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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從歐幾里得幾何到關係性觀點

• 從城鄉關係看區域空間規劃概念的轉變: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
域觀點

• 從產業關係來看城鄉關係與鄉鄉關係:研究個案分享

• 從城鄉關係思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網絡層疊規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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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概念和規劃實務的關係

• 空間概念(spatial concepts) 有潛力成為強而有力的意念

- 影響規劃實務(Van Duinen, 2015);

- 將特定議題與特定解決方法連結 (Béland, 2005);

- 引導實體環境的改變(Healey, 2002);

即使這些概念是基於一系列未經證實，理所當然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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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 歐幾里得平面幾何概念下的空間規劃預設

- 所規劃的地方是一個單一、均質且不變的整體

- 實體環境與區位變數決定了社會及經濟行為

- 都市被視為特別的空間，由不同的使用分區拼貼而成，自成體系

- 都市與鄉村地區之間受距離與旅行時間所區隔

• 規劃操作上傾向將複雜的現實，化約為幾何(土地使用分區)，並假
設毗鄰的土地及分區之間會自然地產生關係

- 中地理論

- 成長極理論(外溢、涓滴效應)

- 重力模型(影響隨距離增長而減弱)

資料來源: Graham and Healey, 19994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資料來源│詹大千X遠傳電信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human-dynamics-chan-ta-chien/

• 都市的本質是變動的、
異質的、破碎不連貫
的

5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資料來源│詹大千X遠傳電信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human-dynamics-chan-ta-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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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 都市的本質是變動的、
異質的、破碎而不連
貫的

• 都市非自成體系

北臺區域整體運輸規劃－旅次特性調查與供需分析 (2018) 7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 關係性觀點下的空間認知

- 空間的多重性
地方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環境關係網絡連結的瞬間，而非
有界限範圍的區域，是可以被延伸到跨越不同區域與空間尺度，而
地方與外部的連結程度同時也展現了不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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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ity 2010

經濟觀點下的全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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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都市（TechniCity）
協同作用（Synergies）

都市和資通訊的發展是協同發展，而非互斥。

http://i.imgur.com/MExq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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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raham and Marvin, 2001, 200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地方的空間(Space of places)與流動的空
間(Space of flows)並存的不均發展

歐基里德幾何觀點下的都市 關係性觀點下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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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項目 歐基里德幾何觀點 關係性觀點

對於空間尺度
的處理態度

嵌套式階層
(Nested hierarchy)

不同網絡中的關係性觸及
(Relational reach in different networks)

對空間定位的
認知

階層式且有邊界
(Hierarchy and borders)

在不同的網絡中有不同的空間定位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ifferent networks)

對區域的認知 一個整合的、被區分的實體結構
(An integrated, differentiated
physical fabric)

破碎的、可折疊的空間概念；共存有多重
的網絡關係
(Fragmented, folded conceptions of space; 
multiple networks coexist)

物質性與自明
性

一個實體的未來可以被建構，且
與社會關係相互協調
(A material physical future can be 
built, meshed with social relations in 
an integrated way)

各類的物質性是與各類的自明性及空間/地
方的圖像並存
(Materialities are co-existent with con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iconographies of space/place)

發展的概念 整合且線性的發展軌跡
(An integrated linear trajectory)

多重、非線性且持續新生的發展軌跡
(Multiple, non-linear, continually emergent
trajectories)

再現的方式 用地圖呈現功能整合的物質隱喻
(Material metaphors of functional 
integration expressed in maps)

用多重的方式表達動態與環境氛圍的隱喻
(Metaphors of movement and ambience, 
expressed in multiple ways)

資料來源: Healey, 200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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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Ministerie van 
Infrastructuur en Milieu (2013) 
"Structuurvisie Infrastructuur en 
Ruimte"

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以荷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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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Ministerie van Infrastructuur en Milieu (2013) 
"Structuurvisie Infrastructuur en Rui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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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埠恩德霍芬 (Brainport Eindhoven) 15



智埠大道 (Brainport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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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霍芬都市區域 (Eindhoven City-region；現Metropolitan Region Eindhoven)

面積1,370 km2
人口約7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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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port Eindhoven as functional networks 18



 第一階供應商和第二階供應商並非都坐落在都市區域，有70%的第一階供
應商位於40公里範圍內，換言之，部分供應商是位於周邊小城市中。

source: based on interview 

Source: Brainport Development, 2010

恩德霍芬都市區域被視為功能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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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rogram Brainport (2009) 20



Brainport Avenu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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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port Innovation Campus

恩德霍芬都市區域被視為功能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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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霍芬城市區域的空間規劃與治理方式

• 從關係性觀點切入，將空間規劃與空間治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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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Brainport Eindhoven

24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Approach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ole of SRE

 The role of non-statue plans (such as Spatial 

Program Brainport, Brainport Avenue, Brainport

Innovation Campus)

 The role of land use plan 

(bestemmingsplan)

各類聯盟的促成與經營管理(Management of Alliances) 



空間規劃策略的形成:以各地方政府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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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策略的形成:以各部門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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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策略的形成:以各部門為單位

Source: SAMENWERKINGSAGENDA 2018 – 2025，2015 27



空間規劃策略的形成:以各部門為單位

Spatial Program Brainpor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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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霍芬城市區域的空間規劃與治理

• 從關係性觀點切入，將空間規劃與空間治理結合

• 非法定規劃文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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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霍芬城市區域的空間規劃與治理

法定計畫

各種主題的
空間研究遊說與協調

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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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霍芬城市區域的空間規劃與治理

• 從關係性觀點切入，將空間規劃與空間治理結合

• 非法定規劃文件的角色，不僅用於激發討論、邀請權益關係人加入
討論、及建立空間發展願景與各規劃案目標共識，也是動員所需行
動者與資源的策略性工具

• 法定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的角色(Bestemmings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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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 關係性觀點下的空間認知

- 空間的多重性
地方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環境關係網絡連結的瞬間，而非
有界限範圍的區域，是可以被延伸到跨越不同區域與空間尺度，而
地方與外部的連結程度同時也展現了不均的發展

• 空間規劃轉向

- 試圖辨識各類流動空間，以及與其相關的權益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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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循環經濟願景

Source: Amsterdam Circul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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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的典範移轉

• 關係性觀點下的空間認知

- 空間的多重性
地方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環境關係網絡連結的瞬間，而非
有界限範圍的區域，是可以被延伸到跨越不同區域與空間尺度，而
地方與外部的連結程度同時也展現了不均的發展

• 空間規劃轉向

- 試圖辨識各類流動空間，以及與其相關的權益關係人
- 與空間治理結合，著重中長期願景架構的共識建立(如何建構共同的
空間想像)，作為短期行動的依據

- 關注在連結、經營與動員，不同空間尺度中，與各類空間議題相關
的各種關係

- 空間規劃被視為以決策為中心，民主、開放、有選擇性、且多變的
過程，且過程中著重共識的建立

- 空間規劃單位 (者)同時兼具設計與促發協商過程、關係經營與共識
建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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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地區的空間劃分

• 什麼元素構成都市的意象?

• 什麼元素構成鄉村的意象?

• 都市是什麼?鄉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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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二分法 (urban-rural dichotomy)
- 人口規模、密度

- 農業人口比例

- 土地使用型態

• 城鄉連續體 (urban-rural continuum)
- 相對的概念，難以用絕對標準劃分

城鄉地區的空間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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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鄉村地區的劃分標準

國家 鄉村地區界定標準
丹麥 居民數少於200 人
奧地利 人口數少於1000 人，且人口密度低於400 人/km2
英格蘭 少於一萬人的地方行政區
義大利 人口數少於一萬人
葡萄牙 地方行政區 (Parish) 人口數少於一萬人
加拿大 人口數少於1000 人，且人口密度低於400 人/km2
法國 最小行政區的人口數小於2000 人，且住宅區內的房

屋間隔距離不得超過200 公尺
Roberts and Hall, 2001；Lane, 1994

城鄉地區的空間劃分

37



• 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
(1985-2010)

- 聚居地 (451)

- 都市化地區 (38)
(人口數超過二萬人，且人
口密度達300人/km2 以上
的一個或多個相鄰聚居地)

- 都會區 (7)
(都會區人口數＞三十萬人)

- 區域 (4)

我國城鄉地區的空間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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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成果報告
中定義鄉村區為:

- 一般型定義—國土空間中人口高密度集聚以外的地區

- 操作型定義—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以外之傳統「非都市土地」。惟於
規劃過程中，仍應考量鄉村地區周邊之都市計畫區定位及功能，研析
鄉村地區與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之空間相互關聯性，據以指認鄉
村地區屬性

我國城鄉地區的空間劃分

Source: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2039



鄉村性 (Rurality)

• 什麼元素最常被用來描繪台灣鄉村意象/地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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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ision-centr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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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景

 什麼元素最容易用

以描繪鄉村意象/地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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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景

 什麼元素最容易用

以描繪鄉村意象/地

景?

http://static.ettoday.net/images/445/d445083.jpg
44



鄉村性 (Ruralities) :鄉村與都市的模糊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部分鄉村與都市的界線變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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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性(Ruralities) :複數的鄉村地景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部分鄉村與都市的界線變得模糊。
• 應理解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而是複數的鄉村地景。

資料來源:藍逸之，2006，摘自陳致銘，2005，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與國土計畫之銜接，第一次工作坊 46



鄉村性(Ruralities): 複數的鄉村地景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因此該被討論的是複數的鄉村
地景，而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

2018.01.29攝

0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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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性(Ruralities): 複數的鄉村地景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因此該被討論的是複數的鄉村
地景，而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

2018.01.26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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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性(Ruralities): 複數的鄉村地景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因此該被討論的是複數的鄉村
地景，而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

2020.09.21攝

0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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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umanities-agriculture.blogspot.tw/p/blog-page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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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景

 什麼元素最容易用

以描繪鄉村意象/地

景?

http://fcmusichouse.com/index.php?c=7&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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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景

http://www.formosaimage.com/gallery2/main.php?g2_itemId=4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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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性(Ruralities): 多元的鄉村經濟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部分鄉村與都市的界線變得模糊。
• 應理解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而是複數的鄉村地景。
• 雖然現在一些鄉村地區更適用於農業地景的優勢，但農業仍必須有一
席之地。

養魚是必經的過程，我們的核心價值是永續經營，當養殖端，一級
的事沒有人在做，我們都沒有人生產，更不用說二級加工，乘起來
是0，不可能走到六級化。重點就是，你任何農民生產的東西，是能
永續生產，是一直獲利的，民以食為天，不可能台灣都不種。

（屏東養殖漁民 訪談時間２０１９／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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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性(Ruralities): 不斷變動的鄉村

• 都市擴張造成周邊鄉村發展的壓力，部分鄉村與都市的界線變得模糊。

• 應理解非只有一種鄉村地景，而是複數的鄉村地景。

• 雖然現在一些鄉村地區更適用於農業地景的優勢，但農業仍必須有一席
之地。

• 鄉村地區的人口、社會和經濟都不斷在變化，且發生於鄉村地區本身的
變化並不規律，必須注意在整體變遷結構中，特定地方的地理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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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關係的類型-SPESC
類型 說明

家-工作關係 為都市及周邊鄉村地區最顯著的關係呈現，涉及都市居民為追求活
品質往郊區遷移及鄉村地區居民對都市地區工作提供的依賴。

中地關係 都市及其核心地區提供鄉村地區各類服務，如教育、購物、醫療、
各類文化設施等。

處於鄉村區與中界區的
都會地區與都市核心地
區間的關係

此指構成多核心都市系統的中小型市鎮，位於都市與鄉村間的中界
區。

鄉村與都市地區企業的
關係

位於都市的企業提供金融保險、職業訓練等服務給位於鄉村地區的
企業；鄉村的農企業提供農產品給位於都市的連鎖超市等均算是。

鄉村地區作為都市居民
的消費空間

鄉村地區在滿足都市居民對休閒遊憩的需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鄉村地區作為都市地區
的開放空間

為空間規劃對於都市居民對休閒遊憩需求的回應。

鄉村地區作為都市基礎
建設的載體

包括各式高架、平面或地下化提供都市地區服務的基礎建設網絡或
鄰避設施，有些設施需以網絡型式跨過鄉村地區連結，形成設施走
廊，造成鄉村地區的破碎化，而鄰避型設施則造成鄉村的環境威脅

鄉村地區作為都市地區
自然資源的供給者

都市地區仰賴鄉村地區提供水與能源等自然資源。

Source: Study Programme o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200155



城鄉關係應用:由家-工作關係指認都市區域

https://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6/11/us-commutes-reveal-new-economic-megaregions-
map/?fbclid=IwAR0TLu4IPkEABaCY8E_tnihnlSIfOnHJ2FY6rNLiojAx8fYApNbP2tSgDjE#/01megaregions.jpg 56

https://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6/11/us-commutes-reveal-new-economic-megaregions-map/?fbclid=IwAR0TLu4IPkEABaCY8E_tnihnlSIfOnHJ2FY6rNLiojAx8fYApNbP2tSgDjE#/01megaregions.jpg


城鄉關係應用:由家-工作關係指認都市區域

https://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6/11/us-commutes-reveal-new-economic-megaregions-
map/?fbclid=IwAR0TLu4IPkEABaCY8E_tnihnlSIfOnHJ2FY6rNLiojAx8fYApNbP2tSgDjE#/01megaregions.jpg

鄉村在此被預設
為提供都市工作
者居住的場域，
但真的只是如此
而已嗎?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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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關係的類型-SPESC

Externalities Urban Rural
Intensifying labour-
market relationships

+ regional instead of local 
labour market

- increasing commuting 
distances

+ replacement for disappearing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 employment dependency
- pressure on local housing market through 

suburbanisation

Central place 
dynamics

+ enlargement of catchment 
area

+ larger supply of services and goods in larger centres
- disappearing local and regional service structure

Rural areas as 
consumption 
landscapes

+widening of leisure supply
- travelling

+ enlargement of the economic base through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 attractive towns and landscapes have their carrying 
capacity overstretched

- upward pressure on real estate prices

Rural areas as open 
spaces

+spatial diversity + limitations on suburbanisation
- restrictions 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ural areas as carrier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easier” waste disposal

+ connectivity
- spatial fragmentation
- environmental pressure

Natural resource 
capacity of rural areas

+bio stock outside city limits
+supply of drinking water

+ attractiveness
+ water provision could become a new economic activity
- seizure of rural areas for urban functions

都心本位主義的城鄉關係所形成的外部性

Based on SPESP, 2001, pp. 38 58



城鄉關係的類型-芬蘭與義大利

Source: Study Programme o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2001

芬蘭的鄉村類型
(1) 與主要市鎮經濟

融合的鄉村地區
此類鄉村地區有最好的發展機會，鄉村居民可以就近到附近市
鎮工作，種植者及其他鄉村企業擁有一個就緒的在地市場。

(1) 居中的鄉村地區 通常離主要市鎮有一段距離，但附近有中型市鎮，因此擁有完
善的市中心服務機能。

(1) 蠻荒地區 通常伴隨著漸增的問題，離人口聚集地與需求市場十分遙遠，
因此該地區的經濟通常較弱勢且單一。有些地區甚至因地理條
件關係，並不適合從事農業生產，更進一步弱化其經濟發展。

義大利的鄉村類型
(1) 因其內生的實力，鄉村特性凌駕的地區
(1) 因與一個市鎮有協同增效的關係，而持續保有鄉村特性的地區
(1) 鄉村邊緣化地區，可能肇因於其鄉村資源已被都市蔓延所破壞，或是與都市地區

缺乏互動的鄉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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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
原則」所隱含的城鄉關係類型

• 與都市共構型鄉村地區
位於都市周邊一定距離內，然而其生活服務需求、基本公共設施服
務及生產活動，「部分」或「大部分」與「都市」形成共構以及相
互支援關係，該類鄉村地區並可依據其是否依賴於單一都市，再予
區分為二類（與單一都市共構型／與多個都市共構型）

• 獨立自主型鄉村地區
位於都市周邊一定距離外，成散置型態的發展，在生活需求或生產
活動並未依賴鄰近都市，而係屬自主滿足特性之地區

• 條件特殊型鄉村地區
離島、原住民族土地等具特殊區位、人文背景發展需求之地區；依
據地理區位或原住民族土地分布範圍予以認定

• 環境敏感型鄉村區
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劃設條件，或全國國土計畫所載
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者

Source: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2060



從「城鄉關係」到「鄉城關係」的概念轉變

• 語彙的轉變
回顧過去20年國外相關研究與政策可發現，語彙的選擇上已從「城
鄉(urban-rural)」關係，調整為「鄉城(rural-urban)」關係，顯示其
預擺脫以都心(urban-biased)為本位的思考，提升對鄉村地區重視的
企圖

• 研究方法上的轉變
在理解都市地區與鄉村地區事實上難以二元劃分的前提下，著重於
鄉村地區與都市地區之間各類有關人、貨物、資金、服務等的雙向
流動(two-way flows)，以及既有鄉城夥伴關係與治理案例的資料蒐
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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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鄉城關係的類型-功能性區域的提出

Source: OECD, 2013, p.23

五類關係/連接
• 人口流動

(demographic linkages)
• 經濟交易與創新活動

(economic transactions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 公共服務的提供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 各類設施與環境商品的交
流/交易
(exchange in ame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goods)

• 多階層的治理互動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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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鄉城關係的類型-功能性區域的提出

三類功能性區域
• 大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 )

- 擁有一到兩個都市核心，通常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
- 都市核心的影響擴及通勤距離，影響範圍的鄉村地區，通常具有都
市郊區特性，可能為都市工作者提供居住

- 都市核心影響所及的鄉村地區內的通勤與經濟活動仍會有獨立於都
市地區，僅在該區內部或跨郊區發生的情形

- 區域範圍內的鄉村與郊區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包括提供居住及
許多經濟活動的資源與空間

• 中小城鎮網絡區域(network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 具市鎮的人煙稀少區域(sparsely populated areas with market towns)

Source: OECD, 201363



OECD鄉城關係的類型-功能性區域的提出

三類功能性區域
• 大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 )
• 中小城鎮網絡區域(network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 由許多小型與中型城鎮組成非階層性、功能互補的關係，例如跨部
門、通勤、價值鏈等

- 這些網絡的開發潛力與吸引力與它們和都市核心的近便性、提供特
殊產業聚落人力資源能力、以及文化動態有關

- 都市區域與鄉村區域的區隔較不明顯，彼此之間關係緊密
- 這類型區域的規模經濟與聚集經濟係透過互補的網絡關係達成，可
避免交通擁塞的缺點

- 成功的網絡關係代表著各城鎮間功能協調所產生的綜效
• 具市鎮的人煙稀少區域(sparsely populated areas with market towns)

Source: OECD, 201364



OECD鄉城關係的類型-功能性區域的提出

三類功能性區域
• 大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 )
• 中小城鎮網絡區域(network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 具市鎮的人煙稀少區域(sparsely populated areas with market towns)

- 為鄉村性主導、人煙稀少的區域，之中的小市鎮聚集了一些功能，
但由鄉村地區的經濟活動支持這些市鎮發展

- 此類型空間結構為相關服務提供帶來主要的挑戰
- 此類區域承受都市化的壓力較低，主要的鄉城關係發生在小市鎮與
它們周邊的鄉村之間；因此其鄉城的連結與合作，扮演達成設施服
務提供所需的規模經濟，以及經濟多樣化和行政能力改善的要角

- 此類鄉村地區的經濟主要仰賴其所有的自然資源，其與具有策略性
機能的城鎮間的關係若能協調整合，則有利於鄉村社區留住其資源
利用所產生的效益

Source: OECD, 201365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成長極都市階層模型
(Growth pole model) 

vs. 
區域網絡模型

(regional networks 
model)

Source: Douglass, 1998 66



https://transportgeography.org/?page_id=1473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 成長極模型的兩個預設

- 預設經濟發展或成長僅發生在
一個特定的地區(或產業聚落)，
並非均質的發生在整個區域內

- 通常以核心(關鍵)產業來描繪其
區域特性，並透過直接或間接
的影響，連結到區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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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成長極模型…

• 對都市有偏好
• 相信都市發展能對其腹地產生涓滴效益
• 對以農產業或鄉村產業為根本的發展所知甚少，且鮮少在意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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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成長極都市階層模型
(Growth pole model) 

vs. 
區域網絡模型

(regional networks 
model)

Source: Douglass, 1998 69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 區域性網絡模型的三個預設

- 區域的成長並非僅仰賴單一核心，村、
市、鎮之間為平行、互補、互惠的關係

- 雖然前述鄉村與市鎮的群落樣貌並未發
展完全，但是其間的鄉城或鄉鄉關係早
已存在

- 一個彼此銜接與互動良好的鄉城群落比
單一成長極能帶來更大的聚集效應與經
濟多樣性

Source: Douglass, 1998 70



Source: 整理自Dogulass，1998，第11-13頁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向度 成長極模型 區域網絡模型

重點
產業

都市型製造業：著重大規模成長型產業
和企業總部座落於區域外自由流動
（footloose）的生產單位。

所有產業：通盤理解地方區域資源與環境條件，
重視在地中小型企業，尊重既有多樣活動外，
並不預設所有經濟活動都要仰賴都市。

都市
系統

階層型：以單一都市為核心的都市階層。
通常以人口規模來界定，且伴隨著中地
理論的預設。

平行網絡型：包括數個中心與其腹地構成的群
落，每個群落擁有其特殊性與相對優勢。

鄉城
關係

想像擴散效益隨都市階層由上而下、由
中心到邊陲發生，鄉村地區被動接受都
市成長帶來的涓滴效益。

想像一個由複雜地鄉城關係所建構的功能性區
域網絡，無論鄉村區域或都市區域都散發著成
長動能，適當投資於鄉村農業，不僅可提升農
戶的所得，亦可同時促進農業區域的城鎮發展。

規劃
風格

認為中心都市為最重要的行動者，區分
其腹地的差異被視為不必要的工作。通
常為從上而下透過部門計畫進行，所指
區域的界線模糊，主要依經濟活動而定。

意味著對地方分權規劃系統的需求，以原本的
各層級行政邊界為範圍，在地實踐跨層級、跨
部門、跨鄉城活動的協調與合作。

核心
政策

著重提供都市產業發展的誘因，包括工
業區開發、免稅優惠、公路系統開闢等。
其中，公路系統的擴張建設主要在將各
成長極與首要都市連結，並希冀與國際
市場連結。

對社會與經濟層面、都市地區與鄉村地區給予
同樣的關注，包括農業多樣化、農產品加工業、
資源型加工、強調地區間道路及交通運輸系統
開闢，並視鄉村地區公共設施與服務的提供為
提升地區生活品質，維持經濟成長的要素，而
非社會福利而已。 71



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 除國際市場狀況與國內經濟政策與政治制度等外部因子外，六個影響
鄉城關係的地區因子:

- 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狀況

- 主要經濟結構

- 生產制度（production regime）

- 自然環境與資源條件

- 交通基礎設施

- 建成環境

社經網絡關係

環境與區位條件

Source: Dougla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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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 地區社經網絡因子:

- 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狀況
可由貧窮線、家戶所得分佈、農民取得農地與其他資源的難易度、弱勢戶
分佈、以及技術程度等面向來評估

- 主要經濟結構
鄉村經濟結構則反映其所需都市服務機能，而其中心市鎮的經濟結構則反
映其將上下游的產業鏈結與乘數效果留在當地的能力

- 生產制度（production regime）
主要生產部門的生產制度、土地產權分佈與產銷組織型態，對鄉城關係
以及所需的都市服務與基礎設施亦有實質影響

Source: Dougla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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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區域觀點到功能性區域觀點

• 地區環境與區位因子:

- 自然環境與資源條件
自然環境條件，如物種多樣性、生態健全度與災害潛勢等，對整個地區的
發展有根本的影響；自然資源條件，如土壤肥沃度、水資源取得、礦產等，
則為鄉村區域經濟最具決定性的影響因子

- 交通基礎設施

- 建成環境
涉及建設投入，為影響鄉城關係區域差異的主
要因子，亦為空間規劃著墨最深的部分

Source: Dougla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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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能性區域觀點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內容 從區域經濟發展面給予之建議

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
分析人口、產業、土地使用、運輸、公共
設施服務等基本背景現況。

應將產業鏈空間分佈、生產組織狀況、人力資源、區
域旅次空間分佈等納入考量，以釐清直轄市、縣（市）
範圍內各功能性區域單元、鄉城關係及各鄉村地區的
類型與定位。並應盤點與尋找參與後續計畫執行的潛
在地方夥伴。

鄉村區屬性分類：
依鄉村區屬性區分為農村發展型、工商發
展型。

農村發展型可依其週邊腹地所仰賴之資源產業項目與
其在產業鏈中的角色來確認其發展定位；工商發展型
則可依其與週邊鄉村地區或核心都市關係進行定位。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
考量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服務等
需求，盤點課題及規劃因應策略。

課題分析、願景研擬、以及規劃策略研提的過程，應
納入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民眾與地方組織的意見，並
協同在地公私部門的行動者共同研擬策略，以助於後
續執行。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依鄉村地區屬性及規劃策略，研擬空間發
展配置構想，指定供未來居住、產業、公
共設施服務所需空間範圍。

應特別重視地區間交通運輸網絡的建構與相關生產性
服務設施的提供。

執行機制：
依空間配置構想，研擬可行策略執行機制
及期程。

亦應將鄉城夥伴關係與相關協同治理機制同時納入考
量，並思考相關公私部門各類型資源及法令工具挹注
的可能性。例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之研擬與執行。

Source: 黃偉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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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關係來看
城鄉與鄉鄉關係

研究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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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個案分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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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地理的典範移轉: 從農糧鏈到糧食供給系統

• 從產業關係來看城鄉與鄉鄉關係: 以南部水產養殖產銷網絡為例

• 區域農工循環經濟的可能：以台南市七股區為例

• 從產業關係來看城鄉與鄉鄉關係的啟示



從產業關係來看城鄉與鄉鄉關係的啟示

•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及生產性服務設施佈建，需考量農糧網絡中各部門
的空間特性與流動關係

• 一級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一樣，產業群聚的確保與促進，將有助該產業創
新學習與長期發展，並增進其韌性

• 對於其他部門政策對於鄉村地區空間發展的直接及間接影響應有更進一
步認識

• 需與其他部門密切配合，或許從農業部門開始，因其手中掌握許多法令
工具，如《農村再生條例》中的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農村再生計畫，
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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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鄉關係思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網絡層疊規劃法

以農、漁業為例:

1. 辨識區域特色產業
2. 描繪產業網絡
3. 指認共同設施需求

與較適區位
4. 綜合疊圖梳理各部

門網絡間在空間上
的關係

自然環
境系統

基礎設
施系統

產銷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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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80

• 「空間概念」(spatial concepts) 有潛力成為強而有力的意念，即
使這些概念是基於一系列未經證實，理所當然的假設，因此做為規
畫者，必須時時自我審視

• 空間規劃的觀點已從歐幾里得幾何轉變成「關係性」，因此空間規
劃與空間治理的關係更為緊密

• 區域空間規劃概念已逐漸從都市本位主義的都市區域觀點，轉變為
著重鄉城平衡關係的「功能性區域」觀點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操作建議採網絡層疊規劃法，描繪區域特色產業
活動的空間網絡圖，指認各該網絡中各部門空間需求與較適區位

• 特別提醒—區域產業發展十分仰賴地方動能，因此須納入特色產業
辨識的考量，不須為產出計畫而計劃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的問題層面廣闊，除生活及生產面外，鄉城
生態網絡亦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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