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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擁擠而通達，短短的距離即可從海岸走到河邊、從河畔爬上山坡；霧
雨裡的市街也總是攘往熙來，轉身走進巷弄，就是一條又一條回家的階梯。

  如此的城市意象，如何使用日常生活中的開放空間，變得尤為重要——這
樣的生活空間既可成為基隆一大特色，亦可就此浪費幻化為荒涼。

 由此叩問，基隆這座承載高齡化人口、且受陰雨氣候及坡地地形限制下的
城市，現在與未來需要如何的開放空間？是故，本報告以日治時期為起點，疏
理基隆城市樣貌，從中探求其開放空間的前世今生；

 本報告將研究範圍收窄至田寮河畔與其南側的山坡地，即進入遊客娛樂和
居民生活工作消費之場域，並輔以第一、二手資料蒐集與實地考察，提出一套
水岸山坡地之生活圈開放空間架構。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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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隆都市空間發展脈絡

（ㄧ）工業港口城市開發導向

	 如 1917 年〈基隆市市區改正計畫圖〉所

示，日本人將基隆建設為現代化港口，並透過

築港工程牽動市街的空間整理。從圖中可以發

現，為了通暢貨物的運輸、使貿易更有效率，

道路被設計成筆直、垂直或平行於港灣；整體

而言，基隆市街的規劃是以服務港務、工業城

市為導向。此外，在清領末期就開闢的運河也

扮演運輸的重要角色，其與沿岸的手押台車軌

道，將礦坑、林場與港口連結起來，是為煤礦

業和伐木業的重要運輸方式。

	 從 1921 年〈基隆市地形圖〉與 1930 年

〈基隆市全圖〉可見，到田寮河、旭川及其上

游（西定河、南榮河），直接流過市區匯入基

隆港，而鐵路亦直通港邊。後來港市逐漸擴張，

有更多的公共設施建設被建立，例如公共住宅

與公園。

	 1930 年〈基隆市全圖〉顯示，鐵路和住

宅區之間存在一座大型公園：高砂公園。此外，

位於現今中正公園位置的日本神社後山坐擁綠

地，附近港區公家單位前亦有綠地廣場。這些

都是一開始在市區改正計畫中就劃定的公園用

地，但後來因戰爭的關係，都市計畫進行的成

果有限。

圖 1-1　基隆市市區改正計畫圖 (1917 年 ) 圖 1-2　基隆市地形圖 (1921 年 )

圖 1-3　基隆市全圖 (1930 年 )

高砂公園

港區開放空間

基隆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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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昔日的城市公園

	 至於今天尚存的中正公園則是

基隆的「新公園」，俗稱石阪公園，

其範圍從基隆神社後山一直綿亙至無

線山（位於田寮港西北）附近。遊客

自入口登上陡峭而氣派的石階，道路

縱橫、出入方便，任何地點均可俯瞰

基隆市街，最遠甚至可眺望野柳岬、

基隆嶼、八尺門，設有長橋、有涼亭

等設施。（呂清夫，1994）

圖 1-4　日治時代之高砂公園Ⅰ

圖 1-6　日治時代之基隆神社（今中正公園）

圖 1-5　日治時代之高砂公園Ⅱ

圖 1-7　現況之中正公園

	 高砂公園建於 1900 年，為繼台

北圓山公園後，台灣第二座現代化公

園。如今公園已是不存，其遺址在今

忠四路以南至鐵道邊，戰後這一帶還

被稱為「公園頂」。公園位置鄰近鐵

路車站，除有各式花草、綠樹、流水，

尚可登丘遠望港市風景；園內尚設有

網球場及棒球場，東邊還設有收容貧

民的博愛館。（呂清夫，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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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現今都市計畫與相關政策

圖 1-8　田寮河周邊都市計畫

圖 1-9　田寮河周邊細部計畫範圍

	 雖然都市計畫上對開放空間論述尚為完整，但實際踏查公園用

地可以發現幾種狀況：

	 回頭審視都市計畫中對開放空間的規定，也可以瞥見矛盾之

處。為了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

廣場及兒童遊樂場，佔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

十』，並依照〈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標準〉規定，劃設一

定面積之公設。但數字上的圓滿無法體現於真實空間裡。另外，計畫

書內對鄰里公園位置配置之指導原則，也以不可開發住宅之山坡地為

主，但這樣的配置並未考量其背離居民生活的結果。規劃單位劃定鄰

里性公共設施用地後，其後續的維護經營是以區公所及里長為主。

	 日本殖民時期所奠定的港市建設已具相當規模，其發展方向除

由旭川河向港區東岸單線發展外，港區西岸、田寮河兩岸、基隆河岸

的八堵、七堵、暖暖等地均迅速蓬勃發展。但在港市地區，因承襲日

治時期的「市街改正計畫」，公共設施與開放空間呈現破碎化，無法

在既有的市街規劃上進行較完整的配置，只能在縫隙與邊緣地帶進行

彌補式的劃設。由都市計畫圖上可以看見，公園用地與兒童遊樂場用

地的位置通常位於山坡地與保護區邊緣，偏離居民日常生活路徑。

尚未開闢，為無法親近的山林。

地勢落差過大，居民很難親近。

雜草叢生，缺乏管理。由圖中更

可以清楚看見現況與計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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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論開放空間（公園）政策，基隆市長林右昌於去年

（2017 年）8 月 1 日成立公園管理科，旨在逐步提升全基隆

公園、綠地與路樹建置及維護水準——林右昌於成立公園管

理科時表示，「原本由各區公所管理的鄰里公園，過去的設

計、施工水準都不夠到位，且公園、路樹品質都不是很好，

常被市民詬病，主因就是缺乏專業單位來負責維護……未來公

園管理科成立後，讓事權統一、能量增加，都將成為公園管

理科及都市發展處等相關局處的重要業務，對於基隆未來的

都市環境改造及鄰里環境營造、以及接下來幾個重大公園改

建案件，都有專業的單位及人員負責。」

	 在本報告對公園管理科科長的訪談過程中得知，目前

林右昌對於基隆市的公園規劃是預計「打造一區一特色公

園」，透過區域性公園發展，點亮地方公共空間，活絡地方

發展，藉以連結老、中、青、幼等年齡層之共同生活空間；

另一項公園規劃則是針對管理單位之指導方針，林右昌指示

未來 2 公頃以上的公園由公園管理科負責管理，其餘則由區

公所發包處理，透過明確權責分工，以期有效管理現有公園

綠地之發展。
圖 1-10　基隆市公園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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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基隆市的公園現況，由公園管理科所負責的為中正

區中正公園與七堵區百福公園，目前正辦理規劃設計的委託服

務案，未來將會發包啟動改善規劃工程，並預計會盤點及設計

口袋型公園闢建計畫；至於區公所目前正辦理仁愛區 29 號橋

下籃球場及簡易極限運動場規劃，保留寬敞的步道空間，未來

可用作籌辦社區活動，另外中正區威海營區附近地區及各行政

區之鄰里性小公園，皆由區公所主則規劃辦理。

　　

	 然而，綜觀目前上述相關重大政策及計畫，可以發現基

隆市政府選擇的地點多為操作容易、規劃方便、可行性高的指

標性地區，缺乏對居民生活空間之盤點、檢討，從而選擇最需

要改善或新建公園的區域，以致政策改善後的公園、開放空間，

仍無法滿足居民對於生活空間的需求。

圖 1-11　仁愛區 29 號橋下籃球場及簡易極限運動場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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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因其工業發展背景，勢使其與港口共生，又因其地

形多屬山坡地，港口以外的可發展平地地狹人稠、建築物發展

密度高，間接壓縮應予開放留設之的生活空間——基隆在生活

空間層面，由此形成了諸如車多路小的街道、騎樓、雨遮，以

及商業空間的延伸與機車停放問題，直接壓縮了步行空間，逼

使人車爭道，道路顯得無比擁擠；另一方面，由於住宅區多位

屬山坡地或半山腰，市區到住宅區域滿延綿的山坡階梯，又因

基隆多雨，步行空間就更不友善。

	 山坡地使基隆在生活空間出現另一問題，相關部門及建

商似為滿足都市計畫規定應留設至少 10% 之規定，留設大面積

山坡地公園，使用成效不彰，可及性亦不高，許多公園因此缺

乏人氣，無人維管導致荒廢。如此現況，促使我們反思 , 也讓

我們更加確定基隆之於開放空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論基隆市中心的空間，是從都市發展的脈絡、地形氣候

的特殊條件，以及居民的生活空間被建構出來。因為鄰近大台

北都會區，產業、人力的外流也使得城市的競爭力下降、人口

老化等問題的產生，而依靠港埠維持城市運作的基隆市遇上發

展瓶頸，1990 年代後，身為基隆發展核心的基隆港，因腹地過

小等因素，敵不過鄰近地區港口的大型化競爭而逐漸衰退，城

市的轉型勢在必行。擁有文化潛力與自然條件是基隆與眾不同

的的城市特色，市港中心的空間再造，為本報告探討議題的核

心，透過重構開放空間的方式，翻轉過往城市不好的印象，營

造更宜居的生活。

( 四 ) 小結

圖 1-12　基隆都市空間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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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章節旨在疏理基隆開放空間的生成脈絡，與在現今都市計畫下，其開放空間的

想像為何；前述章節亦探討開放空間在「質」與「量」上皆不盡理想之成因，以及規劃者

是在何種的限制條件下，將開放空間配置到居民的生活領域。如果說前述章節是由上而下

的分析，本章節則是收窄並聚焦研究範圍，由居民日常生活環境層面探微。

	 本章節範圍為田寮河南側港口沿岸至月眉路段老舊社區，此區除了緊鄰河岸，區域

內尚有三所學校，並有多處都市計畫的公園綠地，以及各鄉里所規劃的鄰里公園；惟其開

放系統過於零散，且與居民生活脫節。

	 此區將以五個層面進行分析，包含：人口分析、	 災害潛勢分析、大尺度 L- 區域定

位分析、中尺度 M- 聚落分佈分析與、小尺度 S- 社區生活分析，旨在為此區域的開放空間

提出一個有系統架構的整理。

( 一 ) 人口分析

	 田寮河周邊屬基隆市人口稠密且高齡化嚴重之地區，由下表可以看出仁愛區人口及

老年人口比例皆是相對較高的。就本計畫著重之田寮河南側範圍，以仁愛區林泉、花崗、

虹橋、水錦、智仁、和明、忠勇、玉田里為主，並將其 2017 年 10 月份的人口與住宅分布

範圍之面積計算，可得出每平方公里 18,918 人的高人口密度。

	 若有災害發生，本區高齡與高密度的人口結構，必然會使災情更加嚴重難以掌控後

果，在居住品質上也亟需改善。因此本計畫期望藉由改善開放空間及加強其功能，以降低

災害發生時帶來的不便與不幸，並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表 2-1  基隆市人口密度與老年人口比例比較

二、重構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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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災害潛勢分析：山坡地危害；田寮河水質、淤積、洪患

	 田寮河周邊為密集的住商混合區，由於建築密度極高，建築物的背面

或道路旁緊貼擋土牆，山爭地的結果，就是使鄰近山坡地的房屋在大雨過

後，會有山崩土石滑落的風險。

	

	 田寮河是「四港門」（田寮港、蚵殼港、石硬港、	 牛稠港）中唯一

沒被建築或是高架橋遮蓋的人工運河，河岸兩側為繁忙的交通要道及人口稠

密區，但由於水道設施老舊，且周遭的污水管線未做妥善處理，致使河水長

年淤積及飄散惡臭；在豪大雨之後，亦常有河水潰堤造成的周邊地區災害。

雖然河道兩旁有綠蔭步道，但由於水質不佳且會發出惡臭，居民使用率低，

是故解決災害與污染，成為田寮河的首要課題。　 圖 2-1　 山坡地災害潛勢示意

圖 2-3　 田寮河淹水一日 450 ｍｍ淹水潛勢範圍

表 2-2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RPI) 標準

圖 2-2 　105 年度田寮河下游水質監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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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田寮河南側區位選擇範圍

	 	 	 	 	 	為探討如前言所述的城市意象中，其日常生活的開放空間使用形態為何，本報告選擇以田寮河周邊為調

查對象，並以田寮河南側為研究範圍。選址原因為考量到該地開放空間的配置易於供公眾使用，且能連接鄰

近道路、公園、綠地、廣場、步道及相鄰之開放空間，具能為市民提供休閒、且是戶外的並包含植栽、鋪面、

裝置藝術等軟性元素，是故本報告選擇以人口較為密集且活動較為活絡之田寮河南側地區，盤點其空間區位、

主要交通幹道、生活圈等。

( 三 ) L- 大尺度區域定位分析



12

山
坡
地
老
舊
聚
落
生
活
空
間
重
構

（1）自然地景
　		 	計畫範圍以田寮河為北界，南臨仁愛區、信義區交界之紅淡山，西邊以愛一路

為界，東邊以月眉路為界。西邊緊鄰基隆市發展中心以及基隆港，為商業最為活絡

地區。

　		 	計畫範圍北為河川，南為陡峭的山坡地，受限於這樣的自然地景，建築、生活

之空間被大幅壓縮，經過盤點，此類空間形態不止於本案計畫範圍，基隆市內多數

臨接市區之地區皆為此類樣貌，這樣的自然地景以及因而發展之生活空間就是基隆

城市的發展縮影。

（2）空間發展
　		 	計畫範圍臨田寮河側屬活絡發展之地區，主要幹道為仁一路及仁二路，前述兩

條路街為單行道形式，通往市區方向為仁二路，遠離市區方向為緊鄰田寮河之仁一

路。這兩條主要道路乘載大多數區內之交通動線，商業發展及活動空間也緊鄰著這

兩條路沿街面發展。

　		 	 	因地形、交通等限制，導致可發展的平地地狹人稠，建築物發展密度高，間接

壓縮應開放留設之生活空間——基隆在生活空間層面，由此形成了諸如車多路小的

街道、騎樓、雨遮，以及商業空間的延伸與機車停放問題，直接壓縮了人行步行的

空間，逼使導致人車爭道，道路顯得無比擁擠；另一方面，由於住宅區多位屬山坡

地或半山腰，因此市區延伸到住宅區域的途徑佈充滿延綿無期的山坡階梯，又因基

隆多雨的氣候，導致步行空間更加就更不友善。
圖 2-5　 生活區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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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放空間盤點

圖 2-6　田寮河南側調查區域內開放空間

　				計畫範圍內之商業區及住宅區分布緊密，因早期工業化及基隆港蓬勃發展，對於建築物總量缺乏控管，區域內無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調查發現缺乏位於平面、公共、開放、可及性高之開放空間，居民生活缺乏公共空間的平衡。

　		 	再加上地形影響，地勢平坦且可供作為開放空間地區更為稀少，經盤點，計畫範圍內多數開放空間多位屬山坡地上，盤點項目包含建

築物空地、廟埕廣場、閒置空地、學校等地區，顯現出開放空間之稀少以及彼此間之零星、缺乏串接。

　				開放空間的最大效益化需要透過點、線、面之連接、網絡之建立來達成，然而基隆地區及本計畫範圍皆面臨因地形、地勢、發展脈絡、

生活習慣等習慣影響，逐漸發展出的生活形態及開放空間樣貌。考量計畫範圍內的發展特色以及政策缺乏以居民生活需求、習慣為出發點，

本報告冀能回應不同社群的生活需求，並探討基隆市開放空間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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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田寮河南側開放空間分類剖面

圖 2-7　田寮河畔水岸空間 圖 2-8　山坡地生態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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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區的劃分
	 本報告以居民生活為出發點，探討基隆市開放空間形式的可能性，是故在思考開放空間時勢必須進入特定區域作

調查與研究，以回應不同社群、不同環境下的不同生活需求。在田寮河南岸，本報告調查發現，起伏的峰谷之間，切分

出幾個不同的谷地聚落；不同聚落中的行車系統，大致上以一條沿著谷地走向、南北巷的道路為主脈，再分支出東西向

的次要道路，遇到陡坡時，則成為斷頭路，形成相對封閉而寧靜的生活巷道。

( 四 ) M- 中尺度聚落分佈分析

居民生活空間

圖 2-10　機車可通行的小道
圖 2-11　狹長的階梯上的兩口子
圖 2-12　垂直空間高低錯落
圖 2-13　視差及生態視野

2-10 2-11

2-1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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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本報告以愛一路、愛二路……到月眉街等南北向道路為起始軸線、以丘陵山脊為界，

東西劃設出六個「生活區」（見圖 2-14），而每一個生活區，將是本組行動計劃所聚焦的研

究範圍。本報告不以行政區劃中的村里界線來劃定研究範圍，而是實際踏查所觀察到的生活領

域為出發點，如此一來 , 才能從真實的在地生活脈絡中 , 設想本報告的開放空間。

圖 2-14　生活區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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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土地使用概況

	 從國土利用調查中（見圖 2-15），本報告發現，最靠近市中心的 A 區，將近

一半都屬於商業使用，以愛四路、愛五路、仁三路為商業界線，東南側為住宅區；C、

D 兩區則同樣以仁二路為商業界；，B 區及 E、F 區則分別以南榮路與仁一路為界，

商業邊界大致也是山坡地的邊界，坡地上則是比較純粹的住宅區及學校，意味著除

居民的「住」外，其「衣、食、行」都需下山才得以滿足，日日往返山坡地與平地

河畔成為居民日常的一部份。

圖 2-15　各生活區土地使用概況



18

山
坡
地
老
舊
聚
落
生
活
空
間
重
構

（3）各區生活樣態

	 A 生活區鄰近市中心商業區，商

業活動較活絡，除廟口夜市是觀光客聚

集點之外，山坡地上的許梓桑古厝也日

漸受到關注，因此在 A 生活區的活動族

群相對多元。考慮到許梓桑古厝的地理

位置，若其將來發展成重要的觀光資源，

外地人將有更多機會來到山地聚落，促

使空間的使用形式會有更多可能。此外，

A 區的住宅群落，多分散在無汽車道的

階梯步行系統上，僅有窄坡道供機車行

駛，是故此區居民更大程度上以步行為

主要移動方式，有些年長者會帶著孫子

走路往返學校。

	 B 區在 A 區南側，隔著仁愛公園，

山頂到另一側山坡地是另外一區住宅

區，因山勢阻隔，形成不同的生活區域。

雖然與市中心的關係不如 A 區緊密，但

車行空間較深入住宅區，汽機車的使用

率較 A 區高，除了沿著南榮路的商家之

外，住宅區組成較為單純。

	 C 生活區與 D 生活區因地形起伏

平緩的空間較廣闊，社區依循垂直正交

的道路系統佈局，除山坡地形邊緣的道

路較為陡峭之外，汽機車基本上都可以

通達各家戶，步行空間與車行系統重疊，

空間感比較均質。

	 D 生活區最南端的至高點處為銘

傳國中，是故此區會隨著學校的上下學

帶來道路使用的尖峰期。沿著 D 區東側

坡地階梯而上，可以走到頂端的「虹橋

公園」，公園位處 D、E 區之間的山脊

上，是兩個生活區交界，也是邊緣地帶，

使用率較低且缺乏維護。

	 E 生活區，北側平地同樣為正交

的道路系統，南側地勢較陡，房屋多分

佈在山坡地上，復興街為主要的車行道

路，兩旁房屋地勢較高，以步行串聯為

主，因離商業區較遠，往返河畔地區還

是以仰賴汽機車為主。

	 F 生活區因廣闊平緩的地帶皆被

開發成月眉路與六合街之間的平面停車

場，主要住宅區分佈在西側的坡地上，

生活及空間型態與 E 區類似，位於山上

的月眉國小，因上下學接送之故，會有

交通尖峰時段，平時路上少見行人以及

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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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放空間類型盤點
	

	 開放空間可以分成兩大類（見圖 2-16），分別是既有的開放空

間，包含田寮河畔開放空間（未呈現於圖面）、廟前空地、各種活動

聚集空間（活動中心、市場、運動場地等等）、學校五項；另有潛力

空間，包括荒廢老屋以及分別位於商業區及住宅區的空地三項。既有

的開放空間主要是「質」的檢討，而潛力開放空間則是本報告盤點出

來、具有提升整體開放空間「量」的潛力。

圖 2-16　各生活區開放空間類型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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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生活區來看，B、C、F 區的開放空間較單一，以住宅區空地為主，這三個生活區皆為寧靜的住宅區，活動族群較為單純。E 區則

是除空地之外，擁有三塊較大面積的開放空間，分別是西側山地上的虹橋公園以及東側的兩座廟前廣場。這些空間面積雖大，但與住宅區的

關係較為疏遠，其中廟宇規模較大，並非社區型的信仰中心。

	 A、D 兩區的開放空間多樣性相同，而且都有學校及大型公園（虹橋公園也可以劃入 D 區來看），其他小型的開放空間則零星地分佈

在住宅區中。

（5）研究範圍選定
		 	 	 	 	綜合以上分析，本報告認為 A 生活區因鄰近市中心商業區以及觀光路線，此區所觸及的人群較為多元，可能觸發的活動形式以及空間

使用模式較多，若能成功展現行動成果，或可做成為其他生活區的示範，此其一。此外，此區的住宅區範圍較為集中，居民之間、社區與商

業區、學校的關係較為緊密，凝聚在地不同使用者的討論意見會比較容易，此其二。又由於行車空間的侷限，居民以徒步進行短距離移動的

機會相對較多，居民與社區空間的互動機會也因此高於其他生活區，此其三。是故，於是本報告選定 A 生活區作為我們行動計畫將要落入

的區域，進行深入的探討；同時，由於籃球場及仁愛公園位於區域的邊界，實際服務及影響範圍應包含 B 區，所以，本報告我們將同時探

討這兩個生活區。

圖 2-18　公園圖 2-17　廟埕廣場 圖 2-19　聚集點 圖 2-20　學校

圖 2-21　廢棄老屋 圖 2-22　住宅區空地 圖 2-23　商業區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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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前述中 M 尺度下對空間生活範圍的分區及分析，在本章節我們將更進一步，就 A 生活區與部分 B 生活區進行社區尺度下細

緻的居民生活環境的問題探究。

	 如圖 2-24 所示，位於山坡地上聚落的居民日常活動（通勤、購物、休閒娛樂等），都與平地的市區中心有密切的關係，受本身

地形的限制，加上市區停車位不足，移動方式多仰賴步行。是故本報告認為，在此種山坡地聚落的生活模式中，友善步行空間的營造，

對於居民生活非常重要，特別是像基隆這樣高齡人口比例較高的城市，更需關注。此外，透過人行空間的盤點，本報告發現與田寮河岸

之間的道路、與仁愛市場間的道路以及仁愛國小東側和南側的道路，皆無連續的騎樓或是人行道，對於居民購物以及學生通勤有與車爭

道的危險性；由此，除了增設人行道或是鋪面的區分，本報告未來的行動計劃也希望透過開放空間的釋放，規劃出一條友善而安全的生

活路徑。

( 五 ) S- 小尺度社區生活分析

圖 2-24　基隆市區生活熱點 圖 2-25　區域內人行空間不連續

開放空間

無人行空間

車行空間

人行空間

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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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居民生活移動的路徑與方式，山坡地聚落的生活與市區關係密不可分，本報告希望透過營造與串連開放空間和步行路徑，提

升聚落生活品質，創造友善的高齡生活環境，並有助於降低市區的建築密度。從開放空間的分佈圖，可以發現既有的公園用地，主要因

區位及設計、維護、管理上的不良，導致使用率極低，加上活動中心有開放時間限制，居民幾乎沒有一個可以運動休閒、又離家近的（半）

戶外生活空間；本報告希望透過開放空間「質」的改善，加上盤點出的閒置空間（住宅間空地、廢棄老屋等作「量」的提升，整理出友

善且綠美化的生活路徑，並向外延伸，與市區及河岸的步行空間做連接，建構出此生活區的開放空間系統。

圖 2-26　區域內開放空間盤點 圖 2-27　路徑與開放空間串連

開放空間

路徑串連

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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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研究將規劃範圍區分為、L-	區域定位分析、M-	聚落分佈分析與	S-	社區生活分析，盤點出開放空間面臨河海包圍以及住宅空間

壓縮的發展性，進而勾勒出愛一路、愛二路……到月眉街等南北向道路為起始軸線、以丘陵山脊為界，東西劃的六個「生活區」，盤點出潛

力開放空間。

	 而以上分類分析方法將市中心沿田寮河左岸聚落內之開放空間分為田寮河畔、老舊社區生活空間、山坡地生態廊道等三大類型。

( 六 ) 小結

（Ⅰ）田寮河畔

	 區位最為接近市中心，為目前市政府發

展之亮點開放空間。其中水岸開放空間及連接

市區道路之區域皆為此區域擁有的特色開放

空間。

	 水岸開放空間除了從環境面改善水質、

清淤，並也沿河畔建立舒適人形空間及部分地

區設置雨遮，塑造整體性休閒開放空間。

	 市區道路彎曲綿延，串聯區域內各生活

區域，部分地區並透過單行道控管車行及車流

量，試圖管制開放空間之於生活的平衡。

（Ⅱ）老舊社區生活空間

	 沿著田寮河畔往住宅區方向，地勢較平坦處為早期因應工業、商業以及港口而發展之老舊社區，因其特殊發展歷史背景，開放空間

較為缺乏，並可分為由生活區劃分與研究及開放空間類型盤點。

	 而區域內之開放空間又可分為既有空間（如：廟宇廟埕、聚集點、水岸空間、公園、學校等）及經本研究盤點出之潛力空間，潛力

空間雖目前尚未有具體開放空間塑造，然而因其區位、特性之適切，未來有潛力可做為開放空間，並得以串接發展，類此區域經盤點包含

商業區空地、住宅區空地及廢棄老屋等，其中經探查探訪又可得知計畫區內有許多廢棄老屋，未來都可能為發展之潛力空間及亮點地區。

圖 2-28　不同尺度下開放空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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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 2-29　開放空間分類剖面

（Ⅲ）山坡地生態廊道

	 而再更往山坡地之高密度住宅區地區盤點，可發現此區域因地

形屬山坡地，隨著住宅區之發展，呈現特殊之山坡地生態廊道，在此

廊道內包含生態空間、宗教空間，其中更有學校分布其中，以及零碎

之開放空間地區。

	 山坡地生態廊道未來可配合地形、地勢、災害潛勢地區、人口

分布等人文、歷史、地理、自然、社會等層面之因素，發展適切之開

放空間，也為未來發展開放空間之實施落實重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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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方案

	 	 	 	 	 	第一期從公有權屬的公園用地著手，一來之後能向區公所提

案，有資源和經費落實；二來腹地較大且完整，較能乘載多元的活

動。公園本身應考慮社區需求、休閒健身、歷史和文化、交通、生

態性以及日後的維護管理，透過居民的參與，共同擬定對於公園的

想像，同時也促使居民認知公園之於生活空間的重要性。

	 根據生活空間的盤點及系統性地整理，本報告欲以分期計畫作為實際的行動方案。

圖 3-2　行動方案第一期

開放空間

水文

開放空間

水文

	 從點狀空間下手，翻轉山坡地聚落沒落的刻板印象，增加

居民休閒活動場所，解決了生活空間擁擠、陰暗等問題，最後延

伸至商業區、河岸甚至是其他生活區，串起一個全面性的開放空

間。

圖 3-1　分期行動方案

開放空間

水文

開放空間

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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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行動方案第三期

	 第三期則是處理住宅區與外部的串連，觀察到在仁愛國小

西側有閒置空間與民宅相鄰，若能打通，可作為學生通學空間，

不必與車爭道；再者與商業區及水岸空間之間的空間延續，除了

透過植栽或是街道傢俱、鋪面材質，增加空間趣味外，夜間的照

明及安全性也是設計重點。

	 第二期計畫則是聚焦於住宅群間的閒置空地或廢棄老屋，

此區位於里民活動中心之間有一處閒置空地，剛好可以替代有開

放時間限制的活動中心，作為日常居民社交活動使用，成為住宅

群間的小公園。

圖 3-3　行動方案第二期

開放空間

水文

開放空間

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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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二）仁愛區公所民政課課長（2018.01.02）
	 目前市政府對於區公所以及仁愛區區內的公園沒有太多指導

計畫，也沒有要求區公所要盤點區內公園、綠地以及待改善維管的

公共開放空間，市政府對於區域型的鄰里性公園似乎較為消極，且

因為公園改善需要編列經費配合辦理，目前 2018 年尚無編列規劃

設計或改善工程相關預算。

	 里長若對於里內公園有改善需求，涉及小額經費需求，區公

所會盡量協助配合經費之提供，若涉及到較大的經費，則需要由里

長向市政府申請。

（三）仁愛區忠勇里里長（2017.12.19）
	 仁愛區忠勇里里長是位對於里內環境非常積極改善的里長，

不僅定期洗地板清除青苔更不斷新增扶手增加步行安全性，擔任里

長大約 20 多年的時間，時常舉辦各式地區活動，包含露天電影院、

中秋聯歡、親子巧克力屋等等，因為里長的積極，里內活動參與度

很高。

	 里內人口的組成大多為高齡者，然而因鄰近明星學校學區，

許多小孩子的戶籍或放在這裡，也因此有許多三代同堂的情形，在

上下課時間，會看到阿公阿嬤帶著孫子去上學。

（一）公園管理科科長（2017.12.18）
	 為回應市民對於綠地及公園環境的迫切需求，並讓市府的人

力資源調配到最需要的部門，基隆市長林右昌決定成立工務局下所

轄管的公園管理科，並自今（106）（即本報告的去年）年起正式

成立，未來希望可以逐步提升全市公園、綠地、路樹的建置及維護

水準。

	 原本由各區公所管理的鄰里公園等，過去的規劃設計不夠到

位，設計及施工水準都有待提升，未來都將成為公園管理科及都市

發展處等相關局處的重要業務。對於基隆市未來的都市環境改造及

鄰里環境營造、以及接下來幾個重大公園改建案件，都有專業的單

位及人員負責。

	 過去基隆市的公園、路樹品質都不是很好，常被市民詬病，

主因就是缺乏專業單位來負責維護，未來公園管理科成立後，讓事

權統一、能量增加，也讓基隆市的公園、綠地、路樹規劃設計建置，

以及後續的維護水準，都能夠逐步提升。

	 目前市長政策希望打造一區一特色公園，其中權責分工方式

則分為 2 公頃以上及以下，2 公頃以上者，由公園管理科負責辦理

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其餘的公園、綠地等則由區公所發包處理。

	 而目前公園管理科主要正在辦理的是中正公園以及百福公園

的規劃設計案，都以委託案的方式辦理，進度都還沒開標，未來等

規劃設計階段完成之後，將會執行發包工程。而區公所正在執行的

案例比較顯著的是 29 號橋下公園，整體廊帶設計將延伸到國民運

動中心，工程發包 1 千多萬，另外還有威海營區附近地區規劃設計、

鄰里性小公園改善規劃案等。

	 而未來公園管理科將會辦理口袋型公園闢建計畫，目前完全

只是構想階段，還沒有一個比較成形的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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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空間的部分則除了居民喜歡跟左右鄰居在各自房子外面的小空地短暫休憩、聊天、分享度過時光，居民也都會下山，徒步走去田

寮河邊運動，所以未來如果可以在田寮河設計一個跟跟高美濕地差不多的架高步道，對於地方或許會有轉變性的改變，很期待政府能對於田

寮河能有些作為。

	 里長的經營從各式比賽評鑑中可以明顯看到，比如里長替里內獲得環境整潔、環保尖兵、社區參與等項目的第一名。另外里長也身兼

社區發展協會的會長，然而里長提到其實社區發展協會不應只是以一個里為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範圍，而是應該以整體區域來劃分，甚至應

該透過跨里的合作，共同塑造整體環境發展。內政部現在正在推動「母雞帶小雞」，也就是經營得好的社區發展協會負責帶領剛起步的社區，

藉以形成強健的社區發展網絡。

圖 4-1　忠勇里 91 年出版的刊物 圖 4-2　刊物內頁 - 蔡明城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