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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副總監 

 

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Arts Research，NCAR）專事提

供國家藝術與文化社群實證觀點建議。當藝術機構與數據運用逐漸接軌，美國

國家藝術研究中心希望提供機構管理者數據相關策略，讓這些機構得以永續發

展並且增加影響力。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的副總監瑪拉‧特利亞（Marla 

Teyolia）表示，他們提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助於所有國內外藝術機構管理者

監測與改善機構運作。 

 

有些機構已開始蒐集和分析機構本身相關數據來制定策略，但許多機構還未做

到，甚至誤解或忽略了數據的重要，科技濃湯（TechSoup Global）的全球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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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監希塔‧辛格（Sheetal Singh）在她的文章《被忽略的數據》（Making 

Data an Afterthought）中提出，數據運用仍未列為優先，尤其對營運不佳的小型

機構而言，遙不可及，而數據資料不應該是最後才想到的部分，我們勢必要開

始從頭妥善運用數據。 

 

我們致力教育藝術機構，讓他們將數據放在對的位置，視為先行策略規畫的一

部分，而非只用於事後檢討。而這些都是為了讓機構穩定發展，並獲得更多資

源來達到宗旨目標，增進社群參與。許多機構已經擁有可運用數據，但沒放在

對的位置。例如贊助人名單、電子信箱、年紀、地址，這些往往從櫃台就可取

得的資料，蘊含了許多重要數據。 

 

每個領域有他們適合的指標規模，根據對美國相關產業機構領導者進行的調

查，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發現各組織共有 184種不同方式來檢視他們的運作

狀況。我們將這些歸納成 27種方式，共 9種範圍： 

捐贈收入（Contributed revenue）、營業收入（Earned revenue）、支出

（Expenses）、媒體效應（Marketing impact）、盈虧結果（Bottom line）、資產表

（Balance sheet）、社群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計畫執行力（Program 

activity）、人員配置（Staffing）。  

 

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的報告檢視整體表現數據，同時將各部門表現、機構規

模以及地理因素列入其中。當我們檢視每個計畫的成果收入時，會同時考量所

有能協助計畫達成目標的產品或服務，換言之，除了票務收入之外，所有能增

加機構營收的來客數都會算在內，例如禮品店收入或商店租金、教育推廣學

費、停車費…等等。 

 

研究結果顯示地方組織每人最低貢獻的收入為美金 5.69元。這樣的結果可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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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各組織了解各項計畫的收費標準，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定位，進而

規畫下一步。 

 

不只是了解自己機構，若能同時知道同領域的其他機構運作狀況也很有幫助。

閱讀這份報告時，不妨看看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設立基準點的方式，再用其

檢視自身機構。每一個問題都包含了研究方法。 

 

我們同時為了美國境內的藝術管理者提供「文化數據計畫」（Cultural Data 

Project）提供的調查方式，讓各機構可以自行運算機構數據，若無資源進行所

有數據蒐集，可挑重點項目進行。 

 

美國國家藝術研究中心提供藝術領域這份免費報告，可由網路上直接下載，至

今已進行了三次。2015年 9月發行的第三版中，我們的報告架構已改變，每四

個月檢視一次特定調查內容，歡迎更多人參與調查或提供寶貴意見，讓我們知

道未來可能進行的更多研究方向與領域，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每位讀者都能

妥善運用此報告，改進組織營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