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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在許多豪宅建案中，多有引進公共藝術作品者；且這些公共藝術作品雖然屬於該建案所有，但一來不是私人的典藏，

二來有部分作品尚能與外界人車有視覺上的互動，對整個街區景觀的質感提升，都有一定之助益。 此外，建築開發商將這

些公共藝術引進豪宅建案中，究竟只是為了提升質感，還是因為真的對銷售、價格，有所助益呢?又這些私人引進之公共

藝術，是否會成為一種風氣呢?又消費者、藝術家等等不同背景之人士，又會如何看待呢? 為了將上述的問題加以釐清，筆

者興起了研究此一課題的動機，並透過部分學理性的解析與印證，針對公共藝術本身先進行初步的分析。並先以量化形式

，針對研究相關之四大族群：消費者、房屋銷售員、建築開發商、藝術家，分別進行問卷及訪談，將取得之問卷、訪談資

料，進行交叉比較及綜合分析。對於建築產業鏈中上游到下游，直到終端消費者間諸多不同立場、專業背景的族群，進行

解析及綜合討論。 透過本研究之分析，可了解到消費者對公共藝術導入私人建案後，願意支出比建築開發商更多的投入金

額來購買該建案，而建築開發商也認為在建案中導入公共藝術對於建案的銷售開價、買賣速度是有正面的助益，所以非常

認同兩者之結合。第一線房屋銷售人員則反映了與消費者買賣成交與否，不完全在於開價上，而是可透過解說，讓消費者

認同，而以高於市場價來購買有公共藝術導入之案件。藝術家端則沉重的指出公部門之法令等，嚴重落後市場觀點及速度

、跟不上市場走向等問題。期望透過民間建築開發商的公共藝術設置，由點延伸至線、面，甚而結合公部門之公共藝術達

到都市全面化公共藝術，是本研究最終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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