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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代人步調匆忙，為追求便利性，人們多選擇去生鮮超市或便利超商，傳統

市場的優勢已逐漸被取代，成為市場需要轉型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傳

統市場在現今社會中仍具存在價值，無論挑選食材的智慧或人情溫暖，並不因此

消逝。位於臺中火車站附近的建國市場搬遷，該市場經營已超過四十年，為臺中

市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市場。政府著手規劃建國市場轉型，欲打造成國際觀光市

場。如此美好的構想，背後的過程並不容易，如何將建國市場成功轉型，並且保

留傳統市場特色，值得我們探討。 

 

二、研究目的 

 

    本文探討傳統市場如何因應新世代、做出什麼改變，更深入了解建國市場轉

型的過程與方法。針對以下幾點做出分析： 

 

（一）了解推動轉型的原因 

 

（二）了解政府推動市場轉型的過程和方式 

 

（三）建國市場攤販及顧客對於市場搬遷與轉型的看法 

 

（四）探討轉型成功的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分析法及訪談法，參考網路、期刊、及碩博士論文等資料，配合實

地考察訪問，並進行歸納、分析。 

 

 

貳●正文 

 

一. 關於傳統市場 

 

資料蒐集 實地考察 分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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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傳統市場介紹 

 

臺灣傳統市場發展歷史悠久，最初是因聚落而出現的零售場所，日治時期

對市場有初步規劃，五○年代開始被列入都市計畫，興建各地公有市場，提供生

活貧困者社會救助，也改善攤販林立的問題。對許多人而言，傳統市場是從小就

熟悉的購物環境。然而，現代人對於食材採買的消費模式改變，根據經濟部中部

辦公室調查，全臺灣公有傳統市場營業額從民國 88 年的九百六十五億元，到 102

年的六百九十九億元，大幅度下降顯示國民的消費型態正改變著，而傳統市場消

費客群也逐漸流失。即便如此，傳統市場的人情味及挑選採買食材的學問，現今

新型賣場仍無可取代。「除了買賣，傳統市場和現代消費行為最大的區別在於傳

遞了人情與智慧。」（經典雜誌，2015） 

 

（二）傳統市場目前問題 

 

    傳統市場面臨現代賣場（如全聯、家樂福）競爭、產業結構改變及商業環境

急速變遷，還需政府協助進行轉型輔導及施政規劃。 

 

1、攤販年齡老化，缺乏改革動力  

2、自治組織(市場管理委員會)鬆散，凝聚力不夠 

3、設備老舊、環境髒亂 

4、流動攤販問題嚴重 

5、國民消費習慣改變 

 

二、政府推動傳統市場轉型—以臺中建國市場為例 

 

（一）建國市場簡介 

 

    建國市場最初為安置綠川市容再造吊腳樓內攤商居民所建，民國 61 年啟用，

四十多年來一直都是臺中市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市場。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

使市場建築二樓受損，二樓畜肉及水產類攤商遷址於復興路五段干城臨時市場，

建國市場因此一分為二。105 年 9 月 19 日，已遷至建成路 500 號，建國市場和

建國臨時市場再次合併。市場內販售的商品多樣，主要販賣各類南北雜貨、肉品、

海鮮、果菜類等，不僅是各大餐廳的供應商，更是附近居民的日常購物場所。 

 

（二）轉型原因 

 

1、配合新火車站、都市更新與鐵路高架化 

2、解決舊建國市場攤位小與通道窄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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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代已久，又經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使建築結構受損 

 

（三）訂定轉型計畫 

 

    臺中市政府提出「東區新亮點—建國市場帶動地區發展」計畫，欲串聯新舊

建國市場周邊景點，從臺中公園至台糖生態池，並規劃園區南側建造新建國市場，

以此為中心、臺糖土地活化計畫為基礎，整合附近商圈和文化觀光景點，帶動區

域發展。市場周邊地塊未來將開放給臺糖公司招商，開放廠商投資進駐，藉此引

進人潮，再配合文化局糖廠文化館等建設使東區成為新發展地區。未來將規劃自

臺鐵台中新站至新建國市場的大眾運輸路線，提升市場周邊公共運輸便利性，以

符合觀光市場定位。 

 

    「建國市場原以早市為主，遷建後型態將改變。要發展成觀光市場不能只有

早市，整體還須規劃，攤販觀念也要改。」（林佳龍，2015）政府有意使新建國

市場成為全國模範市場，透過攤商輔導，讓攤販多行銷，改變攤販觀念，不能維

持守舊經營方式，結合科技，打造現代化市場，並輔導轉型，協助攤商發展出特

色商品，使建國市場獨具特色。 

 

（四）推動過程與目前情況 

 

    民國 102 年 3 月 8 號，新建國市場工程開工，原預計 103 年完工，但因與建

商協調與空間問題延至 104 年 5 月底才完工。 

 

    而舊建國市場建築物欲整棟拆除，因此除攤販需搬遷外，市場內住戶也需全

部遷出。105 年 4 月第一次協調後，28 名承租人願意配合搬遷；105 年 5 月再次

勸離，此次 3、4 樓住戶全數遷出。根據「臺中市改建公有零售市場補助費安置

費發給辦法」所定安置費核發資格者共計 107 名承租人，經濟發展局核發每戶安

置費 40 萬元，合計核發 4280 萬元整。8 月上旬完成收回住宅作業， 9 月 30 日

完成安置費核發事宜。 

 

    搬遷前舉辦了攤商說明會，並抽籤決定攤位位置，經多次溝通協調後， 105

年 9 月 19 日攤商全數搬遷完畢，9 月 20 日舉行新建國市場開幕典禮。搬遷後，

政府對於新建國市場也積極進行修正及檢討，105 年 10 月 17 日臺中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公布「本市新建國市場啟用營運與缺失改善情形」專案報告，有心帶領建

國市場轉型並促使它更加完善。 

 

（五）新建國市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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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國最大、停車位最多的公有零售市場，提供民眾便利舒適的購物環境。

以日治時期街屋為主要設計，並結合巴洛克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

建造全國最大復古式建築物。 

     

2、屬「零批商」形式，不同於一般零售市場，攤販面對的消費者族群較廣，  

例如餐廳業者、學校、公司，提供大量且專業化服務。 

     

3、總攤位數 711 攤，其中不僅含有五金專區，還設置 10 攤原住民特色攤  

位，商品種類多樣。 

 

三、實際訪查建國市場 

 

   藉實地訪查，了解建國市場攤商與顧客對轉型計畫的看法和認同度。根據

搬遷前後訪查結果做比較，分析整體情況以及攤商搬遷前後態度的轉變，也藉

此發現建國市場轉型中的問題。 

 

（一）搬遷前實地訪查 

 

 

 

 

 

 

 

 

 

 

 

圖一 舊建國市場訪查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1、民國 105 年 9 月 15 日建國市場搬遷前，針對舊建國市場攤商與顧客進

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如圖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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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地走訪建國市場攤商統計         圖三：實地走訪建國市場顧客統計 

（圖二、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A 建國市場搬遷對您來說不方便          A 建國市場搬遷對您有很大的影響    

B 您了解建國市場搬遷原因              B 您了解建國市場搬遷原因 

C 您滿意新建國市場租金價位            C 舊建國市場環境髒亂需要改進 

D 新建國市場空間設計更完善            D 您平時經常去建國市場  

 

2、統整攤商與顧客的想法 

 

   攤商對於轉型及搬遷各持不同意見。魚丸攤販黃春華表示：「我對

新建國市場有所期待，因為顧客會跟著到那邊去，對於市場的新發展拭

目以待。」（黃春華，2016）而蔬果商王錫斌則說：「搬遷太過倉促，只

是趕鴨子上架，希望政府多站在攤商立場想。」（王錫斌，2016） 

 

  而在顧客方面，有顧客覺得傳統市場的食材較新鮮，尤其建國市場

最令人滿意，就算搬遷了，也會繼續到新的建國市場採買，但是大眾運

輸工具似乎不太方便；也有顧客認為新建國市場停車方便，環境乾淨，

會吸引更多人。 

 

  顧客對新市場有所期待，卻可能因交通考量而影響前往新市場意願，

因此交通問題值得重視並再規劃。而從攤販的兩極反應，透露出他們對

轉型計畫的擔憂和不確定性。攤商們雖擔心搬遷後會出現許多問題，如

新建國市場攤位狹小，攤商卸貨空間嚴重不足、大規模租金調漲，使攤

商無法負擔，以及消費族群不穩定等，但仍表示願意配合政府轉型，與

時俱進，同時也期待新建國市場能帶來更不一樣的傳統市場風貌。 

 

（二）搬遷後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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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新建國市場訪查 

（圖四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1、新建國市場開幕後，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6 日進行新建國市場實地訪查，

主要針對攤商設施及整體滿意度進行訪問。訪問結果統計如下表一。 

 

表一：實地走訪新建國市場攤商對各設施滿意程度統計 

 

 

商家 

  

丸

日

鮮

魚

加

工 

自

由

冰

館 

山

藥

餅

攤 

丸

記

蔬

菜

行 

拾

光

商

行 

鉅

富

塑

膠 

三

豐

製

麵 

源 

和 

肉

品 

大

砲

茶

飲

料

店 

丸

卯

鮮

魚

行 

雅

姐

姐

小

吃

店 

大

宇

冷

凍

食

品 

排水 ╳ ― ― ╳ ╳ ― ― ― ╳ ╳ ╳ ╳ 

客源 ○ ╳ ○ ○ ○ ○ ╳ ○ ╳ ○ ○ ○ 

交通 ― ― ― ╳ ― ― ― ― ╳ ╳ ― ― 

場內動線 ― ― ― ― ╳ ― ― ╳ ╳ ― ― ― 

宣傳 ― ― ― ― ― ― ― ╳ ╳ ― ― ― 

銷售分區 ╳ ╳ ○ ╳ ╳ ○ ╳ ╳ ╳ ╳ ○ ╳ 

通風 ╳ ― ― ― ╳ ― ― ― ― ― ╳ ╳ 

攤位 

大小 

╳ ╳ ○ ╳ ╳ ○ ╳ ╳  ╳ ○ ― 

租金 ― ╳ ― ― ― ― ― ― ╳ ― ― ― 

○：滿意   ╳：不滿意 ―：無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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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統整新建國市場攤商想法 

 

   本次市場調查中，有約半數受訪攤商對於建國市場整體滿意度高，

原因是顧客量不減反增，與當初搬遷前的預想差異大。但另一部分商家

則表示，市場內設施還有進步空間，若政府能正視問題並改進，轉型會

更完整。  

 

   再次訪問先前於舊建國市場訪問過的攤販，攤販前後反應也不盡相

同。魚丸攤販黃春華女士表示：「新市場空氣不流通，很悶，水龍頭積水

嚴重，還有空間也太小，唯一變好的地方就是顧客變多了。」（黃春華，

2016）蔬果商王錫斌先生也說：「搬到新建國市場後，雖然攤位變小，不

過人潮變多，所以顧客也增加了，但積水問題希望政府能趕快處理。」

（王錫斌，2016） 

. 

3、新建國市場自治會的看法 

 

   自治會余麗真女士表示對新建國市場的規劃大致上滿意，但仍有些

地方需要改進。新市場原規劃將攤販依商品種類分為 5 區，卻因攤販攤

位是以抽籤方式而無法落實。新建國市場規定，機車可進入市場內大通

道，禁止進入小通道，部分顧客依然騎機車進入市場，經自治會多次宣

導，此問題已有改善，但還未完全解決。交通局也正在規劃新市場附近

公車路線，預計將會有 11 線公車。每天 7：30~8：45 都會有垃圾車來收

垃圾，並且每天都有專人清理水溝。 

 

四、轉型過程的問題分析 

 

（一）交通 

 

    交通是觀光發展重要的一環，雖有計畫重新整頓新建國市場周邊大眾運輸

工具路線，但實際上若想讓周邊交通發達，聚集更多人潮，還須有更詳細精密

的規劃。 

 

（二）攤商觀念 

 

    透過攤商輔導、結合科技，使傳統市場升級為現代市場，有望突破以往傳

統市場的形象，但傳統市場多為老年人口，改變守舊的經營方式及觀念談何容



怎麼「轉」才有「型」? 淺析臺中建國市場的蛻變 

8 
 

易，若沒有年輕人協助轉型，加入創意與現代市場特有的風格，一切都是紙上

談兵。 

 

（三）市場動線 

 

    依市場攤位規劃圖來看，700 多個攤位分成五區並以格子狀排列，也許熟

客能找到熟悉的攤販，但如果照規劃分區，顧客的所需在市場外圍就能買齊，

降低消費者走進市場內的意願，導致市場外圈攤販生意較好，而減少了市場內

圈攤販公平競爭的機會。 

 

（四）排水系統 

 

    政府計畫解決傳統市場地面髒亂的問題，但實際上市場內的水溝淺且窄

小，時常積水，水溝內的水又不易流動，容易散發異臭。多數攤商認為此問題

嚴重，且直接影響作升億的品質以及顧客對市場觀感，希望政府作出因應措

施，盡快改善此狀況。 

 

（五）空氣流通 

 

新建國市場內攤商多達 700 多家，因此通風也是一大問題。我們於搬遷後

訪問時，處於市場外圍的攤商可能感覺不大，但於市場內部的攤販們反應市場

內空氣不流通，冬天就這樣又悶又熱，夏天會悶到什麼程度也可想像。 

 

（六）市場宣傳 

 

攤商反應新建國市場搬遷後，大眾熟知度不高，很多人都不知道新建國市

場位置在哪，導致部分顧客流失，且政府以觀光市場為導向，若想成功轉型，

必定需要具有知名度以吸引顧客，因此還需政府積極宣傳新建國市場，以期成

為結合傳統與觀光的市場。 

 

參●結論 

 

    為跟上時代腳步，傳統市場轉型蛻變，建國市場也配合政府的轉型政策，

搬遷並準備開始新的營運模式。 

  

    在研究中，我們了解到政府已提出計畫多年，為了配合都市計畫，推動轉

型。原建國市場位處政府規劃都更範圍內，需拆除使都更順利進行。對於轉

型，政府有許多想法和規劃，但想實際運行又是一大考驗。市場轉型有很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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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因素需考量，政府與攤販及民眾間意見溝通、交流也很重要，再三的計畫修

正才能更好。 

 

我們透過搬遷前後的實地訪查，得知攤販們的想法，雖然對新建國市場規

劃有些許不滿，不過整體來說，攤販們對於新市場保持觀望態度，對新建國市

場抱有希望。 

 

    新建國市場仍有許多不足，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轉型也不是一夕之間

就會成功，即使新建國市場已開始營運，但還需政府與攤商民眾間持續進行面

對面溝通，逐步改進內部細節與經營模式。一次次修改，一次次蛻變，期待未

來能看見轉型蛻變後的建國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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