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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都市開放空間是一種提供民眾身心健康、精神愉悅的活動場所，亦是一種化解都市冷

漠、產生社會互動的空間，因此，世界各圖在都市規部過程中，均將開放空間規劃視為還

要的一環 o 有關都市闊放空間的研究，多偏還實質空間的描述或空間型態差異性的分析，

對於開放空間中市民活動的考量則少為著墨 o 本研究首先探討都市開放空間的本質特性，

據此建立以空間類型和活動型態相輔的都市開放空間系統，進而以台中市為對象，進行問

卷調查和質地觀察，以瞭解不同空間類型中的活動特性 O 其目的在探討都市閱放空間類型

與活動型態之間的關係，分析不罔聞放空閩中之活動彈態，以為規劃設計決策者在規劃都

市閱放空間時之參考依據。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闊放空問具有不同之活動型態。其

活動之產生受時段和生活習慣之影響亦有明顯不悶，而向類型的開放空閑又因空間性質不

悶，在活動型態上產生差異 O

關鍵詢:都市、開放空間、空間類型、活動型態

一、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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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都市生活中，十分強調精神生活之提升，而與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的即為環境品質。

其中又以都市開放空間為環境品質良級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都市開放空間為都市居民提供了

一個活動的場所，也因此讓居民的精神生活得以充實。現今世界各國多將都市開放空間視為都

市規劃中重要的一環，這不僅代表著開放空間在都市中之必要性，也顯現出一個都市居民對活

動需求之強烈渴望。都市的土地有限，在經濟因素之考量之下，都市開放空閑與人們在都市中

活動之關係，直接影響開放空間的品質和對開放空間的需求，因此，開放空聞與其活動型態有

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基於閱放空間與民眾活動需求之考量，與目前社會對都市開放空間之重視及其休憩活動品

質之要求，本研究乃針對都市開放空間體系及開放空間中所產生之活動型態做一探討，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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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

1.建立都市開放空問系統

2.探討都市開放空聞與其活動型態之關係

二、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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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國內外有關開放空間與活動領域之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1.都市空間模式之探討。其主要內容包括都市空間架構、都市型態(張景森， 1992 ;自金城、

周天穎， 1993)' 對都市空間之定義、功能、實質空間特性及都市型態與社會之關係為研究

重點?其中實質空間特性多以空間結構分析或都市空間系統模式為主 (French , 1983

Casault 會 1987 ;孫全文， 1987 ;劉致錚、王明衡" 1993 ;棟大肉、王小磷， 1995)0 主

要著跟於大環境的考蠹?從都市發展的軌跡出發，導出空間體系中虛體空問存在的車要性?

為都市開放空間形成之基礎理論 O

2. 生態都市中都市開放空間之探討 O 其主要內容是以生態都市之觀點?建構符合生態原則之都

市開放空閑 O 此類研究論述多以都市開放空間系統為主(黃定國會 1993 ;郭瓊瑩， 1994)'

探討建築空間及開放空間之生態性和永續性(林會承、蘇益田，1995 ; Solecki &Welch '
1995) ，籍以說明都市開放空間對於都市之重要性及未來都市發展之方向?從而建構以生態

觀點為基礎之都市開放空間(高原榮軍， 197是; Groome 會 1990 ;郭瓊螢， 1994 ; Samways '

1995 ; Boyden' 1996) 0
3. 者~市開放空間活動之探討 O 此類研究內容主要是以都市開放空間為基礎，針對空間中所產生

之活動進行分析討論?包括聞放空間型態、附屬設施物、接栽等影響活動之環境因子(侯錦

雄， 1982 ;陳惠婷， 1988 ;張祺堂、李威儀， 1995)' 藉以瞭解空間與活動之關係，或自

行為模式和空間需求等觀念分析都市開放空間與人群活動之特質 (Gel泣， 1971 ;林鑑澄 9

1986 ;高樹哲， 1991)' 從而建構都市居民與都市空聞之和諧關係 O

根據以上的文獻顯示?一般對於都市空間或都市聞放空間之研究大多偏重於大環境的空間

結構 9 或加入生態學之觀點?籍以建構都市開放空間系統。而對於都市開放空間與人群活動之

關係的探討 9 又多以評論或單就環境因子討論行為之問題，鮮有從整體開放空間系統出發 9 瞭

解空間使用之特性?因此本研究將以此為主題進行探討 O

三、都市開放空間系統及活動模式之建立

3""'"1 開放空問之意涵

對於不同專業領域的人而霄，開放空閑具有不同的意涵: Lynch(1960) 認為「開放空闊 J

必須從「使用者行為 J 的角度來界定，它可以是充滿人造結構的地方?立立不一定要在自然環境

之中 O 基本上它與尺度、產權、使用型態、或地景等無關 O 而依區位的不同將開放空間分為都市

外的自然土地與都市內的戶外區域。這些空間能提供大部份的居民自由選擇「白發性的活動 J

或「視覺上的冒險 J 0 Spreireger(1968)認為「開放空間 J 是指都市內或其他附近公園化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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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常它是比較自然而非正式的，且具有軟化都市僵硬的特質。 Heckscher(1977) 認為「開

放空間」不限於公閱或廣場，尚包括各區域間大尺度的自然容貌，以及市區開放性的人工地盤 O

不論它的尺度或形式如何，開放空崗應對都市生活品質的提昇具有正面、積極的作用。

Stuart(1979) 提出「闊放空間 J 為都市計蓋上等待開發的空闊 O 它的闊的一方面保留土地已被

都市未來再發展所需，另一方面提供都市居民戶外活動的場所，促進都市經濟發展，同時兼具

景觀、防災及教育功能。 Shirvani(1981) 對「開放空閑 J 所下的定義是所有都市地區的地景、

硬性景觀、公園與休憩空間等。林進益 (1986)認為「開放空間 J 係指都市中非建築實體，經由

人為的塑造與設計，產生可讓人感覺出來包括特殊風格的生態、文化空間，並且供給大眾享受戶

外之休養、觀賞、遊戲、遊蔥、等的活動空筒。

綜上所述 9 本研究所指之「開放空間 J 係都市中之虛體部份(建築物以外之空間) ，可供民

眾在安全考量下自由使用 9 達到提昇生活品質與民眾需求之戶外活動空間 O

3-2 都市型態與都市開放空間之本質

Lynch 於< The Image of the Ci ty >一書中(1960)將都市型態分為通道、邊緣、節點、

區域和路標五大項O 此五項元素成為都市意象之發展基礎。而所謂都市型態、系統即為五元素所

發揮之功能與此五元素組合悶的關係?於整體品質有視覺上之參考性及特異性。而元素組合悶

的關係，即構成空間型態、關係o Doxiadis於< Ekistics >一書中(1968)將都市型態之元素分

成通道、交匯點與質域，並將都市型態、元素分成問質區、中心區、交通網、特殊li:'如此一來，

則型態者即指各區的大小、位置所構成之整體關係o Norberg-Schulz於< Genius Loci> 一

書中(1979)論及建築空間的元素時?將空間的元素分為場所及交點、路徑與軸線、範團與地區 O

此為理論上之元素分類心七理論富有景觀層次、都市層次及住宅層次?而其在論及都市層次時?

亦即指都市空間之元素為住宅區之型態?包括道路及廣場 O

在人類的認知系統中，空間是具體存在的?舉凡都市空間、建築空間、戶外空筒、室內空

間等等，其之間的差異必定存在於對空間本質的認知差異。因此，人類對「空間 J 具體的認知，

其實只是認知「界定空間的元素 J 0 所有的空間皆應被界定，構成空間的要素為空間虛體以及

界定空間的元素，故應避免把一切虛體空間皆稱之為都市空間，並避免將所有外部空間都稱之

為開放空間，掌握空間的本質，才能審視其空閑意義。

都市開放空間包括「硬性空間 J 與「軟性空間 J '其中「硬性空間 J 最還要的特性就是創

造封閉性 o Norberg-Schulz 認為(1979) :任何人為場所的共同特性是封閉性，場所的風格與

空間的特性取決於封閉的方式。基本上?封閉性是以人為邊界來區分「特定地區」和「周闊環

境 J 0 空間密集的程度，取決於邊界連續的水平「封閉住」。因此可以了解到一個開放空間的

本質存在於適度的封閉性。

然而，活動賦予空間意義並促進動態空間的形成，透過活動與空間之間才能產生共鳴，有

了共鳴?人對此空間才能產生認同 o Norberg-Schulz 又指出(1979) :一個人要想獲得存在的

立足點，必須具備辨識「方向 J 的能力，問時必須在環境中產生「認同」。因此，所謂都市開

放空闊的本質乃存在於人群的活動，以突顯空間的意義、激發都市的生命力，都市開放空間應

採彈性設計的方式，使建成後的環境隨時間的經過而調整，隨個人的意願而塑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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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3 都市開放空間之分類與系統建立

至目前有不少專家學者就都市開放空間系統提出不向的看法，有按土地使用及公私有地區

分(高原榮章， 1974): 有依公園系統和綠地廣場系統區分(成其琳， 1991); 有依附屬建物、

公園、街道廣場、線型、山坡地等開放空間區分(黃定闊， 1993); 有依鄰里街坊、街道廣場、

公園、線型、水域、山域等開放空間區分(郭瓊瑩， 1994) 。本研究認為以台北市政府所擬之分

類(陳惠婷， 1995)' 包括公園、廣場、河岸、街道及市集等，作為目前台灣都市開放空閑系統

分類之基礎較為適切，其原因有三:

1.分類型態明確。包括公園、廣場所謂節點之空間;街道、河岸等所謂線型之岔開以及其他機

能之空間 O

2.各類開放空間亦可明確細分為次系統。

3.辦除公私之分?將闊放空間視為一整體，同時明顯將都市空閑之點、線、面做過度之區分。

但其中第五項市集之分類因尺度及範盟與其他四種類型不符，並不適宜成為單一類別，故

本研究建議將此類納入特殊機能空間 O 根據上述各種開放空間之分類，本研究以台北市政府所

擬者為基礎，並研擬都市開放空問系統如閻 2 0 其各開放空間之類型及內容如下:

1.公園:所謂公園係指具有一定範園，提供民眾自由使用的綠化空悶，稱為公園 O 此系統以公

園位階之不同再分為自然公園、大型公園、都市公園及社區公園等四類。

2.廣場:公園與廣場是屬於同一類型之開放空問 9 乃面狀之開放空間，但其差異在於廣場多屬

於人工地擺會有較多之人造物?常伴隨建築物之出現，且廣場之開放空間較為集中 O

3. 河岸:都市水域空間亦屬於一種都市閱放空悶，只是其型態不同，性質不同，有別於其他環

境所能表現之特性 O 最主要之差異在於此類空間出現了大量軟性的元素一水 o 就其分佈型態、

分為流域藍帶、自然水體及人工水資源三部份 O

在.街道:街道在都市地區佔有最多之空間，但大多數為車行空憫，無法提供居民直接使用 O 因

此本研究所界定之街道只限於人們可直接使用之空間 O

5.特殊機能空問:特殊機能空間係指前四項所不能包含之空闊，包括公共工程所產生之空悶，

如:高架橋下;台灣社會習慣所產生之空間、如:夜市;未能達到開放空間要求之半開放空

閉，如:學校、停車場等 O

3-4 都市開放空間之活動模式

行為是為了滿足一定的目的和慾望，而採取的過渡行為狀態;活動乃是由行為所產生，是

為一體之兩間。活動可依不同的觀點而有不同性質的型態;由讓境空問之觀點可將都市活動分

為下列幾種型態:就實質空間而言，可分為內部 ZE間之活動與外部空閑之活動。內部空間指封

閉建築物以內之活動範園;外部空間則指封閉建築物以外之活動範閻 o 就活動性質問言，可分

為經常悅之活動與特殊性之活動。在生活中有周定時間、圈定活動內容且必須去做者，可視為

經常性活動;在生活中屬偶而為之且不固定時間之活動，是為特殊性活動。就活動目的而言，

可分為生理活動、生計活動和休閒活動。生理活動是指困生理需要所產生之活動，例如睡覺;

生計活動是指為了生活所產生之活動，例如工作;休閒活動則是指非生理生計活動，例如球類

活動等 O



都市聞放空間及其活動型態、之探討一以台中市都市開放空間為你

都市闊放空間系統

符合克車 A
Z 宇戶上帝 宇
些 申佇自λ請人自流紀商故丈吐女社 拉 夫自
古 央人行行摟工然域念業治化會通區 市 型然

iF 分徒車步水7.1<藍嚴廣廣廣廣康公 公 公公

是晶晶晶晶宮直選道們角場場場場場場「 11i i i iTil| 們
築頂校車衛集架 山湖親河 兒鄰社英文博值勤運兒紀苦都區都
中花場結構 通永泊水岸 鞏盟尷術化物物物動黨念都會域市
庭園 地去 河庫、公綠 遊公公館中館圈圈公公公公公公風

22 、溪聞帶 戲圈圈(心( 圈閱圓圓圈圈景

間7.1<瀑 場園(闊 (區

道、 道聞單 跨

溫)瘟〉縣

泉〉市

之

大
型

公

聞

59

圖 2 都市開放空間系統分類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行政院主計處 (1995)之資料顯示，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戶外所發生之活動，包括通過、參

觀散步、休息聊天、大地活動、球類活動、商業活動、器具活動、政治或宣傳活動及文化活動

等作一說明:其中，通過活動並不針對該開放空間進行有目的的活動，只是其他目的活動之過

程;參觀散步屬於靜態活動，強調如何透過環境使人沈澱，放鬆心情;或該空間有值得吸引人

們之地方，值得一再玩味，或只想到戶外走走而已;休息聊天乃利用開放空間，讓個人休息、

或增進人際關係，朋友相互親近、溝通，屬於靜態之活動;大地活動屬於動態活動，包括放風

箏、擲飛盤、團體遊戲等活動，通常需要較大且空曠之場地;球類活動屬具動態之活動，可分

為需特定場地與不需特定場地之兩種。因活動群之不同而有所不悶;商業活動係以商業空間為

主，提供民眾另一種休閑之空間，此類活動包括購物、攤販活動等，通常是具有目的之活動型

態;器具活動則必須提供某些用具才能進行，如兒童遊具、腳踏車、溜冰等，亦屬於動態性較

強之活動;政治或軍傳活動為在特定時間或地點所建生之活動，容易造成垃圾污染或噪音污

染，且對象也有一定之限制;文化活動屬於藝文方面之活動，亦為靜態之活動，如寫生、攝影、

戶外藝術展覽等活動均屬於此類型之活動內容等。

由以上之探討可知，人們在生活與空閑之問存在十分徬切的關係。當人們的行為表現於外

而反應在某種空間之中，則人和空間便發生了對應的關係而產生活動。

四、實證研究

根據上述都市開放空間與活動模式之建立，本研究以台中市為例進行質證研究，其目的在

於藉此瞭解都市開放空閑與市民活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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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白的

1.驗證前述都市開放空間由空間類型和活動觀點所建立之分類系統是否成立 o

2. 了解系統中各都市開放空間所產生之活動型態。

3. 了解系統中各都市開放空間活動型態與時憫之關係 o

4-2 問題假設

l 古B市開放空問系統可以活動型態做為空間分類的依據。

2.不同的空問類型會產生不同的活動型態。

3.區位不同的空間中所產生之活動型態不盡相同。

ι假日與非假日活動型態和人次，均有不同 O

5.每日活動時段不同?所產生之活動型態、人次、族群，均有不悶。

在一3 研究方法

本質證研究之基本資料分閑階段進行調堂。第一階段採開放式問卷書根據上述本研究所擬

都市開放空間系統 9 以東海大學景觀系所學生為調瓷對象，經統計得知台中市較具代表性之各

類開放空間如(表 1) 0 第二階段調查係以第一階段問卷結果作為實證調資基地，進行實地觀察

及問卷調查 O 茲分別說明如下:

1.實地觀察:觀察時間為民國 8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分為假日(星期日或國定假日)與非

假日進行，其記錄方式以每一整點之前十分鐘為一單位會從上午 6:00 至下午 9:00 '共 16

小時 O 主要內容包括基地基本資料之記載 9 如:基地名稱、地點、商積及及單位時間記錄所

出現之活動型態、人次及族群特性 O

2. 問卷調查:利用觀察記錄後之時間進行，從上午 6:00 至下午 9:00 '共 16 小時會主要內容

包括詢問來此基地之目的及受訪者基本資料 O為使問卷之信度與效度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

故假設問卷抽樣樣本誤差不大於 5% ( e<O. 05 ) ，而在 95%信賴皮之條件下 9 推算樣本最少

需 384 份 p 並預估 5%之廢卷率(顏月珠， 1988 ) ，則問卷份數需 403 份?因此本研究在操

作上為考慮、各墓地之特性及實際狀況 9 將調查樣本定義在所有暴地調資總數需超過 403 份即

可 O 而問卷之抽樣方式採系統抽樣，經由問卷測試之預估，每份問卷作答時間為 5 分鐘，因

此以每 5 分鐘為一間距 9 選取最接近訪問員之民眾為調至是對象。

表 1 台中市較具代表性之各類開放空間一覽表

開放空間類型 名稱 開放空間類型 名稱

首都公闊 台中公闊 紀念廣場 經國大道

紀念公園 東峰公園 商業廣場 第一廣場

兒童公闊 英才公園 政治廣場 市民廣場

運動公園 健康公園 文化廣場 美術館前廣場

美術館圈區 美術館園區 騎樓 中正路

社區公園 逢甲公關 閻道 綠園道

鄰里公園 熱河公園 行人徒步區 精明…街

兒童遊戲場 中仁公園 停車場 美術館旁停車場

父過廣場 火車站前廣場 球場 體專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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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ι1 實地觀察結果分析與討論

根據觀察統計之結果(表 2) ，發現各開放空間中，假日與非假臼之主要活動型態、及人次大

致相同。在假日與非假日活動總人次方面，除東峰公園(二三八紀念公閻)外，所有驀地的活動

總人次均為假臼多於非假日，顯示間內休閒活動人口集中於假日時段，且其活動時問與活動型

態因空閑性質和內容不同而有不同 O

表 2 活動人次觀察統計表

最多λ次 在~λ次 第5似次 窮報1v0: 最多λ次 二立~λ故 第三多λ次 措主軒臥tx

台中公園(假日) 參觀(448) 通過(320) 休息(70) 1278 關閣大道(假日) 通過(424) 悅，息(35) 參觀(86) 658

(非假日) 通過(397) 參觀(294) 運動(37) 998 (非假日) 通過(33的 休息(98) H留吋((4) 441

東蜂公關(億日) 參觀(25 1) 休息(26) 遊樂(56) 462 第一廣場(假日) 通過(3277 排隊(955) 博快(684) 5915

(非假日) 參觀(203) 休息(89) 遊樂(72) 535 (非假臼) 通過0705 博帳(7 83) 排隊(586) 3967

英才公園(假日) 遊樂(470) 參觀(40) 大地(33) 1155 市民廣場(假日) 通過(237) 除類(93) i宣傳(70) 875

(非假日) 遊樂(是 62) 參觀( 153) 運動(1 05) 1109 (非假日) 通過(249) 參觀(22) H木息(07) 638

健康公園(假日) 球類(554) 大地(553) 遊樂(538) 2982 美術館前廣場(假日) 通過(3154 休息(679) 參觀(518) 4361

(非假日) 參觀(1 94) 木，宮、(25) 運動(07) 758 (非假日) 通過(2951 休息(636) 參觀(603) 4117

美術館聞監(假日) 參觀(337) 木息(282) 大地(3 1) 671 中正路(假日) 通過(3804 間物(2620) 攤販(165) 6616

(非假日) 參觀(307) 休息(240) 大地(3 1) 614 (非假日) 通過(2115 幟物o 日 10) 關服(28) 3180

邊甲公園(假日) 求額(73) 休息(7 1) 大地(48) 294 i線國道(假日) 跑過(1 96) H木息(1 30) 陣樂(100) 500

(非假日) 〉拉息 (90) 通過(83) 參觀(35) 229 (非假日) 悔過(218) 休息(15) 參觀(65) 409

熱?可公閱(假日) 通過(80) 休息(78) 運動(53) 239 精明一街(假日) 休息(2205 通過(35 1) 關物(45) 2653

(非假日) 休息(82) 理勘(是8) 通過(33) 173 (非假日) 休息0093 購物(438) 通過(20) 1789

中仁公園(假日) 木息、(36) 通過(33) 運動(22) 101 美術館旁停車場(假日) 悔過(39 1) 偉草動(38) 休息(30) 482

(非假日) 木息(6) 通過(1 6) 運動(8) 42 ( ~社假日) 通過(345) 還動(34) H木息(30) 419

火車站前廣場(假日) 通過(2207) 木，皂、(175) 宣傳(57) 3456 悔專球場(假日) 單獨(31 1) 木，息、(50) t留冰(是3) 436

(相聞) 通過(85 1) 木息(650 宣傳(5) 2535 (非假日) 求類(299) 木息(45) 溜冰(27) 371

p.s: 上述表格中，括號內之數字係基地該活動一日內累積總人次 O

根據觀察統計結果，將各類、開放空間之活動型態、人次、時間等進一步分析說明如下:

1.公園鑽

調查結果顯示?較大型且較具知名度的公園，如台中公園、東峰公園、英才公園(兒童公

園)、健康公園(運動公園) ，省立美術館園區等，其活動型態多以參觀為主，其次為休息、散

步。由於較大型的公園內環境配置較多樣化，如英才公園、東峰公園等目前配置多項遊樂設施，

使遊憩活動人次增加。同時大型公園因留設較大面積之空間?發生大地活動的活動人次也相對

增加。而面積較小者?如逢甲公園、熱河公關和中仁公闊，則多以休息等靜態活動為主，其次

為通過型活動。

再也時間與活動人次分析。假日與非假日的活動型態、大致相似，差異不大，表示公園活動

的型態穩定，形成較間定之活動模式 o 在假日人群活動的時段分佈較無明確之頻度，但在下午

3 時至 6 時為活動人次最頻繁的時段，而非假日則明顯看出活動人次出現在上午 6 時至 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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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午 3 時至 6 時 9 此與國人喜好清晨及傍晚運動或活動之習性有閱(圓 3 、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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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4 公閻類非假日時段活動人次統計聞

2.廣場類

調查結果顯示，在各廣場中發生最多的活動類型為通過性活動，由此可知廣場空間是屬於

過渡性空間 O 而由廣場空間發生次多活動之市民廣場來看，因其面積較大，且假日常舉辦政治

活動、商業活動或球類活動等，因此參觀和球類活動人次分佔活動人次的二、三名;第一廣場

為年輕人聚集之場所，電影院排隊買票和等候的人群為多，該廣場提供了充足的活動空間。其

餘廣場均以靜態之休息活動為主。火車站前廣場因為台中交通門戶 9 宣傳活動亦為主要的活動

之一 O 經國大道和美術館前廣場由於空間性質相間，同時有參觀和遊樂性活動之發生。

再也時聞與活動人次分析:由於廣場主要的活動型態以通過性活動為主?因此活動人次與

時間的關係並不十分明顯 O 在假日時，火車站前廣場在上午 8 時至 12 時及下午 5 時至 7 時出

現較多人潮，而美術館前廣場因受參觀美術館之人潮影響，集中在上午 9 時至 11 時，而下午 3

日寺至 5 時?廣場中從事休憩活動的人次增加，以及離開美術館的通過性活動，形成廣場活動人

次之高峰。在非假日時段，除美術館前廣場與假日時段相似外，其餘廣場均在上午 6 時至 9 時

及下午 4 時至 7 日寺出現活動高峰會火車站前廣場乃受上班上課之通勤活動影響?而經國大道和

市民廣場則多為休息活動(國 5 、圓 6) 0

3. 街道類

調查結果顯示，除精明一街外，其餘兩條街道型開放空間皆以通過性活動為最多(精明一

街之通過性活動亦為次多人次之活動"這是線型開放空間最主要之特徵 o 三條線型閱放空間

除發生通過性活動一致外，亦受到空聞性質的影響，而其產生之次要活動則有明顯差異，如中

正路屬商業型騎樓 9 吸引攤販眾集，與原有商家形成一購物街，因此購物活動頻繁;而綠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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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林蔭大道，提供附近居民從事休息和遊樂活動;精明一街為行人徒步區，禁止車輛通行，而

開放空間中設有桌椅，供民眾休息、用餐，也因此購物及消費活動人次增加。

再由時間與活動人次分析:街道活動不論假日或非假日，均從午後開始發生，其中，中正

路和精明一街有商業活動產生，因此活動人次會持續至夜間 9 時以後。中正路在假日清晨多為

軍人在此等候或休息(中區部隊放假，軍人多在市中心集散) ，在人潮高峰時，空間十分擁擠。

綠圓道活動熱絡之時間為下午 3 時至 5 時，清晨以運動人次居多，夜間有散步、小型團體活動

零星出現。精明一街活動熱絡之時間在假日為上午 11 時以後 9 非假日為下午在持以後，多為

年輕上班族及學生(國 7 、圖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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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機能空間類

調查結果顯示?停車場多為停車使用?但由於 ZE閉上之安排 9 早晨也有人在此運動 O 因為

緊鄰美術館，故人群多半在此停車，再前往美術館中活動?故此活動性質主要以通過型活動為

O 體專球場活動熱絡之時間為早上和下午的時間?因假日和非假日之不悶，上午的時段非假

日會出現體專學生大量使用，假日則是一般民眾使用?旦大多在下午近傍晚時閱(國 9 、圖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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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 特殊機能空間假日時段活動人次統計圈 闡 10 特殊機能空間非假日時段活動人次統計圈

4一是 .2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問卷調查結果?利用次數統計和交叉分析 9 進行統計分析 o 茲將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基本資料(表 3 、表的

(1)性別

與活動型態無明顯關係 p 但在說資過程中，女性受訪者之配合意願較為濃厚，答題也

較仔細。

(2)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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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非假日問卷調查統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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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動型態無明顯關係?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 9 所有被調查之受訪者年齡多集中於

19-44 歲 9 此結果表示該範圍之族群對於問卷調查之配合度較高，同時活動力較強，受訪人

次亦較多，屬於開放空間活動之主要族群 O

(3)職業

同樣與活動型態無明顯關係，但在調至是過程中，以學生為最多 9 表示學生多配合問卷

工作之進行，且活動力較強，受訪人次較多?屬於開放空間活動之主要族群。但公園類出

現較多家庭主婦，多為陪小孩到公園玩，是不同於其他空間的族群現象 o

(4)教育程度

同樣與活動型態、無明顯關係 9 但在調查過程中 P 公園類以高中、職族群為最多，其餘

具有其他活動屬性之空間以大專學歷較多會顯示不同之教育程度對選擇活動之空間有些許

差異 O 公園類空間屬休閒類，廣場、街道等空間 P 除休閑外 9 可能產生其他異於休間性質

活動的引力產生，如商業活動會造成選擇上之差異 O

(5)居住地

同樣與活動型態無明顯關係 9 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台中市之開放 ZE間多為居住於台

中市的民眾使用?但某些具知名度之開放空閑?如美術館、第一廣場、精明一街等空間會

則以非本地的民眾居多。

2. 各開放空間活動種類(表 3 、表 4)

(1)公關類

大部份來公園之目的以散步、帶小孩玩為主?還勤、路過或停留等活動次之，且假日

與非假日之情況大致相同。但其中台中公國假日活動類型以路過和停留最多會在非假日時

以賞景為最多?是差異較大的部份 O 另外 p 受訪者前來台中公園之目的以賞景較多 9 可能

是因為公園範圍較大雪配置較學富且具有知名度?故以賞景為活動目的的受訪者較多。而

健康公園在非假日時段 9 民眾活動在路過或停留的比例增加會是因公園內有衛生所設蠶所

造成之必要性活動。而美術館在非假日時段會以運動為活動目的的受訪者也有增加的現象 O

整體而當 P 公園的活動型態、大致相同 O

(2)廣場類

經過調盜之五個廣場中?活動目的以路過或停留為最多?屬於流動性空間，其中以火

車站前廣場最為明顯。在假日部份 9 市民廣場囡屬於完整空地 P 並無特定使用對象或功能，

因此以運動為目的之受訪者較多，其中又以球類活動為主。非假日時段實以散步休閑為目

的之活動人口在美術館廣場和經圓大道有增加之趨勢。另外贊美術館廣場國多有藝術展覽，

觀賞的目的賠多;第一廣場因屬商業廣場?逛街購物之活動型態明顯不同於其他廣場。聽

體而言，廣場屬於流動性大會且可以產生多樣性活動之空筒，但活動型態受空間環境及所

在區位之影響。

(3)街道類

本次調查之街道類空間分屬於不同性質之空闊 9 所產生之活動型態差異也較大，中正

路以路過、購物為主;綠闊道雖屬線性空間，但活動所呈現之風格與公園相同，民眾活動

之目的以停留和散步為主;精明一街屬於商業型線性空間，再配合兩側店家使用，故以用

餐聊天、休息活動為目的之受訪者最多 O 三處的主要活動目的在假日與非假日時段並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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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但在非假日時段?中正路上以逛街購物為目的之受訪者比例 9 有明顯減少的跡象。整

體而霄，街道類的活動除綠聞道外?其餘兩者之活動型態、相似。

(4)特殊機能空間類

此類屬於零散之空間形式?無法直接以空間性質或活動型態、分類。由於特殊機能空閑

之活動取向明顯。如停車場作為停車使用?流動性較大會多以通過 1生活動為主;球場為提

供球類活動使用，多為運動人口 o 在調查結果上明確反映事實 9 美術館旁停車場，受訪民

眾認為其活動目的為路過或停留?即停車場提供停車使用會屬必要性活動;球場除了以打

球為主要活動目的外，運動後在場邊休息為運動附屬之活動目的 O 而此開放空悶，民眾的

活動目的在假日與非假日的情況相似。

根據上述實地觀察與問卷調查之結果可知?兩者針對各個開放空間進行活動型態調查，從

實際觀察結果和民眾認為本身所從事之活動類型相當吻合?由此可確立開放空閩中所發生之活

動型態、為一般大眾所認同?或本身親自參與之活動己反映實地觀察與問卷調查中?空間活動類

型與實質空閑環境之關係 O

另外?交叉分析結果顯示 9 活動與性別、職業、學歷、居住地等因並無高度之相關性?亦

即性別、職業、學歷、居住地等國子並不影響活動種類之產生?而活動之產生對民眾而言是屬

於普遍的現象 9 不局限在某特定族群?對整體分析來說可以客觀瞭解民兵在對各空間所產生之活

動屬性 O

五、綜合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之開放空間具有不同之活動類型，而活動類型亦因空間中不同的

使用特性，而形成活動類型的差異。茲就上述實證研究結果進一步說明如下:

1.藉由本質證研究結果所得，自活動屬性歸納之空間型態是否成立。

綜合前述之質證研究、調查和結論?若由活動之觀點作為都市聞放空問分類之依據，公園

類的部份因案例較為完整 9 就調查結果顯示其有相同之活動特徵 9 故可說明公關屬性之開放安

問可由活動觀點視為同一分類，但在次系統之分類上?較不易明確劃分。至於其他開放空閑類

型如:廣場類、街道類、特殊機能空間?在各空間所提供之活動，性質均有其特色?故在次系統

中可作明確的劃分。因此本質證研究結果?由活動型態和空崗位質所歸納之開放空間系統可以

成立。

2. 不同的空間類態會產生不同的活動型態。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空間型態會產生不同的活動型態。例如公闊類之活動型態和廣場類

之活動型態便有不悶，或是特殊機能空間所呈現之活動與其他空間之活動有明顯之不同。如公

園多以散步、聊天、運動為主;而廣場又因性質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活動型態 9 包括通過型空間、

購物空間、運動空間等。據此可歸納出:若開放空間類型不同?所產生之活動型態不盡相悶。

就整體空間分類觀點而霄，在上述分類與調查的墓地中，唯有公園類之閱放空閑可以明顯判斷

出其相關程度 9 也較容易判定分類上不同之空間類型會產生不間的活動型態。

3. 不同區位的空間所產生之活動也不盡相同 O

研究結果顯示 9 不同的空間類型有不同的活動型態。但因空間所處之區位不悶，造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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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康生亦不盡相同 O 例如屬於商業區空間的第一廣場和屬於住宅臨之市民廣場，由於所處之區

位不同及其在設計上有所區別，形成第一廣場為商業購物空問 9 而市民廣場則成為類似公園性

質之大面積活動空間，差異性頗大。又如公園園區位之不同亦造成活動型態之差異，如位於商

業區之中山公園所產生之活動多以通過性活動為主?而位於住宅區之東峰公園，所產生之活動

多以運動、散步、遊樂為主，可見不同區位的空間所康生之活動也不盡相同 O 因此，吾人可以

由上述研究中歸納出:若聞放空間類型不悶，所產生之活動型態不盡相同。就整體空間分類觀

點而霄，在上述分類與調查的基地中，唯有公園類之間放空間可以明顯判斷出其相關程度，也

較容易判定分類上不同之空間類型，會產生不同的活動型態。

是.假日與非假日活動種類和人次、均有不同。

由本次實證調查得知，市民活動可分為必要性活動與休閑社交性活動 9 其中必要性活動不

論假日或非假日均有活動農生，且多發生在通過性空間，閱放空間僅成為民眾欲完成旅次的一

種過程;而假日時段，市民多進行休閑社交性活動。本研究可從開放空間與活動人次之數量及

基本資料得知，假日與非假日活動種類並無太大差異 9 僅活動型態、之人次比例改變，如台中公

園在假日時，活動人次最多者為參觀 9 次多者為通過，但在非假日時則反之 O 假日與非假日活

動人次會因開放空間的類型而有所差異，如第一廣場在假日時，購物之人次比非假日時段湧入

更多人潮;在美術館及經圓大道上會出現了許多非台中縣市之居民，同時活動人次亦有明顯增

加;而屬於著名之遊憩地點，如台中公園;或交通要衝 9 如台中火車站前廣場雪在假日與非假

日的活動人次則沒有明顯之變化 O 由此可知，假日與非假日活動人次有程度上之差異 O

5.不同時段會產生不同之活動人次與活動型態、 O

研究結果顯示 9 不同時段會產生不同之活動人次與活動型態 O 由於國人生活習慣因年齡層

之不同而有不同?例如終年以上之民眾喜歡大清早在附近的公園裡散散步、聊聊天;而年輕上

班族因平日白天工作繁忙 9 因此活動之時間多選擇晚上或假日的時間 9 且活動性質以購物、散

步等休閑性活動居多;學生由於時悶的安排上較為彈性，故活動較不受時段上之限制 9 尤其現

在很多人喜歡夜間活動，在商業區之開放空間到深夜仍然有人駐足 O 因此在調查的過程中也發

現為因應、民眾不同時段、不同喜好的需求 9 各開放空悶在設計上也應以多功能空間使用為基

礎。

4? 、舍去去~~~IJ畫室墓
/、 、、口 Pit可/'\~可也

6一l 結論

都市開放空間在都市環境中，佔有舉足輕章之地位，本研究將都市開放空間做一有系統之

整理歸納，同時配合都市開放空間之主要功能，即活動，提出一具體之描述，也市民活動之觀

點找出空間與活動兩者之間關係，以提供都市發展或都市愣放空間規劃設計之依據。

本研究分為兩個問題來探討，一是根據相關理論及案例研究，將都市聞放空間分類予以整

合，依此擬定一套完整之分類系統，進而以此作為都市活動空崗調查之依據。二是為求都市開

放空閑之有效利用，由人群活動之觀點，探討活動與開放空間類型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之詞放空閑依其環境條件不同而有不同之活動類型。若以活動型

態進行空間分類，其分類結果大致與實質空間形式分類相符合，並進而依活動類型衍生出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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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形成合於市民需求之開放空間。此外，不同區位的空間所產生之活動也不競相間?表示周

間環境的差異，對於空闊類型和活動型態造成影響 O 假日與非假日時段的不向所造成之開放空

間活動型態與人次之差異和趨向，乃因民眾對於活動需求之改變及一般日常生活習慣而有所差

里。

從研究顯現出許多空間應用之問題，也反應出都市閱放空間系統之蠶要性 O 正因為現有的

都市開放空間未能有效建立系統規劃的理念，使得開放空間的功能和空間上的連繫無法達到提

供市民充分活動之預期效果 O 如何強化都市開放空間和市民活動兩者間的關係，乃是規懿者不

可忽視的問題 o

6-2 建議

由於本研究儷針對現有都市開放空間做一基礎性之研究 9 建議未來可朝以下幾個方向進行

研究:

1.針對區位不同之間放空間進行研究 O

2. 廣場和街道開放空閑可再依活動型態分類?擴大調查樣本?各以相同之實質空間形式進行比

較。

3.針對設施之種類和數量與活動之關係進行研究 O

最後，本研究之結果除可作為決策者規劃都市開放空聞之參考依據會俾都市開放空間之品

質和功能得以確保，並可提供新聞發地區留設開放空間之參考，據以形成完整之都市開放空間

系統，使都市土地合理分配?提供民眾多樣化之休閑空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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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open space is a place where can make people comfortable,and pay more cheer臼l

to the city.!t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activity,but also for developing the city culture.

Therefore,all over the world think to develope the urban open spac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when planning the city.In our country,all cities are focused on the entirety of a city. The

studies about the urban open space are careless of activities for people.However,urban open

space is designed for people.Therefore,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is how to build a

humanised open space for people.

First,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open space was discussed.Based on different 矽pes of

activities,an integrated urban open space systelTI was developed.In order to realize those

characteristics,our questionnaire and field observation were carried out in Taichung City.The

purposes to carry out the surve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open spaces and activiti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open spaces.!t is hoped that designers can nlake a proper pla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open spa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open space of every type has its own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types of open space.Even the open space

of the same types,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will have differnet uses.

Keywords:Urban,Open space,Space form, Activity patter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