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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臺北市政府108年5月1日

府法綜字第1086019359號令公布之「臺北市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設置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設立，監督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二、設立宗旨及組織概況： 

本中心係為經營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各場館、發展流行音樂產業、培

育流行音樂人才、厚植臺灣流行音樂文化實力而設立，主要任務如

下： 

（一）本中心各場館及附屬設施之經營管理。 

（二）辦理流行音樂演出及相關展覽活動。 

（三）培育流行音樂相關人才，扶植流行音樂產業。 

（四）辦理流行音樂產業研究及推廣業務。 

（五）其他與本中心設立目的相關事項。 

本中心於112年4月25日成立第二屆董事會及監事會，共計14位董事

及5位監事。 

組織編制內人員合計72人（113年底在職人數），包括執行長及部門

主管等擔任管理職務者。 

本中心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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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3年度營運計畫之執行成果： 

113年度主要業務計畫包括「TMC 場館維護」、行政營運、「 TMC 品牌

活動及行銷」、「TMC 科技」、「TMC 大數據」、「TMC 音樂學院」及

「TMC # The World」等七大系列計畫，其重要成果說明如下： 

一、 「TMC 場館維護」系列計畫： 

(一) 表演廳技術/硬體服務： 

定期進行空調、水系統、發電機等設施保養、檢修及汰換，確保

基礎設施使用之可靠性。 

南北基地今年均落實進行一次高壓電斷電檢測，每月進行高低壓

盤例行檢修、發電機無載運轉測試、給/污/廢水系統保養檢修，

今年達成率100%。 

(二) 提高節能減少用電支出： 

實施碳盤查與二線式燈具控制系統上線，獲得ISO及CNS認證，機

動調整場館耗能設施之設定使能源使用最小化。同時也針對不合

時宜之燈具、空調設備進行汰換。 

(三) 全區指標統一規劃： 

持續優化全園區指標，定期針對實際狀況修改內容，確保提供使

用者正確資訊。 

113年度持續優化園區指標。包含文化館、產業區消防平面圖、

三館安全梯安全門告示、拒馬告示輸出全面更新、表演廳戶外禁

菸立牌設置等多項優化。 

(四) Live House A、B、C 場域優化： 

本中心南基地共有四個展演空間，分別為Live House A（1,600

人）、B（800人）、C （200人）、D （200人），其中最小之 

Live House D 已由北市府文化局協助完成展演設備及聲學設施建

置，並由本中心營運管理，作為北流人才培育各項課程及計畫基

地，並兼營場地外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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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A、B已於113年度透過招商由第三方單位進駐營運。

Live House C將朝策略聯盟方式營運，提供音樂科技應用及跨界

產業辦理活動之展演空間，並輔以提供中心品牌及培育計畫使用。 

二、 行政營運： 

(一) 組織發展： 

本中心迄113年12月31日止，在職員工（不含董事長）共計72人，

以維持中心全區（南、北基地）營運管理維護及推動各項流行音

樂發展計畫之基礎人力需求，並符合各項組織法令規範。 

(二)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落實： 

本中心持續改良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完備規章及行政作業程序： 

因應時宜及政府法令修訂，修正本中心規章，提升法人整體法遵

意識並達成零裁罰目標。 

本中心另已制定年度內部稽核計畫，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行年

度稽核作業。113年度稽核作業未發現重大違失，亦未有致使中

心重大損害之情事。 

(三) 規章及其他資訊公開： 

本中心依《臺北市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就所執行之

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故而，為便

利公眾利用、促進參與本中心事務，中心就涉及外部事務之規章，

如場地出借辦法等，公開揭露於官網之法規專區。 

(四) 資源整合：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組織，依法由公部門挹注資源經營，期許以企

業化之專業思維及行政彈性，密切與產業接軌，為流行音樂產業

開闢新的商業契機、耕耘音樂土壤以培育更多優秀人才。落實本

中心「音樂即生活，生活有音樂」的理念。 

三、 「TMC 品牌活動及行銷」系列計畫： 

(一) 推廣及優化品牌強化中心品牌認識度： 



 

4  

加深中心企業識別系統（CIS）呈現於民眾生活之多樣性，同時整

合多元行銷通路，包含自製內容宣傳影音、活動宣傳製作物、品

牌周邊商品等，藉以強化品牌識別及深植中心形象。 

執行成果及概況列示如下： 

項目 內容 

中心路燈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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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品牌形象製作物 

 

園區方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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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中秋賀卡  

春節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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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成果宣傳影片 

 

周邊商品 

 

(二) 活動及展覽規劃： 

辦理集客類別活動，以活絡園區、挖掘新秀為目標，本年度已辦

理2次主題單點式活動企劃「Soffee Days音樂節」及「北流金舞



 

8  

台」，透過定期舉辦鼓勵歌唱與發掘歌唱人才，並落實落實「音

樂即生活、生活有音樂」理念。 

113年度6月至11月辦理「北流金舞台」，相關效益如下表： 

項目 效益說明 

參與人次 共計 2230 人次 

報名人數 共計 400 人 

媒體報導 超過 20 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1,276,000 人 

113年11月2日至3日辦理「Soffee Days音樂節」，相關效益如下

表： 

項目 效益說明 

全場人次 兩日共計 33000 人次 

演出樂團 超過 12 組演出機會 

媒體報導 超過 25 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1,100,000 人 

(三) 音樂主題活動： 

持續打造北流長期大型音樂IP活動「喔北搖音樂節」、「北流耶

誕小鎮」，持續培養忠誠客群，強化品牌的建立與經營，同時活

絡專業場域使用，匯聚臺灣流行音樂人才與資源。在商業能量帶

動下，以提升產業整體水準與達成培育目標，進而成為一個能被

國際關注的臺灣大型流行音樂聚落。 

113年7月20日至21日辦理「喔北搖音樂祭」，相關效益如下表： 

項目 效益說明 

全場人次 兩日共計 25,000 人次 

線上直播 超過 12 萬人次觀看 

演出樂團 超過 30 組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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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效益說明 

媒體報導 超過 90 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780,000 

113年12月14日至15日辦理「北流耶誕小鎮」，相關效益如下表： 

項目 效益說明 

全場人次 兩日共計 40000 人次 

演出團隊 超過 30 組展演 

媒體報導 超過 102 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1,000,000 

(四) 展覽策劃： 

北流文化館內之常設展為臺灣第一個講述臺灣近百年流行音樂史

的展覽，截至113年底，累計參觀人數達200,146人次。另鑑於常

設展授權將屆，已啟動常設展主題擴展，規劃將於115年底增加

客語、台語及原民語展區。 

並舉辦常設展或特展相關之宣傳活動，如：四月歡樂島活動於清

明連假周末共舉辦二日，包含市集、演出及親子課程活動。九月

文化館生日慶於9月第二周起連三周末舉辦中秋烤肉活動、晨光

運動音樂派對、One night in 北流夜間派對活動等，共計7場活

動。 

(五) 原創新媒體內容節目： 

從音樂產業面向規劃多元音樂主題性話題，以產業動態、音樂新

知、人物專訪等單元，搭配中心三館節目、活動或展覽話題，兼

具深度、多元與全面性，期望透過更專業的訊息，給予對流行音

樂有興趣的大眾更多元的選擇，並加強音樂知識傳播的力量。 

113年度已策劃製作《北流音樂沙龍》新媒體節目，共產出5支對

談節目內容，於北流FB、IG、Youtube發布，總流量為296,413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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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部門節目活動行銷宣傳： 

本中心行銷推廣部持續協助加深跨部門行銷宣傳力道，如內容研

發部「銀髮樂音社」、「OPEN LAB 北流音樂人才發源計畫」、

「北流雲」等專案；南基地商店主題行銷活動宣傳；文化館常設

展相關之延伸活動企劃協力及公關室舉辦之各面向品牌行銷宣傳。 

行銷宣傳之執行成果及效益說明列示如下： 

項目 效益說明 

社群觸及數 超過 16,582,000 次 

瀏覽人次 超過 23,148,000 次 

媒體發稿數 超過 600 則 

(七) 中心形象及宣傳品製作： 

本中心行銷推廣部已製作新一年度中心形象影片及其他文宣品，

推廣中心品牌廣度，結合中心內部資源發揮宣傳擴散效益，達到

多面向宣傳之形象廣度。 

配合文化館、產業區、及表演廳做不同語言（英日韓）導覽地圖，

開發中心紀念商品，也以展覽內容與旅遊業合作延伸行銷宣傳，

並整合多元行銷通路，推廣中心及聯合商家舉辦之活動及表演等，

累積及發散中心相關活動之宣傳廣度，規劃深度訪談及專欄報導，

加強行銷之深度及厚度。 

執行成果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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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形象影片 

 

導覽地圖 

(日) 

 

 

導覽地圖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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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導覽地圖 

(韓)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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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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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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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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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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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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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深度訪談 

與報導 

 

(八) 商務開發/品牌合作： 

本中心與各產業領域之優質指標性品牌進行雙方合作（包含：聯

名商品、聯名專案企劃等），藉由多方跨界聯名合作進一步宣傳

中心品牌，拓展到不同客群及受眾，提升中心品牌形象及曝光度。

另，針對中心合作過之各領域指標企業，深化結合中心年度自辦

活動之商務合作，邀請更多企業夥伴實際支持，提供企業與音樂

產業合作的內容場域，以期為中心產出更多商務合作成功範例，

並與各產業界維持友好合作默契及關係。 

執行成果及概況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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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北流 x 

Nonsense/ 

f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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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北流 x 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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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北流 x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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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果 

北流 x 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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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MC 科技」系列計畫： 

(一) 北流雲後擴計畫：  

「北流雲」係以整合產學與政府資源，融合線上手指鼓（Finger 

Drumming）、線上數位音樂課程、音樂製作與展演領域的國際產

業資訊媒合。 

113年度共舉辦多場音樂產業交流會，包含「We Make Beats」系

列、「手指鼓推廣」免費產學交流會，以及與文策院合辦的「音

樂Ｘ法律產業交流小聚」、「投融資說明會音樂產業專場」等，

累計418人次參與。 

(二) 科技應用： 

持續挖掘音樂與科技跨界應用之案例，並於113年度舉辦北流Ｘ

方式馬戲《時間縫隙裡的馬戲美術館》跨界展演專案，結合馬戲、

特技雜技、音樂、舞蹈、投影及IR聲音科技，開放看排7日共101

位民眾參與，正式演出共吸引991名觀眾，總計突破千人參與。 

五、 「TMC 大數據」規劃： 

(一) 建立人流資訊： 

透過人流資訊，瞭解訪客的興趣及需求，提供更貼近使用者需求

的服務。 

中心於文化館櫃檯設置滿意度調查，113年全年度共獲得7,583份

問卷，常設展整體參觀體驗平均分數為 9.23 / 10，館內人員服

務體驗平均分數為 9.29 / 10，環境體驗平均分數為 9.22 / 10，

指標體驗平均分數為 9.03 / 10，動線體驗平均分數為 9.01 / 

10，均在高度滿意程度之上。北流園區的動線體驗平均分數為 

8.6 / 10，指標體驗平均分數為 8.65 / 10，環境體驗平均分數

為 8.9 / 10，均在滿意程度之上。 

(二) 建置北流會員系統： 

透過會員系統，建立訪客資料庫，了解使用者需求，並提供相對

應的資訊及服務，截至113年底，北流會員數計為7,6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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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優化自媒體頻道，加強LINE官方帳號推廣，截至113年底，

LINE@訂閱數為12,795人。 

(三)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官網及自媒體： 

資料更新維護及與電子報資訊連結。113年度已完成官網「文章

專區」每月更新20則，全年共240則國際近期音樂相關產業動向

資料，並透過官網版位、電子報等管道推廣。 

(四) 北流產出彙整： 

整合北流相關內容，例如音樂輿情、北流主要活動、表演廳演出

資訊、文化館展覽資訊、商家優惠活動、南港鄰里活動、文化局

活動、市府主要活動、原創新媒體內容等，提供使用者一站式的

音樂生活服務。 

113年完成逾1360篇社群發文，並已發送38期北流電子報，平均

開信率為34.71%。 

六、 「TMC 音樂學院」系列計畫： 

(一) 國教署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第四年與國教署合作，串聯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

教育局辦理線上講座，共413人參與。另與高雄教育節、臺東縣

教育處合作辦理實體數位音樂講座，觸及140位臺東國中小校長。

年底於北中南三地展開取樣機教師研習，共85位教師參與。 

(二) Open Lab 北流音樂人才發源計畫： 

113年度本中心延續辦理Open Lab北流音樂人才發源計畫，更進一

步深化年輕學子音樂素養及實務經驗。旨在促進學生音樂組織與

社團的發展，減輕場地與硬體支出的負擔，為學生族群提供演出

機會和相關職能課程。活動透過徵選與培育學生進入音樂產業，

並達成國內音樂產業基礎人才與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場館演出的媒

合。相關效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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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效益說明 

報名投件組 共計 22 組 

參與人次 共計 1800 人次 

媒體報導 超過 10 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279,000 人 

(三) 銀髮樂音社： 

「北流銀髮樂 (ㄌㄜˋ) 音社」今年邁入第三屆，為零音樂基礎

的樂齡朋友設計課程，以往曾經開設手指鼓、數位五線譜編曲等

入門課，今年則選擇了 DJ 作為切入點，並招募60歲以上樂齡朋

友報名參加，同時也邀請北流園區進駐品牌 Pioneer DJ 合作， 

結合園區資源一同共享，為喜愛音樂的阿姨叔叔們，打造專屬課

程。相關效益如下表： 

項目 效益說明 

報名投件組 共計 22 組 

參與人次 共計 300 人次 

媒體報導 8則媒體報導 

社群宣傳 總觸及超過 113,000 人 

(四) 音樂創作培訓活動： 

與沃康特合作開設多場音樂製作講座，包含嘻哈編曲、取樣與AI

應用等多元課程，累計342人次參與。另舉辦New Steps工作坊、

AI4kids營隊等特色課程，共405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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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TMC #The World」系列計畫： 

(一) 常設展海外移展計畫： 

113年度本中心將常設展移至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展出，與

華盛頓大學：台灣研究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合作，

由馬世芳與陳德政擔任策展顧問及文本統籌，以六大展區濃縮臺

灣流行音樂各世代精髓，展出近50件重要展品。 

開幕首日，由黃韻玲董事長攜手策展顧問馬世芳及文本統籌陳德

政擔任講者，於開幕講座中大聊臺灣流行音樂故事，吸引許多民

眾到場參與，現場人氣爆棚。 

展覽期間為4月24日至5月28日，整體觀展人數超過10,000人。 

(二) 國際顧問團： 

自112年底起，本中心開始籌組國際顧問團，從產官學界建立人

脈，匯集亞洲多國音樂廠牌、唱片公司、藝人經紀、演出場地等

主理人，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及臺灣，共8個國家16位顧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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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音樂博覽會： 

臺北音樂博覽會（TAIPEI MUSIC EXPO，簡稱TMEX）是臺灣唯一規

劃邀請國內各音樂節、唱片經紀公司，及國際駐台代表處參與佈

展進行實質合作交流的活動。透過北流國際顧問團，邀請11國家

地區25位音樂節策展人及節目買家來台深度媒合交流，是一個結

合展覽+媒合+論壇+深度交流的B2B2C活動。 

113年首次舉辦，運用文化館一樓的大廳及二樓特展廳，分別舉

辦國際論壇超過600人次參與， 以及20家音樂節、44家唱片經紀

品牌現場策展，總人流數達14,473人次。 

本次活動大幅提升臺灣與國外音樂產業交流認識，並促進媒合，

對於臺灣流行音樂產業有相當助益，因此規劃逐年辦理以深化其

影響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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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AM JAM ASIA音樂節： 

JAM JAM ASIA音樂節致力於打造專屬於「臺北市的都會型國際音

樂節」，113年邀請包含臺灣與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越南、新加坡、菲律賓等多國藝人演出，運用北流表演廳、3間

Live House 及戶外廣場，共 5 個特色舞台同時展演，市民大道

進行封街與市集活動。超過 50 組海內外音樂人，帶來獨具特色

的演出之外，也有多場跨國共演，超過38,500人次民眾參與。 

本活動除提供音樂人國際交流之外，於中心品牌形象部分，社群

觸及超過500萬次、曝光量710萬次，超過30,000則留言，媒體新

聞超過1,000萬次曝光，實體曝光超過800萬次，對於中心的品牌

形象有極大的幫助。本活動與臺北音樂博覽會同時辦理，相輔相

成，讓整體活動更為完整，為讓JAM JAM ASIA音樂節持續累積影

響力，規劃逐年辦理。 

BIG WAVE BIG WAVE 

VIBE STAGE – FLOW STAGE – 

BIG WAVE 

V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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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實況： 

(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決算數3億6,856萬8,339元，包括勞務收入

2,767萬6,720元、其他租金收入1億4,029萬1,619元、政府機關

核撥收入2億0,600萬元，較預算數增加4,879萬1,339元，增加

約15.26%，主要係本年度新增辦理臺北音樂博覽會(TMEX)及JAM 

JAM ASIA活動之門票收入、表演廳場次與票房抽成收入增加及

本年度新增中央專案補助收入，綜合上述原因，以致收入較預

期增加。 

(二)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3億6,791萬4,488元，包括業務費

用1億9,784萬4,120元及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1億7,007萬368元，

較預算數增加2,552萬3,488元，增加約7.45%，主要係因本年度

新增辦理臺北音樂博覽會(TMEX)及JAM JAM ASIA相關活動，致

費用較預期增加。 

(三)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決算數2,012萬2,649元，包括利息收入173萬

6,926元、資產使用及權利金509萬5,236元、違規罰款收入499

萬8,359元、廣告收入799萬9,999元、受贈收入3萬3,100元、賠

（補）償收入223元及雜項收入25萬8,806元，較預算數增加509

萬8,649元，增加約33.94%，主要係因廠商及客戶違約所產生之

罰款，以致收入較預期增加。 

(四) 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決算賸餘2,077萬6,500元，較預算數增加

2,836萬6,500元。 

二、 淨值變動概況： 

本中心113年度期初淨值1億8,135萬6,835元，增加本期賸餘2,077

萬6,500元後，期末淨值為2億213萬3,335元。 

三、 現金流量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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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淨增2,362萬3,056元，為本期賸餘

2,077萬6,500元，減利息股利之調整173萬6,926元，加調整非

現金項目淨增284萬6,556元(折舊、減損及折耗淨增458萬

3,451元、攤銷淨增281萬3,341元、流動資產淨減1,227萬

1,789元，流動負債淨增772萬1,553元)，加收取利息173萬

6,926元，較預算增加1,242萬2,056元，增加約110.90%。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淨減3,397萬1,492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3,063萬4,111元、其他無形資產24萬4,469元及遞延費用314萬

1,202元，減少其他資產4萬8,290元，較預算增加94萬7,508元，

增加約2.71%。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淨減91萬9,866元，係減少其他負債91萬

9,866元。 

(四)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1,126萬8,302元，較預算數增加約

1,244萬9,698元，增加約52.49%。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計51億7,600萬5,534元，其中流動資產2億3,219萬

2,972元，占資產總額4.49%；不動產、廠房及設備3,830萬198

元，占資產總額0.74%；無形資產121萬8,859元，占資產總額

0.02%；其他資產49億429萬3,505元，占資產總額94.75%。 

(二) 負債總計49億7,387萬2,199元，其中流動負債8,927萬839元，

占負債及淨值1.73%；其他負債48億8,460萬1,360元，占負債

及淨值94.37%。 

(三) 淨值決算數為2億213萬3,355元，占負債及淨值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