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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認識 

1. 前⾔ 

「藝⽂⼯作者」是⼀個廣泛且定義模糊的群體，包含了各式各樣從事藝⽂相關⼯作的⼈⼠，
像是畫家、演員、⾳樂家、作家、導演、攝影師、編舞家、設計師等，⽽且我們不難觀察到
這些藝術⼯作者通常⾯臨低薪、⾼⼯時與⾝⼼壓⼒等困境。 

然⽽，政府與社會對於藝⽂⼯作者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對於他們的勞動現況的缺乏瞭
解。疫情期間，藝⽂⼯作者是最受衝擊的群體之⼀，為了理解他們疫情後的⼯作情況並持續
追蹤，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以下簡稱：藝創⼯會）於2023年初時進⾏了⼀份關於
藝⽂⼯作者勞動現況之問卷調查，並委託共⼒研究社進⾏後續分析，主要關注「勞動概
況」、「⾝⼼壓⼒」、「疫情影響」這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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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組成 

在分析藝⽂⼯作者的勞動狀況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問卷的受訪者組成。這次調查是藝創⼯
會第⼆次⾃主調查，上次是在2019年，兩次調查的⽅法相似，都是通過現有的⼈脈網絡發
放網路問卷供受訪者填寫，我們在不嚴格檢驗問卷調查的效度和信度的前提下進⾏本次研
究。 

綜合比對受訪者的基本社經資料後，我們發現兩次受訪者的差異不⼤，組成基本相似，受訪
者主要特徵為「女性」、「年輕」、「⾼學歷」、「在北部⼯作」、「⼯作領域為視覺或表
演藝術者」、「⼯作內容為創作或⾏政者」，其餘請詳⾒附件。 

兩次調查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填答⼈數，本次問卷在2023農曆年前完成填答，總共有819⼈參
與，相較於上次調查減少了約⼀半的填答⼈數。由於本次問卷發放⽅法與上次相似，這可能
是由於疫情後有些⼈離開了藝⽂領域⽽無法被觸及，或者是⼈脈組成發⽣變動或其他原因。 

另⼀個明顯變動是兼職比例⼤幅提升⾄74%，較上次調查提⾼了30個百分點。雖然問卷設
計有所修改，但的確更可能是兼職性質比例在這四年來有明顯提升，這可能跟產業⽂化或疫
情⼯作型態改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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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薪、⾼⼯時、分布趨M型化 

在這次調查中，藝⽂⼯作者的「薪資」與「⼯時」之勞動情況是我們關注的焦點。調查統計
顯⽰，受訪者的平均薪資只有30,549元，每⽉平均⼯時竟達182⼩時，換算成時薪只有168
元，僅剛好等於2022年的基本⼯資。 

與政府公開資料相比，這次受訪者的薪資⽔平低於⼀般服務業和創作及表演藝術業的平均薪
資。2022年服務業的平均薪資是56,829元，⽽與藝⽂⼯作者最為相關的「創作及表演藝術
業」平均薪資為42,345元。可以看出，藝⽂相關⾏業在服務業裡頭算是低薪的⼀群，更別
說與製造業相比了。⽽且，我們的調查結果顯⽰，受訪者的平均薪資更明顯低於「創作及表
演藝術業」的平均薪資，這可能是因為政府所收錄之資料主要為受僱者，⽽他們的薪資通常
較⾼⼀些。 

另⼀⽅⾯，從⼯時來看，受訪者平均⽉⼯時達182⼩時，這比⼀般認知的每天⼯作8⼩時還
多。這個數字⾼於服務業與創作及表演藝術業的⽔準，這可能意味著加班⼯時並沒有在政府
資料裡頭完全反應出來，但也有可能是受訪者的⾼估了⾃⼰的⼯時，或是他們⾃主認定的⼯
時與雇主認定的⼯時有所不同，這是未來也值得關注的議題。 

我們調查結果顯⽰，若根據不同就業情況區分 ，越偏向非典型勞動形式（如兼職或非藝術1

兼職）的藝⽂⼯作者，其平均薪資與⼯時都越低。在薪資⽅⾯，正職藝⽂⼯作者的平均薪資
為37,791元，兼職藝⽂⼯作者的平均薪資為29,735元，⽽非藝術兼職的平均薪資更低，只
有22,682元。在⼯時⽅⾯，正職藝⽂⼯作者的平均每⽉⼯時為191⼩時，兼職藝⽂⼯作者為
184⼩時，非藝術兼職的平均每⽉⼯時則較低，為163⼩時。 

 「正職（只有⼀個藝術領域⼯作）」、「兼職（有⼀個以上的藝術領域⼯作）」、「非藝術兼職（有1

⼀個以上非藝術領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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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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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及表演藝術業

調查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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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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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與上次調查相比，這四年來，藝⽂⼯作者的薪資與⼯時分布都趨於M型化，
即最低級距和最⾼級距的佔比增加，⽽中間級距的佔比下滑。這可能意味著藝⽂⼯作者的薪
資不均現象加劇，雖然有⼀些⾼薪者，但⼤多數藝⽂⼯作者的薪資卻偏低。此外，調查結果
也顯⽰藝⽂⼯作者的⼯時普遍偏長，超過了⼀般⼯時的期望值，這可能導致他們在⼯作壓⼒
和⽣活平衡上⾯臨困境。 

綜合以上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藝⽂⼯作者在薪資和⼯時雙⽅⾯都挑戰，藝⽂相關⾏業的平均
薪資偏低，尤其是非典型勞動形式下的藝⽂⼯作者，其平均薪資更為低落。此外，藝⽂⼯作
者的⼯時普遍偏長，可能對其⾝⼼健康和⼯作效能產⽣負⾯影響。因此透過這些調查結果，
證實了藝⽂⼯作者的確是⼀群低薪⼜⾼⼯時的⼈，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持，包括提升薪
資⽔平、改善⼯時狀況，以確保他們能夠在良好的勞動條件下從事藝術創作和表演⼯作。政
府、相關機構和社會各界應共同努⼒，提供更好的就業保障、福利待遇和職業發展機會給予
藝⽂⼯作者，促進藝術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並尊重和價值化藝⽂⼯作者的付出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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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保與簽約 

在勞動權益保障⽅⾯，本次調查關注藝⽂⼯作者是否有勞保和是否會簽約。 

調查顯⽰，⾼達8成的受訪者擁有勞⼯保險，有4成是⾃⾏於職業⼯會投保，但仍有2成的受
訪者只有國⺠年⾦或未投保，這顯⽰了仍有⼀部分藝⽂⼯作者的保障較為薄弱。 

此外，根據藝⽂⼯作者的⼯作對象，正職的藝⽂⼯作者被劃分為不同的⾝份類別，包括「公
司⾏號（受雇）」、「公家機關/場館」、「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個⼈」、「有立案之
個⼈⼯作室」等。調查結果顯⽰，在公家機關/場館⼯作的正職者中，100%由雇主投保勞
保，⽽在公司⾏號的正職者中，有14%並未由雇主投保勞保。在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作的
正職者中，有21%並沒有由雇主投保勞保，這⼀比例較⾼。此外，在為個⼈⼯作的正職者
中，超過6成都是⾃⾏⾄職業⼯會投保。可以看到不同⼯作對象，投勞保的情況存在差異，
非典型勞動的投勞保比率較低。 

全職者
(215⼈)

A  
雇主投保

B  
⾃⾏投保

C  
國⺠年⾦

D  
無投保

有勞保 
(A+B)

公司⾏號 (受雇) 86% 8% 1% 5% 94%
公家機構/場館 100% 0% 0% 0% 100%
NPO/NGO 79% 15% 6% 0% 94%
個⼈ 8% 65% 16% 10% 73%
個⼈ (立案) 9% 73% 18% 0% 82%
其他 33% 33% 33% 0% 67%
總計 65% 24% 7% 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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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勞保

不知道
2%

無投保
9%

國⺠年⾦
9%

⾃⾏投保
43%

雇主投保
38%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了受訪者對於⾃⼰的勞⼯關係的主觀認知與勞⼯保險勞保情況之間
存在認知差異。例如，有些⼈不認為⾃⼰處於僱傭關係，但事實上卻是由雇主投保；同時，
有23%的⾃⾏投保者不清楚⾃⼰屬於何種勞動關係。這提醒我們在未來可以再加強藝⽂⼯
作者對勞⼯權益的認知。 

最後，在簽約⽅⾯，有3成的受訪者表⽰會簽約，有45%不⼀定會簽約，有25%不會簽約，
顯⽰了仍然有⼀部分藝⽂⼯作者對於⾃⼰的勞⼯權益有所關注和保護，⽽更多時候是視情況
⽽定。其次，在會簽約的⼈中，有7成會在開⼯之前就完成簽約⼿續，這代表著實有⼀些藝
⽂⼯作者對於⾃⼰的勞⼯權益有明確的認知和保護意識，這是未來調查可以持續關注與推進
勞動意識與權益的⽅向。 

全職者
(215⼈) 僱傭 承攬 委任 不知道

A. 雇主投保 82% 9% 5% 4%
B. ⾃⾏投保 31% 29% 17% 23%
C. 國⺠年⾦ 36% 29% 29% 7%
D. 無投保 44% 33% 11% 11%
總計 65% 16%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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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簽約

其他
1%

從不簽約
8%

通常不會簽
17%

不⼀定， 
無特別因素

8%

不⼀定， 
看案件規模或案主

33%

通常會簽
22%

⼀定會簽
12%



5. 綜合分析⽅法 

藝⽂⼯作者眾多，因此本次分析將不特別強調不同⾝份類別（例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
影電視；創作、設計、演出、⾏政、幕後、策展評論）之間的差異，因為這⽅⾯已經有相關
研究。本次問卷調查的主題非常廣泛，無法⼀⼀列舉，基本的敘述統計，例如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專業、⼯作地區、3⼤⼯作領域、與6⼤職種的資料，已整理在附錄中供參考。
⽬前我們只能挑選⽬前階段較為重要的主題進⾏分析，將焦點放在藝⽂⼯作者是否處於非典
型勞動或公部⾨的狀態，並關注相關的幾項產出。 

主要分類包括以下4項：(1) 就業情況：正職、兼職、非藝術兼職；(2) 勞保情況：雇主投保、
⾃⾏投保、無投保； (3) 簽約情況：會簽約、不⼀定簽約、不會簽約？(4) 由於僅有正職者
有較直接的資料，⽽兼職者能從⼯作經歷評估，因此區分全職者與兼職者，⽽本研究在談及
公部⾨時，主要都是指涉在公部⾨⼯作的全職者。 

觀察重點則包含了 (1)薪資與⼯時、(2) ⼼理健康、(3)疫情衝擊與紓困政策。關於其他觀察
重點，例如性別平權、職業安全、未來規劃、政策傾向等資訊，因篇幅有限，相關統計結果
請參考⽂末附錄。 
 

7

IⅠ. 勞動概況

進⼀步的研究⽅法：

• 重要分類X： 
非典勞動、公部⾨

• 觀察重點Y： 
薪資⼯時、疫情衝擊、
紓困、壓⼒

基礎背景

重要分類X X1=就業, X2=投保, X3=簽約
X4=公部⾨ (w/全/兼職)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社經背景
專業、⼯作地區、⼯作領域(3)與職種(6)

觀察重點 Y1=薪資&⼯時 
Y2=⼼理健康
Y3=疫情影響與紓困政策
Y4=未來動向
性平、職安、未來規劃、政策傾向...



⼆、勞動概況 

1. 越處於典型勞動的藝⽂⼯作者，平均薪資與⼯時都較⾼ 

在本次調查中，我們特別關注藝⽂⼯作者的「薪資」與「⼯時」，統計數據顯⽰，受訪者的
薪資中位數為2~3萬元，平均薪資為30,549元；⼯時中位數為9~12⼩時，每⽇平均⼯時為
8.8⼩時，估算時薪為168元，相當於基本⼯資的⽔平。 

為了更加地瞭解不同藝⽂⼯作者的勞動情況，我們進⼀步將受訪者按照「就業情況」、「勞
保情況」、「簽約情況」和「公部⾨」進⾏分類，分析結果顯⽰：藝⽂⼯作者如果越處於典
型勞動的情況，平均薪資與⼯時都較⾼。 

根據「就業情況」區分，全職者的⽉薪中位數與平均數都明顯⾼於兼職者，⽽兼職者⼜明顯
⾼於非藝術兼職者。⼯時⽅⾯，非藝術兼職者明顯較低。此外，全職者的時薪⾼於兼職者，
兼職者⼜⾼於非藝術兼職者。這三者在⽉薪、⼯時和時薪⽅⾯都呈現梯度分佈。 

根據「勞保情況」區分，雇主投保者的平均⽉薪同樣⾼於⾃⾏投保者，⾃⾏投保者⼜⾼於無
勞保者，⼯時也呈現相同的趨勢。但換算成時薪後，反⽽是⾃⾏投保者的時薪略⾼於雇主投
保者，考量到他們可能還需⽀付保費，實際所得可能還會較低。此外，無勞保者可能是因為
收入與時薪過低⽽無法負擔勞保，進⽽陷入低薪且無保障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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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 ⼯時
不同分類之綜合比較

• 越典型勞動，平均薪資
與⼯時都較⾼

• 與公部⾨往來的兼職者
薪資與時薪較低

⽉薪 (Y1a) 每⽇⼯時 (Y1b)
估算時薪 

(⽉薪/⽉⼯時)中位數 估平均 中位數 估平均

X1=就業
全職 3~4萬 37,791 9~12hr 9.0 198
兼職 2~3萬 29,735 9~12hr 8.9 161

兼職 (非藝) 2萬以下 22,682 5~8hr 8.3 139

X2=投保
雇主投保 3~4萬 34,349 9~12hr 9.6 166
⾃⾏投保 2~3萬 30,401 5~8hr 8.7 174
無勞保 2~3萬 24,128 5~8hr 7.9 155

X3=簽約
會簽約 3~4萬 35,389 9~12hr 8.9 188
不⼀定 2~3萬 29,106 9~12hr 9.2 155
不會簽 2~3萬 26,635 5~8hr 8.2 161

X4a=公部⾨ 
(全)

公部⾨ 4~5萬 45,000 9~12hr 10.0 200
非公部⾨ 3~4萬 36,092 9~12hr 8.8 197

X4b=公部⾨ 
(兼)

公部⾨ 2~3萬 26,747 9~12hr 9.2 133
非公部⾨ 2~3萬 28,362 5~8hr 8.6 165
總計 2~3萬 30,549 9~12hr 8.8 168

IⅠ. 勞動概況



根據「簽約情況」區分，會簽約者的平均⽉薪同樣明顯⾼於不⼀定簽約者，不⼀定簽約者⼜
⾼於不簽約者。⼯時⽅⾯，不簽約者的平均⼯時則較低於其他兩者。值得注意的是，會簽約
者的時薪明顯最⾼，這可能意味著簽約與較好的勞動待遇之間的正向循環。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公部⾨全職者的⽉薪中位數與平均數都明顯較非公部⾨來得⾼，⽽
⼯時的中位數雖與非公部⾨相同級距，但從⼯時平均數則可以看出公部⾨的⼯時也較⾼，因
此公部⾨雖然⽉薪較⾼，但因為⼯時也較⾼，因此換算成時薪後，兩者落在相近的⽔平。 

然⽽，與公部⾨有所往來的兼職者的薪資卻沒有⾼於非公部⾨，⽽且⼯時也較⾼，因此時薪
也明顯較低，這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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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典勞動低薪比例⾼  
接下來，我們要區分不同分組的⽉薪分佈情況，基本可以觀察到，當藝⽂⼯作者在最趨於非
典型勞動的狀態時，低薪比例最⾼。 

基本上，屬於典型勞動狀態的正職者、雇主投保者、會簽約者的薪資分佈呈現較為合理的常
態分佈，意思是⼤多數者都落在中間區域，即⽉薪3~4萬這個區間，⽽最低薪與最⾼薪的比
例都相對較少。 

然⽽，屬於非典型勞動狀態的非藝術兼職者、無勞保者、不會簽約者的⽉薪分佈都呈「L
型」，也就是絕⼤多數者都落在最低薪的區間，換句話說，就是非典勞動者的低薪比例非常
⾼！ 

分析顯⽰，超過50%的兼職者⽉薪低於3萬，更有超過50%的非藝術兼職者的⽉薪甚⾄不到
2萬，近半的無勞保者⽉薪低於2萬，不簽約者中也有接近40%的⼈的⽉薪低於2萬。整體來
說，藝⽂⼯作者的低薪情況非常嚴峻，難以想像這些低薪者要如何⽀撐⽣活，或是當意外發
⽣時該如何⾯對。在如此低薪的環境下，這些⼈容易陷入勞動條件不佳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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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Ⅰ. 勞動概況

• 過半兼職者⽉薪低於3
萬，更有過半的非藝術
兼職者低於2萬

• 近半的無投保者低於2萬
• 逾6成不簽約者低於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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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低薪與最⾼薪的非藝術兼職者⼯時相對較長 

接著進⾏交叉分析，觀察在不同條件時，在不同薪資級距的⼯時分佈。 

在「就業情況」這個組別中，當⽉薪在3~6萬這個區間時，正職、兼職、非藝術兼職這三者
的每⽉⼯時並沒有明顯的差距，但可以看到在⽉薪2萬以下時，兼職者的⼯時都⾼於正職
者，⽽在6萬以上時，非藝術兼職的每⽉⼯時明顯最⾼。 

另⼀⽅⾯，在「投保狀態」這個組別中，在各個薪資級距的雇主投保者的每⽉⼯時基本上略
⾼於其他兩者，但差距不⼤；⽽「簽約狀態」這個組別中，各個薪資級距的每⽉⼯時沒有看
到明顯差距。 

總的來說，最低薪與最⾼薪的非藝術兼職者⼯時較長。這可能意味著他們需要在多個兼職⼯
作之間來回奔波以維持⽣計，進⼀步加劇了他們在⼯時與薪資之間的不平衡狀況。這也顯⽰
了非典型勞動者在⼯時與薪資⽅⾯⾯臨的困境，可能會對他們的⽣活和健康產⽣負⾯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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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Ⅰ. 勞動概況

• 雇主投保者⼯時較長
• 簽約與否則無明顯趨勢

在相同薪資級距，
兼職者⼯時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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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相同薪資級距，就業、投保、簽約對於時薪影響不明顯 

在了解了不同情況下的總⽉薪和每⽉⼯時後，接著可以觀察單位薪資（時薪）的情況。⼀個
明顯的趨勢是，⽉薪和時薪在各種情況下⼤致呈正比。 

在「就業情況」這個組別中，當⽉薪低於3萬或者在5-6萬時，正職者的時薪相對較⾼，⽽
在其他薪資級距下，三者之間的差距不明顯。在「勞保情況」這個組別中，反⽽是⾃⾏投保
者的時薪基本上都較雇主投保者⾼。⽽在「簽約情況」這個組別中，則沒有明顯的趨勢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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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Ⅰ. 勞動概況

• ⽉薪與時薪⼤致正比

在相同薪資級距，就
業、投保、簽約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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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職低薪者主因為⼯時過低 

本節的最後，我們來比較公部⾨和非公部⾨全職者的綜合差異。從薪資分布可以看到，公部
⾨全職者的主要薪資範圍集中在3~4萬元，低薪比例極低，⾼薪比例相對較⾼，⾼達20%的
⼈⽉薪超過6萬元。相比之下，非公部⾨的薪資分布較接近常態分佈。 

事實上，全職者的⼯時最多數落在9~12⼩時，⽽公部⾨的比例⾼達將近8成，可說是非常集
中。 

接著，我們來看不同薪資級距下的⼯時表現，可以發現，除了⽉薪4~5萬元這個範圍外，在
相同薪資級距下，公部⾨全職者的每⽉⼯時明顯較⾼，因此儘管公部⾨的平均⽉薪較⾼，換
算成單位薪資後，公部⾨的時薪卻較低。 

接著，我們更聚焦於全職低薪者的處境。從薪資-時薪的分布可以看到「在公部⾨，⽉薪
2~3萬」的時薪，跟「在非公部⾨，⽉薪低於2萬」的時薪，同樣落在100元上下，他們的時
薪其實差不多。然⽽，如果我們比對他們各⾃的每⽉⼯時，可以看到「在公部⾨，⽉薪2~3
萬」約為300⼩時，⽽「在非公部⾨，⽉薪低於2萬」則僅有100⼩時，有明顯的差距。也就
是說，這些⽉薪低於2萬的全職者之所以低薪，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時實在太低了，如果
他們的⼯時能達到168⼩時的⽔平，那麽他們就很可能⾜以跨越⾄下⼀個薪資級距，擺脫低
薪的困境。 

有鑑於此，我們可以便可以推論出：這些低薪的全職者之所以低薪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時太
低，這樣的情況很可能是處在這個階層的藝⽂⼯作者能接獲的⼯作量不⾜，⽩話來說就是根
本沒案⼦可做，這可能根本導致他們處於低薪的處境難以突破。但我們仍要提醒，若要進⼀
步改善全職低薪者的勞動困境，除了著⼒於提⾼薪資⽔平外，也需要關注⼯時不能過長的問
題，確保全職⼯作者能夠獲得⾜夠的⼯作機會和⼯時配額，以實現薪資的合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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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Ⅰ. 勞動概況

• ⽉薪2萬以下之全職者，
⼯時有明顯落差，可能
是此階層案量不⾜所致

• 在相同薪資級距，全職
公部⾨時薪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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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壓⼒ 

1. 藝⽂⼯作者恐暨低薪⼜不快樂 

「沒被看⾒會有⽣存壓⼒，紅了壓⼒更⼤」 

坦⽩說，作為⼀名⾳樂領域的藝⽂⼯作者，筆者深知⾝⼼問題越來越在這個產業裡頭廣泛存
在，許多藝⽂⼯作者在創作中需要不斷表現⾃⼰的情感和創意，並與觀眾互動，這種情緒勞
動可能對其⾝⼼健康造成負⾯影響。此外，社群媒體的發展使得藝⽂⼯作者需要在網絡上與
觀眾互動，這種持續的曝光和社交壓⼒也可能對其⼼理健康產⽣影響。為了在競爭激烈的藝
⽂市場中脫穎⽽出，他們需要不斷展現⾃⼰的創意和才華，並且與粉絲保持互動，維持其關
注度和⽀持。這種長期的⾼壓狀態常常導致藝⽂⼯作者的⼼理負擔不斷累積，甚⾄可能引發
情緒和⼼理健康問題。 

不僅如此，許多藝⽂⼯作者常常為了追求⾃⼰的創作夢想，可能放棄了穩定的⼯作和⾼薪的
職業，甚⾄犧牲家庭關係，選擇從事藝術創作或⽂化⼯作。然⽽，這些⼯作往往薪資低微，
福利待遇不⾜，⼯作不穩定，並且缺乏職業保障。長期處於這種經濟壓⼒和職業不確定性
下，藝⽂⼯作者容易陷入情緒低落、焦慮和壓⼒等負⾯情緒中，進⽽引發精神疾病的風險增
加。 

比⽅說，有⼀些需要站在舞台前的表演者或代表⼈物（frontman），往往扮演著情緒勞動
的⾓⾊，在創作中揭露或是說販賣喜怒哀樂，並在現場或社群媒體上與觀眾互動，這樣的職
業特性很可能對其⾝⼼健康造成負⾯影響，誇張地說，⾝⼼困擾幾乎可說是這些frontman
的基本配備。尤其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公眾⼈物或網紅紛紛坦承⾃⼰的⾝⼼困擾，有⼀
段時間很常聽到某位表演者或Youtuber因憂鬱症、躁鬱症、恐慌症等⾝⼼困擾需要休息或
需要離開⼤眾的眼球。遺憾的是，類似的事件似乎只是持續地上演，我們到⽬前為⽌並沒有
辦法較為清晰地且持續地理解這些演出者或是藝⽂⼯作者的⾝⼼狀況究竟為何？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對於藝⽂⼯作者的⾝⼼健康議題關注較少，可能是因為缺乏相關資料和
研究，然⽽，與過去不同的是，本次調查著眼於關注藝⽂⼯作者的⾝⼼狀況，這也是本次調
查的亮點之⼀。希望能夠透過這份由⼯會發動的調查，可以引發⼤眾關注，並期望⽇後有可
以開展相應的持續調查與協助。 

本次調查是⼯會初次涉獵⾝⼼壓⼒領域，採⽤衛福部的壓⼒指數測量表 來綜合評量受訪者2

的⾝⼼壓⼒狀態來評估受訪者的綜合壓⼒狀態，在此並非單指⼯作壓⼒。考量藝⽂⼯作者⼯
作與⽣活很難⼀線切開的⼯作特性，因此認為採⽤這份壓⼒量表來評估綜合壓⼒是合宜的。

 這份問卷採複選題，詢問近⼀年內是否有下述12種情況發⽣，包括「您最近是否經常感到緊張，覺得⼯作總是做不2

完？」、「您最近是否老是睡不好，常常失眠或睡眠品質不佳？」、「您最近是否經常有情緒低落、焦慮、煩躁的情
況？」「您最近是否經常忘東忘⻄、變得很健忘？」、「您最近是否經常覺得胃⼝不好？或胃⼝特別好？」、「您最近六
個⽉內是否⽣病不只⼀次了？」、「您最近是否經常覺得很累，假⽇都在睡覺？」、「您最近是否經常覺得頭痛、腰痠背
痛？」、「您最近是否經常意⾒和別⼈不同？」、「您最近是否注意⼒經常難以集中？」、「您最近是否經常覺得未來充
滿不確定感？恐懼感？」、「有⼈說您最近氣⾊不太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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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在0~3分為壓⼒可負荷、4~5分為壓⼒蠻困擾（但可負荷）、6~8分為壓⼒很⼤、9分以
上為壓⼒嚴重應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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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壓⼒

藝⽂⼯作者
壓⼒普遍超標

• 有7成受訪者對未來帶有
不確定感

• 超過半數壓⼒超標
• 近3成已達就醫程度



2. 藝⽂⼯作者壓⼒嚴重，近3成需就醫 

調查結果顯⽰，有7成受訪者表⽰經常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和恐懼感，有6成以上經常感到頭
痛、腰痠背痛，並且經常有情緒低落、焦慮和煩躁的情況。整體來說，超過半數的藝⽂⼯作
者壓⼒已經超標，其中近3成受訪者的壓⼒已達到需要就醫的程度，這個比例⾼得令⼈驚
訝，相當於每2個藝術家就有1個壓⼒太⼤，每3個藝術家可能就有1個⼈該去尋求⾝⼼科協
助，這對整體藝⽂⼯作者來說是⼀個不可忽視的警訊！ 
 

根據受訪者的⼯作領域來看，從事視覺藝術的平均壓⼒低於從事表演藝術或電影電視的藝⽂
⼯作者；⽽在不同的⼯作職種中，創作者與策展評論者的平均壓⼒較低。性別⽅⾯，女性藝
⽂⼯作者的壓⼒平均值為6.1分，男性則為6.2分，差異不明顯。 

基本上我們發現，無論是正職、兼職還是非藝術兼職，平均壓⼒差異不⼤，分別為6.2、6.1
和6.0分，不過正職者的壓⼒超標比例還是稍⾼於兼職和非藝術兼職者約4-5個百分點。此
外，從勞保情況來看，雇主投保者的平均壓⼒較⾼，壓⼒超標比例也較其他兩者⾼。從簽約
情況來看，會簽約的藝⽂⼯作者的平均壓⼒與壓⼒超標比例都較不會簽約者來得低，甚⾄低
於整體平均值；然⽽，值得關注的是，不⼀定簽約者的平均壓⼒與壓⼒超標比例卻是三者中
最⾼的。 

順帶⼀提，在公部⾨⼯作的壓⼒較⾼。觀察在公部⾨⼯作的正職者和與公部⾨有所往來的兼
職者，他們的平均壓⼒較⾼，並且在各個薪資級距下，公部⾨正職員⼯的壓⼒基本上都比非
公部⾨的員⼯⾼，例如在同為⽉薪4-5萬元的情況下，在公部⾨⼯作的正職者的壓⼒明顯⾼
於在非公部⾨的正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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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壓⼒

不同類型之壓⼒分佈

• 視覺藝術者、創作者、
策展評論者的壓⼒平均
來說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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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步觀察不同薪資級距和不同⼯時級距的壓⼒值時可以發現兩個現象：第⼀，「⽉
薪越低，壓⼒⼤致越⼤」；第⼆，「在每⽇⼯時5~16⼩時這個區間，⼯時越長，壓⼒越
⼤」。這個觀察與⼀般印象相符，即低薪⼯作通常伴隨著更⼤的壓⼒，⽽過長時間的⼯作也
會帶來更⾼的壓⼒。 

接著可以發現，在所有薪資與⼯時級距下，由雇主投保者的壓⼒皆⼤於⾃⾏投保者；⽽在⽉
薪⾼於3萬元時，正職者壓⼒會⾼於兼職者，低於3萬元時則兩者差不多，⽽正職者與兼職

17

III. ⾝⼼壓⼒

不同分類之薪資/⼯時 
級距的壓⼒趨勢

• ⽉薪越低～壓⼒越⼤
• ⼯時越長～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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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壓⼒

全職與雇主投保者的
壓⼒超標比例較⾼

• 會簽約的壓⼒超標 
(50%) 較舒緩

• 公部⾨壓⼒值較⾼，且
在相同薪資級距時，全
職公部⾨壓⼒基本較⼤

壓⼒程度 (Y2)

可負荷 勉強應付 壓⼒很⼤ 壓⼒嚴重 平均值

X1=就業
全職 23% 17% 33% 26% 6.2
兼職 24% 21% 27% 28% 6.1

兼職 (非藝) 24% 23% 29% 25% 6.0

X2=投保
雇主投保 20% 18% 31% 31% 6.5
⾃⾏投保 28% 22% 28% 21% 5.7
無勞保 21% 19% 28% 32% 6.3

X3=簽約
會簽約 27% 23% 25% 25% 5.7
不⼀定 21% 18% 33% 28% 6.5
不會簽 24% 20% 29% 27% 6.1

X4a=公部⾨ 
(全)

公部⾨ 20% 22% 27% 32% 6.6
非公部⾨ 24% 16% 35% 25% 6.1

X4b=公部⾨ 
(兼)

公部⾨ 21% 21% 29% 29% 6.5
非公部⾨ 25% 22% 27% 26% 6.0
總計 24% 20% 29% 27% 6.1

公部⾨ (X4a)： 
⽉薪 (Y1a) - 壓⼒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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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相同⼯時級距時的壓⼒差距不明顯，只有當正職者⼯時落在13~16⼩時這個級距時的壓
⼒才會⾼於兼職者。 

總體⽽⾔，正職者或由雇主投保者的壓⼒較⾼，這可能意味著典型勞動的壓⼒較⾼，⽽這與
⼀般印象相符，因為在典型勞動情況下，通常也代表著有⼀定⽔平的勞動強度，這時壓⼒較
⼤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公部⾨的平均壓⼒較⾼，這可能與他們相對較長的⼯時有所關
聯，也可能是由於疫情爆發後，公部⾨的⾏政程序變得較以往繁複所帶來的壓⼒。另⼀⽅
⾯，簽約可能有助於舒緩壓⼒，但簽約與否的不確定性則可能帶來另外⼀種程度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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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影響與紓困結果 

1. 疫情對藝⽂⼯作者造成的多重困境 

2020年初疫情爆發以來，許多藝⽂活動如演出、展覽、演講等紛紛取消或延期，對依賴這
些活動維持⽣計的藝⽂⼯作者造成了重⼤的經濟打擊與不確定性，使得許多藝⽂⼯作者得⾯
臨著演⼯作減少甚⾄全⾯停擺的情況，這種對未來抱有⾼度不確定性的情境可能也加劇著⼼
理健康⽅⾯的挑戰。 

⼀份關⼼台灣獨立⾳樂⽂化的研究 指出，在2020年和2021年的COVID-19疫情中，中⼩型3

現場⾳樂場館，特別是台灣的Live House，⾯臨了最直接的⽣存挑戰。即使在疫情不那麼嚴
重的台灣，從2020年3⽉到6⽉，以及2021年5⽉到8⽉，室內活動⼈數限制、出入境管制以
及三級警戒等措施，都使得Live House業者、⾳樂活動單位以及相關⾳樂⼯作者⾯臨⽣活和
事業的存續危機。 

⾸先，疫情對藝⽂⼯作者的經濟影響是非常直接且劇烈的。由於疫情導致許多活動被迫取消
或延期，使得他們的⼯作機會急劇減少，他們可能會陷入經濟困境，如難以⽀付租⾦、⽣活
費⽤和其他開⽀的壓⼒。促使藝⽂⼯作者不得不尋找額外的⼯作機會來填補收入上的缺⼝，
但由於藝⽂⼯作的特殊性，他們可能⾯臨轉⾏困難等問題。 

其次，疫情期間的防疫措施，如社交距離和⼈流限制等，對藝⽂活動的籌備和實施過程變得
更加複雜和耗時，進⼀步增加了藝⽂⼯作者的⼯作壓⼒。例如，劇團、⾳樂家、舞者這類需
要密切合作的藝⽂⼯作者，由於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限制，可能無法進⾏充分的合作和交
流，這在某種程度上勢必影響到藝術作品的創作和表演品質。此外，許多藝⽂活動的時間和
場地都可能因疫情變化⽽不斷調整，這對藝⽂⼯作者的計劃和⽣活安排造成了困擾，增加了
他們的不確定性和壓⼒。 

第三，疫情可能對藝⽂⼯作者的⼼理健康產⽣負⾯影響。有些藝⽂⼯作者在疫情期間可能會
處於長時間的⾃我隔離、社交限制和演出取消等多重壓⼒，⾯臨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職業
前景的擔憂，這容易對他們的⼼理健康造成了負擔，產⽣到失望、焦慮、沮喪和無助等情
緒。 

另外，疫情對藝⽂產業的長期影響也值得關注。許多藝⽂機構和場館由於疫情⽽關閉或發⽣
經營困難，這可能使得藝術家們失去了發表平台，限制了他們的藝術創作和⼯作機會。此
外，當藝⽂機構和場館⾯臨經濟困境時，他們可能無法提供⾜夠的資⾦和⽀持給藝⽂⼯作
者，進⼀步加劇了藝⽂⽣態系統的不穩定和脆弱性。事實上，藝⽂⼯作者的抗風險能⼒差，

 COVID-19 中的 Live House: 台灣中⼩型⾳樂場館的⽣存結構與挑戰（簡妙如 ，2022）。3

該研究旨在探討2020年疫情期間以及之後，台灣的Live House經營者和相關⾳樂⼯作者的網絡，以及他們受疫情影響的程
度和變化。研究發現，疫情的衝擊揭⽰了本地⾳樂場館和⼯作者的⽣存結構特質，包括⾳樂場館的低發展⾼競爭、Live 
House本⾝的仕紳化，以及既彈性⼜不穩定的專案⼯作網絡，以及場館與⼯作者相互依存的多重彈性剝削。該⽂認為，中
⼩型⾳樂場館是嵌入於城市空間的現場⾳樂⽣態系統的基礎，在全台灣也已緩慢轉型。疫情後，本地獨立⾳樂場景有新的
榮景，但也存在著隱⽽未現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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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在疫情期間可說是顯露無遺。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疫情真正影響的時間跟景氣衰退期相
比不算長，但卻在短時間內看⾒許多⼈選擇離開這個⾏業，或是可以看到他們是非常辛苦地
在這個產業中存活下去，這都再再顯⽰著藝⽂產業的脆弱程度；然⽽⼜令⼈值得注意的是，
當疫情逐漸退溫後，許多被延期的活動紛紛擠在2022年前，導致活動⼀窩蜂，使得藝⽂⼯
作者卻在短短時間內⼜可能變得過勞，呈現出「淡季太淡，旺季太旺」，⾼密度或過低密度
的勞動都可能造成極⼤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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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數受訪者的收入或⼯時都因疫情有減少，非典勞動影響較劇，公部⾨相對穩定 

為了瞭解疫情對藝⽂⼯作者造成的影響，本調查簡要詢問了受訪者受疫情影響下的收入和⼯
時變化（比較2021年與2019年）。調查顯⽰，多數受訪者的收入或⼯時都有不同程度的減
少。 

整體⽽⾔，有62%的受訪者的收入因疫情⽽有所減少，28%持平，⽽有10%的受訪者反⽽
收入增加，收入影響的中位數為「減少30%」，估計平均減幅為49.3%。另⼀⽅⾯，有
52%的受訪者表⽰⼯時因疫情⽽有所減少，27%持平，⽽有21%的受訪者⼯時反⽽增加。
⼯時影響的中位數為「減少10%」，估計平均減幅為45.9%。 

按照「就業情況」、「勞保情況」、「簽約情況」和「公部⾨」進⾏分類，可以看到明顯的
趨勢：非典型勞動者受到的影響較⼤，⽽公部⾨的影響較⼩。順帶⼀提，收入減幅⼤，壓⼒
也基本跟著⼤。 

根據「就業情況」區分，有三分之⼀的正職者受到了疫情的影響⽽收入減少，⽽兼職者、非
藝術兼職者收入減少的比例則超過了70%，估計平均減幅也比正職者更劇烈。 

根據「勞保情況」區分，由雇主投保者中，44%的⼈受到了疫情的影響⽽收入減少，⽽⾃
⾏投保者、無勞保者收入減少的比例也都同樣超過了70%，估計平均減幅也略⾼於由雇主投
保者。 

21

ⅠV. 疫情影響與紓困結果

多數⼈的收入/⼯時都
因疫情有所減少

• 收入減幅⼤，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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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簽約情況」區分，會簽約者中，47%的⼈受到了疫情的影響⽽收入減少，⽽不簽約
者、不⼀定簽約的⼈收入減少的比例也都約為70%，其中，不簽約者的估計平均減幅也⾼於
其他兩者。 

在⼯時⽅⾯，偏向非典型勞動狀態的情況下，他們的⼯時都較典型勞動狀態的情況有所減
少，減少比例都⼤約為6成，且估計平均減幅也同樣較劇烈（非藝術兼職者與兼職者 vs. 正
職者、無勞保者與⾃⾏投保者 vs. 雇主投保者、不簽約者與不⼀定簽約者 vs. 會簽約者）。 
⾄於公部⾨全職者⽅⾯，有73%的⼈的收入並沒有因疫情⽽受到影響，也有51%的⼈的⼯時
沒有因疫情⽽受到影響，反⽽分別有17%與27%的公部⾨全職者因疫情⽽收入或⼯時有所增
加，這反映了公部⾨在⿊天鵝時的穩定性。 

接著深入觀察發現，在各種薪資與⼯時級距中，正職者的收入受到的衝擊程度較⼩於兼職者
與非藝術兼職者，⽽且，會簽約者受到的衝擊程度也同樣⼩於不會簽約者；雇主投保者則是
在⼤部分薪資與⼯時級距中，受衝擊的程度⼩於⾃⾏投保者與無勞保者。另⼀⽅⾯，典型勞
動的⼯時衝擊程度都⼩於非典型勞動，但差距並不如收入影響那麼明顯。綜上所述，簽約很
可能可以讓藝⽂⼯作者在⾯對突發狀況時有助於降低衝擊。 

⽽在兼職者⽅⾯，「公部⾨ v.s. 非公部⾨」之間的差距並沒有像上述「典型勞動 v.s. 非典
勞動」那麼⼤，但公部⾨的衝擊程度仍然稍優於非公部⾨，收入與⼯時減少的比例都較低，
估計平均減幅也較為緩和。值得注意的是，有31%與公部⾨往來的兼職藝⽂⼯作者，在疫情
期間的⼯時有所增加，這可能反映了因公家機關與防疫政策⽽增加的額外⼯作負擔。 

22

IV. 疫情影響與紓困結果

非典者受影響較⼤

• 公部⾨衝擊較⼩

疫情收入影響 (Y3a) 疫情⼯時影響 (Y3b)

增 平 減 中位數 估減幅 增 平 減 中位數 估減幅

X1=就業

全職 13% 53% 34% 持平 41.0% 25% 45% 30% 持平 40.6%

兼職 9% 20% 71% -30% 48.2% 20% 21% 59% -20% 43.9%

兼職 (非藝) 6% 17% 77% -40% 57.5% 19% 19% 62% -30% 55.4%

X2=投保

雇主投保 12% 43% 44% 持平 46.7% 25% 36% 39% 持平 44.5%

⾃⾏投保 7% 19% 73% -30% 48.2% 17% 23% 60% -20% 46.1%

無勞保 9% 17% 74% -40% 54.1% 26% 19% 55% -20% 47.1%

X3=簽約

會簽約 11% 42% 47% 持平 46.8% 23% 36% 41% 持平 39.4%

不⼀定 9% 21% 71% -30% 46.9% 21% 21% 58% -20% 44.9%

不會簽 9% 23% 69% -40% 55.5% 19% 25% 56% -20% 53.8%

X4a=公部⾨ 
(全)

公部⾨ 17% 73% 10% 持平 40.0% 27% 51% 22% 持平 35.6%

非公部⾨ 13% 48% 40% 持平 41.0% 25% 44% 32% 持平 41.5%

X4b=公部⾨ 
(兼)

公部⾨ 12% 25% 64% -30% 48.8% 31% 22% 47% 持平 40.6%

非公部⾨ 7% 18% 75% -30% 51.2% 16% 21% 64% -30% 48.3%

總計 10% 28% 62% -30% 49.3% 21% 27% 52% -10% 45.9%



4. 紓困政策 

藝⽂產業是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最為嚴重的⾏業之⼀。疫情導致了⼤規模的⽂化活動取
消、場館關閉，以及導致許多藝⽂⼯作者的⼯作機會減少，從⽽對他們的收入和就業造成了
重⼤影響。 

退⼀步說，儘管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藝⽂⼯作者通常都⾯臨較⾼的就業不穩定性和收入不
確定性，很多⼈其實都是接案過活，換句話他們並沒有穩定的受雇狀態，⽽是依賴於臨時⼯
作、⾃由接案或發包接案的⼯作。更何況，疫情導致了藝⽂市場需求下降，使他們可能⾯臨
收入減少、失業或無法找到⼯作的困境。所以為了緩解藝⽂從業⼈員的困境，政府推出了多
次的藝⽂紓困，旨在缓解藝⽂⼯作者的困境。為了了解紓困政策和補助資源對藝⽂⼯作者的
實際效果，本調查針對受訪者簡要地詢問了他們對紓困政策的影響。 

調查結果顯⽰，總共有52%的受訪者有獲得藝⽂紓困資源，22%沒有獲得，19%的受訪者
則表⽰因為勉強過得去⽽不需申請。 
 

具體來看，在所有受訪者中，有13%表⽰有獲得藝⽂紓困資源但無法完全彌補經濟缺⼝，
27%表⽰紓困資源對⽣活幫助有限，12%表⽰順利度過難關。另⼀⽅⾯，有8%的受訪者表
⽰未曾收到相關訊息⽽沒有獲得藝⽂紓困資源，6%表⽰有意申請但因不熟悉申請流程⽽作
罷，最重要的是，仍有8%的受訪者表⽰提出申請但未通過⽽沒有獲得紓困資源。 

由以上調查結果可⾒，儘管政府推出了多次藝⽂紓困政策，仍有部分藝⽂從業⼈員未能獲得
⾜夠的資助，或者申請流程複雜，導致未能順利獲得資助。此外，即便獲得了補助資源，仍
有部分受訪者表⽰其資源仍無法完全彌補經濟缺⼝或對⽣活幫助有限。因此，在進⼀步推進
藝⽂紓困政策時，仍需考慮該如何提⾼覆蓋程度和成效（如建冊或是做更多調查），這樣政
府才能在⿊天鵝發⽣的時候有⾜夠條件去更好地⽀持藝⽂⼯作者度過困境。 

接著進⼀步來看，我們可以根據「就業情況」、「勞保情況」、「簽約情況」和「公部⾨」
來對藝⽂⼯作者進⾏分類，以了解他們的狀況。從分類結果可以看出，處於典型勞動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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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疫情影響與紓困結果

領紓困概況

• 典型就業較有保障
• 未獲補助比例⾼： 

不簽約、非藝兼職、 
非公部⾨

就業 (X1)：紓困分佈 (Y3c)

0%

20%

40%

60%

不需申請 獲補助 未獲補助

全職 兼職 兼職 (非藝術)

投保 (X2)：紓困分佈 (Y3c)

0%

20%

40%

60%

不需申請 獲補助 未獲補助

雇主投保 ⾃⾏投保 無勞保

簽約 (X3)：紓困分佈 (Y3c)

0%

20%

40%

60%

不需申請 獲補助 未獲補助

會簽約 不會簽 不⼀定

公部⾨ (X4a)：紓困分佈 
(Y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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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不需申請 獲補助 未獲補助

公部⾨ 非公部⾨

公部⾨ (X4b)：紓困分佈 
(Y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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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不需申請 獲補助 未獲補助

公部⾨ 非公部⾨



⼯作者可能是在⾯對⿊天鵝事件時是較有餘裕或較有保障的⼀群⼈（包括全職者、雇主投保
者和簽約者），他們不需要申請補助的比例相對較⾼。特別是在全職者中，有⾼達60%的
公部⾨藝⽂⼯作者不需要申請補助，這再次顯現了公部⾨的穩定性。⽽即便在不同薪資或⼯
時級距下，這個趨勢也⼤致成立。 

另⼀⽅⾯，「需要補助但申請未獲通過」，這是最不希望看到且最需要關注的情況。我們可
以看到，雖然勞保情況並無明顯差異，但非藝術兼職者或不簽約者未獲補助的比例較⾼，這
個調查結果⼤致證實了，當藝⽂⼯作者處於非典型勞動情況下，對於申請補助可能相對不
利。此外，非公部⾨藝⽂⼯作者未獲補助的比例也較公部⾨⾼。 

綜上所述，簽約可能是影響藝⽂⼯作者獲取紓困資源的關鍵因素，簽約者相對於不簽約者來
說更有餘裕，不需要申請的比例較⾼；相反地，不簽約者未獲補助的比例明顯⾼於簽約者。
這樣的數據結論與實務經驗吻合，由於在紓困申請時需要提供⼤量資料，其中有些⼯作⼝頭
協議或缺乏簽約的情況，可能會造成認定上的困難，因此這也可能促使藝⽂⼯作者更傾向於
簽約。因此，持續⿎勵藝⽂⼯作者簽約是提⾼保障的重要因素。此外，正如前⽂所述，簽約
也有助於減輕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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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疫情影響與紓困結果

領紓困概況

• 典型就業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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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調查分析要點 

1. 藝⽂⼯作者整體時薪約為基本⼯資⽔平，顯⽰薪資待遇相對不⾜。 
2. ⼯時可能被低估。藝⽂⼯作者的⼯時與政府資料存在落差，加班時數可能被嚴重低估。 
3. 勞動權益仍有進步空間。有勞保比例達8成，基本會簽約的有3成，但主觀勞動關係認定

與實際投保情況有落差。 
4. 壓⼒普遍超標。藝⽂⼯作者的⼯作壓⼒普遍超過標準，近3成的⼈已達到就醫程度，且

⼯時越長，壓⼒越⼤，這可能對藝⽂⼯作者的⾝⼼健康產⽣負⾯影響。 
5. 全職的公部⾨者⽉薪雖⾼，但⼯時長且壓⼒較⼤。 
6. 紓困資料顯⽰，非典勞動者在⾯對風險時抵抗能⼒較差。 
7. 簽約可能有助於緩解壓⼒，也在⾯對疫情紓困時發揮作⽤。 

其他觀察要點 

此外，調查還發現，有⾼達2成的全職藝⽂⼯作者表⽰欲轉向兼職⼯作，這是值得關注的現
象，雖然沒有實際調查資料可以⽀持，但我們在經驗上很少耳聞某個產業有如此⾼比例的全
職轉兼職的打算，這可能與他們⽬前的薪資⽔平、⼯時負擔和⼯作壓⼒有關，也可能與疫後
的新⼯作型態，或是與產業內的⽂化有關。 

針對本次調查，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全職者的低薪情況，如前⽂所述，全職藝⽂⼯作者的薪資
低可能是因為⼯時不⾜，例如實際可分配案量不⾜。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可已透過追加經費
以刺激需求，或進⾏某種程度的⼈員管理，如藝⽂⼯作者⾝份認定，避免贏者全拿局⾯或過
度外包，以免助長非典勞動的情況趨於盛⾏。 

最後順帶⼀提，我們推測藝⽂⼯作者的求供比可能過低，求供比即為需求與供給之間的比
值。當求供比⾼時，代表勞⽅的議價能⼒比較強；⽽當求供比低時，則代表勞⽅議價能⼒較
弱。然⽽，在本次調查分析中，由於難以區分整體藝⽂市場的需求和供給到底包含哪些項
⽬，因此難以估算出確切的數值趨勢。不過，我們可以得知的是，根據長期的經驗觀察，藝
⽂⼯作者的議價能⼒普遍較低，主要體現在⽉薪和時薪⽅⾯，這主要是因為該產業長期以來
⾯臨著供給過剩的廉價勞⼯情況，導致低薪者為了⼯作量和單位薪資的不⾜⽽進入了削價競
爭的惡性循環。 

總之，藝⽂⼯作者在勞動狀態和⼯作壓⼒等⽅⾯⾯臨著多重問題。雖然有⼀部分藝⽂⼯作者
相對穩定，但整體來看，整體的勞動條件仍有待改善。總政府應該著⼿於改善藝⽂⼯作者的
勞動條件，避免贏者全拿和非典型勞動的趨勢，並提升其勞動權益和薪資⽔平。同時，藝⽂
⼯作者應加強組織和共同⾏動，提升集體的議價能⼒，爭取更好的⼯作條件和待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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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敘述統計⼀覽 

類別 ⼈數 佔比

總⼈數 819 100.0%

性別

女 543 66.3%

男 273 33.3%

其他 3 0.4%

年齡

19-24歲 45 5.5%

25-29歲 187 22.8%

30-34歲 196 23.9%

35-39歲 157 19.2%

40-44歲 132 16.1%

45-49歲 29 3.5%

50-54歲 38 4.6%

55-59歲 22 2.7%

60-64歲 7 0.9%

65歲以上 6 0.7%

教育程度

博⼠ 22 2.7%

碩⼠ 398 48.6%

⼤學 376 45.9%

⾼中職 23 2.8%

國中及以下 0 0.0%

藝術專修
有 669 81.7%

無 150 18.3%

⼯作地區

北部 631 77.0%

中部 49 6.0%

南部 71 8.7%

東部 11 1.3%

海外 3 0.4%

不固定 54 6.6%

視覺藝術–創作 248 30.3%

視覺藝術–設計 5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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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類別

視覺藝術–⾏政 102 12.5%

視覺藝術–策展評論 33 4.0%

表演藝術–創作 49 6.0%

表演藝術–設計 76 9.3%

表演藝術–⾏政 77 9.4%

表演藝術–演出 85 10.4%

電影電視–幕前 11 1.3%

電影電視–幕後 46 5.6%

⾏動⾏為藝術 2 0.2%

其他 33 4.0%

⼯作領域

視覺藝術 449 54.8%

表演藝術 295 36.0%

電影電視 57 7.0%

⾏為藝術與其他 18 2.2%

⼯作職種

創作 300 36.6%

設計 137 16.7%

演出 97 11.8%

⾏政 186 22.7%

幕後 49 6.0%

策展評論 36 4.4%

其他 14 1.7%

就業情況

全職 215 26.3%

兼職 453 55.3%
兼職  

非藝術)
151 18.4%

投保

雇主投保 307 37.5%

⾃⾏投保 349 42.6%

國⺠年⾦ 75 9.2%

無投保 74 9.0%

不知道 14 1.7%

⼀定會簽 94 11.5%

通常會簽 176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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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

不⼀定， 
看案件規模或案主

268 32.7%

不⼀定， 
無特別因素

69 8.4%

通常不會簽 138 16.8%

從不簽約 67 8.2%

其他 7 0.9%

⼯作單位 
（全職）

公司⾏號 
受雇)

77 35.8%

公家機構 
場館

41 19.1%

NPO/NGO 34 15.8%

個⼈ 49 22.8%

個⼈ (立案) 11 5.1%

其他 3 1.4%

全職⼩計 215 100.0%

⼯作經歷 
（兼職）

⺠間接案、承攬⼯作 411 68.0%

受雇打⼯、兼職 340 56.2%

⾃⾏創業、成立⼯作室 193 31.9%

申請補助、藝⽂採購案 146 24.1%

比賽獎⾦、獎學⾦ 40 6.6%

其他 61 10.1%

兼職⼩計 604 100.0%

平均⽉薪

2萬元以下 223 27.2%

2-3萬元 203 24.8%

3-4萬元 189 23.1%

4-5萬元 95 11.6%

5-6萬元 40 4.9%

6萬元以上 69 8.4%

每週⼯作⽇數

1 31 3.8%

2 32 3.9%

3 101 12.3%

4 113 13.8%

5 227 27.7%

28



6 217 26.5%

7 98 12.0%

平均 
每⽇⼯時

1-4⼩時 90 11.0%

5-8⼩時 296 36.1%

9-12⼩時 323 39.4%

13-16⼩時 89 10.9%

17-20⼩時 14 1.7%

21-24⼩時 7 0.9%

安全衛⽣訓練
沒有 702 85.7%

有 117 14.3%

⼯作危險 (多選)

跌倒或滑倒 320 39.1%

切、割、擦傷 304 37.1%

交通意外 262 32.0%

以上皆非 214 26.1%

物體倒塌 146 17.8%

⾼處墜落 137 16.7%

中暑或熱疾病 131 16.0%

衝撞及被撞 110 13.4%

觸電 105 12.8%

夾傷或捲傷 99 12.1%

退休

未滿50歲 17 2.1%

50~54歲 47 5.7%

55~60歲 70 8.5%

61~65歲 82 10.0%

65歲以上 98 12.0%

不打算退休 181 22.1%

未曾考慮 324 39.6%

退休⽣活費來源 
(多選)

儲蓄 498 60.8%

投資所得 309 37.7%

勞退 221 27.0%

勞保老年給付 234 28.6%

由⼦女供應 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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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8 2.2%

⽬前無規劃 334 40.8%

性平滿意度

很滿意 28 3.4%

滿意 93 11.4%

還可以 352 43.0%

有點不滿意 154 18.8%

不滿意 76 9.3%

很不滿意 15 1.8%

沒有想法 101 12.3%

勞動關係 (全職)

僱傭 140 65.1%

承攬 35 16.3%

委任 21 9.8%

不知道 19 8.8%

⼯作⽅式 (全職)

雇主或合作單位業主指
定，固定的⼯作時間、

地點

119 55.3%

雇主或合作單位業主約
定，特定的⼯作時間、

地點

54 25.1%

我的⼯作時間、地點由
我⾃⾏安排，無須與老

闆或雇主約定

42 19.5%

⼯作內容 (全職) 
(多選)

⼯作成果的著作財產權
屬於老闆或業主

113 52.6%

⼯作場所有具體⼯作規
則

108 50.2%

我不需要煩惱團隊或公
司的經營，只要完成被

交付的⼯作

102 47.4%

我的⼯作需要打卡上下
班

100 46.5%

無法⼯作時必須依規定
請假

99 46.0%

除非主管或業主同意，
不然我的⼯作不能委託

他⼈幫忙

82 38.1%

所屬單位有考評或獎懲
制度

6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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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配合排班、輪班或
值班

68 31.6%

主管或業主規定不得任
意兼職

48 22.3%

以上皆非 2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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