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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一、2016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公布後，國內的文化資產共有 14 類別，請解釋下列 4 種類

別的內容及成果：紀念建築、史蹟、口述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文資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相關保存個案。  

【擬答】 

文資法有關文化資產類別的定義、內容以及保存成果，就題意分述如下： 

紀念建築的內容及成果 

依文資法第 3 條第 1 項，紀念建築指與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關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 

保存成果，截至 2021 年 11 月日前為止，紀念建築共已登錄 16 項。例如臺北市林語堂故

居、臺中市孫立人將軍故居等。 

史蹟的內容及保存成果 

依文資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史蹟是指歷史事件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施行細則

第 5 條規定，史蹟還必須有遺構或史料佐證曾發生歷史上重要事件之場所，如古戰場、

拓墾場所、災難場所等。 

保存成果，截至 2021 年 11 月日前為止，史蹟共已登錄 2 項，包括南投縣霧社事件馬赫

坡古戰場、臺北市馬場町刑場。 

口述傳統的內容及保存成果 

依文資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口述傳統是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

現形式。另外，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口述傳統包括各地方族群用以傳遞知識、價值觀

等，並形成集體記憶之傳統媒介，如祭歌、俗諺等。 

保存成果，截至 2021 年 11 月日前為止，口述傳統共已登錄 7 案。例如，臺中市泰雅族

Sqoyaw 群口述傳統。 

傳統知識與實踐的內容及保存成果 

依文資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傳統知識與實踐是指各族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長

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另外，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傳統知識與實踐

是先民從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所形成包括宇宙觀、生態知識、身體知識及其技術與實

踐之文化系統，如漁獵、農林牧、航海、曆法等。 

保存成果，截至 2021 年 11 月日前為止，傳統知識與實踐共已登錄 4 案，包括彰化縣芳

苑潮間帶牛車採蚵；臺東新港鏢旗魚；南投縣傳統手工製茶–名間埔中茶；南投縣傳統

手工製茶–鹿谷烏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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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對於某些地區，或具有一定興建年代或形式風格的建築

物，得進行「普查」、「列冊」、「價值評估」、「逕列為暫定古蹟」等不同的工作，請說

明前述四者的定義、期限、工作內容。（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文資法及其施行細則、建築文化資產類相關子法。  

【擬答】 

普查工作的定義、期限及工作內容 

依文資法第 14 條，普查是由主管機關負責定期執行轄區內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之物件的

全面調查工作，實務上採行委外辦理。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7 項規定期限應每 8 年至少進行

一次。 

列冊追蹤的定義、期限及工作內容 

文資法第 14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接受民眾提報具有保存價值的建造物，經法定程序審查

後，列冊追蹤。個案經列冊追蹤後，主管機關應於 6 個月內辦理審議，並依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5 項訂定列冊追蹤計畫。 

價值評估的定義、期限及工作內容 

文化資產的價值評估是指在進行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前，依據文化資產的類別與特質，

就其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等方面，先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運用史料與建築現況判

定，指認出具有高度保存價值之所在，以供審議會議討論並決議。 

評估期限，文資法第 15 條是在建造物處分前，施行細則第 14 條則是交付審議前進行。 

其他涉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的工作計畫，還包括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3 條修復計

畫、聚落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6 條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暫定古蹟的定義、期限及工作內容 

依文資法第 20 條，暫定古蹟是指進入前法第 17 條至第 19 條審查程序者，或是個案審議

前遇有天災、立即明顯之重大危險等緊急情況時亦可由主管機關逕列為暫定古蹟以保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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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古蹟行政處分以 6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期滿失其效力。若由主管機關逕列

為暫定古蹟，程序上須先辦理現勘、審議會決議後再由主管機關做成暫定古蹟之處分，通

知相關人等。此外，暫定古蹟視同古蹟，依法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責管理維護工

作。 

 
三、中央或縣（市）政府對於其轄域內的「石滬」進行普查、保存與修護等工作，請說明我國

「石滬」的定義、分布、形式、構成元素及功能。（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了解石滬的定義、分布、形式、構成元素及功能。  

【擬答】 

石滬的定義 

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的定義，石滬是指「在海邊以石塊築成的捕魚圍堤，出口朝向陸地，利

用潮水的漲退，捕捉退潮時被困在滬內的魚類，澎湖地區多見。」目前已具文化資產身份

的個案可見澎湖縣七美雙心石滬，2006 年依法登錄為文化景觀，或是 2008 年登錄之吉貝

石滬群。 

石滬的分布 

台灣的石滬分布於兩大地區，一是台灣本島西北部沿海地區，包括新北市淡水、三芝與石

門，桃園市新屋、後龍以及苗栗縣通宵等區域。二是離島澎湖縣地區。 

石滬的形式 

依照石滬構築的型態，石滬形式一般可分為不帶滬房的弧形石堤，帶滬房的單滬房石滬、

雙滬房石滬以及多滬房石滬等四種。另外，亦有以石滬內海水高差區分為淺滬型與深滬型

兩種。 

石滬的構成元素 

以澎湖吉貝單滬房石滬為例，其主要構成元素包括滬岸、滬彎、滬牙、滬房、滬門與魚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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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滬的功能 

簡言之，石滬是一種捕魚陷阱，漁民先在海岸潮間帶圍築石堤，利用漲退潮差將魚群困於

石滬之中。石滬捕漁方法由團體共同合力興築、維護及經營，存續至今。 

 

四、目前國內已從事許多鐵道系統的文化資產保護工作，請說明鐵道系統的車站藝術網路、建築

物、鐵路、車庫的再利用或修復的事務。（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了解國內鐵道文化資產個案的保存、再利用情況。  

【擬答】 

鐵道文化資產的保存類別 

目前指定與登錄在案的鐵道文化資產的類別十分多元，除了一般熟悉的古蹟與歷史建築之

外，例如縣定古蹟彰化扇形倉庫、歷史建築高雄車站等。尚有聚落建築群「玉里車站鐵道

宿舍群」；文化景觀之「阿里山林業暨鐵道文化景觀」、「勝興車站鐵道文化景觀」、

「北門驛與阿里山森林鐵道」與「雲林縣斗六糖廠糖業文化景觀」；古物之「臺鐵技術檔

案（工務處石牌倉庫）」和「臺鐵公文檔案(工務處石牌倉庫)」。 

再利用博物館的指標性保存個案 

臺北機廠是日本時代「臺北鐵道工場」，創設於 1930 年代，做為鐵路車輛的修理工廠。

基於規模完整性及鐵路現代化之重要歷史表徵，2015 年全區指定為國定古蹟，逐步朝向

「國家鐵道博物館園區」規劃，活化鐵道文化資產。2019 年，園區進入分區修復工程階

段，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也順利成立。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92 年經臺北市指定成三級古蹟，2007 年再指定為國定古

蹟。2005 年開始陸續進入古蹟調研與修復再利用等工作階段。2009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接

手管理維護，配合周邊環境規劃，成立鐵道部園區，做為古蹟修復教育展、鐵道文化展

等博物館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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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藝術網絡計畫 

2000 年文建會提出「鐵道藝術網絡計畫」，再利用閒置的鐵道倉庫，打造在地藝文新地

標，發展地方觀光特色，活絡文化產業。同時，選定示範鐵道藝術村 5 處，包括「臺中 20

號倉庫藝術特區」、「新竹鐵道藝術村」、「嘉義鐵道藝術村」、「枋寮鐵道藝術村（F3

藝文特區）」與「臺東鐵道藝術村」。 

活化舊車站復興都心環境 

臺中車站鐵路文化園區 

近年來，由於「臺中大車站計畫」的推動以及新站鐵路高架化，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已

功成身退，不再做為車站使用。臺鐵局透過 BOT 方式，再生為鐵路文化園區，轉換角

色，肩負起復興舊城區的新使命。 

臺南車站古蹟修復與活化 

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配合周邊鐵路地下化，2015 年臺鐵局啟動古蹟修復與再利用計畫。

除了修復古蹟本體之外，車站 2 樓將恢復日本時代鐵道旅館的風貌，並設置懷舊餐廳。

由於客房數量不多，僅有 9 間，鐵道旅館將慎選優良經營者，朝向精品路線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