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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

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文化行政與文化法規 

楚樾老師 

一、臺灣境內有許多越南、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人群移入，帶來了許多新的文化現象與文

化需求。你認為地方政府可以採取那些文化政策回應新住民或移工的文化現象與需求？這些

政策可以為臺灣社會帶來那些正面的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理解新住民或移工的文化需求 

【擬答】 

成立新住民文化交流中心 

地方政府可設立專門新住民文化中心，為新住民與移工提供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透過舉

辦各種文化活動，如節慶慶典、音樂舞蹈表演、手工藝展示等，讓臺灣社會了解並尊重新

住民的文化。正面影響促進文化理解與尊重，讓臺灣居民更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

體，減少誤解與偏見，促進族群間的和諧共處。 

提供語言學習與文化教育 

提供新住民及移工學習中文語言課程的機會，幫助其克服語言與文化隔閡。此舉可促進國

人與新住民之間的互動，因為語言是文化交流的橋樑，掌握語言有助於新住民融入社會與

工作環境，提升其生活質量，同時避免文化差異引起的誤會與衝突。 

豐富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 

鼓勵新住民及移工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將原鄉文化帶入臺灣創新內容，例如音樂、藝術、

料理等方面的創作與創業。地方政府可以提供創業輔導、資金支持或是設立專門的展示平

台。正面的影響就是可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讓新住民的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地方特色產業。 

二、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成為各國重要的文化政策工具，用以強化民眾的文化參與或提供更多

藝文創作的機會。請說明生成式人工智慧（例如 ChatGPT 或Midjourney 或其他）對民眾的

文化參與會帶來那些正面或負面的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理解當代生成式人工智慧對民眾文化生活的影響 

【擬答】 

正面影響 

降低創作難度促進創意思考 

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協助之下，可以幫助一般民眾輕鬆創作出高質量的文學作品、音樂

或是視覺藝術等。舉例而言，一個不具備藝術專業的人可以通過 Midjourney 生成高水準

的圖像或是透過 ChatGPT 撰寫文章與詩歌。 

擴大文化參與層面以及普及化 

生成式 AI使得文藝創作工具更為普及化，民眾不再需要購買昂貴的設備或專業軟體即

可參與創作，有助於擴大文化參與的範圍，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和創作各類藝術作品。另

一方面，AI可以輕鬆突破語言障礙，將各國的文藝作品翻譯並展示給更廣泛的觀眾，促

進全球文化交流。 

創新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 

生成式 AI的出現帶來了全新的文化創意產業形式，例如 AI生成的音樂、動畫、遊戲等

內容，可以成為新的商業模式。這些新型態的產業不僅增加了藝術創作的種類，也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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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新的市場。 

負面影響 

創作的原創性與著作權問題 

首先，生成式 AI創作的作品可能引發原創性質疑，由 AI生成的藝術作品可能無法被視

為人類「真正的創作」，進一步貶低藝術創作者的價值，引發人類創造力的信心危機。

此外，AI生成的作品到底應該歸屬於誰，是使用 AI的創作者、還是 AI的開發者或是

AI本身？這樣的法律與倫理問題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著作權爭議，衝擊文創產業。 

導致文化同質化與市場惡性競爭 

首先，AI生成的內容通常依賴大量的數據集來進行學習，因此某些特定的風格或模式的

作品可能會遭到大量複製傳播，結果將變得同質化，缺乏獨特性和多樣性。再者，隨著

AI的普及，創作成本降低，人人都是藝術家、文學家。這也意味著大量的內容會進入市

場，對於真正的藝術創作者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尤其是當 AI生成的作品質量不亞於

人類創作時，市場可能會面臨過度飽和，最終落入惡性競爭的局面。 

帶來道德與倫理的社會風險 

AI技術可能被用來生成不當或有爭議的內容，例如冒犯性作品或有誤導性的信息，這會

對文化與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同時，AI生成的內容可能會反映其訓練數據中的偏見，加

劇社會中的文化歧視，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 

 

三、民國 113 年文化部完成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制定以來最大幅度的修法，請問這次修法的內容有

那些重點？（25 分） 

《考題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理解今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法的重要內容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命中特區》文化行政講義新修訂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法講解 

【擬答】 

公共藝術分級辦理原則 

經文化部統計近 3年案件，250萬元以下案件平均約占六成五，其中校園案逾六成，為增

加運用彈性，減少行政程序繁瑣，以 200萬為界，將公共藝術分級辦理原則分為三級。第

9條規定，總經費 50萬元以下者，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辦理內容以公共藝術教育推廣、

民眾參與、美感培養等活動。其次，第 10條規定 50萬至 200萬以下者，除了得以比照第

9條辦理活動之外。如屬常設型公共藝術，仍應依一般審議程序執行。第三，第 11條規

定，辦理公共藝術總經費逾 200萬者，應擬具設置計畫送審議會審議。 

明確定義特殊事由之免辦情況 

第 5條具體定義「特殊事由」可免辦理公共藝術，包括「文化資產相關工程」、「工程或

基地具封閉未開放性質，或具安全疑慮等不適宜辦理公共藝術者」、「國防機敏相關工

程」與「其他經審議會同意情事」、改將經費繳至基金或專戶統籌運用於文化藝術事務，

以使資源有效運用。 

常設型公共藝術之拆遷辦理原則 

修法前，曾發生興辦機關誤認為 5年期滿即可申請移置或拆除公共藝術的憾事，因此，新

修訂第 29條刪除常設型公共藝術 5年內不得移置或拆除規定，避免誤解。同時，興辦機關

於常設型公共藝術設置完成驗收後，應列入財產維護管理，不得任意予以移置或拆除。 

設立公共藝術輔導團 

為了提高辦理公共藝術的品質與成效，新法特別增訂第 8條：「各級主管機關得邀集具公

共藝術專業或參與經驗者，組織公共藝術輔導團，提供興辦機關辦理設置計畫、教育推

廣、民眾參與及管理維護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諮詢輔導，或示範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專案管理及利益迴避 

修法新增第八章「專案管理及利益迴避」，明訂專案管理廠商得提供之服務項目，以及公

共藝術制度內各角色利益迴避及違反之作為。包括第 30條「委外專案管理廠商之辦理事

項」；第 31「審議會利益迴避規定」，要求審議會委員不得參與應審議之公共藝術設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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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第 32條「審議會利益迴避原則」等。 

 
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許多宣言與方案，來搶救世界各地的少數族群語言，像在 1999 年宣

布：每年 2 月 21 日為「國際母語日」；宣示 2008 年為「國際語言年」；2017 年推動「以

多語種教育邁向永續發展的未來」；2018 年提出「保護與促進語言多樣性宣言」，請問為何

要保護語言權？我國政府有那些語言政策？並請評估政策的影響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理解保護語言權的重要性與法規及政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國家語言發展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擬答】 

保護語言權的目的 

語言不僅是人際之間的溝通工具，更是文化、歷史和身份的象徵，保護語言的目的性至少

包括：「表現文化多樣性」、「凝聚社會認同」、「傳遞知識與智慧」以及「彰顯各族群

的文化權利」等，因此先進國家多會透過制定政策或是立法進一步保護語言權。 

我國政府的語言政策 

國家語言發展法 

「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2019 年制定「國

家語言發展法」。明定國家語言包含所有族群的語言以及手語，保障社會各族群的語言

平等。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1項以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2017年制定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明訂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立法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

存與發展、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 

學校多元語言教育政策 

除了英語文已列為義務教育的必修課程之外，另外依各縣市區域的需求，在學校課程中

推動母語教育，包括客語、閩南語以及原住民族語言，確保學生能夠在生活環境中學習

與應用自己的母語。除此之外，為因應近年來新住民及其子女的需求，也在學校以及社

會教育上開設新住民相關的語言課程。另一方面，也在電視頻道開設客家、原住民族與

新住民等之影視節目，保障公共視聽權。 

推動語言政策的影響 

正面影響包括，透過語言政策，進行文化復振，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和語言，確保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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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會因為外來語言的壓力而消失，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是，提高社會包容性，維

持語言的多樣性，可讓社會上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更好地互相理解和合作。最

後，提升義務教育的學習品質，讓學生能夠在多語種環境中學習，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

和全球視野。透過母語教育，還可改善學習成效與族群認同感。 

不過，語言政策的推動，也有一些問題亟待克服。例如「資源有限而分配不足」，語言

政策的執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但是公共資源有限下，對於偏鄉的實施成

效有限。第二，「主流化語言的擠壓」，語言的傳續在於使用的人口，若是語言使用的

人口逐漸減少，在主流化語言優勢的擠壓影響下，語言政策將不易廣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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