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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近年來便利商店、超級市場、大型量販店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開業，他們擁有輕巧的自

動門，有明亮清爽的店面，有品質保證的衛生條件、還有按照分類擺放整齊的商品令人一目

了然，剛好符合都市人的需求，省下了我們寶貴的時間。回過頭來想想，我們住家附近那充

滿吵雜吆喝聲、秩序紛亂以及看似髒亂的傳統市集，為何依然能屹立不搖存在於現代社會呢？

按照常理來說，傳統市集的的存在應是一種地景的矛盾，因此我們想探討的就是在這個變遷

迅速的現代社會，傳統市集依舊能存續下來的原因究竟是什麼？ 

    我奶奶是個土生土長的七堵人，由於某些原因我們現在搬到台北居住，但她依然堅持每

個週末一定要回七堵傳統市集一趟，採購下一周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以及新鮮的魚肉、食品和

蔬菜水果，這一長期以來的習慣，引起我強烈的好奇心：為何即使搬離七堵，她仍然堅持要

回到七堵傳統市場採購？基隆市七堵區的七堵傳統市場和我七堵的家只距離一條馬路，雖然

回去的次數很少，試問這一兩年來，不管是跟著家人或是自己一個人，進入傳統菜市場閒逛

買菜的次數加起來應該可以說是屈指可數，但不可否認的，菜市場在我們的童年記憶中，的

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然而，最近幾年來，新興店家不斷興起，像是家樂福、愛買、COSTCO……諸如此類由國

外引進的新型經營模式的量販店。不可否認的，他們擁有更完備的設施和功能，可為消費者

服務，提供多元化的商品讓消費者做選擇，許多優勢甚至可以取代傳統市集。只是，怎麼就

是缺少了那麼一點兒人情味？當你毫無頭緒的在一簍簍蔬果中挑選的時候，沒有熟絡的老闆

告訴你挑選新鮮蔬菜的訣竅；當你煩惱晚餐菜色應如何搭配之時，也沒有熱心的老闆教你煮

排骨要配什麼樣的菜會更美味；當收銀台的服務員幫你結帳的時候，你再也不能說「頭家，

順便送我兩根蔥，幾顆蒜頭」。 

當許多顧客因為要求品質保證、衛生條件及配合上班時間，而紛紛轉向超級市場及量販

店消費，傳統菜市場還有競爭力嗎？它還能繼續存在於急速變遷的現代社會嗎？不知西藥店

前賣餛飩的小攤販是否依然還在？媽媽每次上菜市場指定的水果攤、蔬菜攤、肉攤還有魚攤，

過了這麼多年是不是還一直在同一個地方做生意？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是否也還在菜市場

裡繼續奮力地叫賣著？縱使傳統市場在這個快板步調的都市生活中，或許已有些跟不上節

拍，但仍有不少婆婆媽媽依舊是菜市場的忠實顧客。究竟，是什麼原因？是什麼吸引力？讓

婆婆媽媽仍然對傳統市場流連忘返？ 

   傳統市場提供一個社區情感交流最佳的場所，擁有居民共同的情感記憶。但如今，它就

要這麼消失了嗎？面對變遷急速的大環境，傳統市場該如何因應？它會在這個講求高效率的

時代潮流下逐漸式微，或嘗試在困境中做出改變？所以現在，我們想做的，就是重新拾回對

它的熱情與好奇，從錯綜複雜的時空線索中，尋找答案──了解它的空間意義、走進一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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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歷史記憶、追尋從前的那份感動。 

二、研究目的 

    傳統市場一直以來都是市井小民念念不忘的好去處，它充滿活力，洋溢熱情…….儘管科

技不斷進步，時代一直改變，傳統市場依然不改其本色──濃厚親切的人情味。 

    雖然近年來出現了新的消費型態，各式便利商店、量販店紛紛興起，但七堵傳統市集依

舊充滿著人文、洋溢著活力，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七堵傳統市集與七堵居民如同脣齒相

依般的緊密連結，它是七堵居民最熟悉的情感交流場所，最貼近的生活空間。 

本研究目的在於： 

(一) 從記憶與懷舊層面出發，觀察七堵地區的居民與七堵傳統市集之間的觀感、情感與認同。 

(二) 藉著七堵區歷史的發展沿革，找出傳統市集的核心價值與其不可替代性。 

三、研究方法 

    按照常理來說，傳統市場的存在應是一種地景的矛盾，因此研究者想探究的主題就是─

─在這個變遷迅速的社會，傳統市集依舊能存續下來的原因究竟是什麼？進一步探討傳統市

集的核心價值以及存在意義。 

    首先研究者觀察近年來研究學者們有關於傳統市場之論文題目以及社會所關注的相關議

題，再追溯歷史，瞭解七堵傳統市場的緣起、發展歷程與其不可替代性。接著透過問卷調查

法來分析七堵居民與七堵傳統市場之間的觀感、情感與認同，然後利用訪談法深入了解三位

在七堵傳統市場内經營多年的傳統店家，對於近幾年來無論是市場的變遷或是店家本身的改

變所持的看法。另外訪問三位長期持續在七堵傳統市場內消費且居住在七堵區的居民，了解

他們對於七堵傳統市場的觀感、情感與認同。最後綜合上述所有研究方法之結果，歸納整理

並加以分析後獲得最終結論，達成本次主題之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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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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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傳統市集 

（一）傳統市集之定義 

    當一群人需要一處可集中之場所以進行交易，市集就會應運而生。《易經》繫辭記錄：「神

農氏始列廛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易而退，各得其所。」說明中國

自上古時代便已有了市集的雛形。 

   市集通常會在人口聚集之區域內形成，多半在信仰中心、交通要道、產業中心、行政中心

等地，時間由臨時而固定，空間由小規模逐漸擴張為大規模。又因早期居民缺乏交通工具，

多以歩行為主，造成移動距離與範圍皆受到相當大的侷限，活動空間通常也僅止於住家附近，

往往發展出住商混合之市集。 

（二）傳統市集之歷史記載 

    早在台灣歷史上的荷蘭時期，原住民、荷蘭人、西班牙人及漢人已有互相進行商品交易

的行為產生，台灣最早的市集就是在此時形成。確定台灣已發展出市集的文獻記載是 1694 年

高拱乾撰《台灣府誌》，誌內提到：「菜市，在寧南坊府學前，村里  各種菜蔬瓜果等物集此，

炳燭為市，盡辰而散。」1741 年台灣道劉良壁編輯的《重修台灣福建府誌》更記有其所見：

「彰邑所轄為半線保，雖新設未久而願耕於野，願藏於市者，四方紛致。故街衢巷陌，漸有

可觀，山海珍錯之物，亦無不集。」盧嘉德《鳳山縣彩風冊》亦有「旗後街，在大竹里，現

西十五里，逐日為市」等紀錄。由官方出面設置公有市場是從日治時期開使的，市場之制度

管理亦是在日治時期展開的。 

（三）以營業時間區分市集 

(1) 批發市場：在北宋《東京夢華錄》裡曾紀錄：「……每五更點燈，博易買賣衣服、圖畫、

花環、令領抹之類，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通常清晨三點即營業。批發市場市大盤供貨

的地方，中盤或小盤商販購買後運回整理後在準備至一般市場販賣。 

(2) 早市：通常清晨六、七點開始營業，過午幾乎全休息了，若要搶便宜，近中午十分通都

會大降價。「早市」即一般所言之傳統市場，是大眾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黃昏市場：因應傳統營業時間之限制而產生之市場，營業時間大約為下午三、四點至七、

八點。黃昏市場通常為私人承租土地後，在開始招攬攤商營業。 

(4) 夜市：顧名思義為晚上營業者，通常是具鄉土味之點心，甜鹹冷熱樣樣具全，近年來常

常出現生活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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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與攤販 

清劉家謀竹枝詞「襟貨在憑鼓報知，卻招賣肉角先吹，錚錚聲向門前過，陌是貓鄰薩鼓

宜。」描述了攤販的「流動性」。攤販自古即是組成市集之最小單位，把家中剩餘的農產品小

量地帶至人潮聚集處交換，到以貨幣交換，慢慢地演變至今。市場原本集客力就不錯，商人

見有利可圖，便紛紛往此處聚集，但不一定每個人都有店舖貨攤位可以使用，因此就出現以

流動方式搶占商機，而零售商場的設備不好，或是租金過高等因素，則會使周邊形成攤販的

聚集地。 

(五) 現今之傳統市場 

閩南語中所謂的「菜市仔」也就是指零售攤販集中交易的場所──傳統市集。在傳統市

場裡，設立單位及管理者的差異區分為公有傳統市場以及私有傳統市場，如下表： 

 公有傳統市場 私有傳統市場 

設立單位 政府機關 私人開發 

建立方式 劃分攤舖配租給一般私人攤商經營 依據市府獎勵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並

興闢都市計畫之市場用地 

管理者 專人管理 私有市場負責人與承租攤販共組自治會

在民國六、七○年代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市場寫下了輝煌的一頁，然而，為何

這個台灣生鮮食品最主要的供應場所，會在社會進步的今日逐漸衰蔽呢？主因於大部分傳統

市集的購物環境不佳、建築物的老舊，和當今的新型態商店相較之下處於劣勢；價格上無法

承擔市場外低價競爭的打擊；對於都市中日益增加的職業婦女而言，傳統市場集中在上午的

營業時間與上班時段的衝突更是一大隱憂。許多傳統市場即使經過一番整修，仍然無法遏止

顧客逐漸流失的情形發生，或許每逢假日和年節所見川流不息的人潮，依然不比二、三○年

前那段歲月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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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年來研究者之研究題目與關注之議題 

研究題目與關注之議題類別、來源及內容一覽表 

類別 來源 內容 

 許劭睿新莊報導《逐漸

凋零的傳統文化新莊

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的優勢在於

比超級市場多了一份

人情味。 

 傳統市場沒有嚴密的

組織，且環境較髒亂、

衛生條件較差。 

 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

的差異包含販賣方

式、新鮮度和人潮的氣

氛等。 

 傳統市場正走向凋零

的命運，但它會改變、

會以另一個面向存

在，不會消失。 

 傳統市場特性、比較傳

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之

間差異 

 莊順源《改進傳統市場

經營管理方式之調查

研究－以高雄市公有

傳統市場為例》 

 傳統市場的形象是嘈

雜、髒亂的。 

 仍有人較喜歡至傳統

市場購物，認為傳統市

場離家近、交通方便、

價格便宜、產品新鮮、

貨色多、品質好。 

 傳統市集與超級市場

或量販店之間消費型

態之比較 

 在李亞倫《傳統市場的

重生之路》 

 許多東方進步都市之

傳統市集仍保有其傳

統和特色，庶民文化的

東方情調時常吸引大

量西方觀光客，商機無

限。 

 台灣傾向將傳統市集

完全「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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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玲瓏、吳佩純、王美

雲與翁嘉孺《傳統市

場與超級市場顧客通

路選擇行為之分析─

─以內普地區為例》 

 找出傳統市場與超級

市場之經營特性，藉此

區隔消費者光顧傳統

市場或超級市場之原

因，並針對兩種市場的

消費者，了解其選擇購

買通路之行為。 

 對傳統市場與超級市

場提出建議。 

 東森新聞報《台北市長

候選人郝龍斌與商攤

座談 2006.9.18》 

 傳統市場在面對市民

生活形態轉變和財團

競爭的雙重壓力下，經

營日漸困難。 

 重大市場改建案中，官

員不肯接受攤商的意

見而導致改建結果缺

失。 

 郝龍斌表示在未來市

場的發展改建上，會邀

請社區和攤商一同參

與討論規畫，若市場沒

有經濟效益導致無法

生存，市府會協助攤商

轉業。 

 市場具有特色和競爭

力，可加強規畫轉型成

觀光景點。 

 對傳統市場提出建

議、分析傳統市場未來

發展方向 

 

 李文英議員《傳統市場

如何風華再現？》 

 傳統市場的真正價值

在於非標準化。 

 以現有條件做局部修

整，將傳統市場難以替

代性、獨特的社區文化

特色充分利用，在現代

化管理與人性化經營

間做到平衡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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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常生《以零售市場與

攤販經營發展探討公

共設施市場用地存在

適宜性──以台中市

為例 》 

 傳統市場的供給面和

現在顧客的需求面有

極大落差。 

 許多傳統零售市場已

淪為社會暗角。 

 傳統市場沒落的原因

其一是競爭的壓力，其

二是業種規劃並不合

專業，未能依比例分配

適合的業種。 

 行政院第三十八次政

務會談《傳統市場更新

與改善五年計畫》 

 傳統市場雖有其存在

價值，但仍有許多問題

待解決。 

 傳統市集未來環境預

測：傳統市場必須隨時

代變遷，改變經營體

質。 

 傳統市場具有社區文

化特色，尚有存在價

值。 

 各方對於傳統市場發

展之看法與情感 

 

 林珮如《鄉鎮地區傳統

市場發展研究──以

竹東鎮公有零售市場

為例》 

 探討公有市場在地營

運的特性，以分析公有

傳統市場面臨發展的

困境，並提出未來傳統

市集整體規劃考量，可

利用資源與優勢，強調

本土化。 

 管理策略應建立於經

營效益需求與組織配

合程度。 

 政府規劃對傳統市場

之影響 

 新台灣新聞週刊林修

卉《改建管理失當 北

市傳統市場式微》 

 圓環北面不遠處的大

橋市場，也因台北市政

府的改建設計不良，導

致業者生意慘澹，風華

難再起。 

 生意清淡攤商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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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走人結束經營。 

 傳統菜場是人際網絡

集散地。 

參、研究對象資料 

    研究者選定基隆市七堵區的七堵傳統市場做為這次的研究對象。研究者之所以選七堵傳

統市場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因研究者之一本身是七堵人，對七堵傳統市集與生活週遭各

項事務的聯繫與影響，還有到此傳統市集進行消費的人與七堵傳統市集的互動深感興趣，第

二，由於七堵傳統市場屬於歷史悠久之傳統市場，在發展過程中幾乎未經過政府的整治規劃

或是干涉，因而能完整呈現出傳統市集的原始風貌。 

七堵區歷史發展背景 

(一)發展沿革與定位 

    七堵區的開墾自清朝乾隆初年起，由福建省泉州府安溪縣人自淡水上陸，至七堵居住開

墾。早期之經濟活動是以採集木、材、藤、蕃薯向台北供銷，而至乾隆三十五年以後，居民

購地農耕而漸漸開發。在都市的發展上，七堵區相較於基隆市其他行政區有更多的空間以及

環境優勢。由下表中，可以看到七堵區在日據時代的轄治隸屬在台北及基隆之間有所轉移，

光復後七堵區繼續維持著人口聚集區的角色，但近年來因自然地形的阻隔、土地面積廣大以

及都市發展政策的影響，七堵區的發展速度逐漸減緩。 

七堵區地方轄治及地方角色 

時間 事件 地方轄治 七堵的角色 

乾隆初年 泉州人移植入墾。  

乾隆 35 年 居民購地農耕，開始開發。 淡水廳   

光緒 14 年 

（1888 年） 

劉銘傳興築鐵路，搭設八堵車站鐵

橋。 

台北府石碇堡  

光緒 15 年 

（1889 年） 

鐵路、道路逐漸取代基隆河水運運

輸。 

  

日據時代 

（民國 17 年） 

  台北縣基隆支

廳五堵、瑪陵

坑庄 

 

（民國前 15 年）  水返腳辦務署  

（民國前 12 年）  基隆辦務署  

（民國前 11 年）  基隆廳 18、20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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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前 7年）  基隆廳五堵

區、瑪陵坑區 

 

（民國前 3年）  台北廳 人口集居區 

民國 9年 七堵為庄治中心（五堵、瑪陵、暖暖

三區合併成七堵庄）。 

台北州基隆俊

七堵庄 

人口集居區 

民國 34 年   台北縣七堵鄉  

 民國 36 年 七堵區成立。 基隆市七堵區 人口集居區 

民國 38 年 劃出碇内、暖暖、暖同、暖東、暖西、

八東、八南各里為暖暖區。 

基隆市基堵區   

民國 77 年  基隆市七堵區  

                     （斜線部份無法尋得詳細資料） 

(二)文化聚落與宗教信仰 

    乾隆中期，泉州人入墾基隆，其入墾的路線有從基隆河谷溯源而上，有的則從北海岸走

陸路過來，泉州人在河谷及山地地區一帶發展，早期經由向平埔族租地耕作，取得生產與居

住空間，後來約在清嘉慶年間以後才在基隆河中由逐漸開闢建了以泉州為主的暖暖街市以及

五堵、六堵、七堵、八堵等漢墾移民之傳統聚落。 

    在嘉慶 22 年，泉州安溪余氏家族入墾六堵庄，分為下圳余、頂圳余兩支，為了開闢水源

的需要，於道光 14 年，引草濫溪水開鑒水圳，余姓家族乃成為五堵、六堵地區的大姓家族，

其中位於堵南里的「五堵南」、「溪頭」、「嶺腳」、「五堵腳」等等闢於河階上的傳統聚落中，

最主要的居民大多是當時余姓家族的後代，余氏後裔並在「五堵南」集資建立了目前七堵區

最大的地方角頭廟宇「大德廟」〈今位在基隆市七堵區堵南里大德路 42 號〉，此廟為余姓家族

的信仰中心。 

(三) 產業起飛 

 六堵工業區的發歷程及現況 

    民國 62 年為配合行政院「加強國家全面經濟發展」，全國經過挑選後，選中了基隆市七

堵區六堵里的單季農田上開闢「六堵工業區」。當時六堵工業區是全國第一個示範工業用地，

總開發面及達 54.86 公頃，工業區的基地除公共設施外，可供建商用地 42.99 公頃，工業區

工廠最多時，達 30 餘家，員工高達 5000 餘人，然至目前為止，僅剩 20 餘家，員工 3000 餘

人。因六堵工業區並非獎勵投資條例與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之相關法令開發，故省政府建設廳

於民國 81 年解編工業區後，該區改以實施都市計劃，區內所有公共設施等財產移交市政府辦

理管理，成為全國第一個被解編的工業區。 

    解編後的六堵的工業區，由於缺乏新的投資誘因、土地權屬糾紛，以及面臨國內產業轉

型、其他工業園區的競爭，工業區內多數的土地閒置，所進駐的產業也多有污染性。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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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配合新放寬都市計劃工業區業種標準，整合五堵、六堵的工業區及倉儲區轉型，以研擬如

何發揮邊緣土地區位效益和本身商港優勢，進而規劃發展區位獎勵業者投資，帶動地方發展。 

(四) 人口結構 

    七堵區居住的人口，至 86 年底共有 56,033 人，是基隆市人口數排名第三的行政區，戶

數 16,523 戶。七堵區劃分為 20 里，總面積達 56.2659 平方公里，是基隆市最大面積的行政

區，但人口密度是全市最低，每平方公里僅有 995.9 人，遠低於基隆市平均值每平方公里

2,857.6 人。 

86 年基隆市各區居住住戶、人口密度表 

居住戶口 年底別 

及區別 

面積 

〈平方公里〉 

里數 鄰數 

戶數 人口數 

戶量 

〈人/

數〉 

人口密度 

(每平方 

公里人數)

86 年底 132.7589 144 2,878 117,814 379,370 3.2 106.3

中正區 10.2118 24 490 18,565 60,159 3.2 109.5

七堵區 56.2659 19 375 16,523 56,033 3.4 106.1

暖暖區 22.8283 12 205 11,859 35,819 3.0 108.5

仁愛區 4.2335 29 532 16,281 54,198 3.3 104.4

中山區 10.5238 23 476 15,998 51,183 3.2 110.2

安樂區 18.0250 20 458 22,999 74,374 3.2 102.8

信義區 10.6736 17 342 15,589 47,604 3.1 104.6

資料來源：基隆市統計要覽 第 51 期 86 年 

97 年基隆市各區居住住戶、人口一覽表 

 鄰數 住戶數 男性人口數 女性人口數 總人口數 

中正區 517 21705 57335 29584 27751 

七堵區 412 19129 28068 27071 55139 

暖暖區 295 14032 19643 18779 38422 

仁愛區 543 18950 25044 25313 50357 

中山區 517 21705 57335 29584 27751 

安樂區 636 30971 42515 42718 85233 

信義區 412 19404 25726 25370 51093 

資料來源：97 年 4 月基隆市各區戶政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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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交通運輸 

(1)公路系統 

    七堵區內主要交通聯外道路有基隆─台北的中山高速公路及台五線公路(區內稱為北基

公路)以及新台五線(明德一路)，其交通流量皆相當大。次要道路之動線是由主要道路分出以

服務各鄰里社區之道路，在七堵市區中多將次要道路規劃為格線型道路，另外由於地形的限

制，在各山區社區中，道路開闢困難，開闢相當多小的社區道路。 

(2)鐵路 

    縱貫線鐵路經過七堵區的五堵、六堵、七堵等地區，設有五堵、七堵二站，向北再經八

堵火車站至西部縱貫線最北起訖點基隆火車站，各車站歷年客運量成長狀況如表所示。 

基隆市境內各車站鐵路之客運概況 

                         單位：人次 

基隆 八堵 七堵 五堵 年 

度 
上車人數 下車人數 上車人數 下車人數 上車人數 下車人數 上車人數 下車人數

80 2,831,984 2,469,322 1,086,376 1,182,030 961,343 756,372 348,746 207,684

85 3,734,456 3,181,028 1,318,979 1,241,261 1,189,244 746,810 482,026 236,749

86 4,000,678 3,317,126 1,399647 1,320,784 1,199,938 811,834 515,852 267,156

 

基隆市境內各車站鐵路之貨運概況 

                         單位：公噸 

基隆 八堵 七堵 五堵 年 

度 起貨噸數 到達噸數 起貨噸數 到達噸數 起貨噸數 到達噸數 起貨噸數 到達噸數

80 297,300 217,633 1,097 1,070 210,716 1,274,209 71,423 136,118

85 299,644 170,109 655 9,088 222,773 1,474,089 19,160 5,468

86 242,802 168,041 625 3,990 238,269 1,504,273 400 3,488

(3)公路客運 

    七堵區因為台五線橫貫南邊，公路客運種類很多，像是福合客運、台北客運和新和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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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在基隆市區公車幹線方面，有暖暖─七堵─長安社區、長安社區─七堵和福基煤礦三

線，以及堵南里、東新街、瑪陵、友蚋的新興橋和馬東里等線。 

七堵區公車路線一覽表 

 線別 經過行政區 主要行經路線 里程 

〈公里〉

平均每日 

載客人數 

班次數

〈每天〉

1 長安社區 仁愛、暖暖、七

堵區 

忠一路、七堵、六

堵 

23 125 3

2 長安社區─七堵 暖暖、七堵區 七堵、六堵 11 103 2

3 福基煤礦 仁愛、暖暖、七

堵區 

忠一路、七堵 18 306 5

4 堵南里─402 七堵區 七堵、六堵、忠一

路 

33.8 4850 75

5 東新街─403 七堵區 忠一路、七堵 17 456 8

6 瑪陵─701 七堵區 崇智街 16.5 499 11

7 興新橋〈友蚋〉─

702 

七堵區 華新一路 26.5 591 11

8 瑪東里─703 七堵區 崇智街 22.3 208 4

(六) 七堵區各里人口比較 

    七堵傳統市集位在七堵區的永平里，但下列所有里的居民皆會至七堵傳統市集進行消

費、交流與互動，其中人數佔最多的是永平里、富民里、正光里與正明里，因只與七堵傳統

市集相隔一至兩條街道，其次是永安里、長興里、堵南里、百福里與六堵里，皆位於上述各

里之外圍(灰色為底部分)，由下表各里住宅的總人口數與總戶口數的多少比較之下，研究者

發現其數量似乎與進出七堵傳統市場消費者人數的多寡呈正比關係。 

七堵區各里住宅總人口數與總戶口數一覽表 

  鄰 數  戶 數  男  女  總 計 （ 男 +女 ）

八 德 里  1 8   6 4 5   9 4 4   9 8 6   1 9 3 0   

六 堵 里  1 7   7 7 2   1 0 6 8   9 3 8   2 0 0 6   

友 一 里  2 0   8 2 3   9 8 7   9 4 4   1 9 3 1   

友 二 里  1 8   2 4 7   3 0 9   2 3 8   5 4 7   

正 光 里  2 1   1 0 1 6   1 4 3 6   1 4 6 3   2 8 9 9   

正 明 里  2 5   9 2 8   1 2 4 9   1 3 0 0   2 5 4 9   

永 平 里  2 8   9 4 2   1 2 4 3   1 3 3 3   2 5 7 6   

永 安 里  2 4   9 1 7   1 3 6 4   1 2 3 7   2 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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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福 里  3 3   2 2 2 0   3 5 2 5   3 4 6 1   6 9 8 6   

自 強 里  1 2   4 1 9   6 3 8   5 1 6   1 1 5 4   

長 安 里  1 1   9 4 0   1 4 4 5   1 3 3 0   2 7 7 5   

長 興 里  3 3   1 6 3 8   2 4 8 2   2 3 5 9   4 8 4 1   

泰 安 里  2 7   1 6 5 0   2 3 5 5   2 2 3 8   4 5 9 3   

堵 北 里  1 6   1 4 0 9   2 1 9 5   2 1 3 6   4 3 3 1   

堵 南 里  1 9   8 8 6   1 3 6 3   1 2 3 9   2 6 0 2   

富 民 里  3 1   1 6 2 2   2 3 1 5   2 3 5 9   4 6 7 4   

實 踐 里  2 6   1 5 7 7   2 4 3 7   2 4 1 5   4 8 5 2   

瑪 西 里  1 2   1 6 5   2 2 9   2 0 2   4 3 1   

瑪 東 里  1 1   1 4 3   1 8 9   1 5 4   3 4 3   

瑪 南 里  1 0   1 7 0   2 9 5   2 2 3   5 1 8   

(長安里於民國 95 年元月正式增設)        資料來源：97 年 4 月基隆市各戶政事務所統計資料 

七堵傳統市場位置 

基隆市行政區圖 

 

七堵地名圖區 

圖 3-1 



戀戀傳統市集──談七堵傳統市場之價值與其居民之情感認同                             楊佳欣、甯曉薇 

                                                                                  陳怡儒老師 19

 

七堵傳統市場所在地圖 

 
 
 
 

 
 
 
 
 
 
 
 
 

 

    七堵區於基隆市西南郊，地理環境屬山坡地較多佔 80％，平地狹小佔 20％，面積為

56.2659 平方公里，佔全市百分之四十二點七八，為全市最大行政區域區。七堵的市區，包

括八德、自強、永安、永平、富民、正光、正明等七里，為七堵區的行政中心，分布重要行

圖 3-2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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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鄰近七堵火車站，七堵及暖暖的舊市區及省道台五線沿，零散分布商業點，連成線

狀的商圈，屬於鄰里型商圈，而七堵傳統市場位於永平里，其範圍包括明德一路、南興路、

開元路、光明路、崇禮街、崇智街、崇信街以及自治街。近年來為使得七堵傳統市場更有統

整性以便規劃，經過居民與店家之商討後，決定成立「七堵傳統市場管理委員會」，而由於七

堵傳統市場區域範圍較大，因此以街道(崇禮街、崇智街、崇信街、自治街)作為界線劃分之

標準，總共分成三個不同區域的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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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問卷設計 

    在研究方法中，問卷調查的優點在於針對許多人對一些有限問題的反應，同時進行大量

資料的比較和統計整合，使得廣泛而普遍性的發現結果，可以既經濟又整潔的呈現。首先進

行問卷內容的初步設計及預先測試，其主要目的是確定問卷的內容能否背受測者了解，因此

在問卷初步完成後，經由五位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的顧客進行測試，並詢問其意見與建議，

再與指導老師討論，經過多次的修正後，才確定此次研究正式問卷的題目。 

    問卷內容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調查受訪者與七堵傳統市場的關係，包括如何

到該市場、持續在市場消費多久了等問題，希望了解七堵傳統市集內顧客來源分布位置的遠

近，以及消費者進出該市場之頻率與狀況；第二部份是本問卷的主要內容，共有二十四題單

一勾選題，程度選項分別是「非常同意、同意、普通、不同意和非常不同意」，此部分題目又

分為兩小類題目，第一類為調查七堵傳統市場在其顧客眼中的優缺點，以求得影響顧客持續

在傳統市場消費的原因，另一部分則是希望了解該市場在其消費者心中的位置，以了解消費

者對該市場是否有具有感情，而情感又是否為支持它繼續經營下去的因素之一。第三部份為

調查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希望知道受訪者大概介於何種年齡層、男性或女性等等的基本問題，

以便分析受訪者的身份是否對第二部份題目有重要的影響。 

    問卷的發放地點位於基隆市七堵區的七堵傳統市集，其範圍包括明德一路、南興路、開

元路、自治街、崇信街、崇智街、崇禮街，發放日期為 2008 年 1 月 28 日至 2月 3日，為期

一周，發放時間為早上 9點至下午 1點。總共回收 121 份問卷，其中研究者親自至七堵傳統

市集發放 81 份問卷，另外的 40 份問卷，由於研究限制，因此寄放於七堵傳統市集內部店家

幫忙發放問卷。 (問卷內容如附件一) 

二、訪談稿設計 

    在訪談方面，研究者從兩方面著手進行。第一，與兩家位在七堵傳統市場內且經營多年

之傳統店家進行深入訪談。第二則是訪問三位長期持續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的七堵區居民。    

首先，在訪談店家的部份，由於研究者所蒐集到關於七堵傳統市場發展歷史的資料較不足，

因此希望透過詢問店家，蒐集更多七堵傳統市集的背景資料，以協助我們拼湊出大致的樣貌。

另外，我們也希望能了解市場內的店家對於近幾年來，量販業者的競爭是否具有壓力？或是

生意上是否有受到影響？政府方面是否有提供一些協助？從商家的角度去觀察七堵傳統市場

有無沒落的趨勢。並透過他們對是否該讓下一代接手經營的問題，側面看出七堵傳統市場的

前景是否樂觀？年輕一輩對該市場的情感還是否存在？ 

    訪問消費者部份：因研究者預設所選的受訪者皆是長期居住在七堵傳統市場附近，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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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市場內消費的顧客，因此研究者會先訪問他們為何喜愛在該市場買菜，來了解七堵傳統

市場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還有在購物時，顧客是否會找比較熟識的商家消費，觀察顧客和

市場內攤商的互動情況。另外，訪問他們是否有時候去市場晃晃，只是為了找人寒暄，目的

並不是在買東西，以便了解七堵傳統市場對消費者社交生活與人際網絡的重要性。最後，經

由詢問對市場內環境髒亂、吵雜問題的觀感和看法，較詳細的了解這些負面的缺點對顧客的

影響，並以消費者的角度來評估七堵傳統市場是否會消失，它若是消失了，消費者又會有怎

樣的反應等等與情感認同較有關連性的問題。 

受訪傳統店家基本資料 

受訪對象 A B 

時間 97/2/16.23 97/2/23 

店家型態 鐘錶茶具古董 百貨生活用品 

居住地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權，受訪對象一律以代號表示 

七堵傳統市場消費受訪者基本資料 

受訪對象 C D E 

時間 97/2/23 97/2/23 97/3/8 

職業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退休公務人員 

居住地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台北市信義區 

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權，受訪對象一律以代號表示 

主要訪談的內容如下 (訪談逐字稿如附件二)： 

訪問傳統店家題目： 

1. 從開業算起，您差不多已經在此經營多久了？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如何？ 

2. 您當初為什麼會選擇在此開業？考量到的因素有哪些？(例：交通、聚集地、周邊環境、

人脈……) 

3. 您覺得這幾年來，七堵菜市場有哪些改變？(例：顧客增減、顧客來源、攤販商店增減、

商品變化、市場需求……) 

4. 您是否覺得傳統市場的攤販或店家有逐漸被新興商店或是量販店取？改變差不多從什麼

時候開始？有什麼樣的改變？(影響生意、客源增減……)您對改變的看法如何？好或

壞？ 

5. 您對七堵菜市場的總體營造觀感？地方政府方面？七堵區居民本身看法？對哪種方面有

影響？(例：便利、人情味……) 

6. 您覺得七堵菜市場未來會如何發展？為什麼？(店家的性質、顧客來源增減、重整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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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和您的顧客大多熟識嗎？差不多可以分成哪幾種？熟識的程度？ 

8. 您覺得目前的經營狀況如何？若不盡理想，您是否考慮過遷至別處？那現在為什麼依舊

會留下來？有哪些因素的考量或限制？ 

9. 您曾經想過以後把店交給下一代接手嗎？為什麼？結果如何？影響結果的因素可能有哪

些？ 

訪問消費者題目： 

1. 您除了至七堵傳統市場，還會去別的地方消費嗎？消費次數頻繁嗎？您在七堵市場消費

多久了？ 

2. 通常是一個人還是跟別人一起去七堵傳統市場？都跟什麼樣的人去？ 

3. 會常常到同一家攤販向熟識的老闆做消費嗎？如果會的話，是什麼原因促使這樣的消費

模式？不會的話，又是什麼原因導致？ 

4. 有可能進傳統市場您只是想找人聊天而不是做消費嗎？ 

5. 會驅使你頻繁的進出七堵傳統市場的原因？ 

6. 你認為七堵傳統市場的缺點是什麼？那有可能會不受那些缺點影響依然會進入七堵傳統

市場嗎？為什麼？ 

7. 菜市場在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有逐漸消失的趨勢嗎？從哪方面來看？你覺得新興的量販

店優於傳統菜市場的原因是什麼？ 

8. 你還是會選擇在傳統市場做消費嗎？原因或是限制有哪些？你希望七堵傳統市場消失

嗎？為什麼？ 

9. 許多店家面對此問題都多屬消極的態度，您的看法如何呢？ 

10. 你認為菜市場依然能生存的重要因素包含哪些？有「情感」這塊領域嗎？是否能舉個例

子說明？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發放問卷的時間為 97 年 1 月 28 日至 2月 3日，因某些個人因素，研究者目前居住

在台北市，只有在假日才有機會回到七堵區，所以也只有在周末才能至七堵傳統市場內發放

問卷，但基於研究取樣的公正性，必須將週一到週五去市場的消費者也考慮進去，因此研究

者決定將 121 份問卷中的 40 份問卷寄放在市場內的店家中，請店家代為發放給進出七堵傳統

市集的消費者填寫。 

    另外，七堵傳統市場並沒有政府部門的管理，該市場在早期也沒有所謂七堵傳統市場的

管理委員會，因此幾乎沒有資料可以正面的描寫它的發展過程，研究者只能藉由一些記載七

堵地方事務的史料上，側面窺探出它過去的狀況，再透過長期居住在傳統市集附近的區民口

述他們記憶中的片段，再盡力去拼湊七堵傳統市集的發展歷程，由於沒有文字明確的記載，

可能無法對發展史上的許多細節有深入的了解，只能描述出大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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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分析 

一、問卷結果分析 

是
否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7 8 .63%

2 1 .37 %

您是否住在七堵區？

 
圖 5-1 

    圖 5-1(問卷第三大題第五小題。對照

問卷題號，以下統一以簡稱表示，例如本

題：3-5 題。)顯示，到七堵傳統市場消費

的顧客，以七堵區居民為主，證明該市場

是一個商品圈小的低等級中地，主要消費

者多來自附近，屬於地方性的消費場所。

0-10年
11-20年
21-30年
31-40年
40年以上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15 .22%

23 .91%

21 .74%

20 .65%

18 .48%

您在七堵區居住時間？

 
圖 5-2 

    圖 5-2(對照問卷 3-6 題)，本題只有

居住在七堵區的受訪者才需填答，因此答

案的總數量和其他題目的總數量並不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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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月
半年

1-5年
5年以上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2 .56%4 .27%

2 2 .22%

7 0 .94 %

請問您已在七堵菜市場持續消費多久 ？

 
圖 5-3 

    圖 5-2 延伸圖 3-1 的問卷結果，顯示

七堵傳統市集的主要消費客群，多已在七

堵居住了十年以上，而圖 5-3(對照問卷

1-5 題)則進一步的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受

訪者更早已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了有五年

以上的時間，可以看出當地居民與該市場

之間有一種相互認同的默契存在，使居民

願意持續在該市場進行消費，並漸漸地發

展出熟悉的情感及信任，建立起接受服務

者與提供服務者間長期的依存關係。 

走路
公車
騎車
開車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5 8 .97 %

1 1 .11 %

1 9 .66 %

1 0 .26 %

請問您如何到七堵菜市場？

 
圖 5-4 

    通常交通工具的選擇會依據目的地距

離的遠近而決定，根據圖 5-4(對照問卷

1-1 題)的統計結果，至七堵傳統市場消費

的顧客中，走路到市場者就佔全部的將近

百分之六十，其次是騎車到市集者，佔了

也有將近百分之二十，可見，七堵傳統市

場的主要消費者大多來自周圍鄰近地區，

以附近居民為主。圖 5-1 的結果也再次證

明七堵傳統市場的顧客多來自該市集鄰近

地區。 

每天
每週三到五次
每週一次

每兩週一次
每月一次
一個月以上一次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1 9 .66 %

3 5 .90%

2 9 .06 %

6 .8 4%

2 .56%
5 .9 8%

請問您到七堵菜市場消費的頻率？

 
圖 5-5 

    圖 5-5(對照問卷 1-2 題)是顧客到市

集採買的次數，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每

週三到五次，也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人是

一週採買一次，可能是現在社會上普遍以

小家庭為主，人數少，一次採買兩三天乃

至一週的份量即可。另外，每天到市場購

物者也佔了百分之二十，推斷七堵傳統市

場可能已成為鄰近地區許多家庭主婦或退

休老人重要的社交場所之一，使他們幾乎

每天都會到市場逛逛，除了購物，更與朋

友或認識的人聊天交流，聯絡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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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
週末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5 8 .62%

41 .38%

請問您 通常在 何時至七堵菜 市場消 費？

 
圖 5-6 

商業
工業

服務業
軍公教

自由業
家管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12 .96 %

2 .7 8%

2 6 .85 %

2 1 .30 %

1 .8 5%

3 4 .26%

職業狀 況

 
圖 5-7 

    圖 5-6(對照問卷 1-3 題)，七堵傳統

市場不是屬於那種平日冷冷清清，假日才

有比較多生意的傳統市集，相反的，七堵

傳統市場幾乎每天都有一樣熱絡的消費活

動產生。將圖 5-7(對照問卷 3-4 題)的受

訪者職業狀況和圖 5-6 加以比較，可以發

現進入該市場的消費者中，並沒有明顯集

中在從事某種職業上，換句話說，七堵傳

統市場沒有偏重服務特定職業消費者的現

象，是各行各業、作息時間不同的社會大

眾都適合進入消費的市場，也因此出現平

日假日都顯熱絡的現象。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圖 5-6 數據

中，通常在平日到市場消費的比例稍高；

以及在圖 5-7 的數據中，職業是家庭主婦

者較多的現象，一般來說，家庭主婦的時

間不受七堵傳統市場早市的限制，較能在

平日到市集消費，判斷這就是圖 5-6 的數

值上平日的比例比假日的比例稍高的原

因。 

早上6-8點
早上8-10點
早上10-12點
早上12-2點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5 .98%

23 .08 %

65 .81 %

5 .13%

請問您大都何 時至 七堵菜市場消費？

 
圖 5-8 

    圖 5-8(對照問卷 1-4 題)顯示，大部

分的消費者都是在早上十點到十二點之間

到七堵傳統市場的進行採買，推斷其中一

個原因是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接近午餐時

間，不少消費者會在此段時間內進入市集

購買現成午餐或製作午餐的材料，另一原

因則是因為七堵傳統市場屬於早市性質，

通常十二半或一點左右就有攤商開始收拾

攤位準備離開，所以接近選項十點至十二

點是最後一段所有攤商都仍在營業的時

間，許多顧客把握最後時間至該市場採買

各種午餐或晚餐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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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女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21 .05 %

78 .95%

性別

 
圖 5-9 

    在七堵傳統市場發放問卷的時候，我

們看到市場內的顧客大多為女性，除了一

些男性的攤商老闆外，較少發現男性的身

影，圖 5-9(對照問卷 3-1 題)呈現了我們

看到的景象，女性受訪者的比例高達百分

之八十，說明七堵傳統市場是一個以女性

消費者為主的空間，這點可能和「男主外，

女主內」的傳統價值觀有關，傳統觀念中，

買菜煮飯等家事應該由女性負責，雖然時

代已經進步到現代社會，但從本題的結果

可以看出，許多根深蒂固的價值觀還是難

以改變，而它的結果也使七堵傳統市場內

形成一個偏向以女性為主的人際關係網

絡。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7 .69%

13 .68 %

26 .50 %

28 .21 %

16 .24 %

7 .6 9%

年 齡

 
圖 5-10 

    圖 5-10(對照問卷 3-2 題)，七堵傳統

市場的消費者中，四十歲以上者佔了全部

受訪者的四分之三以上，但值得注意的

是，二十歲到四十歲的消費人口也佔了全

部的三分之一，可見，較年輕一輩的消費

者也頗能接受七堵市場「傳統式」的販賣

方式，可見，不一定要用現代化的服務或

銷售方式才能吸引年輕，傳統市場傳統式

的親切服務態度和能夠親自挑選產品等優

點，對消費者也是一大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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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大專〉
研究所以上

圓餅圖顯示 百分比

16 .96 %

1 6 .96%

25 .89%

33 .04 %

7 .14%

教育程度

 
圖 5-11 

    圖 5-11(對照問卷 1-3)，受訪者的教

育程度分佈的相當平均，沒有集中在某項

學歷上，顯示教育程度的高低並不影響七

堵傳統市集進入七堵傳統市場的意願。 

當您走入七堵菜市場，您會有親切的感覺？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21 % 56 % 20 % 3%

 
圖 5-12 

        圖 5-12(對照問卷 2-1 題)，傳統

市場可能是很多人兒時回憶的一部分，在

記憶中佔有重要份量，而且，比起新興量

販店冷冰冰的服務，傳統市集常被認為是

相對熱鬧且充滿人性化的，本題證明，很

少人會否認它的活力和濃濃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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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菜市場的存在促進了鄰里間 的情感交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15 % 52 % 26 % 6% 1%

 
圖 5-13 

您認為 七堵菜市場 的存在提 高了社 區的凝聚力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12 % 53 % 29 % 6%

 
圖 5-14 

    圖 5-13(對照問卷 2-2)中，選填「同

意」者，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選「非常同

意」的也有百分之十五以上，圖 5-14(對

照問卷 2-3)中，選填非常同意以及同意的

也佔了百分之六十五，由以上兩題的結果

明顯地可以看出，對七堵傳統市場的消費

客群(市集附近居民)來說，該市場不只是

一個單純的提供購物交易的空間，更是一

個提供當地居民人與人之間聯絡情感的場

所；對許多當地居民來說，七堵傳統市場

存在不只為了單純的消費行為，它更是一

個最佳的強化凝聚鄰里感情的社交場所。

您認為七堵菜市場有助於您
        際關係的拓展並能認識新朋友？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9% 38 % 42 % 9% 2%

 
圖 5-15 

    圖 5-15(對照問卷 2-4 題)，原本我們

設計本題的目的是希望知道七堵傳統市場

是不是一個能提供該市集的消費者發展人

際關係與人際網絡的場所，但後來根據回

收問卷的結果，選填同意與選填普通者幾

乎佔一樣多，我們考慮到可能因為每個人

對朋友的定義都不同，導致出現這種情

況，有的人認為見面會點頭打招呼就算是

朋友，有的人則認為有深厚交情才算是朋

友。所以對本題的結果，我們決定不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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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攤販老闆之間的互動熱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9% 37 % 50 % 3% 3%

 
圖 5-16 

    圖 5-16(對照問卷 2-7 題)，本題選填

普通的受訪者最多，佔了全部的百分之五

十，比例第二高的是選填同意受訪者，佔

了百分之三十七，這表示大部分的消費者

和攤商經營者之間都有著基本的互動交

流，依照我們在七堵傳統市場實際看到的

情況，攤商老闆和顧客間都會交談小聊個

一兩句，遇到某些較熟的老主顧，更會像

老朋友般愉快談天說地、分享近況與心

情，可見七堵傳統市場中攤商經營者與消

費者之間人與人更為貼近的互動模式，儼

然已成為它獨一無二的特色之一，甚至是

種絕佳的魅力。 

七堵菜市場對您來說是不可或缺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25 % 52 % 22 % 1%

 
圖 5-17 

        圖 5-17(對照問卷2-8題)選填同

意及非常同意的總共佔了四分之三以上，

更證明了前面圖 5-3 的推論，七堵傳統市

場和它的消費者間有一種經由長期信賴而

建立起的依存關係，因此，在七堵傳統市

場的顧客的心目中，七堵傳統市場已是他

們生活的一部分，是不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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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菜市場的衛生條件不佳？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5% 19 % 57 % 18 % 1%

 
圖 5-18 

    圖 5-18(對照問卷 2-10 題)，本題以

選填普通的比例最高，佔全部的百分之五

十七，且值得注意的是，選填同意和選填

不同意的比例幾乎一樣高，可以看出一般

我們印象中衛生條件不良的市場，對於七

堵傳統市場的實際消費族群來說，是可以

接受的。 

七堵菜市場的空氣品質不佳？

不同意 同意 非常不同意 非常同意 普通
0%

20%

40%

60%

百
分
比

26 % 13 % 3% 59 %

 
圖 5-19 

    圖 5-19(對照問卷 2-11 題)，一般來

說，人多且擁擠的地方空氣品質都不太

好，但根據本題的統計結果，選填比例最

高的是普通，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九，推

測可能是該市場位於戶外，空氣流通，雖

然偶爾有機車進入，但實為少數，對空氣

品質的影響應該不大。一般許多未經規劃

的老市場也都位於戶外，空氣品質太差導

致顧客流失的情形可能比較不會發生。 

七堵菜市場內環境吵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6% 26 % 53 % 14 % 1%

 
圖 5-20 

    圖 5-20(對照問卷 2-12 題)，本題選

填比例最高的是普通，有百分之五十三，

其次是同意，也佔了百分之二十六，可見，

的確有人注意到七堵傳統市場內喧囂的噪

音，但對大多數人來說，噪音的干擾程度

還在可接受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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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七堵菜市場影響週邊市容？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3% 33 % 47 % 17 %

 
圖 5-21 

    圖 5-21(對照問卷2-9題)比較像是前

面三個圖(圖 5-17、圖 5-18、圖 5-19)的

總檢討，本題選填普通的比例最高，選填

同意的比例次之，可見多數人認為七堵傳

統市場對週邊的市容是有一定影響的，但

程度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另一方

面，七堵傳統市場的消費者都知道，傳統

市場不是一個可以強制執行某些規範或勒

令其改善的地方，因此對它的環境要求也

會相對上比較低一點。 

七堵菜市場的商品品質不佳？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2% 5% 53 % 37 % 3%

 
圖 5-22 

    圖 5-22(對照問卷 2-13 題)，本題選

填普通的比例最高，有百分之五十，再來

是不同意，佔了百分之三十七。若將比例

第二高的不同意加上相同傾向的非常不同

意，可以看出，有四成的消費者認為七堵

傳統市場的商品完全沒有品質不良的問

題。傳統市場的商品大多數沒有封裝，購

買時消費者可以親自挑選，我們推測這是

消費者對於傳統市場的商品有信心的因素

之一。 

七堵菜市場的商品價格合理？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6% 46 % 45 % 3%

 
圖 5-23 

    圖 5-23(對照問卷 2-14 題)，七堵傳

統市場是由小規模經營的攤商所組成，商

品的價格不像大型量販店，有死板的規定

價格，可藉由直接和老闆商議而顯得比較

有彈性。這可能就是為什麼本題填選同意

和普通的比例皆高的原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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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菜市場內的商品種類齊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21 % 47 % 30 % 2% 1%

 
圖 5-24 

    圖 5-24(對照問卷 2-15 題)，本題顯

示有六成以上，接近七成的消費者同意七

堵傳統市場的商品種類齊全。一個種類齊

全的市集，能夠滿足許多消費者一次購足

多樣商品的需求，對顧客也有較強的吸引

力，像七堵傳統市場。 

您可以很有 效率地 找到您想 要的攤 位或商品？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21 % 48 % 25 % 4% 3%

 
圖 5-25 

    圖 5-25(對照問卷 2-16 題)選填同意

以及非常同意的比例最高，有百分之六十

九，推測可能是因為該市場的顧客，大多

來自市場週邊鄰近地區(呼應圖 5-4，問卷

1-1 題結果：走路到菜市場購物的人最

多)，而且大多是老主顧(圖 5-3，問卷 1-5

題的結果：持續在七堵傳統市場購物有五

年以上者的比例高達百分之七十九)，對大

部分攤商擺攤的位置大致了解，較容易找

到所需要的商品販賣的位置。 

當您在 七堵菜市場 內消費時，不會受到車輛的干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

10%

20%

30%

百
分
比

6% 30 % 38 % 18 % 9%

 
圖 5-26 

    圖 5-26(對照問卷 2-17 題)選填普通

的比例最高，推測可能是因為七堵傳統市

場道路狹窄，加上人朝擁擠，根本沒有汽

車可以通行的空間，因此，在汽車無法進

入的形況下，車輛干擾的情況對於顧客並

沒有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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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七堵菜市場內應加強安全措施或設備？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14 % 41 % 38 % 7%

 
圖 5-27 

    圖 5-27(對照問卷 2-18 題)，七堵傳

統市場內顧客能夠行走的空間一向不足，

常常有人潮擁擠不堪的現象，可能在這樣

的情況下，使竊賊有機可趁，所以大多數

的消費者希望菜市場的安全措施能夠加

強。 

您認為七堵菜市場有帶動週遭的經濟活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16 % 55 % 21 % 9%

 
圖 5-28 

    圖 5-28(對照問卷 2-19 題)，可能是

由於七堵傳統市場是一個戶外開放空間，

容易吸引人潮，七堵傳統市場在營業時，

往往帶動該市場週邊商家的生意。有七成

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這項說法(選填

同意的有百分之五十五，非常同意的有百

分之十六)。 

您認為七堵菜 市場的營業 時間
和您的消費時 間不能配合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3% 15 % 44 % 29 % 9%

 
圖 5-29 

    圖 5-29(對照問卷 2-20 題)，本題選

填普通的比例最高，有四成左右，顯示出

大多數顧客都能接受七堵傳統市場只有早

上營業的時間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

將近三成的受訪者選填不同意，根據圖

5-7(本問卷 3-4 題)，該市場的顧客中，職

業是家管的比例最高，因此，推測可能對

職業為家管的受訪者來說，七堵傳統市場

早市的營業方式並不構成一種時間上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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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覺得七堵菜市場在近幾年
與連鎖量販店競爭下有沒落、衰退的趨勢？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6% 15 % 39 % 34 % 6%

 
圖 5-30 

        隨著新興量販店的崛起，許多傳

統市場都已出現逐漸蕭條的情況，但是，

根據圖 5-30(對照問卷 2-21 題)的結果，

七堵傳統市場的消費者並不認為他們的市

場在那些逐漸蕭條的市集之列，也許是因

為該市場最它的顧客來說，並不只是一個

購物的地方，更重要的，它是一個人與人

情感交流的場所，所以單純的商業競爭對

它的影響有限。 

 

您希望七堵菜市場繼續經營下去？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50%

百
分
比

38 % 51 % 9% 1% 1%

 
圖 5-31 

七堵菜市場在您的記憶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32 % 41 % 26 % 1% 1%

 
圖 5-32 

    圖 5-31(對照問卷 2-23 題) 顯示，七

堵傳統市場對當地居民，也就是該市場最

大宗的消費者來說不只是一個現實生活中

的好朋友，更是一個出現在無數鮮明記憶

中的老朋友。如果說圖 5-30 證明了七堵傳

統市場在它的顧客心中的位置，那麼圖

5-32(對照問卷 2-22 題)無疑代表該市集

的顧客對它的情感，他們希望這個從過去

到現在，見證整個社區，人與人之間大小

事，積累、凝聚著龐大情感的場所不會消

失。圖 5-33(對照問卷 2-24 題)的結果一

再次地說明，七堵傳統市場不只是一個單

純提供交易商品及服務的空間，它更是一

個情感的凝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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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七堵菜市場消失了，您會有不捨與 失落的感覺？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37 % 40 % 21 % 2% 1%

 
圖 5-33 

三、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傳統店家基本資料 

受訪對象 A B 

時間 97/2/16.23 97/2/23 

店家型態 鐘錶茶具古董 百貨生活用品 

居住地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權，受訪對象一律以代號表示 

七堵傳統市場消費受訪者基本資料 

受訪對象 C D E 

時間 97/2/23 97/2/23 97/3/8 

職業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退休公務人員 

居住地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基隆市七堵區、 

台北市信義區 

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權，受訪對象一律以代號表示 

 

七堵傳統市場對於近年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新興量販店，無論在其設備上或商品的多

樣化，都面臨了周邊強大的競爭壓力，但七堵傳統市集至今卻似乎沒有消失不見的跡象，仍

擁有一定數量的客群到此處來消費。研究者因此對傳統市場──都市中矛盾的地景深感好

奇，所以就決定採取下一步：訪問與七堵傳統市場關係密切且經營多年的傳統店家，以及持

續在此市場進行採購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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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傳統市場的緣起大致上可以追溯至五十多年前，當時只是一些流動式的小販聚集在

七堵戶政事務所周圍，後來因為附近六堵工業區的興起造成外地人口大量移入，但由於人口

負荷問題，使得聚集在六堵工業區的人口逐漸向外圍遷移〈六堵工業區位在七堵區〉，也使得

七堵傳統市場周邊的人口日亦漸增，也促使七堵傳統市場範圍擴張，市場規模也逐漸增大，

尤其在六十、七十年代台灣經濟起飛時，正是七堵傳統市場的鼎盛時期。但近幾年來，因面

臨台灣經濟成長逐漸停滯以及新興量販店興起，改變人們的消費型態等諸如此類問題，七堵

傳統市場內的傳統店家也陷入無法繼續經營的困境。 

研究者從訪談的店家中可得知現今與過去相較之下，生意可說是減少了一半以上，客源

也縮減許多，而現在的顧客來源大多僅限於熟識多年的老主顧、親朋好友和習慣在傳統市場

消費的老一輩顧客。面對如此困境，七堵傳統市場內的傳統店家為了減緩衝擊而想出一些因

應措施，例如：有些商家選擇保留市場反應較佳的商品出售，而捨棄相較之下較乏人問津的

商品，也有一些店家選擇將位在市場內自有的一樓店面出租給其他需要擺攤的商家以收取租

金，而自己本身則在外地工作。對於此市場內傳統店家的未來經營問題，在研究者訪問到的

店家中有兩種情況：店家 A表示可能會在一兩年之後結束經營，亦不會交託給下一代管理，

畢竟對新一輩的年輕人來說，每天都必須顧店 12 小時，是一個吃力又不討好的工作。其二，

由於一些家庭因素，受訪店家 B在一年多前就已接手，成為第二代經營者並接管其家業。受

訪店家深切感受並認為七堵傳統市場與過去相較之下有明顯沒落的情況出現，而且逐漸被新

型態的商店所取代的趨勢，其中一位受訪店家持肯定的態度認為，研究者不必探討七堵傳統

市場在未來是否會消失，因為它目前就已經處於消失的階段。 

根據上述店家的看法，研究者又親身做了幾項觀察及簡單訪問幾位消費者，發現現實生

活中，七堵傳統市場雖然和早期鼎盛光景相比有出現沒落並且被新興量販店所取代的趨勢，

但從市場裡絡繹不絕的人潮也顯示七堵傳統市場並未真正消失。且多數消費者皆認為七堵傳

統市場不會消失，舉例來說：受訪顧客 C認為七堵傳統市場不可能會消失，她表示若此傳統

市場被撤除，消費者必定會要求政府另外開闢區域以提供類似性質的市集，另外研究者提出：

若是再經過幾年，老一輩的消費者已更替為新一代顧客，那七堵傳統市場是否會因此而沒落

甚至是消逝？受訪顧客 C則表示會沒落的頂多為販售成衣類的攤位，畢竟新一代的消費者大

多會至有品牌的商家進行選購，但對於傳統市場內的蔬菜水果以及魚肉類的接受度依舊很

高，因此並不會導致整個傳統市場的消逝；受訪顧客 D也認同七堵傳統市場不會消失，她指

出老人家都喜歡在傳統市場買菜，就算老一輩逐漸凋零，他們的下一代依舊會到此傳統市場

進行採買，除了七堵傳統市場鄰近住家的便利性之外，從小跟著長輩進出傳統市場而產生的

熟悉感也是他們選擇到此傳統市場採買的原因；受訪顧客 E則表示目前七堵地區人口眾多，

她認為從許多人都會在七堵傳統市場採買的現象看來，消費者對於依賴與需求甚大，因此七

堵傳統市場並不至於面臨消失的危機。不僅如此，根據研究者多年來的觀察經驗，七堵傳統

市場在平日就已是人聲鼎沸，逢週末以及各重要時節，人潮更是激增一倍。 

由於受訪店家對於七堵傳統市場消失的觀感與研究者的觀察及訪問有所出入，研究者決

定更進一步深入探訪多年持續在七堵傳統市場內消費的顧客，找出他們為何在多元選擇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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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類型中，不考慮至其他大型量販店、超級市場和便利商店等新型態商店採購，而選擇到舊

式的七堵傳統市場採買日常生活所需的原因？研究者認為，雖然傳統市場存在許多落後於新

型態商店之處，但顧客願意至七堵傳統市場一定有其勝於新型態商店的優勢，而這些優勢必

能補足其落後之處而且更勝，才能吸引顧客至此採買。就一般大眾與研究者認為，針對七堵

傳統市場的劣勢可能包涵喧鬧吵雜、衛生條件不佳、品質認證堪憂、街道過於狹窄、汽機車

闖入以及商品分類不清難以尋找……等等，但深入訪談之後發現受訪顧客對於以上這幾點並

不以為意反而習以為常，研究者認為應是顧客長期在此市場消費，對於七堵傳統市場已產生

某種程度上的認同，所以會以包容的態度接受上述缺點。不過消費者也提出部分傳統市場不

及新型態商店的地方，舉例來說：受訪顧客C表示七堵傳統市場內較少販售大量(例如：洗衣

粉和洗碗精等)或是進口的商品，因此會選擇至大型量販店採購；受訪顧客E則表示七堵傳統

市場的營業時間只限於早上頂多至下午一點，若在其他時間需購物則會選擇至超級市場等新

型態商店消費，但以上兩位顧客也表示所提出傳統市場的不便利之處並不會降低他們至七堵

傳統市場採買的意願。 

在訪談中，受訪顧客也提出許多他們認為七堵傳統市場對長期在此消費的顧客而言不可

替代的優點，以下研究者將受訪顧客所敘述的優點分為兩大類，第一類為長期以來自然形成

的習慣：受訪顧客C根據自身經驗認為在食品認證方面，超商的商品品質不一定會比較有保

障，因為此顧客曾在超商購入品質不佳的食品，而若是在傳統市場內，顧客大多向熟識多年

的攤販購買食品，由於顧客對於商家的信任和習慣促使商家對其商品品質的保證，這也提高

顧客回流性使得商家和顧客之間形成一種慣性循環；受訪顧客D因為其居住地區鄰近於七堵傳

統市場，因此具有交通便利性，多年以來此顧客已習慣於七堵傳統市場採購，她也指出傳統

市場所販賣的商品較新鮮，且多樣化的菜色可以有更多選擇；受訪顧問E則表示由於長期在七

堵傳統市場消費，對於此傳統市場內的店家及攤販位置分布瞭若指掌，可以減少因不熟悉地

理位置造成的不便，因此平時便會因為長期以來的習慣仍選擇至七堵傳統市場採購。 

第二類偏重於情感與認同層面：受訪店家A亦居住在此地區，身為一個消費者，她認為七

堵傳統市場較有人情味，若遇到熟識的老闆有時還能夠討個折扣，獲得人情價；受訪顧客C

表示七堵傳統市場是她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對於這個地方已產生一定程度的地域認同及依

賴，不管是對長期在傳統市場內開店的商家、做生意的攤販還是固定進出市場的消費者都已

經有了濃厚的情誼，七堵傳統市場儼然已成為這些老主顧們聯絡感情的場所，受訪顧客D也對

此感同身受，兩人在訪談中都提到平時常進出傳統市場只為了和老朋友連絡感情而非以進行

採買為目的，受訪顧客D對此市場充滿感情，因為在此處消費多年，不僅方便且上市場還可以

與友人交流資訊、聊聊天。若是每一個人皆至大型量販店採購，而沒有常至傳統市場逛逛，

人和人之間的情感就會慢慢轉淡以致疏離。總而言之，七堵傳統市場對於老一輩的人而言，

是一個既方便又可促進人與人交流的好去處；受訪顧客E也認為七堵傳統市場可以說是她生活

中的一種精神支柱，偶爾就會進到市場內閒晃，由她口中得知七堵傳統市場是全省有名的大

型傳統市場，許多並非居住在七堵區的人依舊會利用週末開車或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前往

此處進行採買，研究者認為此一說法展現出受訪顧客E對於七堵傳統市場的認同感。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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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透過訪談，研究者還發現一些七堵傳統市場內特殊的現象，根據受訪顧客C的說法，其實

在此傳統市場內有許多店家或攤販老闆本身的經濟能力已經達到中上程度，但他們每天早上

仍會出現在此市場內擺攤叫賣與開店營業，顯然他們需要的並不是金錢而是一份情感認同，

他們熱愛在七堵傳統市場內叫賣、與顧客相處，他們喜歡的正是這個充滿濃厚人情味的傳統

市場。 

三、本章小結 

    研究者將統整過後的問卷結果以及深入訪談的分析相互比較，發現兩者之間並無明顯差

異，且一致性相當高。關於七堵傳統市場的優點，兩邊的分析結果都顯示出七堵傳統市場內

的價格合理，且較有彈性，可以要求老闆多送一點或是少算一些，價格雖稱不上非常便宜，

但至少不至於不合常理，範圍皆為客群所能接受，市場內商品的齊全度亦受到消費者的肯定。

另外，七堵傳統市場雖含括了許多缺點，像是市場內衛生條件不佳、空氣品質不佳、環境吵

雜、商品品質不佳和機車的干擾，但結果顯示以上市場所擁有的缺點，並不會產生多大的困

擾，造成消費者不再至七堵傳統採買，相反的他們通常都以包容、感同身受的態度接納傳統

市場的種種缺失，除此之外對於消費者來說，比較有可能造成他們無法至七堵傳統市場採買，

而必須至新型態商家消費的原因則是市場營業的時間無法與他們配合。 

    不論是問卷調查或是深入訪談，從許多問題受訪者的回應和觀感中，都可以明顯看出顧

客對於七堵傳統市場的依賴、情感認同，顯示七堵傳統市場的核心價值與期不可替代性，像

是顧客希望市場能繼續經營下去；他們進到市場內會有親切的感覺；他們也認為市場的存在

可以促進鄰里之間的情感交流、提高了社區的凝聚力，並有助於拓展人際關係；市場在他們

的心目中是不可或缺的，且在記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若是某一天七堵傳統市場消失了，

他們會產生某種程度上的失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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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所謂現代都市中之矛盾地景的傳統市場，至今是否能抵擋的住現實中激烈的商業競爭？ 

各界對此紛紛提出他們的看法與建議，許多研究學者們著手探討：傳統市場與新興量販店間

的相異之處，或分別比較傳統市場及新興量販店，對於滿足客群需求之優劣勢，以及分析傳

統市場未來的發展方向，該如何面對市場極大壓力的因應措施等相關議題。有些人認為傳統

市場的環境髒亂、衛生條件不足等等缺點，都是使得顧客流失的主要因素，必須加以改善此

類型的問題，才能具有競爭力與新型態的商店相抗衡，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指出傳統市場

具備了某些新興量販店無法取代的特質，像是商品較新鮮、老闆服務態度親切和善、市場內

充滿了濃濃的人情味，上述皆為傳統庶民文化寶貴的特色。目前研究者所蒐集之文獻指出：

傳統市場深具社區文化特色，絕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不可取代的價值，然而對於傳統市場

逐漸式微，政府推出的政策卻是傾向於將傳統市場完全地「現代化」及「標準化」，修建大樓

及冷氣機、電梯等硬體設備提供攤商進駐，但結果卻使得傳統市場以及周邊攤商生意慘淡，

以致再也難以回復到過去改建前的盛況，因此許多研究者建議政府的策略應建立於經營效益

與組織配合程度，掌握可利用的資源，保留傳統市場特色，在現代化管理與人性化經營間取

得平衡的發展。 

    在研究者所蒐集的研究論文及其他相關資料中，針對傳統市場並不會消失的原因裡，有

關於情感與認同因素上的探討較為缺乏，但研究者認為：消費者對於傳統市場的認同，以及

傳統市場內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係中所隱含的情感成分，都有可能是使消費者繼續支持傳

統市場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者決定將研究的焦點鎖定在支撐傳統市場之重要因素，即消費

者與傳統市場之間的情感認同，以補足上述其他研究學者們所探討有關於傳統市場之議題。 

    本次研究對象──七堵傳統市場是屬於一個歷史悠久的傳統市場，幾乎未經過政府部門

的整治規劃，在發展過程中也未受政府管理干涉，因此研究者認為七堵傳統市場能完整的呈

現出屬於傳統市場真正的原始風貌。七堵傳統市場的興起大致上可以追朔到五十多年前，從

一開始的流動性攤販在七堵戶政事務所周圍聚集，而漸漸有了市場的雛型，後來因為市場附

近六堵工業區的興起造成外地人口大量移入，使得人口過度飽和、不堪負荷，以致聚集在六

堵工業區的人口逐漸向外圍遷移，造成七堵傳統市場周邊的人口日亦漸增，也促使七堵傳統

市場範圍擴張，市場規模也逐漸增大。七堵傳統市場位於七堵區的核心位置，是區域產業發

展重心、信仰中心和行政區核心，再加上交通便捷等多項優勢條件集於一體，使它由原本零

星分布的商業點，逐漸連成線狀商圈，進而形成一個以鄰里為基礎的大商圈，其發展更於六

十、七十年代經濟起飛時期到達巔峰。但近年來新型連鎖量販店紛紛成立，優勢的硬體設備

和新穎多樣化的服務，為七堵傳統市場帶來了極大的競爭壓力，再加上台灣經濟成長逐漸停

滯以及人們消費型態改變等問題，許多店家表示七堵傳統市場現在的生意的確不如當初鼎盛

時期那般的光景，但是根據研究者觀察，絡繹不絕的人潮顯示出七堵傳統市場並沒有真正消

失，反而因它「傳統」的銷售方式和濃濃的人情味，深受老一輩的喜愛，也吸引了年輕一輩

的消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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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問卷結果以及深入訪談的分析之後，我們得到了以下的結論：七堵傳統市場是一個

地方性的消費場所，顧客大多以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為主，且大部分是已經在該市場消費了十

幾年以上的老顧客，他們與長期在市場內經營的店家、攤販和固定進出此市場的消費者，幾

乎早已熟識。多數消費者表示進出傳統市場的目的不僅僅是為了採買商品，更是為了要與老

朋友互相交流以聯繫感情。因為顧客與商家之間存有信賴關係，顧客們常向熟識的商家購買

貨品，相對的商家經營者亦會對自己商品的品質嚴加把關，以維持顧客的信心，增加顧客的

回流率，因此也就會形成一種顧客與商家之間的良性循環關係。七堵傳統市場固定且在地化

的性質使它成為鄰近地區和社區生活的一部分，市場內人與人之間頻繁的互動間接凝聚了整

個社區與鄰里之間的情感，而這樣的感情又加強了居民進出此傳統市場的動機，相輔相成之

下，七堵傳統市場儼然已成為一個社區鄰里中不可或缺的情感交流場所。 

相對於新興量販店、超商和超級市場，七堵傳統市場不外乎存在著一些有待改進的地

方，但對於此區的消費族群來說，他們都清楚七堵傳統市集並不是一個能夠強行規範的場所，

所以並不會動搖他們繼續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的意願，另一方面消費者對於七堵傳統市場的

種種缺失通常並不以為意反而習以為常，研究者認為造成此項結果的原因應是顧客長期在此

市場內進行消費，對於七堵傳統市場已產生了某種程度上的認同，因此會以包容的態度來接

受。長期在七堵傳統市場裡消費，顧客們已經很習慣這裡的攤商和販賣方式，加上七堵傳統

市場是他們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對這個市場有著濃厚的感情，若是哪一天它不復存在了，

他們難免會感到失落。 

研究者認為七堵傳統市場不只是一個單純商品交易的空間，在其背後更包含了買賣雙方

之間相互依賴與信賴、情感認同；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流、凝聚以及人際關係的拓展等，顯

示七堵傳統市場的核心價值與期不可替代性，市場在他們的心目中是不可或缺的。當地居民

早已與該傳統市場建立起一個長期的互相依存的關係，不論在當地居民的記憶中或現實生活

中，該傳統市場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者認為新型連鎖量販店業者普通的商業

競爭對七堵傳統市集生意的影響相當有限。 

    最後研究者發現在訪談的過程中，店家與消費者的說詞產生了衝突，雙方對於七堵傳統

市場是否會消逝的看法與論點有明顯的差異，受訪店家深切感受並認為七堵傳統市場與過去

相較之下有明顯沒落的情況出現，而且逐漸被新型態的商店所取代的趨勢，甚至認為該市場

目前就已經處於消失的階段。但消費者則有不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七堵傳統市場至今依然繁

盛，平日就已是人聲鼎沸，若逢週末以及各重要時節，人潮更是激增一倍，不只是七堵區當

地的居民會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其他區的居民也會特地搭乘交通工具至此來採買生活必需

品，因此也使七堵傳統市場打響了知名度。針對雙方說法不一，研究者認為此衝突是有其價

值繼續深入研究及探討，找出雙方之間矛盾之處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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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一、正式問卷 

中山女高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第三屆專題研究問卷 

「七堵區居民對於七堵傳統市集看法」問卷調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希望藉由本問卷了解您對七堵菜市場的相關看法，藉此作學術性的討論，以提供我們進行「七

堵菜市場的空間認同以及其存在價值」之研究分析，希望您可以撥空協助我們的研究，感謝您的寶貴

意見。本問卷採匿名方式填答，僅於學術研究使用，絕不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您的參與將協助我

們的研究順利完成，由衷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料。 

敬祝 平安如意 

                                台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第三屆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 

                                                       指導老師：陳怡儒 

                                                       學生：楊佳欣、甯曉薇  敬上 

 

一、您與七堵傳統菜市場的關係 

1. 請問您如何到七堵菜市場？  

   □走路     分鐘 □公車     分鐘 □騎車     分鐘 □開車     分鐘 

2. 請問您到七堵菜市場消費的頻率？ 

□每天 □每週 3-5 次 □每週 1 次 □每 2 週一次 □每月一次 □一個月以上一次 

3. 請問您通常在何時至七堵菜市場消費？ 

   □平日 □週末（假日） 

4. 請問您大都何時至七堵菜市場消費？ 

   □早上 6-8 點 □早上 8-10 點 □早上 10-12 點 □早上 12-2 點 

5. 請問您已在七堵菜市場持續消費多久？ 

   □最近一個月 □半年 □1-5 年 □5 年以上 

6. (1)請問您通常會在七堵菜市場購買（請依購買的頻率寫出順序 1.2.3） 

   □食品類（請繼續回答第二小題） □生活用品類 □服飾類 

  (2)爲什麼？ 

    □較便宜 □較新鮮 □品質較好 □相關產品較齊全 

 

二、您對七堵菜市場的觀感 

                                                  非常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 

                                                  同意                    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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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您走入七堵菜市場，您會有親切的感覺………………. □    □    □    □     □ 

2.七堵菜市場的存在促進了鄰里間的情感交流……………. □    □    □    □     □ 

3.您認為七堵菜市場的存在提高了社區的凝聚力…………. □    □    □    □     □ 

4.您認為七堵菜市場有助於您人際關係的拓展並能認識   .□    □    □    □     □ 

  新朋友 

5.您喜歡傳統市場喧鬧熱絡的氣氛…………………............. □    □    □    □     □ 

6.傳統市場是您學習新知、得到新資訊的場所之一………. □    □    □    □     □ 

7.您與攤販老闆之間的互動熱絡……………………………. □    □    □    □     □ 

                                                  非常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 

                                                  同意                    不同意 

8.七堵菜市場對您來說是不可或缺的………………………...□    □    □    □     □ 

9.您認為七堵菜市場影響週邊市容…………………………...□    □    □    □     □ 

10.七堵菜市場的衛生條件不佳…………………………..…...□    □    □    □     □ 

11.七堵菜市場的空氣品質不佳…………………………….....□    □    □    □     □ 

12.七堵菜市場內環境吵雜………………………………….....□    □    □    □     □ 

13.七堵菜市場的商品品質不佳………………………..……...□    □    □    □     □ 

14.七堵菜市場的商品價格合理………………………..……...□    □    □    □     □ 

15.七堵菜市場內的商品種類齊全………………………..…...□    □    □    □     □ 

16.您可以很有效率地找到您想要的攤位或商品………….…□    □    □    □     □ 

17.當您在七堵菜市場內消費時，不會受到車輛的干擾….....□    □    □    □     □ 

18.您認為七堵菜市場內應加強安全措施或設備………..…...□    □    □    □     □ 

19.您認為七堵菜市場有帶動週遭的經濟活絡……………... □    □    □    □     □ 

20.您認為七堵菜市場的營業時間和您的消費時間不能配合.□    □    □    □     □ 

21.您覺得七堵菜市場在近幾年與連鎖量販店競爭下有沒落.□    □    □    □     □ 

   、衰退的趨勢 

22.您希望七堵菜市場繼續經營下去………………………... □    □    □    □     □ 

23.七堵菜市場在您的記憶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    □    □    □     □ 

24.如果七堵菜市場消失了，您會有不捨與失落的感覺…... □    □    □    □     □ 

 

三、受訪者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學（大專）□5)研究所及以上 

4. 職業狀況：□1)農業 □2)商業 □3)工業 □4)服務業 □5)軍公教  

             □6)自由業（醫師律師）□7)家管 

5. 您是否住在七堵區：□是 □否（第六題忽略） 

6. 您在七堵區居住時間：□0-10 年 □11-20 年 □21-30 年 □31-40 年 □40 年以上 

 



戀戀傳統市集──談七堵傳統市場之價值與其居民之情感認同                             楊佳欣、甯曉薇 

                                                                                  陳怡儒老師 46

二、訪談稿 

七堵傳統市場傳統店家訪談記錄  

受訪者：A1  

訪談者：楊佳欣 

店家經營：鐘錶、刻印、茶具    

訪談日期：2007/2/16 星期六   

訪談時間：11分鐘 

-------------------------------------------------------------------------------- 

問：請問你在這裡開業已經有多少年了？差不多從什麼時候開始？ 

答：開業差不多是八十年的時候。 

問：所以開業至今已經將近17年了，那請問開業時，這邊的經濟背景情況是怎樣的呢？ 

答：經濟背景在那個時候算還好。 

問：比如說交通方面的情形大概如何？ 

答：交通很好像是附近有前後七堵火車站還有學校。 

問：那請問當時居住在此的人呢？ 

答：居住的人算是滿多的。 

問：跟現在差不多嗎？ 

答：對。 

問：請問你為什麼會選擇在這裡開業？ 

答：因為這邊地點比較好。 

問：那請問有沒有像是交通、聚集地、環境或是人脈等等的因素，會讓你想在這裡開店？ 

答：你是指我這間店嗎？ 

問：對，為什麼會考慮在這邊開店？ 

答：因為它是印章店，還有賣一些古董，再來就是這邊的地點很好，因為這邊有很多公家機

關，像是警察局、學校，車站等等。 

問：請問你是否覺得這幾年來，七堵傳統市場有沒有什麼改變？比如說顧客的增減、來源、

商店攤販有什麼改變？或是說你賣的商品、這個的市場需求改變？ 

答：商店是現在比較多，然後就是這幾年經濟比較不好，來買的人比較少。 

問：請問你這家店本來賣的東西就是這些嗎？ 

答：恩，對差不多。 

問：那關於市場需求呢？像現在不是有便利商店一家接著一家開？ 

答：對，便利商店又多了。 

問：你覺得如果說便利商店seven那種或是量販店家樂福，在未來他們會不會逐漸取代這個七

堵傳統市場？ 

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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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你覺得在哪一方面會受影響？ 

答：就是我們一般的生活用品類，不管是什麼，多多少少都會影響到。 

問：請問差不多是從什麼時候開始受到影響？ 

答：差不多就……八年前吧。 

問：那請問顧客的增減呢？ 

答：顧客是一定會減少。 

問：那差不多是減少了多少？ 

答：將近一半以上。 

問：請問你對這樣的看法呢是什麼？一方面你是賣方，一方面又身為一個消費者。 

答：站在店家的角度當然造成了很大的影響，若身為消費者的話，應該還算好，畢竟選擇變

多，價格有差。 

問：請問你對七堵市場總體營造的看法是什麼？比如說政府在這邊的貢獻有沒有多花點心思

在關於七堵傳統市場的政策上。 

答：政府方面是沒有，七堵這邊沒有什麼關於政策的發展。 

問：所以說這個傳統市場是由這邊的店家自己建立起來的嗎？ 

答：應該說是人聚集後自然而然形成的，後來是有經過政府的許可。 

問：我之前聽說原本政府立傳統市場的範圍好像就只限於戶政事務所那棟建築裡面，後來才

漸漸過擴大的。 

答：對，其實它本來就是在外面，不過後來政府蓋了那一棟，把一部分的攤販遷至裡頭，但

是比較沒有人想進去，因為還要爬樓梯，而且空間又很狹小，所以大家就比較喜歡在外面買

菜，不過現在還是有人在裡面賣。 

問：請問差不多是什麼時候開始大家就已慢慢聚集？ 

答：在我小的時候就有了，這個市場已經很久了，差不多50幾年前就有了，我小的時候就只

有傳統市場，還沒有蓋那個戶政事務所，所以傳統市場就只有在外邊。 

問：那範圍有變大嗎？ 

答：有，有擴大。 

問：請問這邊的區長或里長有沒有做一些對於七堵傳統市場的貢獻？ 

答：沒什麼貢獻，我們這個里長很少看到人。 

問：那是對面麵包店上面那個里長嗎？ 

答：不是，那個和我們這邊是不同里的。 

問：只差一條明德一路而已就不一樣？那請問這邊是哪個里？ 

答：這邊是正光里，那邊是永平里。 

問：你覺得七堵傳統市場的未來發展會如何？比如說店家的性質，顧客的減少等等，還有關

於交通？ 

答：七堵傳統市場周邊加入了很多的便利商店，有可能這裡的雜貨店會慢慢減少，交通的改

善可能會使住在遠一點的顧客開車或坐公車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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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因為我發現從過去到現在，原本的七堵傳統市場就是一些比較舊的店家，但是近幾年來

就出現一些像是seven便利商店至菜市場內設點，然後外圍的店都是屬於比較新科技的。所

以，你認為這些新興起的店家會面面向裡邊深入，把菜市場慢慢包起來嗎？ 

答：應該會，慢慢的。 

問：那顧客來源呢？ 

答：都有，從四面八方來，也有開車坐車來的。 

問：請問你和這邊的顧客大多熟識嗎？差不多可以分成哪幾種？ 

答：一般程度而已。 

問：那有沒有包括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答：當然有好朋友，通常都會在這邊聊天。 

問：那親戚多嗎？ 

答：有，親戚朋友都有，像那些就是(旁邊的三、四個人)，都會聚在這裡聊天。 

問：請問目前狀況的經營狀況如何？ 

答：一般。  

問：有比以前還要好嗎？還是比較差？ 

答：當然跟以前比起來差好很多。 

問：請問像現在覺得情況不太好的話，有沒有試著想要搬至別的地方？ 

答：我不做生意了，我想要退休了，再一、兩年就要退休了。 

問：請問現在還會留下的原因是什麼？ 

答：在撐一下吧。 

問：那對此你考量的因素是什麼？ 

答：因為我是在這邊土生土長的。 

問：所以會建立起情感？ 

答：對，一定會產生感情。 

問：那有沒有想過要把這家店交給下一帶來經營？ 

答：下一代沒有人要接，顧店太累了，一天12小時都不能休息。 

問：那他們現在應該都在外面工作吧？ 

答：對，他們現在都在外面上班。 

問：請問你能否敘述一些關於七堵傳統市場的事情，因為我拿到七堵傳統市場的資料很少，

希望你能補充這裡的歷史或是小時候的印象。 

答：小時後的印象，小時候是沒有那麼多的房子，那現在房子都蓋很多，人口也增加很多，

比以前多了三、四倍。 

問：那就你認為在未來這個菜市場會不會被一些新興的量販店所取代嗎？ 

答：不會。 

問：為什麼？ 

答：因為大家都已經習慣了，習慣在這個傳統市場買菜，除非老一輩的都走掉了，那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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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年紀的就不可能在傳統市場買，你們也喜歡去那個量販店，那個地方要找的東西也多而

且也很好找。 

問：那你會喜歡，會選擇在七堵傳統市場買東西的原因是什麼？ 

答：就是比較有人情味，碰到比較熟的老闆還可以殺價。 

問：感謝妳接受這次的訪談。 

-------------------------------------------------------------------------------- 

七堵傳統市場傳統店家訪談記錄  

受訪者：A1  

訪談者：楊佳欣 

店家經營：鐘錶、刻印、茶具    

訪談日期：2007/2/23 星期六   

訪談時間：5分鐘 

-------------------------------------------------------------------------------- 

問：上次的訪談有些問題沒有問清楚，不好意思可能需回答幾個問題，請問為什麼會想開這

種店？ 

答：因為這是老闆的嗜好和專長。 

問：是哪一個是老闆嗜好？茶具？古董？印刻？ 

答：算是都有，不過古董佔了大部分。 

問：那其他的呢？ 

答：這樣講好了，古董和鐘錶是頭家的嗜好，而刻印是專長。 

問：之前我有問了關於七堵這附近人口成長的問題，有一個部分你說人口差不多就這麼多人，

可是另一部分你又說人口差不多增加了三、四倍，所以我想確定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答：人口是有增加，是增長了三、四倍才對 

問：之前我有問說為什麼會考慮在這裡開店，你說因為他「是古董店」，我不太清楚你說：

「因為這是印章店、古董店」是什麼意思？有什麼關聯性？能否請你解釋一下。 

答：刻印算是比較特別的，因為這附近有很多公家機關，像是戶政事務所和郵局，很多人到

這邊辦事都需要用到印章，而且像印章這種東西，本來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東西，

多多少少都會需要。而且印章店不需要很大的店面，小小的就可以營業了，很方便。 

問：那古董部分呢？ 

答：古董的話也是一樣，就是像剛剛前面講的，就是老闆的嗜好，其實古董擺在店裡也很賞

心悅目，我們自己看了很開心，客人進到店裡也可以欣賞一下。 

問：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七堵傳統市場他的建立是怎麼一回事？是政府先開放說嗯這個地方

可以設傳統市場還是說…… 

問：之前說七堵傳統市場是居民自己建立起來的，那目前有沒有人在管理七堵傳統市場？ 

答：有，現在有管理委員會在負責管理。 

問：那你知道那個管理委員會在哪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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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不是很清楚，因為我是店家不是攤販，管理委員會是專門在管理攤販的。 

問：之前我發了很多問卷，發現有從別的地方來的顧客，他們會開車、騎摩托車或是坐公車

來這裡，所以我想問店裡是否也會出現別的地方來的消費者？ 

答：有是有，不過人數沒有那麼多，大部分都是來自七堵、八堵、五堵和六堵，而且我們沒

有做廣告，還是有差。 

問：那就七堵、八堵、五堵和六堵，以消費者進至店家消費的數量來說，相識的人或好朋友

會比較多嗎？ 

答：會，還是會比較多，大家只要有需要的話都會來。 

問：非常感謝妳接受這次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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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傳統市場傳統店家訪談記錄  

受訪者：B2  

訪談者：楊佳欣 

店家經營：床單、毛巾、化妝品等等類似百貨    

訪談日期：2007/2/28 星期四  

訪談時間：13分鐘 

-------------------------------------------------------------------------------- 

問：請問你在這邊開店營業差不多已經多久了，差不多是從什麼時候開始？ 

答：我嗎？我才接手一年多而已。 

問：接手？請問是從父母那裡接家業？ 

答：是，我父親一年多前去世了，我總不能放著這家店不管吧？所以就接手了。 

問：請問從父親經營開始算起，到目前為止應該很久了吧？我印象中從很小的時候就看過這

家店了。 

答：還滿久了，差不多五十年有了…… 

問：請問你和爸爸一樣都是當地人嗎？ 

答：是，我們的祖先是從這附近的山上搬來的。 

問：請問你父親為什麼會想在這裡開店？ 

答：這說來話長，跟歷史發展應該算是有很大的關係。 

問：那能不能請你簡單敘述一下七堵傳統市場的背景、歷史諸於此類的事？ 

答：以前我的祖先都住在草濫那附近的山上，剛好在我爸爸那一代的時候，就決定搬下來到

這裡住了。 

問：請問為什麼會到這裡開店？ 

答：因為我爸爸那時候差不多是經濟起飛那年頭，就那個在蔣經國時代，他在六堵那建了六

堵工業區，那個不得了喔，是台灣第一個建的工業區，之後就很多人進到六堵那裡找工作，

可是人越來越多，漸漸擠不下了，而有些想搬到六堵的人就往外邊移，六堵旁邊就是七堵，

所以七堵人就越來越多了。那時候我爸爸就想說乾脆也搬來這好了，找個工作試試看，因為

我們家在山上，平常的收入也就是種田賺來那麼一點點，想說下山來到這裡作生意看看，若

是能多賺一點當然是最好的。現在這一大塊地以前是私有土地，因為有很多人到這邊來討生

活，大家就一起把這塊地買下來再去分，後來聚集在這邊的人想說人越來越多，乾脆開店好

了，當然也有一些人只是拿來當住家，反正人就越來越多，店也越開越多家，所以這邊就開

始慢慢聚集，最後變成了最初的七堵傳統市場，我爸爸差不多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經營這家

店的……差不多就是這樣了。 

問：這邊的人越來越多，也包括很多住戶嗎？ 

答：是。 

問：請問那個時候的交通如何？ 

答：當然不能跟現在比，在那時候還好，反正隨著人越來越多，經濟越來越好，交通也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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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來越好。 

問：請問你覺得這幾年來七堵菜市場有沒有什麼改變？比如說顧客的增減、來源和商店攤販

有什麼樣的改變？ 

答：當然有改變，經濟差很多，生意也差很多，顧客的話一定減少很多，跟我爸爸那時候比

起來的話。至於商店和外面的攤販……很多店家都說做不下去了，他們都把一樓的店面租出

去給需要的人用，如果自己用來經營的話，都不知道可不可以賺錢，那還不如租給別人，只

需要收房租就好。攤販的話我之前有問過他們，他們說：「唉~跟以前比起來真的是差多了。」 

問：請問你為什麼不跟其他的店家一樣把店面租出去？ 

答：因為……一方面是我爸爸留下來的，一方面我就住在這裡，兼做個生意也沒差多少，更

何況我賣的東西都是一般人日常生活會用到的東西。 

問：請問你賣的東西有沒有跟著市場的需求在作改變？ 

答：有，我爸爸之前賣的商品種類很多，就像是真正的百貨那樣，不過我現在把很多商品都

收起來了，只剩下你現在所看到的，棉被、毛巾、牙刷、拖鞋、化妝保養品和其他小東西。 

問：請問你對現在很多興起的量販店有什麼看法？ 

答：其實我不是很贊成，雖然說對某些人來說還挺方便的，可是你知道嗎？那種型態的量販

店，實在是不怎麼適合台灣，畢竟那種店是從國外引進的，管理方式和經營型態都跟台灣傳

統市場差很多，從國外引進的店不都是大多採機械式管理，科技化經營嗎？這樣是可以減少

人的成本，而且國外人多地大需求也很多，跟台灣太不一樣，一旦這型態的店進到台灣，一

下子就可以刪減很多的人力資源，間接不就會導致很多人失業嗎？如果這個七堵傳統市場被

一家……以家樂福來說好了，這樣不就會有很多人失業嗎？對不對，因為他們不需要這麼多

的人。 

問：所以你認為這種店對傳統市場的影響很大很深遠？ 

答：對，就像我剛剛講的，影響非常大，生意和顧客就差很多，向你們這種年輕人，不是都

很喜歡到超市、量販店買東西嗎？ 

問：但也不是全部的人都喜歡。 

答：大部分都是啦！ 

問：之前我訪問其他店家的時候，他說這裡有管理委員會，請問你也算在管轄區內嗎？ 

答：對，不過我們的管理委員會有分區比較複雜，從崇禮街到崇智街是一個管理委員會，從

崇智街到崇信街又是一個管理委員會，我就是屬於最旁邊這一個，從崇信街一直到那個自治

街的管理委員會。 

問：那為什麼要分這麼多個，不都是在七堵傳統市場範圍內嗎？ 

答：因為七堵傳統市場很大，還要包括明德一路、東興路跟開元路。 

問：請問就你所知，管理委員會都在做些什麼事情？ 

答：他們會負責每一天的垃圾處理，收會費，處理一些大大小小的事。 

問：請問會進到這家店的顧客是多半是你比較熟的客人嗎？像剛剛那些進進出出的人。 

答：對，剛剛那些都是我爸爸還沒去世前的老朋友，他們常來這裡聊天，我的朋友有事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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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來這裡聊天，反正大家閒閒沒事做就會過來這裡，我自己是會和外面幾家攤販會比較熟

一點，大家有緣來此地相會。 

問：你覺得現在生意不好做，那請問你認為這個七堵傳統市場會不會消失？ 

答：這不是說會不會消失的問題，而是他已經在消失了，你懂嗎？ 

問：為什麼會這樣想呢？這裡不是還有很多人會來七堵傳統市場買東西嗎？而且到假日更是

不用說，甚至還有別的地區的人會專程到七堵傳統市場來買東西。 

答：你不懂，這個市場已經在消失了。 

問：可是七堵傳統市場依舊存在是事實。 

答：你不是生意人你不知道，跟以前比起來真的是差很多很多。 

問：我知道是差很多，不過七堵傳統市場它存在是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啊，而且來到這裡的

消費者算多了，你認為這是為什麼呢？是東西比較便宜嗎？ 

答：也還好，有的量販店的東西比這裡還要便宜。 

問：那是因為選擇性比較多嗎？ 

答：也有可能。 

問：會不會跟人情味有一些關聯？像剛剛進來那些你所熟識的人。 

答：因為我們之前就認識了。 

問：對，因為熟識的關係，也許其他店家或是攤販也是因為有熟識的親朋好友或是多年的顧

客，他們之間因某種情感的關係，就會時常來七堵傳統市場買東西？ 

答：對，這樣說也沒錯，不過我覺得還有別的原因，比如說他們就覺得離家很近啊，東西很

方便，買很多年的話可能就是買習慣了，換去另一個地方會覺得要找東西會很不方便…… 

問：請問你是否認為以七堵傳統市場依然存在的事實而言，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有某種

情感的元素在支持著他？ 

答：是，應該可以這麼說，可是我還是要堅持七堵傳統市場已經在消失了，十年後，二十年

後甚至是三十年後，他還在不在你也不能確定，說不定他就真的被淘汰掉了。 

問：那你希望他消失殆盡嗎？ 

答：當然不希望，雖然他正在消失已成事實。 

問：請問不希望它消失呢？ 

答：因為……畢竟這裡是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每天人來人往，遇到認識的人會順便打招

呼，這種感覺不是很好嗎？所以當然不希望他消失。 

問：難免會有所不捨吧？ 

答：是。 

問：換作是我的話我也一樣會覺得不捨，因為這裡也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雖然現在住在台

北。 

答：你也住這？ 

問：就住在七堵國小東側門那裡，離七堵傳統市場很近，在我國小的時候每個周末都會和爸

媽到市場內晃晃，總之非常感謝你撥空受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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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傳統市場消費者訪談記錄  

受訪者：C1 

訪談者：楊佳欣 

訪談日期：2007/2/16 星期六   

訪談時間：17分鐘 

-------------------------------------------------------------------------------- 

問：請問你都在七堵傳統市場買菜嗎？ 

答：偶爾會到基隆市買菜。 

問：請問你是比較常至七堵傳統市場還是比較常至基隆採買？ 

答：一般都是七堵傳統市場在這邊買。 

問：請問你差不多在這裡消費幾年了？ 

答：三十幾年了，我現在年紀已經五十多歲，我女兒就二十多歲三十歲二十九歲，所以我就

是買了有將近三十年了。 

問：請問你通常都一個人去還是跟朋友？ 

答：因為我是這裡土生土長的，所以我出去的時候沒有約，偶而都會碰到人，然後我們就會

想說，來看看各式高麗菜，就是便宜，來菜市怎麼樣，會這樣互相來往，互相講一下情形。 

問：所以會常常碰到親戚？ 

答：親戚朋友，親戚鄰居都會碰到。 

問：請問通常都會到某一個攤販去買嗎？ 

答：之前是這樣子，後來我有聽人家這樣講說，不要在同一攤販買，因為這些耕農的人種植

的東西，會用那個農藥，有的會弄三分，有的會弄五分，所以就是偶爾吃這家，偶爾吃那家，

會比較平均，就是不要一直吃某一攤。 

問：那會找比較熟的人買嗎？ 

答：也不一定。 

問：就看情形？ 

答：對，其實我和這裡的攤販都算滿熟的，這攤也熟那攤也熟。 

問：請問你是否有這樣的經驗，可能有某一天，你只是想跟人家聊天，就會去七堵傳統市場，

但並沒有要買東西？  

答：會，偶爾會想說，今天也沒有要買什麼，可是我們去逛一逛也許會去碰到誰，想要跟他

講話，打電話也不方便，就是碰到了再講好了。 

問：請問有沒有跟哪一家比較熟？ 

答：其實現代人都是這樣子，你想要跟他熟你就多跟他講幾句話，就會很熟了啦。 

問：請問你跟七堵傳統市場裡的哪幾家店家比較熟？ 

答：像寶寶的一生，他在賣嬰兒還有賣少女的服裝，那我偶爾會去找老闆娘聊聊天。 

問：請問你會常常一直進出這個七堵傳統市場的原因是什麼？ 

答：因為我就是住在這裡，我五十多年都住在這裡，在這裡方便。而且我是家庭主婦，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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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到外面上班，想去哪裡就去哪裡逛一逛買一買，不只這樣，我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腳，我不

會騎摩拖車，也不會開車，所以在這裡方便。 

問：請問你有沒有去過哪種大型量販店？ 

答：很少去，但還是有，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姊姊、姐夫都有車，所以他們偶爾會載我去，像

是COSCO、家樂福等等，帶我逛一逛，像是家樂福，我偶爾才去一次。像現在東西很多，量也

都很大，那因為我人很少，所以我也很少去那裡買。 

問：那你覺得這種大型量販店有什麼比較好的優點是七堵傳統市場沒有的？ 

答：那裡的東西有進口的，有時候會想去嘗試看看。 

問：就比較多可以選這樣嗎？ 

答：對，我會去那裡買一些像是洗衣精量比較大的東西，量比較大的東西都是我們天天要用

的，而且量大依一次買齊會比較便宜，所以我一次去就會買個一瓶兩瓶，在特價的時候我也

會多買幾瓶回來储存。 

問：請問你認為七堵傳統市場有什麼缺點？比如說市場內很髒？ 

答：可是我是不會特別覺得很髒或是那些攤販不整潔，畢竟這不是我們的能力範圍所能解決

的，得過且過吧。反正我們來買菜只是半個鐘頭而已，人家做生意也是要賺錢，所以我就不

會有什麼抱怨，然後去上訴，我會覺得應該要體諒他們，做生意也很辛苦，要有攤販來也要

有人來，那他們才有生意。所以我不會覺得說這樣子很不方便。 

問：請問你買菜的時候會不會挑感覺比較乾淨的？ 

答：那當然是會，但是我要看菜，比如說ㄟㄧㄚ菜，他有那個葉子有分兩種，圓的我就不喜

歡，要買尖尖的，那個比較好吃，要是老闆一直叫我買，我就會講我不喜歡吃這種，我喜歡

吃另外一種的，下次再買它的菜這樣。 

問：還有什麼缺點嗎？比如說市場裡面很吵雜或很擁擠。 

答：有，像是摩托車開進來，這些我都會顧慮到，其實我們消費者會覺得他們不應該騎摩托

車進市場裡，除了很擁擠之外也會影響空氣品質。假如說攤販擺的亂七八糟，那我還可以接

收，畢竟他們要生活，就算擺到沒有位置可以走路了，我們還是可以接受，反正彎一下就好

了。 

問：請問還有沒有別的缺點？比如說商品很雜，沒有分類分區販售而找不到想要買的東西。 

答：對有時候也是會，不過這個距離不算太長，算一算差不多二、三十家，找一下就好了，

不然就問別人。 

問：雖然有這些缺點，不過你還是會進出七堵傳統市場對不對？ 

答：對，還會接受，但我還是覺得說他們做生意是真的很辛苦，我們還可以接受這樣子，畢

竟我們這不是大台北地區。 

問：你的意思是說這裡比較有同情心比較有人情味？ 

答：對，也比較親切。 

問：現在社會不斷的在變遷，請問你覺得七堵傳統市場有逐漸要消失的趨勢嗎？ 

答：沒有，因為我們這七堵傳統市場……據我所知這裡，曾經也開闢了一個傳統市場，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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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路那，結果收起來拆掉改蓋公園，大家都會想集中，我們這邊的菜市場之前也有，二三十

年前也有蓋個菜市場讓攤販進去裡面賣…… 

問：在那個戶政事務所裡？ 

答：對，在那裡像我們這些消費者都不喜歡進去。 

問：為什麼？很麻煩嗎？ 

答：對，很麻煩，還要爬樓梯對我們來說很不方便。 

問：我之前有去問是場內的店家，其中有人認為七堵傳統市場在消失了，現在只不過是在撐

著，那起問你的看法是什麼？ 

答：店家根本不可以這樣講，因為他們店家……我覺得不可以這樣講，可能是他們覺得賺錢

不夠吧？ 

問：也有可能，那你希望七堵傳統市場會消失嗎？ 

答：我都可以接受，但我想是不可能會消失的，而且七堵這裡也沒有什麼土地可以再建立一

個傳統市場供大家使用，反正就是不可能。 

問：要是七堵傳統市場被鏟除的話呢？你覺得如何？ 

答：我是可以接受，可是這是不可能的事，更何況我們七堵的房子越蓋越多，人也越來越多。 

問：可是大多屬於年輕人。 

答：是沒錯，她們是會到大賣場去買東西，可是他們偶爾也會來這個傳統市場買東西。 

問：那你會不會覺得比較老的這一代更替之後，變成年輕新一代的話，七堵傳統市場會不會

慢慢沒落？ 

答：我想是不會，我是覺得比較有可能沒落的就是成衣之類的賣衣服這些的，因為現在年輕

人大概外面買的就是高品牌，對不對，他們現在都不太喜歡逛這裡賣的衣服，不過那蔬菜類

肉類，我想他們還是會接受。 

問：請問你是否認為傳統市場裡面的東西，品質保證或衛生條件沒有很齊全，像頂好就會蓋

那些認證章。 

答：不會，因為頂好蓋認證章蓋日期，他們也會這樣，看看今天的日期已經到了，就把外面

的包裝紙拆掉，另外在蓋一個，它們也會這樣子，像我到頂好去買那個水果之類的，幾乎都

是爛的，我看那個外皮很漂亮就買回來，但裡面三個就有兩個是爛的，那要是我們在傳統市

場就可以把不喜歡的挑起來。水果、青菜、猪肉，我覺得在七堵傳統市場的就很漂亮，反正

現在也沒有假的屠宰場，以前就是那個殺猪的時候要繳稅金，要經過稅捐處蓋稅章，所以一

些屠宰場，私宰偷宰猪的，那個才很危險，但現在不會了，現在一家是家族性的，比如說爸

爸他會宰猪，兒子就跟他一起賣，很多都是家庭性的。 

問：所以就會放心？ 

答：對，你說新東陽的那個香腸，雖然是很好吃，可是我們在這裡的傳統市場，一般叫他們

幫我們灌也是很好吃，味道也有很多種又很新鮮，馬上要買這猪肉，又可以馬上看他灌，不

一定要去買那個。 

問：你覺得傳統市場可以存在重要的原因之ㄧ，是否有情感層面的東西存在？用情感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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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七堵傳統市場？ 

答：講公道，我覺得是他們要做生意他們要賺錢，當然他們是想要留下來，要是他們沒有留

下來的話，我會同情她們，他們很喜歡做生意，雖然他們經濟能力都很好了，可是他們還是

喜歡做這個，可是做生意也真的要忍氣吞聲，他們真的是很累，那我是會替他們感到不捨。 

問：那你會考量到他們，這就算是一種情感的表現？ 

答：恩，我覺得她們能夠賣當然是最好的，其實他們在做生意那些人，有很多根本不需要為

了賺那些錢來生活，但是就是因為他們有那些情感在。 

問：所以他們自己也有一些情感嗎？ 

答：對。 

問：非常感謝妳接受這次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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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傳統市場消費者訪談記錄  

受訪者：D1 

訪談者：楊佳欣 

訪談日期：2007/2/23 星期六   

訪談時間：15分鐘 

-------------------------------------------------------------------------------- 

問：請問你買菜都會至七堵傳統市場嗎？還是有時候會至別的市場？ 

答：有時候會是去別的地方，比如說COSCO或是基隆的菜市場都去過。 

問：但是還是在這邊最多？ 

答：是，買菜還是在七堵菜市場比較多。 

問：請問你已經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幾年了？ 

答： 三、四十年有了。 

問：請問通常你會自己一個人去還是會和別人一起去？ 

答：有時候會跟朋友一起去。 

問：那都是約好的嗎？ 

答：比較常是遇到。 

問：請問有沒有遇到朋友後，會討論要去哪裡買？哪種選擇會比較好？ 

答：當然會。 

問：請問你有沒有跟哪家店很熟？ 

答：雜貨店，買的機會比較多，所以比較認識。 

問：那攤販方面呢？ 

答：攤販也是買的比較多，漸漸就熟識了。 

問：請問你會常常找同一家作消費嗎？因為比較熟，所以常常會去同一家買？ 

答：會。 

問：那他們會算你便宜一點嗎？ 

答：不會，該賺的還是要讓他們賺，我不在意那個，只要他們不要騙我就好了。 

問：請問你為什麼會想要找同一家作消費？ 

答：因為比較熟，買菜比較方便，菜色也比較多。 

問：請問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沒事做只是想找人聊天，就會至七堵傳統市場逛逛，並沒有

要買東西的意思？ 

答：有，而且我常常這樣。 

問：那通常都找誰或只是剛好碰到。 

答：也不一定要找人聊天，去逛一逛看一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買，如果沒有的話就回家了。 

問：請問你覺得七堵菜市場有什麼缺點？像是衛生條件？ 

答：還好，衛生條件也不錯。 

問：可是地上看起來還滿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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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菜市場一定是不會太乾淨，因為賣菜的人會把菜葉剝在周圍這樣才方便。 

問：那他們會收拾善後嗎？ 

答：會，中午十二點收攤時他們會掃乾淨，他們有請固定的人在清理也會有垃圾車把垃圾運

走。 

問：請問你覺得傳統市場會不會很吵？ 

答：吵是一定會的，因為要叫賣招徠顧客。 

問：請問你會不會認為有機車開進來很討人厭？ 

答：會。 

問：那你會不會覺的商品都沒有歸類，散落在傳統市場各部，買的時候很難找到需要的東西？ 

答：不會，找不到時就問別人，老闆也不見得會天天會在固定的地方販售商品，常常會變的。 

問：雖然七堵菜市場有一些缺點，但是還是會常常去買菜，是為什麼？ 

答：住在七堵一定要在七堵菜市場買菜才比較方便，沒有什麼選擇機會。 

問：這些缺點會影響你去七堵菜市場的意願嗎？還是覺得那是小事？ 

答：買菜是一定要去七堵傳統市場的，而且七堵菜市場算很不錯了。如果說我討厭這個菜市

場，覺得很吵就不要去，那就無法準備三餐了，而且去基隆菜市場還要坐車，不但不方便情

況也有可能更糟。 

問：面臨時代的快速變遷，你覺得菜市場會不會消失不見？ 

答：應該不會，因為老人家都喜歡在傳統市場買菜。 

問：有沒有可能老人家凋零，替換成下一代來買菜，傳統菜市場會不會減少或消失不見？ 

答：應該不會，很多年輕人也喜歡在傳統市場買菜，到處都有傳統市場，是無可取代的，大

賣場雖然方便，但是大部分人還是會選擇在傳統市場買菜。 

問：菜市場有比以前好嗎？例如生意、店家、人潮等。 

答：我覺得很好，有很多人都會來七堵菜市場買菜的，尤其是假日，比如說暖暖、四腳亭的

人也會來。 

問：他們那邊沒有傳統市場嗎？ 

答：沒有像七堵傳統市場這麼大，而且菜色也不夠多。 

問：我去問過七堵菜市場的店家關於傳統市場會不會消失的問題，他們說會，而且已經在消

失了，態度還滿消極的，這些說法好像與消費者想法有明顯差異。 

答：他們都亂說話，主要還不是要加減訴苦生意不好做，因為民生用品都漲價了，說快要沒

飯吃，其實是騙人的。 

問：那雜貨店呢？你覺得他們的生意好做嗎？ 

答：雜貨店生意可能會比較不好。 

問：那攤販呢？ 

答：攤販不會賣醬油等東西的，而大家會比較想要去大賣場，像家樂福、頂好、好市多、全

聯社等買調味料等日常需要的東西，因為比較便宜。 

問：那你也會去那邊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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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會的，像洗衣粉也是。 

問：請問你會希望七堵傳統市場消失嗎？假如有一天政府決定要把它剷平改建成別的用途的

建築物。 

答：這個傳統市場應該不會被剷平，因為它只是一個道路而不是一個空地，如果有一天，道

路不用來賣菜了，政府也一定會找一個地方來代替的。 

問：如果有一天它消失了，你會覺得可惜嗎？或是別的感覺？ 

答：我可以肯定的說，這個菜市場絕對不會消失的。 

問：如果只是如果，他不存在了呢？ 

答：如果它消失了，那就找別的地方買啊！別的地方也一定還有傳統市場的。 

問：為什麼你能那麼肯定它一定不會消失？ 

答：這只是我的感覺，因為傳統市場是一般人天天都要去的，且每個地方都有傳統市場。如

果這邊的市場消失了，附近馬上會有另一個傳統市場又出現了，是絕對不會消失的。台北市

也有傳統市場的。 

問：台北市的傳統市場都很小吧？ 

答：台北市的傳統市場有很多是很大的。 

問：台北市有很多菜市場都整修過，由政府規劃過的？ 

答：雖然經過政府規劃過，但也是算傳統市場，只是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一個攤位一個攤位

事先規劃，而不是像我們這個市場這樣是在路上或在騎樓下。且如果政府說，這條路以後不

能擺攤了，那也一定會找個空地，蓋一個市場，那也叫傳統市場的，而不會叫大賣場的。 

問：這個傳統市場可以一直保存下來，是因為附近居民有其需要，那你覺得有沒有情感的成

分存在？像是對一些常買得店家或整個市場有感情了？ 

答：這多多少少都有的，如果哪一天消失了，我也會覺得說政府怎麼會讓市場消失掉呢？ 

問：能否請你舉個例子來說明對菜市場感情的發生？ 

答：對這個菜市場有感情，因為買了那麼多年，很方便且上傳統市場可以和朋友交流資訊，

有時候遇到朋友可以聊聊天。如果大家都去大賣場，而沒有常常去菜市場逛逛，人和人之間

的情感會慢慢淡薄掉。有時候很久沒有看到的朋友會在菜市場遇到，可能年輕人沒有這種感

覺，但是對我們這種歐巴桑來說，傳統菜市場方便又很好，可以促進人與人間的交流。 

問：菜市場對人與人之間的交流很重要嗎？ 

答：交流是少部份，沒有一定需要。但是對傳統市場的情感是因為它給了我們幾十年的方便，

就好像一個地方已經去慣了，突然不能再去，一定會難過的。 

問： 謝謝您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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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傳統市場消費者訪談記錄  

受訪者：E1 

訪談者：楊佳欣 

訪談日期：2007/3/8 星期五   

訪談時間：17分鐘  

-------------------------------------------------------------------------------- 

問：請問除了七堵傳統市場以外你還有去其他地方消費嗎？ 

答：台北，那個巷子裡很老的傳統市場還有那個忘記叫什麼的超商，也有去超市。 

問：但這些地方跟你去七堵傳統市場的次數比起來，應該還是七堵傳統市場比較多吧？ 

答：是，還是去七堵傳統市場比較多。 

問：請問你在七堵傳統市場消費多久了？ 

答：差不多四十年有了。 

問：請問通常是一個人去還是會找認識的人一起去？ 

答：通常都一個人去。 

問：那為什麼沒有找人家一起去？ 

答：個人有個人的時間怎麼一起去。 

問：請問會常常跟同一個老闆買東西嗎 ？ 

答：會。 

問：為什麼？ 

答：就是因為比較新鮮。 

問：請問有沒有跟哪個老闆比較熟？ 

答：當然有。 

問：那他會不會算你便宜一點？ 

答：不會。 

問：請問是什麼原因讓你最常去七堵傳統市場？ 

答：幾乎都是每天都有去。 

問：那為什麼？ 

答：我都……像今天看到很新鮮的就會買一點買一點，沒有買很多。 

問：那為什麼你會七堵傳統市場？ 

答：買慣了，買習慣了。 

問：請問你要是某一天去別的地方買菜，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答：會，就是會覺得不習慣。 

問：請問你為什麼不會去其他地方買東西？ 

答：就因為跟七堵傳統市場很近啊，而且七堵也只有那個傳統市場，我們的菜市場很有名喔！

全省有名的，滿大的。 

問：所以你每天都會去的原因是因為你很喜歡這個傳統市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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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有時候就很無聊，所以就會每天都去買一點買一點。 

問：請問傳統市場算是你生活中一種精神支柱嗎？ 

答：算是吧，每天就是想去逛逛看有沒有什麼東西好買。 

問：請問你認為七堵傳統市場有什麼缺點？ 

答：(沉默很久) 不知道有什麼缺點。 

問：那你覺得傳統市場有什麼優點？ 

答：傳統市場，老人家就是比較習慣。 

問：那缺點呢？比如說路很狹小，市場裡很髒很吵，東西都沒有分類很難找？ 

答：不會。 

問：那你會不會覺得那個摩托車開進來很討厭？明明就路已經很狹窄了。 

答：沒有，沒有摩托車。 

問：明明就有，我都碰過好幾次了。那你是否認為七堵傳統市場很吵？ 

答：那是沒辦法的事，傳統市場就是那樣，本來就是吵的地方。 

問：那你會不會覺得東西都沒有分類，賣蔬菜和賣肉都混在一起很難找？ 

答：不會，因為都買慣了，要買什麼就到哪裡，習慣了。 

問：所以你覺得七堵傳統市場沒有什麼缺點？ 

答：對，沒有什麼缺點。 

問：那優點呢？ 

答：離家近......比較新鮮。 

問：請問有比較便宜嗎？ 

答：便宜是沒有，比較新鮮而已。 

問：請問你會不會在傳統市場裡碰到什麼認識的人就會跟他聊天？ 

答：那是當然有，碰到也會聊天，可是主要都是要去買菜。 

問：現在有人說菜市場快不見了，那你覺得七堵傳統市場有沒有可能會消失？ 

答：怎麼可能會不見，不可能。 

問：為什麼？ 

答：暫時應該不會。 

問：那你覺得多久還會維持多久？ 

答：以後我是不知道，反正目前是不會的。七堵住這麼多人，不可能。 

問：假如說它被拆掉的話，大家會不會起來抗議？ 

答：應該會喔，七堵傳統市場很多人在那裡買，不可能的。 

問：所以你一定不希望它消失不見？ 

答：對。 

問：為什麼？ 

答：因為很不方便。 

問：之前我有去問七堵傳統市場裡面的店家，他們覺得傳統市場會不見，可是多數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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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覺得它依然會存在在那邊，並不會消失不見，那你覺得呢？ 

答：不會不見的，人很多而且生意很好，買的人很多。 

問：可是店家都說他們的生意不好。 

答：他們隨便講講，人很多哪有可能生意不好，當然也不是每一家生意都很好，有的當然是

不好，但是不好的佔比較少，反正很多人在那裡買。 

問：是否能請你舉例說明菜你都到哪一家，肉都到哪裡買？ 

答：只有買魚跟買肉比較固定，菜和水果都不一定，看新鮮就會買。 

問：那日常用品呢？調味料那一類的，你會去頂好買還是去裡面的雜貨店買？ 

答：雜貨店買。 

問：為什麼呢？ 

答：就順便買一買，反正都在市場裡。 

問：請問你認為量販店，像頂好、家樂福等等有哪些優點是七堵傳統市場沒有的？ 

答：因為傳統市場都只是一個早上，所以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去頂好買。 

問：東西有分類比較好找？ 

答：這個也不一定，你到雜貨店去可以直接說我要什麼。 

問：傳統市場在這個社會應該是要被淘汰了，可是至今它依然存在，你覺得有沒有包含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繼續支持七堵傳統市場？像你住在台北依舊是會回七堵傳統市場採買。 

答：因為我買慣了也比較熟悉，比較熟悉那個環境還有賣的人。 

問：所以你對七堵傳統市場比較信賴也比較依賴？ 

答：對。 

問：那你覺得這是不是一種認同感？ 

答：是吧，不只是我一個人會回去買，也是有很多人現在不住七堵還是會回去買。 

問：非常感謝你抽空接受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