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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今日臺灣博物館林立，直到現時為止，已有逾四百間公、私營博物館，是香港的

六倍多。可是博物館數量太多，競爭激烈，除了有部分公營博物館由於長期得到

海外遊客支持而名聞遐邇，其餘的都有不同程度之經營困難，尤其是以冷門題材

而開設之地方私營博物館，更是不容樂觀。踏入二○一○年代，先進的科技以及

周休二日制度，令民眾消閒之選擇增多，致使這類博物館入場人數岌岌可危，形

成腹背受敵情況。如何正視及應對經營問題，是其經營者當務之急。 

 

本文主要將以位於臺南七股、公辦民營之「臺灣鹽博物館」作個案分析，並援引

各報章報導和相關數字，講述該館自二○○五年開辦以來所遇到的經營危機，提

及該館在經營者三度易手前後，所遇到經費、民間認同及自我定位之問題。最後

講解三大轉機及尋找能可持續經營之路徑，指出只要經營者把握本土意識及年輕

人「打卡熱點」之機遇，能夠發掘文創元素，便會找到轉機，不需在嘩眾取寵（例

如辦「十八禁」鹽雕展）之情況下，能招聚更多地方人士和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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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今日臺灣博物館林立，直到現時為止，已有逾四百間公、私營博物館，是香港的

六倍多。1這種現象，是源自一九七○年代開始，直到九○年代的「博物館熱」

（Museum mania）。當時國際間博物館數量直線上升，當時經濟起飛的臺灣也受

其影響，數年間大小公營博物館先後開門，自解嚴之後情況更明顯。一九九三年，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行莫內展覽，破紀錄吸引卅餘萬人參觀，此創舉為臺灣博

物館發展猶如打下強心針，刺激更多國營事業和民間經營者一嘗博物館長之癮。
2只是，創業容易守業難，更何況成本更大的博物館，由於人的時間和興趣也有

限，很少人會遊覽所有的博物館，各博物館都想盡辦法擴大客源。 

 

現在臺灣博物館數量太多，競爭激烈，除了有部分公營博物館（如故宮、臺中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由於長期得到海外遊客支持而名聞遐邇，其餘的都有不同程

度之經營困難。不過，無論是公、私營的，都必要面對收入遠遠追不上支出之問

題，公營博物館既然有政府預算，而私營博物館只靠門票、贊助等作為收入，資

源上遜於前者。近年來，先進的科技以及周休二日制度，令民眾消閒之選擇增多，

連公營博物館入場人數也開始有下降趨勢。 

 

筆者認為，目前現代博物館面對的危機，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支出太龐大，

吃力不討好；（二）入場人數下降，有些博物館同時受競爭對手和其他消閒活動

影響，長期不叫座；（三）展覽欠缺新意，只流於單純展示，遊客未能親身體驗；

（四）部分博物館被批評題材偏門，甚至因與地方互動不足而太「離地」。以上

因素不是臺灣博物館獨有，而是全世界博物館也要面對的，只是如上面所說，私

營博物館在缺乏公費支持下，比公營的更可憐。 

 

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建議將部分博物館改為「公辦民營」，引入私人業者參與管理，

以解決長期支出造成之問題。只是，「公辦民營」是否靈丹妙藥，還要多幾年觀

察，有些公辦民營的博物館更缺乏政府支持，下場跟私營博物館無異。本文個案

分析將提到的「臺灣鹽博物館」（下稱「鹽博」）是公辦民營的一個例子。它雖然

成為港澳遊客遊臺南的一項必到之處（亦因此之故選為討論對象），但其十餘年

苦苦經營，換了三次經營者，顯然不是成功之例，但其屢次改革補救掙扎求存，

令人值得深究。到底它面對甚麼挑戰，將在下文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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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鹽博物館之危機 

 

本文以位於臺南七股、公辦民營之鹽博作個案分析。鹽博於二○○五年一月開辦，

是臺灣一所以行業為主軸的博物館。不過，它之所以是公辦民營，不是因追上國

際潮流，而是政治因素使然。事緣一九九三年故宮莫內展而造成新一波博物館熱，

臺灣各國營事業應立法委員要求，紛紛提出建博物館方案，藉此保存產業相關史

料和教育大眾，當時仍屬中華民國經濟部的臺灣製鹽總廠（「臺鹽」），亦向立法

院提交報告，要在七股鹽場建一處結合博物館和遊樂設施的「鹽業文化園區」，

開館經費為五億新臺幣。3 

 

在該園區建設途中遇著民進黨上台執政，臺鹽也進行民營化，成為臺鹽實業公司，

後來臺鹽因業績考慮不想經營，就將園區預定地連同七股鹽場交回財政部，建設

方案也被叫停。民間聲音在此時要求挽留，主張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即現

在的文化部）接手，只是文建會不允，便改由臺南縣政府管理（二○一○年因應

臺南縣升格為直轄市，讓予交通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稱「雲管處」）。

之後縣政府又無暇處理這燙手山芋，想將之轉交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卻又受阻，

縣政府無可奈何之下，就決定暫時將管理權公開招標，結果由退休鹽工組成的「鹽

光文教基金會」奪得，並進行資料及文物搜集。4至於原本整個文化園區的計劃，

就只剩餘鹽博繼續建設，經費減至 1.6 億元，至二○○五年始能開幕。 

 

可是好景不常，鹽博開幕未夠半年即出現財務危機，員工減薪兩成，又進行商品

義賣，卻未見改善，鹽光基金會經營兩年後最終放棄，由統茂旅館集團接手。5統

茂其後著手減省成本及嘗試結合自身旅館業務，令入場人數開始有起色，但根本

問題仍沒有變化，經營數年後提前解約。6二○一五年尾，開始由臺南皇尚文創

集團接續營運，行的是也是尋求變革之路，但其舉辦之活動，引起不少爭議。7 

 

鹽博從籌辦到營運，可謂一波三折，除了經費長期不足，入場人數非常不穩定，

其與社會疏離之聯繫，也引起地方人士批評；而每次有新投資者接手便立刻虛張

聲勢，偏離創辦原旨。這是不單鹽博的弊病，亦是目前私營和公辦民營博物館都

要面對之問題，故此鹽博的困境，事實上也是冰山一角。鹽博面對的危機，跟上

述引言所說四大問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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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長期經費不足，難以應付支出 

 

鹽博的成立肇因於博物館熱，也是由中央政府和立法院倡議設立，但最終因臺鹽

民營化而改變。改組後的臺鹽，嫌博物館難賺錢而不欲經營，固然無可厚非，但

當初作為提議者的中央政府，不單沒有接收，還視為「爛攤子」推來推去，最終

要由地方業者代管。其實，地方業者在資源上始終有限，而地方博物館經營成本

都很高。可幸的是，建設用的 1.6 億元經費是由臺鹽改組前支付，否則鹽博能否

開門也成問題，只是，開幕後的經費問題，仍是鹽博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鹽博至今經歷三組業者以「營運及轉移」（Operation and Transfer，簡稱 OT）形

式管理，即由民間業者在合約期限內營運政府已建設施，合約完結後交回。從報

章資料來看，第一位業者鹽光基金會可以說是很用心。當初他們擔心鹽博因公辦

民營而走向市場化，偏離展覽及教育原意，在使命感使然下入標，並願意在一年

內投入一千萬元作營運資金。8然而，只是心口掛個勇字，解決不到經營問題，

經營不足半年，總支出逾一千三百萬元，收入六百五十多萬元，即已虧損七萬元，

到開幕第二年，虧損達一千五百萬元，甚至連每年六十餘萬元租金也未能支付。
9據基金會解釋，龐大支出是因承辦未完工的工程，其實只是表因。根本原因就

是，由於基金會只是由地方鹽業工作者集資籌辦，有不少是基層現職或退休鹽工，

財力有限，若非有外來資助，單憑熱誠是難以長期維持。由於欠缺資本之關係，

一些周邊產業無辦法擴展，以增加收入來源。政府遲遲未如基金會所願，資助部

分經費，更是磨滅這群經營人的鬥志，能經營兩年已難能可貴。 

 

第二位業者是經營旅館的統茂集團，相比起鹽光基金會，在財力上更強。當初他

們跟縣政府簽約時，被要求「前四年至少須投資一千五百萬元，每年付給縣政府

除土地稅、房屋稅外還有權利金五十萬元。［...］每年須至少辦理十場以上鹽業

文化教育活動。」10事實上，由於資金上較有優勢，他們投入更多資本加設與博

物館相關的旅遊套裝和旅館服務，所以能夠加設鹽光所不能負擔之周邊設施。在

入場人數和收入增加下，經費問題稍微改善。當統茂第二份五年期合約開始（二

○一二年）時，收入已達八百六十餘萬。11雖然表面上鹽博步入曙光，但支出仍

然很高。二○一五年的臺灣登革熱重創臺南觀光業，並將鹽博的經營增長打回原

形，他們只在周六、日開門，結果統茂在收入大跌之下，決定提前解約，這顯示

地方博物館若因一些事故而未獲入場人士支持，對他們來說會是致命之打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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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業者是皇尚文創集團，他們獲中標原因是其北門區井仔腳鹽田經營有功，

相信可以同時解決長期以來的經費問題。皇尚每年需繳租一百六十七萬元，簽約

時提出過會配合臺灣鹽業歷史推出文創系列產品，並跟鄰近七股鹽場景區和井仔

腳鹽田合作，藉由擴大財源增加可持續收入。13到底成效如何，目前言之尚早。 

 

（b） 由始至今，都沒有被政府和民間認同和擁護 

 

上述的經費問題，從大中華地區、以至世界各地博物館也要面對，但像鹽博之類

的私營／官督商辦機構，外界的認可和擁護程度比公營的遜色，這裡所謂的認同

程度，意思不是指既有量化之評核標準，而是外界對其之定位看法，和所作出實

質支持行動之多寡。目前鹽博雖受到外來觀光客歡迎，然而它在政府以至本地鄉

親，都不當是文化地標看待，對以「鹽鄉」自居的臺南來說，實在十分諷刺。 

 

上述鹽博經費不足現象，反映到民間業者有心無力，而造成這個境況，是源於政

府不認同它，無心打理本來屬於自己的設施。當初臺鹽公司不理，之後到文建會

不要，再落入臺南縣政府，卻以「OT」方式委外經營，即使現在由交通部雲管

處擁有，情況也是一樣，可見政府沒有認可鹽博，變成輿論所謂的「文化棄嬰」。

數年來，鹽博連同七股鹽山被劃為「雲嘉南國家風景區」一部分，雲管處也透過

宣傳吸引客源，然而對他們來說，鹽博只是觀光點，而不是文化傳播之博物設施。 

 

二○一五年臺南登革熱疫情爆發，遊客人數大跌，即使是委外經營，政府有否給

經營者度過難關？答案是沒有，雖然在報章資料找不到相關資訊，但單從經營者

提早交出經營權的事實來看14，政府顯然沒有提供協助，只是重新招人管理完事。

身為臺灣鹽業文化傳承者，鹽博需要讓雲管處知道其獨特文化價值，並爭取雲管

處不再以單純的觀光建築來看待，這樣才能建立政府之認同。 

 

不單政府冷淡處理，就連臺南鄉民也忽略鹽博，最主要原因是它缺乏與社區聯繫，

未能貼地。首先，開幕初期之經費後續建設問題，就已經讓鹽博無法舉行更多社

區活動，只能勉強維持基本運作，與社區之距離無法拉近。其次，由於開幕前館

方曾七股鄉代表協商不向鄉民收取入場費，後來因成本問題反口說要收錢，被當

時地方首長異議，認為是對鄉民不尊重，更一度杯葛出席開幕禮。15縱使最後因

本地商人資助，七股鄉民可免費入場，但已經給鄉民不好的第一印象。 

 

鹽博多年來一直想推動更多臺南人入場，苦苦找不到良方，連本地人也搖頭嘆息，

二○一○年《自由時報》曾報導鹽博跟毗鄰的七股鹽山分別付費問題，當時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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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指出遊客主要到收費較便宜的七股鹽山參觀，鮮少到一百米外的鹽博，就算「遊

客到博物館內參觀後就離開，根本沒有走入社區，遑論為地方帶來發展」，時任

七股中寮村長許全田更說，「鹽博館的活動並未結合社區，如何為地方帶來發展？

社區想發展，還是靠自己比較實在」，16單是地方代表的一句話，已反映到當地

人已認為鹽博與社區聯繫不足。 

 

（c） 從「離地」到「離題」，再到「淫蕩」樂園，顯示自我定位漸趨模糊 

 

顧名思義，「臺灣鹽博物館」一來是要講述臺灣本土鹽業發展，二來是以展覽和

各形式之教育，將臺灣鹽業相關資料和文化保留及傳承。鹽博在開幕初期，以單

純展示方式講解本土鹽業發展，使之變得「離地」，展館也以臺灣、中國及世界

鹽業簡單劃分介紹，缺乏民眾體驗。由於離地的話題和展示方式，造就了開幕時

當時鹽光基金會經營時，丁財皆不旺的困境。開幕一個月，參觀人數僅約三萬，

而二○○五年總計不到十五萬人，翌年更剩八萬多人，情況不理想，這最終導致

鹽光基金會不再參與經營。17 

 

繼後的兩任商家，發覺到收入不足之嚴重性，就改以吸客為目標，希望提高門票

和周邊產品收入，雖然還是勉強招聚到觀光遊客，但卻讓鹽博開始偏離原始博物

館教育之功能。觀察過去幾年第二任的統茂集團推出的活動，主要是各類的鹽雕

展覽，以及旅館業務，又出售生態休閒套票，遊客憑票同時參觀潟湖、風景區、

觀鳥區等自然景點。18這些活動的共通點，都是以自然及觀賞為主題，而不是鹽

業相關之體驗。或許這可以拉近與遊客之距離，但最終效用不大，據雲管處數字，

鹽博在二○一○至一四年每年入場人數分別為約 7.0 萬、8.3 萬、11.0 萬、9.6 萬、

6.9 萬，即五年間沒有持續增長，反而還要跌。19鹽博始終不是自然博物館，要

擴展周邊產業，就先要以鹽業體驗為重點。 

 

到二○一六年新任經營者皇尚集團，甫接手便出盡「奇招」，在該年暑假推出「十

八禁」鹽雕展，就將原始臺灣鹽業文化傳承及教育完全切離，鹽博儼如變成主題

樂園，鹽光基金會當初對於鹽博庸俗化之憂慮，不幸成真。事緣鹽博鹽雕區推出

以「鹽博館驚魂」、「性福聚場」等為題之展覽，展區包括數座十八禁性感鹽雕，

利用挑逗姿勢作招徠，又有「我是暴露狂」四維作品，是把「大畫框分成上下兩

部分，上半身是空框，下半身是褲子脫到膝蓋處，遊客站在畫框裡擺出搞笑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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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博館、鹽山雙收費 惹民怨〉，《自由時報》2010 年 1 月 29 日，頁 B05E。 
17

 〈沿海觀光成績 縣長很不滿意〉，《聯合報》2006 年 11 月 25 日，頁 C1。 
18

 同註 6 及博物館官網介紹：

http://www.toongmao.com.tw/twsalt/3836426044214882877140573213382928939208.html。 
19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編，《臺南市七股遊客中心暨臺灣鹽博物館營運移

轉案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定稿版）》，（臺北：臺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2015 年版），頁 19。 



20當時館長辯稱，舉辦是一來想增加臺灣人之情趣，令房事變得更「幸福美樂」，

二來要製造話題，增加入場人次以提高收益。21此活動一出，的確成功引起傳媒

話題，受訪之入場觀眾也感到新奇，可是卻賠上了鹽博多年來建立的形象，而入

場人數只跟前一年同期相若，22反映到營運者為吸客已經走火入魔，沒有承擔起

教育功能，遊客只是獲得感官上享受，對傳播鹽業知識沒有幫助。諷刺的是，擁

有鹽博的雲管處，竟然對此經營者行為視而不見。 

 

鹽博從起初「離地」落後的展示方式，到因為擴展自然生態觀賞體驗活動而變得

「離題」，再到今日展覽變得「淫蕩」，令博物館如同主題樂園，背後顯示到其因

為資本和人氣皆不足之緣故，而不斷更改定位，以尋找最有效吸引客源之辦法，

令到本來是要宣揚本土鹽業的鹽博，自我定位漸趨模糊。這個也是眾多私營或公

有民營博物館之寫照，他們都是為了不同原因和理念而建立，可是因為資源非常

有限，又缺乏政府龐大的公費支持，只能如同貧苦人饑不擇食一樣，急於尋找潛

在客源，增加與自身事業不相關的周邊活動或生意，忘卻原來初衷。在基本條件

未滿足之下，他們不能承擔傳承知識之任務，也沒有辦法悠然自處，對於未來更

不知所措，所以自我定位只好不斷隨勢轉變，但反而失卻自我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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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性福尺度 鹽雕女郎好「鹹」濕！〉，《自由時報》即時新聞，2016 年 6 月 11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26120。 
21

 〈台灣鹽博物館「性」福櫥窗 「鹹」濕場景挑戰尺度〉，《風傳媒》，2016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storm.mg/lifestyle/129187。 
22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遊客人數統計》（105 年 6 月至 8 月），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http://admin.swcoast-nsa.gov.tw/News/Index?id=ac823c51fb474ad0b08f13c2df27ee7f&p=1。 



3. 臺灣鹽博物館如何尋求轉機 

 

今時今日，智能電話非常普及，娛樂選擇增多，其他文教、娛樂事業經營者也積

極爭取客源，博物館開始進入汰弱留強的階段，欠缺特色的博物館將有機會被淘

汰。鹽博身為臺灣大型單一產業為主題之博物館，雖然先天條件不足，屢遇危機，

但其本身存在價值非常高。隨著附近的七股遊客中心在近期正式落成，媒體也形

容當地是年輕人之「打卡熱點」，23只要皇尚集團把握這難得機遇，能夠從本土

鹽業中多發掘文創元素，並在定位上正本清源，相信便會找到轉機，期望不需在

嘩眾取寵之情況下，招聚更多對本土產業有興趣之地方人士和遊客。 

 

（a） 加強特色度假村和攝影業務，建立可持續收入流 

 

鹽博歷任三組業者對解決經費不足問題付出不少心力，在明知博物館經營不一定

有賺之下仍加入去改進。因為水、電、薪金、租金、維修等支出，即使博物館不

開門招呼也要支付，長遠來說，要解決經費問題，不單財力要夠大，收入要夠多，

更重要的是經營者能否有智慧找出有效辦法。目前皇尚集團是臺南本土企業，了

解本地經營模式和消費習慣，我們對此有更大之期待。目前建立可持續收入流之

較可行方法，分別為加強特色度假村和攝影業務。 

 

特色度假村雖然並不是甚麼新穎項目，且前任經營者統茂也同時經營過旅館生意，

但目前來說，這是較為穩定和可持續性獲得收入之選擇。參考港澳臺部分博物設

施的周邊產業，以香港的美荷樓生活館最為出色，由於其旅舍設施就是位於生活

館之樓上位置，它既能提供較旅館便宜，環境又不俗的住宿服務，亦供遊客體驗

徙置大廈之生活體驗，完善配套下能夠產生到協同效應。 

 

回到臺灣的鹽博，其實該館早於二○一○年，利用附近的鹽場宿舍，改裝成為旅

館「鹽鄉寒舍」，旅館靠近主要幹道臺南濱海公路，交通方便。24可是，所謂的

旅館只是一個平房，房間只得四間，面積不大之餘收費也偏高。如果要永續經營，

會顯得十分辛苦。近年來，愈來愈多二至四人小團隊背包客赴臺遊覽，並且多數

選擇收費較廉宜的民宿。鹽博現時擁有原本七股鹽場之部分設施和建築，要進行

改裝並不困難，如果能夠進一步改造成鹽文化特色之度假村，增加住宿數目，以

薄利多銷形成壓低租住價格，比起現在的「鹽鄉寒舍」，更能吸引更多過夜遊客

支持，長期來說，可以建立可持續收入流，彌補到每件龐大之支出和經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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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無印風新景點！廣闊藍天配純白建築彷彿來到雪地〉，東森媒體《旅遊雲》網站，2017

年 1 月 7 日，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836397.htm、〈網傳熱門打卡景點 七股遊客中心 5

月招商〉，《中時電子報》即時新聞，2017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329005571-260415。 
24

 〈南部 鹽工宿舍變民宿 鹽鄉寒舍開幕〉，《自由時報》即時新聞，2010 年 7 月 3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08307。 



 

攝影方面，因為其金字塔建築特色和純白外觀，配合鄰近鹽山設施和七股遊客中

心，是年輕人攝影「打卡」好去處，故此攝影是年輕人願意前往鹽博的主要原因

之一。二○一六年，皇尚集團曾嘗試與雲管處合辦井仔腳鹽田攝影比賽（即「夕

遊人文景攝影比賽」），獲得當地年輕人響應。25筆者認為，若皇尚能夠結合鹽業

文化，推出與攝影相關之文創服務，帶來之潛力比起單純製作文創產品更為大。

況且，未來是年輕人之世代，鹽博只要製造形象，令年輕人覺得是打卡好去處，

所製造之羊群效應必會提高年輕世代間之知名度。 

 

（b） 加強建立社區聯繫，舉辦低成本社區活動 

 

現時有些非公營博物館因人力和資源之緣故缺乏社區聯繫，不過一些簡單的活動，

其實也可以以最低成本換取最大認同，香港的美荷樓社區導賞，是成功之例。蓋

因社區導賞員全是義工，並能夠透過恆常式考察和體驗活動，讓遊客感受當地文

化，贏得社區掌聲。同樣，鹽博既然有特色建築、鹽場、鹽樂活村等設施，加上

開幕初期曾經邀請退休鹽工參與工作。由於退休鹽工普遍對鹽業有感情，如果鹽

博能再次邀請他們義務充當導賞，或許會加強到社區互動性，帶鹽博帶來轉機。 

 

更重要的是，鹽博作為對外開放的公眾博物館，先要建立一個外向型之形象，具

體做法就是走出七股，到臺南市各區與非牟利機構合辦社區活動。博物館的社區

活動不外乎是節慶聯誼會、比賽、表演、社區研習等等，又或者在網上開社交專

頁，主要對象就是當區人士，以鹽博來說就是七股以至整個臺南市地區民眾。過

去鹽博也曾舉行不少活動，但對象以遊客為主，所以要建立社會聯繫，就要舉辦

以鄉民為對象的活動。 

 

除了舉辦社區活動，跟隨科技潮流，利用「打卡」現象，也是吸引當地人互動可

行之路，二○一六年八月手機遊戲「寶可夢」（Pokemon Go）造成全球風潮，鹽

博也把握機會呼籲民眾前往「打卡」取禮物，成功令入場人數同比增長兩成多，

這是頗成功之嘗試。因為集體回憶向來是社區中具有無限價值之元素，若融合曾

盛極一時的本土鹽業，所散發的文化潛力非常大，正如館方所言，「現代人太過

孤單、疏離，需要找簡單有趣、留下共同記憶的事來做」。26 

 

（c） 檢視自身角色，建立清晰定位 

 

作為博物館管理者，應就自我定位多作省思，到底自己是誰、自己想說／提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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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遊人文景攝影比賽 1100 幅作品參賽〉，東森媒體《新聞雲》網站，2017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422/909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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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可夢加持 一見雙雕藝術季人氣增〉，中央社中文新聞，2016 年 8 月 20 日。 



麼、自己現在在何方、自己想招聚甚麼人、自己在將來要走到何方。這些看似是

簡單之問題，其實是能否在博物館白熱化競爭中留下來之關鍵。無論鹽博或其他

博物館皆應注意，以建立鮮明之角色。 

 

參考日本東京「煙草與鹽博物館」和「紙張博物館」，27分別有近四十年及逾六

十年之歷史，它們還要是由私人企業開設的。之所以能夠屹立至今，除了得到政

府支持，包括貸款和稅收優惠，其清晰定位也是成功之道。當中，紙張博物館內

有多種供遊客動手操作之設施，例如可以測量紙張厚度，此外該館定期手工造紙

工作坊，可透過自備紙盒，動手造一張新再用紙，具體驗及教育性質。 

 

歷經三百卅八年歷史的臺灣鹽業，已於二○○二年黯然結束，吃慣進口鹽的現代

民眾已對此不聞不問，鹽博選擇了臺灣鹽業史這個對現代人「離地」之話題，注

定會走得比別人艱苦。不過，這看似是過時之話題，亦可以是現代人好奇探索之

未知領域，只要讓參觀者摸得到、體驗到，不需甚麼嘩眾取寵之活動，也可以達

到博物館應做到之教育作用。鹽博以臺灣本土鹽業發展為主軸，而鹽博位於「鹽

鄉」臺南，主要以臺灣製鹽史為骨幹，所以展覽焦點也是落在這方面，而鹽雕仍

可以作為展覽觀賞之用途，但不能替代鹽業文化資產話題成為博物館之主角。 

 

鹽博開幕初期營運者鹽光基金會的經營定位，其實是最接近營運初衷的，他們曾

計劃推動鹽業文化研究，寫過達卅萬字的《臺灣鹽業實錄》專書，也加設地層探

索電梯、環迴聲光劇場，及推出過以本土鹽製成的飲食、發展鹽相關養生設施，

甚至招聚過退休鹽工充當義工，28這些都是貼近原本定位，只是因為資金不足，

加上展覽敘述方式落後，致使被認為是離地而得不到入場人士支持。如今，鹽博

由財力更大的皇尚集團經營，製造更多收入固然重要，但博物館作為公共性設施，

有必要盡企業責任，特別是積極推動相關保存及產業研究工作，並在社會功能上

多下功夫，不因追逐人氣和金錢而將自我定位模糊化，搞一些不相關之業務或以

偏門「招數」吸客，令博物館變成主題樂園。這樣，鹽博就可以建立自身特色，

創造獨特品牌，獲得社會人士認同，藉由口碑帶動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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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宏觀展望及總結 

 

簡單而言，上述鹽博之例子，是臺灣國營事業民營化之下造成的「公辦民營」特

例。它其後更受到中央政府、文建會之拒絕，在臺南縣政府持有數年後，也轉手

到交通部雲管處，而民營部分則經歷三組團體，各有變革策略，可是入場人數仍

然不穩定，即是未見成效。由於經費不足，加上政府和民間之不認可，以及定位

上不斷搖擺，令鹽博步入困境。後期鹽博大搞十八禁鹽雕展，更令人為之咋舌。 

 

鹽博既沒有公費支持，也被淪為地方「主題樂園」，這是鹽博的悲哀。結果也顯

示，政府若只提供公辦民營的機制，卻沒有給予有利民間經營者的環境，這對於

追求效益的民間經營者來說是不公平的。現時臺灣《博物館法》現已立法，雖然

有法可依，但面對這些難以解決之個案，仍需政府正視及完善。 

 

筆者在去（二○一六）年赴臺觀光，曾遊臺北、臺中多間博物館，當中感受到臺

灣博物館之多元化，他們用心經營之程度，令筆者為之讚嘆。臺灣像鹽博之類的

特色博物館很多，實在不願有一間因經營問題而倒閉。這個也是筆者選擇臺灣博

物館來敘述對象之原因之一。 

 

筆者一再強調，鹽博所遇之困境，亦是世界私營及部分公辦民營博物館普遍寫照，

雖然篇幅所限未能概括大範圍地區之情況，但單是鹽博即可說明一切，即使放到

香港私營博物館，也可以說得通。最近筆者在網上閱讀有私營博物館，得不到政

府任何支持，後來要淪落到要靠賣魚蛋燒賣，勉強撐起博物館，最後由大型餐飲

集團接手，此事令聞者為之心酸。29這間就是今日的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如何去看這些博物館之未來？關鍵在於遊客能否從中獲得價值，即是說人來到博

物館，會否「有東西帶著走」，能否值回原價，對人生閱歷有否帶來裨益。博物

館作為另類教育之場所，當然比其他休閒設施如主題樂園、娛樂場所更有意義，

所以未來私營博物館要做的是這點，即使加強遊客體驗，實行寓教於樂。 

 

另外，筆者作為年輕人，明白現今世代沉迷於現代科技之中，難有明顯誘因提步

走進博物館之中。不過今日社交媒體盛行，形成了尋求別人認同的「打卡」文化，

向來以高貴見稱的博物館，成為了「文青」的新寵兒。再者，現在本土意識抬頭，

民眾想要的，不是一式一樣的活動觀光，而是與別不同、有地方特色的另類體驗，

一間「貼地」的博物館，正是呼應到這些人的所思所求。未來將會是年輕人之世

代，未來博物館是否屹立不搖，就關乎在他們有沒有回應年輕人之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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