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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生活型態轉變、交通發達，道路不再只有行人通行。為了確保行人過街的安全，開始興建起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把步行空間變成立體化。而人行天橋是較直接影響當地環境的，因此選擇它作為研究。 早期的人行天橋形式單一無特別美

化，人們使用意願不高；近幾年出現了許多新人行天橋，除了造型不太一樣，還結合其他功能，開始思考到使用者與橋及

橋與當地環境之關係，試圖改變人們對天橋的印象，提高其使用率，還能體驗到不同的感受。 本研究整理了橋樑景觀及美

學、人行天橋設計的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案例的資料，選定跨道路、河道及混合型的天橋作個案分析、問卷調查和實際觀

察，以了解使用者對於人行天橋之使用習慣、各項設計的滿意程度和目前天橋所存在的問題。 由研究結果得知，使用者的

偏好在跨道路型的天橋部分以最短距離及利於行人使用的路徑作衡量；跨河道型的天橋可增加橋的機能性或連結周遭的活

動行為。另外在不同位置的細部構件可做造型變化；鋪面及材質先考慮當地氣候再作選擇。而一般天橋的照明設施則是使

用者認為最需增設的，以輔助照明為主⋯。在往後規劃、設計人行天橋時，可作為參考依據，讓更多人願意去使用它，進

而改善行人的安全以及增加人行天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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