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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111 年度施政計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面對新時代的觀眾期待，111 年度持續以打造「友善、

開放、智慧、普世」的博物館為四大施政目標，打造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環境，創新作為

強化民眾參與，致力提升營運服務品質，推動博物館數位轉型。並賡續發展多元、跨域之主題展

覽與教育推廣活動，結合線上線下發展智慧觀眾服務，提供貼合觀眾需求的博物館體驗。最後，

聚焦鞏固與拓展國內外館際合作關係，從而邁向普世的博物館。 

本院依據行政院 111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院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1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推動友善的博物館 

推動大規模新建及整建工程，以「友善使用者」為核心，進行南北院區的建物、設施改造，

並持續精進觀眾服務品質。 

（一）打造友善的博物館空間 

１、持續執行「故宮北部院區整擴建計畫」，本年度執行北側基地研究大樓、圖書文獻

大樓與第二行政大樓等整建工程，行政大樓與圖書館新建工程，正館整建工程之細

部設計與招標作業，以提供安全、友善的參觀環境。 

２、配合營建署代辦南部院區二館新建工程進度，建置園區友善設施，包括執行景觀橋

主體工程，縮短北端停車場至主展館之動線距離；規劃多樣植栽生態體驗與公共藝

術等特色主題景觀，打造舒適的園區環境；推動博物館內電梯優化工程，以提升服

務量能，縮短觀眾等待入場的時間。 

（二）友善觀眾服務 

１、持續收集觀眾意見並檢討改善，進行服務臺與展場人員友善服務之教育訓練，以及

優化導覽內容，精進各項觀眾服務品質。 

２、辦理兒童暨青年事務推動諮詢會，邀請各界賢達與青年學子擔任諮詢委員，建立博

物館兒童與青年議題的意見交流平臺。 

３、針對不同年齡、族群之觀眾，發展不同的服務內容及設施。本年度北部院區集中於

優化兒童及親子學習空間，設置多媒體互動體驗裝置及發展線上線下整合之服務。

同時，針對青少年需求，發展博物館實體學習之教材及課程，以提供友善的博物館

參訪體驗。南部院區則開發「百萬學子遊故宮」教案，以南部院區典藏文物及展覽

為基礎，設計文化體驗課程，提供中南部地區的學子更多藝文體驗活動。 

４、持續辦理「跨越障礙‧觸摸美麗」計畫，以「跨越障礙」、「友善共融」為核心理

念，為身心障礙團體與個人設計體驗活動及友善服務設施。 

５、持續強化南部院區聯外交通可及性及園區接駁服務，提升遊客進館參觀的舒適性與

便捷性。 

二、打造開放的博物館 

為面對新時代的博物館任務，從權威單向傳播知識轉型為分享與交流的平臺，以「開放」、

「多元」為核心目標，運用故宮典藏文物，與文化、社會、藝術、科學等領域合作，呈現多

元觀點，促進社會對話及交流。 

（一）以「策展者必須與觀眾對話」為核心理念，推動參與式展覽 

１、邀集不同領域的院外專家組成策展委員會，吸納多元觀點，激盪嶄新視野與發想展

覽題材，製作貼近觀眾需求的展示方案。 

２、舉辦「線上策展人」徵選活動，邀請民眾運用本院 Open Data 資料開放平臺的精選

文物策劃線上展覽，擴大博物館的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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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嘉靖瓷器設計特展（暫名）」為增益展覽的多元面向及內容深度，擬邀請專家

學者，共同討論、策劃符合史實又能親近觀眾的展覽。 

４、「緙繡山水人物特展（暫名）」擬專訪臺灣傳統工藝文化資產緙絲類別保存藝師，

協助製作緙絲作品示意圖。 

５、「草蟲天地特展（暫名）」將邀請國內公立昆蟲博物館與大學院校昆蟲系所等單位

共同策展，透過館藏古書畫及各館校提供之圖片、影音與標本描述生物多樣性概念。 

６、「亞洲織品展（暫名）」邀請志工、院外學者參與策展，以南院獨樹一格的院藏織

品服飾文物為主軸，推出具教育意涵、文物鑑賞趣味及體驗的全新展覽。 

７、以院藏越南陶瓷為基礎，籌備「越南主題特展（暫名）」。擬洽邀策展顧問與院外

專家進行交流諮詢，希冀勾勒出古越南樣貌側寫，並呈現唐宋明清與越南之間的互

動關係。 

（二）辦理多元教育推廣活動 

１、辦理青年教育推廣暨行銷專案：推動校園大使計畫，透過大使以當代、年輕及生活

化視角詮釋故宮文物，擴大與青年族群之連結。並辦理館校合作計畫，以培養核心

素養為導向之教育目標，依據各校不同的需求與特色，開發有趣新穎的主題課程與

跨領域教案，將故宮文物教育融入正式學校課程。 

２、辦理低度參與觀眾平權教育推廣活動：以院藏文物資源發想，與學校、醫療、社福、

藝術團體專業工作者跨域合作，為心智障礙者、樂齡族群（含失智）、機構安置兒

少、中輟生、青少年收容人等低度參與者量身設計「藝術療育」課程。 

３、辦理身心障礙教育推廣活動：主動走入特殊教育學校場域，以故宮典藏文物結合學

校或地方文化特色，規劃多感官體驗站點之教育主題活動，服務特教生及鄰近身心

障礙者。並以院藏文物資源發想，或配合展覽主題辦理符合兒童與其家長共學需求

之親子教育推廣活動。 

４、推動藝術與人文跨域展演計畫：配合展覽主題或節慶活動，推出辦理表演藝術、文

化體驗活動及主題講座課程等，提供來館觀眾跨界的美學及藝文饗宴。 

５、辦理博物館開放資料深度運用計畫：應用 STEAM 教育精神，與各級學校、文化機

構共同發展適才適性之數位教案，並執行「創客魔幻列車」計畫，將開放資料的資

源導入學校藝術教育現場，與學校自造教育及各地文化內涵結合，響應教育部 108

新課綱「以素養為導向」之主軸，進行主題統整課程，強化故宮文物與教學現場的

結合，激發學子創新力量。 

６、辦理在地扎根計畫：執行故宮和地方文化館「對談」計畫，以相互交流歷史文獻出

發，達成在地文化深化扎根之目標。 

三、建構智慧博物館 

因應數位時代趨勢，推動故宮數位轉型，本年度規劃導入新媒體與數位科技，應用於博物館

之展示、服務與管理等面向。 

（一）辦理線上線下新媒體數位展 

１、與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等館所合作，以沉浸式劇場、數位互動展示，

展現文物之美，推出跨域合作的新媒體數位展。 

２、與各博物館串連合辦線上展覽，以高解析度圖像、3D 塑模、8K 影片，展出豐盛精

彩的數位文物。 

（二）充實數位內容，並發展線上應用 

１、延續典藏資料庫詮釋資料優化之推動，精進詮釋資料內容的準確性，以作為導覽、

展示等應用的基礎。 

２、運用新媒體載具及平臺（如 Podcast、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進行網路

社群推廣，與數位世代交流、分享及互動，開發新的博物館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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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持續整理及開放故宮典藏數位內容，以每季至少新增兩千張圖檔的速度充實 Open 

Data 專區的內容。 

４、持續深化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合作計畫，擴充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平臺之高解

析文物圖像與線上展覽，結合外部資源推展故宮數位典藏與策展內容。 

５、持續辦理線上學習課程，深耕藝術學習領域，包括辦理線上教育頻道、結合大學辦

理磨課師平臺等。 

（三）打造新型態博物館服務 

１、發展新型態的數位導覽模式，以觀眾自身手機或行動裝置取代傳統的導覽機，於後

疫情時代提供無接觸服務，並可提供客製化之導覽路線及內容。 

２、發展新一代售票系統，提供友善的售票介面，整合購票、入場系統，簡化票務作業

流程，提供觀眾更便捷的購票服務。 

（四）持續導入智慧監控系統 

１、進行南、北部院區監控設備、控制中心錄影系統陣列等硬體擴增與汰換，確保中央

電腦控制安全預警系統功能運轉穩定，以維院區安全。 

２、配合新故宮計畫分年實施之進程，於北部院區持續進行建築物安全監視設備數位化

工作、優化中央電腦控制安全預警系統功能架構，並建置控制中心新式機房，俾強

化智慧監控院區建築物及文物安全之效能。 

四、建立普世博物館 

持續拓展本院各類國際交流活動，包括國際借展合作、學術合作、締結姊妹館深化多元領域

交流互惠、參與或辦理國際性研討會、論壇與工作坊及邀請國際專業學者專家來臺交流等事

項，同時厚實我國對文化外交影響力及展現臺灣文化軟實力，實踐博物館之普世性核心價值。 

（一）辦理國際借展合作 

１、赴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籌辦「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乾隆御覽之瑰寶－」展覽，

以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其美術為切入點，呈現典藏文物的精華，以饗大阪為中心

的關西地區觀眾，促進臺日交流。 

２、舉辦「老派生活－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展覽，結合故宮器物、書畫、文獻與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京都大德寺龍光院精品在臺展出，呈現南宋文人的

四藝生活。 

３、辦理「『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暨『明清宮廷藏書』特展」，以梵蒂岡宗座圖書

館珍藏為核心，並以本院相近時期明清二代宮廷典藏進行對照，展現東西方文化異

同比較的趣味。 

（二）辦理國際研討會及合作交流 

１、與國際博物館館所締結姊妹館，以互惠原則簽訂合作備忘錄，深化展覽、研究、教

育推廣、人才培育等領域之交流。 

２、為博物館營運注入多元前瞻的視角，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擬邀請國際知名文化機構的

營運團隊及傑出博物館或文資產業從業者、研究人員等來院進行深度訪談與交流。 

３、持續辦理「亞洲藝術月」，與各國駐臺辦事處合作，透過展覽、講座、電影及美食

市集等不同層次，呈現亞洲各國風情，促進臺灣與亞洲各國之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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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新故宮－故宮

公共化帶動觀

光產業發展中

程計畫 

新故宮－故宮

公共化帶動觀

光產業發展中

程計畫 

公共

建設 

「新故宮－故宮公共化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中程計畫」係以

故宮為核心，推動「故宮北部院區整（擴）建計畫」、「故宮

國寶文物修復展示館建設計畫」、「博物館群國際觀光網絡系

統建置計畫」三大分項計畫，從景觀優化、展覽創新、活動整

合、交通串聯、行銷國際五大面向，全面強化故宮南北院區軟

硬體設施之服務品質。 

一、提升故宮公共性，創造友善參觀環境 

因應現代博物館複合功能與網路時代數位服務轉型需

求，本院將透過本計畫全面提升北部院區軟、硬體設備；

南部院區則以創造全方位友善參觀環境為主，進行博物館

服務設施品質提升，提供遊客美好的參觀體驗。 

二、創造故宮文物與國內外民眾新的連結 

以更積極的作為向外邀展、策展與合作，與世界各博

物館深度合作，展現故宮將世界藝術文化引入臺灣的開放

精神。 

三、推動故宮與博物館群合作，促進臺灣博物館觀光資源整合 

以故宮國際觀光能量結合國內各博物館，建立臺灣以

博物館為核心的觀光產業環境，促進臺灣觀光產業轉型升

級，提升國家總體形象，發揮提振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 

博物館開放資

料深度開發計

畫 

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 

科技

發展 

此為國發會主導之科技計畫，結合本院任務特性，擴大資

料使用受眾，建置資料深度應用技術。本院將數位科技應用於

教育推廣，並融合故宮開放資料，用以推動藝術教育服務： 

一、運用智慧設備建置藝術教育資源，並導入藝術教育現場。 

二、擴大故宮開放資料之樣態、途徑與受眾。 

三、與國際教育潮流 STEAM 接軌，持續開發創客教案。 

四、優化博物館數位學習資源。 

前瞻基礎建設

－國家文化記

憶庫－故宮智

慧博物館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

－國家文化記

憶庫－故宮智

慧博物館計畫 

科技

發展 

為因應科技的快速變化，亟需進行「故宮數位轉型」，以

朝向 21 世紀智慧博物館之願景發展。本計畫將以故宮文化內

涵為核心，導入前瞻科技，建構前瞻智慧博物館體驗模式（如

IoT、AR/VR、8K、AI 及 5G 等技術應用），由「典藏」、「展

覽」及「服務」三大面向，實踐智慧博館理念。 

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主要工作項目與細部計畫包括： 

一、計畫整合管理與推動計畫成果之國內外交流及推廣。 

二、數位典藏智能化及虛實整合數位展示工作計畫。 

三、器物高解析及 3D 產製與數位典藏索引典研究工作計畫。 

四、擴增珍稀圖籍文獻數位計畫暨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計

畫。 

五、南院亞洲及原民文化數位互動內容建置工作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

－故宮 5G 博

物館建設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

－故宮 5G 博

物館建設計畫 

科技

發展 

5G 為主軸應用，將數位典藏能量擴散到博物館「典藏、

展示、服務」三大面向及搭配人機互動、AR/VR、沈浸式科

技、AI、8K、無人機、大數據及數位傳播等等技術，對應本院

四大施政目標，並與「前瞻基礎建設－國家文化記憶庫－故宮 

智慧博物館計畫」搭配發揮雙重綜效，打造智慧博物館多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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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務環境。全計畫將以四個子計畫分別推動： 

一、「新世代無線通訊基礎建設子計畫」。 

二、「博物館場域智慧化服務子計畫」。 

三、「智能應用個人化服務子計畫」。  

四、「5G 數位人文國家隊飛向新世界子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