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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老屋」幾乎成為全台各地的熱門話題，此外「老屋改造活化、再

利用」的議題持續發燒，像是南郭宿舍群老屋的守護與活化活動，於 2017 年正

式由南郭國小承接下 7、 8 號屋的營運；這是國內首次由國小師生進行守護文化

資產案例，也是文資保存少見的活化經營模式。這幾年來也舉辦多場活動，讓我

們更想了解彰化市鄰近老屋現況。 

    花蓮本地也有許多老房子，像以前的日式宿舍群、眷村國宅，在經精心整理

活化後，退去老舊外貌，變成遊客觀光打卡的地點。各地皆希望藉由保存及活化

老屋來確保其經濟價值以及保留歷史記憶；此外對進入老屋參觀消費的民眾來說，

不論是在老屋餐飲、住宿、觀光遊憩，或者是歷史體驗，其消費選擇還是在享受

老屋所提供的文化與美學氛圍。 

    因此我們想探討遊客對彰化市與花蓮市的老屋喜好情況，不管是在餐廳或是

有歷史風味的咖啡館，或是作為藝文歷史景點，並希望對彰化市與花蓮市的老屋

新用探討未來持續發展可行的方式，讓老屋在新的時代能延續新生命！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比較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再利用之情況。 

(二) 利用問卷收集分析探討遊客對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之認識度與喜好。 

(三) 透過網路遊客所留下來的口碑(評價)，搭配問卷結果規劃兩地一日遊行程。 

(四) 提出活化利用老屋未來發展的可行規劃。 

貳、文獻探討 

    老屋是歷史演進的證據，也是傳統文化的象徵。然而老屋的重生，不

僅重現歷史的面貌，翻新的老屋還能穿越時空回到過去，感受那曾經欣

欣向榮的美好光景。  

一、名詞解釋 

(一) 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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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房子可稱為老屋呢？ 

(1) 在 2010 年老屋欣力獎對老屋的定義為「年代久遠，具歷史的老房子且能獲

得妥善保存」。 

(2) 在 2011 年 2 月所出版《綠雜誌》中一篇<回收房子－台南老房子進化 ing>   

   的專題提到老屋的定義為「屋齡三十年以上，非當代形式的完整房子，排除 

   六零、七零年代經濟起飛大量製造、複製，不具地方感的，用方塊磚、丁掛 

   磚的房子。不過屋齡的限制並非那麼絕對，主要取決於建築的時代感與完整 

   性」[文獻 1]，老屋是排除相對較不具地方感的房子，而取決於它具某些「特 

   質」而值得被留下來，透過這些特質可感受到老屋的時代感。 

   然而具備那些「特質」可稱為老屋呢？林雅君(2012)[文獻 2]認為 

(1) 為私人所有，亦即它非屬公共性質之建築；  

(2) 是一種被使用的過程，在這之中曾長時間被閒置或呈獻遺棄的狀態；  

(3) 建築空間特色之留存與利用是為了要表現老屋之具體價值展現其獨特性；  

(4) 工藝技術與材料具有當時代之意義。  

(二) 建築再利用  

    邱銘珠(2003)[文獻 3]認為建築再利用是為了要達成更多或反覆的使用，並使

其適用於未來的用途，更重要的是如何將人對原建築的記憶延伸、空間記憶的延

續，並以新的生命呈現。再利用應該是將原有舊建築與人的生活做更緊密的連結，

並試圖帶動舊建築和周邊環境的活力與發展。 

(三) 網路口碑 

     網際網路的出現，使顧客可以透過瀏覽網頁的動作，來收集其他消費者所提

供的產品資訊與主題討論，並賦予顧客能力來針對特定主題進行自身經驗、意見

與相關知識的分享，形成所謂的電子口碑(electronic word-of-mouth)，又稱為網路

口碑(online word-of-mouth)。 

二、老屋補助計畫 

(一) 彰化縣歷史老屋活化再利用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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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彰化縣政府展開歷史老屋活化再利用補助計劃「重修舊好、老屋展新力」

[文獻 5]提出建築物位於彰化縣內，非具文化資產保存法規範之身分，且於民國

六十年前興建完成，具有歷史、文化，並有保存再生價值者。 

(二) 花蓮縣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翻轉老屋、重修舊好 

    近幾年，花蓮市區內許多日式建築都一一拆除，2005 年初，美崙溪畔日式

宿舍[文獻 6]在花蓮市民生社區居民積極主動連署保存古蹟與歷史建築群的行動

下，經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列入縣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群。但是，自然 (颱

風、地震)與人為的破壞加速損毀建築本體的完整性，社區居民想主動搶修，礙

於文化資產法規規定與限制及對修護建築工法的不了解，僅能擔心不能有所修護

行動。 

    老建築不僅承載過去的歷史，同時也展現出先人的生活美學，此計畫為了提

升民眾認識老建築保存及探討如何有效利用修復後的空間，亦可瞭解地方歷史人

文脈絡，達到再現群眾記憶的目標。 

參、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網路搜尋與閱讀書籍資料整理，將針對彰化市與花蓮市鄰近較有特

色的老屋進行研究。藉由問卷調查分析民眾對老屋的了解與認識度，將結果作為

製作一日地圖的參考依據，提供民眾與遊客參考，增加老屋的曝光度並帶動當地

旅遊與周邊社區的利用。 

    以下為我們本研究的流程圖。 

 

圖(一) 研究流程圖 

    我們的研究共分為五個部分。 

一、在學校專題研究課程時提出相關想法，並在報名比賽當天訂製主題，並確定 

    研究目的。 

訂製主題
並了解研
究的目的 

尋找、整
理書籍、
網路資料 

把資料製
作成表格、
問卷 

發放問卷
並整理 

研究結果
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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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中，整理與討論需要用的相關書籍與資料查詢。 

三、討論並整理問卷，並製作成 Google 表單以利透過社群媒體轉傳問卷，調查 

    民眾對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的了解以及認識度方便我們做為行程規劃的依 

    據。 

四、回收問卷後統計問題數據。 

五、整理數據後做成結果與建議，彙整後做出結論與建議。 

    問卷是依據我們的研究目的所擬定，並找尋及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因此我們

各選定彰化市與花蓮市 5 個較具代表性的老屋景點，提供我們製作地圖與問卷編

寫。如圖(二)所示為我們所選定彰化市與花蓮市(作者繪製)鄰近著名老屋景點相

對位置圖。 

  

圖(二) 彰化市與花蓮市鄰近著名老屋景點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問卷採用線上問卷方式進行。我們在 112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4 日 將

問卷以網路形式進行轉傳，經過 7 天的填答，共收集了 140 份問卷，分成二大

部份為 (1) 基本資料 (2) 對老屋的認識，如附件一的問卷。接下來利用所收集

的資料加以統整與分析情況，以提供大家做進一步的規劃與參考。 

 

時光二手書店 

台鐵花蓮舊警務段建築群 

Giocare Café 

台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 

 

咖逼小売所| 斗宅。揀茶舍 

王長發商號 

咖啡烟 
穩定飛行模式 

彰化鐵路醫院 

南郭宿舍群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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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性別是 

 

問卷分析:  

    樣本數為 140 人，其中女生佔 65.7%(92

位)，男性生 34.3%(48 位)。 

    由此可知，女生填答率比男生高，較有填

答的意願。 

 

 

2. 請問您的年齡是 

 

問卷分析:  

    針對填寫民眾中，41~50 歲佔 42.1％(59

位)為最多，其次為 31~40 歲佔 32.1％ (45 位)，

20 歲(含以下)佔 4.3％(6 位)。沒有收集到 61

歲(含)以上的民眾，推測長者可能還是較少使

用網路填寫資料。 

 

 

3. 請問您的職業類別是 

 

問卷分析: 針對問卷資料數據中， 以軍公教人員最多佔22.1%(31位)、其次是服務業 21.4%  

         (30 位)、工業 17.9%(25 位)、商業 12.1% (17 位)、家管 7.1%(10 位)和自由業與 

         學生各 4.3% (各 6 位)、醫護 2.8%(5 位)、退休人員 1.4%(2 位)、教育服務 0.7% 

         (1 位)。可發現農業從事人員在本次調查中是沒有人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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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的居住地是 

 

問卷分析:  

    問卷數據中，有 50.7%的彰化縣(市)民眾 

(71 位) 、花蓮縣(市) 5.7% (8 位)，以及其他地

區共佔 43.6% (61 位)。 

    由此可知，彰化縣(市)的填答情況較踴躍， 

相對花蓮縣(市)的填答者較少，可能是因為認

識的人員都在居住地彰化附近，因此導致花蓮

縣(市)樣本偏少。往後可能將問卷調查時間拉

長，應可改善。 

(二) 對老屋的認識 

 

1. 請問吸引您去老屋參觀或消費的原因有哪些? (可複選) 

 
問卷分析: 問卷數據中，有 83.7%(113 人次)會受到建築風格所吸引，其次是歷史背景 

          68.1%(92 人次)，可見舊時代建築經整理後會有煥然一新的面貌與吸引力產生 

。再者商店型的老屋，民眾較重視環境氛圍(65.9%)，至於消費費用並非民眾 

考量原因。 

 

2. 請問您曾去過下列哪些老屋?(可複選)  

 

問卷分析: 問卷數據中可知，彰化縣(市)較多民眾去過南郭宿舍群，較少民眾去炎生咖啡； 

          花蓮縣(市)較多民眾去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警務段建築群，較少去 Giocare  

Cafe和咖逼小売所｜斗宅。揀茶舍。 

具有歷史背景與特殊建築風格的老屋，仍受大家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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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上題，請問您會推薦親友去嗎? 

 

問卷分析:  

    老屋魅力還是很大，有佔比 91.8%的民

眾(123 位)仍會推薦親友去參觀！ 

 

    此外在觀察原始資料中，性別與吸引您去老屋參觀或消費的原因兩資料來進

行比較，不論性別均重視歷史背景、建築風格以及用餐的氛圍比例較高。用餐費

用高低都不是較在意的點。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1. 老屋轉型後，多半偏哪一種類型去沿用? 

    從我們查詢到的資料，我們查到的十間老屋中，咖啡廳佔了五間，商店也占

了三間，由此可知，如果老屋再度活用，大部分都往咖啡廳、商店發展，有可能

是因為餐飲與購物都屬於休閒活動，比較容易吸引顧客進入歷史建築。 

2. 比較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再利用之情況 

彰化縣政府及文化局推動老屋修繕補助計畫以來，已修繕竣工的 36 間申請

老屋補助以及 8 間自力修繕與經營。包括文化旅宿、餐飲文創、特色建築、社區

記憶等特色。 

    而花蓮縣 109 年計畫補助對象為民國 60 年(含)以前興建之老建築，具有歷

史、文化、藝術價值及再生潛力，且有意建立其公益性質之持有者，將老建築注

入新生命，深化土地與居民間的歷史連結。補助類別為：建物整修類、文化經營

類及再生推廣培力類等 3 項。計畫預定執行期程至 114 年止。 

    可見兩地方的政府機關都對老屋改善再利用都非常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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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問卷收集分析探討遊客對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之認識度與喜好 

    由問卷可得知，大部分民眾在我們挑選的十間老屋中，都有去過一、兩間，

只有三位民眾都沒有去過任何一間，由此可知，遊客對老屋的認識度是較高的。 

    就彰化市而言，較多民眾去過南郭宿舍群，較少民眾去炎生咖啡，竟然與我

們所整理的網路評價有所不同；再者，花蓮市較多民眾去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

警務段建築群(花蓮市博愛街 460 號)，較少民眾去 Giocare Cafe（花蓮市樹人街 7

號）和咖逼小売所｜斗宅。揀茶舍(花蓮市三民街 23 號)。 

    由此可知，民眾會以老屋建築風格或是歷史背景而去老屋參觀旅遊，而不會

特地跑到著名咖啡廳或商店去用餐、打卡。但仍有少數民眾，會選擇用餐的環境

氛圍，不會在意商品價格高低。 

4. 透過網路遊客所留下來的評價，搭配問卷結果規劃兩地一日遊行程 

    從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我們得到了大家最常去的彰化市老屋—南郭宿舍群與

花蓮市老屋—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警務段建築群，可能是因為建築風格與環境

氛圍，所以我們為彰化市和花蓮市做了旅遊路線圖，如下圖(三)，提供規劃一日

遊規劃所用。 

 

  

圖(三) 彰化市、花蓮市老屋一日遊規劃景點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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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彰化市一日遊建議路線 (附件二) 

扇形車庫→王長發商號→阿璋肉圓→彰化鐵路醫院(原高賓閣)或開化寺觀音亭

→咖啡烟或穩定飛行→南郭宿舍群→八卦山大佛風景區→歸賦！ 

(2) 花蓮市一日遊建議路線 (附件三) 

時光二手書店→欣欣麵館→咖逼小売所｜斗宅。揀茶舍→公正包子→台鐵花舊警

務段建築群或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東大夜市或 Giocare Cafe→歸賦！ 

5. 提出活化老屋及未來發展的可行規劃 

由問卷中第二部分問題 1 的統計資料發現，填寫者會拜訪老屋的原因在於建

築風格，其次是歷史背景與環境氛圍，而最不考慮的因素是費用。因此建議未來

老屋的修繕應該盡量保留原有的建築風格，並且能夠呈現出建築物的歷史背景，

讓參觀者可以感受到歷史建築的美妙風情。我們同時也建議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

可以改為展覽室或者結合餐飲、文創商品...等，發展成複合式空間，來吸引更多

參觀者。 

    城市的發展，除了有新建築物，還有老舊建築需要處理，但改變城市的風

貌與繁榮並非一昧地拆舊蓋新。每間老屋都有其獨特的韻味與歷史意義，適當的

翻修、改造，結合社區或地方的風貌加以呈現，賦予老屋新生命，更是一種活化

建築的方法。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讓我們利用規劃的路線，用連結

過去與現代的時空，來一場老屋探索之旅，一起享受舊時光的氛圍吧！ 

 

 

 

 

 

 

 

 

 



古往今來——比較民眾對於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的認識度 

10 
 

陸、參考文獻 

[1] 顏世樺諮詢、李宜霖整理，2011.02，回收房子-台南老房子進化 ing，綠雜誌，

009：26-35。 

[2] 林雅君，2012，探討老屋再利用之空間改造策略與社會現象意義：以台南「老

屋欣力」之案例為例，成功大學建築碩士論文。 

[3] 邱銘珠，2003，以使用者感官經驗為導向的舊建築再利用之研究。中原大學

碩士論文。 

[4] 張翠芬，2022，彰化老屋時光旅行 : 一個老屋 一個故事 地方創生從此開始。

彰化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5] 老屋點燈。彰化縣文化局產業—進駐老屋媒合平台。 

    取自: https://choldhouse.bocach.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2 

[6]  花蓮縣文化局，2008。花蓮縣定古蹟暨歷史建築『美崙溪畔日式宿舍』調

查研究計畫 

[7] 殷寶寧，2018，老屋改造、街區活化，還是城市再生?臺灣文化引導都市再生

實 踐之空間想像、文化政治與論述形構初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報告。 

[8] 小豌豆玩樂隊著，2013，親子民宿:體驗綠野水岸 x 老屋童趣舊回憶。 

[9] 陳怡芳、馬敏元，2006，台南老屋咖啡魅力因素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碩士 

    論文。 

 

 

 

 

 

 

 

 

 

 

https://choldhouse.bocach.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2


古往今來——比較民眾對於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的認識度 

11 
 

附件一、表單問卷 

 

 

 

 

 

 

 

 

一、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     □女 

2.請問您的年齡是 

  □20 歲(含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含)以上 

3.請問您的職業類別是 

  □家管        □軍公教      □農業        □商業       □工業       

  □服務業      □自由業      □退休人員    □其他 

4.請問您的居住地是？ 

  □彰化縣／市     □花蓮縣／市     □其他 

二、對老屋的認識 

1.請問吸引您去老屋參觀或消費的原因有哪些？(可複選) 

  □ 歷史背景           □ 建築風格       □ 環境氛圍 

  □ 特色商品/限定商品  □ 費用低 

2.請問您曾去過下列哪些老屋?(可複選) 

  □ 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警務段建築群(花蓮市博愛街 460號) 

  □ 台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花蓮市中山路 40巷 1弄 4號) 

  □ 時光二手書店（花蓮市建國路 8號） 

  □ Giocare Cafe（花蓮市樹人街 7號） 

  □ 咖逼小売所 ｜ 斗宅。揀茶舍(花蓮市三民街 23號) 

  □ 南郭宿舍群(彰化市公園路一段 174巷 7號、8號) 

  □ 彰化鐵路醫院(原高賓閣)（彰化市陳稜路 228號） 

  □ 炎生咖啡(彰化市建文街 11號) 

  □ 咖啡烟(彰化市永樂街 199號) 

  □ 穩定飛行(彰化市永樂街 44巷 2號) 

  □ 以上都沒去過 

3.承上題，請問您會推薦親友去嗎？ 

  □會     □不會 

您對於彰化市與花蓮市老屋的了解及認識度 

您好，我們是南郭國小的學生，我們目前正在製作一份老屋地圖，為了可

以讓我們製作地圖可以更順利，期盼您提出寶貴意見，協助填寫此份問卷，作

為製作地圖的參考依據！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製作地圖

的參考依據，請您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協助！ 

研究學生：黃紫瑜、王昱傑、郭子曼 敬上 

指導老師：陳宥妤、吳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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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彰化市老屋景點分類與相關資訊 (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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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花蓮市老屋景點分類與相關資訊 (作者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