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台北市是一群山環繞的盆地，對台北市民而言天際線的記憶是不可或缺的，

而文化大學建築群落與自然環境結合而成的天際線，更是許多台北市民的記憶。

天際線是都市最先給人的第一印像，也是一都市發展過程累積的成果，對天際線

的觀察可以獲得許多都市發展的軌跡與都市文化的成長，隨著建築技術的進步，

天際線也不斷的在改變，但是位在自然地理邊界上建築量體的建構，對都市是正

面或是負面的印象，成為本研究探討的主要目的。因此，研究將分別針對民眾主

觀意識的問卷資料調查，與客觀都市天際線破碎度的分析，比較其結果是相同或

是相異，而其間的差距又有多大的落差。由本研究可以得以下結論： 

 

一、山稜線上特殊建物的影響 

 

對台北市民而言山稜線是台北市的背景，而都市建築群是前景，山稜線上

建築物就成為中景，山稜線上建築物的形式、量體與顏色特殊，將成為注視焦點，

而距離可以使這感覺改變。 

在本研究案例分析中可得知，影響觀看目標建築物最大差異距離在 1500 公

尺到 3000 公尺，在此距離範圍內，觀察者最會在意建築形式，且特殊建築物會

影響到遠眺山稜線次數，並在意其是否破壞了山稜線。因此，山稜線上的建築物，

對視距 1500 公尺到 3000 公尺距離內的觀察者影響最顯著，可以藉此提供度是設

計影響範圍及強度分析之參考。 
 

二、觀察者的視距與喜好程度 

 

觀察者在距離越遠時，越不會發現山稜線上的建築物，因視野範圍變大而

山稜線變為多層化，使建築物融於山稜線中，但建築量體顏色特別突兀時，將成

為觀看山稜線上的焦點，且破壞山稜線的整體感，但最主要的還是山稜線上自然

景觀與建物比例，在不同距離時會產生不同的觀感。 

在本研究案例分析中可得知，建築量體與周遭自然景觀的比例，在每一視

距範圍內都會有觀察者注意到這點，且建物立面顏色是最主要的因子，因為顏色

無法融入自然景觀中，多半強化山稜線意像的破壞。 

 

三、住戶與通勤族群的影響 

 

對於住戶與通勤族群來說，是屬於長時間注視山稜線上建物的對象，而住

戶是固定距離的觀察者，通勤族是可視距離變化較大的觀察者，所產生的影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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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同，對觀察者來說本研究所得到結果，通勤族與住戶在觀察頻率上會多於一

般受訪者，注視頻率與觀看山稜線有關連，且會影響並注意到山上建築群體，而

不論是住戶或是通勤族，都會發現山稜線上有明顯建築量體改變。 
在本研究案例分析中可得知，注視頻率會影響人們眼中的注視焦點與變

化，而影響最大還是固定視野的住戶，山稜線上建物有所改變，第一個發現的是

山下住戶，而天際線是市民居住於台北市的共同財產，單一量體的改變將影響市

民對此公共財的權益。 
 

四、碎形維度與天際線 

 

碎形維度中網格維度值可以代表破碎程度，而此客觀因子討論於距離因

素，在最近距離時與遠距離產生同等的答案，對於影響觀察者的喜好，比較不能

詮釋，因為人為主觀因素佔了大多數，在問卷中列出許多的細部因素，能比較出

不同的相異問題，而在問卷統計資料與碎形維度比較上，僅能看出距離對受訪者

影響，無法比較顏色等視覺上其他因子。 

在本研究案例分析中可得知，在距離越遠時碎形維度愈低，但在距離越近

時碎形維度也同樣很低，而在中間距離才可分辨出碎形維度的差異，在超出 5000

公尺後，因天際線多層次化而使碎形變化更複雜化。 

 

五、山稜線上建物於都市天際線設計上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所提出的假設因子裡，影響山稜線上建物主要的因素，就是建

築物與自然環境的比例，還有觀察者的視距。 

在本研究案例分析中可得知，對於山稜線來說，建築在 1500 到 3000M 的距

離下可以明顯發現建築物或是建築群，而在人的視野範圍內，量體過大的建築物

會成為觀察者的視覺焦點，因為對於自然環境而言，建築物是個特殊體，山稜線

上建物在建造時，於比例上需要多方研究與考慮，而立面顏色需融於背景中，雖

然在距離超過 5000 公尺後建築體將融於山稜線內，但建築高度需要限制，做到

高度不超過第一層山稜線，才不置於產生第一層之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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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GIS 資料的保存與持續建量 

 

地理資訊系統(GIS)是空間觀察與分析的有利工具，但資料的建立是需要費

時與心力，然而資料的建立不是一人可以獨自完成，透過許多研究的累積，使後

續研究的人員可以利用到這份資料，但是往往隨著研究案的結束，資料就此停滯

或斷裂。 

空間資料需要公開化，且發現問題時要趕緊將問題修正，不然資料建構時

將會延續錯誤下去，對於以建構資料檔案的整理，更是需要細心分類，不然即使

有完整資料，也會因為找尋不易而作罷，相同資料一再建構浪費很多人力物力，

假如擁有更完備的資料建構與保存，在分析中將會有更小的誤差值與更快更好的

分析資料。 

 

二、問卷設計中照片選擇 

 
在問卷資料收集中，產生最大的誤差值便在於照相點的選擇與照片的拍攝

選取，而照片的屬性需要多方考量照片屬性的一致性，才可以察覺出問題的所在

點，而拍照角度的統一，也可以降低不確定因子。限制面的設定方面，可在更細

分出時間、天氣、最大可視性高度、都市塵害嚴重度等問題，使照片選取上更為

精準。 

 

三、受訪民眾對於天際線喜好之探討 

 

受訪者民眾的喜好因為居住環境不同而有所出入，且對觀察者而言，居住

環境背景是天際線喜好的一大因素，居住於台北盆地的居民，習慣了四周環山的

天際線形式，對於山稜線上建築群體，也成為自然景致的一部份，但是相對於中

南部居民，山稜線為多層次的自然山林，突然出現於山稜線上的建築物，便成為

破壞山稜線的視覺障礙。 

受訪者是本地人或外地人，對於同一種景觀也會有不同的解讀，就觀察者

而言，當地居民容易把先入為主的自我觀念放進去，產生一致性的喜好，相對來

說，外地人較有客觀性的比較本研究只對區域性的居民做面對面訪談與問卷調

查，其同質性因素還是存在，因此對於民眾天際線喜好的探討還需要後續研究。  

 

四、都市天際線抽象化 

 

在大部分受訪民眾中，多數人認為天際線就是建築物的連續，然而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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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只是建築物的總和，大多數的天際線在超過 3000 公尺以後多為山稜線，超

過 5000 公尺以上，建築天際線早已模糊，而山稜線上建築物也以被多層次的山

稜線吸收掉，所以抽象化時應採用屬於山稜線自由曲線的抽象化，但在目前研究

中，多數天際線抽象化都以建築為背景，這樣在研究時會產生誤差值。 

本次研究以單層天際線為主要抽象化方式，當距離超過 1500 到 3000 公尺

時已產生多層天際線，而需要探討到天際線多層抽象化，有待進一步評估與討論。 

 

五、碎形維度的標準化 

 

網格維度計算時，雖知道不可能大於 2，且趨近於 1時代表沒有碎形，但卻

沒有一個標準值說明出碎形數值到達多少時易產生不好的景觀，或是碎形維度在

多少數值內，可以有變化性而不致於產生破壞而在距離方面，網格維度值的缺陷

在於當目標物過於靠近時等同於目標物過遠，其網格維度值均趨近於 1，同等於

無變化。 

本研究中對於照片分析過後的選擇，剛好產生此問題，在碎形維度計算上

就會產生誤差值，要回到上述照片屬性的選取，或是天際線抽象化時的議題，在

後續研究中需要多加注意此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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