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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現 代 化 的 過 程 中 ， 都 市 中 動 態 的 現 象 有 更 劇 烈 且 迅 速 的 轉 變 。 其 動 態 的 現 象 指 人 、 物 甚
至是資金在都市的流動。因為資金、人、物的流動，都市或建築將會隨之改變。

Ge org  S i m m e l 於《大都會》一文中提及，因為貨幣經濟及和交換價值的影響：使人採
取一種無能力 (incapac i ty )來面對新的刺激。這種無能力的態度，使得人在都市中面對
刺激產生一種自保態度 (se l f-preser vat ion)。

自 我 防 衛 心 態 下 ， 人 和 人 之 間 產 生 距 離 ， 距 離 使 人 和 人 之 間 只 剩 下 視 覺 之 間 的 聯 繫 。 不
同 於 傳 統 社 會 ， 強 調 人 和 人 之 間 的 親 近 及 口 說 ； 大 都 會 中 傾 向 於 流 動 中 快 速 的 一 瞥 及 視
覺傳播。而不同的文化生活，也利用距離來中和化文化生活的過度擁擠和摩擦。

介面  INTERFACE
 
距 離 ， 也 在 消 弭 文 化 生 活 的 摩 擦 中 ， 建 立 了 人 與 人 視 覺 的 觀 察 。 在 建 立 觀 察 的 同 時 ， 距
離也成為了不同機能之間的曖昧空間或延伸空間。

在 台 灣 的 都 市 中 舉 例 ， 如 果 將 建 築 物 作 為 都 市 中 比 較 不 可 變 動 的 元 件 ； 人 比 做 為 都 市 中
流 動 的 客 體 ， 則 街 道 將 成 為 人 與 建 築 、 建 築 與 建 築 、 活 動 與 活 動 串 聯 產 生 互 動 關 係 的 介
面。街道為不同文化生活之間的中和處，街道成為一個混合、中介且曖昧的空間。

如 果 街 道 為 連 接 的 一 個 路 徑 或 是 距 離 ， 則 「 庭 」 為 街 道 的 延 伸 空 間 。 可 具 有 公 共 性 或 為
私 人 所 有 的 彈 性 性 質 ， 多 變 性 且 彈 性 的 性 質 使 得 庭 可 成 為 街 道 與 建 築 物 的 中 介 空 間 。 街
道較多為流通性；庭較多為停留性。

像素 P ixe l

當 一 個 單 純 的 物 件 重 複 堆 疊 增 生 後 ， 可 以 成 為 多 樣 性 的 物 件 。 利 用 此 單 一 物 件 的 堆 疊 性
質，將堆疊的物件增生成『實體』之有厚度的介面，或是將介面兩邊實體化，塑造出『虛
體』之介面的邊界。

這 些 有 厚 度 的 介 面 ， 成 為 不 同 機 能 空 間 之 間 的 過 渡 空 間 ， 不 同 機 能 空 間 之 間 的 介 面 將 會
產生似乎可屬於 A機能或是屬於 B機能的曖昧空間。
不 同 混 合 使 用 空 間 中 ， 不 同 的 機 能 混 接 情 形 下 ， 將 會 有 許 多 的 衝 突 性 必 須 解 決 和 探 討 。
以住商混合為例，如何兼顧隱私性及方便性，將會是設計要探討和突破的課題。

本論文透過下列四個不同的設計詮釋不同的像素構成的介面方式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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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r o u g h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u r b a n  c i t i e s  a r e  g o i n g  t h r o u g h  m o r e  d r a m a t i c  a n d  f a s t  
c h a n g e s .  T h e s e  f a c t o r s  i n c l u d e  p e o p l e ,  m a t t e r s  a n d  e v e n  c a p i t a l  f l o w  i n  u r b a n  
a reas .
B e c a u s e  o f  t h e  f l o w  o f  p e o p l e ,  o b j e c t s ,  a n d  c a p i t a l  o v e r  t i m e ,  u r b a n  c i t i e s  a n d  
a rch i tec tu re  change  accord ing ly.

A s  G e o r g  S i m m e l  i n  “ T h e  M e t r o p o l i s  a n d  M e n t a l  L i f e ”  a r g u e s ,  b e c a u s e  o f  t h e  
impac t  f rom money,  economy and  exchange va lues  make peop le  incapab le  o f  fac ing  
n e w  c h a l l e n g e s .  T h i s  i n c a p a c i t y  b r i n g s  a b o u t  s e l f - p r e s e r v a t i o n  a s  a n  a t t i t u d e  
towards  new s t imu la t ions .

B e c a u s e  o f  t h i s  s e l f - p r e s e r v a t i o n ,  d i s t a n c e  a p p e a r s  a m o n g  p e o p l e ,  l e a v i n g  o n l y  
a  v i s u a l  c o n n e c t i o n  b e t w e e n  t h e m .  U n l i k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s o c i e t i e s ,  w h e r e  c l o s e  
re l a t i onsh ips  and  conve rsa t i on  a re  s t r essed ,  me t ropo l i t an  soc i e t i es  t ends  t o  use  
v i s u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a n d  f l o w i n g  g l i m p s e .  I n  c i t i e s  f u l l  o f  d i f f e r e n t  c u l t u r e s ,  
d i s tance  i s  used  to  neu t ra l i ze  the  f r i c t ion  tha t  resu l t s  f rom c rowd ing .

Interface

Dis tance ,  as  i t  eases  o f f  t he  f r i c t i on  i n  cu l t u re  l i f e ,  bu i l d s  up  v i sua l  obse rva t i on  
be tween  humans .  Wh i l e  es tab l i sh i ng  obse rva t i on ,  t h i s  d i s t ance  a l so  becomes  an  
amb iguous  o r  ex tended  space  be tween d i f fe ren t  p rograms.

Ta k e  f o r  e x a m p l e  Ta i w a n  c i t y.  I f  w e  p u t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a s  a  c o m p a r a t i v e l y  s t a b l e  
e l e m e n t  i n  c i t i e s ,  w i t h  h u m a n s  a s  t h e  f l o w i n g  o b j e c t i v e s ,  t h e  s t r e e t s  b e c o m e 
k e y  k n o t s  t o  t i e  u p  t h e  i n t e r - a c t i v e  i n t e r f a c e  b e t w e e n  p e o p l e ,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a n d  
ac t i v i t i es .  S t ree ts  a re  neu t ra l  zones  be tween d i f fe ren t  cu l tu ra l  l i ves  and  become an  
in te rmed ia te  and  amb iguous  space .

I f  s t ree ts  a re  pa ths  o r  d is tances  fo r  connec t ion ,  cour tya rds  the re fo re  becomes the  
e x t e n s i v e  s p a c e  f r o m  s t r e e t s .  W i t h  p u b l i c  o r  p r i v a t e  a t t r i b u t e s ,  c h a n g e a b l e  a n d  
f l e x i b l e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m a k e  c o u r t y a r d s  i n - b e t w e e n  s p a c e s  b e t w e e n  s t r e e t s  a n d  
bu i ld ings .  S t ree ts  a re  more  flu id ,  wh i le  cour tya rds  a re  more  s t i l l .

PIXEL

A f t e r  a  p u r e  o b j e c t  s t a c k i n g  a n d  p r o l i f e r a t i n g ,  i t  c o u l d  b e  a  v a r i e t y  o b j e c t .  T h e  
s t a c k i n g  o b j e c t s  w o u l d  p r o l i f e r a t e  t o  a  t a n g i b l e  t h i c k  i n t e r f a c e  s p a c e ,  o r  t h e  
ob jec ts  define  the  edge  o f  the  fa l se  in te r face .  

The th ick  in te r face  be tween d i f fe ren t  p rograms becomes an  amb iguous  space  tha t  
can  be long  to  e i the r  o f  A p rogram or  B  p rogram.

A s  a  r e s u l t ,  i n t e r a c t i o n s  b e t w e e n  d i f f e r e n t  p r o g r a m s  c a n  c o n f l i c t  t h a t  s h o u l d  b e  
reso lved  and  d iscussed .

F o r  e x a m p l e ,  i n  t h e  c a s e  o f  m i x i n g  r e s i d e n t i a l  a n d  c o m m e r c i a l  s p a c e s ,  “ H o w  t o  
ba lance  p r i vacy  and  conven ience”  wou ld  be  an  i ssue  to  d iscuss  and  b reak  th rough .

T h i s  p a p e r  a i m s  t o  c l a r i f y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c o m p l e x  a n d  i n t e r f a c e  b y  
p rov id ing  four  d i f fe ren t  des ig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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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msmuted pixel
ART MUSEUM



1　變形像素

像素 - 變形 - 增厚 = 介面 – 視線

討論如何從自然生物機制中所衍生的系統，運用在建築中活動、動線
等。變色龍因為感受到外力威脅或是生存必要，將皮膚中的色素擴張
及縮放，產生顏色變化。

首先研究變色龍系統中觀察到的生物機制，觀察變色龍自身本身變
因、外力導致變因及各個變因影響下的結果後，製作概念模。將概念
模代入不同使用族群及不同行走速度的動線，使不同行走動線空間會
互相交織產生介面，並產生不同使用族群視線的互動。 

從自然生物系統出發，將生物面對環境的特性，廣義的運用在建築之
中。跳脫傳統建築設計方法，提供了空間流動性，交織性的新可能。
將變色龍變色機制中混色和使用者動線類比，創造一新型態的繪本藝
術館。

指導老師：彭文苑
時間：2011.09 – 2012.01

PIXEL
INTERFACE

TRANSMUTE - THICKEN

SIGHT



4 ART MUSEUM

Avoid /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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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吸收更多光線
提升體內溫度。

Lighten 在光線下反射較多光線
控制溫度、隱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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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hange

Whol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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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眼睛感知光反射下外界的顏色，後經由脊椎神經傳遞變色訊
號到全身色素細胞。

皮膚本身對光十分敏感，皮膚所受光的刺激，傳至脊髓後可以直接傳出至
色素細胞，反應較快速。

Dispersed melanophore

Aggregated melanphore

研究及歸納變色龍的變色機制，歸納出變因及如何變色的原因。

變色龍會因為環境威脅下，為了生存需要而變色；也會為情緒變化，
表達情緒（例如憤怒）而變色。

變色龍有兩種變色方式，一種經由眼睛感之光反射下外界的顏色，
後經由脊椎神經垂地變色訊號到全身色素細胞；變色龍皮膚本身對
光十分敏感，皮膚所受光的刺激，傳自脊髓後可以直接傳出至色素
細胞，反應較快速。

變色龍表面的皮膚組織，就好像美術家秀拉的點描法一般，用一點
一點的原色去構成。顏色的深淺變化由一點點的顏色粒子在海星狀
的細胞中聚集或發散構成；顏色的改變由三個原色的配色變化構成。

Pixel of chameleon
變色龍像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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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rsed melanop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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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視圖

上視圖

側視圖

模型顏色前視圖

模型顏色側視圖

側視圖

前視圖

RULE

COLOR

MODEL

Pixel Model
像素概念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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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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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

Model B

(Color)

Outside Variable-Light

3 primary colors Model A’s color & form

Variable(Degree)

Result

Mix

Blue

Yelow

Red

All

Slab extending from ground

Grill

Courtyard

Exhibition
route

Game route

Bicycle route

Exhibition route &
Game route mix at Green area

Exhibition visitor

Child

Bicycleincrease bicycle route, 
the other routes would change.

SPACE MODEL

USER

將和模型Ａ同色的地方用水平板表示，
混色的地方用連續垂直版表示。

經過變因：外在變因 - 光線，投射出影子，影子
的形狀為原有模型變形，顏色為原有模型混色。

將本身的三原色的層疊關係發展概念模

Thicken Pixel to space
將像素增厚成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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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Variable

Form
Color

Form(changed)
Color(mixed)

Form(assemble with color)
color(mixed)

Original
mixed

ShadowModel A

Model A

Model B

Shadow

Model B

(Color)

Outside Variable-Light

3 primary colors Model A’s color & form

Variable(Degree)

Result

Mix

Blue

Yelow

Red

All

Slab extending from ground

Grill

Courtyard

Exhibition
route

Game route

Bicycle route

Exhibition route &
Game route mix at Green area

Exhibition visitor

Child

Bicycleincrease bicycle route, 
the other routes would change.

SPACE MODEL

USER

將模型中各個顏色區塊，作為各種建築不同的元素。

比較連續的兩個顏色：紅色及黃色作為兩種不同使用族群的
動線系統。其兩種不同的顏色，會於混色區交會。

除了原本模型中的連續性的紅色動線（孩童遊戲動線）及黃
色動線（普通展覽動線）外，再加入腳踏車動線，增加不同
速度下的動線系統於建築中，動線與動線將會產生新的視線
交會及空間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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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by

Exhibition Game 

展覽

Courtyard

Bicycle

Across

交會點

Bike

30 degree 

60 degree 

Walk

走路和腳踏車速度不同 而會有不同空間感知和經驗

腳踏車所感知的空間經驗 - 片段的 不連續的

行人所感知的空間經驗 - 連續的 

Entrance

Game route

Bicycle Entrance

Exhibition

Bike

Exhibition visitor
Child

Bicycle

ENTRANCE
入口庭院，開放公眾使用。

Bicycle Entrance:

Weaving thick pixels generate sight interface 
像素交織產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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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by

Exhibition Game 

展覽

Courtyard

Bicycle

Across

交會點

Bike

30 degree 

60 degree 

Walk

走路和腳踏車速度不同 而會有不同空間感知和經驗

腳踏車所感知的空間經驗 - 片段的 不連續的

行人所感知的空間經驗 - 連續的 

Entrance

Game route

Bicycle Entrance

Exhibition

Bike

Exhibition visitor
Child

Bicycle

ENTRANCE
入口庭院，開放公眾使用。

Bicycle Entrance:

整理系統的變因及關係套用到建築物中使用。除了
前頁所提及的顏色作為空間定義外，將不同角度下
的投影作為不同速度下的空間形式，產生空間序列
及關係。

行人行走的空間為 60 度下的投影，而行人的感知空
間經驗為連續的空間經驗；速度較迅速的腳踏車為
30 度下的投影，腳踏車所感知的空間經驗為片段的
不連續的空間經驗。

Different speed groups as different pixel forms 將不同的速度族群用不同的像素變形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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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route X Exhibition space X Game space. 

People, who rides the bike,would see some images of the 
exhibition space & game space while riding.

game route

Bicycle route

Bicycle route

Bicycle rout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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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route X Exhibition space X Game space. 

People, who rides the bike,would see some images of the 
exhibition space & game space while riding.

game route

Bicycle route

Bicycle route

Bicycle route

Exhibition



cupavilion



杯輄交错

2 - TEAHOUSE 
像素 - 堆疊的杯 = 介面 - 視線穿透

在都市中，行走經驗皆會有一個節點作為一中繼站或是社交
點，有可能是商店，也有可能是小小的公園空間或涼亭空間。

利用 RHINO GRASSHOPPER 工具，將台北市商業空間比例及
手搖飲品商店比例參數化，作為 TEA HOUSE( 休憩亭 ) 的形狀
原型的依據。

在此形狀基礎下對於結構重新做調整後，將手搖飲料店中的塑
膠杯作為建構組成的『像素』，將塑膠杯和製作招牌的塑膠合
成板作為組構搭建材料。塑膠杯堆疊下可產生可穿透性的牆、
亭及街道家具。這些穿透性之構件，在街道上堆疊出流動和停
留之間新的『介面』。

而使用台灣隨處可見的塑膠回收材料搭建出可重複搭建拆卸的
休憩亭，此休憩亭不僅可作為街道家具或是公車亭等，且組裝
拆卸簡單且可重複使用下，希望藉由此次設計重新塑造新的台
北街道及公共空間的意象。

( 此次設計於 2012.05 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 )

PIXEL
INTERFACE

CUP STACKING

sight penetrating
指導老師：楊家凱
時間：2012.03 – 2012.05
製作團隊：鄭楷婷 王映晴 張益詮 謝高漢 陳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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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B

C

D

2.

3.

調查台北市各區的手搖飲料店數量，除以台北市各區塊面積得到數值。
 
OFFICE – 使用空間面積最高，和街道無關係。
RESTAURANT– 使用空間面積介於中間，和街道關係也介於中間。
VENDOR / TEASHOP– 使用空間面積最低，大多位於一樓空間，和街道關係最高，其商業活動常會延伸到街道上，甚至有些攤販直接在街道上擺攤。
三種商業行為，將其用 GRASSHOPPER 數值形式化於一條線上。

圖 1 中得到的數值和攤販數量成正比

先畫一條基礎的曲線，此曲線具有內聚性及流動性。分割曲線，使用 A) 的規則，將台北各個區域的商業種類數據形狀分別置於分割點上。
連結這些曲線生成曲面，後生成量體。

形狀確立，其中兩塊低的部分作為座椅使用。

Teahouse as the interface
茶屋 -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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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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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pixels - cup = pixel
堆疊像素 杯子 =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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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 penetrating interface
圖騰造成視線穿透性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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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e penetrating interface on the street
在街道上組裝穿透性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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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new urban landscape...

使用台灣隨處可見的塑膠回收材料搭建出可重複搭建拆卸
的休憩亭，此休憩亭不僅可作為街道家具或是公車亭等，
且組裝拆卸簡單且可重複使用下，希望藉由此次設計重新
塑造新的台北街道及公共空間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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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 penetrating interface
視線交錯的介面

利用杯子堆疊及特意留空的縫隙，造成其堆疊的厚度介面產生了穿透性。

在街道上利用杯子堆疊出許多停留性和流動性的厚介面，使流動性的人群及
停留的人群有視線的交流。

在視線的交流下，行走的人也更有機會加入停留的人之活動，增加社會交流。

Thick interface
walking people join 
staying peoplestopoverwalkingpenetrating sightst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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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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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FERATE STREET
ROOF STREET

RE - HOUSE



3.1 　ROOF STREET
像素 – 居住／商業量體  = 介面 – 屋頂街道

台灣的文化中許多攤販及小吃等商業行為都與街道騎樓關係密切，而街道的尺度變化則活動的性質及關係也
會更動。

在台北建成圓環附近，為較早發展的區域，缺乏公園等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比起新發展的信義區嚴重不足。
街道不僅是不同商業或住宅有厚度的介面，還是居民的公共空間和商業活動活動的延伸。此區建築形式多為
上住下商之台灣常見的形式，將建築設為固定不可變動量體，且每個人使用的住宅空間固定，則商業空間如
果增加使用空間，會迫使住宅空間向上增生或事項陽台外增生，形成屋頂增建或陽台增建。

隨著商業行為的使用面積增加，建築增建亦會跟隨向上向外增生。

本設計探討街道和商業空間的關係後，探討在不同的商業行為下，屋頂增建的變化。將屋頂增建不只視為私
有住宅的增建空間，創造一條新的屋頂街道，做為是住戶的私有住宅空間、公共休憩空間及商業空間的介面。
亦在屋頂創造新的公共空間補足基地缺少公共空間的問題。

街道的介面邊界由街道兩邊的建築圍塑而成，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本設計使用 5*5*4 立方公尺的方盒子
作為建構『像素』，在屋頂上因為經濟強弱增加或減少住宅或商業機能的方盒子，圍塑增生的街道空間作為
『增生介面』。

藉由此次設計，探討台灣都市街道新的可能，創造新的都市地景及新的建築使用方式。

增生街道

將建築作為乘載人活動的容器，則街道就是連結這些活動容器的連接。在台灣，街道不像西方文明一樣，只
是扮演建築與建築、活動與活動連接的角色。建築物的活動會延伸到騎樓，騎樓活動又進而延伸於街道上，
其活動不限定為商業活動，亦有住宅活動延伸於街道中。街道於台灣，不只是為通道或是連接建築容器而已，
街道為一個有厚度的介面空間。街道是商業的延伸 - 攤販的叫賣空間，也是住家的延伸 - 客廳空間。

本次設計分為二部分探討街道作為有厚度的介面，會如何和商業及住宅互相影響，改變都市的景觀。

指導老師 : 楊家凱
製作日期 :2012.05-2012.06

指導老師 : 何震寰 葉朝憲
製作日期 :2012.11-2013.01

PIXEL 
INTERFACE

PIXEL 
INTERFACE

LIVING / COMMERCAIL UNIT

IRON MAST

roof street

elevation street

3.2　　RE-HOUSE
像素 - 鐵桿件 = 介面 - 建築立面街道

沿用 3.1『商業和街道』的觀察及『商業空間隨經濟改變但住宅空間不改』之概念，將不同經濟情況商業擠壓
住宅空間的情形，反應在立面上。

將鐵窗作為構築的『像素』，重新改變原有建築與都市之間只有鐵窗的介面，將鐵窗介面變化為住戶之間可
相連接的通道，創造一條在立面上住戶私有的街道介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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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 define street
建築界定街道

3.1 Roof Street

住宅社區大樓 10R ↑
住宅空間和街道無關係

住宅 4R ↓

住商混合 4R ↓

商業辦公大樓 9R ↑
和街道無關係

街
廓

外
圍

沿
街

面
街

廓
內

圍

都市的街道，並沒有一條主要的界線，主要是由街
道兩旁的建築物圍塑產生街道。都市中實體的建築
乘載活動及機能，人經由被實體建築圍塑的街道游
移在不同的實體間。人比做為都市中流動的客體，
則街道將成為人與建築、建築與建築、活動與活動
串聯產生互動關係的介面。街道為不同文化生活之
間的中和處，街道成為一個混合、中介且曖昧的空
間。

在都市中，和街道較有關係的建築實
體為樓層較低且沒有圍牆及管理室的
建築空間。

streetbuilding building streetbuilding wal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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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社區大樓 10R ↑
住宅空間和街道無關係

住宅 4R ↓

住商混合 4R ↓

商業辦公大樓 9R ↑
和街道無關係

街
廓

外
圍

沿
街

面
街

廓
內

圍

都市的街道，並沒有一條主要的界線，主要是由街
道兩旁的建築物圍塑產生街道。都市中實體的建築
乘載活動及機能，人經由被實體建築圍塑的街道游
移在不同的實體間。人比做為都市中流動的客體，
則街道將成為人與建築、建築與建築、活動與活動
串聯產生互動關係的介面。街道為不同文化生活之
間的中和處，街道成為一個混合、中介且曖昧的空
間。

在都市中，和街道較有關係的建築實
體為樓層較低且沒有圍牆及管理室的
建築空間。

streetbuilding building streetbuilding wal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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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Living - street

使用面積增加

地面層對外可較開放

樓上陽台雖增加使用面積，
但卻減少對外開放性．

增設鐵窗，增加防禦功能，
卻減少對外開放性．

使用面積較小

地面層較封閉

陽台為與外界的中介空間

窗戶可直接與外界接觸

鐵皮屋

鐵門

陽台增建(鐵窗)

鐵窗

Living

Interface：Commercial Area - Living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vendor

Commercial
fixed store

kind - food , drink 

3-5m

kind - restaurant , Hardware store
vendors fixed store

面積 39.5 坪 31.56 坪

一戶約 16 坪一戶約 19 坪

屋齡 38 年 屋齡 31 年

寧夏夜市 圓環附近街道攤販 圓環附近巷弄商店

STORESTORE
Street Vendor

Sign

Street Vendor
Street Vendor Street Vendor

ROAD

Si
gn

5.5m15m

3m

all floor

Interface：Shop - street - Shop

Street as Interface bwtween Shops.

Interface

Interface

Street

Street Living Street Living

analysis street -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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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Living - street

使用面積增加

地面層對外可較開放

樓上陽台雖增加使用面積，
但卻減少對外開放性．

增設鐵窗，增加防禦功能，
卻減少對外開放性．

使用面積較小

地面層較封閉

陽台為與外界的中介空間

窗戶可直接與外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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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

Living

Interface：Commercial Area - Living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vendor

Commercial
fixed store

kind - food , drink 

3-5m

kind - restaurant , Hardware store
vendors fixed store

面積 39.5 坪 31.56 坪

一戶約 16 坪一戶約 19 坪

屋齡 38 年 屋齡 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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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V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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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Vendor Street Vendor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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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5.5m15m

3m

all floor

Interface：Shop - street - Shop

Street as Interface bwtween Shops.

Interface

Interface

Street

Street Living Street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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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產業結構

餐飲業

比率

（％）

平均每百人

攤販攤位數

(攤位 )

平均每平方公里攤販

攤位數

(攤位 )

占工商

業比率

（％）

78.8626.76 1.35 8.59309 154

攤販

攤位數

在 30.9 萬攤販業主中，有 22 萬人高占七成以上，在失業

18 個月後，尋覓工作無著，才改擺攤為業，可見尋覓

正當工作之難。

此次調查30.9萬攤販，從業員工有47.2萬人，占當時總就業人數的
4.5%；而近十年來攤販從業員工增加21%，遠高於總就業人數只增加12%。
尤其最近一年新增設的6萬家攤販，每攤以1.5人計，共增加9萬人；這與新
政府上任近一年來，為了化解失業問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動員了所有中
央部會與各地方政府，花了上百億元以上經費，才增加8萬多人作臨時工比
較，毫無遜色。顯然在經濟大衰退時，增設攤販，雖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正
道，但舒緩問題的壓力，應有其功能。

去年攤販年營業收入5,081億元，占當年GDP的4.1%，但其中食品攤販營
業收入高達八成，計4,064億元，占去年全民食品消費1兆7,931億元的比率
高達22.6%。這不僅顯示在經濟大衰退中，減薪、放無薪假、失業率不斷攀
高的壓力下，升斗小民光顧攤販的機率大幅升高，而且對基層人民減輕食物
消費負擔，滿足人民生活需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失業率和攤販數量為正比
118 142

292

529

672

1988M12 1993M10 1998M08 2003M08 2009M08

234335

256133
263290

291064

309154

1988M07 1993M10 1998M08 2003M08 2009M08

千人
失業人數

攤販數量

Living

Street

Commercial

Living

Park

Fixed store
- Cafe’ / Gallery

Commercial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

staying time - 
10 ~ 25 mins

staying time - 
30 mins ~ 2 hr

Cafe’

街廓內外隔絕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vendor

Commercial
fixed store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RULE

Proliferate spaces on roof
屋頂的增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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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產業結構

餐飲業

比率

（％）

平均每百人

攤販攤位數

(攤位 )

平均每平方公里攤販

攤位數

(攤位 )

占工商

業比率

（％）

78.8626.76 1.35 8.59309 154

攤販

攤位數

在 30.9 萬攤販業主中，有 22 萬人高占七成以上，在失業

18 個月後，尋覓工作無著，才改擺攤為業，可見尋覓

正當工作之難。

此次調查30.9萬攤販，從業員工有47.2萬人，占當時總就業人數的
4.5%；而近十年來攤販從業員工增加21%，遠高於總就業人數只增加12%。
尤其最近一年新增設的6萬家攤販，每攤以1.5人計，共增加9萬人；這與新
政府上任近一年來，為了化解失業問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動員了所有中
央部會與各地方政府，花了上百億元以上經費，才增加8萬多人作臨時工比
較，毫無遜色。顯然在經濟大衰退時，增設攤販，雖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正
道，但舒緩問題的壓力，應有其功能。

去年攤販年營業收入5,081億元，占當年GDP的4.1%，但其中食品攤販營
業收入高達八成，計4,064億元，占去年全民食品消費1兆7,931億元的比率
高達22.6%。這不僅顯示在經濟大衰退中，減薪、放無薪假、失業率不斷攀
高的壓力下，升斗小民光顧攤販的機率大幅升高，而且對基層人民減輕食物
消費負擔，滿足人民生活需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失業率和攤販數量為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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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Street

Commercial

Living

Park

Fixed store
- Cafe’ / Gallery

Commercial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

staying time - 
10 ~ 25 mins

staying time - 
30 mins ~ 2 hr

Cafe’

街廓內外隔絕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Living

Living

Commercial
vendor

Commercial
fixed store

unemployment rate

vendorsfixed stores

commercial area Living areaRULE

Proliferate streets on roof (public space / commerce / living)

屋頂增生的街道

將建築設為固定不可變動量體，且每個人使用的住宅空間固定，則商
業空間如果增加使用空間，會迫使住宅空間向上增生或事項陽台外增
生，形成屋頂增建或陽台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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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於超過六層(含)之建築物屋頂增建平台及量體
2. 拆除現有屋頂違建
3. 增加平台以連接屋頂，形成連續的公共休閒空間

1. 由前面基礎增加量體
2. 街廓外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1. 就前面基礎往上增加樓板
2. 街廓外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再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1. 就前面基礎往上增加樓板
2. 街廓外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再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VENDORS
1F Floor
FIXED STORE

PARK PARK / PUBLIC SPACE PARK / PUBLIC SPACE / COMMERCE PARK / PUBLIC SPACE / COMMERCE

COMMERCE

PRIVATE LIVING

1F Floor
+

2F Half

1F Floor
+

2F Floor

PRIVATE LIVING COMMERCE

PRIVATE LIVING

街廓外增加30%
街廓內增加20%

街廓外增加60%
街廓內增加40%

街廓外增加90%
街廓內增加60%

街廓中央巷道交會處-
樓梯進入屋頂 社區公共空間 街廓中巷道

A B

A

B

5m 5m

3m

將5*5*3立方公尺的方體做為增生的商業或是住宅量體像素。

在屋頂增建平台及量體後，在量體內有商業及住宅功能；在量體之外，量體會在屋頂圍塑出立體的街道空間。此街道空間成為不同住宅及商業之
間有厚度的介面空間，中和住宅及商業之間的干擾，亦可作為住宅及商業空間的延伸空間。

街道空間不只作為住宅和商業的延伸空間，亦可以做為公共空間使用。

Proliferate units  define streets on roof
增生量體 在屋頂界定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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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於超過六層(含)之建築物屋頂增建平台及量體
2. 拆除現有屋頂違建
3. 增加平台以連接屋頂，形成連續的公共休閒空間

1. 由前面基礎增加量體
2. 街廓外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1. 就前面基礎往上增加樓板
2. 街廓外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再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1. 就前面基礎往上增加樓板
2. 街廓外再增加樓板面積30%之量體
3. 街廓內再增加樓板面積20%之量體
4. 一量體面積為5*5平方公尺

VENDORS
1F Floor
FIXED STORE

PARK PARK / PUBLIC SPACE PARK / PUBLIC SPACE / COMMERCE PARK / PUBLIC SPACE / COMMERCE

COMMERCE

PRIVATE LIVING

1F Floor
+

2F Half

1F Floor
+

2F Floor

PRIVATE LIVING COMMERCE

PRIVATE LIVING

街廓外增加30%
街廓內增加20%

街廓外增加60%
街廓內增加40%

街廓外增加90%
街廓內增加60%

街廓中央巷道交會處-
樓梯進入屋頂 社區公共空間 街廓中巷道

A B

A

B

5m 5m

3m

將5*5*3立方公尺的方體做為增生的商業或是住宅量體像素。

在屋頂增建平台及量體後，在量體內有商業及住宅功能；在量體之外，量體會在屋頂圍塑出立體的街道空間。此街道空間成為不同住宅及商業之
間有厚度的介面空間，中和住宅及商業之間的干擾，亦可作為住宅及商業空間的延伸空間。

街道空間不只作為住宅和商業的延伸空間，亦可以做為公共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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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nt rate LOW

Commercial area Large

Effect living space

Living space area = Fixed Value

Proliferate

PIXEL = IRON MAST BUILDING
STREET
INTERFACE PIXEL

2.3 Re - House
沿用 3.1『商業和街道』的觀察及『商業空間隨經濟改
變但住宅空間不改』之概念，將不同經濟情況商業擠壓
住宅空間的情形，反應在立面上。

將鐵窗作為構築的『像素』，重新改變原有建築與都市
之間只有鐵窗的介面，將鐵窗介面變化為住戶之間可相
連接的通道，創造一條在立面上住戶私有的街道介面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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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nt rate LOW

Commercial area Large

Effect living space

Living space area = Fixed Value

Proliferate

PIXEL = IRON MAST BUILDING
STREET
INTERFACE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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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Unemployment rate 
LOW Commcercial area

LOW Unemployment rate 
HIGH Commcercial area

全部建築中都有商業空間，無攤販

隨增建而變動的立面，可為室外空
間或是各建築室內延伸空間。

商業面積低，皆為攤販，無擠壓到
住宅空間。

原有建築物，無向外
延伸。

攤販

商業面積開始侵入住宅1F，依照侵入面
積每戶開始於２、3F向外擴建

每層最大可往外延伸4M，如商
業面積超過４Ｍ則必須再往下
一層延伸。

商業面積

有些建築商業面積侵入住宅2F，依照侵
入面積，有些住戶於屋頂增建。

屋頂增建

Elevation

Proliferate new street on elevation
在立面增生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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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Unemployment rate 
LOW Commcercial area

LOW Unemployment rate 
HIGH Commcercial area

全部建築中都有商業空間，無攤販

隨增建而變動的立面，可為室外空
間或是各建築室內延伸空間。

商業面積低，皆為攤販，無擠壓到
住宅空間。

原有建築物，無向外
延伸。

攤販

商業面積開始侵入住宅1F，依照侵入面
積每戶開始於２、3F向外擴建

每層最大可往外延伸4M，如商
業面積超過４Ｍ則必須再往下
一層延伸。

商業面積

有些建築商業面積侵入住宅2F，依照侵
入面積，有些住戶於屋頂增建。

屋頂增建

Elevation



PIXEL ZONING
COURTYARD HOUSE



像素聚集的迴圈

3     COURTYARD HOUSE
都市中商業和住宅的像素混合體

本設計主要為探討將商業空間和住宅空間皆視為一個一個方盒子，介面空間也視為一個個有機能的方盒子組成
後，探討其住商混合下介面的處理。試圖放置不同性質的商業空間以及不同性質的住宅空間，將其混合於基地
中，並保有住宅的私密性和商業的公共性。

將商店作為像素一個一個方盒子放置在建築中，形成了將布市包圍在中間的『外迴圈』，此外迴圈和布市界定
了圍繞在布市外的介面空間，此設計中介面空間融合了前面設計探討地的『視線穿透性』及『空間延伸停留
性』。本設計可進入的介面空間部分為研究迪化街天井空間，後得到下列結論：

A) 連接不同機能的介面及中介空間
B) 住戶共用的公共聚會空間。

本設計將會使用天井空間具有公共性和介面性之特性，做為不同機能空間的介面空間及混合空間的中和處，亦
會將天井空間作為休憩空間使用。

A) 使用天井的性質做為不同機能混合下的介面空間，在本設計中要從 A 機能空間到 B 機能空間都必須經
過天井空間。

B) 只有住戶可以抵達＂服務住戶私有的天井空間＂。其天井空間不只為休憩空間，另加入供單身者及獨
居老人使用的洗衣間和廚房，使獨居者在保有自己私有空間的同時，也同時擁有和其他人接觸相處的空間。

商業空間不只分布在建築下層，亦會穿插在住宅空間之中。使用天井和挑空間隔，使他們和住戶之間不會互相
干擾但又有混合的關係；住宅空間有單身者和不同類型家庭混居，住戶們有共用的天井庭院空間。

PIXEL 
INTERFACE

ZONING

COURTYARD

指導老師 : 邱文傑
製作時間 :2013.02 -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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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 A NEW TEXTILE CENTER IN TAIPEI

基地接近迪化街，將永樂市場的布市移轉到基地中，將永樂市場拆除，還原以前的
和街道活動息息相關攤販可以進入的廣場。基地鄰近後火車站商圈，可用其商圈支
持基地中的品牌及布市等商業行為。

將布市、製造衣服的過程和紡織學校、國際的服裝品牌和台灣的自有設計品牌置入
基地中。多種機能的方盒子：商業方盒子、製造衣服空間的方盒子、工作室方盒子、
住宅單元方盒子作為像素，在建築中形成以布市為中心的迴圈和介面空間。

後火車站商圈 

Taipei station wholessale market

YUNG-LE MARKET

SITE

D
I-H

U
A

 STR
EET

Yung-le square in city

STREET

INTERFACE

PIXEL

PIXEL

PIXEL

SIGHT WALKING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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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火車站商圈 

Taipei station wholessale market

YUNG-LE MARKET

SITE

D
I-H

U
A

 STR
EET

Yung-le square 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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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

PIXEL boxes

COMMERCE

STAR LOCAL

PARKING

PARKING

TW DESIGNER

INTERNATIONAL 
BRAND

RESIDENCE

surrounding

PUBLIC SPACE

A b c dFAMILY

4p 2couple 2p 1couple

4p 1c+2kid 5p 2c+1kid

1p single 1p older1p single

COMPLEX -
SHOPPING

RESIDENTS
TEXTILE SCHOOL

STAR(ZARA & UNIQLO)
LOCAL DESIGNER)

HOUSING COMPLEX



COURTYARD HOUSE 49

interface & center

CAFE'

BASKETBALL FIELD

BADMINTON

CLOTH SHOPS(ROLE MATERIAL)
EXHIBITION
TEXTILE SCHOOL
CULTURE & CREATIVE INDUSTRIES

TEXTILE 
SCHOOL

STUDIO

WORKING CULTURE LUNGE

EXHIBITION

courtyard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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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YARD PIXEL - pixels assemble and define interface
像素構成和被像素界定的介面

CLOTH shops

EXHIBITION

STUDIO 

transform

COURTYARD

parking

textile

local design

local design

courtyard
(for residents)

Badminton

basketball

cafe'

LOCAL STAR
(TAIWAN DESIGNER)

STAR
(UNIQLO ZARA)

PATH

courtyard courtyard

streethouse - courtyard

HOUSING

housing

TRANSFORMCOMMERCE

HOUSING

COMMERCE

classroom

T A I W A N 
DESIGNER

dyeing

COURTYARD

CLOTH

TEXTILE SCHOOL

EXHIBITION

STUDIO

studiostudio

kitchen
Laundry

P u b l i c 
s pa c e  f o r 
residents

Public space
(cafe' 
basketball court)

COURTYARD

COURTYARD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main route

courtyard

courtyard

housingshops

vertical circulation vertical circulation

meeting 
room

gym

textile school

rore material

courtyard

vertical circulation

kitchen 
laundry

(public)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street

pixel
(commerce)

pixel
(school)

pixel
(courtyard)

cloth shop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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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 shops

EXHIBITION

STUDIO 

transform

COURTYARD

parking

textile

local design

local design

courtyard
(for residents)

Badminton

basketball

cafe'

LOCAL STAR
(TAIWAN DESIGNER)

STAR
(UNIQLO ZARA)

PATH

courtyard courtyard

streethouse - courtyard

HOUSING

housing

TRANSFORMCOMMERCE

HOUSING

COMMERCE

classroom

T A I W A N 
DESIGNER

dyeing

COURTYARD

CLOTH

TEXTILE SCHOOL

EXHIBITION

STUDIO

studiostudio

kitchen
Laundry

P u b l i c 
s pa c e  f o r 
residents

Public space
(cafe' 
basketball court)

COURTYARD

COURTYARD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main route

courtyard

courtyard

housingshops

vertical circulation vertical circulation

meeting 
room

gym

textile school

rore material

courtyard

vertical circulation

kitchen 
laundry

(public)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home

entrance

clothesline 
balcony

street

pixel
(commerce)

pixel
(school)

pixel
(courtyard)

cloth shop

interface

整體平面配置呈回字型，要從外層品牌空間進入中層製造空間或是內層原料空間都必須經過天井空間作為轉換中介。
如不經過天井空間，則無法進入其他機能的空間，但是視線可以穿透。

在建築下層商業區，最外圈的迴圈採用了設計 3 的街道概念，運用了散落的商業機能方盒子作為像素，界定出外迴圈
的商業街道。將商店作為像素一個一個方盒子放置在建築中，形成了將布市包圍在中間的『外迴圈』，此外迴圈和布
市界定了圍繞在布市外的介面空間，此設計中介面空間融合了前面設計探討地的『視線穿透性』及『空間延伸停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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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ILE CENTER

1F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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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PLANB1 PLAN

3F PLAN

5F PLAN

4F PLAN

6F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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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 shops

EXHIBITION

STUDIO 

transform

TEXTILE SCHOOL
COURTYARD

ROLE MATERIAL
(CLOTH SHOPS)

COMMERCE

parking

textile

local design

Exhaust
local design

courtyard
(for residents)

Badminton

basketball

cafe'

PIXEL ZONING at lower portion
像素構成的迴圈

運用引入國際知名品牌在建築物上層，將台灣自有設計師品牌置於建築物下方入口斜坡。進入建築物後無
論要去哪裡都必須要先經過台灣自有設計品牌，自有品牌商店盒子會在『外迴圈』區形成街道空間，進入
建築後都必須走過此街道空間。設計師之工作室、紡織學校、製作衣服的工作間、衣服原料、展覽以及販
售都位於此複合體中。期望創造台灣新的紡織服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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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COURTYARD
TEXTILE SCHOOL

STIDIO
EXHIBITION
CLOTH SHOPS

roof garden
international brand
local desiner

interfacesurrounding

textile school play the role as interface role material  v.s.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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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LAN b1

housing plan b2

housing plan b3

housing PLAN a1

housing plan a2

housing plan a3

Complex group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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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AMILY B

oldersinglesingle

C D

因應現代社會各種家庭需求，有各種不同的家庭單元平面。而單身
者會和獨居老人共用廚房、洗衣間、天井休閒空間等公共空間。另
家庭與獨居者都會用同一層平面空間，亦有互通的住戶走道空間，
讓獨居老人可以和其他族群的人多接觸。

housing courtyard

courtyard

housing

vertical circulation

kitchen 
laundry

(public)

vertical circulation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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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COURTYARD OF REDIDENTS

CAFE'

BASKETBALL FIELD

MAIN ROUTE

RESIDENTS'ROUTE

COURTYARD
( O N LY  F O R 
RESIDENTS)

KITCHEN
LAUNDRY

BADMINTON FIELD

courtyard pixels filter into the housing pixel zone
天井像素滲入住宅像素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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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ixel zone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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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es shops

school

EXHIBITION

SUDIO SCHOOL PROGRAM

center interface

TRANSFER FLOOR & SKY GARDEN

HOUSING commerce

clothes shops:1600m²

studio(for students):750m²

exhibition:400m²

sudio:175m² WORKING FOR CLOTH:
(stitching / dyeing...)
1725m²

family a 112m² *2
family b 56m² *1
family c 130m² *1
family d 130m² *2
single 25m² *6
older 40m² *4
kitchen / laundry 90m²
----------------------------------------------
954m² / 1fl
total 22fl
954*22=20988m² 

cafe':
324m² 

SECTION B

宅部分供應給年輕人的單身套房、獨居老人的套房及年輕夫婦的家庭單元並不是販售給使用者，取而代之為租
用給使用者，如此使用者不必背負房貸壓力。而其他家庭的部分則為販售給使用者的型態。
商業部分 ZARA 及 UNIQRO 等大型的商業吸引人潮，增加布市及台灣設計師品牌之曝光度。紡織學校及租用給
年輕人的工作室，亦會活絡台灣設計品牌或是環境。

MANAGE & SO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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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PROGRAM

surround

COMMERCE

PARKING

TRANSFER FLOOR & SKY GARDEN

ALL(without parking): 33787m²

WORKING FOR CLOTH:
(stitching / dyeing...)
1725m²

taiwan designer :3825m²
zara :1650m²
uniquiro :2000m²

(37480-300)/150=248
248*40=9920m²

SEC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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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的元素在不同方式的堆疊下，會產生不同的組構結果。
在本論文中，像素為一設計組構工具。像素是一固定模矩，經由變形、組構、圍塑等方法構築出在城市中、
建築中的介面空間，像素堆疊構築出介面，使介面可見化。

在不同的介面探討中，本論文嘗試了許多種不同的像素堆疊而產生的不同介面。

介面演進：

介面一開始只是薄薄的一層視線穿透的玻璃－嘗試開始增厚那可穿透的介面牆－活動延伸且可進入的介面空
間－有活動機能、可進入、視線穿透的介面空間。

一開始的兩個設計ART MUSEUM和TEAHOUSE只有視線的穿透。

1. 在ART MUSEUM裡，介面還只是不同使用族群動線交錯時的一瞥，這時候的介面，只是動線交錯時的薄薄
一層玻璃。

2. 不同於第一個設計，CUPAVILION中，介面作為有厚度的牆面，坐落於街道上。

3.在ROOF STREET街道作為介面，介面成為人可以進入使用的空間，且活動可以延伸在介面中。

4.COURTYARD HOUSE融合了前面的視線穿透及人可以進入使用介面的特性，在介面的迴圈裡，天井為可以
進入休憩的介面空間，製作衣服的工作空間為穿透的介面。

設計1  ART MUSEUM中，變形的像素增厚交錯，產生視線穿透薄介面。

設計2  CUPAVILION中，像素堆疊，產生有厚度視線可穿透的介面牆。

設計3  ROOF STREET / RE - HOUSE像素圍塑出介面邊界，產生活動延伸且可進入使用的介面空間

設計4  COURTYARD HOUSE 像素建構及圍塑介面空間，此介面有活動機能且可進入、視線穿透。

像素構成介面 :

STREET / INTERFACE

STREET / INTERFACE

INTERFACE

INTERFACE

STREET

INTERFACE

PIXEL

PIXEL

PIXEL

PIXEL

PIXEL

PIXELBUILDING

PIXEL

PIXEL

SIGHT WALKING

street

pixel
(commerce)

PIXEL

PIXEL TRANSMUTE PIXEL THICKEN PIXEL

INTERFACE

SIGHT PENETRATE

pixel
(school)

pixel
(courtyard)

cloth shop

interface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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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 2013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2013

東海大學建築系│學士 , 2011
TungH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2011

Competition

台灣建築文化中心 ,2012.09
TAC(Taiwan Architecture Center) 
 
『共融宜居 - 樂活住宅』台北市公營住宅設計競圖 ,Second prize, 2011.11
「LOHAS Life」Taipei’s public Residential Design Competition

都市合院主義 , 2011.09
Urban Courtyardism

海峽建築新人獎 , 銅牌 2011.07
Strait Architecture Newcomer Award, Bronze medal

Exhibition

建築星空：2013 交大建築展 , 2013.03
Archi-Constellation, NCTU

茶坊：杯觥交錯 , 2012,05
“TEAHOUSE2.0”,CuPavilion
 
『宅』：2012 交大建築展 , 2012.03
Re-habilitation , NCTU

建築 ‧ 群：2011 成大東海中原聯合畢業展 ,2011.06
Archi Pel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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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與香港大學國際工作營 , 2013.03
NCTU IAR X HKU Joint Workshop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與瑞士理工聯邦學院國際工作營 , 2012.04
NCTU IAR X ETHZ CAAD Joint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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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宜居 - 樂活住宅』台北市公營住宅設計競圖 ,Second prize, 2011.11
「LOHAS Life」Taipei’s public Residential Design Competition

海峽建築新人獎 , 銅牌 , 2011.07
Strait Architecture Newcomer Award, Bronze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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