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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未來都市發展
記者 鄭惠⼼ 報導  

隨著社會的演進，都市的規劃需要在環境保育、⼟地利⽤、景觀營造等多重⾯向
中尋求跨領域的平衡。發展過快與隨之衍⽣⽽來的問題，加上跨領域整合的不
易，讓都市規劃成了現代社會必須⾯對的⼀⼤挑戰。病毒在台灣逐漸延燒，我們
的城市該如何抵擋疫情的來襲，抑或是未來難以預⾒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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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內戴⼝罩的⺠眾。（圖片來源／Unsplash）

以⼈為本 尋求平衡的都市規劃
「都市規劃」是什麼？「⼈」是都市裡的主⾓，因有了⼈類文明的發展，才有了
都市的誕⽣，因此都市空間規劃須「以⼈為本」。傳統的都市規劃單純依循數
據，分析未來⼈⼝的成⻑趨勢以制定建築物的數量與分佈點。然⽽，後疫情時代
的來臨，飽經病毒肆虐的各國開始反思與檢討，從新的⾓度重新審視疫情下的城
市規劃，讓⼈類的未來能夠更好的抵禦外在威脅。
 

⼈與⼈之間的連結
⾃古以來，城市就具有外在保護、防禦的功能，例如：古代城池抵禦了外在敵⼈
的攻擊與侵略。今天，⾯對看不⾒的病毒，城市同樣也發揮了保護的作⽤：將⼈
與⼈隔絕開來。但要達到保護與隔絕的功能，前提是要具備強⼤的連結性。

透過⾏動網路與物流系統的整合，外送平台讓物資快速流通；每天下午中央流⾏
疫情指揮中⼼所召開的記者會，透過直播即時傳遞資訊；同樣歸功於科技的進
步，視訊會議和遠距教學讓疫情之下的⼈們即便無法⾯對⾯接觸，仍能互通有
無、有所連結，這正是都市⾯對疫情最⼤的功能之⼀——連結性。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unsplash.com/photos/eE8U6237Tx0


送餐中的外送員。（圖片來源／Unsplash）

韌性城市 城市的韌性
什麼是韌性城市（Resilient Cities）？多數學者對於這個有些抽象的概念有著不
同的解釋，普遍的定義為：「都市與居⺠在⾯臨外在衝擊與困難時，應對、調適
並穩定永續發展的能⼒。」城市的韌性，代表著⾯對難以抗⼒的危機（如天災、
恐攻等）時，⼀座都市與其居⺠的容受⼒與回復⼒。

過去學者循著科技與⼯業化的發展脈絡下，傾向將⼀座城市當作⼀部龐⼤的機
器。這個機器的每個零件各⾃有不同的功能與職責，彼此相輔相成，不停⽌運
轉，如同現代社會將城市劃分為商業區、住宅區、⼯業區等，以⼟地使⽤來分
區。「韌性城市」有別於「都市機器」，希望能藉由不同領域的整合來形塑都市
空間的發展⽅向，「韌性城市會強調系統上的流動與互補，管理與活動上軟體的
適應，來補充都市硬體的不⾜之處。」國立陽明交通⼤學建築研究所助理教授凌
天說道。
 

城市是⼀個有機的⽣命體
「與機械觀對應的想法是，將城市視為⼀個⽣命體」，凌天更近⼀步以⼈體比
擬：⼈體的器官系統是互相搭配、相輔相成的，我們不會因為感冒頭痛就換⼀顆
新的頭，不會因為得了肺炎就換⼀個新的肺。若將城市視為⼀個有機體，便不能
夠以機械觀封閉的⾓度來看待，因為城市是⼀個開放且不斷變動的系統，這也正
是我們的城市能夠⽣⽣不息的。

城市如同⼀個具⽣命⼒的有機體，此概念更能夠突顯韌性城市所代表的調適能
⼒，同時也能讓都市的規劃更具永續性、包容性與開放性，讓都市的空間發展政
策能夠發揮更⼤的潛在效益，並建構未來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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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為城市留點⽩
疫情所帶來的強烈衝擊，更凸顯了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專業的空間配置，能夠更
好的分散⼈流與物資、提⾼每個區域的功能性，並落實「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其中，開放的公共空間就是最好的緩衝地帶，由於城市的⽣活空間
密度與⼈群接觸率都較⾼，城市裡的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給了居⺠喘息的機
會，讓⺠眾多少能夠維持⼾外⽣活。疫情期間除了封城的地區外，這些過去認為
商業利益較低的「留⽩空間」，成為⼈們「放風」的好所在。

疫情下戴著⼝罩，在⼾外活動的⼈們。（圖片來源／Unsplash）

歐美國家在過去⼀年經歷了較台灣嚴重的疫情，因此對於未來城市的空間規劃有
著不少的討論。凌天認為其中特別有趣的討論是，當代的建築往往試圖控制⾃然
環境，企圖將外⾯的世界隔絕出去，創造⼀個建築物內的世界。例如⼾外很熱，
所以室內裝設冷氣，但此種控制環境的能⼒，在疫情之下卻無法有效發揮，因
此，在建築設計與整體空間規劃上讓居住空間留點⽩，⽽不是單純地⼀昧滿⾜⼈
類的所有需求，才是建立與⼤⾃然和平共處的永續⽣活之道。

「近兩週以來，台灣飽受疫情、停⽔、停電所苦。正值天氣悶熱仲夏時節，學校
停課後孩⼦們都待在家中，本來⼀個班級30⼈只需要開兩台冷氣，現在30個⼩孩
⼀⼈在家開⼀台冷氣，或許就是因為如此國家供電才會無法負荷。」承辦桃園
市、新⽵市多個學校冷氣安裝⼯程的電機⼯業技師鄭詩雄說明著，若在設計建築
物的排氣系統時能夠多多善⽤⾃然的通風循環，或許能夠有效降低⽤電量。

不僅僅是建築物的設計，城市的整體規劃應更好地利⽤⾃然資源，留下更多的綠
地，達到最根本的⽣態保育、環境保護。國立臺北教育⼤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的學⽣黃佳燕表⽰，公園是社區居⺠休憩的場所，不僅能夠提升居⺠的⽣活品
質，同時也為城市提供了防災防洪、淨化空氣污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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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意義以巨觀的⾓度⽽⾔，正在於永續，⼀棟建築在設計時，要考量到未來
可能會⾯對到的問題，包括天災⼈禍等等，並制定出最有效的應對措施，凌天表
⽰，⼀個建築物在設定它的機能時，就要預期能夠適應這些未來的不確定因⼦，
讓建築物留下可以應對的空間，以實踐真正的永續。
 

台灣最美的風景
建築物、公共設施與城市空間規劃，這些都是⼗年、⼆⼗年甚⾄三⼗年的⻑期計
劃，因此或許對於⼀般⺠眾⽽⾔，實際的感受與影響不⼤。或許對於普遍⼤眾⽽
⾔，可能更希望能夠著眼於解決當前的都市問題，例如⼈⼝過度擁擠、交通紊亂
等等。

以鄰近國家⽇本為例，其乾淨整潔的街道、規劃良善的公共空間、美麗⼜具文化
特⾊的市容，⼀直是許多⼈對⽇本都市最⼤的印象。從⽇本來台留學三年的交⼤
學⽣Yuka說：「台灣的⾺路比較凹凸不平，沒什麼⼈⾏道或腳踏⾞可以⾛，⾛路
會有點害怕，騎腳踏⾞也有點危險。」，明明台灣似乎⼀天到晚都在整修⾺路，
但卻依然給⼈道路坑坑洞洞的印象。

「但台灣比較有⼈情味，有⼈住的地⽅的感覺。」Yuka說道，或許台灣的都市不
是最整⿑美麗，未來也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與挑戰，但就如同⼈們常說的，台灣
最美的風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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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戴著⼝罩仍不能忘了保持微笑。（圖片來源／Unsplash）

關鍵字：建築、都市規劃、永續發展、疫情

縮圖來源：Unsplash

      

 記者 鄭惠⼼

編輯 徐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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