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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railroads as a preservative concept of cultural property is accepted and supported by people gradually. Many places such as

monument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were listed by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TRA) . A lot of improvement plans were proposed

by old stations. But Zhuifen Station was not accepted. This research try to investigate Zhuifen station’s overall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its preservative valuation, character of its building. This research adopt qualitative analysi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field surve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visitors and resid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the station can be converted historical and aesthetic field and learn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 space can be planned as

neighborhood park, tourism and recreational and wedding photography attractions; warehouse can be planned as shopping, dining,

show and reading center; local travel can be developed by combing with local festivals and surrounding tourist att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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