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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市集推動城市空間活化 - 以台中二十號倉庫創意市集個案為例 

中文摘要 

資源管理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善用有限資源，讓建物達到其最大使用效益。

而二十號倉庫從規劃、設計、營運迄今已有九年的時間，其具體呈現了國內關於

閒置空間再利用實施成效。二十號倉庫為一個以藝術進駐為主的藝文空間，政府

每年投入經費大力推動，但發展至今其服務定位方面，仍經常受到「小聚藝術創

作」與「常民認同參與」二道力量的拉扯，甚至因其設置動線、空間大小與行鎖

內容等影響，二十號倉庫發展之活絡性已不如初期之高，這樣的結果使得再利用

發展的成果是需要省思的，當初發展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概念就是為了活化地區，

然至今卻又再面臨使用度上的問題。本文欲探究透過來尬創意市集的帶動下，二

十號倉庫之空間對於參與民眾而言有何意義，是否創意市集的發展能為空間活化

更加推進。 

本研究藉由深入訪談的方式來蒐集資料，透過訪談內容了解參與者對於二十

號倉庫的認知與來尬創意市集駐入的看法，最後，參與者大多認為，來尬創意市

集的駐入，將台中地區的民眾拉進了二十號倉庫，在未來的發展上，是需要透過

人群網絡的資訊散佈，以吸引更多的民眾參與意願，而在環境硬體整頓以及規劃

也是切要的部分。 
 
 
 
 
 
 
 
 
 
 

關鍵字：創意市集、再利用、二十號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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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源管理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善用有限資源，讓建物達到其最大使用效益。

在密集的城市之中，部分空間卻未完善使用，於民國八十四年台北市政府「空間

解嚴」概念之下，國內開始推動閒置空間再利用並且實際去操作之，但真正引起

大家關注的，則是以民國八十六年由台灣省政府文化處所推動從公賣局舊酒廠變

身為華山藝文特區，以及台鐵沿線火車站昔日廢棄倉庫連結成之鐵道藝術網絡，

使閒置空間再利用各項方案於近年來在台灣掀起一陣風潮。 

透過再利用創意手法的閒置空間，有可能為都市帶來新的活力，為舊建築帶

來新的生命，成為激發新的空間設計創意的來源，藉由這樣的這程，同時可活化

民間的自主、多樣性，但也可能淪為少數族群試圖佔用社會資源的工具，因此如

何讓閒置空間再利用發揮積極正面的功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 

而二十號倉庫從規劃、設計、營運迄今已有九年的時間，其具體呈現了國內

關於閒置空間再利用實施成效。二十號倉庫為一個以藝術進駐為主的藝文空間，

政府每年投入經費大力推動，但發展至今其服務定位方面，仍經常受到「小聚藝

術創作」與「常民認同參與」二道力量的拉扯，甚至因其設置動線、空間大小與

行鎖內容等影響，二十號倉庫發展之活絡性已不如初期之高，這樣的結果使得再

利用發展的成果是需要省思的，當初發展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概念就是為了活化地

區，然至今卻又再面臨使用度上的問題。 

「創意市集」這名詞近幾年在台灣各地不斷竄升，現在比較著名的有「敦南

誠品創意市集-一卡皮箱 SHOW 自己」、「南海藝廊創意市集」、「牯嶺街書香創意

市集」、「寶藏巖環墟市集」、「CAMPO 生活藝術狂歡節」、「來尬創意市集」等。

創意市集或許在台灣生根的時間很短，但由於其發展程度極快，開始有人研究起

這個市場趨勢，甚至「誠品講堂」在 2006 年開了二次關於創意市集的議題，或

許這是一個新的發展性。 

來尬創意市集是以一個固定地點方式來經營，二十號倉庫之活動籌辦人員企

劃此活動，選定每月第四週之星期六來舉辦此項活動，試圖將台中市民拉進這個

藝文空間，使得二十號倉庫更為活絡於台中市之中。 

綜合前述內容，本文欲探究透過來尬創意市集的帶動下，二十號倉庫之空間

對於參與民眾而言有何意義，是否創意市集的發展能為空間活化更加推進。 

貳、文獻回顧 

一、二十號倉庫 

民國八十六年五月台灣省政府文化處成立，在代理處長洪孟啟「服務、開創」

的力行哲學帶領下，以均衡國內文化藝術發展，發揚本土文化，輔導建立地方特

色為主要工作目標，洪代理處長曾經有派駐在美國的經驗，對美國以藝術重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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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如舊軍營、舊廠房和空房子等生命的空間再生案例印象深刻。而洪代理處長也

在多次公開場合提到早在羅斯福總統推行「新政」（New Deal）時代，曾徵選有

潛力的藝術家進入社區內的廢舊空間，從事藝術創作，由政府支付藝術家薪水，

藝術家相對地必須從事教學、演講並定期呈現作品，以回饋社區。因此在洪孟啟

領導這麼一個充滿活力的新機關之下，開展了學習國外經驗，去尋找有記憶、凝

聚地方情感的場所，賦予舊建築新生命的想法。 

民國八十六年六月，省文化處委託東海大學劉舜仁副教授、成功大學沈芷蓀

副教授進行「藝術家傳習、創作及相關展示場所專家評估」，走訪了中部地區十

處公有舊建築，包括霧峰的省教育廳舊廳舍；台灣電影文化城；台中的戰車基地、

鐵路貨運倉庫、台糖公司台中營業所倉庫；集集鎮代表會廳舍、市場大樓；二水

鐵路貨連倉庫；后里鐵路貨運倉庫；斗南鐵路貨運倉庫。而評選可能設置藝術家

工作室地點的原則為：土地與建築物使用權、交通便利、周圍環境、建築物本體

價值、建築物轉變為藝術使用之合適性、建築物改建之難易度。 

經過評估結果，鐵路倉庫因具有高大、寬敞的空間特性，內部少結構柱，高

度都在四米五以上，其空間條件遠超過其他承續歷史的舊空間，相當適合各類型

的藝術創作需要，另外車站又是許多人的共同記憶，南來北往的旅客刻畫了許多

悲歡離合，此種鄉愁念舊式的場所情懷，相當貼近藝術創作的原動力，因此在民

國八十六年十月完成的總結報告中，以鐵道貨運倉庫為最優先地點，並期待透過

鐵道「流動的本質」將能串聯發展環狀的網路，在各個城鎮的貨運倉庫設置藝術

創作與展示場所，使原本獨立的「點」，利用鐵道串聯得以擴展成「線」乃至「面」

狀的「鐵道貨運倉庫再利用–藝術網絡」。依據劉舜仁的藍圖，理想中的藝術網絡，

各個點是可以獨立、自由發展其地方特色，卻又因鐵道與其他點結合成一個整

體，此就是「網絡」的概念。 

各個鐵道貨運倉庫空間有著極大的相似性，於台中火車站後站區，原編號為

第 20 至 26 號的貨運倉庫，在該階段評估結論中，被列為鐵道藝術網絡計畫的第

一個實驗示範點，希望能「引發大眾注意以及樹立典範，作為其他貨運倉庫修建

的原型的意義」。台中站獲選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台中火車站位於台中市中心，周邊交通便利，對藝術家和參觀者有較高的

吸引力與可及性。 

（二）倉庫位於台中火車站斜對面，旅客往來之間可看到藝術家的創作場所及展

覽，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 

（三）倉庫空間不與鐵軌緊鄰，前有足夠緩衝空間。 

（四）空間高度高、面積大，容易規劃利用，且易塑造空間氣氛及場所精神，與

社區結合度可能性高。 

                                    4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7 年) 



創意市集推動城市空間活化 - 以台中二十號倉庫創意市集個案為例 

同時，台中市曾於民國前三年十月二十四日舉辦盛大的縱貫鐵路通車典禮的

歷史意涵，亦足見台中市居於南北交通樞紐位置的重要性，也是台中獲選為「鐵

道藝術網絡計畫」第一個操作點的重要因素。 

該示範點因其鐵路貨運倉庫的原始編號，民國八十七年由規劃團隊與省文化

處共同命名為「二十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一般簡稱為二十號倉庫。 

二十號倉庫的基地範圍約 4400 平方公尺（約 1330 坪），包含台中車站第二

十到二十六號倉庫（室內面積約 500 坪），倉庫外有 6 公尺藝術走道，以及自後

火車站公共廁所到第二十號倉庫前的戶外廣場。整體空間可以分為五部份： 

（一）第二十到二十一號倉庫 

1、第二十號倉庫：原有倉庫 157 坪，高度 4.5 公尺。區隔為 112 坪主展場、45 
坪入口接待空間，另增建 26 坪外掛咖啡廊，可與火車站月台對望。入口處

設計為供民眾取得藝術訊息、與藝術家交流、喝咖啡、休憩之區域，此處面

積約佔三分之一；後面三分之二是以「通透」、「高挑」，保持倉庫剖面為原則

的展場，內部有彈性隔屏，可當作展覽背板，或可收合保持展場大空間範圍

使用。 

2、第二十一號倉庫：小劇場，約 50 坪，可視為第 20 號倉庫之延伸，兩者之間

有拉門，平常維持各自獨立狀況，遇有特殊需要，則可將該隔門拉開，使 20、
21 號倉庫空間合併使用。小劇場主要供表演活動使用，同時也可供中小型會

議使用 

（二）第二十二號倉庫： 

在省文化處 1998 年租用倉庫前，該倉庫屋頂即已崩塌，故由文化處併同整

體空間整建，保留原有牆面，但於範圍內增建為三層樓之鋼構現代建築。 

1、一樓前段有一高度 4.8 公尺，約 13 坪的藝術家聯合工坊 72，後段則為機電

設備室。 

2、二樓則為第 21 號倉庫（小劇場）之演員準備室，可循樓梯直通小劇場。 

3、三樓有左右共二間藝術家工作室 73，具有明亮、通風、採光佳之特色，各為

有夾層之空間。樓地板面積各約 17 坪，挑高部份之高度為 4.5 公尺（夾層部

份 5 坪，高度 2.7 米），配置有衛浴設備、洗手台、置物櫃、基本照明。 

（三）第二十三到二十六號倉庫： 

做為藝術家工作室使用。總坪數約 308 坪，除二十六號倉庫隔為 4 間外，其

餘各隔成 2 間，共 10 間，高度皆為 4.5 公尺，室內坪數介為 28 坪至 36 坪之間，

配置有衛浴設備、洗手台、置物櫃、基本照明。 

其中二十三號倉庫所隔間而成的 23A、23B 二間工作室，在 2003 年分別改

為工坊、小展場，不再供藝術家進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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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戶外廣場： 

為一小型下凹式階梯廣場，有雨庇的舞台及簡易燈光設施，供戶外休憩、表

演、群眾聚集等用途。 

（五）點子空間： 

於 2004 年，利用第二十六號倉庫側前空地整建而成，設有木平台及文建會

購置台鐵報廢貨運車廂改裝之展覽場所，由駐站藝術家王振瑋、陳一凡等策展，

主要提供給各屆駐站者申請展出。 

 

二、創意市集 

創意市集（Fashion Market）概念因為王怡穎《創意市集》出書打開知名度。

書中引介東倫敦區 Spitalfields’s Market 和鄰近的 UP Market，置身老街區、舊建

築的市集像是傳統市場加跳蚤市場的綜合體。新興設計師與年輕藝術家的進駐，

使當地成為追求個人風格與鮮活氣息的另類時尚流行場所，形成獨特的城市街角

文化。 

在台灣，較接近倫敦風格的要數台北誠品敦南店外的擺攤族，當中有不少藝

術與設計背景的年輕人販售自製、自創的個性衣飾、精品，生成一股定時定點蝟

集的體制外生產、消費互動社群。 

近兩年在有意識操作下，創意市集衍生出幾種類型（聯合報，2006）： 

第一類為藝文節慶的附屬品，如華山文化園區、台北市立美術館的藝術市

集，及台北詩歌節、花蓮太平洋詩歌節的文學市集，雖為活動造勢，凝聚的人氣

卻經常反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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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為台北南海藝廊連結當地社區封街舉辦的「牯嶺街書香創意市集」，

策畫人陳姵潔指出：「我們將市集整體視為是一件眾人集合的開放作品，引介多

元的藝術社群，以創意市集這容易親近、高度互動的介面，多層次融入所在的場

域。」後起的「寶藏巖環墟市集」也標榜為「藝術、創意、社區的想像體」，更

強調歷史聚落保存，結合原有的前衛藝術社群和自然環境特色，發展獨一無二的

市集生態。 

第三類為從 DJ「mixing」概念出發的「CAMPO 生活藝術狂歡節」創意市集，

雜揉音樂影像次文化和前衛藝術，每月第二周末巡迴全台大小廣場。CAMPO 是

義大利文「中小型廣場」之意，是文藝復興開始的場地。 

第四類為文化企業主辦，如敦南誠品創意市集「一卡皮箱 SHOW 自己」，誠

品企畫簡妏如表示，活動發想源於大受歡迎的二十七期誠品講堂「風格‧創意‧

商品化」主題。「一卡皮箱」活動由曲家瑞、蕭青陽等專家及知名設計師篩選出

三十個創意攤位，屬菁英式市集。在二十四小時書店人文氣息和東區時尚氛圍烘

托下，鋪展另一種市集調性。簡妏如說，市集固定時間、頻次和地點是比較理想

的生態。「一卡皮箱」活動攤位租金低廉，使參與的年輕人無太大商業包袱，更

能用作品表達想法、做自己。聚集的創意工作者形形色色，有些懷抱創業夢想，

對有些人則是「說品牌太沉重」、「說藝術太嚴肅」。 

創意市集的迷人之處或許就在這種「商品／作品」、「生活／工作」的灰色地

帶，可以是買東西、找靈感、談合作、挖人才、認識朋友、感受活力的好所在。

「台灣製造」的「創意市集」仍是進行式；「創意市集」是名詞也是動詞、是問

號更是驚嘆號，它的故事才正要開始。 

另外，在 2006 年歲末再發啟另一個新興創意市集–來尬創意市集。「來尬」

是取自法文 La Gare（火車站）的諧音，二十號倉庫期待將每個月第四個週六舉

辦的來尬（La Gare）創意市集，發展變成為台中地區手工藝創意者的聚集中心。

藉由創意攤位的擺設，讓週末的二十號倉庫成為台中地區民眾不可缺席的景點，

由創作者與觀眾的近距離接觸，一般大眾可以了解，原來創意手工創作是那麼的

可愛而平易近人，手工創作者也可在二十號倉庫這個鐵道藝術村裡，和當代藝術

產生靈感的碰撞，甚至成為溝通的橋樑。 

三、再利用 

在英文中，對於建築活化再生的字眼相當分歧，一般而言，以「可適性再利

用（adaptive reuse）」一詞最能表達舊屋新用之觀念，一般亦簡稱再利用（傅朝

鄉，2001）。而李清全（1993）綜合國外各家定義，認為「再利用」乃是建築的

生命週期間，改變其原有用途為別種目的之使用；或是重新組構建築物使其原有

機能得以延續下來，並在機能與建築物間做出適當調整的一種過程。 

夏鑄九（1998）認為古蹟保存最重要的並不是那些技術性的部份，古蹟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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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才是與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最息息相關的課題。古蹟的價值，要讓我們社會的

一般人感受到，才有實質的意義，而正好古蹟能震撼人心的特質，就是最值得讓

它活化，不只是巍然供之於廟堂，而應結合生活，這就是歐美稱之為「整合性保

存」，日本稱之為「活的保存」的精義。 

劉銓芝（2004）則以「保存性的開發」來強調以既有的歷史文化特質作為重

要的基礎，進行空間的再創造，而此種方式與一般性的開發均具有提高經濟競爭

力的目的，但「保存性的開發」更具備文化意義的考量，也就是文化的經濟意義。 

從二十世紀下半葉開始，歐美各國人民開始重視空間對於城市經濟復甦、城

市吸引力及可居性的重大貢獻。國外空間再利用為藝文空間的案例可得以下經

驗： 

（一）國家資源運用合作模式 

藝術發展與社會群體的關係日益密切，透過政府有遠景的規劃與介入，以活

化空間為手段，再實施經濟性商業機制及稅賦減免或優惠配套措施，讓極需社會

參與的藝術文化有更多元的發現空間。 

（二）展望式的行動模式 

空間再利用並無固定模式與作法。為適應每個地點各自不同的條件與機會，

再利用的經驗有待各種創意與新作法的開發。新的行動模式並不限制再利用的可

能性，主政者只揭櫫再利用的終極價值，至於價值的呈現則提供開放性的詮釋。

透過此種模式，除可達成創意激發的結果，亦可同時達成促進民眾主動參與及深

入參與的效果。 

（三）社會成本與效益的整體考量 

空間再利用是社會必然的過程，資源投入的產出層面，不僅在空間本身或文

化事物；從整體社會成本與效益的觀點，產出層面涵蓋有產業發展、文化資產、

藝術文化創作及建築技術發展等面向。透過整合性觀點，空間再利用在資源投入

成本與效益產出的核算上，將獲得更寬廣的詮釋空間與社會支持。 

（四）整合性的資料支持系統 

建立整合性的資源支持系統，是空間再利用方案成敗的關鍵。無論是再利用

方案規劃的操作流程、舊建物的整新、新技術的運用、新議題的設定或新經營管

理模式的建立，均是資源的統整與知識的管理。亦惟有透過資源整合的操作摸

式，方能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建立空間再利用的穩固基礎。 

（五）社會公私夥伴關係 

以空間再利用作為社會發展的機會與模式，非僅涉及資源運用，亦觸及公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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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代表性問題，其間承載的權責問題常無法由公部門或私部門單獨承載。由國

外再利用案例經驗顯示，以社會夥伴的方式進行公私部門的合作，已是推動空間

再利用最有效的方式，在營運管理層面尤能彰顯具體成效。 

（六）多元彈性的誘因機制 

為維護歷史建築的保存，各國發展出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對空間再利用的發

展，建立多元誘因機制，並提供衝突幹旋的調解協助。 

（七）品質協定制度 

在歷史過程中積累沈澱的舊空間環境，均具其特定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條

件，並在整體社會脈絡中被固結或鎖定。新的發展無論是重新改造或整新修建，

均會遭逢自然的制度性衝突及障礙。由國外再利用案例顯示，空間再利用發逐漸

演化為社會協商的過程；透過協議可以在確保當前社會品質的條件下，化解可能

產生的社會衝突及障礙；將歷史空間的文化能量，透過再利用的共識，轉化為社

會發展的力量。 

（八）帶動居民參與社區重建 

由各國再利用的案例顯示空間活化使用的規劃是活潑而社區化的，尤其以社

區整新的計畫，最能有效帶動居民涵蓋周邊整體環境，住宅興建應符合當地的歷

史紋理，透過區域共同簽署更新措施的協定，建構具有在地風貌的新社區。 

（九）保存原有特色的規劃原則 

空間再利用方案在外觀形貌的規劃上，應保存空間原始形貌，以彰顯其歷史

意義與在地文化特色。再利用方案空間用途的規劃上，應實現藝術教育的意義，

專設培植新生代藝術人才的文化空間；對於空間的配置則應著重於複合使用，以

藝術文化帶動區域繁榮，並展現在地文化的特色。 

（十）永續經營是空間再利用的高難度挑戰 

空間再利用方案的功能定位應力求明確，而藝文空間的營運更應切合社會供

需關係。再利用方案的功能若僅偏重於理想性目標，而未能顧及實務面難題，則

將難有永續經營的可能；融公私協力與商業概念的經營模式，有助發揮空間最大

功能。 

另外，由國內相關研究整理得到下列營運策略分析： 

（一）提供誘因以結合民間團體共同參與文化措施 

應建立整體性經濟誘因，結合觀光產業與商業經營以推動藝術。而政府補助

在表面上雖是直接有效的誘因，但因欠缺後續輔導等配套措施，以致未能彰顯資

源效益；對於政府補助持反對觀點者，主張地方意識已臻成熟，各鄉鎮市公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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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明定文化業務主辦單位，以利民間基層接洽參與。 

（二）維持永續經營以避免建物再度閒置的營運模式 

推動空間再利用的終極目標是永續經營，但檢視國內外再利用案例，顯現再

利用的藝文空間若僅專供藝文用途，而未注入市場交易的活水，永續經營將會是

不可能的任務。藝術空間維持永續經營的營運模式，應以生活化的概念為基礎，

採行結合觀光產業的多元化經營方式，方能真正達到空間的活化目的；亦即藝術

空間應結合觀光產業進行多元化經營。另其營運模式應依空間的功能定位與發展

潛力而定，可由企業認養藝文空間或訂定創作空間使用規範由藝術家申請使用；

而委辦營運計畫應進行期中評鑑，並臚列多年續約條款以激勵營運。 

（三）帶動社區民眾參與文化活動的營運策略 

藝文空間帶動民眾參與的策略，首應策劃各具深淺層次且適合民眾參與的通

俗性藝文活動，方能提供民眾多元選擇，進而營造社區良好文化氣候。若開放部

分空間由社區規劃使用，即可增進民眾與空間的互動；策劃親子藝文活動，可讓

藝術同步往下紮根向上成長；藝文活動考量年齡層偏好差異，就能有效擴大藝文

人口；建立文化人力資源檔案，將有利藝術教育的多面向推廣；藝術意涵注入觀

光產業，則可讓民眾快樂自然地欣賞藝術。 

叄、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深入訪談的方式來蒐集資料，訪談內容以半結構式問項，其分別

如下： 

一、本次是您第一次來二十號倉庫嗎？ 

二、如何得知二十號倉庫？為何到二十號倉庫？ 

三、是否會因為創意市集活動，而增加到二十號倉庫的頻率？ 

四、對於二十號倉庫整體感覺為何？ 

本研究中共有四個題項。第一題問題，主要是想了解民眾對於二十號倉庫的

熟悉程度，二十號倉庫在經過閒置空間再利用發展過後，其原有發展性是否高；

第二題問題，主要想了解民眾到二十號倉庫的動機為何，是什麼因素趨使民眾想

要到二十號倉庫；第三題問項，主要想了解創意市集是否能為二十號倉庫吸引更

多的人潮；第四題問項，主要想了解遊客對於二十號倉庫整體空間感覺為何。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日進行田野調查，以來尬創意市集為調查

基地，透過便利抽樣的方式，以深入訪談的方式，訪談了十三位至來尬創意市集

參與之民眾，平均訪談時間約五至十分鐘左右，篩選部分回答不完整的受訪者，

本研究蒐集之有效樣本為十一位，依據質性研究之文獻建議，應控制受訪者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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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橫跨各個層面，故本研究蒐集之有效樣本之年齡分布由十七歲到四十六歲

左右，男女性別比率則約為四、六比，另外，本研究欲了解二十號倉庫在台中之

發展性，因此，研究對象又以居住於台中地區長達十年以上者。調查分析的部分，

則是先將訪談資料整理為逐字檔，再透過內容分析進行編碼整理分析。 

肆、資料分析 

本研究將訪談調查結果經過編碼整理後，發現受訪者共有九位為第一次到二

十號倉庫；得知二十號倉庫是多以「親朋好友們介紹」以及「宣傳 DM」為主；

在十一位有效受訪者皆認為，來尬創意市集的駐入能夠提升民眾想要進入二十號

倉庫這個空間的頻率；最後，受訪者皆認為，二十號倉庫給人的感覺是「活動空

間狹小」、「地點標示不明」、「地點太隱密」、「展演活動內容過少」、「整體宣傳不

夠」、「環境很舒服」、「咖啡廳很棒」、「城市中的市外桃園」、「有再發展空間」等。 

一、以第一次到二十號倉庫為多 

本次受訪之民眾皆為居住台中地區十年以上者，只有二位曾聽過二十號倉

庫，而實際參觀過者只有一人，顯示二十號倉庫在成立後九年之間，其對於台中

地區居民是十分陌生，由原本為台鐵沿線火車站昔日廢棄倉庫，經閒置空間再利

用規劃後，其帶動成效似乎不如預期。 

二、對於二十號倉庫的資訊多來自於「親朋好友們介紹」以及「宣傳 DM」為主 

在十一位受訪者當中，除了原本已知道二十號倉庫的民眾外，都是因為來尬

創意市集活動才會走入這個空間，其資訊來源是由親朋好友介紹以及活動主辦者

於街上發放宣傳 DM 才得知的，顯示二十號倉庫之活動在宣傳通路部分是較為薄

弱的，無法在其它媒體訊息或通路上較廣為宣傳，以致於無法達到更大的人潮湧

入。 

三、來尬創意市集的參入能吸引更多人潮 

於來尬創意市集活動當天，受訪民眾對於來尬創意市集這個活動都十分喜

愛，對於活動的舉辦更是保持著歡迎的支持，皆認為來尬創意市集有其發展性，

如能再廣為推展，在未來的發展上，必能帶動更多的人潮湧入二十號倉庫這個藝

文空間。 

四、對於二十號倉庫的整體感覺 

由民眾觀點整理而得，負面的評論為「活動空間狹小」、「地點標示不明」、「地

點太隱密」、「展演活動內容過少」、「整體宣傳不夠」，主要是以其環境規劃為多，

顯示在前期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規劃上沒有完善考量到空間及標示的問題，關於地

點標示問題似乎是需要首先解決的課題，否則無法讓更多民眾發現二十號倉庫的

存在。另外，對於二十號倉庫的整體內容而言，民眾是能夠接受的，認為其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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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的感覺，可以在喧鬧的環境中有一塊安靜的空間。 

伍、結論與建議 

二十號倉庫結合周邊建築特色，並保留舊建物原有風貌，以延伸鐵道的歷史

記憶；但因硬體設施及周邊整體環境並未進行整體改善規劃，較難吸引更多民眾

而不易發展。而二十號倉庫發揮提供藝術工作者創作環境的效益，但藝術家進駐

創作卻流於形式，明顯浪費藝文空間資源；且僅係提供藝文創作環境，對後續創

作產能則未予關注。另外，二十號倉庫藝術空間雖提供民眾參與藝文活動機會，

但並未能真正達成有效參與的效益；加以對藝術空間定位的陳義過高，當代藝術

難能吸引民眾普遍參與。 

民眾認同的參與，才能創造有形無形的「經濟存活」條件，文化、藝術是與

經濟效益完全極端的存在，是在不斷的長時段的拖磨、祈願、失敗的實驗教訓中

才能開花結果，並不能以最少的努力換來最大的效益，故本質上是非營利的一個

領域。1970 年代展開的再利用，「經濟存活」（economic viability）的論述在一開

始就提供了重要的理論支撐之一，基於所有的空間均為經濟可能發生場所的觀

點，透過對那些具有歷史、文化意涵的空間，做合適的機能調適，賦予經濟存活

能力。然而國內於藝文空間的再利用案例卻少就經濟、財務或效益的角度來衡量

案子的成功與否。 

空間起死回生要靠外部的力量，這些力量不僅來自藝術文化，也缺少不了政

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投入。但是這些經過扶植的活用空間能保有多少的自主

性？能有多少獨立生存、自給自足的能耐？此都牽扯到該藝文空間永續發展的基

礎條件。 

二十號倉庫在政府每年支付租金、經營管理經費，並不時舉辦主題性活動的

投入之下，主要服務的對象卻在當代藝術領域的「小眾」，因此在面對民意的檢

視上，捉襟見肘就絲毫不足為奇了，因此經營之首要，在於對於空間環境紋理的

探究與行銷，靜態動態活動內涵的提昇，以爭取認同，並提高空間價值。 

在前述考量下，人的投入、認同及參與就益發顯得重要了，而社區更是人的

集合體，因此空間的再利用，在對社區的經營面向，就應該對藝術「孤芳自賞」

的比重適度減少，並能夠往常民文化的天平端移動，對「社區誘發」有更深廣的

切入，如此才能建立經濟導入的良好契機，支撐日後該空間的使用及發展。 

來尬創意市集的駐入，將台中地區的民眾拉進了二十號倉庫，在未來的發展

上，是需要透過人群網絡的資訊散佈，以吸引更多的民眾參與意願，而在環境硬

體整頓以及規劃也是切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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