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出張所保存爭議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341 

本案的爭議重點，並不完全在於這棟「嘉義市公所」建築的

存廢與否。不同於一般文化資產保存的建築類型，「嘉義市

公所」建築的「美學」，其實並不十分討喜。建於 1954 年的

這棟建築物，是戰後公共建築的典型，建築費用低，以機能

優先，造型並非獨特，且自 1997 年市府搬遷之後，此建築

即處於低度利用、缺乏維護的狀態，近年甚至已閒置，而導

致外觀看來十分破舊而有廢墟之感。這樣的建築物，難免令

人質疑，究竟有何「保存價值」？ 

但若暫時跳脫一般的保存框架，回到其空間的本質，或許就

能看見這些存在於台灣各地的「不討喜」的公共建築們，有

著不一樣的價值。以嘉義市公所來說，辦公空間為主的簡單

格局，隔間不多，再利用的空間彈性反而更大，若不走古蹟、

歷史建築保存後繁瑣的文化資產修復模式，這些近代的公共

建築多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較木造建築更易補強維護。

在今日台灣各地，其實也並不難看見這些造型簡單的公共建

築，再利用為其他屬性公共空間的案例。 

公共資產的處置，不論是土地或建築物，一旦標售出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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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帶來市庫的財政收入，但這也意謂著公共資產的減少。公

共資產可說是一個地方的歷史積累，得來不易，或說就像「祖

產」一樣吧！並非要抱著祖產不放，但是若能更積極地管理，

將這些「祖產」發揮最大價值，是否會比「變賣祖產」更來

得有意義呢？公有閒置空間的妥善利用，絕對是當前城市治

理、資產活化的重要課題。 

此外，嘉義市的舊建築保存爭議事件並非首例，在 2001 年

與 2005 年，嘉義市曾分別發生過嘉義稅務出張所與嘉義郡

役所的保存運動，這兩棟日治時期興建的舊建築，皆因市府

推動的新市政中心大樓興建計畫而面臨存廢爭議，最終保存

失敗遭到拆除。但這兩棟建築保存失敗的經驗，對於日後嘉

義市在文化保存的工作，可說影響深遠。近年嘉義市政府大

力推動鼓勵民間老屋保存的「舊屋力」政策，除了呼應全台

老屋再利用的風潮之外，也多少有試圖扭轉過去數年保存形

象不佳而進行的努力。 

然而，「保存」的觀念，若無法進入城市的整體發展策略，

則任何一個失敗案例，都可能將之前的努力成果化為烏有。

檢視當前嘉義市公所的爭議，依舊來自於過去官僚慣習封閉

體制，對於公共資產的文化性與歷史價值敏感度的欠缺，這



 

 

種對於「地上物」帶有缺陷的價值判斷，往往也就是造成地

方民眾情感傷害的源頭。 

此外，閒置的公共空間欠缺積極管理的對策，一昧繼續閒置

破敗或等待標售的結果，就只是不斷地將公有資產釋出，進

入土地私有化、高價化的主流市場邏輯。而缺乏參與管道的

一般民眾只能被動坐視「公共資產」被處置，而毫無置喙餘

地。在原本公共空間資源即已不多的嘉義市，潛在的發展機

會更形壓縮，長期來看，甚為不利。 

面對嘉義市公所，這棟存在歷史已長達六十年以上的老建築，

它仍是許多嘉義市民對於早期市公所與舊市府所在位置的

集體記憶地標，在拆除之前，是否能有存留再利用的機會，

或有地方共識盤整的可能，正考驗這個城市的住民們，對於

未來的集體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