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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都市規劃思潮

1.傳統規劃思潮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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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規劃思潮演進

1. 美化都市運動(1893)

2. 市政績效運動(1916)

3. 田園都市運動(1902)

4. 雅典憲章(1928)

5. 都市更新運動

6. 區域規劃之興起

7. 計畫方法

8. 生態保育與環境規劃之重視



1.美化都市運動

 1.1源起

 1893年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在建築師、
雕刻家、畫家等藝術工作者的共同參與下
舉行，並以建築之美設計出整體之風格。
1901年美國建築學會成立一個由許多藝術
家所組成的專責的委員會設計華盛頓特區
的中央地區，以軸線、林蔭道、端點、水
池等作為規劃的元素。



12



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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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哥倫比亞 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政府直轄首都特區
（英文：Washington‧Columbia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ted Government 
Direct control Capital District .）係美國首都
兼聯邦區域。華盛頓市（Washington）係首都名，而
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縮寫：D.C.）
就係聯邦直接管轄區域。華裔美國人成日叫做華府或
者美京。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8%81%AF%E9%82%A6%E6%94%BF%E5%BA%9C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8%A3%94%E7%BE%8E%E5%9C%8B%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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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要理念
藉著有協調的計畫，結合建築師、工程師、雕刻師以及景觀
設計師等的力量，來為自己創造一個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
都市景色。

 1.3批評

 1.注重都市表面處理，未提出都市內實質的、社會
的和經濟的解決辦法。這種注重門面包裝的作法，
所反映的是高層社會的想法，而忽略了一般市民的
真實需求，無法解決都市的真正問題。

 2.計劃參與者缺乏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律師、公
共行政官員等專業，無法顧及廣泛的都市問題層面
。

 3.僅強調圖面的重要，忽視合理的計畫擬定程序，
不僅侷限了計畫的功能，同時無法反映都市動態變
遷的需求。



17



2.市政績效運動

 2.1源起
 1916年紐約市實施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開

始，首創美國綜合性的分區管制規定。
 2.2主要理念
 重視清除貧民窟與交通阻塞等問題，同時強調都市

行政效能遠較都市的美化更為重要；對於都市問題
亦主張有更廣泛的研究。

 2.3重要影響
 1.產生許多規劃技術，如人口分析、土地使用調查

、經濟基礎理論等。
 2.促使都市計劃走向真正的專業，例如1917年美

國都市計劃協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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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園都市運動
 3.1源起

 1902年英國人霍華德(E.Howard)在其所出版的「
明日的田園都市」一書中，以簇群的發展概念為基
礎，提出「田園都市」來討論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組
織中形成一個適合工作與居住的都市。

 3.2主要理念

 1.都市不宜漫無限制的擴張，應以永久綠帶來限制
。

 2.理想的都市應具有城鄉的優點，即城市鄉村化，
鄉村城市化。

 3.理想的都市應是自足性的，應同時具備農業與工
業的發展。



英國Howard 的
Garden City花園都市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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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規劃構想

田園都市之空間規劃構想如圖2-1所示，較重
要的規劃內容如下所述：

 1.完善的公共設施規劃。

 2.都市人口為三萬二千人。

 3.都市周圍留設適當之農業用地。

 4.視都市為一公營企業，土地全部公有。

 5.以鄰里為規劃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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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主要影響：
1.田園都市的實現：
 1903年，第一個田園都市構想由翁文(R. Unwin)與

派克(B.Parker)在倫敦東北三十哩處的屈瓦茲
(Letch Worth)加以實現。1919年，惠靈市
(Welwyn)由路易士蘇伊遜(Louis De Soissons. 
R.A.)依田園都市思想設計，形成第二個實現的新城
市。

2.新市鎮的出現：
 1944年在大倫敦計劃中，以區域計畫的觀點和市鄉

均衡發展的原則來擬定，建議在倫敦外圍地區發展自
足性新市鎮的設立，藉以容納都會中心過分擁擠的人
口。1946年核定「新市鎮法案」，為現代新市鎮建
設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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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聚落的價值
中興新村—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

 地點：南投縣南投市
 沿革：二次戰後台灣最早開發且規模最大之新社區，
於1955年延請英國人統籌規劃，以疏遷台灣省政府
及安置其員工，1957年建造完成，面積約700公頃，
居民約20,000人。

 社區之規劃理念－如鄰里單元、囊底路、綠帶等，
與英國戰後第一代之新鎮相似。各項公共設施完善，
除辦公廳及員工宿舍外，並有會堂、市場、公園綠
地、車站、學校等，形成一田園式行政社區，並首
開先例設計雨、污水分流下水道系統。

 歷經1988年精省與921大地震，一度蕭條，目前面對
「高等研究（科技）園區」的更新規劃，是新生或
是毀滅的開始？



全國首選的花園社區--中興新村（光明里鳥瞰圖）



保存宣言：中興新村不是少數住在其中的人
的村落，卻是多數人的集體記憶，更是國家
重要的有形、無形兼具的文化資產。

囊底路

綠蔭街
道

中興會
堂入口意

象

報館→餐
廳

藝術村

http://stickeraction.com/jhongsing_new_village/go
http://stickeraction.com/jhongsing_new_villag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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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Ｔown center  & Ｎ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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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Ｔown center  & Ｎ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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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雅典憲章
 4.1源起

 自1928年國際現代建築會議(CIAM)在瑞士舉
辦以來，直到歐洲分化之前，現代建築會議都
在歐洲不同城市舉行，1933年在雅典舉行的
第四次會議中，主要針對當時歐洲33個城市
進行分析，由都市問題探討到解決方針並據以
定出都市計畫憲章。而直到1947年在柏甘門
(Bergame)舉行的第七次(CIAM)會議時，才
探討雅典憲章的執行，讓國際現代建築會議的
都市計畫管制精神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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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英文缩写，原文为法文：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e，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缩写CIAM.
1928年在瑞士成立，发起人包括勒·柯布西耶、W·格罗皮
乌斯、A·阿尔托和历史评论家S·基甸(Sigfried Giedion)
等在瑞士拉萨拉兹(La Sarraz)建立了由8个国家24人组成
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3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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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d.tncg.gov.tw/bud/doc/cp/tnsus/in
dex.files/03.htm 台南府城都巿憲章

http://bud.tncg.gov.tw/bud/doc/cp/tnsus/index.files/03.htm


4.2主要內容
雅典憲章提出都市應涵蓋四項機能，即居住、娛樂、工作與交
通；以下就此四項機能於雅典憲章當時所提的問題與解決要點
加以述明，作為都市計畫所需遵循的原則

1.居住：

(1)住所問題

 每人居住面積不足。

 房屋對外開口不足。

 缺少足夠日照面積。

 居住環境衛生不佳。

 衛生設備缺乏且不足。

 室內空間與氣流循環不良，另一方面，住宅之鄰棟
關係不佳，造成生活混亂。



(2)提出解決要點
 住宅區應位於都市中最好之區位，妥善利用地形，考量氣候

因素，使之有充足的陽光，和適當的綠地與最健康的空氣。

 住宅區必須著重於衛生問題的解決，並考慮到住所外在設施
，在計畫時並考量運動場地設置。

 政府依據土地性質訂定合理的人口密度，並須對居住形式加
以限制，合理管制都市發展。

 研究顯示，太陽的輻射能量是人類健康所不可或缺的，因此
，日照權之實施有其必要性。

 住宅沿著交通要道而建的情形應予以禁止。並使行人有專用
的路徑或散步道。應用現代技術建造高層建築，以提供並滿
足良好的視野、清新的空氣、充分的日光等等，(註：以現代的
眼光而言，高層建築等也有其消耗能源及安全上之問題)。

 高層建築物彼此之間應拉開距離，以留出空地增加綠地面積
。



2.休憩方面
(1)休憩問題
 休憩用地面積普遍不足，缺少活動場地，以作為娛樂、散步、休憩之場

所。
 空地面積之分佈仍不佳，以致無法提供給大部份的居民享用。
 休憩活動的地點，未在區域計畫中加以考慮，以致不便於和城市之聯繫

。
(2)提出解決要點
 住宅區必須有足夠的綠地面積，並妥善規劃為兒童、表少年、成人的娛

樂、運動場所。
 環境衛生不佳之街廓應該予以拆除改變成綠地面積，使得相鄰的市區能

改善衛生環境。
 新的綠地面積應該要有明確的用途，包括兒童遊戲公園、小學、青少年

活動中心或所有其他的商業性建築物都必須與住所有直接的聯繫。
 規劃完善的休閒遊憩場所(例如：公園、森林、運動場、海灘等等)，以

提供人們休閒渡假時之使用。
 規劃時必須考慮既有的元素：例如河流、森林、丘陵、高山、山谷、湖

泊、海洋等等。



3.工作方面

(1)工作活動之問題
 同一工作據點包含有工業、工藝、商業、行政等活動，是分

佈不合理的都市複合體。
 住所和工作地點相距過遠，時間流失在往返交通中。
 尖峰時刻的交通狀況已經瀕臨癱瘓。
 在缺乏計劃的情形下，城市往往因毫無管制，沒有前瞻性，

而造成土地投機、零星工業發展之情況。
(2)提出解決要點
 工作地點和住所之間的距離應該儘量縮小。
 工業區和住宅區之間，應利用綠帶將兩者隔離。
 工業區應緊鄰鐵路、河道和公路，以便利運輸。
 手工業因與都市生活息息相關，故主要安排位於城市內部。
 商業區之區位選擇應加以研究調配，使之能和鄰近的住宅區

、工業區、手工業、機關及各類交通運輸站等保持良好的聯繫
。



4.交通運輸
(1)交通與運輸之問題
 歐洲寬廣的交通要道及樹枝狀的路網分佈，是早在中世紀甚至古羅馬時代

便已經存在，由於地形上的限制使道路經常是彎彎曲曲的發展。
 過去的交通要道是為了行人或馬車而設計的，目前已無法滿足機械化的交

通工具使用。
 街道的尺度成為機動車輛的障礙，因而阻礙了城市正常的發展。
 道路交叉口距離過近，寬度太狹窄，要改善或拓寬是一件工程浩大且甚至

於無法執行。
 鐵路往往是都市擴張發展的阻礙，因為平面的鐵路鐵軌阻隔了兩邊土地活

動的串連發展。

(2)提出解決要點
 依據城市及其地區的交通量調查統計加以研究分析，才能規劃及改善都市

交通運輸。
 道路應依其交通工具及行駛速度加以區分等級。
 交通流量大之道路交叉口應規劃成立體交叉，使交通不受阻礙。
 人車分離系統應加以考量。
 高流量、穿越性的道路應利用綠帶加以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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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都市更新運動

5.1源起
 都市更新係第二次大戰後，由貧民窟的清除重建演變而成的一種新觀念。

5.2主要理念
都市更新是對都市病萎探取全面消除和防杜的措施，利用實質或非實質的手段

，實施拆除重建(redevelopment)、整建復新(rehabitation)和保存維護
(conservation)等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以達到都市機能重整與生活環境
改善的目標，使都市的建成區獲得重生。依我國都市計畫法第64條對重建
、整建與維護的定義為：

 1.拆除重建：係為全地區之徵收、拆除原有建築、重新建築、住戶安置，
並得變更其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2.整建復新：強制區內建築物為改建、修建、維護或設備之充實，必要時
對部份指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徵收、拆除及重建，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3.保存維護：加強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
其良好狀況。



5.3都市更新運動成效

 實施都市更新的主要目的雖在於改善與促進窳陋地區的再發展，但其成效
郤是多方面的，可歸納為四大成效：

 1.實質性成效：
 可消除窳陋地區破敗的都市景觀，並透過公共設施的檢討與改善，增進都

市生活環境的舒適與便利，同時對於都市機能的強化亦有幫助。

 2.經濟性成效：
 最顯著者為可消弭地區貧窮，提昇都市整體的活力，進而刺激產業發展與

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政府稅收，增進公共投資效率。

 3.社會性成效：
 改善因貧窮所引起之各種社會問題，並對人低收入戶的住宅問題有一定的

解決程度。

 4.政治性成效：
 以地區的再發展作為政府施政的績效，同時也可促進地區民眾對社區環境

的關心，凝聚社區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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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計劃方法

 7.1計量化模型先驅
1.經濟基礎理論：1928年海格(R.M. Haig)所提
 都市經濟活動分為基礎活動(產品銷售到都市以外的

經濟活動)與非基礎活動(又稱服務活動：產品供應都
市本身內部需求的經濟活動)。都市的成長是因基礎
活動擴張產生的乘數效果(使都市內生產或經濟活動
做倍數的增加)所促成。

2.都市模型研究的基礎：
 都市模型研究的理念是建立在資料處理的基礎上，亦

即將都市各部門的因子轉換成可茲運算的變數，投入
到設計好的系統化模式中，並藉由計算機的快速運算
，輸出最後的成果。



3.都市模型研究的進展：

(1)1960年代

推力：

 資訊回饋控制理論的發展，得以使用資訊控制都市系統的成
長與行為。

 決策理論的發展，提供都市發展策略之理論基礎。

 模擬觀念的建立，得以預先觀察都市結構系統在控制下的變
遷。

 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短時間內獲得分析之結果並處理更複雜
的系統。

拉力：

 1962年，美國公路法對於運輸補助計畫的要求下，產生了約
200個運輸計量模型的建立，如芝加哥之區域交通運輸模型，
採用投入產出分析，將未來人口與產業活動的成長分配到各地
區，再將運輸的容量適當地分配到各地區。



(2)1970年代以後

早期都市模型研究以線性統計、引力模型及數理規
劃為主，1970年代以後則以模型設計方法論的探討
、既有模型的改良為重點：

追求較佳的理論基礎，如威爾遜將極大熵用於都
市模型。

日益重視模型參數的校估，最常用之校估方法有
統計推定、非線性最適、最大概似、梯度搜尋等。

小部門成為模型建立的基礎，再視需要合併為大
規模模型。

將模型加以細分，例如將模型中不同所得、住宅
型態等不同特性的居民分別處理，更符合實際狀況
。



4.都市數量模型研究的問題與精進：

71

計量模型
質性模型(非量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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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態保育與環境規劃

8.1緣起

1859年海勒瑞(Gukaure)首創「生態學」，開始進入研究生
態與環境之間的關係。1925年奧登(Odum)進入生態系的研究
領域，開啟生物群體與環境間的研究。

8.2生態意識覺醒

1962年卡遜(Carson)著「寂靜的春天」，對工業革命後人類
自然的關係，提出嚴肅的控訴，而開始生態保育運動。

8.3人類生態學

重視都市空間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觀念強調：

1.生態系應該是在同一架構內，分析人類和環境的關係。

2.生態系的概念應該用於各種範疇，從一滴水到整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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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環境規劃與生態觀念的整合

規劃理念開始強調人類在利用自然界的天賦時
，必須認清天然資源的有限性與生態系的負荷
能力(承載量)，並且為了廣泛的利益及後代子孫
的永續利用，應該肩負託管環境資源的責任。

8.5環境影響評估
對重大建設實施前與實施後對環境影響的程度
進行評估，並引導開發在安全的範圍內，監測
及減輕對環境的影響，以兼顧經濟成長與生活
品質。

1.源起及內容



1970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案(NEPA)」揭櫫環境影響評
估精神，規定凡對環境品質有重要影響的立法建議案，以及
聯邦所提重大的建設計畫，均需提出詳盡的「環境衝擊說明
書(EIS)」，內容至少應包括：

(1)計畫對環境的衝擊影響。

(2)按計畫實施時，有何無可避免的環境危害。

(3)替選方案。

(4)計畫實施後，是否將對資源造成永久性的消耗(無法再生
或取代)。

2.實施成效

是否達成預期效果難以論斷，但至少可以肯定：

(1)屬強制執行法案，各重大建設工程不再一意孤行，多少
顧及相關的環境議題。

(2)將各種開發行為，在實施前即予以公開接受評估。

(3)為決策者提供更多的資訊，使決策更趨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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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參與

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趨勢，民眾日益關心自身權益。都市計
畫的主要目的之一係在於解決並促進都市居民的生活環境，其
涉及民眾權益的層面相當廣泛，一旦計畫有所偏差，將會造成
重大的問題。因此近年來的都市規劃，不僅在理念上由原來的
專業思考導向轉變為積極地保障民眾的權益，在規劃過程中也
不斷思索民眾參與的方式，使得民眾參與都市計畫成為一種趨
勢。

2.1源起

1960年代之後，由於經濟大幅成長，一般人開始關心基本生活
條件之外的權利，加上民主政治益發成熟以及資訊傳播的迅速
，民眾已難以忍受舊官僚體制的威權作法，而產生各種衝突與
民眾運動。

因此為保障人民參與監督各項事務的權利，各種民眾參與的相
關法案與條款陸續制定，民眾參與規劃的理念及實務也於此時
期相繼出現。



83



84



85



86



87

民眾參與方式

1. 民意調查

2. 訪談

3. 諮詢站

4. 座談、協調會

5. 公聽會或說明會

6. 研討會

7. 組織社區工作站

8. 民眾委員會

9. 訴訟與仲裁

10. 大眾媒體的節目製作

11. 地方型智庫



88

3.國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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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之目的

建立全國性的生態資源資料體系

健全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合理分配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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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之內涵

 3.1國土規劃概念

 3.2台灣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3.3國土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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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發展地區

已發展區：
•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

未發展區：
•限制發展地區

•已發展區以外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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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發展地區(1/3)

國防安全：
•要塞

•重要軍事管制區

•海岸管制區

•山地管制區

•大型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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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發展地區(2/3)

 生態維護及資源保育
1. 生態維護

• 國家公園

• 沿海保護區

• 野生動物保護區

• 特殊景觀區

2. 文化景觀
• 傳統建築(聚落)保存區

• 人文景觀之特定區域



101

B-限制發展地區(3/3)

3. 資源生產

• 水源水質水景保護區

• 水庫集水區

• 地下水資源區

• 保安村地

4. 天然災害

• 洪泛地區

• 地質災害地區

• 特定水土保特區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4.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存在
不超出維生生態系統容受力的
範圍內，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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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都市發展原則

1. 機能與自我調節成長原則

2. 最少廢棄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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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指標

1. 生活品質

2. 生態永續性
1)保育生態維生系統和物種多樣性

2)確保可再生資源的永續使用及不
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極小化

3)保持生態系統的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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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際化發展

Global city

多功能核心區

科技島

台灣自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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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國際化發展

產業分工的發展

大區域經濟流通的趨勢

全球性專業分工的形成

城市資源利用之轉變



都市國際化與全球化發展

網際網路—快速資訊無國界<>如何吸引人

自由貿易—WTO/FTA/FTZ/ECFA

全球化供應鏈管制—不分國界的多國企業

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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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都市規劃思潮

1.

2.

3.

4.

5.

 6.BBMW都市機動永續性發展
(Mobility Sustainability)



6.BBMW都市機動永續性發展
(Mobility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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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1042都市及國土規劃





3-2、「台灣自由島」之發展歷程

保稅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市港合一
(1980)

多功能經貿園區(1993)/高雄經貿自治港市
(2002)

亞太營運中心(1994)/境外航運中心

國際物流中心(1996) /兩岸直航(2008)

全球運籌管理(2004)/自由貿易區(2003)

國際海港園區(2002)/桃園航空城(2009)

國際自由都市(Free Port City) (2012)/台灣自由島



「海峽兩岸經濟區」之地理優勢



1

5

2

3

4

今後

大陸經濟發展歷程與趨勢





韓國「濟州國際自由都市」經驗參考(4/6)

 金大中總統在1998年9月25日尋訪濟州島時，提出濟州
國際自由都市開發方針，指示將濟州島開發成觀光、
高科技知識產業、物流、金融等複合式機能都市。

 建設交通部于1999年9月到2000年6月委託外國顧問公
司評估其可行性調查。

 2001年1月設置濟州國際自由都市推動支援團。

 2001年9月國務總理室設立濟州國際自由都市推動委員
會，由十個部會來支援設置國際自由都市促進企業團。

 2001年11月國務總理國務調整室與濟州國際自由都市
促進企劃團發表「濟州國際自由都市基本計劃」。

 建設交通部在2002年2月4日制定所謂「濟州國際自由
都市特別法」(計41條)，已經在2003年1月1日起實施。



韓國「濟州國際自由都市」經驗參考(5/6)

 韓國為因應21世界經濟之開發與自由化，保障人員、
商品、資本之自由移動與經濟活動方便性進而開發
「濟州國際自由都市」之國家策略據點。

 充分具備國際自由都市之潛在能力

1.適用特別法與管理容易。

2.與漢城、東京、北京、上海、天津 5大都市

的飛行時間僅有2小時。

3.已有機場、港口、道路、通訊等完善基礎設施。

4.到2010年以前，將開發以觀光為中心的國際自由

都市，2011年以後則將物流與金融相結合的複合

式國際自由都市 。





南/中/北及金廈4個「國際自由都市」

建構台灣經貿自由島之內涵，在財政及經貿
外交方面要積極與主要貿易國簽訂BIA/ 
FTA(自由貿易協定)/RTA (區域貿易協定)

在建設方面要仿照韓國濟州及日本那霸，擴
大現有自由貿易區與市港規劃/建設/管理
合一之理念形成南/中/北及金廈4個「國際
自由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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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機場園區(蛋黃)之開發

主體為交通部

 國際機場園區設為機場專

用區及其區內或毗鄰之自

由貿易港區(Free Trade 

Zone, FTZ) 。

 自由貿易港區適用FTZ相

關法令(但產業類別擴大)

 但國際機場園區可以G2G

的方式，由地方政府提案

經核定後納入範圍。

 航空城(蛋白)與其範圍內其

他特定區之開發由中央及地

方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現行法令辦理

航空城發展概念

航空城

機場
專用區

國際機場園區
(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貿易港區

其他特定區

其他特定區

其他特定區

交通部
劃設之園區

地方政府規劃
納入之園區

地方政府
規劃發展

自由貿易港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