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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市更新主体之共生模式：以台北市为例》主要内容简介：1998年，台湾当局颁布实施《都市
更新条例》，开启公私部门合作都市更新的机制，成为台湾都市再发展的重要策略。
但是，由于都市更新主体（居民、建商、城市政府）的“自利”观念与“敌对”关系，经常造成公私
部门的矛盾、小区居民的冲突及开发效益的争端。
因此，都市更新推动过程困难重重，时程冗长成效不彰。
有鉴于此，《都市更新主体之共生模式：以台北市为例》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探讨台北市都市更
新主体的共生关系，并建议都市更新主体放弃“自利”的观念，摒除“敌对”的关系，改以“自利利
他”的观念与“共生”的关系，创造都市更新主体“共生多赢”的发展。
《都市更新主体之共生模式：以台北市为例》可供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规划部门及城市研究人员学
习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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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不应因此背上财政赤字的包袱，政府的目标在于改变都市的面貌，提升都市的功能，增加税收
提高就业率，但是完全交给市场来运作也不行。
因此，1990年代以后公私合作型的都市更新，在欧美已逐渐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模式（林拓、水内俊
雄，2007）。
中国香港地区在1987年成立的土地发展公司（LDC）及1997年转为市区重建局，均属于公私部门合作
的第三单位。
台北市政府正在研拟筹组公私合作的都市更新公司推动传统老旧市区的更新（例如：万华及大同区）
，也是属于公私部门合作的类型。
　　3）市场主导型的都市更新　　公私部门合作关系也有局限性，例如政府与开发商可能因目标不
同难以达成共识，都市更新计划中无法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等问题。
因此，采取市场主导型的都市更新克服了这些局限。
英国伯明翰市的都市更新是市场力量主导，伯明翰布尔德地区在内城更新中运用“混合使用”理念进
行开发，建设少量的办公设施，具有高度的渗透性，良好的步行空间和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
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该区就从一个充满着工厂和码头的破败地区，变成了商店街、餐馆、咖啡厅
、办公楼、住宅、文化设施等组成的多元性公共广场（林拓、水内俊雄，2007）。
台北市政府为促进都市的再发展，自1993年起也建立制度鼓励建商积极投入都市更新的建设事业。
　　4）居民自主型的都市更新　　人人享有居住的权利，实现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人
居宣言”明确提出的两大精神，也是都市更新应一以贯之的思想。
只有居民广泛参与，自主更新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都市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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