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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摘  要 
本次會議主題有二，其一為文化設施做為領域發展的觸媒（Cultural 

Facilities as Catalyst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其二為結合 INTA29 年會

所訂之競爭與策略管理的領域為主題（Competitiveness &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領域發展（Territorial Development）之優先政策課題，包括領域圈的競

爭力、跨領域圈合作機制、策略行銷及經濟資訊做為領域圈發展的新工具、

競爭據點的經營、育成知識園區、社會及領域圈的凝聚。現今的都市經濟

發展可以說是愈來愈依賴透過知識、know-how、教育及資訊去創造富裕。

其次，成長、生活品質及永續發展是都市發展策略的核心元素，都市居民

對追求前三者成為卓越應具視野。設置區域發展專責機構是經營競爭據

點，改善他們的創新及產業策略的適當工具。 

參加本次研討會，深刻體認到許多新經濟的觀念正快速衍生，且與都

市、區域、國土之空間特定領域範圍所稱之＂Territories＂之規劃發展有關，
尤其文化層面的設施、改造、創造都可能成為帶動經濟成長之契機，所以

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由政府公部門的投資都應朝與經濟掛勾。 
因此，本處在領域發展的目標，可以試著朝三個方向： 
1.塑造強化競爭據點之經營管理，結合產官學（三軸螺旋體）交通與區

位等因素。 

2.重新對經濟產業空間再結構，俾使文化、美質、創意經濟，發揮最大

加乘效果。 

3.提倡國土美學，都市的文藝復興(Urban Renaissance)是今後本會都

住處推動領域圈規劃之主要策略思維，將做為 95 年度本處執行空間

策略規劃及都市再開發施政之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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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都市發展協會（INTA）於 2005 年 11月 16-17二日在法國巴黎

Vitry-sur-Seine市舉行研討會。大會主題訂為「cultural Facilities as Catalyst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意即，文化設施做為領域發展的觸媒。這裡

Territorial這個字眼如果以國內的專業習用的區域（Regional）來翻譯則會

走意，我認為它的意涵應該是具有特定社會、經濟、語言、地理、日常生

活的圈域。在歐洲，大至跨國界，小至河域，文化種族特色相近的範圍，

尤其不以行政邊界為範圍。這次會議結合臨時被地主國際摩洛哥取消的

INTA29的主題 Competitiveness &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移師巴黎近郊 Vitry-sur-Seine地區一處叫 du Val-de-Marne

的縣，配合當地一所據稱是大巴黎地區自從 1960 年代以後首次新開幕的

當代藝術館慶典舉行。我國為 INTA常務理事國，每年均有機關代表共同

與會，本年計有經建會、研考會、台北市政府都發局、十三行博物館共四

人前往。 

由於剛好有這間藝術展示設施的出現，縣政當局思考：一間藝術館是

否只能扮演一處對在地社區服務的公共機構而已？它如何超越這種小格

局，而對較廣大的領域圈範圍有所貢獻？所以促成了 INTA原本就擬舉辦

的領域發展的競爭性與策略管理的年會一併舉行。大大強化了這次研討會

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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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人之代表性及與會目的 

INTA29是一年一度的大會，與會人士來自區域政府層級的首長、決

策者及實務操作者、博物館專業人士、藝術展示設施負責人士、國家建設

計畫及財政分配、國土規劃的各階官員。從中央至地方層級。另外國際與

會人士亦約莫有 30餘國、150人，但絕大多數是歐洲各國居多。顯示反

應了 Territorial Development是一個多元領域發展的圈域概念，這種現象

也正是歐洲多元文化，多元政經，既競爭又合作的當下發展態勢。 

我國十餘年來，能藉以一交流平台，看到歐洲、北非、北美、南美的

案例，在全球化的口號叫喊多年之後，大家都會有類似的設施、制度、計

畫，但效果表現則迥異，意即成功、失敗、平庸，問題就出在競爭及策略

規劃的優勢。與會人士其實都貢獻了一部分成功或失敗的因素。這也是我

們與會的最大收益處，否則以現今資訊網路的發達，幾乎什麼資料都可尋

獲，不必耗費經費出國，而與別國代表的面對面接觸，建立人際名冊，維

繫後續交流，乘機展現台灣的不落人後的實際成果，則有令國際人士驚艷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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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NTA對領域發展所關注之政策課題及大會焦點 

(一)優先政策課題 

1. 領域圈的競爭力(Promot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2. 跨領域圈合作機制(Extending Trans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3. 策略行銷及經濟資訊做為領域圈發展的新工具(Developing 

New Tools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Marketing and 
Economic Intelligence) 

4. 競爭據點的經營(Managing Poles of Competitiveness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5. 育成知識園區(Fostering the Knowledge Region) 

6. 社會及領域圈的凝聚(Social and Territorial Cohesion: a Revised 

Role for the State) 
(二)大會討論實例主題 

1. 領域發展及文化計畫 

2. 社會凝聚及博物館因素 

3. 經濟促進及文化夥伴─博物館可否成為促進城鄉發展的工具。 

4. 多核心領域的文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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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研討內容 

由 INTA所擬訂的優先政策課題（Priority Policy Issues）可以反應當

今歐洲社會關心他們的 Territories所呈現的面相。茲將其配合與會人士所

發表的論文及簡報整理如次： 

(一)強化領域競爭力(Reinforcing Territorial Competitiveness) 

1. 競爭力是領域所具有之能量對經濟活動所能創造出的貢獻度

，它能吸引人才、資金投入一個競爭的環境，一個領域圈本身

應該比國家政府更關心他們自己的競爭力，因為他們不具備為

數眾多的機制以及調整面對結構性問題的能力。 

所以 INTA主張強化策略經營（Strategic Management）提升集

體治理（Collective governance）的品質，關注形成適切競爭策

略及提供具有創新的服務功能，俾給予他們的人民及經濟夥伴

的能力。 

2. 本次大會特別以文化是否可以透過文化設施建設扮演促進經

濟的觸媒為例，大家討論到現今的都市經濟發展表現可以說是

愈來愈依賴透過知識、know-how、教育及資訊去創造富裕。 

3.討論的焦點集中在如何把文化倡議(Cultural initiatives )作為形

塑具有創新及發展性的經濟發展主要支撐。因此，策略經營手

法等於提升競爭力的要徑。 

4.如何把主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館、歌劇院、巨蛋)視為都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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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元素並成為社會凝聚及發展經濟的槓桿(Leverage)支點。 

5.興會的畢爾包大都會城鎮聯盟主席 Alfonso Martinez Cearra(曾

經來台)，指出文化社會的展示是對舊時代的反應，興建了這個

設施則是為今日的人民，那麼為以後的未可知的世代，這個設

施的貢獻就必須提出經營策略，他以古根漢博物館為例，西班

牙國內及當地參訪人數持續下降中，倒是因為博物館的建築設

計及周邊水岸環境的整體再開發，吸引了外國參訪客人數仍然

可觀，也因附近城鎮的品質改善供參訪人的消費，帶動地區的

經濟繁榮，所以一個支點的創造及其創新(古根漢及周遭)，強化

了這個領域圈的競爭能量。 

(二)策略行銷及經濟資訊做為領域圈的發展新工具 

1.主管官署使用這些策略及資訊的態度及方式，可以決定策略管

理的操作程度。經濟及策略的各種機關資訊能成為策略行為的

有用工具，則經常需要地方決策官員個人有承諾的決心，包括

文化不斷的產生蛻變中，地方角色也不斷創新中，決策者則要

掌握內外在情勢，並堅定其對提升文化品質的承諾。 

2.成長、生活品質及永續發展是都市發展策略的核心元素，都市

居民對追求前三者成為卓越應具視野，且必須要有強勁的集體

認知，及執著的把它轉換成為都市主要的文化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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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據點的經營 

  1.國際間的競爭施加壓力於領域圈，以求改善他們的創新及產業策

略。公共政策介入旨在強化地區消除其低落的效能。制度及經濟合

作，研究群都可成為收集技術資訊的共同工具。設置區域發展專責

機構將是經營這個競爭據點的適當工具。 

2.那些混合的行動及措施，區域發展專責機構必須設定，俾便幫助地

區取得經濟發展的績效，以及在全球競爭中對某一領域做出定位。 

3.一個主要的文化設施服務數種認同的人口，它將轉變成社會凝聚的

因素。設施本身可以創造經濟動能、提升經濟再生，藉此打開觀光

的契機。我國台北縣的八里左岸水岸發展（十三行博物館）及高雄

市愛河光廊都是最具體的實例，這兩個南北最大的人口集聚，族群

有著相當的認同差異，但大家都以該兩處文化設施為傲，也成為營

造一股社會共同凝聚（Cohesion）的引擎，其所創造的經濟觀光效

益，無疑極具競爭優勢，其地方首長也因此政績普獲肯定。 

(四)文化設施及新中心的形成 
  1.當大都會化及領域的競爭下，文化設施如何協助創造成新的中心，

像畢爾包自從建了古根漢博物館及周遭市區非常多的再開發之後

，把一個落後的工業區域做了結構性的改變。 

  2.巴黎塞納河：貝西公園都市再開發區 

都市再開發(Urban Regeneration)是歐洲先進國家的城市常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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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不只是改建窳陋的舊建物而且改變舊的地區經濟基礎，創造

就業機會，即使舊建屋亦視其歷史意義或地區特色的創造而局部保

留，結果是現代的辦公大樓、旅館、展場、住宅搭配古老的倉庫，

這就是塞納河邊貝西公園地區，將當年河運葡萄酒至巴黎上岸轉至

市場之倉儲區，現在留下公園、文化中心、高級公寓住宅、美食街、

連鎖旅館、大辦公室區、電影館，如圖 1~5。 

 

塞納河邊緣原葡萄酒倉庫改成公寓，公園辦公大樓綜合會議、展示

及旅館。以及保留原倉庫供休閒餐飲等美食街，極具氣氛。可以說

透過一些兼具文化及娛樂的設施，形成一個創造經濟引擎，帶動該

地區繁榮。 

 
 
 
 
 
 

          

圖 1: 倉儲改為公園綠地                圖 2:新建之公寓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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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保留舊倉庫做美食街           圖 4:舊倉庫成為高品質美食街 

 
 

          

圖 5:開發旅館及辦公大樓                           

 
 

3.巴黎國家圖書館附近再開發 

塞納河左岸優先開發區位於鐡道與塞納河道之間的基地，曾於 80

年代被考慮作為國際博覽會場地，在此一計畫取消後，1990 年國家

總圖書館設計案確定的同時，巴黎市議會通過決議，在此設立優先

開發特區，意圖聯結東南郊形成一個國際級的繁榮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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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開發分三期進行，其規劃內容包括 20萬平方米的國家圖書館及

其他文化設施、90萬平方米的辦公室、52萬平方米住宅約 500戶、

大眾捷運網的更新，及其和諧的都市景觀設計。 

都市再開發方式係將建築基地做成人工平台，把原鐡路調車場覆蓋一

部份軌道，不必移走鐵路，採立體化方式。上方做成大電影館及跨國

公司辦公大樓區，如圖 6~9。 

 

      

圖 6: 鐡路軌道上之人工平台      圖 7: 部份鐡路軌道上做人工平台 

 
 

       

圖 8:人工平台上之街道景觀        圖 9:人工平台之街道景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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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巴納斯火車站與住宅整體建設 

蒙巴納斯為古早開採石礦堆成的小山丘，為法國西部城市進入首都之門戶，自

然發展成酒肆、劇院群聚之娛樂鄉，文風盛極一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逐漸沒

落。圖 10~11為更新後熱鬧的蒙巴納斯車站屋頂，展現公園及靜謐的住宅社區

品質，彷彿另一世界。 

 

 

 

 

    
     
 圖 10: 蒙巴納斯車站屋頂

上靜謐的住宅社 
圖 11:綠意盎然的草皮平台下

為熱鬧繁忙的火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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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質經濟(Beauty Economy) 

  本次大會發表的論文及案例簡報中，有一個特質就是大家都體認到經

濟利益的創造可以透過文化藝術、景觀品質及國土美質，這不只對觀光而

已，創造場域(Place)經濟。美學的向度愈來愈成為嚴竣的競爭中贏的重要

元素。 

  意大利那坡里大學的 Luigi Fusco Girard教授演講指出在近年來很多

城鎮及領域持續失去傳統的經濟活動只因需求改變了，技術及去地區化使

得工廠遷移，許多小鎮在全球競爭中必須重新定位他們自己給別人的意象

(Image)，以便在全球市場中重新登陸。 

  於是，改變這些城鎮的品質、服務的質量，改善城鎮及整個地區美質，

創造成一個愉悅的環境。知識經濟糾纏創意資本「美質經濟」，透過觀光

把美質轉化成經濟財富、就業及收入的提升，不只是吸引進口觀光客，還

可以把該地方產品、服務出口至海外。像意大利的 Tuscany及法國的

Provence的風情吸引來自世界的觀光客，以該地區為背景的電影、影音

帶、品牌的地方食品、工藝品都熱賣。進而維繫了眾多小鎮及整個領域地

區的經濟。「美質」此刻成為切入經濟發展的入口。 

Girard教授提出一個文化創意特區─美質經濟─創意經濟的模式(如

圖 12)，也指出美質經濟必須奠基在都市的永續發展基礎上，他進一步報

告氣候穩定（Climate Stability）是基本的目標，整合太陽城策略使用再生

能源，理由是繼承上一代的文化遺產要考慮不能傷害的傳承至下一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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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考慮能源問題。因此，他建議生物質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小

水利發電做為許多與人類遺產所在地區使用能源的需要，進而保存了該地

區之獨特美質。 

在思考以上這些論述，我發現政府自從 2008 年國發計畫推出及服務

業發展方案中的觀光服務產業，再生能源產業，文化創意產業都能符合國

際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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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一) 此次參加 INTA 舉辦之巴黎研討會，深刻體認到許多新經濟的觀

念正快速衍生，且與都市、區域、國土之空間特定領域範圍所稱

之”Territories”之規劃發展有關，尤其文化層面的設施、改造、創

造都可能成為帶動經濟成長之契機，所以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

化，由政府公部門的投資都應朝與經濟掛勾。 

(二) 根據前往參與所獲之心得，歸納三個我國可以在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的方向 

1.塑造強化競爭據點之經營管理，結合產官學（二軸螺旋體）、

交通與區位的思考。 

2.重新對經濟產業空間再結構，俾使文化、美質、創意經濟，發

揮最大加乘效果。 

3.提倡國土美學，都市的文藝復興(Urban Renaissance)是今後

本會都住處推動領域圈規劃之主要策略思維，將做為 95 年度

本處執行空間策略規劃及都市再開發施政之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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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議 

根據以上建議，已透過此次赴歐與 INTA秘書長Michel 

Sudarskis洽商，結果在 2005 年 12月 4-11日 INTA邀 12位產、

官、學專家組團來台參加本會主辦之台歐座談，共邀 200位來賓 

與談，最後亦將獲結論建議正式在經建會向行政院吳前副院長及

胡主任委員、副主委、政務委員簡報。他們也都在簡報時強調三

個主軸所揭示之思想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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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大會議程（包括 INTA29/文化觸媒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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