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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TICCIH 此次舉辦的第 13 屆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國際大會，主題定為

「工業遺產與都市轉型/ 生產疆域與產業地景」，剛好切中台灣目前深掘城鄉產

業文化特色與城鄉新風貌之營造，以及文資法修訂頒布後有關文化景觀，特別是

對於產業景觀指定、保存與再利用的需要。而此三年一度的國際大會更將齊集來

自世界各地的會員機構參與，是「工業遺產」國際保存研究社群中，全球最大的

聚會。 

本次大會於義大利舉辦，大會地點設於特爾尼市(Terni)與羅馬市(Roma)，共

計有來自 40餘國 400多名工業考古學家、文化政策執行者、科技史與藝術史學

家、博物館工作者、保存專家參加，發表共 250餘篇論文。 

系統識別號 



 3

目次 

 

壹、與會目的                                          頁4 

 一、目的 

 二、目標 

 三、任務 

 四、欲達成效益 

 

貳、過程                                              頁6 

   一、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的沿革 

  二、第 13屆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國際大會 

  三、行程 

  四、實施效益 

  五、特色 

 

參、心得                                              頁12 

 

肆、建議事項                                          頁17 

  一、綜合檢討 

  二、改進建議 

 

    伍、附錄 
  一、大會手冊           頁20 

  二、文建會辦理產業文化資產調查業務成果表    頁50 

 

 



 4

壹、與會目的 

一、目的： 

希望藉由參與此二至三年才舉辦一次的世界大會，達成下列目的： 

（一）了解國外工業遺產相關理論與實務發展情況 

（二）認識國際相關領域專家與學者，作為後續邀約來台進行學術交流之對象。 

（三）實際體驗歐洲在工業遺產保存與再生實例。 

（四）了解國外工業遺產與工業博物館經營合作的內容。 

二、目標 

（一）從現有 TICCIH所著重的工業遺產研究類別，找尋台灣可以發展，並可回饋

國際社會的類別與案例，使台灣工業遺產的學群，發展重點研究，使成功案

例能朝向世界遺產指定邁進。 

（二）廣泛結交國際上科學博物館類會員，針對工業遺產與科技博物館結合經營上

的經驗，做出具體的評估，以作為工博館未來相關發展的政策指向。 

（三）鎖定歐美相關產業科技文物典藏的實況，作為工博館未來策展資源的合作對

象。 

（四）針對各國在工業遺產的再利用發展實況，進一步與文建會發展相關合作內

容，並朝向於工博館設立「工業遺產研究與保存中心」，作為未來持續推動

國內相關人才與議題的資源整合中心。 

三、任務： 

（一）收集各國學者發表論文了解各國關注的焦點，工業遺產發展現況，以及我國

可以借鏡之處。 

（二）評析相關國際學者的背景與研究走向，作為進一步邀請來台促進相互交流的

對象。 

（三）實際走訪義大利相關工業遺產，並留意其中央、地方與產業間合作保存的模

式與經營樣態，以及其與科技博物館間合作或經營上之關係，作為工博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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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工業遺產合作發展的借鏡。 

（四）吸取義大利紡織、化學與礦業工業遺產之經營實例，作為工博館相關典藏品

系列研究之參考。 

（五）針對義大利工業文物的保存與維護進行了解，作為工博館相關業務規劃之依

據。 

（六）邀請該委員會秘書長 Stuart B. Smith先生來台訪問，並了解台灣工業遺產執

行上之需要，最為其他相關國際交流的起點，並促成下一階段未來該委員會

主席 Eusebi Casanelles先生（亦為西班牙卡塔隆尼亞科學工藝博物館Museu 

de la Ciència i de la Tècnica de Catalunya館長）來台訪問。 

四、欲達成效益 

（一）藉由與來自國際工業先進國的會員接觸，更深切與實際的了解工業遺產在國

際社會的保存內涵與做法，可重新省市國內的發展走向，在發展在地特色之

餘，更能與國際社會接軌。 

（二）實際將國際接觸的經驗成果帶回國內，與館內、相關文化單位與學界分享，

逐漸凝聚國內工業社群的共識，並促成共同參與國際社會活動的行動。 

（三）將立即可以引進國內實施的會議見聞，納入工博館的業務規劃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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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一、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的沿革 

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以下簡稱：TICCIH）的任務開宗明義說：「TICCIH是

工業考古學與工業遺產的國際性組織，研究、保護、保存與詮釋工業化的遺跡為

其目的」。TICCIH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之附屬組織，是英國鐵橋谷

博物館、國立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前館長，現任英國國家遺產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總裁尼爾˙科森爵士（Sir Neil Cossons）於 1971年所倡議，於 1973

年 5-6月間以「第一屆國際工業紀念物保存會議（FICCIM）」為名，在鐵橋谷博

物館舉行的會議中，由 61名來自加拿大、東西德、愛爾蘭、荷蘭、瑞典、美國

與英國的政府部門、大學與博物館的代表所呼籲成立。於 1978年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爾摩正式改以 TICCIH為組織名稱，為世界上唯一的國際性工業遺產社團組

織。2000年 8月又於倫敦與 ICOMOS簽署合作協議，使 TICCIH成為 ICOMOS

在工業遺產領域的諮詢機構，TICCIH因為是 UNESCO的附屬組織，會員國必須

為聯合國會員，目前共有 40個會員國，34國派有國家代表，亞洲僅有日本為會

員。雖然中國目前並未加入，台灣僅能以個人會員的方式入會，國內目前政府單

位僅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工博館」）加入為個人會員。 

 

二、第 13屆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國際大會 

TICCIH的國際大會從 1973年在鐵橋谷第一次舉辦以來，每隔約 2-3年舉辦

一次，期間各成員國可以舉辦各類型的區間會議（intermediate conference），例如

2005年日本在名古屋與愛知即舉辦了「工業觀光國際論壇」，主辦單位僅需事先

知會 TICCIH將以該組織名義舉辦區間會議即可，且不受當年已有他國舉辦的限

制。TICCIH 國際大會過去幾屆的主辦城市皆是歐洲傳統上的工業城市或首都，

美國僅舉辦過第五屆，是在麻州的洛威爾市（Lowell），其他幾個主辦過的國家

與城市如下：英國-第一屆與第十一屆分別在鐵橋谷（1973）與倫敦（2000）；德

國-第二屆魯爾工業區的波鴻（Bochum，1975）；瑞典-第三屆於斯德哥爾摩

（1978）；法國-第四屆里昂與格勒諾伯市（Grenoble，1981）；奧地利-第六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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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納（1987）；比利時-第七屆的布魯塞爾（1990）；西班牙-第八屆的巴塞隆納與

馬德里（1992）；加拿大-第九屆的蒙特婁與渥太華（1994）；希臘-第十屆的雅典

與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1997）；俄羅斯-第十二屆的莫斯科（2003）。 

2006年第 13屆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國際大會是由義大利主

辦，由翁布里亞 Umbria大區的大城特爾尼市（Terni)作為主要的會議地點，其中

一天安排在拉齊奧 Lazio大區首府也是義國首都羅馬市（Roma）參訪。 

本次會議由義大利工業考古學協會（Associazione Italiana per il Patrimonio 

Archeologico Industriale，AIPAI）與法蘭科˙墨彌及利亞諾企業文化與歷史學會

（Istituto per la Cultura e la storia d’Impresa “Franco Momigliano”，ICSIM）兩個單

位承辦，23位籌備委員，其中 3位為國際 TICCIH委員，4名 ICSIM委員，其餘

均為 AIPAI委員，足見 AIPAI在義大利工業遺產界的地位。本次大會主題定為：

工業遺產與都市轉型/ 生產疆域與工業地景，意在以特爾尼市的工業過去作為城

市更新的元素，過去的生產；過去的生產疆界與產業地景對照新的產業生產內

容，其生產疆界與地景正面臨重新的定義與發展。 

本次會議從 2006 年 9 月 14 日下午的特爾尼市舊工業區的參觀作為預備活

動，並於當日晚上正式揭開序幕，一直到 18日結束會議主體，並於 18日下午開

始兵分二路安排會後參觀之旅，短程路線是從特爾尼一路南下到拿波里

（Naples），再於 9月 20日返回羅馬市結束；另一條長路程是由特爾尼北上經佛

羅倫斯、威尼斯、米蘭、都靈、熱那瓦，再回到羅馬。 

本次會議主體因為會議論文量高達 253篇，要在會期中的 16小時的論文發

表時間，以每人 10分鐘的時間發表，成為不可能的任務，使得原定其中 11小時

為全體會議的時間，被迫縮為 5小時，將兩場主題的全體會議分兩個場地進行。

但由於義大利籍的論文數高達過半的 129篇，反而使得義大利的工業遺產論述被

稀釋掉，因大會並未安排並行會議的英語口譯，使得各國的代表都因無法與義籍

講者互動深感不耐，不過這倒使得各國代表間有更多場外交流機會，算是意外的

收穫，也是未來我國主辦類似活動不可不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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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 

 
 上午 下午 晚間 地點 

9月 13日（三） 

 

由德國杜塞爾多夫飛義大利羅馬 義大利 
羅馬市 

開幕前參訪 正式揭幕（18:00pm） 

9月 14日（四） 由「羅馬」搭火車
至 Turni 

1. 特爾尼市舊工
業區  
2. Marmore瀑布 

「電影工作室」

（前 Papigno電化
工廠） 

特爾尼市 
「博物館與文化

中心」
1 

全體會議 （一） 並行會議（一） 工業遺產實地考

察 （一） 9月 15日（五） 
主題一：工業遺產
與都市轉型 

工作坊 1-82  

特爾尼市 
「博物館與文化

中心」 

全體會議 （二） 工業遺產實地考

察 （二） 9月 16日（六） 
主題二：生產性區
域與工業地景 

 

特爾尼市 
「博物館與文化

中心」 

與地方政府官員聚會 
9月 17日（日） 參觀前 Ostiense-Testaccio製造區 

（目前轉型為公、私與文化部門機構） 

羅馬市 
羅馬第三大學 

並行會議（二） 閉幕（12:00am）； 
實地考察 9月 18日（一） 

工作坊 9-163  

特爾尼市 
「博物館與文化

中心」 

9月 19日（二） 實地考察4 那不勒斯市 

9月 20日（三） 實地考察 

自 
由 
活 
動 

羅馬市 

9月 21日（四） 歸國準備 離開義大利羅馬返國 羅馬市 

9月 22日（五） 返抵高雄 
（詳細會議資料請參附錄：大會手冊） 

                                                 
1舊工業區轉型，目前為義大利工業研究協會（SIRI）所擁有 
2
工作坊為每人十分鐘的論文發表所組成，主辦的「科學委員會」將工作坊的名稱定為「工業遺

產的觀念：情節、邊界與展望」。工作坊 1-8主題如下：1.密技：調查與分類；2. 保護：法律與
立法的手段；3.計劃：修復、再利用與轉型；4.維護與管理：基金會、檔案館、博物館、生態博
物館；5. 傳達產業的角色與歷史定位；6. 使用：文化觀光與產業觀光；7. 新的計劃專長與訓練；
8. 文化資產強化與各式發展策略。 
2工作坊 9-16主題如下：9. 工藝與貿易、專長與傳統生產；10.技術檔案；11. 農業與食品工業遺
產；12. 紡織與服裝工業遺產；13.製鋼與機械工業遺產；14. 礦業遺產；15.化學方面之工業遺產；
16.能源供應線、溝通網絡與工業基礎建設。 
 
4實地考察包括Minutrno、Caserta(San Leucio絲織工廠)、Gragnano(麵粉廠與麵條廠)、Amalfi(“Valle 
dei Mulini”)、Pietrarsa(國立鐵道博物館)、Naples (Bagnoli的前 ILVA區域與其中的科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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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四、實施效益 

    本次會議台灣的參加者共有二

位，除筆者外，有曾經參與過日本名

古屋 TICCIH 會議的中原大學林曉薇

教授，林教授在上次會議與 TICCIH

多名主要的核心人物建立了不錯的友

誼。我們的參與也使得一直想促進亞

洲國家加入的 TICCIH 主席，西班牙

（加泰隆尼亞籍）的 Eusebi Casanelles

先生大為高興，也因林教授在會上有論文發表，在開幕典禮上主辦單位並且懸掛

上我國的國旗（圖一），列在會員國的 40面旗幟之中，使我們備受尊重，筆者也

當面向 Casanelles主席與 Stuart B. Smith秘書長致謝。 

    由於筆者是在德國魯爾地區參訪過相關工業遺產的保存成果之後來到義大

利參與該會，也使得筆者能在義大利與操作魯爾區工業遺產實務的保存學者有近

距離接觸，並交換心得，實屬最大收穫。 

    此外，本次會議除可透過各國發表之論文內容，了解各國在工業遺產保存上

所關切的面向外，也與許多國家的 TICCIH國家代表接觸，了解到他們在政策形

塑與執行的過程。對照起來，筆者覺得我國在工業遺產的努力其實並不下於國外

的經驗，雖然有些國內所堅持的特色，

可能放到國際的環境裡，反而並沒有什

麼特別；但某些國內工業遺產的特色，

甚至更值得提升到國際的層次來與國際

分享。 

 

五、特色 

本次會議的籌辦有下列幾項特色： 

（一） 會議與參訪相融合，參訪安排具多樣性 

工業遺產的研究很注重田野的考察，所以本次會議不止著重論文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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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 

圖五 

通常在一日的安排中，大會採取半日發表半日參訪的安排，使得論文的發

表內容常可在參訪的過程中得到與實景辯證的機會。如特爾尼當地工業的

發展來自當地 Marmore 瀑布（圖二）所產生的巨大水利，在會議第一天

的夜遊中即安排參觀該瀑布，感受其驚人力量，確實極為震撼。 

 

（二） 本土的詮釋優於國際的詮

釋 

義大利人對於自己的工業遺

產操作十分有自信，不僅儘可

能多的帶與會者參觀各類型

的工業遺產，甚至包括傳統義

大利麵的小型工作坊（圖三）的參觀，

也實際將會場就安排在工業遺

產的再利用成果中，如會議主要

場的 SIRI（圖四）就是前工業區

改造成的新會議中心。會議的論

文更有超過一半的論文是由義

大利學者發表，足見其渴望與國

際社會交流並展現其雄心。 

 

（三）整體會議基調呈現義大利文化

風格，使工業類型的會議仍能

呈現文化特色。譬如說大會在

會後餐前都會安排前往相關的

博物館參觀，或在該館閉館後

的夜晚開放給與會者入內享受

夜晚的氣氛，這些都足以反映

義大利人在學術會議之外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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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浪漫氣質。甚至有些工業遺產的再利用更能展現古羅馬的美學氣息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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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參加未來會議評估 

   義大利為首次辦理 TICCIH 的國際大會，所以相關單位非常重視，義大利政

府、大區政府，以及縣市政府的官員都蒞臨開幕典禮致詞。義大利的報紙更從會

議開始一周之前便開始大幅報導，會議開始後更是天天見報，在會議結束之後，

參訪團所到之處報導也隨之出現在各地之報端。 

    蓋義大利政府與民間都已深刻體驗工業遺產的再造與舊工業城市的更新息

息相關，而一個過去產業的消失所可能帶來的人口外移與社會問題，更是各個城

市所關切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1972年舉行的第 17次常會中以

「關懷世界文化暨自然資產保護公約」之名開始建立世界資產（World Heritage）

提名，截至西元 2005 年底為止，已獲列入其中的文化遺產又屬工業技術類資產

者，已達 47 處之多。而我國與亞洲的日本、韓國也已經開始在過去的工業大城

中呈現出這些城市更新的問題，所以在 2004 年中國蘇州召開的第 28 屆世界遺

產委員會會議上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韓國區代表李惠恩也就舉 2004 年入選世界

文化遺產的瑞典瓦爾貝裡電台為例，是亞洲各國認識和保護自己的產業型文化遺

產提供了新的思路，呼籲亞洲應聯合挖掘「產業化遺產」。  

    本次會議日本代表團有6人可說是亞洲國家中最龐大的國家代表團，韓國則

完全無人參與，中國僅一名北京大學世界遺產中心的闕維民教授以個人身分參

與，台灣的兩名參與者使得台灣成為亞洲第二大代表團，無怪乎會長Casanelles

先生在開幕與閉幕式時，不斷提到歡迎台灣的朋友參與了此次大會，會長

Casanelles先生對我國的友善態度，使得我國未來持續參與該會並取得相關資源

有莫大幫助。 

 

二、成立台灣工業考古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

TAIA）作為國際工業遺產委員會台灣分會的主體（TICCIH Taiwan） 

    參加本次會議最直接的影響是更使筆者加確認在台灣成立類似TICCIH相關

組織的重要。工博館在工業遺產的實務工作上累積了 9 年的經驗，更在最近的

3-4 年間與文建會合作公營事業的產業文化資產的清查工作上，累積一定數量的

產業文物，以及認識更多環繞在這個議題上的學者、產業、文化政策官員與博物

館人員，大家在這個議題上的集體耕耘，所建設出的成果，正欠缺一個機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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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珍貴的經驗能擴張並延續出去，使得走過的錯誤不在另一個地方重蹈，美好

的操作經驗得以擴張其應用。更長遠的是，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機制，

精確的說，一個永續的非營利專業組織，由專業人士作核心，直接承受文建會（或

文化部）的委託來為台灣工業遺產保存議題規劃 5-10 年的中長程計畫，並辦理

相關計畫的審核、核撥與評鑑，並在工業遺產的緊急狀況、發展現象、觀念引進、

國際交流與未來政策的擬定上作為文建會的幕僚組織。義大利的工業考古學協會

（AIPAI）、英國的英格蘭遺產協會（English Heritage）即是這樣的一個組織。也

唯有這樣專業團體的成立，才會在社會中發生影響力量。 

    工博館希望在半年內能成立台灣工業遺產研究與保存中心，作為博物館的附

屬組織，以工博館的典藏作為基地，來串聯國內學者作為此中心的利用者、行動

者與經營者，並以此實體中心的運作，成立獨立營運的台灣工業考古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TAIA）作為對外專業組織的名稱，並以工

博館作為此學會常設之秘書處，作為相關資料各國訊息的實體典藏處所與連絡

點，而會長則依會員推選理事，由理事間互選產生，負責任期內會務之推動。而

國際工業遺產委員會台灣分會的主體（TICCIH Taiwan）可在此會同時運作。 

    筆者認為儘速成立這樣的組織有下列立即的助益： 

（一） 可以透過學會的組織與國際間相關的技術團體建立合作平台，儘早

規劃未來 5-10年的人員交流與再利用方案。 

（二） 一個有能力整合產業、學界、地方文史團體與官方組成的組織，可

以更快速的反映相關工業遺產的保存與緊急狀況之處理判斷，如大

雪山舊製材廠的災後檢討機制。 

藉由組織的運作，使國內學者更能建立與此一國際「大家庭」的聯繫，也唯

有國內的文化政策執行者、遺產調查的實踐者、遺產保存的維護者、遺產再利用

的經營者、地方產業文化的守護者、產業內部博物館的經營者透過組織的運作與

國際交流，台灣產業文化的再造才有成功的可能。 

 

三、將工業遺產從既有的文資法架構中單獨處理 

    工業遺產中的古蹟、地景、古物與無形資產與其他眾多文化資產再保存工作

上面臨不同面向的處理困難。不單單有些污染性工業與地方存在著歷史糾葛，影

響著保存工作的判斷與實踐，工業遺產中建物、地景、古物都因產權問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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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法難於掌控，甚至必須尊重其處置，否則會有玉石俱焚的風險，以樂生療養

院這樣的醫療產業保存案例，便可突顯這裡面的複雜性。而古物也同時是正在生

產的工具，也同樣在指定與保存工作上面臨全新的挑戰，竹仔門電廠的發電機組

便是這樣的案例。工業的無形文化資產存在於許許多多退休的工程師與勞動者的

腦袋與手中，要闡述這樣的技術，不同於雕刻師傅可將匠心反映在任何可雕之木

上，不同於樂師可透過自己的樂器不斷的演出再現，工業的「匠師」們必須透過

工業的場景，如廠房的配置與機具，乃至適當的原料，才能再現這樣的功夫。例

如工博館曾請台中的黃桂山師傅表演如何採取蜘蛛絲，製作土地測量用經緯儀上

的十字絲；邀請台灣新聞報的印報師傅站在巨大印報機前講述過去印報工作的點

滴等。 

    尤有甚者，依據文資法第十八條：古蹟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 

但是一個產業是以其生產為專業，並非古蹟修復的專業，就一般民間古宅而言，

因為力量有限，勢必透過政府部門協助，尋覓可資委託的古蹟修復專業來施作。

但產業界可能就用自己的看法來處理，倘若古蹟的管理維護沒有文建會或地方文

化主管機關成員參與其中，文資法第十八條可能也會使許多有價值的工業遺產遭

受人為不當的破壞。因此，工業遺產的保存工作必須從工業運作的模式來思考，

不能從文化界的角度來指導，其施行的細則需要務實進行，這些做法都值得在未

來透過更多的國際聯繫，就更多的經驗案例來解決本地工業遺產保存的問題。 

 

四、工業遺產保存的資金來源 

    一個有歷史的產業現場，成為值得加以保存的工業遺產的機率勢必很高，但

是產業壽命是應時而變的，產業的內容也會不斷轉移以維持業者的永續。要將一

個產業的某個歷史片段捕捉住，除了常面臨產業的經營處於轉型或結束的當口，

其整體的資金狀況常常較之明星產業或其過去輝煌時刻不能同日而語；有些配合

政策苦撐經營的公營事業，如自來水公司、台灣鐵路局，常常諷刺地擁有比其他

產業還多的產業古蹟、古物待其「奉養」，一旦經濟的問題與文化的問題正面衝

突，當可知實質敗下陣來的會是哪一方？ 

    然而我國極為欠缺類似英國國民信託或英格蘭遺產協會這樣的組織，可以交

付信託的方式來經營管理，產業的帳面已呈赤字，何能有資金與餘力來顧好文化

資產？與其緣木求魚、一味責備，不如謀求解決之道。例如，文建會是否能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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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會在管理公營事業的經營上，能提撥整體盈餘的固定百分比來充作公營事業

整體文化資產的維護基金，其再利用的收益除繳回基金外，也固定提撥盈餘的百

分比保留在原產業單位持續推動文化清查的工作費用。針對公民營產業，也應仿

照退撫基金的精神，在營利事業所得稅中提撥固定百分比充作台灣工業遺產保存

基金，如此在產業發展的高峰期抽取較多的錢，在事業低潮期抽取較少的錢，然

而其整體的生命歷程的實體資產，在未來的文化的建設中，即有適當的回報，也

就是說在台灣發展最久，或產值最猛的公司，自可向文化單位爭取更高的文化保

存經費。如此一來，台灣自可導向產業在原址開發或文化保存上加以衡量，不會

只以土地的所有權概念，拆毀其眼中的「老」房子，拋棄其眼中的「老」機器了！ 

 

五、工業遺產的詮釋應與城市的發展詮釋交互辯證 

    從義大利的特爾尼、英國曼徹斯特、西班牙的巴塞隆納都可看出一個國家重

要工業城市中的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造，都是與這個城市的發展計畫一併思考

的。反觀我們的工業城市-高雄，雖然保有了中都磚窯場作為國定古蹟這樣的孤

例，但整體城市的經營卻是往「去工業化」的路線來操作，「去工業化」的實質

精神在未被精確的討論下，變成拆除舊工業建設作為新功能的開發的唯一選擇

時，就像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一般，在幾個工商業混合的園區計畫中，只有民間

經營的統一夢公園複合商業中心，依計畫逐步成形，其他如台糖高雄物流園區、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電子通訊網路中心、高雄硫酸錏購物中心，不是面臨財務困

難，就是招商失敗或土地閒置。當年台機公司、高硫公司的工業地景早在這一波

政策的決定中被拆除殆盡，高雄失去了這處最主要的工業地景地帶，要如何詮釋

高雄作為工業大城的過去呢？ 

    同樣的美濃竹仔門電廠的詮釋工作也面臨另一個的問題，就是幾座被認定具

有文化價值的發電機組，到底要如何找出可以讓民眾深受感動詮釋策略呢？這

時，就不能僅落入工業遺產的本身實體的年齡來思考，而是將電廠的存在與否與

一個城市，乃至台灣整體的歷史發展聯繫起來，如果沒有竹門電廠的水利與發電

建設，高雄港就欠缺興築上所需的電力，連帶一個工業城市的發展的規模就會全

然不同；同樣的，一座走在一切工業建設先頭的電力設施，不也曾給予美濃這個

小鎮居民一種「工業前鋒」的歷史地位嗎？當歷史往前推展，工業前鋒的意涵再

也不是誰須先忍受工業污染或工業帶來的噪音或人口移入等社會問題，而是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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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擅用能源，以發展永續產業的先進思考，於是乎一個菸業凋零的美濃，從竹

門電廠中也可以看到，進一步與台電攜手共創可再生能源開發的夥伴關係，倘若

可再生能源的社會實踐可在美濃地區發揚光大，那麼竹門電廠之於美濃的意義，

自可透過「發電」這樣的社會需要，延續過去的文化意涵，再創一個「工業先驅」

的位置，或許這才是工業遺產的文化意涵的詮釋上，不能便宜行事之處。所以，

所謂再開發與再利用，並不是如何在工業遺產中做些小買賣，賣些文化商品這樣

的小規模的企圖裡，從德國魯爾地區，以及英國鐵橋谷的再造經驗中，沒有不藉

由重新造鎮而能成功的，這裡面除了專家介入操作的支持力量外，更重要的是當

地民眾被說服，從而變成詮釋主體的過程。 

 



肆、建議事項 

一、綜合檢討 

   綜合來說參與此次大會是一次近距離與國際工業遺產界人士的接觸，藉由這

次的接觸，國際人士對台灣的工業遺產情形有一概括的認識，筆者實際的接觸經

驗，國際人士普遍了解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並充分表達他們對於與我們的實

際接觸並不因這樣的外交困局而影響，因而在未來我們與這些學者就實際與實質

面的合作方案而言，將是無所窒礙的。藉由這次的接觸，我們更實際的接觸了過

去書中與論文上所熟知的一些學者，並實際了解他們的看法，直接的向他們徵詢

來台訪問的意願，這對在短近的未來縮短國內學界與國際社團間的距離，將有立

即的影響。 

    此外，就未來長遠的技術培訓而言，TICCIH的學者群可以在（一）工業考

古學理論與實務上，以及（二）工業文物的維護工作上給予台灣實質的幫助。尤

其是英格蘭遺產協會、皇家蘇格蘭古代與歷史紀念物學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ncient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Scotland）、皇家威爾斯古代與歷史紀念物

學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ncient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Wales）都有

深厚的工業考古學經驗，雖然台灣過去有學界所從事的產業文資調查工作仍具有

一定品質，但英國在這方面的經驗技術，因為十分純熟，不僅在英國國內應用廣

泛，也在歐洲其他國家大量複製，在台灣欲提升工業調查的技術上，此其時也！ 

    而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工業文物典藏而言，最感壓力的是國內產業內部

相關維修者的凋零與散失，而這個技術的維持，不僅是博物館內部文物的維護問

題，也關乎到對於產業文物機具的歷史發展與技術演進知識的了解，以及如何動

態再現的問題。而過去存在於產業實務工作者身上的知識與技術的多面性，更須

藉由這些文物的維持，才有適當的媒介呈現出來，這已不僅僅是產業科技再現的

問題，也是勞工史料保存的一部分。所以，如何適當引進工業文物的維護技術與

保存方式，並進而培訓更多的產業文物維護者，應列為國內文保科系與博物館間

技術傳承的長期計畫來實施，而國家如何將產業技術的文護納入過去傳統技藝的

薪傳辦法，給予工業遺產的保存一定的肯定，更將有助於這些技術的延續與流

傳。德國魯爾地區波洪德意志礦業博物館將於 2007年 9月 11-14日接辦三年一

次的工業文物維護研討會（Big Stuff，http://www.bigstuff07.net/index-Dateien/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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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以及在該會結束後三天緊接著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在 9月的 17-21日將辦理

Metal 07的研討會（http://www.metal07.org/）都將是工博館進一步與國際接觸的

目標。 

 

二、改進建議 

（一） 組織更大更多樣的學者群參與未來大會 

筆者深深覺得類似 TICCIH這樣的組織，文建會本身長期負責相關業務的

主管或同仁應該親自參與該會，因為許多國家的國家代表其實也是相關文

化政策的管理者與後續政策的擬定者，事務官參與其中對形成國家工業遺

產保存的長遠政策具有莫大功用，並且能從文化外交的角度，以及文化專

業的角度決定什麼樣的國家，應以什麼議題與之進一步建立文化交流。下

一屆也就是第 14 屆的 TICCIH 國際大會，將在原東德境內的薩克森邦弗

賴貝格 （Freiberg）舉行，筆者也與該大會的主辦人弗賴貝格工業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gakademie Freiberg）的 Helmuth Albrecht教授

交談互換心得，他曾教授指導過台灣來的博士生。所以在這樣人和的背景

下，台灣應該有組織地號召更多的學者來參加在德國弗賴貝格的會議。 

 

（二） 摘錄出版國內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彙編英文版 

文建會在過去四年間委託與操作過許許多多的產業文化資產的清查、培

訓、出版、緊急處置與再利用等計畫（如附件二），短短四年間的產出量，

是非常驚人而且豐碩的。但是我們在與國際人仕交流的過程中，他們卻無

法藉由這些實質的產出了解到台灣工業遺產所面臨的問題或處置上的優

缺點，而這些都亟待中央的力量加以重新編輯整合成彙編，並出版英文

版，作為進入國際社會的重要工具。此外，針對日治時期開始的產業，亦

可考慮出版日文版彙編，以作為與日本同時期產業文化資產交流的工具。

同時，也不能忽略許多二次大戰之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幾個地域，如中

國東北、韓國等，其相近的工業發展脈絡，也將是這個基礎下，重要的交

流對象。 

 

（三） 建置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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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起日常與國外的交流，則須利用國際間已普遍使用的網路作為工具

手段，藉由網路的彙整，將國內各個工業遺產的再利用情況藉由各點的串

接，以及各個分門學者的網站連結，以建立國外人士與國內專家的互聯網

絡。這個網頁的建置也可反映逐日逐月更新的資訊以及相關活動情況，進

一步建立國內有心朝項此一文化領域發展的青年朋友進入相關議題，也讓

一些關心地方產業文化的人士能迅速找到相關學者協助處置一些緊急的

問題。這個網頁的建置也可在未來的台灣 TICCIH來負責相關建置工作。 



附錄一  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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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文建會辦理產業文化資產調查業務成果表 

（截至 95.6./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提供） 

一、清查計畫 

編號 主管部
會 清查計畫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計畫
主持人 

具體效益 

1 退輔會 
塑膠工廠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財團法人古都保

存再生文教基金

會 /張玉璜執行
長 

經過清查過程，於塑膠工廠關

廠後將僅存重要文獻及部分具

保存價值機具資產由檔案管理

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收藏。

2 退輔會 
龍崎工廠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財團法人古都保

存再生文教基金

會 /張玉璜執行
長 

經過清查過程，使員工體認文

化資產重要性，因大部分具保

存價機具仍使用中，故仍繼續

使用及維護。具保存價值建築

則請台南縣文化局審查辦理登

錄歷史建築事宜。 

3 退輔會 
欣欣食品工廠

產業文化資產

清查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林崇熙教授 
欣欣食品廠已經民營化為欣欣

生技食品公司，本計畫完成清

查工作後，建請就具保存價值

機具與該廠珍貴歷史沿革結

合，規劃類食品博物館參觀動

線，活化再利用產業文化資

產，深化民眾參觀品質。 

4 退輔會 
榮民製藥廠產

業文化資產清

查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林崇熙教授 
經過清查過程，使員工從認為

無價值的報廢品轉變為擁有豐

富文化資產的體認，進而積極

保存創廠以來的古董級機具，

形成生產團隊與產品品質的榮

耀，並繼續使用及維護。 

5 教育部 
台灣書店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私立華梵大學 /
王維周教授 

台灣書店已經裁撤，出版相關

原始文獻轉由國史館保存，重

要文獻由檔案局收藏列管。 

6 
行政院

新聞局 

台灣新生報業

(股 )公司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私立華梵大學 /
王維周教授 

新生報已經民營化，機具亦已

拍賣，重要文獻由檔案局收藏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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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部 

交通部所屬機

關具歷史價值

之建築清查計

畫 

92 年委辦
完成 

私立東海大學 /
劉舜仁教授 

調查交通部所屬建物共 1424
筆，完成登錄及保存價之分

析，計列高度保存價值者計 66
筆，中度保存價值計 64筆。並
針對所屬單位辦理說明會，請

各單位針對高度保存價值者妥

予保存，並請交通部列管；具

中度保存價值者建議予以登錄

建檔。 

8 經濟部 
台鹽公司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林崇熙教授 
台鹽公司已經民營化，清查後

分就目前主管機關函請具保存

價值建築審查登錄為歷史建

築，台鹽公司所遺留各分場之

文獻及機具等，則由本會另委

託鹽光基金會進行清點登錄，

並由台灣鹽博物館蒐藏。 

9 經濟部 

漢翔航空工業

(股 )公司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2 年委辦
完成 

私立嶺東技術學

院/彭效武教授 
經清查鑑定具保存價值之大量

飛機設計圖說，漢翔公司已與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簽訂合作

備忘錄，進行保存與研究工作。

10 經濟部 
中國造船 (股 )
公司產業文化

資產清查計畫 

93 年委辦
完成 

國立成功大學 /
陳政宏教授 

經過清查過程，使員工從無價

值的報廢品、機具模型轉變為

珍貴文化資產的體認，進而積

極保存特有創新發明的機具、

重要技術文獻，激發中船團隊

與生產品質的榮耀。 

11 經濟部 

唐榮鐵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產

業文化資產清

查計畫 

93-94 年委
辦完成 

高雄市文化愛河

協會 /王玲齡理
事長 

經過清查過程，完成具保存價

值機具、重要技術文獻、建築

登錄，唐榮公司規劃成立產業

博物館。 

12 經濟部 

高雄硫酸錏股

份有限公司產

業文化資產清

查計畫 

93 年委辦
完成 

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 /王玉豐主
任 

硫酸錏公司已關廠進行清算，

透過清查標訂具保存價值機

具、建築位址，並通知主管之

縣市政府進行相關保存工作；

許多重要文獻與文物則由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收藏保存。 

13 
台南縣

政府 
鹽業博物館所

蒐集文獻資料

93 年委辦
完成 

財團法人鹽光文

教基金會 /徐純
經本計畫清點登錄後，原存放

於各鹽場倉庫文獻與機具，已

完成登錄及建檔，並整理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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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登錄計畫 教授 入台灣鹽博物館典藏，使台灣

鹽業文化資產獲得妥善保存。

14 
金門縣

政府 

西園鹽場相關

文獻與物件清

查計畫 

93 年委辦
完成 

財團法人鹽光文

教基金會 /方俊
育先生 

西園鹽場建起源於清代，歷經

多次興廢，僅存文獻散失或存

於不同單位，經本次清查後，

相關文獻資料獲得整理，成果

交由金門縣政府辦理規劃為地

方文化館之用。 

15 交通部 
台灣頭鐵道號

誌樓調查研究

計畫 

93-94 年委
辦完成 

基隆市政府文化

局 
本案起於東海大學進行本會委

託之「交通部所屬機關具歷史

價值之建築清查計畫」發現台

鐵基隆號誌樓將除役拆除，本

會立即召開協商會，請基隆文

化局辦理歷史建築登錄作業，

並委託該局進行調查研究計

畫。本號誌樓已登錄為歷史建

築。 

16 財政部 

財政部所屬公

營行庫及事業

單位具歷史價

值建築清查計

畫 

93-94 年委
辦完成 

中原大學 /黃俊
銘教授 

本案依據財政部索提供所屬公

營行庫及事業單位提供相關資

料、並再分別向國有財產局、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索取補充

資料共得 543 筆進行清查鑑視
保存價值。 

17 經濟部 

台灣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產業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3-94 年委
辦完成 

成功大學 /陳政
宏助理教授 

台機公司已關廠進行清算，透

過清查標訂具保存價值機具、

建築位址，及時通知主管機關

進行相關保存工作，避免台機

公司文化性資產因公司結束營

業而散失。 

18 經濟部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文

化性資產清查

示範計畫—金
門 縣 長 江 電

廠、太武電廠文

化性資產清查

與保存再利用

宣導」 

93-94 年委
辦完成 

成功大學 /孔憲
法教授 

經過清查過程，使員工從無價

值的報廢品、機具模型、戰地

特殊文物與設施等，體認珍貴

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19 經濟部 「台糖公司文 93-94 年委雲林科技大學 / 1、 經本計畫之輔導，台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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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資產清查

與保存再利用

人才職能再造」

輔導計畫 

辦完成 劉銓芝講師 司董事長、總經理已重視台

糖豐富文化性資產及清查

保存工作之重要，並訂定

「台糖公司文化資產管理

要點」，建立整體清查機

制。 

2、 員工自辦清查、列管保存
具保存價值機具、重要技術

文獻、歷史房舍建築等，並

形成團隊精神。 

3、 台糖公司擇定於高雄橋子
頭糖廠設立台灣糖業博物

館、新營糖廠設立鐵道博物

館、並將規劃設立文物保存

示範館等，積極推動文化資

產保存再利用工作。 

20 經濟部 
中國石油公司

文化資產清查

計畫 

94 年輔導
辦理中 

雲林科技大學 /
林崇熙教授 

1、 中油公司高層已重視所屬
文化性資產清查與保存工

作之推動，訂定「中油公司

歷史文獻管理要點」。 

2、 責成所屬單位成立清查小
組，進行文化資產清查工作

人員培訓，定期彙報清查成

果。 

21 交通部 
台灣鐵路管理

局產業文化資

產清查計畫 

94 年輔導
辦理中 

台鐵自行辦理 經請台鐵至調查小組專案報

告，目前該局已完成清查第一

階段成果報告，本會並召開第

一次成果審查會議，台鐵將就

委員建議補充相關調查資料或

未清查部份。 

22 民間 

台灣第一座水

力發電所—龜
山發電廠調查

研究與再利用

計畫 

94 年委辦
完成 

台北縣文史學會 完成「龜山發電廠調查研究與

再利用評估」報告書，做為地

方推動產業遺構指定為古蹟或

登錄歷史建築，及後續再利用

規劃之依據。 

23 經濟部 
台灣農工企業

公司文化資產

清查計畫 

94-95 年辦
理 

國立交通大學 /
黃紹恆教授 

台灣農工公司已關廠進行清

算，透過清查標訂具保存價值

機具、建築位址，及時通知主

管機關進行相關保存工作，避

免文化性資產因公司清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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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散失。 

24 經濟部 

台糖公司文化

性資產資源整

合與保存再利

用輔導計畫 

95 年辦理
中 

雲林科技大學 /
林佳正老師 

輔導台糖公司發掘與清查公司

文化資產、評鑑及資料建檔（尤

其加強無人駐點或無使用現況

之廠房、農場、遺址等），建立

鑑定與保存機制，使文化性資

產獲妥善保存、列管與查核，

並提出台糖公司文化性資產保

存清冊及中長期再利用發展建

議方案。 

25 國防部 
國防部營區內

蔣公歷史人物

銅像清查計畫 

95 年辦理
中 

嘉義大學/ 

李明仁副教授 

 

 

二、理念宣導、人才培訓計畫 

編

號 計畫名稱 辦理情形 

1 產業文化資產清查工作研習會（分北中南三區辦理） 92年辦理、已完成 

2 
「發現咱的新寶貝--產業文化資產宣導巡迴講座—第一站
國防部」 92年辦理、已完成 

3 中華電信公司產業文化資產座談會 92年辦理、已完成 

4 
「現代考工記-產業文化資產調查與再生」座談會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辦） 
93年辦理、已完成 

5 
「發現咱的新寶貝--產業文化資產宣導巡迴講座—第二站
交通部」 93年辦理、已完成 

6 
「產業、文化、資產」保存台灣產業圖譜特展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辦） 
93年辦理、已完成 

7 
「科技檔案的徵集與應用」國際工作坊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檔案管理局合辦） 
93年辦理、已完成 

8 糖鐵再生研討會（與台糖公司合辦） 93年辦理、已完成 

9 「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操作參考手冊」新書發表座談會 94年辦理、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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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油公司文化性資產清查暨歷史文物管理綜合研討會 94年辦理、已完成 

11 台糖公司文化性資產清查與保存再利用研習會 94年辦理、已完成 

12 
「產業、文化、資產」保存台灣產業圖譜巡迴展（與工博

館合辦） 94年辦理、已完成 

13 文化性資產清查格式建立與網路建置輔導計畫 94年辦理、已完成 

14 
「台灣菸酒公司文化性資產清查與保存再利用執行人才訓

練輔導計畫」 94-95年辦理中 

15 第二階段文化性資產清查單位清查人員培訓研習會 95年辦理完成 

 

三、出版計畫 

編

號 計畫名稱 辦理情形 具體效益 

1 
「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操作參考手冊」編印

計畫 93年完成 
提供產業文化性資產保存價

值認知與清查入門知識，為國

內第一次出版之參考書籍。

2 
日文「建築物的看法•調查方法－近代產
業遺產」專書翻譯計畫 93年完成 提供日本近代從事產業文遺

產清查與保存再利用案例。

3 
「台灣產業的故事－榮民製藥廠、欣欣食

品工廠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成果彙整」出版

計畫 

93-94 年完
成 

4 
台灣產業的故事--退輔會龍崎工廠、塑
膠工廠產業故事編撰計畫 

93-94 年完
成 

以故事性敘述，引導民眾了解

台灣產業發展歷程與產業文

化資產之價值。 

5 
「發現咱的新寶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產業文化資產巡迴各部會宣導專題

講座計畫－第一站國防部」成果專輯 

93-94 年完
成 

彙集巡迴講座資料，提供國防

部所有參與清查工作者及其

他單位人員參考。 

6 
「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編印計

畫 
93-95年完
成 

蒐集國外產業文化資產再利

用案例，做為國內推動相關保

存與再利用之參考。 

7 
鹽業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以布袋鹽場
為例探討計畫 

93-94 年完
成 

以布袋鹽場為探討案例，做為

鹽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

之省思，並提供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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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鹽田風車、水車製作技術保存研究計畫
93-94 年完
成 

以影像及圖面紀錄保存台灣

鹽田風車水車製作技術，做為

傳習範本，同時完成風車、水

車實體各乙座，由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典藏，做為研究與教

育之用。 

9 中船公司產業的故事撰編計畫 93-94 年完
成 

10 台灣書店的故事撰編計畫 93-95 年完
成 

以故事性敘述，引導民眾了解

台灣產業發展歷程與產業文

化資產之價值 

11 
委託辦理「台灣菸葉生產與生活紀錄片製

作計畫」 
94-95 年、
辦理中 紀錄台灣菸葉文化發展實錄

12 台機公司的故事撰編計畫 95 年辦理
中 

以故事性敘述，引導民眾了解

台灣產業發展歷程與產業文

化資產之價值 

 

四、緊急個案處理 

編

號 個案名稱 辦理情形 具體效益 

1 
台灣鹽業博物館歸

屬及營運案 
92-94年度、持
續關注中 

經本小組多次協助及本會補助經費，該館於 94
年 1月開館營運。 

2 
大雪山林業公司舊

製材廠區閒製空間

再利用推動小組案 

92-93年度、完
成階段任務 

本會階段性任務完成，由林務局另行成立林業

博物館推動小組推動中。 

3 
高雄縣美濃鎮「竹門

電廠」保存再利用案 
92-93年度、持
續關注中 

經本小組多次協商，該電廠建築及百年發電機

組均已指定為國定古蹟；台電公司於 93年起開
放讓團體申請參觀園區、發電機組並派員導

覽，初步體現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之意

義。 

4 
北部火力發電廠保

存再利用案 
92 年度訪查、
持續關注中 

經本小組會勘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協調後，該處已發包進行細部規劃設計，並同

意將北部火力發電廠舊建築保存並轉化再利

用，融入博物館設計之中。 

5 基隆火車站號誌樓 92 年度完成調經本小組協調台鐵局及基隆市政府，該二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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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查研究 誌樓獲得保存，並於 93年 10月 12日公告登錄
為歷史建築，目前由基隆市政府辦理再利用規

劃中。 

6 
臺灣銀行忽視具歷

史價值建築之保存 
94 年訪查、持
續關注中 

已請權責單位各縣市文化局進行古蹟及歷史建

築指定、登錄作業。 

7 

退輔會龍崎工廠由

經濟部工業局擬興

建「南部廢棄物處理

中心」案 

94 年訪查、持
續關注中 

已請權責單位台南縣市文化局進行古蹟及歷史

建築指定、登錄作業。 

8 
媒體報導「台鐵局賤

賣古董車」案 

 

94 年、持續關
注中 

本案係 94年 7月 12日蘋果日報「7骨董火車
當廢鐵賣」之報導，行政院交下本會提供建議

事項，後行政院於 8月 3日責成交通部「就該
院有關單位意見，會商本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

主計處，就鐵道文物之保存事宜，再加檢討研

議；如有弊端，應予確實查明」。 

交通部於 9月 21日召開會議決議：請文建會組
成現勘小組，確認由民間購得之 2車輛是否具
有文化資產價值。會勘結果確認具保存價值，

並請就地保存及請屏東縣政府列管。 

9 
台糖 SL357 小火車
頭回國案 94年度完成 

台糖 SL357 蒸氣火車頭由日人購藏 23 年後，
在本會的協助下於 94 年 7 月實現了回鄉的願
望。這次行動，不但喚起地方民眾保存產業舊

資產的熱力，也串起日本與台灣民間的文化交

流。 

10 
基隆市白米甕跑台

附屬遺跡標售案 
94 年度、持續
關注中 

94年 8月國防部總政戰局委託國有財產局標售
基隆市白米甕砲台附屬遺跡（基隆市政府於 93
年 10月 12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引起民眾抗議，
本會於 10月 21召開第 12次小組會議討論處理
機制，復於 11月 21日召開臨時會議，國防部
同意暫緩標售歷史建築半年，俾建立管控機制。

11 
全國眷村文化保存

案 
95 年 3 月起、
持續辦理中 

95 年 3 月 21 日立法院李文忠等委員邀集本
會、國防部等相關單位就全國眷村文化保存事

宜進行討論，並將訂於 5月 3日召開擴大協商
會議，邀集各縣市政府、文史工作者、國防部、

及關心本案之立法委員共同討論眷村文化保存

執行方案，並將成立推動小組。 

 

五、保存再利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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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辦理計畫名稱 辦理情形 預期效益 

1 台東糖廠產業文化

性資產再利用先期

規劃計畫 

94年辦理完成 整合各方資源與運用，進行台

東廠人員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人才培訓，再利用資源評鑑與

規劃，建立再利用策略與訂定

進駐公約。 

2 台北樟腦廠保存再

利用 
1、 委託中原大學辦理之「國定
古蹟專賣局台北樟腦廠修復

及再利用調查研究計畫」，於

94 年 7 月完成期中報告，於
10月底完成期末報告。 

2、 本會申請台北樟腦廠土地及
建物撥用案，業於 9月 21日
奉行政院核定准予撥用。 

預期將規劃為產業博物館，呈

現台灣產業發展歷史、珍貴史

料、文獻、文物等，做為國家

產業歷史展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