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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規劃的對象主體為何？是建築物以外空間？或開放空間系

統？或是公園、綠地、廣場、庭園？似乎無法一言以蔽之。當年唸

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時，班上15人中有8人是景觀組，而景觀組的

同學主要來自於建築系、造園系，真正來自於景觀系者只有一人，

當時很納悶景觀專業到底在學什麼；而後隨著同學間的互動交流，

才稍有點體認原來空間規劃專業本質是具高度且多面向整合的一門

專業，而景觀專業著重於處理外部空間，是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的

橋梁。

近幾年，許多空間規劃相關系所基於招生、增加識別度或是貼

近市場需求而紛紛改名，可是當這些來自看似非常專業系所的學生

投入業界後，卻常常聽到同行們抱怨，反映現今人力專業度不足、

流動率高、眼高手低⋯等現象。學校也苦思著該給予什麼專業教

育，才能提升學生進入業界的競爭力？學生在學校該受什麼訓練，

才能縮短學用落差？許多大學為了因應這些問題，每學期邀請產、

官、學界共同討論課程方向，並配合做必要的課程調整；有的系所

甚至與業界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透過該計畫讓學生提早接觸實務

案，為踏入社會預做準備。

另一方面，業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綜合各方意見以及

個人的心得，一個好的規劃設計專業人才之特質，當其面對設計本

身，最好具有藝術家對美學的獨特品味；若從事的是公共工程規劃

設計案，最好具有政治家的靈敏度，懂得察言觀色、面面俱到，以

符合社會大眾對落實公共利益的期待；若設計案需面對審議者，規

劃設計者最好具有律師的專長，熟稔各種法令規定並能辯才無礙，

以捍衛所提設計案，確保不被退件或需大幅修改；最後，最好能像

名嘴一樣能言善道，能將看似一般的設計，說得既獨特又創新。當

然這是培養成為大師該具備的條件，業界能同時存在幾個大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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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業界對於社會新鮮人的要求很簡單，除了需具備專業的基本功與技術之

外，價值觀－也就是個人展現出的專業態度以及企圖心－才是業界用人的首要條

件，至於其他的專業能力，是可以透過實作經驗累積的。

規劃設計思潮隨著社會、經濟、環境、氣候等因素一直在改變，加上政府組織

細分，橫向連繫整合更為頻繁；時下的空間規劃設計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已非單一專

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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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及，往往需透過跨域甚至跨領域整合，為規劃設計主體提出客製化的專業

服務；因此，「專業」是當下空間規劃設計者需面對的挑戰。大前研一曾說：

「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專業不是職業，專業人士不同於專家；細微的分

別，卻是生存的關鍵；先見力、構思力、議論力、矛盾適應力是專業的必備能

力」。所以，一個專業的空間規劃設計者所應具備的能力至少應包括：專業的

技術能力、綜合思考能力、整合協調能力、遠見、創意以及對人與環境的關懷

等。

最後，再拉回到我的這些景觀組同學，他們投入職場後大部分又回到當

初大學所學專長，有人成為執業建築師、有人是環境規劃界大老闆、有人進入

學界培育景觀專業人才。綜觀他們的成功之道，在於過去在都市計畫、景觀、

建築領域間的摸索、交流及理解過程，加上專業的態度與價值觀，成就了他們

日後在專業上的競爭力。所以，大學景觀建築教育除了培養專業的實作能力之

外，整合能力的養成則更形重要。而這牽涉到的不只是能力問題，也涉及態度

問題，因此學生在心理素質上是否有能養成無私、利他的胸懷，才能無畏在整

合過程中的付出，在專業之外更勝一籌，也才能往前跨出一步。

彰化新縣政中心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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