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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設計—問題意識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長兼主任．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景觀學會理事

都市可以被「設計」嗎？
論「都市設計」政策與
都市發展間之矛盾與蛻變

前言
「設計」一詞，給予人的立即聯想是實質

的，與空間相關的，吾人可反射出的思維有建築

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工業設計、商業設

計⋯等，但「都市設計」對一般人而言卻相當模

糊。換言之，一般人可理解都市計畫、都市規

劃，尤其是切身利益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但對

於「都市設計」卻很難將「都市」+「設計」整

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之層級有時很難清楚切割，但虛與實

之間確需細膩之控制。   攝影／郭瓊瑩

理成一種清晰易解之意象或價值。

「Sense of Cities」係Kevin Lynch繼「The 

Image of Cities」後又提出對都市風貌、意象與質

感之詮釋方式，在Lynch之觀念中，都市可以描

述、可以詮釋、可以體驗。但都市「Sense」的

確很難用簡單之字句來傳達，當Lynch提出都市

意象之剖析方法時，我們依然可以很清楚地理解

「意象」多與視覺經驗鏈結，尤其強調空間之質

感、尺度、量體及其涵構所濃縮出來之一種空間

認知與行進體驗。當然它亦可擴大尺度為一種綜

觀尺度解讀與時間序列之感受或體驗。但當它更

深入進入所謂「Sense」之層級時，吾人當發現

它的範疇擴大了；而且它的厚度亦加深了；包括

城市的歷史斷層與不同的時間向度累積之「印

記」、四季變遷，以及加入了空間容器內外「人

類」(使用者、生活者)活動參與體驗之多元向度

感知詮釋。

是以，當我們自生活空間擴大到都市尺度

今日萬華水岸因防洪牆之隔，水岸城市氛圍如何再造是新

的挑戰。  攝影／陳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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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巴黎的融合都是在政策控制與市民共識之互動

中成形。   攝影／王姵琪

河岸城市之起源昔時渡口極易在都市化過程中被遺

忘。  攝影／郭瓊瑩

臺北市之軸線翻轉讓城市秩序順著鐵道東移。   攝影／陳敏明

昔日之萬華水岸是商業貿易熱

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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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這些透過時間累加形塑之意象、風貌

或特色，是否可期望透過行政(or政策性)規範，

而可有效掌控其空間氛圍內涵、品質與外在量體

形式？！而若是，則人類運用政策手段工具又是

否真正能控制這個有機、多元、多向度之複合

體？！回到問題主軸題───

都市意象是用政策工具塑造出來的嗎?

都市風貌是以管理監督得以具體經營的嗎?

都市自明性是可以用「設計」手段(或機制

工具)來達成且可永續經營的嗎？

有序的都市
Joel Kotkin在「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一

書中寫到不論古今所有的城市具備有三項普遍的

功能：建構精神道德領導、提供保障與基本安全

的權力組織、商業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

而正因為都市是人類集居、產經發展逐一

跨越時間而累積凝聚出來的一個空間實體，它也

如人的生命般有生老病死之不同生命週期。而影

響都市之健全發展，其中又以精神與道德的步調

為歷代都市文明興衰之關鍵。而自此亦點出了都

市在空間面所形塑出之可視之形體或風格，其實

是其背後各種錯綜複雜的人與人間交流、商務交

易、文化歷史交疊，乃至自然資源地理氣候環境

條件所綜合孕育出來的一個名詞代表。

也因此，當大家認為都市必須在此架構下

要能均衡有續發展時，空間正義、社會正義，乃

至環境正義等議題則不斷浮現。從早期君主政治

治國認為城都、城邦必須有計畫性之規範，有城

牆、有城內、有護城河，周邊有生產性農田，中

心有政經文化領導核心⋯等；這些所謂有秩序

之建構經營措施(或政策)其實仍是建置在安全防

禦之基礎上。換言之，那各時期之都市「計畫」

「規劃」早已融合了「空間設計」之概念，包控

中軸線、大街、大道、中心廣場、集會所⋯，

這是以高度管理為前提需求所建構出來之「都市

體」，而工業革命後都市化步驟快速成長，在突

破社會階級後之都市管理在「秩序」上也開始變

了調；居民突破階級後，城中心也湧入窮人或工

人階級，而原本在集權(或君主)政治下之空間領

域分配規定也被擾動了。

以臺北市而言，清代之城中區(城內)接續到

日治時代之軍政(貴族)統治者之都市棋盤格局，

儘管當時以七星山為引導之風水軸仍在，但進入

市區中心那個有形的牆早已變成無形的邊緣線

了。而河岸城市之特質仍保存於昔日渡口、碼頭

以及與宗廟核心互動的一種紋理，迪化街、饒河

街、小北街⋯等，乃至與農業發展灌溉有關，如

瑠公圳系統及七星水利系統所形塑出之水路生活

網。

這些空間秩序是累加的、是疊積的，它不是

劃設的。亦即官府之公有政治統治空間可以很具

體規範控制，但常民生活之空間紋理卻更細緻、

破碎或更綿密，這個「秩序」是都市涵構中之一

種生命體，當然也與Kotkin所謂之權力組織商業

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有關。

也因此，當要推動「都市計畫」時，想必期

望在資源分配面能有一邏輯，能兼顧到百姓之福

祉，是以當土地使用分區概念被自西方引入時，

勢必與現行都市自然發展之空間秩序與時間秩序

有落差。Shop House區如十四崁被劃為住宅區，

除了城中區外，多數商業區之劃設多以後來發展

之鐵路、公路、幹線道路而逐一分配，而即便是

「計畫分區」亦會隨時間而被迫改變，如鐵路沿

線之工業區隨著鐵路地下化、高鐵捷運，乃至高

速公路發展一一轉型為商業區與住宅區，而都

市邊緣之農地亦因都市擴張衍生為金融中心(如

信義計畫區)，昔時繁華之港口(如萬華、錫口)也

一一因河道淤積、商業式微，形成都市邊緣。

而以臺北市為例，經歷任市長之政策引導，

都市由西向東發展，又期待它能導入由東向西翻

轉。而要問的是，這個軸線翻轉豈是行政命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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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河川是很重要的都市血脈也是建構

其形格之主要元素，京都鴨川與小京都

(臺中)之小柳川(綠川)在都市風貌之控制
上則有不同的命運。   攝影／郭瓊瑩

臺中市發展由東向西，而其市街棋盤也由小而大，昔時中心已被邊緣化。  攝影／陳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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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白皮書等之宣示一蹴可及？它仍然是要配

套機制慢慢Cook(熬)出來的，而此亦呈現另一迷

失，棋盤式、規矩化之都市發展是否優於彎曲有

機之紋理？是否更好管理？是否更有效能？

顯然歷史累積之都市空間紋理脈絡是很難用

尺來區劃的，但這種因應交通建設導向之現代生

活方式又不得不犧牲了昔時之文化歷史特性，如

萬大計畫整序了低收入戶，但也磨滅了原來通商

口岸都市之水岸紋理。

以臺中為例，小京都之細緻紋理已被巨大

之重劃區淹沒、邊緣化，原來由東向西之五條河

川如同臺南市之五條港也都一一消失或變形了。 

這個「秩序」是科學發展出來之空間控制性手

段、成果，但當每個都市在歷史軸之滾動中不能

逃避這樣被變之命運時，是否在「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甚而「都市設計」等之控制工具

下，它不再是片斷的、斷代的、破碎的？

有形的都市
都市(城市)是人類(作為高等靈長類)之最偉

大創作，都市之所以存在它必須在其自然、地

理、氣候環境條件下，再因其所承襲之文化歷史

脈絡求取其可自給自足之機會。當然，昔時都市

發展絕對是在評估了前述條件後逐步長出來的，

例如依河而生之歷代人類都市聚落文明，自地中

海的兩河流域到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皆然，如果

沒有充足自然資源之供給，都市很難永續發展，

但今日之「創造型」或「計畫型」都市卻未完全

依循人類古老智慧經驗，這也是近代許多所謂花

園城市、明日城市、新市鎮失敗之原因。因為單

一化之都市組成涵構，以及為求得一個所謂「完

整」的基地而選擇發展的都市，往往侷限於土地

取得及財務計畫，反而形塑出了與土地生態紋

理人文歷史脈絡切斷的畸形兒，臺灣的林口新市

鎮、淡海新市鎮、高雄新市鎮均有其影子。都市

之「形」其實絕非僅是二度空間之形(Form)，而

昔日浪漫的美濃盆地紋理在都市化後呈現被道路切割之破碎

紋理。  攝影／郭瓊瑩

桃園台地之埤塘與鄉村聚落共生，也因道路開發而阻斷了綠

色防風廊道。  攝影／郭瓊瑩

蘭陽平原之聚落發展必須以另類「鄉村設計」手法來保全其

鄉村風貌與氛圍。 攝影／ 陳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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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整與否也非二度空間是否形狀完整，它仍需

建基於地下之土壤、水資源是否充裕完整，以及

其對天然災害抵抗回復之能力，當然天然氣候因

子也決定了城市健全成長之適宜性。

以臺灣的都市而言，各有其天然賦予之

「形」，而這個形並非只是空間造型，它是都市

地力與潛能之形。例如： 

碗狀——臺北市、新北市它受山脈包圍著中

央盆地，源自周圍山區之支流，在盆地匯聚成主

要河流，由東北出海形成一個碗狀低地，而如美

濃埔里雖未與海連接，而其盆地特質也是一種碗

狀特色。

梳狀——另一種形式之都市地形由山地逐漸

下降平緩，形成廣大平原在與海洋相接，有數條

平行河流由山區發源、順流入海，在平原上則形

塑出點狀散布之聚落城鎮，這類型都市存在於雲

林縣、彰化縣、嘉義縣、屏東縣，有如梳狀之基

盤紋理。

梳狀變形——而如桃園縣、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其都市則存在於由山地逐漸平緩下

降，形成廣大平原並與海洋相接，數條平行河流

由山區發源、順流入海，而在梳狀平原中除點狀

分布之小型城鎮聚落外，亦有部分都市區域已擴

延連接數條河流。

碗狀

蹼狀

梳狀

帶狀

蹼狀——此類都市則多座落於新竹縣(市)、

苗栗縣、宜蘭、臺東、南投等山地，由坡度較陡

之山林包被著一個到數個小型獨立沖積平原或河

谷，且其主要聚落城鎮則沿著河流分佈於河岸與

平原上，由高往下看具有非常獨特之沖積平原星

棋盤據之特色。

帶狀——此為長條型之發展如花蓮縣兩側山

脈包被著中央山脈之中間之帶狀縱谷平原，在縱

谷平原匯聚後再沿著縱谷平原順流出海，多數聚

落城鎮沿河谷、出海口分布，具有相互串連延長

之潛力特質。

變形蟲狀——臺灣有諸多離島，地形有機

起伏、平原較少，繞著海岸線，於較短促河流交

會處形成聚落城鎮之發展，如澎湖、金門、連江

縣。

這些都市之「形」，係孕育其成長之自然

條件因果關係，也呈現出其發展之先天限制與潛

力，這個天賦之「形」已展現了個別都市之自然

地理自明性，無論自空間治理或生活經營向度而

言，它說明了今日吾人探討都市計畫或都市設

計時，所存在之斷裂點(gap)，亦即在都市計畫上

較少呼應自然、地理、地形(Landform)。羅東、

美濃是少數具有特色者，也因此這些都市之發展

必須有空間紋理之承繼性，近年這些都市之風貌

發展，基本上確有回應其歷史紋理與自然綠色基

盤，也因此這些都市之空間性格與風貌則特別突

出且具魅力。

但多數都市之發展，除原已有歷史城門、

城廓之發展(如臺北舊城、新竹市、臺南、恆春)

外，多數都市之計畫仍流於二度平面空間之發展

控制，但對於三度空間之發展並未提出前瞻性之

事前發展願景藍圖，以保全、保護、維持或增益

修補其都市空間格局之特性。

具體而言，現行都市設計機制除原來之臺北

市信義計畫區係無中生有再逐一累疊平面與三度

空間之量體格局發展外，多數所謂「都市設計」

梳狀變形

變形蟲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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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詞在臺灣雖已朝向更多元宏觀之角度發展

中，但卻仍有很多不足之處。舉例而言，各個都

市設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有個別特區之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但卻無法拼湊出一幅整體都

市之三度空間「形格」，亦即欠缺掌握經濟、人

口、交通、產業發展需求下所能預期勾勒出之都

市設計master plan。更深入而言，都市設計master 

plan是對該都市在其所成形基底自然、人文、

歷史條件下，所容許合理發展之三度空間「模

型」。

今日，各個都市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所負責之功能只偏側於個別基地開發之量體造型

控制而已，但仍欠缺由上而下對該都市長程發展

所該具備之容許度想像，以及個別基地間之競合

與矛盾回應。也因此即便有審議機制，但因流於

點狀散發、不同階段發展、不同層次審議，再加

上不同區位之開發往往會造就出很多不協調破壞

原有大架構或區域量體平衡之「意外」。臺北市

總統府周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新北市

淡水鎮之超高層開發案，它不僅破壞了天際線更

艋舺舊有的隘口原係社區防禦範門戶今只剩殘

牆，舊市區之保全必須與都市設計同步。   
攝影／郭瓊瑩

在艋舺仍有老街屋，而周邊之都市更新卻與之無交集，這是欠缺3D都
市設計Master Plan之結果。  攝影／郭瓊瑩

北京胡同在三十多年來之快速發展中已經殘存

不多，它的經濟與巷弄中之故事才是有感城市

之焦點。 攝影／郭瓊瑩

澎湖望安的聚落在欠缺嚴謹之離島開發控制

機制下，在質與量間亦受極大威脅。 
攝影／郭瓊瑩

在中國只有控制高度與量體之「詳規」卻無法形塑出一個與舊有天際

線共鳴之新都。  攝影／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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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小酒館內「慕夏」複製畫與酒館本身之精神融合為一體。 攝影／郭瓊瑩在匈牙利小巷街角看到海頓雕像，這

是城市文化對歷史內涵之另一種反

射。    攝影／郭瓊瑩

莽撞地破壞了一個都市之「形格」，這是今日仍

未竟有效管控之缺憾。

有感的都市
人類與都市之關係充滿了愛恨交集，一方

面人類因需要而凝聚，統治者(或政府)為易於管

理防禦而建城，另一方面當人口增加生活空間品

質、綠地壓縮、空氣與水之品質也劣化時，人類

又開始逃離都市想另闢桃花源，也因此都市邊緣

之鄉村土地形成一種變形蟲之拉鋸戰。新鄉村模

式之出現正說明了這樣的矛盾，在東方生活價值

體系中也深受傳統文化，甚而風水思惟影響較少

有大舉出走都市之現象，但卻有跳島式移民之現

象。亦即由一個大都市移居到另一空間層級之都

市或城鎮，當然一方面係因房地產價格因素，而

另一方面都市之三大特質仍是維繫著多數人口必

須棲息於中之理由。

臺灣之都市發展歷史很短，不如中國或歐洲

有千年古都，但以現有臺灣不同階層都市之發展

而言，近三百年歷史其實反映出的是移民社會之

多元與活力(Dynamic Vitality)、東西文化交織、

大陸與島嶼文化交疊，即便是安平、鹿港與艋

舺，都還能找到原汁原味的所謂在地特色：自建

築風格、材料、巷弄空間到生活文化脈絡。這樣

的多元活力之混合體亦非今日中國大陸那種快速

複製都市所呈現之文化貧乏感，在外部空間上也

很難讓外人有直覺之驚豔感。

當然，在全國319鄉鎮中吾人仍可挑出些許

大尺度中之核心片斷，讓人有其地域人文歷史之

依附感，如竹東、東勢、大溪、三峽、美濃、坪

林或離島的望安、二崁、金城，而其完整性也多

因交通建設、城市擴張而漸趨破碎斷裂。而有

趣的是，這些小型城鎮多位於大都市邊緣受地

理環境區隔保護，而得以讓內聚之住民共識或傳

統價值延續，而大都會周圍之城鎮則面臨更大之

威脅，如新莊、蘆洲、鳳山。Charles Landry說：

「都市創意所以會成功，有感覺，『文化』才是

重心」，但這種「文化」之保存與保護並非只能

單純仰賴法規上約制，如「文化資源保存法」中

之各項規定與規範，它仰賴的是群體的文化認同

與地方意識之淬煉。

這幾年來因全球化急遽發展，一方面我們

的都市也受很大之衝擊，優點是所謂的建築設計

規範、綠建築技術準則，還有為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導出之建築工法、材料⋯等，瞬間全球風席捲

各國各大都市，尤以經濟條件越好之都市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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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衝擊越大，北京、上海、深圳，乃至莫斯科、

烏魯木齊、中東的產油國⋯，當都市面貌愈來愈

模糊愈趨同時，各國政府亦開始努力以法令規章

作為工具來強力保全其固有自明性，而在此全球

化洪流中要如何保住那一份深厚感覺？那一份不

必說明詮釋而能辨識之都市樣貌，也讓某些都市

必須逆向操作。小國小城反而有利基，甚而是經

濟力較弱勢之都市，它反而有機會駐足喘息、省

思，進而衍發出另類且在地感之發展新模式。

東歐國家諸多城市在共產主義解構時，面

臨極大之經濟、就業危機，沿著多瑙河流域看不

到杜拜那種囂張之氣勢，但只要細心走進大街小

巷可看到Mozart雕像、海頓雕像、德弗札克的雕

像、卡夫卡的雕像⋯，這種都市之文化，歷史與

山川城鎮完美地融合，它的美自不只是表層的裝

點，它有音樂、有文學、有戲劇、有故事，更有

啟動人心之革命進化點滴血淚，而這些有感的城

市其都市空間品質之控制並不在技術面，而是建

基於全民之同理心與共識，自一屋一瓦到一草一

木。

是以，都市「進步」之評星標準絕非僅是建

築地標(如101、帆船飯店)，也非僅是捷運系統之

完整度，如果一個都市在以政策保全了名人歷史

建築後，而仍能自其中再發揮其精神，並讓市民

與之同在、引以為傲之感情，則這個都是必然有

感。

布拉格有著名女性藝術家「慕夏」也有其

Museum，而在該都市中許多酒館、餐廳也會以

其複製品融入室內空間設計，它並非只是買複製

品來「掛」，而是透過個別空間設計再現其畫作

仕女那種浪漫柔慢之氛圍，它所呈現的是對慕夏

之崇拜，以及一種引以為榮之價值再現與再轉化

之創意。

同樣京都老街之巷弄文化，在外表仍保持

其古都「都市景觀風緻地區」之風貌與相關材

質、色彩規定，但室內空間卻仍可將現代藝術創

意融入，它是有活力的、進步的、時尚的，更是

古典的。誠然這是需要市民對其文化歷史之深沉

appreciation，狹窄巷弄中所流動著的是一種對歷

史文化孺慕之情，更是一種對其祖先傳承責任之

自我承擔。

我們的迪化街經諸多專家學者呼籲努力保

護、保全也近三十年了，空間框架之保全、立面

之維護，也努力以容積移轉誘發各種保存動力。

一間間重建、整建、新建築完成，也一間間歷史

街屋經整理再現，也帶進了URS之創新思惟，這

是相當可喜的。年輕人願意回到歷史街區居住、

工作、作生意，是動能之源，而除此之外，就有

感都市之再詮釋意義而言。由空間容器再衍生出

一種生活、生命之能量，才會具競爭力，而就迪

化街等臺灣歷史風貌特定區而言，它必須再挑戰

新加坡更新整建修復之Shop House還原了歷史街區在現代
化城市中之應有地位。 攝影／郭瓊瑩

愛丁堡歷史老城之建築多在6層樓以下，自小山岡可以望
見海灣一覽無遺。 攝影／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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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如何讓它的空間與內涵互為成長、互為蛻變

之助力。

舉例而言，歷史街區之保存應在活化利用上

鬆綁法規，讓住在該區的原住民(戶)有仍願意維

持傳統居住形式之選擇，而非因要有誘因而通通

轉化為形式上之商店街。而另一方面，如新加坡

之傳統Shop House，在歷經保存與商業利益之互

動挑戰後，曾一度淪為Pub與酒館及通俗餐廳，

不僅整體都市區域歷史氛圍不見了，連建築體內

之「神」亦消失無蹤了。在利益與「有感」都市

之前提策略發展上，近來街區組織轉型為原樣修

復、恢復後為Shop House及住宅，並轉型為小旅

店、民宿、出租住宅，或給旅客與外籍工作人仕

出租House，一方面完整維護了空間品質，另一

方面讓那種無形之風貌、感覺透過合理互惠之機

制得以再保全並發光，這是另一種軟體經營必須

置入都市設計與空間經營之方式。

麻六甲、檳城、愛丁堡、布拉格、京都⋯這

些歷史都市都已自我發展出一套讓「感覺」滲入

都市經營之自我適宜模式，新與舊並存並互相支

撐成就了另類都市保存與活化再生之典範。

而上述成功案例若無創意思惟與突破傳統行

政管理之窠臼，則很難成就，是以，臺灣「都市

設計」制度亦是到了要好好檢討之際，那些斷裂

之介面，無論是硬體或是軟體都亟需打破傳統思

惟與行政官僚體制。

結語

都市可以被「設計」嗎？

都市可以像電玩軟體般很快地藉由各種期望

條件而由一個人快速玩Lego遊戲嗎？

或許這問題仍未有明確答案。唯那麼多從小

玩Cyber City之小朋友長大後為何投入建築、都

市計畫、都市設計之專業者仍如是有限？當然，

遊戲有條件、有挑戰，也有回饋成就感，但現實

社會中「都市」這個複雜的有機體絕非單一專業

得以有能力或有周延之知識單向來設計的。

以西方各大學之「都市設計」專業教育而

言，它多為研究所層級而非屬大學部這樣的基礎

訓練，誠如都市規劃、市政管理，它牽涉了相當

複雜之基礎建設與社會建設，以美國為引領先鋒

之「都市設計研究所」科系發展與都市政策執

行，仍多侷限建築景觀、空間設計背景之延伸教

育，因為大家以為「都市設計」是建築設計之擴

大或社會發展單元之綜合體，而即便是推動之先

驅城市如紐約市，其都市設計工具之利用亦只能

在建築物退縮、廣場、開放空間整合串連、量體

管制、開發基地整併調節⋯等細節上執行，與對

布拉格舊城區是世界遺產，它的生命力與河川、城堡、古

橋共生，小至建築材料與屋瓦均有一制約，新區顯然也需

在色彩與高度上嚴格控制。   攝影／郭瓊瑩

新北市淡水河岸之發展已失控，所謂「景觀權」已被水岸

第一排、第二排阻擋。   攝影／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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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共利益之協商。而真正對於透過『都市

設計』而營造出一個都市之神髓或一種生活載體

之氛圍，則未盡完備。

歐洲國家面對此一議題也自美國、加拿

大之價值思惟再跳脫出另類更有機、龐雜，但

不限於以『建築』空間為主體之安排與配置

(arrangement)都市之設計必須軟硬體兼備，也必

須跨域整合，尤其在可持續發展競爭力下，對於

其經濟自主、社會穩定、安全，以及保障市民之

基本安全與各權利關係者之權力組織平衡上必須

更下功夫，任一環節缺失均無法健全成長而終將

失敗，這個事實我們應有下列反省:

1.學院教育是否應調整
『都市設計』應是一種學程而非專業科系，

它必須跨領域學習，有水平與垂直之交流。

2.政府部門之組織是否應整合
目前各都市之『都市設計』管控平台多隸屬

於都市發展局之都市設計科，而限於部門組織章

程，其成員多為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背景，儘管在

實務執行時仍須有協商機制，但部門內官員對於

社會、文化、財務、經濟、生態⋯等方面之人才

不足，亦易導致『都市設計』這個機制易淪為開

發案之個案審議，但欠缺更宏觀與都市成長相生

之中長程發展策略探討與擬議。

3.『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切割是好是

壞?
當一件事情發展愈來愈成熟或愈細緻後，大

家期望能分工。在臺灣，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以及衍生之『都市設計』、『都市更

新』則一一再自立門戶，就行政分工上是較具效

率，但發展下來則會發現因名義而作專長上之分

野與審查上之重點分工，當一個都市之有機體被

切割看待審查時，吾人即易發現不同審議機制探

討之議題廣度與深度也不同，缺點是很容易見樹

不見林，最後只在爭論停幾部車?容積增減以及

所謂對獎勵項目之認同與否？危險的是，對於個

別開發案對整體都市之衝擊關鍵，甚而不同時間

開發空間之相互影響，欠缺一個客觀綜覽平臺，

無論是三度空間之全市模型或是軟體都市社會

管理之衝擊網絡評估平臺，這是很值得討論之議

題，也應是都市設計在臺灣推動過了1/4世紀後

應有之檢核時機。

4.不同尺度之都市，其都市設計機制是否應

有異?
都市之形奠基於其衍生之自然地理環境，

各有先天之限制與潛力，不同尺度之都市如臺北

市、新北市已然形成一都會區域，而城鎮級之都

市發展應亦有不同之審議機制與協調平臺。舉例

日月潭美麗的水岸空間欠缺嚴謹的「都市設計」控制對水

岸景觀之延續性影響甚巨。   攝影／吳貞樺

澎湖西嶼有美麗之灣澳，它的發展應有另類「島與設計」

控制工具公約。   攝影／王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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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臺北市與新北市雖各隸屬不同行政區域，

但以地理地形條件而言，「碗狀」之盆地空間形

格，讓淡水河成為串連兩市之重要骨幹。以淡

水區之高層住宅發展為例，當它已超過大屯山天

際線之高度時，它的衝擊對象是台北盆地而非新

北市，而這個案例說明了欠缺宏觀跨域審核基礎

資訊平台之審議易偏廢。如是，則就全國而言，

是否應在全國性之國土計畫景觀策略綱領中，指

認出一些跨域之敏感地區，俾能透過跨域審查協

商以確保都市發展三度空間對周邊區域衝擊到最

小。

而小型鄉鎮，如大溪與鶯歌、三峽，分屬不

同縣市，但就大漢溪流域而言，台地與河川階地

之都市空間發展確實息息相關，就尺度之不同、

審議之細緻度不同，也應發展出一套跨域聯席審

議，以及跨域共治之願景藍圖與空間計畫。

5.城鄉屬性不同，其『都市設計』審議範疇

是否應兼顧『鄉村發展設計審查』?
五都重整後，許多過去之偏遠『鄉』『鎮』

均納入整個院轄市範圍中，原來之都市設計審議

條件是否應再重新區分都市地區、鄉鎮地區，乃

至部落地區發展，因尺度、屬性不同而有所區

隔。

舉例而言，在農村地區或原來之『鄉鎮』區

域中，或許開發基地規模未達原來之規範，但往

往這些地區之影響更敏感更脆弱，如臺東之『美

麗灣』，尤其在海岸、山麓、水岸、湖濱，即便

是小型量體或小宗基地，其開發影響卻超越都市

涵構中之規模，如日月潭畔之各項飯店旅館建

設，這些關鍵性景觀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除了

擴大審議條件外，更應要求每一重點景觀區都應

事先研訂三度空間之master plan，方能有效彌補

那些規範上之gap，以及行政執行上之gap。

6.離島建設應強制對『空間品質』有更細緻

之『島嶼設計』

離島地區就環境上均屬獨特敏感區，換言

之，景觀敏感地之審議必須因地制宜，開創不同

向度之空間設計品質要求，如是，馬公市之開發

不宜移植傳統都市設計審議之規範，它必須另訂

島嶼型之設計機制與規範，因其點狀與帶狀之開

發建設均會造成極大之環境景觀衝擊。

7.淺山或高山部落地區之審議亦應區隔
臺灣多山，山林環境脆弱性高，如阿里山、

梨山、復興鄉⋯等，如果只援用『都市設計』名

詞概念，易忽略了山區發展之敏感性，以阿里山

為例，這樣的發展尤不宜用『都市』概念來控管

與經營，應針對這些所謂『都市計畫區』賦予質

量之區隔，並應導入生態與山林管理之動態概

念。

8.鄉村地區之『都市計畫區』之都市設計審

議必須融合農村再生之軟硬體計畫

島嶼開發必須依地形、地貌與林相更為細緻。  攝影／郭
瓊瑩

鄉村地區之聚落發展無論是集村或散村都應回應地域氣候

特色與傳統風水林軸綠。  攝影／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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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如竹北、三星、羅東，在平原三

角洲等地形孕育下形成特殊之聚落發展模式，其

風貌之保存與型塑並不能只侷限在開發基地內之

行為，其視域、風水林之延伸、防風林與水路之

串連均建構了鄉村景觀風貌，這些區域尤應借助

大尺度衛星影像圖來確保大尺度空間涵構中之景

觀生態紋理，而審議組織及成員介面亦須有所差

異。

9.無形之空間品質控制應導入垂直氣候帶之

地域特質與氛圍

臺灣因緯度與海拔高度之關係，形塑了許多

微地理氣候區，每一分區都代表了該區之特殊地

域環境特質與風土特色，但在現行制度下，包括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乃至相關城鄉發展並未納入

此元素，也導致武陵農場、青境農場區之聚落發

展未呈現溫帶特色，而恆春屏東市、小琉球之發

展亦未顯熱帶之特色。

而即便在臺北市之陽明山區因氣候因素，它

其實具有溫帶特質，為此，未來對於具地理氣候

特質之區域在都市計畫紋理、都市設計空間品質

形塑上應再審慎地納入地理氣候因素，則區域尺

度之風廊、防風林、綠廊、遮蔭帶⋯，都能一一

呈現地域需求與特色。

既然都市是人類生活集體創作，也是文化歷

史跨越時空之凝結現象，似乎吾人不應再就字義

上或字面上侷限於有形的『設計』一詞。如果有

一天2D的『都市計畫』能自數位城市之概念發

展，一層一層撥開放大zoom in，則2D平面的都

市計畫圖可進一層展現更細緻尺度的細部計畫，

而這些都應架構在3D的生態環境資源之空間疊

圖上。如是，吾人看到的不只是平面的土地使用

分區圖，而係背後之河川、山林、綠地、海岸⋯

等『水與綠基盤』；而再點進去就可看到全區全

市之3D都市發展空間藍圖，含量體與軟體，並

可再zoom in到分區之都市設計願景框架，並可隨

時叫出不同時期之發展案例⋯，這個願景並不是

夢，它正是高爾(Al Gore)對Digital Earth之概念，

當然以今日數位空間資訊技術與知識之演進，

不久之將來，都市風貌與發展之形塑應可借

助Digital City之知識價值系統，而無論是公部門

決策者、審議之專家學者、提案之規劃設計師，

乃至升斗小民，吾人均將會有另一場都市空間革

命。亦即藉由數位科技知識做為平臺，拓展並豐

富了每一個體之專業知識，也開拓了每一個體之

視野，以及對吾人所生存環境空間之認同與責任

感。

有感的都市是在都市中可以找到很多有人情味之小空間。  
攝影／郭瓊瑩

透過Digital City科技未來在作都市規劃時應可預見埋在地下
之史前遺址或古蹟(此係保加利亞首都Sofi a古城中之古城)。  
攝影／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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