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台北為台灣之政治、經濟與文化之中心，也是台灣的首都。1970 年代以來，隨著經

濟起飛台北也成為了人口匯集地。伴隨著人口而來的是大量車輛所帶來的交通問題。自

1968 年至 1980 年，私人載具的數量成長到五倍以上。為了因應可預期的交通問題，自

1974 年起台北市政府便訂定了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之初期方案，其中包括了外環快

速道路系統、內環快速道路系統、以及聯外走廊幅射快速道路系統等三大路線。由於地

下化牽涉到了土地分區、開發成本、台北市地下水位與日後維修成本的考量，快速道路

系統大多以高架的形式進行建造。其中，貫穿台北市中心的建國高架道路，自 1978 年

新建以來，便扮演了主要的內環快速道路系統與聯外的主要道路系統，在交通運輸上的

功能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要角。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觀看今日的都市計劃，大多是仿效美國的先進經驗進行規劃。這一套都市計劃在交

通運輸方面主要是以預估車流流量的方式來興建足夠的相關公共建設，以滿足未來的交

通服務水平。不過在人口大量增加的台北市，道路不斷的拓寬與新建似乎永遠趕不上交

通流量的爆增，反而因為人行道路的縮減，大量高架設施的建造，形成了新的環境問題

與社會成本。以近代的永續發展與生態城市的觀點中看來，相互矛盾與衝突的現象顯然

易見。讓人不禁思索這樣一個已經被大眾接受的公共設施，是否真能的完全符合近代發

展方向的需求？ 
 
六零年代台北市政府為了因應密度逐漸提升的交通問題，規劃了台北市整體快速道

路網絡，建國高架道路便是其中之一。大台北交通網絡在日據時代的道路系統便可看出

端倪。大型的南北與東西幹道，在交通量飽和後，已預留足夠的空間進行高架化，進而

提升交通服務水準。 
 

    在永續、人本等思潮逐漸抬頭的現代，建國高架道路是否符合能夠呼應時代需求的

交通建設，是本研究主要探究的角度。單以景觀的角度來看，建國高架道路是具有壓迫

且外觀上為美化的結構體。回顧歷史至今，這種以交通為主的單一功能建設，除了提供

交通服務外，衍生出相當多對環境產生衝擊的課題，本研究擬以進行各種方式進行課題

的剖析，進而歸納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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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及研課題 
    在全球思潮的帶動下，以永續與生態為前提的各式學說不斷被提出。本研究將重新

回顧大台北的發展歷史，進而剖析建造高架道路系統的時空背景，並進一步的比較當時

的規劃概念是否與目前的學說有互相衝突的部分。有關於建國高架道路所扮演之整體交

通系統細則，本研究則不加以深入探討。目前在國外也有許多案例是針對高架道路所提

出的；高架道路的單一用途與所造成的環境問題也被許多國家提出，並進行各式的改造

或是移除。本研究針對建國高架道路於定位和都市規劃等方面進行探討，以專家學者進

行深入訪談，利用文獻回顧、案例分析與深入訪談三方面進行，以期能客觀的歸納出下

列各點研究目的。 
1. 分析高架道路系統在城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 
2. 探討高架道路系統所產生的課題 
3. 研擬高架道路系統在面臨未來都市發展的趨勢與願景，所應轉化的策略與原則 

 
以上述的問題進行歸納與整合出結論，提供未來在都市設計與規劃方案中，針對高

架道路此一設施的建議與方針，將是本研究工作的目的所在。 
 

圖 1-1 研究範圍   本研究繪製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 
台北市內目前所擁有的高架道路有市

民大道、新生高架道路、建國高架道路、堤

外環河高架道路等。其中建國高架道路同時

具有貫穿台北市與擔任聯外主要道路系統

的角色，不論是地理位置或是使用定位都具

有其重要與特殊的意義。由於整體交通網絡

並非本研究所探討之重點，所以本在研究範

圍方面，則選定建國高架道路周圍一帶，進

行周遭環境的普查與課題分析；其範圍為台

北市建國高架道路為主，往西至松江路，往

東至復興南北路，北至民族東路，南至辛亥

路。以這四條路所圍塑出的範圍進行一連串

的普查與分析。其中包括了土地使用方式、

產業分析、高架道路底下的使用方式、假日

花市的使用現況等等。藉此了解目前建國高

架道路目前的使用現況，與對景觀、活動、

環境上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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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將針對都市發展與高架道路的相關理論，進行文獻回顧的整合與分析。並針

對與高架道路相關的案例進行蒐集與研究。以這兩個面向進行整理，以期歸納出近代的

高架道路發展定位，與未來的發展與展望。以提供本研究借鏡的效果。 
（二） 實地勘查法 
    進行針對建國高架道路沿線的各式普查，其中包括高架道路底下的使用現況，周邊

各種土地使用方式的特質與屬性。透過現地資料的整合與分析，歸納出建國高架道路沿

線的各式課題。 
（三） 深度訪談法 
    在實地勘查後所分析出的各面向課題，針對不同的面向與會相關的專業人士，藉以

瞭解各項課題的癥結與解決對策。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流程 
本研究先以文獻回顧的方

式，初步的了解目前世界關於永

續發展、生態都市等學說，再進

一步的釐清學說當中，與高架道

路相關的環節，與近代各國對於

高架道路相關議題的應對策

略。同時，依照近代都市計畫所

著重的內容，規劃現況分析所著

重的重點，依此進行建國高架道

路沿線的調查與初步的課題分

析。在進行過初步分析後，可依

據分析內容，找尋文獻當中是否

已經有類似的案例與解決方

案，以了解現況調查當中的死角

與尚未完善之處。 
在進行過現況調查與文獻

回顧後，初步的擬定深度訪談之

內容；目的在於自政府、民眾、

學者三方的角度對於建國高架

道路相關課題的看法。其後，便

以文獻回顧、實地勘查、深度訪

談三個方向著手研擬課題，並從

中歸納出建國高架道路之改

善方法與未來之規劃方向。 
圖 1-2 研究流程   本研究繪製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二、 研究目的及研課題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
	二、 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