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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名稱：文化資產管理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時間：星期一下午 2：20-5:20 

地點：人社院 C304教室 

 

授課教授：臧振華 

tsang@mail.ihp.sinica.edu.tw 

 

課程大綱 

 

一、課程目的 

 

近數十年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擴張，經常造成開發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

之間的衝突。此外，一些自然災害、政治衝突與恐怖活動，也造成一些珍貴文化

資產的損壞與毀滅。因此，如何妥當地管理和維護文化資產，已是當前世界上重

要的課題之一。1972年 11月 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 17屆會

議，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首度界定世界遺產的定義與範圍，希望以國際合作的方式，促成文化

遺產的保護。根據這個公約對文化遺產所作的定義：過去人類所創造，由現代人

類繼承並傳諸後世，是無可取代的生活及靈感的來源，具有獨特和普世價值的物

質或非物質遺存。 

在臺灣，自民國 71 年首先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後，文化資產的保護

雖然有了法律依循，但問題仍然層出不窮。關於文化資產的保護與管理，同樣也

面臨許多問題與挑戰。因此，需要有更多的瞭解與關注，也需要培養更多願意投

入此一領域之人才，來加強文化資產保存的力量。 

本課程之目的有四： 

第一、引發同學對文化資產的興趣與關注。 

第二、要使同學認識什麼是文化資產，以及文化資產的價值與重要性。 

第三、要使同學對文化資產管理的理論和實務有所瞭解，以培養日後從事文

 化資產管理工作的理念和操作能力，或作為進一步學術專攻的基礎。 

第四，要培養同學文化資產的國際觀。 

本課程以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架構為基礎，對文化資產的各個面向作提綱

挈領式的講授。內容包括：文化資產的意義與價值、文化資產管理的理論、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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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管理與保護的法規與管理體制、文化資產與開發建設的衝突及解決之

道、世界文化遺產，以及人類文化資產的危機與挑戰等。此外，水下文化資產的

保護及文化資產與觀光發展，是近年來受到相當多關注的議題，本課程特別加以

介紹。 

 

二、課程要求 

 

本課程以授課方式以講授、資料閱讀及討論、案例研究分析等方式進行。每

次上課，除了由教授講授該週之主題外，學生須於課前閱讀教授所指定的閱讀資

料，並於課鐘進行報告，並就相關議題行討論。另外同學須選擇文化資產管理保

存的案例，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於期末提交書面及課堂研究分析報告。 

 學期成績之計算包括日常出席狀況與課堂表現 20％，期中考試 20%，案例

研究報告（字數不少於 2000 字）30%，期末考試 30%。案例研究報告之內容應

包括：案例之基本資料描述、管理之歷程及措施、問題分析及檢討。案例研究報

告交繳截止期限：106年 6月 20日前。 

 

三、課程進度及主題 

 

第一週（2/13）：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介紹及進度安排。 

  彼此認識 

 

第二週（2/20）：什麼是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記憶 

  文化資產的定義、類別與範疇 

  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及其利用與誤用 

  閱讀資料： 

*1. J. Jokilehto, 2005, Defini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references to 

documents in history. 

(http://cif.icomos.org/pdf_docs/Documents%20on%20line/ 

Heritage%20definitions.pdf) 

*2.文化資產保存法 總則 

*3.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總則 

第三週（2/27）：和平紀念日彈性放假 (補課時間另訂) 

 

第三週補課（？）：文化資產管理 

  為什麼需要管理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與管理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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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管理與永續發展  

文化資產管理的必要性  

文化資產的管理體制與方法模式 

閱讀資料： 

 *1. UNESCO《Managing Cultural World Heritage》（2012 年 6 月） 

 *2. 傅朝卿：文化遺產之經營管理。2005年台南社大演講  

  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tnn_wh/tnn_wh_07.pdf  

 

第四週（3/6）：我國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體制的發展 

  文化資產保存的發展歷史 

  文化資產的國家政策與體制 

  文化資產的法律 

  閱讀資料： 

  *1. 林會承，2011，《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台北：遠流。 

*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組織法 

*3. 文化資產保存法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五週（3/13）：有形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2.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3.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4.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5. 歷史建築物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6. 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7. 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8. 古蹟及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 

  9.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 

  10.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 

  11. 王順治，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古蹟歷史建築指定登錄之研究。 

  12. 新屋范姜祖堂管理維護計畫。  

 13. 歷史建築「武德殿」管理維護計畫。       

  14.  盧圓華，2005，古蹟與歷史建築的 活化再利用趨勢及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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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 

 

第六週（3/20）：有形文化資產：考古遺址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遺址指定即廢止審查辦法 

  *2. 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3. 遺址發掘條件審查辦法 

*4. 陳光祖，2015，〈考古遺產保存的國際趨勢及其對國內法制的借

鑑〉，《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4: 7-35。 

*5. 陳有貝，〈現行法令與考古遺址問題探討--新修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與環境影響評估法〉《田野考古》2005, 10（1）：27-43。 

 

第七週（3/27）：有形文化資產：史蹟與文化景觀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 

  2. 李光中，2009，文化景觀與社區發展，《科學發展》439期，頁 38-45。 

3. 李光中，2015，阿美族吉哈拉艾農業文化景觀的價值辨識及其協同

規 劃 歷 程 ， 《 原 住 民 族 文 獻 》 ， 22 期 。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9&id=873 

4. 劉正輝，2008，臺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初探：以澎湖吉貝石

滬群為例《文資學報 》4：119-143。 

*5. 王淳熙.傅朝卿，2010，〈文化景觀保存維護的永續性實踐〉，《文化

與建築研究集刊》，第 14號，pp.1-21民族掃墓節連續假期 

 

第八週（4/3）民族掃墓節連續假期（依規定，不需補課） 

 

第九週（4/10）期中考試 

 

第十週（4/17）有形文化資產：古物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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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資料: 

  *1. 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2. 公有古物複製及監製管理辦法 

*3. 林柏亭，古物分級與相關問題-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說起，《古物

普查─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83-88。 

  *4. 廖桂英，私立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古物申報、古物分級、鑑定及相關

   問題，《古物普查─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99-103。 

  5. 臧振華，從卑南文物之移轉爭議談出土文物之分及指定及相關問 

  題，《古物普查─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19-128。 

 

第十一週（4/24）：有形文化資產：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自然地景保存獎勵辦法 

  *2. 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 

  3.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 

  *4. 何立德，2009，地景多樣性與地景保育，《科學發展》439期，頁 

   22-29。 

  5. 林俊全，2012，台江國家公園自然地景資源調查，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第十二週 (5/1)：無形文化資產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2.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3.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 

  4. 陳怡方，2016，無形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以傳統手工藝為核心的 

  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第 36 期 /，頁 7-34。 

  *5. 江韶瑩，2010 ，博物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地域活化，《蘭陽 

  博物館元年 2010研討會 ─「當地方遇見博物館：臺灣經驗與跨文化視

  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6. 林崇熈，2008，文化再生產：一個無形文化資產哲學芻議，《文資 

  學報》第四期，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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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5/8)：水下文化資產 

  法規與管理 

  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 

  *2. 涉及海床或底土活動通知及管理辦法 

  *3.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劃設及管理辦法 

  4. 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辦法 

5. 臧振華、劉金源，2009，臺灣水下考古的啟動：近年來澎湖海域水

下考古調查，「2009 海洋與台灣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6. 臧振華，2011，到水下考古，《科學發展》458期，頁 6-12。 

*7. 臧振華，2015，水下文化資產的管理與現地保存，《海洋及水下科

技季刊》25:4，頁 8-15。 

   

第十四週（(5/15): ：文化資產與環境影響評估 

  法規、操作程序與相關議題 

  案例研究分析 

  閱讀資料:  

  1. 環保署，境影響評估法    

  *2. 環保署，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3. 臧振華，2011，考古學的應用：以考古學與環境影響評估為例。2008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人類學的挑戰與跨越學術研討會」, 台灣人

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08年 10月 4-5日。 

*4 陳光祖，〈對現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文化資產部分工作的意見〉《田

野考古》2005, 10（1）：105-115。 

 

第十五週 (5/22)：文化資產與博物館及觀光產業 

  概念之發展 

  文化資產詮釋與博物館之角色 

  文化資產的經濟價值與觀光產業發展 

  閱讀資料： 

*1. 劉以德 （譯），2010，《文化觀光：觀光與文化遺產管理(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2. 蔡明志，2014，談文化資產保存的創新與未來，《臺灣建築學會會刊

雜誌》10，頁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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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殷寶寧，2014，以博物館為方法之古蹟活化策略 探討—淡水古蹟博

物館觀眾經驗研究個案，《博物館學季刊》，28(4)：23-53。 

 *4. Macnulty, Robert, 2014, Introduction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Washington D. C.: Partners for Livable Communities.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第十六週（5/29）端午節彈性放假 （補課時間另訂） 

 

第十六週補課(?): 世界文化遺產及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全球文化資產之危機與挑戰 

  概念發展 

  世界文化遺產之登錄程序與管理模式 

  全球文化資產之危機與挑戰 

  閱讀資料： 

  *1. 林會承，2011，世界遺產簡介，澎湖研究第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

  頁 14-33。 

  *2.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官網 http://whc.unesco.org/ 

3.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官網。

http://twh.boch.gov.tw/world/index.aspx 

4.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遴選及除名作業要點〉。 

  5. 傅朝卿，2009，世界遺產在台灣─推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努 

  力方向，《世界遺產雜誌》7期。參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台灣世界遺產

  潛力點官網 

  *6. UNESCO《Managing Disaster Risks for World Heritage》 

  7. 武裝爭議事件中保護文化財產。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 

  8. 防止國際文化遺產遭受破壞。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 

9. 簡秀珍，現今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的困難與危機 

 http://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89_49250.html 

10. 李麗芳，2002，建構台灣的文化資產危機管理體系，《博物館學季

刊》 16：4，頁 7-19。 

*11. 臧振華，2006，遺址維護與急難處理─以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為例，

《文化資產危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1-9。 

 

第十七週（6/5）:課堂研究心得報告 

   

第十八週（6/12）期末考試 

 

附註：以上閱讀資料有星號者為主要閱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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