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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相關文獻理論分析及現場問卷訪談的統計整合，以問卷分析探討

的方式將臺中市的城市意象與目前的公車候車處，作一有系統的結合與規劃，以

台中城市意象為設計因子，應用到公車候車處的設計規劃上，獲得以下結論。 

6-1 研究結論 

（一）台中之城市意象 

    城市意象為環境塑造相當重要的一環，它不僅能塑造當地環境的整體性，更

能帶動該區域對外的溝通性，對於外來客而言意象的呈現是認識該環境的一項重

要指標。本研究經由前述章節的探討與分析，了解民眾對於台中城市印象的感覺

以及特色事物的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台中市長久以來存在著城市特色無法彰顯

的問題，民眾對於台中的印象也頗多為負面評價，針對現有缺失本研究提出了改

善的建議，例如：在設計轉換的章節提出了對城市意象的規劃與建議，歸納出代

表台中的特色事物（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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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適切的設計因子，作為規畫

城市意象時的參考。另外本研究發現，政府在擬定環境規劃之餘，民眾美感的提

升也是重要的課題，環境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城市特色美的呈現不應該只是

政府空談的口號，更需要社會大眾實質的參予與實踐。 

（二）城市意象應用於公車候車處之重要性 

    公共設施的規劃譬如公車候車處等，除了基本機能上的需求外，評估該設施

在環境中的定位，將意象融入於設計中，可規劃出機能與美感兼具的設施系統。

本研究經由分析與探討，深刻地體會民眾對於公共空間、城市意象特色、公車候

車處的重要性抱持著很大的期望；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意象與公車候車處的規劃

參考方向並落實到設計樣本上，對於公車候車處該如何展現、發揚台中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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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研擬適切的規劃方式，良好的公車候車處設計，不僅帶給民眾舒適與方

便，更可以建立起一致性的城市形象。 

（三）台中公車候車處之規劃方向與原則 

    本研究經由調查、分析，對現有台中市區公車候車處提出規劃方向與原則，

以供規劃者之參考，共分為七項詳述如下： 

1. 造型：找出代表台中地區的特色事物（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台中火車站、 

          東海大學）並列出意象形容詞，探討特色事物的設計特徵（如：台中 

          火車站的辰野風格建築特色），並轉換成設計的因子，進而規劃到台 

          中市的公車候車處。（表 6-1） 

 設  計  特  徵 

國立自然科學博

物館  

台中火車站 

東海大學 

 

2. 路線圖：對於現有的路線圖呈現方式，受訪者皆認為清楚明瞭，但也有部分 

            受訪者認為有字體過小等問題，現有的字體大小為 12級，因此在 

            未來字體大小的部份建議採用 16級以上的字體（表 6-2），路線圖 

            內容規劃上應該精簡路線圖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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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採用「條列式」 

            路線圖的規劃，此外可以考慮電子路線看版的設置。 

 

表 6-1 設計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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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體 大 小 

12級 16級 

東 東 

3. 版面配置：很少注意版面配置是否恰當是受訪者所勾選比例最多的選項，所 

              形成的原因可能是與受訪者認為此項對於他們的候車行為，並無 

              產生互動的感覺或者該處的版面配置無法吸引乘車民眾的注意。 

              另外在對於是否設置廣告看版的問題上，現有的廣告配置無法達 

              到宣傳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建議可以加強宣揚台中「文化城」相 

              關廣告的陳列，以達到美化城市的目的。 

4. 色彩配置：此次調查的公車候車處主體色調皆為灰色，因此配色柔和的選項 

              勾選最多，但是相對的灰色也容易產生調和與不醒目的情況出現 

              ，因此在未來色彩規劃上應注意此細節，並同時配合台中城市意 

              象的色彩配置、區域環境色彩等，強調環境色彩的一致性。 

5. 等候空間：等候空間對於乘車民眾而言是很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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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時段，則座椅、等候空間就會顯得不足 

              ，另外候車處的主體尺寸與等候空間也有關係，因此建議考量候 

              車民眾的平均人數，來擬定候車主體的大小。 

6. 照明設施（採光度）：經由現況分析與統計數值結果，均認為採光不足、夜 

                       間照明不足等問題，所形成的原因與候車處的造型呈 

                       現方式、燈光設置以及材質的運用都有直接的影響， 

                       建議可以採用霧面塑膠材質或壓克力樹酯；在照明設 

                       施上建議可運用太陽能板的規劃方式，提供夜間所需 

表 6-2 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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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能。 

7. 整體評價：從整體評價中可看出受訪者對於公車候車處的改善期望，雖然在 

              使用滿意度與造型滿意度上面，受訪者認為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之內，但是公共設施的目的是要提供民眾一個機能性強且舒適美 

              觀的使用空間，經由本研究所歸納出的結果，進行規劃並且多注 

              意細節部份，期能設計規劃出讓民眾更滿意的公車候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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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車候車處未來規劃流程圖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和問卷分析的方法，探討公車候車處的規劃方向與原則，

有別以往的先設計好公車候車處再設置於某一地點的方式，本研究先選擇環境，

再考量民眾對於現有設施的看法以及衡量該環境的特性，進而將二者合併，提出

新的設計規劃，日後相關單位如有公共設施的規劃時，可以參考本研究的流程方

式（圖 6-1），期待藉由這樣的規劃流程能創造更完善的公共設施系統。 

 

 

 

 

 

 

 

 

 

 

 

 

 

 

環境的選定 

該環境的特性與條件 民眾的需求與看法 

環境意象設定 設施的現況分析 

設施與意象的配合 

設計樣本的規劃 

公共設施的設置 

舊式流程 

圖 6-1 設計規劃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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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究貢獻 

    本研究除了提出城市意象和公車候車處的未來規劃方向與原則外，同時也提

出未來規劃的設計流程，將其貢獻分述如下： 

（一）城市意象：本研究所探討的台中城市意象與特色事物，除了應用到本研究 

      的公車候車處之外，日後如有相關城市意象或街道傢俱的規畫時，可提供 

      作為設計的參考依據。 

（二）城市公共環境：本研究藉由探討城市公共環境，不僅帶動民眾重視環境美 

      學，更可以提昇城市的整體美感。 

（三）公車候車處：本研究所探討及建議的規劃方式，在機能與美感上除了提供 

      適切的規劃原則，藉由此方式更能提高民眾搭乘台中市公車系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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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城市意象與公車候車處之相關性規劃，由於影響城市

意象與公車候車處的因素之多，在此提出幾項作為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台中城市意象如何應用於公車候車處，並探討二者之間的

相關性，擬出合適的規劃流程，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強對於公車候車處的路線

站牌、路線圖內容規劃、廣告配置等，並可深入探討公車候車處的機能性與

候車民眾之間的關連。 

(二)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公車候車處的機能性較能產生共鳴，然而街道

家具的使用是不分日夜的，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對於夜間的功能性是否會影

響候車民眾的看法加以深入探討。 

(三) 本研究以探討公車候車處在環境中所扮演的角度為出發點，尋求適切的規劃

方式，經由探討發現候車族群多數集中在學生族群階段，但是在少部分的候

車處（醫院附近、風景區等）仍有高齡者或國外遊客搭乘，因此後續研究可

針對不同族群（如：高齡者）的特性加以探討，使公車候車處更能達到適切

的規劃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