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藝術執行篇 
 文建會  周雅菁 



臺灣的公共藝術沿革 

一、萌芽期（～76） 
 
過去臺灣的公有建築物或開放空間曾置
有一些藝術品，如日據時代的中山堂設
有「水牛群像」，烏山頭水庫設有水利
工程師「八田與一像」。光復以後，由
於戰時體制，國內的公共藝術幾乎千篇
一律的政治銅像與宗教神像，常是「定
於一尊」的偶像圖騰，偶而夾以扶輪社
捐獻的雕塑，或宗教界設置的大佛之類
，談不上城市的美化與文化。 

 

 



臺灣的公共藝術沿革 

二.草創期 (77~86) 
 
81年訂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法源:「百分比藝術」或
「公眾藝術」或「公共藝術」? 
台灣最早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局開始，81年成立「捷
運公共藝術專案」，82年7月開始辦理，但仍屬實驗
階段。 
82年文建會協助九個文化中心辦理「公共藝術示範
（實驗）設置計畫」，吸取實際設置的經驗，供制
定辦法參考。 
82-86年間委託藝術家出版社編印公共藝術叢書40
餘冊，以讓大眾明瞭公共藝術的表現形式，建立對
環境的影響、空間理念及增進美學素養等論述基礎
。 
86年臺北市政府宣示為「公共藝術元年」，在市內
各地大量推動公共藝術專案，台北市的公共藝術開
始蓬勃發展。 

 



臺灣的公共藝術沿革 

 
三、執行期（87～） 
 
87年訂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並編印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參考手冊，確定公共藝術
的執行機制。 
各地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根據「公共藝術設
置辦法」紛紛成立,至今已成立28個。 
 
89年開始著手修正法令工作，91年6月12
日修正發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9條，同年
12月20日和內政部共同會銜修正發布新的公
共藝術設置辦法。 

 



一、作品與基地之關係。 
 
二、作品製作的難易程度。 
 
三、作品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 

 

公共藝術與純
粹藝術品之異

同? 



法
源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9條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32條 

罰則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母法 

執行 



執行開始 



說明 

91年6月12日總統令發布 

機關（構）興辦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時，應成立公
共藝術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負責公共藝術設置各
項行政事宜，成員四人至七人，由機關（構）首長指定一人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成員得由機關（構）就下列人士遴聘
之：： 

一、 藝術行政、藝術評論、藝術教育、藝術創作等專業人士。 

二、 該建築物之建築師或工程之專業技師。 

三、 該建築物或工程之管理機關代表。 

 

第六條 
執行小組之組成 

7-9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執行小組由興辦機關(構)負責籌組，
是第一線的執行單位，功能近工作
小組。依近年來的推動經驗得知，
執行小組參與的深入程度，乃是該
公共藝術案執行成敗之關鍵。 

因此，興辦機關(構)應精選熟悉藝術
行政並熱心參與討論的人士出任。 

1.執行小組人數可
以超過嗎? 

2.專業人士要如何
尋找? 

 



91年6月12日總統令發布 
執行小組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研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二、 辦理徵選、民眾參與、評選及鑑價等作業。 

三、 研擬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 

四、 進行公共藝術委託製作、安裝及勘驗。 

五、 編製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 

六、 其他相關事項。  

第七條 
執行小組職掌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執行小組可
以取代評審
等工作嗎? 

 



91年6月12日總統令發布 

前條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公共藝術設置理念。 

二、 徵選方式。 

三、 民眾參與。 

四、 評選小組名單。 

五、 鑑價作業。 

六、 經費預算。 

七、 執行小組名單。  

第八條 
設置計畫書內容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設置報告書
送審委會之
後,審委會的
權責為何? 

 



 

開始徵選 



第七條第二款之公共藝術徵選，其方式如下： 

一、 公開徵選 

二、 邀請比件 

三、 委託創作 

四、評選價購 

 

執行小組應依建築物或建築物基地特性、預算
規模等條件選擇前項徵選方式，經審（諮）委
會審議後辦理，以上各種方式可綜合應用。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九條 

徵選方式 

 

四種公共藝術的取得方法，各有其在時程與經費上
的優缺點，擇定方式時應考慮到以下各點： 

 一、基地條件。 

二、竣工啟用的時程要求。 

三、整體經費及行政經費編列額度。 

四、該公有建築物或工程之民眾可及性的高低。  

方式  年
度 

 

依「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十四款規定
採限制性招標辦理

。 



以公告方式徵求公共藝術設
置方案，並召開評選會議，
選出適當之設置方案。 

 

一、刊登相關訊息於文建會或台北市政府的「公共藝術
網站」。 

二、 刊登廣告於藝術相關雜誌及台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
金會出版的「公共藝術簡訊」。  

三、 召開公開徵選說明會及基地踏勘。 

四、 記者會或發佈新聞稿。 

五、 印製宣傳海報。 

六、 發函至各學校藝術科系與藝術家。  

七、 主動傳遞徵件訊息給國內外相關藝術家，例如利用
文建會公共藝術資料庫的藝術家名單。 

1.是否引用限制性招標? 

2.是否須符合政府採購法? 

3.是否須公告? 

如何廣泛宣
傳公共藝術
的徵選消息
？  

 

公開徵選 



原則上，從事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或團隊均可參與。
不過，部份個案會因特別考量而對參與資格有所限
定。 

例如，國內外皆有些案例只邀請當地、該州或 該
縣的藝術家參加，乃著眼於地方特色之展現或維護
當地家的作品發表權。 

有一些國家的州、縣或市規定，當年度的藝術家在
同一州（縣、市）同一年 度只能承製一件作品，
例如美國西雅圖市即在法令中明文規定「一位藝術
家 不得同時接受一個以上的公共藝術案。」，以
便讓大家都有機會承製，但是 該位藝術家可以在
同一年度於其他州另外承製作品。  

可以限定參與
藝術家的資格

嗎？  



91年6月12日總統令發布 

邀請二人以上藝術創作
者進行創作，並召開評
選會議，選出適當之設
置方案。 

 

 

邀請比件 

1.邀請誰比較好呢?要記得輩
份相當喔 

2.應加列備選名單 

3.邀請比件要記得編列材料
費喔 

4.藝術家如果手上已經有其
他設置案在進行了，就要
考慮喔 

 



經評估後列述理由選定
適任之藝術創作者提出
一件以上設置方案，並
召開評選會議，選出適
當之設置方案。 

 

委託創作 

1.邀請誰比較好呢?要敘明理由
喔 

2.應加列備選名單 

3.是否引用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
1項第9款? 

4.可否委託校內老師呢? 

5. 藝術家如果手上已經有其他設
置案在進行了，就要考慮喔 

 

 



經評估後列述理由，選
定適當之藝術品購置之。 

 

評選價購 

1.唯一不需成立評選
小組的方式 

2.要敘明於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書中 

3.高額的設置經費不
宜採用 

 

 

 



 

開始評選 



為辦理前條評選工作，應於徵選前成立評選小組，負責
訂定評選標準及擔任評選工作。 

前項評選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七人，由興辦機關（構）就
學者、專家聘兼（派）之，須包括下列各類專業人士至
少各一人： 

一、 藝術創作。 

二、 藝術評論。 

三、 應用藝術。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十條 

評選小組 

 

評審會議及
執行小組的
成員可否重
覆？  



1.負責的組織不同。公共藝術審委會由各縣(市)政
府或中央各部會依規定籌組,負責轄內相關公共藝
術之審議及輔導,為常設組織；公共藝術評審小組
則視個案由公共藝術設置機關組成,為臨時組織。 

2.審查的重點不同。審委會的審議作業偏向整體性
的工作，負責審查各執行小組設置公共藝術的整
體規劃內容.徵選方式及相關人員之擇定及程序是
否合宜並符合規定；評審小組作業則側重評審作
品的藝術美感及價值，乃至作品與基地之間的審
美要素是否水乳交融、無懈可擊。  

3.花費的時程不同。公共藝術的審議作業依設置時
程進行，花費的時程較長，共分為三階段審查由
執行小組提送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公
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及「公共藝術設置完成
報告書」；公共藝術的評審作業在執行小組擇定
公共藝術徵選方式後開始，至作品評出後結束，
花費的時程較短。  

公共藝術的
審議與個案
的評審會議
有何不同？
各有何重點

？ 



1.負責的組織不同。公共藝術審委會由各縣(市)政府或中央各部
會依規定籌組,負責轄內相關公共藝術之審議及輔導,為常設組
織；公共藝術評審小組則視個案由公共藝術設置機關組成,為
臨時組織。 

2.審查的重點不同。審委會的審議作業偏向整體性的工作，負
責審查各執行小組設置公共藝術的整體規劃內容.徵選方式及
相關人員之擇定及程序是否合宜並符合規定；評審小組作業
則側重評審作品的藝術美感及價值，乃至作品與基地之間的
審美要素是否水乳交融、無懈可擊。  

3.花費的時程不同。公共藝術的審議作業依設置時程進行，花
費的時程較長，共分為三階段審查由執行小組提送的「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書」、「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及「公共
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公共藝術的評審作業在執行小組擇
定公共藝術徵選方式後開始，至作品評出後結束，花費的時
程較短。  

公共藝術的審
議與個案的評
審會議有何不
同？各有何重

點？ 



1.負責的組織不同。公共藝術審委會由各縣(市)政府或中央各部
會依規定籌組,負責轄內相關公共藝術之審議及輔導,為常設組
織；公共藝術評審小組則視個案由公共藝術設置機關組成,為
臨時組織。 

2.審查的重點不同。審委會的審議作業偏向整體性的工作，負
責審查各執行小組設置公共藝術的整體規劃內容.徵選方式及
相關人員之擇定及程序是否合宜並符合規定；評審小組作業
則側重評審作品的藝術美感及價值，乃至作品與基地之間的
審美要素是否水乳交融、無懈可擊。  

3.花費的時程不同。公共藝術的審議作業依設置時程進行，花
費的時程較長，共分為三階段審查由執行小組提送的「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書」、「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及「公共
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公共藝術的評審作業在執行小組擇
定公共藝術徵選方式後開始，至作品評出後結束，花費的時
程較短。  

公共藝術的審
議與個案的評
審會議有何不
同？各有何重

點？ 



一、藝術專業性： 

公共藝術畢竟是評審藝術品，所以懂不懂藝術
乃是最重要的關鍵。 

「評審」與「諮詢」應予分開，非藝術專業人
士可以以列席的方式表達意見，但不參與評審。
如因特殊因素受聘社區代表、文史工作者、工
程師或法律等非藝術專業人士做為評審委員時，
宜注意此位人士是否具有與本案作品相關的藝
術涵養，以維護作品的藝術性。  

選擇公共藝術評
審會議的成員應
注意那些原則？ 



三、公正性： 

評審委員如有宏觀而高度的審美素養，那麼，
誰來評審的結果應該不會差很多。但是如果牽
涉到藝術的流派，或者參雜非審美的因素，那
麼，不同的評審將有不同的結果。 

委員個人或其三等親如參與設置案，可能影響
審議之公平性，為避免爭議，該委員應適時迴
避參與該案審議。 

選擇公共藝術評
審會議的成員應
注意那些原則？ 



四、權威性﹕ 

評審會議的組成最重要的要具有權威性，評審
委員名望越高越好，美國國家藝術基金聘請的
評審委員通常是美術館館長、研究員、美術評
論家、大學美術科系教授、該建築的建築師。
日本的評審委員也以美術館館長、研究員、美
術評論家居多。這就可以免去上述流派的困擾，
同時由於這些人士只作研究、不做作品，故無
球員兼裁判的顧慮。  

評審過程必要時應錄影（音）存證，以昭公信 

選擇公共藝術評
審會議的成員應
注意那些原則？ 



鑑價作業 



公共藝術鑑價的目的不只是檢驗作
品的價格，而是透過此一程序掌握
作品的品質。 
由於公共藝術的價格，異於工程或
一般公部門的採購，不能以材料、
數量、工時來核計，但也不能以
「藝術無價」為由漫天開價。 
為兼顧看緊納稅人荷包與給付承製
藝術家合理報酬，故需力求公共藝
術設置經費的恰當與合理。 

 

為什麼要辦
鑑價作業? 



公共藝術鑑價應在評審會議結束之後辦理,並於徵
選結果報告書中述明，其作業方式為： 

 1.公共藝術作品選出後，召開鑑價會議，來檢視藝
術家提出的價格結構，審查細目以做為最後簽約
的標準。 

 2.邀請個案評審會議委員或執行小組外聘委員或對
作品材質熟悉之專家學者召開鑑價會議。  

3.會議中除鑑定作品價格之外，並須輔助興辦機關
確實掌握價格結構細目之合理性及作品尺寸、材
料、施工法等專業考量。  

4.鑑價會議決定底價及相關要求之後，簽送辦理議
價相關程序，另機關為方便行政作業，亦可於鑑
價會議時邀請會計、總務單位參與，或結合議價
程序辦理之，以縮短行政流程 。  

5.若未能同意藝術家所提價格，可於鑑價會議記錄
載明主要原因，以協助藝術家修正其報價。  

怎麼進行
鑑價作業

? 



 

 採用公開徵選時，為避免與藝術家簽
約前之糾紛，有時會在公開選簡章明
定公共藝術的設置經費額度及條件，
以免造成藝術家的困擾。但是仍要召
開鑑價會議喔! 

 若為委託創作或評選價購，則可請該
藝術家提供近三年至五年間的受託及
交易價格（其所提列的作品類型與質
材應與該案性質相同，如同為馬賽克
作品），以為鑑價的參考。  

鑑價會議 

 
要注意喔 



 

簽約作業 



以捷運公共藝術委託製作及設置合約書為例，合約
總價分四期及保固金給付，說明如下： 

1.第一期：依捷運局公共藝術專案審議委員會及捷
運局審查意見修正設計圖說及工程價目單，送交甲
方同意後簽約，給付合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 

2. 第二期：完成細部設計圖說(含作品說明牌)、施
工計畫、運輸計畫，送交甲方同意後做為甲方驗收
之依據，並給付合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  

3.第三期：合約標的物依甲方同意之設計圖及施工
計畫設置完成後，給付合約總價之百分之三十。  

4.第四期：合約標的物驗收合格後，給付合約總價
之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五尾款則作為保固金。 

乙方於請領各期款項時，應開具甲方指定抬頭之收
據或發票，甲方接獲領具後，將各期款項逕匯入乙
方指定之帳戶。  

合約付
款方式
為何？ 



1.藝術家(乙方)的創作想法常常會隨著時
空等因素而變動，因此興辦機關在合約
上應保持適當的彈性，以讓最後作品可
以完美呈現。若藝術家(乙方)要求作品變
更設計，應經甲方(執行小組)同意後始得
為之。惟若是公開徵選的案例，變更設
計之內容宜以維持原創精神為之。 

2. 乙方的作品經甲方認定有安全顧慮者，
乙方應無償修正。 

3.合約中應規定變更合約的次數，通常以
兩次為限。  

4.乙方提出的變更設計如幅度過大，建議
再邀集評審小組委員討論決定。 

合約能否
容許變更
設計呢？ 



1.為確保設置品質，保固金的要求是必需的。以捷
運公共藝術委託製作及設置合約書為例，自驗收
合格之日起，由乙方負責保固一年。倘工程係因
施工不良、材料不佳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造
成一部或全部損毀，乙方應依本合約圖樣在甲方
規定之期限內無條件負責修復。如逾期不辦理者，
甲方得動用保固金修復。如有不足，得向乙方追
繳。 

2.保固金於期滿後，扣除修復費用，無息退還。保
固金通常為合約總價的百分之五。 

3.另如作品如需更換燈管等消耗性材料，應屬維修
行為，不在保固的範圍內。  

公共藝術
的保固要
求為何？ 



1.簡章：興辦機關在相關的徵選簡章
或通知中，即應明定首獎作品若涉
及抄襲或仿冒，若查證屬實者，則
取消首獎資格。  

2.合約：興辦機關亦應在合約中明定
有關條款，若於簽約後方才出現抄
襲仿冒情事，亦應邀請本案評審查
證，若經查證屬實，則應依合約的
相關規定處理。  

作品若涉及
抄襲或仿冒
時，應如何
處理？ 



THE  END 

人的美感  決定環境的品質; 

人的態度  決定環境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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