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故宮文物月刊·第415期 2017年10月　10

博物館公共化

現
代
博
物
館
重
要
特
徵―

公
共
性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二○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林
正
儀
院
長
就
任
後
開
始
推
動
﹁
公
共

化
﹂
、
﹁
在
地
化
﹂
、
﹁
專
業
化
﹂
、
﹁
多
元
化
﹂
、

﹁
國
際
化
﹂
五
大
施
政
方
針
，
其
中
﹁
公
共
化
﹂

為
最
重
要
的
核
心
，
﹁
公
共
化
﹂
即
是
賦
予
博

物
館
﹁
公
共
性
﹂
之
屬
性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隸
屬
於
行
政
院
的
中
央
二
級
機
關
，
位
階
及

國
際
知
名
度
皆
為
台
灣
之
首
，
但
故
宮
公
共
化

程
度
如
何
？
林
正
儀
院
長
指
出
﹁
博
物
館
被
視

為
國
家
與
公
眾
之
間
的
公
共
領
域
空
間
，
它
必

須
是
一
個
人
們
可
以
參
與
決
定
，
並
投
身
致
力

於
具
公
共
重
要
性
事
務
的
地
方
，
博
物
館
被
視

為
屬
於
公
眾
、
服
務
公
眾
的
重
要
機
構
。
︙
︙
，

以
往
故
宮
和
外
界
的
連
結
性
較
低
，
外
界
對
故

宮
印
象
多
限
於
典
藏
華
夏
文
物
精
髓
、
學
術
研

究
成
果
豐
碩
等
，
但
這
對
民
眾
來
說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難
以
得
到
公
民
社
會
之
文
化
認
同
。
如

何
將
故
宮
珍
貴
文
物
定
位
為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歷

史
文
明
一
部
分
，
讓
台
灣
人
民
擁
抱
這
個
世
界

級
人
類
文
化
資
產
的
故
宮
文
物
，
向
世
界
級
博

物
館
看
齊
，
首
先
必
須
從
故
宮
公
共
性
提
升
著

手
，
包
括
從
政
策
、
展
覽
、
典
藏
、
研
究
詮
釋
、

策
展
理
念
等
公
共
化
的
過
程
，
促
進
社
會
各
界

參
與
，
拉
近
故
宮
與
民
眾
在
社
會
、
教
育
、
生

活
、
休
憩
的
連
結
性
。
︙
公
共
化
是
故
宮
轉
型

現
代
化
、
全
民
化
博
物
館
的
主
要
工
程
﹂
︵
註

近
年
來
已
普
遍
被
國
際
博
物
館
界
認
可
為
核
心
價
值
之
一
的
﹁
公
共
性
﹂
，
直
至
二○

一
六
年
才
成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施
政
主
軸
，
當
﹁
公
共
性
﹂
成
為
標
舉
，
亦
彰
顯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之
時
代
趨
勢
。
但
博
物
館
﹁
公
共
性
﹂

其
具
體
內
涵
為
何
，
一
直
缺
乏
深
入
之
探
討
。
當
﹁
公
共
性
﹂
意
涵
未
能
被
充
分
理
解
，
容
易
造
成
政
策
實
踐
之

含
混
及
虛
應
。
本
文
從
公
共
行
政
學
角
度
切
入
，
以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相
關
言
說
探
討
博
物
館
﹁
公
共
性
﹂
意
涵
，

期
能
有
助
於
本
院
之
公
共
化
政
策
推
展
。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的
意
涵

賴
怡
利

一
︶
，
因
此
，
該
段
談
話
彰
顯
故
宮
公
共
化
政
策

之
理
念
形
成
背
景
及
實
踐
之
重
要
性
。

﹁
公
共
﹂
︵public

︶
二
字
的
意
涵
涉
及

公
眾
的
參
與
，
因
此
，
博
物
館
將
公
眾
開
放
視圖1　 英國愛希摩林博物館是世界第一所

對大眾開放的博物館　引自：維基
百科

圖2　 法國羅浮宮是世界上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　作者攝

為
最
基
本
的
﹁
公
共
性
﹂
。
回
顧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
可
以
發
現
，
早
期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性
並
不

受
到
重
視
。
博
物
館
在
十
七
世
紀
左
右
才
開
始

對
公
眾
開
放
，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西
元
一
六
八
三

年
成
立
的
愛
希
摩
林
博
物
館
︵A

shm
olean 

M
useum

︶
︵
圖
一
︶
位
於
牛
津
市
中
心
，
被

公
認
為
世
界
第
一
個
公
共
博
物
館
︵Public 

M
useum

︶
。
︵
註
二
︶
世
界
第
一
座
國
家
博
物
館

為
西
元
一
七
五
三
年
英
國
國
會
購
買
漢
斯
．
史

隆
爵
士
︵Sir H

ans Sloane

︶
的
大
量
收
藏
品
而

成
立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B

ritish M
useum

︶
︵
註

三
︶
，
到
西
元
一
七
九
三
年
法
國
大
革
命
之
後
，

法
國
將
原
先
作
為
皇
室
宮
殿
的
羅
浮
宮
︵M

usée 

du Louvre

︶
︵
圖
二
︶
與
大
量
典
藏
文
物
轉
化

成
公
共
博
物
館
對
大
眾
開
放
。
︵
註
四
︶

十
七
世

紀
末
至
十
八
世
紀
，
博
物
館
開
始
提
供
公
眾
參

觀
使
用
，
開
啟
博
物
館
公
共
化
發
展
的
里
程
碑
，

自
此
，
﹁
公
共
性
﹂
隨
著
民
主
時
代
的
大
眾
需

求
越
發
受
到
博
物
館
的
重
視
。

一
九
七
一
年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第
九
屆
大

會
以
﹁
以
服
務
過
去
與
今
日
的
人
類
的
博
物
館—

博
物
館
的
文
化
與
教
育
角
色
﹂
為
主
題
，
揭
櫫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及
反
省
博
物
館
因
應
時
代
之
角

色
定
位
。
一
九
七
四
年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為
博

物
館
賦
予
公
共
性
角
色
做
出
更
明
確
定
義
：
﹁
博

物
館
作
為
一
個
永
久
的
非
營
利
機
制
，
應
為
社

會
所
用
，
並
服
膺
社
會
之
需
，
向
全
民
開
放
。

⋯
⋯

﹂
︵A

 m
useum

 is a non-profit m
aking, 

perm
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the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
ent, and open to 

the public

︶
︵
註
五
︶
，
隨
著
博
物
館
對
社
會
開

放
的
腳
步
，
公
共
性
已
逐
漸
成
為
現
代
博
物
館

發
展
之
必
要
特
徵
。

我
國
博
物
館
發
展
政
策
應
具
備
﹁
公
共
性
﹂

明
確
揭
櫫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四
︵
二○

一
五
︶

年
七
月
一
日
公
布
施
行
的
博
物
館
法
第
一
條
﹁
促

進
博
物
館
事
業
發
展
，
健
全
博
物
館
功
能
，
提

高
其
專
業
性
與
公
共
性
，
以
提
升
民
眾
人
文
歷

史
、
自
然
科
學
、
藝
術
文
化
涵
養
，
並
表
徵
國

家
文
化
內
涵
，
特
制
定
本
法
。
﹂
及
第
三
條
﹁
博

物
館
應
秉
持
公
共
性
，
提
供
民
眾
多
元
之
服
務

內
容
及
資
源
。⋯

⋯

﹂
，
據
此
，
我
國
以
法
令

明
訂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
公
共
性
成
為
被
重
視
的

博
物
館
核
心
價
值
，
但
﹁
公
共
性
﹂
三
個
字
被

視
為
一
個
不
需
深
究
而
自
明
的
概
念
，
在
博
物

館
領
域
中
缺
少
深
入
的
意
涵
討
論
。

公
共
行
政
的
﹁
公
共
性
﹂
意
涵

博
物
館
公
共
化
做
為
一
種
文
化
政
策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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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公共性的意涵

博物館公共化

之
發
展
面
向
，
進
而
梳
理
出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內

涵
。
博
物
館
管
理
研
究
學
者
以
﹁
公
共
價
值
﹂

︵Public V
alue

︶
理
論
來
探
尋
、
創
造
及
評
量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
以
了
解
博
物
館
公
共
化
程

度
，
發
展
出
多
元
化
之
評
量
機
制
。

﹁
公
共
價
值
﹂
概
念
為
新
公
共
管
理
思
潮

的
代
表
，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由
哈
佛
大
學
甘
迺
迪

政
府
學
院
的M

ark M
oore

教
授
最
早
提
出
，
其

發
展
著
名
的
﹁
策
略
鐵
三
角
﹂
︵The Strategic 

從
政
治
哲
學
加
以
分
析
，
可
以
更
貼
切
釐
清
其

公
共
性
內
涵
的
深
層
意
義
。
博
物
館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
公
共
領
域
﹂
︵public sphere

︶
，
社
會

學
家
哈
伯
瑪
斯
︵Jürgen H

aberm
as

︶
對
﹁
公

共
領
域
﹂
所
下
的
定
義
：
﹁
︵
公
共
領
域
︶
是

一
個
公
共
論
壇
，
在
這
裡
，
私
人
會
合
成
一
個

公
眾
，
並
隨
時
準
備
迫
使
公
共
權
威
在
輿
論
的

合
法
性
基
礎
上
運
作
。
﹂
︵H

a
b

e
rm

a
s, 1989

︶
博

物
館
的
公
眾
是
複
數
的
、
異
質
的
，
因
此
，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性
指
涉
範
圍
是
全
民
的
，
﹁
公
共

性
﹂
在
博
物
館
政
策
的
實
踐
上
，
強
調
全
民
的

公
共
領
域
與
哈
伯
瑪
斯
傾
向
論
述
資
產
階
級
公

共
領
域
發
展
的
公
共
性
是
不
盡
相
同
的
，
因
此
，

本
文
對
博
物
館
政
策
的
公
共
性
探
討
傾
向
於
回

歸
全
民
性
的
民
主
行
政
內
涵
，
即
由
公
共
行
政

學
理
論
來
檢
視
博
物
館
政
策
之
公
共
性
特
質
。

在
公
共
行
政
學
理
論
中
有
一
學
派
主
張
從

﹁
公
共
性
觀
點
﹂
看
公
共
行
政
的
定
義
，
此
學

派
與
﹁
新
公
共
行
政
﹂
學
派
︵The N

ew
 Public 

A
dm

inistration, N
.P.A

.

︶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

﹁
新
公
共
行
政
﹂
學
派
為
美
國
知
名
公
共
學
者

W
aldo

發
起
，
一
九
六
八
年
於
紐
約
雪
城
大
學

︵Syracuse U
niversity

︶
的
敏
諾
布
魯
克
會
議

中

心
︵M

innow
brook C

onference C
enter

︶

召
開
會
議
，
聚
集
了
多
位
年
輕
的
公
共
行
政
學

者
論
者
，
徹
底
檢
視
公
共
行
政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以
及
未
來
應
發
展
的
方
向
。
由
於
其
與
傳
統
的

行
政
理
論
之
研
究
旨
趣
差
異
極
大
，
故
自
稱
所

提
倡
之
觀
點
為
新
公
共
行
政
。
﹁
新
公
共
行
政
﹂

學
派
以
﹁
公
共
性
﹂
做
為
公
共
行
政
的
主
要
特

性
，
在
於
公
共
行
政
為
公
共
福
祉
與
公
共
利
益

服
務
，
其
目
標
在
實
現
公
共
目
的
，
所
以
公
共

性
指
的
就
是
公
共
行
為
彰
顯
公
共
利
益
、
實
踐

公
共
目
的
，
並
積
極
負
責
的
一
種
特
性
。
這
項

特
性
使
得
行
政
學
科
、
專
業
與
實
務
更
具
﹁
正

當
性
﹂
。
民
主
國
家
中
，
以
﹁
公
共
行
政
乃
是

被
公
共
信
託
人
﹂
去
突
顯
公
共
行
政
﹁
公
共
性
﹂

的
義
涵
。
︵W

a
ld

o
, 1968

︶

從
新
公
共
行
政
學
派
所
強
調
的
公
共
性
觀

點
，
可
以
清
楚
定
義
﹁
公
共
性
﹂
為
基
於
被
公

共
信
託
的
角
色
定
位
，
而
必
須
負
責
任
為
爭
取

公
共
利
益
及
實
踐
公
共
目
的
而
有
所
作
為
的
一

種
特
性
，
在
這
個
定
義
中
可
以
歸
納
出
公
共
性

必
須
基
於
公
共
目
的
。
從
公
共
行
政
學
觀
點
，

公
共
的
實
質
意
義
就
是
公
共
利
益
，
而
公
共
利

益
在
經
濟
學
觀
點
代
表
公
共
財
，
具
有
供
給
共

同
性
、
無
排
他
使
用
性
、
外
溢
效
果
及
利
益
均

霑
四
項
意
涵
，
因
此
，
公
共
性
即
是
具
有
公
共

財
供
全
民
分
享
及
均
霑
的
特
性
。

從
﹁
公
共
價
值
﹂
談
﹁
公
共
性
﹂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與
博
物
館
公
共
利
益
獲

取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連
體
嬰
，
而
利
益
為
價
值
之

一
環
，
因
此
，
從
評
量
博
物
館
具
備
哪
些
公
共

價
值
的
要
素
中
，
亦
可
探
究
出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圖3　公共價值策略鐵三角　引自Public Value - The Strategic Triangle , Moore, 1995
圖4　 公共價值創造流程循環示意圖　作者整理自Moore, 2013研究

Triangle

︶
理
論
模
型
︵
圖
三
︶
廣
為
各
領
域
研

究
學
者
所
引
用
。
﹁
策
略
鐵
三
角
﹂
理
論
強
調

公
共
價
值
本
身
並
非
是
一
個
絕
對
標
準
的
概
念
，

它
需
要
在
特
定
的
政
策
環
境
下
具
體
分
析
。
在

﹁
策
略
鐵
三
角
﹂
模
型
，
公
共
管
理
者
根
據
內

外
部
環
境
變
化
定
義
公
共
價
值
，
尋
求
外
部
支

持
，
以
確
定
工
作
目
標
的
合
法
性
，
並
在
組
織

內
部
提
升
運
作
能
力
達
到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的
要

求
，
這
種
內
外
部
環
境
的
關
注
與
運
用
既
是
公

共
價
值
與
策
略
管
理
的
完
美
結
合
，
也
是
創
造

公
共
價
值
的
必
然
要
求
。
公
共
管
理
者
的
工
作

主
要
包
括
三
個
面
向
，
一
是
判
斷
其
設
想
的
工

作
目
的
本
身
的
價
值
；
二
是
積
極
爭
取
外
部
的

支
持
，
使
自
己
的
工
作
目
的
具
有
合
法
性
；
三

是
提
高
組
織
的
能
力
，
以
真
正
實
現
這
些
目
的
。

︵M
o

o
re

, 1995

︶

套
用M

oore

公
共
價
值
策
略
鐵
三
角
理

論
，
以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譬
喻
，
公
共
價

值
對
每
個
博
物
館
皆
不
同
，
在
定
義
博
物
館
具

有
哪
些
公
共
價
值
時
，
需
先
由
博
物
館
本
身
的

存
在
本
質
思
考
，
哪
些
是
博
物
館
對
公
眾
的
價

值
所
在
；
其
次
，
一
方
面
爭
取
博
物
館
外
部
的

支
持
及
認
同
，
使
博
物
館
具
有
執
行
各
項
業
務

的
正
當
性
；
另
一
方
面
提
升
博
物
館
內
部
的
運

作
能
力
，
以
落
實
博
物
館
任
務
及
使
命
。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的
流
程

公
共
價
值
理
論
提
出
創
造
公
共
價
值
﹁
定

義
﹂—

﹁
創
造
﹂—

﹁
評
估
﹂
的
三
大
過
程
︵
圖

四
︶
，
所
謂
公
共
價
值
鏈
指
公
共
資
產
通
過
一
系

列
政
策
或
活
動
轉
化
為
具
有
公
共
性
價
值
結
果
，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者
必
須
透
過
定
義
公
共
價
值
來

形
成
政
策
，
在
政
策
執
行
階
段
產
出
公
共
價
值
，

最
後
，
透
過
評
量
機
制
檢
討
公
共
價
值
的
效
益
。

以
博
物
館
譬
喻
公
共
價
值
創
造
者
角
色
，
在
定

義
公
共
價
值
階
段
，
須
先
多
緯
度
詮
釋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價
值
定
義
，
而
且
思
考
所
定
義
的
公
共

價
值
是
受
到
合
法
性
支
持
的
，
在
政
策
制
定
時

同
時
考
量
需
構
建
協
商
網
絡
來
探
詢
公
眾
偏
好

並
即
時
回
應
。
其
次
，
在
創
造
公
共
價
值
階
段
，

即
政
策
執
行
階
段
，
博
物
館
需
考
量
去
中
心
化
，

以
多
中
心
合
作
之
資
源
整
合
方
式
來
運
作
；
為

靈
活
回
應
機
制
，
需
建
構
公
共
偏
好
的
訊
息
傳

輸
網
絡
；
在
管
理
機
制
上
，
博
物
館
需
具
備
公

眾
信
任
及
合
法
性
的
管
理
、
政
策
結
果
的
管
理
、

公
平
與
正
當
程
序
的
管
理
幾
個
面
向
去
實
現
公

共
價
值
。
最
後
，
博
物
館
在
評
估
公
共
價
值
階

效率：
通過不斷的檢查時期
符合目標

公平：發展員工能力
以實現權利與責任

責任：
◆　對公民負責
◆　對納稅人負責
◆　對顧客負責
◆　對客戶群體負責
◆　對其他利益相關人負責

定義公共價值
政策製定

公共價值的多緯度詮釋
廣泛的合法性支持
協商網路的建構

公眾偏好的探尋與回應

評估公共價值
測量與評估
分析技術
顧客滿意度
公共價值積分卡

創造公共價值
政策執行
多中心合作供給

公共偏好遞送網絡的建構
對信任合法性管理
對政策結果管理

對公平與正當程序管理 合法性及支持
Legitimacy  ＆ 

Support

運作能力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公共價值
Public Value

內
部
環
境

外
部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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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Carol Scott 發展的博物館公共價值管理策略鐵三角模型　引自Carol Scott, 2017的研究成果　作者翻譯

Instrumental value
工具價值

Institutional value
機構價值

Intrinsic value
內在價值

授權環境—
資助者、政策製定者及官方

公眾是博物館創造價值的
受益者和最終正當

博物館的運作環境—
董事會、主管、員工、

任務及館藏

段
，
需
透
過
分
析
技
術
、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公
共

價
值
積
分
卡
等
，
對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產
出
結

果
進
行
評
量
。
而
定
義
公
共
價
值
階
段
到
實
現

公
共
價
值
階
段
以
效
率
為
主
軸
，
執
行
政
策
階

段
到
評
估
結
果
階
段
需
以
是
否
盡
到
責
任
為
核

心
，
這
些
責
任
包
括
博
物
館
對
公
民
的
責
任
、

對
納
稅
人
的
責
任
、
對
顧
客
的
責
任
、
對
客
戶

能
產
生
的
後
果
，
以
有
效
指
標
，
評
估
短

期
的
利
弊
與
長
期
的
得
失
。

六
、 

普
遍
利
益
：
應
考
量
廣
大
社
群
的
集
體
利

益
。

七
、 

尊
重
輿
論
：
應
能
察
覺
社
會
爭
論
之
議
題

並
納
入
考
量
。

八
、 

充
分
開
放
：
資
訊
應
由
行
政
機
構
公
開
，

供
社
會
大
眾
檢
視
。

這
八
項
準
則
雖
主
要
運
用
於
公
共
政
策
的

形
成
過
程
，
但
指
涉
公
共
利
益
，
與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精
神
相
當
，
可
做
為
討
論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內
涵
的
參
照
。

綜
上
，
歸
結
公
共
行
政
學
對
公
共
性
的
定

義
，
博
物
館
行
政
過
程
中
，
﹁
公
共
性
﹂
具
有

幾
項
意
涵
：

一
、
公
眾
參
與
及
互
動

公
眾
參
與
的
特
質
具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
公

共
性
意
味
公
共
參
與
，
強
調
民
眾
參
與
的
本
質
，

因
此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需
體
現
民
眾
參
與
的
過
程
，

而
非
只
是
參
觀
層
面
。
如
參
與
者
意
願
不
高
，

自
無
法
體
驗
公
共
性
的
深
度
。
民
眾
參
與
的
公

共
性
目
的
在
增
加
對
博
物
館
的
認
識
及
認
同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誤
解
及
漠
視
，
更
積
極
的
意
義

在
於
創
造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價
值
。
民
眾
參
與
是

彰
顯
公
共
性
的
關
鍵
方
式
，
對
內
凝
聚
共
識
，

對
外
彰
顯
博
物
館
文
化
內
涵
， 

因
此
，
在
導
入

民
眾
參
與
機
制
規
劃
上
不
宜
流
於
有
形
空
間
形

式
，
應
更
含
跨
到
無
形
的
公
共
領
域
。Jennifer 

B
arrett

認
為
博
物
館
應
發
展
並
引
入
一
個
複
雜

但
有
效
的
﹁
公
共
﹂
概
念
，
以
參
與
者
的
角
色
，

而
非
以
觀
眾
角
度
，
參
與
博
物
館
之
設
立
、
溝

通
、
管
理
及
文
化
保
存
。
︵Ba

rre
tt, 2011

︶

以
博

物
館
開
放
展
場
攝
影
之
措
施
為
例
，
旅
遊
拍
照

打
卡
已
成
為
現
代
人
生
活
習
慣
，
參
觀
者
進
入

博
物
館
拍
攝
展
品
，
讓
參
觀
者
能
近
距
離
利
用

手
機
或
其
他
設
備
拍
攝
文
物
，
而
不
只
是
觀
看

文
物
，
透
過
拍
攝
過
程
可
讓
民
眾
參
與
文
物
的

陳
列
觀
感
，
建
立
民
眾
與
文
物
互
動
的
機
制
，

誘
發
民
眾
對
文
物
的
興
趣
。
﹁
蒙
娜
麗
莎
的
微

笑
﹂
貴
為
法
國
羅
浮
宮
鎮
館
之
寶
，
早
已
開
放

攝
影
︵
圖
六
︶
，
故
宮
於
二○

一
六
年
九
月
展

場
開
始
開
放
攝
影
。
︵
圖
七
︶

圖6　「蒙娜麗莎的微笑」貴為法國羅浮宮鎮館之寶，早已開放攝影。　作者攝

學
習
機
會
提
供
等
的
公
共
價
值
，
其
核
心
在
於

對
公
共
服
務
的
肯
定
。
﹁
內
在
價
值
﹂
指
民
眾

對
博
物
館
的
感
覺
，
即
民
眾
對
博
物
館
的
主
觀

經
驗
，
包
括
參
與
感
︵engagem

ent

︶
、
愉
悅

感
︵w

ell being

︶
、
連
結
感
︵connection

︶
，

其
核
心
在
於
博
物
館
給
人
的
感
受
。
這
三
類
的

價
值
共
同
構
成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鏈
，
提
供
博

物
館
做
為
定
義
、
創
造
及
評
量
公
共
價
值
之
參

考
。
︵
註
六
︶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判
別
準
則

美
國
公
共
行
政
學
教
授Jong S. Jun

曾
提

出
實
踐
公
共
利
益
的
八
項
公
共
性
判
別
準
則
，

對
於
公
共
性
的
特
徵
作
了
以
下
的
歸
納
，
本
文

將
之
臚
列
如
下
：
︵Ju

n
, 2006

︶

一
、 

公
民
權
利
：
應
考
量
公
民
的
各
種
權
利
及

整
體
社
群
利
益
的
平
衡
關
係
。

二
、 

倫
理
與
道
德
的
標
準
：
政
策
內
容
與
執
行

機
關
的
活
動
，
必
須
經
得
起
倫
理
與
道
德

標
準
的
檢
驗
。

三
、 

民
主
程
序
：
應
聆
聽
民
眾
意
見
，
將
意
見

納
入
對
話
過
程
，
並
鼓
勵
參
與
。

四
、
專
業
知
識
：
充
分
考
量
專
業
意
見
。

五
、 

非
預
期
的
後
果
分
析
：
充
分
推
論
各
種
可

群
體
的
責
任
及
對
其
他
利
益
相
關
人
的
責
任
；

最
後
，
評
估
階
段
結
果
可
作
為
博
物
館
改
進
及

調
整
之
方
針
，
依
此
，
博
物
館
員
工
應
發
展
應

有
之
能
力
以
再
次
定
義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價
值
。

︵M
o

o
re

, 2013

︶

近
年
，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IC

O
M

︶
英

國
國
家
委
員
會
主
席C

arol Scott 

以M
oore

的
策
略
鐵
三
角
理
論
為
基
礎
，
發
展
出
一
套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策
略
鐵
三
角
理
論
。
︵
圖
五
︶

Scott

認
為
博
物
館
公
共
價
值
分
為
﹁
工
具
價

值
﹂
︵Instrum

ental value

︶
、
﹁
機
構
價
值
﹂

︵Institutional value

︶
及
﹁
內
在
價
值
﹂︵Intrinsic 

value

︶
三
類
。
﹁
工
具
價
值
﹂
指
博
物
館
做
為

政
府
執
行
政
策
的
工
具
，
博
物
館
對
授
權
環
境

如
資
助
者
、
政
策
制
定
者
及
政
府
的
價
值
，
其

公
共
價
值
內
涵
為
博
物
館
活
動
是
否
帶
來
公
共

利
益
及
博
物
館
對
社
會
及
經
濟
政
策
的
貢
獻
度
，

其
核
心
在
於
公
共
利
益
的
價
值
。
﹁
機
構
價
值
﹂

指
博
物
館
運
作
環
境
包
括
董
事
會
、
主
管
及
員

工
、
任
務
及
館
藏
的
價
值
，
其
公
共
價
值
內
涵

為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如
參
觀
人
數
、
參
觀
回
訪
率
、

多
元
性
參
與
、
滿
意
度
、
會
員
成
長
率
、
贊
助

者
投
資
意
願
、
捐
款
者
意
願
、
志
工
人
數
、
付

費
參
觀
意
願
、
學
界
及
媒
體
評
價
、
對
社
區
居
民

意
義
、
就
業
吸
引
力
、
觀
光
效
益
、
品
牌
識
別
、圖7　民眾以手機拍攝國立故宮博物院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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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
眾
共
享
的
權
利

從
公
共
行
政
學
觀
點
，
公
共
的
實
質
意
義

就
是
公
共
利
益
，
而
公
共
利
益
在
經
濟
學
觀
點

代
表
公
共
財
，
博
物
館
館
藏
為
人
類
歷
史
文
明

的
公
共
財
，
既
為
公
眾
共
有
，
即
具
有
共
享
意

涵
。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為
例
，
為
貫
徹
公
共

服
務
品
質
的
提
升
，
公
共
服
務
及
業
務
規
劃
應

考
量
如
何
創
造
機
構
之
公
共
價
值
，
如
何
強
化

博
物
館
運
作
環
境
包
括
董
事
會
、
主
管
及
員
工
、

任
務
及
館
藏
的
價
值
，
增
加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

增
加
回
訪
率
、
創
造
多
元
性
參
與
活
動
、
提
高

滿
意
度
、
促
進
博
物
館
會
員
成
長
、
促
進
贊
助

者
及
捐
款
者
意
願
、
鼓
勵
志
工
參
與
、
重
視
學

界
及
媒
體
評
價
、
敦
親
睦
鄰
、
提
高
就
業
者
就

業
興
趣
、
強
化
觀
光
發
展
條
件
、
塑
造
品
牌
意

象
、
提
升
學
習
機
會
等
。

七
、
公
眾
的
喜
愛
及
認
同
感

博
物
館
﹁
內
在
價
值
﹂
的
核
心
在
於
公
眾

對
博
物
館
的
感
覺
，
包
括
參
與
感
、
愉
悅
感
及

連
結
感
，
提
升
博
物
館
對
公
眾
之
感
受
及
影
響

力
，
能
夠
引
起
公
眾
的
自
覺
與
認
同
，
包
括
政

治
性
、
社
會
性
，
或
文
化
認
同
。

總
言
之
，
博
物
館
作
為
具
備
公
共
性
的
公

共
領
域
，
應
建
立
以
公
眾
為
核
心
的
行
動
準
則
，

包
括
建
立
公
眾
參
與
及
互
動
機
制
、
尊
重
全
民

註釋

1.  該段談話引自林正儀，＜院長的話＞，《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五年年
報》，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年，頁 3。

2.  引自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
%E4%BB%80%E8%8E%AB%E6%9E%97%E5%8D%9A%E7%89%A9%E
9%A4%A8，檢索日期：2017年 4月 5日。

3.  引自大英博物館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britishmuseum.org/
about_us/the_museums_story/general_history.aspx，檢索日期：2017
年 4月 5日。

4.  引 自 羅 浮 宮 官 方 網 站， 網 址：http://www.louvre.fr/en/missions-
projects，檢索日期：2017年 4月 5日。

5.  引自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官方網站，網址：
http://archives.icom.museum/hist_def_eng.html，檢索日期：2017年
5月 10日。

6.  引自 Carol Scott  2017年 7月 25日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之「博物館價
值衡量工作坊」- Measuring the Public Value of museum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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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性
，
需
建
立
一
種
靈
活
互
動
的
回
應
機
制
，

引
入
及
整
合
外
部
資
源
，
建
構
跨
域
的
組
織
合

作
機
制
。
不
同
組
織
間
需
要
構
建
出
持
續
不
斷

的
學
習
與
交
流
過
程
，
以
實
現
一
種
靈
活
互
動

的
回
應
機
制
，
不
僅
需
要
﹁
向
外
﹂
結
合
各
領

域
資
源
去
發
現
能
夠
幫
助
他
們
創
造
公
共
價
值

的
各
種
條
件
，
也
要
﹁
向
內
﹂
以
確
保
博
物
館

各
項
業
務
作
為
的
效
率
和
正
當
性
。
以
美
國
當

代

美

術

館
︵The M

useum
 of M

odern A
rt , 

M
oM

A

︶
為
例
，
其
結
合
國
際
上
設
計
領
域
之

新
銳
設
計
師
或
設
計
團
隊
研
發
各
項
代
表
當
代

設
計
藝
術
之
生
活
用
品
，
跨
域
合
作
，
成
功
創

造
當
代
藝
術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性
。
︵
圖
九
︶

五
、
創
造
公
共
利
益
的
責
任

博
物
館
﹁
工
具
價
值
﹂
的
核
心
在
於
公
共

利
益
的
創
造
，
包
括
研
究
、
展
覽
、
典
藏
等
面

向
業
務
，
應
認
清
博
物
館
做
為
資
助
者
或
政
府

執
行
政
策
的
工
具
，
博
物
館
對
授
權
環
境
如
資

助
者
、
政
策
制
定
者
及
政
府
須
承
擔
帶
來
公
共

利
益
的
責
任
，
對
社
會
及
經
濟
政
策
須
具
有
貢

獻
度
，
重
視
公
共
利
益
的
價
值
。

六
、
優
質
之
公
共
服
務
品
質

博
物
館
﹁
機
構
價
值
﹂
的
核
心
在
於
公
共

化
理
念
，
加
速
推
動
文
物
全
民
共
享
，O

pen 

D
ata

專
區
於
二○

一
六
年
九
月
開
始
開
放
文
物

圖
片
，
供
民
眾
免
費
下
載
，
截
至
二○

一
七
年

九
月
已
開
放
書
畫
類
及
器
物
類
多
達
七
萬
張
低

階
數
位
圖
檔
，
﹁
精
選
圖
像
﹂
中
則
有
二
千
多

張
中
階
數
位
圖
檔
可
供
下
載
，
且
每
季
將
增
加

五
百
張
。
︵
圖
八
︶

三
、
公
眾
偏
好
的
探
詢
與
回
應

公
共
價
值
被
認
為
是
由
公
眾
本
身
所
定
義
，

由
公
眾
偏
好
所
決
定
，
公
眾
偏
好
即
為
公
共
價

值
的
核
心
。
公
共
性
既
以
創
造
公
共
價
值
為
目

的
，
公
共
性
內
涵
即
應
由
公
眾
本
身
所
定
義
，

由
公
眾
偏
好
所
決
定
，
因
此
，
公
眾
偏
好
即
為

博
物
館
公
共
性
內
涵
核
心
之
一
。
公
共
價
值
不

僅
僅
包
含
無
形
和
有
形
的
產
出
，
還
包
含
結
果

以
及
指
向
更
為
積
極
的
途
徑
，
公
共
價
值
的
創

造
需
要
公
民
的
參
與
、
協
商
，
博
物
館
在
其
中

扮
演
調
控
者
的
角
色
，
博
物
館
應
收
集
來
自
公

眾
偏
好
、
期
望
、
需
求
方
面
的
信
息
，
通
過
整

合
確
定
博
物
館
的
目
標
，
根
據
博
物
館
各
業
務

面
向
特
性
的
集
結
，
構
成
網
絡
，
實
現
公
共
性
。

四
、
跨
域
多
元
的
組
織
合
作

博
物
館
為
實
現
民
眾
偏
好
及
回
應
的
公

圖8　 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文物300dpi中階圖像供民眾免費下載　擷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圖9　美國當代美術館開設的設計商店（MoMA Design Store）　作者攝

共
享
的
權
利
、
探
詢
公
眾
偏
好
並
建
立
回
應
之

政
策
實
踐
、
引
入
跨
域
多
元
的
外
部
資
源
、
擔

負
創
造
公
共
利
益
的
責
任
、
不
斷
提
升
公
共
服

務
品
質
、
促
成
公
眾
的
喜
愛
及
認
同
感
。
藉
由

﹁
公
共
性
﹂
的
落
實
，
實
現
博
物
館
永
續
發
展

的
願
景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副
院
長
辦
公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