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章　計畫綜合檢討!
!
▍1.1 計畫綜合檢討!
!
撰寫與執⾏本研究企劃獲得國家⽂化藝術基⾦會補助⾦額⼗五萬元，估計理想時間與⼈⼒的
配置為⼀個⼈研究、採訪，另⼀⼈進⾏中英⽂校對，如以全職⼯作時間計算，理想上五個⽉
內應該結案，前三個⽉整理各國費率表，兩個⽉詢問產業從業⼈員，最後花費時間遠超過估
計。!
!
翻譯「歐盟藝術家展覽權利⾦研討會」各國報告後，以電⼦郵件詢問原作者或隸屬單位是否
能授權刊登網站，當時所聯繫過的奧地利IG Bildende Kunst、美國W.A.G.E.、加拿⼤
CARFAC⼯會，曾表⽰對於台灣⺫前既有的藝⽂機構對於藝⽂勞動有無⼀套透明的制度、費
率，或是未來有什麼樣的進展⼗分感興趣。!
!
本來想這⼀年來台灣將會有⽂化基本法的頒佈、藝⽂採購⾰新，應該有許多可以分享交流之
處，但觀察這兩項政策的進展卻令⼈失望，後者雖然微幅改變了撥款⽐率的分配，但撥款⽐
率的受惠者或許仍是承接政府⽂化採購的承包商，⽽⾮基礎的⼯作者。政府表⽰⼀再外包是
承包商需要負起監督責任，依舊忽略接案者缺乏基本⽣活與收⼊保障，且缺乏平等的議約地
位；再者，這次藝⽂採購⾰新⽅案似僅仍⽚⾯要求創作者「同意不⾏使著作⼈格權」，並未
回應尊重創作者著作⼈格權之呼聲，恐不利於政府單位與創作者在雙⽅互利互信的基礎上建
⽴彼此之間的關係。!
!
▍1.2 什麼是適合台灣的「藝⽂勞動基本⼯資」計算⽅式？!
!
初步整理各國費率表之後，⼋⽉起先⾮正式詢問了周遭藝⽂圈朋友，得到的反饋是藝術家會
認為就算有參展費，⼀年就算能參與幾檔展覽收⼊也難以維⽣、或是悲觀表⽰沒有⼈會想詢
問著作授權。詢問策展⼈則表⽰，台灣進幾年有概念把「參展費」納⼊預算規劃之中的策展
⼈越來越多，⽽且根據研究得知的國外費率算法後，發現台灣有些製作費、參展費甚⾄⾼於
國外費率。但是據了解，就算有規劃藝術家的參展費⽤，仍會發⽣款項被挪⽤在其他意料之
外的展覽開銷上頭，有時候是藝術家出於⾃願讓展覽呈現更好，有時候則是由策展⼈決定在
同⼀場展覽中如何分配資源的問題。如何增進預算掌控的能⼒，也是創作者也必須⾯對的課
題。!
!
正式約訪是在2019年9⽉⾄10⽉間，個別與四位受訪者進⾏約⼀⼩時的深度訪談，訪談前提
供了國外「藝⽂勞動服務基本⼯資」樣本與「加拿⼤CARFAC-RAAV專業服務與版權費率⼀
覽表」各⼀份，請他們分享實際經驗，以藝術機構、創作者、畫廊、律師四個不同的⾓⾊觀
點切⼊，討論──什麼是適合台灣的「藝⽂勞動基本⼯資」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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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受訪名單（依照訪談時間排序）!
柯⼈鳳執⾏⻑　　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
李佩昌主持律師　六合法律事務所⽂創暨科技法律組!
杜珮詩副理事⻑　台北藝術創作者職業⼯會!
陳妍卉策展⼈　　藝術銀⾏!
!
▍1.3 訪談關鍵發現!
!
▍1.3.1 共識!
!
四位受訪者皆⽀持在政府補助的藝⽂空間中，有必要推⾏「藝⽂勞動服務基本⼯資」，例如
：參展費、製作費、著作權版稅的最低收費標準，以下為主要的⼀些⽀持理由：!
!
─ 以勞⼒、時間來定基本⼯資具備合理性!
─ 有助於計算成本、與⾮藝術產業的⼈員溝通!
─ 多元的作品授權管道有助於創作者發展!
─ 反轉創作者被動接收、被告知合作條件的處境!
!
▍1.3.2 困難!
!
以⺫前的訪綱形式，難以具體驗證國內外費率差異，原因有以下幾點!
!
─ 受訪者從事的業務項⺫無法完全對照到本次研究所蒐集到參展費、著作授權費率!
─ 受訪者太少，如要⽐較費率，需要更多的⽥調與樣本數，取得中位數!
─ 國外費率制定⽅式多樣、國內機構與合作態樣也多樣，尚未制定明確⽐較範疇前難以直
接連結⽐較!
!
四位受訪者也另外提出了「藝⽂勞動服務基本⼯資」在推⾏上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以及需要
釐清的地⽅：!
!
─ 增加藝⽂機構的財政負擔!
─ 缺乏市場，視覺藝術商業授權的市場仍待被創造!
─ 採取什麼路徑來推動「藝⽂勞動服務基本⼯資」，規範的對象和範疇如何界定，強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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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藝⽂機構之間合約「簡化」可能較困難，「合理化」或許是值得努⼒的⺫標，但需要
很多藝術家⼀起發聲!

▍1.4 根據訪談資料，理出⼀些未來⾏動的想法!
!
─ 進⾏⽥調，獲取更多展覽費率數據取得中位數，制定具備合理性的展覽、著作授權費率
表，以及由勞⼒、時間為基礎的⼯資建議表，釐清具有初步配合意願的藝⽂機構，並衡量對
藝⽂機構增加的財政負擔，進⾏⻑時間的溝通與協商，哪些項⺫可優先試⾏，平衡雙⽅利益。
疏理得更清楚「規範的⺫標對象」，凝聚共識，並思考如要成為具有約束⼒的政策。!
!
─ 找出在國外類似視覺藝術與⽂學著作集管團體營運模式中，最⼤的獲利市場區塊為何，
是否能先從該處著⼿研究，打開有助於創作者發展的多元作品授權管道。!
!
─ 把製作費、創作費、借展費、參展費、著作費等名詞定義得更清楚，製作便於創作者與
機構雙⽅溝通參考使⽤的預算表格!
!
!
▍1.5 訪談段落摘錄!
!
「視覺藝術作為進⼊到各個⽂創領域的基礎，對於其他產業發揮相當的影響⼒（Impact），
例如對於視覺的美感影響設計與影視⾳，⽽這⽅⾯的確要靠著作授權與出版來突顯它對於這
些產業的影響⼒，通過這樣的結合會產⽣⼀些化學變化與⽕花。!
!
製作費和參展費的⼀覽表如果整理出來，做公開的討論來凝聚共識，等於是制定出⼀個業界
的⾏規，它有⼀個很重要的意義在於說，因為從鑑價的觀點來看，它其實有助於把藝術品資
產化。!
!
資產化這個概念⺫前就我們的產業發展來說，⾮常重要的原因在於，過去業內提不出成本，
或者是說提不出「進項」的費⽤，那也因此提不出「銷項」的費⽤。（就是在會計科⺫上，
進貨會有進貨成本，出貨有出貨的費⽤）這些沒有辦法充抵。!
!
所以現在畫廊會漸漸地⿎勵藝術家，合作的⽅式是他成⽴⼯作室，可以開收據，讓畫廊有進
項的費⽤可以做充銷。當他賣出去之後，它不會是沒有進項的成本費，完全都只是銷售出來
的「淨利」，那個淨利就會相對降低⼀些，因為⼀些成本等於是可以名列出來。!
!
業內過去很難提出⾃⼰的成本價之外，業外會覺得藝術無價，甚⾄無從估價起。那麼有這樣
的表格，好處就是可以讓⾮藝術產業內的，譬如說會計師、銀⾏與相關⾦融產業⼯作的⼈可
以知道這些都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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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使⽤授權的過程其實是無形資產，國內的無形資產有無形資產鑑價。⽂策院成⽴之後，
⾸先就是要導⼊無形資產鑑價制度，針對國內的藝術產業做無形資產的鑑價，包含著作權、
商標、專利、營業秘密，應⽤在藝術領域的話，可能包括：圖像、影視⾳的授權。其實現在
國家正在發展怎麼樣針對藝術產業進⾏無形資產的鑑價。!
!
鑑價就會回到需要知道成本，這些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參考的數據，可以讓鑑價過程中可以有
所依據。如果可以從這些數據先有⼀個⾏情表之後，就開始要建⽴資料庫，因為這個是⼀個
在鑑價的⽤語上⾯所說的公允價值（fair value），就是在沒有任何外⼒的介⼊之下，買⽅跟
賣⽅，或者是賣⽅跟售⽅，它願意負擔的價格。實際的市場價格是根據⾏情再做上下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第⼀步。!
!
如果要制定，第⼀個要先把⾏情表列出來，然後進⼀步要召開公開討論來凝聚共識，進⾏共
識價格的確認，排推動的先後順序。排出來之後，我們需要思考它的推動⽅式，預設我們希
望哪些單位要遵守，針對那些單位他們在遵守上⾯會遇到哪⼀些困難，我們都必須要先思考，
然後⼀起討論形成配套。最後才考慮它是否要進⼊到國家的政策，或者國家法規上，產⽣約
束⼒。那不能⼀步到位，必須短期、中期、⻑期去看。」!
!
──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柯⼈鳳執⾏⻑　2019.9.2!
!
!
「不論是視覺藝術的集管團體或商業授權的資料庫，我都會⽀持。因為它們可以讓藝術家（的
作品）有持續曝光的機會，⽽且當你有了視覺藝術的集管團體，或商業授權的資料庫之後，
藝術家的作品被取⽤、引⽤或是被複製的次數都會有所紀錄，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也是
⽀持藝術家存在的⼒量。!
!
回來您的問題，台灣為什麼會沒有視覺集管團體？我想第⼀個，政府的態度很重要。因為著
作權是⼀個完全技術性跟政策性的⽴法，它不是天賦⼈權，所以它更需要懂的⼈來帶領，更
何況懂得⼈⼜已經是少數，⼤家都已經（對著作權）只是個模糊的觀念，甚⾄有時候⾮常技
術性，稍微⼀個狀況不⼀樣，適⽤法條就不同，或者適不適⽤某個要件，效果就完全不同。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要如何推廣視覺藝術的授權觀念，政府態度要先表達出來。就是我們針
對圖像授權、視覺藝術我們該怎麼做？我們的⽅案是什麼？政府先帶頭，也許就從政府的採
購契約，開始落實對圖像、視覺藝術的使⽤者付費觀念。!
!
我看到您提到教科書的著作權使⽤報酬，⼀張圖⽚是五百塊，⼋⼗幾年到現在沒有改。光是
就這⼀點，我覺得今天會把⼀個⼈的照⽚或美術作品⽤在教科書上⾯，那個圖像應該是很有
價值和意義的，當然它是教育⺫的，你也覺得它⽤得很合理，問題是（反應在使⽤報酬上）
對這個⼈的肯定，幾乎完全不存在，這是對圖⽚、美術著作創作者、對攝影家的不尊重。我
直接講，這個⾦額⼀定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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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授權的起步要怎樣去挑選作品領域，假如今天要政府去輔導私⼈機構來做，或輔導公協
會來做，那也許就要先看國外的授權成功模式是什麼？它們哪些領域是應⽤最廣的，也許從
那⼀點開始。不然的話，現在的美術著作授權可能很多都是個別洽談，但要把著作授權利⽤
在哪個地⽅、授權價格如何，以⼀個資料庫處理會較有效率。!
!
有時候市場需求是也要被創造出來的。但是視覺藝術的種類太多，所以它不好做，所以你必
須要挑選⼀些來做。藝術家也許必須體認到時代的轉變，有⼀些靈活的操作有助於藝術普及。
藝術普及並不是廉價的普及，它是在⼀個合理的遊戲規則下，也是被尊重。尤其台灣很多新
銳藝術家其實很有創意，但是它為了⽣活、為了收⼊的因素，創作時間就減少，或者是他必
須謀另⼀個正職，來養活它⾃⼰。其實另謀正職很正常，也能融⼊社會，但是如果你有更靈
活的管道可以去讓藝術家有機會去展現他⾃⼰的成果，藝術家就能在⼯作之餘也持續創作。!
!
初期政府介⼊，它有⼀定程度的合理性，現在⼤家都在重視說藝術家的⼯作、勞動權益予以
保障，與其喊⼝號，不如像你這樣⼦很紮實的做，所以我充分⽀持你來推動這件事，我覺得
這是對台灣有意義的事。」!
!
──六合法律事務所⽂創暨科技法律組李佩昌主持律師　2019.9.6!
!
!
「我不知道其他藝術家如何思考，我之所以不會要求這件事，是假設⾃⼰的創作⽣涯是五⼗
年或六⼗年這麼⻑的⼀段時間，我現在處在創作整體⽣涯的前期，所謂的重要或是經典作品，
可能都還沒有產出，簡⽽⾔之，我⺫前是⼀個emerging artist。我通常會兼顧⾃⾝所處的環
境，以及創作⽣涯裡⾯所處的位置。今天如果做了⽣涯中很重要，經典的作品，處在⽣涯的
⿈⾦期，就會強烈主張跟要求作品的所有相關細節。!
!
可是現在才剛開始，⽣涯前期做的作品很多還是很實驗性，或者還在慢慢累積、在往上⾛，
還沒做到最好，在這個爬升的階段，對我來說，⾸先作品要⼤量曝光，有各種的可能性以及
跟多元的對象合作，⽽不是把權利跟細節抓得死緊。當然權利跟細節⾮常重要，但是我不會
把它在前期擺在優先，因為我知道現在還在起頭的階段，還在創作⽣涯的前⾯，作品應該優
先求讓⼤家理解與看⾒，得到更多合作機會。!
!
反過來說這也有缺點，萬⼀⼤家都是這種⼼態也不⾏，間接使得⼤家剝削創作者，因為創作
者都只求有展出機會，這也是不⾏。!
!
但是對我來說，現階段重視讓作品流通，⾄於價格是不是那麼漂亮，不是⾸要考量。我⽐較
不是看單⼀⼀件作品或單⼀次展覽，然後就覺得，合約要求這麼多權利、對創作者來說不公
平、我不想合作...我不是那樣思考的藝術家。我更可能會跳開情境，預設⼤量的曝光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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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現階段來說更重要，只要沒有過分不合理的規範，我通常都會接受，會有這⼀層的考量。
!
假設我已經四五⼗歲了，做了藝術⽣涯中重磅級的作品，我跟經紀代理的公司就會很重視這
個作品所有的授權，可是我現在才剛開始，所以會先以讓作品流通，讓⼤家看⾒為優先。」!
!
──台北藝術創作者職業⼯會杜珮詩副理事⻑　2019.10.26!
!
!
「參展費、製作費、著作費給付的標準，先把這三個的定義就我剛剛前⾯提的，再很簡單地
複述⼀次，『參展費』是我們邀藝術家來參展，借展作品的費⽤，然後『製作費』對我們來
說是現地製作的費⽤，就是為了這次的展覽或是為了這⼀次的合作藝術家必須創作新的作品，
或是改製作品的費⽤。再來『著作版稅』這個可能是稿費，或是圖像授權相關的費⽤。!
!
因為⺫前所在的⼯作地點，我策劃展覽時⽐較會規劃到的費⽤就有『參展費』跟『製作的費
⽤』，我們跟藝術家借展會有借展費，製作費的話就是邀藝術家現地創作或改製作品所產⽣
的費⽤。!
!
通常製作費的部份(指有現地創作費的案⼦)，⼀來是我們會評估⾃⼰的預算，我可能就是先
抓⼀筆可能的預算，但是主要還是會先請藝術家報價，然後再看雙⽅，我的預算跟他的報價
是不是可以達到⼀個平衡，如果可以達到⼀個平衡我們就是會以藝術家的報價為主，但如果
藝術家的報價超出我們的預算太多，那我們可能會商討，什麼樣的⽅式可以執⾏這個展覽與
執⾏這個合作，但預算可以⽀付，它可能必須要在某⼀些合作模式上有⼀些改變或是取捨。!
!
因為不可能製作費不夠，然後硬要藝術家做到什麼⽅式，因為不想讓藝術家貼錢去做展覽或
是創作。!
!
著作版權費是⺫前⽐較少碰到，因為⼤多是⾃⼰寫，所以也不會有稿費這⼀塊。圖像授權的
部分如果是⼯作的機關收藏的作品，當然就是使⽤收藏的圖像；如果是跟藝術家借展的，我
們其實會跟藝術家商討，這部份我們就⽐較沒有另外給作品圖像的數位授權費⽤，因為我們
⼤部分如果有需要藝術家提供作品圖檔來做任何的⽂宣，都是⽤於展覽的⽂宣，或是網路上
⼩版的圖檔宣傳，因很少需要⼤圖檔製作畫冊，這⼀塊⺫前⼤部分是沒有編列預算的。在我
⺫前的策展⼯作中，如展覽有現地製作的邀約，皆會編列製作費的預算，參展費(借展費)的
話，如果可以我們會盡量編列，只是多跟少的問題。!
!
但是我之前有⼀檔展覽， 因為那個時候對於『借展跟參展費⽤』的概念⽐較沒有那麼的鮮
明，它是我剛換到這個⼯作的前幾個展，那次跟藝術家借展是沒有編列這項費⽤的，還有⼀
點沒有編列這個費⽤的原因，那場展覽還有第三⽅合作⽅，因展覽的經費不⾜，後來是以印
製展覽專書，來做為宣傳交換，並在合作前把這些情況說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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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費這⼀塊，如果合作的藝術家他因報價經驗⽐較不⾜⽽詢問我們的話，通常我會建議，
⼀來你把全部要花的材料控⼀筆費⽤，這是⼀定要花的⼀筆，另外就你可能預期做這件作品
會花的時間、精⼒，然後加在⼀起去算，你可能需要的這些勞動的⼯資或需要花多少時間，
加進去就是⼀個基本的。最常⾒的困難就是錢不夠啊。所以要去看在這樣的經費下要怎麼做
到你想要的展覽。」!
!
!
──藝術銀⾏陳妍卉策展⼈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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