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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空間再利用 

 

中文摘要 

    在都市的發展過程中，總會有些空間因不符當代時空的需求或是其他因素

等，而被閒置在都市空間裡，這些閒置場所造成空間使用上的不經濟，也容易破

壞都市景觀，因此，在近幾年，閒置空間如何的被再利用，創造出新生命，與有

效的利用空間，成為了經常被討論的對象，而許多都市也致力於創造閒置空間的

新生命，利用此機會，創造新的都市意象。 

 

 

 

 

 

 

 

 

 

 

 

 

 

 

 

 

 

 

 

 

 

 

 

 

 

 

 

關鍵字：閒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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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閒置空間再利用定義 

依照文建會試辦閒置空間再利用實施要點定義，閒置空間:「係依法

指定為「古蹟」、登錄為「歷史建築」或未經指定之「舊有閒置之建築物」

或空間，在結構安全無虞，仍具有可再利用以推展文化藝術價值者」。閒

置空間再利用為國內文化界中的熱潮，同時台灣地區也陸續出現一些成功

的案例。空間的再利用的作法從連去早期一些具歷史性意涵的舊公共建

築，更新改變原有的空間機能再利用，例如淡水紅毛城改為陳列館，到近

幾年糖廠、鐵路局倉庫等空間的活用，都是使舊有建築重新利用之設計。  

 

貳、 「大山子藝術區」與「華山藝文特區」 

中國的「大山子藝術區」與台灣「華山藝文特區」皆為中國與台灣閒

置空間再利用的知名案例，且兩者皆為舊廠房再利用，因此，將兩者的發

展歷程做比較，並說明兩者再經過改造後，對其周遭環境的影響。 

（一）歷史發展背景 

中國北京大山子 798 藝術特區 華山藝文特區 

時間 事件 時間 事件 

1950 年 
國營北京第三無線電器材

廠。 
1916 年 

華山園區前身為「台北酒廠」，

原 為 民 營 芳 釀 株 式 會 社 酒 造

廠，專製清酒、蝴蝶蘭、人參

酒。 

1995 年 
中央美術學院遷租借廠房

作為雕塑工廠。   
1949 年 

因專賣局改制為菸酒公賣局，

改為台灣省菸酒公賣局台北第

一酒廠。 

2001 年 

合併為電子企業「七星集

團 」， 大 山 子 廠 房 規 劃 構

想：重建為電子商業園區和

高級寫字樓，由於原先部分

工廠生產不景氣，舊有閒置

廠房臨時性地向外出租，國

內藝術家及國外畫廊進駐。

1987 年 

酒廠遷至台北縣林口工業區，

現存建物包括行政中心、果酒

禮堂、烏梅酒廠、四連棟倉庫、

煙囪等，頗能見證日據時期沿

縱 貫 線 鐵 路 所 開 發 的 產 業 地

景。 

2003 年 

再造 798 藝術活動 ，正式

為這裡命名為大山子藝術

區。 

1997 年 

各領域之藝文界人士開始推動

閒置十年的台北酒廠，再利用

為一個多元發展的藝文展演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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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第一屆藝術節(完全由民間

策劃，完全在非官方展覽機

構舉辦的藝術節 )。 

2004 年 

文建會同步進行短期修繕及長

期拓展計劃，經過一年封園，

全面整修之後，結合了舊廠區

及公園區的「華山文化園區」 

 

美國《紐約時報》曾有報

導，將大山子藝術特區與美

國紐約當代藝術家聚集的

蘇荷區相提並論，並將其歸

納為『798』現象。 

2005 年 
提供藝文界及附近社區居民使

用。 

 

 

 

（二）對地區之影響 

大山子藝術特區 

1.帶動地區發展、房價的提高 

大山子藝術特區的興盛，帶動了大山子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越來

越旺的人氣為拉動區域消費提供了新的可能性。因為這裡的藝術活動影

響越來越大，進駐這裡的藝術機構和藝術家單方面的“再造 798＂的口

號影響這個地區的原有規劃。而且經過藝術家的此番進駐，房地產價格

升高了 10 倍左右。 

2.提升國際形象，政府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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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至 2006 年，舉辦三次的國際藝術節，盛況空前，在國際間

引起了迴響，也引起了關注，因此藝術家們向北京市政府提出意見，希

望政府能介入，以保留文化創意產業。保留和發展藝術區，對在北京推

動新的藝術和文化產業、提升北京的當代國際形象有很大的助益。  

華山藝文特區 

1.提昇周遭生活環境與品質 

在華山藝文特區未成型前，臨市民大道的綠帶公園常見堆積工程用

的雜物，再華山藝文特區的計畫執行後，其周遭環境獲得了改善，且因

經常舉辦許多藝術表演活動，為該區注入了人文氣息，提昇了生活的品

質。 

2.活絡房地市場 

華山藝文特區的轉型成功，不只表現在生活改善方面，再以前因為

環境的不佳，少有民眾選擇在此購屋。但隨著華山藝文特區規劃日漸完

善，與八德路電腦街的人潮，文教及商業行為興盛，拉抬此區整體質感，

吸引愈來愈多人來此購屋，並活絡此地區的經濟發展。 

（三）「大山子藝術區」與「華山藝文特區」之比較 

名稱 華山 大山子藝術特區 

建物 酒廠建築 電子工廠建築 

面積 65243 平方公尺 10 平方公里 

改造契機 
舊有閒置廠房臨時性向外出租，

國內及國外藝術家進駐。 

酒廠遷至台北縣林口工業區，藝

文界人士開始推動，再利用為藝

文展演空間 

租金 4000 元/2000 元 300 坪 300 人民幣 

再生手法 善用舊時建築，植入藝術機能 善用舊時建築，植入藝術機能 

使用性質 藝文 藝文 

土地權屬 公有 私有 

管理者 文建會 七星集團 

活動舉辦主

動性 
政府舉辦 自主性舉辦活動 

管理單位規

劃方向 
創意文化產業 辦公園區 

藝術規模層

次 
主題性不凸顯，無特色 各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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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結論 

閒置空間的再利用不但可以使建築獲得新生，也可以讓民眾共同參

與，強化了公民意識與社區的意識，同時也反映出環境與空間之間的對

話，藉著舊建築的再利用使民眾能瞭解地方過去的歷史，更可經由閒置空

間的推動來整合一些人力與資源，這不但保留了舊的遺跡，也保存下當地

居民的集體記憶與聯想。 

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考量上，應該要考慮是否會與周遭機能產生衝突，

並可與附近民眾相互討論交流，使得閒置空間的再利用，能符合居民的期

待，獲得認同，在執行上也能降低阻礙。在台灣許多閒置空間都被利用來

作為藝術創作的表演場所，但是閒置空間的再利用應該能有更多面向且具

創意的使用，而非侷限在藝術的使用，因此，如何善用閒置空間，使其在

都市發展過程中，成為都市再發展的的契機，將是一個值得省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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