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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公民參與計畫
來去公會堂--木博館公民參與計畫

結論報告
本次公民討論工作坊主要以分組方式進行，藉由各組分享的經驗與建議，以及

全體共同討論交流的意見，彙整為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之公會堂未來

經營政策擬定的參考。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於 9月11日與 9月 25日辦理本次公民參與計畫政

策討論工作坊，為維護討論品質，並確保呈現多元意見，從 27位報名者中，依

據性別、年齡、區域等平均分為3組。

藉由政策由下而上擬訂成形的方式，達成公民充分討論、公共空間友善近用，促

進地方居民關心地方事務。

一、問題與挑戰(本次公民參與的提案背景)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以下簡稱木博館）是首座以「生態」為名的博物

館，12個主題館舍散佈在整個老街區，經營管理是一大挑戰，目前除了館員，

多仰賴200多名志工的協助，其中超過一半志工為大溪居民，可謂是地方居民

參與最多的博物館。

居民對館舍經營也有想法，多次向木博館反應希望有館舍可以開放給居民使用，

為回應居民期待，並使公民擁有更多參與館舍經營機會，木博館先以公會堂與

戶外廣場為開放目標，舉辦「來去公會堂－木博館公民參與計畫」，回歸早期公

會堂與在地居民間的共融關係，匯聚不同背景、不同年齡層的公民，以「共思共

築，公會堂及廣場還可以做什麼？」為主軸進行討論，期望居民與公會堂能夠碰

撞出更多的可能。

公會堂百年來不同時期有不同用途，日治時期是多功能會館，具有辦理地方集

會、議事、教育、紀念活動及接待貴賓等功能。蔣公行館時期門禁森嚴，一般民眾

無法進入。蔣公紀念館時期雖開放民眾進入，但以蔣公居住空間與事蹟展覽為主

之後的大溪藝文之家時期，委外經營展覽與咖啡館，並開發蔣公相關紀念品，

成為休閒娛樂空間。木博館接手後，多以展覽為主。

現今有機會討論規劃公會堂與戶外廣場未來的使用方式，公民提出許多使用的

想法，但無論那一種方案，都會面臨誰來經營？經費問題？使用期程？與木博

館如何合作？歷史建築使用需注意的事項等問題，在工作坊的討論內容中，各

組公民除了集思廣益提出公會堂與戶外廣場可以做什麼之外，也針對基地提出

經營管理需要面對的問題，並提出可以解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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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政策之具體建言
將兩次工作坊各組公民分享的經驗與建議，以及全體共同討論交流的意見，彙

整為木博館之公會堂與戶外廣場未來政策計畫擬定的參考。

（一）公會堂室內空間使用建議

1.展覽空間：豆干主題、蔣公紀念展及生活照展、攝影展(大溪主題)、木藝的現在

進行式與未來式展覽、大溪地理環境與文史主題、大溪傳統藝術資料、廟會、

科技互動體驗、動畫故事認識公會堂、蔣公行館與大溪等。

2.表演：音樂、戲劇、相聲等。

3.課程： 讀書會、增能課、大溪相關文化課程、詩會與即興作詩會、電影賞析與討

論、創意手作、健康講座、親子活動等。

4.常態性大溪圖書主題館

5.夜間活動：夜宿博物館(住公會堂)、夜宿電影院等。

6.開放里民租借活動場地：如喜慶場地等。

7.賣店：軍用品、創意商品、販賣美援時期衣飾、食品等。

8.其他：研究大溪各項新生活或回憶開會場地、志工會議室、居民集會、小學堂、

「認識大溪」闖關遊戲、公益活動等。

（二）戶外廣場使用建議

1.舉辦音樂會與戲劇表演：最好位置在志清亭。庭園懷舊、清唱上海歌謠、說書、

對著大漢溪唱總統蔣公紀念歌等。

2.戶外藝術品展示：可耐賞析的作品。

3.學習課程：草地讀書會(成人)、攝影視角解析、瑜珈課等。

4.草地野餐會：結合音樂演奏、活動用具（野餐、棋藝、畫架等）租借等。

5.市集：文創主題，環保主題、以物易物跳蚤市場等。

6.親子活動：古早味童玩活動、遊戲區、親子共讀等。

7.競賽場所：陀螺比賽、寫生比賽、舞林高手比賽、律動比賽等。

8.夜間活動：夜間生態導覽、星空電影院等。

9.希望維持原貌，不辦活動，提供民眾休憩就好。

10.其他：街角館特色展示場地、認識及保護老樹、認識植物、環保概念提倡、提供

他人工作坊場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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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經營管理之建言
公會堂是歷史建築，主辦單位先初步讓參與公民了解歷史建築的規範與限制，

避免公民提出不可行的建議。另外，也提供公民參與館舍經營的模式讓大家參考

分別有委外經營、出租經營、合作經營與促參方式。透過各組公民討論之後，彙

整優先可行的執行方案，提出適合的館舍經營模式，並分析其優缺點，提供給

主辦單位參考。

（一）經營模式建議與優缺點分析

1.公會堂：由公部門主導或合作經營

（1）多功能展演中心：

成立公有美（藝）術組織（單位），並改善交通。

政府先帶頭投資經營，市場穩定後再由民間接手。

（2）會議廳：先規劃檔期開放民間申請，以公益性為主。

（3）大溪故事館：用故事館名吸引民眾進入，將圖書、展覽、紀念館、電影展

     等放在故事館內，並與民間合作大溪主題套裝行程。

優點：

1、公部門比較輕鬆。

2、多元創意發想，但還有公部門把關。

3、館舍能活化應用，民間團隊可將專業經驗帶入，有發揮空間。

4、資金、資源較容易到位，有補助或預算支持。

5、不用擔心天氣（候）。

6、維護費用較低。

缺點：

1、公部門還是有一些限制（主題、經費、設備）。

2、經費不足會影響品質。

3、年度限制，無法長期規劃，執行時間不長，團隊心很難留在地方，效果

不彰。

4、營運單位要帶動民眾參與較辛苦。

5、一切都看政府重不重視，受政治影響很大。

2.戶外廣場：民間經營

由民間經營彈性較大，公部門開放空間（出租、標案），由民間組織提出經營計

畫與相關配套措施、收費機制等，取得經營權。

（1）市集：民間經營團隊號召攤商辦活動。

（2）休閒娛樂：展演、競賽、親子野餐（含器材出租）、劇團、街頭藝人等。

     可搭配市集，一併整體規劃，單獨辦理較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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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場地不會荒廢，且 24 小時開放。

2、有錢大家來賺、有活動大家來辦。

3、民間發揮處多、有彈性。

4、公部門幫忙宣傳、行銷。

5、受政府影響較低，能獨立自主。

6、公部門更輕鬆（不用出人力還可以收租金）。

缺點：

1、擔心盈虧、付出成本大，影響廠商經營意願。

2、天氣因素。

3、公部門比較難掌握辦理成效。

（二）其他經營管理建議

1.大溪老街區現在有許多民宿，居民希望公會堂與戶外廣場全天都有活動，尤

其是週末下午 5點以後，希望可以增加夜間活動，讓遊客可以留晚一點，住宿

客人也有活動或地方可以參加，只要能讓大溪觀光活絡，各種經營方式都很好。

2.民間的非營利組織，也可透過企業贊助或募資平台，一起舉辦有意義的公益

性活動，豐富公會堂與戶外廣場的使用效能。

3.日治時期稱為公會堂，後來改為是蔣公行館、蔣公紀念館、大溪藝文之家、到現

在的木家具館，居民希望可以正名為「公會堂」。

四、其他補充建議與意見
1.大部分參與工作坊的公民對於可以共同討論公會堂使用方式，給予木博館高

度的肯定，認為公部門終於願意聽聽公民的聲音了。

2.這次公民參與工作坊安排相隔兩週的兩個下午舉辦，有參與的公民建議未來

再舉辦公民參與活動時，盡量安排在一個整天，這樣較易安排時間參加，想法

也較不會中斷。活動當天大家就集中精神深入討論議題，將更能達到效能。

3.木博館這次以公會堂與戶外廣場為討論基地，公民希望木博館未來可以考慮

再擴大開放範圍，增加後方的木生活館（蔣公行館空間）與內部廣場，讓更多

關心木博館園區發展的公民，有更多經營的想像空間，不但有助於發揮創意，

更可透過引進外部資源，豐富公會堂、蔣公行館與周邊廣場的使用效能，木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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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減少經營管理的成本與壓力，與民間共創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