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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週休二日已實施多年，觀光旅遊的風潮發展迅速，國人旅遊以國外旅遊

為大宗，可由觀光局統計數據看出。然而自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開始，出國旅

遊因疫情而停滯。反之帶動了國內旅遊爆發，旅遊方式也改變了，大量旅遊人潮

湧入各縣市老街及文創園區。迪化街是南北貨、中藥行的集散地，有許多古建築

物，美食小吃，值得一遊的老街。本研究在探討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遊客來迪

化街旅遊動機與目的、探討迪化街觀光發展問題。 

蒐集文創觀光、文化定義、美食文化參考文獻探討，並以半結構式訪談方式

分析，針對不同遊客對迪化街的旅遊看法，瞭解來迪化街的目的，再訪的意願。 

商家對迪化街的觀光發展建議的問題，遊客與店家看到那些問題，質性分析研究

的結果，以 SWOT 分析出些現況問題，研究發現老街文化歷史，建築物、街道景

點觀光少了地圖介紹，只有遊客中心可以取得。街道規劃、停靠車輛讓狹小道路

更加狹窄，應予加強假日徒步區的規劃，街道能更寬敞。迪化街的美食是眾多遊

客慕名而來，知名店家美食地圖包裝介紹，可使遊客更清楚掌握資訊。研究建議

迪化街很多古建築及特定的標地能建置 QR Code 導覽，掃碼即能對歷史建物介

紹，讓遊客更能了解建物的歷史故事。商品包裝與一般賣場區隔，建立不同機制

提高購買欲望。要了解迪化街文創發展，對歷史建築、美食文化、文化觀光發展

而做此研究。 

 

關鍵詞：觀光旅遊、迪化街、美食文化、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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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two-day weekend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any years, and the trend 

of tourism has developed rapidly. Chinese people's tourism is mainly foreign tourism,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statistics of the Tourism Bureau.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2020, overseas travel has been stalled due to 

the epidemic. On the contrary, it has led to the outbreak of domestic tourism, and the 

way of tourism has also changed. Dihua Street is a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north-south 

goo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ps. There are many ancient buildings, 

gourmet snacks, and an old street worth visiting.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in Dihua Street,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ourists 

visiting Dihua Stre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Dihua Street. 

Collect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 cultural definition, food culture reference 

literature, and analyze it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iming at different 

tourists' views on Dihua Street,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visiting Dihua Street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visit again.Questions about the businessmen's suggestions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Dihua Street, tourists and shops see those problem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some current problems are analyzed by SWOT, 

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old street, buildings and street 

attractions are less touristy The map introduction can only be obtained from the visitor 

center. Street planning and parking of vehicles make narrow roads narrower, and the 

planning of holiday pedestrian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make the streets more 

spacious. The delicacies of Dihua Street are attracted by many tourists. The food map 

of well-known stores is packaged and introduced, so that tourists can better grasp the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any ancient buildings and specific landmarks 

in Dihua Street can be equipped with QR Code guides, and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can 

be introduced by scanning the codes, so that touris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tories of the buildings. Commodity packaging is separated from general 

stores, and different mechanisms are established to increase purchasing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Dihua Street, this research is don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food culture, and cultural tourism. 

 

Keywords: sightseeing, Dihua Street, food culture, historic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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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為了解，遊客對迪化街旅遊動機與目的探討，商家對特定活動看法共

分為六節，以下分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流程，研究的限制。 

1.1 研究背景 

文創園區四處興起，文創觀光也因而如雨後春般崛起，各縣市都有代表性的

老街，而迪化街是早期蓬勃發展，熱鬧興盛的老街，在台北市保存相當完整的文

化老街道。迪化街的地理、歷史、產業、地方人文資源、景觀、特色建築等，為

老街文化創意觀光發展，如何豐富資源與指標，也是遊客最喜歡觀光購物的一條

老街，遊客對迪化街他的歷史瞭解程度是可探討。可遠自清朝時期至現在，留下

建築物標地，在法令規範下部分住戶還是有受到完整地保存，這就是迪化街與其

他地方老街不同的地方。迪化街位於台北市大同區不到 1000 公尺的長度，這條不

長的街道卻有很長的歷史故事，筆者整理迪化街的起源如 

表 1- 1 所示。 

 

表 1- 1 迪化街起源 

年份 事件 

1850 迪化街初建 

1879 台北府城正式開府並成為台灣首府。大稻埕的茶葉，稻米，樟腦，中藥，

已是台北的遍佈洋行、店舖、商家的重要聚落佈洋行、店舖、商家的重

要聚落，與艋舺不相上下。 

1891 劉銘傳首建經過大稻埕的全台灣第一條鐵路，則正式確定迪化街的台北

商業樞紐地位。 

1895 台灣日治時代的開始，迪化街一帶因市區改正後命名為「永樂町通」 

1920 末期至二戰前，為迪化街最鼎盛的時期。永樂町也因此大量興建新的樓

面建築，外觀簡潔明朗，注重線條表現與比例均衡。大戶家族興建，鐫

刻家徽式浮雕裝飾的富麗堂皇巴洛克式建築也不在少數。 

1945 二戰結束，台灣的中華民國時代開始。本來名叫「永樂町通」的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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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也回復民間俗稱。 

1947 迪化街正式命名。台北街道全面更名。新街道命名的原則是將台北市方

位投射於中國行政區的方位。因迪化街位於台北市的「西方」故以當時

中國最西方的新疆省會迪化為名。 

1970 迪化街因台北市商圈東移，也因該街腹地狹窄，已難負荷台北市龐大人

口的商業機能，於是該地的大多數民間企業總部紛紛移出。之後的迪化

街除了仍有的批發南北貨，中藥，與部分布匹生意外，其商業規模已無

法與台北其他地方的新建公司大樓建築、商業門市或大商圈相比。 

1973 因應時代所趨，台北市政府開始研擬迪化街商圈的都市更新計劃。該計

劃主要做法是將 7.8m 寬的迪化街，拓展到 20m 寬的迪化街。根據該拓

展計劃下，所有迪化街的古老建築將全數拆除 

1978 在拓寬道路即將執行的前夕，引發各界對此歷史街區保存與否之爭議。 

1988 迪化街私人建築拆除期限將屆，7 月間由民間財團法人樂山文教基金會

聯合當地居民、台北市民和專家學者發起「我愛迪化街」保存運動搶救

大稻埕傳統聚落。 

1995 由於樂山文教基金會和居民抗議的努力和堅持，迪化街終於免於拆除的

專用區計劃拍版定案。 

1996 迪化街成為台北最古老的街道。台北市政府於農曆春節前舉瓣全台灣首

創的「年貨大街」活動。 

2005 迪化街共有一百多家的紡織公司、三百多家布行、二百多家中藥材鋪，

年產值則超過了 30 億美金。 

2012 至今迪化街每到農曆春節前夕，仍然是規模盛大、熱鬧非凡的年貨大街。 

資料來源：迪化街起源《意「遊」未盡-大稻埕》 

迪化街的發展至今 2022 年新增加文創商店的進駐，文青咖啡館、餐酒館，這

些新商家與傳統商家對觀光佔有非常重要地位，而觀光發展也是當前非常重要項

目，由疫情開始觀光業衰退影響的層面就非常高，各國管制出國旅遊這兩年下來

觀光旅遊收入嚴重下降。2021 年國人出國計 35 萬 9,977 人次，與 2020 年 233 萬

5,564 人次比較，負成長 84.59%。依首站抵達地分析，以前往中國大陸為最多，

計 12 萬 8,637 人次，占整體出國人數 35.73%。觀光局數據顯示觀光是當前重要

的明星產業，全世界各國無不競相積極發展，看中其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且對賺

取外匯具有明顯效益。為了美食文化和觀光建構教育環境，需要深化美食文化知

識和研究，以及強化學術與業界的研究發展（ Horng & Tsai, 2012 ） 。 



 

3 

因為疫情也刺激了國人開始國內旅遊，疫情和緩時國內地文創園區老街個大

小景點也創造了高峰地人潮。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2021 年遊憩景點遊客

人數約為 2.11 億人次，疫情爆發後，國際觀光客越多的縣市衰退越明顯，例如雙

北地區等，這個現象到去年都還存在。 但也有縣市表現成長，例如宜花東地區景

點人次都超越 2019 年，其中花蓮的國際觀光客雖然大衰退，靠著國旅撐腰，人次

較疫情前還成長 0.5％。 

疫情帶動了國內旅遊的興起，迪化街結合了文創觀光，美食文化、藝術表演、

建築古物廟宇古蹟等。有著清朝至今歷史故事，地方政府配合節慶辦理的年貨大

街 ，霞海城隍廟會活動，這些對文化觀光發展起了一定作用，遊客對迪化街也產

生了解。 

台灣老街每個縣市都有老街，人潮也相當多，可是因為重複性非常類似，致

使遊客再訪的意願非常低，去老街的目的是吃小吃，而為探討迪化街具有那些會

讓遊客再訪的意願，遊客對他的滿意度項目是哪些而值得再訪。這次研究選擇迪

化街的原因，因為迪化街位於台北市市區，他是台北市商業發展的起源地，有歷

史古蹟地建築物，具有百年歷史故事，美食文化的老街值得探討。 

1.2 研究動機 

週休二日帶動了觀光，因為疫情影響出國觀光降至最低點，也在這二年的期

間國內觀光帶動了風潮，假日或連假各縣市的老街文創園區都是人流不斷，其中

文創觀光旅遊成為風潮，讓每個地方政府為了發展文創觀光，推動一系列相關故

事的主題活動來刺激地方消費。 

迪化街有名的茶葉輸出，也是早期北部稻米集散地，在產業轉型後，多家中

藥行、布莊、南北貨的商家，更因市府推動了農曆年前年貨大街活動使得「年化

大街」成為迪化街代名詞。這些年經過相關單位的重視，文創產業搭配迪化歷史

的建築，友善的空間尺度，利於遊客步行觀光及注入新的活動，建立了年貨大街，

帶動了迪化街人潮。新創商家進駐，但是給普羅大眾印象迪化街就是南北貨或是

年貨大街！遊客對大稻埕迪化街的歷史文化建築美食了解甚少，近年來吸引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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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MV、廣告等來此拍攝，藉由老屋在生、景觀再造、人文意象及人、事、

物、景作為重要的故事背景引發熱門話題，假日期間，迪化街就有很多的遊客到

老街遊玩，讓這個原本蕭條落寞的傳統老街活絡起來帶來了商機，也改變了周邊

部分商家，更被公認最能一窺台北人文底蘊的大稻埕迪化街，藉此本研究能深入

了解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現況。目前大部分研究多數以大稻埕的建築、消防、商

業活動居多，但探討迪化街觀光發展較少，所以吸引我做這篇論文的動機。 

1.3 研究目的 

近年來文創產業成為觀光事業新秀，台灣文創工廠及商家日漸增多，吸引了

許多年輕人的投入，政府也加入推廣文創產業。大稻埕素有地下金庫之稱，是國

內許多知名企業與富豪的發跡地，如光泉、義美、南僑等。在研究過程中，分析

文創產業對於傳統店舖，文化加值的成功要素，提供商家與台灣其他地區傳統老

街做為改善參考依據。依前段研究的背景與動機擬定出研究目的： 

一、探討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 

二、探討遊客來迪化街旅遊動機與目的。 

三、探討迪化街觀光發展問題。 

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迪化街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大稻埕為台北市舊地名，現屬於台北市大同區。

以迪化街為大稻埕的歷史性建築、商業活動及年貨大街最為著名。迪化街為台北

市最具歷史性代表及規模最大之年貨大街，每一年在迪化街所舉辦之年貨大街也

是迪化街最受矚目的節慶活動，每年的年貨大街都有上百萬的營業額，可見迪化

街年貨大街的受歡迎程度。 

本研究範圍為南京西路迪化街一段路口，至迪化街一段民權西路台北橋段，

為商業活動最頻繁，巴洛克建物翻修保存最多。歷年來迪化街所舉辦之年貨大街

範圍，也僅於一段較為熱絡，故本研究在實地調查後選擇、南京西路之迪化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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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至台北橋段為研究範圍。 

研究對象為商家及遊客，因這二年疫情問題，影響商家、遊客接受訪談意願，

有困難，所以疫情較緩和的月份執行作業訪談。 

1.4.1 研究區域介紹 

迪化街是台北市南北貨，布料知名購物街，經過相關單位注入新的活動，建

立了年貨大街，也帶動了迪化街人潮及商家進駐，但是給普羅大眾印象就是南北

貨或是年貨大街，於是於對大稻埕迪化街的歷史文化、建築、美食了解甚少藉此

本研究能滲入了解迪化街文化觀光產值本研究依據迪化街遊客中心提供之資訊加

以介紹迪化街景點如表 1-2 所示。 

 

表 1-2 迪化街景點 

景點 特色 

霞海城隍廟 

以求姻緣主祀霞海城隍每年農曆 5 月 14 日前後，廟方街會舉

辦（台北霞海城隍文化節）等活動，除廟會活動外，七夕情人

節朝拜月老求姻緣的善男信女帶動周邊商家超高買氣。 

李 亭 香 餅 店 中西口味，為傳統蛋糕注入新意。 

富 自 山 中 

由傳統南北店改裝成日系風貌，販售本地野生愛玉，薑糖包裝

以文創藝氣息為老店注入新意。 

江記華隆商行 販賣上好菲力豬肉乾聞名，也是網路名店。 

竹木造咖大華行 

有 150 年歷史的傳統老店，以文創方式販售阿嬤時代廚房用

品，成為時下流行買物。 

印  花  樂 印花織品的文創品牌，打造自在生活風格。 

夏 樹 甜 品 古早味的養生食品，甜點以簡單食材做出養生的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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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布業商場 傳統布料二樓購買三樓訂製，大受知名人士訂製。 

小藝埕結合多家

文創店 
布物設計為花布選購店、書店及享受鍋爐咖啡地香氣。 

URS329 稻舍 前身為米糧食批發處，百年的傳承，不少名人都到此訪問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迪化街遊客中心資訊，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小結:以上列舉為迪化街部分推薦老店、古蹟、文創商品、美食文化都在一條

不長的迪化街街上，存在那些問題為研究動機。本章節緒論的撰寫主要是包含研

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的目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流程，相關內容說明如下小節。 

1.4.2 研究對象的限制 

研究對象參考其他論文研究對象，大部分以官員、里長或是學者專家為主，

本研究研究對象以導遊、小吃店老闆、商家為主要以探討對象，導遊對以旅遊經

驗對迪化街文創觀光的了解程度，與對迪化街街道市容的觀感，小吃店對迪化街

有何期許。 

當中醞釀發展出來的文創產業景觀觀為起點，試圖從商家特色、美食文化、

的景建構等，思考迪化街文化創意觀光產業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亦即，立基於在

地歷史累積的文化資源作為意題、發展文創觀光產業的基礎，思考在地文化資源

的活用與文化創意觀光發展與產值。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說明了研究背景與動機，擬定研究方向，研究的問題，蒐集相關

文獻資料，再建立研究架構與流程，進而進行訪談分析問題。了解研究的題目並

延伸出研究的動機，藉由研究背景並依動機制定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對象研究地

範圍，文獻蒐集及研究方法協助本研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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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訪談大綱確定訪談方向，再進行訪談，訪談後整理出訪談內容，訪談者

問題整理，以 SWOT 分析給予結果。本研究流程如所示： 

 

 

 

 

 

 

 

 

 

 

 

 

 

 

 

 

 

 

 

 

 

圖 1- 1 研究步驟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訪談大綱設計 

質性訪談 

資料分析 

資料編整 

研究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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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此章節最主要於探討，本文相關的文獻，對研究主題有更進一步的的瞭解，

利用相關文獻資料，來探討迪化街商圈歷史演變之歷程。 

2.1 文創產業 

2.1.1 探討文創產業及迪化街文化觀光 

文創觀光產業的發展基礎方向高度仰賴於獨特的在地文化資源和傳統，特別

是著眼在全球化的城市競爭市場下更是如此。著眼於臺灣城市的文創觀光產業推

動過程，不論是對文創觀光產業的定義、認知、制度法規、權責單位與制度設計

訂定等等，在多重理論、實務與全球國際經驗層次比較，整體的發展都有許多值

得再進一步精進之處。以文創產業的發展觀點來探討文創觀光產業經營型態模

式，從其它城市與國家的經驗來觀察，以文創產業來帶動城市的再生與觀光發展，

已經是一個無法忽略及取代的模式(Bianchini & Parkinson,1993； Hall,2000；Miles 

and Paddison,2005；Sassen, 2000；Scott,2000；Zukin,2010)。針對這樣的趨勢發展

也有許多研究試圖以不同的經驗個案來反駁這個問題論述可能衍生的負面效應

(Garcia,2004；Pratt,2010；Schenkel,2015)，或者根本是一種對小尺度城鎮相當不

友善的假設(Lysgard,2012)。 

臺灣推動文創產業與觀光旅遊政策緊密相連，對大稻埕迪化街來說，提供的

資源養份是如何培養創造出這些文創產業的發展？這些文創、產業經營者與工作

者的透過共同的發展與匯聚，及透過文創觀光產業來吸引的當地與外來消費人口

又是如何挑戰並改變著歷史街區風貎的變化，是目前整個攸關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重要課題。 

臺北市政府以「創意城市)的思考架構為知識概念基礎，從 2009 年以降逐步

發展，2010 年提出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USA)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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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計劃，成為當前討論臺灣都市發展的重要認識基礎。 

林文一(2015)以迪化街區為研究個案，從治理性的取徑提出批判，對於這個

政策在治理上的失效，文化創意的宣稱終究仍是讓位給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與

房地產開發的意識形態價值。這兩位研究者也對臺北市政府的創意城市政策論述

迷思提出批判(邱淑宜、林文一，2014) 

針對大稻埕與迪化街區一帶，近年來以「創意城市」為概念核心推動的都市

再生政策實踐，包含 URS 基地運作、以及街區的變化等等議題，邱淑宜以藝術教

育推動的角度切入，以(Zukin,1995)的理論觀點，直指這些在大稻埕地區進行的藝

文活動與策展，是極度缺乏主體性的都市再生實踐，甚至可以說是反客為主地，

掏空了在地主體性(邱淑宜，2014)，事實上在老街的店家、文創產業及文創工作

者如何與城市或當地發展協的攜手合作對整體老街的創意發展有緊密的關係，

(Chatterton,2000)「創意城市」概念的都市再生實踐，只是徒然讓創意工作者成為

帶來地區紳級化(gentrification)的困局，這樣的城市發展策略在充分挪用創意工作

者的能量後，這些人只能是施放煙火的城市游牧者，而無法深化這些城市發展的

腳步(邱淑宜，2016；林文一，2015 )。 

綜合前述研究方向與問題探討意識，從大稻埕迪化街歷史街區所蘊含的多元

文化資源的角度，探討這些有形、無形的資源，對進駐此地區創意產業工作者的

意涵與發展，及其相互作用對歷史街區空間意義變遷的再現。大稻埕過去為稻米、

茶葉、南北貨食材集散地的歷史優勢，從當代文創工作者的產業發展角度，透過

這些文化元素的培養，如何轉化為不同的美食地景發展建構，並從美食文化的面

向，重新改寫在地文創觀光產業發展與面貌。並透過古蹟、歷史建築、文化資源

等文化體驗的觀光消費需求擴增，這個需求面向相對也拓展了建築類文化資產中

的歷史建築空間活化或老屋再生的需求發展和偏好。經由中介作用者的省思與創

作成美學實踐，結合成另一種經由歷史建築文化資產空間活化的體驗與觀光消

費，讓主體文化創意消費的品味體驗，支撐主體性的認同建構，賦予文創產業的

生產模式過作能取得消費者的偏好與認可。再者大稻埕迪化街長期累積的稻、茶

業、中藥材、南北貨高級食等無形文化符號，都是極具價值無形的重要文化資產，

上述都是未來發展文創產業觀光旅遊的重要範疇，相對較被忽略的無形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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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也正是本研究嘗試切入的討論範疇。 

「文化」之定義，首見於英國人類學之父泰勒(Sir Edward B.Tylor 1832-1917)

在所著《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1871)一書，認為：「文化是做為社會成員

的人們習得的複雜整體，它包括知識、信仰、藝術、道德、法律、習俗和其他的

能力與習性。 

2.1.2 迪化街 

訪察迪化街商圈現今營業之類種，加以分析商行營運模式以半結構市訪談調

查之方式，在不同時段進行，加以分系顧客屬性與消費習慣，並探討顧客對於迪

化街商圈喜愛程度與希望改進事項，以下列三個項目為理論基礎，第一為迪化街

歷史老街發展文獻探討；第二為觀光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為美食文化相關探討。 

陳瑩育（2007）研究指出，老街的定義可分為兩點，第一為可見證地方歷史

發展也曾經為該區域代表性質的的商業中心，第二則是由現代保有著連棟建築老

街所形成的，並附有觀光遊憩特色景觀空間。迪化街在商業可具備代表性的商業

活動中心，非常多的企業家都出自於迪化街，在台北市非常具有商業代表性。而

迪化街連動的建築物，經文創產業進駐後改成咖啡館、餐廳、文創商品等，並且

也具備連動的建築物，非常具有研究探討休憩老街，迪化街可說是都符合這些要

件，而在老街的碑文證的歷史可追朔到清朝時期開始。 

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地方發展，由茶、米、南北貨的大批發商，到現今的零

售。早期的大稻埕碼頭運送民生必需品，自大陸貨物由海運轉至淡水河進入到大

稻埕碼頭裝卸貨物。歷史悠久，現今台北市經過多年來的改變，大稻埕碼頭不在

是運送商品的碼頭，而是整個淡水河遊玩的航運碼頭，現今的物資因交通便利都

由陸上運輸為主要，不論貨物進出或是遊客旅遊，都是由非常便利的交通運輸。

交通便利對旅遊觀光客更是方便，附近有著台北火車站，台北捷運由北門 3 號出

口就能輕易到達迪化街。 

迪化街的商業活動為南北貨的商家、布莊、文創商品，在假日帶動商業活動

人潮，鼎沸商業活動興盛時期有台北地下金庫之稱，1900 年至 1945 年，結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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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貨，布市，與藥商的迪化街已是全台北，甚至全台灣商業最為興隆的地方。 

2.1.3 文化觀光 

「文化」之定義，首見於英國人類學之父泰勒(Sir Edward B.Tylor 1832-1917)

在所著《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1871)一書，認為：「文化是做為社會成員

的人們習得的複雜整體，它包括知識、信仰、 藝術、道德、法律、習俗和其他的

能力與習性。“文化”一詞為目前坊間經常頻繁使用的詞句，“文化”的內涵內容豐

富而多元，在文化的定義方面，可以分別從人類學觀點、社會學觀點與藝術美學

觀點等三個面向來說其探討內容。文化的要素是指非物質文化中的符號、語言、

規範和價值等四點，文化的特徵則是指：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生成的過程、文化

是後天習得的行爲、文化是社會互動行爲的管道、文化是群體界域的維繫工具等

四點而言。文化的要素與特徵能使人確定社會情境的意義，確保社會互動的穩定

性與可預測性，是個人與社會之間互動的重要媒介(藍麗春、邱重銘，2008)。 

由此可見文化的包羅萬象、豐富而多元，從人類的生活起居方式、語言的發

展、文字發明演進、社群團體的生活、宗教信仰等皆為重要無形的資產。這一發

展也使得將長期被忽視的非物質文化資產視為需要保護和維護的無形文化資產成

為可能(Vecco,2010)。 

有形文化遺產，特別是古蹟遺址、歷史建築、象徵標誌等，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關係如此密切，不可分割。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物質文化遺產物化，非物質文

化可能是信仰和宗教、哲學，或者是自然現象所感知的啟示，對這種非物質文化

的深刻理解，將賦予古蹟遺址更高的價值。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和認

識，將為物質文化遺產的維護、保管、保護和修復提供重要依據(Lto,2003)。 

人類創造的建築和建築技術就是最好有形文化；所有有意義的價值觀、行為

和規則都是無形文化。因此，在舊石器時代已經觀察到了第一批文化產品。文化

旅遊可以定義為“一種旅遊現象包括基於通過觀察購買產品和服務的直接和間接

行動，他們並收集關於他們的信息，體驗屬於過去和現代文化的有形和無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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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熱情好客和不可移動的文化實體，如博物館、歷史建築物、考古遺址。在所

有其他旅遊類型中，文化實體可能不僅是更喜歡目的地，也可以是產品和服務增

強的元素。因此，文化價值幾乎存在於每一種旅遊中(Gulcan,2010)。 

文化資產保存一直無法成為全民的共識，顯現出文化資產的保存不易與艱

鉅，主要是在面臨都市開發更新與老舊文化歷史建築保存之間的衝突，公有文化

資產若經過有效的活化再利用，可以為保存文化帶來加乘的效果。公共性一直是

文化資產由政策（policy）到實踐（practice）動態過程的核心議題，尤其以公有

建築文化資產再利用，既然為「公有」，對於公共性的要求更甚於非公有者。然而

公共性針對不同的文化資產對象，以及不同的行動者間，應該有各種不同的因應

策略，都是文化資產展現公共性的重要契機，讓我們思考公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

用的各種可能，但是這必須在我們具備「發展一種融入公民日常生活的、能夠持

久進行的公共參與模式」的前提下，這正是本文為何強調公有文化資產公共性的

重要原因(蔡金鼎，2014)。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差異來區分文化活動與文化

產業的活動之不同，嘗試調和目前對立雙方的觀點。其次，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的

三組要素架構，包含環繞在觀察文化產品內涵中意義的表現、關注其美感表現及

以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觀察其運作的特性(劉大和，2007)。 

以文化資產為主體性，文化觀光與文化資產所呈現出的空間體驗與涵構，藉

由各個文化資產特點的場所故事增加趣味及知識性，在整個文化觀光的過程中，

教育學習有關歷史、文化、藝術、美學、環境等多元面向。同時利用休閒活動、

節慶文化與美食小吃、紀念品等等，提高參訪的旅客再次到訪參觀的意願，讓文

化資產與文化觀光形成密不可分的再循環(楊淑嫻，2007)。 

綜合上述研究文化之定義可分為無形資產文化及有形文化資產，且兩者對於

文化觀光產業有密不可分關係，文化和旅遊是互動的。相似或不同，過去或現代

的文化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有形或無形的價值始終是一種文化旅遊，在發展文化

觀光的風潮中，台灣各城市皆以當地特色發掘更具有深度意涵的文化資產（包含

歷史建築、古蹟、聚落、文化景觀、遺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等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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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化觀光」的發展主軸之一，結合當地各項特色地方文化的推廣行銷，這樣

的觀光旅遊策略使得文化旅遊觀光更加有深度，也同時讓人更瞭解與欣賞到多樣

化的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等，一來保存了文化資產另一方面

也同時提昇了文化觀光的品質。 

歷史街區所要表達的是歷史、文化、環境、藝術等意義，更重要的是要重視

街區的整體環境及如何使歷史街區保存後產業活化（塗芳岳，2003）。「文化」

（culture）這個詞在英文中，一開始的用法是指農地耕作、栽培、養殖，十六世

紀之後，這個字的意義轉變為心靈方面的栽培，也可以用來指藝文方面的培育，

到了十九世紀更擴大變成描寫人類文明中包括心智與精神的能力發展，甚至包括

了各種人類的社會生活方式（Throsby，2001）。 

文化產業起源於人，文化可說是生活的表徵，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故文化創

意產業的基點就是生活與人的關係連結（鄭自隆，2005）。文化的定義可以用廣義

及狹義二部份來解釋，廣義的來說，人類自古以來的所有生活方式都可以稱之為

文化；狹義的說法，文化是指精緻、細膩的文化，與文明的層次概念有關，也就

是指較為細緻的藝術文化，而非一般大眾的普遍文化（黃光男，2007）。文化跟創

意兩個詞，從字面來看可發現到，「文化創意產業」是將文化當作創作基底的產業，

創意又包括創新與發明，因此有時是用新發明的事物來拓展文化，有時則是將文

化的元素創新，讓原本平凡無奇的既有文化重新塑造，再次燃起新的生命；換而

言之，即是「發明文化」和「創新文化」，讓文化重新獲得一個不同的面向（楊凱

程，2010）。 

歷史街區現今都以老街為簡稱，老街再加上地區的建築文化，美食文化，歷

史文化這神秘的歷史老街充滿住讓人想馬上親身走訪。迪化街老街之區域開始就

會見到永樂市場大樓迪化街永樂市場部分樓層為藝術表演為主，並以傳統戲曲為

首要，符合文化創意產。迪化街文創商品，產品設計多元化，產業多項歷史建物

也與建築設計產業符合本章最主要於探討本文相關文獻，對研究主題有更進一步

的的瞭解，利用相關文獻資料，來探討迪化街商圈歷史演變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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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2018）將文化創意產業區分為十六個項目，迪化街永樂市場表演空

間可供音樂及表演產業演出，迪化街建築也屬文創產業。人類對於觀光遊憩活動

的追求，可以說是由經濟發展進入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楊嵐雅，1993）。現代人

都追求文化產業觀光，對視覺藝術音樂的表演、電影廣播欣賞、書節的閱覽、建

築物的欣賞、創意美食或商品的追逐、都是在追求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係指以一個地區或是國家的文化遺產，諸如人類地理、美術、

音樂、舞蹈、手工藝、工業、商業、農業、教育、文學、語言、科學、政治、宗

教、飲食及歷史等族群風貌及特殊歷史，來做為保存與再現的主題（許功明，1994;

李銘輝、凌大榮，1997）。 

文化觀光有以下的分類方式： 

城市體驗觀光、2.文化遺產觀光、3.學習性文化觀光依這三項目而言迪化街的

有歷史的建築不同年代的故事足夠條件戴東文創觀光發展要件。 

迪化街的體驗觀光敘述遊客的體驗感受如下述： 

一提到迪化街，首先想到的是過年前的摩肩接踵人潮擁擠的年貨大街，但迪

化街僅僅是年貨大街嗎?這幾年來迪化街改變甚多，古色古香的街道，香煙繚繞的

城煌廟，充滿南、北貨的店家，現代和古樸的結合，令人流連忘返。 

來到了迪化街，首先入目眼簾的是一排排砌上紅磚的巴洛克建築，古色古香

的房舍內是各種文創小店，原創小物、布藝、精品咖啡、書店、生活用品、鍋碗

瓢盆等充滿創意的物品非常好逛好買，很適合文青來這裡打卡拍照，舊瓶新裝碰

撞出新火花，現代感十足的便利商店擠身在老建築裡，讓人忍不住走進去逛了一

圈，再走出來手上就多了些東西了。 

迪化街商圈為台灣南北貨、中藥和布匹批發商，是三大行業中最大的批發零

售市場，迪化街上的永樂市場賣旳就是布料了，永樂市場二樓賣有各式各樣的布

料、精緻的織品、縫紉材料等，種類繁多、物美價廉，走了一圈店家都非常的熱

情招呼，要什麼樣的布料都能給出適合的建議，挑好了布料走上三樓就有許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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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手作裁縫、訂製布製品，衣服、椅套、窗簾；布墊，想要什麼款式都可訂

製，服務到位。逛累了，來到一樓有許多市場美食，生魚片、傳統小吃應有盡有，

許多人氣排隊美食要吃可要有點耐心排隊喔!我們這次排了「丸隆生魚行」排隊人

潮非常的多，大家都慕名而來，好不容易輪到我們了，看著菜單真想每樣都點，

看著都好吃，點的餐來了，人氣名店果然名不虛傳，服務到位上餐快速，非常的

新鮮、好吃，點滿二百元還有免費的味增湯可以喝，非常的經濟實惠，是不可錯

過的美食名店，還有許多好吃的店家，例如:永樂雞捲大王、佳興魚丸店、永樂米

台目、民樂旗魚米粉湯、金泉小吃店等等都不容錯過，永樂市場門前的廣場，坐

著滿滿休息的遊客，他們坐著聊天或清點採購的戰利品或吃著買來的美食或是看

著街頭藝人的演出，歌手唱著膾炙人口的歌曲,讓人忍不住跟著哼唱，身心舒暢。 

再往前走不遠就是遠近馳名、聞名海外的霞海城隍廟了，霞海城隍城是三級

古蹟，規模不大，香火鼎盛、信徒很多，霞海城隍廟最聞名的就是霞海城隍廟裡

供奉的月下老人了，每年都吸引大量的遊客來前來朝聖，拜月老可以讓愛情順利，

所以有許多單身的善男信女結伴而來，希望求得月下老人牽紅線，覓得良緣，而

要讓婚姻美滿就要拜城隍夫人了，許多人都來向城隍夫人求雙幸福鞋，加溫夫妻

感情，城隍夫人的幸福鞋又稱「馭夫鞋」，祭拜過火後，拿回家將鞋尖朝內擺放，

可以讓丈夫遠離聲色場所，不再常往外跑，造福許多已婚婦女成功守護婚姻，許

多遠在外地的人都聞名而來，小小的廟宇萬頭鑽動非常的興盛，聲名遠播到海外，

有許多東南亞地區的青年男女慕名而來。 

走在迪化街的街道上，時不時有穿著傳統服飾的女子穿梭著，彷彿回到了

1920 那年代，原來有店家提供祺袍及漢服租借及粧髮服務，在充滿古味的迪化街

上穿著傳統服飾拍照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充滿年代感的建築，賣著南北貨的店

家，放著中藥的抽屜櫃、永樂市場、霞海城隍廟都是很好的拍照景點，復古又好

看，別有一番風情，若不想花錢租借又想穿傳統服飾留念也可以去大稻程遊客中

心，他們有免費的租借換裝復古服飾體驗服務，有３種借用方式：個人網路預約、

團體網路預約、現場登記，只要押上證件及繳交押金即可，十分貼心，這項服務

若能推廣到其他老街，發想設計一些特別的創意，例如原住民各族服飾，原住民



 

16 

飾品 DIY、原住民的食物等等…想必能吸引更多的遊客前往探訪。 

迪化街商圈是有百年歷史的老街，它有別其他老街的是身為台灣南北貨、中

藥和布匹批發商的集散地，賣的東西就和其他老街不盡相同，賣著南北貨的店家

門口擺著一袋一袋來自四方各地的南北乾貨、雜糧、堅果、山產，種類繁多令人

目不暇給，店面也從以前那個雜亂破舊，充滿灰塵的既有印象，搖身一變成整齊

明亮而富有設計感的小店，香菇、木耳一袋一袋的放整整齊齊，產地及價格也清

清楚楚的標示，貼著店名富有設計感的小包裝，方便遊客當作伴手禮購買，在各

式的南北貨店裡閒逛像尋寶一樣找到新奇的東西，也是逛街的樂趣。 

迪化街是台灣最主要的中藥材批發中心，有幾家歷史悠久的中藥行，中藥行

裡一格一格的木製抽屜櫃裡的中藥材，承載的是老袓宗的智慧，先民的傳承， 迪

化街不僅有賣南北貨的商行、傳統的雜貨店、充滿文青氣息的獨立小店、中藥店，

還有將老建築改裝成咖啡廳的小店，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元素，讓咖啡廳具有非常

獨特的特色，創新、有趣的餐點，飄散在空氣中香醇的咖啡香，點一份點心、一

杯咖啡，坐在老建築裡，悠揚的音樂聲中，悠然自得彷彿隨著音樂回到了過去那

年代，每一杯咖啡有一個故事，而我們是那故事中的人，是那說故事的人。 

小結:依分析歷史街區，整理為有歷史文化環境藝術等要素等構成。而文化創

意產業區分為十六個項目，而這些條件在歷史街區的迪化街結合，而文化觀光的

手工藝產品，在迪化街店家也是最受觀光客喜愛挖寶地區，文化觀光城市體驗古

蹟觀光學習文化觀光產業區分類相符。 

2.1.4 建築物 

迪化街歷史之相關文獻以辦年貨聞名全臺、大家知道的迪化街，以迪化街一

段最為熟悉。走在迪化街長廊上雖然行走部是很寬敞因為機車停放或商家陳列地

商品骰舍所致但式建築物長廊缺有者清朝時期地建築物有些巴洛克式建築閩式地

建築都有者歷史軌跡。 

歷史街區在現今環境中因具有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多元化的價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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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反映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多樣性，更由於其存在使都市空間具公共特色，它包

含著城市的景觀和歷史文化特色；由於其特色是城市歷史的見證，構成歷史街區

的環境有：自然環境、構成環境、人文環境等，因歷史街區並非老死的文化遺跡，

它是社區集體意識的凝聚，而後衍生的概念有：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歷史建築

群、傳統風貌地區、歷史聚落、歷史文化保存等種類，而其保存的方式並隨著種

類不同而不是完全一樣，歷史街區所要表達的是歷史、文化、環境、藝術等意義，

更重要的是要重視街區的整體環境及如何使歷史街區保存後產業活化（塗芳岳，

2003）。歷史街區的構成要素可分為三個要素如表 2- 1 所示： 

表 2- 1 歷史街區的構成要素 

要素 定義 

表象 

人們對某一種事物的一種感受，除了眼睛以外對該事務的一種感官

感受，例如一個城市的經濟水準，居民的文化素養等，它是一種感

覺的印象。 

抽象 

除了前兩項形象、表象之外，而訴諸文字、紙張、或是人的語言等

專業的表達出城市的格局變遷、文化特徵等 

形象 
人們對一個地區或城市視覺上的直接感受，例如建築的造型、色彩、

城市輪廓、地區的自然景觀、某一民族的居民服裝、生活習俗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歷史街區的保存方式與一般歷史性建築或古蹟之只對建築物個體之保存不

同，歷史街區必須是整體風貌保存，且不管是建築群、特殊的街景、建築街屋等，

不只是建築物本身且應對當地的空間、環境、地景等對該城市歷史、建築藝術留

下記憶，歷史街區的保存不能像古蹟保存那麼嚴格，要從城鎮的整體風貌特色作

保護。 

歷史街區的保存與維護都是要經過許多的支持與反對雙方的僵持後才得以倖

存，也認知具有種種不可替代的價值。王瑞珠（1993）認為，它們所具有的意義

與特質，可分為歷史、文化、精神、藝術、經濟及社會層面來表現其價值（徐裕

健，2001）歷史街區的活化方向跟營運類型有直接相關，黃璽恩（1999）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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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的保存價值可分為歷史、文化、使用、美學及社會等五個方向，依塗芳

岳（2003）將歷史街區及建築的保存價值歸納為精神價值及實質價值兩方面。 

台灣古蹟保存是從日據時期大正八年（1919）日本制定「史跡名勝天然紀念

物保存法」後即有法令依據，而真正展開古蹟保存工作是 1922 年公佈「行政諸

法台灣施行令」後才開始，並由總督府指定保存名單，內容包羅萬象包括：城址、

砲台、書院等，大部分都是為配合當時之都市發展，如拆除城牆等、遷移急公好

義坊等（塗芳岳，2003）。由這些節慶與都市行銷、街區保存的文獻發現，國內研

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研究對「年貨大街」進行深入的探討，並藉由瞭解「年

貨大街」的起源與轉變來看迪化街街區的興衰。雖然，陳勇全（2001）、 的研究

有以節慶的觀點來看待「年貨大街」，但大多是對資料進行統整，屬於這些地回顧，

並未對年貨大街的興起做探討。 

迪化街起源大稻埕，百年前只是一大片地曬穀場，在 19 世紀中期開港通商後

逐漸成為中藥材，茶葉、南北貨、布料和米地批發集散地。今日舊城區型老古蹟

活化，老屋重生，許多文創新店進駐，來此走入老房子，聽聽動人故事，好像走

入無圍牆隔離地博物館。而迪化街區隨處可見閩南式，仿巴洛克式等不同風格地

百年老建築，迪化街老店屋深度狹長，前面為店舖後頭是工廠及倉庫昌或住家，

呈現早期聚集的街屋。近年來迪化街掀起一陣文青風，不少傳統茶.米.布.南北貨

中藥等傳統老店，年輕一代接手後，展現了新的風貌，如小藝埕民藝埕等老屋裡

販售新世代的設計與創意，在此可找到獨一無二的文創商品。迪化街有許多口味

道地的古早味，傳統的庶民小吃，還有新興的風格餐廳，手工甜品及咖啡店。1900

年至 1945 年，結合南北貨，布市與藥商的迪化街，已是全台北甚至全台灣商業最

為興隆的地方。 

小結：迪化街的古蹟建築物，受到地方管理法令保護，保存至今值得旅遊觀

光客探訪觀察。駐足停留觀察，停留的時間與想法，身心靈徹底放鬆這也就是離

開了居住的進行觀光，有人說是放鬆慰勉自己。所以觀光也是種紓壓，會帶給旅

遊地點經濟活絡，滿足了自我需求，也帶動了經濟，因而觀光與經濟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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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觀光的定義 

「觀光」的英文 Tourism，據牛津英文辭典所記載，此字最早出現在 1811 

年，語源始於拉丁文的 Tornus，含有前往各地旅行以增廣見聞之意。在其他外國

的百科字典中，多以娛樂或遊樂的旅行稱之（李建虹，2010）。 

世界觀光組織定義觀光是一種利用休閒所做的旅遊活動，「觀光」的英文為

Tourism 或 Travel，最造出現於十八世紀的工業陏命後，觀光的出現代表著社會

結構的改變，中產階級人口增函，為了紓解工作壓力而出現了觀光的行為（陳育

樺，2010）。以觀光而言，它應具有的三個基本要素：旅客從事的活動是離開日常

生活居住地；這些活動需要交通運輸將旅客帶到目的地；旅遊目的地有充分的軟

硬體設施與服務等，能夠滿足旅客旅遊準備以及在該地停留期間的需要。(歐聖

榮、柯嘉鈞，2007）。 

文化節慶除了曾為臺灣二大宗教民俗節慶的「霞海迎城隍」、台北原生節慶「台

北年貨大街」、「大稻埕煙火節」外，迪化商圈以豐沛的文化底蘊與街區活力，發

展出許多新興的城市節慶，例如以「1920 變裝遊行」吸引目光的「大稻埕國際藝

術節」，首次結合在地服飾業者在迪化街走秀的「大稻埕秋獲季」，還有首創漢藥

南北貨主題大型活動的「本草派對」。這些特色文化節慶都有著豐沛的地方文化活

力，不斷述說著屬於大稻埕的故事。 

Smith&Forest（2006）指出，節慶合旅遊互惠互利的現象已經有歷史悠久。

Caliskan（2010）表明，節慶不論是為社會慶祝的傳統時刻或是特意安排的活動，

都已經成為觀光客的量產型式。 

迪化街有霞海城隍廟的節慶活動，為慶祝的傳統廟慶。年貨大街為特意安排

的活動，年貨大街也成了迪化街的代名詞。另外大稻埕的煙火節，也是目前市政

府的特意安排活動項目之一，這些多元化的活動，確實帶來了遊客產生的量能符

合了節慶賀旅遊互惠互利的發生，週邊的商家因而獲利。 

臺灣有許多老街，在假日人潮中，賣同樣食品，成了連鎖式的老街。迪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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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來的，有歷史的建築，有傳統南北貨與文創產業、有文青咖啡，新舊融合

的獨特風貌。傳統的南北貨，布料販賣，現今多元化的商品，陸續在迪化街開設

顛覆傳通商品，吸引遊客來此旅遊購物。 

Kirschenblatt-Gimblett（1998）表明，節慶是融入目的的與體驗當地日常生活

的理想方式。劉俊裕（2013）將節慶定義為:節慶活動未公開且具有明確或特殊主

題，不論規模除了呈現藝術的美感、吸引遊客參與。 

觀光在運作的過程中，必須包含五個中要因素:觀光吸引物、交通運輸、觀光

資訊、推廣促銷、觀光服務級設施（葉倩怡，2009）。 

迪化街有他的歷史，也有硬體的建築物，有老街的活動，帶動了老街的觀光。

且觀光有三大基本元素組合而成（劉子利、陳嘉雯，2009）: 

一、流動元素:包含觀光客需求及觀光客旅遊型態。 

二、固定元素:觀光客特性與觀光遊憩區特性 

三、結果元素:觀光衝擊的影響，包含經濟、自然環境、社會衝擊三大層面。 

  觀光客的需求，在於滿足他到旅遊的滿意度，滿意度也是遊客再訪的意願。

滿意度的調查通常會問:現在在什麼景點遊玩？旅遊的服務設施如何？旅遊設施

存在什問題？公共衛生間、交通動線、旅遊動線的規劃，留下什麼深刻印象。那

對於觀光客的特性各有不同，有些遊客一定要有購物行程，沒安排購物行程就好

像不是來旅遊。有的旅客特性也不同，非常排次旅遊被推銷商品，因此近年自由

行的旅客增加很多。自由行屬年輕型旅客，但是對旅遊行程安排，完全由自己蒐

集，雖然較辛苦但是能夠滿足這類型的遊客，達到自己想要的旅遊體驗與過程。 

環境社會衝擊，這兩年疫情開始，國外旅遊降到最低點，應為這些的衝擊影

響到多個國家觀光收入，也影響到景點商家收入，相對旅行社業績非常不理想，

這也是受到環境影響到旅遊的衝擊。 

旅遊動機與目的：分為休閒治療觀光、參觀文化古蹟觀光、休閒運動與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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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商業展演與推廣（李貽鴻，2003）。列舉如：休閒治療觀光應屬於溫泉度假

方面，這類型遊客對長徒行程興趣不大。休閒運動型的遊客參與活動方面最多，

疫情影響相對上山下海遊客暴增，遠離密閉空間的旅遊，例如登山遊客的活動也

帶來相關登山裝備商機，相對的影響活動路線上的景點人潮活動。 

商業台灣的小吃文化在夜市是非常有名氣，據觀光局的調查顯示在 2017 年到

台灣的旅客，有 36.97%認為逛夜市認為逛夜市是台灣留下最深刻印象。而觀光客

需求晚上的藝術表演觀賞時通常是極少，回想到中國旅遊晚上的活動，一定會有

當地文化表演的戲劇，這也是藉由戲劇表演，把當地文化故事，再次呈現給旅客

了解，更由表演把歷史故事訊息深深植入到遊客腦海中。 

一、 永樂市場市場一樓為傳統市場，二、三樓為布料批發；八、九樓為戲曲

表演場表演。 

二、 屈臣氏藥房  

台灣首座西藥房，之前整修後呈現巴洛克建築風貌，重新團隊經營後有

文創商品、咖啡飲品。 

三、 霞海城隍廟   

在迪化街非常有名靈氣的廟宇，又以求姻緣最為出名，西洋情人街、元

宵節七夕情人節，月下老人生日農曆 8 月 15 日為香火最鼎盛節慶，5 月

城隍爺誕辰更是有熱鬧的廟會活動。光泉牛乳立牌，位於霞海城隍對面，

現今萊爾富門外光泉創辦人汪水泉成最早起源的立碑，業者創立初期歷

史的紀念。 

四、 年貨大街: 

台北市遠近馳名的年貨大街，應屬迪化街為主，到了每年農曆過年前，

年貨大街內人潮擠得是水泄不通，遊客到此採買年貨、南北貨，帶動當

地商機，給每位商家帶來了人潮與錢潮。  南北貨、中藥、布莊、配合

市政府每年舉辦年貨，藉由年貨活動吸引大批遊客購買，製造無限商機

也帶動了觀光人潮。 

五、 十連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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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紅磚建造仿巴洛克建築 

小結:各種不同的觀光旅遊目的，對經濟、自然環境、社會各有不同的衝擊與

影響，旅遊的動機也有所不同，不同的目的分開旅遊的方式，步行混合式的包裝

而不做像執行。依文獻表述，觀光須離開居住地，需要交通運輸帶旅客至目的地，

旅遊地區應有軟硬的服務，適合旅客的需求。因疫情影響出國旅遊人數大幅降低，

而國內旅遊興起又以登山活動，文創觀光為之最高，迪化街具有歷史老街，附近

交通為捷運北門站，北車站，對遊客到達目的地最大輔助。假日管制車輛進入，

讓遊客安心遊玩。 

2.2.1 美食文化觀光 

近年來的觀光旅遊型態逐漸精緻，美食文化經網路媒體、社群平台及電視平

面媒體的活絡爭相報導及分享美食熱潮皆使美食觀光成為近年來熱門的現象，在

地文化、美食成為觀光旅遊密不可分的一塊。美食觀光（food tourism, culinary 

tourism, or gastronomy tourism）所指的是品嚐美食為觀光主要動機之一的旅遊型

態。而旅遊觀光者對美食的品味及接受程度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在地文化背景、

當地食材烹調方法、觀光地區特有生產食材、環境衛生等），因此觀光客每次旅程

抵達時對當地食物的接受程度及正負面認知反應都截然不同。 

老街是台灣國內觀光旅遊中的一項特色，且最能代表台灣的在地美食文化，

亦最吸引國際觀光而常被列為觀光景點之首選，甚至許多的知名景點是透過在地

的美食文化而吸引觀光旅遊人潮，除此之外老街（迪化街）藉由辦理相關行銷與

美食文化推廣活動，觀光遊客透過活動的參與更加了解老街（迪化街）的美食文

化及老街的歷史文化，透過美食文化探討觀光旅遊者對老街美食的意象認知，並

針對於來老街（迪化街）觀光旅遊者進行訪談已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觀光客對台

灣美食文化的意象認知。 

觀光旅遊的過程中，旅遊景點的選擇與美食文化有著重要連結的一環，所以

有些觀光旅遊的目的地續性地開發美味良好的食物品質之聲譽，以促進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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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2004）。例如臺東慢食節活動，透過慢食節活動辦理每年依不同主題

名稱及季節性食材呈現出不同美食文化，反映出多元種族和文化的獨特性，透過

特殊料理競賽、創意料理、節慶、特色食材、美食活動等行銷策略，推展多元文

化美食，以達成透過美食文化的亮度吸引觀光旅遊的目的地，如以美食文化觀光

為主要策略推廣層級來看，透過產品與行銷提高收益，進入到提供旅客新的產品

與服務的階段，需逐漸地成為較高層的食物目的地（ Hjalagar,2002 ；

Henderson,2004）。由此可知，美食文化不僅代表著在地社會文化，更是旅遊目的

地珍貴的文化資產（Corjgliano & Baggio,2009）。 

再者，在觀光旅遊的行銷策略中，建立觀光意象（image）、可識別性（ideneiey）

的吸引力以及正確的定位（Positioning）是非常重要的（Hashimoto & Telfer,2006；

Meler & Cerovic,2003；Lee & Arcodia.2011）。許多觀光旅遊的目的地景點、地區都

面臨日益競爭的觀光旅遊市場，例如本研究中以老街（迪化街），台灣著名的十大

老街，如淡水老街、大溪老街、九份老街、平溪老街、三峽老街、鹿港老街、內

灣老街、金山老街、南庄老街、深坑老街等，紛紛開始規劃找尋有別與其它同性

質觀光旅遊的在地特色，然而能代表在地的獨特特色的在地食物（local food）與

料理可以被視為一項具有特色的資源，來做為行銷工具吸引更多的遊客。台灣因

歷史更迭背景與物產豐富的地理資源造就了許多不同的美食文化，並歷經不斷的

創新、改變、整合而發展出在地獨特的小吃文化、夜市文化、老街文化、酒席文

化、節慶文化等，使得台灣的美食文化更加豐富多元。 

以文化觀光的著眼點而言，美食是文化的一部份，也是展現不同區域與社區

之間文化差異的顯著要素，更是文化識別的重要基石（Horng & Tsai,2012）。由

此可知，文化在觀光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食物則是文化中重要不可或缺

的元素之一（du Rand,Heath & Alberts,2003）。觀光旅遊型態與目的地日益競爭，美

食文化成為吸引到顧客的新利器與活動，而美食文化就扮演重要角色。許多美食

研究已觸及文化觀光之發展，透過文化觀光的媒介，美食亦成為是一種文化。在

過去，藝術音樂與歷史等屬於文化資源，而美食、宗教遺產、事件、節慶、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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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則是觀光的灰色地帶（Scarpafo,2002）。美食觀光快速的在觀光旅遊產業中成為

重要的一個特定市場，並擁有相當大的潛力能增加遊客體驗，且有助於旅遊標的

的自我品牌建立和行銷競爭（Moro & Rita,2018）。透過美食文化讓觀光旅遊者體

驗不同的在地食物也是在地文化的一種概念，觀光地區行銷當地的美食文化及飲

食方式成為觀光客的吸引力，且旅遊業者為顧及旅遊者感興趣的食物，而安排為

主要行程的一部份（Molz,2007）。 

台灣自 90 年代開始推動地方文化觀光的經濟發展，新型的社區鄉村文化經濟

關係開始被重視，地方政府開始推動一鄉（鎮）一特色及重點景點重新注入新觀

點，重新定義創意包裝景點特色，包含地方特產、文化慶典、古蹟、自然景觀等，

並結合在地美食文化整合出屬於該景點之特色的觀光資源。文化觀光系指創造和

整會地方文化資源（資源、空間和活動體驗），企圖透過文化供給來吸引遊客的到

訪與參與，帶來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種策略想法（廖淑容，2008）。如何結合歷史古

蹟、人文藝術、自然環境資源，發揮兼具多元與文化特色的行銷經營模式，如國

際觀光的餐飲服務、觀光夜市與傳統小吃及各地美食展，除讓觀光客或國人享受

到新穎、創意、體驗、健康又休閒的服務外，更能吃出我國獨特的文化美食，將

是我國觀光餐飲業發展的一大契機（吳佩玲，2003）。 

綜合上述美食文化在觀光旅遊過程中透過美食文化的體驗、探索、購買與享

受旅遊景點美食而進行一連串的觀光旅遊活動，由此可見老街（迪化街）美食文

化對於提升迪化街的觀光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性，並能豐盈台灣美食文化，透過迪

化街各項特色資源與美食文化的結合為美食文化觀光，勢必成為迪化街觀光資源

的重要元素，更是一種觀光吸引和旅遊動機。 

基本上吃之為道是屬於食用的形式上思考，也是對飲食的自覺、經營（飲食

藝術化）的結果（李明德，1998）。美食文化觀光為履行期間購買或消地方食物（包

括飲料）或觀察和學習（重農業道烹飪學校）食物生產拜表一個中要動機或活動

（Hashimoto & Telfer.2006）。迪化街也是有多家小吃，旗魚米粉湯，位於永樂市場

對面攤位店不大，米粉湯帶有著鮮甜口感，搭上小菜的紅燒肉，那就太完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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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平民美食，不僅是台灣的觀光客多人來此，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東北亞國際觀

光客（疫情前），看見到一個銅板美食小小的攤位，也是宣傳當地觀光旅遊的一個

誘因。現今米其林美食也是以星級評價，對他們評價後的餐廳美食給予幾顆星，

也因此帶來非常多觀光客，舉例台北知名湯包鼎泰豐，因為一家包子店海內外聞

名，不論中國、韓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到台灣台北觀光旅遊，洽公一定要品

嘗鼎泰豐包子，再展開其他旅遊的。因而美食文化也是觀光旅遊行程中項目之一，

其包含了飲食文化觀光，對各地小吃文化也打開知名度所以也是旅遊的動機與目

的。 

Sage（2003）指出，美食在消費旅遊中，為了尋找與享受原味飲食，同時也

為一種獨特與難忘的美食體驗（美食），主要分類成兩個定義:廣義而言其涵蓋與

飲食相關的任何事物，狹義上則表示享受非常美好的飲食。Scarpato（2003）也認

為，（美食）觸及到藝術或科學領域，與享用美好的飲食相關，飲食文化在台灣各

地都有結合地方觀光，而產生出在地小吃的美食，配搭配了古建築開設了餐酒館，

迪化街也有多間的老屋整修後改裝修成咖啡店美食餐廳。藝術與文化統合起來就

是藝文活動，藝文活動也是文化的基礎，提供人們於時間、空間裡自我價值的認

知、未來理想的實現與規劃以及自我表現的行為準則（郭俊廷，2012）。 

藝文活動結合藝術也是文化觀光一種，推廣美食文化觀光之可行性，美食文

化的觀光，自迪化街一段開始到台北橋民權西路段，都有不同的美食，而文化觀

光的手工藝產品，迪化街店家也是最受觀光客喜愛挖寶的地方。飲食部分，迪化

街的美食也是非常多的遊客喜歡的小吃。 

平日早上迪化街的美食店家，因永樂市場的傳統市場，工作時間在早上，因

而一大早就有商家開始營業，每到午餐時段，更多附近上班族外出用餐，到假日

時期那更是家家客滿。而這些美食餐廳的路線資訊，是否較能讓普羅大眾知悉。

而在迪化街旅客旅遊中心，台北機場捷運站出口，台北旅遊服務中心都有存放者

旅遊導覽地圖，只是這些旅客知不知道？本研究藉由訪談來作探討與其他老街相

比，迪化街有傳統建築，傳統產業中藥材、南北貨、還有香火鼎盛地霞海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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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相關單位不定時期舉辦各項活動，如年貨大街、情人節的霞海城隍廟、大稻

埕煙火、地方戲曲表演是個活的老街。而當今老街活化也需文創產業進駐，對當

地特色重新包裝詮釋，現今迪化街街道狹小，電纜線尚待有系統地規劃整理，車

輛規定停放，違停亂擺取締，是相關單位應大力處理項目之一。  

小結: 觀光旅遊結合了美食文化，也是吸引遊客的方式，當遊客由網路媒體

得知的訊息，追求美食而來訪。將美食文化結合當地建築、展演成為旅遊行程進

而帶動觀光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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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依據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再進行相關文獻分析以瞭解相關問題分析

接著進行訪談，聯絡拜訪訪談對象以瞭解其對研究問題之看法， 在此同時亦進行

田野調查，實際深入瞭解建迪化街現況，然後將上述方法所得之資料，找出對觀

光產業影響來探討遊客對迪化街的認知。 

3.1 研究方法 

3.1.1 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訪談方式等相關方法進行研究調查與分析。以現有

資料與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再來進行拜訪訪談對象及訪談其對研究問題之看法， 

瞭解迪化街現況，探討迪化街活動隊觀光產業影響，將其資料分析提出結論及相

關建議。 

充分了解到迪化街旅遊發展，各項文化觀光文獻，回顧與歷史專書，研讀碩

論文期刊等，研討整理出整體研究架構方向，進行研究。研究目的收集關聯的文

獻資料，在經過整理研究，再分析後找出所需要的資訊，本研究蒐集迪化街相關

資料，進行分析，再找文化觀光、古蹟文化、美食文化、老街文化，觀光相關資

料分析歸納，亦為訪談的方向設定。 

3.1.2 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步驟為，找資料、選定題材、概括了解調查相關資料、設定問題、

備齊裝備、實地田調、整理調查。實際到迪化街，由一段走至台北橋二段交界，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選擇平假日走訪迪化街，實際體驗區域，分為一段大

部分人潮最多的地段狀。小吃美食、購買文創商品、體驗迪化街文創觀光氛圍，

並到迪化街遊客中心了解平假日人流狀況，及詢問度永樂市場週邊，有著多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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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店家。看到地是旗魚米粉湯、魚羹油飯、青草茶類的銅板美食。帶動迪化街開

始觀光旅遊的第一步:美食文化饗宴後，再進入迪化街的商圈，再見到的是個行是

百年建築，如兩江醫院舊址，迪化街老郵局，區臣氏藥房（現已改成文創商店）。 

多個店家閩式建築、仿巴洛克式建築、都在街上林立為建築文化之旅的展開。

再見到是香火鼎盛的霞海城隍廟，號稱全（全台最靈驗之一的月老廟），很多年輕

遊客都是衝著霞海城隍廟而來求姻緣。而情人節更是帶來更多人潮，而年長者對

城隍廟朝拜又有著不同信念，主要是城隍爺為主要參拜。 

霞海城隍廟是三級古蹟也和慈聖宮法主宮廟和稱大稻埕三大廟宇，霞海城隍

廟有助百年歷史，規模不算大香火卻鼎盛，百年來沒有擴建過，據文獻上說是所

在地的「雞母穴」，傳說若翻動會造成居民不安，因而從未翻建過。 

廟會的活動是每年農曆 5 月 13 日，城隍聖誕當天會有迎神賽會答謝城隍爺，

熱鬧程度為台北市的廟會活動之一，經過了城隍廟後進入南北貨的商家，整條街

以南北貨為主，他的歷史可追朔到咸豐年間（1850 年開始），移居漢人進入台北

市最多地區，大陸和台灣往來早期都是靠河流或海岸，而大稻埕迪化街旁就有著

非常有明的淡水河河到，大陸來的船隻順著淡水河進入大稻埕馬頭，裝卸貨品進

入迪化街販售，因而發展成了商圈。而台灣很多知名企業發源地，又以迪化街最

多。南北貨商品可購買的商品現在太方便替代性也多了，商家開始轉型有店家也

重新包裝，有些店家也改裝成文創商店。由於迪化街商家房型屬於深度很長的長

廊式建築，更有商家改成輕食館，內部原有的建築略做改變，這改變後到假日生

意非常火紅，讓老街活化起來。 

迪化街南北貨經過轉變後，不再以大宗批發改為零售，每到農曆年前採買年

貨在這可一次購足，台北市政府並在多年前推出年貨大街再次造成人潮湧入，這

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年貨大街停辦一次或小規模辦理。而台北市政府對年貨大

街辦理是有規劃步驟，舉辦前數日先有著消防演練，因為迪化街為歷史古蹟有限

建問題，街道也不可拓寬，年貨大街賣時人流太多，市政府不得不注意安全防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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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質性訪談法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質的交談，由研究者依研究的主題，直接面對面與受訪者

口語交談，以最便捷研究方法從受訪者蒐集到第一手資料（李宜穎、蔡玲瓏，2010）。  

訪談人透過語言溝通來獲取受訪者的某些方面訊息，即如同一般對話一樣，

在提話與回答的互動過程中，用以收集訪談人所需要的資料和訊息。 （萬文隆，

2004）。訪談以 1 對 1 或對多人方式進行訪談，訪談人提的問題要明確，問題讓受

訪者充分了解，問的內容方向以免與問題不符。 

訪談可分三種調查類型：結構性的訪談、無結構性的訪談及半結構性的訪談。

提的問題有一定的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不是漫無邊際的，是有重點與方向。

訪談問前先擬好訪談大網、訪談要點、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依受訪者的回答

適時的提出改變，所提的問題可以在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是有相當之彈

性。而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的答案，主訪談者不需使用特別文字或用詞進行訪問。 

小結: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質的交談，以最便捷研究方法從受訪者蒐集到第一

手資料，於訪問當中蒐集相關意見彙整。 

3.2 研究設計 

3.2.1 訪談大綱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方向後，立即著手蒐集並相關資料編列訪談大綱，和指導

教授討論訪談大綱的適切性及可能性，再經多次不斷修正後確定訪談大綱。 

本研究設計訪談內容分為四大主軸，再根據主軸設計訪談問題，在訪談時依

受訪者的領域專長和對問題的熟悉度、能力及經驗為主，在訪談時受訪者可依其

對問題之了解程度及經驗回答，不想回答的問題可以不回答並非每一題都回答，

如果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可以不回答。 

訪談內容分為四大主軸： 

一、探討遊客到迪化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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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年貨大街週邊店家商機。 

三、遊客來迪化街對古建物熟悉度。 

四、遊客與商家對迪化街有何看法。 

3.2.2 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迪化街南北貨商家、餐廳店家、導遊、迪化街居民，如

表 3- 1 所示。 

表 3- 1 訪談對象資料表 

項次 代碼 身份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1 A 中藥房商家 陳○○ 11010 1530 至 1700 店面辦公室 

2 B  餐廳老闆 林○○ 11011 1430 至 1600   餐廳 

3 C 旅行社導遊 朱○○ 11012 1000 至 1300   咖啡廳 

4 D 旅行社導遊 何○○ 11012 1500 至 1700   咖啡廳 

5 E  居民 黃○○ 11101 1800 至 1930   咖啡廳 

3.3 研究執行 

研究者以訪談大綱，了解受訪者的看法與建議，以簡單輕鬆閒聊的方法詢問

各受訪者過迪化街旅遊觀感，以及其未來的發展與建議。 

3.3.1 執行訪談 

以半結構式訪談，確定研究的各項問題，擬好訪談大綱。依照訪談大綱之內

容進行訪談，而訪談過程中隨時機動性提出問題或改變問題的方向。 

訪談之前準備工作安排包含了，對商家的昱先拜訪取得同意再以電話聯絡安

排時間地點等。而對遊客對其說明訪談的目的，並詢問接受訪談意願，然後再親

自將訪談大綱先行給受訪者過目。在受訪者了解訪談內容並願意接受訪談後，再

與受訪者約定訪談地點、日期與時間。在訪談開始之前會先告知詢問受訪者是否

同意接受錄音，顧及避免遺漏受訪者談話內容，因此本研究訪談過程中全程錄音，

錄音的目的是為了有利於資料的後續整理，更可增加資料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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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訪談過程中，訪談大綱提供了一個了可遵循的脈絡，也是本論文想獲

得的目的。藉由訪談大綱可以提醒研究者不致遺漏問題，也有助於受訪者事先了

解訪談內容及知道問題核心所在，心中有所準備，能回答出較為詳備的內容，才

不會有答非所問之情況。在實際訪談進行時，會依不同受訪者的背景及負責工作

項目不同，適當時的訪談實際情況做調整訪談題目的先後順序，而且受訪者可根

據本研究的訪談題綱， 決定回答詳細與否，不一定每題都需要回答，期能提及相

關內容或建議，給予受訪者很大又舒適的自由空間，在安全、愉悅的環境氛圍中，

能暢所欲言、分享心得感想與經驗。 

本研究是採取一對一的面對面訪談，訪談時間從 2021 年 10 月 15 日開始，一

直到 2022 年 3 月月 15 日結束，訪談人數總共有六位，因疫情影響每位訪談時間

大約 2、30 分鐘不等。研究者在完成訪問結束後，清楚記錄每次受訪談的日期、

時間與地點，並將訪談內容化為文字資料，錄音內容以逐字稿方式呈現為文字資

料，儘可能呈現當時訪談的完整過程。 

3.3.2 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 導遊對遊客來迪化街的目的： 

一、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 

二、來迪化街次數。 

三、對迪化街歷史是否了解 

四、除了購物外對建築物注意度如何 

五、迪化街的街道導覽清楚嗎 

六、迪化街的街道對您的觀感如何 

七、再訪迪化街嗎 

第二部分訪談對商家迪化街： 

一、來迪化街平假日人潮落差 

二、遊客來迪化街購買南北貨數量高嗎。 

三、迪化街街道改善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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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貨大街後人潮落差 

五、迪化街的一日遊導覽遊客購物量 

六、迪化街的街道對您的觀感如何 

3.3.3 訪談資料編碼 

訪談編碼的方式為:把逐字稿區分為左右邊兩個欄位，左邊欄位是原本開始進

行的訪談內容，右邊必欄位是一開始逐字稿經過整理過的訪談當中的重點。 

1. 訪談回應資料一一編碼，依序在段落檢視其內容，將內容中包含的項目

別予以分類，並於逐字訪談稿的欄位詳述清楚紀錄。 

2. 將編碼好的資料盡行分類、比較，把同性質的內容歸類在同一項目。 

3. 訪談對象分別以編碼代號 A 代表為商家 1、編碼代號 B 代表為商家 2、

編碼代表 C 為遊客 1、編碼代表 D 為遊客 2、編碼代表 E 為遊客。 

對訪談內容的細項目以進行編碼，其編碼內容如後： 

探究的問題以 X 代表。 

A 代表 1、請問您對年貨大街活動看法。 

B 代表 2、請問您文創商店與傳統商但有無經營上衝突？ 

C 代表 3、請問您迪化街旅遊的目的是購物還是其他為主？ 

D 代表 4、請問您有稻迪化街觀光旅遊有何建議與看法？ 

E 代表 5、迪化街觀光發展有那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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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訪談結果 

4.1.1 訪談問題陳述 

一、商家 A 訪談 

X 請問您 A 老闆貴姓大名（A001）（依個資法已 A 簡稱） 

X 老闆在迪化街經營多久時間？平假日生意狀況如何？ 

A 在地經營很多年時間，迪化街的人流時段各種節假日，平日都不一樣，年

前的年貨大街，霞海城隍廟的七夕節情人節，城隍爺誕辰是人流最多時候。假日

的人潮集中在永樂市場這邊的區域，少數道後段街盡台北橋就漸漸減少，所以喔

後段生意應該比較辛苦。現在疫情的影響，國外觀光客幾乎沒見到，但是國內旅

客倒是很多，現在遊客又有一種有申請導覽的解說，這樣的小團體旅遊對迪化街

的歷史與環境介紹應該比較好，但是對我們有沒有帶來什麼生意，應該比較少。

平日多數為來這裡吃飯用餐比較多，購物量比較少。他雖然購物客較少，但是多

數為美食而來，所以賣吃的生意很好（A002） 

X 遊客來迪化街最主要購買的商品以那些居多？ 

A 購買東西不一定，因為有些商品在大賣場超市都有，但是試吃的比較多現

在疫情也不敢是吃，多數遊客在迪化街感覺就是走走逛逛，反而是一日遊大稻埕

的遊客，因為有導覽解說對這條老街的歷史與建築物比較關注，停留腳步比較慢，

駐足時間比較長。迪化街欠缺的就是觀光旅遊的包裝，真諦有些老街遊覽車包團

前往，有解說有規劃來迪化街才有感覺，不然遊客來迪化街都只有路過經過，要

買的商品也不多。（A003） 

X 對迪化街老街保存帶動文創觀光您有何看法？ 

A 迪化街是有歷史，有些標的物經部分修改強化保留地很好，有些因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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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建，後段哪邊比較多，可是還是有很多破舊不堪夾在新舊屋當中，感覺怪

怪的。我們這有很多種是的建築物，閩式建築，有巴洛克建築是有價值地老街。

（A004） 

X 迪化街有辦理活動期間商機如何，例如年貨大街、情人節等？ 

A 年貨大街市政府出自好意（疫情前），這兩年疫情影響停辦及小規模辦理，

但是以前無疫情時，人潮非常多，多到只能用水洩不通來形容，可是人潮都在永

樂市場旁廣設攤販，實際要到門市採購地並不是想像中多而且試吃地非常多，當

然這些都是成本考量，當然有人潮就有錢潮（A005）。 

X 越來越多新的文創商店進駐對傳統商家影響如何? 

A 有新潮流店家進駐，活絡迪化街新店家把老屋內部整裝、以文創的氛圍營

業販售地產品想目跟我們賣南北貨地完全不同，我們也改變，要變聰明的店家將

即食真空包做成禮品包裝，想要探病送長輩、訪客送禮都是很好的選擇，也有店

家針對不同體質的客群研發藥膳食補，想要養生可以詢問中藥行的老師傅，老經

驗的師傅都能搭配適宜體質的藥膳包，在這時代潮流中，飲食習慣逐漸改變，把

藥材做成茶包、即時真空包，正好符合現代人要求的方便迅速簡捷，店家必須改

頭換面迎時代變遷才能時與俱進不會被淘汰在時代的潮流裡。有很多電商也有人

來接洽能在電商平台販售我們的部分商品，我們也想與它們連結，但是中間的分

潤影響我們收入，所以還要考慮。對文創商店進駐，我認為很好，老街販售的產

品再不做改變，商圈一成不變的店面，要吸引遊客是很困難的（A006）。 

X 對市府假日徒步區的規劃有沒有建議? 

A 在我店家看法是沒什麼感覺，這應該要問問遊客的感想比較實際（A007） 

X 對迪化街地未來有什麼建議? 

A 迪化街古蹟缺乏維護，也因為沒有政府對迪化街古蹟建改有限制，在這些

情況下任其自然損壞而影響了老街，只能說可惜了。另外迪化街的電線在街道上

橫的歪的，再加上汽機車未按規定停放，試有點亂，但是這有些是商家運送貨物

的工具，這些都要相關單位規劃來。帶動多年的歷史故事的大稻埕迪化街，需要

相關單位的活動包裝，帶動觀光遊客回頭率，不然迪化街類似的商品遊客去大賣

場買就好了，為什會到迪化街一定有它不同想法。也希望在疫情時期國內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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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大幅減少下能利用這個期間想想，迪化街這樣在後疫情時迪化街結合了文化，

有歷史建築故事的老街，必定能帶動眾多的光觀客（A08）。 

小結:A 商家開業多年，因疫情影響國際觀光客及國內觀光客減少，也因為年

貨大街停辦及小規模辦理，減少生意。相關單位對迪化街道路雜亂機車停放希望

能改善，能夠重視歷史古建物整修，這樣迪化街在疫情後必能再起觀光人潮。 

二、商家 B 訪談 

X 請問您老闆貴姓大名 B（B01）（依個資法以 B 簡稱） 

X 老闆在迪化街經營多久時間人流狀況簡述? 

B 在地經營 2 年時間，迪化街的人流時段各種節假日平日都不一樣，假日的

人潮多但是走到迪化街後段人就比較少，平日的遊客寥寥可及少的可憐，生意很

難做。應該在迪化街一段較多人，尤其用餐時間在一段永樂市場佔多，數因為那

有多家餐廳很受歡迎，並且在永樂市場內有菜市場及布莊相對人潮就很多，要怎

麼吸引這些人流到後段來這就是要大外宣了（B02） 

X 遊客來迪化街最主要購買的商品以那些居多? 

B 我認為迪化街後段以文創商品，還有特色商品:如家飾，木器瓷器等這些商

品女性遊客星較高。這條街短短幾百公尺街上，分佈南北貨中藥及布商，這幾年

增加許多文創商品，當然也帶動了人潮。餐廳及咖啡館一些個人製作商品，時機

好時有的人賺錢，時機不好時只能黯然退場，尤其少了東北亞的遊客差異更大，

他們會來看古建築會來看文創商品，現在因為疫情幾乎剩下居住在台灣的外國

人，影響太大了（B03） 

X 這條街替換的商家高嗎? 

B 迪化街產業也就是南北貨中藥布莊，都是再地經營幾十年以上替代性很

少，他們好像穩定中成長。比較辛苦的都是外來打拼開店的人，打造新的環境引

進不一樣的商品，把整個街的氛圍弄的就不一樣，但是因為平日人潮與假日人流

差異太大並且在租金方面也不便宜，經營的很辛苦。雖然文創商店經營辛苦，但

是這些經營者知道迪化街要好，一定要靠活動來帶動人潮，政府的大外宣，重新

包裝必定能帶動人潮（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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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到迪化街旅遊的交通路線對觀光有幫助嗎? 

B 迪化街一段有捷運 3 號出口，高鐵、台鐵、捷運站，大稻埕碼頭也有停車

場，假日都是步行街，管制車輛進出這對遊客來看是方便。但是在購物者想法，

距離車站或停車場太遠，所要買地商品數量相對會減少，因為手題地亞力太大這

可能也是缺點之一吧（B05）。 

X 對古蹟標地保留看法如何? 

B 迪化街應該是很多老街當中，有部分建築標地須修改強化，但是礙於法規

都放在哪相當可惜,尤其靠近台北橋附近，他有閩式建築，有巴洛克建築，是有價

值地老街。破舊地標地跟十連棟相比，落差很大。我覺得有故事地大稻埕迪化街，

擴大迎接觀光客應該要有規劃，如改建老屋構想怎麼地修改，這當然要交給學者

專家，集思廣益構想，當然政府法令規章的修改也很重要（B06）。 

X 就您對來迪化街地觀光客購物多還是來看老建築多? 

B 依到我店裡購物客戶來看，依年輕人佔大多數，年輕人對文創商品興趣高，

對古蹟興趣應該是拍照打卡吧。但是迪化街對觀光發展，感覺以年貨大街為主，

這是很多人的看法，迪化街就聯想到連貨大街或是中藥房。我也認為要帶動歷史

老街並活化他，是需要規畫，目前看到遊客中心重整完成，他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也有些老物件供遊客觀賞拍照，並且推出預約體驗旗袍中山裝等服裝拍照，這些

都是免費的，這樣對老街的文化觀光，是有加分。相信有關單位對經營迪化街是

有心活化他（B07）。 

X 您對迪化街有哪些期許? 

B 迪化街不長好像步道 1 公里的長度，但是他的故事卻是非常長久，故事需

要包裝，故事需要發展下去，不然歷史老街故事停滯不前，對地方觀光是非常大

影響。在台灣很多文創園區都建置的有聲有色，遊客也非常多，商品店家生意不

錯。台灣很多老街也陸續開發，但是老街重複性內容太高，迪化街屬於大稻埕部

分之一，許多現在存有的問題，有關單位都早已知道，也很多人對迪化街做研究，

希望改善現有問題為當前之首要，發展觀光活化老街（B08）。 

小結:商家 B 對迪化街文創商店，同樣遇到的是人流問題，消費者都是以前段

美食南北貨為主，對後半段的建物感覺誘因不大，當然前段有者南北貨購買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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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迪化街美食聚集在永樂市場周邊，要引導消費者到後段，就需要活動帶領

才能發展後段的觀光。對 B 商家對迪化街後段的問題看法較多，而商家對公共動

線及街道看法相同，都希望在疫情期間，觀光客減少許多時，能運用這段期間做

改善，另外擴大宣傳，遊客中心提供免費傳統服裝可供應拍照。本研究也認為目

前戲劇華燈初上，也帶動影迷追求復古的風潮，可藉以此大肆推廣迪化街文化觀

光。 

三、導遊 C 訪談 

X 請問您貴姓大名 C（C01）（依個資法以 C 簡稱） 

X 您幾次到迪化街來的目的為何? 

C 很多次了次數不記得，早期來這都是為了美食而來，當然年貨大街時也有

來購物，也沒有什固定的項目，就是邊走邊看吧（C02）。 

X 對迪化街印象最深是哪些項目? 

B 這裡其實中藥行賣的藥材，對我而言不可能會煮中藥，哪堅果類賣場也有，

但是發現這裡的中藥包裝，有不小的改變，南北貨店也把些物件包製成小包裝。

中藥可以直接處理的也有，像是燉雞藥燉排骨羊肉爐之類藥包，就比賣場賣的精

緻而且實在，這對我們家庭主婦而言非常方便，使用說明包裝也有文創感，這點

改變很多（C03）。 

X 台灣老街幾乎每個縣市都有，您認為迪化街跟其他老街哪些不同？ 

C 真的台灣老街，到處都是，攤販較多吧！烤物類，小吃居多建築物有些不

同。拿最近的大溪老街比較，老街的區域賣吃的非常多，街上食品相似度也非常

高，但是大溪老街人潮是很多的，跟迪化街差異非常大，而且到大溪老街交通沒

有這方便。不過現在大溪老街發展觀光是把週邊的景點包裝起來，讓遊客配合套

裝行程遊完大溪老街，例如月眉休閒農業區、李騰芳古宅、武德殿、木藝生態館、

鳳飛飛紀念館等。兩個地方比較各有各地不同，但是人潮應該是大溪較多 

（C04） 。 

X 迪化街給你最深刻印象是? 

大稻埕迪化街讓我印象最深刻喔，應該還過年的氣氛，過年前來這買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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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些物件賣場也有，但是走進迪化街味道就是不一樣，他有濃濃的年位，家

家裝飾過年的氛圍，近來就有過年的味道，這是別的老街所沒有，當然迪化街很

多的建築物感覺很有歷史，但是沒有什麼資訊了解他（C05）。 

小結:C 遊客鍾情的是，迪化街過年氛圍的感受，及採買物品上的愉悅，內容

物跟賣場差異化，但對迪化街的歷史較少研究純為消費購物旅遊，但是較少介紹

的資訊露出也是問題點。 

三、導遊 D 訪談 

X 請問您貴姓大名 D（D01）（依個資法以 D 簡稱） 

X 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是？次數是? 

D 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5-6 次（D02）。 

X 迪化街歷史是否了解? 

清朝就有了吧，印象中大稻埕是個馬頭在貨到這販賣，這裡有很多的布料店，

中藥店南北貨的店，建築物也很有歷史。我看到有很早期的老郵局 1915 年永樂町

郵便局，在郵局梁柱上有介紹。還有屈臣氏大藥房，整修後現在內部改為文創商

品非常豐富（D03）。 

X 除了購物外注意度如何? 

D 這裡有助充滿紅磚瓦造的巴洛克風格建築，很有復古的味道，有些店面並

沒有營業在做些物件的展覽，也沒有收費，好像要告訴我們迪化街的歷史故事，

可惜的是遊客不多（D04）。 

X 您認為迪化街導覽清楚嗎? 

D 剛進入迪化街開始，有看到遊客中心，但是沒有進去詢問，可能旅遊習慣

吧！喜歡自由行，但是相對除了部分標的物，有標示些記載，其的確是沒有。希

望這點能夠改善加強建物的介紹，掃 CR code 也可以。 

小結:遊客 D 訪談較為簡短，D 遊客對迪化街歷史，建築物算有了解，也重談

話內容中發現，迪化街導覽說明，地圖標示介紹有大的改善空間。 

三、迪化街居民 E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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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請問您貴姓大名 E（D01）（依個資法以 E 簡稱） 

X 請問在迪化街居住多少年了對迪化街有甚麼看法? 

E 我應該算在迪化街居住，這算一算也快 50 多年，這些年來迪化街的街道好

像沒什麼改變，不過有些建築物是整修過的，如最前面的屈臣氏大藥房他改變最

多，之前看到都是圍籬圍住，印象中只有些破爛的外牆，現經過不知道多少年了，

翻修後以不同面目呈現。有些老房子也拆掉都更吧。就是以前賣米苔目，那條巷

子的房子，至於其他的建築物比較沒甚麼改建，最多拉拉皮吧，可能跟法規有關

這你就要去問相關單位（E02）。 

X 對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有何建議與看法? 

E 迪化街應該是由大稻埕開始，在台北市一條不長的街道，卻有很多歷史故

事，很多金融界企業界發跡的地方，早期台灣生意人談生意都是在酒家談的，所

以在大稻埕有很多酒家（近年來好像都沒有了），這酒家文化模式在很多大稻埕故

事都有記載，另外大稻埕最具代表性人物，應該就是蔣渭水先生，重蔣先生年代

說起就很多故事了，所以說他是個有故事的老街。據報在在都更處支持下《大稻

埕 100 個微笑》紀錄便展覽。錄片訪談 35 個店家，談談面對轉型問題，新舊世代

的衝突，可以區觀看參考。至於我個人對迪化街的關廣發展看法，我以一位在地

工作者來看，不論是否是迪化街都需要包裝，有故事性地包裝，遊覽地圖明確設

立在各明顯處，對街道淨空把空間讓出來，給遊客安全地走訪。有導引地路線圖

介紹傳奇人物地標地物，以 QR code 遊客掃描解說。有是當地休息椅座，逛街是

會累地。部分地區電源線穿梭在街道上不美觀也不安全，歷史故事的陳述，給遊

客另外個印象，迪化街不只是年貨大街，他是有故事地老街（E03）。 

小結:迪化街故事性的包裝旅遊，可刺激想要了解他神祕地方的故事而帶動觀

光，新舊商家的衝突，也是個探討議題，當然新創商品會不會取代傳統商品，各

有各的所需，與訴求對象。任何商品都可以經過包裝而改變，但是對歷史故事，

卻沒辦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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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討論 

4.2.1 迪化街發展 

本研究訪談商家導遊居民，共訪問五位:分別為商家二位，導遊二位居民一

位。商家經營面對的問題，在疫情問題下少了國際觀光客與國內遊客。迪化街人

潮多的時候，一定是有活動，例如霞海城隍廟廟會活動、七夕情人節活動、年貨

大街活動、假日為美食來的遊客。至於平日就寥寥可數商圈傳統店舖，新舊交替，

許多店舖重新裝潢與產品改良，改變舊商圈有了新的風貌。新興文創產業分為餐

飲特色、手作商品體驗、商圈導覽、主題故事館等，將新興產業結合舊有商圈，

以創新多元的方式來展現商圈文化，為商圈注入一股活泉。 

商行對迪化街文創發展的想法街區主題・景觀營造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

區，為迪化街保留了最原始的建築風貌，並利用多項資源與政府政策配合，讓大

稻埕能產生各種不同的風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環境營造補助，商圈以「1 間店

・2 盞燈・1 個故事」為主軸，串連了北中南街區商家，以商家特點設計獨特燈飾，

展現各自的故事與特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商家對迪化街歷史建築物改建看法

商家對迪化街街道發展的想法發展願景與展望迪化街商圈經過近年街區的串連與

努力，開始有了更多改變，有更多故事被看見，見了商圈難以磨滅價值。即使在

疫情影響下，許多商家都受到影響，但大部分街區店家仍有一定的信心，相信疫

情過去，消費者會再回到大稻埕。在大稻埕豐沛的故事能量下，我們未來希望朝

幾個方向持續努力： 

1. 串連街區整理文資：透過文史工作者整理收集大稻埕相關文史內容，成為

行銷街區的重要素材。 

2. 運用故事・創新行銷：運用這些故事，作為商圈行銷素材，吸引更多人從

大稻埕關注在地的故事，同時帶動街區的發展。 

以文創觀光發的議題帶動傳統產業發展以鹿港老街鹿港天后宮為例天后宮的

歷史也是清朝開始:台灣素有「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台北萬華）」

之說。鹿港也是文化和商業港重鎮，這與大稻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鹿港傳統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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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保存也很好，週邊活動人潮也是絡繹不絕，平日人潮是有點稀疏，假日也是人

滿為患。鹿港鎮內文創也是四處林立，傳統商街結合了文創商店帶來無限商機，

更重要的是他的觀光型態，有旅行團體規劃，排除了進香團體，一般團體搭乘遊

覽車前來旅遊的遊客也是眾多，專業導覽充分介紹鹿港多處知名景點。鹿港有些

觀光方式可供迪化街參考，但是兩者些許不同，個有助不同文化訴求。 

目前來看觀光旅遊部分，是需要包裝，他結合文創、古蹟、美食、廟宇活動，

不只年貨大街有人潮，平時也應該有些不定期的封街活動，來帶動人潮。所以商

家對文化觀光是有期待的，也是充滿意願為轉型而改變，迪化街結合整個大稻埕，

有主題式的包裝文化觀光旅遊行程。 

4.2.2 迪化街 SWOT 分析 

本研究根據所蒐集的資料，對大稻埕迪化街商圈進行 SWOT 分析，即包括：

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如圖 4- 1 所示，逐項說明如下 ： 

（一）S 優勢 

北台灣民眾買年貨首先想到迪化街，每到過年迪化街也會張燈結綵的裝飾增

添濃厚的過年氣氛，許多知名店鋪如:李亭香餅舖、黃長生藥行，也開始出現排隊

人潮，因交通便捷，許多外縣市民眾也會專程北上購物採買，省去過年期間物流

等待及照片與實體出現落差的問題。 

在迪化街有非常多的傳統銅板美食，又有霞海城隍廟的參拜，不同布料布莊

的選擇。文創商品商店選擇文青路線，這裡是首選。 

（二）W 劣勢 

迪化街作為觀光景點不可避免的是淡旺季明顯，且普遍民眾有著迪化街等於

年貨街的概念，對於當地觀光景點概念缺乏，近年來受疫情影響外國觀光客無法

進入，國人害怕疫情生意也是大不如前。 

平日與假日的人流差異太大，只有年貨大街活動時才會帶動人潮，明顯落差

太大。街道狹窄，走廊擺放商品造成行走不是很順暢，街道的電線串接，較不美

觀與安全。除非進入旅遊中心，路邊無明確的街道旅遊指引地圖，對迪化街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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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點未讓遊客參訪。 

（三）O 機會 

近年來行動支付盛行，商圈有搭配台灣 PAY 優惠，符合時下電子支付潮流，

商圈更搭配附近景點推出一日遊行程、深度文化體驗等提供遊客更優質的旅遊體

驗。年節期間常有報導介紹，無形中為商圈打廣告，商圈基本全年無休，為過年

期間的好去處。藉由霞海城隍廟會活動歷史古蹟建築物可帶動人潮。 

（四）T 威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以今年為例取消試吃及封街擺攤，影響買氣商家預估

業績掉三成，近年推出許多新興文創產品，商圈舊友傳統商品逐漸被取代，大賣

場及電商平台快速崛起，推出北市 24 小時到貨服務，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搶攻

年貨市場。 

 

圖 4- 1 大稻埕迪化街商圈的一般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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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迪化街文化觀光發展 

4.2.3.1 商家方面 

迪化街在 2017 年執行徒步區至今，徒步區管理應再加強，徒步區內道路攤販

太多，有時候送貨機車亂竄，商家車輛也停駛在店家門口，讓原本不寬的街道就

更狹窄，徒步區行走空間更加困難。 

公部門還是要主導歷史街區的發展，要怎麼執行多聽民意與商家代表意見。

另外在街道電線露出問題，能夠計畫解決改為地下化，或許這也是特色吧！每次

拜訪迪化街確實看到街道旁有些鹿出電線，巴洛克建築物但是都掛有幾條的線

路，在每次拍照總是有幾條線路的襯托讓畫面增加些許的討論話題。 

商家當然是希望人流進來，整個老街的熱度升溫，對當地經濟效應當然會提

升。迪化街應該要再次包裝，跟其他地方的老街相比較，不同時期的表述，建築

物不同，歷史故事不同。大稻埕的迪化街範圍不大，然而看到鹿港老街又是有不

同的風貌，但是他的人潮絕對是迪化街的倍數，鹿港可以迪化街也應該可以做到。 

 

4.2.3.2 導遊遊客方面 

當然對迪化街商圈賣南北貨的商店式耳熟能詳、有著傳統的雜貨店、有充滿

文青氣息的獨立小店、有文創商品的店面，走在街上有著中藥香的中藥店，還有

將老建築改裝成咖啡廳的小店，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元素，讓咖啡廳具有非常獨特

的特色。優雅、大氣、復古的裝修，還有獨特、創新、有趣的餐點，飄散在空氣

中香醇的咖啡香若有似無，點一份點心、一杯咖啡，和老友一起坐在老建築的咖

啡店裡，悠揚的音樂聲中，悠然自得，彷彿隨著音樂回到了過去那年代，每一杯

咖啡有一個故事，但是在歷史的故事裡我們是陌生的，需要的是資訊的提供，更

期望式有一天都能穿著早期服飾，走在迪化街上。對街道的淨空管理，對旅客行

人行走的安全，老標的建築物地解說，累了可以休息，帶動文化觀光旅遊，是需

要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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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自研究目的開始，自文獻分析探討，實際調查走訪加以整理，再由文

化建築、觀光美食文化、透過當地商家在地上班族及遊客切身經驗，不同的代表

人物作為迪化街文創觀光發的的演變，面對問題給當地做為參考。 

5.1 結論 

5.1.1 迪化街文化觀光發展的探討 

特定時期人流問題，年貨大街人流應該是最為擁擠，以永樂市場前廣場擺設

攤位最多，因街道狹小，人流都擠在前半段的地方，都擠在前半段，造成前面擁

擠後半段較為冷清，差異過大，主辦單位應該另外計畫，予以分流給予購物遊客

或是觀光客的活動空間，帶動人流分流，並有適切醒目或傳遞地圖公告張貼。 

商家的文創產業與迪化街原本的南北貨產業相互帶動人潮，傳統商家型態改

變部分地商品包裝，使得迪化街進而演變不只有文創商家。 

 

5.1.2 遊客來迪化街旅遊動機與目的 

旅客對區域熟悉度問題，迪化街觀察中發現購物遊客應屬多數，觀察中發現

迪化街後段人潮較少，迪化街後段地歷史建物景點並沒有在幾個明顯地方公告。

捷運北門站後到迪化街前端方向，沒指示區域重點分布圖實為可惜。訪談中了解

網路熟悉迪化街的遊客及參加一日遊行程有導覽員解說的遊客，對老屋歷史較有

興趣。推行迪化街文創觀光的過程中，因資訊活動訊息不足，因而對迪化街認知

不足。應該要推動歷史街區再生的活動，比起只有年貨大街活動要挹注更多的想

法與做法，多辦理歷史性紀念活動帶動迪化街歷史的觀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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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迪化街觀光發展存在問題的探討 

一、 街道整齊性 

迪化街街道狹窄問題，迪化街寸土寸金級法威問題，應該有許多的擴建障礙，

經訪談了解，對迪化街街道是有較多的不同看法，對於街道的汽機車在特定的時

間、地時段應退出街道，商家也應該盡量管控進出貨的時段，把街道空出來，完

完整整的假日徒步區，並加強人員管制。這樣的街道給遊客一個舒適觀光購物路

線，尤其在中後段區域管理較鬆散，並強化假日徒步區車輛管控，有效管理機貨

車進入，任何車輛能退出街道讓街道淨空，給旅客一條乾淨安全的文化觀光旅遊。

也礙於進出巷弄太多，電線問題，期許相關單位改善，畢竟在台北是最有商機的

起源地，街道，電線管理還是停滯在多年前，首都之最硬起起頭的作用。 

二、 活動多元化 

商家對迪化街期待改變，營造特色吸引遊客，並非是要到年貨大街的時候才

有人潮，也希望強化旅遊導引，擴大遊客中心功能。並有吸引遊客眼球的的廣宣

活動，並能夠製造議題。以每季不同主題的方向吸引觀光客，如美食的、文化建

築的、文化故事的、文化霞海城隍廟、的文化等故事。台北這幾年在辦理牛肉麵

節，成功打響幾家冠軍年肉麵店，也可用這些方式來帶動迪化街的文化觀光人潮，

把文創觀光發展到最高點。 

5.2 建議研究迪化街的現況提供下列建議 

5.2.1 觀光旅遊指南建立 

迪化街面臨平日假日影響，遊客數差異太大，遊客少時應該做些街道改善，

商品包裝應以一般大賣場商品不同，以免同類型商品就不須要到迪化街購買，要

有市場區隔機制。觀光遊客到迪化街的目的，大部分因素來自於買些南北貨或是

吃個小吃，四處看看到老街前段後就離開，站人數最多。其主要原因對區域導覽

地圖指標不是很清楚，也比較少人習慣到遊客中詢問。心現今遊客中心改建後標



 

46 

的物較引人注目，可能會改善，但是對於旅遊街道鹿的強化級設立點應有規劃。

可自北門捷運站出口到迪化街這段路上，到達的旅客應該數最多，研究發現有導

覽放置地圖街到徒手冊，為機場節運北車出口處的服務心及迪化街內永樂市場廣

場對面遊客服務中心，才有導覽手冊供應遊客，另外建議有著百年歷史商號標的

建置 QR Code 導覽，並設定中日韓語言供遊客解說，經由解說讓遊客了解迪化街

的歷史故事更加深入。旅遊指南將訊息提供遊客如:迪化街為大稻埕區域範圍內第

一條街開始，自迪化街一段開始有永樂市場，大樓大樓內一樓為傳統市場，販售

附近街訪鄰居生活必需商品，也有些知名販售隱藏版美食。再有也是每天交易熱

絡二樓店家，也是傳統布莊，提供有需求者購買，買了喜愛的布料，可到三樓為

買來的布料，到此即可至在這個樓埕訂製衣服。而樓上又有藝術表演空間，提供

給藝術表演團體演出，也提供給有觀賞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是個藝術表演文化

所在。建議人流問題與活動相關連，改善訊息的露出將遊客導引到這些場所。迪

化街研究顯示，他的獨特比多數老街的不同，廟宇活動的文化如霞海城隍廟，緣

起清朝，城隍廟火紅的是月老！情人所屬最愛求姻緣。一般遊客拜的是城隍爺不

同的年齡不同的目的，帶動迪化街前段的人潮。在環境衛生方面，街內永樂市場

內有供應廁所，其他都要由商家提供，因為疫情影響除了餐廳本身用餐客人提供

使用外，其他較不方便提供。研究當中也發現除永樂市場外，有提供垃圾桶丟棄

垃圾外，其他要找到垃圾桶，應該是很難的事情。建議多設置，避免遊客隨意丟

棄，也建議能設定移動式廁所供假日人流多的時候使用。 

5.2.2 迪化街內業者看法 

從調查當中可了解到的迪化街，因週邊停車場不多，同車不容易大部分車輛都停

在大稻埕碼頭停車場。捷運也是有一段路程，這對購物者購買物品的量會多加考

量與猶豫，因為量多手提對逛街是吃力，當然影響到購買的慾望。迪化街最大的

差異就是，平假日的人流差異太大，讓經營者重新思考，目前又因疫情，整個老

街國際觀光客降到最低點，街內新創公司因租金問題，人流問題都影響營運，只

能等待疫情後的觀光客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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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內同性質店面太多，中藥材、南北貨、餐廳咖啡廳，經過民生西路後的商品

較多元化，提供遊客選擇也更多。文創商品能結合迪化街當地的歷史商品呈現，

來刺激文創觀光遊客增加，再強化平日人流帶動老街商機。此外，迪化街遊客中

心雖有供應傳統服飾供遊客拍照。但是著傳統早期服飾，遊走大稻埕旅客非常少，

只有少數在迪化街後段才爾而發現，有幾位拍照。如果有計畫的規劃，依照京都

清水寺國際觀光客租借當地傳統服飾，遊走觀光地區，當大部分遊客以此方式，

呈現在具有歷史故事的迪化街上，重現當下大家熟悉的影集「華燈初上」勢必造

成遊客增加，也做為疫情後迎接國際觀光客到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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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錄一 質性訪談逐字稿 

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老闆在迪化街經營多久時間？平

假日生意狀況如何？ 

A 在地經營很多年時間，迪化街

的人流時段各種節假日，平日都不一

樣，年前的年貨大街，霞海城隍廟的

七夕節情人節，城隍爺誕辰是人流最

多時候。假日的人潮集中在永樂市場

這邊的區域，少數道後段街盡台北橋

就漸漸減少，所以喔後段生意應該比

較辛苦。 

現在疫情的影響，國外觀光客幾

乎沒見到，但是國內旅客倒是很多， 

現在遊客又有一種有申請導覽的

解說，這樣的小團體旅遊對迪化街的

歷史與環境介紹應該比較好，但是對

我們有沒有帶來什麼生意，應該比較

少。平日多數為來這裡吃飯用餐比較

多，購物量比較少。他雖然購物客較

少，但是多數為美食而來，所以賣吃

的生意很好（A002） 

X 遊客來迪化街最主要購買的商

品以那些居多 

A 購買東西不一定，因為有些商

A 各種節假日，平日都不一樣，

年前的年貨大街，霞海城隍廟的七夕

節情人節，城隍爺誕辰是人流最多時

候。假日的人潮集中在永樂市場這邊

的區域，少數道後段街盡台北橋就漸

漸減少，所以喔後段生意應該比較辛

苦。 

（A01） 

有導覽解說對這條老街的歷史與

建築物比較關注，停留腳步比較慢，

駐足時間比較長。迪化街欠缺的就是

觀光旅遊的包裝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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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品在大賣場超市都有，但是試吃的比

較多現在疫情也不敢是吃，多數遊客

在迪化街感覺就是走走逛逛，反而是

一日遊大稻埕的遊客，因為有導覽解

說對這條老街的歷史與建築物比較關

注，停留腳步比較慢，駐足時間比較

長。迪化街欠缺的就是觀光旅遊的包

裝，真諦有些老街遊覽車包團前往，

有解說有規劃來迪化街才有感覺， 

不然遊客來迪化街都只有路過經

過，要買的商品也不多。（A003） 

X 對迪化街老街保存帶動文創觀

光您有何看法？ 

A 迪化街是有歷史，有些標的物

經部分修改強化保留地很好，有些 

因為規定不能改建，後段哪邊比

較多，可是還是有很多破舊不堪 

夾在新舊屋當中，感覺怪怪的。

我們這有很多種是的建築物，閩式建

築，有巴洛克建築是有價值地老街。

（A004） 

X 迪化街有辦理活動期間商機如

何，例如年貨大街、情人節等等 

A 年貨大街市政府出自好意（疫

情前），這兩年疫情影響停辦及小規模

辦理，但是以前無疫情時，人潮非常

後段哪邊比較多，可是還是有很

多破舊不堪 

夾在新舊屋當中，感覺怪怪的。

我們這有很多種是的建築物，閩式建

築，有巴洛克建築是有價值地老街。 

（A04） 

 

 

 

 

 

 

 

 

 

 

 

 

 

 

 

 

 

 

人潮都在永樂市場旁廣設攤販，

實際要到門市採購地並不是想像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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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多，多到只能用水洩不通來形容，可

是人潮都在永樂市場旁廣設攤販，實

際要到門市採購地並不是想像中多而

且試吃地非常多，當然這些都是成本

考量，當然有人潮就有錢潮（A005）。 

X 越來越多新的文創商店進駐對

傳統商家影響如何 

A 有新潮流店家進駐，活絡迪化

街新店家把老屋內部整裝、以文創的

氛圍營業販售地產品想目跟我們賣南

北貨地完全不同，我們也改變，要變

聰明的店家將即食真空包做成禮品包

裝，想要探病送長輩、訪客送禮都是

很好的選擇，也有店家針對不同體質

的客群研發藥膳食補，想要養生可以

詢問中藥行的老師傅，老經驗的師傅

都能搭配適宜體質的藥膳包，在這時

代潮流中，飲食習慣逐漸改變，把藥

材做成茶包、即時真空包，正好符合

現代人要求的方便迅速簡捷，店家必

須改頭換面迎時代變遷才能時與俱進

不會被淘汰在時代的潮流裡。有很多

電商也有人來接洽能在電商平台販售

我們的部分商品，我們也想與它們連

結，但是中間的分潤影響我們收入，

所以還要考慮。對文創商店進駐，我

而且試吃地非常多，當然這些都是成

本考量，當然有人潮就有錢潮（A005）。 

 

 

 

 

 

 

 

 

 

 

 

 

 

 

 

 

 

 

 

 

有人來接洽能在電商平台販售我

們的部分商品，我們也想與它們連

結，但是中間的分潤影響我們收入，

所以還要考慮。對文創商店進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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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認為很好，老街販售的產品再不做改

變，商圈一成不變的店面，要吸引遊

客是很困難的）A006）。 

X 對市府假日徒步區的規劃有沒

有建議 

A 在我店家看法是沒什麼感覺，

這應該要問問遊客的感想比較實際

（A007） 

X 對迪化街地未來有什麼建議 

A 迪化街古蹟缺乏維護，也因為

沒有政府對迪化街古蹟建改有限制，

在這些情況下任其自然損壞而影響了

老街，只能說可惜了。 

另外迪化街的電線在街道上橫的

歪的，再加上汽機車未按規定停放，

試有點亂，但是這有些是商家運送貨

物的工具，這些都要相關單位規劃

來。帶動多年的歷史故事的大稻埕迪

化街，需要相關單位的活動包裝，帶

動觀光遊客回頭率，不然迪化街類似

的商品遊客去大賣場買就好了， 

為什會到迪化街一定有它不同想

法。也希望在疫情時期國內外觀光客

大幅減少下能利用這個期間想想，迪

化街這樣在後疫情時迪化街結合了文

化，有歷史建築故事的老街，必定能

認為很好，老街販售的產品再不做改

變，商圈一成不變的店面，要吸引遊

客是很困難的）A006）。 

 

 

 

 

 

 

 

 

 

 

 

 

 

 

 

 

 

也希望在疫情時期國內外觀光客

大幅減少下能利用這個期間想想，迪

化街這樣在後疫情時迪化街結合了文

化，有歷史建築故事的老街，必定能

帶動眾多的光觀客（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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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帶動眾多的光觀客（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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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對商家 B 的訪談 

X、請問您老闆貴姓大名 B（B01）

（依個資法以 B 簡稱） 

X 老闆在迪化街經營多久時間人

流狀況簡述 

B 在地經營 2 年時間，迪化街的

人流時段各種節假日平日都不一樣， 

假日的人潮多但是走到迪化街後

段人就比較少，平日的遊客寥寥可及

少的可憐，生意很難做。應該在迪化

街一段較多人，尤其用餐時間在一段

永樂市場佔多，數因為那有多家餐廳

很受歡迎，並且在永樂市場內有菜市

場及布莊相對人潮就很多，要怎麼吸

引這些人流到後段來這就是要大外宣

了（B02） 

X 遊客來迪化街最主要購買的商

品以那些居多 

B 我認為迪化街後段以文創商

品，還有特色商品:如家飾，木器瓷器

等 

這些商品女性遊客星較高。這條

街短短幾百公尺街上，分佈南北貨中

藥及布商，這幾年增加許多文創商

品，當然也帶動了人潮。 

餐廳及咖啡館一些個人製作商

重點彙整 

假日的人潮多但是走到迪化街後

段人就比較少，平日的遊客寥寥可及

少的可憐，生意很難做。應該在迪化

街一段較多人，尤其用餐時間在一段

永樂市場佔多，數因為那有多家餐廳

很受歡迎，並且在永樂市場內有菜市

場及布莊相對人潮就很多，要怎麼吸

引這些人流到後段來這就是要大外宣

了（B02） 

我認為迪化街後段以文創商品，

還有特色商品:如家飾，木器瓷器等 

這些商品女性遊客星較高。這條

街短短幾百公尺街上，分佈南北貨中

藥及布商，這幾年增加許多文創商

品，當然也帶動了人潮（B03）。 

 

 

 

 

 

 

 

 

迪化街產業也就是南北貨中藥布

莊，都是再地經營幾十年以上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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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時機好時有的人賺錢，時機不好

時只 

能黯然退場，尤其少了東北亞的

遊客差異更大，他們會來看古建築會

來看文創商品，現在因為疫情幾乎剩

下居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影響太大了

（B03） 

X 這條街替換的商家高嗎 

B 迪化街產業也就是南北貨中藥

布莊，都是再地經營幾十年以上替代

性很少， 

他們好像穩定中成長。比較辛苦

的都是外來打拼開店的人，打造新的

環境引進不一樣的商品，把整個街的

氛圍弄的就不一樣，但是因為平日人

潮與假日人流差異太大並且在租金方

面也不便宜，經營的很辛苦。雖然文

創商店經營辛苦，但是這些經營者知

道迪化街要好，一定要靠活動來帶動

人潮，政府的大外宣，重新包裝必定

能帶動人潮（B04）。 

X 到迪化街旅遊的交通路線對觀

光有幫助嗎 

B 迪化街一段有捷運 3 號出口，

高鐵、台鐵、捷運站，大稻埕碼頭也

有停車場，假日都是步行街，管制車

很少， 

他們好像穩定中成長。比較辛苦

的都是外來打拼開店的人，打造新的

環境引進不一樣的商品，把整個街的

氛圍弄的就不一樣，但是因為平日人

潮與假日人流差異太大並且在租金方

面也不便宜，經營的很辛苦。雖然文

創商店經營辛苦，但是這些經營者知

道迪化街要好，一定要靠活動來帶動

人潮，政府的大外宣，重新包裝必定

能帶動人潮（B04）。 

 

 

 

 

 

 

 

 

 

 

 

但是在購物者想法，距離車站或

停車場太遠，所要買地商品數量相對

會減少，因為手提的壓力太大這可能

也是缺點之一吧（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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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進出這對遊客來看是方便。 

但是在購物者想法，距離車站或

停車場太遠，所要買地商品數量相對

會減少，因為手提的壓力太大這可能

也是缺點之一吧（B05）。 

X 對古蹟標地保留看法如何 

B 迪化街應該是很多老街當中，

有部分建築標地須修改強化，但是礙

於法規都放在哪相當可惜,尤其靠近台

北橋附近，他有閩式建築，有巴洛克

建築，是有價值地老街。破舊地標地

跟十連棟相比，落差很大。我覺得有

故事地大稻埕迪化街，擴大迎接觀光

客應該要有規劃，如改建老屋構想怎

麼地修改，這當然要交給學者專家，

集思廣益構想，當然政府法令規章的

修改也很重要（B06）。 

X 就您對來迪化街地觀光客購物

多還是來看老建築多 

B 依到我店裡購物客戶來看，依

年輕人佔大多數，年輕人對文創商品

興趣高， 

對古蹟興趣應該是拍照打卡吧。

但是迪化街對觀光發展，感覺以年貨

大街為主 

，這是很多人的看法，迪化街就

 

 

改建老屋構想怎麼地修改，這當

然要交給學者專家，集思廣益構想，

當然政府法令規章的修改也很重要

（B06）。 

 

 

 

 

 

 

 

 

 

 

 

 

 

 

 

供遊客諮詢服務，也有些老物件

供遊客觀賞拍照，並且推出預約體驗

旗袍中山裝等服裝拍照，這些都是免

費的，這樣對老街的文化觀光，是有

加分。相信有關單位對經營迪化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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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到連貨大街或是中藥房。 

我也認為要帶動歷史老街並活化

他，是需要規畫，目前看到遊客中心

重整完成， 

他提供遊客諮詢服務，也有些老

物件供遊客觀賞拍照，並且推出預約

體驗旗袍中山裝等服裝拍照，這些都

是免費的，這樣對老街的文化觀光，

是有加分。相信有關單位對經營迪化

街是有心活化他（B07） 

x 您對迪化街有哪些期許 

B 迪化街不長好像步道 1 公里的

長度，但是他的故事卻是非常長久，

故事需要包裝，故事需要發展下去，

不然歷史老街故事停滯不前，對地方

觀光是非常大影響。 

在台灣很多文創園區都建置的有

聲有色，遊客也非常多，商品店家生

意不錯。台灣很多老街也陸續開發，

但是老街重複性內容太高，迪化街屬

於大稻埕部分之一，許多現在存有的

問題，有關單位都早已知道，也很多

人對迪化街做研究，希望改善現有問

題為當前之首要，發展觀光活化老街

（B08）。 

有心活化他（B07） 

 

 

 

 

 

 

 

 

 

 

 

 

 

 

在台灣很多文創園區都建置的有

聲有色，遊客也非常多，商品店家生

意不錯。台灣很多老街也陸續開發，

但是老街重複性內容太高，迪化街屬

於大稻埕部分之一，許多現在存有的

問題，有關單位都早已知道，也很多

人對迪化街做研究，希望改善現有問

題為當前之首要，發展觀光活化老街

（B08）。 



 

64 

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對導遊 C 的訪談 

X 請問您貴姓大名 C（C01）（依

個資法以 C 簡稱） 

您的幾次到迪化街來的目的為何 

C 很多次了次數不記得，早期來

這都是為了美食而來，當然年貨大街

時也有來購物，也沒有什固定的項

目，就是邊走邊看吧（C02）。 

X 對迪化街印象最深是哪些項目 

B 這裡其實中藥行賣的藥材，對

我而言不可能會煮中藥，哪堅果類賣

場也有，但是發現這裡的中藥包裝，

有不小的改變，南北貨店也把些物件

包製成小包裝。中藥可以直接處理的

也有，像是燉雞藥燉排骨羊肉爐之類

藥包，就比賣場賣的精緻而且實在，

這對我們家庭主婦而言非常方便，使

用說明包裝也有文創感，這點改變很  

多（C03）。 

X 台灣老街幾乎每個縣市都有，

您認為迪化街跟其他老街哪些不同？ 

C 真的台灣老街，到處都是，攤

販較多吧！烤物類，小吃居多建築物

有些不同。拿最近的大溪老街比較，

老街的區域賣吃的非常多，街上食品

相似度也非常高，但是大溪老街人潮

重點彙整 

但是發現這裡的中藥包裝，有不

小的改變，南北貨店也把些物件包製

成小包裝。中藥可以直接處理的也

有，像是燉雞藥燉排骨羊肉爐之類藥

包，就比賣場賣的精緻而且實在，這

對我們家庭主婦而言非常方便，使用

說明包裝也有文創感，這點改變很  

多（C03）。 

 

 

 

 

 

 

 

 

 

 

 

 

 

 

 

但是大溪老街人潮是很多的，跟

迪化街差異非常大，而且到大溪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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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的，跟迪化街差異非常大，而

且到大溪老街交通沒有這方便。不過

現在大溪老街發展觀光是把週邊的景

點包裝起來，讓遊客配合套裝行程遊

完大溪老街，例如月眉休閒農業區、

李騰芳古宅、武德殿、木藝生態館、

鳳飛飛紀念館等。兩個地方比較各有

各地不同，但是人潮應該是大溪較

多。（C04） 

X 迪化街給你最深刻印象是 

大稻埕迪化街讓我印象最深刻

喔，應該還過年的氣氛，過年前來這

買年貨，雖然有些物件賣場也有，但

是走進迪化街味道就是不一樣，他有

濃濃的年位，家家裝飾過年的氛圍，

近來就有過年的味道，這是別的老街

所沒有，當然迪化街很多的建築物感

覺很有歷史，但是沒有什麼資訊了解

他。（C05）。 

 

對遊客 D 的訪談 

X 請問您貴姓大名 D（D01）（依

個資法以 D 簡稱） 

X 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是？

次數是 

D 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5-6

交通沒有這方便。不過現在大溪老街

發展觀光是把週邊的景點包裝起來，

讓遊客配合套裝行程遊完大溪老街，

例如月眉休閒農業區、李騰芳古宅、

武德殿、木藝生態館、鳳飛飛紀念館

等。兩個地方比較各有各地不同，但

是人潮應該是大溪較多。（C04） 

 

大稻埕迪化街讓我印象最深刻

喔，應該還過年的氣氛，過年前來這

買年貨，雖然有些物件賣場也有，但

是走進迪化街味道就是不一樣，他有

濃濃的年位，家家裝飾過年的氛圍，

近來就有過年的味道，這是別的老街

所沒有，當然迪化街很多的建築物感

覺很有歷史，但是沒有什麼資訊了解

他。（C05）。 

 

 

重點彙整 

我看到有很早期的老郵局 1915 年

永樂町郵便局，在郵局梁柱上有介

紹。還有屈臣氏大藥房，整修後現在

內部改為文創商品非常豐富（D03）。 

 

充滿紅磚瓦造的巴洛克風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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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D02）。 

X 迪化街歷史是否了解 

清朝就有了吧，印象中大稻埕是

個馬頭在貨到這販賣，這裡有很多的

布料店，中藥店南北貨的店，建築物

也很有歷史。我看到有很早期的老郵

局 1915 年永樂町郵便局，在郵局梁柱

上有介紹。還有屈臣氏大藥房，整修

後現在內部改為文創商品非常豐富

（D03）。 

X 除了購物外注意度如何 

D 這裡有助充滿紅磚瓦造的巴洛

克風格建築，很有復古的味道，有些

店面並沒有營業在做些物件的展覽，

也沒有收費，好像要告訴我們迪化街

的歷史故事，可惜的是遊客不多

（D04）。 

X 您認為迪化街導覽清楚嗎 

D 剛進入迪化街開始，有看到遊

客中心，但是沒有進去詢問，可能旅

遊習慣吧！喜歡自由行，但是相對除

了部分標的物，有標示些記載，其的

確是沒有。希望這點能夠改善加強建

物的介紹，掃 CRcode 也可以。 

小結:遊客 D 訪談較為簡短，D 遊

客對迪化街歷史，建築物算有了解，

築，很有復古的味道，有些店面並沒

有營業在做些物件的展覽，也沒有收

費，好像要告訴我們迪化街的歷史故

事，可惜的是遊客不多（D04） 

 

 

 

 

 

 

 

 

 

 

 

 

 

歡自由行，但是相對除了部分標

的物，有標示些記載，其的確是沒有。

希望這點能夠改善加強建物的介紹，

掃 CRcode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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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重談話內容中發現，迪化街導覽說

明，地圖標示介紹有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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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迪化街居民 

X 請問您貴姓大名 E（D01）（依

個資法以 E 簡稱） 

請問在迪化街住了多少年了對迪

化街有甚麼看法我應該算在迪化街居

住，這算一算也快 50 多年，這些年來

迪化街的街道好像沒什麼改變，不過

有些建築物是整修過的，如最前面的

屈臣氏大藥房他改變最多，之前看到

都是圍籬圍住，印象中只有些破爛的

外牆，現經過不知道多少年了，翻修

後以不同面目呈現。有些老房子也拆

掉都更吧。就是以前賣米苔目，那條

巷子的房子，至於其他的建築物比較

沒甚麼改建，最多拉拉皮吧，可能跟

法規有關這你就要去問相關單位

（E02）。 

X 對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有何建

議與看法 

E 迪化街應該是由大稻埕開始，在

台北市一條不長的街道，卻有很多歷

史故事，很多金融界企業界發跡的地

方，早期台灣生意人談生意都是在酒

家談的，所以在大稻埕有很多酒家（近

年來好像都沒有了），這酒家文化模式

在很多大稻埕故事都有記載，另外大

重點彙整 

屈臣氏大藥房他改變最多，之前

看到都是圍籬圍住，印象中只有些破

爛的外牆，現經過不知道多少年了，

翻修後以不同面目呈現。有些老房子

也拆掉都更吧。就是以前賣米苔目，

那條巷子的房子，至於其他的建築物

比較沒甚麼改建，最多拉拉皮吧，可

能跟法規有關這你就要去問相關單位

（E02）。 

 

 

 

 

 

 

 

 

 

 

 

 

 

 

重點彙整 

給遊客安全地走訪。有導引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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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埕最具代表性人物，應該就是蔣渭

水先生，自蔣先生年代說起就很多故

事了，所以說他是個有故事的老街。

據報在在都更處支持下《大稻埕 100

個微笑》紀錄便展覽。 

紀錄片訪談 35 個店家，談談面對

轉型問題，新舊世代的衝突，可以區

觀看參考。至於我個人對迪化街的關

廣發展看法，我以一位在地工作者來

看，不論是否是迪化街都需要包裝，

有故事性地包裝，遊覽地圖明確 

設立在各明顯處，對街道淨空把

空間讓出來，給遊客安全地走訪。有

導引地路線圖介紹傳奇人物地標地

物，以 QRcode 遊客掃描解說。有是當

地休息椅座，逛街是會累地。部分地

區電源線穿梭在街道上不美觀也不安

全，歷史故事的陳述，給遊客另外個

印象，迪化街不只是年貨大街，他是

有故事地老街。 

線圖介紹傳奇人物地標地物，以

QRcode 遊客掃描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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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迪化街的街道好像沒什

麼改變，不過有些建築物是整修過

的，如最前面的屈臣氏大藥房他改變

最多，之前看到都是圍籬圍住，印象

中只有些破爛的外牆，現經過不知道

多少年了，翻修後以不同面目呈現。

有些老房子也拆掉都更吧。就是以前

賣米苔目，那條巷子的房子，至於其

他的建築物比較沒甚麼改建，最多拉

拉皮吧，可能跟法規有關這你就要去

問相關單位（E02）。 

X 對迪化街文創觀光發展有何建

議與看法 

E 迪化街應該是由大稻埕開始，在

台北市一條不長的街道，卻有很多歷

史故事，很多金融界企業界發跡的地

方，早期台灣生意人談生意都是在酒

家談的，所以在大稻埕有很多酒家（近

年來好像都沒有了），這酒家文化模式

在很多大稻埕故事都有記載，另外大

稻埕最具代表性人物，應該就是蔣渭

水先生，重蔣先生年代說起就很多故

事了，所以說他是個有故事的老街。

據報在在都更處支持下《大稻埕 100

個微笑》紀錄便展覽。 

紀錄片訪談 35 個店家，談談面對

 

對街道淨空把空間讓出來，給遊

客安全地走訪。有導引地路線圖介紹

傳奇人物地標地物，以 QR code 遊客

掃描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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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分析 

轉型問題，新舊世代的衝突，可以區

觀看參考。至於我個人對迪化街的關

廣發展看法，我以一位在地工作者來

看，不論是否是迪化街都需要包裝，

有故事性地包裝，遊覽地圖明確 

設立在各明顯處，對街道淨空把

空間讓出來，給遊客安全地走訪。有

導引地路線圖介紹傳奇人物地標地

物，以 QRcode 遊客掃描解說。有是當

地休息椅座，逛街是會累地。部分地

區電源線穿梭在街道上不美觀也不安

全，歷史故事的陳述，給遊客另外個

印象，迪化街不只是年貨大街，他是

有故事地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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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錄二 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 對遊客來迪化街的目的： 

一、來迪化街旅遊的訊息來源? 

二、來迪化街次數? 

三、對迪化街歷史是否了解? 

四、除了購物外對建築物注意度如何? 

五、迪化街的街道導覽清楚嗎? 

六、迪化街的街道對您的觀感如何? 

七、還會再來迪化街嗎? 

第二部分 訪談對商家遊客： 

一、來迪化街平假日人潮落差? 

二、遊客來迪化街購買南北貨數量高嗎? 

三、迪化街街道改善有何看法? 

四、年貨大街後人潮落差? 

五、迪化街的一日遊導覽遊客購物量? 

六、迪化街的街道對您的觀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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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錄三 訪談調查表 

 

調查編號 觀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商家觀察  

商家觀察  

遊客觀察  

遊客觀察  

上班族調查  

調查人 

紀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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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錄四 個別訪談知情同意書 

敬愛的受訪者好: 

感謝接受本研究訪談，非常的謝謝您。 

研究主題是【文創觀光發展以迪化街為例】 

因為迪化街有美食文化建築文化歷史故事文化 

我們針對店家對遊客迪化街的看法及期許以半結構是訪談 

遊客對迪化街的建議及看法對發展觀光的問題做討論 

訪談大綱一附件 

需要配合項目為: 

1、訪談前閱讀本同意書並簽名意義請填寫基本資料 

2、訪談時間 120 分鐘內一您對迪化街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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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迪化街現況圖 

附圖 

 

清大稻埕商埠(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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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商圈起點及永樂市場(本研究拍攝) 

 

整修後的屈臣氏大藥房以改為文創商店經營(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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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著名廟宇霞海城隍廟(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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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建築物仿巴洛克建築(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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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建物可見到電線暴露在上方(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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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商店(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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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十連棟建物(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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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連棟六大商號(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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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發展年表(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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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的 迪 化 街 交 易 古 照 片 ( 本 研 究 翻 拍 ) 

 

陳展場所(本研究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