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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新北市三峽區及鶯歌區原具有豐富之人文、

歷史及產業特色，惟隨時空環境變遷，近年

發展上均遭遇瓶頸，致使鶯歌僅成為陶瓷集

散地，而三峽老街發展成外地產品展示區，

甚為可惜。究如何再度結合三鶯地區的人文

、歷史、產業等，促使發展成為文創園區，

使其在地特色得以永續發展，實有深入瞭解

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新北市三峽區及鶯歌區具有豐富之人文、歷史及產

業特色，例如擁有深具文化價值的三峽清水祖師廟、民

權老街、歷史文物館、李梅樹紀念館、藍染公園、三峽

拱橋、客家及原住民文化園區、鶯歌陶瓷博物館，陶瓷

老街、三鶯藝術村、鶯歌火車站等人文資產，而三峽的

藍染產業、碧螺春茶產業，鶯歌的陶瓷工藝產業亦深具

地方特色。惟隨時空環境變遷，近年發展上均遭遇瓶頸

，致使鶯歌僅成為陶瓷集散地，而三峽老街發展成外地

產品展示區，甚為可惜。究如何再度結合三鶯地區的人

文、歷史、產業等，使其在地特色得以永續發展，實有

深入瞭解之必要，本院爰立案調查。案經舉行 2 場次諮

詢會議，分別邀請李梅樹紀念館李景光館長等 6 位專家

學者，及文建會前副主委吳密察、臺北大學薛富井校長

等 5 位專家學者出席，提供建言。並約詢新北市政府許

志堅副市長、文化局林倩綺局長、經濟發展局黃正誠副

局長；臺北大學李孟峰主任秘書等業務主管，業調查完

竣，謹提出調查意見如下： 

一、新北市三峽區及鶯歌區原具有藍染、茶葉、老街、陶

瓷等特色產業，亦具有豐富之人文、藝術、歷史，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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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甚多傑出藝術家，有其歷史地位與重要性，極具

發展優勢，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允宜重視，挹注資源

，協助發展。 

(一)新北市三峽區及鶯歌區原具有藍染、茶葉、陶瓷等

特色產業，係因三鶯地區自然環境以及歷史發展，

造就今日特色產業的形成，分別是三峽區的藍染、

碧螺春茶產業與鶯歌區的陶瓷工藝產業。另三鶯地

區亦具有豐富之人文、藝術、歷史，除了坐擁東方

藝術殿堂美譽的三峽祖師廟，典雅的歷史老街擁有

日式、閩南式及西洋巴洛克式建築風格，三峽拱橋

成虹弧形，裝飾造型為昭和年間風行之「Art-Deco

」新藝術風格，具時代性的設計風格，為臺灣現存

甚為完整的歷史風格橋樑，而三鶯地區除了擁有許

多名勝古蹟及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的建築物，也擁

有極豐富的自然景觀，如鶯歌石、鳶山、大板根等

，亦曾產生甚多傑出藝術家，如李梅樹先生、楊三

郎先生等優秀前輩畫家。 

(二)審視三鶯地區主客觀條件，具有各種優勢，極具競

爭力 

１、強勢奌（strength） 

(１)自然景觀：巿訂文化景觀「鶯歌石」、鳶山、

大板根（全國芬多精含量最高）、三鶯陶花源

等。 

(２)高等教育機構，如國立臺北大學、國家教育研

究院；藝術機構，如三峽祖師廟、李梅樹紀念

館、鶯歌陶瓷博物館、新北巿立美術館（已定

案推動中）。 

(３)交通便捷：擁有國道一二三號，距高鐵機場 30

分車程，捷運三鶯綫（三峽段已定案並施工中

，鶯歌段原則同意）。 



3 

 

(４)產業豐富：三峽農產、藍染，鶯歌陶瓷。 

(５)成型的商圈：三峽民權老街、鶯歌陶瓷老街。 

(６)部份鶯歌陶瓷生產者轉型成功，仍然茁壯。 

２、機會奌（0pportunity） 

(１)國內旅遊風氣甚盛，交通便捷且知名度高的三

鶯地區，仍為國內旅遊重鎭。 

(２)陸客自由行日益開放，為三鶯地區培育未來潛

在客源。 

(３)捷運三鶯綫完成後，將大幅改善地區交通狀況

，並注入新希望。  

(三)新北市三鶯地區原具有藍染、茶葉、老街、陶瓷等

特色產業，亦具有豐富之人文、藝術、歷史，曾產

生甚多傑出藝術家，有其歷史地位與重要性。最近

鶯歌區榮獲聯合國評定為「世界宜居城市第三名」

，可見其豐富的資源亦獲得世界性機構的的肯定。

我國近年來致力於提倡文化創意產業，各級政府於

三鶯地區投入眾多建設，唯礙於內外環境的變動，

近年來各方面發展亦面臨瓶頸，致發展停滯，鶯歌

僅成為陶瓷集散地，而三峽老街發展成外地產品展

示區，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允宜對於這些困境與問

題，研議因應與解決方案，進而協助三鶯地區發展

成為我國未來之文創重鎮。尤其目前新北市三縱三

橫之交通網已建設完成，可謂是難得的發展契機，

新北市政府更允宜掌握此難得發展優勢，勇於展現

主體性，為後代子孫奠下長遠、深厚的發展基礎。 

二、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允宜分別建立中央及地方整合機

制，協調集中各單位資源，優先提出綜合發展計畫，

俾有效振興三峽區及鶯歌區在地產業，並結合臺北大

學等在地學術資源，以及以新北市美術館之規劃為基

礎，發展成為獨具特色之文化藝術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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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升格直轄市後，鎮公所改制為區公所，區公

所資源緊縮，資源及執行層面大都集中在市政府。

但新北市政府各單位缺少整合，因預算編列及施政

分散在各單位，以致文化局、經發局、城鄉局、區

公所各司其政，整體施政作為上，看不出以鶯歌產

業作為發展主軸的全貌。故要先有整合性的綜合發

展計畫，透過總盤整、總規劃，先將基礎建設落實

執行，例如停車場、交通動線及街廓要先建設好。

是以，公部門的施政作為要整合，因地制宜，且集

中資源；中央機關從文化部軟體部門到交通部硬體

部門要整合，而資源下放新北市政府後，市政府各

單位也都要進一步整合，從中央到地方都要整合。 

(二)目前鶯歌陶瓷發展雖面臨瓶頸，但相較於中國大陸

，在創意上仍有甚多優勢，所以並不是夕陽產業。

然鶯歌陶瓷產業多屬微型企業，普遍缺乏行銷能力

，以致世界著名的薄胚創作大師，雖曾在世博臺灣

館展示作品，自己卻要到第四台推銷產品，所以公

部門要協助行銷，設立展示中心，讓好的作品展示

出來，供社會各界認識，乃致拓展國際通路，讓這

些大師可以更專心創作，此正是推廣文創產業首要

任務；可先協助建立「地區品牌」，向外推廣，發

揮以「地區品牌」帶動「企業品牌」的功能。另為

將鶯歌濃厚的陶瓷藝術氣息維持住，形成群聚效應

，文化部手工藝研究發展產業中心鶯歌分館允宜積

極與地方合作，協助發展成為陶藝園區，讓民眾可

以參與體驗陶瓷活動，建立濃濃的陶瓷氛圍，並進

而培育創作人才，開發產品，振興產業。 

(三)另臺北大學為新北市三鶯地區之最高學府，除可結

合在地陶瓷、藍染及廟宇等文化元素，形成校舍建

築特色，並可結合地區藍染、茶葉、老街、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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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祖師廟等各項文化及產業資源，開設「三鶯在

地文化課程」供學生修習，以學術觀點有計劃地介

紹地區各項自然及人文資源，以培養大學生愛鄉愛

土之精神，並為地區培育文史義工。而新北市政府

亦允宜結合臺北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等在地學府，

擴大產學合作計畫，善用在地學術資源，厚植與培

養文化創意產業所需之跨領域的創意整合與經營管

理人才，投入社會文化建設工作，將三鶯在地特色

產業及豐富人文藝術元素延伸為應用、工藝與科技

的工藝產業層級，促使整體產業競爭力再升級。 

(四)台灣經濟的特色在於小而靭性十足，缺點在於不易

做大，缺國際競爭力；台灣文創人材優於中國，甚

至不輸先進國家，在國際間各項比賽成績斐然，可

惜受限於小，而無法成為文創大國；此時，政府即

可適時介入，整合資源，發揮成其大的功能。三鶯

地區具有各種優勢，極具競爭力，文化部及新北市

政府允宜分別建立中央及地方整合機制，協調集中

各單位資源，優先提出綜合發展計畫，俾有效振興

三峽區及鶯歌區在地產業，並結合臺北大學等在地

學術資源，以及以新北市美術館之規劃為基礎，發

展成為獨具特色之文化藝術場域。 

三、由於私人博物館、美術館出現永續經營問題，文化部

及新北市政府允宜研議例如信託等妥適機制，結合李

梅樹紀念館、李梅樹敎授文物紀念館、楊三郎美術館

、李石樵美術館及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之傑出藝術作

品，以形成新北市立美術館的優勢與特色，並保存這

些珍貴藝術資產，避免佚散。 

(一)新北市有豐富的人文及許多傑出藝術家，例如李梅

樹先生、楊三郎先生、李石樵先生等前輩畫家，畫

作質量及數量都相當足夠，兼具本土性與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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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如何協助藝術家後代集中保存

發展，避免佚散，是迫切且重要之課題。而目前畫

家後代雖成立美術館，投入畫作保存與藝文發展，

但礙於支出經費龐大，負擔頗為沈重，所憑恃的是

不計利益得失的傳承精神。以鶯歌陶瓷博物館或李

梅樹紀念館為例，之前是因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相關

計畫而得以發展，如何永續性營運，便是後續重要

課題。而當私人美術館或博物館在經營上出現永續

問題時，公部門就需思考如何介入協助。所以對於

李梅樹紀念館、楊三郎美術館、李石樵美術館等私

人美術館，當台灣社會力無以為繼時，公部門就要

適時介入，協助珍貴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  

(二)而新北市政府規劃於新北市鶯歌區三鶯新生地興建

新北市立美術館，以提供民眾更多選擇之藝文休閒

環境，營造新北市民眾參與藝術文化活動風氣；並

希望藉由設立美術館納聚多元的藝術展示活動，積

聚藝術家作品資源及民眾涵養美學能力。準此，似

可參考信託制度，協助在地美術館或博物館，將典

藏之藝術作品，信託給新北市立美術館或在地學術

機構；例如可將李梅樹紀念館典藏之李梅樹教授相

關畫作或文物，信託新北市立美術館展示或學術研

究。在信託制度下，財產權仍屬藝術家後代，只提

供畫作或藝術品供新北市美術館展示、管理及研究

，讓有能力者協助經營管理；信託期間結束之後，

再交給家屬，所以信託並不會影響家屬權益。  

(三)藝術家傑出作品是人類共同的珍貴資產，李梅樹先

生、楊三郎先生、李石樵先生等新北市前輩畫家之

畫作，具世界級水準，所以社會各界應共同思考如

何保存維護，讓人類共同的珍貴資產，得以永恆妥

善保存。信託在國外非常盛行，信託對象雖一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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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為主，在文化上也有很多案例；若將前輩畫家

畫作信託，可以保存也可以創造效益，所以信託是

很好的制度。而我國也已有信託法，且也有國內畫

家將畫作信託給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展示的案

例。未來新北市美術館成立後，若能引進信託制度

，積極與在地前輩美術家後代合作，讓美術館與在

地優秀前輩美術家產生連結，進而規劃系列性常設

展，將會形成新北市立美術館的的優勢與特色，並

可保存這些珍貴藝術資產，避免佚散。 



8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文化部、新北市政府等權責機關辦理見

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國立臺北大學辦理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及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黃煌雄 

劉興善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3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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