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問卷調查內容 

 

「士林夜市都市更新推動模式」德菲法第一回合問卷調查 

道 

鑒： 

勛 

台北市政府為改善生活環境品質，建設現代化的都市，積極推展早期發展

地區之都市更新工作。都市更新政策有不同之推動模式與重點。歐美各國早期係

以公部門單方面主導更新政策的執行，近年來則逐漸改以公私部門共同投資於更

新區域；而都市更新的內涵，也從早期的貧民窟清除，轉變成社會、經濟與實質

環境全面性的改造工程。 

士林夜市，為台北市較早發展的街區之一，也是許多台北人共同的回憶所

在；但士林夜市目前面臨了公共設施不足、環境品質低落等問題，亟待改善與再

發展。本研究懇盼借重  台端淵博高瞻的學識、經驗與智慧，集思廣益，為士林

夜市之都市更新推展工作，提供寶貴建議，以建構優質的更新模式。此為畢業論

文問卷調查。懇祈於四月底前寄回為盼。所有意見祇作為學術研究之參考資料。

感謝您撥冗回答問卷，謝謝您的協助與指教。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研究生林惠華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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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本問卷之主要目的，在瞭解  台端對士林夜市都市更新推動模式之卓見，

以作為撰寫論文之參考。 

國內外都市更新不外遵循下列模式辦理： 

一、公部門主導模式：政府主動投入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公共設施、改良

老舊建物，舉凡規劃設計、經費籌措、實際執行、活動宣導等，皆由

政府主導；相較之下，私部門則處於被動地位，沒有參與意見的機會，

僅在各階段配合辦理而已。 

二、私部門主導模式：政府部門僅訂定相關法令規則供私部門遵循，而不

主動介入更新工作的推展；舉凡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公共設施、改良

老舊建物等，皆由私部門自行負責規劃、籌措經費、執行計畫等。 

三、公私部門全面合作模式：政府與私部門在更新工作推展的每一階段皆

進行密切合作，無論是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公共設施、改良老舊建物

等，皆由二者共同參與規劃設計、經費籌措、負責實際執行等。 

四、公私部門部分合作模式：就硬體部分而言，屬於公共環境部分的改善

由政府負責，屬於自家店鋪或住宅環境的清理美化則由私部門負責；

就軟體部分而言，政府先行輔導私部門成立組織及其運作，並透過各

種活動與訓練的舉辦，健全當地組織並且活絡景氣，俟街區組織成熟

發展後，政府逐步退出相關程序的運作，僅扮演輔導角色。 

 

 

 

 

 

 

 

 

 

 90



 

看了以上的各種模式後，您傾向採取哪一種模式？請說明理由。 

 

 

 

 

 

 

請問您自己有何新的建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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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德菲法調查之專家學者名單 

一、學者部分 

陳亮全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華昌宜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邊泰明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黃健二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黃正義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彭光輝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宋立垚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蘇瑛敏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陳麗紅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謝宏昌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吳濟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陳明竺教授（私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研究所） 

二、專家部分 

何芳子主任秘書（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林崇傑科長（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葉傑生區長（台北市士林區公所） 

林淑慧課長（台北市士林區公所經建課） 

王嘉明協理（開創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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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西門商圈更新案之經驗 
 

一、背景緣起 

西門地區位於昔日艋舺、大稻埕及城內三市街的銜接地帶，自日據時代起，

西門地區就是日本人重要的商業交易和娛樂休閒中心；台灣光復後本地仍持續日

據時代的榮景，維持台北市商業及文化重心的地位。 

然由於都市環境變遷，市府積極建設開發新市區的過程中，台北市東區迅

速成長，西區相對地在競爭條件上逐漸失去作為市中心的優勢條件。 

二、更新計畫內涵及推動過程1 

（一）西門地區更新策略 

1.提升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2.推動策略性更新計畫，帶領商圈再發展 

3.公共空間再利用 

4.結合大眾運輸系統，建構以人為本的人行空間 

5.結合觀光及地方特色，健全商家組織，提升商圈競爭力 

（二）政府部門更新計畫之內容 

1.西門市場更新及再利用計畫：西門市場座落於西門圓環之西南側，
係由成都路、西寧南路、內江街、漢中街所圍繞而成的街廓，於民

國前四年興建，為本市第一座公有市場。 

在台北市其他地區隨著時間洪流而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同時，西門市

場未能及時跟上發展腳步，多年來由於市場周邊違章建築物老舊、

防火間隔不足、市場內光線昏暗且地面潮濕等因素，導致環境品質

低落、不符環境衛生及現代化商業經營之要求，故需進行更新改造

事宜。 

                                                 

1 整理自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民 90）出版之「翻轉軸線，再造西區：都市更新專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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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市場內有紅樓古蹟，更新改造案以原有歷史性建築物整建再利

用的方式，結合歷史古蹟及本地區周邊重大建設進行整體性規劃設

計，企圖透過更新案有效改善當地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活化地區

商業活動，帶動附近地區繁榮。 

本案經費來源係全由政府公部門支出，於都市更新基金項下編列相

關推動經費 3億餘元，預計拆遷補償 2億餘元，更新工程費 1億元。 

2.西門徒步區工程：徒步區提供都市人休閒的購物氣氛和寬敞的活動
空間，西門徒步區建設以振興電影產業、改善購物環境、提供青少

年活動及展演設施為規劃主軸，並以「徒步區」建設作為處理都市

生活品質惡化與城市中心經濟衰敗的手段。 

至於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推動徒步區工程，其具體工作內容包

括有：街道景觀改善2、法令研修3、結合商圈組織舉辦活動、相關

計畫與公共建設的配合4、溝通協調暨市民參與式規劃設計等。總

計工程費約為 1億 2千萬元。 

3.中華路林蔭大道工程5：中華路位於萬華區與中正區的交界，為傳

統與現代的分野，也是台北縣通往台北市區的重要幹道，中華路三

十年來歷經幾番興衰，也交織著許多台北人的回憶：鐵路地下化、

中華商場、捷運通車等事件，皆歷歷在目。 

中華路處於首都之地理核心，本應具備進步城市道路的功能，除硬

體上交通及景觀功能，更須賦予其不同的活動與意義，使街道活起

來。為導入新的街頭空間概念，中華路的設計係定位在浪漫的、悠

閒的、充滿喜悅的林蔭大道，希望透過富有「歷史軌跡的再現」、「現

代感」、「簡潔」意義的街道家具設計，呈現西門商圈獨特歷史地位

及現代感十足的都市意象，打造屬於台北城的香榭大道。 

                                                 
2 如：不銹鋼圓形燈柱、牌樓、入口意象、路旁座椅等設施及綠美化工程。 

3 相關法令包括民國 82 年研訂之「西門徒步區招牌廣告暨樹立廣告設置要點」、民國 83 年市議
會通過之「台北市徒步區闢建及管理維護辦法」。 

4 與西門徒步區較為相關之計畫與公共建設包含：捷運板南線、中華路林蔭大道工程、電影主題
公園、西門市場更新及再利用等。 

5 中華路在整個更新改造案中除林蔭大道之工程計畫外，台北市都市更新計畫中有關行人徒步區
的規劃案，中華路部分的行人徒步區也於 90年 2月底改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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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蔭大道北起忠孝西路之北門，南至愛國西路之南門，全長為 1400
公尺，道路寬 77至 80公尺，道路兩側各有 15至 18公尺寬的行人

徒步區。 

4.台北煤氣公司舊址變更為電影主題公園計畫案：電影主題公園的設
立，在利用基地內台北煤氣公司留存之廠房及相關設備，除保存現

有的部分歷史產業，並創造地區性休憩空間，以提供一個兼具本土

文化教育及歷史資源再運用的公共設施典範。 

估計電影主題公園除提供西門地區再發展另一個機會點外，更將戶

外休憩公園和西門徒步區既有電影產業予以完美結合，提供民眾活

動、休閒、社區交誼聚會及社會服務等多元活動空間。 

5.中山堂更新及再利用案：歷經布政司衙門、公會堂、戰後議事廳至

70 年代市民活動之禮堂，中山堂現為二級古蹟，建築物載滿城市
記憶及空間運用轉換的歷史意涵。 

時至今日因建築物主體老舊及週邊環境變遷，為使中山堂傳承歷史

並融入現代生活，都市發展局擬定中山堂更新之相關計畫，期許更

新後的中山堂能為西門地區的環境改造加分。 

6.西門商圈公有土地再利用案：促使西門商圈再發展的途徑，除藉由

推動當地大型的公共環境改善工程外，為導引舊城再出發，當地小

而美的公共空間再利用，亦同等重要。本區公有土地再利用案主要

在提供多元開放空間以作為防災、青少年遊憩、遊客資訊、社會福

利等用途，重要的方案計有：康定路 22號變更為機關用地、康定
路 28號再利用案、漢中街及峨嵋街口變更為廣場用地、漢中街 45
號變更為機關用地、昆明街及漢口街公園用地等，總計面積約為

4100平方公尺。 

7.其他計畫：如捷運西門站的落成，捷運雖非西門地區更新再造案的
計畫之一，但捷運西門站完工啟用確實對當地經濟活動復甦具有加

乘之正面效果。 

三、更新計畫案的推動 

西門商圈更新案的推動，肇始於政府部門對本區公共環境的改善，西門市

場更新、西門徒步區、林蔭大道、電影主題公園、中山堂再利用、公有土地規劃

為防災等多功能運用，都是政府為活化西門商圈、重新提振市中心競爭力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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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隨著政府部門在此地的投資逐漸獲得效益的同時，私部門也感受到西門地

區活力的恢復與商業活動的復甦，為掌握獲利的先機，民間開始對本地進行大規

模的投資行動；日新戲院花 2億元重新改裝，中影公司亦投入 3億元的經費，誠
品書店進駐到今日百貨的舊址，許多店家更大力整修門面。另一方面，本地店家

在市政府協助下形成「商店街區組織」，用以強化商家互動、凝聚商家互為生命

共同體的意識、籌畫相關活動之進行，並企圖透過各種行銷策略與造勢活動等來

重塑商圈形象、吸引更多民眾對西門商圈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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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士林夜市週邊環境及範圍圖 
 

士林市場 

士林市場 

士林市場 

 

 

捷運劍潭站 

士林市場 

士林紙廠 

資料來源：本文修改自「士林後港地區發展計畫」（臺北市士林區公

所 91年度提案資料，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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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渡

親水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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