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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摘要／紀錄 

「臺北機廠都更案」，黃立品先生分享： 

一、 臺北機廠簡介： 

1. 臺北機廠位於信義區，松山高中、京華城、松山菸廠之間。日治

時代建造，被稱為「東洋第一鐵道工廠」，一直以來負責火車零

件的製造與維修工作，故有「火車醫院」之稱。熟悉此處者亦稱

其為「北廠」。 

2. 在 1990 年代被指定為三級古蹟，但因從未開放而與附近居民生

活沒有連結與共鳴。而台鐵為解決龐大的財務問題，欲將臺北機

廠從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而遭到文史工作者與鐵道愛好者的反

對，進而逐漸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與參與。 

3. 台鐵若欲變更地目，需回饋臺北市政府部分土地，民間希望臺北

機廠能轉型成為鐵道博物館，但台鐵不願負責博物館的維護、整

修、展演等工作，並且希望能直接賣出土地以解決財務問題。 

4. 一共開過四次公聽會，但意見反映仍然無效，最終決議變更地

目。55%土地回饋給臺北市政府，作為鐵道博物館展演之用，其

餘做為飯店、百貨公司等商業用途。但仍需再送內政部都市計畫

審定。 

5. 目前舉辦臺北鐵道文化節，開放區域與未來規劃開放區域大致相

同。鐵道文化節結束後，即關閉廠區，不再開放進入參觀。 

 

二、 民間努力方向與目標： 

1. 可借鑑他國經驗： 

（1） 英國約克、澳洲昆士蘭 



（2） 能提供些許維修功能與零件生產，成為活的鐵道博物館。 

（3） 提供與相關專業學校學生合作，讓人員、技術與經驗可以

永續傳承、永續經營。 

2. 市民的努力：對居民進行導覽，讓在地居民與臺北機廠產生連

結，讓社區一起關心開發所造成的改變，並進行導覽員的培訓。 

3. 目標：成立「活的鐵道博物館」，使文史資產活化，朝向最少商

業用途，最大綠色保存，獲得最大效益的方向進行。並希望在轉

型過程中能納入在地社區與台鐵員工的參與，同時促成由中央協

調各部會，使台鐵能開放辦理導覽，讓民眾進廠參觀。 

 

三、 問題與討論： 

Q（蕭玉琴師）：請問辦過幾次公聽會？ 

Ａ：文資審議會一次、文化部二次、都市計畫變更委員會二次，共五次。

居民意見多希望能有多一點綠地，對交通不造成衝擊。非居民則希望能全

區保存，並強調文史價值。台鐵的立場則是希望解決財務問題。但民間在

公聽會上所表達的意見幾乎沒有被實現。 

 

Ｑ（蔡雨汝師）：若帶學生參訪鐵道文化節是否有導覽？ 

Ａ：現場有導覽人員，可先預約。「臺北機廠守護聯盟」另有不定期導覽，

亦可先連絡預約。 

 

Ｑ（盛素卿師）：臺北機廠屬於國有土地，為何不由中央政府接管？ 

Ａ：都市計畫變更是地方自治範圍。中央（文化部、交通部）並不重視臺

北機廠的問題，反而更重視台鐵財務問題。容積移轉問題各層級不重視，

冷處理。 

 

Ｑ（盛素卿師）：中央政府是否有經費或單位去維護古蹟？ 

Ａ（蔡雨汝師）：由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古蹟，多數地方政府沒有經費，或

是漠不關心。 

 

Ｑ（盛素卿師）：是否有聽說臺北市長候選人對於臺北機廠的政見？ 

Ａ：柯文哲承諾全區保存；連勝文表示尊重都市計畫委員會決定。 

 

Ｑ（盛素卿師）：守護聯盟的成員是什麼樣的人？有無歷史學家或博物館

學專家在其中？是否有估計全區保存的花費？估計後才有辦法比較與商

業開發的成本，並去爭取設立博物館。 



Ａ：守護聯盟屬於志願組織，組織鬆散，成員中也無歷史學家或博物館專

家，不同專業觀點不同，也可能發生不同的意見衝突。目前沒有估計過全

區保存可能的維修花費，都市計畫送審的 35 億並非精確數字，完全沒有

進行估計。 

 

Ｑ（洪鼎堯師）：活的博物館如何永續經營？。年輕人習慣沒有歷史，如

何感動他們？如何告訴學生，臺北機廠都更造成了社會的損失？ 

Ａ：最好的方式由台鐵主導，但台鐵並不熱衷關心這件事情，人員的傳承

可以找學生與學校一起合作。３１８學運後年輕人願意發聲、關心社會上

的大小議題。臺北機廠是獨一無二，但是商業用途的大樓比比皆是，以此

說服臺北機廠保存的價值大於商業開發。 

 

Ｑ（洪鼎堯師）：變更地目的過程聽起來像是由主事者主導，下面的制度

與組織是否能起關鍵作用？ 

Ａ：主事者通常與委員溝通好，雖然與文資審議會意見不同，但文資審議

會不會進行反駁，人治色彩很重。 

 

Ｑ（羅丹伶師）：日本有可以借鑑的鐵道博物館，也有人員來台灣參訪，

只是單純參觀，或者有與台鐵進行交流？ 

Ａ：有進行交流，但是台鐵認為台灣實行有困難。 

 

Ｑ（盛素卿師）：附近居民希不希望開發？ 

Ａ：附近居民不希望開發（大巨蛋已經對附近交通造成影響），七八成都

不支持高度開發，尤其台北市居民不需要再開發來創造就業機會，而希望

提高住家附近的生活品質，所以需要努力建立居民與北廠的連結，有社區

營造的文史經營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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