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其他） 
 

 
 
 
 
 
 
 
 

參加「2008 年台日韓都市計畫學會

國際交流研討會」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姓名職稱：夏家承簡任技正、邱智斌技士 

派赴國家：韓國 

出國期間：97 年 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 

報告日期：97 年 9 月 18 日



 



摘  要 

台日韓都市計劃學會國際交流研討會係由三國輪流主辦，本(2008)年

8 月 22 日於韓國全州市國立全北大學舉行，本次會議主題為「Emerging 

Planning Issues in East Asian Cities」。行程包括參訪自然景觀資源

規劃利用、傳統文化社區、地方產業振興，行程安排自 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共 5 天。藉以吸取韓國近年來在國際間知名之發展案例、與日本發

表相關都市規劃將浮現的新議題等資訊。 

本次行程由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組團，國內共有 20 位學者、政府

機關及民間代表參加，共計發表 14 篇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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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2008 年台日韓都市計畫學會國際交流研討會」 

出國報告 

壹、目的 

一、緣起與目的 

台日韓都市計劃學會國際交流研討會係由三國輪流主辦，本(2008)年 8 月

22 日於韓國全州市國立全北大學舉行，本次會議主題為「Emerging Planning 

Issues in East Asian Cities」。行程包括參訪自然景觀資源規劃利用、傳統

文化社區、地方產業振興，行程安排自 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共 5 天。藉以吸

取韓國近年來在國際間知名之發展案例、與日本發表相關都市規劃將浮現的新

議題等資訊。 

二、出國人員名冊 

本次行程由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負責組團、顧問施鴻志擔任團長。國內

共有 20 位機關及民間代表參加，共計發表 14 篇論文。 

姓名 服務單位 論文題目 

施鴻志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顧問 

彭光輝 台北科技大學教授兼院長 

白仁德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理教授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emerging networks, and the role of 
knowledge community: Bicycle Industry 
in Taiwan 

衛萬明 
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A Study of Selecting Optimal Urban 
Renewal Projects Using the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林楨家 
臺北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教授 

Desig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ning Model by Grey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 

張馨文 中華大學講師 
The applying of ANP in public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on bicycle 
routes-Hsinchu Technopolis case 

陳穎慧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

計畫研究所 

A Research of Sustainable Urban 
Neighborhood Community Urban Design-A 
Study of Hualien City 

陳坤宏 
國立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

究所所長 

The Formation and Meanings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Ethno-Consumptive Space 
around Tainan Railway Station and 
Yongkang Railway St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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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奕樵 中華大學講師 

Working Abroad, Compensated on Whose 
Side?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People Job Mismatch of Taiwanese 
Relocated at Vietnam Hochiminh City 

陳淇美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

學系講師 
From Science Park to High-Tech 
Region: An Overview of Hsinchu 

林士堅 中華技術學院講師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he Global 
Age: Case of Taipei 

王本壯 
聯合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Cultural Life Circle: Experience 
Economy a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 

解鴻年 中華大學副教授 
The Applying of ANP in Public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on bicycle 
routes-Hsinchu Technopolis case 

吳哲瑋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靳錫嫚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夏家承 經建會都住處簡任技正 

邱智斌 經建會都住處技士 

曾文成 長豐工程顧問公司執行副總 

劉  穎 中華會展協會秘書長 

蘇莉雯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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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行程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函邀本會及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市鄉規劃局與中部

辦公室、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等有關機關共同參

加。行程係由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負責規劃，自 97 年 8 月 20 日至 24 日，內

容如次： 

中華民國 97 年 

日          期 地                點 

8 月 20 日(三) 台北 → 首爾 

清溪川現勘 

8 月 21 日(四) 首爾 → 全州 

開幕歡迎會 

8 月 22 日(五) 學術研討會、閉幕晚宴 

8 月 23 日(六) 研討會觀摩案例 

8 月 24 日(日) 首爾 → 台北 

二、學術研討會及參訪內容 

(一) 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以「東亞城市浮現的規劃議題」(Emerging Planning Issues 

in East Asian Cities)為主題，共有來自台日韓各學術單位及政府機關提出共

77 篇論文。其中，分成「都市空間架構」等 13 個主題，計有「文化及歷史保

存」4 篇、「人力資源」5 篇、「都市空間架構」5 篇、「不動產」5 篇、「區

域計畫」10 篇、「永續發展」5 篇、「都市更新」10 篇、「智慧型運輸」9

篇、「社區規劃」5 篇、「計畫參與」5 篇、「都市設計」5 篇、「都市開發」5

篇、「環境」4 篇。以台日韓區分，地主韓國47 篇、日本16 篇、我國 14 篇。日

本代表團 31 人、我國 20 人、香港 1 人，從與會約 180 人的盛況推估，韓國包

括首爾大學在內的與談人及機關與學生代表約 130 人參加。 

研討會活動包括 8/21 日的歡迎晚會；8/22 日開幕及專題報告(Chung 

Ang(中安)大學，Sung Kyu Ha)、論文發表會(77 篇、8 個子場地)、及政策研討

會(主題：Artpolis, pm4:00~6:00)，與閉幕晚宴；8/24 日觀摩案例行程(韓國

傳統文化村、手工藝中心、新萬金計畫)，行程緊湊。 

 3



「2008 年台日韓都市計畫學會國際交流研討會」出國報告 

 4

活動在首都首爾以南約 300 公里的全州市舉行，需先搭機抵達仁川國際機

場後，再轉搭巴士約 3.5 小時車程。韓國行政區域劃分，係由 9 個道、一個特

別市和 6 個廣域市組成。包括首爾所在地的京畿道、東北邊的江原道、中部的

忠清北道、忠清南道、西南邊的全羅北道、全羅南道、東南邊的慶尚北道、慶

尚南道、以及以賭場聞名的濟州道。特別市就是首爾特別市。6 個廣域市包括釜

山、大邱、大田、光州、仁川、蔚山。全州市屬於全羅北道(以文化古蹟著稱。

全北大學在全韓排名中上，以土木系、建築系、醫學系較為有名。 

各項活動摘要如次： 

1. 開幕歡迎餐會 

在下榻的全州歐華渡假飯店(Core Riviera)

舉行，三國的四個學會團長致詞，預祝大會圓

滿成功。 

Park Byung-Joo，弘益大學

1978 年以來，致力推動

韓國都市計畫及促成本協會成立與運作，奠定

 

2. 研討會 

滂沱大雨之中，由韓國中安大學都市計畫學系赫雄秋(Seong-kyu Ha)教授

以「東亞城市浮現的規劃議題」發表專題演講，揭開研討會序幕。 

赫教授從人口成長趨勢與集中化現象，闡述東亞地區在無可避免的情況

下，隱然呈現新貧的惡性循環趨勢、都市亟待更新、規劃過程中如何抉擇什

麼才是契合大眾利益、去集中化的都會管制等議題。呼籲政府必須結合居

席間各代表團互相交流，致贈紀念品。本

年度並由日本都市計畫學會頒發國際交流貢獻

獎給朴柄柱教授（

名譽教授），表彰他從

良好基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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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NGO 與社區共同參與，以強化都市更新。且應設立更彈性的政策，共同

致力東亞各城市之和諧發展。 

專題演講後，移動到工學院大樓，分成 8 個場地(教室)進行論文發表。每

個會場中有 1 位主持人、2 位與談人、及 4~5 位論文發表人，暨參加之機關

與學生。從各個子題之論文篇數統計

(如下表)，「區域計畫」、「都市更

新」、「智慧型運輸」論文為其他子題

的 1 倍，我國在人力資源議題有較多的

探討，至於環境和都市計畫部分，則只

有韓國 2 位學者發表 4 篇論文。不動產

領域也只有韓國發表 5篇論文。 

          各子題各國家論文篇數統計表    單位：篇 

 台灣 日本 韓國 合  計 
文化及歷史保存 1 1 2 4 
人力資源 3  2 5 
都市空間架構 1 1 3 5 
不動產   5 5 
區域計畫 I,II 1 1 8 10 
永續發展  1 4 5 
都市更新 I,II 2 3 5 10 
智慧型運輸 I,II 2 2 5 9 
社區規劃 2 2 1 5 
計畫參與 1 3 1 5 
都市設計  1 4 5 
都市開發 1 1 3 5 
環境   4 4 

合  計 14 16 47 77 

 

注，韓國則在區

8 篇論文。也可以從這裡

發展歷程中，各有其

 

最後進行的政策討論會，本年度韓國訂下的主

題是 Artpolis ABC – Artistic, Beautiful and 

日本在計畫參與部分有較多的關

域計劃部分著墨較多，有

觀察到，現階段在各國不同的

關注的焦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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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friendly Cities。針對如何開創具有文藝氣息、充滿美感、同時兼

顧市民友善的都市，政府應該推動的政策與策略，由三國的學會主席發表看

法。我國由彭光輝院長以 A Green City of Art in Taiwan 為題發表論述，

以台北市敦化南北路綠帶上設置的藝術作品和城市結合、台中市經國綠園

道、高雄市統一夢時代(成功路)到中山路的時代大道等 3 案為例，提出綠蔭

大道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韓國則是以本次會場所在的全州市

為例，從傳統的文化古蹟保存與城市的發展與規劃如何搭配，提出營造文藝

城市的策略。日本以內子町、長濱市、金澤市三處以「區域城市」(City 

Region)觀念規劃，結合知識經濟、文化、天然資源整合綜效的方式，才是未

來符合全球化之下能夠永續發展、具有競爭力的多核心區域城市需求。大會

主席團一致認同，如何提昇東亞地區城市的競爭力，以及全球化之下及早從

城市區域方向規劃推動，營造結合文化、歷史、綠化等空間發展的城市，是

各國政府應重視、且致力推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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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摩案例(Technical Tour) 

1. 全州韓屋村 

日韓簽訂乙巳條約(Eulsa Treaty, 

1905)後，流入全州市的日本人聚居在

西門外的全州河邊、靠近今天的多佳

洞一帶，在當時韓國社會有明顯的階

級劃分觀念下，該地被全州認為係中

下階層和商人居住的地方，且有城牆

為界。 

然而，1907 年為建造運送大宗穀

物的全軍高速公路，拆除了城牆，開啟了日本流民進入到全州市城內的契機

(迄 1991 年完成東段城牆完全拆除，全州市僅保留具有全州州界象徵的南城

牆)。當時，在西門曾經擁有店舖的日本商人，進入了多佳洞及中央洞。1934

年以前，全州市歷經

網格式的發

全州市在

3 次市郊更新(City Suburb Revision)，市區街道成為

展，也因此慢慢的形成主要的商業區，反倒使得日本商人聚集的

地方成為全州最大的商業區，一直到 1945 年都獨領風騷。 

1930 年後的幾年間，受到日式建築和民族自尊的衝擊，開始著

手打造從豐南洞到校洞之間的韓屋村工作。主要建築型式和日式風格迥然不

同。呈現獨特的色彩，也夾雜了西式的洋房和教堂。從梧木台俯瞰，校洞的

韓屋村展現四角屋簷、圓屋脊的美麗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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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韓屋村範圍廣達縱橫 4*5 個

街廓，彙集了將近 800 多間的傳統韓

屋。藏身在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中，

因保存至今的傳統面貌而聞名遐邇。 

韓屋村的傳統美感體現在屋簷曲

線上。向天翹的屋簷角，既是韓屋的

韓屋的佈局，大致上分為裏屋和

。裏房多半是女性居住的地方，設有閨房；而客房則多半是男性

，設有書房。這種結構，也是傳統古代男女有別的特徵。其中，

裏房作為女人活動的場所一般設在最深邃最隱秘的地方。 

韓屋的另一特徵是火炕房。家家都有火炕，灶口

是在房間外點火加熱。火炕最大的特徵是「冬暖夏

「韓屋生活體驗館」，遊客

國傳統火炕的感

覺。此外，

拌飯。 

 

特徵也是韓舞韻味所在。 

客房兩部分

使用的地方

涼」。 

韓屋村內設計了一棟

可親身到其中的閨房和書房體驗韓

體驗館還提供盛在納清瑜器內的傳統韓餐，當然也有知名的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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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萬金潮間帶開發計畫 

「新萬金潮間帶開發計畫」係沿著全羅北道的群山市、金堤市、扶安郡，

構築 33 公里的海堤，開發 40,100 公頃(造地 28,300 公頃，淡水湖 11,800 公

頃)區域的工程計畫。李明博上任後，在海堤拋石完成連接的典禮上宣佈本項

工程為韓國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這項號稱「東北亞的杜拜計畫」，33 公里的海堤超越荷蘭、為全球最長

的海堤，開發土地面積為首都首爾市的 2/3(台北市的 1.47 倍)，將打造航太

工業區、保留區、農業區、遊憩區、以及全球自由貿易區(含外港設施)。 

 

28 日動工，2006 年 4 月 21 日完成 2 座排水閘門、海堤連接(洋流

鉅工程)，目前仍進行海堤工程施工中(88%,2007)，預計 2009

將提供減免地方稅(15 年全免)、法人稅減免(5 年 100%，2

僱與教育培訓補助等獎勵措施。制定新萬金特別法，享有土地租期最長

年、減免負擔金、使用費等規定，政府並優先辦理開發所需之相關基礎建

設。周邊擁有群山港、金堤機場、高速鐵路(湖南線)等優良的聯外交通系

統。 

這項工程，號稱將採用環境友善的方式、逐步開發，包括風力發電、水鳥

保護區等都有完善的計畫。全羅北道有韓國的糧倉之稱，這個地區有豐沛的

水資源，本計畫將確保年平均 10 億噸的水資源。它不是單純的一項填海造地

工程，而是同時保障附近地區 12,000 公頃農地不受洪水侵害的重要計畫。在

2006 年完成海堤後，接下來開發水資源較佳的 Dongiin 地區，Mangyeong 區

則將在水質改善至符合供水標準後、繼續開發。復育後的土地將視社會經濟

發展情形，陸續開發。 

 

總投資額估計需 3 兆 9,722 億圜(約合新台幣 1,324 億元)。1991 年 11 月

7m/s 的艱

年完工。未來

年 50%)，勞工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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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完工，目前每年吸引將近

290 公尺，為了調節水量設置的雙拼

 

 

 

 

 

 

 

 

海堤雖然完成拋石，後續築堤工程將在

180 萬人到此參觀。海堤深 36 公尺、寬

式防潮閘門，也開放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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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溪川現勘 

耗資 300 億韓圜(約合新台幣 123 億元)

的清溪川整治計畫，結合拆除工程與考古

工程同時進行，從 2002 年推動、到 2004

年 9 月底(26 個月)就完成了整條長達 5.8

公里都市排水溝的改善。這條毗鄰首爾市

政府，就在總統府與景福宮前方才 1 公里

的市中心區排水溝，如今成為舉世讚譽的

傲人工程。韓國政府甚至規定，清溪川為團體旅遊套裝行程中必須安排的景

點，配套的向全世界推廣。 

清溪川市漢江的 4 條主要支流之一。貫穿首爾市東西的漢江，沿線支流除

了清溪川之外，還包括良才川、炭川、中浪川等支流。清溪川隨著都市的發

展，從一條深具歷史價值、饒富韻味的市區河流，變成市中心的疏洪渠道，

惡臭、髒亂不堪。直到 1958 年都市更新時，不得不覆上水泥蓋，搖身變成首

爾市的一條主要交通動脈；其後更增建了高架快速道路，負責每日高達 12 萬

以上的交通量。李明博於 2002 年就任首爾市長，倡議「拆除高架橋、復原清

溪川」計畫。計畫包括同時進行的兩項主要工程， 

 拆除工程部分，首先撤除橋上的號誌與標牌，再將雙向四車道橋面切

割為拖板車可載運大小的板塊運棄。橋面清除後剩下一條一條的T型

立柱，再利用鑽石纜線切割成小塊。整條將近40年的高架道路被完全

抹除。 

 另一方面，考古團隊進入充滿惡臭的清溪川河床，挖掘埋藏在河床底

下的文物，並且構建清溪川的原始風貌，包括以前的堤防、石橋等遺

跡，一一挖掘出來、編號，以便將來重建其原始的風貌。 

2004 年 10 月 1 日，清溪川正式注水，清溪川沿岸的溫度比首爾市平均溫

度低了 3.6 度，而在之前是高於平均值 5 度以上，此外橋樑撤除後，風速提

高，空氣也變清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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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溪川全長 8.41 公里，已整治長度 5.8 公里。 

 

 
 

 

 

 

 

 

 

 

 

 

 

 清溪川取水計畫 

1.整治初期：在紫陽取水

場擷取漢江

原水取水量 93,700t/日，另外收集地鐵地下水再利用取水量

22,000t/日，合計 115,700t/日。 

2.整治後期：除初期取水源外，再加入中浪污水廠經過高度處理後之水源，中浪廠

取水量 71,700t/日。 

 管理費用：約台幣 2.3 億/年〈不含取水費用〉 
取漢水費用：台幣 89,600 元/日 

取水量：115,700t/日 

設計斷面 

中浪川污水處理廠 

清溪

清溪川廣場 

初期：漢江取

後期：污水處理廠回收水 

紫陽取水站 

整治終點 
 古山子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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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湖 

北漢江 

南漢江 

炭川 

漢江出海口 

臨津江 

清溪川 

漢江 
瓦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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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走過金融風暴後的東亞地區，在中國大陸開放、與舉辦 2008 北京奧運的帶

動之下，台灣、日本與韓國，已經約略看出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上，發生了不一樣

的變化。尤其韓國的國民所得在 2005 年首度超過台灣。近年來南韓在國際舞台

的能見度已大幅增加，發展的契機更不可限量，本案對提昇有關都市規劃的作法

和瞭解關鍵問題亟有助益。 

一、都市計劃新課題 

東亞地區主要城市呈現新貧的趨勢有惡性循環的隱憂，而且許多地方都有

都市更新的迫切需求。規劃時必須符合公眾利益，如何針對東亞城市發展的去

集中化管制議題，政府必須結合居民、NGO 與社區共同參與，推動設立更彈性

的政策。 

本次會議同時提出現階段值得著手推動的重要政策課題，各國政府均應朝

開創具有文藝氣息、充滿美感、同時兼顧市民友善的都市空間，打造新的東亞

城市。 

二、新萬金、韓屋村 

1. 新萬金 

高速公路從首爾到全州市得花上 3.5 小時、塞車的話、那就是 4 到 5 小時。

這麼遙遠的地方，是以稻米和文化古蹟著稱。稻米也只能 1 作。因此，才有了新

萬金計畫。因應 1970 年全球糧食危機，韓國想要擴大耕地面積的方式增加稻米

生產。1980 年代著手規劃、1991 年推出。當時(1991 年)台日韓三地，各以香

山、淡路、新萬金三個填海造陸計畫齊名，香山計畫胎死腹中，新萬金計畫改頭

換面、隆重登場。為什麼會有如此截然不同的命運？ 

其實，今天的新萬金計畫已經不是當時的擴大農地計畫。韓國人從民眾食米

量降低、生產技術提高，推論將多出來的地方，改成開發航太科技、自由貿易

區、遊憩區。竟然可以這樣搞？ 

由韓國農漁部編列基金挹注的農業管理基金，負責推動新萬金計畫。因此認

定為非屬需經中央核定的計畫。2003 年訴訟判決勝訴，計畫毫無疑慮的得以順利

進行。開發單位農業管理基金，也依據判決結果，和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等 5 個

組織簽署陳諾書，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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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像！在台灣根本不可能發生。這一片島嶼星羅棋佈、河口潮間帶濕地

如此美麗與豐富的生態多樣性地區，可以斷然的開發。甚至有人顧慮全球暖化效

應，是否會衝擊到？值不值得蠻幹下去？ 

韓國看到的是機會，是一個經濟發展、充滿商機的開發案。我們呢？ 

2. 韓屋村 

這項全州市賴以聞名全國的文化古蹟，其實是抗日的民族情緒激發下的結

果。 

這片縱、橫囊跨 5 個街廓的傳統韓式聚落，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住所，不

是保留起來、再一併規劃開發的產物。凡事都需要政府補助、或者納入計畫、提

供規劃及相關經費挹注，才能推動的案件，究竟比不上當地民眾自發性投入的案

例。 

三、清溪川 

2002 年新上任的首爾市長李明博，上任後所提出的拆除高架橋復原清溪川計

畫，其實清溪川上的高架橋正是他當年擔任現代建設執行總裁時所負責興建的。 

清溪橋的橋墩從 1990 年代至今，進行過兩次大型的清溪橋維修工程，考量

安全問題及撙節維修費用，是拆除高架橋另一方面的利基。2002 年 7 月起將一年

的計畫規劃過程中，李明博市長歷經 700 餘場的說明溝通會，親自逐一拜訪，終

於說服沿路商家將店面搬遷至東大門的足球場，讓該處成為首爾著名的跳蚤市

場，生意更為興隆。 

清溪川河水早已斷流。改造後計畫維持 30-40cm 的水體深度，必須以引進水

源的方式才能滿足。水源包括三個源頭，其中漢江引水 98,000 噸/日，雨水及周

邊地下水 22,000 噸/日，周邊大型建築的中水系統提供 12,000 噸/日(枯水期之

應急備用水源)。 

政府甚至規定旅行團須將清溪川納入行程，藉著這項成績打開國際知名度。

許多配套的工作才能促成這項計畫發揮更大的效益。 

四、首爾、＂Hi Seoul 嘉年華＂與 2010 年全球設計城市 

各國城市近年來都面臨到人口高度集中在首都所造成的壓力、與伴隨而來的

發展課題。韓國 4,300 萬人口(加上北韓合計有 7,600 萬人)，首爾就有 1,200 萬

人；全國 1/4 的人集中在這裡。儘管首爾已經完成 8 線、263 站、287 公里的捷

運系統，但是民眾在五大國產車廠供應廉價汽車所養成的習慣上，仍然開車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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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造成首爾及附近地區嚴重的交通擁擠問題，無法紓解。本(2008)年度油價飆

漲，目前每公升無鉛汽油 2,000 圜(約合新台幣 67 元，為台灣 95 無鉛汽油 32 元

/公升的 2倍)，民眾只忍受了 1週就故態復萌，因為還是得出門嗎！ 

為了發展首爾觀光及提高大眾運輸使用效率，除了市區有公車(含 6 人座以

上巴士)專用道之外，高速公路內側也有雙藍線的專用道(7:00~22:00)。 

現任首爾市長吳世勳，將今(2008)年訂為＂Hi Seoul 嘉年華＂。自 8 月份

展開以漢江 ~ 水為意象的活動揭開序幕，10 月份將推出藝術展演系列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設計協會已選定首爾為 2010 年的世界設計城市，因

此，首爾市也正積極的展開相關的都市基礎建設，希望帶給全世界一個煥然一新

的新面貌。 

 

肆、結論與建議 

回顧歐洲近年來推動的 Urban Renaissance 城市復興運動，想要把人群吸引

回到都市。然而，本次會議中，中日韓當前面臨的則是首都圈高度集中衍生新

貧、都更與去集中化的問題，孑然不同。究竟是島嶼型國家特殊的現象？抑或是

這個區域民族與文化背景下必然的發展結果？令人玩味。 

一、東亞城市仍然有首都圈高度集中的現象，如何去集中化，推動以區域城市的發展

模式，並把強調文藝、美感、友善的新發展趨勢，落實到相關的政策或策略中，

逐步實施。 

二、發表「區域計畫」、「都市更新」、「智慧型運輸」論文為其他子題的 2 倍，我

國對人力資源議題探討高過日韓，至於環境和都市計畫部分，則只有韓國 2 位學

者發表 4 篇論文；不動產領域也只有韓國發表 5 篇論文。是否已不同於國內的發

展階段？或是環保學者未積極參與？值不值得引進介入？亦可納入後續推動考

量。 

三、基於民族自覺所激發的韓屋村，在文化古蹟保存上發揮驚人的成效。對城市的發

展而言，也提供了大規模現代化中，民眾可以回味省思的空間，成為創造當地活

力與吸引遊客的新興產業。 

四、在擁有悠久歷史文化的全州旁邊，甚至是良好自然環境的米倉旁，也可以有填海

造地的新開發計畫。究竟韓國的發展模式會令世人刮目相看，成為另一個清溪川

計畫為韓國再打響名號，或是反而成為笑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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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然交通打結的首爾，東大門外大批攤販，街角的擦鞋攤和小雜貨攤(好比多年

前台北市的公車票亭)，這樣和台北 10 年前景象仿佛的國家，竟然平均國民所得

超過台灣！究竟什麼樣的魅力，得以吸引民眾和企業的信心，值得我們檢討反

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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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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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研討會論文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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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清溪川文化館 

 

 

 

 

 

 

 

 
 

 

網址 :http://tchinese.seoul.go.kr/cheonggye/ 

 
號出口，往清溪川文化館方向步行 15 分鐘  

號出口，轉乘 3號或 8號社區巴士到清溪川文化館下車。 

公車：馬場畜產品市場下車(綠線 0013、藍線 110、141、145) 

 
清溪川文化館於 2005 年 9 月 26 日正式開館，主要向遊客介紹清溪川的歷史變遷與文化。走一

趟清溪川文化館，即可清楚了解清溪川的過去與現在，還有復原工程的所有過程。文化館面積約 751

坪，是一棟地下 2 層、地上 4 層的六層樓建築。這裡的參觀動線跟一般的展館不同，首先要搭乘設置

在外面的電手扶梯直達四樓，再從四樓逐層參觀，慢慢往下走。 

4 樓是常設展覽廳，這裡有韓戰前後曾經林立於清溪川周邊的房屋模型，透過影片介紹，可以

看到當年清溪川的情況和被覆蓋的過程，另外在 4 樓也可以感受一下在復原的清溪川散步的感覺，同

時透過各種影像和模型，了解復原工程的所有過程。3 樓的地面貼有清溪川的空拍圖，走在上面有俯

瞰清溪川的感覺。2 樓則有由真人演出的朝鮮國王如太祖、太宗、英祖和正祖等人在影片中為民眾解

說清溪川的相關史實。在 1 樓則有讓遊客歇腳的咖啡廳、紀念品店及主題展覽廳。此外還有人工蓮池

和拍照區供遊客拍照留念。 

 

地址 :城東區馬場洞 527-4

交通：地鐵 1號綫祭基洞 4

5 號綫往十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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