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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境內目前有 3 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包含淡水紅毛城及周遭歷史建築群、

水金九礦業遺址、樂生療養院等，本次研討會主要推廣本市世界遺產潛力點，奠定本

市文化實力，邁向國際發展。

本次由新北市政府辦理「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具

豐富世界遺產保存與推動的專家學者，有來自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麻六甲市、日本

石見銀山、澳門歷史城區，也有國內其它世界遺產潛力點如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

阿里山森林鐵路、金門戰地文化等案例分享，更有淡水區及瑞芳區的文史工作者，分

享如何帶動社區居民推動重要文化資產的保存工作，透過為期 2 天的交流，引起國內

對世界遺產潛力點保存與推廣之共鳴。

最後，期望可透過本次研討會，建立跨國間文化交流合作之基礎，並推動國內文

化資產保存的社區化，盼更多人參與，形塑城市記憶突顯場所精神，打造國際級的魅

力文化城。

研討會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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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3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locate in New Taipei City currently, 

including Fort San Domingo and Surrounding Historical Buildings, Tamsui, Shuei-Jin-

Jiou Mining Sites, and Lo-Sheng Sanatorium.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ialogue 

with Residents about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to promote the Sites in the 

city,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e strength, stepping toward to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New Taipei City this time has invit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fessionals with 

rich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and conserving the world heritages of George Town and 

Melaka , as well as the Iwami Ginzan in Japan,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u, also 

those domestic potential Sites such as Wushantou Reservoir and Jianan Irrigation 

Waterways, Alishan Forest Railway, Kinmen Battlefield Culture, etc. We even invite our 

culture workers in Tamsui and Juifang to share how they lead the local communities 

for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conservation. Throughout the two-day interchange 

of each case, we hope this issue could resonate through the domestic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Las t l y ,  we expec t  to  es tab l i sh  the  founda t ion  o f  in te rna t iona l  cu l tu ra l  

cooperation, promoting community-oriente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more participants and forming the memory of the city to 

create an attractive international culture city.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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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3 樓演講廳 

時間 活動內容

8：40-9：10 報到

開幕式

9：10-9：25 開幕致詞

9：25-9：40 全體留影

場次一：從社區實踐看世界遺產

主持人：黃士娟 副教授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回應人：王淳熙 助理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 ‧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9：40-10：20

 Rosli Bin Haji Nor / 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馬來西亞分會

委員

社區培力下的社區文資保存－以麻六甲經驗為例

10：20-10：30 休息

10：30-11：10

 邱上嘉、王新衡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助

理教授

在地學校參與世界遺產潛力點教育推廣之機制－以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為例

11：10-11：50 綜合討論

11：50-13：00 中餐

場次二：從社區參與到文資保存

13：00-13：30 報到

主持人： 王新衡 助理教授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回應人：張崑振 副教授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系所

13：30-14：10
中村唯史 / NPO 法人石見銀山協働会議副理事長

石見銀山遺蹟保存活用的民間參與

14：10-14：40
蘇文魁 / 淡水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從淡水人的生活美學開始

14：40-15：10
林文清 / 瑞芳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文資保存與社區行動－水金九礦業遺址

15：10-15：20 休息

15：20-16：00
王維周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居民對話在世界遺產登錄及保存管理執行的幾個模式

16：00-17：00 綜合討論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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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程

201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3 樓演講廳 

時間 活動內容

場次三：走訪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9：00-9：30 報到

主持人：邱上嘉 特聘教授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回應人：榮芳杰 副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 ‧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9：30-10：10
江柏煒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戰爭記憶、文化地景及其再現：金門、馬祖的申遺論述分析

10：10-10：20 休息

10：20-11：00

王淳熙 /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與「人」－從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文化

景觀談起

11：00-11：40 綜合討論

11：40-13：00 中餐

場次四：驚艷亞洲世界遺產風采

13：00-13：30 報到

主持人：林會承 兼任教授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回應人：王維周 助理教授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系所

13：30-14：10
Rui Le o/ 澳門現代建築學會主席

文化遺產規劃策略：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例

14：10-14：50
田原淳史 / 島根縣教育廳文化財課世界遺產室企劃員

石見銀山的保存管理與公部門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陳耀威 /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負責人

NGO 對世遺保存的角色－以檳城喬治市為例 

15：40-16：30 綜合討論

16：30-16：40 閉幕式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006

Agenda

Date: 22nd, Oct., 2017 (Sunday)

Venue: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3rd Floor

(No.139, Guixing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ime Session

8：40 － 9：10 Registration

Opening 

9：10-9：25 Opening Remarks 

9：25-9：40 Group Picture

Session I：World Heritage in Terms of Community Practice

Moderator: Huang, Shih-Chuan

Associate Pr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iscussant: Wang, Chun-Hsi

Assistant Pr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9：40-10：20

Rosli Bin Haji Nor/ Board Member, ICOMOS Malaysia

 Empowering Local Community on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Community-Based Tourism: The Melaka (Malaysia) Experience

10：20-10：30 Break

10：30-11：10

Chiou, Shang-Chia 

Dis t ingu i shed  P ro f . /  Eng inee r ing  Des ign  Resea rch  Cen te r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ang, Sin-Heng

Assistant Prof . /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ocal Schools Approach to Promote Education on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 A Case Study of Jhuci Senior High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11：10-11：50 Panelist

11：50-13：0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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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I：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Moderator: Wang, Sin-Heng

Assistant Prof./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Discussant: Chang, Kun-Chen 

Associate Pr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3：00-13：30 Registration

13：30-14：10

Nakamura Tadashi

Deputy Director/ NPO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Convention 

 Private Participation Plan for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14：10-14：40

Su, Wen-Kui 

Tamsui Local Senior Culture Worker

Starting from Tamsui Residents’ Aesthetics of Living

14：40-15：10

Lin, Wen-Ching 

Juifang Local Senior Culture Worke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Shuei-Jin-

Jiou Mining Sites

15：10-15：20 Break

15：20-16：00

Wang, Wei-Chou

Assis tant  Prof . /  Depar tment of Archi tecture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everal Citizens Communication Models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Implementi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16：00-17：00 Pan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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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3rd , Oct., 2017 (Monday)

Venue：New Taipei City Library 3rd Floor

(No.139, Guixing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ime Session

9：00-9：30 Registration

Session III：Exploring the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aiwan

Moderator: Chiou, Shang-Chia 

Distinguished Prof./ 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Discussant: Jung, Fang-Chieh 

Associate Prof./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9：30-10：10

Chiang, Bo-Wei

Prof. & Director/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 Study of Conservation of Memories of War, Cultural Landscapes：

Analysis on Quemoy and Matsu’s Discourse on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10：10-10：20 Break

10：20-11：00

Wang, Chun-Hsi 

Assistant Prof . /  Graduate Insti 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ultur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through the “People”- Wushantou 

Reservoir and Chianan Irrigation System

11：00-11：40 Panelist

11：40-13：00 Lunch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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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V：The Amazing Asian World Heritage

13：00-13：30 Registration

Moderator: Lin, Hui-Cheng

Adjunct Prof .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iscussant: Wang, Wei-Chou

Assistant Pr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3：30-14：10

Rui Le o

Chair/ Docomomo Macau 

Heritage Planning Strategies: The Historical Centre of Macau

14：10-14：50

Tabara Atsushi

Planning Officer/ World Heritage Sector of Shimane Prefectural 

Governmen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and 

Public Sectors

14：50-15：00 Break

15：00-15：40

Tan Yeow Wooi 

Person in charge/ Culture and Heritage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 Penang 

 The Role of NGOs i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Using George 

Town in Penang as an Example

15：40-16：30 Panelist

16：30-16：40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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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回應人簡介

【主持人】※ 依出場序

1. 黃士娟　副 教 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2. 王新衡　助 理 教 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3. 邱上嘉　特 聘 教 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4. 林會承　兼 任 教 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回應人】※ 依出場序

1. 王淳熙　助 理 教 授∕國立臺北大學 ‧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2. 張崑振　副 教 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系所

3. 榮芳杰　副 教 授∕國立清華大學 ‧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4. 王維周　助 理 教 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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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1. Huang, Shih-Chuan

Associate Prof.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 Wang, Sin-Heng

Assistant Prof. ∕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3. Chiou, Shang-Chia

Distinguished Prof. ∕ 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4. Lin, Hui-Cheng

Adjunct Prof.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iscussant】

1. Wang, Chun-Hsi

Assistant Prof. ∕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 Chang, Kun-Chen

Associate Prof.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 Jung, Fang-Chieh

Associate Prof.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4. Wang, Wei-Chou

Assistant Prof.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f Moderator and Discu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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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人簡介

場次一

1. Rosli Bin Haji Nor　委員∕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馬來西亞分會

2. 邱上嘉　　特聘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3. 王新衡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場次二

1. 中村唯史　副理事長∕ NPO 法人石見銀山協働會議

2. 蘇文魁　　淡水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3. 林文清　　瑞芳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4. 王維周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系所

場次三

1. 江柏煒　教授兼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東亞學系

2. 王淳熙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場次四

1. Rui Le o  主席∕澳門現代建築學會 (DOCOMOMO Macau)

2. 田原淳史　企劃員∕島根縣教育廳文化財課世界遺產室 

3. 陳耀威　負責人∕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

※ 依發表場次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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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 
1.　Rosli Bin Haji Nor

     Board Member, ICOMOS Malaysia

2.　Chiou, Shang-Chia

      Dist inguished Prof . /Engineer 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 Depar 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3.　Wang, Sin-Heng

      Assistant Prof./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ession II
1.　Nakamura Tadashi

      Deputy Director/NPO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Convention 

2.　Su, Wen-Kui

     Tamsui Local Senior Culture Worker

3.　Lin, Wen-Ching

     Juifang Local Senior Culture Worker

4.　Wang, Wei-Chou

      Assistant Prof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 ty of 

Technology

Session III

1.　Chiang, Bo-Wei

       Prof. & Director/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Wang, Chun-Hsi

      Assistant Prof./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Session IV
1.　Rui Le o 

     Chair/ DOCOMOMO Macau

2.　Tabara Atsushi

      Planning Officer/World Heritage Sector of Shimane Prefectural Government 

3.　Tan Yeow Wooi

      Person in charge/ Culture and Heritage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 Penang

Introduction of Speaker



論文摘要 Abstracts

【場次一】

從社區實踐看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in Terms of Community Practice

Sessio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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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培力下的社區文資保存－以麻六甲經驗為例

麻六甲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歷史城區之一，源自於由歐洲、中東、到東亞的貿易

航線，為其帶來了具多元文化背景的「活的遺產」(living heritage)。本市見證了多元文

化下「活的遺產」和亞洲的傳統，諸多宗教和文化在此匯聚並共存。在此，多元文化物

質及非物質遺產，分別以不同信仰、種族、語言、崇拜，以及宗教儀典、舞蹈、服裝、

藝術與音樂、飲食、和日常生活表現在各式宗教建築中。也因此，麻六甲的物質文化遺

產雖未必如其它同樣擁有文化遺產的城市般壯觀或具紀念意義，但若加上非物質的文化

資源，仍是極具保存且展示之價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予麻六甲市的世界遺產地位，讓在地社區有機會將文化觀光所

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這是因為居住在該世界文化遺址之中與其周邊社區的人們

多倚靠其維生。然而，當地大眾觀光業多由來自境外的觀光業者所把持，在其生產線中

幾乎不見在地社區民眾的參與，業者也剝奪了在地社區賺取觀光財的機會。

本文將探討的是有關在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的當地居民，為確保觀光財能回流社

區，所感受到的切身問題、挑戰和機會。本文將聚焦於在地社區居民自發地為當地觀光

管理的永續經營而奮鬥，以及以社區培力在自身的能力與資源上，透過以社區為基礎的

觀光計畫，延續及保護他們具獨特和道地的文化遺產。最後，本文也將強調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 (UNESCO) 於 2016 年完成的計畫：《文化的力量：馬來西亞與東南亞世界文化

遺址之社區型管理和永續觀光業支援計畫》，其執行之結果。

Rosli Bin Haji Nor
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馬來西亞分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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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Local Community on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Community-Based Tourism: The Melaka (Malaysia) Experience

Melaka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surviving historic city center with a multi-

cultural living heritage originating from the trade routes from Europe, Middle East to 

East Asia. The city bear testimony to a living multi-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 of 

Asia, where the many religious and cultures met and coexisted.  The multi-cultural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is expressed in a great variety of religious buildings 

of different faiths , ethnic quarters , the many languages, worship and religious 

festivals, dances, costumes, art and music, food, and daily life. Therefore, Melaka’s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y not be spectacular and monumental like many other 

heritage cities but together with its intangible resources, they are worth preserving and 

presented to the world.

The World Heritage status given by UNESCO to the city has given a hope for local 

communities to maximizing the social-economic benefits of cultural tourism. This 

is because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live in and around the site often depend on the 

site for their livelihoods.  However, mass tourism being almost fully controlled by 

tour operators from outside the state has saw that the local communities were totally 

missing from the entire tourism supply chain, and has taken away the opportunity for 

revenue capture for local communities. 

The ar t icle will ,  discuss on cri t ical issues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xperienced by the local communities within the Melaka World Heritage site to 

ensure that the tourism revenue flows back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initiative by the local communities to strive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and to empower themselves with the capacity and resources to sustain and 

protect their unique and authentic heritage values through community-based tourism 

projects.  Finally, it will also highlight the result of UNESCO project entitled “The 

Power of Culture: Supporting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Malaysia and Southeast Asia” which was completed in 

2016.

Rosli Bin Haji Nor
Board Member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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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青年投入文資保存工作已是世界趨勢，各界期望透過扎根學習與國際交流，形

成在地永續發展的活水。本論文旨在探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駐地工作團隊於 104 年嘉義

縣竹崎高中成立「阿里山青年大使社團」的建置過程中，高中社團如何建構世界遺產的

在地知識與推廣教育。本研究針對參與同學、駐地工作站與帶領的師長進行問卷與訪談，

再從學生的課程心得成果，以及參與式觀察法解析世遺教育課程規劃內涵、教育推廣服

務效益、國際交流等影響。從中發現世遺保存工作導入高中社團機制，可促使同學以竹

崎車站為核心下，從事自主式區域型文資保存之學習服務。駐地工作站除了帶領同學參

與國內各項競賽與活動，還引入國內外青年參與世遺之交流管道，皆是阿里山青年大使

順利推展之關鍵。

關鍵詞：阿里山森林鐵道、世界遺產潛力點、區域型文化資產、竹崎高中、阿里山青年

大使

邱上嘉、王新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在地學校參與世界遺產潛力點推廣教育之機制－以嘉義縣立竹

崎高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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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chools Approach to Promote Education on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 A Case Study of Jhuci Senior High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young people in preserving cultural assets has become 

a global tre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xpect deep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an be living water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ce, the work team stationed at th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ed the Jhuci High School “Alishan Young Ambassadors Club” 

in Chiayi County in 2015.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termine how students 

from this high school club gain local knowledge and promote education pertaining to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This study utilizes students, work team members, and 

key teachers as subjects, and conduct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Moreover,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after the lesson as well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World Heritage' lesson plans, the benefits of education 

promotion service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ased o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approach to introduce World Heritage 

concepts to high school clubs helps students to independently learn how to preserve 

regional cultural assets, with the Jhuci railway station as basis. The selected work 

team does not only lea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many domestic competitions and 

activities, but it also introduces exchange channels to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young 

people regard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which are the key factors in facilitating Alishan 

Young Ambassadors’ mission.    

Key words: Alishan Forest Railway,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Regional Type

Cultural Assets, Chiayi County Jhuci High School, Alishan Young Ambassadors

Chiou, Shang-Chia
Distinguished Prof.

 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ang, Sin-Heng
Assistant Prof.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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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參與到文資保存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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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縣大田市的石見銀山遺蹟，早在 2007 年登錄世界遺產之前，便於 2005 年透過

公部門與民間的合作，開始了「石見銀山合作會議」，議論遺蹟的保存活用，而在 2006

年 3 月制定了日後作為世界遺產指導方針的「石見銀山行動計畫」。其後，以部分會議

之民間參與者為中心設立了 NPO 法人，進行民間所實施的保存活用事業支援等活動。

雖然合作會議之召開是由公部門主導進行，但由於民間的響應，在一開始的階段有

約 200 人參加。當時，在日本的申遺的案例中，有民間參與共同討論登錄後的區域存在

模式，並予以彙整成計畫，被認為是一種先進的組織運作方式。在計畫上，為了讓民間

能持續參與保存活用策略，確保核心的團體得以法人化，或是相關事業的運作資金而設

立了基金，也與今日運作體系以及事業推展息息相關。

自登錄世界遺產已有 10 年，由民間發起之保存活用事業，已步上相當程度軌道的

面貌，但是如何持續與發展已成為今後莫大的課題。另外，觀光客的急速增加，讓狀況

在登錄世界遺產前後，已變得大不相同，讓人理解到因應現狀重新檢視計畫與進行體制

的再整備之必要時期已然到來。

本報告就石見銀山合作會議從過去到現在的歷程背景與其事業的運作、現狀課題加

以介紹。

中村唯史
NPO 法人石見銀山協働會議副理事長

石見銀山遺蹟保存活用的民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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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県大田市の石見銀山遺跡では、2007 年の世界遺産登録に先立ち、2005 年に

行政と民間の協働による「石見銀山協働会議」を立ち上げ、遺跡の保全活用を議論し、

登録後の指針となる「石見銀山行動計画」を 2006 年 3 月に策定した。その後、会議

の民間側参加者の一部が中心となって NPO 法人を設立し、民間が実施する保全活用

事業の支援等を行っている。

協働会議の立ち上げは行政が主導したものだったが、それに民間が応えて、当初

は約 200 人が参加した。当時、日本の世界遺産（候補）において、民間が加わって登

録後の地域のあり方を議論し、計画としてまとめたことは先進的な取り組みであった

と思われる。計画には、民間が持続的に保全活用に加わるための方策として、核とな

る団体の法人化や事業を行う資金を確保するための基金設立に言及しており、それが

今日の体制と事業展開につながっている。

世界遺産登録から 10 年が経過し、民間による保全活用事業はある程度軌道に乗

った面もあるが、持続と発展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である。また、観光客が急増した世

界遺産登録前後とは状況が大きく異なっており、現状に応じた計画の見直しと体制の

再整備が必要な時期に来ていると感じる。

本報告では、石見銀山協働会議のこれまでの経緯と実施事業、現状の課題につい

て紹介したい。

中村唯史
NPO 法人石見銀山協働會議副理事長

石見銀山遺跡の保全活用への民間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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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in Ōda, Shimane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world 

heritages in 2007,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Convention” had been founded in 

2005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actors with the aim to discuss about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t. In March 

2006,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Action Plan” was formulated, which later became 

its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fter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was listed.

Afterwards, an NPO was established with some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as 

the core to support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non-

governmental actors. 

Although the Convention was led by the public sector, yet about 200 people 

participated when it started. It was regarded as a foresighted way of cooperation in 

Japan at that time for the societ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about regional status after 

it was listed as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discussion was also aggregated into the 

Action Plan. The Plan propelled people to continuously propose strategi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and ensured the status 

of juridical person for the NPO. Fund was set up, which involves deeply with its 

operations and promotions today. 

It has been 10 years since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was listed as one of world 

heritages. The work of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s now on the track. Yet, its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s a major topic for the future. Additionally, the rapid 

increase of tourists has mad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it became a world heritage 

site.This seems to imply that it is time to review the Plan and reorganize the system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could be the time to review the Plan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repo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peration, and current issues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Convention.

Nakamura Tadashi
Deputy Director

NPO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Convention 

Private Participation Plan for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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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之前，當聽到世界文化遺產要與淡水產生連結時，我們都認為那是學術名

詞，以過去和淡大學者接觸的經驗，那也就是學術遊戲、是遙不可及的 – 聽聽就好。當

2010 年 11 月，淡水文化基金會成立，並邀集在地文化人推展「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認為除了公所的「健康城市」，淡水文化界也有他們自己的口號了。口號就是喊喊就好，

能實現的機率不高，要緊的是在喊的時候，大家如何各取所需。

「淡水申登世遺」已經是個新專有名詞了，對淡水大多數住民有感嗎 ? 實際上，淡

水和臺灣其他城鎮的市民一樣，常民的生活和文化長期以來是分兩個不同面向在各自努

力，幾乎沒交集，有沒辦法或是如何讓淡水申登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本來就是淡水文

化人的事，只要不影響他們的生活，認為淡水再多一個頭銜，或許也是一件美事。喊這

個口號之前，我們還是得看文化人在自己的歷史文化和人文資產上是怎麼樣努力的。

淡水文化產業發展的幾個階段

一 . 日治時代開始對觀光文化發展價值的體認

1. 柯設偕的「淡水鄉土研究所」：發臺灣文史與社造的先聲。

2. 淡水築港期成同盟：淡水港都最後一次繁華夢

3. 臺灣八景淡水入列都是 1927

二 . 漁業、學生、茶室，淡水成北海岸觀光大門

1. 漁港、海釣，海鮮、魚丸魚酥；開淡水美食文化之門

2. 英專、淡專，鐵路、電影院、阿給：學生帶動淡水名聲

3. 茶室、別館、淡水新城：淡水成臺北後花園

4. 紅毛城＋關渡大橋，添丁廟＋十八王公：北海岸入口

蘇文魁　
淡水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從淡水人的生活美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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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文史工作提升了淡水深度與內涵

1. 古蹟導覽：1990 文史工作找回淡水的核心價值

2. 懷想老淡水：1994，擠下新莊獨占鰲頭

3. 馬偕大雕像：1995，五年耕耘第一次收割

4. 捷運通車：水到渠成開始爬升

四 . 縣府主導下淡水躍升為全臺最大風景區

1. 漁人碼頭、藍色公路：天生麗質集寵愛於一身

2. 淡水老街：吃喝玩樂來到淡水

3. 金色水岸：大器晚成淡水河口明珠

五 . 異國的浪漫：Dr. 馬偕成為淡水代表人物

1. 締結姐妹市＆馬偕日：展現國際化實力

2. 淡江高中：目不暇給的蛻變臺灣社造的典範

3. 藝術穿廊與馬偕上陸點：確立淡水的圖騰

六 . 鎮公所 VS. 古蹟博物館：淡水執臺灣藝文之牛耳

1. 整併二十七所古蹟成為北縣的櫥窗

2. 國際環境藝術節排名十大地方政府首次出手

3. 淡水八景和淡水新八景

4. 藝術大街與得忌利士洋行

七 . 福容飯店 VS. 淡水吹風：淡水文創產業開始？

1. 山與海的 BOT 與在地文創 ?

2. 商機無限，同質化、劣質化的旅遊文化，斬斷淡水的創意？

3. 文化是一種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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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雲門進駐 VS. 淡江大橋 : 淡水文化底蘊在哪裡？ 

1. 追求桃園秘境的新淡水人 & 淡水捷客 & 老淡水人各自表述

2. 淡江大橋融入在地元素，淡水新地標

3. 淡水輕軌和幾米美學、淡水在地文化的實力？

九 .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推展運動：從淡水人的生活美學開始 

回顧這 90 年，淡水文化人用民間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和人文

資產的認同和耕耘，在政權更迭頻繁、本土文化長期受壓抑的臺灣社會來講，可說是盡

了最大的付出了，也算是成果豐碩。要申登世界文化遺產城市，這次不可能再用民間力

量去完成了，做一個小市民也是會明白，基於國際現實，淡水能榮登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可能性微乎其微，重點是在努力的過程中，如何帶出改變，讓淡水更有氣質、更有內涵。

淡水已經是全國最耀眼的觀光名勝地，其優越的人文自然條件，可說是一個集寵愛

於一身的發展中城市。過去多年，淡水的城市規劃轉移到土地及商業發展，觀光人次也

被地方政府視為重要的施政績效。淡水的文化保存推動無法避免地必須面對這些外在壓

力，這次政府「申登世界文化遺產城市」若能照過去的施政作為刺激商業及帶來人潮，

淡水各界自然是力挺不讓。若政府落實這項政策，以地方政府層級的職責，首要任務當

然就是管制城市的發展風貌以保持文化特色，以及協助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並努力去教

育市民。

「申登世界文化遺產城市」若是政府的文化國策，地方政府只是配合政策辦理，而

選擇淡水為新北市的代表城市，那就是淡水文化人的事。對視文化為產業的淡水文化人

來說，在乎的是資源的分配與效能，對在地的文化客來說，淡水能做為世界文化遺產潛

力點，是一種在地生活的尊嚴，有了明確的方向可創造自己的生活美學。這看似消極，

卻也是目前的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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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清　
瑞芳區資深文史工作者 

文資保存與社區行動－水金九礦業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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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的登錄，從 1972 年的世界遺產公約出現之後的前面一、二十年，似乎都

是專家的論述居多，在這個登錄的過程之中，也多是由各個國家行政的組織單位進行保

存、保護的工作推動，因此，初期的世界遺產登錄過程，充滿了菁英色彩。而初期由上

而下的保存作為，一直到第二個十年開始出現困擾。由世界遺產登錄的趨勢分析，可以

見到第一個十年所登錄標的多為重要的歷史性文化紀念物（historic monuments），所有

權人與管理人通常單純，常常是國家單位管理或是寺廟教堂、或是單一家族，因此在管

理的運作上並未有太大麻煩。但是第二個十年所登錄的世界遺產，則傾向以舊城鎮中心

為主，而舊城中心的保存，以及從 1992 年之後出現的文化景觀、路徑等不同類項的世

界遺產，世界遺產登錄空間範圍不斷地擴大，牽涉的所有權人也越來越多，而無論舊城

區、文化景觀或是路徑，若無法得到居民的支持，世界遺產登錄之後的保存工作將出現

非常大的困擾。

世界遺產觀念不斷修正調整，世界遺產的價值與保存成功關鍵，逐漸由專業人員的

菁英階層擴大至社區居民，尤其在世界遺產登錄後的衝擊，無論是正面或是負面，居民

都是首當其衝的一批人，世界遺產的保存也由國家單位全面主導逐漸轉移而變成管理單

位與居民的雙方對話，而且這個對話是持續且動態的，隨時因應外部或是內部的狀況而

調整改變。與居民對話在世界遺產推動與保存工作中變得非常重要，也常常成為日後保

存與管理工作成功的關鍵。本文將嘗試討論不同類型的世界遺產中，在其與居民溝通過

程中所導致的相關成效。

關鍵詞：世界遺產、居民對話、保存

王維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居民對話在世界遺產登錄及保存管理執行的幾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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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as adopted in 1972, 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he first one or two decades was dependent on exposition experts. 

Moreover , the process for listing, as well as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were 

implemented b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Hence, the 

process for World Heritage listing was very exclusive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It was 

not until the second decade that the early “top to bottom” approach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After analyzing 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we foun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nd in the listing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included mostly important 

historic monuments. The holders and administrators were exclusive purely, i.e., they 

were often national managements units, temples and churches or single families.  As 

a result, there were no serious problems in terms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However, 

in the second decade,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listing was focused on old towns.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town centers and different World Heritage sites lik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rails, which were adopted after 1992, made it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ing and criteria. More and more holders started to get involved. Regardless of how 

great the old towns, cultural landscapes or trails are, after making it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ing, there will be very difficult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reservation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rom residents.

The concepts relat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re constantly 

undergoing changes and modifications. The value as well as successful preserv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gradually extends from an elite group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o community resident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f 

being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t is the effect on the residents who 

are initially affected that is more important. Therefor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preserv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is being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state departments to 

management units and residents through communication, which is ceaseless, dynamic 

and adaptable at any time in respons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In general, 

communication with residents is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World Heritage promotion 

and preservation.  It is also a key factor for future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relevant impact resulting from communication with 

residents regarding different World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World Heritage, Resident communication, Preservation

Wang, Wei-Chou
Assistant Pr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everal Citizens Communication Models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Implementi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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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II
【場次三】

走訪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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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後，金門與馬祖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尤其在 1954 年（第一

次臺海危機）、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廣受世人的重視，可謂「冷戰中的熱區」

（Hot Zone in the Cold War）。是故，在 1949-1992 年間，金門與馬祖歷經了長時期

的軍事治理，地方社會與空間地景的軍事化十分徹底，戰地生活經驗成為軍民的一種集

體記憶。隨著 1992 年戰地政務的解除以及隨後的撤軍，多樣化的有形與無形的戰地文

化景觀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會，也是「後戰地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申請世界遺產就

是其中一個策略。

2003 年，「金門島與烈嶼」被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2009 年更為「金馬

戰地文化」。2010 年再分為「金門戰地文化」、「馬祖戰地文化」。2014 年金門申遺

主題修正為「戰地紅磚系列遺產」，2017 年擬再調整為「金門祭祖文化」金門與馬祖作

為相同歷史背景的冷戰島嶼，但受限於行政機關的分工，各自推動申請世遺計畫，形成

目標不一、步伐各異的情況，十餘年來推動效果有限。

本文旨在分析金馬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世界遺產申請之政策及其社會過程。首先，

通過地方社會的觀點，重新理解晚近 20 年來戰爭記憶的遺忘及召喚；再者，討論金馬

戰地文化景觀的類型、分布與特色；接著，以世界遺產的標準檢視金門戰地文化景觀的

價值；最後，從記憶保存、地域振興及遺產保存的視角，提出申遺的可行策略。

關鍵詞：世界遺產、冷戰、文化景觀、地域振興、金門與馬祖

江柏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戰爭記憶、文化景觀及其再現：金門、馬祖的申遺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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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1949, Quemoy（also named Kinmen） and Matsu became the front line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First Taiwan Strait Crisis” in 1954 and “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in 1958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and were domestically 

referred to as “Hot Zon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us, from 1949 to 1992, Quemoy 

and Matsu were under long-term military rule. There was thorough militarization of 

society and landscapes in these two places. As a result, the soldiers and residents had 

a shared memory of life in the battlefield. After the lifting of military rule in 1992 

and the subsequent withdrawal of troops, variou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battlefield 

cultural landscapes encountered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was an 

important issu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society”, with 

application for inclusion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as one of the strategies. 

In 2003, “ Quemoy Island/Lieyu”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of Taiwan. In 2009,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Quemoy Battlefield 

Culture.” In 2010, it was separated once again into “Quemoy Battlefield Culture” 

and “Matsu Battlefield Culture.” In 2014, Quemoy’s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 name was modified to “The Heritage Series of the Red Bricks 

Battlefield”. In 2017, there was a proposal to change it to “The Ancestor Worship 

Culture of Quemoy.” Both Quemoy and Matsu are categorized as cold-war islands with 

the sa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ut because they are und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e plan to separate applications for inclusion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as well as target and schedule are also different. As a result, the progress of their 

promotion in the past 10 years was very limited.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preservation of Quemoy and Matsu 

battlefield as cultural landscapes, along with the policies in the application for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the social process. The first process is to reevaluate the 

lack of awareness and war memory for 20 yea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society. The second is to discuss the type, distribution and features of Quemoy and 

Matsu battlefield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o use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criteria in evaluating Quemoy’s battlefield cultural landscapes. Lastly, a possible 

strategy through memory preserva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is 

proposed. 

Key words: World Heritage, Cold War, Cultural Landscap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Quemoy and Matsu

Chiang, Bo-Wei
Prof. & Director

A Study of Conservation of Memories of War, Cultural Landscapes: Analysis on 

Quemoy and Matsu’s Discourse on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122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3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4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5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6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7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8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29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0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1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2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3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4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5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6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7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8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139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場
次
三

場
次
四

「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手冊

文化景觀為世界文化資產在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新類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認為文化景觀是文化資產，同時代表著《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第一條所稱的

「人類與自然結合之作」。臺灣《文資法》則定義文化景觀為「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

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因此，文化景觀

構成、保存與維護，都必須與創造、運作和實踐文化景觀的「人」，有密切的關聯。臺

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文化景觀，雖然其主題為水利設施

景觀，但構成其景觀的主體則是仰賴灌溉的農業與農田，亦是文化資產保存上的新挑戰。

本文將以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談起，分享地方民眾在其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關鍵詞：文化景觀、文化資產、社區、保存維護

王淳熙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與「人」─從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文化

景觀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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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Landscape has become a new categ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late 20th 

century.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categorized cultural landscapes as a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represents the combined works of man and na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I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of Taiwan, a cultural landscape is defined 

as “Locations or environments formed through longtim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s, which are of val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y, aesthetics, ethnology, or anthropology.” This means that the constitution,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must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 who create, maintain and protect these cultural landscapes. 

Wushantou Reservoir and Chianan Irrigation System is a cultural landscape of 

one of 18 potential sites of World Heritage in Taiwan. Even though the theme is a 

landscape of irrigation system, the main area consists of landscape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lands, which has become new challenge on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ways to preserve and maintain cultural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local people.

Keywords :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  Community ,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Wang, Chun-Hsi
Assistant Pr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ultur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through the “People”－ Wushantou 

Reservoir and Chianan Irr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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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V
【場次四】

驚艷亞洲世界遺產風采

The Amazing Asian World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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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 Le o
澳門現代建築學會主席

澳門的歷史發展始終圍繞著內港碼頭。該港口位於半島北岸，面臨狹窄的河道支流，

它是具備戰略條件的天然良港，使得澳門在五百年前發展為轉口港城市。

在當前澳門的都市脈絡中，回歸中國之後，隨著賭場的大規模開放以及大眾旅遊的

興盛，大量湧入的遊客與消費行為使得澳門歷史城區的空間遭到破壞。

澳門現代建築學會 (Docomomo Macau) 於是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觀光業未能更妥

善地運用澳門歷史城區的原因，並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亦即規劃順應舊城區地形特性

的參觀動線，以降低破壞，在過程中也與地方社群合作，共同尋找適當的解決辦法。

文化遺產規劃策略：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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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s Inner Harbour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the ci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ince i ts beginning .  Placed along the nor th shore of the peninsula ,  facing a 

narrow branch of the river, it was a natural port with strategic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rt city entrepôt five centuries ago.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city, with the opening of more casino － operator 

licenses and the consequent phenomenon of mass － tourism in the post － handover 

period, Macau has seen the consumption of its historical centre subverting its 

historical spaces due to mass usage by visiting tourists.

Docomomo Macau has initiated a study to detect why the tourism industry doesn't 

make a better use of the historical centre, and to propose alternatives that may cure 

the centre by making the flow of visitors adapt to the morphology of the old town, 

working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looking for answers and solutions.

Arch Rui Le o,
Chair of Docomomo Macau

Heritage Planning Strategies: The historical centre of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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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部門與民間討論了關於石見銀山保存活用的方向，並整合為「石見銀山行動計

畫」。其中，對於石見銀山的保存活用，不僅是公部門所承擔之課題，也明示出由民間

與公部門一起思考、攜手合作，這種「協同運作」的必要性。另外，其所指「協同運作」，

說的不是市民要求公部門執行這種單方面的運作方式，而是市民和公部門各自為主體具

體行動。

不過，民間與公部門在全部的事業上進行「協同運作」一事，不見得會收其功效，

因此，在其中還是有各司其職的必要。

如此一來，實際上石見銀山之公部門是掌管何種職務，將在本報告中，透過石見銀

山公部門（島根縣・大田市）運作之業務，以及其所擔任之角色來進行介紹。

田原淳史
島根縣教育廳文化財課世界遺產室企劃員

石見銀山的保存管理與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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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見銀山の保全・活用については、行政及び民間で方向性を議論し、「石見銀山

行動計画」にまとめられている。その中で石見銀山の保全・活用については、行政だ

けで担える課題ではなく、民間と行政がともに考え、ともにつくるという『協働』の

必要性が示されている。また「協働」とは、市民が求め行政が担うという一方的な動

き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が主体的に行動することが基本でありことも述べられている。

ただ、民間と行政が全ての事業において「協働」することが、効果的であるとは

限らない。やはりそこには役割分担は必要である。

では、実際石見銀山において行政はどのよう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本

報告では、石見銀山において行政（島根県・大田市）が行っている事業を示しつつ、

行政が担っている役割について紹介したい。

田原淳史
島根県教育庁文化財課世界遺産室企画員

石見銀山の保存管理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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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society have discussed about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which was summarized as the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Action Pla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is not only a responsibility of the public sector, but also a brainstorming 

for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society, i.e., the necessity of 

“collaboration”.  The term “collaboration” implies the actions from all actors, not 

merely unilater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to meet the public demand.

Howeve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society does 

not guarantee effectiveness for all matters. Each party must perform its own du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usiness operated by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pulic 

sector）, and the roles it takes.

Tabara Atsushi
Planning Officer

World Heritage Sector of Shimane Prefectural Government

Conservation and Mangement of Iwami Ginzan Silver Mine and Public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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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喬治市和麻六甲市同樣是麻六甲海峽上古老的海洋貿易港埠城市。2008 年雙雙

被登錄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地。兩個地方在申請和維護文化遺產中卻表現「下而上」

和「上而下」的兩種不同的模式。下而上是指民間力量帶動政府，並協助政府在文化遺

產上的保存，監督，大眾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

檳城向來就有許多民間組織或個人推動環境保護和古蹟保存等課題，本文將敘述在

檳城喬治市申遺前，過程及入遺後非政府組織所扮演角色和成就。

 

陳耀威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負責人

NGO 對世遺保存的角色－以檳城喬治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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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rge Town, Penang and Malacca City are both historic port cities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 2008, they were lis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s world heritage sites. 

However, these two cities demonstrate different ways in preserving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One utilizes a “bottom to top” approach, while the other uses a “top to 

bottom” approach. The former believes in civil power, which propels and assists the 

government i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conservation,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with regard to culture heritage. 

In Penang, there are many 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at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In this report, 

I will discuss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roles of 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at 

were involv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listing of the city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Tan Yeow Wooi
Person in charge

Culture and Heritage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in Penang

The Role of NGOs i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Using George Town 

in Pena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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