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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市更新，還是空間戰爭？」論壇導言

Introduction to “Urban Renewal or the War for Space?”

本論壇籌畫的直接起源，是台北市政府於2 0 1 2年3月2 8日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主管機關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力排

聲援民眾與學生，拆除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苑都更基地之不同意戶住宅

而引爆的爭議。雖然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已著手修法，針對都市更新

施加更嚴格規範，但爭議並未塵埃落定，甚且可能引發更多震盪。

都市更新的爭議，延燒出一場實質空間與論述場域的爭奪戰。有

論者認為，政府依法拆除，侵犯了私產權神聖性，方引發民怨，而法

律程序和條文適用大有商榷餘地。也有人主張，公共利益才是焦點。

但公共性本身即為爭議之源：是必須仰賴公權力依法行政，才能排除

「釘子戶」私人貪欲而保障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或者，此乃官方偏

袒建商私利，拆除合法民宅而妨礙了都市更新之公共價值？然而，無

論是法條解釋、私產權保障，或私利與公益之辨，多未能將視野拉

開，關注更深遠的都市政經過程，以及廣大的城市日常生活。無論是

urban rene wal、urban regeneration或urban revival，旨在促進城市新陳

代謝、改善生活環境的都市更新政策之所以變成一場空間戰爭的結構

性根源，以及，如何構想「正義且宜居之城市」的前景，都是值得吾

人深思慎行的課題。

於是，本刊編委會邀集不同領域作者，幾經接洽商議，在此呈現

五篇觀點各有不同、但串起共同關懷的文章，希冀引起各界持續關切

這牽涉國家與社會之關係、民主精神、正義價值、公共利益，以及良

好城市生活的重大議題。

首先，黃麗玲的文章鋪陳了宏觀的轉型趨向，即她所稱的從公共

化到產權化的轉變：198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逐步累積的城市公共文

化，包括社區營造、社區規劃師等改革構想，晚近卻遭遇朝開發商及

土地利益傾斜的政策反撲，尤以都市更新法令修訂和國有土地活化為

最。黃麗玲指出，1980年代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力量對抗了黨國威權和

資源壟斷體制，順勢開啟了國營事業民營化浪潮，並在財政危機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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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國有土地活化利用趨勢，卻導致政府以企業家自居，急於行銷城

市、振興經濟，並以房地產開發催動了台灣社會的財團主導和階級貧

富分化。於是，地產利益和景觀美化取代了市民權益與公共精神；容

積獎勵手段將國家供應公共設施和保障集體消費的責任，替換為私人

牟利動機下的交換邏輯；多元異質的市民喧嘩，被簡化為握有產權者

的單一聲音，以及無產者遭排擠流離的悲鳴。

由居民與聲援者合組的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則以都市更新

和拆遷中的各種受侮辱與受損害者經驗為基準，時間往前拉回戰後初

期，追溯不斷推展的現代化進程下，以不同方式被判定為不適宜以原

先方式居住者的命運。在國家法制與地產邏輯聯手下，多樣複雜的人

類生活樣態及居住權利，化約為土地或地上物的財產權；而此財產權

又常在不對等的權力爭戰中，通過一般人難以窺其奧妙的複雜都更程

序、法令與制度之中介，而有大小不一的轉換權衡，甚且竟可能一夕

喪失。國家為鼓動經濟發展而施展的獎勵與強制手段，系統性地將利

益往握有資源權勢者手中集結，同時激起中間階層的翻身夢想，卻剝

奪了底層民眾的生活憑依，此即該文所稱「營建經濟」的社會效應。

於是，公共利益與公共性鑲嵌在刺激經濟的邏輯中，僅僅成為合理化

偏頗政策的修辭。

康旻杰的文章同樣循著批判資本與經濟至上的支配邏輯展開，指

出掠奪資本城市和私營城市，逐步侵吞城市的公共界域和市民生活，

陷入了投機循環。不過，康旻杰另將視角聚焦於歷史保存，鋪展出文

化、歷史、記憶和認同，與土地開發和商品化之間的複雜糾葛。歷史

保存一度成為集結社會進步力量、對抗過度開發的場域，也是維護環

境品質的要角。然而，保存的公共管制和私人產權的衝突，在以發展

權移轉和容積獎勵解套後，伴隨著歷史商品化及文化經濟的趨勢，保

存竟弔詭地成為催動縉紳化、社會排除及地產投機的策略。然而，康

旻杰指出，縉紳化不盡然只是社會排除，也有同性戀者進駐而解放性

別空間的可能；都市更新也不能僅僅成為資本禁臠，必須朝居住正

義、社會可持續性及城市權前進，而其關鍵則是公民力量，以及政府

對於草根生活主體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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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延伸並示範了草根生活主體及其日常空間的活潑動態。他

以台北市永康社區為例，描繪了一個適合行走的宜居城市的崛起，但

也關切蘊含其中的矛盾。1990年代以後的台北，在多年的壅塞與奔忙之

後，有了漫遊大小巷弄、自在品味都市紋理的可能；引領觀看之眼的

城市書寫蔚為流行。這一切不僅源於都市基礎建設的改善，更根植於

社區意識和市民力量，呼應了黃麗玲所稱的公共化之城市。然而，提

升了的地方氛圍促進消費的增長，社區生活環境轉變為吸引觀光人潮

的商機所在。新故事與舊故事不斷交錯，既創新生機，也激發矛盾。

公共的、適居宜行的城市，是否就此吞沒於產權的掠奪與投機城市？

李丁讚援引美國都市學者和社區實踐者珍．雅各(Jane Jacobs)的觀

點，倡議民主的都更以邁向多元城市。他主張，都市更新不應該是由

上而下的官商遊戲，也不能局限於建築和視覺層面，而必須以街廓為

單位，尊重地方複雜生態和生活節奏，是以使用者為尊的民主場域。

價格低廉的舊建築令小生意、小企業得以存活，街區容留多樣活動，

方能保持城市的熱鬧活力。相對的，信義計畫區以降的新式大街廓設

計、土地使用管制嚴格的地景，缺乏公私雜混的騎樓、不同活動可以

攀附的縫隙，只是堂皇壯麗卻單調乏味的景觀。李丁讚以台南五條港

園區的案例，說明了由市民啟動的社造式、藝術介入式都市更新的可

能；由下而上、點滴改造的環境品質，其複雜度和宜居性，遠勝大刀

闊斧的全盤更新。他並具體提議，都更鄰里須建立四種產銷平台，將

生產、銷售和消費串聯起來，構成一個橫跨城鄉、改變資本主義邏輯

的民主轉型機制。

誠然，通往民主和多元、公共與正義的道路，必須先與當前支配

性的邏輯衝撞，並面對社會內外的諸多衝突與矛盾。這是一場社會鬥

爭，也是空間之戰。都市更新只是晚近台灣空間轉型引爆的衝突點之

一，海岸開發、農地徵收、山林破壞、水域汙染，無不亟需投以批判

性的分析、反思性的行動。期許這個都市更新論壇是廣大戰局中一處

激發對話的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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