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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顧過去建成圓環曾幾度拆除改建仍未獲得符合市民與商家所需，導致再利用

方式爭議不斷。本研究目的為建立衡量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架構與評估指標、適

宜的再利用方案，分析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認知。本研究結

果顯示，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涵蓋社會、經濟、文化 3 個構面與其 13 項評估指標。

在專家學者與受訪者的認知中，構面的重要性依序分別為文化、經濟、社會與經濟、

社會、文化，得知專家學者著重於文化的軟實力，以增進適性活化機會；而受訪者

則以經濟構面最符合所需。另於再利用方案結果，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排

名前三分別為休憩空間、商業活動、展覽與展覽、休憩空間、商業活動。 
 
關鍵字：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評估指標、再利用方案、層級分析程序法(AHP) 

 

Study on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the Reuse 

of Chien-Cheng Circle in Taipei 

 
Abstract 

 
Previously, the Chien-Cheng Circle was demolished and rebuilt several times without 

meeting the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causing constant contention over the 
methods of reuse. The goal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an assessment index and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e Chien-Cheng Circle,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reuse program, and to analyze the perceptions of experts and 
interview participants regarding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e Circl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e Chien-Cheng Circle includes 13 assessment index items 
for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ety, economics, and culture. Experts and interview 
participants ranked these e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culture, economy, society and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reveals that the experts are focused on the soft power 
of culture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adaptive vitalization opportunities. Furthermore, 
interview participants consider the economic element to be most in line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reuse plan, the ranking given by the interviewees 
is as follows: exhibitions, leisure space, and business activity. 

 
Keywords: Chien-Cheng Circle, Adaptive Reuse, Assessment Indicators, Reuse Plan,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一、前言 

受都市與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保存與再利用一直是備受關

注與討論的議題。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使近年相關研究聚焦於古蹟與歷史建築是

否能賦予經濟、文化與觀光等多元價值，引起各界重新正視再利用的必要性，也將

其作為全球城市品牌或國家認同[1-3]。觀之我國於 1908 年誕生建成圓環，作為休閒

公園，其稱之為「圓公園」。隨後，1943 年建成圓環所屬的防空蓄水池才興建，白天

作為休閒公園，夜晚則作為美食攤販。至 2002 年，臺北市政府為新建圓環美食館工

程發現戰時防空蓄水池，並由臺北市文化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式劃定為古蹟，保

存城市歷史記憶。2003 年建成圓環藉由新建的「建成圓環美食館」重新開幕，但受

設計不當與無法獲得商家進駐而再次熄燈。2007 年建成圓環透過委託民間經營，從

美食、公園直至國宴等活化方式仍因營運不善歷經三度拆除改建，並由臺北市政府

接管。2016 年 11 月底，臺北市政府正式啟動拆除建成圓環工程，僅保留其防空蓄水

池，如圖 1 所示；並於同年 12 月底由第 88 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修正後通過

建成圓環廣場之古蹟保護方案，未來將闢建成廣場綠地，保留「大稻埕圓環防空蓄

水池」[4]。 
回顧過去建成圓環曾幾度拆除改建仍未獲得符合市民與商家所需，導致建成圓

環的再利用方式爭議不斷。據此，如何取得古蹟保存與再利用之間的平衡點，找尋

既可保存集體記憶又能合乎時代所需的再利用方式成為本文值得探究的地方。 
過去實務與政策研究上鮮少由明確的分析工具與評估指標進行古蹟活化的效益

評估[5]，包括過去曾學者透過專家決策分析調查不同標的之再利用評估與方案，但

此缺乏足夠經驗與實證研究研擬出再利用方案[6-8]。為此，本研究目的旨在建立建

成圓環的再利用評估架構與其指標，並以相關學者曾提出的再利用類型供專家學者

進行決策，並藉問卷發放調查民眾對建成圓環再利用的看法與認知，作為評估與落



 

 
 

實古蹟與歷史建築再利用方案的參考依據。 

 
圖 1. 建成圓環現況 

二、文獻回顧 

2.1 古蹟與歷史建築再利用發展脈絡 
追溯過去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為恢復都市原有風貌，提出重建手法針對

舊有建築進行都市更新，使眾多老舊建築因此而消失。直至 1970 年後，世界各國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逐漸存有歷史維護的觀點，

展開保存老舊建築的思潮與作為[9-11]，紛紛意識到如何讓保存下來的舊有建築再次

活化，使再利用的思維與趨勢就此誕生[9]。而我國也於 1982 年通過《文化資產保存

法》，奠立保存與活用文化資產之基礎。 
 

2.2 以可適性再利用探討古蹟與歷史建築活化方式 
可適性再利用意指當建物老舊荒廢時，以任何調整、再利用、提升或改變建築

容受力以符合現今情況或需求[12]。換言之，可適性再利用即是建築物找尋到新的再

利用行動，其過程為老舊建築物的周遭結構已開發出具經濟價值的新利用，成為影

響歷史保存的關鍵。早期的適性再利用發展是透過歷史建築的保存方式免於拆除，

可視為重建的一部份[13]，具掌握改變的力量，對都市發展與再生，包括環境與古蹟

建築的保存如何永續都市環境均有重要影響力[14]，不僅能留下的舊有建築物，更能

保存當時的建物成果與工法等[15]。古蹟建築永續性的保存雖不是一項新穎的方法，

卻是歷史文明的基石，使建築物與當地能夠再循環與再利用，保存重要的文化價值

[16]。 
 

2.3 初步建構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之評估指標 
回顧近十年國外諸多學者紛紛致力於古蹟與歷史建築如何成功適性再利用，而



 

 
 

我國也不例外。過去對古蹟與歷史建築等領域之可適性再利用評估的面向逐漸多元

化，且近五年來亦逐漸意識到維護與經營管理的重要性，以追求與符合永續性發展

之理念。為此，本研究即針對相關研究的主張與結果，初步分類成社會、經濟、文

化、環境與政治五項類別，作為初擬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評估指標架構之基礎。

其中，由社會與文化兩個面向獲得多數學者認同此對可適性再利用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獲得多數學者所研究範疇與主張的社會、文化與經濟面向作為評估指

標架構，並於社會面向提出社會參與、社會文化、在地資源結合運用、參酌各方意

見、地方發展；經濟面向提出永續經營計畫、維護與管理、經濟發展潛力、財務資

源；文化面向提出歷史意義、歷史建築/古蹟保存、社會人文、推廣文化底蘊[5-
8],[14],[18-27]，如圖 2 所示。 

 
圖 2. 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評估架構 

有關可適性再利用指標意涵與說明如下所示，並研擬再利用方案，供後續可適

性再利用參考依據。 
1. 社會 

(1) 社會參與：社會認同、社會與團體支持、多方合作參與、滿足市民需求 
(2) 社會文化：地區人口成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源 
(3) 在地資源結合運用：結合當地自然與人文資源、推廣空間運用與產業文化、

串連區域間網絡資源 
(4) 參酌各方意見：廣納吸收各界意見、良好雙向溝通、地方意識 
(5) 地區發展：當地社會潛在市場、公共空間發展計畫、地方產業特色 

2. 經濟 
(1) 永續經營計畫：經營權屬、開發經營模式、資金籌措能力、營運組織架構、

公私部門合作 
(2) 維護與管理：實質內容服務、硬體設備、組織與人力的整合、財務的規劃、

經營回饋條件 
(3) 經濟發展潛力： 周圍環境的潛在市場、地方發展動力、發展主軸確立 



 

 
 

(4) 財務資源：開拓當地經濟、各界再投資意願、經濟再生產潛力 
3. 文化 

(1) 歷史意義：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建築物價值 
(2) 歷史建築/古蹟保存： 再現歷史文化價值、文化地景上之空間層級及連續

性、維護紀念性場域 
(3) 社會人文：人文思維、本質性價值、社會價值、稀有性價值、呈現整體性 
(4) 推廣文化底蘊： 推廣深層人文涵養與思維、展現當地文化特色、增進地

方文化知名度、保存最初文化內涵 
 

三、研究設計 

為有效解決國內建成圓環再利用之問題，首先由層級分析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發放專家問卷衡量評估指標與方案，將此作為建成圓環可適

性再利用各項評估指標之權重；次之，發放一般問卷瞭解市民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

利用之看法與需求，綜合分析決策者與需求者之間差異，不同於其他相關研究之處，

亦是本研究的貢獻所在。 
 

3.1 研究架構 
首先選擇層級分析程序法(AHP)計算各個面向、評估指標與再利用方案之權重，

求取權重值與重要性排序，最後選擇發放一般問卷調查市民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

用的認知。 
 

3.2 研究方法 
層級分析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 1971 年 Thomas Saaty 發展

出來的一套決策方法，主要應用於不確定性的情況與具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

使複雜的問題逐一簡化[31]，其方法須先將目標問題作問題描述，尋找可能的影響因

素並建立層級關係，採用兩兩因素成對比較兩因素之間的重要性程度，建立成對比

較矩陣，以計算矩陣之特徵值與特徵向量，取得屬性與方案之權重值，最後透過綜

合評判方式得到最終方案之排序，詳細步驟分述如下[31]： 
步驟一：問題描述：進行層級分析時，對於問題所處系統應盡可能詳加了解分

析，同時將可能影響問題之因素納入問題中，進而決定問題之主要目標。 
步驟二：建立層級結構：此一階段，必須決定問題目標以及總目標之各項指標，

決定指標之評估準則及列入考慮替代方案，而其評估準則以及方案之產生可應用腦

力激盪法、Delphi 法等。 
步驟三：各層級要素間權重的計算 
(1)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某一層級的要素，以上一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基

準下，進行要素間的成對比較。若有 n 個要素時，則需進行 n(n-1)2 個成

對比較。而層級分析程序法之評估尺度，包括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



 

 
 

要、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並賦予名目尺度 1、3、5、7、9 的衡量值，

將 n 個要素比較結果的衡量，置於成對比較矩陣。有關成對比較矩陣的

公式如下：算式 

[A] = �aij�

⎣
⎢
⎢
⎢
⎡

1 a12 … a1m
1 a12� 1 … a2n
⋮ ⋮ … ⋮

1 an� 1 a2n� … 1 ⎦
⎥
⎥
⎥
⎤
   ………………………………………….(1) 

(2)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量：成對比較矩陣得到後，找出特徵向量或稱優勢向量，

代表層級中某層次各因素間之優先順位，所得之優先順位即代表各因素間之相對重

要程度，其公式為算式 

w =
�∏ aijn

j=1 �
1
n

∑ �∏ aijn
j=1 �

1
nn

i=1

   ………………………………………………………………….(2) 

步驟四：一致性的檢定：由於決策在進行成對比較，需進行一致性的檢定，作成

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即算式(3)C. I = λmax−n
n−1

。其中 n=評估準則的個

數，λmax 是矩陣的最大特徵值。當 C.I.=0 時，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而 C.I.>0
則表示前後判斷不連貫，Saaty 建議 C.I.≤0.1為可容許的偏誤。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評估指標權重結果 
本研究透過電子問卷發放，選擇設計、工程、社會人文科學相關領域且具豐富

實務經驗與研究資歷的產官學界之專家進行調查，依據初擬專家問卷名單共發放 10
份問卷，有效回收 5 份問卷，回收率達 50%。透過 Super Decisions 軟體計算權重值

結果，整體的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 Consistency Index, C.I.)與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C.R.)分別為 0.02、0.018，且社會、經濟、文化三項構面一致性檢

定(C.I.)分別為 0.094、0.041、0.059；一致性比率(C.R)分別為 0.067、0.029、0.042，
均通過檢定。經由 excel 輔助彙整與層級分析程序法計算專家問卷數據，如表 1、圖

3-4 所示，顯示整體構面權重大小依序為文化>經濟>社會；觀之個別評估指標權重，

由「永續經營計畫」獲專家學者一致認同該最具重要；排名第二為「歷史意義」；排

名第三為「歷史建築/古蹟保存」；排名第四為「社會參與」；排名第五為「維護與管

理」，其權重值分別為 0.297、0.289、0.280、0.244、0.252。 
整體構面的權重排序結果顯示，文化構面最具重要性，其因多數專家學者認為

「歷史意義」評估指標是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的重要因素，其是否能顯現出歷史

價值、藝術價值與建築物價值等作為考量，代表整個地區或環境過去的歷史記憶與

精神；次之為經濟構面，推測其不論是歷史建築/古蹟的保存或為一個都市再生活化

的背後，勢必需經完善的經濟支援才能有效成為保存或活化再生的可能性；第三為



 

 
 

社會構面，推論因專家學者均一致認為目前我國社會體系擁有足夠的投入，包括社

會參與、資源的結合、地方意見與發展，使其資源豐富不匱乏。 
而各項評估指標權重結果顯示，「永續經營計畫」權重最為居高，其主要受專家

學者一致認同除社會與文化構面甚為重要，但認為對於一個地區再發展的成功與否

仍由永續經營計畫作為上策；次之為「歷史意義」，推論專家學者不僅考量建成圓環

過去歷經的歷史記憶象徵著當地過去重要足跡與風華，亦認為當地居民仍對其背後

歷史相當重視；最後，位居第三排名即為「歷史建築/古蹟保存」，顯示文化整體構面

為專家學者評估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的首要考量，並以「歷史建築/古蹟保存」作

為可適性再利用不可或缺的元素。 
另再利用方案結果顯示，專家學者一致認同提供「休憩空間」最能成功活化未

來建成圓環的發展，推論過去因建成圓環曾幾度嘗試進駐商業活動、餐飲等方式帶

動當地活化，但未獲任何成效，因此專家學者欲藉「休憩空間」保留建成圓環部分

的歷史古蹟，達到活化與保存的局面；次之為「商業活動」，以其推論專家學者仍欲

透過經濟層面來帶動建成圓環的可適性再利用，不僅可為此帶來收益，更為建成圓

環展現再利用的新契機。 
表 1. 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評估指標權重結果彙整 

 A B C D E 權重 次序 

社
會 

社會參與 0.457 0.200 0.197 0.200 0.244 0.245 5 
社會文化 0.272 0.200 0.226 0.200 0.056 0.169 11 

在地資源結合運用 0.167 0.200 0.256 0.200 0.233 0.209 7 
參酌各方意見 0.033 0.200 0.146 0.200 0.233 0.135 13 
地區發展 0.072 0.200 0.176 0.200 0.233 0.164 12 

經
濟 

永續經營計畫 0.365 0.303 0.250 0.200 0.424 0.298 1 
維護與管理 0.139 0.389 0.250 0.200 0.378 0.252 4 
經濟發展潛力 0.260 0.130 0.250 0.200 0.099 0.176 10 
財務資源 0.237 0.178 0.250 0.400 0.099 0.211 6 

文

化 

歷史意義 0.203 0.379 0.303 0.303 0.288 0.290 2 
歷史建築/古蹟保存 0.186 0.182 0.389 0.389 0.338 0.280 3 

社會人文 0.286 0.243 0.130 0.130 0.205 0.189 9 
推廣文化底蘊 0.325 0.197 0.178 0.178 0.169 0.203 8 

方
案 

展覽 0.753 0.733 0.626 0.268 0.497 0.541 3 
商業活動 0.465 0.461 0.582 1.126 0.733 0.635 2 
休憩空間 0.965 0.964 0.574 0.434 1.312 0.788 1 
餐飲 0.377 0.405 0.592 0.559 0.156 0.380 5 
旅館 0.440 0.437 0.626 0.612 0.301 0.467 4  

 
 



 

 
 

 

 圖 3 可適性再利用各項構面權重結果     圖 4 可適性再利用方案結果 
 
4.2 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之需求認知 

本研究發放一般問卷調查居住於臺北市與新北市地區的市民，共回收 200 份問

卷，回收率達 100%。於性別方面，男女所占比例約為 1:1；於年齡方面，顯示 25 歲

至 64 歲受訪者比例差異不大；學歷方面，以大專院校、研究所以上受訪者最為居多，

顯示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市民教育水準偏高。此外，超過 80 人以上認為非常重要之題

項有「社會參與」、「參酌各方意見」、「永續經營計畫」、「維護與管理」、「歷史意義」

與「社會人文」其分別占 48%、44%、45.5%、42%、60%、44.5%、41%；除了「歷

史意義」，其餘重要之題項均超過 90 人以上，且超過 100 人以上認為重要之題項有

「社會文化」、「地區發展」「經濟發展潛力」、「推廣文化底蘊」，其分別占 51%、52.5%、
47.65%、53%、52.5% (表 2)。 
表 2. 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之認知結果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社會參與 96 48% 91 45.5% 13 6.50% 
社會文化 74 37% 102 51% 24 12% 

在地資源結合運用 75 37.5% 97 48.5% 28 14% 
參酌各方意見 88 44% 93 46.5% 19 9.5% 
地區發展 75 37.5% 105 52.5% 20 10% 

永續經營計畫 91 45.5% 90 45% 19 9.5% 
維護與管理 84 42% 92 46% 24 12%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經濟發展潛力 78 39% 106 53% 15 7.5% 
財務資源 79 39.5% 97 48.5% 24 12% 
歷史意義 89 44.5% 88 44% 23 11.5% 

歷史建築/古蹟保存 77 38.5% 98 49% 25 12.5% 
社會人文 82 41% 96 48% 22 11% 

推廣文化底蘊 79 39.5% 105 52.5% 16 8% 
根據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方案之調查結果，如表 3 所示，以「展覽」

的再利用方案為首要考量，顯示受訪者認為未來建成圓環再利用最適方案不僅應著

重社會、文化層面，也應考量經濟帶來可能的效益，推論「展覽」方案能夠注入建成

圓環更多社會、文化上的推廣，達到兼顧社會、文化與經濟的最佳理想方案。次之

為「休憩空間」，其結果與「旅館」、「商業活動」方案差距不大，推論大多數國人面

對工作與生活的忙碌，對休憩空間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座落於臺北市的建成圓環至

今仍累積不少觀光遊客與商家，因此綜合上述條件下，更能顯現「休憩空間」、「旅

館」、「商業活動」的重要性(表 3)。 
表 3. 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方案之認知結果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展覽 84 42% 83 41.5% 33 16.5% 0 0% 

商業活動 70 35% 98 49% 32 16% 0 0% 
休憩空間 75 37.5% 95 47.5% 30 15% 0 0% 
餐飲 64 32% 99 49.5% 32 16% 3 1.5% 
旅館 74 37% 88 44% 35 17.5% 2 1% 
首先依重要性排序相較之下，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最具重要性項目分別是「永

續經營計畫」及「社會參與」，其結果顯示兩者對於構面與評估指標皆持有顯著差異

的看法。專家學者就以供給者角度而言，過去公部門均致力於都市活化與再生，大

力建設軟硬體設備，卻尚未導入完善的「永續經營計畫」，形成臺灣四處可見的蚊子

館，因此，推論其為專家學者認為「永續經營計畫」重要性的原因所在，符合[5],[19-
20],[24-26]等人的研究主張。反觀「社會參與」，推論集中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市民

較著重參與社會事務，以其凝聚向心力，滿足於社會的共識與需求，與[7-8],[23],[29]
等人的研究主張相輔相成。 

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排序第二分別為「歷史意義」及「永續經營計畫」，

顯示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分別著重於文化構面與經濟構面。對專家學者而言，建成圓

環可適性再利用成功與否取決於「歷史意義」所帶來的歷史、藝術與建築物價值，

而受訪者在重要性排序第二的認知結果與專家學者認為首要重要性的認知結果相同，

顯示兩者對「永續經營計畫」的認知差異不大，間接顯現再利用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排序第三分別為「歷史建築/古蹟保存」與「參酌



 

 
 

各方意見」，專家學者仍著重於「文化」構面，認為過去歷史建築或古蹟賦予實質(建
築物)與非實質環境(場所精神/人文/歷史)價值的留存才能永續維持地方的活化與再

利用，避免曇花一現的利用方式；而受訪者則看重的是社會構面的「參酌各方意見」，

盼藉廣納吸收各界意見、與政府建立雙向溝通、匯聚地方意識，滿足市民都市環境

的期待與需求。 
而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的認知結果顯示，如圖 5 所示，

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排名前三分別為「休憩空間」>「商業活動」>「展覽」、

「展覽」>「休憩空間」>「商業活動」(圖 6)，可看出專家學者著重於提供都市環境

完善的休憩空間，恢復建成圓環於日據時代的圓公園，藉此吸引市民休憩玩樂之去

處，其結果雖與上述再利用評估的著重層面分歧，但也重現原本建成圓環所屬的古

蹟蓄水池，讓歷史遺跡成為圓環地標。而受訪者則認為透過「展覽」方式，蘊育藝

術、美術與創新等的環境，成為歷史與文化的發跡地，其結果也與[6]研究結果相符

(表 4)。 
表 4. 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之認知與看法 

構面 評估指標 專家學者 
(平均權重) 排序 受訪者 

(平均分數) 排序 

社會 

社會參與 0.2448 5 4.415 1 
社會文化 0.1689 11 4.25 12 

在地資源結合運用 0.2089 7 4.235 13 
參酌各方意見 0.1348 13 4.345 3 
地區發展 0.1637 12 4.275 9 

經濟 

永續經營計畫 0.2978 1 4.36 2 
維護與管理 0.2521 4 4.3 7 
經濟發展潛力 0.1756 10 4.305 6 
財務資源 0.2111 6 4.275 9 

文化 

歷史意義 0.2896 2 4.33 4 
歷史建築/古蹟保存 0.2802 3 4.26 11 

社會人文 0.1886 9 4.3 7 
推廣文化底蘊 0.203 8 4.315 5 
方案 權重 次序 平均數 次序 
展覽 0.5405 3 4.255 1 

商業活動 0.6346 2 4.19 3 
休憩空間 0.7883 1 4.225 2 
餐飲 0.3795 5 4.1 5 
旅館 0.4670 4 4.16 4 

 



 

 
 

 
    圖 5. 建成圓環再利用構面認知        圖 6. 建成圓環再利用方案之認知 

五、結論與建議 

總結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的研究結果，顯示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

適性再利用之看法分歧，使具專業背景之決策者之認知不符合受訪者之需求與期待，

往往造成實際規劃上的差異，正是凸顯本研究於建成圓環古蹟再利用研究上的貢獻。 
 
5.1 結論 

A. 建立衡量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架構與其評估指標：本研究彙整出 13 項評估

指標，且由歸納方法建構出社會、經濟、文化三項構面。 
B. 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認知：專家學者認為建成圓環可適

性再利用之構面平均比重為文化>經濟>社會；位居前三名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程

度為「永續經營計畫」、「歷史意義」、「歷史建築/古蹟保存」，顯示除了經濟構

面之「永續經營計畫」為專家學者首要考量，其餘皆著重於文化構面。受訪者

認為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重要性程度為經濟>社會>文化，顯示受訪者對經濟

構面的重視。 
C. 分析專家學者與受訪者對建成圓環可適性再利用認知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專家

學者重視「文化」構面的軟實力，增進建成圓環適性活化之機會；而居住於大

臺北地區之受訪者則著重於經濟層面的需求，認為透過此方能有效活化建成圓

環地區。另再利用方案結果顯示，專家學者與受訪者認為重要性排名前三分別

為「休憩空間」>「商業活動」>「展覽」、「展覽」>「休憩空間」>「商業活動」，

看出專家學者著重於提供都市環境完善的休憩空間，以重現建成圓環所屬的古

蹟蓄水池，讓歷史遺跡成為圓環地標。而受訪者則認為透過「展覽」方式，使

建成圓環成為歷史與文化的發跡地。 
 

5.2 建議 
本研究試著以臺灣建成圓環探究歷史古蹟的可適性再利用，發現專家學者認為

最具重要的文化構面與市民對經濟構面的需求有甚大差異，無法有效確切掌握市民

的實際需求。據此，本研究提出兩項建議：納入質性的訪談研究，深入了解市民所

需，由此獲得更多活化再利用參酌之相關資訊；擴大加乘活化再利用的可能性，朝



 

 
 

其他多元方向，且於再利用方案方面，更能由全體市民共同參與，與專家學者共同

找出最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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