 專屬產

品回饋捐款者，除有效增加捐款意願，透過商品的使用及流通推

廣公視理念的訴求。例如公視漁夫帽、公視運動毛巾…，讓捐款者

深刻了解公視重視健康生活的想法。 

6.於各類公共服務及會員活動中積極交流公視核心理念及未來遠景

規劃，有效爭取民眾認同及提高贊助意願。 

7.於本年度 12/3-12/7 舉辦歲末電視募款，強調公視製播節目之成績

及對資金的需求，並於公視頻道、網站、網路社群等通路強力宣

傳，號召觀眾捐款。除展現公視多元的節目面向，並加強公視在新

媒體的積極規劃，展現公視在頻道節目之外的產業領軍角色，提

高關心台灣影視發展的民眾之捐款意願。 

(２)大額補助款、發動企業贊助 

1.短片徵選活動、影展、節目場景特展 

(1)與華碩文教基金會合辦「第 12 屆感動久久」，持續以「感動」

出發，在自我沉澱的同時，引導同學們開啟五感去觀察、去感

受、去發掘。雖疫情影響，但仍有來自全省 79 個科系，共計

183 件作品參賽，優秀的動畫作品也比歷年多，也有從疫情切

入的作品，年度議題關注與角度多元且創新，參賽作品品質深

受評審們肯定，活動並進入校園推廣，規劃講座邀請業界知名

導演分享精采影像作品與創作歷程，吸引學生們關注，搭配播



   第 26 頁 

出感動久久得獎作品，鼓勵同學們關注日常、紀錄感動。 

(2)承接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專案，特別舉辦「2021 無限影

展」，以著力於促進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了解，以不同視角，

從平權、文化、共融、勞動意識等層面，讓大眾有機會深入瞭

解身障者相關議題，進而認知障礙者的不同特質，落實工作與

就業機會平等，本屆活動因疫情關係由實體活動改為線上活

動。活動期程從 11 月 20 日起至 12 月 12 日止，為期 4 週，

於「想映電影院」平台播映，總計 11 部影片(3 部國片、8 部

外片，含 2 部口述影像版)，活動期間網路廣告整體效益曝光

次數超過 500 萬次，活動報名索取序號達 1,650 人次。 

(3)舉辦「《茶金》花蓮戲劇經典場景特展」於花蓮文創園區，規劃

為四大展區，包含戲劇人物介紹的《茶金人生》、介紹台灣茶

葉獨特風貌的《茶金智慧》、劇中完整保留場景的《茶金時光》、

以及在地連結的《洄瀾茶金》。本特展向文化部及花蓮縣政府

爭取到 455 萬元、向客委會爭取到 175 萬元，自 110 年 11 月

4 日開展後，引起熱烈迴響，除常態展人潮絡繹不絕外，周末

所舉辦的 9 場實體演講與導覽更是場場爆滿，截至 12 月 31

日，總參觀人數已突破 37,000 多人，目前擬延長至 111 年 3

月底。 

2.防疫物資勸募 

向泰博科技募得 COVID-19 本國製快篩試劑 6,000 劑，解除

電視台進棚錄影快篩消耗量大的燃眉之急，另再向新富偉/吉蔚精

準公司募得 COVID-19 進口快篩試劑 5,000 劑，提供本會儲備及

外景團隊外拍使用，共計募集 1 萬 1,000 劑。 

(３)拓展公視節目能見度，提升國際市場品牌競爭力 

1.海內外銷售再創新高，業績較去年成長 62.6%。 

今年國內外節目銷售含版權、視聽產品與文創商品，業績較

去年成長 62.6%。2021 年重點銷售戲劇節目，如《天橋上的魔術

師》、《火神的眼淚》、《斯卡羅》、《茶金》等，不僅國內電視、OTT

平台遍地開花，其中《火神的眼淚》更成功出海，強勢打入日本、

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香港、澳門等地，大幅提升公視海外

能見度，而《斯卡羅》與《茶金》亦分別上架 TAIWAN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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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YCHPLAY+，總計全球 190 個國家與東南亞地區皆可同步收

視。 

 其他節目如《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一字千金》、

《36 題愛上你 2》、《我又在市場待了一整天》、《阮三个 2》，與兒

少節目如《水果冰淇淋》、《下課花路米》等，也深獲海外華人喜

愛，持續輸出海外，傳遞公視優質形象與台灣正面價值。 

2.《勇者影集》登上 Netflix，台灣動畫史新扉頁 

公視籌備多年的動畫影集-勇者系列，改編自人氣漫畫—黃色

書刊，甫推出便登上 Netflix，是台灣首部原創 IP 登上國際平台，

亦是公視作品一全新里程碑。 

3.《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IP 價值極大化，延伸節目品牌與影響

力創下公視開台最高收視率之《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因戲劇

膾炙人口、主視覺與標語吸睛，吸引諸多投資方洽談 IP 電影改作

與商品授權，預計 2023 年春節將推出電影版，再次延伸戲劇影響

力。 

4.新創事業質量俱增，連結產業與商業，創造節目綜效 

關於節目 IP 授權至跨界品牌聯名，2021 年產量豐富且多樣，

總計今年簽約數量超過 50 種品項，較去年成長 100%，因節目種

類與產業多樣，也逐漸取得綜效，包含得獎、票房、版稅、權利

金、分潤實質收益等，提升整體宣傳與公視品牌效應，如«火神的

眼淚»劇本書、DVD、T 恤、口罩、滅火器；«茶金»劇本書、小說、

茶包；«天橋上的魔術師»桌遊、小黑人跳跳舞台、«四樓的天堂»

精油組、«妖果小學»文創生活商品等，各類新創事業持續快速成

長中。 

 ７、透過良性溝通，促進主管與同仁互信與目標共識。跨組、跨節目、跨部

門分工合作，持續提升新聞戰力與影響力。 

(１)太魯閣號出軌事故，第一時間花、東駐地趕赴現場採訪，採訪組接

力支援；週五六日加開 Live 新聞報&連線；新聞網即時更新最新

傷亡&搜救訊息。 

(２)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加強公共服務：「有話好說」二度於假日

開棚；週間每天下午，製播 Live【公視新聞--全民抗疫特別報導】。 

(３)跨組合作，聚焦重大公共議題：四大公投案正反方辯論(有話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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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公投開票特別報導；「能源轉型轉到哪」系列專題。頻道與網

路平台多元露出。 

８、積極提升 4K 設備外租業務績效，提升本會收益。 

110 年 4 月至 9 月底在受疫情影響下，本年度製作部外租業務仍達成

480 萬台幣的收益，實屬難得。 

二、客家電視台 

客家電視本年度計畫達成的總體目標包括以下 5 項： 

(一)跨（國）界、跨族群合作，促進國內外客家與其他族群交流，提升客家乃

至台灣的能見度。 

１、配合年度目標，跨國界和聚落，展現台灣客家文化特色，製作在地客家題

材內容，另以行腳節目深入海外等與台灣互動密切，亦有客家足跡的場

域，促進異地客家文化交流。 

客家電視節目部以《活力新故鄉》、《一家之煮》、《嗨客嘶》等多個節

目，持續深入客庄取頡題材內容，將客家多元豐富面向呈現予觀眾；因受

限於疫情因素，暫時無法走訪海外客庄取景，但仍有於部分節目中，透過

視訊方式與海外客家鄉親互動，彼此分享各地疫情中的生活樣態。 

２、規劃「疫情後的海外鄉親」專題或報導。採訪海外客家鄉親所在且受疫情

嚴重衝擊的國家。 

原先預估，待 2021 年中疫情即可趨緩，國境解封。無奈事與願違，

5 月中時不僅國內的疫情急轉直下，歐、美亦不惶多讓。為了顧及海外鄉

親的安全與感受，新聞部今年並未出國採訪，改透過視訊連線的方式，不

定時推出《海外鄉親談疫情》單元，掌握他們的最新情況。此外，出國採

訪鄉親的企畫，將延至疫情解除後執行。 

３、擴大與國內外相關單位合作與交流機會，開發與合作各式平台以行銷推

廣客家電視與節目；參與國際性活動、競賽或影展，提升知名度。 

(１)與國內外電視頻道、OTT 平台合作播映節目，包括公視三台、靖

天電視、采昌影劇台、采昌影迷數位電視台、華視新聞資訊台、LINE 

TV、LiTV、KKTV、公視+、四季線上影視 4gTV、CATCH PLAY+、

myVideo、Hami Video、friDay 等。臺灣好直播電視 APP、四季線

上影視 4gTV、亞太電信 Gt 行動電視，也可以看得到客家電視直

播頻道；此外，Taiwan+、東森美洲戲劇台、廣東 IPTV、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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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ATCH 皆可收視客家電視所製作的節目。 

(２)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合作「親子電影院」播映計畫，藉由露天或實體

電影院、OTT 平台（myVideo、飛行國際-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台）

及有線電視頻道（MOMO 兒童台及 MOMOTV）等放映管道，播

出客台兒童節目，讓觀眾可以親近客家。 

(３)積極參加國內外影展競賽與放映，全年共報名參加 58 個海內外競

賽參展，包括：文創產業新聞報導獎、臺灣國際女性影展、臺灣媒

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全亞洲獨立電影節、亞洲電視獎、亞洲影藝創

意大獎、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金鐘獎、美國灣區國際兒童影展、

首爾國際戲劇獎、烏克蘭國際兒童影展、紐約電視節、財團法人氣

象應用推廣基金會、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溫哥華國際電影獎、聖地

牙哥國際兒童影展、臺灣生態環境影展、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等獎

項肯定，共 67 項入圍得獎。 

(二)立足客庄，從地方出發，落實客家族群媒體近用權。 

１、關注台灣社會受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衝擊影響的轉變，運用戲劇故事，

凝聚群眾更要堅忍不拔，克服動盪和挑戰，在黑暗籠罩中，人們更需要

彼此激勵，奮起開創嶄新的局面。 

運用疫情背景，製作以地方防疫最前端的里長為題材，並有青年返鄉、

凝聚鄰里為內容的戲劇《船到橋頭不會直》，透過相互同理、互助的過程，

鼓勵彼此，只要攜手同心，就能克服困難、突破困局。 

２、提升「客庄新聞」的比重。「客家新聞」就是客台的「頭條要聞」。 

2021 年不論是 1230 的《當晝新聞》、1900 的《暗夜新聞》還是 2300

的《最夜新聞》，超過八成以上，Rundown 的第一 Part 都是【客家最大條】

或【客家焦點】。不論哪個時段，客家新聞的 Headlines 都是來自客家庄，

或是以客家為主體的內容。 

３、落實媒體近用，提供鄉親資訊與發聲平台，辦理各式宣傳活動，強化自媒

體經營，加強與鄉親交流互動。 

(１)透過辦理戲劇節目《女孩上場》、《光的孩子》、《茶金》實體活動，

包括校園巡迴、體育宣傳、座談會、特映會等形式與觀眾交流，了

解節目製作理念與內容，接觸互動活動達 16,000 人。 

(２)完成「四海大平安」各語腔小學堂建置，邀請第一線教師配合課綱

及實務需求，於上線初期提供「學習主題」及「兒童影展」，後續



   第 30 頁 

擴增「客家風俗與文化」、「唸謠時間」等單元，一方面讓教學者在

小學堂裡輕鬆取得教學資源，一方面讓自學者更容易依個別程度

選用自學資源。 

(３)動畫《客客客棧之啤劍闖世界》共製作客英、華客、華英 3 個版本，

作為客家文化與語言輔助教材，開放公播申請，共計國中 165、國

小 630 所提出申請。 

(三)提升新媒體能力，強化全媒體應用，提供多樣平台內容服務，擴大各平台

影響力。 

１、策劃以頻道為母體，並以跨媒體多元應用之內容，發揮新媒介簡潔、流

暢、快速等特色，用更貼近的視角深度體驗客庄，透過深入感受，讓大家

靠近客家。 

以《嗨客嘶》、《陪你 Online 做一餐》、《暢歌實驗所》和《GO！蔬菜

小隊》等多個易瀏覽、高傳遞的節目內容，讓客家內容不只是在頻道，也

跨入網路使用者的領域，縮短鏡頭和螢幕間的距離，也讓客家更貼近每個

人的日常之間。 

２、提升同仁新媒體知識與技能，跨部門合作全媒體內容，加強內容的深度

與廣度，促進觀眾使用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收視與互動。 

(１)從 5 月中旬疫情爆發進入三級警戒，防疫期間因應學生停課居家

學習需求、配合各級學校實施線上教學，特別整理「客家電視兒童

暨青少年節目十二年國教(108 課綱)學習領域適用表」，透過網站、

Facebook、YouTube 做整合性應用，希望藉由優質兒少節目提供學

生線上免費收看，減輕家長與老師們的負擔，做到「停課不停學」。

9 月開學後也延續辦理，發函縣市政府教育及客家局處，邀請轄內

中小學於各學習領域多加運用，鼓勵學生觀賞。 

(２)持續與節目部、新聞部共同經營 Podcast 頻道，除了以客家傳統藝

術為主軸的《客普拉斯》、新聞節目類的《客+聚焦國際》外，110

年過年期間推出特別單元《打八音》、下半年也分別推出《山歌唱

來鬧連連》、《客家戲曲》與適合孩子的床邊故事《客+細人仔細細

聽》。另除製作宣傳影片於電視頻道宣傳，於網站建置介紹頁面，

亦透過《公視之友》月刊、Facebook 進行社群宣傳，下半年積極執

行客庄活動推廣，頻道曾列 Apple Podcast 台灣區表演藝術類第 4

名、兒童教育類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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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向下扎根，擴大青少年參與；招徠後生新血，培力客家傳播領域專業

人才。 

１、發掘與培育，熟諳各腔調客家語、具有影藝表演潛能，以及有長期投入影

視專業演出、創作之優秀後生新血；並將規劃提供其展演或作品露出平

台。 

藉由《後生大聲公》、《客家戲曲》，以及經典動畫、日劇等多個客語

重製配音節目，發掘全國各地適合的幕前幕後客家表演人員，同時，也以

客台為平台，讓更多願意投入客家表演相關工作人員，得有持續精進、展

現自我的平台。 

２、紮實並優化客語，提供活潑、輕量、貼近生活需求的複合內容，透過客語

為主，部分多語為輔，拉大客語服務範圍，並拓展更廣泛閱聽觀眾群。 

由《奧林 P 客》、《練習生，衝一波》等青兒少節目開始，讓孩子透過

節目內容自然親近客語，也於《女孩上場》、《光的孩子》等重點戲劇節目

中，強化客語正確使用機制，讓客語之美透過不同類型節目呈現，藉此吸

引更廣收視群。 

３、新聞主播年輕化、腔調多元化。 

2021 年客台新聞部共新培訓了三位年輕的主播。分別是 25 歲的胡吰

誌（苗栗/四縣腔）；27 歲的錢薇如（新竹/海陸腔）以及 28 歲的涂至伶

（苗栗/四縣腔），服務觀眾。也就是因為多元化的主播及播報腔調，讓客

台獲得「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票選為 2021 年【最佳氣象播報團隊】的

肯定。 

４、辦理產學合作、學生實習、培訓課程或工作坊，提供客家傳播人才發揮與

創作的舞台；執行跨部門新媒體相關專案，提升同仁技能與經驗。 

(１)110 年「後生提攜計畫」因疫情關係暫停辦理，其中 3 位同學因已

屆大肆，改以學期實習方式進行，另錄取行銷部學期實習同學 1 名，

加上上半年學期實習同學 4 名，全年共計 8 名同學參與學期實習。 

(２)與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合作開設「客家媒體與傳播」與「客語新聞採

訪與寫作」課程，共計 36 位同學參與。與文化大學新聞系「媒體

行銷」課程合作，分享客家電視媒體行銷經驗及個案，期末以客家

電視節目宣傳分組進行銷企劃競賽，共計 44 位同學參與。 

(３)為培育對客家媒體、影視產業有興趣者，舉辦「客家力線上講座」，

邀請金鐘戲劇《女孩上場》導演吳宗叡及演員蔡嘉茵從不同面向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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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享有關演員的入門知識，線上出席人數兩場共計 60 人。 

(４)與節目部《後生大聲公》共同運用 FB 大數據資料進行節目主題與

內容探勘，透過交流與研究提升新媒體運用能力。 

５、落實專款專用之原則，提升管理預算效能，俾使經費與資源達到最優化

配置。 

(１)有效控管預算，完成客家委會需求規範中之各項要求。 

(２)在有限的預算下，完成客委會需求規範要求之新製節目時數。 

６、培訓行政人員參與專長訓練課程，提升行政人員多元專業能力。 

在有限的人力下，由行政室人員參與各項教育訓課程，發揮人力資源

效益充分發揮。 

７、協助提供相關產業與學術之報告與趨勢分析，提供整體年度目標之策略

與規劃的參考。 

由各部門邀請傳播及客家學院學者參與新聞及節目評量，以及每季

收視質評量等相關會議，發揮產學相長之效益。 

(五)強化族群媒體基礎傳播設施，提供客家鄉親災防資訊、應變與宣導等公共

服務。 

１、《客家盡新聞》常態化。建置客家新聞專屬新媒體平台。 

(１)從 2020 年初疫情爆發之後，就在 YouTube【客家新聞】頻道推出

的《客家盡新聞》，2021 年不僅持續製播，更進一步擴大服務的範

圍。5 月中起，國內疫情急轉直下，我們立即設法將原本網路播出

的規格，提升至頻道亦同步露出。5 月 31 日起，《客家盡新聞》額

外在客台頻道多播送了 50 個小時的全客語防疫特別節目。 

２、重大事件、突發記者會網路直播，在公共媒體上確保客語的「國家語言」

地位。 

(１)《客家盡新聞》自 5 月中本土疫情惡化之後，不僅每天下午兩點，

在頻道上直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疫情記者會，更創國內

媒體之先，提供同步口譯服務。讓聽不懂華語的觀眾或是年紀較大

的鄉親，也能在第一時間掌握防疫資訊，不致成為疫情破口。 

(２)客台提供的客語口譯一推出之後，立即獲得衛福部的認同，至今仍

每天在衛福部的官方 Line 帳號和【疾管家】主動推播。 

(３)此外，2021 年我們亦在總統發表重要談話時，提供同步客語口譯

直播，讓客家鄉親即時掌握國內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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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面對或回顧重大災防事件，依時新製或重製各式災防內容，透過不同包

裝、腔調與管道，宣導災防資訊。 

110 年因應疫情，持續製作發布《防疫大作戰》客語版短片，幫助鄉

親掌握最新防疫訊息。因應 COVID-19 三級警戒，在客家電視粉絲專頁

針對遠距上班、上課與防疫生活提供對策，讓大家有感之餘也能吸收實用

資訊。包括製作「防疫特效框」鼓勵民眾表達宅在家的態度； 製作「星

座防疫」系列與「居家防疫歌單」貼文，讓追劇與聽歌多些趣味性。製作

「防疫生活對策」系列貼文，例如︰市場篇、外帶/外送篇、消毒篇等，

提供民眾防疫生活指引。分享「感謝有你的每一天」系列影片，表達對前

線防疫人員的感謝之意。 

４、針對基礎傳播設施的行政協助，提供各項後勤事務、物資籌備等防護設

施。 

(１)配合第三級防疫期間本會酒精控下，進行酒精採購，俾利於各部門

及駕駛室以及相關採訪車的清潔使用。 

(２)為預防第四級防疫的發生，事先準備各項簡易等相關食品，俾利新

聞部防疫使用。 

三、文化部捐補助計畫 

    在此計畫下主要的執行績效包括： 

(一)109 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 

109 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專案，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 1億 2,414 萬元，

各項工作計畫經費使用皆依照政府相關採購規定辦理，執行率 98.55%，製

播之高畫質電視節目新製時數產量為 1,210.3 小時，較原計畫預定之目標

683.5 小時，共超出 526.8 小時。各節目來源包括：自製節目 384 小時、委

製節目 45.5 小時、體育賽事與重大節目轉播共 463.5 小時，以及國內節目購

買 36.75 小時，國外節目購買 280.55 小時。 

(二)110 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 

110 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依契約書規定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前完成

第二期查核點作業。目前進行請領第二期款合計新臺幣 6,000 萬元行政程序

中。 

(三)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 2 期 

「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二期」於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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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部簽約，原定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結案，後因計畫工作內容調整，以

及新冠疫情影響各項工作執行進度，經取得文化部同意後，分別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民國 109 年 5 月 12 日、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完成三次修

約，最後結案日訂在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 

本計畫已於110年11月30日依約日與文化部辦理結案，執行率99.82%。

本計畫合計節目產製時數共 542.85 小時，超過原定目標的 465.5 小時。此

外，還完成台灣原創 IP 孵育計畫共 8 部的續劇劇本孵育，以及《我們與惡

的距離 2》10 集劇本。 

在節目創新應用方面分別運用網路議題設定、AR 遊戲 APP、無障礙友

善網站、3D VR 實境體驗、網路社群 IG、看戲學手語 APP，平板手遊、AI

智慧遊戲機台等，擴大節目觸達人口與年齡層，提升各類節目的長尾效應。

另外，公視並靈活應用不同載具並搭配不同的媒材，提供讓傳播對象在合適

的時間與地點使用媒體的「全媒體」服務。 

在培訓國內超高畫質產業專業人才，辦理各類教育訓練、實作訓練、經

驗分享、研討會等參與人數總計達 1,148 人。 

在超高畫質設備開放業界暨委製單位使用分享方面，自開放分享後製

110 年 12 月使用時已達 43,022 小時。 

(四)5G 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 

5G 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110-111 年)，已於 110 年 4 月 15

日與文化部簽約，因新冠疫情影響部分工作執行進度，經取得文化部同意後，

已於 11 月 29 日完成第一次修約。兩年度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 2 億元，110

年度預算 1 億元已全數撥入本會專戶。各項工作計畫經費使用皆依照政府

相關採購規定辦理，數位片庫與公視+串流影音平台服務升級等工作項目均

依約執行中，另已製作完成超高畫質電視節目包含大型互動節目、生活行腳

人文節目與實境節目合計 27 小時，辦理各場次研討會或教育訓練參與人數

達 300 人。 

(五)執行 109 年公共電視台語頻道營運契約 

公視辦理「109 年公共電視臺語頻道營運」，109 年度企畫書預計製作總

時數為 2,141.5 小時，實際製作總時數為 2,376.5 小時，全案已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結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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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預算項目/ 

節目類型 

時數合計 

 (小時) 

    109 年度企畫書 完成時數 

1 業務費 2,141.5  2,376.5 

1-1 新聞 1,200.5 1,196.5 

1-2 新聞節目 305 305.5  

1-3 兒少節目 105  105.5 

1-4 文化/藝術 256 448 

1-5 生活/綜合 169.5 164 

1-6 其他類型 105.5 157 

1.《臺語台》一年的預算，實際上比《客家台》、《原民台》還少，但開

台後，年度新製節目的時數與自製率，均超過相似的族群頻道，而且

也帶動台語族群的自我認同度與學習母語熱誠，整體的台語學習，明

顯有擴散作用。 

2.除了原有《全家有智慧》、《話山話水話玲瓏》節目設計受到台語(文)

族群的熱愛與關注，臺灣文化相關的節目《寶島鼓仔燈》、《寶島大舞

台》，不但收視逐漸提升，節目也受到教育、或文化藝文團體的重視，

甚至被列為國、高中補充教材。 

3.持續製播的《逐工一句》、《解文說字》短片，除在網路上受到高度肯

定，也成為廣播電台、捷運車廂廣播的合作單位；其他如《無事･坐

巴士》、《寶島進香團》、《青春･咱的夢》、《台灣･好所在》等，都成功

吸引不同族群的興趣，尤其《無事･坐巴士》、《寶島進香團》、《台灣･

好所在》、對於年輕與熟年族群，各具吸引力，頗獲好評。 

4.〈電影電影〉單元劇、相關戲劇的重製或購片，國內外生態旅遊人文

紀錄片，都成為《臺語台》相當有質感的節目；其他如體育賽事轉播，

透過合作，免費轉播少棒、青棒全國賽，減低成本，也受到各級棒球

學校的重視與肯定。 

5.專題性質的《台灣記事簿》、《代誌偌大條》，以及每日新聞，也逐漸走

出《臺語台》的特色，各電視台必爭的晚間七點新聞《下暗新聞》，收

視明顯上升，已拉近與無線頻道的差距，甚至不輸部分無線頻道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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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語台》的字幕，主要採用教育部版本台語建議用字為主，一般華

文字幕為輔，對於台語文正確用字的推廣，具有擴散作用，台語字幕

的運用，受到包括中研院、交通大學、台北科大，甚至民間相關語音

辨識開發業者、研究單位的重視，《臺語台》已成為前述各界合作單

位。 

7.《臺語台》的新聞主播或主持人，一半以上都是台語文相關科系畢業

生，專業的台語新聞播報，加上台文編輯的訓練，不但提升台語專業

的質感與重要性，也讓社會認知，台語可以是普羅語言，也可以是專

業知識傳達的語言，同時也帶動相關台文系所對於台語文課程的重視。 

8.臺灣的影視圈或傳播公司，原都以華語表演為主，透過《臺語台》的

節目規劃，也開始注重台語表演的訓練，除帶動部分藝人主動學習台

語或台語表演，《臺語台》的戲劇，也吸引製作公司的重視；此外，

《臺語台》主辦的相關表演工作坊，更吸納年輕族群主動參與或學習，

部分成員已成為《臺語台》節目主持人或工作人員。 

9.特別的是，「台語微電影」的徵選，吸引許多年輕影像工作者的重視

與參與，得獎作品相當傑出，受到評審的肯定；「咱･所愛的歌」兒歌

徵選與製作，為臺灣長期以來缺少兒歌傳播的現象，開拓了一個新的

視野。 

(六)執行 110 年公共電視台語頻道營運契約 

全案已依據「110 年公共電視台語頻道營運」契約書第二條（二）之規

定，並依據企劃書「柒、工作項目與查核點」所載，提供本期應完成工作項

目之工作證明、本期工作執行報告（含執行進度與成果說明、本期經費收支

明細表、支出明細一覽表）予補助機關並完成第二期請款作業。 

四、國會頻道轉播 

(一)提供 2 個電視頻道，進行國會議事轉播。 

(二)國會頻道應呈現識別標誌，為國會頻道 1 台與國會頻道 2 台。 

(三)傳送國會頻道訊號，於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中華電信 MOD 等平台

上架播出，並負責設備維運事宜。 

(四)於轉播國會議事時，製作提供會議名稱等重要訊息之資訊字卡於螢幕上呈

現。 

(五)負責國會頻道網站維運及提供節目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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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會頻道官網流量成長顯著，國會頻道官網的流量，從 107 年全年流量為

3.9 萬，到 110 年的流量已提升到 26.4 萬，成長 6 倍。國會頻道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觀看人數，107 年總觀看人數是 7.2 萬，到了 110 年成長超過 52.9

萬，成長近 7 倍。 

五、無障礙通訊傳播近用環境行動方案辦理情形  

公共電視 110年度身心障礙節目 

 紀錄片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公視主題之夜「誰來愛我」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以愛之名：同志矯正治療」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婚姻計畫」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三個女人，一個祕密」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雷雪兒事件」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明晴學園的寂樂青

春」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好好死」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生死之間」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寄養男孩」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主題之夜 Show「當失智症醫師得了失智

症」 
1 集 x105 分鐘 

公視紀實「阿貴的異想世界」 1 集 x60 分鐘 

公視紀實「下一站」 1 集 x28 分鐘 

公視紀實「 唸歌走江湖－國寶藝師楊秀卿的

音樂旅程」 
1 集 x83 分鐘 

紀錄觀點「陪你到最後-阿茲海默的旅程」 1 集 x68 分鐘 

極樂世界(口述影像) 5 集 x60 分鐘 

 

https://www.pts.org.tw/ptsdocs2021/f11.html
https://www.pts.org.tw/ptsdocs2021/f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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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時事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公視晚間新聞 

週間 60 分鐘/週末 30 分鐘 

第一季: 共 104 則專題報導 

第二季: 共 125 則專題報導 

第三季: 共 71 則專題報導 

第四季: 共 116 則專題報導 

公視手語新聞 

每集 30 分鐘 

第一季: 共 3 則專題報導 

第二季: 共 9 則專題報導 

第三季: 共 11 則專題報導 

第四季: 共 12 則專題報導 

每日新聞 

下暗新聞 

下晡新聞 

每集 60 分鐘 

第一季: 共 34 則專題報導 

第二季: 共 25 則專題報導 

第三季: 共 29 則專題報導 

第四季: 共 19 則專題報導 

台灣記事簿 

每集 60 分鐘 

第一季: 共 2 集身障專題 

第二季: 共 2 集身障專題 

第三季: 共 1 集身障專題 

第四季: 共 3 則專題報導 

代誌偌大條 
每集 30 分鐘 

(共 1 則專題報導) 

 

 兒童少年節目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小孩酷斯拉 
13 集 x30 分鐘 

(播出 10 集身障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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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資訊服務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聽聽看 51 集 x60 分鐘 

誰來晚餐 12 
39 集 x60 分鐘 

(播出 1 集身障相關內容) 

青春咱的夢 
123 集 x30 分鐘 

(共 3 集身障相關內容) 

無事坐巴士 
134 集 x60 分鐘 

(共 1 集身障相關內容) 

 

 戲劇節目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別再叫我外籍新娘 20 集 x60 分鐘 

人生劇展口述影像版 1 集 x30/90 分鐘(共 63 部) 

小白船 1 集 x21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天使的收音機》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可圈的鞋墊》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外星有情人》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自由人》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征子》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夏風》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業務員之死》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賽鴿賽歌》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一瞬之光」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小貓熊胖達的奇幻冒險」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打破皮涅塔」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我是周時青」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盲人阿清」 1 集 x90 分鐘 

公視人生劇展「阿弟仔，知道不知道」 1 集 x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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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公視人生劇展「彌撒」 1 集 x90 分鐘 

公視國際影展「我出去一下」 1 集 x93 分鐘 

公視新創電影《無聲》 1 集 x100 分鐘 

公視學生劇展《乍暖》 1 集 x30 分鐘 

公視學生劇展「自由人」 1 集 x30 分鐘 

公視學生劇展「帶媽媽出去玩」 1 集 x30 分鐘 

公視學生劇展「黑貓狂想曲」 1 集 x30 分鐘 

公視學生劇展「彌撒」 1 集 x30 分鐘 

特別節目「奇蹟男孩」 1 集 x113 分鐘 

迷你電影院「𤆬路」 1 集 x27 分鐘 

迷你電影院「冥王星圖 」 1 集 x15 分鐘 

迷你電影院「釘子花」 1 集 x30 分鐘 

經典電影院「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 1 集 x121 分鐘 

經典電影院「幻愛」 1 集 x120 分鐘 

經典電影院「他叫簡單，他是我兄弟 」 1 集 x114 分鐘 

經典電影院「奇蹟男孩」 1 集 x113 分鐘 

經典電影院「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 1 集 x97 分鐘 

經典電影院「逆轉人生」 1 集 x112 分鐘 

經典電影院「漫長的告別」 1 集 x127 分鐘 

經典電影院「噗通噗通我的人生」 1 集 x117 分鐘 

噬罪者(口述影像) 12 集 x60 分鐘 

 

 體育節目 

節目名稱 節目集數/時長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公視 3 台共轉播 37.5 小時

(含開、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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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勞務收入決算數 14 億 6,119 萬 4,622 元，較預算數 10 億 3,808 萬 7,000

元，增加 4 億 2,310 萬 7,622 元，約 40.76%，主要係文化部捐助推動超高

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二期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致修約延至 110年度完成。 

(二)銷貨收入決算數 2億 912萬 215元，較預算數 1億 5,200萬元，增加 5,712

萬 215 元，約 37.58%，主要係過往銷售收入以連續劇為大宗，每年度新製

戲劇約 2-4 檔。然 110 年連續劇總量為 6 檔，較以往高出許多，且多為前

瞻專案質量俱佳，大幅提升銷售收入，致版權出售較預計增加。 

(三)受贈收入決算數 8,842萬 376元，較預算數 7,000萬元，增加 1,842萬 376

元，約 26.31%，主要係 110 年疫情嚴峻全國中小學校停課，教育部全額補

助本會製作「疫起線上看」節目，真正落實防疫不停課、教育不停學之目標。 

(四)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決算數 9億 9,604 萬 8,093 元，較預算數 10億 261

萬 9,000元，減少 657萬 907元，約 0.66%，主要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

基金捐贈較預算數減少。 

(五)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1,917 萬 6,800 元，較預算數 2,116 萬 1,000 元，減

少 198 萬 4,200 元，約 9.38%，主要係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本會配合全國三級警戒自 110年 5月 19日起至 110年 7月 25日止，

暫停攝影棚等各項設備人力的租賃業務。後續雖降至二級警戒並依文化部

指引微解封租賃業務，仍影響全年度租金收入。 

(六)財務收入決算數 1,303萬 1,469元，較預算數 1,270萬元，增加 33萬 1,469

元，約 2.61%，主要係資金存量較預計增加，致孳息收入。 

(七)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19 萬 2,258 元，較預算數 100 萬元，增加 119 萬

2,258 元，約 119.23%，主要係增加中華電信等行動共構分攤電費等所致。 

(八)勞務成本決算數 23 億 1,972 萬 6,836 元，較預算數 19 億 1,693 萬 4,000

元，增加 4 億 279 萬 2,836 元，約 21.01%，主要係文化部捐助推動超高畫

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二期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致修約，延至 110年度完成。 

(九)銷貨成本決算數 2,170萬 6,927元，較預算數 2,866萬 4,000元，減少 695

萬 7,073元，約 24.27%，主要係 1.主管留停及調任其它部門。2.部分節目

銷售分成獎勵金結算作業中，較預計延後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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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管理費用決算數 4億 7,091萬 6,349元，較預算數 4億 5,855萬 1,000元，

增加 1,236萬 5,349元，約 2.70%，主要本年度依勞動基準法提撥足額退休

準備金，致支出較預算增加所致。 

(十一)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 121 萬 5,495 元，較預算數 100 萬元，增加 21 萬

5,495元，約 21.55%，主要係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較預計

數增加。 

(十二)財務費用決算數 3萬 8,070元，較預算數 3萬 8,000元，增加 70元。 

(十三)其他業務外支出決算數 1 億 515 萬 9,851 元，較預算數 2 億 1,614 萬

7,000 元，減少 1 億 1,098 萬 7,149 元，約 51.35%，係華視 110 年度短

絀數較預估數減少，華視公司說明主要係 1.收視提升致廣告收入增加；

2.部分時段節目重播，撙節支出降低製作費支出及營運成本；3.52 台人

力分階段到位，用人支出減少，虧損金額較預計數減少；致採權益法認列

之投資損失減少。 

(十四)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1 億 2,957 萬 9,695 元，較預計短絀數 3 億

2,376 萬 7,000 元，減少短絀 1 億 9,418 萬 7,305 元，約 59.98%，主要

係華視投資損失較預計減少。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億 9,638萬 9,998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117萬 7,979元。 

其中現金流出合計 1 億 7,712 萬 5,960 元，包括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億 1,815萬 8,364元、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896萬 7,596元(包括存

出保證金 34 萬 9,880 元及遞延費用 861 萬 7,716 元)及增加投資、長期應

收款、貸款及準備金(質押定期存單)5,000 萬元；現金流入合計 8,594 萬

7,981元，包括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墊款 8,594萬 7,981元(包括受限

制專戶及質押定期存單 8,514萬 6,610元及代付款 80萬 1,371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56 萬 4,223 元，其中現金流出合計 656 萬 4,223

元，包括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存入保證金)656萬 4,223

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9,864 萬 7,796 元，係期末現金 7 億 7,841 萬 4,904

元，較期初 6億 7,976萬 7,108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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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期初淨值 68億 8,868萬 8,414元，加計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3,167萬 6,934元及減少本年度短絀 1億 2,957萬 9,695元、加計稅後其

他綜合損益 48萬 899元，期末淨值為 67億 9,126萬 6,552元。 

本會創立時由文化部（前行政院新聞局）捐助現金新台幣 1億元，連同

政府歷年編列籌設公共電視台之預算所購之固定資產取得成本 18 億 9,874

萬 2,064.5 元，合計 19 億 9,874 萬 2,064.5 元所成立，已取得法人登記證

書立案。惟於民國 90年 4月 26日經前行政院新聞局核准，受贈資產以基金

會成立時之未折減餘額 11 億 2,627 萬 6,682 元入帳，因此基金總額減少 7

億 7,246 萬 5,382.5 元成為 12 億 2,627 萬 6,682 元。同年 10 月 22日前行

政院新聞局捐贈行政製作大樓 A 棟資產 10 億 7,109 萬 8,397 元，故基金總

額為 22億 9,737萬 5,079元。 

另於 90 年及 91 年度，依公共電視法第 31 條，自累積餘絀轉列基金共

計 492萬 3,934元，業於 91年 10月 22日完成變更登記，基金總額為 23億

229萬 9,013元。 

依據前行政院新聞局 99年 2月 5日新會一字第 0990001501C號函辦理，

前行政院新聞局等捐助購置資本設備之受贈基金至 109 年度止為 33 億 320

萬 178元，本年度辦理文化部捐助「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

二期」購置資本設備 42萬 6,667元及「5G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

購置資本設備 3,125 萬 267 元合計為 3,167 萬 6,934 元，因此至 110 年 12

月 31日止基金總額為 56億 3,717萬 6,125元，本年度轉列基金數尚未申請

變更登記。 

民國 95 年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受贈華視股票 1 億 4,072 萬

2,244股，列入受贈公積共計 43億 2,772萬 2,168元。 

至 109 年度止累積短絀 51 億 4,674 萬 6,424 元，減少本年度綜合損益

1億 2,909萬 8,796元，至 110年度止累積短絀為 52億 7,584萬 5,220元。

其中含採權益法認列華視投資損失累計 30億 4,622萬 9,234元，98年華視

買回庫藏股調整認列累計短絀 3 億 4,714 萬 704 元及修正後準則調整認列

累計短絀 2,082萬 2,683元。 

另華視於 102年度辦理土地重估，重估增值總額扣除土地增值稅準備後

之重估淨額為 25 億 2,561 萬 3,078 元，本會按持股比例認列未實現重估增

值－採權益法之投資 21億 221萬 3,479元。 

綜上，本會淨值為 67億 9,126萬 6,5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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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負債實況 

資產部分：流動資產 27 億 3,883 萬 9,133 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

款及準備金 30 億 6,574 萬 3,026 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 億 9,283 萬

4,174元，其他資產 1,181萬 8,642元，合計 74億 923萬 4,975元。 

流動資產中現金為 7億 7,841萬 4,904元，包含零用金 535萬元、活期

存款 3億 3,357萬 3,166元，支票存款 585萬 6,559元、外幣存款 4,381萬

7,048 元及約當現金－短期票券 3 億 8,981 萬 8,131 元。流動金融資產 14

億 4,745 萬 774 元，包含文化部補助 5G 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專

戶 4,935萬 774元及 3個月以上 1年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13億 9,010萬元(包

含創立基金 1億元)及一年內到期之質押定期存單 800萬元。 

負債及淨值部分：負債 6億 1,796萬 8,423元，包含流動負債 3億 1,365

萬 2,703 元，長期負債 53 萬 2,794 元，其他負債 3 億 378 萬 2,926 元；淨

值 67 億 9,126 萬 6,552 元，包含基金 56 億 3,717 萬 6,125 元，受贈公積

43億 2,772萬 2,168元，累積短絀 52億 7,584萬 5,220元，以及未實現重

估增值—採權益法之投資 21 億 221 萬 3,479 元，合計 74 億 923 萬 4,975

元。 

肆、其他 

一、文化部補捐助專案執行： 

（一）「109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補助款 1億 2,414萬元，本年度執行 6,556

萬 568元，並以 1億 2,233萬 9,660元執行完成辦理結案，其中剩餘款項

180萬 340元由第 4期應申領款項中扣減；另繳回衍生之收入（專戶利息

及營業稅扣抵款等）4萬 3,454元。 

（二）「109 年公共電視台語頻道營運」補助款 3 億元，本年度執行 1 億 5,403

萬 6,020元，並以 2億 9,946萬 801元執行完成辦理結案，其中剩餘款項

53 萬 9,199 元由第 4 期應申領款項中扣減；另繳回衍生之收入（專戶利

息及購案廠商違約罰款等）14萬 7,616元。 

（三）「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第二期」捐助款 8億 8,413萬 9,000

元，全案原分二年度執行，後因修約延至本年度完成；本年度分別執行設

備資本門 44萬 8,000元及業務經常門 9,173萬 9,419元；並以 8億 8,256

萬 653 元執行完成辦理結案，其中剩餘款項 157 萬 8,347 元由第 6 期應

申領款項中扣減；另繳回衍生之收入（專戶利息、購案廠商違約沒入保證

金及固定資產營業稅退稅款等）566萬 5,4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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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 年公共電視台語頻道營運」補助款 3 億 400 萬元，本年度依約請領

第 1-2期款 2億 7,400萬元，本年度執行 1億 785萬 566元（含預付款項

928萬 8,880元），依約(第一次修約)預計於 111年 12月 17日辦理結案。 

（五）「110 年內容產製與應用計畫」補助款 1 億 2,014 萬元，本年度依約請領

第 1-2期款 9,700萬元，至本年度執行 5,375萬 8,520 元(含預付款項等

775萬 5,079元)，依約預計於 111年 10月 13日辦理結案。 

（六）「5G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補助款 2億元，全案分為 2年度執

行，本年度依約請領第 1-2期款 1億元，本年度分別執行設備資本門 3,281

萬 9,171 元（含預付設備款 7,952 元）及業務經常門 2,612 萬 4,008 元

(含預付款項 669 萬 7,418 元)，依約(第一次修約)預計於 111 年 12 月 5

日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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