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總結本研究的過程之後，在文獻回顧當中，首先點出目前備受重視的永續發展模式

與背景，並將其延伸的理論一一點出，例如永續都市、綠色都市、健康都市等。再來則

是以反對擴張、主張高密度使用的緊密都市、TOD、智慧成長等。最後則是以景觀生態

學為基礎，強調與生態相融合的生態都市理論。將這些理論加以比對分析，尋找其各自

強調的特點與彼此的共通點，作出小結。第二階段中，則初步說明城市中的道路系統，

與高架道路所具備的功能與特色。接著在案例分析中，比較各國對於高架道路存在的課

題與轉型的方向，進行各方面的比較與探討，提供國內高架道路相關議題的借鏡與引

導。第三章的部分則是台北市都市發展的脈絡開始說起，敘訴自日治時代開始，台北城

的發展進程。從過去的歷史脈絡中分析台北在過去城市發展中，所著重的項目為何。並

從中了解高架道路在城市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因此，在接下來的基地現況分

析當中，可以較為了解高架道路周邊使用情形的規劃模式與轉變歷程。最後再與前兩章

的內容相比較分析，發掘出建國高架道路在面臨新的世界趨勢，所應該擁有的轉化方向

為何，並研擬其相關課題。最後再針對其課題，導入前幾章所敘訴之規劃原則，進行分

區的策略建議。本研究成果，分述如下所示： 
 

一、 分析當下都市發展趨勢的共通點，從中擷取高架道路底下與周

邊空間應考慮的原則與項目 
    目前各式的都市發展理論中，以永續都市的理念屬於最上位；涵蓋範圍也最廣。本

研究便以永續發展為目標，進行建國高架道路底下與周邊空間使用上的釐清與轉化。為

達到永續發展此願景的條件，在分析過與永續相關的衍伸理論後，大致上分為「環境」、

「經濟」、「社會」等層面的發展議題，在這三個層面底下，又可細分為「生態系統」、「交

通建設」、「土地利用」、「能源利用」、「人本設計」、「社區營造」等眾多層面，牽涉層面

甚廣。所以針對不同的地區環境，所定義出的永續發展也各不相同。所以本研究只能針

對與高架道路相關的「環境」議題著手，並輔以部分社會議題加以分析、討論。 

二、 歸納各國高架道路轉化案例 
    本研究藉由各國有關高架道路轉化的策略分析，歸納出其中規劃的原則與方式，提

供本研究進行借鏡，各國可供本研究借鏡之處如下所示： 
（一） 東京濫建築 
1. 整合周遭使用方式進行共構 

2. 將高架道路周邊建構為綠美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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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波士頓 Central Artery 
1. 果斷且具創意的政策方針 
2. 將高架道路轉化為開放空間 
（三） 韓國清溪川 
1. 以永續與人本為原則的發展方式 
2. 重視自然環境的都市計劃 
3. 跨部門的計畫團隊 
4. 去除高架道路的效益頻估 
（四） 美國西雅圖 
1. 與市民充分溝通與協調 
2. 強調綠色交通的發展模式 
3. 與水岸相容的社區環境 
（五） 美國舊金山 
1. 空間多元發展：融合水岸與餐廳成為重要觀光資源 
2. 重視水岸與市區空間的連結 
 
  近短程的雖然可以有效的改善結構物景觀與機能上的缺失，但是以長期的都市計畫

看來，大型的結構物對於整體的都市發展勢必會產生一定的阻礙，例如綠廊的規劃、自

行車道或大眾運輸系統的設置等永續發展相關設施。以目前的理論基礎來分析，高架道

路不拆除，能解決之課題有限，無法有效的根除高架道路存在所產生的大部分課題。故

在本研究最後，仍以拆除高架道路為主要手法，並另尋替代其交通功能之方法，為最終

規劃方針。 

三、 台北市發展脈絡與高架道路建構歷程 
    主要論述台北市各時代都市發展的背景與轉型的歷程，並在其中說明高架道路的建

構是處於何種時空背景之下，本研究主要以高架道路的建設與否，將時間軸切割成（1）

日治時期（1895~1945 年）；（2）工業時代與政策調整時代（1945~2009 年）。透過台北

市整體的發展與高架道路系統的建立背景，以及在第二章中所論述道路系統與高架道路

之功能，可瞭解到當時台北市的發展中，高架道路是扮演著何種角色，與其在整體的都

市發展中的定位。 
    建國高架道路在道路系統中提供縣際快速道路服務，將來自外縣市的量，快速引導

至市中心，同時也將市中心的車輛快速的疏導致郊區與外縣市。這樣的功能在台北市中

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在本研究後半段中的改善策略當中，便是考量如何能在維持縣際

交通的功能的前提下，進行最大幅度的課題改善計畫。 

四、 建國高架道路的現況調查與課題分析 
    綜合現況分析與當代的城市發展思潮，與近期台北市於研究範圍中的相關計畫，反

覆分析後研擬出下列三項主要課題，包括噪音汙染、空氣汙染、旅次成本與下列各分區

之細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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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大眾運輸不夠健全 
課題二：綠地系統無法串連 
課題三：人行道寬度不足 
課題四：土地使用方法單調，無法達到步行生活單元 
課題五：人行動線不良 
課題六：橋下景觀不良 
課題七：橋下使用未具有回饋效益 
課題八：空氣及噪音汙染 
課題九：通勤與休憩自行車道無法串連 
課題十：市民未能充分了解政府行政方針 
課題十一：各部門未能充分協調與合作 
 
  如前段所敘述，如果單純以現存高架道路進行改善，只能達到一半課題的改善與解

決，主要的汙染問題或是整體土地利用問題，則無法有效的加以解決。 

五、 建國高架道路整體轉化構想與策略 
    在現況調查中發現，建國南北路沿線各項課題的強度並不相同。所以本研究將研究

範圍區分為（1）民族東路至民生東路段（2）民生東路至忠孝東路段（3）忠孝東路至

辛亥路段。三個區段各有其發展特性，對應的課題也不盡相同。利用本研究所整理出的

文獻整理與案例分析，與目前建國南北路所存在的課題加以整理，可以發現出文獻中已

具有引導課題解決方向的原則與目標；在案例分析中，同樣也曾面臨現今建國高架道路

周邊所存在之課題，其解決方式也提供本研究借鏡。在雙方面的統合與整理之下，本研

究研擬出建國高架道路整體轉化構想與策略如下： 
（一） 民族東路至民生東路段 
1. 建立綠之網系統，提升高架道路周邊綠軸寬度 
2. 確保自行車道的延續性及品質 
（二） 民生東路至忠孝東路段 
1. 於捷運站與商業密集區等活動節點，設置自行車租借系統 
2. 定期且彈性的調整公車班次 
3. 各區段高架道路應突顯該斷之空間意象 
（三） 忠孝東路至辛亥路段 
1. 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轉乘機制 
2. 土地高密度發展與混合使用，發展以大眾運輸為導向之生活空間 
3. 改善現有假日市場之吸引力，透過回饋機制，提升其發展效益 
4. 整體性的人行步道規劃，並與大眾運輸系統及商業機能相結合 
（四） 綜合性發展 
1. 檢討現行的開發密度與強度 
2. 積極改善市民參與模式與管道，提升高架道路底下之利用性質 
3. 透過政府積極宣導與鼓勵，喚起市民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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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與第三部門的合作管道與機制 
 

以上的部分是以高架道路不加以拆除所作的近短期改善策略，其目的是在有條件限

制的情況下，進行景觀美質的優化與土地使用的改善。但是第二張的文獻回顧當中顯

示，高架道路系統並不支持永續都市的發展理念。本研究便在接下來的章節，以高架道

路拆除的前提下，進行策略分析。在案例分析中，拆除高架道路後可以進行恢復平面交

通或進行地下化來取代原有交通量兩種方案。由於建國高架道路的屬性與波士頓中央快

速道路相仿，在加上目前的建國高架道路並無可取代道路，高架道路平面化後的交通衝

擊也難以評估，所以單純平面化的策略本研究並不考慮和研究，直接提出地下化之策略。 
 
（五） 地下化策略 
1. 整體交通網絡評估 
2. 施工可行性 
3. 環境與效益評估 
4. 整體地下化規劃策略 
 

雖然地下化策略並非最完美的都市策略，也有可能衍伸出其他的課題，但以本研究

在文獻回顧、訪談、現況調查所分析出之課題，從案例與文獻中尋求解決的方法，發現

最有效解決高架道路的衍生課題，同時兼顧其原本之交通功能，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進行

地下化，地下化後是出的平面空間，也具有強的潛力執行永續都市的發展理念，於是本

研究便以地下策略作為最後的策略建議。 

第二節、 後續發展與建議 

一、 針對高架道路進行環境影響評估，規劃替選方案 
    本研究所列出的各國高架道路轉化案例，高架道路均以拆除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土

地轉化方式。在本研究中進行的部分訪談，目前台灣的交通情況與民意上，如果拆除建

國高架道路，勢必會受到強烈的反彈與抨擊。有鑑於各國的案例與文獻回顧中對於高架

道路的種種可能性與疑問，未來建議可以以評估建國高架道路的替許方案為主題，進行

深入的研究與設計。讓台北市的都市發展，更加貼近「永續發展」與「生態都市」這兩

項遠大的目標。 

二、 捷運與大眾運輸網設置後，土地使用方式是否滿足各項需求 
    依照目前台北市捷運局所規劃之捷運路線，在未來將會增加數條捷運路線與本研究

範圍平行與交錯。屆時，可以進一步的探討周邊的土地使用方式，作相對應的改變，以

滿足永續都市、TOD、緊密都市、新都市主義等重視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模式。 

三、 地下化策略後的各項規劃效益 
地下化策略如果加以實行，地下化工程可由目前工程技術加以克服。但其後續的整

體規劃與整合，接踵而來的市各式更重要的課題。如 BRT、自行車租借站的設置是否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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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效益，在選站與路線規劃方面又須具備何種考量。整體綠化的規劃，是否符合綠之

網的規劃內容，又是否進一步的符合「生態城市」的嚴苛標準。留設匝道處，在交通上

是否會造成交通量聚集而嚴重壅塞的情況。這些課題是本研究無法加以延伸的細項。 

四、 探討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溝通課題 
在各項的訪談中發現，政府部門中，在不同的單位與層級上，有著一定程度的斷層，

多數的部門間，彼此不清楚政府對於都市的整體願景為何。同樣的問題也發生於政府部

門與民間團體的溝通上，許多重大策略，政府在尚未整合民間意見，就先行定案，必於

事後才進行公聽會或說明會等，以至於許多策略無法反應出市民的需求。在政策宣傳

上，政府部門也缺少整體性的規劃，民眾對於都市的整體願景與實行細節，大多一知半

解。如何使政府內部，或是政府與市民之間，具有更良好的互動方式，使政策可以從更

基本的層面加以推動，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五、 地下化策略於政治、經濟、施工上的可行性評估 
  雖然在第五章有寫入施工可行性的章節，但其施工細則非本研究所探究之重點，待

相關專門研究進一步的分析，才能探討其中的課題為何。另外地下化工程仍牽涉到政

治、經濟層面的相關因素，即便本研究初步分析地下可以促進永續都市的發展理念，在

實行細則上仍有諸多層面需要加以考慮，礙於專業領域的不同與研究重點不同，期望在

其他領域的研究中能補完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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