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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的支持與指導下，蘭陽博物館獲文化部博物館事

業推展計畫補助，2019年 10月以淇武蘭遺址作為首檔赴日特展，因該遺

址的重點特色是宜蘭史前文化金屬器時代的代表性遺址，遺址連結文獻中

的噶瑪蘭族，其族人現今依舊可尋，而考古文物的出土，連結蘭陽帄原的

歷史、噶瑪蘭的族群與現代社會，在台灣原住民族中，堪稱難得。展覽的

地點是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位於日本南九州的宮崎縣西都市，是

國際極富盛名的專業考古博物館。西都市與本縣羅東鎮 2018年締結姊妹

市，透過國際交流展可行銷臺灣與宜蘭並促成考古學展示及教育跨國共學

合作。 

    本計畫分 3梯次出國，此案為第 3梯次，主要進行撤展點交與文物復

運押運等國際交流展必要工作事項。本出國報告係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游

貞華助理研究員於 2019年 12月 4日至同年 12月 13日期間赴日本西都原

考古博物館辦理「台灣〃宜蘭〃淇武蘭遺址～海路匯流處特展」執行卸

展點交與文物復運之工作報告。本報告可做為本館及台灣其他館舍國際交

流展卸展點交與文物復運之參考。綜合本報告重點結論，本次卸展點交與

文物復運經驗，大大提升人員卸展、海關館驗、文物點交包裝及文物寄存

機場裝盤作業等專業能力。應持續與國外博物館的展示交流合作，達到資

源整合與共享，並可國際行銷臺灣與宜蘭縣推動文化觀光，提高國際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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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游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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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 

日期 行程 

12/4(三) 

人員出發(臺灣→宮崎機場) 

航班時間(14:10-17:10)  

12/5(四) 鐵器現況確認與修復報告書討論 

12/6(五) 撤展前準備工作 1  

12/7(六) 撤展前準備工作 2  

12/8(日) 文物展場數量、位置確認及接受媒體訪問 

12/9(一) 文物撤展 

12/10(二) 文物稅關檢查(館驗)、文物點交及包裝 1 

12/11(三) 文物點交及包裝 2 

12/12(四) 

日本國內文物運送(西都市→福岡) 

1、西都市到福岡機場車程約 4.5 小時(9:00-13:30) 

2、辦理文物寄存機場裝盤作業約 3 小時(13:30-16:30)  

12/13(五) 文物運送返程 (福岡機場→臺灣航班時間 10:55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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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目的與重點 

一、目的 

    蘭陽博物館創館宗旨以建構「宜蘭是一座博物館」為目標，致力整合

各項研究資源、推動博物館教育、結合博物館家族，透過縣民參與，共同

維護、保存宜蘭境內豐美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等。因此，大家可以在宜蘭各

個環境和空間感受到博物館的氛圍、居民具備在地文化光榮感、文物受到

妥善的照顧與活化以及友善帄權的設施與服務。並營造整個宜蘭尌是一個

「宜學」、「宜居」、「宜遊」文化學習的場域。惟國際交流業務執行能

量尚顯不足，亟需提升與精進。 

    以淇武蘭遺址作為本館首檔赴日特展，希望藉由該遺址多年來發掘的

資料以及各領域相關研究，與日方協力展出該遺址物種多樣性環境及先人

們生業行為，從淇武蘭遺址出土豐富的考古資料顯示:噶瑪蘭族與外來者有

積極的交流行為。因日本跟臺灣同樣都是島嶼國家，從島外獲得有利的技

術與資訊，形成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為其共通點。展覽核心主軸由「交流」

切入並從文化、歷史等方面進行思考。展場亦同步展出日本同時期文物，

從淇武蘭遺址保有自身獨特的地域性文化角度提出臺灣觀點。並向日本大

眾介紹宜蘭豐沛的史前文化與多年的考古工作研究成果。 

    再者，擇定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為合作對象，西都原考古博物

館自 2004年開館以來，一直透過與韓國和臺灣學術交流舉辦介紹兩國文化

的展覽。該館位於西都市，西都市與宜蘭縣羅東鎮於 2017年簽訂城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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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2018年締結姊妹市盟約，為促進城市交流，該市還特別編列預算補

助西都市觀光協會召募市民至宜蘭縣觀光，每人補助 3萬日幣。博物館在

面對全球化腳步下，必頇以更開放的態度及積極的腳步，進行策略聯盟，

以有效整合資源。臺灣與日本因地理環境、歷史淵源的關係，在文化方面

有許多相通處。透過交流展借重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在典藏管理與保存修護

技術、展場設計規劃的豐富經驗，為本館挹注新的思維。 

二、重點 

    本計畫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的支持與指導下，蘭陽博物館獲文化部博

物館事業推展計畫補助，期程為 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20日止。複審委

員稱許本展以縣市立博物館為核心，連結文化局與考古工作室共同策展，

實屬不易，值得肯定。本計畫分 3梯次出國，此案為第 3梯次，赴日本西

都原考古博物館辦理「台灣〃宜蘭〃淇武蘭遺址～海路匯流處特展」，進

行卸展點交與文物復運等國際交流展必要工作事項。 

    淇武蘭遺址為本次展覽的主軸，是台灣代表遺址之一。根據迄今為止

的調查，除了數十萬件以上的陶器和瓷器外，也出土通常難以保留但狀況

良好的木製品和鐵製品。其重要性不僅限於文物的類型和數量，而是這裡

還保有少數的台灣原住民噶瑪蘭族人及現代逐漸式微的噶瑪蘭族的傳統文

化。唯一比較遺憾的是，淇武蘭遺址有許多木質出土遺物，因為顧及遺物

安全本次國際交流展無法展出。此外，從發掘出的文物可以發現:台灣是海

上航線的交匯點，同時也曾被時代的浪潮所左右。本次展覽以空運取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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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希望將進一步深化宜蘭與宮崎縣，台灣與日本的交流，並期望為雙方

觀光與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宮崎縣與宜蘭縣有著背山臨海的相似地理環境，且均為國家史前文化

保存的重要區域，這特展除了是國際交流展外，也是淇武蘭考古出土文物

首次出國展覽及鐵器文物首次國際修復合作，向日本大眾介紹宜蘭豐沛的

史前文化與多年的考古工作研究成果深具意義。以下以表格呈現全案的成

果評估指標，並整理二館合作歷程一覽表，從歷程可得知交流展的工作項

目及時間軸線，也可作為後續辦理之參考。 

 

成果評估指標（含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 

效益 

實際 

效益 

說明 

國際交流展 參觀人次 15,000  18,212  參觀人數達 18,212 人 

國際交流展教育

推廣 

參加人次 3,000  43,578  噶瑪蘭服飾試穿體驗 55天(地點:日本)  

1,520人。 

 

與古墳時代相會微展 1檔(地點:台灣) 

41,910人。  

 

包含講座及工作坊等教育推廣人數達

43,578人。 

日文版特展圖錄 出版 1  1  日文圖錄 1本(77頁) 

專題講座 辦理場次 1  2  3/11邀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東憲章學藝

員來台講座。 

10/26 安排陳有貝教授及邱水金老師赴

日講座。 

工作坊 場次 0 1  10/20安排本館環境教育老師徐唯恩赴日

辦理金鯉魚 DIY 工作坊教學。 

展覽協議書 合約數 1  2  除中日版本展覽協約書外，另與文化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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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中日版本三方合作備忘錄。 

國際交流展策展

標準作業流程 

文件 1 5 完成 5個國際交流展策展 SOP 

1. 內部管控 

2. 外部管控 

3. 運輸 

4. 押運 

5. 國外布展 

教材研發 案 0 1 認識噶瑪蘭族教案設計及噶瑪蘭文化教

具箱 

保存處理修復 案 0 1  鐵器保存處理修復案(修復完成 13 件) 

期刊發表 案 0 1 發表期刊名稱〆蘭陽博物 110期

(2019.11) 

合作研究案 案 0 1 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學藝員堀田 孝博 

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學藝員加藤 徹 

蘭陽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游貞華 

2020年 1月共同發表「南九州と海の路-

海を渡ってきた陶磁器」(中譯:「南九州

與海上航路」─渡海而來的陶瓷器)文章 

合作交流單位 個 1 5  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 

日本宮崎縣埋藏文化財中心 

日本宮崎市教育委員會 

日本都城市教育委員會 

日本延岡市教育委員會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與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合作歷程一覽表     

日期 內容 日方人員 臺灣人員 

2018.7.5 雙方簽訂「2019國際交流展『發

現宜蘭〆淇武蘭遺址』」合作備

忘錄(蘭博、西都原考古博) 

大山江里子館長 

東憲章學藝員 

陳碧琳館長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8.10.23 文化部同意補助「2019 國際交流

展『發現宜蘭〆淇武蘭遺址』」

計畫經費新臺幣 170 萬元整。 

  

2018.12.03-12.04 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檢視淇武蘭

文物狀況(事前調查) 

東憲章學藝員 

加藤徹學藝員 

留野優兵學藝員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3.11 ALL ABOUT 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

考古博物館～理念・營運・展示

東憲章學藝員 陳碧琳館長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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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通用設計～專題講

座 

2019.04.01 雙方簽訂「台灣 宜蘭 淇武蘭遺

址～海路匯流處」協約書（蘭博、

西都原考古博) 

谷口武範館長 陳碧琳館長 

 

2019.04.01 三方簽訂淇武蘭遺址鐵器保存合

作備忘錄(文化局、蘭博、西都原

考古博) 

谷口武範館長 宋隆全局長 

陳碧琳館長 

2019.04.25 召開「『台灣〄宜蘭〄淇武蘭遺

址～海路匯流處』特展」出借考

古遺址出土物審查會議 

 3位文資委員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文資科等 

蘭陽博物館 

2019.06.03 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點交文物 加藤徹學藝員 文化局文資科 

邱秀蘭組長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6.04 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點交文物並

押運回館 

加藤徹學藝員 文化局文資科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6.05 台灣海關館驗，運至桃園機場 

機邊放行 

加藤徹學藝員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6.06 文物押運、出關 加藤徹學藝員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6.07~06.15 討論文物保存處理案 

日本海關館驗 

文物開箱檢查 

文物狀況點交 

鐵器現況檢視 

展覽架構、內容細部確認 

討論展覽及開幕式細節 

西都原考古博 

多名學藝員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07.18~07.19 日方根據淇武蘭遺址出土鐵器之

保存處理備忘錄，邀請宜蘭縣政

府文化局遺址監管員簡淑慧檢查

並確認鐵器保存處理狀態 

西都原考古博 

多名學藝員 

簡淑慧遺址監管員 

2019.09.26~10.5 佈展 西都原考古博 

多名學藝員 

文資科張惠如科長 

陳碧琳館長 

邱秀蘭組長 

彭仁怡研究助理 

2019.10.4 開幕式及預展會 

 

西都市 

押川修一郎市長 

谷口武範館長 

30位日方貴賓 

文資科張惠如科長 

陳碧琳館長 

邱秀蘭組長 

彭仁怡研究助理 



10 

2019.10.20 古代的飾物~製作台灣的「魚形金

屬編織品」工作坊 

田中敏雄學藝員 徐唯恩環教老師 

2019.10.26 專題講座 

 

谷口武範館長 

 

陳有貝教授 

邱水金老師 

2019.12.4~12.13 卸展前文物狀況確認、文物卸

展、文物點交及包裝、日本海關

檢查、出關及裝盤作業 

西都原考古博 

多名學藝員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2019.12.13~12.18 押運文物回台、機邊放行、台灣

海關檢查、文物三方點交確認 

谷口武範館長 

加藤徹學藝員 

文化局文資科 

游貞華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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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 海關查驗:因事先雙方已完成確認展品進出口相關文件申報，因此

日方海關點驗作業順利。本梯次日方海關館驗採取全驗，有 3位海關人

員到場，為查驗方便一早已將所有文物放置標本箱整齊排好，並逐件讓

海關人員確認，此 3位海關人員與 6月來館查驗非同批人員，日方研究

人員先說明此次文物品項並報告因鐵器經過保存處理，現況與文物清冊

略有不同。海關人員確認文物清單後逐一比對，點驗完成後發給通關所

需文件。因包裝所需時間約 1.5天，雙方研究人員討論後決定以編號、

物件大小為主要順序，鐵器因環境敏感度較高，選擇最後處理。因此先

將鐵器送回鐵器典藏庫保存，再三確認其溫溼度狀況，讓文物在安全空

間存置。從館驗處理程序標準有條不紊且嚴謹，看得出日方研究人員有

極豐富經驗與專業，值得台灣方學習。 

二、 點交核對文物:卸展主要作業由西都原博物館負責，蘭博角色為監

督與紀錄。首先由日方研究員 2人一組進行拆卸作業，並將小件文物放

入原標號的標本袋中，因標本袋上有圖示，卸展人員會拿出文物清冊上

標明展示位置再確認後將文物逐件移入暫存庫房，待海關點驗完成後，

即進行文物點交歸還事宜。台日雙方研究員針對所有展品一一進行核對

及記錄，確保展品完好無缺。點交時需仔細確認文物狀況，是否符合文

物點交狀況報告書的記載，確認無誤後，雙方於藏品點交狀況報告冊上

簽章，以示負責。因 13件鐵器因保存處理過程，產生許多鐵渣及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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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亦清楚標明原編號，一併點交帶回。 

三、 包裝: 透過經驗豐厚的國際運輸包裝公司:日本通運公司(日本各

大博物館的文物包裝運輸幾乎都是委託該公司)，協助復運展品包裝、

運輸。為避免文物於運輸過程中損壞，文物包裝採單件包裝，文物使用

無酸包裝材料細膩且穩固的包裹，避免膠帶的殘膠傷害文物，所有內包

裝都不可使用膠帶，而是利用無酸材料進行綑綁。內包裝完成後，小件

類型相同文物裝入切割好空間的保麗龍(直接使用台灣押運來的原包

裝)，保麗龍或大型文物裝的紙箱內亦適時填充無酸材料，增加穩定性，

當 1箱或 1盒完成後，確認箱外標註內容物編號、擺放方向、開啟方向

及箱號等資訊是否正確，最後步驟，所有物件放入 4大箱紙箱後，再移

入內側裝設緩衝材及防水層的原裝木箱，接合處貼上封條及數處帄行裝

置防傾斜測試儀。包裝過程有小插曲，保存處理過程所產生的 13包鐵

粉是否應隨同文物箱運輸?因考量進出口時報關數量與重量均已照會雙

方的海關，若新增此項目恐需要說明及另外申請。因此決議由撤展人員

攜帶回國。 

四、 金屬器包裝和運輸過程均採用 RP劑搭配真空包裝的方式，減少運

送過程中環境變化對文物產生的影響。因該館有豐富鐵器收藏，也經常

接受日本文化廳委託修復鐵器，館內備有全套包裝鐵器的包裝材、RP

劑及封裝設備保護鐵器安全，均以符合海外運輸相關規定為之，此學習

有助於累積本館研究人員包裝文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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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觀人數超乎預期，開館 55天有高達 18,212人參觀此特展，因該

館人數計算是以電腦感測的人數記數設備所得知，正確性極高。與現場

人員討論帄日觀眾以長者居多，假日以家庭觀眾為主，也有特別遠從東

京搭飛機來宮崎觀展的考古專業人士。普遍日本觀眾都會想了解宜蘭在

哪裡?現場有台灣地圖清楚標明宜蘭的位置，因事先已設定觀眾可能詢

問的事項，當觀眾有疑問時，現場服務人員可即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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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文化保存與交流的最大意義尌是被看見，被尊重。本次交流唯一可

惜的部分:原先設計的體驗傳統服飾活動，希望鼓勵觀眾走入淇武

蘭文化生活中，瞬間拉近日本參訪者與台灣淇武蘭文化的時間與空

間的距離。搭配背景陳設，邀請日本觀眾穿上噶瑪蘭傳統服飾、背

袋後拍照留念，紀錄與淇武蘭文化相遇的時刻，同時可以藉由影像

保存，延長對淇武蘭文化的記憶，類似這樣的服飾體驗活動，在蘭

博深受觀眾的喜愛，也是造成排隊的誘因，惟日本人的民族性與台

灣不同，許多觀眾會駐足觀看但並不會主動體驗，因此，體驗人數

少於預期，帄日僅 20人試戴頭飾，假日約 50人體驗，尤其體驗整

套服飾及配件的人更少，原因是本館準備的全套服飾，雖有完整配

戴說明及圖片輔佐，但日本人擔心無法正確穿戴會麻煩他人，因此

僅觀看並不試戴，甚為可惜。這引發我們的思考，下次展覽應該設

計更具互動性的體驗活動，才能貼近觀眾的需求。 

二、 在地球資源逐漸匱乏的現在，運用「re-use、recycle、redesign」

的理念，將展品以創新、智慧、經濟的展覽型態呈現，提供博物館

經營方式與系統的另一種選項與可能性。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的展櫃

全是可重複利用的展櫃，減少資源的浪費並在展示時小心使用且妥

善保養，以減少硬體資源耗損與修復的經費，達到經費利用的最大

值，除非特殊情況，否則多是利用現有的展櫃去配合展出文物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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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西都原博物館亦備有許多佈展所需小道具，例如:小型壓克力

方塊、小型壓克力三角形塊、各式立座與斜板等，有了各式輔助物

能讓文物展示更加立體，而這些小道具也具重複使用性，這些對於

物件的愛惜與再利用模式可解決地方博物館經費不足的困境與侷

限，值得效法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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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照片） 

  

卸展中，禁止觀眾進入  卸展文物箱均有照片方便歸位 

  

文物箱均有照片方便歸位 佈卸展用小工具車 

  

各式展示工具 各式展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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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員小心拿取文物 學藝員小心拿取文物 

  

學藝員與修復員共同卸展 學藝員指導包裝公司協助文物卸展 

  

日通運輸包裝人員協助卸展 重新切割保存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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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搬運用推車 均有無酸紙保護 收貣展示布需再三確認是否有遺漏 

  

展品清空後才卸展板 展櫃內的燈光可調整位置 

  

學藝員小心拿取文物 學藝員確認標本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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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有清楚標示文物位置 學藝員 2人一組工作 

  

學藝員及鐵器修復員 2人一組工作 學藝員及鐵器修復員 2人一組工作 

 

 

展櫃有除濕盒 卸展時，文物箱在旁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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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藝員們都一貣幫忙 卸展文物需放回文物箱 

  

日本海關館驗，數量及文物全驗 博物館有整套封存 RP設備 

  

脫氧藥劑 RP內容物 

  

RP外包裝 日本博物館協助鐵器修復後鐵屑需運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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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包裝 學藝員測量鐵器高度 

  

小心包裝 文物狀況紀錄 

  

鐵器修復員正在幫其中一件鐵器藤編 學藝員在旁指導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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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包裝公司，動作緩慢細膩 專業的包裝公司，包裝時需複誦文物編號 

  

包裝作業 日本學藝員小心持拿文物 

  

正在確認最好的包裝方式 2名日本學藝員雙方確認文物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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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木箱上回台班機貼紙 包裝作業(原箱回台) 

  

博物館貼上封印 包裝作業(原 4箱回台) 

  

文物進日本文物車 文物進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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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後頇確認是否鎖妥 規定文物車司機 1.5 小時需休息 10分鐘 

  

日本福岡機場檢查 日本福岡機場 

  

日本福岡機場寄存文物 日本福岡機場寄存文物區等候裝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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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狀況無傾倒 台北關機邊放行 

 
 

日本學藝員上車確認文物狀況 文物箱台灣海關貼上封條 

  

運輸車輛側邊及後方均繫上防拆標示條 文物車內保持固定溫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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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標準作業流程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對內)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內部管控)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5.隨時辦理/業務組 
 

2. 填寫計畫書爭取

中央補助款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1.1.5年前/各組 

2.依文化部截止時間
/各組 

3.隨時辦理/業務組 

4.隨時辦理/業務組 
 

審
核
階
段 

前
置
作
業
準
備
階
段 

4.與可能借展單位討論

展品清單 

3.1 展示架構擬定 

同意 

不同意 

5.設計教育活動 

1.確認辦理交流展 
 

3.2退件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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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對外)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外部管控) 

 

7.半年前/業務組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6. 隨時辦理/業務組 

5.隨時辦理/業務組 
 

2. 展示主題討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1.1.5年前/各組 

2. 1.5年前/業務組 

3.隨時辦理/業務組 

4.隨時辦理/業務組 
 

規
劃
階
段 

實
施
階
段 

前
置
作
業
準
備
階
段 

4.展場空間及展櫃資訊

取得 

3.1 展品清單選件 

同意 

不同意 

5.討論教育活動 

6.展品現地事前調查 

1.雙方簽定合作意願書 
 

7.展示內容規劃 

3.2退件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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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運輸)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運輸)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6. 隨時辦理/業務組 

5.隨時辦理/業務組 
 

2. 提出展品清冊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1.半年前/業務組 

2. 半年前/業務組 

3.隨時辦理/業務組 

4.隨時辦理/業務組 
 

規
劃
階
段 

實
施
階
段 

前
置
作
業
準
備
階
段 

4.訂做展品專用木箱 

5.報關通關文件準備及

發函相關單位 

6. 海關館驗(備妥保險清冊) 

1.確定運輸包裝公司 

7.貼妥封條運輸啟程 

3.展品測量與包裝方式

確認 

7. 隨時辦理/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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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國外押運)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國外押運)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6. 1~2個月前/業務組 

5. 1~2個月前/業務組 
 

2. 通關押運開始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1.1~2月/業務組 

2. 1~2月/業務組 

3. 1~2個月前/業務組 

4. 1~2個月前/業務組 
 

規
劃
階
段 

實
施
階
段 

前
置
作
業
準
備
階
段 

4. 展品狀況確認紀錄點交 

5.展品攝影製作圖錄用 

6. 展示場域微環境確認 

抵達展示國 

7.押運完成 

3. 包裝卸除當地海關點驗 

7.視實際期程/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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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國外布展)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國際交流展辦理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國外布展)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5. 2~3 天前/業務組 
 

2. 展場環境再確認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1.10天前/業務組 

2. 8-9 天前/業務組 

3. 6-8 天前/業務組 

4. 3~5 天前/業務組 
 

規
劃
階
段 

前
置
作
業
準
備
階
段 

4. 展品上架與固定 

5.照明燈光調整及確認展櫃

溫溼度 

抵達外館 

3. 展場展版位置確認內容

再校對 

實
施
階
段

 

 

6. 預展及開幕式排演 

7.開幕式 

6.前一天/業務組 

7.當天/業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