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學術活動中心(學人宿舍)中長期營運規劃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 : 109年 3月 4日(星期三) 14時

貳、會議地點 : 1060會議室

參、主持人 : 王長華館長                                  記錄：孔姵云

肆、出席人員 : 詳簽到單

伍、業務單位報告 : (略)

陸、 發言紀要

一、 臺東縣休閒旅遊協會余清福理事長

(一) 近幾年卑南遺址公園與地方社區活動結合，展現了旅遊業與

博物館之連結成效，成功拉近了博物館與民眾之距離。

(二) 建議以學術結合旅遊並配合文化交流作為未來經營發展重點，

史前館可以館藏之展示文物作為行銷特點，拓展能見度，增進大

眾之興趣。

(三)建議未來進行學術活動中心招商評選時，評選標準設定上應對有

助於台東地方產業、能與原住民合作之業者給予較高加權分數，

並以提升史前館來客數與滿意度作為重要指標。

二、 臺東縣觀光協會許裕昌總幹事

近期觀光協會及多數台東旅宿業完成了世代交替，年輕族群皆著

重在電子網路行銷，以學術活動中心負有文化價值之地點獨特性，加

上差異化特色行銷，相信業者對其經營會有高度興趣的。

三、 福華飯店集團藍明鑑顧問

(一) 過去台東文旅的定價及定位是影響其營運的一大關鍵，基於

成本考量，應以學人宿舍為主軸，入住旅客以館方、學術藝文界、

學校等為主要對象，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鎖定公務員為主力的營

運模式。

(二) 規劃下階段的委外營運策略須考量幾個問題:

1.除了住宿餐飲，館內是否有其他空間可做支援使用?例如視聽室，

以供進行室內活動。

2.館方完成基本裝修後，未來經營承接者還須投資多少金額?

3.館方對承接者要求配合的條件，讓承接者於該條件內作最大的

發揮，達到館方、業者、消費者三贏。

(三)博物館負有社會教育意義，不擅長從事商業行為，委託民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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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進而吸引人潮，其商業模式也須考量。

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廖世璋教授

(一) KPI是衡量成功與否的績效指標，館方應思考如何訂定 KPI，

以做為未來重要評估標準。

(二) 建議從前瞻角度，將史前與現代生活連結，例如博物館可開

放IP提供授權給返鄉青年進行創作研發製作，包含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工藝、文學、音樂、商品設計等，這也是故宮轉型(老

故宮變新文創)之概念。

(三) 地方創生之發展日趨受到重視，博物館可藉由學術活動中心

此一基地與在地作連結，包含使用在地食材、在地文創商品等，

也可成為新創、青創、文創或原鄉異鄉返鄉之培訓基地。創生基

地要運用產業鏈的概念，以澳門文創基地為例，將各樓層分別依

構思、設計、工廠與行銷作串連；若是觀光業產業鏈，則是將在

地食衣住行作串連。博物館可思考與在地串連之可能性。

(四) 關於都市計畫變更，原機關用地變更為其他商業用地之理由，

可以其具有部分公益性質、公共性、地方文化基地功能等為參考

方向。都市計畫完成變更後，土地使用類別才會確定，之後才能

進行建築消防機電更新修建。

(五) 以三峽藍染為例，致力於結合在地人才，串連地方產業，發

展在地知識體系。博物館最有價值、不可替代的即是館藏，所謂

的連結是指與館藏的連結；而與在地之連結則包含產品的連結、

情感的連結、元素的連結等等。

(六)鼓勵推動博物館行銷，館方可策略性選擇代表史前館形象之鎮館

之寶，將其研發生產成各種文創品，進而與在地連結，引發民眾

進博物館參觀之動機。

五、 寶桑基金會(聖母醫院)陳世賢執行長

    博物館文化應與民眾生活有一定程度的連結，例如以動畫影片故

事來呈現，進而帶動地方產業與博物館文化情感連結成功的案例，在

國外屢見不鮮，例如宮崎駿動畫與三鷹美術館或迪士尼海洋奇緣與斐

濟博物館…等。建議館方在此次規劃時，可以參考此類型案例，能夠

納入影視音多媒體的文化創作與在地產業進行連結。

六、 臺灣好基金會鐵花村汪智博企劃總監

    認同且支持廖教授所提的在地連結之重要性。以鐵花村為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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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非常明確，即是原住民的平台，包含發展方向、經營的產品、文創、

邀請的歌手、創作者皆須符合鐵花村核心精神。市場機制問題也須作

考量，鐵花村的在地連結，即是與台東在地相關並結合鐵花村精神，

共生共享為其主軸。學術活動中心未來之規劃，須與史前館、民眾有

緊密的連結性。

七、 邸 Tai Dang創生基地陳怡萍經理

    建議學術活動中心未來可以藝術駐村或是青銀共居之方向作考量，

例如做為支持台東在地創業青年發展的空間。

八、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林俊男主任

    館方可以博物館之核心價值、發展願景與目的，規劃思考未來學

術活動中心適合發展之方向。史前館並應加強與在地之連結。

九、 卡塔文化工作室林秀慧執行長

(一) 如何善用史前館的館藏資源，循著歷史文化之脈絡，透過文

創者的靈感與巧思，達到知識經濟的目的，即是開創未來保留傳

統的最終目標。

(二)建議可將活動與學術活動中心住宿做搭配，或是提供研究室性質

使用。

十、蔡志忍副館長

    館方自 105年起執行智慧博物館計畫，共舉辦了3屆文創設計比賽，

包含影片、商品、插畫(LINE貼圖)等類別，館方將典藏文物授權予國

內大學院校設計科系使用，平均每屆約有3百件參賽作品，館方從中挑

選作品量產販售，並協助推廣。

    十一、秘書室田詩涵主任

    旅館在都市計畫用地變更是屬高強度項目，一旦申請變更成功，在

其範圍下的低強度項目(如:一般商業、文創、創生基地等)皆是可行的，

未來使用不限於旅館業，也許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即是今日須討論的主

題。

十二、遺址發展組高筱慧組長

    藉由這次公聽會希望徵求大家之意見，學術活動中心除了經營旅宿

業外，對於文化事業與產權合作，有無別的發展可能性。以學學文創為

例，每層樓有不同的經營型態與用途，博物館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盼能

尋找最佳之合作經營模式，發揮其文化價值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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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後山園企業有限公司侯方揚設計總監

    本公司於史前館開設賣店已與博物館攜手合作近17年，很高興史

前館近期有改造計畫，期待改造後能繼續合作。

十四、瑪法琉工作室陳莊金蒼總監

賣店響應政府政策，提供原住民青年就業機會，將商店作為部落

經營，並宣揚原住民文化為其特色，由賣店可觀察到國內與國外遊客對

參觀史前館的熱忱與興趣其實有很大的差異，而這也是博物館未來須持

續努力的，也感謝館方提供合作機會並視大家為史前館的一份子。

十五、王長華館長

(一) 未來學術活動中心除了既有建物範圍，館方原則上無多餘的空間

可再提供作委託經營，期待營運方可充分運用學術活動中心建築

空間及館方交付的設備設施做最佳應用。

(二) 館方預計在學術活動中心重新整修之預算核定後，即開始尋找適

合的合作夥伴一起進行後續討論、整修等工作，避免二次施工；

館方未來委託經營的設定條件將參照過去10年營運績效及市場

環境變動做適度調整。

(三) 基於夥伴關係精神，館方對於營運方應避免給予過多限制，博物

館的精神在於文化的推廣、保存，未來其經營如何結合博物館之

理念將是重要評選標準。

(四) 學術活動中心未來發展方向不限於旅館業，將採開放性的態度與

方式徵求合作夥伴，其經營規劃需能兼顧史前館創館目的、與地

方連結的目的，至於能收取多少權利金與租金應非優先事項。

(五) 史前館即將進行建築景觀與展示更新，當代性的展示呈現以及如

何與大眾情感建立連結，是此次更新計畫之重點與目標，盼能創

造一個會感動人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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