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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大綱
在全球經濟不穩定架構下，當代的每一個城市發展都面臨嚴峻的環境結構

變遷議題；例如舊市區衰頹、都市傳統產業衰退、全球化競爭威脅挑戰……等現
象。因此，迫使全球各個城市必須進行都市空間與產業再結構與都市治理機制的
再調整。尤其經由全球氣候劇烈變遷警訊，觸發世界各國之國家發展計畫並須重
新調節，以重視人類所共同依賴且極為脆弱的地球資源利用並設法減緩不可避
免的全球能源短缺危機的壓力；以及如何維持都市與區域生態保育、建構綠色基

 盤 (green infrastructure)，以提昇城鄉發展所將隨時遭遇的氣候災難能力。因而，也
有『低碳經濟』概念的萌芽與綠能技術與產業之研發的全球因應化趨勢。

全球的都市是如此、台灣的城鄉也是如此。從 1990年代起，受到經濟全球化
影響，台灣即步入「後工業社會」，過去以工業化經濟體所建構起來的台灣產業
經濟空間，也面臨著轉型再結構的挑戰壓力。迄今，台灣社會發展無論在政治、
國家財政與經濟、社會、產業與科技、環境等層面，也歷經前所未有的變化。經過
20年之久，從總體面向觀察，包含有來自外部以及內部的壓力因素，驅使台灣
都市發展的變遷轉為快速而劇烈。相對地，政府運作對應於區域與城市再生的公
共政策也亟需隨之變革。尤其面向新浮現的台灣都會區域於 2010年 12月 25日起台
灣的行政區劃已產生有 5個直轄市的新局勢，針對當前台灣城市與區域發展的
嶄新課題而言，如何進一步在後直轄市時代的台灣，從國土建設到城市治理，
重新確立新的都市發展議程；更值得吾人深入關切與探索。

這個演講《  創新區域與創意城市 : 產業創新與文化創意做為城市再生的動能》
的主軸，以台灣城市治理規劃與論述為命題，並以全球與台灣相關城市創新實
例加以借用，該等案例所揭示區域及地方所自行實驗與發展的策略對照，植入
於地方都市更新、公共基礎設施改造與公共服務系統之新創經驗；提供出不同規
模及類型的治理典範，協助都市發揮自身潛能，重新建構地方治理能力、活化社
區生活環境營造的質量，都將具有創新策略應用之參考價值。藉由案例的梳理，
也預示我們當代的台灣都市生活環境、生產方式、公共服務系統模式、甚至是城市
與區域發展的公共治理邏輯，都必要與「智慧」以及「創新」相互依存。從國家到地
方，面對「適應」與「變遷」已是台灣當代都會區域、城市發展與治理所必須面對的
課題且極具挑戰。

   
 講者認為: 台灣的城市再生需要有『區域創新與城市創意』觀點。這項觀點分析
了傳統都市發展政策所考慮的要素，僅在於以下四個元素：產業變遷的容受與



安置、都市服務系統提供、生活環境營造、都市開發控制與房地產市場管制。然而，
當前台灣都市發展政策所需考慮的要素，則宜再行置入『區域創新與城市創意』
的理念，並應加入下列四個新元素：  人才 (Talents)  、網絡 (Networking)、企業化事業 
(Entrepreneurism)  、空間與地方 (Space/ Place)；以  合成為新的都市設計規劃邏輯。

產業創新、文化創意、智慧生活科技與城市再生發展整合的必要性與趨勢，在
全球城市發展進程中，已是許多國家政府重要的施政政策，也是許多先進城市
結構再調整的發展策略。然而重要的是，所謂產業創新、文化創意、智慧生活科技
與城市再生策略整合，以觸發都市結構的調整之關聯性，這不是意味著一個城
市或者是區域發展的策略需要注重幾項高科技產品的發明、開發或代工量產的商
機掌握，或者是籌設幾處文化創意園區的硬體建設、甚至也不是強力促銷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的市政措施，即可達到城市再生的成效。反而言之：城市再生的
治理首要在於掌握地方資本的要素，並由地方提出願景與共識，進而著手調整
城市文化與經濟策略以及實質運作於都市環境公共服務系統的轉型，且直接切
入涉及到城市空間治理與產業與公共服務系統創新策略實施的轉變；進一步說，
這才可能是我們當前台灣討論城市再生的關鍵要義：一種都會生活新的模式與
新的都市競爭力的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