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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法草案總說明 

 
    依客家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

（鎮、市、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由客家委員會將其列為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同法

第七條規定，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發展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之權益與

發展。 

 茲為落實推動上開法律規定，並審酌客庄聚落發展的需要，爰擬

透過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制度性設計，促使相關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市）發揮自治權能，建立推動與督導機制，與客家基本法、研

訂中之客語發展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等相關

法規共同結合成為配套規範，加強推動客家語言、文化、文化資產、產

業與聚落之發展，以提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語、文化資產、傳統

表演藝術及工藝、當代藝文學習與創作、空間美學及文化產業等面向更

具客庄在地文化特色及人文價值。爰擬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法」

(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第一章總則：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用詞定義及中央主

管機關得定期召集會議，並規劃得由重點區決定語言使用等規定。

（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 

(二)第二章客語發展：規範重點區得立法決定其行政工作語言使用客語

之方式及其立法程序；定期辦理客語使用調查及規範客語發展計畫

訂定之相關程序。（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三)第三章文化資產發展：揭示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文化資產主管

機關就重點區文化資產之提報、審查、指定應考量事項及後續保存

補償及獎勵措施；敘明文化資產保存、保護與活化責任及經費來

源。（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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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章傳統表演藝術及工藝：傳統表演藝術及工藝項目之公告、應

辦理相關匠師及團隊之認證及獎助事項；推動無形文化資產之傳

承、推廣、活化及教育推廣等工作。（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 

(五)第五章當代藝文學習與創作：推動重點區客語（文）藝文學習、創

作、發表及推廣；教育及客家藝文結合並鼓勵區內舉辦、補助之各

項節慶與活動及所屬藝文場館，應積極納入傳統與當代客家藝文展

演。（草案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 

(六)第六章空間美學：重點區都市或土地開發之設計應考量之事項；設

計單位應尊重在地傳統空間紋理與客家特色，提出保存與回饋計

畫。（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七)第七章文化產業發展：提出政府機關（構）於重點區舉辦、補助文

化活動之規劃、表演及創作，應優先考量在地客家藝文人士參與及

產業輔導事項；鼓勵民間舉辦活動或展演時，優先邀請在地藝文工

作者或文創業者。（草案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八)第八章推動機制：敘明地方客家發展計畫之訂定及應納入事項；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本法推動事項之督導、輔導及獎助權責；定明本法

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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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加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下簡 

  稱重點區）客家語言、文化、文化資產、產 

  業及聚落之發展，特制定本法。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按客家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客家人 

    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   

    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並由本會將其列為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    

    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另同法第七 

    條規定，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發展規劃， 

    應考量客家族群之權益與發展。為落實上 

    開規範意旨，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客家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

公所。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重點區：指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客家基本法第四條

規定公告之鄉（鎮、市、區）。 

二、重點區發展事務：指重點區內有關客家

語言、文化與產業之發展事務。 

三、行政工作語言：指機關（構）執行行政

任務所使用之口語語言及書面文字。 

四、在地語言生態：指各重點區內與包括客

語在內之通行語言產生交互作用之人、

事、環境及其相 互影響情狀。 

本法用詞之定義。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統籌、協調及推動本

法規定事項，得每年定期召集重點區鄉（鎮、

市、區）長及所在直轄市、縣（市）客家事

務主責機關首長進行會商。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召集會議之事項及

對象。 

第五條 重點區經直轄市、縣(市)制定自治法

規或公民投票，得決定轄內以客語為機關

(構)辦公、洽公語言或學校教育語言。 

定明重點區得由直轄市、縣(市)立法或公民投

票，決定客語為機關(構)辦公、洽公及學校教

育語言。 

第二章  客語發展 章名。 

第六條  重點區為鄉（鎮、市）者，得由鄉（鎮、 

  市）公所制定自治條例，決定其所屬機關 

 （構）行政工作語言使用客語之方式；重點區 

  為直轄市或省轄市之區者，得由市政府制定 

  之。 

定明重點區之鄉（鎮、市）得立法決定其行政

工作語言使用客語之方式及其立法程序。 

第七條 重點區應定期進行客語使用情形調

查，以作為訂定客語發展計畫之依據。 

   前項客語發展計畫，在鄉（鎮、市）者

由鄉（鎮、市）公所定之，並由縣（市）政

一、第一項規定重點區應定期進行客語使用

調查及作為訂定客語發展計畫之依據。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分別規定客語發展計畫

之訂定機關、訂定方式與報告公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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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督導；在區者，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前項客語發展計畫，應先經公告，並以

公聽會等方式，經民眾參與後訂定之，並於

每年第一季公告前一年度實施報告。 

前項發展計畫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指標，因地制宜，兼顧在地語言生態，訂

定年期目標，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報告

亦同。  

應考量事項及相關核定機關。 

第三章  文化資產發展 章名。 

第八條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文化資產主管 

  機關就重點區之文化資產之提報、審查、指 

  定，應著重考量客家文化與在地人文價值之 

  時代性、代表性與象徵性。 

定明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文化資產主管機

關就重點區文化資產之提報、審查、指定應考

量事項。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保存重點區 

  文化資產，其位於都市計畫區者，得以全部 

  行政區域為範圍實施容積移轉與其他獎勵措 

  施；其位於非都市計畫區者，得比照鄰近都 

  市計畫區之標準實施之。 

定明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重點區文化資產

保存時，其位於都市計畫區者，得實施容積移轉

與獎勵相關規定；位於非都市計畫區者，得比照

鄰近都市計畫區之標準實施。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重點區 

  文化資產之保存、保護與活化經營；其經費 

  得由基金或成立專戶支應。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下列各款之一

方式籌措： 

一、編列年度預算。 

二、工程受益費部分收入之提撥。 

三、私人團體之捐獻。 

四、中央之補助。 

五、都市建設捐之收入。 

六、辦理本法事項產生之盈餘分配。 

      前項第二款及第六款之收入提撥、盈餘 

  分配之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前項第 

  五款都市建設捐之徵收，另以法律定之。 

定明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加強重點區文

化資產保存、保護與活化經營之責任、相關經

費支應、籌措及其法規之制定。 

第四章  傳統表演藝術及工藝 章名。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依法公告 

  之重點區傳統表演藝術及工藝，應辦理匠師 

  及團隊相關認證並提供生活津貼或其他獎 

  助。 

定明重點區傳統表演藝術及工藝項目之公告、

應辦理相關匠師及團隊之認證及獎助事項。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應推動或鼓勵民間辦理前條

公告無形文化資產之傳承、推廣及活化等工

作，並得優惠或無償提供所屬場地、設施作

為學習與展演使用。 

定明重點區無形文化資產之傳承、推廣及活化

等工作之推動事項。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鼓勵重點 定明重點區無形文化資產之教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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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之國民中、小學，將第十一條公告之無形 

  文化資產項目納入校訂課程或實施校外教 

  學並融入相關領域學習。 

第五章  當代藝文學習與創作 章名。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結合民間

資源，在重點區以獎助、表揚或競賽等方式，

積極推動以客語（文）進行當代藝文之學習、

創作、發表及推廣。 

定明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重點區客語（文）

藝文學習、創作、發表及推廣之推動事項。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推動

重點區國民中、小學教育與當代客家藝文學

習、創作結合。 

定明重點區教育與客家藝文結合事項。 

第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於重點區舉辦、補

助之各項節慶與活動，及所屬藝文場館，應

考量多元文化表現，積極納入傳統與當代客

家藝文展演。 

定明政府機關（構）於重點區舉辦、補助之各

項節慶與活動及所屬藝文場館，應積極納入傳

統與當代客家藝文展演。 

第六章  空間美學 章名。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輔導 

  重點區之都市計畫及鄉村整體空間規劃納入 

  具客家美學之設計。 

前項之設計包括街廓布局與形式、建 

  築造型基準、街區特徵色彩、街道家具風格、 

  公共場所設計風格、都市園藝等項目，並考 

  量在地客家人文與自然地景之符應。 

      前項之設計參考準則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定明都市設計及整體空間規劃相關應考量事

項。 

第十八條 重點區各項都市設計、土地開發之 

  設計，其設計單位應尊重在地傳統空間紋理 

  與客家特色，並提出相關保存與回饋計畫。 

定明重點區都市或土地開發之設計，應尊重

在地傳統空間紋理與客家特色，及提出保存

與回饋計畫等事項。 

第七章  文化產業發展 章名。 

第十九條 政府機關（構）於重點區舉辦、補

助之文化活動，其規劃及執行，應優先考量

在地客家藝文創作者、表演工作者或文創業

者之參與。 

定明政府機關（構）於重點區舉辦、補助文化活

動之規劃、表演及創作，應優先考量在地客家藝

文之參與。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鼓勵民

間於重點區舉辦之藝文活動或展演，優先邀

請在地藝文工作者或文創業者之參與。 

定明鼓勵民間於重點區舉辦活動或展演時，優

先邀請在地藝文工作者或文創業者參與。 

第二十一條 重點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積極輔導轄區內產業，運用地方文化特色及

資源，提升產品或服務之地方品牌價值，並

加強行銷推廣。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寬

編經費，予以補助。 

定明重點區產業之輔導事項。 

第八章  推動機制 章名。 

第二十二條 重點區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定明地方客家發展計畫之訂定及應納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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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訂定各該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 之地方客家發展計 

  畫，將本法相關事項納入，由直轄市長、縣 

  (市)長及鄉(鎮、市)長擔任召集人並定期召 

  開會議，積極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推動之。 

       非前項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公所，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督導地方

政府推動本法相關事項，並予獎勵補助。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本法推動事項之督導、

輔導及獎助權責。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之區屬重點區之鄉(鎮、

市)改制者，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該區

之預算應不低於改制前之鄉(鎮、市) 預算，

並應邀集該區在地客家社會賢達及相關專

家學者組成客家語言文化諮詢委員會，定期

諮詢其對客家語言文化推動之建議。 

按客家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直轄市之區

由鄉（鎮、市）改制，且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者，政府應考量轄內客家族群意願，保障客

家族群語言文化之自主發展，爰於本條定明其

相關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定明本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