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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設計轉換與設計樣本 

    本章節將藉由系統轉換的設計方法更深入地探討城市意象與公車候車處的

各項優缺點，以作為爾後設計樣本的參考依據。 

5-1 設計系統轉換法 

    John Chris Jones在所著的設計方法中提到設計的三個階段，即解析（diverg- 

-ence）、轉換（transformation）和整合（convergence），經由前章節的現況分析、

問卷統計等的解析階段後，發現現存環境中與公車候車處的優缺點，此章節的目

的是要將這些構成因子轉換成未來設計規劃的方向。 

    系統轉換法（System Transformation）的目標是找出令人不滿意的系統加以

轉換的各種方法，以消除原有的缺點，此方法有四大步驟： 

1. 確認現有系統中先天存在的缺點。（現有缺失） 

2. 確認造成此類缺點存在的原因。（形成原因） 

3. 搜尋新的系統組件以便消除該缺點。（改善策略） 

4. 找出能使現有組件轉換成新系統組件的轉換程序（新的規劃） 

 
 圖 5-1 系統轉換法（資料來源：設計方法 desig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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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設計系統轉換執行 

    依據統計問卷所得知受訪者的看法，本節運用系統轉換法將探討「城市意象」和「公車候車處」的各項缺失分析並提出新的規劃

方向，歸納圖表如下： 

 現有缺失 形成原因 改善策略 新的規劃 

環境規劃缺乏整體考

量。 

在環境規劃上執行者與民

眾認知程度上的差距。 
 

找出民眾對於城市意象的看法

與感覺，將之應用並彰顯出來。

 

經由受訪問卷找出代表台中的特色事物

（國立科學博物館、台中車站、東海大

學等）並從該事物的歷史背景、文化特

色、建築裝飾等角度出發，探討適切的

設計因子將之運用到公共設施上。 
公共設施街道家具無一

致性。 
 

政府相關單位對於負面相

關評價上執行力不足。 
 

對於會產生負面評價的相關因

素，應該加以取締、禁止。 
 

發揚對於台中感覺的正面評價（陽光、

便利等）並加強應用到公共設施上。 

問卷統計出來對於城市

感覺評價多為負面（色

情、暴力、夜生活等）。 

當地居民與外來遊客對城

市意象上認知不同。 
 

應考量不同身分的民眾對於城

市意象認知程度上的不同，並取

得平衡點。 
 

城 

市 

意 

象 

設 

計 

轉 

換 

城市意象無法彰顯。 
 

部分民眾無法體會環境規

劃的重要性。 
 

教育民眾對城市環境規劃產生

共鳴。 
 

將城市意象的特色應用到公共設施上之

餘，也可以利用平面媒體的方式，加強

民眾對城市的印象，公共設施的推行應

是全民的運動，在規劃完成之餘宣導並

教育是有其重要性。 
 

表 5-1 城市意象系統轉換說明表 



第伍章   設計轉換與設計樣本 

 94

 

 現有缺失 形成原因 改善策略 新的規劃 

造型 

經由問卷統計，多數受訪者

認為此造型單調呆版，並無

台中地區的特色。 

設計規劃時雖有考量城市的特色 ( 

台中公園湖心亭），但是民眾卻無法

認同。 

融入城市意象的特色，展現公

車候車處的風格。 

經由問卷找出代表台中的特色事物 

，將之設計因子轉變成造型設計的

元素。 

路線圖 

路線圖字體太小、過於複雜

等問題。 

現有的公車站牌並無拆除，因此多

數受訪者習慣看公車站牌上的路線

圖，所以會認為現有的路線圖字體

太小、過於複雜等問題。 

考慮使用「條列式」的路線圖

排列方式。 

使用「條列式」的路線圖或電子式

看版，並精簡路線圖的資訊（如：

標示所在位置、班距等）。 

版面配置

受訪者很少注意廣告的版 

面配置，另外路線圖的配置

規劃也顯簡陋。 

規劃時沒有考量配置的問題，以至

於無法發揮功能。 

 

集中規劃廣告刊版、路線圖的

位置。 

結合現有的公車站牌並且增加該城

市的文化資訊，例如：文化廣告、

地圖、旅遊導覽等。 

色彩配置

多數受訪者認為配色不醒 

目。 

搭配色彩時沒有考量週遭環境色彩

的整體性。 

除了融入城市意象的色彩之 

外，更要注意與週遭環境的搭

配性。 

運用代表台中城市意象的色彩作為

設計參考。 

等候空間

座椅設置不足和等候空間

擁擠的問題。 

台中火車站是運輸樞紐，相對來往

人潮較多，候車空間和座椅就顯不

足。 

增加公車候車處和座椅的設

置。 

火車站人潮較多，相對的可以增加

候車處的主體空間來滿足需求。 

尖 

塔 

式 

公 

車 

候 

車 

處 

設 

計 

轉 

換 

照明設施

認為夜間照明不足、採光度

不夠等問題。 

此處的公車候車處並無規劃照明設

施，加上候車處遮蔽過多顯得昏

暗，形成採光度不夠的問題。 

增加光線的滲入和裝設照明

設備。 

運用透光性較高的設計材質並加強

夜間照明的設施。 

表 5-2 尖塔式公車候車處系統轉換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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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缺失 形成原因 改善策略 新的規劃 

造型 

經由問卷統計，多數受

訪者認為此造型雖簡單

大方，但無台中地區的

特色。 

設計規劃時沒有考量城市的特

色。 

融入城市意象的特色，展

現公車候車處的風格。 

經由問卷找出代表台中的特色事物，將之設計

因子轉變成造型設計的元素。 

路線圖 

路線圖字體太小、很少

使用路線圖等問題。 

現有的公車站牌並無拆除，因此

多數受訪者習慣看公車站牌上

的路線圖，所以會認為現有的路

線圖字體太小。 

考慮使用「條列式」的路

線圖排列方式。 

使用「條列式」的路線圖或電子式看版，並精

簡路線圖的資訊（如：標示所在位置、班距

等）。 

版面配置

受訪者很少注意廣告的

版面配置和認為候車處

不需設置廣告看版。 

受訪者認為增加路線圖的相關

資訊比廣告看版的設置來得重

要。 

增加路線圖的相關資訊，

提升廣告呈現的效果。 

結合現有的公車站牌並且增加該城市的文化

資訊，例如：文化廣告、地圖、旅遊導覽等。 

色彩配置

多數受訪者認為配色鮮

明卻不醒目。 

搭配色彩時沒有考量週遭環境

色彩的整體性。 

除了融入城市意象的色彩

之外，更要注意與週遭環

境的搭配性。 

運用代表台中城市意象的色彩作為設計參考。 

等候空間

座椅設置不足的問題。 此處候車處位在七期重劃區，附

近商業、來往遊客較多，候車空

間和座椅就顯不足。 

增加候車空間和座椅的設

置。 

由於此處位在朝馬轉運附近，地少人多的情況

下，候車處設置的地點會較其他二處來的狹

窄，在規劃上應考量候車主體尺寸。 

簡 

易 

式 

公 

車 

候 

車 

處 

設 

計 

轉 

換 

照明設施
認為夜間照明不足、採

光度不夠等問題。 

無設置夜間照明的設備。 裝設夜間照明設備。 此處的候車空間已採用透明材質來作設計，因

此只需加強夜間照明不足的部份。 

表 5-3 簡易式公車候車處系統轉換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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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缺失 形成原因 改善策略 新的規劃 

造型 

經由問卷統計，多數受訪者

認為此造型雖簡單大方，但

無台中地區的特色。 

設計規劃時沒有考量城市的特色。 融入城市意象的特色，展現

公車候車處的風格。 

經由問卷找出代表台中的特

色事物，將之設計因子轉變

成造型設計的元素。 

路線圖 

受訪者認為有路線圖資料不

足、字體太小和不易閱讀等

問題。 

此處候車處並無規劃路線圖的配置，加

上現有的公車站牌並無拆除，因此多數

受訪者習慣看公車站牌上的路線圖，所

以會認為現有的路線圖資料不足和字

體太小等問題。 

字體太小的問題，建議使用

16級以上的字體，並規劃路

線圖內容的配置。 

使用「條列式」的路線圖或

電子式看版，並精簡路線圖

的資訊（如：標示所在位置、

班距等）。 

版面配置

受訪者很少注意廣告的版面

配置和認為候車處不需設置

廣告看版。 

受訪者認為增加路線圖的相關資訊比

廣告看版的設置來得重要。 

增加路線圖的相關資訊並提

升廣告呈現的效果。 

結合現有的公車站牌並且增

加該城市的文化資訊，例

如：地圖、文化廣告等。 

色彩配置

多數受訪者認為配色柔和卻

不醒目。 

搭配色彩時沒有考量週遭環境色彩的

整體性。 

除了融入城市意象的色彩之

外，更要注意與週遭環境的

搭配性。 

運用代表台中城市意象的色

彩作為設計參考。 

等候空間

空間剛好和座椅設置不足的

問題。 

此座候車處所規劃的空間是最大的，因

此受訪者認為等候空間是剛好的，但是

座椅有設置不足的情況。 

增加座椅的設置。 此座的空間規劃受訪者認為

是剛好的，僅需加強座椅不

足的部份 

標 

準 

式 

公 

車 

候 

車 

處 

設 

計 

轉 

換 

照明設施

認為夜間照明不足、採光度

不夠等問題。 

此處的公車候車處並無規劃照明設施 

，加上候車處遮蔽過多顯得昏暗，形成

採光度不夠的問題。 

增加光線的透入和裝設照明

設備。 

運用透光性較高的設計材質

並加強夜間照明的設施。 

 

表 5-4 標準式公車候車處系統轉換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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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設計樣本規劃 

    本章節為了將城市意象與公車候車處作一結合，將前述章節所找出代表台中

特色事物為例，探討設計特徵，並且分為六個部份「造型」、「色彩配置」、「路線

圖」、「版面配置」、「等候空間」、「照明設施」來做深入分析，進而規劃設計樣本

藍圖，以作為爾後相關單位之參考。 

5-3-1 造型 

    經由前述章節所歸納出代表台中特色事物的前三項：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台中火車站、東海大學，以這三處地點來找尋可作為公車候車處造型規劃的設計

因子；本研究將三處的設計特徵整理成表格如下（表 5-5），並製作意象看版（圖

5-2、圖 5-3、圖 5-4），作為之後設計規劃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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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型   特   徵   因   子 

意象形容詞 
科技的、自然的、娛樂的、休閒的、知識的、精密的、未

知的、生命的、遠古的、進化的。 
國立自然科學

博物館 
建築造型特徵 

科博館包含了不同主題的展廳與太空劇場，另外還有具特

色建築的植物園，戶外更設置教學意義的公共藝術。 
 

意象形容詞 
古典的、歷史悠久的、擁擠的、忙碌的、複雜的、危險的、

寬敞的、優雅的。 
台中火車站 

建築造型特徵 
台中火車站的建築為文藝復興時期的古典風格（辰野風格

1），紅磚牆面搭配白色水平飾帶，並有複雜的裝飾浮雕。
 

意象形容詞 
學術的、純樸的、傳統的、自然的、活潑的、悠閒的、清

新的、現代的、綠意盎然的。 

東海大學 

建築造型特徵 
東海大學的建築特色融合了傳統（路思義教堂等）與現代

（社科院、人文大樓等）的形式。 
 

 
1辰野風格：日本建築師辰野金吾所發明，主要特徵為紅磚外貌與橫貫立面的白色水平飾，屋頂並無一定形式，開口部基本上應用嚴謹的古典元素。 

表 5-5 造型特徵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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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科博館的意象看版 

圖 5-3 台中車站的意象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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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東海大學的意象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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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色彩配置 

    本節將分析代表台中特色事物的前三項（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台中火車

站、東海大學）所呈現的色彩配置，以這三項來找尋可作為公車候車處色彩規

劃的設計因子；將三處的色彩配置規劃整理成表格如下（表 5-6），作為之後設

計規劃的參考依據。 

 色 彩 規 劃 

色彩規劃 

科博館給予人科技感，因此建議採用黑、灰、

白色調，並且也與科博館建築本體顏色相呼應

。另外週圍環境多綠蔭，因此可以採用大地顏

色，如：咖啡色、綠色等。 
國立自然科學

博物館 

色塊表現 

色彩規劃 

火車站建築本體為紅磚色搭配白色，因此建議

公車候車處可以做色彩延伸性的規劃，另外為

了表現繁複華麗的風格，建議可採用金色、黃

銅色等色調。 台中火車站 

色塊表現 

色彩規劃 

著名的路思義教堂，主體為黃色色調，校園裡

也多木造式建築，建議可採用咖啡色、磚紅等

色調；校園內多綠蔭，因此也可採用綠色等較

清新的色調。 東海大學 

色塊表現 

 

 

 N3      N8       N9    2.5YR5/4  2.5G4/4 

7.5R4/14     N9    5.0Y8/1  10.0YR7/2 

5.0Y5/4  7.5R4/14  5.0YR4/4  2.5G5/4 

表 5-6 色彩規劃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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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路線圖 

    經由實地田野調查與問卷的分析探討，民眾認為目前台中市公車候車處的

路線圖（圖 5-5）規劃方式仍有不滿意之處，因此本研究建議，在路線圖規劃

方式可以採用「條列式」（圖 5-6）或電子看版（圖 5-7）的使用，並且精簡路

線圖的資訊，以公車主要行徑的路線為主，提供所在地點、票價資訊、行駛時

間、班距等，加強重要的乘車資訊。 

 

 

 

 

 

 

圖 5-5 現有公車路線圖 

圖 5-6條列式公車路線圖 

圖 5-7 電子式公車路線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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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版面配置 

    本研究所探討的公車候車處版面配置是指廣告設置的位置和路線圖放置的

位置以及與乘車行為相關的資訊，經由現況分析與問卷統計，受訪者認為很少

注意版面配置以及不需要設置廣告刊版所勾選的比例較多，究其原因，可能是

現有的版面配置（廣告設置）無法傳達該有的效果；公車候車處所設置的廣告

不僅有美化市容的作用，同時也能增加市府的收入，因此本研究建議在規劃版

面配置時，能適時加入具有美化市容和展現在地風華的廣告（圖 5-9），另外也

可規劃當地的旅遊導覽等資訊，以達到版面配置的最佳效果。 

 

 

圖 5-8 現有版面配置 

圖 5-9 改善後的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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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等候空間 

    公車候車處的等候空間對於乘車民眾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環，經由現況分析

和問卷統計得知乘客對於現有的公車候車處皆表達等候空間剛好，但是卻有座

椅設置不足的情況；人潮與座椅的設置有絕對的關係，如在運輸量較大的地區

或在尖峰時段，則座椅就會顯得不足，因此本研究將深入探討人潮時段與座椅

設置的關係，並提出適切的規劃方式，如下列表：（表 5-7） 

 

 等 候 空 間 規 劃 建 議 

尖峰時段

7:00~9:00 

17:00~19:00 

人數約 20~30人，

假日有時達到 50 

人左右。 
台中火車站

（尖塔式） 

離峰時段 
人數約 10~15人 

。 

在等候空間部分建議規劃尺

寸為 550x250x250 cm，而在

座椅設置上建議可多設置座

椅或設計高度不同的座椅來

滿足民眾的需求。 

尖峰時段 

7:00~9:00 

17:00~19:00 

人數約 10~15人，

假日有時達 10~20

人左右。 
朝馬轉運站

（簡易式） 

離峰時段 
人數約 1~5人。 

在等候空間部分建議規劃尺

寸為 450x200x250 cm，而在

座椅設置上建議可考量不同

族群的需求（如：背包客、

小孩等）。 

尖峰時段 

7:00~9:00 

17:00~19:00 

人數約 5~10人， 

假日約 10~15人左

右。 

雙十路一段

（標準式） 

離峰時段 人數約 0~5人。 

在等候空間部分建議規劃尺

寸為 350x200x200 cm，而在

座椅設置上必須衡量尖峰、

離峰時段乘客的需求。 

 

 

 

 

表 5-7 等候空間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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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照明設施 

    本研究經由現況分析與問卷探討，得知民眾對公車候車處照明設施的看

法，多數受訪者認為白天的採光度是足夠的，但是在夜間照明的部份，則顯得

不足，尤其是在路線圖區域內無規劃照明設施，導致乘客在夜間閱讀相關的乘

車資訊時感到不便，因此建議在採光度部分，可以採用透光性較高的材質（如：

透明、霧面的壓克力），以及減少過多的遮蔽物，如此方式不僅增加採光度，同

時候車處也易於容入該環境中；在夜間照明的部份，可以運用台中的氣候因素

（陽光充足）使用太陽能板，日間吸收足夠的陽光，夜間則轉換成所需的電能。 

 

5-4 小結 

    經由上述對公車候車處的六大方向「造型」、「色彩配置」、「路線圖」、「版

面配置」、「等候空間」、「照明設施」，以不同角度觀點提出改善的規劃與建議，

最後並以設計樣本（圖 5-10~圖 5-15）的方式呈現，嘗試將臺中的城市意象、

具代表性的建築特徵，融入於公車候車處中，另外對於現有公車候車處機能方

面的優點予以保留，改善原有的缺失，期待經由本研究的規劃建議，台中市能

有更完善的公車候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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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A）： 

 

 

圖 5-10 設計樣本範例（A） 

設計概念：以科博館的建築特徵為設計概念的發

想，公車候車處的路線圖置於左側，方便乘客閱

讀；另外，屋簷上方的數字，為公車路線的號碼，

版面配置的部份則刊登具流行時尚的廣告，增加視

覺美感，在座椅部分則增加座椅的長度，滿足乘客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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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B）： 

 

 

圖 5-11 設計樣本範例（B） 

設計概念：以台中火車站的建築特徵（辰野風格）

為設計概念的發想，屋簷以霧面材質來增加採光

度，座椅的部份則設計成不同高度，滿足不同需求

的候車乘客；在版面配置的部份則刊登台中市特色

景點，來達到觀光宣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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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C）： 
 

 
 

圖 5-12 設計樣本範例（C） 

設計概念：以東海大學的建築特徵（路思義教堂）

為設計概念的發想，二片微曲的屋簷，展現不同的

公車候車處造型，照明部份在屋簷上設有照明設施 

，路線圖則設置在坐椅旁的壓克力板上，方便乘客

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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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D）： 

 
 

圖 5-13 設計樣本範例（D） 

設計概念：以科博館的建築特徵和意象為設計概念

的發想，右側為霧面的壓克力材質，為設置廣告的

區域，另外屋簷的上方設有太陽能板，提供夜間所

需電能，路線圖則規劃在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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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E）： 

 

 

圖 5-14 設計樣本範例（E） 

設計概念：利用台中陽光充足的特性，屋簷採用霧

面塑膠材質增加採光度，以及太陽能板的使用，提

供夜間所需的電能，造型部分則是以科博館的意象

（科技的）為設計概念，路線圖則規劃在左側的壓

克力板上，版面配置的廣告則是台中市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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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樣本範例（F）： 

 

圖 5-15 設計樣本範例（F） 

設計概念：造型部分以現代感的意象為設計概念，

大量採用透明、霧面的壓克力材質，不僅提高採光

度，同時易容於環境中，對於乘客而言也能輕易的

看清公車來車方向，上方和左側的藍色區塊為燈光

設置的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