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2019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姓名職稱：鄧育奇視察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8 年 9 月 7 日 

報告日期：108 年 11 月 



 2 

摘要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 ICOM）成立於

1946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附屬的博物館專業組織，下設 30 個國際專業委員會，

包括以博物館管理聞名於世的「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以關懷社

區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為主軸的「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ICR)」等。2019 年大

會主題「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核心：傳統的未來」於日本京都舉行，共有來自全世界

141 個國家，4,000 多名博物館界的專業人士出席。本次大會主要探討世界各國博

物館共同面臨的課題如：氣候變遷災害、全球化與高齡化等；並重新界定博物館的

定義與功能；思索博物館對於當地社區的貢獻與影響。 

    參考日本京都及世界各國博物館推動經驗，未來可納入國內政策推動者，包括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檢視國內文化建設，因應氣候變遷、就業與經濟成

長等社會影響力；仿效日本研擬地方宿泊稅可行性，作為地方政府維護當地歷史建

築並提升觀光品質的財源；建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舍優先確立營運主體，再行投

資興闢之原則。另外在推動地方文化館與保存地方歷史文化與記憶上，可仿效大阪

平野地區城鎮博物館模式，由在地民間組織自主串聯社區歷史建築，透過分時經營

社區博物館，提升經營彈性；除了部分常設館外，其餘小型博物館可於平日維持原

有住宅或商店型態，特定時節才開放作為社區博物館，提供文化導覽，以減輕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之財務經營負擔。至於鼓勵中小型博物館與社區地域結盟上，則應

廣泛串聯數位科技與行動支付，活絡地方經濟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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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 

本會對於每年行政院交議的公共建設計畫兼負引領、審議與協調之重責，其中

文化建設在近年國人生活品質提升下，其需求與政府投資比例日漸增長。然而文化

建設不同其他的交通或都市建設，附有教育與藝術推廣等公益性質。如何於規劃初

期或審議階段引導館舍永續經營，並透過博物館振興周邊社區更新與產業轉型是國

際發展趨勢。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ICOM）成立於1946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附屬的博物館專業組織，下設30個國際專業委員會，包括

以博物館管理聞名於世的「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以關懷社區歷

史、文化與社會發展為主軸的「地方博物館國際委員會(ICR)」等。為汲取國際城

市以博物館為文化核心的區域發展政策及經驗，本計畫擬藉由前開研討會的參與及

現地考察，擷取各國發展經驗，據以導引國內文化建設營運規劃，擬具創新並融合

產業發展的經營模式。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世界各國博物館發展趨勢與使命。 

（二） 文化場館如何結合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經營。 

（三） 參考 ICOM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就博物館協助周邊社區

及地方產業發展的實際做法與策略。 

貳、行程簡介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8 年 9 月 7 日 

日期 預定行程 行程內容 備註 

9/1(日) 在途 啟程/抵日 

桃園機場-關西

機場 

住宿京都 

-至京都國際

會館報到 

9/2(一) 參與研討會開場儀式及會議 

Ceremony: Opening of the 25th 

ICOM General Conference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參與研討會 參與 ICOM

大會開場與

臺灣展區開

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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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預定行程 行程內容 備註 

9/3(二) 參與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研討會以及國際區

域博物館委員會(ICR) 

 

參與研討會  

9/4(三) 參與研討會論壇 Museum Fair and 

Expo Forum 

參與研討會  

9/5(四) 參與研討會論壇 Off-site Meetings 

of ICOM Committees 以及國際區

域博物館委員會會議(ICR) 

參與研討會 參訪大阪平

野區-以社區

為主體的生

態博物館 

9/6(五) 參與 ICOM 研討會活動 

Excursion-參訪京都鐵道博物館及

水族館 

參與 ICOM 研討

會活動 

 

 

9/7(六) 參訪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 

在途 

返程/抵臺 

關西機場-桃園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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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博物館協會會議與參訪心得 

一、ICOM 大會演講主題 

（一） 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核心：傳統的未來 

     本次的 25 屆的國際博物館協會研討會共邀集 118 個國家，約 4,000 多

名博物館界的專家代表，共同討論博物館的定義以及對於社會的貢獻，其

參與國際參與人次為歷年之最，也顯現出博物館較上個世代更加蓬勃發展

的趨勢，特別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透過博物館的典藏與文化保存與展示，

可加速全球文化交流與理解，減少不必要的爭端，同時本次會議也廣邀與

博物館界相關的業者與產業，進行交流，共同提升博物館整體服務品質。 

     對於博物館的貢獻上，國際博物館協會會長 Suay Aksoy 也特別強調博

物館的發展應該扣合著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並指出博物館除傳統上

可以帶給社會優質教育與社會福利，甚至對於氣候變遷及環境保育、促進

經濟成長等的議題上也能做出相當正面的影響，儘管本屆會議最終雖未能

確立博果館的新定義，但透過與會的各國學者與專家代表也都對於傳統博

物館侷限於典藏、教育及展示感到狹隘，均認同博物館應對於社會及環境

永續面能夠帶來更多重要的影響力。 

 

圖3-1  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聯合國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本次大會所探討的主旨以「串聯 Connection」相關，會中特別強調博物

館聯盟之間的協作、博物館與周邊社區及區域的合作，甚至跨越世代、傳統

與未來的連接。由於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博物館本身的角色也一直在轉

換，儘管如此但博物館始終是一個串聯文化並提供文化教育與服務的場所。

本次第 25 屆 ICOM 正是一個博物館轉變的關鍵時刻，透過全世界與會專家

的腦力激盪，更可凝聚共識，促使全世界博物館領域得以因應世界趨勢，與

時俱進，回應社會需求。 

（二） 日本文部科學大臣柴山昌彥-將博物館作為國家戰略之一 

    日本長久以來均積極透過博物館等文教設施的建設，吸引國際目光，並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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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國際觀光旅客成長，近期除了籌備 2020 東京奧運所需的體育設施外，

也希望能在奧運會後，透過各種博物館舍施增加旅客停留時間，同時提升國

際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本次會議以日本早期的首府京都作為舉辦地，對於

本次大會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極具象徵性。 

    京都市不僅蘊含日本早年的傳統建築與古蹟，更擁有 300 多家博物館

群，同時在面對全球化與氣候變遷議題更走在世界城市尖端。在 1997 年全

球共同正視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議題，首度由 159 個國家在日本京都簽署京

都議定書，共同規範各締約國須於 2008 年~2012 年期間將該國溫室氣體排放

量降至 1990 年水準平均再減 5.2%。提出世界各國因應全球暖化具體的行動。 

  

大會簡報全球氣候變遷與博物館的使命 2019 年京都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實景 

（三） 日本知名建築師隈研吾-透過博物館帶動地區經濟： 

    隈研吾是多項知名藝文中心與博物館的建築師，其著名作品包括「長

崎縣立美術館」（2005）、「三得利美術館」（2007）及富山市玻璃美術

館（2015）等。對日本而言，他同時也是 2020 年東京奧運主場館「新國立

競技場」的設計師。在本次森林博物館的的演說中，他特別指出博物館的

設計必須與周邊環境融合，且應將博物館大廳視為社區溝通、聯絡的場所。

另外博物館本身也可作為周邊社區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帶來貢獻，特別是

在使用建築素材上，應優先將當地特色資源，例如當地盛產的竹材、木材、

石頭等轉換為博物館對周邊社區的經濟貢獻與就業機會等。例如 Yusuhara 

Wooden Bridge Museum 案例，即是大量採用當地木材興闢而成，促進地方

產業發展，並提升地方居民的自我認同感。 

  

Yusuhara Wooden Bridge Museum 

資料來源：2019 年京都國際博物館協會會議手冊 

隈研吾現場演說，解說博物館建設也可以 

貢獻地方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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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巴西攝影師 Sebastião Salgado-亞馬遜森林倡議： 

    在第 25 屆 ICOM 大會的主題演講中，很特別的邀請了國際攝影師

Sebastião Salgado 將他過去長時間在巴西亞馬遜森林駐點的實際情景，展現

給所有博物館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這項主題看似與博物館領域無直接相

關，但卻也突顯了 ICOM 急切思考博物館如何對於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 以及因應氣候變遷做出貢獻的決心。 

    演講中除了亞馬遜森林現況照片外，講者也花了很多心思整理出亞馬

遜森林的分布以及遭受人為迫害的變遷，除了自然景觀外，會中也特別描

述了亞馬遜森林裡 35 萬原住民生活實景；很難想像在現今社會中仍居住著

許多原始生活的人類，仰賴過往漁獵的生存技能，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

雖然如此，但大會也透過相片所連結的影片，敘述這些原住民傳統生活既

有的部落文化，已逐漸遭受外來者的入侵和迫害。它們的生活棲地逐漸縮

小，亞馬遜森林的消失影響的不僅僅是原始動植物，還包括不為人知的在

地原住民族，這些人的健康與生活文化、居住場域受到嚴重威脅。這部分

也值得各界博物館的領袖們透過博物館策展教育，讓民眾了解並重視熱帶

雨林的保護。 

  

亞馬遜森林遭人為迫害分布圖(黃色區塊) 亞馬遜森林的鱷魚 
  

亞馬遜森林 亞馬遜森林原民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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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的新定義 

  在國際博物館協會研討會討論過程中，與會專家除了肯定博物館對於社會的貢獻

外，亦希望能夠與時俱進地對博物館的定義進行反思，提出新的定義來突破現有博

物館的架構。事實上，國際博物館協會為了界定入會資格，早在 1946 年即首次提

出博物館專業定義：「凡對公眾開放的藝術、科技、科學、歷史或考古收藏，包括

動物園、植物園及設有常設展廳的圖書館（但不包括一般圖書館），都可視為是博

物館。」 

The word ‘museums’ includes all collections open to the public of artistic, technical scientific historical or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including zoos and botanical gardens, but excluding libraries,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maintain permanent exhibition rooms. 

    2007 年為了保存快速流失的無形文化資產，重新編訂定義為：「博物館是為服

務社會及其發展所永久設立的非營利機構。為達成教育、研習與娛樂等目的，博物

館對大眾開放，以取得、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及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然而因應時代變遷與考驗，國際博物館協會自 2016 年起，即感受到前開定義

再檢討的必要，因此本屆研討會於博物館的定義一節，檢討過去以及未來的需求，

提出了許多的討論，特別希望將博物館對於社會的貢獻，以及對於聯合國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的鏈結上，提出修正版。於大會中原訂將表決的新定義如下：「博物館

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博物館

面對並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信託保管文物標本，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

憶，並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博物館具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

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

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

出貢獻。」 

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然而本屆的討論直到結束，博物館究竟該採取何種新定義，仍未獲得共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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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大會最終決定延遲到明年會議上再定奪。其中主要的爭議點為本次博物館新定

義擬納入社會正義與全球平等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然而過往歐美等國部分典藏

品長久以來都背負著文物歸還的爭議，另一方面新定義拋掉過去講求永久機構的界

定，使得更多短期民間館舍也可歸屬於博物館的一環，如此一來各國政府對於博物

館的相關補助將形成認定的困難。 

三、工作坊-透過博物館策展引導永續的未來 

本次會議也同時進行多場次的工作坊，引導參與者針對博物館相關主題，進行

研討。每個場次會安排多位導師，透過小組討論以及問答方式，思索參與者在博物

館相關領域中，可以對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提供那些貢獻；工作訪主要透過

四項主要練習，循序深入發掘自己可以對永續發展指標所能產生的貢獻，如下： 

(一) 關於自己：在討論過程中，導師們會先請參與者簡要相互自我介紹，先行了解

彼此，同時透過 3-6 人的小組討論，了解各別組織對於永續發展的努力，並請

參與者具體描繪目前組織對於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的哪一項(如提供良好教育、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帶動地方就業與經濟成長等)，已產生何種貢獻。 

(二) 我的超能力：第二階段的討論過程中，則請參與者重新檢視自己所擁有的特殊

技能、思考如何強化自身技能，同時也思考所在組織的強項，以及應該如何提

升組織優勢。 

(三) 提升自我：透過前兩階段的省思後，接著導師會引導學員，思考未來擬達成目

標所應採取的行動，同時思考可能的阻礙。在明確釐清每個成員的組織目標與

可能困難後，導師則根據每個成員的可能困難點，思考解決方案，例如設法引

進人力、創造協作網絡或者尋找資金來源等。 

(四) 在未來兩周內，你將如何採取行動： 

最後階段，所有與會者必須思索依據前項組織優劣勢分析及發展目標與可能困

難，找出短時間(兩周內)必須優先處理項目，向大家說明可能行動方案。 

透過工作坊分享與交流下，可以在短時間了解自己與各別組織間的發展差異，   

同時也可快速界定自我組織強項，確認博物館如何真實的面對永續發展以及氣候變

遷的挑戰。另外，與會中導師也提供多項參考資料，讓所有與會者，可以更快速的

索取世界各地博物館先驅刻正推動的方向，特別在環境保護以及博物館與永續發展

的目標推動上，究竟有何具體方針。如同 Guide: Museum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一書中，具體的敘明為何永續發展必須博物館界的參與，也表

明為何博物館的發展必須扣合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該書也提出 7 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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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永續發展目標的主要功能，包括： 

1.運用博物館以及更多資源保護與守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2.博物館可提供更多學習機會，以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3.促進大眾文化參與的機會 

4.支持永續旅遊 

5.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相關研究 

6.透過博物館內部的管理及營運邁向永續發展 

7.透過與博物館外界組織的協作及參與邁向永續發展。 

在整個工作坊的討論過程中，多數與博物館相關的專業工作者，對於博物館如

何連結永續發展的目標上，其討論主軸大致也不脫離這七大面項；於博物館的經營

者而言，傳統上的文化遺產保存及研究，並不是特別突出與創新的發展範疇，但對

於博物館內部節能減碳所引發的社會作用，以及對外界社區的協作與教育資源上，

正是現今博物館發展變遷與革新的契機。 
 

 

工作坊導師引導討論情形 導師於工作訪會前的說明簡報 

  

工作坊會議中之參考資料 美國史密森尼學會於研討會問答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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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大阪平野古茹城鎮博物館 

本屆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下簡稱 ICR)會外參訪點為大阪平野區的古茹城鎮

博物館；大阪市平野區位於大阪東南側，為大阪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當地同時

也是蘊藏歷史資源的城市，相較於其他城市，由於該地區幸運地躲過二次大戰空

襲，至今仍完善保存者許多日式家屋的村落與建築。當地除了一般民宅外，也保

留了需多歷史悠久的佛寺、神社以及廟宇；而這些極具社區凝聚力的信仰中心，

不僅保存了當地古建築與無形文化資產，更提供了一處凝聚社區人才，重新思索

社區未來發展的場域。 

本地社區營造的靈魂人物即以大念佛寺的住持為發起者，其有感於現代都市

化的進展，導致平野地區傳統歷史建築與文化逐漸流失，為了加強社區對自身文

化資產的認識，他與周邊其他宗教領袖、社區協會理事長，共同合作，倡導「平

野町 100 博物館計畫」。希望透過民間各種迷你博物館的展示，喚起當地居民對於

過去歷史的記憶，在整個推動過程中，除了定期的工作坊與社區座談外，他們也

試圖透過三個步驟逐步推展平野町城鎮博物館的願景。首先他們認為必須先說服

居民去創造一個重視與利用歷史的城鎮，找出地方特色 DNA；接著則透過居民座

談，再發現與重新定義地方特色，透過再確認的步驟，強化地方意識；最後才是

逐漸拓展，邀請居民自願性地，參與迷你博物館的展示活動。藉由每個月第四個

禮拜日的聯合策展，讓整個鄉鎮就像是一個戶外博物館。讓博物館不僅僅是單一

的建築體，而是有機的、活動的、具鄉鎮型態的充滿多元性。 

平野町鄉鎮博物館極具彈性的經營模式，對於鄉村型態有意願再導入文化創

意的業者來說，也是一個創新且兼顧永續經營的典範；國內各種受補助的地方文

化館舍，過去多有被限制每年至少經營 200 天以上限制，甚至要求受補助後，至

少經營 15 年以上之規定。然而，這樣的經營束縛相較於 ICOM 近年追求與時俱進

以及回應氣候變遷思維的浪潮裡，卻可能顯得不合時宜。 

在有限的政府補助資源下，各地方文化館舍只有設法提升經營彈性與效率，

才是邁向永續經營的王道，此外，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客製化提供展出內容、

調整展出時段(如延長夜間服務)，融合跨領域、跨地域的合作，以消費者導向的思

考提供服務，博物館界才能夠因應時代的挑戰與變遷。倘若，依循的傳統公務體

系僵化的展出內容以及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模式，缺乏彈性的經營型態，除了會導

致館舍財務經營能量日漸萎縮，也將促使參觀人次因失去新鮮感而逐步下滑，完

全喪失開館營運的效能。另外，在提供服務上，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舍也應該開

放更多元的場域使用機能，比照國外藝文場館，提供夜間場租或外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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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野町獨特的城鎮博物館經營模式，共有下列特點： 

一、 平日回歸商店或住家，博物館每月第 4 個星期日限時展出 

二、 博物館群合作-聯合舉辦夏日慶典 

三、 異業結盟-旅行社辦公室同時也是博物館所在 

四、 協助在地導覽 

五、 協助印刷平野地區導覽地圖 

六、 社區結盟-神社與佛寺互惠合作，協助社區發展 

七、 宗教場所也具有部分博物館歷史典藏的功能 

 

 

夏日祭典結合當地居民參與，傳承歷史與文化 連歌所為日本早期文人聚會寫詩的場所 
       

 

平野杭全神社隨處可見 16 世紀有形文化資產 平野町街角博物館內展示日本武士刀工藝 

日室家屋提供深度導覽(平日仍作居住) 平野町花藝店共同加入城鎮博物館導覽 
  

 

將歷史建築融入社區生活，作為交響樂演奏場 佛寺與神社作為凝聚社區意識的聚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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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小型博物館運動-讓整個城鎮像是一個博物館 

ICR 研討會中各國博物館代表，也因應地方實際需求，展現博物館多元發展的

一面，其中對於瑞士等西歐國家，積極結合行動支付與線上科技，建置博物館群、

旅遊景點等遊憩平臺以及 APP，令人驚豔。策展人可以透過該平臺展現未來活動

規劃，旅客也可透過線上定位隨時了解周邊藝文活動，該平臺也提供了旅客與博

物館策展人雙方互動的媒介，讓人隨時可發表個人心得。 

另外，會中也有部分發展線上博物館的協作模式，係透過開放雲端空間，由

策展人辦理教育訓練指導社區團體，由民眾自行將所有珍藏的藏品，發布於線上

平臺，建構線上型態的地方文化館。討論會中雖也有人提出智慧財產權歸屬的問

題，但基本上，該創辦人表示，透過社區教育訓練的事前說明，基本上所有線上

典藏品均係由民眾自發性的上傳與分享，迄今尚未衍生相關問題。這些發展實例

對於國內博物館界發展整合協作平臺上，均是相當值得學習與嘗試的模組。  

 

瑞士 smartravel 企業以博物館為主軸，結合旅遊發展線上服務平臺 

資料來源：http://www.smartravel.ch/#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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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京都鐵道博物館與水族館 

    京都鐵道博物館與水族館屬於「京都站西側再發展計畫」的一環，並與梅小路

公園融合為一體。京都市政府為了促使京都車站西部地區都市復甦，除了擬定了整

體綠色發展計畫，更有計畫性地結合民間企業資金以及營運能量，導入大規模文教

設施，以及新的車站、綠帶、廣場等，試圖翻轉京都地區老舊都市景觀。 

其中博物館與水族館之土地所有權均為政府所有，並透過 BOT 移轉給兩家民間業

者營運，政府收取土地租金及稅金。兩大館舍除整合於梅小路公園內，公園一隅亦 

鄰近梅小路京都西站(配合新館建設於 2019 年 3 月完工)，大眾運輸相當便利。 

(一)京都鐵道博物館 

由 JR 西日本(西日本旅客鐵道)旗下的交通文化振興財團營運；原來的館址

為 2015 年 8 月 30 日關閉的梅小路蒸汽火車博物館，經過館區擴建、以及承接

2014 年 4 月 6 日關閉的交通科學博物館部分展品後，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開幕。

全館展示面積約 31,000 平方公尺，為日本最大的鐵路博物館。館內同時有日本

最大的鐵路模型展示。 

博物館內大致分為靜態展示區、扇形機關車庫(梅小路蒸汽機關車庫)以及

舊二條車站站體。京都鐵道博物館的貢獻，除增強了周邊公園的功能；振興地

方經濟及周邊地區創造就業；也為京都觀光推廣做出貢獻，強化京都市財政。

扇形車庫旁延伸的戶外空間可搭乘園區蒸汽火車，博物館尚整合了蒸汽火車維

修站，讓蒸汽火車不僅僅是展示品，遊客更可親身體驗，讓歷史記憶重現往日

風華；園區內部分火車車廂也提供餐飲選擇，不僅滿足顧客在館內用餐、體驗

的需求，也幫助了 JR 西日本公司成功開闢營運財源。 

在開創財源上，JR 西日本公司本身也經營多面向的事業體，除了火車本體

外，它也積極運用新科技，投入手機與無現金支付，開創 ICCOA 交通卡，並

發展零售、餐飲業以及旅館業。另外，對於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它也積極與

其他公司合作，進行文創商品的開發，將各種新型態的新幹線火車透過設計，

融入於生活用品中，如湯匙、筷子與其他文具；近年最火紅的另包括以 JR 鐵

道公司授權玩具公司所生產的各類火車變型機器人。有別於變形金剛以汽車為

主體，該系列機器人結合故事與動畫開發，將所有受歡迎的火車變成炙手可熱

的機器人玩具。博物館內也結合 AR 給予遊客各種有趣的新幹線機器人變形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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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融合的京都鐵道博物館 扇形機關車庫(梅小路蒸汽機關車庫) 
 

  

 

 

園區內行駛中的蒸汽火車 部分車廂也提供餐飲選擇，開闢營運財源 

  

京都鐵道博物館-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特展 京都鐵道博物館-文創商品開發與授權 
 

京都站西側再發展計畫：縝密的整合火車站、兩座博物館、公園及廣場的遊憩空間 



 17 

 (二)京都水族館 

京都水族館是日本首個完全使用人工海水的水族館，因此館內對於水循環

利用技術以及節能設備，採取相當高的標準，以降低內陸水族館所需之營運成

本。該館的營運單位為 ORIX Aquarium Corporation(隸屬歐力士不動產租賃公

司 )，開幕時間為 2012 年 3 月，首年開幕曾創下單年度 200 萬人次，近年雖因

遊客新鮮感下滑，但遊客人次仍保留有 100 萬人，尚可達財務平衡。惟經訪談

該公司仍以每年 300 萬人次為經營目標。 

水族館內面積雖僅 11,000 平方公尺，但仍保有 7 大觀賞主題，包括京都之

河、企鵝區、海豚表演區、海狗、水母、珊瑚礁上的生物群、紀念品與咖啡餐

飲區。京都水族館本身也具有海洋生物研究的機能，館方也透過有趣的圖示，

將研究成果與遊客做出趣味互動，如園區內的企鵝相互友好與婚配的情況，均

可顯示出館方細心照料園區動物的一面。 

京都水族館內部在因應氣候變遷衝突上，也提供多樣建築節能與循環的各

種科技應用。具體措施包括：太陽能發電、節能空調技術、複合型熱源再利用、

人工海水生產系統、節水過濾系統、自然換氣設計、以及冷坑系統(利用周邊公

園微氣候)雨水再利用等。 

  

綠建築與節能技術 深度的企鵝研究並將研究成果趣味化展示 
 

 

水母餵食秀及企鵝區 水族館內海豚表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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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 

該館原址為京都市龍池國小所在，惟因當地高房價下人口流失與少子化情形，

最後於西元 1995 年廢校。但在京都精華大學提案下，該校與京都市政府達成合作

協議，轉型成國際漫畫博物館。雙方合作模式，係由京都市政府免費提供用地與建

築物，京都精華大學負責營運。館內劃分為常設展覽區、特展區、研究區、收藏區

以及龍池小學歷史館(因應當地居民建議)，並設有販賣部及餐飲部等附屬設施。 

由於京都精華大學於西元 1973 年即有美術漫畫的課程，並陸續開設漫畫系所

與漫畫學院，早已是日本扶植漫畫產業的重要機構，該校在規劃之初即思索以舊有

建築作為漫博館所在，碰巧龍池國小的廢校，讓京都精華大學找到切入點。並思考

在過去「不能看漫畫的學校」，轉換「漫畫博物館」，或許比起新建大樓，更能引起

注目。該博物館舍置目的，於初期即以人才培育、產業發展和兼顧社區記憶與需求

為出發，融合學校、社區與漫畫家業界的需求。依據館方統計，該館每年入園人次

約有 30 萬人；館內除了日文的漫畫以外，亦收藏有一千多冊外文的漫畫，主要由

澳洲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日本研究中心與德國的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ät Leipzig）等單位協助提供，因此該館每年也吸引了約有 5 萬人外國旅

客前往。 

館內除了有總長度達 140 公尺的書架，收藏 3 萬多本漫畫的「漫畫書之壁」（マ

ンガ本の壁）外，亦設有漫畫工作室，安排京都精華大學的學生與業者近距離的展

示漫畫創作的過程，因此，該館不僅僅是閱讀漫畫的好地方，同時也是漫畫製造地! 

遊客在此也可與創作者聊天與交流，更可自由取閱在館內漫畫徜徉於戶外草坪區閱

覽。依據館方的說明，博物館每年透過門票、餐飲與研發授權金，每年約可有 2 億

元日圓收入，以每年經營成本 3 億日元估算，年平均虧損 1 億日圓，現由學校支付。 

為改善營運情形，館方目前也積極將創作圖像進行海外授權，並辦理海外聯

展，希冀開拓館舍營運財源。依據館方說明，該館舍置成功要素，即是妥善運用既

有閒置校園，並妥善與周邊居民、漫畫業者進行長時間的溝通，另外非官方的營運

主體也是成功鏈結漫畫產業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學校長期以來即透過專業分工，在

漫畫領域上設有多項的部門，積極將產業需求與學生人才培育進行整合。 
  

漫畫博物館內咖啡區以及廣宣 漫畫博物館的戶外草坪(可作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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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一) 日本住宅宿泊事業法與地方創生 

日本 2018 年 6 月 15 日上路的日本住宅宿泊事業法（又稱民泊新法），該

法不僅僅係管理違法民宿，更開啟了過去須經繁瑣程序才能合法提供住宿的業

者，一個更為簡便的線上申請方式；一旦申請完成即可於一年內，以營業 180

天為上限，提供日趨龐大的國際旅客，安全合法的住宿空間，振興地方觀光產

業。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曾表示，希望民泊法更能夠帶動「地方創生」，

特別是農村地區因人口流失所產生的大量空房，如果能夠有條件的將這些資產

活化，吸引觀光客長期停留在鄉間，用更深度的旅遊體驗，吸引國際觀光客，

更可能刺激地域活化，創造新形態的工作機會。 

(二) 宿泊稅及其四大應用 

該法令中，亦針對入住各式旅館、飯店、青年旅社的人，徵收 200 至 1,000 

日圓不等（約 55 至 272 臺幣）的宿泊稅。依據該項法令，其稅收將用來提

升地方國際觀光文化城市的魅力，其用途主要有四大項目：1.城市景觀的保

全，維護美麗的城市景觀；2.提升觀光引導系統；3.日本傳統家屋的保存與維

護；4.解決交通擁塞問題。 

 

日本京都宿泊稅運用文宣 

對於國內各縣市政府大量指定古蹟與歷史建築卻無法編列相對應的維護費用

情景下，日本宿泊稅的措施或許正是我國爭取古蹟維護財源的可能；為了提升文化

資產保護的完整性，提高古蹟活化再利用的成功率，透過積極民宿產業管理與引

導，不僅能導正鄉間廉價旅宿業，更可提升整體城市觀光品質與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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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 未來優先辦理方案 

1. 檢討「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補助作業要點」內受補助館舍每年需累計

開館 200 日以上限制，改採因地制宜或預約模式，提升營運效益。 

考量國內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之規模與發展特性具有城鄉差異，且該補助要點基

於政府資源有限下，私人館舍原則以補助提案計畫補助金 50%為上限；為強化

各館舍經營彈性，應考量個別博物館特性、財務與人事成本，通盤考量永續經營

可行性，鬆綁受補助館所年累計開館日 200 日以上之硬性標準；改以因地制宜，

由各館所依地方特性與需求，自行評估每年合理開館日數，俾提升博物館與地方

文化館營運績效與財務量能。 

2. 建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舍優先確立營運主體，再行投資興闢之原則 

國內多項文化建設往往先爭取公共建設經費，甚至到工程完工仍有營運主體不確

定或尚待成立的疑慮；綜觀日本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京都鐵道博物館以及水族

館等案例，均係於規劃興建前，就已經確立未來營運主體。爰此，前開案例的規

劃設計總能契合日後營運者的實際需求，而不至於有工程主體完成，再花錢投資

進行內部改裝亦或興闢中途因未來營運主體提案修改原建築設計的困擾。 

另一方面，倘若能結合產學合作，透過大學院校相關系所主動提出博物館之經營

意願，更是值得國內學習的模式。如同日本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在日本精華大

學因漫畫系所經營需求下，不僅可確保博物館日後營運的穩健性，更可帶動地方

產業，同步刺激學生(透過展覽與漫畫工作室互動交流)提前了解市場需求。 

若以京都鐵道博物館以及水族館等案例觀之，更是結合民間參與文化建設的絕佳

案例，在優先確認投資與營運主體後，相關建設與規劃自然能夠緊密因應市場需

求，在符合未來商業模式並不失去文化教育主體性的原則下，帶動周邊都市整體

發展與復甦。 

3. 建立各級政府新建博物館舍優先尋求既有閒置建築活化之原則與機制 

參考京都國際博物館與京都鐵道博物館等成功案例，投入大規模的硬體建設建置

一處嶄新的文化設施，未必得確保館舍得以永續，反倒是靈活運用既有閒置設施

活化使用，不僅可帶給遊客耳目一新的感受，在適度規模與減少不必要硬體建設

成本下，也可確保日後營運成本不至於過度膨脹。 

特別是少子化浪潮下，不論是偏鄉地區或都會地區，都開始有廢校或校園空間活

化轉型的議題，這些校園建築結構本身都是相當健全的，只要能放寬校園轉型活

化的規定，積極與周邊社區溝通與協調，將部分校園轉型地方文化館或博物館，

不僅可滿足文物保存的需求，在周邊社區積極參與下，也可確保館舍不會邁向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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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且低度利用的蚊子館命運。 

(二) 長期發展策略 

長期施政項目含括長期軟硬體建設、法規調適與增訂，具體建議如下： 

1. 效法日本民泊新法帶動地方創生，並研擬地方宿泊稅可行性，提升城鎮觀光品質。  

日本於 2017 年 6 月所頒布的民泊新法，基於其住宿空間不足以及偏遠鄉鎮老屋

閒置等問題下，透過法令鬆綁，將過去日租套房的灰色地帶藉由積極管理與最高

每年經營 180 日的限制下，進行房屋共享的法規鬆綁。如同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

寬也的看法，因應民眾對於住宿型態需求的改變，以及全球共享經濟的趨勢，與

其任由違法民宿孳生，倒不如透過積極管理，尚可帶動偏遠鄉鎮地方創生的潛能。 

以京都市為例，為了增加國際文化旅遊城市的吸引力，支付促進旅遊業措施所需

的費用，2018 年 11 月起也開始向京都市投宿的觀光旅客們，徵求每人每晚約 200

日圓以上的額外住宿稅收，用來維護歷史建築、改善城鎮景觀、提升觀光導覽指

示路標以及打擊非法民宿。這樣的措施對於我國近年大量指定歷史建築與古蹟卻

無修繕與維運資金，亦未嘗是一項擴增財源的作法；另一方面，對於偏遠鄉鎮部

分地區依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無法經營民宿的地區，亦可有效鬆綁法令，招

攬旅客進行深度旅遊體驗，未嘗不是促進地方創生的契機。 

2. 因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檢討相關文化建設推動模組與社會貢獻。 

依據 ICOM 於本屆大會積極探討博物館如何對於 17 項 SDGs 提出貢獻之趨勢，

國內文化建設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雖已有中長程個

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要求進行一系列規劃評估。然而相關評估並未完全涵蓋 SDGs

的架構，特別是針對氣候變遷行動所作的努力上，多數僅聚焦於綠建築的取得，

對於相關環境教育與新能源的應用上較無論述；另外對於文化建設如何帶動地方

就業與社區產業上，過去亦無完整評估，多以帶動參觀人口等指標替代。 

3. 串聯數位科技與行動支付，鼓勵中小型博物館與社區地域結盟，活絡地方經濟 

依據文化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項下之「整合協作平臺計畫」，已

積極鼓勵地方文化館舍，積極與周邊學校、社區建立合作關係，並以主題式角度

策畫行銷宣傳活動，開創與地方產業、交通運輸和觀光業者的合作方案。然而，

執行多年下，多數館舍仍以充實各自館舍量能為主軸，至多以聯合活動行銷進行

整合，尚未能發展出較強的產業鏈結。建議未來應結合數位科技與支付系統，確

實將地方鄉鎮特色與產業鏈進行結合，便利遊客透過行動支付體系，快速且便捷

的找到所需的各種旅遊資訊，一鍵滿足觀光所需的住宿、餐飲、交通、旅遊資訊

等各種消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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