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館、自然襲產與文化資產國際交流策進論壇 

 

一、緣起 

    我國並非 UN 的會員國，但支持 UNESCO 活動和其重要 NGO 組織，如國際

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保存委員會 ICOMOS、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國際自然

保育聯盟 IUCN、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 TICCIH 等 NGO，則對世界各國採開

放態度，我國國內亦有頗多為上述組織的會員，扮演播種角色。目前國際在文

化與自然保存上，已有明顯朝向跨域合作的趨勢，上述多個組織亦已展開實質

的合作，值得關注。 

    21 世紀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在聯合國永續發展戰略 SDGs 引領下，

透過跨國跨域的合作，執行各項重大政策，如氣候變遷、災害風險管理，以及

由 UNESCO 所推動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存工作等。以文化外交推進我國國際

能見度與是我國長久以來的政策，對以文化立國且具備軟實力的我國更顯得關

鍵。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為促進國內各界參與國際事務並做出貢獻的交流經驗

彼此分享，辦理「博物館、自然襲產與文化資產國際交流座談」，邀集國內近年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包括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之專家學者，以及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其於 2017 年起，推動成立類 NGO 組織亞洲產業文化資產平台（ANIH），

扮演亞洲與世界產業文化資產交流的中介角色；以上各個專業社群運行多年皆

已有一定成效，如何進一步的整合既有成果，積極布局次階段工作甚為重要。 

二、目的 

    本活動期能接軌國際趨勢，有效整合國內經驗、人力、物力，以建立博物

館、自然與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推廣協作平台，創造有利條件吸引國內產官學研

各界與民間，能有更多的有志者參與。本論壇活動目的如下： 

1、接軌國際感：SDG 全球永續發展目標與文化指標 

2、多元歷史感：跨域整合趨勢與多元合作模式開發 

3、文化價值感：文化影響的韌性與可適應性再評估 

4、鏈結創造力：臺灣豐富多樣的自然文化與博物館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協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三、辦理方式 

    邀集 ICOMOS、ICOM、IUCN、TICCIH 會員和 ANIH 等重要學會負責人與會交

流，就國際文化交流協作的未來方向與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換意見。 

1、時間：110 年 11 月 12 日(五)，上午 09:30-12:00 

2、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 3F 簡報室 

3、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bnYbd ，因場地座位有限，限額 50 名，依序

候補；報名至 11 月 10 日(三)下午 17:00 止。 

4、議程： 

時間 議程 

09:00-09:30 現場報到 

09:30-09:35 
開幕暨貴賓致詞 

蕭宗煌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文化部次長 

09:35-09:50 

【回顧臺灣歷年對 ICOM 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參與】 

分享人：黃星達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組長 

09:50-10:05 

【臺灣參加 ICOFOM 國際博物館協會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的經驗】 

分享人：陳國寧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ICOM-ICOFOM 理事 

10:05-10:20 

【臺灣參加 ICOM-ICR 國際博物館協會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的經驗】 

分享人：賴維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 ICOM-ICR 副主席 

10:20-10:30 休息 

10:30-10:45 

【IUCN-自然遺產保育的國際協作與培力】 

分享人：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ICOMOS 會員、IUCN-WCPA 及 IUCN-CEC 專家會員 

10:45-11:00 

【ICOMOS-國際文化資產網絡前景】 

分享人：閻亞寧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暨文資中心主任暨副教授/ICOMOS-CIPA 副主席 

11:00-12:00 

臺灣國際文化交流未來策略的想像與策進座談 

主持人：蕭宗煌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文化部次長 

與談人：邱文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 

        吳淑英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 

        閻亞寧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暨文資中心主任/ICOMOS-CIPA 副主席 

議題(1)       ：ICOM、ICOMOS、IUCN、TICCIH 與 ANIH 等跨域網絡鏈結 

議題(2)    ：A.          討論未來參與國際組織之策略方向 

B.          國內成立/推動類似組織協作的方向 

12:00 賦歸 

 

https://reurl.cc/GbnY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