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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事務委員會 110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壹、願景 
形塑臺灣客家品牌 

 

貳、使命 
傳承客家語言，發揚客家文化 

 

參、施政重點 
一、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 

(一) 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由幼齡開始扎根，向上延伸發展，帶動更多年輕學子認識

客家文化，將客家文化的傳承工作深入幼兒園、國小及國中，避免語言文化

之斷層。建立輔導補助制度，鼓勵本市各客家社團或民間團體，以及各級學

校投入客家文化之推廣，並透過輔導訪視機制，達到客家文化普及化與優質

化的目標。 

(二) 為達成一體性的客家終身學習體系，臺北客家書院以客家語言文化為主軸，

整合「新藝術」、「新工藝」、「新農業」、「新風尚」、「客家語言及文化」五大

主題，連結工藝美學、藝術創作、影像敘事等領域，透過各種課程(含八音進

階課程)、工作坊、公共參與以及活動的舉辦，發展以客家文化為底蘊的當代

客家文化，建構都會客家的辦學定位與方法，形塑都會客家終身學習環境。 

(三) 師資培育為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透過師資培育計畫，培育後生客語師

資並結合本市幼兒園社區教保資源中心及親子館等，讓參與師資培訓的學員

將其所學結合於課程教學設計中，誘發學員創新性思考，激發出能量及活化

師資客語教學技能，提升客語教學效能與落實文化扎根。 

(四) 強化本府客委會所屬客家文化會館、藝文活動中心、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及客

家文化主題公園之功能與特色，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並培訓客語志工服務人

員及客語專業服務人士，且與社區或其他族群團體相互合作，作為都會各族

群文化交流活動場所。 

(五) 訂定客語能力認證獎勵機制，透過獎勵金的發放，直接鼓勵市民提升客語能

力，踴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提高客語使用率及普及率，達到客家語言

推廣之目的。 

二、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一) 舉辦客家後生文學獎，以保留當代客家生活樣貌，由人文關懷角度出發，使

大眾能藉由文字一窺當代客家縮影，記錄當代客家生活，透過跨世代及跨領

域的對話、凝視與沉澱，詮釋客家生活經驗，反思客家在各種當代議題中的

處境與出路，開展當代客家的新文學風貌，為客家文化傳承奉獻一份心力。 

(二) 辦理青年流行客家文化推動計畫，培訓青年學習客家歌樂曲、樂器及相關創

作，將所學活用於日常生活中，讓客家音樂人才向下扎根，並推展客家文

化。 

(三) 推動臺北客家與國內各客家相關院校系所及各大專院校交流合作，建構當代

客家學之學術交流平臺，增加客家文化於學術研究之發展空間，並吸引青年

參與客家相關研究、深入社區生活、製作各類紀錄，以達傳承之目的。 

(四) 透過客委會舉辦之相關活動，增加親子協力、祖孫同樂項目，藉以蒐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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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後辦理活動邀請目標對象，以達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之

目標。 

三、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一) 以移民節慶的方式辦理義民嘉年華，呈現客家族群在臺北扎根之文化背景與

歷史脈絡，從「祭典」、「遊行」以及「藝文展演」、「市集」四大核心活動呈

現客家文化價值。創造傳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與多元的對接，形塑

都會客家慶典新樣貌，並鼓勵民間社團及市民大眾從參與籌備規劃、執行到

成果分享，逐步強化與擴大民間參與，達成以民間辦理為主，公部門協助輔

導為輔的目標，進而使本市成為全臺客家文化平臺，豐富臺北多元文化，同

時推至國際舞臺，形塑臺灣客家品牌，打造深具客家特色的城市藝術節慶。 

(二) 辦理文化節活動，以客家人的聚集地為發想主題，藉由田野調查方式訪查客

家人在臺北客莊的生活脈絡，感受當地客家人的生活樣態、人文風景，據以

創作客家音樂及影像故事，辦理相關音樂發表，以音樂、文字、影像等不同

的載體，延續並營造臺北客莊精神，記錄客家之過去與未來。 

(三)引領客家藝文走入社區，讓客家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更多專業展演空間，結合里

辦公處或社區相關團體，將客家藝文展演活動推展至各個社區，讓更多人認

識、喜歡客家之美。 

(四) 結合各地客莊新興工藝及新農業，帶動創新文化產業及農村活力發展，建立

原鄉客莊與都會客家之對話，使臺北成為流通全臺各地客家原鄉物產、人文

之最佳窗口。 

(五) 考量臺北市都會特質，檢視園區建築物現況及回應市民需求，進行公園空間

改善並融入客家藝文元素，提供臺北市民創作、展演等之交流，連結客家與

非客家間文化創作能量，建構完整之客家文化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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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

一

般

行

政 

 

一 .

行

政

管

理 

 

<一>行政管理 

 

辦理會計、政風、人事、總務等業務。 

貳 .

客

家

政

策

研

究

發

展 

 

一 .

研

究

發

展

業

務 

 

<一>研究發展

與館室管理業

務 

 

1.強化客家文化會館、藝文活動中心及客家圖書影音中心之功能

與特色，並與社區或其他族群團體相互合作，作為都會各族群

文化交流活動場所。 

2.為青少年量身打造詞曲創作及音樂製作等專業課程，期許客家

文化向下扎根。 

3.補助客家學術、社區營造、政策推廣、音樂及劇本創作等，以

推廣客家文化，提昇客家相關學術研究、音樂及劇本創作動  

能。 

4.辦理大學青年學習系列活動計畫，增強與客家年輕人的連結，

深化年輕人的客家自我認同。透過吸引青年行動的方案設計，

從感動與反思中建立屬於新一代客家人的責任和使命感。 

5.推展社區客家藝文展演活動，結合里辦公處，將客家藝文展演

活動推展至各個社區。結合專業與在地，讓全臺各地優秀表演

團體有機會至臺北市表演，並邀請在地團隊演出，各區里民可

以在社區有機會就近欣賞客家，碰撞交流火花，參與客家藝文

饗宴。 

6.辦理臺灣客家原鄉生活體驗與城鄉交流相關活動，結合本市各

客莊同鄉會，深入原鄉，體驗社區營造及在地產業，讓更多年

輕世代體驗客家生活。 

7.辦理客家文化資料數位典藏，進行客家相關資料田野調查及研

究，透過影像紀錄之拍攝，達到記錄客家文化發展之目標。 

8.辦理廣播頻道客語播送計畫，增加客語播送服務；打造友善之

客家環境，豐富都會多元文化。 

9.結合各地客莊（村聚落）新興工藝及新農業，帶動創新文化產

業及農村活力發展，建立客莊與都會客家之對話平臺。 

10.推動臺北客家與海內外客家事務交流與合作，建構國內及國際

客家社團之連繫網絡，增廣臺北客家國內外關係之發展空間。 

11.進行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空間改善，融入城南周邊藝文元

素，藉由臺北首善之都豐富的文化資源及優勢，提供臺北市民

創作、展演等之交流，連結客家與非客家間文化創作能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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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完整之客家文化交流平臺。 

12.定期召開委員及市政顧問會議，借重客家領域委員之專長與才

能，提供客家政策規劃方向。 

13.督導客家文化基金會營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作為全臺各地客

莊文化及產業的交流平臺，提供市民認識本市多元文化的據點

與聚會、休憩場所。 

參 .

客

家

語

言

文

化

推

廣 

 

一 .

文

教

推

廣

業

務 

 

<一>語言文化

保存推廣業務 

 

1.落實客語向下扎根目標，獎勵本市幼兒園辦理客語教學、客家

文化推廣課程及活動。辦理幼兒客語學習成果觀摩活動，提供

幼兒園間互相觀摩學習之展演平臺，並藉此激勵更多幼兒園投

入客語傳承行列。 

2.推動校園內客語學習及客家文化認識風氣，補助本市國中小學

成立客語社團辦理客語傳承及客家文化推廣活動，並同時舉辦

學習成果發表活動。 

3.辦理客家文化到校推廣服務計畫，在本市國民小學、幼兒園及

外僑學校進行客家文化教學，加強學生對客家文化認識的廣度

及深度。另加入增進客語傳承及親子互動之教案及教保資源中

心親子活動，並規劃搭配園所家長日、園遊會等辦理，期透過

教學活動讓學童以及家長有系統的認識客家文化語言。 

4.辦理客語師資培訓計畫，規劃後生師資於本市親子館或教保資

源中心實務訓練課程，鼓勵親子參與，深入社區及家庭以充實

語言傳承之種籽力量，落實客家語言向下扎根，永續傳承之效

果。 

5.補助個人或團體辦理客家文化語言相關研習課程，並請獲補助

之班隊參與社區展演或活動演出，以落實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

之目的。 

6.補助本市客家歌謠班辦理客家傳統及創新音樂研習課程，並請

獲補助之班隊參與社區展演或活動演出，藉良性互動對話達成

客家文化普及化與優質化的目標。 

7.補助優異客家藝文團體，鼓勵其藉由跨域、跨界或跨族群合作

之客家藝文展演活動方式，增加學習觀摩機會，帶動非客家族

群接觸客家、了解客家，以推廣客家文化。 

8.辦理本市客語教育中心成果觀摩活動並進行客語家庭調查，藉

由戲劇、歌唱、舞蹈等方式走入社區，以吸引市民參與體驗客

家文化。 

9.辦理本市客語教育中心訪視輔導，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訪視輔導

小組，進行實質的訪視輔導，與各班老師、班長及學員深度交

流，以提升客語教育中心各班的表演素質。 

10.辦理臺北客家義民祭系列活動，並輔導、補助民間社團共同投

入辦理。 

11.辦理文化節活動，藉由訪查客家人在臺北的生活脈絡，據以創

作客家音樂及影像故事，辦理相關音樂發表及成果展示。 

12.辦理傳統文化信仰活動，帶動傳統文化在現代臺北都會生活中

的全新面貌，省思今日的都會臺北客家，如何自傳統節慶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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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之意涵，賦予其新時代的文化意義。 

13.為達成一體性的客家終身學習體系，臺北客家書院以客家語言

文化為主軸，整合「新藝術」、「新工藝」、「新農業」、「新風

尚」、「客家語言及文化」五大主題，連結工藝美學、藝術創

作、影像敘事等領域，透過各種課程(含八音進階課程)、工作

坊、公共參與以及活動的舉辦，發展以客家文化為底蘊的當代

客家文化，建構都會客家的辦學定位與方法，形塑都會客家終

身學習環境。

14.編印客家語相關教材，以推廣客家語在各級學校教授之普及

率，並提供自學者更多元的學習管道。

15.舉辦客家後生文學獎，以保留當代客家生活樣貌，由人文關懷

角度出發，使大眾能藉由文字一窺當代客家縮影，記錄當代客

家生活，透過跨世代及跨領域的對話、凝視與沉澱，詮釋客家

生活經驗，反思客家在各種當代議題中的處境與出路，開展當

代客家的新文學風貌，為客家文化傳承奉獻一份心力。

16.發行客家文化季刊，以電子化形式推展生活化之客家文化，作

為認識都會臺北客家平臺及溝通橋梁的角色。

17.訂定客語能力認證獎勵機制，透過獎勵金的發放，直接鼓勵市

民提升客語能力，踴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提高客語使用

率及普及率，達到客家語言推廣之目的。

18.透過客委會舉辦之相關活動，增加親子協力、祖孫同樂項目，

藉以蒐集調查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後辦理活動邀請目標對

象，以達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之目標。

肆 .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一 .

營

建

工

程 

<一>其他修建

工程 

1.辦理「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空間改善計畫」工程案。

2.參建「科技大樓站停車場新建工程」案。

二 .

其

他

設

備 

<一>其他設備 1.租賃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等設備。

2.購置場地出借、客家文化研習班等館室營運相關輔助設備。

伍 .

第

一

預

備

金 

 

一 .

第

一

預

備

金 

<一>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第一預備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