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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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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近幾年來，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並且有效運用民間資金與效率，大力推動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但公營事業一直普遍存在繁雜的法規限制、決策程序冗長與經營

績效不彰等問題，使得對原理想所欲達到提高政府效率、減少政府人事與財政負擔、

提高國家競爭力等，似乎仍還有一段距離。在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社會的思潮衝擊

下，美術館的重要性隨著世紀交替而有更前瞻性的規劃和發展，當今國際上美術館事

業正朝向學術化、專業化、精緻化與社會化的路途，在台灣地區三座美術館接續興建

成立後，正有一番新生繁衍的氣息，這種現象說明了我國社會的開發已具有相當的水

準。另外也表示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與人力的投入。在政府預算無法支援龐大支出

時，民間財力回饋是世界美術館興盛的原因之一。  

 就以國立台灣美術館為例，第一次辦理國內首宗公辦民營的招商計畫，便在法規

的不完備以及缺乏相關案例等有利參考資料，加上館內地下室消防安全檢查問題浮

現，致使國美館的委外經營( 類BOT ) 案成為一失敗經驗。從國美館的經驗，本論文

擬探討在文化建設方面所需求的公辦民營模式之可行性，希望藉由這種公私部門合作

方式引進民間資金及經營效率，以提昇美術館功能與服務品質，增進社會福祉並達到

公益與私益兼顧之雙贏局面。文化建設之公辦民營仍是未來政策，這次的失敗經驗只

是一個借鏡！ 

    將民間參與美術館經營模式概分為「再生經營」、「合資經營」、「獨資經營」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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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營」等四種，論文內將四種模式依其特性及要件分別敘述說明。美術館要委託經

營必須衡量本身內部環境與外在條件評估其可能，其執行過程大致分成 1.研擬階段；

2.評估階段；3.協商階段及 4.執行階段等步驟。「再生經營」、「合資經營」與「獨資經

營」之模式在此屬於美術館的全館委託，因此涉及（一）專業經營：民間企業須有專

業或相關經驗之經營團隊承接；（二）政府配合事項：政府容許民間投資範圍規劃，

以及監督執行，避免民間經營後商業化程度過深，失去美術館公益目的。「合作經營」

是最具彈性的做法，也是唯一不涉專業美術館經營，故勿須有專業相關經驗之必要條

件。畢竟每一個館的定位、特色與環境不同，在不同的條件中，如何選擇適合的委託

經營模式，則有待先期規劃之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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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術館公辦民營是我在八十八年底，考前的研究計劃就已選定的題目，當時以文

化建設作公辦民營之觀念還尚欠缺，期刊報導也不多，倒是以交通、經濟方面之高鐵

案較為熱絡，即使是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台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等之公辦民營案，

都甚少為人知。值至八十九年二月份，北美二館的成立，台北市政府及藝文界為其前

途方向，以及營運方向、才再度引發美術館公辦民營之議題來，對北美二館是由北美

館代為經營的「大美術館計劃」？或是委託民間經營兩種方案，但是當時之討論仍為

薄弱，爭論不休。 

    選定題目後，開始收集相關文獻，才知道此類文獻相當少，國營事業民營化之資

料還多，而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的民間投資案甚少，文化建設方面更

少，其一之原因為「促參法」於八十九年二月份公布施行，時間較晚，其二是相關法

源的配套措施欠缺，能夠配合的法源，還得爰引「政府採購法」、「國有非公用財產委

託經營實施辦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等相關法源。其三是幾乎無案例可

循，包括以座談會、研究論文都尚無文獻資料，足見此類題目的挑戰性極高，所幸在

九十年初才陸續有可參考之論文及座談會資料出現，這些資料文獻也就彌足珍貴了。

雖然資料文獻收集不易，而定這個題目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省立美術館正因館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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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而以類 BOT方案進行，雖至八十九年初，類 BOT案失敗已成底定，從省立美術館

至改制後為國立台灣美術館期間，因休館所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國美館倪館長所受

到各界的輿論與抗議，亦是論文探討館長人選的處事風格與熟稔行政程序之影響美術

館運作的重要性。 

    國美館自倪館長接任後的一連串動作，為整建館舍所需經費所作行政程序，從休

館宣布起，美術館似乎即走上關門一途，議價招商、類 BOT 案規劃之執行、館內大

搬家、爆破美術館等幾乎沒有一件是合乎行政程序。館內的硬體設施所遭受破壞，幾

乎成為「廢墟」的情形，是我經常進出休館期間的國美館所見之「殘骸」，心境寫照，

令人扼腕。論文的案例是以國美館類 BOT 案的探討，雖然是一失敗的經驗，卻希望

從失敗的經驗中，尋找失敗因素，作為日後相關議題的借鏡。故從國美館方向收集資

料、包括館刊、社會輿論，類 BOT 案之規劃草案及結論成果，至館長易人後，館方

後續所作整建復原之報導刊物。  

總統大選後，因政黨輪替的台灣政治，經濟層面受到國內政局的不安定以及國際

經濟下滑因素，國家財政赤字連連，各地方政府舉債度日，喊窮的二十一縣市政府，

無一幸免，台灣前途似乎遭受空前的浩劫與挑戰。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所撥下之經費逐

年下降，在建設方面有行不得也之窘境。在經費不足的情形下，政府機關對民眾需求

與服務品質之績效如何能彰顯？  

過去國內經濟蓬勃，民間有充裕的資金和企業經營的優勢，政府應結合民間的人

力物力，甚至財力的配合，協助政府經營以提昇服務品質。以「公辦民營」方式結合

公私部門合作，乃是國際間各國既定政策。而國內文化建設在政府相當保守的心態

下，一直無法讓國人得到滿意的服務，希望藉由論文研究之建言，得以對未來國內之

公辦民營政策能有所絲毫之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