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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城市 

 

壹、前言 

 

「好城市」是作者廖桂賢女士在離開故鄉台灣17年，旅居美歐

及亞洲各大城市親自從事有關城市規畫設計等實務工作，兼之以作

者個人對於遊歷之後，以其建築及環境專業，對於一座不只適合人

居住，且對於城市空間、自然生態環境及周遭的一切保持友善的所

謂好城市有感而發所寫下的一個作品。廖女士於出版「挑戰觀念  

相信改變」序中認為：改變不在於可能性的高低，而是集體意志的

問題，沒有什麼改變是不可能的！確實，社會中對於新觀念的接受

或傳播常是抱持著類似的先入為主態度，導致社會的進步總是徒步

不前，這也是目前我們面對變動不居的大環境所亟需學習與突破的。 

貳、本書各章重點 

  一、有個性的城市最迷人！ 

      在人口約60萬的美國西北部城市，同時也是星巴克連鎖咖啡

發源地的西雅圖，是一座小而美、充滿人文精神的城市。該市所在

地的國王郡，民間團體為保護洄游性魚類鮭魚自動發展出「鮭魚安

全」的認證系統，各個公私空間如學校、公園、農場、工商業園區

等，只要其環境設計達到規定的一定的標準即可獲得「鮭魚安全」

的認證，將保護鮭魚行動落實於民眾日常的生活中，更為鮭魚的迴

游設計魚梯，使鮭魚能順利迴游到河流中；1998年公投高票通過

「全民圖書館」法案，挹注新台幣63億元經費，用於新建一座市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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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增建四座新分館及改善整建現有的22座分館。市總圖以空間分

析圖、綠建築進行設計，並界定圖書館不應僅是消極的藏書庫，而

應是積極的新資訊的展示櫃、是藏滿資訊的大倉庫。建築設計更將

公共藝術與空間結合，利用大量懸臂結構，營造寬敞明亮的採光空

間，透過玻璃帷幕，將館外的車水馬龍、高樓大廈、遠山、近海形

塑為圖書館風景的一部分。市總圖更在繁忙的西雅圖市中心，為市

民提供一個不分階級、族群充分開放的大型室內空間。西雅圖市在

2017年全美79個主要城市知識水準調查中，名列第2名，充分顯現城

市的競爭力。更可貴的是西雅圖市民團體為該市為數約一萬名的街

友，創刊發行為貧窮發聲的「Real Change」街頭週報，藉由街友零

售提供一份找回尊嚴的工作，益顯該城市人性關懷的光輝。        

  二、交通，非靠汽車不可？ 

      美國的城市係以私家汽車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而規劃設計的。

四通八達的各級車道及城市開發計畫依法規定必須提供一定數量的

停車空間，都有利於私家車的發展。大量的停車空間，讓開車、停

車都很方便，使美國形成汽車文化、成為開車族的天堂。汽車文化

雖提供了行的便利與增進生活的幸福感，卻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負

擔，大量道路與停車場鋪面及汽車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更製造了城

市的熱島效應。道路面積的增加與拓寬永遠追不上車輛增加的速度。

難道城市的交通運輸非靠汽車不可？其實不然，藉由交通運輸專業

人員的發想規劃，各類型、多元的城市交通工具漸漸地成為全球各

地有先見之明，且願意為地球暖化貢獻一己之力的城市市民交通的

選項之一。城市交通除了大眾運輸系統，如公共汽車、鐵路區間車、

捷運、計程車、機車等之外，自行車也漸漸成為市民交通工具的選

項之一。但要讓市民愛上自行車，以自行車為主要上班通勤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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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政府政策的規劃與支持是該政策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以

丹麥哥本哈根為例，在丹麥的交通部門中，自行車的交通規劃與大

眾運輸系統占有同樣舉足輕重的地位，更享有相同的預算。目前人

口約52萬的哥本哈根就擁有超過390公里的自行車專用道，且有專用

的號誌燈，賦予自行車與車輛同等的交通地位。該市大眾運輸系統

也同樣支援自行車，大部分的時候市民也可以帶著自行車一起上火

車或其他大眾運輸系統。「共享汽車」亦是解決城市交通的一個重要

運輸策略，只要鼓勵說服民眾改變使用與擁有汽車的心態，即已邁

向策略成功的第一步。「共享汽車」不但可以節省民眾購車費用，亦

可使汽車效能充分利用，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節省總體資源的

不當運用，可謂一舉數得。 

  三、與水和平共存不是夢想 

      全球各地的重大河流，是孕育人類文明的起源地。其中最著

名的當屬位於中東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所沖積而成的美

索不達米亞平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中國的黃河更是中華

文明的發祥地。河川為人類帶來水源、食物、農作物，甚至提供舟

楫航運之利，世界各國重要的城市均緊鄰重大河川或建於河川出海

口。一個城市如有河流經過，其城市風情格外令人著迷。然而人類

應如何看待現代城市中的河流？城市中的河（溪）流是該城市符合

生態環境系統的有機生命體，或僅是該城市工業廢水及家庭汙水的

排水溝？現代城市地盤為因應發展需要，大部分地基除少部分的公

園、綠地以外，均被建築基地、道路等公共設施及公私建物所佔據，

不具透水性、鋪面化已是城市為因應城市機能運作所必需。但近年

來在極端氣候環境下所產生的強降雨，導致雨水逕流的淹水問題卻

是各城市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為解決城市淹水問題，最快速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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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於道路兩旁興築排水溝，後將雨水集中導引至各雨水下水道

再排放至河川中，而河川為提高排水效率避免淹水，河堤均被加高

並以不透水的水泥固化，使河流成為都市的排水溝而不再是具有生

命的生態系統服務。另隨著雨水逕流排放至河川中的垃圾、油漬、

泥沙等污染源，亦對河川中脆弱的動植物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斲傷。 

      美國大西雅圖地區為避免都市雨水逕流直接經由各下水道系

統排放的大量水流改變鮭魚棲地河域的水文、水質及水溫而影響鮭

魚的復育，經多年的研究，改以營造「綠色雨水設施」即將社區車

流量不大，且大而無當的柏油路面縮減車道寬度，瘦身為蜿蜒小路，

並將多餘之空間設計成數個低於路面的生態草溝，疏導路面所產生

的逕流水，並藉由生態草溝植栽的儲留、入滲、淨化等功能，改善

逕流水水質，利用自然機制的自然排水功能，維護流域水質，恢復

鮭魚洄游環境，保護瀕臨絕種的鮭魚。 

     低地國家荷蘭及歐陸的比利時、德、法等深受水患威脅國家，

近年來已漸漸揚棄以往採工程圍堵治水的方式，改以尊重河流、「與

洪水共存」的自然防洪哲學，採行「還地於河」、「濕地復育」等方

式，藉由洪氾平原滯洪、蓄洪功能，除減低水患的威脅，洪氾平原

洪氾期間是地下水補注重要的來源，同時也是各種不同物種的棲息

地，提供生物多樣性的環境，也是人們休閒賞景的好去處。 

  四、消費！浪費？何時該適可而止 

      購物消費是現代人每天不可避免的經濟行為，但一般人關於

本身日常的消費行為與節能減碳、全球暖化等生態環境議題有何相

關及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通常僅有一知半解，甚或根本不存在個人消

費行為考量的範圍之中。我們常常疏忽了個人的消費行為與地球暖

化之間的重大關連。人類平日所消費的各類物品，從製造、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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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販售、使用，到最後成為垃圾後的處理都需要耗費能源。在

全球暖化與節能減碳已是當今世界各國最熱門討論議題的環境之下，

該是我們理性理解個人消費行為與節能減碳、全球暖化間關係的時

候了。「全球暖化的根源在於人類毫無節制的消費習慣」，這句話乍

聽之下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甚或聽起來相當刺耳，但如經過理性

的思辯，卻不得不承認人類不理性的消費習慣，對地球生態環境的

變化確實產生重大影響，並直接或間接促使地球的暖化。 

      生態足跡指的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生活模式對環境的影響，

用量化的土地面積來顯示，數字越大代表生活型態所需耗用的土地

資源越多，對生態的影響也越大。個人生活模式含括的層面相當廣，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均包括在內，如個人飲食消費所使用

的食材是以在地食材或進口食材為主？交通行的部分是以公共運輸

或私人汽車為日常的運具？均與節能減碳、全球暖化有著重大的影

響。個人消費如儘量以在地食材為主，減少進口食材的消費，可有

效的減少食材運輸過程所產生的碳足跡；食材內容如以蔬食為主，

減少各式肉類的消費，同樣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對地球的暖

化不可謂毫無貢獻。據統計畜牧業約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分之

1，其所造成的溫室氣體甚至大於運輸部門。畜牧業尤其是工業化大

量的養殖，除造成森林被大量砍伐的生態浩劫外，還有其他高昂的

環境成本。對抗全球暖化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就是減少不理性的製造

與消費，各國政府亦不應以刺激消費作為提升經濟成長率的救急手

段，畢竟經濟成長率高並不代表人民的幸福指數，其中尚牽涉及複

雜的社會公平及環境等議題。 

  五、城市設計革命，未來城市的任務 

      城市不只是人與建築物的集合體而已，它其實也是一個複雜



 6

 

的生態系統，是一個以人為主要物種的生態系統，是人與自然環境

自然互動後的結果。城市整建，其實是孕育一個人與自然緊密互動、

新的都市生態系統，一個有別於我們傳統認知的「自然」生態系統。

現代城市的運作除了社會經濟制度的軟體系統以外，也由交通運輸、

能源電力、廢棄物處理、下水道系統等硬體公共設施所支撐。運輸

系統的設計不能以滿足某特種運輸工具（如私人汽車）為主，必須

回到交通運輸的本質：如何讓人們在任何時間都能方便地前往任何

地點，才是目標。 

      一個以生態永續為開發理念、尊重生態的城市是未來城市的

典範。永續是過程，而非終點，永續的未來不會是一個恆久穩定的

世界，仍會經常受到擾動，變動無常，而且是難以預測的世界，故

城市之規劃設計應將重心放在所設計的環境狀態之上，而非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了多少，回收的建材使用了多少，水資源省了多少，生

物棲地和物種保存多少等量化數字。人類是否可以永續發展取決於

人類與自然互動後的結果。人類只有善待自然環境，才可以維護自

然環境，保持生物的多樣性，同時也為人類生命的永續發展保存可

能一去不回的機會。 

叁、閱後心得與啟發 

  一、人定勝天思維方式的調整 

      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為自然界一切之主宰。自十八世紀工

業革命以來，人類藉由理性思維的發展，確實為人類生活與福祉創

造前所未有的幸福狀態，但人類在長期肆無忌憚的發展思維之下，

已造成地球自然環境處於相當危殆、不可逆的重大破壞狀態之下。

城市是人類營共同生活的重要場域，城市生活已是現代人之日常，

惟如仍秉持人定勝天的想法繼續擴大發展，對於人類的未來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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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警訊。城市既然已是現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場域，如何將人類共

同生活的城市營造得更符合資源利用效率，對自然環境及其他生物

更為友善。將是未來新城市建構者一大挑戰的議題。 

二、追求經濟成長率的誤謬 

      經濟成長率的追求是各國政府執政的首要目標，各國執政政

府常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創造高的經濟成長率就能為人民創造美

好的生活，經濟成長率高人民幸福指數就高，人民幸福指數等於經

濟成長率等謬誤的想法，致於其他的議題如過度開發對於自然生態

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其他物種生存棲地的消失甚或物種的滅絕，常

不在執政當局考量的範疇，殊不知人只是自然環境中諸多物種之一，

人類肆無忌憚的經濟開發行為，不僅促使生態環境的快速崩壞，更

急速危及人類自身生存的根本。只有深切體認永無止境的發展行為

模式，不只無法創造人民美好的生活，更可能剝奪人類永續生存的

機會。 

 三、在地最國際 

       近年來經由資訊、媒體傳播、交通運輸與科技等的發展及商

品生產的區域分工，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全球化使資訊傳播無國

界，各項工業製品、消費商品及農產品等經由國際貿易互通有無，

使現代人的幸福感與生活品質獲得相當的提升，但全球化亦間接使

各國無論是社會、經濟及消費文化等趨於一致性，使各國獨特的社

會、經濟、文化等特性消失。各在地傳統的產業、作物亦因無法對

抗全球化的巨潮而前景堪慮，全球化所帶來的大量工業製品、消費

商品及農產品等物資的運輸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嚴重的影響全

球的暖化。「在地最國際」，如果人們日常生活模式，能理性地以在

地產品為消費的主要來源，不僅有助在地文化的繼續傳承，對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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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產的各項商品其所產生的碳足跡亦最少，對於全球暖化確有相

當的助益，個人亦可透過消費習慣的改變對地球的暖化貢獻一己之

力。 

肆、結語 

    「如果，我們不勇敢做夢，未來哪能發生改變？」。好城市的定

義為何也許人言言殊，但不變的事實是人乃屬自然界中的一份子，

人類的活動對於自然環境，尤其對於生態環境的變化常具有重要主

導的地位，人類唯有改變人與自然對立、試圖主控自然環境的心態，

善待大自然，尊重各類物種的生存權利，維護生態的多樣性，不但

可創造人類更沒好的城市生活，亦是人類環境生生不息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