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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全球化之發展，希冀透過學術交流與參訪之過程，促使學生獲取更宏

觀之學習經驗，提升學習視野，特與日本金澤大學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組合作

辦理「都市規劃與設計實務短期課程」。 

課程設計主題，係藉由日本金澤市當地及周邊地區之都市計畫、都市設計、

景觀保存、古蹟維護與觀光等各項城鄉發展議題，以論文發表、課程討論、實地

參訪等方式進行學習。 

本年度之課程設計大致包含以下項目：名古屋車站週邊環境再造、地區高速

公路設計、金澤市區古蹟保存與觀光、立山黑部地區大眾運輸方式、高山與白川

地區古蹟保存與觀光，以及 2011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學生於課程中均能與其在校所修習之都市計畫、規劃

實務、都市交通運輸計畫等課程，有所比較，並從中提出自生之見解與值得學習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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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課程行程介紹 

本年度之短期課程係與日本金澤大學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組合作，由政治

大學地政學系白仁德副教授帶領，參與學生包含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土地

管理組，以及土地測量組等組之二、三年級學生，共計 35 名。課程期間為 2011

年 7 月 27 日～8 月 3 日，共計 8 天 7 夜。 

參訪之行程規劃如下表： 

日期 行程主題 行程摘要 

7 月 27 日（三） 
桃園國際機場-名古屋中部國

際機場 

本日從台灣搭乘航班前往日

本名古屋。 

7 月 28 日（四） 名古屋市區-金澤市區 
上午於名古屋市區參訪，下午

搭乘巴士前往金澤市區。 

7 月 29 日（五） 金澤散策 參訪金澤市區古蹟保存案例。

7 月 30 日（六） 2011 SPSD 研討會 參加 2011SPSD 國際研討會。

7 月 31 日（日） 2011 SPSD＆金澤市區自由行
參加 2011SPSD 國際研討會，

並於金澤市區自行參訪。 

8 月 1 日（一） 立山黑部參訪 
參訪立山黑部地區之觀光規

劃與大眾運輸系統。 

8 月 2 日（二） 高山與白川地區參訪 
參訪高山與白川地區之觀光

規劃與古蹟保存。 

8 月 3 日（三） 
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小松機

場 

分別由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及小松機場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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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古屋市-都市交通設施聯合開發 

名古屋市，是日本中部愛知縣西部的城市，也是愛知縣縣廳所在地，是日本

人口第三多的城市。因為它是中部地區的商、工業，交通的中心地，而且位於東

京和京都的中間，所以又被稱作中京，並設有中京工業核心地帶。 

此次前往名古屋市主要為參訪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交通設施聯合開發之概

況，下圖 1 為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之示意。 

 
圖 1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 

資料來源：http://www.meitetsu.co.jp/english/route/area/index.html 

名古屋車站基本資料： 

車站簡介： 

名古屋車站是由 JR 東海、JR 貨物、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以及名古屋市營

地下鐵所共用之車站，而以較廣義進行說明時，則進一步包含了名古屋鐵道、近

畿日本鐵道，以及周邊的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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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路線： 

 JR 東海 

 東海道新幹線 

 東海道本線 

 中央本線 

 關西本線 

 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 

 西名古屋港線 

 名古屋市營地下鐵 

 東山線 

 櫻通線 

 近畿日本鐵道 

 名古屋線 - 近鐵名古屋車站 

 名古屋鐵道 

 名古屋本線 - 名鐵名古屋車站 

巴士路線： 

巴士路線的部分，大致可區分為，負責城際運輸之高速巴士，以及負責

名古屋市區公共運輸的市內巴士。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為一大型複合開發的代表，除在基本資料中提及的主要

交通相關設施外，尚包含了百貨零售、旅館、辦公室、文化展覽等空間等。整體

的開發透過交通路網的連結，將生活中所產生的交通、購物、餐飲、住宿、觀光

等活動，集中至車站周邊地區，進而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並提高土地使用的效

率。 

JR セントラルタワーズ（JR 中央塔） 

目前車站建設的主要建物為「JR セントラルタワーズ（JR 中央塔）」，名古

屋車站於 1886 年即啟用，而 JR 於 1990 年提出興建 JR 中央塔構想，於 1996 年

開始興建，1999 年完工，2000 年開始啟用，並由 JR 東海負責營運管理。在圖 2

中可以大致瞭解，JR 中央塔除車站功能外，還包含了百貨公司、餐廳、飯店、

旅館等設施。圖 3 及圖 4 則分別為 JR 中央塔之白天與夜晚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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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JR 中央塔樓層簡介 

資料來源：http://www.towers.jp/ 

 
圖 3 JR 中央塔白天實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JR 中央塔夜晚實景 

資料來源：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90%8D%E5%

8F%A4%E5%B1%8B%E9%A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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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車站地下街 

地下商店街設計的主要原則在於活化車站地區的步行空間，其透過商業活動

的引進，一方面可為周邊地區的活動人口提供相關的生活服務，如購物、飲食、

金融等；另方面，則結合便利的交通路網，吸引更多人潮，以提升整體土地的開

發效益。圖 5～圖 8 為商店街概況。 

 
圖 5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商店街 1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商店街 2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商店街 3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 名古屋車站周邊地區商店街 4 

資料來源：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3%9F%E3%8

3%A4%E3%82%B3%E5%9C%B0%E4%B8%8B

%E8%A1%97 

名古屋車站地區在各個鐵道路線的連接，出口的連接等，共計有 12 條的商

街。 

 新幹線地下街エスカ 

 名古屋駅ファッションワン 

 ダイナード地下街（大名古屋ビル地下街） 

 名古屋駅前桜通地下街ユニモール 

 地下鉄名古屋駅地下街メイチ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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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ルーセントアベニュー 

 近鉄名古屋ビル地下街 

 名駅地下街サンロード 

 ミヤコ地下街 

 新名フード地下街 

 名古屋三井ビル地下街 

 スパイラルタワーズ SHOP&RESTAURANTS 

周邊地區其他關連設施 

除前述兩處為本次參訪之重點外，緊鄰車站地區仍有許多飯店、百貨公司、

專門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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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車站周邊地區開發概況 1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 車站周邊地區開發概況 2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1 車站周邊地區開發概況 3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2 車站周邊地區開發概況 4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12

三、東海北陸自動車道-高速公路與環境共

存設計 

由日本中部的名古屋前往北陸地區的金澤一帶，主要係利用公路或鐵路運輸

系統，而此次行程為採用公路運輸的方式。圖 13 為此次由名古屋前往金澤的路

線，全程約在 230 公里左右，從圖中可以清楚看出高速公路穿越許多山岳地帶。

東海北陸自動車道全長約 184.8 公里，上下線共計有大約 400 座橋樑，其中「鷲

見橋」橋墩高 118m 為日本第一；隧道的部份，共計有 110 個，超過 2,000 公尺

的隧道有 7 個，其中飛驒隧道總長 10,710 公尺，為日本第三長。 

 

圖 13 名古屋至金澤路線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從前述的基本敘述中可以粗略瞭解到，高速公路所經過的地區大多為環境敏

感地區，因此高速公路的路線選擇、設施的區位，以致於施工工法，均需經過審

慎的考量。圖 14～圖 21 為此行所經過的高速公路沿線，圖中可以清楚看出道路

沿線大多為山區，另方面在圖 19 可以看出休息站內部的設計，也盡量以自然為

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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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5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6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7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8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9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0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3%95%E3%8
2%A1%E3%82%A4%E3%83%AB:TokaiI-Hokur
iku_Expressway.jpg 

 
圖 21 高速公路概況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OKAI-HOKU
RIKU_EXPWY_and_Suganuma_old_house_01.j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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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次行程的觀察，在此地區高速公路的設計上，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1.道路構造 

在道路構造方面，大多以隧道、橋樑等方式施作，以減少對原有地形地貌的

破壞，另外，也可以減少挖填方，進而減輕施工時對環境的污染。 

2.各式標線標誌 

由於路線經過大量非都市地區，以及為維持原有之地形地貌，故道路線型也

較為彎曲，所以諸如速限、彎道、動物等標誌、標線使用得十分頻繁，讓駕駛人

能獲得充足的行進資訊，進而減少事故的發生率。 

3.相關設施 

在高速公路的相關設施方面，主要有兩個項目，分述如下： 

ETC：日本高速公路係以里程計費，故僅需在交流道出入口，設置收費亭，

而此路段車流量相對較少，故收費亭之設置僅比原路寬略寬，毋須佔用太多額外

空間。 

休息站：沿途所經過的休息站均為小型的休息站，其提供之停車空間比台灣

休息站所提供之空間少了非常多，而休息站建物也都十分小巧，其中並採用大量

的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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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澤散策-古蹟保存與都市現代化 

金澤，在日本又被稱做北陸的「小京都」，重要的古蹟、觀光景點，或是商

業大樓、百貨商圈等，主要都集中在金澤城周邊。圖 22 中可以大略瞭解金澤城

周邊相關設施的相對位置。 

 
圖 22 金澤城週邊設施概況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本日之行程，上午先前往金澤市內最重要的兩個景點─金澤城及兼六園。兼

六園則是日本三大庭園之一，為江戶時代代表性的池泉回游式(亦即將庭園內道

路鋪設成為繞池塘的形式)。與日本岡山市的後樂園、水戶市的偕樂園並稱日本

三大名園。為江戶時代加賀藩主前田齊泰所建，之所以取名為「兼六」，乃由於

宋代詩人李格飛的「洛陽名園記」，提到名園應兼具宏大、幽邃、人力、倉古、

水泉、眺望等六項特質之意義而來。 

緊鄰兼六園的是金澤城第十三代籓主前田齊泰為其母所建的隱居地─成巽

閣，成巽閣保存了當時時代背景下的文物，故入閣後我們得以參觀到當時的貴族

服飾、生活用品與想像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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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兼六園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4 兼六園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5 兼六園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6 兼六園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7 成巽閣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8 成巽閣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9 成巽閣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0 成巽閣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金澤城為日本戰國時代加賀藩藩主前田家之居城，歷史約四百三十年，前田

利家是加賀百萬石前田氏的始祖，因追隨織田信長而奠定了名將的基礎，前田利

家幼年即結識了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統治時期，前田成為進江長濱、越前府中、

能登七尾的城主，豐臣秀吉在擊敗柴田勝家的戰爭過後，前田與豐臣結盟，於西

元 1583 年進入金澤城。 



 17

金澤城著名的建築為「菱櫓」、「五十間長屋」、「橋爪門續櫓」的復原工程，

為依照西元 1809 年重建之樣貌，使用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建成的。整體以柱、樑

組成的拾梁式木架構為主，加上土牆、橫木組成的耐力壁結構，建材的連接則採

卯等傳統連接方式。這是明治以來日本最大規模的木製城堡建築，預計可使用

200-250 年，採用現代科技技術、設置鋼筋混凝土的地基，自動滅火設備以及無

障礙空間的樓梯輪椅升降機、電梯等。 

 
圖 31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2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3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4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5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6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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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8 金澤城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9 金澤城內無障礙設施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0 金澤城外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中午時間則至鄰近的近江町市場用餐，並利用用餐空閒時刻瞭解當地市場空

間規劃及使用概況。 

漫步在近江町的市場中，是種舒服購物的感受，有別於臺灣人擠人的菜市

場。以新鮮魚貨聞名的近江町市場，很貼心地在二樓就設有多間餐廳，以市場販

售現捕的海產作為料理，讓飲食與原料在當地能相互結合，而市場地下空間則也

設置如同百貨商場的簡易美食廣場與購物區，並且有地下人行空間與周邊百貨商

場連結，如此的市場規劃型態，與台灣傳統市場，或改建之傳統市場截然不同。 

在近江町市場中，是以具現代化的理念進行規劃，諸如寬廣的步行空間、明

亮的展售攤位、整潔美觀的用餐環境等，另方面在商家攤位的規劃上，則盡量以

商家使用習慣為初衷，來進行規劃，降低因嶄新的空間規劃，所造成的空間利用

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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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2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3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4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5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6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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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8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9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0 近江町市場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1 近江町市場外側商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2 近江町市場鄰接之商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金澤市區古蹟相當多，而現代化建築也很多，如何在古蹟保存與現代化都市

建設中取得平衡，便是相當重要的議題。金澤在都市規劃上，主要道路大多興建

較大型的商辦、商場或是飯店，而主要幹道的後方則大多為樓層較低的建物，許

多古蹟便藏身其中，而本日下午所要參訪的武家屋敷便是其中一例。 

從 1583 年前田利家入城以來，到 1868 年的 280 年間，金澤一直都是由前田

家支配的加賀籓的領地。在長町的轉折處內，有加賀籓重臣八人之中兩人的屋敷

留存，同時這裡也是當時中上階級武士的居住地。進入近代之後，雖然已經改變

民間住宅的面貌，但是像是狹窄的小路、土牆、長屋門等訴說過往歷史的建築遺

跡還是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當時的土牆是以石頭以及土壁塑形製作而成，屋頂是

由木板搭建而成，經過 100 年以上的歲月，雖然土牆留存至今日，大部分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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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有經過復原整修。此外，為了防止附著在土牆上的雪在雪融時期會把連同壁

面一起剝落，每年 12 月初到 3 月中就把土牆用乾稻草覆蓋起來。流經此處的大

野庄用水是金澤最古老的用水，過去是從港口到城下運送物資的水路交通要道。 

 
圖 53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4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5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6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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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8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9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0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1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 武家屋敷跡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整體市場空間規劃的方向是十分 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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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澤大學參訪與 2011SPSD 國際研討會 

今日之行程規劃為參與金澤大學辦理之 2011SPSD 國際研討會，並參訪校園

空間規劃概況。 

金澤大學位於金澤市南郊，原位於金澤市中心的金澤古城內，為因應古蹟保

存以及校園規模之擴大而遷徙至現址。本次參與研討會所前往的為金澤大學校本

部-角間校區，由市中心前往，車程約二十分鐘，其地理環境與政大類似，皆為

依山而建。圖 63 為金澤大學校區位置示意圖。 

 

圖 63 金澤大學校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kanazawa-u.ac.jp/ 

金澤大學已有 150 年的歷史，為日本早期四間著名國立大學之一，歷史悠

久。金澤大學在 2008 年，將學科分為 3 個學域，16 個學類。入學第一年扎實地

打好初步基礎以後，以第二年開始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學科。金澤大學的宗旨是學

生能夠學習到自己想要的內容，以求做到學習真正學問的學校。除了 3 個學域

16 個學類外，大學院還有 5 個研究所以及癌症研究所等，是綜合型大學。校園

總面積達到 260 萬平方公尺，以全國標準來看，為全國第三位。 

而此行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的為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學系，以都市計畫為

主要之學習課程，但由於都市計畫專攻在金澤大學屬於理工學域，較重視工程

面、數理計算性之分析手段，在金澤大學屬於相當熱門且著名之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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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前往日本，主要目的便是參加 2011SPSD 國際研討會，此研討會之全名

為「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

要討論之議題為空間規劃及永續發展。除發表文章外，並聆聽其中部分場次之論

文發表或演講。 

在中國與日本的規劃案例探討中，從 20 世紀以來人口增加作引子，人口增

加、濫用資源的結果造成都市蔓延、環境破壞等負面影響，連帶使得原有的規劃

已不符合當代需求。除了人為影響之外，自然條件也不能忽視，近年來全球暖化、

極端氣候出現頻繁，顯示規劃者的思維不應再以人為出發點。 

另外，在 Spatial policy and planning support 的演講中提到，規劃並不僅是由

政府或規劃者決定，更重要的是要由當地居民自己決定，換句話說政策的制定必

須納入公民參與，對居民進行意見調查，作為規劃政策的依據(不是只有參考而

已)。其中中國街道規劃問題，究竟是囊底路較好，還是棋盤式街道較好？為此

進行了調查，以及交通衝擊、統計上的評估，調查結果發現前者安全但容易造成

交通打結、後者省時但門戶洞開，兩者更有優缺點，因此結論是兩者皆採的規劃

方式。 

 
圖 64 金澤校園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5 金澤校園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6 金澤校園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7 金澤校園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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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金澤校園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9 金澤校內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0 金澤校內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1 金澤校內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2 金澤校內景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3 政大參訪團歡迎海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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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2011SPSD 研討會概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5 參訪團學生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6 與金澤大學合作單位教授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7 全團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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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立山黑部-觀光地區之大眾運輸體系 

立山是日本富山縣飛驒山脈所在的山地，日本三名山與日本百名山之一，其

也素有北阿爾卑斯山的稱號。與立山緊鄰的則為黑部水壩，為日本代表水壩之

一，堤高 186 公尺，是全日本最大的拱形水壩；水庫的建造共歷時七年，攔截御

前澤所形成的人工湖黑部湖貯水量在 2 億立方公尺以上，為日本最大的水庫，於

1963 年正式完工啟用，由關西電力公司以 513 億日元建設。 

立山黑部地區為以大自然景觀為主的旅遊勝地，另方面，由於海拔高度，以

及臨日本海等先天條件，使其成為日本頗負盛名的避暑觀光地區，但也因此氣候

條件，冬季氣候條件十分嚴峻，故冬季需封山已確保安全。其大自然景色，是隨

季節優美地變化。還可在海拔高度差不同的各處能觀賞到別開生面的風景。剛開

通時能見到具有動感的雪牆，大雪融化時能見到百花盛開的高山花叢，秋天楓葉

會以每天 30 米的速度，從山頂染紅到山腳，在一瞬間染紅整個山峰，白雪皚皚

的山頂和滿山楓葉的山腰，會形成鮮明的對比，猶如一幅美麗的風景畫。 

為維持當地豐富的自然景觀，減少觀光人潮對環境造成的衝擊，當地在交通

規劃方面僅採用公共運輸系統，並禁止私人運具之通行，雖所費不貲，但仍可減

輕交通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另方面，多元的公共運輸系統，也為當地的觀光特色

之一。從立山至扇澤共計有 6 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圖 78 為立山至扇澤的示意圖。 

 

圖 78 立山黑部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關於各種運具介紹，則參考當地之觀光網頁（http://www.alpen-route.com/），

並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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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山電動纜車 

行駛距離 

 
圖 79 立山電動纜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1,300 公尺 

海拔落差 

502 公尺 

車行時間 

7 分鐘 

在如此陡峭的行車路線，係於車廂的動力軸中央安裝齒輪，與軌道中的齒輪

架相互作用，藉以曳引車廂上坡的一種登山鐵道技術。 

 

2.高原公共汽車 

行駛距離 

 
圖 80 高原公共汽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23,000 公尺 

海拔落差 

1,473 公尺 

車行時間 

50 分鐘 

此路段之公共汽車行經路線，主要為景觀道路，沿途會經過多個著名景點，

諸如稱名瀑布、彌陀高原、大雪壁等。 

3.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行駛距離 

 
圖 81 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3,700 公尺 

海拔落差 

134 公尺 

車行時間 

10 分鐘 

此路段為日本最高的無軌電車路段，大多均在隧道內通行，故採用不會排放

廢氣之無軌電車運行，避免造成隧道內之空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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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山空中纜車 

行駛距離 

 
圖 82 立山空中纜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1,700 公尺 

海拔落差 

488 公尺 

車行時間 

7 分鐘 

此路段主要為景觀路線，由空中觀覽大觀峰至黑部平的自然景觀。 

5.黑部電纜車 

行駛距離 

 
圖 83 黑部電纜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800 公尺 

海拔落差 

373 公尺 

車行時間 

5 分鐘 

為了保護自然景觀和防止雪崩，所有線路都從地下通過的日本唯一的電纜

車。 

6.關電隧道無軌電車 

行駛距離 

 
圖 84 黑部電纜車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6,100 公尺 

海拔落差 

37 公尺 

車行時間 

16 分鐘 

為了保護自然景觀和防止雪崩，所有線路都從地下通過的日本唯一的電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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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6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7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8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9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0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1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2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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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4 同行教授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5 立山黑部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6 全團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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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山與白川地區-古蹟保存再生與觀光 

高山美稱為飛驒小京都，高山市中心區域不僅有江戶時代傳統的櫛比鱗次的

傳統家屋及商店街建築，當地更盛產飛驒牛，因而當地多被稱為飛驒高山，甚至

在米其林觀光手冊中被評價為三星級的觀光景點。高山市傳統街區中，亦可見到

傳統人力車的車伕，載著觀光客一邊進行觀光導覽，十分具有古味。 

高山市屬於日本之「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以保存城下町・宿場

町・門前町・寺內町・港町・農村・漁村等歷史集落・町並為目的。此制度不以

「點」（單體）而以「面」（群）作為文化財的建造物保存，所以保存地區內的社

寺・民家・藏等建築物、門・土塀・石垣・水路・墓等「工作物」、庭園・生垣・

樹木等「環境物件」皆屬於保存項目。2010 年為止，日本全國共選定 87 地區。 

 
圖 97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8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9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0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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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2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3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4 高山市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合掌村於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為世界文化遺產，白川村內完整的

保存了合掌造建物，其乃由人字形的兩邊屋頂所構成的形狀猶如兩掌指間相合一

般而得名，構造上屋頂完全由茅草搭建、並且人工興建不需用到任何釘子，村民

們每遇到有哪一戶的房屋需要翻修時，便由保留最原始建築智慧的村人們集合眾

力進行。在合掌村參訪彷彿來到了世外桃源，一座座最原始的合掌造建物、水田、

及各種農業灌溉設施，正是最原始的農業時代樣貌，而合掌村四周受山脈環繞，

進村尚須經由吊橋，更加深了其隔絕於人世的形象。 

這種建築形式是 13 世紀初平氏家族在源平合戰戰敗後遁入深山，為了禦寒

並躲避追兵而建造的。目前保存下來的建築物大約是在江戶時代中後期興建的。

白川鄉原被劃為建設大壩的預定地，但是隨著抗爭事件的發生，日本人注意到合

掌造有被保存的必要性。於是自 1967 年開始以現存最早，有 400 年歷史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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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家住宅」（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為中心，將各地合掌造的房屋被遷移到白川

鄉保存，形成現存最大的合掌造聚落。目前白川鄉共有 113 棟合掌造建築。 

為了妥善保護這些特殊建築，村落居民發起保護運動，於 1971 年成立「白

川鄉荻町村落自然環境保護會」，制定了保護資產的住民規章。1976 年，在文化

財保護法的推動下，依法以「重要傳統建築群保護區」進行全面性的保護。1995

年，白川鄉及五箇山的合掌造聚落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圖 105 合掌村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6 合掌村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7 合掌村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8 合掌村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9 合掌村一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10 團員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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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學術交流參訪心得與結論 

此次 2011 日本金澤大學都市規劃與設計實務短期課程，主要係透過國際間

的校際交流，提升參訪學生的國際觀，以更多元的方式瞭解都市規劃。 

在金澤市的城市規劃中，看見了公部門期望達到滿足當地居民發展期望、生

態環境永續性之經營 和進行強化在地產業發展等城市發展目標；而在地居民則

有城市共同生活經驗之保存、在地傳統文化、建築延續、符合居民理想居住的城

市等種種期望；身為規劃者所需負起的責任即是成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協調平

台、提供在地居民易於了解資訊和結合學術與實務之規劃策略等多重身分。 

城市的發展是需要居住在此所有人共同努力的，城市規劃不再是「由上而

下」、「由下而上」的規劃流程，而是公部門、規劃者、當地居民三方面共同對話、

交流，透過三者合作共同擬訂出符合大眾期望的城市規劃構想，促使城市散發出

源源不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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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出國參訪人員 

本次參訪由政治大學地政學系之白仁德副教授帶隊，共計有 35 名學生參

加，學生名單請參閱下表。 

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學院 系級 

1 徐千雅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二年級

2 王子欣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3 王鈺淋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4 朱冠臻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5 林于真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6 林  佑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7 林虹君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8 曹芳慈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9 陳建宏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10 廖婉彣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11 劉人華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12 簡士堯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二年級 

13 王子豪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4 王安平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5 李金翰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6 林彥甫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7 洪偉博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8 張紘瑋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19 張景崴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0 張琬如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1 郭雪芬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2 陳令怡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3 陳斯俊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4 黃書瑾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5 蔡盈嵩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6 鄧佳雯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三年級 

27 吳佳儒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二年級 

28 周啟揚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二年級 

29 林育勵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二年級  

30 郭學元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二年級  

31 巫思予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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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學院 系級 

32 李伊詠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三年級 

33 梁孟榕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三年級 

34 陳乃菡 女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三年級 

35 黃俊景 男 社會科學院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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