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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館長  王維賢 

一、沿革 

地球表面有 70%為海洋所覆蓋，總面積為三億六千萬平方公里。

人類雖然生活於陸地上，但卻與海洋有著密切的關聯，海洋是人類獲

得蛋白質的重要來源，海洋是船舶無遠弗屆的藍色公路，隨著文明的

進展，人類與海洋的互動自是與日俱增。然而當我們接觸海洋時，由

於不同的時空背景及養成專業，我們對海洋的探索方式及感受意涵也

有極大的差異。對文學家而言，海洋往往是寫作素材及靈感的來源;

對十五世紀地理大發現時期的航海家們，海洋是充滿挑戰與建立功業

的疆域;對追求真象的科學家來說，海洋是最有趣的探究題材而且經

常提供令人驚異的結果。 

台灣位居亞熱帶，四面環海而多高山，有豐富的地形地貌以及

多樣的海域生態，雖擁有長達一千多公里的海岸線，但由於歷史文化

以及人為管制的影響，使多數國人對海洋的瞭解貧乏，與海洋有著相

當大的距離感。有鑑於此，行政院於 1978 年決定「國立社教機構及

縣市文化中心興建計畫」，海洋博物館成為中央應興建的三個博物館

之一;1989 年行政院同意進一步將海洋博物館擴大為兩個博物館，於

屏東車城設立海洋生物博物館，基隆八斗子則設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991 年 6 月 19 日海洋生物博物館籌備處成立，篳路藍縷的規劃建設

工作正式展開，2000 年 2 月完成「台灣水域館」開館營運，正式邁

向海洋教育與研究的無限領域，2001 年 7 月推出以熱帶珊瑚礁海域

為主題的「珊瑚王國館」，2006 年 5 月導入大量數位科技的「世界

水域館」完工，於是焉海生館的主要展示水族館大致建置完成，不僅

是推動國內海洋科學教育的重要據點，也成為國內熱門的遊憩景點之

一(圖一)。値得一提的是由於海生館籌建團隊於設計、施工、監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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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均全心投入，1999 年 2 月本館籌建工程獲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頒發「優良工程獎」;更大的榮耀則是獲得美國工程顧問協會頒發

的「美國 2001 傑出工程獎」首獎，擁有傑出的規劃設計、挑戰困難

的施作技術與充分掌控優良工程品質的海生館工程，在兩千多件參賽

作品中脫穎而出，是對海生館的鼓勵與肯定，亦是國人共享的殊榮，

更為國內公共工程品質立下了新的里程碑。 

 

二、主題展示館 

海生館成立的宗旨在累積及傳遞豐富的海洋知識給台灣的民

眾，乃至全世界。由於館址位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一般來館的遊

客多半是抱著休閒旅遊的心情，因此館內的展示方式不宜擺出太過於

「說教」的模式，最好是賞心悅目、簡單易懂，使入館參訪遊客輕鬆、

愉快、自然地汲取海洋知識。如何達到賞心悅目的的展示效果呢?館

方的做法是「重現自然生態」。繽紛的海洋世界本身即是最美的景觀，

將海洋生態完整地展示，即可收賞心悅目之效，進而達到傳遞海洋知

識的目標。 

遊客初入館參訪時，第一個強烈的印象是迎面而來的鯨魚廣場

(圖二)，在此與鯨魚第一次親密接觸，廣場中展示等比例的鯨魚模

型，有大翅鯨偕幼鯨躍出水面，抹香鯨露頭噴水換氣，遊客可在此戲

水消暑，感受鯨類的龐大身軀和沁涼的水意。穿過鯨魚廣場，進入挑

高 21 公尺的展示館大廳，開闊的空間及全採光的落地窗設計，上方

懸吊著精美的虎鯨、海豚、魟魚、、、等模型，蘊含引領遊客進入海

洋的意涵與氛圍。 

循動線引導來到台灣水域館，自入口處的谷關龍谷瀑布為起

點，以一滴水由高山溪流開始旅行的故事為藍本，流經河段中游，訴

說河邊溪旁、水庫深淵的陸地水域環境，最終來到河口感潮帶流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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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完成一滴水的精采旅程。爲闡釋台灣四周海洋環境的多樣風貌，

館方以深具巧思的展示設計充分表達各海域之特點。西部海岸以牡蠣

養殖區為展示主題，台灣西部海岸北起新竹南迄屏東大鵬灣，牡蠣養

殖隨處可見，牡蠣架下方成為許多海洋生物的庇護所，形成獨特的生

態環境。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屬熱帶區域，沿岸盡是有〝海中熱帶

雨林〞之稱的珊瑚礁，館方將墾丁國家公園的龍坑生態保護區內的珊

瑚礁景緻重現於展缸，逼真的造景，悠遊於其中色彩繽紛的珊瑚礁魚

類，加上巧妙的人工造浪裝置，使遊客有如親臨現場。繞過南台灣即

來到濱臨太平洋的東海岸，館內以配備寬 16 公尺，高 4.5 公尺視窗，

水量 100 萬加侖的大洋池來傳達太平洋遼闊壯麗的意象(圖三)，缸內

展示魚種則以東海岸的洄游魚類為主，全世界最大的魚類—鯨鯊則為

此展示區的明星。〝推開玻璃門〞--詩人余光中的大作鑲嵌在台灣水

域館的出口牆面上，〝海藻的草原，水族的牧場，水下的風景無窮無

盡、、、〞，洗鍊的字句將海底情境傳神表達，搭配通道上方圓形視

窗所投射下來的游魚光影，遊客彷彿進入了詩人所描述的場景與心境

--〝浪花的玻璃門一推就開了，向陸地請個假吧，下來啊，來海底〞。 

遊罷台灣水域館，來到第二展示館—珊瑚王國館。以瑰麗的活

珊瑚和游魚作為入口展示，繞著巨大圓柱型水槽緩步下潛，81 公尺

長的海底隧道之旅自此展開(圖四)，穿梭於 150 萬加侖水量的巨型人

造海洋中，讓遊客親臨絢爛的珊瑚世界。其間走過模擬水下調查研究

的「水下工作站」，實地感受於工作站裡的生活，經過魚群漫游的礁

岩峽洞，海底沉船漸入眼底，最後來到 100 萬加侖水量的「海獸池」，

在這個池子裡住著最聰明活潑的海中精靈—白鯨，當置身於透明隧道

時，可以看見這些頑皮的動物悠游於你的身邊，與你做近距離的接

觸。透過展區用心規劃的互動性與平面解說，可以從中學習到海洋哺

乳類是如何進食、呼吸、游泳、育幼、保暖、潛水技能等相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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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比較海洋哺乳類動物與人類之間的異同。 

世界水域館屬於海生館的第二期工程，在珊瑚王國館開館五年

後竣工，展示巨藻森林、古海洋、深海、極地海洋四大主題，世界水

域館的加入營運，使海生館的展示內容更臻豐富。透過先進數位科技

的整合，世界水域館跳脫傳統水族館的侷限，採用虛擬實境的先進技

術，以三度空間影音科技，建構跨越時空的海洋生物景觀，並配合電

子數位化的呈像方式，整合生態模擬、景觀重現及科學教育的功能。

這是台灣首座撼動感官的數位水族館，引領參觀者穿越時空，揭開古

海洋的神秘面紗;潛入深海，在黑暗、高壓和寒冷的環境下發現生命

頑強的韌性與適應能力;探訪極地海洋，在這低於冰點的環境中，仍

孕育著大量的浮游生物，以及食物鏈頂端的巨鯨、北極熊等令人著迷

的奇妙生物。除了古海洋、深海、極地海洋等數位展示外，最吸引訪

客目光的就屬巨大的海藻森林水槽了，長寬各 10 公尺、厚度達 60 公

分的巨型壓克力視窗內展示著生長力旺盛的巨大海藻(圖五)，形成遮

蔭海床的天蓬，提供了各種魚類和無脊椎動物棲息繁殖的場所，陽光

由上方直瀉而下，這是一幕絢爛又美麗的生態景觀，讓人為之驚嘆。 

 

三、跨界合作—BOT 

BOT (Built, Operate, Transfer)的概念，源自於土耳其。1984

年土耳其因國內公共建設之需求龐大，但又苦於政府預算不足，於是

土耳其總理提出 BOT 的政策，引進民間資金來參與公共建設，並經營

若干年限後，再回歸國家所有，這項做法確實在當時為土耳其的公共

建設需求找到一條出路。自 1996 年起，由於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台

灣也面臨政府財政吃緊，公共建設投資捉襟見肘，加以政府又開始精

簡人事的政策，經費與人力的同步縮減，促使當時的海生館籌備處必

須思索長遠經營發展的可行之道。台灣經過數十年經濟發展，民間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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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了龐大的資金與人才，如果能結合民間的資源共同建設與經營海生

館，既可解決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經費窘迫的的處境，又可節省長期經

營所需的人力、物力，達成推動並普及海洋科學教育的任務;對民眾

而言可參觀一所兼具教育性與高服務品質之企業化經營的博物館;對

民間企業而言增加了一項投資標的，可因經營博物館而獲利，蓬勃經

濟活動。綜上所述，如能順利推動海生館 BOT 案，應可達到政府、民

眾及企業三贏的目標。 

民間企業參與國立博物館的經營，在台灣是無前例可循，因此海

生館的 BOT 案格外引人關注，博物館及管理學界均曾對此案例多所探

究。海生館的主要工作包括標本典藏、展示、研究、科學教育推廣、

保育類水生生物救援及收容等。由於民間企業在人力特性上有所侷

限，且基本上係以獲利為經營導向，故標本典藏、研究、科教、生物

救援等科學專業屬性強且營利性質較低的工作由公部門負責，而民眾

購票入館參觀的水族展示場館則交由民間企業經營，故海生館 BOT 案

中，合作廠商海景公司除須投資興建第三館(世界水域館)外，營運部

份只負責遊客參訪的水族展館，包括行銷票務、導覽、清潔、維護、

展示生物照護等。此分工營運模式的優點是民間企業可充分發揮其所

擅長的行銷、成本管控、彈性的人力配置等，將博物館累積的知識透

過高品質的服務推廣給社會大眾;而公部門則專注於研發、科教等核

心工作，並將各項成果轉化為展場素材，使遊客能享受更豐富的展

示，提昇博物館的聲譽。 

 

四、結語 

繽紛的海洋世界就在海生館，開館 8年來吸引入館遊客已達 1600

萬人，對國人的海洋教育有相當具體貢獻。面對當前全球化競爭以及

政府資源挹注不足的情形下，公立機關屬性的海生館以開放的態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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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策略來突破困境，在經營上與民間合作，以專業分工來提升績

效，在研發上與國內外學術機構結盟以擴大能量，多項舉措在台灣博

物館界尚屬開創性做法，一切努力的目標是讓已擁有國際聲譽的海生

館能與日俱進，永續經營，永遠是國人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