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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館創立於民國 75 年，開館 37 年來，一直深受國人的喜愛，也長期與世界各國之

研究單位多所合作，今年本館擬定新的博物館使命，為了緊扣本館使命，結合國際的力

量，積極推動博物館走向國際，深化與各國的合作，故首先與距離臺灣航程僅僅 3 個多

小時的日本做為開端。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擁有豐富的典藏與研究成果，藉由本次的拜訪，將洽談兩館締

結姊妹館簽約事宜，及未來在展示、研究與活動上的合作模式，並瞭解其法人化的過程

與本(112)年該館如何利用群眾力量，解決其經營危機。 

 

關鍵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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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基於促進本館科學領域與科普教育的國際合作交流，期先藉由與日本國立科學博

物館締結姊妹館方式，除打開本館研究與科教的合作交流之路外，也拓展本館展覽至

國外展出之合作模式，更做為本館第一個國際姐妹館，走向國際化的第一步。 

另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於 2001 年由原本隸屬於日本政府文化廳管轄之國立機構，

轉變為擁有自主經營權之獨立行政法人博物館，迄今已逾 20 年。在轉型後的日本國立

科學博物館，依據每一年的策略性計畫及目標，執行富有創新及多變的活動與展覽，

其任務編組、單位建置、人員進用與調配之策略亦隨之蛻變。我國於 2011 年行政法人

法方正式通過與施行，行政機關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轄下單位行政法人相繼成立，近年

教育部轄下之社教機構亦受積極評估，朝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向邁進。預先模擬行政

法人化後的組織架構與人事組成，及了解其中執行困難之因應策略，日本國立科學博

物館係本館借鏡之對象。是以，期盼能藉此交流計畫，汲取該館成熟經驗，作為本館

轉變之能量。 

 

 

貳、 過程 

一、 參與人員 

張鈞翔  研究員兼研發長 (科學發展傳播中心) 

黃秀君  約用行政專員 (科學發展傳播中心) 

林芝儀  約聘服務員 (科學教育組) 

陳怡安  組員 (人事室) 

 

二、 行程表 

本次行程於 112 年 11 月 13 日出發，11 月 19 日返臺，共計 7 日。 

日期 工作記要 

11/13(一) 啟程前往日本東京 

11/14(二)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上野本館，拜訪該館館長及副館長洽談 MOU

簽署事宜。 

11/15(三)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筑波研究中心洽談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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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四) 

1、 東京大學洽談研究合作、參訪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 

2、 拜訪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搭機回國 (陳怡安先行回台) 

11/17(五) 

1、JP Tower 學術文化綜合博物館 (JP Tower Museum 

INTERMEDIATHEQUE) 

2、ARTIZON 美術館 

11/18(六) 陽光水族館參訪 

11/19(日) 搭機回國 

 

三、 參訪行程說明 

(一)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上野本館 

本次拜訪「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上野本館」主要洽談本館與該館締結姊

妹館簽訂 MOU 事宜，及其轉為行政法人博物館時的過程及經營策略。 

1. 法人化的過程與目前所遇之困難 

當日先由該館副館長真鍋真博士安排本團人員參觀該館展示場域，而

後再與副館長進行交流訪問。在該館法人化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向他們

保證人員及薪資不變的承諾，但其他經營的經費，則需該館另闢財源，

所以該館必需增加參觀人數，以增加收入，例如於週末辦理辦理夜間開

放等。 

該館近年因 COVID-19 疫情爆發、物價及電費上漲，而標本蒐藏量持

續增加等各項綜合因素，使營運成本不斷攀升，造成該館不得不面臨經

營上的重大困難，而法人化代表著經費來源以自籌為主，副館長表示，

他們非常幸運，在今年該館宣佈他們所面臨的重大經營危機時，得到了

非常多民眾的支持，副館長綜合其成功募資的原因，他們是全日本最大

的科學博物館，是許多民眾兒時記憶的一部分，且有 140 多年與公眾溝

通的經驗，他們有非常好的蒐藏與研究，能持續辦出好的展覽，所以民

眾都非常願意提供幫助，讓募資的消息一放到網路上短短八小時即達成

目標，活動結束時的金額更超過九億日円。可以看出民眾希望這座博物

館能持續經營，提供一個子孫未來可參觀學習的場域；而他們擁有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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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員，也在這項募資行動中提供了各種的專屬講座、課程及標本模

型等，在募資活動結束後，也將利用其餘的款項進一步協助其所輔導的

館所在標本、資料的蒐集以及整理等作業。副館長表示，這在小的博物

館是較難以逹成的，而在做這項決定前，他們只有二、三個月的準備

期，所以他們沒有機會透過諮詢大眾，而是透過館員及其親友的意見開

創了這項大規模的募資行動。 

雖然這次的募資行動大成功，但副館長也表示，這樣的做法，不可能

一直辦理，民眾對募資的熱情會降低，雖有民眾建議可以提高門票費

用，但副館長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高昂的門票，而博物館應該提

供人民都能參觀的場域，故未來他們還需持續努力的經營。 

2. 東京科博館法人化之啟示與反思 

(1) 深耘與觀眾間之關係 

真鍋真副館長訪談中說明，法人化過程中得到民眾支持，民眾表示

願意贊助博物館，主要原因是基於對科博館的感情，認為希望透過自身

一些貢獻，在未來讓自己的子女、甚至到孫子女，能在博物館獲得成長

的養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日本人對於自己民族的共同感情與使命感，

同樣也體現了博物館在法人化的過程當中，雖在財源開闢上艱辛，但仍

以觀眾為出發點，設計與辦理展覽。像是副館長提到，考量有小孩的父

母親平日工作後已近傍晚，為此博物館為父母親辦理夜間特展，特展主

題亦趨近其年齡。 

此種非以創造來館人數、以觀眾為出發點之體現，或許是東京科博

館法人化得以挺過艱辛、走向成熟的關鍵。博物館之經營、策展者以貼

近觀眾需求設計辦理展覽，使民眾有正面感受，進而回饋博物館，此種

良善的循環，得使法人化的博物館從缺少金錢挹注之焦慮，轉變成可以

帶給「群體」什樣的影響之社會成長力量，與考量影響之持續性，這些

或許值得即將面臨法人化之社會教育機構進一步思考的。 

(2) 互惠模式多樣化 

吾人向副館長詢問，法人化自籌財源過程是否係由專責單位人員負

責？副館長表示不是，這個責任是在每一策展者身上。每一策展者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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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接觸過程中，了解民眾的需求，並在互動中開發與之相互回饋之

方式，方式相當多樣。亦即非以金錢贊助博物館的民眾，亦得以自己可

執行的方式投入博物館，博物館可以其需求與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回饋

之。例如來館幫忙展覽的民眾，博物館讓其小孩未來到博物館參觀時有

所優惠。法人化自籌財源或許是迫切問題，惟在相互激盪過程中產生的

價值與創新，以及互惠多樣性使博物館對於群體影響力能夠延續，吾人

認為是其法人化過程的特色之一。 

(3) 員工激勵之必要 

最後訪談中，向副館長詢問在艱辛的過程當中，何以維持能夠繼續

的動力？副館長說明，就他本身而言，民眾給予他的激勵感謝，令他感

動，並支持他繼續下去。對於員工的激勵與讚美，或許是博物館經營者

在面對法人化以績效導向的思維裡，需要意識、肯定與作為的。是以，

在法人化博物館內部員工部分，經營者面臨追求績效的過程中，或許這

些是需要注意的。 

3. 締結姊妹館洽談 

下午拜訪該館館長篠田謙一博士，洽談締結姊妹館簽定 MOU 事宜，

館長表示支持並指示副館長與本館就此部分合約進行商議。而針對本館

「驚心洞波：黑洞暨重力波特展」移展該館事宜，館長依其特展排程，

暫定安排於 2025 年；也表逹希望未來邀請該館來參加臺灣科學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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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國立科學博物館真鍋真副館長洽談法人化過程 

 

拜訪國立科學博物館篠田謙一館長洽談 MOU 簽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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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配合動畫影片展示的手法 

 

海洋主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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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主題展示 

演化樹展示區-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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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筑波研究中心 

本次拜訪木村由莉博士，洽談本館與其在古生物上的研究合作，並邀請

木村博士與其研究生明年來訪本館進行研究。 

另外木村博士也安排本團人員參觀其蒐藏庫，說明其整棟大樓的避震設

計、建築門戶設計，考量藏品不適宜見光及利於蒐藏空間的運用，其建築大

部分區域均不做窗戶設計。 

木村博士表示，觀眾到博物館來，都是為展覽而來，但在該館蒐藏可能

佔 90%，而展覽只有 10%，所以他們決定將蒐藏庫的部分區域做為展示空

間，而考量空間的有效利用，他們藉由拍攝影片及標本 3D 模型化，在此展

示空間中透過研究人員的影片介紹其研究及標本，也以此對民眾宣傳蒐藏的

重要性。當然，在蒐藏當中也有為數眾多的複製標本，木村博士提到今年有

一位重量級的複製標本製作師退休了，雖然現在可以用 3D 列印技術重現，

但化石複製品仍是研究及展示上的重要工具。 

因本館成立「中臺灣海洋保育教育中心」，故此次也特別拜訪鯨豚專家

山田格博士及田島木綿子博士，洽談未來兩館在鯨豚研究上的合作機會。 

另外地質組主任宮脇律郎博士，也安排本團人員參觀其地質蒐藏庫，說

明其如何處理捐贈標本及具有放射性之礦物的保存方式，也分享一些關於捐

贈標本的故事與庫內使用的收納盒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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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木村由莉博士洽談研究合作 

 

木村由莉博士贈送由其撰寫之書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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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博士說明蒐藏庫前端開放民眾參觀區域 

 

在蒐藏庫前端透過研究人員的影片介紹其研究及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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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鯨豚專家山田格博士及田島木綿子博士 

拜訪地質組主任宮脇律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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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象牙 

 

(三) 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JP Tower 學術文化綜合博物館 

本次拜訪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海部陽介博士洽談澎湖原人合作研究

的後續事宜外，海部博士也介紹了臺日合作的史前人類藉由航海橫渡黑潮的

研究計畫，本計畫也是以募資行動來支援研究經費的案例。另海部博士帶領

本團人員參觀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該博物館包含常設展及特展兩區，

因此博物館是設立在大學內，所以其常設展的內容設定對象主要為大學生，

考量該博物館的蒐藏空間有限，展品也都以原件展出，將展示空間融為蒐藏

空間的一環；其中一項昆蟲的展品，博士說這個新種的發現，是因學校教授

所出的作業而發現的，這有點類似公民科學，透過群眾的力量而發揮異想不

到的結果。 

而目前正在展示的特展，剛好是由海部博士所策劃的「古骨述說人的生

與死」，特展場域雖不大，卻是研究人員成果對外展示的方式之一，海部博

士透過這個展示，跟我們說明了如何藉由日本一萬年之中不同時期人骨，研

究古代人類的生活型態、食性的轉變及對於死亡後埋葬方式在不同時期的差

異性，甚至還能從骨骼上看出生前所患之疾病。雖然在展場內並無人力進行

導覽解說，但可以用個人手機掃描後聆聽策展人錄製的語音檔案；也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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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影片供民眾延伸學習。 

另外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也與日本郵局共同於舊東京中央郵局大樓

改裝而成的購物中心 KITTE 內設立 JP Tower 學術文化綜合博物館（JP Tower 

Museum INTERMEDIATHEQUE），展廳裡展示了包含動物、植物、地質、人

類學等領域中該校所累積的藏品外，並在入口左側設計了如安田講堂之日式

講堂，做為歷史事件的回顧，是一個小巧但內容豐富的新型態博物館。拜訪

當日因下著大雨，原來該館的集章活動，則因此加送 1 點，這樣的行銷方式

或可做為參考，在天氣不好或是淡季時，如何吸引觀眾的到來。 

 

拜訪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海部陽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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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部博士導覽介紹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常設展示 

海部博士導覽介紹「古骨述說人的生與死」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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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Tower 學術文化綜合博物館 

 

(四)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為促進臺日在科學教育與展示等方面的實質交流與合作，所以本次拜訪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希望未來能得該處於各項合作事宜上的指導與

協助。本次拜訪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所談的合作，得到謝長廷代表的肯定

與支持，也希望我們能持續進行臺日雙方在科學教育上的交流互訪。 

另本次也同時拜會了教育組黃冠超組長及李冠穎課長補佐，針對與日本

國立科學博物館締結姊妹館簽訂 MOU 事宜，除樂見其成外，該組也將配合

協助各項事宜，並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合作辦理臺日科學教育學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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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 

 

(五) ARTIZON 美術館 

該美術館為由公益財團法人石橋財團所開經營，原本的建築因應新的建

築法規及空間不足而拆除，新的大樓於 2020 年重新開幕。展覽之作品除為

石橋正二郎所蒐藏的古代美術、印象派作品、20 世紀美術、日本近世美術、

日本近代洋畫、現代美術等多彩藝術品外，而包含了其他藝術家作品的特展

項目。 

整體參觀動線在規劃是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指標系統設計簡潔，整體

空間營造有一種都會美術館的俐落感，整個場域可以說是一件藝術品也不為

過。 

該館導覽手冊的設計，以簡潔的線條畫介紹各樓層、重要展品及整個建

築，從手冊上可以感受到，規劃者也把建築設計當成藝術品之一，讓參觀民

眾會有一種身在藝術品中觀看藝術品之感。在五樓及四樓之間還有天井設

計，但在此樓層向下看展示，其氛圍並不衝突，除了下樓動線之外也可以很

自由的參觀。可惜的是，館內的語音導覽只有在常設展的部分有提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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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部分較重要之展品。二樓入口、三樓常設展門口都有海報介紹是由著名

配音員來介紹展品，讓人想起在國立科學博物館的特展都會邀請演員或配音

員錄製導覽機都一樣是近年來日本在博物館及美術館異業合作的範例。 

 

設計簡潔的指標系統 

以簡潔線條設計的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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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展覽專書展示及當次展覽多媒體操作空間 

 

(六) 陽光水族館 

位於東京都池袋的陽光水族館，是日本首座都市高樓型的水族館，其展

示空間分為「海洋之旅」、「水濱之旅」、「天空之旅」三大部分，最具特

色及吸引群眾的地方就是位於頂樓的戶外展示空間「天空之旅」，其將企鵝

養殖槽部分設計於空中，讓觀眾可以用不同的視角欣賞外，更是將此水旅館

位於高樓的特性發揮到極至，當一群企鵝游過時，仿如從天空飛過；另外陽

光環型水槽、天空通道等設計也是提供了一種觀察動物視角的方式，更是在

都巿土地有限下，如何將展示與參觀動線設計結合的另一種思考方式。 

進入室內參觀區時，為考量展場空間有限，在入口處專設了娃娃車停放

區，並在售票時也進行的人流的分散，假日的售票更是需要先行預約購票，

但對於外國觀光客則保留有彈性票做為應用，這些經營方式，都是值得我們

思考改進參觀品質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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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旅展示空間-海獅表演舞台 

天空之旅展示空間-天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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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空之旅展示區進入室內之入口處設置娃娃車停放區 

 

參、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日本開放博物館對外進行募資，故未來博物館要走向法人化，就需開放博物館在自

籌經費做法上有更多源開放的選擇。另以觀眾為出發點之策展模式、多樣互惠方

式，以及激勵、給予內部員工價值體驗，亦可是借鏡之處。 

二、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擁有精彩的常設展，其常設展展示的方式也被臺灣多所博物館

學習，也因其精彩的展示，獲得民眾的認同，才能成功進行募資。 

三、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其豐富的蒐藏品、專業的研究都支持著每檔特展的規劃，這次

11 月訪問時，其明年特展的宣傳已開始，且特展規劃已至 2025 年，故一個成功的

展覽除必需有專業上的支援外，宣傳的配合更是重要。 

四、 在博物館參觀過程當中，如果有人進行導覽或解說一定是最好的參觀體驗，但由於

日本博物館皆無此服務，所以在導覽語音的錄製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例如請來有名

的演員或是配音員，或者是策展人自己錄製。常設展則是設有多國語言的觸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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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參觀者使用，雖然有些地方的翻譯不完全正確及通順，但已是最容易修正、增加

內容及國際化的作法。 

五、 本次參觀的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ARTIZON 美術館、

陽光水族館都針對其特色展品、特展等規劃商品，且商品設計精緻，吸引眾多參觀

民眾的購買，也是這些館的財源收入之一，可做為本館未來開創財源之參考。  

六、 透過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的特展，反思有時特展不一定必需是大型的，微型展

更可以有利於研究人員將其階段性成果展出，並讓民眾能跟上科學研究的演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