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隨著時代的迭替，建築技術發展日新月異，因應科技化、量產化、高層

化的結果，開始影響都市人生活於建築空間的觀感與情緒，建築開發在著重

於提供住家更佳視野條件與提升建案獲利的同時，卻逐漸影響民眾在重要都

市開放空間-公園活動時所接收的視覺環境與空間感受。 

據此，本研究以視覺模擬的方式探討建築形式對於空間活動視覺影響，

故以不同開發程度之建築高度與建築色彩作為研究變項，並藉由實證與定量

的研究方法來進行。實證部份主要透過心理物理模式以瞭解民眾對於接受刺

激後所產生的知覺反應，分別由「民眾對於建築高度對空間活動視覺偏好影

響」、「建築色彩對空間活動視覺偏好影響」以及「個人資料對景觀偏好影響」

三方面來進行，定量部份則是藉由實證所得的結果進行統計上的描述與檢

定，以驗證研究假設，並據以提出下列結論： 
一、建築高度對空間活動視覺偏好有顯著影響 

研究針對不同建築高度之開發方案對偏好平均值進行檢定，發現建築

高度對視覺偏好有顯著關聯，此外不論在兒童遊戲場、公園中心點或觀景

台三處地點所提供不同距離或高度的改變，建築高度對視覺偏好均有顯著

差異，以下個別就不同模擬基地說明： 
(一) 聯合開發基地 

聯合開發基地建築高度模擬與視覺偏好有顯著關係，隨建築高度開

發程度越高，其視覺偏好值越低，尤其以兒童遊戲場觀察獲得全部獎勵

條件之受測照片 4 為所有模擬變項中偏好值最低。此面向研究更發現，

雖高度模擬皆與視覺偏好有顯著關係，但隨著觀賞距離拉遠，其偏好平

均值隨壓迫感減輕而有所提升。 
  
(二) 信義聯勤基地 

信義聯勤基地建築高度模擬與視覺偏好有顯著關係，隨建築高度開

發程度越高，其視覺偏好值越低，其不同開發程度視覺偏好改變斜率變

化不大，但研究亦發現當隨著視點提高，視域範圍所見整體環境感受更

加明顯，其視覺偏好程度會隨之下降。 
 
(三) 加油站基地 

加油站基地建築高度模擬與視覺偏好有顯著關係，隨建築高度開發

程度越高，其視覺偏好值越低，研究發現在公園中心點觀察模擬基地時

因視域所見大部分為茂盛的植栽群，故其視覺偏好值較其他受測照片

高，但在與建築開發後模擬照片相較後，其偏好差異所呈現之斜率成大

幅下降之趨勢。而在觀景台觀察點，因視點提高，視野所及更加廣闊，

其周邊建築群體傳達予受測者明顯的感覺，故其偏好平均值較公園中心

觀察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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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家堂基地 
聖家堂基地建築高度模擬與視覺偏好有顯著關係，隨建築高度開發

程度越高，其視覺偏好值越低，在公園中心點觀察時為視點常位，視野

所及大部分為茂盛植栽，故明顯降低建築壓迫感，使視覺偏好值較觀景

台高。而在觀景台觀察時因視點提高，視野所及更廣闊，其公園周遭建

築所產生的壓迫感受亦大幅提升，導致視覺偏好明顯降低許多。 

總結上述分析，可知觀察距離及視點高低會影響視覺偏好差異，當觀察

視點較高時因所見量體面積較多導致平均偏好指數較低，其平均視覺偏好差

異為 1.19，而在地面高程觀賞者為下位情況時，其平均視覺偏好差異則為

1.5，顯示觀察下位時會使建築高度影響程度增加。觀察距離較近時(300 公

尺以內)，因能明顯感受建築量體高度，所以獲得全部可申請獎勵條件時與

原都市計劃設定條件之平均視覺偏好差異較高，為 1.42；當觀察距離較遠時

(300 公尺以外)，建築高度變化差異影響視覺偏好程度較輕微，其平均視覺

偏好差異為 1.27。 

而在建築高度影響視覺差異上，當申請部分獎勵(如開放空間獎勵)時，

樓層數增加約 2~5 層樓，其視覺偏好與原都市計劃條件平均差異為 0.47，

但若獲得全部可申請獎勵時，增加樓層數約 6~15 層樓，視覺偏好平均差異

遽增為 1.11，顯示各種獎勵均通過時，明顯增加之建築樓層高度將影響民

眾視覺偏好。 

 
二、建築色彩對空間活動視覺偏好有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當不同建築色彩對偏好平均值進行檢定，發現建築色彩對視

覺偏好有顯著關聯，且灰白色系偏好值 5.6 高於磚紅色系偏好值 4.3，說明

建築色彩為灰白色系較易融合於整體環境，藉由與周邊建築群體一致的特

性減低建築量體的壓迫感。而在信義聯勤基地因周邊大安國宅為磚紅色系

建築，故此面向模擬磚紅色系牆面與灰白色系的視覺偏好斜率較其他模擬

面向平緩。 
  

三、建築高度與建築色彩偏好原因 

研究發現受測者對於偏好度低的影像較易評斷原因，然而在偏好度高的

影像則偏好原因分布較為分散，因此造成不喜歡的主要原因分配次數較高，

而喜歡的主要原因分配次數較低，即造成分析時數值可信度較低。 
(一) 建築高度 

建築高度偏好原因方面，研究發現各受測照片主要視覺偏好喜歡的

原因為「存在感強」及「天際線有戲劇性變化」，而不喜歡的主要原因為

「擁擠壓迫」、「混亂突兀」、「存在感強」。  
在建築高度偏好原因名詞辨識上對於「擁擠壓迫」與「混亂突兀」

直覺判斷皆為負向影響因子，「視野開闊」與「整齊協調」直覺判斷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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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因子，但在「存在感」及「天際線」偏好原因，則有喜歡與不

喜歡皆勾選的現象，說明個人感受的不同使相同偏好原因有偏好上的差

別，亦可能因無專業訓練受測者部分對名詞認知的差異，導致分析可信

度降低，如「存在感強」而感到突兀導致偏好較低，亦可能因「存在感

強」而使環境感受有變化性而感到喜歡；「天際線具戲劇性」使受測者感

到環境複雜混亂而感到不喜歡，亦有受測者覺得些微的天際線變化能豐

富環境感受而感到喜歡。 

 (二) 建築色彩 
建築色彩偏好原因方面，研究發現各受測照片主要視覺偏好喜歡的

原因磚紅色系為「華貴」，灰白色系喜歡原因為「現代感」、「融合」及「素

樸」；磚紅色系不喜歡原因為「對比」及「傳統感」，灰白色系不喜歡的

原因為「現代感」及「素樸」。 
其中在建築色彩偏好原因名詞辨識上，「現代感」、「對比」、「融合」

及「素樸」，在喜歡與不喜歡偏好原因皆有勾選的現象，說明個人感受的

不同導致相同偏好原因卻有偏好程度的差別，如「現代感」某些人認為

是正向因子，某些人卻認為「現代感」造成不易親近而感到不喜歡；「對

比」則可能因一定程度的差異可造成環境上的變化，然而差異度大的「對

比」則造成突兀的感受；「融合」大部分受測者則認為是正向因子，但有

部分受測者則認為單調平凡而感到不喜歡；「素樸」則因為簡約典雅的色

彩與環境較為融合而感到喜歡，亦可能因此造成單調平凡而感到不喜歡。 
 

四、個人資料對視覺偏好有所不同 

個人資料在本研究中以「有無去過大安森林公園」、「有無專業訓練」、

「專業訓練種類」及「性別」作為實證研究的測度項目，並分別依建築高

度與色彩進行檢定分析： 
(一) 建築高度 

研究發現「有無去過大安森林公園」與「有無專業訓練」的不同，

對視覺偏好並無顯著差異，而在「專業訓練種類」方面，荒野協會成員

因其對於環境敏感度較高，故視覺偏好平均值明顯低於其他專業訓練

者，且接受建築專業訓練者對於建築高度視覺偏好數值高於景觀專業訓

練者及其他環境相關專業訓練者。在「性別」方面，男性對於建築高度

視覺偏好數值高於女性，且有顯著差異。 
 

(二) 建築色彩 
研究發現「有無去過大安森林公園」、「有無專業訓練」及「性別」

的不同，對色彩視覺偏好並無顯著差異，而在「專業訓練種類」方面，

荒野協會成員因其對於環境敏感度較高，故色彩視覺偏好平均值低於其

他專業訓練者，且有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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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築開發形式建議及後續研究建議 
一、建築開發形式建議 

依本研究分析，越大面積的基地開發可獲得的相關獎勵措施越多，但

各項意喻良好的法令規定，在實際運用時必須有良好的配套評估標準以確

保公共利益得以發揮。除本研究所討論之各項獎勵，過去案例顯示另有為

容積移轉及都市更新獎勵，使得都市建築開發影響遠超過原先計畫的想

像，政府善意立法為改善都市景觀品質的各項獎勵規定卻成為許多開發商

投機取巧扼殺都市景觀之鑰。 
視覺環境是一個形式表達的綜合體，透過不同個體的組合與觀察方

式，會產生各種空間知覺感受。研究基地開發的影響不僅只在於前述公園

原有視覺條件的改變，甚至帶動周邊地區開發結構轉變，亦成為相關類型

建築開發指標，因此相關獎勵措施之施行應有更嚴謹的審查評估依據，以

確實為良好都市景觀把關。依據本研究探討，提出下列幾項建議： 

(一) 都市設計： 
1. 建築物的形成不但在成就自身的完整性，更在於當建築物完成的那

一刻同時改變建築物所處的基地狀況，這種因建築物造成的環境變

動如何對地區產生正面環境品質影響應是設計的關鍵考慮。 
2. 注意每一幢建築物的形成及與相鄰建築物間之關係，因此建築基地內

外空間，以及有關動線規劃、整體景觀環境等事項，皆應整合各建築

與周遭建築間之關係，同時與所處的環境涵構及背景和諧並存。 
3. 任何一幢建築的存在性與特殊性，不應標榜自我唯一絕對地標形式，

而在適切與周遭地景或街景共同形成整體環境特色。 
 

(二) 民眾參與： 
1. 大範圍之建築開發時，應選取周遭若干重要視覺敏感點進行視覺仿

真，並以問卷調查方式參酌民眾景觀偏好以作為評估影響之參考依

據，並保障最佳公共視覺條件。 
2. 都市景觀需要民眾、開發商及政府共同努力，必須在環境協調之公共

利益優於私人利益的考慮下，才能維持或創造都市良好視覺環境品

質，推廣社會環境教育及環境保護意識則可以增加共識的建立。 
 

(三) 政府政策： 
1. 因應都市發展所訂定之獎勵措施應就實際開發成果定期檢討，相關獎

勵之綜合運用則應訂有最高上限，以避免濫用造成環境衝擊。 
2. 建築開發所爭取的各類獎勵均需通過各級(類)委員會之審議通過，難

免因考量重點之差異而無法有效落實都市設計理念，建議由規劃至設

計各階段審議均應以保障該開發地區之整體和諧與既有自然人文特

質為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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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如同大安森林公園的大型開放空間是民眾最容

喜歡使用且極為難得的環境，但其視覺景觀環境往往最容易被忽略，藉由

視覺環境的探討可提升都市生活環境的舒適感，更可促進都市空間的正向

發展。因此本研究以大安森林公園周邊建築開發形式對視覺偏好的實證分

析，企圖找出都市發展與休閒空間視覺環境的平衡點，以提供未來都市發

展良好的建議，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仍有許多未來視覺影響探討方向，以

供後續相關研究之參考： 
 
(一) 各種開放空間周邊建築開發對視覺影響之研究 

本研究僅探討大安森林公園周邊建築開發之視覺影響，但都市大型

開放空間除公園外亦有許多不同的類型，如寬廣的街道空間、紀念廣場、

河川綠地等，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常接觸的休閒環境，但大尺度開放

空間周邊所擁有的便利休閒與良好景觀，亦為高層建築開發的重要地

段，故建築開發對不同類型開放空間的視覺影響可進一步探討。 
 

(二) 其他建築形式影響因子 
建築形式對於視覺偏好影響因子相當複雜，其包括量體大小、高度、

造型、色彩、材質、設計風格等，但本研究礙於人力、時間、資料取得

等因素，僅就建築高度及色彩加以探討，因此未來可就其他建築形式影

響因子及建築配置等，進一步探索與驗證。 
 

(三) 公園植栽配置對視覺景觀偏好影響 
研究發現對於建築形式偏好評估時，若視域範圍內植栽所佔比例較

高時，其偏好程度亦有所提升，因此未來可就公園內部植栽配置對於是

否影響視覺偏好之研究深入探討，並且可藉由探討公園植栽配置來減輕

周邊建築對於民眾在園內活動時視覺環境影響。 
 

(四) 建築形式對公園視覺序列影響 
今日電腦技術日益進步，電腦動畫應用於景觀評估之研究也日趨增

加，如 3D 模擬、虛擬實境等情境式動態體驗，因此可針對周邊建築對公

園內部動線視覺序列動態模擬，更深入體驗民眾於公園休閒時視覺環境

變化，藉由其影像變化瞭解周邊建築對於園內活動行進時產生的視覺序

列變化，並瞭解其視覺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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