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館藏品的註銷與處理作業—以史博館為例 

張慈安 

一、博物館的特質 

在談及博物館藏品的註銷與處理之前，先來確認一下何謂博物館。依據中華民國

的《博物館法》1第三條敘明：「本法所稱博物館，指從事蒐藏、保存、修復、維

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

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博物館應秉持公共性，提供民眾多

元之服務內容及資源。……」同法之第四條敘明：「博物館依據設立宗旨及發展

目標，辦理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展示、人才培育、教育推廣、公共

服務及行銷管理等業務。……」從以上二項法律條文可以看出，博物館這種組織

機構具有「非營利」、「常設」、「公共性」等特質，也就是說，博物館是不以賺錢

為終極目的，是為公眾服務而長期存在的一種組織機構。而博物館的基礎是其設

立宗旨及發展目標，在此基礎上執行博物館的各項專業業務，如蒐藏、保存、展

示等。 

博物館雖意圖為常設機構，博物館的藏品也通常被視為具有永久性，實際上卻並

非一成不變，博物館的設立宗旨或發展目標，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還是必須有

所調整改變，才能與時俱進。而為了讓博物館有其營運上調整的彈性，就藏品而

言，除了新藏品的取得，也必須有註銷藏品的機制，才能讓博物館有機會因應變

化，更有效的運用資源來進行藏品管理，讓博物館有良好的發展機會，持續提供

民眾優質的社會文化服務。 

二、藏品的註銷與處理 

藏品註銷與藏品取得是相對的概念，後者是加入，給予文物其博物館藏品的身分

及博物館專業標準的保存與維護；前者則是移出，解除文物其博物館藏品的資格

並調整對其保存維護的要求。藏品的取得主要依據博物館的成立宗旨與發展目標

來進行擇選，然而隨著時空的變遷，宗旨與目標方向勢必有所調整，這不可避免

地造成部分藏品可能不再適合博物館的業務執行。此外，藏品若遭遇不可修復的

損毀或滅失，或管理上的人為疏失，皆有可能必須進行藏品註銷。根據《博物館

法施行細則》2第六條：「……因典藏方針修訂致與博物館未來發展目標不同，或

因品項耗損至不堪使用等情形者，得經博物館專業諮詢會決議，編目登記為教育

品或參考品，得不為永久之收藏。」清楚敘明藏品若因與博物館未來發展方向不

適者，或耗損而不堪使用者，可以經由博物館專業諮詢會議討論決議後，解除其

藏品身分，改列以教育品或參考品。 

                                                      
1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 
2 106 年 6 月 23 日修正。 



藏品處理指的是在註銷藏品後，如何處理這些「前藏品」的方式。比較常見的方

式包括成為教育研究用品、與其他博物館交換、移撥給適合的博物館或非營利機

構、歸還給權利人等。以美國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為例，其官網3上設有「藏品移交(Collection Items for Transfer)」網頁，

其上說明該館評估申請藏品移交的其他博物館或教育機構的作業流程及標準。就

處理方式的風險評估來說，將註銷藏品改列原博物館的教育參考用品，是爭議性

最小的方式，一方面註銷藏品還是可以維持其為民眾提供教育功能的公共性服務，

另一方面也沒有移轉其他單位而需要更動所有權的法律層面考量。 

歐美的博物館亦有將註銷的藏品進行公開拍賣的處理方式，而對拍賣所得的利用，

比較理想的作法是成立專戶，將款項僅用於購置新藏品或藏品的直接維護(direct 

care)上。簡而言之，還是要為了博物館未來藏品的良好發展而為之。然而對於「藏

品的直接維護」與博物館人事或設備等營運所需財源之間的分際如何明確界定，

仍有眾多討論。近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導致許多博物館面臨營運上的困

境，這種公開拍賣的處理方式，再度引發博物館界的熱議。雖然就博物館專業倫

理而言，不應該視藏品為可變現的資產，為籌措財源而拍賣註銷藏品。然而現實

狀況也難以一概全，僅能依個案處理，但保持過程透明化，保留完整相關紀錄是

一定必要的。 

博物館因其「非營利」、「常設」、「公共性」等特質，讓民眾對其具有一定的信賴

與信任感。博物館的藏品普遍皆具有其文化重要性與意義，要成為博物館的藏品，

也都經由審慎的專業評估，取得相關專家的認可後，才會正式成為博物館典藏的

一份子。當初要成為藏品的種種考量，也讓日後一旦要註銷藏品的決定與如何處

理註銷藏品的方式，容易遭到各界的質疑。若博物館無法提供適當的說明與證明，

將造成民眾對博物館信任感的瓦解，甚至對博物館的聲譽與專業性造成難以彌補

的傷害，因此處理藏品註銷與處理時，必須非常謹慎且仔細。 

三、藏品的註銷與處理作業規畫 

博物館為進行藏品管理，應訂定完整的藏品管理計畫以為各項藏品管理作業的指

導原則，而《博物館法》第九條即明定：「……博物館應就典藏方針、典藏品入

藏、保存、修復、維護、盤點、出借、註銷、處理及庫房管理等事項，訂定典藏

管理計畫。……」藏品註銷與處理是藏品管理中的重點項目之一，而在規畫相關

作業標準時，美國博物館協會(AAM)的《博物館登錄方法(Museum Registration 

Methods)》一書中，針對藏品註銷與處理有專文4說明，為博物館專業人員提供執

行作業時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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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藏品註銷與處理，從提出、決策到執行整個過程，必須釐清幾個問題： 

(一) 藏品註銷的標準為何？ 

藏品已與博物館未來發展方向不適者，以及因耗損而不堪使用者可說是二個

最常見的標準。除此之外，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致毀損或滅失者、

贗品、仿製品、複製品、載有有害物質者、博物館無法處理者、博物館不再

符合原藏品所求之條件者、來源非法或不道德者、法律有所規定者，皆為藏

品註銷的標準。 

就藏品遺失或遭竊者是否應予以註銷，博物館人員在細節處理上不盡相同。

有專業人員認為不應該立即辦理註銷，因為遺失或遭竊的藏品有可能在日後

找回，若已先行註銷，將導致無法對找回的藏品主張所有權5。而以史博館

現行的《典藏品註銷與處置作要點》6中，就典藏品遭竊、搶劫、蓄意破壞

或遺失的情況，認為經簽結者便可辦理註銷，這的確有可能遭遇若藏品一旦

找回，卻無法回到博物館手上的情況。而臺灣歷史博物館的《蒐藏品註銷與

處置作業要點》7中，針對相同的情況，其規範更為合理：「遭竊或遺失，且

於法律追溯期滿後確認無法取回者。」如此便可避免在法律追溯期內找回的

藏品無法回歸博物館的情況。 

(二) 博物館可接受的處理註銷藏品方式為何？ 

基本上處理註銷藏品的方式最好能與博物館特質相符合，亦即保有「非營利」、

「公共性」等特質，因此成為原博物館的教育品或參考品、或移撥給其他更

適合的博物館或非營利機構，或基於互惠平等的原則與其他博物館進行藏品

的交換等，皆是比較可行的處理方式。註銷藏品不應交給個人，例如館員、

志工或原所有人，尤其是捐贈人。若將註銷藏品還給捐贈人，可能引發民眾

對博物館信任感的喪失，此外，捐贈人已享有當初捐贈文物在稅務上減免的

優惠，如何合理解決這個情形頗有難度，因此不宜將註銷藏品還給捐贈人。8 

此外，亦要考量不同國情及不同行政規定要求，以史博館身為公立博物館為

例，除非於法有據，否則註銷藏品是不能進行再販售或參加公開拍賣的。而

註銷藏品不僅是博物館原來的典藏，還具有國家財產的身分，藏品註銷不只

辦理文物的銷號，亦需根據《國有財產法》、《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

產管理要點》、《審計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進行除帳或改列財產身分等作業。 

一旦藏品確認註銷後，應移除文物上的博物館註記，如登錄號或典藏號，但

                                                      
5 同註 4, p120。 
6 106 年 11 月 7 日經本館館務會議修正通過後施行。 
7 102 年 6 月 7 日臺史博典字第 1023001293 號修正。 
8 同註 4, p124 



原有之登錄號將依然保留，不作重複給號。註銷藏品的資料，不論數位或紙

本，應予特別標註，而註銷藏品的一切紀錄皆應予以保留，成為博物館典藏

史的一部分。 

(三) 博物館藏品註銷與處理的決策流程為何？ 

決策的過程主要考量藏品註銷應由誰提出？向誰提出？由誰做決定？是否需

要尋求外部專家的意見？每一項處理的過程應該都要有所紀錄並予以保存。

藏品註銷一般由熟悉藏品的館員—藏品管理員或研究員—提案，經過行政主

管的初步同意後，繼續交由業務相關之專門委員會進一步討論，此時最好能

邀請熟悉博物館歷史、擬註銷藏品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協助提供建議，

綜合各方意見審慎評估後之決議，經館長批核同意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向上

級機關通報並辦理藏品註銷與處理作業。 

最熟悉博物館藏品狀況的通常是博物館藏品管理員及研究員。管理員因為職

責所需，對於藏品的狀況、藏品相關資料檔案的掌握較他人熟悉，有助於評

估作業的完整性。而研究員對於博物館典藏發展方向、藏品整體狀況之優缺

點、未來藏品發展之規劃通常有所參與與了解，因此由管理員或研究員提出

藏品註銷是比較恰當的。藏品註銷同藏品取得一樣，皆需要仔細審慎的評估，

在資訊充分、程序周延、取得專業人員共識後完成。藏品註銷與處理方式應

避免倉促、獨斷、屈從個人偏好的決定。  

(四) 是否需告知原所有人？ 

博物館取得藏品的常見管道是透過價購或各方捐贈，而藏品的取得必須要確

認物件所有權的合法轉移，由原所有人正式移轉給博物館。博物館取得藏品

的所有權之後，才有權對藏品進行各種利用及維護工作。在博物館擁有藏品

的正式的所有權之後，對藏品的任何處理，是沒有必要再告知原所人的。 

然而博物館是一個仰賴公眾信任營運的組織機構，民眾基於對博物館的信任，

願意捐贈文物讓博物館典藏利用。若要對民眾捐贈而來的藏品進行註銷，雖

然合法，但在情感上似乎對原所有人有所虧欠，因此有些博物館基於禮貌，

雖非必要，還是會通知捐贈人或繼承人藏品註銷的訊息。對此，Moser 於其

專文中建議9，若捐贈人或其繼承人與館方依然保持聯繫與交流，為避免捐贈

人從他處得知所贈之物已被註銷的尷尬，館方主動告知會是比較妥善的作法。

但若捐贈人或其繼承人並未與博物館維持交流的關係，就沒有必要特別告知

了。 

釐清博物館藏品註銷的標準、可接受的註銷藏品處理方式、決策流程、與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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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係維持的方式，有助於博物館將藏品註銷與處理進行有效的規範，作為執行

的準則。 

四、史博館的藏品註銷與處理 

(一)史博館的藏品註銷與處理相關規定 

史博館藏品管理的相關內規主要是《文物管理作業規定》，此規定於77年制定，

最新一次的修正是 100 年。此份作業規定中與藏品註銷與處理的相關規定有二，

分別是第八條：「……文物總號10為永久編號，不得變更或重複。如遇文物件數

減少，仍應保留空號，不必填補，但須在該號冊眉加蓋（已註銷）字樣之戳記，

並於備註欄記載其奉准銷號之年月日及經過，以備查考。」以及第十八條：「所

藏文物如因時日久遠或嚴重毀損而不適合收藏，或因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

之事故致毀損滅失者，須依「中央政府珍貴動產管理要點」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作業規定中的第八條敘明藏品註銷後，原編號仍予以保留，但應加註（已註銷），

並敘明奉准註銷的正式公文時間及經過，以為紀錄查詢之用。而第十八條則敘

明藏品可辦理註銷的標準及處理方式的依據。此二條作業規定雖提供了藏品管

理針對註銷處理的原則，但仍較簡略，故於 106 年另訂定了《典藏品註銷與處

置作業要點》，主要就藏品註銷標準、辦理註銷作業之流程以及註銷藏品之處

理這三大項給予更清楚明確的規範。 

(二)史博館的藏品註銷處理情況 

本文以史博館於 79 年製作的《文物註銷暨更正清冊》及 107 至 108 年處理的

「西畫類印刷品處理案」為例，提供說明史博於藏品註銷處理的經驗。 

79 年的《文物註銷暨更正清冊》是因應 75 年的文物總清點的結果，將曾辦理

的藏品註銷案作一統整紀錄，從中可看到藏品註銷的原因包括：贈送、遺失、

焚毀、歸還、重複入藏或空號等。清冊中並紀錄相關奉准公文文號、文物清單

與經過說明。而部分因管理疏失而致遺失之文物，則另行製作表單，敘明總號、

名稱、市價台幣、典藏暨研究價值(區分為紀念性文物、非重要性文物、有典

藏及研究價值)、入藏時間、入藏來源、提展紀錄、發現遺失時間、各階段經

管人員、遺失原因、失職人員等資料。當時史博館隸屬教育部，從公文資料中

亦可看到當時教育部對於其認為說明不夠充分之擬註銷文物，皆會要求再召開

專家會議鑑定，並將鑑定結果報部備查後，再行評估決定是否准予註銷。 

另近年辦理的「西畫類印刷品處理案」，由典藏組文物管理同仁於 107 年度典

藏管理委員會(典管會)提出。西畫類藏有畢卡索複製畫印刷品共 72 號，部分畫

                                                      
10 文物總號、總登錄號、登錄號、典藏號皆指文物入藏時所給予的唯一編號。 



面重複。由於 72 號藏品明顯並非原創作品，且似皆為複製品，恐不宜作為博

物館藏品。當次典管會決議有二：一為查閱舊公文資料，確認該批藏品來源資

料，以提供給專家審查會議協助專家作更仔細周延的判斷；二為召開專家審查

會議確認該批藏品的性質。後經查文物資料檔案，確認該批藏品乃於 64 年間，

為籌辦「中西名畫展覽」（展期：民國 64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12 日），史博館

委託顧問傅維新先生及陳慧坤先生分別於歐洲各地博物館採購回國，待展覽結

束後於 66 年辦理入藏。而隨後的專家審查會議的決議建議 72 號印刷品全數維

持典藏，其中 3 號石版印刷及 1 號平版印刷改列 「版畫類」，其餘 68 號改列

「文獻類」。之後本案再次於 108 年度典管會提案，主要是典藏組考量該批藏

品皆為同一來源，建議全數改列為「版畫類」，俾利文物管理。最終這批藏品

由典管會決議全數改列版畫類藏品，但加註「非限定版次」、「印刷媒材」等資

訊，以利後續之研究利用。 

五、結語 

博物館作為非營利的常設機構，以為公眾收藏保存這個世界的事物為己任。因此

博物館執行其專業活動時，皆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優先考量。藏品的註銷與處置亦

須遵循此一原則，並應經由多方討論，仔細審慎評估，方能達成最佳結果。期間

的一切過程更應予以詳實紀錄，作為博物館藏品歷史的一部分，有始有終地完善

藏品的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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