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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部於 2016 年設置文化平權推動會報，以推動並保障公眾平等之文

化參與及文化近用之權利；各文化場館亦致力於提供不同族群、年齡、性別、

身心障礙者多元參與活動與友善服務。 

此次參訪日本東京 5 間博物館及美術館，其中並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東

京都美術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等 3 間館所進行交流訪談，交流主題包括無

障礙(通用)設施與服務、展示設計、建築維護等；透過觀摩東京各文化場館

是如何構思與設計，以提供符合不同身心障礙者、族群、性別、年齡需求之

友善服務與展示內容，並吸取各館有關建築管理維護方面的經驗，期藉由本

次交流觀摩，能為本處激發多元友善服務與展示規劃之新思維，並作為後續

本處服務升級計畫堂內整建工程，以及轉型時期在空間及展示規劃調整之參

考。 

 

  關鍵字：東京、博物館、美術館、文化平權、展示、無障礙、友善服務、

建築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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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國內外博物館發展 

國際博物館協會將 1977 年 5 月 18 日訂為第一個國際博物館日，並在每

年 5 月 18 日這一天訂定活動主題，以提高大眾對以下這一事實的認識—「博

物館是文化交流、豐富文化、促進相互理解、合作與和平的重要橋樑。」1 

由近幾年國際博物館日所訂定的主題2，便可窺見全球關注的議題，以及

博物館當前所面臨的挑戰與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全球在歷經 COVID-19 疫情

的影響後，博物館也迎來新的變革。2021 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 博物館

的未來：恢復與重塑」，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因運而生；受疫情衝擊的博物

館面臨了閉館、館員失業及數位轉型等危機，然而這場危機卻也成了關鍵創

新的轉機，特別是更加關注數位化以及創新形式的文化體驗和傳播方式。3 

 在 2022 年 8 月 24 日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中，賦予了博物館的新定義: 

「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永久性機構，研究、蒐藏、保存、詮釋與

展示有形與無形資產。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具包容性且人人具有平等接觸的

機會，促進多樣性與可持續性的發展。博物館依倫理道德營運與溝通，專業

參與社群，提供多元教育體驗、樂趣、反思與分享知識。」4此新定義中更強

化了博物館具社會服務及包容、平等、多元性的特質。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友善平權委員會對「友善平權的博物館」的定義，包含「友善使用」及「社

會平權」兩個主要價值。5爰此，如何實踐文化平權，以提供不同族群、年齡、

性別、身心障礙者能夠安心使用的設施與服務，以及如何於展示活動中促進

社群的參與及反映多元文化，是近年來國內外博物館積極努力的方向。 

 

二、 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文化部政策現況分析 

《世界人權宣言》第 27 條: 「人人有權自由參與社區的文化生活，享受

藝術，分享科學進步及其帶來的好處。」我國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將「國

                                                      
1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https://icom.museum/en/international-museum-day/ 

2 2020 年「博物館平權：多元與包容」；2021 年「 博物館的未來：恢復與重塑」；2022 年 「博物館
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s)；2023 年「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3
 Future of Museums – Recover and Reimagine: https://imd.icom.museum/past-editions/the-future-of-
museums/ 
4
 ICOM approves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https://icom.museum/en/news/icom-approves-a-new-museum-
definition/ 
5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友善平權委員會: https://www.cam.org.tw/professional-committees/committee-for-
access-and-equalit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D%9A%E7%89%A9%E9%A6%86%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D%9A%E7%89%A9%E9%A6%86%E6%97%A5
https://icom.museum/en/international-museum-da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1%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
https://imd.icom.museum/past-editions/the-future-of-museums/
https://imd.icom.museum/past-editions/the-future-of-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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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引進作為國內施行法後，社會大眾開始普遍地重視

身心障礙者之文化參與權與可及性服務。 

文化部之文化平權政策寫道:「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必須積

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年齡、性別、地域、族群、身心

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6為促進身心障礙者文化權益，落實「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所揭示之「文化平權」理念，除透過相關活動及補助方式，擴大身心障礙者

對各類文化藝術之參與，亦進行相關政策之研擬。 

   在文化服務場所方面，文化部補助與主辦之展演場所新建計畫均依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範規劃設置無障礙設施。文化部並訂定

「文化展演場館身心障礙者服務暨設施（備）檢核表」，函送各縣市文化局處

及本部各業務司與附屬機構，調查所轄館舍之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以改善

現況缺失。7 

文化部於 2016 年設置文化平權推動會報，下設六個專案小組(文化設施、

藝文展演、出版及閱讀推廣、影視音推廣、法規檢視及資訊服務)，以推動並

保障公眾平等之文化參與及文化近用之權利。同(2016)年訂定「文化部及所屬

機關官方網站無障礙專區資訊服務規範」，建置官網設置無障礙資訊專區，提

供基本資訊、活動資訊、教育資訊等三大資訊內容，並提供分眾導覽服務，

對象須涵蓋視障、聽障、心智障礙、肢障等 4 類。 

三、 參訪緣由與目的 

為落實文化部「文化平權」政策，本處亦持續完備無障礙相關設施與友

善服務，包含無障礙專用電梯、專用廁所、停車位、觀眾席等；常設展廳兩

側入口及演藝廳前方入口設有無障礙坡道、大忠大孝門到本處門廳出入口處

設有導盲地磚等，以及護理站、AED、哺乳室、飲水區、穆斯林祈禱室等友

善設施，此外亦提供輪椅、老花眼鏡及放大鏡免費借用；以及與中華民國啟

聰協會合作之臺灣手語老師支援導覽等服務；近年並完成大忠、大孝門廳廁

所整建工程，設置了多功能廁所(身障、親子、穆斯林友善)及 3 樓性別友善

廁所，以及設置四樓銅像大廳通往戶外第 3 層平台之活動斜坡板。爰此，本

次「日本東京博物館暨美術館建築管理維護、展示設計及無障礙等友善設施

考察計畫」，主要與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東京都美術館(以下簡稱

Tobi)、東京都現代美術館(以下簡稱 MOT)三間館所進行交流訪談，並參觀東

京車站畫廊、黑田紀念館，及上野恩賜公園。參訪目的主要為觀摩東京各文

                                                      
6 文化部文化平權政策摘要說明: https://www.moc.gov.tw/content_413.html 
7
 文化新聞 2013.11.30: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30834.html 

https://www.moc.gov.tw/content_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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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場館是如何構思、設計，以提供符合不同身心障礙者、族群、性別、年齡

需求之友善服務與展示內容，並吸取各館有關建築管理維護方面的經驗，期

藉由本次交流學習能為本處激發多元友善服務與展示規劃之新思維，並作為

後續本處服務升級計畫堂內整建工程，以及轉型時期在空間及展示規劃調整

之參考。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及館所介紹 

 

(一)東京車站畫廊(Tokyo Station Gallery) （5 月 23 日下午） 

東京車站畫廊是此趟考察第 1 個到訪的場館。一踏進畫廊，立即感受到寧靜的

歷史氛圍，與車站內人來人往的繁忙緊張氣氛形成強烈對比。這所位於重要文化財

東京車站內的畫廊，成立於 1988 年，最大的特色是展示空間完整保留 100 多年前

東京車站創建時的紅磚墻。畫廊於 2006 年因東京車站修復工程而暫時閉館，2012

年完工後，以更現代化的形式再次開館。 

畫廊由丸之內站北口進入第一層樓，展示空間位於二、三樓。二樓迴廊常設陳

列著東京車站大樓的演變模型與照片，展示這座城市的歷史變遷，以及 2007 至 2012

年修復工程期間所發現的原初建材和天花板浮雕。 

東京站畫廊的 logo 設計是由首字母 T 以連接三塊磚的「勾縫8」，呈現該館的

三大定位：(一)現代藝術的重新發現。(二)當代藝術的邀請。(三)鐵路、建築和設計

的邂逅。正如「勾縫」將每個磚塊連接起來而形成建築物一樣，東京站畫廊作為一

個起點，也將人與文化、東方與西方、東京與其他地區連結起來。9 

我們到訪時，館內正展出「大阪的日本畫」，是大阪日本畫史上首次大型展覽，

展示從明治時代到昭和初期活躍於大阪的 50 多位才華橫溢的畫家共 150 件作品。

作為工商業城市發展起來的大阪，創造了有別於東京和京都的獨特文化氛圍，並產

生了獨特而優秀的藝術作品。因展覽內部禁止攝影，我們僅於觀展後與主視覺看板

合影。 

                                                      
8 勾縫是指用砂漿將相鄰兩塊砌築磚塊之間的縫隙填塞飽滿，其作用是讓上下左右磚塊材料之間

的連接更爲牢固，防止風雨侵入牆體內部，並使牆面清潔、整齊美觀。 
9
 Tokyo Station Gallery Facility Information: https://www.ejrcf.or.jp/gallery/institu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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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位於東京站的丸之內車站北口處 ▲畫廊入口處圓頂天花板 

  

▲畫廊入口處 ▲觀賞完「大阪的日本畫」後合影 

  

▲紅磚牆上標示寫著這個建築是重要文化資

產，創建當時的磚牆請不要觸摸 

▲畫廊內連接 2、3 樓展廳和 1 樓入口的 

旋轉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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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車站畫廊 logo 是首字母 T 以連接三

塊磚的「勾縫」為主題設計 
▲現正展出「大阪的日本畫」 

 

(二)上野恩賜公園&黑田紀念館(5 月 24 日上午) 

第二日上午行程前往上野恩賜公園及黑田紀念館參訪。從東京地鐵上野站出

來先走進面積約 53 萬平方公尺的上野恩賜公園，它是日本第一座公園，今年正值

開園 150 周年，於噴水廣場設有紀念拍照點。此座公園可說是東京重要文化設施的

匯聚地，包含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西洋美術館、國立科學博物館、東京都美術館、

東京文化會館、書道博物館等共 21 所文化設施。     

 

 

 

▲上野恩賜公園入口 ▲上野恩賜公園 150 周年紀念拍照點 

 

黑田紀念館是遵照近代日本西洋畫之父黑田清輝（1866-1924）的遺願，以其遺

產建造而成，於 1928 年竣工，是建於昭和初期的美術館，為岡田信一郎設計之建

築；2002 年被登錄為國家有形文化財產。初始館內設有美術研究所，為「東京文化

財研究所」前身，2000 年研究所因新樓落成而遷離，隨後該館於 2001 年進行二樓

展示空間整修工程，後續亦曾於 2012 年閉館進行以耐震防護為主的工程，完工後

於 2015 年 1 月重新開館。此次工程保留原有的特色外觀與空間設計，耐震防護措

施集中在參觀者看不到的地方。另外為維持室內穩定的溫濕度環境，在不影響外牆

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內部保溫處理，並在外牆開口處加裝內窗扇，以防止外界空氣流

入而結露(產生冷凝水)。展廳空調也升級為高效能系統，以實現節能規格的恆溫恆

濕環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5%9C%8B%E7%AB%8B%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A5%BF%E6%B4%8B%E7%BE%8E%E8%A1%93%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AB%8B%E7%A7%91%E5%AD%A6%E5%8D%9A%E7%89%A9%E9%A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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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時發現展間的空調風口位於地板，此設計在裝設上比較容易，且能更好地

調節目標區的溫度，而空調風口有與座椅和裝飾櫃結合，增加美觀與實用性。另外

整修後新設置輪椅升降機和電梯，讓輪椅使用者在所有區域都能順暢通行。10 

目前館內收藏有黑田清輝的油畫約 130 幅、素描及寫生帖約 170 幅，分別在特

別室和黑田紀念室展出。2015 年新開設的特別室是一間色彩沉穩的展間，每年只

對公眾開放 3 次(新年、春季和秋季各兩週)，黑田的代表作《湖畔》、《智慧、印象、

感性》、《舞妓》（均為重要文化財產）、《閱讀》等都在特別室展出和收藏。可惜的

是，此次來參訪時沒有開放。 

 

  

▲黑田紀念館建築外觀 ▲參觀黑田紀念館之後合影 

  

▲黑田紀念館入口 
▲入口階梯旁設有對講機，供輪椅使用者

與工作人員聯繫架設斜坡道 

                                                      
10 東京国立博物館 黒田記念館（改修）: https://www.yasui-archi.co.jp/works/detail/622684-2/index.html 



7 
 

  

▲黑田紀念室 ▲特別室每年只對公眾開放 3 次 

 

 

▲黑田紀念室之休息座椅與空調風口結合 ▲資料室裝飾櫃與空調風口結合 

 

 

 

 (三)東京國立博物館(5 月 24 日下午) 

第二日下午行程是來到位於上野恩賜公園噴泉廣場後方的一座外觀雄偉的建

築—東京國立博物館主館進行交流。該館可說是日本最古老和最大的國家博物館，

它創始於 1872 年在湯島聖堂大成殿舉辦的博覽會，去(2022)年剛迎來創建 150 周

年。 

東博共有六個展館，主館展示日本文物，於 1938 年建成開放，為建築師渡邊

仁所設計，以現代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而保有帝冠式樣的代表建築，照明和空調

等設施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別具歷史意義，2001 年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

化財」；東洋館展示亞洲文物，由建築師谷口吉郎所設計，於 1968 年開館；平成館

展示日本考古，並設有舉辦特展的專用會場，於 1999 年開館；法隆寺寶物館亦於

1999 年建成開館，建築是由建築師谷口吉生所設計，該館收藏奈良法隆寺於 187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2%A2%E7%AD%8B%E6%B7%B7%E5%87%9D%E5%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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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捐獻給皇室的約 300 件寶物。此外，還有作為特展活動場地的表慶館，由建築師

片山東熊所設計，於 1909 年建成開館，1978 年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化財」；最

後還有今日上午參觀過的黑田紀念館。 

 

  

▲東博為國立文化財機構 ▲東博主館建築與吉祥物 

(東博先生、額長楸小姐分別是以明器土偶和主館前的

鵝掌楸樹葉為原型設計) 

  

▲館方帶我們從平成館進入，並經過聯

通走道轉進主館 

▲館方為我們展示主館大廳的觸控導覽

資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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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主館入口大廳 ▲東博主館前合影 

 

 

 

(四)東京都美術館(5 月 25 日上午) 

第三日上午來到日本首座公立美術館—東京都美術館(Tobi)，於 1926 年開館，

其最初的建築因老化且無法滿足需求，東京都政府於 1968 年設立了新館建設準備

委員會，1971 年決定在和舊館相鄰的棒球場興建新館，設計者是現代主義建築大

師前川國男。新館是針對企劃/常設展示、公開招募展示，以及文化教育活動三種

不同機能，加上由於位於上野公園屬風景名勝區，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15 公尺，故

總面積約 60%須位於地下，因此設計成圍繞著中央廣場而建成的三棟獨立建築(企

劃棟、公開招募棟、交流棟)，內部彼此互不連通，僅能由地下一樓的中央棟通往

另外三棟建築。 

Tobi 建築外牆乍看之下是由紅磚瓦打造，而實際上是藉由「打入式磁磚」工法

營造的作品，建築師刻意打造都會空間融入公園森林的自然氛圍中。 

 

  

▲Tobi 外觀 ▲Tobi 中央廣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5%B7%9D%E5%9B%BD%E7%9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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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 入口處位於地下一樓 ▲Tobi 正門大廳與美術館商店 

 

 

 

(五)東京都現代美術館(5 月 25 日下午) 

第三日下午來到東京都立木場公園旁，一所全面展示當代藝術的東京都現代

美術館(MOT)。該館是由建築師柳澤孝彥和川上喜三郎共同設計，成立於 1995 年，

其最初承接自東京都美術館約 3 千件收藏品與 5 萬冊美術圖書資料，目前則已收

藏 5 千 7 百多件收藏品與 27 萬冊美術圖書資料，積極開展橫跨多個領域的日本和

海外當代創作活動，且更進一步在藝術圖書館的各個領域，努力接觸廣泛的參觀者，

通過相互合作，致力於探索和推廣適合多元價值時代的藝術。11 

該館曾於 2016 年閉館進行大規模整修，歷經 3 年，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重新

開幕。重新開幕的紀念 LOGO 在原來的 MOT 再加上一個＋號，是由原本的 LOGO

設計師仲條正義所設計，MOT 讀起來有「もっと」（更加）的意思，開幕 LOGO 加

了一個 T，並以 PLUS 的符號表示，代表更積極、升級之意。 

 

  

▲MOT 入口處 ▲MOT 建築入口處外觀 

                                                      
11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について: https://www.mot-art-museum.jp/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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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立木場公園側看 MOT 建築外觀 ▲MOT 入口大廳 

 

 

▲重新開幕的紀念 LOGO  

 

二、參訪議題及內容 

本次考察行程主要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東博)、東京都美術館(Tobi)、東京都現

代美術館(MOT)三間館所進行交流訪談，內容聚焦於四個面向:營運管理、展示規

劃、無障礙友善設施與服務、建築維護管理，並分享交流有關疫情期間及後疫情

時代的因應策略。 

本次參訪的三間館所於疫情期間，在特展方面都導入了線上門票日時預約制

度，以便控制每個時段的參觀人數。此外，Tobi 亦發佈線上畫廊導覽，並引導使用

者線上進行研討會、工作坊或展覽會等。MOT 亦強化了線上的運用，將採訪展覽

藝術家的影片發佈到官網上，一方面促進民眾對展覽內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提供

給無法到美術館的人觀賞；在教育普及業務方面，實施了特殊教育學校及醫院訪問

教室的線上課程，另外導覽人員運用無線電對講機進行導覽，讓民眾可以更安心地

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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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副處長(左)與東博常設展調整室室長 

(右:市元壘)合影 

▲本處副處長(左)與東博國際交流室 

室長(右:楊鋭)合影 

 
 

▲本處參訪人員與東博志願者室 

室長(右 2:川岸瀬里)合影 

▲本處參訪人員與 Tobi 副館長(貝瀬由明)等 

與談人員合影 

(右依序為學藝課課長山村仁志、建物管理課主任茂木

大輔、管理係長真田千春) 

  

▲本處參訪人員與 MOT 副館長 

(茂木直惠)等與談人員合影 

(左 2:管理課長渡邊努、右依序為專門技術員羽生俊

郎、管理係長門馬) 

▲本處副處長與 MOT 與談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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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博物館、美術館之營運體制及其優缺點 

本次交流參訪的三間館所，分別屬兩種不同的營運體制—「獨立行政法人」

和「指定管理者制度」，東博為前者，Tobi 和 MOT 為後者。 

東博在 2001 年隨著重組中央省廳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實施，先歸於「獨

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2007 年起歸於「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管

理。目前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運營著 4 所國立博物館12和兩個研究所

13。 

東博在獨立行政法人體制運作下之優點包含經營自主權靈活，尤其在用人

方面；預算方面可跨年度編列使用，有利於長期規劃；導入外部專業人士評價

制度，可提升員工積極表現；相對地也有其缺點，比方評價制度必須準備的文

件十分繁瑣且費時，壓縮研究人員的研究時間，最後恐變成「為評而評」，另外

因國家預算逐年削減，加上近年受疫情衝擊以及烏俄戰爭影響，電費翻倍上漲，

在經營上挺是艱辛。 

Tobi 和 MOT 為東京都的文化設施，運營者是由都政府根據指定管理者制

度14而選定。自 2021 年 4 月起為期 6 年，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作為東京都政

府的指定管理者，受託管理和運營都立美術館、博物館或音樂廳共 12 所文化

設施。 

Tobi 在指定管理者制度運作下的優點，包含能夠提供傳統地方政府所沒有

的服務，且更容易滿足使用者多樣化的需求；在選拔競爭過程規則下，能夠為

政府降低成本。然而缺點是由指定管理者代表政府經營公共設施，致使政府對

該設施的管理意識有減弱之風險，當使用者的需求傳達給政府時，政府可能無

法迅速做出回應。此外，由於優先考量降低成本，可能導致服務品質下降，且

由於每隔一段指定期間須更換管理者，所提供的服務可能無法持續與連貫。 

MOT 在指定管理者制度運作之優缺點主要有兩項，一是由於東京都歷史

文化財團是「公益財團法人」，辦理展覽會等獲授權的公益項目所產生的利潤

可免徵法人稅。然而，在執行公益項目時是有所限制的，比方與公益目的相關

的收入不能超過合理支出，以及法人的公益項目須佔總經費的 50%以上等，此

外，在經營獲准的營利項目(餐廳、博物館商店等)時，有義務將 50%或更多的

利潤用於公益項目。另一項優缺點則是採用「使用費制度」，即都政府由與美術

館運營相關的總費用當中，先扣除指定管理人預估的營業收入後的金額作為

「指定管理費」，無須再精確結算。好處是由於指定管理者的努力而增加的營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館 

13
 東京國立文化財產研究所、奈良國立文化財產研究所 

14
 依據《地方自治法》第 244 條之 2 規定的公私合營方式之一，由具有專業知識的民間經營者管

理公共設施的制度。地方自治法: https://hourei.net/law/322AC000000006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7%AB%8B%E8%A1%8C%E6%94%BF%E6%B3%9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AB%8B%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AB%8B%E6%96%87%E5%8C%96%E8%B4%A2%E6%9C%BA%E6%9E%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AB%8B%E6%96%87%E5%8C%96%E8%B4%A2%E6%9C%BA%E6%9E%8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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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潤，可作為自我獎勵，但若營業收入不符原初預期，則得承擔虧損。由此

可知，在指定管理者制度下的運營資金，是來自於東京都政府指定的管理費、

展覽的業務收入（外部資金，如入場費和贊助費），以及餐廳和博物館商店等盈

利業務的管理費。 

 

(二) 展覽主題規劃與 5G 科技應用 

本次參訪東博的主館，其一樓展廳是按文物類別規劃，比方雕刻、漆器工

藝、金屬工藝、陶瓷等共 8 間；二樓展廳則是依主題並按歷史年代順序陳列，

比方「宮廷的美術—平安、室耵時代」、「浮世繪與衣裝—江戶時代」共 10 間，

以上均為展出館藏文物的綜合文化展(常設展)；展廳的名稱是以數字編號及主

題命名，展示的內容由各展廳的研究員根據其研究領域，規劃並提案後開會決

定。 

本次到訪時在平成館的企劃展示室正展出「尾・しっぽ」(2023.4.25~6.4)，

此展是東博與上野動物園、國立科學博物館一起合作有關動物的專題展示，內

容介紹哺乳動物，以及鳥類、爬行動物、魚類和想像中的動物的尾巴。有趣的

是，平時人們很少有機會特別關注工藝品中動物尾巴的表現，因此吸引了許多

親子前來觀展。主館的一樓空間尚有一間為企劃展覽廳、兩間特別展廳是體驗

型展覽空間，展示日本美術與文化，另有教育普及園地和博物館商店。 

 

  

▲東博之平成館的企劃展: 

「尾・しっぽ」 
▲東博體驗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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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商品店 ▲東博商品店 

 

Tobi 則沒有常設展，而是與大眾媒體共同舉辦特展(每年舉辦 3~4 次)，介

紹世界和日本的名作，展覽的內容已排定至 2026 年；還有透過公開招募企劃

的展覽於每年夏季舉辦，依次有藝術與生活展、當代藝術家展、藝術與照護展

等；此外，每年舉辦一次上野藝術家計劃並運用館藏品的收藏展。本次到訪時

東京都美術館正舉辦 20 世紀野獸派大師 Henri Matisse 的特展—「マティス展

Henri Matisse: The Path to Color」(2023.4.27~8.20)，展覽中多方面介紹 Matisse 的

創作，包含繪畫、雕刻、素描、版畫、剪紙畫約 150 件名作。本次特展仍是採

疫情期間導入的「日時指定預約制」，排隊入場觀展的民眾頗多。東京都美術館

除了舉辦特展和企劃展外，還有公募團體展/學校教育展，作為「共享創作喜悅

的場所」，每年約有 260 個團體於此舉辦展覽。 

 

 

 

▲Tobi 入口處マティス特展告示(採日時

指定預約制) 
▲Tobi 館內特展售票處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https://www.wazaiii.com/articles?id=art-henri-mat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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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 マティス特展進場人潮 ▲Tobi 公募團體展—創型展 

 

 

 

 

MOT 辦理展覽、收藏、教育推廣等業務，主要是依照三個方針來進行規劃:

創造文化並傳播具有魅力的訊息、普及當代藝術和培育下一代傳承者，以及實

現對所有觀眾開放的美術館。新冠疫情期間，該館努力地談判涉及國際運輸的

展覽並延後開展日期，以及提前了國內的相關展覽；2021 年舉辦荷蘭藝術家

Mark Manders 之大型當代雕塑的特展後，因受疫情影響，國際海運回程無法執

行，然而幸運的是，該館是展品收藏家，所以在常設展廳以全新的視角重新配

置了這些收藏品，並將其作為收藏展再度開展，頗受好評。該館認為即使在疫

情流行期間，保持美術館獨有的真實體驗仍然很重要，因此一直致力於從特效、

建築和時尚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當代藝術中，持續提供多樣化的高質量展覽。 

本 次 到 訪 時 ， 剛 好 MOT 舉 辦 的 「 Christian Dior ： 夢 之 設 計 師 」

（2022.12.21~2023.5.28）到了展期尾聲，參展人潮依然很多，據說該展線上的門

票很早就售罄，而且現場當日票也在開售時很快就售畢。館方說這個展覽實現

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展覽架構，並提供一個豐富的當代藝術體驗。當天館方也

帶 我 們 參 觀 現 正 展 出 的 收 藏 展 — 「 被 膜 虚 実 ／ Breathing め ぐ る 呼 吸 」

（2023.3.18~.6.18）在展廳的一樓，以「被膜虚実」為題展出 1980 年代末以後的

藝術家作品，關注大約 30 年的時間流逝，在那裡可以看到身體的變化和對生

活的注視；展廳的三樓則以「呼吸」為題，由一組喚起風、水、空氣流動的作

品組成，它與人的呼吸相連，圍繞著世界運轉。15 

                                                      
15
 MOT コレクション被膜虚実／Breathing めぐる呼吸展覧会: https://www.mot-art-

museum.jp/exhibitions/mot-collection-2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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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Dior：夢之設計師特展 ▲Christian Dior：夢之設計師特展 

  

▲Christian Dior：夢之設計師特展 ▲Christian Dior：夢之設計師特展 

  

▲MOT 收藏展:被膜虛實 ▲MOT 收藏展:被膜虛實 

 

 

 

有關 5G 應用方面，MOT 已建立完成一個可以在所有展廳實現 5G 的環

境，並在 2021 年 3 月至 6 月舉辦的「ライゾマティクス_マルティプレックス」

(rhizomatiks_multiplex)展覽中應用，廣受好評，該館認為未來的計劃將包括科技

與藝術共融之項目；Tobi 則是從 2023 年 3 月開始，在館內的部分空間中鋪設

了 5G，惟目前僅作為一般電信使用，尚未應用到展示中；東博則是囿於經費以

及重要文化資產身分申請設置程序較複雜之限制，目前尚未建置 5G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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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障礙(通用)設計下之設施與服務 

日本於 2007 年已進入超高齡社會，2023 年日本的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增至

29%16，因此會到文化場館參觀的高齡者和輪椅使用者為數不少，所以館內所有

空間均可供輪椅進出，其基本理念是創造一個可供所有人(包括高齡者、兒童和

身心障礙人士)安心使用的場館。 

本次交流參訪的三間館所，都有完備的無障礙(通用)設施與服務，包含入

口無障礙斜坡道、所有樓層均可乘電梯抵達、無障礙專用停車位、多功能廁所、

哺乳室、AED 及救護室等，並且在官網上均提供詳細的無障礙相關資訊。 

 

 

 

▲Tobi 往 B1 入口大廳的手扶梯 ▲Tobi 往 B1 入口大廳的電梯 

  

▲MOT 入口處的斜坡道 ▲東博商品店內的斜坡道 

                                                      
16
 総務省統計局: 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n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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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臨入口處的無障礙專用停車位 
▲東博主館入口輪椅借用處 

及嬰兒車借放處 

  

▲MOT 嬰兒車及輪椅 

借用處 

▲MOT 符合輪椅使用者 

高度的降低服務台 

  

▲MOT 男廁內亦設有 

尿布台及兒童安全座椅 
▲MOT 男廁內的尿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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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無障礙及附有造口17設施的廁所、

哺乳室之標誌 
▲MOT 無障礙及附有造口設施的廁所 

 

 

▲MOT 哺乳室 ▲MOT 哺乳室 

 

 

▲MOT 符合輪椅使用者 

高度文宣取用區 
▲Tobi 講堂約可容納 5 台輪椅之坐席空間 

 

 

                                                      
17 造口是指由於胃腸道或輸尿管因病故而受損，在腹部開設之人工肛門/人工膀胱以用於排泄。

附有造口設施之多功能廁所即設有造口袋汙物清理盆具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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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從三間館所的官網無障礙資訊，及各館製作的無障礙導引手冊中所

陳列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項目，彙整如下: 

無障礙設施、服務 東京國立博物館18 東京都美術館19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20 

無障礙地圖/導引手冊 V V V 

盲文(點字版)導引手冊 V  V 

多功能廁所附有造口（人

工肛門或人工膀胱）設施 

V V V 

多功能廁所附有護理床  V V 

多 功 能 廁 所 附 有 兒 童 座

椅、尿布台 

V V V 

哺乳室 V V V 

(有男性專用哺乳室) 

座椅休息區 V V V 

哺乳室附有泡奶粉的熱水  V V 

餐廳免費提供嬰兒副食品   V 

降低的輪椅服務台  V V 

入口處有手語導覽影片 V  V 

救護室、AED V V V 

電梯/手扶梯 V V V 

輪椅免費借用 V V V 

嬰兒車免費借用  V V 

步行輔助器免費借用   V 

筆談器(書寫工具) V V V 

可上鎖的置物櫃 V V V 

導盲犬、服務犬、助聽犬可

入內 

V V V 

無障礙優先停車場 V V V 

五感地圖 V   

觸覺模型 V 

 

 V 

(油畫、版畫的工具) 

演講廳設有輪椅席 V V V 

為聽障者設置的助聽器收

音迴路和 UD Talk(即時字

幕) 

V   

為視障者準備的口語地圖 V   

                                                      
18
 東京国立博物館バリアフリー情報・バリアフリーマップ: 

https://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8 
19
 東京都美術館バリアフリー情報: https://www.tobikan.jp/guide/barrierfree.html 

20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バリアフリー情報: https://www.mot-art-museum.jp/guide/barrier-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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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維護管理—空間整修、節能與設施維護 

Tobi 及 MOT 都曾因設施設備老舊，分別先後於 2010~2012 年、2016~2019

年期間進行閉館整修工程。 

整修後的 Tobi 全面導入通用設計、改善展廳環境和提升餐廳與賣場服務

品質，當時亦實施了節能改善措施，包含空調熱源更新為節能的風冷式冷凍機

組，並利用夜間電價較低時，將冷水機的熱能儲存於蓄熱槽，以供白天空調運

行使用。再來還引進了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BEMS（Building an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利用 BEMS 中記錄的數據，可以進行自動且高效的空調控制。另外

於屋頂安裝了太陽能發電系統，作為館內電力的利用。我們到訪那天，剛好有

一個公募展示室是空檔，館方帶我們走神祕通道上到頂樓看太陽能板。該館的

太陽能板裝設於 4 棟公開招募展示建築的屋頂，自 2012 年裝設以來未曾故障

或損壞，一年清潔維護 4 次，據館方統計 2021 年太陽能發電量約 10 萬千瓦。 

 

  

▲Tobi 屋頂的太陽能板 
▲Tobi 機房內太陽能系統 

監控螢幕 

 

 

 

 

整修後的 MOT 亦改善了無障礙、親子友善相關設施，並重新調整參觀動

線之外，也著眼於更新機電設備以節約能源，包含將整個建築的照明改為 LED、

更新空調系統，以及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太陽能熱水器等再生能源利用，經

該館統計，每年約可減少 15%的能源排放量。 

有關節能措施，Tobi 及 MOT 的指定管理者—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係遵照

《能源合理使用法》和《確保東京都市民健康和安全的環境條例》，妥善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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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能源，例如改善照明和空調設備的運行，並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特

別是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東京都美術館、東京都藝術空間、東京都現代美

術館等大型場館，每年度均須填報地球暖化對策計畫書21(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

的官網上可看到 2015~2022 年之計畫書)。計劃書內容包含基本方針、推動制度、

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以及與總量減排義務有關的狀況，

比方特定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上年度相較增減因素分析等，最後還有溫室氣體減

排實施情況及館方自評。由 2022 年的地球暖化對策計畫書得知，Tobi 和 MOT  

2021 年相較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均增加，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疫情緩和後 2021

年的參觀人次已大幅回流。 

有關建築物及設施維護管理，三間館所均是依照東京都政府制訂的《維護

作業標準規範》22進行並確實填報相關表件，該規範詳列各種建築構造及電氣、

機械、監視、升降機、防災等設備之維護作業項目、檢查流程、實施頻率、運

轉監控等，以及建築內外各個空間、設施的清潔、蟲害檢查驅除、空氣品質及

水質檢驗等均有明確實施規定。 

 

參、綜合心得 

一、為身心障礙者、高齡者、親子設計的友善服務 

除一般較為常見、基本的無障礙(通用)服務設施外，本次參訪之三間館所，

亦有與身心障礙者及相關專家一起研討規劃之貼心服務，比方針對不同障別需

求之地圖和輔具、鮮明易懂之指標設計，以及所有人都需要的(特別是高齡者、

孩童、照顧者和身體不適者)座椅休息空間等。 

 

(一)針對不同障別需求的地圖和輔具 

1. 無障礙地圖/導覽手冊:東博在官網上提供的無障礙地圖，除了清楚

標示各場館提供哪些無障礙及友善設施以及位置外，並於園區無障

礙地圖上用不同顏色的符號標記路面情況，比方上下坡、傾斜、凹

凸路段等，並標記建物入口處、無障礙斜坡道，以及輪椅無法進入

之階梯入口位置。另外 Tobi 之無障礙導覽手冊、MOT 之通用導覽

手冊，內容除清楚標示空間平面圖及無障礙設施位置外，亦附上餐

廳、圖書館、講堂等空間設施之照片、說明，包含桌、椅的詳細尺

寸(寬度、深度、高度)、櫃台高度等資訊。 

 

                                                      
21
 東京都歴史文化財団環境への取組: https://www.rekibun.or.jp/about/activity/environment/ 

22
 東京都財務局 維持保全業務標準仕様書: 

https://www.zaimu.metro.tokyo.lg.jp/kentikuhozen/eizen/siyousho_enasiiz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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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園區無障礙地圖 

 

▲東博主館二樓無障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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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 無障礙指引手冊(封面) 

 
▲Tobi 無障礙指引手冊(廁所設備介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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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通用指引手冊(封面) 

 

▲MOT 通用指引手冊(設施介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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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觸摸導覽模型、觸摸展示 

東博在聽取視障人士和盲人學校老師的意見後，與設計師、東

京藝術大學學生和工匠合作，完成了半立體的觸摸導覽模型。在一

樓的地圖上，鑲嵌著佛像、刀劍、陶器等與真品相同的材料和工藝

製作的作品；二樓的地圖就像一個小測驗，螺旋形代表繩文時代，

榻榻米的邊緣代表茶室。除此之外，東博也設計體驗日本文化資產，

如漆器、浮世繪的點字版介紹及觸摸展示。 

除了為視障者設計觸覺導覽模型外，東博亦在官網上提供給視

障者專用的口語地圖，即口頭描述從 JR 上野站公園口到東京國立博

物館的最佳路線，詳細說明在該路線中，視障者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或障礙物，比方「出車站後，直走約 20 公尺，左手邊是東京文化會

館，右手邊是上野公園詢問處，導盲磚就到此為止。」、「車行道前

面有很多約到大腿高度的桿子，作為分界線，防止汽車進入，注意

不要撞到。通過電線桿後，當道路變成柏油路時左轉，繼續在人行

道上行走（左側人行道入口處設有導盲磚）」。 

MOT 亦從 2019 年開始積極致力於無障礙教育推廣項目，因此

開發了一種觸覺觀察油畫的工具，其一開始的想法是雖然不能觸摸

美術館展示的作品，但可以創造了一種觸覺工具，通過「觸摸」來

擴展油畫的世界，不僅可以讓視障人士，還可以讓兒童通過行為體

驗藝術欣賞。 

 

3. 支援助聽器迴路、即時字幕、手語影片、手語翻譯 

東博為聽障者提供之服務，包含講座中設置磁力迴圈以支援使

用助聽器者，利用磁力迴圈將講者麥克風中的聲音收進助聽器中以

更清楚聆聽講座內容；此外與語音轉成文字的軟體開發公司簽約，

應用於講座中作為即時字幕，除供聽障朋友方便以文字閱讀外，亦

可供參與講座的留學生以文字理解演講內容，另該館亦於今年完成

手語導覽影片的製作。MOT 入口處亦有手語導覽影片，並於部分講

座中引入手語翻譯人員。 

 

4. 五感(sensory)地圖、冷靜室 

在日本有關身心障礙之類別主要為 8 種，包含視覺、聽覺、肢

體、內部臟器、智能、精神、發育，以及大腦功能等方面之受損而

形成之障礙。23 

                                                      
23 東京都福祉保健局 https://www.fukushi.metro.tokyo.lg.jp/tokyoheart/shougai/tokus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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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發育障礙」是與大腦功能發育相關的障礙，如廣泛性發

育障礙（自閉症、亞斯伯格綜合症等）、學習障礙（LD）、注意力缺

陷多動障礙（AD/HD）等，以及「精神障礙」，如神經症和壓力相關

疾病(恐慌症、強迫症等)，為了鼓勵這些族群參與社會，並將博物館

的知識與活動內容普及到更多人，東博亦特別製作五感地圖，讓感

覺敏感的人也可以安心地來參觀博物館。所謂感覺敏感者，包含自

閉、恐慌、癲癇等症，但不局限於此；對光線、聲音、氣味等特定

事物敏感者均為其對象。 

在東博的五感地圖中，標示出有椅子和可以飲食的地方、有聲

音刺激的地方、有強光刺激或有自然光的地方之資訊，以供感覺敏

感的人可以提前找出不喜歡的地方或可以休息的地方。 

此外，東博預計於今年設置「冷靜室」以提供一個獨立、安靜

的小空間，所服務的對象包括上述族群，也可能是比如在人多嘈雜

地方會感覺不安定而產生混亂的人，即感官上容易受到刺激的人，

讓他們可以在這空間裡面穩定情緒、平靜下來。 

 

 

▲東博設計之五感地圖— 

標示出有座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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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設計之五感地圖— 

標示出有強光刺激或自然光的地方 

▲東博設計之五感地圖— 

標示出有聲音刺激的地方 

  

▲立牌上寫著:來觸摸東博吧! ▲東博觸摸導覽模型 

 

 

▲東博設計給視障者的 

「浮世繪的秘密」 
▲「浮世繪的秘密」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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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設計給視障者的 

點字版文宣 

▲東博設計給視障者的 

觸摸漆器展示板 

  

▲東博設計給視障者的 

觸摸漆器展示板 
▲MOT 觸摸導覽圖 

 

 

▲MOT 設計給視障者的 

觸察工具24 

▲MOT 入口處 

手語導覽影片 

                                                      
24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さわって、みる、油彩画の触察ツール:  

https://www.mot-art-museum.jp/blog/education/2020/11/2020110419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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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企劃展講座 

引進手語翻譯人員25 

 

 

(二) 鮮明易懂的指標設計 

MOT 於 2016~2019 年進行整修工程之後，館內外的標誌系統也全面

更新，由藍瓶咖啡的御用設計師長坂常進行標誌設置的載體設計，標誌

則是由設計草間彌生美術館視覺形象的色部義昭擔綱。 

色部義昭在某一次演講中談到，「標誌設計是一個隱形的導覽者。設

計時，我會想像它是一個真正的人，甚至性格，然後去思考是什麼樣的

人來為我們做空間導覽呢？這些標誌設計雖然都小小的，但是走進空間，

透過帶有個性的指標系統的引導來理解環境，慢慢的感覺也會不同。」

26 

MOT 的標誌載體外表看起來為木質展示板，指標以簡明的黑白圖示

和箭頭為主，文字為輔，在空間的每個轉角都可以看見它們的身影，讓

人在迷宮一般的美術館空間中，不至於迷失方向。立於地面上的指標看

板，視線剛好符合一般人眼睛往前平視之高度，有別於傳統位於空間上

方的標誌，需要抬頭去尋找，而且展示板有吸磁功能，便於活動或告示

海報隨時更換。 

另外，本次參訪之其他場館，也有明顯且各具特色的指標，比方東

京車站藝廊「順路」指標，指引參觀的行進方向，標誌中並列出館內禁

止事項，包含禁止飲食、碰觸展品、使用手機、拍照，以及不能使用鋼

筆等書寫工具，但可以使用鉛筆書寫等等規定。其他特色指標，比方東

京車站藝廊廁所及置物櫃的立體雕刻標示，上野恩賜公園地面的繪圖導

覽圖及公共藝術指標等。 

                                                      
25
 第 61 回 MOT 美術館講座「《モナ・リザ》スプレー事件をめぐって―ウーマン・リブと障害者

運動」: https://www.mot-art-museum.jp/education/report/2022/10/20230405105820/ 
26
 ShoppingDesign:打造日本大阪地下鐵新 logo，設計師色部義昭的工作術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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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入口指引標誌 
▲MOT 入口大廳指標:商品部、咖啡

廳、圖書館、餐廳和廁所的方向 

  

▲MOT 入口大廳之展廳方向看板 

與休息座椅結合 

▲MOT 入口大廳之上鎖置物櫃 

方向指標與休息座椅結合 

  

▲MOT 各樓層空間與設施標誌 ▲MOT 各樓層空間與設施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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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往中庭方向指標看板 ▲MOT 往戶外展示場之指標看板 

  

▲MOT 餐飲店的看板和海報 
▲MOT 收藏展展廳與講堂活動海報 

與方向指引 

  

▲MOT 嬰兒車暫放空間告示看板，並提醒貴

重物品請勿放置於嬰兒車，以及不負嬰兒車

保管責任 

▲MOT 女性專用哺乳室告示看板，並

提醒男性專用哺乳室位於 B1 圖書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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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車站藝廊「順路」指標 
▲東京車站藝廊立體雕刻標示 

—上鎖置物櫃 

 
 

▲上野恩賜公園地面繪圖導覽圖 ▲上野恩賜公園公共藝術指標 

 

 

 

(三) 館內的座椅休息空間 

本次參訪發現，日本的博物館及美術館除了會特別考量身心障礙者

之需求外，也很重視提供給高齡者及親子友善的空間。比方，東京都美

術館希望能成為一座從兒童到高齡者，即使年紀增長也一直會想前來參

觀的美術館。 

本次參訪之三館所，均善用寬敞的走道間、落地窗旁、展廳前廣場，

以及展廳內空間設置貼心的座椅，讓參觀者走累了，能夠短暫坐著休息

之後，再繼續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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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博指示座椅休息區的方向 ▲東博座椅休息區 

 

 

▲Tobi 藍、黃、紅、綠座椅 
▲Tobi 落地窗旁座椅區 

及飲料販賣機 

 

 

▲東博展廳內座椅 ▲MOT 落地窗旁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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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落地窗旁座椅 ▲MOT 收藏展廳外的座椅 

 

 

 

二、促進公民參與交流的藝術傳播者方案 

Tobi 於 2012 年整建開館後，在新的管理運營政策下，開始藝術傳媒事業

(Tobira Project)，即是 Tobi 和東京藝術大學的合作項目，通過以美術館為據點，

將不同的人的不同價值觀聯繫起來。每年招募一次「藝術傳播者」，只要年滿

18 歲，對藝術或博物館感興趣、願意主動學習、積極主動的人即可報名參加。

擔任「藝術傳播者」期間可以免費參與各項講座活動，任期基本為一年，最多

可展延到三年。 

透過辦理「基礎講座」、「實踐講座」和「Tobira Lab」(研討會議)，讓每個

人都能參與進來；最近一回的「基礎講座」主題即為「博物館與福祉」( museum 

and well-being)，內容主要是基於與過去展覽相關的「藝術交流」和大人小孩一

起參與的「學習設計企劃」活動的努力，來思考博物館的福祉。27 

「Tobi 精彩亮點地圖」亦是由藝術傳播者的角度所設計介紹的地圖，掃

QRcord 即可連進去；地圖上標記 12 個亮點的位置，點進去後，幾張亮點照片

並搭配輕鬆易讀的介紹小短文，讓人發現美術館中意想不到的有趣故事。藝術

傳播者亦協助接待和引導，包括在每個特展閉館日舉辦預約制的觀賞會中引導

身障人士，讓他們能夠安心觀看作品。 

 

                                                      
27
 東京都美術館 × 東京藝術大学「とびらプロジェクト」:https://tobira-project.info/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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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 公民參與創意空間 ▲Tobi 公民參與創意空間 

 

 

▲Tobi 精彩亮點地圖，可支援 15 國語言

(有語音朗讀功能) 
▲Tobi 精彩亮點地圖中第 10 個亮點 

 

肆、結語與建議 

一、 後疫情時代持續提供數位、線上服務 

 

本次參訪的三間館所於疫情期間，在特展方面都導入了線上門票日時

預約制度，在疫情趨緩後，部分仍持續採用此制度，一方面可以有效掌控人

流，另一方面對於參觀民眾而言，則是感受到觀賞品質提升。而由於疫情持

續了兩年之久，後疫情時代的人們比以往更習慣透過網路聯繫、購物、訂票

及參與休閒活動等。本處於 107 年起首創藝文展演 Live「藝直播」，為藝文

表演者打造更多元的曝光平台；亦在疫情期間陸續完備線上展覽、線上典藏、

線上商城、線上遊園、線上影音等服務。另方面，博物館、美術館特有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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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驗也很重要，因此數位服務與現場體驗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當人們在線

上享受便利且豐富的藝文資源同時，也會引發想親臨現場觀賞之動機，亦是

提供民眾多一種參與藝文活動之管道，落實文化平權及文化近用權。 

 

二、 所有人都能樂在其中的「開放的文化場館」 

 

本次參訪的三間館所，均致力於成為「為所有人敞開」的文化場館，即

透過貼心的設計和友善的服務，成為讓一般人包括孩童、高齡者，以及身心

障礙者都能毫不猶豫前來參觀之空間。 

本處除一般基本之無障礙設施外，近年也陸續建置穆斯林祈禱室、優化

哺乳室、護理站等友善空間，以及進行大忠、大孝門廳廁所整建工程，設置

多功能廁所(身障、親子、穆斯林友善)及 3 樓性別友善廁所；今(112)年更增

設四樓銅像大廳通往戶外第 3 層平台之無障礙斜坡道，本處多次與文資專

家及身障代表共同研討如何在兼顧古蹟重要文化資產價值的前提下，達成

無障礙環境的改善與設置。本處聽取相關意見並考量規劃設計兼顧古蹟原

貌與輪椅者可自行通行之無障礙斜坡道，須符合文資法規相關流程，而為了

可以提早提供無障礙通行服務，爰依身障代表之建議方案，先設置了活動式

斜坡板，於 5 月 23 日啟用，並持續研議辦理永久性無障礙斜坡道之設置。

本處亦於 111 年完成園區步道及相關設施修繕工程，今年度規劃辦理安山

岩步道改善工程，期能更加完善園區之無障礙環境。 

 

三、 未來堂內整建工程將指標系統設計、無障礙(通用)設計、節能改

善措施一併納入考量 
 

本次參訪之 Tobi 及 MOT 都曾因設施設備老舊，分別歷經 2 年與 3 年

之大規模整修工程。Tobi 於整修工程中，全面導入通用設計、改善展廳環

境、提升餐廳與賣場，並實施了節能改善措施；MOT 亦於整修工程中，改

善無障礙、親子友善相關設施、更新機電設備以節約能源，並重新調整參觀

動線與全面更新指標系統。  

而本處近年進行之服務升級計畫工程，亦陸續完成汰換老舊設備以提

升運轉效能，包含更新高壓變電站設備、中央空調冰水主機及周邊設備等。

後續堂內整建工程計畫亦可參考本次參訪館所之整修經驗，採閉館施工，並

將指標系統設計、無障礙(通用)設計、節能改善措施等一併納入規劃設計，

期整建完工之後，本處除能落實智慧節能管理之外，於提供友善優質服務與

多元展示體驗方面，均能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