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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彰化地區醫療空間的社會角色轉變，希望以此廓繪醫療部門在地方

社會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意涵，如何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展現出相異的空間性。

筆者主要通過二手資料、既有學術文獻、新聞報導、官方文件如區域規劃資料、

醫療機構出版資料，彰化在地民眾的就醫經驗訪談，以及參與式觀察為研究方法。

文章經由歷史梳理，帶出 1980 年代中期後，彰化醫療空間因應國家民主化趨勢、

醫療制度的定位變遷、初步涵納空間規劃的醫療思維、與土地投機導向的地方政

權運作，如何改變在彰化地景上的分布型態及其與民眾的日常互動模式。彰化例

子呈顯出，醫療空間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老厝邊」角色退出主導位置，以

囊括產業、政府和服務機構（如教會）的曖昧姿態逐漸全面且深切地與地方就業、

消費體驗需求，和發展願景共構。筆者認為地方社會醫療部門的空間生產有其特

殊性與複雜性，考量台灣未來照護醫療系統時若以「醫療基礎設施」論之，應能

有更全面的調查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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