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智邦藝術基金會於 2000 年由智邦科技支持成立，秉持智
邦核心精神「集結眾人之力」與「落實真正的夥伴關係」。基金會以「藝
術為橋樑」，致力於建立多元共融的環境，並推動永續與平權的公
眾參與。為因應時代變遷，藝術基金會於 2024 年重新調整運作方
向，聚焦於三大核心使命：

這些目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緊密結合，特別是目標 4：
優質教育及目標 17：促進多元夥伴關係。2024 年，基金會總投入
金額達新台幣 5,365,906 元，其中包含來自新竹市政府的
4,000,000元勞務委託費，用於經營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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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5,365,906元

其中

4,000,000 元整 - 來自政府補助款
1,365,906 元整 - 來自智邦科技捐款

2024年藝術基金會經費來源

投入類別分析

72%

3,866,962 元

打造全民共享的
藝文場域

投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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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8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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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藝術人才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專案 1―藝術人才扶植

普世價值對藝術家的定義，往往局限於他們在市場或公共展示空間中的角色，即其存
在與認同通常依賴外界的關注與評價。然而，智邦藝術基金會在扶植藝術家的過程
中，強調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與參與感，認為藝術家不僅是創造者，更可以是社會變
革的推動者。

自 2016 年起，藝術基金會便以藝術進駐模式扶植藝術家，積極鼓勵他們在創作的同
時，關注地方文化並回應相關社會議題。截至 2024年，智邦藝術基金會共支持了 47
位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其中有 13 位在進駐合約結束後，仍持續參與社會型藝術計
畫。例如，2024 年基金會推薦藝術家柏葳前往日本黃金町進駐，運用其擅長的噴漆
創作，協助橫濱若葉町的街娼對策計畫。此外，2024 年藝術基金會與智邦公益館合
作推出的藝術共融計畫，也成功促成 8組藝術家與 8間機構的媒合，透過共同參與與
體驗，深化藝術創作的社會價值。

藝術家吳柏葳運用擅長的噴漆創作，協助橫濱若葉町的街娼對策計畫並獲頒感謝狀  （ 照片/吳柏葳 提供 ）

2024年藝術基金會與智邦公益館合作推出的藝術共融計畫，現場成果展大合照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藝術工作坊專案 2―普及藝術體驗

藝術體驗不應侷限於特定族群或單一議題，而應融入生活，成為人人皆可參與的日常
活動。智邦藝術基金會致力於打造跨領域的藝術工作坊，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感受
與實踐藝術，藉此提升個人文化素養，同時促進社會的多元性與包容性。
2024 年，藝術基金會與藝術家社群合作開發了一系列強調觀察、概念引導與實作的
藝術工作坊，共開設 22堂課程，吸引 296人參與。參與者除了來自本地，還包括在
新竹生活的美國、英國、菲律賓、印尼、緬甸及日本等國際人士，展現活動的文化多
樣性與跨國吸引力。

參與者背景亦相當廣泛，包括
學生、教師、工程師、設計師、
工廠作業員、研究員、藝術工
作者、退休人士及家庭主婦，
充分體現工作坊課程設計的普
及性與包容性。這些課程不僅
為參與者提供了藝術探索的機
會，也促成了不同身份與文化
背景間的交流，實現藝術連結
生活的初衷。

和藝術家陳彥瑋共同舉辦手撕畫工作坊，用加法和減法概念去製作趣味的圖樣  

和藝術家Richard合作3D程式列印工作坊，和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一同
探索新竹



全民共享的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藝術村現場工作人員為來訪者用心導覽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營運專案 3―打造全民共享藝文場域

城市中的公共空間是否可以透過公辦民營的模式，使空間、資源與資金的利用提高效
能？智邦藝術基金會自 2016 年起，與新竹市文化局合作，透過勞務委託的方式營運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基金會致力於將藝術村打造為全民共享的藝文場域，兼具教育性
與實驗性，並重新為位於市中心邊陲地帶的歷史建築注入新活力。

2024年，智邦藝術基金會在鐵道藝術村內舉辦了

根據 422 份參觀問卷調查結果，
58.3% 的參觀者停留時間超過 30
分鐘，51.9% 的受訪者將藝術村
選為家庭出遊的目的地，52.6%
對整體空間規劃表示非常滿意，
65.8% 則對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
給予高度肯定。

19 檔 藝文展覽 

25 場 活動及課程

共吸引

415名課程參與者，迎來31,212人次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