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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6099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志偉等 17 人，鑑於現行古蹟與歷史建築仍有四成

未有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且過去數年仍有進入審查程序之

暫定古蹟或歷史建築受災。爰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

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本年度全球世界文化遺產多有受到嚴重之火警毀損，如四月巴黎聖母院屋頂全毀、十月首

里城基地內多處宮殿燒毀，顯示出古蹟與歷史建築之防災與緊急應變工作亟需專業評估、

個別檢討，因此建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條文，將古蹟及歷史建築之防災計畫自

維管計畫中獨立，並納入專業防災因子與策略之擬定與策定。 

二、歷史建築過去並無成文列入「文化資產保存法」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之管理，因此納入本

法相關條文之管理範疇中，以符本法之精神。 

三、過去有數起文資相關火警與破壞乃發生於文資審議期間，因此將暫定古蹟與暫定歷史建築

納入需擬定維管計畫與防災計畫之範疇，以免遭受破壞與火警之情形不斷發生。 

 

提案人：何志偉   

連署人：羅致政  黃國書  陳素月  趙天麟  洪申翰  

湯蕙禎  游毓蘭  何欣純  張其祿  劉世芳  

陳秀寳  江永昌  許智傑  鍾佳濱  林淑芬  

林思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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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進入第十七條至第

十九條所稱之審議程序者，

為暫定古蹟、暫定歷史建築

。 

未進入前項審議程序前

，遇有緊急情況時，主管機

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歷史

建築，並通知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 

暫定古蹟、暫定歷史建

築於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

歷史建築，應予以管理維護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依第二十三條應擬具相關計

畫；其審議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主

管機關應於期限內完成審議

，期滿失其暫定古蹟之效力

。 

建造物經列為暫定古蹟

、暫定歷史建築，致權利人

之財產受有損失者，主管機

關應給與合理補償；其補償

金額以協議定之。 

第二項暫定古蹟、歷史

建築之條件及應踐行程序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十條 進入第十七條至第

十九條所稱之審議程序者，

為暫定古蹟。 

未進入前項審議程序前

，遇有緊急情況時，主管機

關得逕列為暫定古蹟或歷史

建築，並通知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 

暫定古蹟或歷史建築於

審議期間內視同古蹟，應予

以管理維護；其審議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一次。主管機關應於期限內

完成審議，期滿失其暫定古

蹟之效力。 

建造物經列為暫定古蹟

，致權利人之財產受有損失

者，主管機關應給與合理補

償；其補償金額以協議定之

。 

第二項暫定古蹟之條件

及應踐行程序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目前認

定古蹟與歷史建築的火警或

災害案件，是以具有法定文

資身分作為認定基礎。實務

上在審議期間應有暫定古蹟

身分，但對於所有人、使用

人、管理人應於暫定期間負

防災與應變之責任缺乏明文

規定。經查 2019 年麻豆謝

家古宅、南郭郡守官舍，以

及 2018 年東港共和新村、

苑裡菜市場等都在審議前或

認定前發生火警，本法卻無

從約束，故擬具相關條文修

正。 

二、歷史建築之審議期間同有

致災問題，暫定期間之資格

本法過去未列入，故列入之

並進行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古蹟、歷史建築

之管理維護，指下列事項： 

一、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二、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 

三、防盜、保險。 

四、防災計畫之訂定及執行

。 

五、緊急應變計畫之訂定。 

六、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第二十三條 古蹟之管理維護

，指下列事項： 

一、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二、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 

三、防盜、防災、保險。 

四、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五、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古蹟於指定後，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

一、鑑於本年度巴黎聖母院火

警、沖繩首里城火警接連發

生，可見文化資產損失之不

可回復性過強、恢復成本過

高、修復技藝凋零，策略上

應當改為以防災為本，並針

對不同之標的物進行個案處

理。綜上述，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將古

蹟管理維護之防災事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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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歷史建築於指定

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應訂定管理維護計畫，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古蹟、歷史建築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擬定管理

維護計畫有困難時，主管機

關應主動協助擬定。 

第一項管理維護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所指涉之防災計

畫之內容，應針對標的物之

古蹟、歷史建築可能之各式

災害進行個案風險管控，並

提具具體防範策略，具體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理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

困難時，主管機關應主動協

助擬定。 

第一項管理維護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增列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將防災計畫之訂定及

執行，列入古蹟管理維護必

要之事項。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之款次依序遞延，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防災計畫之內容包含但不

侷限於火災，標的物也不僅

止於建築物，需周詳考量所

有可能之致災因子進行妥善

處理，故明文定之。 

四、歷史建築之審議期間同有

致災問題，暫定期間之資格

本法過去未列入，故列入之

並進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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