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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究新竹市 1990 年代後期以來，以文化∕歷史之名展開的公共空間

再造過程。1998 至 2001 年，蔡仁堅擔任市長期間，展開以城市風貌再造為主的

文化治理，一方面擴大執行東門城廣場美化案，在地方政權與專業規劃者制訂的

市民參與規則下，形構出市民參與公共空間再造的機制，以及台灣公共工程的典

範；另一方面，地方政權直接委託專業規劃者，進行大量的歷史空間再利用，建

立多種主題的博物館，透過媒體與市政文宣品，將博物館群計畫形構為城市獨特

風格，以及營造出多元面向，藉此召喚市民多重主體身份。地方政權透過這一明

一暗的公共空間再造機制，緊扣著專業規劃者霸權與媒體宣傳機器，操弄出市民

參與的表象，藉此營造出朝向市民城市的官方文化治理。 

空軍十一村保存與再利用行動和辛公館保存行動，則揭露了官方文化治理所

營造的市民城市假象，以及地方政權緊握不放公共空間的主導權與再現權。在辛

公館保存行動中，由於交通部核撥停車場經費，引發了市府採行共構設計及搶救

小組訴求原封不動保存之間的爭論。湖畔民眾俱樂部則是挑戰由地方政權與專業

規劃者一手包辦的公共空間再利用機制。在確立了空軍十一村的保存命運後，展

開了進駐行動，期望開啟公共空間的公共性參與，但受制於現有行政體制、地方

政權的空間想像。整修後的空間資源分配，以及進駐社團的公共性與正當性等問

題，消磨了湖畔成員的草根動力。最終，保存下來的空軍十一村與辛公館依然重

回官方文化治理的空間再利用機制。  

在建國公園與中巷的空間改造案例中，市府以照護老人之名，進行一連串的

掃黃行動及建國公園改造工程，並將整修後的公園交由社區管理。中巷文化教育

學園計畫則是由關帝廟主導，以文化與社造之名，將收購而來的中巷妓女戶改建

為圖書館，並進行一系列的社區營造活動，企圖恢復∕改造中巷風化區為文教

區。這兩個案例皆藉由空間環境的改造，來吸納特定階級的社區居民或香客參

與，以排除原先在公園及其周邊活動的邊緣族群。 

最後，筆者指出 1990 年代後期以來的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是不同行動者

介入、競奪、相互挪用、合作的文化治理場域，是有所選擇且排他的特定美學品

味之空間再現。雖然展現了市民自主性，卻預設了特定市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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