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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 研究動機
市場一直都占一般人生活重大的部分，也是象徵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從古代的街市到近代的大型百貨。人類對於市場的氣氛有了重大的改變，但這
並不代表一個進化史，而是新舊並存的交易行為。傳統市場占了人們消費地點
的一大部分。
近年來大型商場的進入，加上傳統市場的外觀不符合現代年輕人的理想，傳統
市場的客源漸漸的失去了年輕人的蹤影。如同少子化般，一但年長客人流失，
傳統市場變會因為不能夠在有經濟效益而被自然淘汰。我希望可以找出一個比
較貼近年輕人的原因，希望可以有較解決市場存亡的問題。
在百齡高中的小論文「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的變遷」中最後的結論題到
『雖然，台灣的傳統市場具有相當親切的人情味，但在現代的社會價值中，很
多人都會認為傳統市場是一個地面濕滑、光線昏暗的地方，無法與現代化的購
物環境相比，因此，若不能改進整體市場經營的現況，加強衛生條件的改善，
消費者便會慢慢流失，也勢必會被時代潮流所取代。』
由此可知傳統市場的式微已逐較開始。
 研究目的
1.想要藉由東門市場來探討傳統市場在歷史脈絡下的變遷
2.藉由東門市場來了解傳統市場在現代消費選擇下消失的原因
3.想要為了東門市場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及建議，使其成為市場再造的另一個
案例
• 案例選擇與介紹
本研究因為是採用東門市場作為個案探討其理由為何
東門市場的發展與商業區的發展十分重要，新興商業區的轉移也使得東門市場
面臨沒落的命運，在老新竹人眼中，過去的東門市場是一個如同巨城般的市場，
內涵商品及服務項目森羅萬象。所以市場內部的價格普遍偏高。但這樣的好景
並不長，約莫十幾年，東門市場的客源大量流失。商店也一一倒閉，原本被定
位在經字塔頂端的傳統市場，瞬間被打到谷底。因此我想藉由東門市場，來看
看傳統市場是否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二、文獻回顧
• 新竹市商業活動空間的變遷
I.清領時代市街的形成
新竹市舊名為竹塹城，原為道卡斯族的棲身之所，雍正元年，將大甲溪以北地區規劃給淡水同知管轄，11年同知徐治明環植棘
竹為城，以北鼓樓北端為北門，關帝廟南邊為南門，暗街仔的東邊為東門，內天后宮的西邊為西門，周為四百四十餘丈，並建
四城門，意味著市街規模擴充，商業機能萌芽，當時竹塹最早的發展地區為暗仔巷致打鐵街附近一代(今東門里東前街)。
乾隆年間，先後興建長和宮、城隍廟、西門內天后宮，顯示城內與北門一帶已有相當地居人口，寺廟不僅是信仰中心，更為人
群聚集之地，市集交易興盛之地。乾隆21年淡水廳部署移至太爺街(今北門街)，街市已太爺街為中心，商業區仍由城隍廟向北
延伸至米市街(今北門街8號到56號)、北門街和長和宮口。
II.日治時代市區改正
從明治38年起，逐步實施市區改正計畫，打通或改直和拓寬市街，成為以新竹廳舍為中心的放射狀道路。伴隨市區改正計畫，
以及東門新竹消費市場的設置，東門一帶日漸成為新興的商業區，與清領時代的北門互相競爭，北門一帶多為歷史悠久的米穀、
雜貨商，均為本島人，日本人較集中於東門、南門一帶，營業種類繁多。
隨後因為東門外為重要行政機構所在，日本人多集中居住，為應應當地居民的需求，商圈往東門發展。交通路線的變更，火車
站成為交通中樞，東門一帶成為交通中心，有利於商業發展，新竹舊港由於地理因素而關港，導致北門商圈開始沒落，東門一
開始成為日治末期重要的商業區。
III.民國政府時期變遷
據《工商業普查報告》，民國43年至70年間，新竹市一直是新竹地區重要的商業中心。商業活動在新竹市的經濟發展占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竹產業開始轉變，以電子等科技產業傲視全國，新竹因居民所的高，財富快速成長，擁有強大的消費能
力，吸引了需多大型百貨和商業的進入。
目前新竹市辦數以上工商業集中於東區，型成原有市中心火車站和新興光復路兩大商圈。前者為日治時期的商業中心，近年來
的商業中心移至火車站一帶。
• 傳統市場的定義
『傳統市場又可稱為傳統市場或墟市，是一種相對於超級市場的賣場，通常在一個社區中會有一個。它所販賣的商品主要是各
式各樣新鮮的蔬菜、尚未宰殺的雞、魚等等，除此之外，在這之中，也可能有餐飲店、雜貨店、服飾店等商店座落於其中。傳
統市場新年前會賣年貨（年宵）；以營業時間區分，專賣早中午的為「早市」，專賣下午至通勤下班時間的為「黃昏市場」。
傳統市場販賣的食材新鮮，且可讓人殺價或要求贈品，所以廣受家庭主婦所喜愛，主婦們通常於白天在此購買接下來一兩天做
菜時所需要的食材。』取自維基百科

三、研究方法
• 實地觀察法
為了要實地了解東門市場目前的現況，以及周遭的商業環境。在不同的時段進行觀察，藉
此了解不同的時段的客源分布。我將時段分為四種，早上、中午、下午以及晚上。通常食
品以及生鮮蔬果都是在早上，部分餐飲開到中午至下午，中午服飾業以及骨董和服務性
(服改、美容、理髮)開始營業，晚間則是近中正路和大同路的兩側商家才會營業至八點左
右。
• 深度訪談法
訪談者的選擇是以東門市場現有營業的店家，盡量已不同販售項目為主，並採取個人意願
是否願意接受訪談，並採用手動紀錄的方式，不錄音及錄影。但礙於時間和店家的堅持，
並沒有取得大量數據，但足以表現市場的特色以及發展的願景。
深入東門市場，對店加進行直接訪問。目的是想要藉由店家自身的觀察以及來客量，進行
檢討。最後想要了解店家認為東門市場需要如何改善。
• 文獻回顧法
關於東門市場的文獻其實相當的稀少，大部分的資料都在文化局之中，本校圖書館目前的
藏書，有較明確照片，及歷史的只有在新竹舊照片及中的ㄧ頁，內容只有大概簡單的敘述
東門市場的歷史。
相關現代的文章，主要是由中華大學的都市計畫相關課程，以一個都市計畫的概念，提出
東門市場的改建。關於傳統市場的分析則是有許多的文章，包含了市場美學，市場改造，
市場比較。其中又以台北市的市場小學計畫和台中市忠信市場的轉型為較成功的案例。在
文學方面，劉克襄的《男人的菜市場》為推廣傳統市場延續的代表作品之一。
傳統市場延續的概念，有個大大小小的文章都有進行比較。

五、結論與建議
傳統市場的式微，主要原因其實跟大賣場的進入有很大的關
係，傳統市場商家認為自己的產品十分的衛生且環境十分乾
淨。卻忽略了大賣場的環境，燈光不佳、氣味不良、缺乏停
車空間來延長顧客停留時間。但這些只是結果論，政府誘導
式的將商業中心的轉移。使的人群的移動劇增，原本的商域
無法支撐起一整棟的東門市場。使的市場開始逐漸沒落，但
環境也使得客原遲遲無法拓展的一項原因之一。過分得昏暗
與氣味，衛生的疑慮等，但時間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因素，
無法配合現代上班族需求，使的原本舊已經很萎縮的客原更
加萎縮。藉此大賣場正巧補了這缺口，傳統市場的地位就更
岌岌可危了。
臺灣對於大部分的市場都是採取都市規劃的角度，多半都是
把它置換成其它的公共設施，但這並不是一項符合社會評估
的作為，「在利用」賦予了市場新生的可能，可以藉由在地
觀察和師取大賣場的優點來延續市場壽命。更可以結合不同
的資源來達到創新與進化，使市場不再只是市場，賦予舊建
築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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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甲、A訪問者 B受訪者(小吃店老闆)
A：請問這間店在東門市場多久了？
B：日治時期到現在
A：請問主要顧客來源？
B：老主顧較多，偶爾有外來客
A：請問是第幾代老闆？
B：第二代老闆
A：請問是否想要讓下一代繼承？
B：不希望，而且他們也沒意願
A：主要的產品是跟周遭店家進貨的嗎？
B：不是，主要是跟經國路上的果菜市場進貨的
A：請問可以簡單敘述一下以前的東門市場嗎？
B：50年前十分熱鬧
A：請問在你眼中為何東門市場會沒落？
B：人潮並沒有有效進入且四周並沒有進出的通道(車輛進出)
A：請問要如何改善東門市場？
B：全部都更
乙、A訪問者 B受訪者(雜貨店老闆)
A：請問這間店在東門市場多久了？
B：好久以前到現在
A：請問主要顧客來源？
B：都是老顧客瞜！
A：請問是第幾代老闆？
B：第三代老闆
A：請問東門市場有經歷什麼大事嗎？
B：搬到大水溝那裡，因為市場太舊啦
A：請問以前的生意一直都不好嗎？
B：搬回來的頭幾年不錯之後就不行了
A：以前東門市場的生意如何呢？
B：以前四周都還有攤販，他們生意都不錯，但後來被市政府趕走，生意就更不好了
A：請問東門市場有什麼優點呢？
B：位於市中心
A：原本商品就很多元嗎？
B：原本只有賣雜貨，後來快撐不下去所以越賣越多東西
A：請問為什麼還繼續在這裡營業？
B：不來做的話合約會被市政府收走
A：請問以前的東門市場如何？
B：以前二、三樓去標，一間可以到30~40萬
A：請問要如何改善東門市場？
B：需要市政府的重新規劃

丙、A訪問者 B受訪者(加工食品老闆)
A：請問這間店在東門市場多久了？
B：從市場開始到現在
A：請問主要顧客來源？
B：都是熟客，就算有新客人也是熟客介紹的
A：請問是第幾代老闆？
B：第三代老闆
A：請問以前東門市場很熱鬧嗎？
B：當然，連鄉下人都會特地到這裡買，而且以前大賣場什麼的都比較少
A：東門市場以前有發生什麼問題嗎？
B：幾年前是有幾個遊民，不過後來是政府把他們趕走了
A：請問商品都是對外購買嗎？
B：不是喔！都是由自己做的，外面有工廠
A：請問東門市場有什麼危機嗎？
B：就沒人潮阿
A：請問東門市場有發生什麼變遷嗎？
B：以前市場有拆到臨時市場過
A：請問東門市場要怎麼改善？
B：要有停車場啦！沒停車的空間，大家就不會想來了
丁、A訪問者 B受訪者(雜貨老闆)
A：請問這間店在東門市場多久了？
B：40多年了
A：請問客人都是老顧客嗎？
B：當然，外人又不太近來
A：請問是第幾代老闆？
B：第二還是三代老闆
A：請問是否想要讓下一代繼承？
B：自己都吃不飽了還叫他們，我都是賺飯錢
A：請問有搬到臨是市場過嗎？
B：有搬過去過，在圖書館那邊嘛！

A：商品是外來的嗎？
B：不是，都是臺灣的
A：請問可以簡單敘述一下以前的東門市場嗎？
B：50年前十分熱鬧
A：請問在你眼中為何東門市場會沒落？
B：自從遠東的進入，大財團啦！生意就越來越不好了，尤其是大賣場一來生意就更不好了
A：聽說以前東門市場生意很好，現在呢？
B：20年前是還不錯，之後就沒很好，現在更不好。以前阿，要三個人顧店，現在只要一個人
A：請問會覺得在這個位置生意比較不好嗎？
B：沒有什麼比較不好，中間靠近路兩旁的人的確比較多

四、研究分析
• 歷史脈絡分析
原本的商業中心在北門一帶，北門街和城隍廟，為市場發展的重要依據地，當時的米、茶、
樟腦等戰有龐大的市場。日治後，因地理因素，竹塹港開始淤積，日本人將經濟重心轉往
東門地區，也就是當時日本人的經濟重心，由於鄰近市政府，同時也是政治中心，東門市
場在當時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民國後，因為政策的引導使得商業中心分散，所說東門市
場據有地點上的優勢，卻因為消費結構的改變，以及大型賣場的進駐而沒落。且鄰近的市
場賣的價格又比較低，形成了客源瓜分的局面。
東門市場原為新竹市第一個室內大型市場，也是民國60年第一個有手扶梯的公有市場。有
一說法為日治時期為了方便管理而將原有的街市改建為市內市場，而另一說法則為改變商
業重心而建。日式的建物在民國61年拆遷，東門市場搬至今新竹圖書館一帶的臨時市場，
於民國68年完工為現代的東門市場。據老新竹人的說法，當時的東門市場如同現在的巨城
一樣是十分熱鬧且繁華的地方。之後傳統市場的商業機能開始萎縮，東門市場也開始沒落
了

• 可行性分析
A.超市化環境改善
由於建築物內的光現只靠人工光源而且它建築樣是過於老舊，所以光線十分不足，
可以改變天井來吸引天然光的進入。在肉類食品，加上玻璃櫃，藉此隔離蒼蠅，以
及保持食品溫度。加工食品的部分，可以加強員工教育，帶上手套以及口罩，可以
提升衛生感，和玻璃櫃，雖然會增加距離感，但可以改善衛生問題。

B.轉型為觀光市場
與公部門合作，吸引新創公司的進駐，將這你改建為文創地區，吸引年輕人的興趣，
藉此延長市場的壽命。如同台中的忠信市場以及巴塞隆納的Santa Caterina Market
C.教學場域的結合
新竹市內有許多的大學，同時也有許多的社區大學，可以藉由社區大學的相關課程，
推廣市場教育。同時也可以結合周遭國小，進行食農教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