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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斬亂麻　北市招牌拆除

2016-04-17  記者 麻愷晅 報導

為實施「西區門戶計畫」，台北市政府在二〇一六年二月下令拆除忠孝橋引道，讓國家一級古蹟

──北門，再現過往風華，成為新興拍照景點。但北門雖重獲新生、備受矚目，卻也因此引發台北

市容美醜的討論。

 

雜亂招牌　立法拆除雜亂招牌　立法拆除

北門位於台北火車站附近，周圍皆是商家和補習班大樓，雜亂的招牌和質樸的古蹟同在一地，不

和諧的觀感隨之而來。許多網友開始謔稱北門周遭竟擁有日本、清代和中華民國三種美學；此番

言論一出，促使台北市長柯文哲表明立場，要求市政府在既有的《台北市廣告管理細則》之下，

額外制定《北門周邊廣告物都市設計準則》，以北門周邊路段為重，循序實行三階段的廣告物查

處，以改善中華民國美學。

都發局從北門正後方的區域開刀，提出廣告物上緣不得超過二樓、禁止使用霓虹燈、明度及彩度

的使用皆須調降等規範。而後續兩階段的改造，則延續北門周遭路段，並直達館前路、公園路及

忠孝西路。同時通知不合格的業者改善廣告物，若未於七日內完成，建管處也將處以六千元罰

款，並強制拆除招牌，以維持乾淨單純的景觀。

北門後方大樓廣告搶眼，產生不和諧感。（照片來源／自由時報）

由上而下　是利是弊？由上而下　是利是弊？

台北市政府一系列的措施，有如快刀斬亂麻，頗具魄力和執行力，深得民心；然而這樣的方式對

於城市的整體規劃是否有益，仍待商榷。治標不治本是其中一項質疑，台灣大學城鄉所助理教授

黃舒楣表示，雜亂的招牌是台北市長久以來的問題，缺乏系統性的規劃和處理，成效恐怕不高；

另一方面，僅針對北門周邊區域執行也略顯不妥，由於廣告物雜亂是一普遍存在的現象，只著重

北門，難免讓人覺得政府有譁眾取寵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少了市民對於城市景觀的共識：台北車站是台北市民生活的共同空間，想當然爾，

決定招牌如何改善的主導權本應屬於市民。黃舒楣相信，各地方的小市民對市容並非沒有意見，

而是因為欠缺發聲的管道；她認為看不見的城市交流，正是一座城市能否有活力的關鍵環節，溝

通即是其一。事實上，早在市政府關注廣告物的問題前，就有網友曾在批踢踢實業坊（PTT）針

對臺灣的市容發表看法，點出招牌及環境色彩的重要性。雖然文章底下有人持疑、反對，但不同

意見也能促進討論，增加民眾參與。唯一可惜的是，網路和現實相比，難以展現行動力，對於市

容的影響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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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二十五篇稿

件，以文字與圖表為

主，動畫四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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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廣播三篇、照片故事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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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要抵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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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義、強迫症。

Work hard in
silence, let
success be your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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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廣告招牌雜亂，影響市容。（照片來源／BuzzOrange）

城市典範　日本京都城市典範　日本京都

提及市容的楷模，人們多半聯想到日本，近年來，台灣旅日風氣大興，加上對景觀美醜日漸重

視，許多人也會開始觀察日本的街景，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京都市。

回顧日本過往歷史，景觀問題於一開始其實並未受到重視，京都的樣貌也和今日有所不同。然隨

著時代及觀念的遞進，日本民眾漸漸達成共識，有許多大型建設因為不符合地區景觀，而遭到民

眾抗議。這也促使法律跟上腳步，二〇〇五年，日本推行了《景觀法》；二〇〇七年，京都則修

訂《戶外廣告物條例》，沿用至今。

京都廣告招牌的大小、色彩有一套遵循的原則：突顯自然色彩，人造物相對低調。甚至連星巴

克、麥當勞等跨國連鎖商店，都得放棄固有的形象顏色，以配合京都的城市色彩。之所以產生如

此強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硬性規定，一方面則來自居民的共識。和台灣不同，日本

有許多與色彩學有關的民間出版品、報導和組織，這些文化交流也成為他們日常對話的一部分，

因此民間的力量漸漸超越政府，由下往上的運作，為促成日本市容順利經營的一大推力。

反觀台北，原需經過研究與討論的決策，卻僅依循單方面想法，逕自下令拆除。短期性、小範圍

的改造實為不妥，台北市欲一步登天，卻缺少全面性的想法，無法從根本面改善。此外，單就法

規層面探討，和京都相比也略顯不足：《台北市廣告管理細則》主要以安全、營利作為考量，對

於整體規劃少有著墨，且如今在拆除的過程中，讓店家改善的時間也非常短促，僅有七日；相較

之下，京都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則願意給予店家七年的緩衝期，《戶外廣告物條例》中更詳細

載明色彩、體積大小等規定，每種廣告物都有各自的要求，讓商家知道該如何遵循。

應京都當地要求，跨國連鎖店家不得不改變商標色彩。（照片來源／Keedan）

 

設計　創造城市個性設計　創造城市個性

放眼台灣，不僅是台北市，各縣市也都有改善的空間。針對招牌該如何統一規劃的問題，水越設

計創辦人、都市酵母策展人周育如表示，台灣的招牌雜亂主要存在兩大原因：缺少特色以及與環

境衝突。她認為究竟是要融入環境、共同造景；還是要突顯招牌，降低街道美感，是所有居民需

共同思考的問題。

市區中，每棟大樓之間的距離窄，在業主傾向選擇體積大的招牌，以吸引顧客的情況下，競爭心

態不斷地惡性循環，導致招牌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導致現今廣告招牌雜亂不堪的景況。因此，

若決心進行改造，那麼縮小招牌尺寸即為首要之務。周育如也指出，招牌做小一點，能運用的材

質也能更多元，更有特色。此外，設計師若能與店家合作，結合美感和商家需求，將會是更好的

發展。

美醜沒有絕對，京都固然是個成功案例，然一味地模仿也非好事。乾淨可以是一種城市意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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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巴拿馬文件解密巴拿馬文件

巴拿馬文件引爆一連串海外避稅風波，透過圖
表了解境外交易及解密新聞。

雜也能繁雜得有特色，更重要的，是能找出城市的定位，創造城市個性，而這些皆有賴居民的共

同經營。因此，與其抱怨市容的醜，不如集結眾人之力，由下而上改變，打造一座每個人都樂於

居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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