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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基地位於臺北市中正區，主要聯外動線為羅斯福路、辛亥路等，鄰捷運台電大樓站，

交通便利（參看圖 1）。附近鄰近學校為古亭國小，距離基地約 50 公尺。未來計畫興

建地下 5 層、地上 22 層、高度 80.73 公尺(部含屋突)之建物，主要使用用途一般

零售業、一般事務所及住宅等。依「臺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68

次會議」辦理「本案鄰近過往已知遺址古亭町附近，建議增加施工中文化資產(遺

址類)監看。」因此針對基地將開挖之地下室範圍，於基地地下室開挖期間，依

文資法規由委託單逕行邀請考古學者專家，進行本基地內是否具有文化資產中遺

址類之價值及內涵調查評估。 

 

圖 1：基地位置示意圖（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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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開挖期間進行開發過程施工中考古監看，於基地進行開挖整地的施工

過程中仍宜請考古專家學者進行遺址施工中監看，以避免破壞干擾遺址的完整

性。 

二、計畫目的與執行方法 

（一）計畫目的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二條，以及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七條規定，針對基

地開發過程中地下室開挖等擾動地層之施工過程進行考古監看，一旦發現有考古

遺物或疑似文化層存在，則立即停工以免破壞干擾遺址的完整性，減少開發工程

對於遺址之破壞，於土地開發與文化資產保存兩方取得一平衡點。 

（二）執行方法 

本計畫依計畫需求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範，將於基地內下挖工程進行

時，以專業考古人員進行施工中監看，注意下挖區域之地層堆積狀況有無破壞、

干擾文化層。若發現疑似或確認為文化層之地層堆積，立即通報主管機關，並請

工程單位立即停工，以待後續文化資產處分。監看過程中以照片、文字記錄，並

定期提交監看報告給委託單位。 

三、計畫期程 

依據工程單位提供之設計圖及工期表，基地計畫興建地下 5 層、地上 22 層、

高度 80.73 公尺(部含屋突)之建物，主要使用用途一般零售業、一般事務所及住

宅等。考古監看主要針對擾動地層之開挖行為全程進行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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