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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擴建庫房的專業需求從爭取市府支持、選址獵地、

考古試掘、戶外雕塑移置、庫區規劃、營運動線、溫濕度控制、防震防災、櫃

架設計……等，這座新建典藏庫房從想像到落實，從人員、經費、工程進行方

式，在在都是需逐一解套的問題。而招標前的階段，對外界而言，看不到工程

實際進展，本館卻不斷地在法規與各局處間往返穿梭協調。這些歷程對新建庫

房工程案的影響隱而未顯，卻是讓工程案可以走到今日的重要軌跡。

從 2015年 10月北市府指示啟動庫房擴建計畫，經過委託先期規劃、專案管理、
代辦機關、統包工程招標，及新冠肺炎疫情下缺工缺料的影響，歷經 1,099個
日曆天，北美館於 2024年 12月 6日迎來新建庫房案的竣工。後續工程檢核
經初驗、正驗、複驗，各項缺失改善，即將進入點交及靜置期前的倒數階段。

這段施工前，自 2015年至 2020年負重前行的軌跡，是北美館努力朝專業發
展的歷史。階段性面對的困難與挑戰，能成為我們面對規模倍增之藝術園區工

程蘊藏的底氣，亦有機會成為友館的他山之石。

統包團隊張樞建築師事務所提

供之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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傂剤Ⱙ询瑠♶駈
典藏實務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作業範疇，多屬於幕後作

業，在觀眾看不見的後臺提供典藏品必要的支援。從訪

查徵集作品、藝術品運輸保險、藏品進出庫管理、狀況

檢視、保存維護、修復，典藏數位化到圖檔授權管理，

堅韌地承載館舍的核心任務、朝向美術館推廣方向與精

神價值。每年依據發展脈絡，系統性地擬定徵集策略，

持續典藏重要藝術家不同階段具代表性、原創性的優秀

美術作品，累積至目前近 6,000件的藏品，屬市府珍
貴動產。對於環繞著典藏品緊密工作的典藏同仁而言，

都是需要細心照料的「國家寶藏」。

每年隨著蒐購捐贈入藏作品的增長，40年前所規劃約
1,800平方公尺庫房空間，面臨作業空間及容納量不足，

袁廣鳴，《沈睡中的典藏風景》影像截圖，2016，單頻道錄像 (彩色，有聲 )，7分鐘，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無法因應靜置暫存觀察、藝術品包裝運輸、修復處理、

審議會議、除蟲及特殊光源檢測等專業分工；隨著預防

性保存觀念之推展，早年的消防系統、櫃架、門禁、監

視器等設備亦須逐步汰換更新。

典藏庫房增建需求，早於 1996年即向市府溝通典藏品
之收納空間需求，並提出「臺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典藏大

樓」規劃報告，1997-2000年間擘劃的大美術館計畫，
也將庫房需求考量在內，惟歷經多年積極爭取，皆未能

落實定案。北美館 1983年開館之初係以硬體規劃為優
先事項，隨著開館後，陸續舉辦競賽獎項，持續入藏大

型藝術品，加上各方捐贈優秀作品風氣日盛，逐漸充實

館藏，所需的儲存範圍也越來越大，只能持續壓縮空間，

騰讓出儲放作品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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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庫藏壓力不斷增加，2012年典藏組更積
極啟動「典藏庫房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暨先期

規劃案」，文化局考量「計程車休息站」及苗

圃「溫室」替代用地取得不易，建議於本館停

車場評估空間規劃使用。惟北美館考量若使用

停車場，對於本館其他功能需求，及未來發展

均有限制，為顧全庫房完整需求，及本館未來

長遠發展性，新典藏庫房擴建計畫擬暫緩。劉

維公局長於局擴會議中指示擴建計畫以北美館

館停車場為基地，朝繼續下挖的可能性規劃，

新建計畫如鴨子划水般，靜而不止，持續運作

中，直到 2015年 9月 6日獲得柯文哲市長支
持，體認既有庫房空間及設施確實不敷使用，

特別指示本館啟動典藏庫房擴建計畫，方案用

地也獲得重新審視的機會。

鼇㖧⿻欽㖒鋊ⷔ
自此，臺北市立美術館「新建典藏庫房工程

案」一步步走向實踐之路，2016年 9月接續
啟動與既有館舍之設計建築師，當時高齡

八十八歲的高而潘先生、都市發展局林洲民局

長的諮詢會議，對於庫房基地的願景描繪，也

與市府未來計畫中的松山機場遷建理想疊合，

庫房擴建成為藝術園區計畫中的一環。考量未

來典藏品的運輸安全、管理成本，鄰近北美館

的基地仍為最佳選擇，當時包括美術館停車

場、南進門及周邊範圍、中山計程車休息站、

臺北電臺大樓現址、兒童育樂中心明日世界舊

建築等，皆曾列入思考範圍。

北美館位於花博公園範圍，地面建築比例有總

量管制，若以周邊所屬土地為考量，需清查公

園現有建築面積是否仍有調整下修空間。經與

產業發展局、公園路燈管理處、原住民委員會

等就園區建物使用現況逐項研商結果，新生園

區臨時廁所、美術園區垃圾處理空間可拆除，

美術園區休息區已登列財產，須報審計單位同

意於未達使用年限前拆除後，始可計入可拆除

面積範圍。用地規劃這一步，先從公家設施用

地進行整體規劃及勻調，以解決典藏庫房受限

於建蔽率總量管制之問題，美術館既有停車場

範圍也因此再度從基地選擇上脫穎而出。

同年3月，產業局公園處從2016年啟動的「共
融式兒童遊戲場計畫」，宣告即將規劃於「花

博公園」美術園區，設立適合全齡、無障礙的

「全共融式兒童遊戲場」。由於此前並未得知

此項招標計畫，唯恐新設施影響「花博公園」

建蔽率，因此再度由文化局舉辦跨局處會議，

以協調「花博公園」剩餘建蔽率之使用。溝通

後，公園處發函確認，設計階段將要求廠商不

得增加建蔽率為原則，以規劃遊戲附屬設施。

新建典藏庫房計畫因而得以保留「花博公園」

僅有的建蔽率持續匍匐前進。

美術館爭取到的是建蔽率 907.83平方公尺的
剩餘建物可使用面積。然停車場的所有權並

非全數掌握在美術館，且美術館鄰近河道，

高地下水位之特性，在都發局的建議方案中，

選擇以多樓層的建造方式彌補建蔽率不足的

問題。惟美術館位於機場航道下，考量飛航

安全，亦須顧及限高問題，加上新生公園有

為市民提供停車位服務的需求，新生游泳池

旁消防局亦希望興建永久建物。市府內用地

競爭再度讓建地取得產生變數。

6月份柯市長指定副市長林欽榮擔任本案 PM 1，
在召開各局處協調會議後指示「花博公園」剩

餘之建蔽面積由北美館庫房擴建使用。呈奉柯

市長批准時，同時提出「公園用地多目標功能

評估案」，以維持既有公園功能，8月份負責
督導文化項目的陳景峻副市長建議修正簡報內

容；9月 2日本館典藏庫房擴建案再次向陳副
市長作專案報告，會後裁示，「花博公園」可

釋出之建蔽率面積是否歸本館使用由柯市長定

1.  PM指專案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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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若同意由本館使用，後續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請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 2協助。

9 月 9 日市長會議裁示，「花博公園」剩餘之建蔽率於
本館停車場做典藏庫房擴建之規劃。然議會定期大會上，

仍有議員質詢認為，新生公園周邊停車空間不足，市府

將周邊空地規劃為北美館典藏庫房擴建案使用，如同興

建高級倉庫，甚為不妥。9月 26日都發局林洲民局長建
議北美館新庫基地仍以花博公園之剩餘建蔽率為考量，

也不排除南進門空間一併調整利用，以減低下挖之風險

及經費負擔。

經法規檢討與市政規劃綜合考量，2016年 10月 14日，
市長室會議決議讓花博公園可釋出之建蔽率面積及容積，

優先保留給北美館作為庫房擴建使用。請北美館以東側

現有停車場擴建地下１層及西南側入口通道改建為原則，

2016年先行啟動先期規劃，整體規劃設計費同意動支第
二預備金支應，以利儘速動工，縮短期程；並依指示將「南

進門建造及使用檢討報告」一同上簽呈報。此後，新建

典藏庫房工程案，併與南進門改善案之遮陽及室內裝修

項目共同爭取預算。惟工程委由新工處代辦乙事仍遲遲

未獲確認。

2. 簡稱新工處。
3. 簡稱專管或 PCM，以建築專業協助工程進度及品質管理。

前都發局林洲民局長建議方案之一：東側新建方案

同時，考量庫房空間量能負載沉重，已是刻不容緩、亟待

解決的問題，典藏組也策動庫房空間調整計畫，發動預算

編列，構思於 2017-2019年進行內部櫃架增能，以應對
新庫房完成前的整備，提高既有庫房使用效率。美術館在

2016年底著手準備新建庫房案之先期規劃標案，緊急撥
用募款贊助所得，得以於 2017年 1月委託陳明揮建築師
進行先期規劃，提供本館新建工程之現況探查、空間規劃

及預算編列參考。2017年 10月林欽榮副市長針對北美館
擴建案指示，北美館典藏庫房雖已完成先期規劃，但考量

美術園區應有更宏觀之整體規劃，建議將典藏庫房納入臺

北藝術園區擴建計畫共同考量。兩日後，圓山捷運站旁的

「臨濟護國禪寺」發生涉及侵占國有地之疑義，可能影響

花博公園建蔽率，於是文化局研擬朝文資宗教保存區方向

推行，再經林副市長舉行跨局處會議討論後確認，臨濟護

國禪寺議題對北美館所在三大公園之建蔽率影響不大，北

美館新建庫房可併入藝術園區擴建案思考。然而考量兩大

工程案進度差異，12月林欽榮副市長於美術館擴建案會
議中指示，「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工程改善案」繼續向

議會爭取預算，與尚在起跑階段的北美館當代藝術園區擴

建案脫鉤。

Ⱙ询㟞腋莅㼦宠➿鳵
美術館作為非專業工程機關，屬文化局所轄附屬機構，館

內同仁多為基層公務人員，對於執行工程任務，僅依靠無

相關歷練、缺乏實務專業的人員，執行上有相當大的焦慮

感。而在典藏專業方面，2017年先期規劃案啟動時，組
內資深同仁大多退休或離開現職，唯一一位修復師也留職

停薪中，然而先期規劃案已箭在弦上，需積極面對，並將

本館對新建典藏庫房的想法落實於書面，例如未來藝術品

進出作業流程，也將影響空間使用設計；「新建」與「興

建」的用語，經諮詢消防局，解讀上將連動到未來舊有館

舍之消防檢討；早年使用的海龍因將導致臭氧層破壞而遭

禁用，水霧及氣體消防為近年新設立庫房普遍採用的滅火

方式，由於價差及配套設計大不相同，也須在先期規劃案

中研議出方向。

以正面的角度看待，典藏組內幾乎全是新鮮人，更能以全

新視角，面對即將起步向前的庫房工程；但以經驗值而言，

一開始面臨的挑戰即是組內同仁典藏專業及歷練不足、秘

㼠겗

34

20241226 現代美術213_回樣.indd   3420241226 現代美術213_回樣.indd   34 2024/12/27   下午3:002024/12/27   下午3:00



書室承辦館內工程承辦人員無足夠公務及實務經驗。為讓

承辦及組內同仁對新世代的庫房有更具體的理解，典藏組

也積極安排參觀友館新設立之典藏庫房及設備，以交流各

館在工程案前中後期所面對的不同挑戰，及討論設計規劃

時須注意的眉眉角角。然而，協調專業局處擔任工程代辦

單位則需仰賴更高層級的溝通工作。

2017年 10月因「典藏庫房新建工程案」被視為臺北當代
藝術園區之第一期計畫，而館內未有足夠人力可辦理該工

程案，文化局鍾永豐局長指示轉由文化局建設科辦理。

2018年 2月為爭取時效，專案管理技術委託案 3先由北

美館進行招標，再交由文化局建設科代辦。設計規劃案及

後續施工則計劃於雙方協議書簽署後，委由建設科處理。

然 2018年底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因建築體內外的特殊設計
與建築師對工程品質的要求，以及承攬廠商倒閉等問題，

造成工程延宕；而同時期的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歷經二次流

標及預算暴增，工期不如預期，也讓市府對設計與施工分

包的招標方式更謹慎面對。2019年 1月 10日文化局請各
單位共同思考是否將工程案以統包方式辦理。於是，美術

館續與專管廠商「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研商招標方式的

優缺點及所需期程，接著參加 19日由文化局主持本館「典
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工程」招標方式研商會議，會議

建議採統包方式進行，並請專管協助本館編列 2020年度
統包工程預算。

由於標案方式與經費編列、施工期程緊密扣合，改弦易轍

後的變動由文化局秘書室及建設科提供諮詢協助。3月 8
日副市長彭振聲召開庫房討論會議裁示，為減少施工介面

及有效縮短工期，本案改採統包方式辦理。工程案須重新

檢討計畫經費、期程與需求，及專案管理委辦廠商之契約

變更問題，並開啟統包需求調查及統包工程之標單、規範

之討論確認。原 2019年北美館僅編列技術服務費，未編
列統包執行所需之工程款，也需重新調整預算及執行計

畫，2020年度方能進行統包案招標。惟統包預算及期程
之調整，亦將影響 2018 年 6 月已獲文化部補助 2018-
2020年經費額度。

文化局建設科當時正負責處理臺北藝術中心、臺北流行音

樂中心興建案，無力繼續承擔北美館工程案，2019年 3

專管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提供之南向俯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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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由文化局蔡宗雄局長協助，尋求捷運局代辦乙事。針

對 PCM專管，捷運局建議北美館於完成契變（統包需求
書提出及加入監造）後，加入捷運局，簽訂三方合約。相

關預算由北美館編列及向議會爭取。捷運局對工程的熟悉

程度也加強案件的推進，包括請專管於 3個月內協助北美
館整合需求，設計及施工以統包採最有利標處理，並提醒

各項設備等級影響整體預算，例如防火區劃的阻熱性、氣

體消防設備之預算較水霧昂貴許多，需重新確認所提整體

預算是否足夠，也建議最好採用國產品，避免太過獨特之

品項，以利維修等。有關「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工

程」計畫擇定工程委託代辦機關，經 4月份大簽核定，
確認由捷運局第一區工程處代辦。

鼍㖧橇㞯併䠮⼦⛓罌〢鑑䱡
圓山遺址為 1897年臺灣最早發現的史前文化遺跡，並於
2006年 5月 1日公告為國定遺址，其範圍位於舊有的臺
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東至中山北路。2017年北美館啟
動的先期規劃案依據國定遺址公告範圍，認為典藏庫房新

建基地非屬遺址範圍，惟 2018年接獲文化部函釋，認為
規劃工程位置鄰近考古遺址、屬環境敏感區域，需先進行

調查確認，方能辦理後續工程。

依〈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二條規定，文化資產主管

機關對於經指定之遺址址負有管理維護之責，圓山考古遺

址為國定遺址，係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主管，並委由臺北

市政府管理維護，故 2018年 9月修正「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案」招標公告，補充 CAD檔及基地位圓山遺址潛在範
圍之說明。然經 9月 17日與中研院之考古人類學者研商

後，認為遺址劃設範圍為 1999年研究所劃定，北美館所
在地，正好為遺址分布範圍之模糊地帶，仍應由考古專業

團隊針對典藏基地為中心，進行考古探坑規劃，綜合過去

研究資料，以及本次挖掘出土之各項資料，以確認圓山考

古遺址之範圍分布，並評估新建庫房基地是否具有考古遺

址之價值及內涵。

2018年 10月2日再度修正上述「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
招標公告，並補充考古試掘內容，原預計 10月 17日截標，
10月 18日開資格標。由於本館缺乏對考古試掘的執行理
解，未料到執行時間含試掘及評估作業竟長達 12個月，
新建庫房工程期程必須往後調整，「新建庫房案合併至藝

術園區」的提議也開啟了另一波與文化局及市府的會商，

包括庫房施工及未來交通動線、專業營運之優劣分析。與

此同時，經費是另一個問題。考古試掘經費並未含括於預

算項目內，且影響預定期程甚巨，於是修改前瞻計畫，向

文化部申請將考古試掘納入工程準備作業。文化局考量新

庫房用地若持續進行工程對遺址可能造成影響，且後續北

美館之文資責任尚待釐清，故發函發包中心撤銷「委託規

劃設計及監造案」，發包中心亦於當日公告。依據 2019
年 3月 18日北市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會議決議，同意核准

考古試掘計畫。

基地使用牽涉另兩個重要議題是：基地環境影響評估，以

及開館雕塑大展結束後放置本館停車場作品之歸還與移

置。由於多座未具典藏品身分之雕塑，自開館以來因修復

問題、體積巨大等問題，未能與藝術家取得共識，甚至有

藝術家與美術館因此興訟等懸而未決的法律問題，典藏組

面對歷史沉痾，以及考古試掘即將啟動之壓力，必須逐一

停車場雕塑作品之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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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除了評估作品狀況，提送審議討論，讓雕塑品具典

藏身分；由於年代久遠，有些作品連藝術家姓名及聯絡方

式均難以考據，同仁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及爬梳到的文件，

持續與藝術家溝通協調，順利移置雕塑品，於考古試掘

前，完成停車場作品之處理。

與此同時，北美館委託專管說明此案開發行為免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事宜。經 11月 28日與環保局、文化局研商
討論，北美館新建典藏庫房案早於藝術園區落成，且辦理

時序及範圍不同，會議結論建議藝術園區與典藏庫房案分

案檢視，並請都發局協助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藝術園區

基地範圍，文化局致函環保局說明兩案時序之緣由。

2019年 1月 3日環保局來函確認本館典藏庫房新建基地
免環評。

本次考古試掘範圍不在國定圓山遺址已知範圍，但由於新

建庫房預定用地距離遺址東側範圍邊緣僅 133公尺，學界
評估認為有探測之必要。針對基地所在區域地表初步調查

及觀察後，以考古學田野發掘工作方法，進行研究區域內

規劃抽樣探坑發掘，共計發掘2公尺 x 2公尺之探坑6處，
發掘面積為 24平方公尺，用以瞭解地下文化層堆積的狀
況。根據 1999年劉益昌及黃益先學者的評估，圓山遺址
可能的涵蓋範圍向西擴張至承德路，向東越過中山北路，

至美術館前廣場西半部。透過此次發掘可知，遺址範圍可

能再向東略為延伸至美術館東側一帶區域，屬圓山考古遺

址人群聚落生活圈之範疇，雖有零星少量瓷器圈足口緣，

但並無明顯文化構層，經過近長達一年的試掘評估作業，

確認基地內無重大文物發現後，評估此基地可進行開發。

2020年 2月文化局來函同意本館考古試掘計畫成果報告
書與發掘紀錄備查，工程招標案得以再度啟動。

穡铃
施工前階段的作業期也包括統包需求書之製作、出入庫管

理流程、地坪、門禁、消防、櫃架數量形式、防火防塵、

防災防震、修復之日照需求、高演色性無藍光燈具等專業

特殊要求，有些具國際標準，有些則需考量往後的作業安

排，且必須在時限內落成具體的書面文字。工程專業上，

北美館雖然委託專案管理廠商代行機關職責，也順利獲得

捷運局支持擔任代辦機關，而工程進度與品質控管也有經

驗豐富的監造單位嚴加把關。但美術館的運作，乃至典藏

庫房的營運方式，皆需要使用單位細細斟酌。即便問題細

小如櫃架深度、寬度、高度、承重，保存與取拿方式如何

符合藏品及使用樣態、如何因應未來需求，也都需要回頭

檢視既有典藏品，回歸館內運作方式。

回顧新建庫房案，從市府表態支持新建典藏庫房計畫、確

認以美術館停車場基地作為工程使用，至 2020年施工
前，面對與各局處的協商、各種繁複法規的應對及行政文

書的往返，歷時超過 4年。而在此期間，不斷產生新的
議題、新的挑戰，首長的政策方向及公權力的支持是重要

的推動力量，足見美術館多年積累的豐厚典藏基礎，成為

市府願意支持美術館的後盾，館內團隊方能不畏繁雜，逐

一化解困難，持續向新建典藏庫房工程的目標挺進，也才

有今日見證庫房落成的欣慰。

「新建庫房案」施工期間 接近完工後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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