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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投的時勢與定位：一、北投的時勢與定位：一、北投的時勢與定位：一、北投的時勢與定位：「創意的觀光產業「創意的觀光產業「創意的觀光產業「創意的觀光產業，，，，適意的居住品質」適意的居住品質」適意的居住品質」適意的居住品質」 

 

這幾年，台北市的改變特別大，從都市建設的角度來看，以前大多著重於大

型都市建設，近年來政府花了很多力氣在較小的營造上，包括從地區特色和地方

民間社團合作來推動環境改造的新想法。這同時也說明了台北市的轉變，台北市

的人口開始呈現出負成長，我們在思考都市發展的面向上，已不再侷限於房地產

與開發上；加上近年來天災所造成的自然環境反撲，對於北投如此的好山好水，

是需要發展一個新的空間想像，以回應都市發展的期待。 

以北投來說，新的想像可能來自於兩個爭議：一是大型建設計劃與工程所帶

來的爭議，包括「國家公園纜車」和「關渡平原」的計劃；以及另一方面是在地

生活者對於示意的生活環境的期待與行動。在台北都市過程中，爭議的產生，推

促著讓我們找到與確認屬於北投自身的價值觀。 

 
區公所在此一時勢條件下，正可以發揮關鍵性的角色與作用，在現實的層面

上，讓各種不同意見得到發展的機會，藉由爭議的長時間中，引導個別意見的細

緻發展，讓努力的方向成為真實。因此，未來不在只是一個建設提案的堅持，而

是對於發展的想像與期待。因此，整個空間計劃應轉變性質，成為一項「事業計

劃」，著重於都市的經營與管理的視野與能力。因此，我們將區政發展的目標定

位在「創意的觀光產業，適意的居住品質」。 

 
二、區公所作為區政經理人的角色與定位二、區公所作為區政經理人的角色與定位二、區公所作為區政經理人的角色與定位二、區公所作為區政經理人的角色與定位    

 

以目前這種以土木建設為主的都市經理模式上來看，區公所扮演被動的角色與作

用，但是隨著都市功能與架構的調整，區公所介於都市建設與社區需要之間，區

公所逐漸可以找回作為區政經理人的作用。 

 

(一)定位 

1、市政建設與社區需要之間的調解者、促成者、執行者、配合者 

目前對於各區的建設主要有二種取向，一個是市政府各局處所主導的大型與

基礎的都市建設，另一個來自於各社區或是里鄰的提案。但是這二者之間往往因

為沒有一個中介機制，以至於有許多爭議，特別當台北市這幾年「以社區生活」

為主題的工作蓬勃發展，造成傳統大型建設的衝擊。 

因此，區公所正好可以扮演調解者、促成者、執行者與配合者的角色。 



 

2、資源分配的在地整合者 

區公所一年可支配的預算只有幾千萬，而市政府每年在每一區投入的建設經

費也只有十幾億。因此，當面對來自生活世界的需求時，區公所可以扮演好發動

者與中介者的角色，藉由對於在地生活的理解，主動引導市政府各部門經費的投

入。    

 

3、地域資源條件的守護者 

將行政資源加以整合，作為推動區政的基礎力量。公部門人力及財政預算有

限，所以，應該擴大推廣引入相關資源，如私人企業、民間組織及團體等私部門

力量與公部門力量，共同推動區政相關的保存工作。 

轉變都市建設的在地意識的回應，讓重大建設所潛藏的「破壞性建設」能夠

真正發揮作用。 

 

4、主動的提案者 

區公所作為區政經理人，及市政府作為市政的領導人，應有一溝通機制，希

望透過「區政規劃」，可以讓領導人清楚認知。 

 
（二）新的作為與建議 

1、地方重大工程建設與民眾權益相關的都市建設機制，應由市府相關單位（如

都發局、交通局…）主動地建立乙套「定期的公聽與說明機制」，以利市政府推

展。 

由於教育普及、傳播媒體的發達，民眾對政府公共政策要求有知的權利、表

達意見的機會，並開始對地方公眾事務關心及參與意願明顯提昇。但是，當地方

重大工程進行，遇有需陳情事項，詢及里長重大工程有關事項，里長迭有心聲表

示並未知悉，經詢本所，本所亦未獲通知，且訊息得知迨至民眾陳情或報章媒體

報導甫悉重大工程動向，此有關渡自然公園開放案、四十八號公園開闢休憩中心

等諸多案例可稽。又如，相關市民權益的都市建設政策，如都市更新、都市設計、

容積移轉等機制的內涵，一般民眾並無所知；因此，許多都市建設無法獲得民眾

支持，甚至引起誤解。 

基層單位若能知悉相關訊息，或可及時疏導，避免引起民怨，故宜針對市政重大

建設建立公聽機制、針對都市建設政策（如都市更新、捷運站出口地區的容積轉

移..）建立說明機制，此目的在於將市政建設訊息傳達民眾，並教育民眾相關機

制的推動方式，以利市政推展。 

 

2、請支持以北投文化經驗與自然條件為根基的觀光產業發展。以區公所為推動



主體，邀請民間團體、企業與地方熱心人士共同組織「在地」推動小組以整合各

項（市政府與各中央單位）資源，有效的落實觀光產業的發展。 

北投具有許多觀光資源，成為台北市的重要休閒遊憩區域，目前主要以陽明

山國家公園、新北投溫泉區為主。本案建議以北投現行觀光產業為基礎，加入北

投文化層面的思考，使文化經驗加入觀光體系中。並由民間及政府共同組織推動

小組，建立觀光上的管理機制，使觀光與文化結合，並兼顧社區生活品質。 

 

    

三、區政發展課題三、區政發展課題三、區政發展課題三、區政發展課題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關渡平原佔地甚廣，未來的發展（開發模式、交通衝擊、等等）會對既

有的都市社區造成重大的影響。 

另外，因為遲遲未定案，所以目前關渡平原內的營建行為一直呈現凌亂的狀態，

有待發展一套階段性的使用計劃。 

    

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在新的都市時勢下，「纜車」爭議已經不只是市政建設的工作，而是考

驗北投是否有機會建構在地社會的主體性。「纜車」引發兩極的爭議，但卻沒有

一個機制可以導引民眾對於重大建設有個公共討論的機會，公共討論能夠一方面

觸動主動的創造性力量，同時累積在地知識以掌握北投的多樣資源與其所延伸的

衝突。 

 

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聞名的北投溫泉觀光產業已經逐漸復甦，但是因為相關的支援設施的配

套設施尚未建構，，以目前的觀光行為沒有適當的導引，以至於對於溫泉區內與

週遭的社區生活空間遭到干擾。 

 

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近年來因為山區土石流災害增加，部分鄰接山區的住宅區應加強保育，

達到『避災、減災』的目的。除了原本所劃設的敏感地質保護區之外，近年來因

為大雨所造成的土石流，需要對於鄰近坡地之建設行為進行檢討。另外，本區蹈

香路曾遭任意棄置大量廢土，如遇豪雨恐造成土石流，釀成災害，影響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課題五：課題五：課題五：課題五：石牌、唭哩岸、新舊北投等次分區，屬發展密度高的老舊地區舊市區，

缺乏公共設施，特別是一些生活基礎設施（通勤、公共生活、停車場、公園、展

演場地、休閒、防災、安全等等 ）仍有待改善。大型市政建設與社區生活之間

的連結不夠。 

    

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北投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資源，以及在地生活樣貌的特殊性與多樣

性，一直仍未普遍成為都市建設的積極目標，也沒有得到適當的經營管理。一般



市民也無從建構新的在地意義的連結；以至於消失的速度與都市發展的腳步相

同。這幾年，在地社團與組織尋找可以著力的地點，但是因為欠缺制度上的保障，

所以成效有限；但是這種都市意識已經形成。未來區正發展的推動應該大力藉助

這股力量，以落實「家鄉守護」的積極行動與期望。 

 
課題七課題七課題七課題七：：：：目前市政府逐漸發展出各種更為細緻的都市經營機制，例如所謂「都市

設計」、「都市更新」、「容積積積區」積積。但是一般市民並沒有管道與機會

來了解這些措施，因此，容易引起誤解，而造成都市政策推動上的阻力。 

 

 
四、區政發展構想四、區政發展構想四、區政發展構想四、區政發展構想 

 

（一）建立一個有關區政發展論壇的機制，可以持續對於市政重大建設提案進行（一）建立一個有關區政發展論壇的機制，可以持續對於市政重大建設提案進行（一）建立一個有關區政發展論壇的機制，可以持續對於市政重大建設提案進行（一）建立一個有關區政發展論壇的機制，可以持續對於市政重大建設提案進行

長期的研討。長期的研討。長期的研討。長期的研討。    

 

除了政府的計劃與建設之外，北投區內有許多大型機構，在人才與機構條件上可

以成為北投未來發展的積極條件。例如本區擁有國立陽明大學、榮民醫院、振興

醫院等，因此具備有發展『生物科技園區』的可能性，原本作為「媒體園區」的

土地可以有一些新的想像。因此，藉由地方關心人士的參與機制所推動的討論，

可以進行在地共識的凝聚，也可以積極參與市政府的決策依據。 

初步的工作，地方重大工程建設與民眾權益相關的都市建設機制，應由市府相關

單位（如都發局、交通局…）主動地建立乙套「定期的公聽與說明機制」，以利

市政府推展。 

 

 
（二）以「都市保育」的觀點重思北投的都市建設模式（二）以「都市保育」的觀點重思北投的都市建設模式（二）以「都市保育」的觀點重思北投的都市建設模式（二）以「都市保育」的觀點重思北投的都市建設模式 

台北市建立生態取向城市規劃應以台北盆地之都市生態研究為基礎。生態都

市設計應考慮並結合自然系統的循環過程，包括水循環、植被演替、棲息地與微

氣候模式等因子的總和，並從中尋求都市設計創新的可能性，使得都市活動得以

親近、融入自然的過程而避免強烈或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 

敏感地質的監視系統 

為達到生態城市的目標，應以尊重自然資源的態度來看地區開發，如山坡地

的開發應以居住安全為主要考量、北投老樹亦是另一種資源。應針對不良的開發

應加以管制，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之山坡地與溪流、自然生態區等環境敏感地

納入管制，以維護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 

針對區內整體防救災計畫進行研究，以協助區公所能充分因應天然災害之防

救，將借鏡日本之經驗研擬計畫，以推廣至各社區參考與運用。並辦理災害防救



調查、計畫、收容、救濟及區級災害防救演訓等工作；及增進區級行政機關、學

校對災害發生時處理與應變能力，強化救災協調能力。 

 
（三）以自然綠軸作為都市發展資源與空間營造架構（三）以自然綠軸作為都市發展資源與空間營造架構（三）以自然綠軸作為都市發展資源與空間營造架構（三）以自然綠軸作為都市發展資源與空間營造架構    

以大屯山系支脈（陽明山）所形成的「綠軸」以及淡水河、基隆河、雙溪、

磺溪及中港溪所形成的「藍軸」作為地區實質環境發展的主要空間架構，整合分

散於街區內的公共設施資源（特別是公園、綠地、學校），形成地區開放空間的

基本架構，作為未來都市親山親水及公共空間規劃的基礎。 

配合上述自然山系與水系，整合分散於街區內的公共設施資源（特別是公

園、綠地、學校、景觀道路）形成都市綠網，作為地區開放空間的基本架構，與

未來都市親山親水及公共空間規劃的基礎。 

 

（四）（四）（四）（四）建構一套「家鄉守護」的經理系統建構一套「家鄉守護」的經理系統建構一套「家鄉守護」的經理系統建構一套「家鄉守護」的經理系統    

在視野上需要重新界定北投豐富資源的優先性，結合北投地區活絡的民間

力量建構一套「家鄉守護」的經理系統，使能夠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創生新的在

地文化經驗。 

北投境內古蹟豐富，經政府指定的古蹟有：北投溫泉公共浴場、周氏節孝坊、北

投臺灣銀行舊宿舍、長老北投教會、普濟寺、台銀舊宿舍、草山教師研習中心、

吟松閣、前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北投文化館、不動明王寺、北投文物館、草

山御貴賓館。在歷史遺址上，有紗帽山基地遺址、唭哩岸遺址、嘎嘮別遺址、關

渡遺址積積。在策略上，可以以文化參訪系統的建構經營一個觀光客與在地生活

共享的北投文化經驗。 

 

 

((((五五五五))))強化捷運線與地方交通的連結強化捷運線與地方交通的連結強化捷運線與地方交通的連結強化捷運線與地方交通的連結    

捷運淡水線完成之後，除了帶動周邊地區之發展外，也提供了全市性與地區

性交通轉運的新連結。北投區內有七個捷運站，是地方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因

此各生活社區的地方性交通（特別是公共運輸、自行車及步行系統）應，以檢討、

規劃，引進新的地方性公共交通及人行系統，形成一個『地區交通轉乘』的架構，

以改善整體都市交通環境。其目標包括了：便捷的公共運輸網路、容易指認的指

標系統與滿足公共生活的都市設施，三方面的作為。 

    

((((六六六六))))以地區生活圈作為都市發展的主體以地區生活圈作為都市發展的主體以地區生活圈作為都市發展的主體以地區生活圈作為都市發展的主體    

為了掌握逐漸形成的社區環境意識，應發展出一個以社區生活為主體的都市

架構，藉由新公共設施的投入、街區生活空間設施的重整與改善積具體作法，逐

步將都市空間改造成以人為中心的住居住居所在，俾能鼓勵市民使用，而成為一

個具有生命力的生活環境。 

目前「次分區」主要是以生活圈的想法，以回應既有之里鄰劃分過程中對



於生活世界的落差，在大型市政建設的導引下，以次分區的生活圈為主體，整合

目前一些以社區或里鄰為對象的提案。 

 
（七）七）七）七）營造以地方特色為主軸的都市活動，並促成營造以地方特色為主軸的都市活動，並促成營造以地方特色為主軸的都市活動，並促成營造以地方特色為主軸的都市活動，並促成資源結合與地域產業振興方案資源結合與地域產業振興方案資源結合與地域產業振興方案資源結合與地域產業振興方案    

需要配合人口及都市消長的趨勢，檢討規劃地區內各生活圈的現有都市計畫

之土地使用管制、公有土地使用情形及公共設施的類別及內容，調整地區內之都

市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之項目及類別，以符合未來都市發展的需求。 

 

    

（八）（八）（八）（八）凝聚共識凝聚共識凝聚共識凝聚共識，，，，落實老舊市區的發展落實老舊市區的發展落實老舊市區的發展落實老舊市區的發展    

指認北投區內的老舊都市地區，並提擬都市再發展的可能方向，引入新的都

市建設及公共設施。初步可以藉由目前地區相關計劃的爭取，來凝聚地區發展的

共識，同時藉由公共設施工程的營造，帶動舊市街區的發展意願。 

 
 

五、短期之行動方案構想五、短期之行動方案構想五、短期之行動方案構想五、短期之行動方案構想----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的推動構想與策略綱領的推動構想與策略綱領的推動構想與策略綱領的推動構想與策略綱領 

 

1、建構以北投溫泉產業為基礎的(觀光)文化參訪系統 

 面對複雜的都市系統的要求，都市經理的建構是一種都市集體品質照顧的基

楚機制。古蹟雖然在都市經理分工中，有一個清楚的分類系統，但是現實中的古

蹟並非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生活空間中的一環。因此，如何在現地中建構一個

營運作用是有關於古蹟所在之品質呈現的基本條件。 

北投溫泉開發已超過了一百年，北投與溫泉的關係密不可分。區內溫泉主要

分布於淡水河北岸與磺溪流域，主要為私人溫泉餐廳、飯店與公共浴室所利用，

為台北市郊現有相當重要的溫泉休憩區。目前規劃區內的溫泉相關活動以品嚐鄉

野小吃、洗溫泉為主，常伴隨賞景、散步等活動。區內溫泉休憩設施，大體上皆

未配合鄰近景觀規劃設計，極具改善空間，另有關餐飲及泡溫泉排放之污廢水，

未來極需配置相關環保設施。 

 

2、強化山水資源與都市生活路徑的連結： 

目前區內的步道系統可分為大屯山步道系統、七星山步道系統、擎天崗步道

系統，這些步道系統未來在規劃上應加強與捷運站的聯繫步道規劃，提供登山者

良好的登山步道。主要通往溪畔或作為登山步道，部份並與橋樑連結規劃；區外

附近更有龍鳳谷步道和天母古道，但除龍鳳谷步道有聯絡溫泉浴池之功能而廣為

民眾使用外，其餘皆品質簡陋失修，甚至荒廢無人使用。應結合步道系統，作為

登山、健行、觀景之路線。 



北投境內溪流分布，提供豐富的親水資源，台灣近年才意識到親水空間的重

要性，故對於北投的豐富的水空間應善加利用，還給溪流一個乾淨的空間也給人

們寧靜的親水環境。北投現已有磺溪細部計劃，河道樹林翠綠，植生豐富，是能

溯溪、親水及自然訪勝的良好場所，所以沿溪可設有簡易臨溪步道，作為登山健

行、親溪散步等活動。但目前污廢水的直接排放造成水質較差，部份河道已遭人

工破壞，環境現況有礙親水活動之進行。 

 
3、以捷運系統為構架的連結計劃，提供便捷的生活地圖 

新、舊北投都市空間串積(linkage)構想；主要是以新舊北投車站以及舊北

投市中心地區為主。其所面對的課題是如何能夠重現昔日北投的盛況。主要工作

包括，主要核心都市空間的創造與串積，並且以溫泉相關資源的整治與開發，帶

動地區產業之發展，從而帶動整個地區公共空間品質的改善 

 

4、「節慶式」活動的延續與創生 

發展地方文化特色活動，如「北投溫泉節」，找尋屬於地區的文化，以活動

或節日的舉辦讓地方特色發聲；並改善文化設施整建維修工程，以整體環境規劃

配合地區文化。 

另外，國際性城市交流將使北投擴展視野，並可作為掌握區政方向的思考參

考；並創造屬於北投的節日或「文化節」，北投具有許多歷史與文化資產，這些

人文資產形塑北投另一種風情，故由活動的舉辦鼓動社區居民對環境的意識，進

而由居民的力量推動北投區環境的維護，並讓居民及觀光客了解北投的人文特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