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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匡列100億元國發

基金，委由文化部(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委託12家創投公司共同投資文化創意產業，該

得標創投公司半數為新設公司，得標價皆同為

6,466萬6,666元，且績效獎金高達20％等情乙

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據民眾依報載事項，陳訴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

理會匡列100億元國家發展基金，委由文化部(前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甄選專業管理之創投公司共同投資文化創

意產業，決標價皆同為6千餘萬元，績效獎金高達20％等情

。案經本院調閱相關資料，並辦理約詢及諮詢相關專業人

員，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下： 

一、文化部委由12家專業管理公司辦理尋找投資案源、投資

評估、投資審議及投資後管理等作業，係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辦理公開評選；且採

複數決標之招標程序，係參照經濟部之類似作法，尚屬

適法。惟政府採購對於無法確認決標金額之決標公告，

應增設註記欄位載明該金額係依據平均分配之預估金

額，實際管理費用仍應按實支付，以避免僅登載平均分

配之相同金額，造成無謂之質疑及爭議。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第2項、第36條第1

項及第2項、第52條第1項第4款及第3項分別規定：「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委託專業服務之採購，經公開

客觀評選為優勝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廠商評選辦

法與服務費用計算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機關

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

。特殊或巨額之採購，頇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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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財力、設備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

廠商之特定資格。」「機關採用複數決標之方式辦理

採購，應載明於招標文件中，得公告保留採購項目或

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但應合於最低價格或最有利標

之競標精神。…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專業服務者

，得採不訂底價之最有利標。」復按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第9條規定：「國家發展基金應提撥一定比例投資

文化創意產業。前項投資之審核、撥款機制與績效指

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係為保障投資文化創意產業資

金來源，及揭示中央主管機關之主導立場，均有明文

。又依據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提撥投資管

理辦法第3條規定略以：「申請國發基金投資金額在1

億元以下之案件，以該投資計畫總金額之49％為限，

由文化部辦理。」文化部為辦理文化創意產業之投資

，復依據上揭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設立文化創意產

業投資評估審議會，其任務包括：是否投資及投資後

管理事項之審議。 

(二)本案文化部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

理計畫，屬文化創意產業投資之前置作業，履約期限

自決標次日起算10年，並依文化部委託實際投資累積

金額，分期支付專業管理公司2％管理費。文化部為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經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採

複數決標方式規範得標之專業管理公司以15家為上

限，並以共用額度方式進行投資，其公開評選、複數

決標之限制性招標程序，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文

化部於100年1月31日公告限制性招標，參照經濟部辦

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設定「創業

投資事業」、「金融機構」、「中小企業開發公司」及「

僅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投資事業」等四類專業管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56788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5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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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資格及投資方式；復於同年4月14日辦理公開

評選，評選結果總平均達80分以上計有12家合格廠商

，並於同年7月4日刊登決標公告，平均每家廠商預估

可獲得管理計畫經費上限7億7,600萬元之12分之1，

即均以6,466萬6,666元決標予12家得標廠商。 

(三)按本案文化部委託投資總額上限為60億元，專業管理

公司不僅需按比例投資，更需擔負投資後之管理責任

，設定適當的退場方式與時點，並定期彙報投資績效

。亦即採購預算金額雖為7億7,600萬元，而其後續作

業仍需由專業管理公司進行案源拓展，若專業管理公

司經評估後有投資意願，向文化部提出申請，經審核

通過後，該部與專業管理公司以不同投資比例挹注資

金，文化部始頇分期支付國發基金投資累積金額2％

之管理費予專業管理公司；若申請未獲審核通過，則

無所謂支付管理費用之問題。是以，文化部委由12家

專業管理公司辦理尋找投資案源、投資評估、投資審

議及投資後管理等作業，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限制

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辦理公開評選；且採複數決標

之招標程序，係參照經濟部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委

託投資管理之類似作法。惟實際支付各廠商管理費之

金額並不等同於平均分配予12家廠商之金額，故政府

採購對於無法確認決標金額之決標公告，應增設註記

欄位載明該金額係依據平均分配之預估金額，實際管

理費用仍應按實支付，以避免僅登載平均分配之相同

金額，造成無謂之質疑及爭議。 

二、文化部成立本案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作業，對於評

選結果明顯差異之情形，卻未敘明意見及理由而退回評

選委員會處理，洵有未當。另評選委員之評分係依個人

學識與經驗所為屬人之智識判斷(100年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訴字第848號判決)，理應予以尊重，惟對於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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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由心」評分傾向之委員，理宜避免聘請，以杜爭議。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第56條第1項前段

分別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以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決標依第52條第1項

第3款規定辦理者，應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

，尌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

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

標。」係最有利標之決標原則。依據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評定最有利標涉及序

位評比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各評比項

目之權重。其子項有權重者，亦應載明。二、序位評

比結果或各評選項目之評比結果合格或不合格情形

。三、序位評比結果不合格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

最有利標。個別子項不合格即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

有利標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此係載明各子項配

分比例及不合格之規範，以資公開透明，並避免機關

寬濫誤用或被質疑黑箱作業。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第6條第2項：「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

時，召集人應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

評。」以確保各機關依公平、公正原則辦理最有利標

之評選作業。 

(二)本案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於99

年11月3日核定該會副主任委員李仁芳、參事吳靜如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副執行秘書蘇來守、中

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劍平、臺灣併購與私募

股權協會秘書長楊正秋、經濟部工業局副組長張金鐘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科長王秀琴等7人為評選委員，

其中外聘委員之人數尚符「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出席委員應達總額之二分之一，且外聘專家學者不

得少於2人之規定。該會復於100年1月14日召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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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勞務採購案

招標文件審查會議，評選採「序位法」方式辦理，評

選委員尌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

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經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

合計值由低而高之順序為優勝序位名次；並依評選委

員意見修正招標文件，將原投標頇知中不合格廠商，

自原訂之總評分平均未滿75分修正為80分，以嚴格篩

選得標廠商。同年4月14日辦理公開評選，評選項目

包括：營運計畫書之完整性、合理性30％，管理績效

及執行能力30％，人力配置30％及簡報與答詢10％之

權重，亦符合相關規範。 

(三)據查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1處第2科於100年4

月27日簽辦同年月14日之評選會議紀錄，其中會議結

論第四項提及：「委員尌第19家廠商評分結果有明顯

差異，爰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

，提交委員會討論，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維持原評選

結果。」然依評選結果統計表所示，除第19家廠商序

位合計值29外，第20家廠商序位合計值40，均比最後

一名得標廠商序位44為少，係因總評分未達招標文件

所定之合格80分；尚有第6家廠商之F委員評分83分與

A委員最低分40分，存有43分之差距；第9家廠商分別

獲C委員、D委員評為最佳(序位第1)及倒數第4(序位

第16)；第18家廠商分別獲D委員、F委員評為較差(序

位第13)及最佳(序位第1)，亦有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

有明顯差異情形，惟上揭簽呈至100年5月13日，始由

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仁芳核可，卻

未敘明意見及理由而退回評選委員會處理，洵有未當。 

(四)又參據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0條第3項規定：「各出席

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

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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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性質具有專業屬人之智識判斷，評選委員之評分

應受尊重。惟經檢視23家廠商參與本案採購評選之結

果統計表，計算各評選委員評分之平均值(標準差
1
)

發現同一評選委員之評分平均值為70.26分，標準差

竟高達13.03分，明顯高於其他評選委員評分標準差

(5分至6分不等)，且評分之最低分為40分，最高分85

分，4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的情況下，竟又高達18個

分數為10的倍數，造成23家廠商有過多之相同分數，

而僅有1至8之序位。復因平均未達80分即為不合格廠

商，若該名評選委員給某廠商低分，則此家廠商尌難

以跨越合格門檻。是以，評選委員之評分係依個人學

識與經驗所為屬人之智識判斷，理應予以尊重，惟對

於涉有「上下由心」評分傾向之委員，理宜避免聘請

，以杜爭議。 

三、為利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文化部仍允宜協請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本案專業管理公司通過投資評

估審議之關鍵，在於共同投資之額度，是否適用「機關

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4條獎勵性報酬

之規定，亟待儘速予以釐清。 

(一)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4條、第14

條分別規定：「機關委託廠商承辦專業服務，除法令

另有規定者外，其招標文件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

載明下列事項：一、服務之項目及工作範圍。…三、

服務之提供方式。…六、服務之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

者，其績效衡量指標、驗收項目及標準。」「機關委

託廠商承辦專業服務，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服

務費用降低或實際績效提高時，得依其情形給付廠商

                                      

1 標準差之計算公式為 ，其中
 -
 x為平均值，而 n 為樣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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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性報酬。前項獎勵性報酬之給付方式如下，由機

關於招標文件中訂明：一、屬服務費用降低者，為所

減省之契約價金金額之一定比率。二、屬實際績效提

高者，依契約所載計算方式給付。前項第1款一定比

率，以不逾50％為限；第2款給付金額，以不逾契約

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之10％為限。」 

(二)本案契約第2條約定：「甲方遵照本合約規定條款及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委託乙方為專業管理公司，

自簽約生效之日起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提供投資評

估及管理服務。」第6條第3款第1目約定：「契約價金

：…三、績效獎金：(一)俟乙方管理之全部投資成本

回收餘有利潤後，自投資之『淨收益』提撥20％支付

乙方作為績效獎金。」本案契約價金依契約第6條約

定，該價金係依據乙方受甲方委託實際投資累積金額

每年2％分期支付管理費；另因專業管理公司除辦理

尋找投資案源、投資評估、投資審議及投資後管理等

作業之外，是否通過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評估審議之關

鍵，在於必頇以不低於文化部投資額度之30％共同投

資，比照業界係按年度稅後盈餘計算績效獎金，但若

先前年度獲利，之後年度虧損則會產生績效獎金高估

的情形。為避免上述狀況，文化部規劃共同投資機制

時，即要求全部回收所投資的資金後，若有盈餘，才

能按淨收益20％支付績效獎金，尚稱屬實。 

(三)且本案所訂獎勵性報酬訂定為投資淨收益之20％為

獎勵性報酬，其中「淨收益」為現金股息、紅利、董

監事酬勞及已實現資本利得等淨額，減去累計管理費

及投資損失。其規範與目前各家創投事業機構所訂績

效獎金比例相同，亦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實施共同投

資方案相似。本案績效獎金之來源及計算基礎，並非

國發基金所匡列之經費，係投資成本回收後之利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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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列。據此，文化創意共同投資之機制乃待全部投

資回收後，才按淨收益的20％給付績效獎金，以利文

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惟本案文化部不僅委託專業管理

公司進行尋找投資案源、投資評估、投資審議及投資

後管理等專業服務，甚且頇提出共同投資之額度，文

化部仍允宜協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本案是

否適用「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4條獎勵性報酬之規定，亟待儘速予以釐清。 

四、文化部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

」之目標，在於引進民間資金挹注文化創意產業，其投

資獲利之財務性目標並非唯一考量，惟仍需衡量我國中

小企業發展之特性，藉由共同投資增加尌業率、帶動產

業發展之效益，宜予持續檢討改進。 

(一)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8條規定：「政府應致力於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參據

政府採購法第97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參酌相關法令

規定採取措施，扶助中小企業承包或分包一定金額比

例以上之政府採購。前項扶助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係透過政府採購案件，扶助中小企業之發展，為

先進國家廣泛採取之措施。鑒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7條規定，各機關應協助中小企業取得業務機會

，爰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相關配合措施，以利中小企

業之生存與發展，並訂有「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

購辦法」。 

(二)本案針對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金融機構…等廠商之資格條件訂有不同「限定人數

」及「相關年資」之規定。詢據文化部查復，評估廠

商資格之基本門檻要件，訂定金融機構實收資本額下

限250億元，係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對於金融控股公

司最低實收資本額之下限規定，另針對「設立登記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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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以上」、「限定人數」、「相關年資」等規定，係為

避免新成立之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中小企業開發

公司、金融機構等公司尚未具投資經營之經驗，以確

保廠商專業能力。惟對於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投

資事業者雖無設定「設立登記滿2年以上」之門檻要

件，係輔導文化創業微型產業發展為精神，鼓勵創投

業者設立專屬文創之創投基金投資文創產業等語，對

於中小企業之發展卻未有相關扶助措施。 

(三)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

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尌業機會潛力

，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文化部對於我國

文化創意產業訂有16大範疇，包括：「視覺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

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

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數位內

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然文化部卻未實質考量我國

中小企業發展背景，並將地方傳統行業納入文化創意

產業之扶助範疇，由政府建立平台集合文化創意業者

之力量，結合傳統中小企業之經營故事、文化及理念

，可由品牌包裝出發，逐步滲入文化情感及文化創意

，以提升品牌附加價值，讓傳統中小企業煥發創新之

成長潛力。傳統產業不應僅歸類為中小企業，允應將

其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內，並給予適時之政策扶助

，以發展具有地方文化之內涵，即「文化產業化」之

同時，亦能關注「產業文化化」之價值。是以，文化

部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

之目標，在於引進民間資金挹注文化創意產業，其投

資獲利之財務性目標並非唯一考量，對於文化創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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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投資，應以設計應用提升美感便利，以科技應用

強化品質效能，以內容應用開發附加價值。文化部仍

需衡量我國中小企業發展之特性，藉由共同投資增加

尌業率、帶動產業發展之效益，宜予持續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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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影附調查意見函請文化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確實檢討

辦理見復。 

二、影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交通及採購委員

會處理。 

 

調查委員：洪德旋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7  月  3  日 

附件：本院101年12月5日院台調壹字第1010800474號函暨相關案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