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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近年來隨著都市發展趨勢及產業結構的變遷，既成市區或舊市中心區，面臨空間使用過度密集、地區公共設施不足或

老舊的困境，導致該地區都市發展競爭力衰退，商業強度流失投資減少、環境品質也逐漸低落。 城市復興是一個漸進式的

長期的過程，經由採取政府與私營機構合作的形式來振興城市，創造永續的經濟活動，實現經濟、社會關係、文化及物質

形態等方面的全面復興。當城市復興以公共藝術作為區域復甦或再發展工作的策略之一時，公共藝術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功能、及可以帶來的助益，而過程中如何運作使其成為城市復興的利器，是本文所探討的問題。 本文以台南市「美麗新世

界─海安路藝術造街計畫」為研究案例，透過造街背景緣由、策展理念、及執行過程的文獻檢閱、案例現況的調查、及對

公私部門的執行或參與者、當地居民與商家進行訪談，探討其公共藝術在都市空間再發展策略中的角色、對當地帶來的影

響，並發現公共藝術在此類機制中執行所實際面臨的問題。 都市再發展的策略中，公共藝術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帶來硬體

上環境獲得美化改善，及形塑城市特徵或特殊格調外；取得居民認同感，讓公共藝術得以持續存在，使其衍生維繫社區鄰

里與區域生活的永續經營功能，也是重要的過程。除此之外公共藝術是否能幫助復興的城市創造出永續的經濟活動，以實

現經濟、社會關係、文化及物質形態等方面的復興?本研究認為以公共藝術的創意連結產業發展是可行的發展方向。面對

全球經濟轉型，文化創意是世界重要的一大趨勢，以文化創意產業的操作機制結合公共藝術的周邊效應，創造一種新的經

濟產業。這亦使公共藝術能在城市復興策略中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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