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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2050 願景計畫關注各類型議題，為更清楚掌握市⺠的需求與未來的期待，

透過⼀系列創意⾏銷計畫與多元參與活動，在計畫執⾏期間，推動市⺠問卷與願景

⼩巴下鄉活動，並規劃分階段重點活動，包含學⽣規劃設計競賽、公⺠共識⼯作坊、

城市系列講座、城市願景節、網站推播、論壇成果發表等，讓願景計畫得以透過各

種管道擴及所有的市⺠朋友。 
 

辦理項目 辦理情形 

創意行銷及 
多元參與計畫 

市⺠問卷 
110.2~111.1 

期中~期末階段執⾏ 

願景小巴 
110.4~111.3 

期中~期末階段執⾏ 

公⺠共識⼯作坊 
111.8.27 

因應疫情期末階段執⾏ 

城市系列講座 
110.9~110.11 (線上講堂) 

111.1.8 (實體講座) 
期中~期末階段執⾏ 

城市願景節 
111.1.8~111.1.9 
期末階段執⾏ 

臺中 2050 願景規劃設計競賽 
110.9~110.12 

期中~期末階段執⾏ 

論壇及成果發表會 112.6.9 執⾏完成 

網站營運管理維護 
期初~期末配合都發局 FB 宣傳 

願景網站待原網站轉軌確認 

影片 
活動紀錄影片過程中執⾏完成 
願景影片 112.4.12 執⾏完成 

發展願景專刊 電子檔 112.12 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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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問卷成果  
為瞭解臺中市⺠優先關⼼的議題，以及⺠眾對未來都市發展的想法，在規劃期間廣蒐

⺠眾意⾒，前期透過線上問卷⽅式，並配合市⺠訪談影片，觸發市⺠朋友思考⾃⼰對

於未來臺中的想像，並藉由願景⼩巴下鄉活動持續推廣。 

1-1 線上問卷 

⼀、辦理目的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了解市⺠朋友較關⼼的議題面向，協助 2050 願景計畫議

題聚焦，作為願景計畫內容參考與後續公⺠共識⼯作坊討論依據。 

二、執行方式 

1.線上問卷填答 

透過線上問卷系統 Surveycake，利用快速、簡單的操作⽅式，

讓⺠眾得於 1 分鐘內順利填答完成。 

2.問卷宣傳⽅式 

透過臺中市政府網站、都發局網站及 FB 粉絲團、臺中 2050 願景網站、官⽅

Line 帳號推播宣傳線上問卷。另配合願景⼩巴下鄉⾏動，宣傳願景計畫並當面

訪談地⽅⺠眾，蒐集地⽅意⾒。 

3.辦理期程 

於 110 年 2 月份上線，110 年 2 月~4 月為第⼀季、110 年 5 月~7 月為第二

季，配合願景⼩巴巡迴宣傳，持續蒐集市⺠問卷。 

4.贈獎計畫 

第⼀季、第二季每個月抽出 10 位得獎者，贈送共好⽣活之精美筆記本與提袋；

三個月抽出 5 位得獎者，贈送臺中創意之在地文創品牌⼩物；於第二季結束

110 年 7 月，就全部參與過問卷的填答者，抽出 2 位大獎得主，贈送健康未來

之臺中世界品牌抒壓商品。 

線上問卷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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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內容 

問卷設計分為三大部分，第⼀部分為填答者基本資料調查，主要關⼼填答者再

哪⼀個⾏政區，是否再臺中居住等；第二部分為對臺中的印象，參考國際最佳

宜居城市、世界城市評比指標與臺灣《天下》幸福城市、《遠⾒》縣市總體競

爭力城市，分為九個面向；第三部分則是對於臺中未來的期待，以城市未來發

展的趨勢與目標，選出代表臺中的關鍵字。 

表 1 問卷問項⼀覽表 
項目 可再提升部分 項目 可再提升部分 
居住

環境 

房價水準、居住空間品質、租金水準及租屋

環境、社會住宅、老舊社區更新、其他 

交通

系統 

捷運系統、道路系統、公車路線、⾃⾏車系

統、⾏人空間、其他 

就業

機會 

薪資水準提升、新創⾏業進駐、國際企業進

駐、地⽅創⽣投入、豐富的就業管道、多元

的產業投資、其他 

文化

教育 

文化展演機會、人才培育、終身學習、產學

合作、文化環境、教育環境、國際接軌、其

他 

公共

建設 

公園綠地、河流廊道、上下水道、運動場地、

藝文設施、停車空間、其他 

娛樂

消費 

活動慶典、商圈再造、大型商業開發、文創

推廣、其他 

醫療

社福 

高齡照護、托育服務、身障、弱勢服務、醫

療資源、其他 

環境

保護 

⽣態保育、空氣汙染、淹水問題、城市高溫、

資源回收、再⽣能源使用、其他 

城市

治理 

開放資料、智慧化服務、城市治安、設計美

學、其他 
- - 

臺中未來發展關鍵字 

友善、低碳、公平、安全、永續、創新、包容、多元、創意、藝文、科技、繁榮、宜居、健康、 

韌性、魅力、活力、共享、便捷、均衡、智慧、⽣態、國際、其他 

 
資料來源：本案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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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應用 

統計結果將納入 2050 願景計畫內容以繪製出議題地圖（議題地圖部分係參考

紐約 2050 願景計畫係針對各區市⺠關注的問題先進⾏盤點、蒐集），本案則

透過市⺠問卷⽅式來蒐集，希望可以透過問卷統計結果，初步了解市⺠最為關

⼼的問題，藉以研擬出較貼近市⺠關⼼的策略⽅案。 

1-2 線上問卷統計結果 
市⺠問卷於 110 年 2 月上線，截至 111 年 1 月，共蒐集近 6,000 份問卷，統

計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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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問卷結果分析以 20 歲為⼀個級距分群，作年齡層交叉分析，回收最多之問

卷為 21~40 歲、其次為 41~60 歲、0~20 歲，各年齡層分別關注之前三議題統

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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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願景小巴執行成果 
促進⺠眾參與為許多城市在處理都市議題過程中，尋求更多元及更多面向的聲音，而

唯有充分讓⺠眾參與都市建設過程（the city-making process)，才能獲得較為適合的

⽅向，且更能掌握⺠眾所想像中的城市樣貌。 

2-1 願景小巴下鄉行動 

⼀、 辦理目的 

為擴大⺠眾參與 2050 願景計畫，以⾏動車展覽⽅式，探訪大專院校、各⾏政

區、拜訪地⽅重要人⼠，⼀⽅面宣傳計畫內容，吸引各族群關⼼、瞭解計畫內

容，另⼀⽅面則是積極蒐集⺠眾聲音，共同擘劃臺中願景。 

二、 執行方式 

預計辦理兩階段願景⼩巴下鄉活動，第⼀階段原預計為 110 年 4 月~8 月（本

案期中階段)，以廣蒐⺠眾意⾒為主，惟因應新冠肺炎三級警戒，暫停 110 年

6 月~7 月⾏程，順延至 110 年 10 月~12 月辦理，走訪全市 29 個⾏政區、大

專院校等；第二階段則調整為 110 年 1 月~111 年 3 月（本案期末、成果階段)，

配合市府相關活動，持續宣傳願景計畫執⾏成果，逐步凝聚⺠眾共識。 

三、 設計概念 

1.2050 資訊展示牆 

介紹臺中 2050 願景計畫核⼼目標及推動⽅式，並揭露相關計畫內容，隨計畫

進度定期更新展示資訊。 

2.2050 願景共同創作牆 

透過共同創作藝術裝置，在每次下鄉活動，由市⺠親⼿填上⾃⼰對於所在地區

的未來期許，最終共同拼湊出大家的臺中彩色未來！ 

3.2050 互動推播牆 

呈現動態影像，播放相關 2050 願景計畫宣傳影片，並透過觸控式螢幕⽅式展

示，邀請市⺠填答市⺠問卷或瞭解其他相關計畫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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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願景小巴專頁宣傳 

⼀、成立 Instagram 專頁 

願景⼩巴於 110 年 4 月正式開跑，為擴大宣傳效益，成立 Instagram 願景⼩

巴專頁，定期更新願景⼩巴到訪實況，透過照片與文字紀錄願景⼩巴執⾏成果。 

 

 

圖 1 願景小巴 Instagram 專頁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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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願景小巴實際走訪全紀錄 

 

圖 2 願景小巴實際走訪地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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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願景小巴實際走訪地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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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願景小巴實際走訪地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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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願景小巴實際走訪地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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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系列講座成果 

針對臺中市的發展議題、未來趨勢，每個人所關注及想像不同，藉由舉辦城市系列講

座，讓不同專業者分享其對於未來發展願景的想像，並觸發市⺠共同交流與討論。 

配合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相關議題內容，透過舉辦城市系列講座，邀請不同領域的

人⼠，分享其對於臺中市未來願景的想像，吸引市⺠大眾關注及參與的意願。 

3-1 線上講堂 

⼀、操作方式 

以每則 3 分鐘線上影片，針對城市議題與未來進⾏訪談，配合願景規劃設計

競賽辦理時間上線推播，觸發市⺠、青年學子思考與想像。 

二、辦理時間 

上線時間為 110 年 9~10 月，配合願景規劃設計競賽辦理時間及都發局粉絲

專頁貼文。 

三、邀請對象 

本案願景顧問團依各專家學者之專業初步進⾏分組，透過訪談⽅式，邀請顧

問團成員以前瞻、專業的角度分享對於臺中未來的願景與指導⽅向。 

四、宣傳方式 

透過臺中市政府網站、都發局網站及 FB、臺中 2050 願景網站宣傳、願景競

圖網站。 

        表 2 城市漫談特輯⼀覽表 
集數 主題 講者 影片呈現 

EP1 市⺠的臺中 市⺠問卷結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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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數 主題 講者 影片呈現 

EP2 博物館 
@城市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 

及都市設計系 

許國威老師 

 

EP3 文化臺中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 

與空間資訊學系 

劉曜華老師 

 

EP4 永續臺中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盧沛文老師 

 

EP5 魅力臺中 
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歐聖榮院⻑ 

 

EP6 再生臺中 
東海大學建築系 

中區再⽣基地 

蘇睿弼老師 

 

EP7 未來臺中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 

周天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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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願景開講 

⼀、操作方式 

結合城市願景節舉辦時間，以戶外開講⽅式，安排三場各 40 分鐘之不同主題

系列座談，擴大市⺠參與機會。 

二、辦理時間 / 地點 

111 年 1 月 8 日（六）下午 14:30~16:50 於審計新村廣場舉⾏。 

三、邀請對象 

以風格臺中、設計臺中、創造臺中為主題，分別邀請在臺中耕耘、對臺中熟悉

的藝術創作者、設計者、創業者，⼀起對臺中的現在與未來給予建議。 

表 3 城市願景開講邀請對象 

時間 主題 講者介紹 

14:30~15:10 

風格臺中 Talk 
 

以產業、運動品牌

帶 動 青 年 參 與 ⾏

銷臺中 

陳立宗 

鑽石集團 CEO/福爾摩沙台新夢想家企業家/
城市運動⾏銷 

鑽石集團創立於 1972 年，總部位於臺中，是

運動鞋專業⽣產的領先集團，也是中臺灣的

隱形冠軍之⼀，陳立宗⾃ 2003 年接任執⾏⻑

後持續推動大數據與⼯業 4.0 ⽣產，近年亦投

入福爾摩沙台新夢想家職業籃球隊，並於

2021 年成立夢想家教育基金會推廣青少年、

青年籃球運動與教育。 

許廷瑞 

超認真少年 Youtuber/藝術家/⼯業推廣 
臺 灣 新 ⽣ 代 金 屬 雕 塑 家 ， 2019 年 開 辦

YouTube 頻道，化身「超認真少年」，分享專

業⼯業教學影片，期讓更多人了解並尊重⼯

業，至今已累積 34.6 萬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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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者介紹 

15:20~16:00 

設計臺中 Talk 
 

以建築、藝術設計

談 論 臺 中 城 市 空

間美學 

楊恩達 

準建築人⼿札網站創辦人/建築、空間評論 

致力於城市空間、建築的評論，並為準建築人

⼿札創辦人與總編輯，提供設計相關領域者

⼀個學習交流的平台。 

顏寧志 

「台灣藝文空間連線」理事/「⾃由人藝術公

寓」藝術總監 
創立「⾃由人」的品牌，從網路平台、⼯作室、

藝術空間，近年也主辦「台北插畫藝術節」和

「台灣印花設計節」等大型會展。 

16:10~16:50 

創造臺中 Talk 
 

以 移 居 創 業 者 角

度 分 享 定 居 臺 中

之⽣活 

胡祖同 

建築師/臺中探戈學院/香港人定居臺中 

胡祖同是香港人，東海建築、荷蘭 TU Delft 畢

業，目前定居臺中，除了在東海擔任兼任講師

與建築專業之外，目前也在臺中探戈學院

(TTA Taichung Tango Academy)從事探戈舞

蹈推廣。 

佐山真衣 

⼩麥菓子老闆娘/日本人定居臺中 
2016 年成立⼩麥菓子，是⼀間臺中在地的超

高人氣日式燒菓子店，除了在黎明新村的創

始店，目前預計成立中央廚房。 

四、宣傳方式 

配合城市願景節宣傳，以都發局粉絲專頁、都發局網站貼文。 

  
圖 6 城市願景開講網路宣傳圖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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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城市願景開講網路宣傳圖卡 2 

五、活動紀錄 

風格臺中 Talk / 陳立宗&許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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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臺中 Talk / 楊恩達&顏寧志 

  

 
創造臺中 Talk / 胡祖同&佐山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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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願景節 
為擴大⺠眾參與，讓市⺠更加瞭解願景計畫，整合市府各局處資源，以盛典活動的形

式，舉辦城市願景節，增加整體趣味性，進而吸引市⺠的關注。 

4-1 辦理方式 

⼀、操作方式 

配合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相關議題內容，提供市⺠以互動、交流、參與之場

域為主要目標，故結合臺中既有市集，擴大城市系列講座舉辦，展示願景計畫

相關內容及規劃設計競賽頒獎，以多元⽅式吸引關⼼公眾議題之市⺠的關注。 

二、辦理時間 / 地點 

111 年 1 月 8 日（六）~1 月 9 日（日）上午 11:00~18:00 於審計新村。 

三、活動主題 

｢起動臺中超未來 Start Up Super Future @ TAICHUNG｣ 

面對 2050 年臺中已經在起身前往的路上，臺中持續超越、超前邁向超級臺中

的未來。超級臺中從⽣機、⽣產、⽣活、⽣態各⽅面持續加值，建構出人人嚮

往的家 (HOME PLUS)，⼀起共同邁向 2050 年。 

 1 個夢想大舞台，作為開幕式、規劃設計競賽頒獎及城市願

景開講活動舉辦。 
 6 種臺中新⽣活調味，結合審計新村既有市集、風格臺中、

設計臺中、創造臺中開講，體驗臺中味。 
 8 道通往未來的幸福大門，講述臺中 2050 願景計畫之關鍵

議題與發展優勢，以裝置、互動體驗，讓市⺠更理解臺中未

來發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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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傳方式 

以都發局粉絲專頁、都發局網站、市府網站貼文。 

  
圖 8 城市願景節宣傳圖卡 

4-2 展示內容 

⼀、主視覺 

 
圖 9 城市願景節主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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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夢想大舞台 

1.活動流程 

 
2.活動紀錄 

  
圖 10 開幕式/競圖頒獎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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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覽酷卡 

 

 

 

 
圖 11 展覽酷卡設計 

四、展場視覺引導 

 
圖 12 展場視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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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間設計 

以 8 道通往未來的幸福大門，揭示臺中 2050 願景計畫之內涵、盤點現況優勢

與未來發展⽅向。 

 
 

Door1 願景之門-從 20 到 50 
臺中於 2020 年正式啟動對於未來 30 年的願景擘劃，期許至 2050 年臺中持續超越、超前，邀請各位市⺠

⼀起來想、開始動作，共同進化加值，建構出人人嚮往的家，以 HOME PLUS 為八大願景總體目標，形成

臺中的超級未來！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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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2 宜居之門-從移居到宜居 
臺中位於臺灣的中⼼地帶，往北往南交通便利、氣候宜人，連續 5 年票選蟬聯成為臺灣人最想移居的城市，並

於 2021 年總人口數突破 282 萬人，躍升為全臺第二大都市，為島內移居的大熱點。 
從現在到未來｢宜居｣為臺中最重要的發展關鍵，透過城市既有豐富的藍色、綠色資源，打造健康的居住環境，

提供老、中、青、幼各世代友善、共享的⽣活圈服務，讓居住在臺中是最舒適、最享受的⽣活體驗。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我們與宜居的距離 

 

#我們與綠的距離 

 
#我們與藍的距離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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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3 零碳之門-從低碳到零碳 
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下，臺中於 2021 年簽署｢氣候緊急宣言｣，推動無煤城市、溫室氣體減量、發展再⽣能源，

並承諾於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持續以最⽣態、最減碳的城市治理，為地球盡⼀份⼼力。 
從現在到未來｢零碳｣為世界最重要的共同目標，從每個人的⽣活實踐、便捷低碳的運具選擇、再⽣能源的推廣

使用、因應災害的減緩調適，讓臺中成為最韌性、最永續的城市典範。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減碳⽣活⽅程式 

 

#末日倒數進⾏式 

 
#低碳推動進⾏式 

 

#零碳永續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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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4 共創之門-從文創到共創 
臺灣文化、娛樂活動最活躍的地⽅，「文化城」延續至今，為全臺創意美食、建築設計、藝術創作的搖籃。 
從現在到未來｢共創｣為市⺠最具共鳴的⽣活⽅式，共同創造出屬於臺中的品味與風格，持續挖掘在地的⾃然資

源、深厚的文化底蘊、多元的盛典活動、特色的城市品牌，讓臺中成為最具魅力、最具活力的國際創意之都。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擁抱山海好親近 

 

#文化底蘊好深厚 

 
#盛典能量好熱鬧 

 

#臺中品牌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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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5 自造之門-從製造到自造 
臺中擁有全世界最密集、單位面積產值最高的精密機械聚落，驅動臺中具世界領導優勢的六大產業發展（光電

面板、⾃⾏車、⼯具機、⼿⼯具、木⼯機械及航太機械）。 
從現在到未來｢自造｣為產業最重要的轉型力量，在既有的基礎傳承下，結合智慧新科技與新技術，⾃⼰創造產

業的奇蹟，讓臺中成為最創新、最具實驗性的⽣產城市，不斷進步、持續繁榮。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最強產業在臺中 

 

#智造傳承新進化 

 
#消費體驗新⽣活 

 

#綠農共⽣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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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6 城鄉之門-從城鄉到創生 
2050 願景臺中都市設計競圖主題｢博物館@城市｣，募集全臺大專院校學⽣，以「無牆博物館」的概念，利用

臺中的山海屯城空間作為創作舞台，因應未來的人口、氣候、科技及環境挑戰，提出邁向 2050 年的設計創新

⽅案。 
城鄉規劃組由街區、廊道空間與整體城鄉環境探討都市設計，設計基地規模則建議以不大於 10 公頃為原則。

兩階段評選結果首獎、貳獎、參獎各 1 件作品及 5 件優選作品，作為本次展出對象。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首獎 

 

#參獎 

 
#貳獎 

 

#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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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7 建築之門-從建築到實踐 
2050 願景臺中都市設計競圖主題｢博物館@城市｣，募集全臺大專院校學⽣，以「無牆博物館」的概念，利用

臺中的山海屯城空間作為創作舞台，因應未來的人口、氣候、科技及環境挑戰，提出邁向 2050 年的設計創新

⽅案。 
建築設計組由建築個體及群體之內外空間與週邊城鄉環境探討都市設計，設計基地規模至少達⼀個街廓或 1
公頃為原則。兩階段評選結果首獎、貳獎、參獎各 1 件作品及 5 件優選作品，作為本次展出對象。 

模擬示意圖 

    
成果紀錄 

#首獎 

 

#參獎 

 
#貳獎 

 

#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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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8 未來之門-從希望到未來 
願景⼩巴從今年 4 月開跑至今，已走訪臺中市各⾏政區、大專院校，透過⾏動展覽宣傳車的⽅式，讓市⺠朋友

⼀起來表達對於臺中未來的期待。 
成果紀錄 

  

 
其他成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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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願景規劃設計競賽成果 

3-1 競圖主題 

博物館＠城市 

面對全球化進程的競爭與挑戰，每⼀座都市在既有的核⼼資源上，必須與時俱

進地檢討與推演新的發展定位，塑造其獨特的環境價值與魅力，以獲得居⺠認

同，並進而留住人才。在科技驅動的新型態⽣活下，城市作為⼀個存在市⺠共

同記憶以及實際⽣活的場所，都市設計不僅是環境空間的營造，也整合了都市

因應文化、社會、環境、產業等未來發展議題的創新策略。臺中市從海岸、平

原、台地到高山變化豐富的地貌景觀，蘊藏了地理與人文交織的多元地⽅人文

特色場域。環境造就臺中市包容且創新的性格，都市⽣活空間處處可⾒不同時

期新舊融合、有機成⻑的軌跡。 

30 年是⼀個世代成⻑與成熟的時間，為了留給下個世代⼀座更永續、更適合

居住的臺中市。2050 Start Taichung Up (2050 STU) 都市設計競圖目標在於

啟動新世代對於臺中市都市空間成⻑的關懷與想像，回應人口、氣候以及科技

創新對於都市設計的議題。本競賽以「博物館＠城市」為主題，設計者以臺中

市山海屯城的空間作為舞台，以「無牆博物館」的概念，賦予地⽅新的視角，

提出邁向 2050 年都市設計的創新⽅案。 

 

圖 13 競圖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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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果紀錄 

⼀、兩階段評選 

第⼀階段於 110 年 11 月 28 日（日）於 NTC 皇家商務中⼼評選，各選出 8 件

入圍決選作品及 12 件佳作作品；第二階段於 110 年 12 月 12 日（日）於 NTC

皇家商務中⼼進⾏互動評選，以數位多媒體簡報檔案呈現，並輔以口頭說明，

評選出建築設計與城鄉規劃兩組各前 3 名獎項及 5 名優選作品。 

第⼀階段評選記錄 

  
第二階段評選記錄 

  

  
圖 14 評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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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頒獎 

競圖頒獎配合城市願景節活動，於 111 年 1 月 8 日（六）下午於審計新村舉

辦，邀請秘書⻑、都發局局⻑及評審委員作為頒獎嘉賓。 

  
圖 15 頒獎紀錄 

三、得獎作品 

城鄉組首獎 

 

建築組首獎 

 
城鄉組貳獎 

 

建築組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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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組參獎 

 

建築組參獎 

 

圖 16 得獎作品 

四、競圖網站 

競圖相關須知、時程、得獎作品、線上講堂，以競圖網站公告宣傳。 

https://890602dream.wixsite.com/starttaichungup2050 

 

 

圖 17 競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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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識⼯作坊執行成果 
本案於期中階段前應辦理第⼀次創意⾏銷及多元參與活動，因應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影

響（110 年 5 月 19 日~110 年 7 月 26 日），依 110 年 6 月 22 日中市都企字第

1100114144 號函得展延納入期末階段⼯作項目辦理，原預定於 111 年 4 月 30 日舉

辦，惟疫情再次升溫，延後於 111 年 8 月 27 日辦理完成。有關公⺠共識⼯作坊執⾏

成果如下： 

6-1 操作方式 

⼀、辦理目的 

｢願景⼯作坊｣係由丹麥所發展出來的⼀種具有審議⺠主精神的公⺠參與模式，

為增加公⺠參與機會，以親身⾏動來參與公眾議題。並藉由⿎勵不同群體的參

與，提升決策的品質。配合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期程，期末階段內容將會研

擬⾏動計畫、空間發展綱要規劃，透過公⺠共識⼯作坊⽅式，找出較具爭議之

面向進⾏討論或對於計畫內容提出更好的⽅向、策略、計畫，最後再由大家凝

聚出優先推動次序，納入本案願景計畫內容參考與落實推動。 

二、辦理流程 

 
        圖 18 公⺠共識⼯作坊操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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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啟發思考 

為使參與者更能掌握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的背景，先進⾏全案說明，給予大

家初步的思考⽅向，再針對願景⼯作坊的操作進⾏專題演講，讓大家更清楚瞭

解願景該如何產出、⾏動計畫該如何提案。 

2.分兩輪討論 

參與者規模約 30 人，邀請對象為青諮會委員及公⺠團體，依主題分為城鄉再

⽣組、健康永續組及創新共榮組，每組預計 10 位參與者，透過分主題討論⽅

式，交換知識、意⾒與想法。共分為兩階段討論，第⼀階段為倡議面向及發展

策略對焦進⾏優先討論排序，第二階段則針對上⼀輪聚焦結果進⾏⾏動計畫配

套作法討論、提案。 

4.凝聚分享 

最後透過大場會議由各組分享，了解各主題聚焦觀點，相互討論與交流。 

三、活動地點 / 時間 / 流程 

活動地點於集思文⼼會議中⼼ G1、G2、G3 會議室。 
       表 4 公⺠⼯作坊活動流程⼀覽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13:15~13:30（15min） 報到  

13:30~13:40（10min） 開幕式 貴賓介紹、致詞 

13:40~14:00（20min） 
1.臺中 2050 願景計畫介紹 

2.⼯作坊操作說明 

介紹臺中2050 願景計畫辦

理目的、目標 

14:00~14:10（10min） 移動至各組討論位置  

14:10~15:10（60min） 

分組會議 1 

倡議面向優先順序討論 

各組分別就倡議面向之發

展策略 

優先排序、凝聚初步共識 

15:10~16:10（60min） 
分組會議 2 

配套作法、⾏動⽅案討論 

深入探討優先排序倡議面

向之作法與⾏動⽅案建議 

16:10~16:20（10min） 茶敘 / 移動至大組討論空間  

16:20~17:00（40min） 各組發表 分享、交流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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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邀請對象 

依討論主題分為 3 組，依各專業領域邀請青諮會委員及相關公⺠團體。 

       表 5 公⺠共識⼯作坊邀請對象⼀覽表 

分組 關注倡議面向 邀請對象 

城鄉再生組 
人本環境、大眾運輸 

智慧交通、親山親水 

都市再⽣、居住品質 

青諮委員都市發展組、就業經濟組 

公
⺠
團
體 

文化再生 
• 中區再⽣文化協會 
• 好⺠文化⾏動協會 
• 牛罵頭文化協會 
• TC TIME WALK 

其他相關團體 
其他相關局處 

健康永續組 

幼齡護育、銀髮友善 

弱勢關懷、健康照護 

運動普及、潔淨環境 

低碳⽣活、韌性應變 

都市降溫 

青諮委員都市發展組、社福文教組 

公
⺠
團
體 

社會服務 
• 好伴社計 
• 伊甸基金會 
• 熱吵⺠主協會 

環境保護 
• 綠色公⺠⾏動聯盟 
• 地球公⺠基金會 
• 綠色和平基金會 
•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 荒野保護協會 

其他相關團體 

其他相關局處 

創新共榮組 
產業升級、國際門戶 

人才環境、數位治理 

文化盛典、城市美學 

青諮委員就業經濟組、社福文教組 

公
⺠
團
體 

產業、人才培育 
• 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 中區物聯網智造基地 
• 中科智慧機器人⾃造基地 
•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 臺中市青創夢想家 

其他相關團體 

其他相關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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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討論成果 
配合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執⾏期程及階段成果，已有初步的總體目標與發展

策略，並逐步發展出⾏動計畫，針對倡議面向進⾏聚焦討論，再提出更具創意

且可執⾏之作法與⽅案。 

由城鄉再⽣組、健康永續組、創新共榮組進⾏兩輪各 60 分鐘的討論，第 1 輪

討論先請⼩組成員提出所期待的臺中未來是怎樣的城市，匯聚出⼩組共同發展

願景的初步⽅向，再針對所期待的臺中未來該從哪些倡議面向優先開始啟動，

進⾏投票排序，選出前 3 高票之倡議面向進⾏下⼀輪的深入探討。 

第 2 輪討論則針對前述的 3 個倡議面向思考臺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目標

願景的落差，提出具體作法、⾏動⽅案或指認空間區位，提供更具創新、貼近

⺠意的意⾒。 

最後透過大場會議各組 10 分鐘的發表，分享上述 120 分鐘討論的重點及初步

凝聚的成果，納入願景計畫內容檢討與參考。 

 

        圖 19 公⺠共識⼯作坊討論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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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再生組成果紀錄 
表 6 城鄉再生組成果紀錄⼀覽表 

您所期待的臺中未來關鍵字 

文化面 有靈魂的城市、國際化觀光、城市美學 

交通面 山海屯串聯無礙、好走的城市 

環境面 空汙退散、韌性城市、藍綠串聯 

產業面 在地農產⾏銷、均衡發展、就業創業、數位轉型、公私協力 

生活面 居住美好、AI 智慧⽣活、公園好玩、友善建設、多元共融 
倡議面向 
優先排序 具體作法建議 

1.人本環境 

 車速分流非車種分流，以省道縣道優先推⾏ 
 取消禁⾏機車 
 水岸兩側優先整理成為步⾏散步道，型塑臺中的河流走廊，以麻園頭溪、梅

川、綠川、柳川為優先發展 
 道路的重新設計，十字路口增加人⾏友善設施 
 參考日本車庫法，⼀個車位才可申請⼀台車 
 參考疾管家⽅式，播報每日車禍數 
 佈設完善⾃⾏車道，並與人⾏道結合，建構安全⾃⾏車環境 
 北平路天津路騎樓目前暢通，以區域為單位獎勵騎樓無障礙，打造整體特色

商店街，並以示範區帶動整體經濟 

2.居住品質 

 友善公共空間品質，公園、綠地公共空間規劃，導入多元標誌設計 
 可負擔的共好宜居環境，社會住宅導入 15 分鐘社區 
 安置弱勢族群 
 友善公共設施，落實無障礙環境 

3.城鄉創生 

 ⿎勵青年與輔導青年創業，舉辦相關創業分享講座 
 企業舉辦交流跟觀摩 
 公部門提供青年創業諮詢管道 
 提高創業補助金額 
 就業意願獎金 
 青年返鄉或留鄉機制，青年提供創⽣計畫，公部門協助媒合居住空間，如社

會住宅、包租代管 
 青年創業課程以商業模式為主科技為輔，創造媒合平台，以相關企業帶動相

關青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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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永續組成果紀錄 
表 7 健康永續組成果紀錄⼀覽表 

您所期待的臺中未來關鍵字 

文化面 文化底蘊、國際化、適合旅⾏ 

交通面 人本交通、以人為本、⾃⾏車城市、路網整合 

環境面 永續、零碳、乾淨、⾃然碳匯、⽣物多樣性、空氣好、引風增綠留藍 

產業面 都市農耕、在地⾃給 

生活面 友善宜居、公⺠參與、包容、治安良好 
倡議面向 
優先排序 具體作法建議 

1.低碳生活 

 服務模式建立，包含供給端產品創新、需求端消費者觀念改變，例如租賃電
器或是物品、購買環保商品可減稅 
 建立淨零示範區，以利社會想像未來淨零發展之模樣 
 延⻑既有物品之壽命，減少不必要之開發與浪費，惜物教育 
 減少消費，如修理運動與免費市集等 
 公⺠參與落實，公務人員培力 
 友善⾃⾏車道、建置完善運輸系統 
 低碳想法⽣活競賽 
 家庭垃圾量盤查與獎勵、增加塑膠回收點 
 B 型企業媒合 

2.再生能源 

 ⿎勵產業使用再⽣能源，包含使用再⽣能源⽣產產品或場內資源設備，使用
再⽣料，建立內循環或外循環、示範點：舊酒廠、綠園道，並在⽣活活動中
產⽣再⽣能源 
 屋頂光電加速推動、光電發電的推動與教育、公⺠電廠的利益社區共享 
 綠色意識建構，透過教育倡議建構 
 ⽣活碳排教育，例如將減碳⽅式可視化 
 發展碳捕捉技術 CCUS 
 木質能綠氫發電，與森林碳匯掛勾，適當的砍伐配合 
 綠能⾃產⾃銷，微水力發展，公⺠電廠概念導入 
 透過法規規範用電大戶綠電⾃給率 
 擴散創能、節能、儲能知效益，透過初期補助或獎勵，以促進成效擴大，例

如補助智慧能源模組、建置太陽能路燈 

3.都市降溫 

 建築綠色設計，利用環保材質、社福設施優先設置綠建築 
 ⾏道樹樹種選擇與維護，設置與維護的做法，提高主要幹道植栽數量 
 綠建築與微氣候之結合，與空間微氣候的結合增加效益 
 推動城市森林學校 
 劃定都市內⽣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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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共榮組成果紀錄 
表 8 創新共榮組成果紀錄⼀覽表 

您所期待的臺中未來關鍵字 

文化面 國際雙語、多元包容、在地國際化、在地特色 

交通面 人本交通、友善步⾏ 

環境面 零碳、與⾃然共存 

產業面 數位發展、跨國平台、科技化治理、新興產業城、開放城市、朝聖臺中 

生活面 居住正義、⺠主⾃治、公⺠參與 
倡議面向 
優先排序 具體作法建議 

1. 
人才環境 
產業升級 

 高階人才培育（⼯程師）部分，市府應建置⼀完善平台讓廠商間交流（提升
產業鏈） 
 水湳會展中⼼，提供產業交流空間 
 天使創業基金應建立遴選機制，顧全品質 
 如何成為⼀個好的移⺠國家，在法規、機制上（移⺠法）如何讓國際人才更

加容易 
 城市多元語言發展，例如在基礎建設標誌上 

2. 
國際門戶 
全球運籌 

 串接國際人才到臺中企業，很多企業內部是不知道如何運用國際人才，應提
升國際人才媒合，協助企業發展 
 國際城市交流，例如姊妹市、國際論壇交流，帶動臺中市的競爭力 

3. 
文化盛典 
城市美學 

 沉浸式文化體驗活動，科技結合景點，舉辦活動讓觀光客在活動中理解臺中
文化 
 觀光產業帶動文化、偏鄉發展，例如石岡熱氣球 
 臺中糕餅文化如何發揚光大，例如日本重要獎項⿎勵，帶動店家文化特色 
 在提升文化中，帶入永續發展，例如減少⼀次性材料之利用 
 如何讓臺中產業成為文化特色，產業跟在地如何連結，台中在這⽅面很弱， 
 臺中提供⼀個特區以金屬加⼯雕塑展為主題 
 城市美學，台中有很多漂亮以及具文化歷史的建築，歷史文化建築的維護、

整修應加強，思考如何讓公權力能更直接的介入 
 應從基礎建設加強其建築特色、美學 
 人本交通，除了步⾏外，⾃⾏車環境建置也很重要，除了環境改善也可以透

過活動，例如無車日，營造使用大眾運輸氛圍 
 大眾捷運、人本交通應更完善，⽅能提升城市美學，讓國際觀光更快融入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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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實況 
開幕 

  
城鄉再生組 

  
健康永續組 

  
圖 20 公⺠共識⼯作坊活動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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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共榮組 

  
各組發表成果 

  

  

  
圖 21 公⺠共識⼯作坊活動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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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願景網站營運管理維護成果 

7-1 網站營運管理維護 
機關既有臺中市都市發展願景網網站，於 109 年 12 月接管，持續配合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持續更新相關內容，另配合活動辦理，推動資訊公開。 

  

圖 22 臺中市都市發展願景網站 
資料來源：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 

7-2 網站精進計畫 

⼀、網站目的與架構 

願景網站主要目的包含願景計畫內容介紹、⺠眾多元參與活動揭露及、架接既

有市府網站資源及配合臺中 2050 願景計畫主視覺進⾏改版，擴大宣傳效益。 

        表 9 網站精進目的說明 

目的 說明 

1.願景計畫內容介紹 
宣傳本次願景計畫內容，包含背景說明、核⼼價
值、願景目標、倡議面向、⾏動計畫。 

2.⺠眾多元參與活動揭露 

為擴大願景計畫參與，透過階段性活動舉辦，觸發
⺠眾關⼼與參與，包含市⺠問卷、願景⼩巴、願景
規劃設計競賽、公⺠共識⼯作坊、城市系列講座、
城市願景節、國際論壇成果展。 

3.架接既有市府網站資源 
目前市府已有網站揭露施政成果，藉由網站整合、
架接，有效利用既有資源並擴大宣傳效益。 

4.配合願景計畫主視覺設計 
結合願景計畫主視覺設計與元素，設計網頁版面，
整體視覺效果統⼀，以簡潔、易讀、圖文⽅式呈現，
吸引市⺠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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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網站精進計畫架構⼀覽表 
第⼀層 第二層 說明 備註 

關於願景計畫 
About Vision 

展望 2050 Toward 2050 
臺中的挑戰與機會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臺中的願景目標 Our Vision 
願景計畫操作⽅式 How we do it 

文字說明
配合圖說 

 

總體目標 
Goals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Mobility City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Opportunity City 
全齡友善服務的健康城市 Health City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Entrepreneurship City 
零碳減災的永續城市 Sustainability City 

文字說明
配合圖說 

計畫內容 
⾏銷 

臺中未來市 
Next Taichung 

⾏動計畫 Action Plan 
文字說明
配合圖說 

計畫內容 
⾏銷 

臺中進⾏市 
Taichung  
on Progress 

施政計畫 Governance Plan 
施政成果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都市發展年報 Urban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文字說明
配合圖說 

相關計畫 
整合、架接 

臺中大⼩市 
What’s Now 

最新消息 Latest News 
市⺠問卷 Citizen Survey 
願景⼩巴 Vision Bus 
願景規劃設計競賽 Competition 
公⺠共識⼯作坊 Citizen Workshop 
城市系列講座 City Talks 
城市願景節 City Festival 
國際論壇成果展 International Forum/ Exhibition 

活動訊息
發布 
新聞上網 

活動參與 
推廣 

聽你說臺中 
Q&A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架接市府既
有陳情管
道、各局處
粉絲專頁 

檔案下載 
Downloads 

2050 願景計畫 2050 Vision Plan  - 

相關連結 
Links 

市府各局處 City Bureaus & Departments 
願景計畫相關網站 Related Projects 

 

上線前弱點
掃描測試 
配合市府資
訊中⼼相關
資安檢測並
完成修正 

網站政策 
Website Policy 

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 Open Information 
Announcement 
隱私權政策 Privacy Policy 
資訊安全政策 Security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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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成果 

1.網站主頁面 

 

 



 

活動-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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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願景計畫 – 展望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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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願景計畫 – 臺中的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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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願景計畫 – 臺中的挑戰與機會 

 

2.關於願景計畫 – 臺中的願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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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願景計畫 – 願景計畫操作⽅式 

 
 

3.總體目標及倡議面向 –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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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體目標及倡議面向 –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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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體目標及倡議面向 – 全齡友善的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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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體目標及倡議面向 –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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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體目標及倡議面向 – 零碳減災的永續城市 

 
 

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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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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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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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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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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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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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全齡友善的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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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全齡友善的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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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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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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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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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零碳減災的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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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未來市 – ⾏動計畫 / 零碳減災的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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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中進⾏市 – 架接至既有市府施政成果網站內容 

 
 

6.臺中大⼩市 – 市⺠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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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市⺠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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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願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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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規劃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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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城市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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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城市願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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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城市願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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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城市願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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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城市願景節 

 
 

6.臺中大⼩市 – 公⺠共識⼯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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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公⺠共識⼯作坊 

 

 
6.臺中大⼩市 – 論壇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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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中大⼩市 – 論壇成果展 

 
 

 

7.聽你說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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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檔案下載 

 

 

9.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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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網站政策 – 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  

  

10.網站政策 – 隱私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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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網站政策 – 資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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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網站政策 – 資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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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社群媒體行銷 
為擴大社群討論與宣傳，結合機關既有都市發展局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每

兩周⼀貼文⽅式，揭露 2050 願景計畫相關內容與活動，以科普教育、活動宣

傳為主，主題包含回顧過去及現在臺中的發展、臺中的特質優勢、未來 30 年

世界的趨勢及國外案例紐約 2050 願景計畫內容，目前已上線 48 篇貼文，以

簡易的圖像、文字傳達，階段成果整理如下所示： 

表 11 社群媒體行銷階段成果⼀覽表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1 109.11.24 
啟動願景 

計畫 

 

2 109.12.28 
30 年前的 

臺中⽣活 

 

3 109.12.22 
2050 年的 

世界趨勢 

 

4 110.01.05 
臺中的 

優勢特質 

 

5 110.01.19 紐約的 
2050 

 

6 110.02.02 墨爾本的 
2050 

 

7 110.02.05 
市⺠問卷活動

開跑 

 

8 110.03.02 市⺠影片 

9 110.03.03 
市⺠問卷 

2 月得獎名單 

 

10 110.03.16 
市⺠問卷 

階段成果 

 

11 110.03.30 
臺中的 

日常 

 

12 110.04.06 
市⺠問卷 3

月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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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13 110.04.13 
願景⼩巴 

預告 
14 110.04.27 

願景⼩巴 

大甲媽 

 

15 110.05.04 
市⺠問卷 

4 月得獎名單 

 

16 110.05.25 
願景⼩巴 

旅程回顧 

 

17 110.06.01 
市⺠問卷 

5 月得獎名單 

 

18 110.07.05 
市⺠問卷 

6 月得獎名單 

 

19 110.08.04 
市⺠問卷 

7 月得獎名單 
20 110.08.09 

願景規劃 

設計宣傳 

21 110.08.12 
願景⼩巴 

短片宣傳 
22 110.08.19 

願景⼩巴 

再次啟程 

 

23 110.08.26 
願景⼩巴 

外埔、神岡 

 

24 110.09.01 
願景⼩巴 

梧棲 

 

25 110.09.06 
線上講堂

EP1 
市⺠問卷 

26 110.09.09 
願景⼩巴 

大甲、大安 

 

27 110.09.13 

線上講堂
EP2 

博物館@ 

城市 

28 110.09.16 
願景⼩巴 

清水、沙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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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29 110.09.23 
線上講堂

EP3 
文化臺中 

30 110.09.23 
願景⼩巴 

文華高中 

 

31 110.09.29 
線上講堂

EP4 
韌性臺中 

32 110.09.30 
願景⼩巴 

太平、大里 

 

33 110.10.07 
願景⼩巴 

后里、豐原 

 

34 110.10.13 
線上講堂

EP5 
魅力臺中 

35 110.10.20 
線上講堂

EP6 
再⽣臺中 

36 110.10.13 
願景⼩巴 

預告 

37 110.10.24 
願景⼩巴 

石岡、東勢 

 

38 110.10.28 
線上講堂

EP7 
未來臺中 

39 110.11.03 
願景⼩巴 

梧棲社宅 

 

40 110.11.04 
願景⼩巴 

預告 

 

41 110.11.11 
願景⼩巴 

潭子、大雅 

 

42 110.11.18 
願景⼩巴 

霧峰、烏日 

 

43 110.11.25 
願景⼩巴 

新社 

 

44 110.12.30 
願景節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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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上線日期 主題 圖像、文字摘錄 

45 111.01.04 
願景節 

活動流程 

 

46 111.01.06 
願景節 

展區介紹 

 

47 111.01.08 
願景節 

活動紀錄 
48 111.03.23 

願景⼩巴 

最終回預告 

 

49 111.08.19 
公⺠共識 

⼯作坊宣傳 

 

50 111.08.31 
公⺠共識 

⼯作坊成果 

紀錄  

51 112.05.29 國際論壇宣傳 52 112.06.02 
國際論壇 

直播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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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論壇及成果發表會執行成果 
為促進國際交流，更掌握國際關注議題與未來趨勢，藉由論壇舉辦，聚焦未來城市發

展面向與契機，讓臺中接軌世界。 

8-1 辦理方式 

⼀、辦理目的 

｢臺中市 2050 願景計畫推動平臺｣案已進⾏至成果階段，相關⼯作項目均已完

成，依 112 年 3 月 1 日中市都企字第 1120041823 號函指示，配合政策論壇

暨成果發表會、2050 願景專刊（書）取消辦理及編製，原論壇企劃已經本案

期末審查會議記錄 111 年 10 月 6 日中市都企字第 1110220092 號函，業務單

位表示企劃⽅案可⾏，後續配合計畫內容滾動檢討定案後，研議合適活動辦理

期程。原提論壇企劃之國外講者 WW Architecture 哈佛設計學院院⻑及教授，

因疫情影響原以視訊⽅式參與，配合疫情解封國外講者預計今年 6 月將到訪

臺中，鑒於哈佛設計學院為全球設計領域學術領導者，故希冀邀請國際大師以

實體論壇⽅式分享國際城市研究及團隊操作案例，與市府、專家學者、業界及

大專院校共同交流，給予臺中未來發展的建議。 

臺中市為持續邁向城市永續發展、因應國際城市發展浪潮，於 2021 年 1 月簽

署「臺中市氣候緊急宣言」，同年 9 月發表｢2021 臺中市⾃願檢視報告｣，並於

2022 年 4 月 22 日揭示「2050 臺中市淨零碳排路徑」。另為凝聚全市願景共

識，2020 年同步啟動臺中 2050 願景計畫，透過「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

之雙向溝通，匯集市⺠與國內外各專家學者的意⾒機制，建構臺中因應下個 30

年世界與環境變化趨勢的藍圖規劃，期許臺中接軌國際，躍上世界舞台。 

在全球化、在地化的快速動盪時代，城市應與時俱進持續創新，因應氣候環境

的變遷、產業科技的變革、世界局勢的改變，期能透過城市規劃及設計因應。

藉由本次論壇活動，邀集國內外城市建築規劃之專家領域與政府部門，以實際

經驗分享、交流，⼀起為臺中的未來激盪出更多的期待與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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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壇主題 

以 2023 城市趨勢國際論壇--未來臺中：城市．社會．行動為主題，扣緊永續、

淨零等城市必然發展趨勢，探討規劃專業的⼯具與技術，實踐公共⽣活、實質

環境的社會性、公共性與參與性，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及教授，作

為全球設計領域學術領導者，從研究、國際實際案例操作，與臺灣在地城市規

劃、建築領域專家及政府部門進⾏交流、對話，以宏觀思維超前預判城市的優

勢潛力，聚焦臺中未來的發展。 

三、辦理時間、地點 

本次論壇分為兩類型進⾏，上午場為焦點座談，邀請市府、臺中在地專家學者、

公會、相關業界代表與國外講者進⾏深入交流；下午場則為國際論壇，開放予

大專院校、相關單位、業界採線上報名⽅式參與。 

 上午場-焦點座談：2023 年 6 月 9 日（五）上午 9:50~12:00。 

辦理地點：逢甲大學人言教育創新中⼼會議室。 

預計參與人數：20 人。 

 下午場-國際論壇：2023 年 6 月 9 日（五）下午 13:10~17:10。 

辦理地點：逢甲大學人言教育創新中⼼ 1F 大廳含階梯。 

預計參與人數：共計 250 人次。 

  
逢甲大學人言教育創新中⼼ 1F 大廳含階梯 

四、主辦、協辦及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逢甲大學。 

協辦單位：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執⾏單位：龍邑⼯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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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焦點座談 

⼀、辦理目的 

在全球化、在地化的快速動盪時代，城市應與時俱進持續創新，因應氣候環境

的變遷、產業科技的變革、世界局勢的改變，期能透過城市規劃及設計因應。

本次焦點座談，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 Sarah Whiting 及 Ron Witte

教授，兩位⻑期投入相關城市理論與城市規劃的研究，且共同成立之 WW 

Architecture 建築師事務所，曾參與多項國際機場、公共建築之競圖與實績案

例，掌握國際城市的發展與趨勢。 

藉由兩位教授分享波⼠頓城市的規劃 經驗與案例，以國際趨勢、城市觀點切

入，與臺中在地產業界、學術專業者、領域專家顧問與政府部門，進⾏交流與

對談，針對臺中市的空間格局、未來發展機會及潛力，藉由焦點座談⽅式，更

深入探討城市未來的發展策略。 

二、活動議程 

時間 上午場 焦點座談 

10:00~10:10 
座談會開場、來賓介紹 
主 持 人：臺中市政府 黃崇典秘書⻑ 

10:10~10:20 
臺中市整體發展定位與行動 
簡報單位：龍邑⼯程顧問(股)公司 

10:20~12:00 

討論議題： 

⼀、海空港鐵門戶串連 

臺中港、臺中國際機場、臺中高鐵的交通、產業及機能定

位與機能發展的建議 

二、新舊城市介面縫合 

新區：捷運綠線以⻄~臺 74 線(水湳經貿園區、新市政中

⼼、巨蛋、洲際、後期開發單元) 

舊區：捷運綠線以東~臺中車站(美術館、州廳、臺中公園) 

針對新舊區的都市紋理、公共⽣活、永續環境的縫合發展

建議 

12:00~13:30 午餐 /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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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人員 

單位 姓名 單位 / 職稱 

臺中市
政府 

黃崇典 秘書⻑ 臺中市政府 

謝美惠 副局⻑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江日順 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哈佛 
大學 

Sarah Whiting 院⻑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 院⻑ 
Josep Lluís Sert 講座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Ron Witte 教授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 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逢甲 
大學 

黎淑婷 副校⻑ 
逢甲大學 副校⻑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院⻑ 

陳建元 教授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高敬賢 教授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業界 
代表 

林正雄 理事⻑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黃明威 建築師 擎壤設計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王銘顯 建築師 王銘顯建築師事務所 

許晉誌 主持人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龍邑 
⼯程 

王翠霙 總監 龍邑⼯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廖嘉蓮 業務副總經理 龍邑⼯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逸⺠ 經理 龍邑⼯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吳薇萱 專案經理 龍邑⼯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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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情形 

1.臺中市政府 黃崇典秘書⻑開場 
近年來，全球面臨著疫情、烏克蘭戰爭和全球暖化等重大議題，這些變化迫使

我們思考如何實現永續發展。臺中市推動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並

提出了地⽅⾃願檢視報告（VLR），已經進入第三年並獲得白金獎。此外，臺中市還

加入了全球淨零碳排⾏動計畫，旨在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減碳的目標。 

過去臺中市面臨了重要的挑戰，例如空氣品質問題。由於擁有最大的火力發電

廠，臺中市的空氣污染和碳排放成為城市的重大負擔。為此臺中市積極與中央政府

協調，探討是否能夠以新能源取代傳統能源，並積極發展太陽能等乾淨能源。 

此外，臺中市還面臨交通壅塞的問題。早期的道路規劃限制了城市的交通流暢

性，放射型的道路和東⻄穿越性的道路造成了⼀些問題。為了改善交通狀況，臺中

市以人本的概念為目標，重視環境友善的城市設計，並積極檢討⾏人安全問題。 

透過這些努力，臺中市希望在實現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克服挑戰，以建設更宜居、

宜人的城市環境為目標。 

2.哈佛大學設計學院 Sarah Whiting 院⻑ / Ron Witte 教授分享 

波⼠頓和臺中在地域性上有著顯著的差異。臺中的地域邊界被相對限制且明確

界定，而波⼠頓雖然也具有地域性特徵，但同時擁有清晰的城市認同，它集結了校

園和高等教育機構，成為⼀個智慧的樞紐。 

在波⼠頓，教育機構的分布與臺中有著相似的模式。臺中有機會成為⼀個以智

慧為核⼼的樞紐城市。在波⼠頓，教育機構的存在推動了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周

邊地區的發展。 

將城市視為⼀個動態的整體發展，我們要去考慮需要哪些元素的銜接和連接，

以實現城市的永續發展、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人文社會性的結合。 

這個動態整體發展中，有三個重要元素與之相關聯，分別是公共環境主義、催

化劑和啟動性的基礎建設。⾃然環境和城市的綠色環境對於城市發展至關重要，同

時也與步⾏環境和人的尺度有密切關聯。 

在⼀個成功的城市中，擁有優質的公共場所至關重要。儘管臺中的天氣炎熱潮

濕，但仍應該建立良好的綠色戶外⾃然環境。舉例來說，19 世紀波⼠頓公園的改造

至今仍然對周邊社區帶來了許多好處。在改造過程中，除了強調⾃然環境的改善外，

也重視社會層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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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設永續且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中，「密度」是最重要的因素之⼀。⽣活密度

和活動密度對城市的活力至關重要，過度分散會使城市失去力道。在不同層級下，

包括公共和私人領域、⾃然和人為環境，這些連接是有趣且實用的機制和策略。 

以波⼠頓市政廳前的市⺠廣場為例，目前的硬鋪面規劃導致空蕩無人，不易使

用，為了讓市⺠參與並融入⽣活，需將綠意納入廣場改造計畫，使室內和室外空間

有所聯繫。最基本的原則是，公共場域和公共建設應與市⺠共享，提供誘因和活動，

不應過度限制，才能實現城市⽣活的蓬勃發展。 

在推動臺中居⺠在臺中⽣活和⼯作⽅面，我們應思考如何創造吸引人們來居住

的情境。這可透過公共場域和室內空間的連接來實現，這些公共設施將有助於打造

更好的⽣活和⼯作環境。 

以巴黎為例，透過改善交通系統、外環和連接⽅式，重新組織和改變了城市的

分區，促進了不同社會階層和族群之間的互動，建立了多元的社會關係。大巴黎計

畫是⼀個綜合計畫，投資 450 億美元，包括 68 個新車站和 134 個社區的連接。透

過以車站為節點進⾏城市改造，實現了社區的連接。 

要創造⼀個永續且富有文化特色的城市，我們需要控制密度、平衡公共和私人

領域、並連接⾃然和人為環境，提供豐富的⽣活和⼯作體驗。"Urban knee"概念指

的是建築物在垂直和水平⽅向的交互作用，包括地面層之上、之下和街道等各個⽅

面。在高雄流⾏音樂中⼼競圖中，Sarah 和 Ron 注重將城市與水邊的活動和功能

相結合，使它們連接在⼀起。例如，藝術館大廳可以成為公共空間的⼀部分，根據

時段和需求彈性調整，拉近公共和私人之間的距離。 

在臺中水湳城市文化館的國際競圖中，WW Architecture 引入了"Urban knee"

概念的另⼀種理解，即地面層以上是城市活動的重要場域，將 2-3 樓的剖面延伸出

來，並將中央公園納入其中。 

在清泉崗航空城案子中，面臨著既有紋理和原有產權的挑戰，他們需要思考如

何為航空城帶來新的移動、⽣活和⼯作體驗，並創造新的認同感。 

重要的是要關注元素之間的連接性，而不僅僅是單⼀元素的表現。他們期待與

大家討論並共同為臺中市的發展做出貢獻。 

3.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同業公會 林正雄理事⻑分享 
最近有關兩岸敏感政治的議題引起廣泛討論，而在臺中市，盧市⻑⼀直致力於

推動重大建設計畫。在這些計畫中，水湳被視為最後⼀塊寶地。臺中市擁有九位普

立茲克獎得主建築師的作品，這代表了臺中市在建築領域的競爭力，有國際級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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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參與進⼀步提升了臺中市的知名度，也引起了更多關注。 

在疫情時代即將結束之際，希望 Sarah 和 Ron 能提供建築產業趨勢或建議，以

促進產業的發展。 

臺中市政府高度重視 ESG，並希望臺中市的建築能夠成為最漂亮的典範。由於

臺中市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需要提前做好準備並持續領先。目前臺中市政府

和中央政府尚未制定 ESG 的明確標準，這⼀問題目前仍由產業界主導或關注，而

ESG 對全球重大環境影響議題的影響非常深遠，也可能導致惡性通脹。 

過去臺中市的宜居住宅相對保守，現在則注重打造大陽台和綠化比例的規定，

以與⾃然環境相呼應。期待 Sarah 和 Ron 再次來到臺中時，能夠看到臺中的建築

已經達到與國際水平相媲美的程度。 

4.擎壤設計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黃明威主持建築師分享 
臺中車站是⼀個潛力巨大的實踐場域，尤其是在捷運開通後，具有更多發展機

會。Sarah 和 Ron 提到了建築和景觀之間的連結，以實現城市均衡發展的機制。這

種發展不是只著重於垂直上升和無限擴張，而是更關注離都市地面最近的空間，這

些空間有助於維持都市的密度和活力。在這樣的理念下，捷運站或車站成為實現

"Urban knee"的可能性。捷運系統帶入人潮，注入了固定的活動密度，使得進出的

人不必立即回到地面，而是在都市的第二或第三層有停留和流動的機會。 

臺北市已經開始關注這⼀點，而東京在此⽅面表現出色。然而，在臺中並不需

要完全效仿，而是可以發展出⾃⼰的特色。除了台北市的信義計畫區之外，南港地

區也已經啟動了立體連通平台的建設，這些連通平台包括流⾏音樂中⼼、私人開發

項目和湳港車站等。這些項目需要跨越捷運和高鐵，並以覆蓋結構、景觀大平台和

大階梯的形式綜合呈現。這樣的基礎建設非常適合由公共部門來推動，因為它完全

屬於公共產權範疇。相較之下，聯合開發或私人產權項目需要更多技術性的突破，

因為它們不像平面上的都市計畫或產權可以清楚劃分。因此，我們也期望公共部門

能夠建立起兩到三層的騎樓，解決騎樓私產權等相關問題，我們需要迎接新時代的

挑戰，解決安全和私產權問題，為未來的都市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 

5.王銘顯建築師事務所 王銘顯主持建築師分享 
身為在地建築師，很難得有機會參與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因為在台灣，建築師

要做跨街廓性的設計展現相對較困難。通常需要參與公部門的大型規劃，而這些規

劃往往不是由建築師主導，因此我提出⼀些⼩型的思考。 

最近我參與了兩個臺中市的⼩規模案子，我們可以在城市⾏銷⽅面有更多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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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其中⼀個案子是與設計研究院合作的文⼼公廁。特別的是，其中的設計費用也

包含了⾏銷和品牌推廣。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思考，如果公部門能夠在「公廁」⽅

面有持續的推廣並投入資金，臺中的公廁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個亮點，同時也成為

城市⾏銷的起點。我們可以借鏡日本在疫情期間所做的，他們在澀谷地區打造了被

稱為"THE TOKYO TOILET" 的公廁，超過⼀半由普立茲克獎得主建築師所設計，

這是⼀個非常令人驚訝的計畫。他們準備在疫情退去後吸引全世界的人們前來，以

此⾏銷他們的城市。 

臺中市有⼀個很好的系統，是⼀個年輕的城市，我們可以思考更多公共性的點，

利用「點」的⽅式擴展到「面」。公廁是⼀個很好的起點，接下來可以考慮公園設施

等公共服務性的項目，因為這些是⼀般⺠眾最能接觸到的。 

另外⼀個案子是最近有二十幾個校園活動中⼼的計畫。當時在推出時我覺得有

點可惜，因為曾參與高雄幼兒園的案子，那時候在投標中有個共通性，即前瞻計畫，

要在高雄打造新校園運動 5.0，而臺中的活動中⼼似乎缺少了這樣的前瞻計畫。可

以考慮將這些活動中⼼作品串聯成⼀個系列，可能能夠累積起來成為臺中的新亮

點。 

6.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許晉誌 主持人分享 

我想談論新舊之間的關係，包括新北市與舊城區的市政府，以及臺中舊城區與

新城區之間的連結。在新北市，他們目前有⼀個舊城區府中雙城計畫，旨在通過串

聯七個廣場來打造⼀個步⾏城市。這個計畫利用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的合作，使用

林蔭大道和封街的⽅式，讓人們能夠在其中⾃由走動。臺中市從舊的市政府到新的

市政府的距離大約是五公里，因此仍然保留著很多舊城區的風貌。在新舊城區之間，

人口流動頻繁，需要⼀種更好的串聯⽅式，讓步⾏城市能夠更好地發展，不僅僅局

限於建設、建築和交通設施，還包括綠化基礎設施的連結。臺北市⼀直在進⾏類似

的努力，如仁愛路和信義路旁的廣場和空間的串聯。 

相對而言，臺中在新舊之間的連結尚未充分體現出來，新舊之間被劃分為不同

的區塊並不是⼀個好的都市發展記憶和⽅法。城市的發展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舊的部

分，融合新舊元素，使它們相互呼應和互動，這可以通過都市設計和建築結合的⽅

法來實現，讓人們在這個地⽅能夠體驗到新舊之間的融合，這樣城市會更加迷人，

並能夠促進更多的公共活動和空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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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陳建元教授分享 
秘書⻑提到土地重劃制度在東京被用於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在日本的土地重劃

制度中，也有涉及到三維的土地重劃，即不⼀定所有地主都獲得土地。我們應該向

日本學習這⽅面的經驗。東京也利用土地重劃制度進⾏了大地震後的開發，如果臺

中市能在都市更新領域中應用土地重劃制度，這是⼀個值得嘗試的⽅向。 

8.逢甲大學 黎淑婷副校⻑分享 
Sarah 和 Ron 在論壇中並沒有過度突顯建築本身，而是更加強調地面層和城市

的結合。他們將重點放在人、都市空間的編織上，強調在都會環境中如何更好地整

合綠地，形成⼀個網絡，這正是臺中市迫切需要的。曾經臺中市希望以設計之都的

形象來爭取發展，但因某些原因終止了這個計畫。 

臺中市連續 4-5 年被評選為全台灣最宜居的城市，儘管空氣汙染是⼀個重要的

挑戰，但臺中市背後有著強大的發展動力，也擁有⼀定的人口密度優勢和出色的產

業基礎。 

然而，我們需要反思臺中市所謂的設計之都在哪裡？宜居環境的優點又在哪

裡？我們似乎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臺中市的人⾏道狀況令人困擾，非常不便於⾏

走，對於輪椅和嬰兒車等交通⼯具也不友好。雖然中台灣是全球腳踏車產業的 50

％來源地，但臺中市卻缺乏良好的騎腳踏車環境。這種矛盾存在於臺中市的城市發

展中，但也正是這些⽅面展現了臺中市的潛力。 

在今天的論壇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臺中市的城市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向。假

設談到我們的臺中市，我們應該思考我們的驕傲所在，以及⼼中對臺中的想像是什

麼。 

臺中市的筏子溪擁有巨大的潛力，它橫跨台灣大道和高速公路，是最重要的轉

運樞紐，也與高鐵站相連。筏子溪在城市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典範角色。此外

筏子溪和旱溪是臺中市最重要的兩條河流。這種地理特點展現了⼀個城市在高密度

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希望這兩條河流能夠更積極地被討論和重視，任何⼀個偉

大的城市都擁有美麗的河流，而這兩條河流絕對值得被關注和欣賞。 

9.哈佛大學設計學院 Sarah Whiting 院⻑ / Ron Witte 教授交流 

在探討建築的 ESG 或永續時，我們需要重視建築如何與城市結合為⼀個整體，

以及更有效地運用公共開放空間，塑造更永續且環保的環境。疫情後，人們的⽣活

已經改變，無法回到過去，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互動需求仍然存在，即使是⼩規

模的相遇也變得珍貴。因此，在都市和公共空間的設計中，這種規模的重要性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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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凸顯出來，也體現了我們內⼼的慾望。 

今年秋天，哈佛設計學院將推出新的課程，專注於不動產相關領域以及 ESG 的

城市發展，探討如何將城市設計與 ESG 相結合，這個課程將關注如何將城市發展

與設計的原則連結起來，以實現更永續的城市發展。 

另剛剛提到的校園設施開放給社區或共享的觀點，絕對是可以建立城市密度的

有效⽅式。在洲際棒球場和⼩巨蛋周邊，我們談到了中間的串聯，這有助於增加密

度，讓⽣活更加豐富，這⼀區域周圍有很多學校，這些學校可以成為⼀個新的網絡，

促進新的⽣活模式。 

哈佛設計學院也正在進⾏⼀項關於印度孟買、美國紐約和法國巴黎的多功能廁

所的項目，在這個案例中，重要的是獲得資金贊助，這對於項目的實現非常重要。 

10.臺中市政府 黃崇典秘書⻑結語 
臺中市目前正在進⾏全面的步⾏環境檢討，並將其目標設定為建立⼀個步⾏友

善的城市環境，持續進⾏改善⼯作。 

水湳地區被要求每棟建築都是智慧建築，並需要通過智慧審查。在水湳地區的

基礎建設中，所有路燈都是由智慧系統管理的，這是⼀個重要的實踐場域，我們將

持續致力於水湳地區的發展。在⾃⾏車斷點的改善⽅面，我們已經偵測到了問題並

持續進⾏改善⼯作。 

除了水湳地區，我們也在努力改善柳川、綠川和梅川等水岸區域，這些區域應

該成為更好的公共空間。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提供的建議和⿎勵，我們將持續努力，

讓臺中市成為⼀個更美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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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焦點座談活動紀錄 



 

 
活動-98 

8-3 國際論壇 

⼀、講者 

Sarah Whiting 為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及 Josep Lluís Sert 講座教授，

於 2017 年獲頒美國 Architectural Record 雜誌女性建築獎， 並於 2014、

2016、2019 年多次被美國 Design-Intelligence 雜誌選為年度教育家，⻑期投

入城市主義與城市理論的研究，相關著作探討全球化的城市環境，經常受邀擔

任建築及都市設計評論家，為 WW Architecture 建築師事務所的主持人及共同

創辦人。 

 

Ron Witte 為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教授，擁有麻州、加州、德州註冊建築師

資格，曾任教於萊斯、肯塔基、伊利諾理⼯學院等知名大學，實際參與國際飯

店、體育場、校園、博物館等項目設計，並將實際規劃設計經驗藉由著作與期

刊發表，為 WW Architecture 建築師事務所的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兩位教授共同成立之 WW Architecture 建築師事務所，參與多項國際機場、公

共建築之競圖與實績案例，掌握國際城市的發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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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談人 

引言人 / 主持人 
黎淑婷 教授 

澳洲斯文本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博⼠，現職為逢甲大學副校⻑暨逢甲建築專業

學院教授兼院⻑，⻑期擔任臺中市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及重大建

設國際競圖之評審委員，協助臺中市政府在政策、開發、規劃及建設推動，

為臺中市重大建設的重要推⼿。 

與談人 
高承恕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現職為逢甲大學董事⻑暨經營管理學院

(EMBA)講座教授、臺中市建築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曾擔任東海大學社

會科學院院⻑及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主任、比利時魯汶大學客座教授、紐

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基金會董事，為臺灣社會學研究先驅者。 

曾成德 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現職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終身

講座教授暨跨領域設計中⼼主任，曾赴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客座講學，2017 年

獲頒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勳章，致力於建築、美學、藝術與永續環境合作與

推動，為跨領域、策劃整合的建築學者。 

曾梓峰 教授 

德國 Darmstadt 大學建築學院⼯學博⼠，現職為逢甲大學智慧城市碩⼠學

位學程客座教授，主要專⻑為⽣態城市理論與實務規劃、區域經濟整合及產

業轉型、國土及區域發展趨勢及政策、智慧城市與城鄉發展，致力於國土、

都市與建築發展的研究，參與臺灣城鄉空間構築的社會實踐。 

劉立偉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城市及區域規劃博⼠，現職為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

學系教授暨城鄉發展研究中⼼主任，主要專⻑為都市設計、都市計畫、產業

與都市發展、文化產業與地⽅創⽣、景觀規劃、文化資產保存，致力於產業、

文化、景觀與都市發展的研究，並深入社區推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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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出席貴賓 
下午場：國際論壇 

13:10~13:30 報到 - 

13:30~13:45 開場、貴賓致詞 臺中市政府 黃崇典秘書⻑ 
逢甲大學 高承恕董事⻑ 

13:45~13:50 引言 黎淑婷 教授 
逢甲大學副校⻑暨建築專業學院教授兼院⻑ 

專題演講及論壇 1 

13:50~14:15 城市設計的趨勢與創新 

Sarah Whiting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 

Josep Lluís Sert 講座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Ron Witte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14:15~15:15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主持人 
黎淑婷 教授 

逢甲大學副校⻑暨建築專業學院 
教授兼院⻑ 

與談人 

高承恕 教授 
逢甲大學董事⻑暨經營管理學院

(EMBA)講座教授 
曾成德 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終身講座教授 

15:15~15:45 茶敘、休息 - 
專題演講及論壇 2 

15:45~16:10 城市設計的行動與實踐 

Sarah Whiting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 

Josep Lluís Sert 講座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Ron Witte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WW Architecture 主持人及共同創辦人 

16:10~17:1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主持人 
黎淑婷 教授 

逢甲大學副校⻑暨建築專業學院 
教授兼院⻑ 

與談人 

曾梓峰 教授 
逢甲大學智慧城市碩士學位學程 

客座教授 
劉立偉 教授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專任教授 

17:10~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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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錄 

專題演講及論壇 1：城市設計的趨勢與創新 

演講大綱 
上半場演講從「社會」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社會性如何被設計人和建築人所形

塑。以法國巴黎為例，城市的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形成了網絡和關係。回溯二十世

紀的都市發展中，私人領域和公共場域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界線。我們需要思考如

何運用地面、地面上⽅和街道上的活動，將其延伸到半室內和室內空間。 

建築物往往因為需求、功能和慾望的堆積而向上發展、往下爭取更多容積。透

過"Urban knees"概念，我們可以適度調整建築物，使其正向的發展。以波⼠頓市政

廳為例，作為⼀座公共建築，它將實際公共性從外部延伸到內部，以發揮最大的公

共功能。 

舊的建築物可以透過改造賦予新的⽣命、新的用途和活力。建築、都市設計和

都市規劃相互關聯，需要通力合作來實現計畫目標。在高雄流⾏音樂中⼼競圖中，

WW 事務所將功能、動線和公共性緊密結合，創造了⼀個緊密交織的空間。 

"Urban knee" 代表著密集度、流動性和⽣活力度，它涵蓋了地面層之上、之下、

街道等各個⽅面對於新舊建築之間的交互作用，我們需要啟動"Urban knee"的機

制，主動地去銜接新舊空間。 

  

  
專題演講 1 簡報內容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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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曾成德教授 

Urban "knee"代表著 Urban "need"概念，強調滿足城市社會需求的重要性。在

討論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時，形塑 Urban knee 與不同地區的需求密切相關。台中的

街道⽣活和地面層的活力與多樣性是建立 Urban knee 的重要基礎。關鍵在於價值

觀，將人們聚集起來是首要條件，現代文明對市政、公共和私人領域都有全新的定

義和詮釋。 

雖然保持街道⽣活的⽣命力至關重要，但我們也應該不斷反思，過度的裝修並

不代表進步。重要的是如何傳承和延續既有的良好環境，為城市創造新的⽣命力，

這才是設計人的重要責任。 

高承恕教授 

回應講者對 Urban knee 概念的討論，其主要作用在於「連接」，對未來的社會

更為迫切。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包括 COVID-19 疫情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貧富差距、性別差異都造就了不平等。同時，兩極化之間的流動性也在下降，這⼀

切與演講中對多層次社會組成的觀點相呼應。 

Urban knee 超越了建築和空間設計的侷限，考慮如何透過空間設計打破框架，

促進多⽅面的連接。這種連接不僅僅是空間上的連接，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以

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連接。政府、企業和學校都應將「連接」的觀念納入考慮，

以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逢甲大學作為⼀個 Urban knee，是⼀個微型社會，不同族群在這裡能實踐平等，

互相互動並互相⽀持。期望未來的台中也能成為⼀個 Urban knee，擁有更多共享

的公共空間，並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以實現社會的共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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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及論壇 2：城市設計的行動與實踐 

演講大綱 

下半場演講從「專業養成」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建築和都市設計領域中的⼯具、

策略和作法。在高雄流⾏音樂中⼼競圖中，WW 事務所運用了「圓」和「幾何」的

元素，探索了曲線和水的互動。他們試圖打破圓形的⾃我界限，並通過不同幾何形

式的交錯來創造新的可能性。 

動線的串聯體現了不同功能之間的連結，地面層和被拉高的空間成為了 Urban 

knee 的體現，旨在突顯公共和私人之間無界限的關係。圓形作為基礎具有不同的

個性和功能，打造出多元的⽣活面向。地面層則要歡迎城市的活動、人進到建築物

裡。 

透過多個案例的實踐，感受到個體和整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相互存在的定

義清晰或具有彈性的空間。看似相反的元素實際上也可以共存或轉換。而要實現這

些機制需要堅毅的建築和設計專業訓練，因為建築和設計正處於⼀個奇特的時代，

無論是越做越少還是越做越多，都不是理想狀態。 

Sarah Whiting 和 Ron Witte 希望無論多少，都能合理地解釋為什麼進⾏這項設

計，同時留出空間供其他可能性發展。不該去限制空間，因為都市、建築與⽣活都

需要呼吸的空間。 

  

  
專題演講 2 簡報內容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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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講 1-曾梓峰教授 / 台中打造「未來城市」行動策略建議 

城市的未來發展與社會關切、技術發展以及新的都市型態密切相關。其中，城

市塑造能否納入⺠眾參與已成為重要議題。當前正處於劇變時代，需要進⾏新的思

考和策略，因為經濟、⽣態主張以及人們的⽣活⽅式都在發⽣變化。全球各大都市

都面臨相關課題，包括如何追求決策、創新和成⻑。實現這些發展的核⼼在於「流

動」和「改變」，以創造最佳利潤和可能性。 

在未來十年的城市轉型中，過去傳統上是透過地點來創造⼯業區，而現在「知

識」扮演著關鍵角色，知識的流動、獲取、連接和運轉所創造的經濟效益比以往更

高。台中市必須面臨改變和轉型，並在現有的空間中尋求符合永續目標（SDGs）

的⽅法。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重要的因素需要考慮：「永續發展與整合、多層級

的治理及智慧轉型作為新的推力」。我們需要打破原有的秩序，重新整治和詮釋，

創造全新的模式。因此，治理模式需要改變，以適應未來，並與之相關的是「⽣活

⽅式」的改變。因此人⺠有機會參與並共同面對未來，塑造未來的動力。 

以高雄車站為例，透過權益關係人對話、共同書寫未來的政策，去傾聽人⺠的

需求，最終達成市⺠的共識「高雄車站不識⼀棟建築，而是⼀組⽣活系統的都市空

間」。城市的布局和公共設施配置應由政府與⺠眾共同參與，帶動城市的共同塑造。 

都市治理需要改變，以創造共同福祉和可信賴的公共服務。意味著城市治理應

該開放、透明且能夠吸納⺠眾的參與。⺠眾應該成為城市發展的共同決策者，他們

的觀點和需求應該被納入城市規劃和設計的過程中，創造⼀個人⺠共融的城市。 

  

  
短講 1 簡報內容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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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講 2-劉立偉教授 / 從克難彈性的特殊居住型態談未來都市發展展望 
探討舊建築對未來都市新發展的重要性。⼀個城市若能結合新舊元素，保護文

化資產便成為關鍵環節。然而在台中這座新興都市中，對於舊建築的保護相對不足，

且台灣的都市保育計畫在文化部門與都市發展部門之間合作困難。 

現今臺灣人逐漸習慣垂直大樓的居住⽅式，水平眷村⽣活⽅式逐漸被忽略。然

而由歷史演變而來的具彈性的居住空間應予以保留，整理後可轉變為文化展示空間

或重新利用為居住空間。以台中市清水眷村（信義新村）為例，該眷村因空間不足

而需要進⾏建築物垂直擴展，形成錯落的屋頂，並透過玻璃隔間使光線進入室內，

這種設計體現了⺠眾⽣活智慧與美學的空間結晶。保留這樣的建築並賦予實際使用

功能，成為都市的記憶保存與挑戰。對於建築所反映的當地文化和居住風格，值得

我們努力保存下來。因此如何在都市發展中保留這些文化遺產並賦予它實際的功

能，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短講 2 簡報內容摘錄 

結語-Sarah Whiting 教授 / Ron Witte 教授 
專業領域中，專家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得到尊重

和認可。過去常常將專業和權力混淆，不同的專業彼此的對話時，必須保持友好和

友善的態度，專業上的表達也不⼀定需要透過抗爭或衝突來實現。 

在城市設計中，修復、再利用和保存是重要的原則，並不存在絕對的答案。作

為建築師或都市設計師，我們應該面對舊有建築的挑戰，有時候可以保留其原貌，

也可以進⾏現代化的改造。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清楚⾃⼰設計的目的和意義，

這是建築師和都市設計師的核⼼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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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 

 
開場、頒發感謝狀 

專題演講 1 / 與談人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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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交流 / 茶敘 

專題演講 2 / 與談人短講分享 

圖 24 論壇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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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相關宣傳 

⼀、行銷方式 

1.Surveycake 線上報名系統。 

2.論壇、論壇後的新聞報導。 

3.市府網站、FB 粉絲專頁及逢甲大學網站協助活動預告與報名系統連結。 

4.發文相關單位如市府、公會及大專院校，提供論壇資訊與報名連結。 

5.論壇當天於都發局 YouTube 直播線上參與，會後保留紀錄提供觀看，擴及

更多觸及與點閱。 

線上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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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宣傳圖卡(FB、LINE、市府及逢甲官網) 

  

  

  
圖 25 論壇網路宣傳圖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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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平台直播 

 

 

 

 
圖 26 線上直播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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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宣品 

邀請卡 

 
會議⼿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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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與提袋設計 

  

四、會場佈置 

主題背板 

 
會場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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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旗幟 

   
桌牌 名牌 

  
圖 27 論壇會場佈置示意圖 

8-5 成果發表會 
配合本案執⾏進度，已於城市願景節揭露相關資訊與階段成果內容，藉由展版、

裝置藝術、影片、演講等⽅式，與市⺠交流與溝通，詳⾒前述 4 城市願景節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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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片成果 
為擴大願景計畫宣傳效益，將系列活動、顧問團會議、計畫內容研擬等，藉由影片動

態⽅式呈現，分為兩大部分，包含配合活動之宣傳、紀錄影片及願景計畫影片，以簡

潔、有趣、⽣動之內容，讓市⺠朋友更能了解臺中 2050 願景計畫，⼀起刻劃未來。 

9-1 活動影片 
配合願景系列活動辦理，透過影片宣傳與紀錄，讓⺠眾易於了解，引發市⺠參

與及共鳴，逐步刻劃出 2050 年臺中市願景。 

⼀、市⺠的臺中宣傳影片 

1.主題及內容 

願景計畫前導影片，配合市⺠問卷上線，透過訪談臺中的年輕市⺠朋友，30 年

後下個世代的⽣活將是什麼面貌？透過街訪⽅式，初步瞭解青年朋友關⼼的臺

中，以簡單的訪談⽅式，利用⼀句話想像未來的臺中⽣活，觸發大家對於未來

的期待與想像。 

2.影片成果 

總片⻑ 1 分 54 秒，剪輯市⺠朋友的期望，透過關鍵字的呈現，初步凝聚大家

對於未來的想法，藉以啟發觀看者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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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市⺠影片成果示意圖 

3.宣傳⽅式 

110 年 3 月 2 日於市府都市發展局 FB 粉絲專頁上線，配合市⺠問卷宣傳。另

於願景⼩巴螢幕牆透過輪播⽅式，啟發參與⺠眾對於未來的想像。 

  



 

 
活動-116 

二、願景小巴宣傳影片 

1.主題及內容 

願景⼩巴已於 110 年 4 月正式開跑，4~5 月期間參與大甲媽繞境、大專院校拜

訪及相關市府活動宣傳，目前因應疫情三級警戒暫停相關活動，待後續疫情狀

況再次展開。 

2.影片成果 

總片⻑ 1 分鐘，剪輯市⺠朋友與願景⼩巴的互動情形，曝光願景⼩巴設計與展

示內容，並預告市⺠朋友⼩巴即將到訪臺中市 29 區，作為疫情後重新啟動願

景⼩巴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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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願景小巴影片成果示意圖 
 

3.宣傳⽅式 

於市府願景網站、都市發展局網站及 FB 粉絲專頁、願景⼩巴 Instagram 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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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論壇紀錄影片 

1.主題及內容 

國際論壇於 112 年 6 月 9 日舉辦，藉由側拍及直播畫面，紀錄當天活動。 

2.影片成果 

總片⻑ 3 分鐘，從論壇活動報到、致詞、兩場專題演講、綜合討論與交流、與

談人短講，剪輯精彩畫面。 

  

  

  

  

圖 30 國際論壇紀錄影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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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願景影片 

⼀、主題及內容 

以｢臺中超未來-2050 時空漫遊｣為主題，藉由願景⼩巴帶出臺中的過去、現在、

未來發展，⼀台專屬於臺中市⺠的時光機，沿途搭載各年齡、各族群的市⺠，

代表廣納意⾒、想望，⼀同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二、腳本規劃 

1.影片⻑度 

願景計畫內容豐富且多元，規劃剪輯成完整版影片約 2 分半~3 分鐘及精華版

影片約 30 秒~1 分鐘。 

2.影片大綱 

 

3.角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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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字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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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傳方式 

1.於市府官網、Line 官⽅帳號、市府官⽅ YouTube 平台、漾臺中 FB 粉絲專

頁、願景網站、都市發展局網站及 FB 粉絲專頁宣傳。 

2.地⽅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廣告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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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願景影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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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願景影片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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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發展願景專刊內容 
10-1 架構研擬 

⼀、進度說明 

臺中 2050 願景計畫⾃ 2020 年啟動以來，由上而下執⾏訪談、顧問團會議、

審查會議、局處推動⼩組；由下而上展開市⺠問卷、願景⼩巴、城市系列講座、

城市願景節、願景規劃設計競賽、公⺠共識⼯作坊、論壇及成果發表會，凝聚、

蒐集市⺠的想法與意⾒，願景計畫內容仍持續收斂、歸納，後續進⾏審查會議、

局處意⾒反饋等，期末階段就目前⼯作內容進⾏願景專刊的初步架構研擬與編

排，待願景計畫成果確定後，經機關討論同意後製作成｢臺中市 2050 發展願

景專刊｣。 

二、案例參考 
       表 12 專刊案例⼀覽表 

PLAN MELBOURNE 2017-2050 / 2017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市⻑的話概述介紹7 項成果、策略執⾏附錄 

     
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 2021 新北市政府 

0 序章1 新北模式2 新北戰役3 新北宜居4 新北共好5 新北未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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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節架構 
        表 13 發展願景專刊章節架構初步規劃⼀覽表 

 初步架構 內容說明 
目錄  
Part1 我們的願景  
 臺中未來 臺中未來的 5 個目標宣示 
Part2 臺中進⾏市  

 接軌全球的挑戰 
面對全球氣候、產業、人
口等影響，臺中的課題 

 在地資源的優勢 
講述臺中的各面向優勢作
為未來的利基 

 上下捲動的參與 紀錄願景計畫的操作過程 

 從 Home Plus 到臺中 2050 的未來 
概述願景計畫的目標、倡
議面向 

Part3 臺中未來市  
 目標 1 人本可及的便捷城市 

概述各目標的倡議面向、
發展策略，展開⾏動計
畫，輔以文字、圖面說明 

  倡議面向/發展策略/⾏動計畫 
 目標 2 具臺中味的魅力城市 
  倡議面向/發展策略/⾏動計畫 
 目標 3 全齡友善的健康城市 
  倡議面向/發展策略/⾏動計畫 
 目標 4 公私協作的創新城市 
  倡議面向/發展策略/⾏動計畫 
 目標 5 零碳減災的永續城市 
  倡議面向/發展策略/⾏動計畫 
Part4 結語  
 Taichung for Everyone  
 出版團隊/日期  
附錄  

 活動紀錄 

由下而上的參與，藉由⼀
系列創意⾏銷計畫與多元
參與活動，凝聚大家對於
臺中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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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排版內容設計 
封面、目錄 

   
Part1 我們的願景 

  

 

Part2 臺中進行市 

   
圖 32 發展願景專刊排版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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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臺中未來市 

   

   

   
圖 33 發展願景專刊排版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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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結語 

  

 

附件 

   

  

 

圖 34 發展願景專刊排版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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