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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推動終身學習理念，本部致力營造豐富舒適之終身學習環境以吸引民眾廣為參觀

運用；基於日本博物館發展與我國相當類似，多數博物館由政府支持設立、扮演重要的

社會教育功能，透過這次參訪過程，討論近年來全球經濟趨緩，博物館經營方式改變，

日本政府實施獨立行政法人迄今對於國立博物館的影響，又該項制度實與我國現行國立

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意旨與精神相符。 

再則藉由日本博物館分享，借鏡日本國立博物館的經驗，了解博物館經營管理上的

創意，例如與大媒體合作辦理特展、針對教師的教師博物館日或就學齡前學童與家長提

供的「父母與小孩的探險廣場」等，期增進服務項目與品質，並有效提升參觀人數與財

源自籌率；此外亦拜會公益社團法人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討論生物畜養與動物保護

間的平衡及老化動物的處理與因應等問題。 

透過此次參訪過程，綜結下列幾點心得與建議： 

一、 博物館不適合採用行政法人制度，且應避免過多繁瑣的評價(評鑑)過程，現行作業

基金制度尚符我國博物館發展需求。 

二、 鼓勵博物館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有助學術研究成果的推廣及傳播。 

三、 鼓勵博物館與企業及媒體跨域合作，有助引進民間資源及擴大行銷效果。 

四、 鼓勵博物館與區域館所、機構及學校合作，整合資源，促進地方發展及活化學校

教育。 

五、 教師的博物館日，有助教師專業發展及強化教育功能。 

六、 動物園或水族館等生物展示的館所，應朝以透過展示啟發參觀者對於展示品的思

考與反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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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考察目的 

為推動終身學習理念，本部致力營造豐富舒適之終身學習環境以吸引民眾廣為參觀

運用；為精益求精，基於下述原因，規劃至日本進行博物館考察： 

（一）日本博物館發展與我國相當類似，多數博物館由政府支持設立、扮演重要的社會

教育功能，而政府主管部門除補助經費，亦透過政策工具、引導博物館部門的發

展。 

（二）近年來全球經濟趨緩，博物館經營方式改變，日本政府亦要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

物館必須逐步增加自籌財源、改變經營模式、增加組織績效，與我國博物館現行

面臨之困境一致，亦與實施作業基金意旨相符。目前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

館每年補助,在年度預算編列中都須乘上效率化係數；同時在人事費用上每年度

必須減少 5%以上之費用。因此，日本國立博物館如何增進服務品質、提升自籌

經費之相關經驗，即值得我國參考。 

（三）日本在博物館的改革上，相當程度參考了英國博物館的模式，甚至目前亦考慮將

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依英國 MLA 模式予以整合(雖然英國 MLA 已於 2012

年併入 Arts Council England)。而在國立博物館的改革上，亦仿英國的信託(Trust)

方式、成立董事會，於 2001 年成立獨立行政法人，以在組織、財務與人事上進

一步予以鬆綁。因此其博物館相關改革模式與經驗，亦值得借鏡。 

綜上，本次考察希能借鏡日本國立博物館的經驗，提供我國精進博物館跨域加值發展

模式及聯合行銷策略，期能帶動館所多角化經營服務思維(例如周邊商品開發、展示與

設計、照片與影像授權及觀眾服務等項目)，據以增進服務項目與品質，並有效提升參

觀人數與財源自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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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問題 

（一）國立博物館目前跨域資源整合情形為何？其運作方式為何？如國內外館際合作

交流、大學或學術機構合作、文化及觀光組織或產業結盟等。政府對於跨域資源

整合所提供的協助為何？ 

（二）國立博物館各項展覽之設計與籌劃流程如何進行？目前運用資訊科技，結合於展

示、導覽、雲端教育服務的情形如何？運作模式及近年成效如何？ 

（三）日本國立博物館實施獨立行政法人，主要考量係在組織、財務與人事的鬆綁，而

實施至今，是否有達成原來預期的目標？其優點或可能的潛在缺點為何？獨立政

法人曾歷經數次調整，主要考量原因為何？目前的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

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為何？ 

（四）實施獨立行政法人之後的國立博物館如何提升營運效率、增加參觀人數？提升自

籌比率或盈餘的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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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人員及行程安排 

一、 考察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副司長 李毓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科長 孫婉寬 

二、 考察行程 

日期 星期 行程及工作內容 

9 月18 日 日 抵達 

9 月19 日 一 1.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訪談

栗原祐司事務局長 

2. 參訪國立科學博物館 

9 月20 日 二 1. 文部科學省生涯學習政策局 

拜會有松育子局長、訪談生涯學習政策局官員、參觀文

部科學省展示室 

2.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本部-訪談平

川南理事 

9 月21 日 三 日本科學未來館(科學博物館協議會) 

訪談事業部課長 

9 月22 日 四 1. 東京都美術館-訪談主任研究員 

2. 參觀上野周邊博物館群 

9 月23 日 五 1. 國立科學博物館(全國科學連攜協議會) 

拜會並訪談藤野公之副館長 

2. 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 

訪談成島悅雄理事 

9 月24 日 六 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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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過程 

一、 日本博物館獨立行政法人 

(一) 背景與現況 

   因應原有公共事務或事業不須再以政府組織為主體直接執行或運作，且不宜委

託民間企業辦理，其所設置之法人稱為獨立行政法人。 

   2001 年，日本政府進行組織改造，其中，文部省與科學技術廳合併為文部科學

省，這一年亦推動行政法人制度。與博物館相關之獨立行政法人如下： 

1.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及奈良國立博物館成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

博物館」(2005 年開館的九州國立博物館也加入)。 

2.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及大阪國立

國際美術館成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美術館」(2007 年開館的國立新美術館也

加入)。 

3. 國立科學博物館成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科學博物館」。 

2007 年，進行獨立行政法人合併，將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與獨立行政法人

文化財研究所整合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栗原先生表示主要係為日

本財政考量，且為降低人事經費等支出，總務省透過該單位之政策評價結果要求法

人合併，非以文部科學省專業的評價結果進行評估。栗原先生進一步表示，於 2011

年總務省又考量預算調整所需，擬再要求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與獨立行政

法人國立美術館合併，惟當時博物館界齊力反對，認為因為不宜為了合併而將兩個

屬性及專業不同之法人合併，經此過程，至目前止未再要求相關法人進行合併作業

。 

2016 年 4 月 1 日統計資料顯示，獨立行政法人共計 88 個，分屬不同政府部門

所管轄，其中與博物館相關的共有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文化財機構及國立美術館

，詳細資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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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與運作方式 

1. 特色：獨立行政法人 5 大特色為(1)中期的目標管理評價、(2)會計與財務的彈性

、(3)組織與人事管理的自律與自主性、(4)資訊的公開透明及(5)定期的自我檢討

。 

2. 運作方式： 

由文部科學省主務大臣訂定並公告「中期目標」，獨立行政法人依此提出「中期

計畫」經主務大臣認可核定始得執行，每年並將「年度計畫」陳報主務大臣，

文部科學省與總務省依執行成果進行評價。 

 

3. 栗原先生表示，除了文部科學省與總務省的評價外，各獨立行政法人亦應進行

自我評價，不論中央部會的評價或自我評價，獨立行政法人均得請同仁另外再

花時間製作評價報告，評價項目(目標)與評價內容(計畫)是對應的，但並未因評

價結果優等而增加經費，甚至可能被要求提高目標設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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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原祐司先生訪談過程

(三) 人事運用 

除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科學博物館外，其餘國立文化財機構及國立美術館屬文化

廳，因此前揭相關的館所可以由中央(文部科學省或文化廳)借調人員到博物館服務

，屬借調模式，因此有可能再借調至其他法人例如國立大學法人或回行政單位。這

樣的模式，理想狀態希望優秀的人才得以流動，借調不同單位累積經驗，但因為國

立大學法人成立後，很多單位反而不願意把人才釋出，不願意流通人才，造成人才

的流動困難，而且如果已經累積實務經驗的再調動，單位會覺得有點可惜，人才已

經養成卻得釋出，因此目前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為確保所培育的人才，

儘量把人才留在博物館，不讓他們回到文化廳或大學。 

獨立行政法人的人事預算是不會增加的，為解決人事費用的不足，目前獨立行

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除了正式人力外還多了一個「專門人員制度」，博物館業

務不再只是保存、典藏或研究等，因應當前博物館重要的機能需求，除了研究人員

外仍需要行銷、經營管理、國際交流…等專業人員，這群專業人員非保護文化資產

必要的研究人員，但卻是博物館運作必要的專業人員。 

 

 

 

 

二、 日本博物館制度簡介 

(一) 根據文部科學省生涯學習政策局社會教育課所提供之2011年(平成23年度)文部科

學省社會教育調查數據，日本的博物館系統共分為 3 大類，分別為(1)登錄博物館

共 913 間(佔 15.9%)、(2)博物館相當設施共 349 間(佔 6.1%)與(3)類似設施共 4,485

間(佔 78%)，共計 5,747 間。 

(二) 登錄博物館，為登記立案的博物館，要通過教育委員會審查，且一定要有通過國

家考試資格的館員(學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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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部科學省社會教育課西井知紀課長(右側)及博物館振興真部亮太主任會談(左側) 

(三) 學藝員：博物館的所有業務均需執行，負責保存、收藏、教育宣導、展示及調查

研究等，可透過養成學程通過必要的科目(將近300 所大學開設學藝員養成的課程

)或參加國家考試等方式取得資格。 

(四) 博物館人才培育；由文部科學省負責博物館人才的養成(學藝員的養成)及館長培訓

等事項。日本博物館法有規定的學藝員學程(科目)內容，文部科學省的社會教育課

提出培訓方針(範例)供各大學校院參考，由學校依各校特色自行規劃並強化課程(

但仍尊重各校自主)。 

 

 

 

 

三、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一) 目的：為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大學合作模式及現況，博物館學會協助安排行程之人員

，考量人間文化研究機構與大學合作模式可能可供參考，特規劃拜會該機構理事平

川先生。 

(二) 簡介：為促進大學學術研究的發展而設置，提供優質的研究環境及研究器材與設備

予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不僅提供資源給研究人員，其可在機構內進行研究(亦可與

國外其他人員進行研究)。一開始成立的是大學共同利用機關，因應社會的變化及文

部科學省指示與大學的要求等，逐漸演變為目前的 4 個機構，分別為人間文化研究

機構、自然科學研究機構、高能源加速器研究機構及資訊與系統研究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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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公告(含議題及對談人，對談者中亦有人民代表) 

(三)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1. 目的在於研究人類的文化人間文化研究機構下共有 6 個單位，分別是國立歷史

民俗博物館、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國立國語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綜合地球科學環境研究所及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 

2. 透過成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招生(以碩博為主)，研究、教育及人才育成是 3

個主要的目標，除了與日本的大學合作，亦與國外大學合作以達上述3 個目標

。 

3. 日本的社會，亦有側偏重視科學之情況，許多大學將學科或院系所調整朝向科

學或經濟，而縮編人文社會系所，因此人社學科逐漸式微，就此現象，人間文

化研究機構其地位及對社會的貢獻相對重要。 

4.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人間文化研究機構之研究項目及內容，會召開說明會，以民

眾能理解的方式說明研究內容與方向，並依民眾建議滾動修正計畫，使該研究

計畫能真正貼近民眾。 

 

 

 

 

 

 

 

 

  

 

(四) 跨域合作 

平川理事特別舉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國語文研究所與未來館的合作案為例，該專案

將研究為如何突破語言無法具象化的困難，以科技方式(並非以物件方式)展示，強調

語言文化的重要性，並將地方語言或少數民族的語言進行保存。該案已經獲得文部

科學省的支持與經費補助。此主要展現人文社會專長與科技專業的跨域合作。 

與平川理事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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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物館的合作網絡 

(一) 全國科學館連攜協議會(JSMA) 

1. 背景：成立於 1993 年，目的在建構科學類博物館的網絡及博物館事業的活化

，其有兩大重要任務，分別為國內科學類博物館的合作及促使國內科學內博

物館事業的發達。 

2. 會長為日本科學未來館的館長，到目前為止，會員數維持180 館 

3. 協會提供會員館之服務如下： 

(1) 展示品與實驗套組的租借服務(目前有 19 個展示物件跟 6 個實驗套組可租借)

。 

(2) 支援 8 個會員區域的地區性活動，例如會議或專題演講。 

(3) 辦理訓練或研習課程，國內一年二次，國外一年次)。 

(4) 人才交流，兩個博物館間有 5 天進行人才交流(交換)，相關的費用由協議會支

付。 

(5) 支援辦裡巡迴展，1 年支援 1 件，經費上限為20 萬日圓。 

(6) 實驗教室的巡迴活動，此部分有企業贊助經費，1 年支持 2 個館。 

 

 

 

 

 

 

(二) 上野公園博物館區域合作 

東京的上野地區，聚集了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劇場等文化或教育機構等，

因應上野地區的地緣與環境等因素，博物館間互動合作頻繁亦有上野博物館群的

別稱。除了共同的年度活動行事曆外，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科學博物館跟國立

西洋美術館等 3 個館所共同推行「Ueno welcome passport」，且為鼓勵並引導學童

使用上野地區的博物館群，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西洋美術館

、上野之森美術館、東京都美術館、恩賜上野動物園、國際兒童圖書館、東京文

化會館及東京藝術大學等共同推動「AIUENO」(取 i Ueno 諧音)計畫。 

JSMA 會員分布圖 與日本科學未來館林部尚課長及屠耿室長等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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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大學合作 

在2012年時，東京都美術館重新檢視並調整美術館的目的與重點，與附近的東京

藝術大學共同合作「藝術之門計畫」，培訓藝術志工「藝術領航員」每年2月募集

40 人，透過 2 個階段甄選，錄取後在美術館服務 3 年之後可至其他博物館服務，

另東京藝術大學有人員派駐該館，協助藝術教育的規劃與執行，也讓藝術大學學

生有實習的機會。 

 

 

 

 

AIUENO 計畫的小手冊說明圖 

AIUENO計畫小手冊及可讓學童放置手冊的小袋子 

AIUENO 計畫 

上野博物館群年度活動行事曆 

藝術之門計畫 

與東京都美術館主任學藝員稻庭彩和子女士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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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JAZA 島悅雄常務理事及岡田尚憲事務局長訪談過程 

五、 水族生物館經營管理 

(一) 目的：本部所屬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屬大型水族館，其內飼養諸多海洋生物，考量

生物老化後可能面對的問題，為能及早因應，博物館學會此行特地協助安排拜會公

益社團法人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JAZA)。 

(二) 日本國立水族館現況：根據成島悅雄常務理事及岡田尚憲事務局長表示，日本並無

類似我國海洋生物博物館這樣規模及類型的大型國立水族館，且其他的水族館多為

企業或都營的。 

(三) 生物畜養與動物保護間的平衡：成島常務理事表示，在日本也會面臨動物保育的議

題，目前日本生物的展示逐漸採以生態展示方式，凸顯該生物的特殊能力，以此教

育民眾並降低爭議問題，例如挖土魚，以特殊展示的方式，讓學生可以觀察。過去

是「看」水族館，目前逐漸調整為促進「思考」，由看的展示，引發好奇心並產生

疑問，促使學生到館所內尋找解答，以此達到教育的目的。 

(四) 老化動物的處理與因應：日本「動物愛護管理法」有要求，應終身飼養到老，動物

老化時會在動物園的另一個地方繼續飼養(該年老的動物不再對外)。 

(五) 委外經營雖可降低成本，但因關係到教育或文化應有長期的規劃。假如經營過程中

突然更換廠商，養育員亦可能隨之更換，養育員已熟悉動物的習慣且與動物建立感

情，一但更換可能會造成問題。 

(六) 現況問題：日本的博物館法與社教機構、動物園及水族館有關，而動物園跟水族館

又受動物照護相關的動物愛護管理法規範(主管機關為環境省)，甚至同時又受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定位問題略顯複雜，不像博物館般被重視，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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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博物館相關專案活動 

(一) 與學校教育的合作「教師的博物館日」 

為鼓勵並提升教師親近博物館的意願，進而帶動學生使用博物館的動機，國立科學

博物館每年約在8 月上旬辦理「教師的博物館日」專案，除了免費參觀外，亦特別

為教師設計專屬的活動企劃，同時也提供教學資源等協助，藉此希望能架接學校與

博物館間的橋樑，使學校能充分利用並活用博物館的資源進行教學。經由科學博物

館的帶領，此專案活動已推展至地方的博物館，辦理形式由各地方館自行發想規劃

。 

 

 

 

 

(二) 與企業的合作 

1. 與大媒體合作辦理特展，由大媒體出資辦展，這些媒體會透過行銷管道宣傳，

例如日本科學未來館的忍者展就是由朝日新聞主辦，為了增加參觀人潮，朝日

新聞會強力放送宣傳，此外日本博物館的特展門票會包含常設展部分，因此民

眾只要購買特展門票亦可參觀常設展，主辦特展的單位會將常設展部分的門票

收入給博物館。 

2. 提供企業員工到博物館當義工，例如國立科學博物館與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合作

，在視障的活動中，三菱商事株式會社的員工擔任義工協助並陪伴視障朋友。 

3. 寒暑假期間與大學研究中心合作，提供學生體驗活動。 

(三) 父母與小孩的探險廣場 

國立科學博物館為鼓勵家長帶小孩到博物館參觀，且發現對學齡前兒童而言，現有

的科學教育活動仍顯不足，而家長扮有關鍵的角色，推動了「父母與小孩的探險廣

場」活動，且為了能有效地傳達訊息跟參觀民眾溝通互動，除分齡規劃活動跟展示

，甚至特展的活動亦依不同年齡層而有不同的學習單，也有專業的志工負責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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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未來館由朝日新聞主辦之特展海報 國立科學博物館父母與小孩冒險廣場的文宣 

國立科學博物館特展中，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的學習單 

國立科學博物館特展中，為增加參觀者(小朋友們)對於展覽的參噢，所完成的學習單藉由掃描方式，

即時投影在大螢幕，而且是動態的(像動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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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這次的參訪活動感謝博物館學會理事長張譽騰館長及秘書長林詠能教授的協助，

透過學會能順利的訪問到此次行程最關鍵的人物-栗原祐司先生，因為栗原先生於日本

博物館界的關係，進而能與文部科學省官員及其他館所主管深入的討論。栗原先生對

於日本博物館政策長時間的參與及觀察，不藏私地分享是此行最大的收穫，尤其對於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的討論，由於政策開始制定時，栗原先生當時剛好在文部科學省任

職，之後借調至東京國立博物館，行政與實務兼具的經驗，直接點出現今日本博物館

推行獨立行政法人的問題，同時與其分享本部所屬國立社教機構實施作業基金政策的

現況，兩者精神及目的相近，但是相較於獨立行政法人繁瑣的行政作業(包含不同階段

的報告與評價作業等)，我國的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對於館所的館務推展有更大的彈

性且不易造成其行政負荷。 

    此行參訪有另一重點希能了解日本文部科學省是否有類似我國的跨域加值計畫或

即將執行的智慧博物館計畫，以計畫引導讓博物館有不同的發展及加值成效，訪談過

程中，日方對於我國的兩個專案計畫極度讚賞，也表示以文部科學省為例，由於實施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又除了國立科學博物館外其他的博物館均為文化廳所轄，與館所

間的關係與我國不同，因此尚無類似的計畫或專案。 

    根據這次訪談對象的經驗分享，歸納下列幾項心得與建議： 

一、 博物館不適合採用行政法人制度，且應避免過多繁瑣的評價(評鑑)過程，現行作業

基金制度尚符我國博物館發展需求。 

二、 鼓勵博物館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有助學術研究成果的推廣及傳播。 

三、 鼓勵博物館與企業及媒體跨域合作，有助引進民間資源及擴大行銷效果。 

四、 鼓勵博物館與區域館所、機構及學校合作，整合資源，促進地方發展及活化學校

教育。 

五、 教師的博物館日，有助教師專業發展及強化教育功能。 

六、 動物園或水族館等生物展示的館所，應朝以透過展示啟發參觀者對於展示品的思

考與反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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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照片 

 

 

 

 

 

 

 

 

 

 

 

 

 

  

 

 

 

 

 

 

 

 

 

 

 

 

 

 

 

 

 

 

 

 

 

 

 

 

 

 

 

 

與東京國立博物館錢谷真美館長及栗原祐司先生合影 

與文部科學省生涯學習局有松育子局長及社會教育課西井知紀課長

及博物館振興真部亮太主任合影 

我方致贈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平川南理事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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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科學未來館林部尚課長及屠耿室長等合影 

與國立科學博物館物館藤野公之副館長及大內女士等合影 

與東京都美術館主任學藝員稻庭彩和子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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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益社團法人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島悅雄常務理事及岡田尚憲

事務局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