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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文化部辦理地方文化館第2期計畫，耗資新臺

幣9億3千萬元補助重點館舍升級，惟補助計

畫之館舍間有自始未開館或低度利用之閒置

情形，疑有效益不彰、浪擲公帑等情事，實

有探究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文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

於民國（下同）91年至96年曾推動為期6年之「地方文化

館計畫」，總經費預算共新臺幣（下同）37億元，以輔

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以現有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為主，

經過文建會補助地方政府所成立百餘個地方文物館，耗

資近數十億元，成立後卻未嚴格督導受補助機關有效執

行，致部分文物館閒置浪擲公帑情事，本院97年間曾立

案調查，並於98年提案糾正當時之文建會。文化建設是

長期學習累積的工程，在過往各項執行政策的成效基礎

下，文化部再提出磐石行動方案，以「地方文化生活圈」

區域發展的概念為出發，規劃「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及「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社會發展）之雙核

心計畫，其中「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下稱二期計畫)

執行期程更自97年至102年止(行政院另核定計畫延長至

104年)。 

審計部10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調查指出

該計畫耗資9億3千萬元補助重點館舍升級，受補助計畫

之館舍卻有部分自始未開館或低度利用之閒置情形，疑

有效益不彰、浪擲公帑等情事。案經本院向文化部、審

計部及桃園市政府、雲林縣政府、高雄市政府、臺東縣

政府花蓮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等調閱相關卷證；再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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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8日函請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長陳冠甫、專門委員

張惠珠等人到院簡報說明案情，104年4月1日委員利用赴

金門縣地方巡察時，訪查金門日報社報紙典藏文化館現

況，並於同年4月10日會同文化部次長陳永豐及臺東縣政

府文化處處長鍾青柏等人赴臺東成功故事館實地抽訪，

以瞭解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設立地方文化館之情形與成

效，並聽取第一線工作者之建言，綜合調查意見如下： 

文化部推動之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其執行過程

確有未詳實評估地方永續經營意願與能力條件，致部分

館舍有閒置或低度利用情事，惟考量文化建設是長期學

習累積的工程，針對前述缺失，文化部計畫執行既採滾

動式檢討修正，應於未來實務程序中加強事先審查與事

後檢討之功能，以強化執行與考核成效。鑒於二期計畫

執行期限將至本(104)年截止，屆時各縣市政府將陸續

回報其執行成效及申辦各項補助經費核銷，文化部應審

慎檢視各地方文化館經費支用及後續營運，俾使政府有

限資源確實用於提升各項文化建設 

一、文化部推動該計畫目的，主要延續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配合地方文化據點的改善，將各類軟、硬體整合成

為「地方文化生活圈」，發展符合地區需求、優質而

貼近民眾的地方文化環境，擴展藝術、人文、生活、

創意、學習的臺灣社會，並達到輔導地方文化據點成

為文化建設的樞紐、以「文化生活圈」概念提升全民

文化參與、建構文化經濟發展平臺及轉型為地方文化

的育成中心等四大目標；而計畫推動原則上是以不蓋

新的建築，整修利用地方舊有或已有的建築空間，透

過展演內容和軟體設計活化館舍，並藉由軟體充實及

空間美化改善，結合專業團體、地方文史工作者或表

演團體投入，來整合地方特色資源。因此，當初計畫

推動年期係規劃自97年至102年為止，但文化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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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地方文化館參觀人次成長率穩定成長（每年約

7%以上），對於促進地方與民間參與及提升地方藝文

環境及藝文人口已有明顯助益，且該類館舍係文化泥

土化之重要文化據點基地，現階段地方文化環境亦仍

有許多發展空間需要政府部門的輔導與支持；又因近

年中央政府整體公共建設預算規模限制，原計畫預算

規模未能編足，故該部向行政院申請於原有30億元額

度內撙節辦理，並將計畫期程展延至104年，總經費

則配合下修至26億元，延續推動各項文化建設。 

二、文建會推動第一期「地方文化館計畫」期間，即因耗

費鉅資補助地方政府成立地方文物館後，卻未嚴格督

導受補助機關有效執行，致部分文物館閒置浪擲公帑

情事，經本院調查後予以糾正，糾正內容從審查程序

、經費執行及經營績效等三大層面一一要求文化部檢

討改進缺失。及至文化部賡續推動二期計畫時，則將

前述欲建構達成之「文化生活圈」目標概念，區分以

第一類「重點館舍升級計畫」及第二類「文化生活圈

整合計畫」兩種方式推動執行。未報准同意展期前，

102年係二期計畫之最後執行期限，為評估該計畫執

行成效，審計部於10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中，就文化部推動二期計畫成果提出審核意見，報告

內容雖肯認該計畫已建構起脈絡相連之文化生活圈

，提升全民文化參與、創造與分享文化資源，但計畫

執行仍有未臻周延情事，亟待檢討積極辦理，並進一

步指出97年至102年度在重點館設升級計畫中，共計

補助全國各縣市政府共531案，金額高達9億3仟餘萬

元，卻仍有少數館舍未詳實評估各館永續經營意願與

能力，致補助後卻有自始未開館、閒置、低度利用情

事。 

三、為瞭解本案所涉閒置或低度利用館舍詳細情形，經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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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計部提供具體違失概述如下：補助金門日報社報

紙典藏文化館辦理外牆簡易修護工程完工驗收後，迄

今均未開館營運；97、98年度補助桃園市大溪文化生

活圈之新峰綠色陶藝中心，該中心98至101年度卻僅

舉辦數次研習推廣活動，甚迄102年3月25日止該中心

仍為教育部列管之待活化校舍；97及99年度補助雲林

縣藝文能量區(崙背鄉)，該館卻於99年停館，且於101

年報廢拆除；98年度補助雲林縣口湖鄉文化館，該館

101年度全年未開館；93至99年度補助大樹鄉鳳荔文

化生活圈(大樹鳳荔地方文化館)，該館卻自99年度起

已無人入館參觀，呈閉館狀態，閒置迄今；96至98年

度補助海風藝文生活圈(梓官區烏魚文化館)，該館97

至101年度開館天數僅分別為20天、50天、260天、104

天，參觀或使用人次稀少，館舍營運核有效能低落；

97至99及101年度補助成功鎮海洋文化生活圈(成功

故事館)，卻於101年補助計畫結束後，自102年1月起

即歇館；97至100年度補助大花蓮生活圈(公埔文化館

)200萬餘元，該館自100年補助計畫結束後即歇館等

。為全盤瞭解前述縣市文化館閒置或低度利用原因及

目前管理維護情況，另函請金門縣政府、桃園市政府

、雲林縣政府、高雄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

府及文化部就前述所涉違失補充說明如下(並綜整調

查期間各館舍現況如後附表所示)： 

(一)金門縣政府表示，金門日報報紙典藏文化館係於45

年建(建物之土地係為私人所有，業由金湖鎮公所

與所有權人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屋齡年陳失修

外觀老舊斑剥，原為該社儲存包材之場所。該社97

年提報「金門日報社報紙典藏文化館」計畫書，並

獲文化部核定補助並辦理「金門日報社報史館整修

工程」，完成外牆及內部之修護後，該社續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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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爭取補助，因未通過複審，故未獲補助，雖報史

館內軟硬體設施無法接續改善，金湖鎮公所及金門

水產詴驗所均曾舉辦夏艷金湖花蛤季，利用此空間

辦理多場花蛤季系列活動。目前金門日報社已將報

紙典藏文化館的管理權歸還金湖鎮公所經管與維

護，且為活化該「報紙典藏文化館」，擬由金湖鎮

公所編列經費做館內細部規劃設計及運用。 

(二)桃園市政府表示:新峰綠色陶藝中心原為百吉國小

新峰分校，91年併校後成閒置廢棄校舍，為活化再

利用，以陶藝為主題爭取閒置校舍活化及運用在地

資源推廣陶藝文化之補助，經文化部複審通過核定

補助，相關補助係用於建築整修工程、建造柴窯及

增設相關陶藝教學設備，並辦理生活陶藝社區推廣

研習課程及教師生活陶藝營。101年時建築師事務

所評估建議該中心應回歸教育局做為教育推廣中

心使用較為適宜，目前該中心業經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核定「推動新峰分校閒置校舍活化改善計畫」。

另文化部補充說明該中心屬早期建物未申領使用

執照，因該部自100年起要求檢附合法建築使用執

照，目前該府除正評估申領使用執照作業，並將管

理權移轉教育局外，亦已陸續辦理特色學校遊學與

柴燒種子教師等活動，以建立柴燒教學體驗示範點

。 

(三)雲林縣政府表示: 

１、(崙背鄉)藝文能量區: 該館97年後原計畫作為

「崙背生活學習中心」使用，但於99年建築結構

鑑定時耐震力未達要求，因有混凝土強度偏低、

粒料分離及鋼筋鏽蝕等現象，故經公所研議決定

不續行崙背生活學習中心整修工程，並辦中止契

約相關事宜及退回款項，而97年、99年補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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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數執行完畢。目前該建築已全數拆除完畢，

原建築物所在地尚未有其他規劃使用。 

２、口湖鄉文化館: 98年申請補助辦理『找尋消失的

記憶系列-歷史與文化記錄』，共辦理有下崙國小

愛鄉行動起步走、海洋藝術創作工作坊、話我家

鄉-耆老說一生、地方文化工作坊等活動，而計

畫執行完成後未再申請補助，目前該館由口湖鄉

老人福利協進會作為關懷據點及日間照顧使用。 

(四)高雄縣政府表示: 

１、大樹鳳荔地方文化館：該館係原高雄縣大樹鄉公

所借用當時鄉公所經管之大樹果菜批發市場中

一幢批發建築所改建，作為社區、社團課程研習

場所、手工藝教室，不定期舉辦農特產及文物展

示等活動。(100年)縣市合併後，財產移交該府

農業局，並停止作文化館使用。目前該場域借予

市立圖書館大樹三館作為臨時使用，未來將興建

成溪埔派出所與市立圖書館大樹三館之辦公大

樓。 

２、梓官區烏魚文化館：烏魚文化館原由高雄縣梓官

鄉公所經管，(100年)縣市合併後，改為高雄市

梓官區公所經管，目前仍作文化館使用，惟限於

建物設計及經費編列，公所積極輔導該館轉型朝

多功能使用中。 

(五)臺東縣政府表示:成功故事館申請補助係為輔導臺

東生活文化圈執行社區營造，希望在地方團體經費

較不充裕情況下可順利推動本案。但因成功故事館

產權屬成功鎮公所所有，該所考量作為該鎮忠仁里

辦公處，且經代表會提議建請成功鎮公所日後規劃

為代表會擴大服務之辦公場所，故歇館停止營運。 

(六)花蓮縣政府表示: 「公埔文化館」是富里鄉公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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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社區發展協會為活化閒置的公所辦公廳舍而

產生，該文化館並分別於97、98及100年提案並獲

補助（嗣因該館舍無使用執照，於101年度暫停申

請補助），直到103年提104年地方文化館計畫時，

才再提案申請補助，未獲補助之101及102年，館舍

仍正常開館，且102年該縣執行第二類生活圈串連

計畫時，該館與民間私有館「東里故事館」合作辦

理「公埔藝術季」及「米香米鄉來做客」等活動，

並未歇館。 

(七)文化部表示: 

１、二期計畫雖以地方閒置空間或暨有空間再利用

出發，補助縣市發展重點館舍及文化生活圈整

合，惟補助對象以具永續經營能力之館舍為主，

強調地方的積極主動性，並考量均衡城鄕資源，

意即必頇地方自己有意願，該部才加以支持輔

導，非以空間活化為宗旨。且鑑於政府資源有

限，補助性質採以年度競爭型補助方式，針對年

度執行不力或年度規劃方向未明確具體之提案

均不予補助，或經輔導未能改善者即不予補助並

視同退場。 

２、對於受計畫補助之館舍，其後續3年（含未申請

或未繼續獲得補助）營運成效，除做為申請該部

相關補助事項審查之參據，亦請縣市政府持續追

蹤各館舍營運狀況，另外文化部年度訪視輔導行

程中，對當年度受補助館舍，亦會不定期抽查營

運狀況。 

３、自二期計畫推動以來（至103年止），共核定補助

1,282案(21.52億元)，每年輔導80～120處重點

館舍、70～110件文化生活圈整合型計畫，且依

執行狀況滾進式修正補助要點，俾能強化執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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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作業。而針對部分館舍因結構安全、整體考

量因素影響，變更或拆除原補助館舍乙節，已於

補助要點規範提案執行內容倘涉及建築物空間

者，其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人應出具使用權證明

文件，並切結營運使用之期間自計畫受理提案日

起頇達4年以上，未來將進一步規範若屬公有館

舍者，頇與產權所屬單位聯合提案（各鄉鎮市區

公所、學校單位），並檢附結構安全證明。 

     附表  涉閒置、低度利用館舍違失情事及本院調查期間現況 

市

縣 

館舍 

名稱 

涉閒置、低度利

用館舍缺失情事 
本院調查期間現況 

金

門

縣 

金 門 日

報 社 報

紙 典 藏

文化館 

98年 5月金門日
報社報史館外牆
簡易修護工程完
工，並於同年7月
完成驗收，惟因
98至 100年未獲
補助，致報史館
內軟硬體設施無
法接續改善，自
整修完成後迄今
均未開館營運。
(97年補助150萬
元) 

建物之土地係為私人所有，
業由金湖鎮公所與所有權人
完成地上權設定，該館雖未
獲後續補助，但文化部已要
求縣府賡續推動「報史館」
業務，有關「報紙典藏文化
館」活化現有空間擬由金湖
鎮公所編列經費做館內細部
規劃設計及運用，該部亦將
持續督導後續營運。 

桃

園

市 

新 峰 綠

色 陶 藝

中心 

該中心 98至 101
年度僅舉辦 4次
研習推廣活動，
經統計開窯柴燒
計8次，使用天數
36天，迄102年3
月25日止該中心
仍為教育部列管
之待活化校舍，
核有建物閒置及
相關設施設備低
度 使 用 情 事 。
(97、 98年補助
225.5萬元) 

新峰綠色陶藝中心原為百吉
國小新峰分校，91年併校後
成閒置廢棄校舍，文化部計
畫補助分別用於該中心建築
整修工程、建造柴窯及增設
相關陶藝教學設備，並辦理
生活陶藝社區推廣研習課程
及教師生活陶藝營。因評估
該中心仍應回歸教育局做為
教育推廣中心使用較為適
宜，目前該中心業經桃園市
政府教育局 (102.09.30)核
定「推動新峰分校閒置校舍
活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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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縣 

藝 文 能

量區(崙

背鄉) 

99年停館，並於
101年報廢拆除
(97、99年補助
115萬元) 

藝文能量區(崙背鄉舊公所) 
97年原計畫作為「崙背生活
學習中心」使用。嗣該建築
99年經結構鑑定耐震力未達
現行規範之要求，經公所研
議決定，不續行崙背生活學
習中心整修工程，而因該中
心鑒於公共安全問題亦已拆
除。 

口 湖 鄉

文化館 

101年度全年未
開館 (98年補助
25萬元) 

當年度計畫執行完成後未再
提新補助計畫，目前該館已
作為當地關懷據點及日間照
顧使用，與原建館目的相
符，並朝向多元化運用，已
向中華電信、教育部、勞動
部等多個單位申請計畫補
助，促進該館舍多元使用，
並無閒置。 

 

 

 

 

 

 

 

 

 

 

高

雄

市 

大 樹 鳳

荔 地 方

文化館 

自99年度起已無
人入館參觀，呈
閉館狀態，100年
度 未 獲 持 續 補
助，且無力自行
籌措經費，營運
計畫因而停頓，
自此閒置迄今。
(97-99年補助 85
萬元) 

鳳荔地方文化館由原高雄縣
大樹鄉公所借用當時鄉公所
經管之大樹果菜批發市場中
一幢批發建築所改建，作為
社區、社團課程研習場所、
手工藝教室，不定期舉辦農
特產及文物展示等活動。
(100年)縣市合併後，財產移
交該府農業局，並早已停止
作文化館使用。目前該場域
借予市立圖書館大樹三館作
為臨時使用，未來將興建成
溪埔派出所與市立圖書館大
樹三館之辦公大樓。 

梓 官 區

烏 魚 文

化館 

97至 101年度開
館天數僅分別為
20天、50天、260
天、104天；且該
館舍文物多為靜
態之照片，展示
內容貧乏，致參
觀或使用人次稀
少，館舍營運核
有 效 能 低 落 。
(97-98 補 助 106
萬元) 

烏魚文化館原由高雄縣梓官
鄉公所經管，(100年)縣市合
併後，改為高雄市梓官區公
所經管，目前仍作文化館使
用，惟限於建物設計及經費
編列，公所積極輔導該館轉
型朝多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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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

縣 

成 功 故

事館 

101年補助計畫
結束後，自102年
1 月 起 即 歇 館
(97-99 年 及 101
年與成功鎮藝文
中心共補助 539
萬元) 

因權屬成功鎮公所所有，該
館雖於102年因運用整體規
劃考量因素暫時閉館，但經
鎮公所重新思考規劃後，未
來該館舍仍將維持成功故事
館用途使用，並納入忠仁里
辦公室功能。另本院於實地
履勘該館營運現況時，現任
成功鎮黃博昌鎮長承諾未來
仍繼續維持成功故事館用途
使用，避免原計畫補助造成
浪費。 

花
蓮
縣 

公 埔 文
化館 

100年補助計畫
結 束 後 即 歇 館
(97-100 補 助
200.8萬元) 

公埔文化館自100年第二次
提案之後即無再提案申請補
助，直到103年提104年地方
文化館計畫時，才再提案申
請補助，未獲補助之101及
102年，館舍仍正常開館。且
102年本縣執行第二類生活
圈串連計畫時，該館與民間
私有館「東里故事館」合作
辦理「公埔藝術季」及「米
香米鄉來做客」等活動，並
未歇館。 

四、另本院於實地履勘臺東成功故事館營運現況，並抽訪

臺東縣成功鎮藝文中心、萬安稻米原鄉館等在地館舍

時，現任成功鎮黃博昌鎮長表示產權原屬臺東縣成功

鎮公所之臺東成功故事館，或因整體規劃考量因素，

雖曾暫時閉館，但經重新規劃後，該館已於104年1月

新納入里辦公室功能，以擴大服務地方民眾，並承諾

未來仍繼續維持成功故事館用途使用，避免造成原二

期計畫所補助各項資本門設備、維修工程無謂之浪費

；而隨同之文化部次長陳永豐亦表示，針對二期計畫

部分受補助館舍後續之之管制考核確有改進之處，未

來該部將會落實管考機制。另於抽訪鄰近其他文化館

舍過程中，發現無論成立背景或為藝文展演所需、或

為發展地方特色及保存傳統文化等，均可能有來自不

同部會定期或不定期之經費補助，惟無論補助之目的

或項目為何，文化部今後核定補助前，應先了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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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它部會補助，列入通盤考量，並注意與所申請補

助性質是否扞格衝突，俾使政府有限資源確實充分運

用。 

五、綜上，文化部推動之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其執行

過程確有未詳實評估地方永續經營意願與能力條件

，致部分館舍有閒置或低度利用情事，惟考量文化建

設是長期學習累積的工程，針對前述缺失，文化部計

畫執行既採滾動式檢討修正，應於未來實務程序中加

強事先審查與事後檢討之功能，以強化執行與考核成

效。鑒於二期計畫執行期限將至本(104)年截止，屆

時各縣市政府將陸續回報其執行成效及申辦各項補

助經費核銷，文化部應審慎檢視各地方文化館經費支

用及後續營運，俾使政府有限資源確實用於提升各項

文化建設。 



12 

 

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文化部檢討改進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參辦。 

 

調查委員：王美玉 

          包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