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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年海峽兩岸建築類院校聯合畢業設計評圖交流”為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與蘇州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城鄉規劃系、華僑大學建築學院城鄉規劃學系共同

舉辦，於2017年04月14～16日在蘇州科技大學召開期中評圖交流活動，本報告人以國立

金門大學畢業設計召集老師身分帶領兼任教師許中光教授前往交流評圖。 

此次交流為教學交流，透過三校教師與學生的研討，以畢業設計操作研討為內容，

望由三校師生的共同評圖，增進兩岸大學的教學與學術交流，並使同學間能觀摩彼此，

提升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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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17年海峽兩岸建築類院校聯合畢業設計評圖交流”為福建華僑大學城鄉規劃

學系於2016年提出，為促進兩岸大學交流及畢業班同學的學習成效，讓兩岸學生能彼此

了解不同的成長與學習環境、社會議題下的設計與規劃操作，特規劃於2017年三校畢業

班學生作品進行評圖交流。邀請了蘇州科技大學城鄉規劃學系、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及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等共同參與。 

中國在十八大後，重新檢討城市工作，而有《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

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開展生態修復，恢復城市自然生態，積極推

進採礦廢棄地修復和再利用，治理污染土地，恢復自然生態；有序實施城市修補和有機

更新，解決老城區環境品質下降、空間秩序混亂、歷史文化遺產損毀等問題。配合此政

策的推動，各地展開相關的研究與探討，而於2016年中，住建部長陳政高重點提出“全

面推進城市'雙修'工作”,並同時印發了《關於加強生態修復城市修補工作的指導意

見》，而有「城市雙修」概念的提出。所謂“城市雙修”即是“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的簡稱，

是’指用再生態的理念，修復城市中被破壞的自然環境和地形地貌，改善生態環境品質；

用更新織補的理念，拆除違章建築，修復城市設施、空間環境、景觀風貌，提升城市特

色和活力。 

共同評圖操作乃以廈門市兩聚落為基地，包括位於島內的高崎社區及島外集美的

后田聚落。此二聚落為廈門市城市發展中常見的案例，當城市為容納更多的居住及工作

人口，特別是外省到廈門工作者，傳統的聚落即產生了極大的住居變化，包括缺乏系統

性的規劃及缺乏人文關懷與社區經營的處理，導致此種城中村成為現代都市發展被遺忘

之處。而傳統聚落后田聚落，則為廈門市城市發展的另一個常見案例，即過去以開發為

前提，犧牲了許多傳統聚落環境與生態環境，導致廈門市缺乏了與歷史文化的連結，這

種現象常見在中國大陸快速都市發展狀態下的結果。此狀態，正符合了中國大陸政府提

出「城市雙修」方式，意圖以重新審視都市環境的發展，並規劃合宜的都市生態為目的，

以減少都市快速發展下的人文、社會與環境破壞，恢復城市應有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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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聯合畢業設計，即在此背景下進行三校的課題與設計操作，透過城市規劃、

建築學不同面向的討論，讓學生能更深入了解城市環境與發展議題。 

 

二、目的 

 

本校位於福建閩南沿海的金門島上，金門乃兩岸重要的樞紐，過去為兩岸冷戰時期

的重要軍事要地，1992解除軍事管制、2002年開放小三通後，金門成為兩岸重要交流的

前進基地，本校於2003年創立後即戮力推動兩岸學術與教學交流，利用地利之便與福建

等地大學進行多面向的學術交流活動。 

本次三校交流即是拓展本校網絡、拓展學生學習視野的最佳方式之一。目的為: 

（一） 拓展學術交流視野：藉由三校師生的共同題目與共同評圖，增加本系師生的交

流管道，拓展專業發展，強化兩岸學子的學習成效。 

（二） 探究城市發展的環境與文化議題：藉由廈門市都市發展下的特殊現象，從環境

與文化議題探究，除反思城市中人文、社會議題外，並從環境保護與居住正義的

課題中研析，培育新一代設計者對社群與居住的關懷。 

（三） 提昇學生的專業能力：透過兩岸三校的教學與學術交流，讓兩岸學生們可以理

解兩岸的環境與文化差異，並思索人居環境的課題及都市化居住正義、人文社會

議題的重要性。透過三校師生的交流與討論，激起學生對既成環境與都市發展的

省思，落實「城市雙修」的理想發展。 

 

三、過程 

 

本次交流評圖活動，於2017年4月14至16日舉辦，由三校教師學生共同交流與評圖。

金門大學由我本人及許中光老師代表本校前往。 

（一）4月14日：下午進行蘇州科技大學校內教學與環境參訪，三校教師於建築與城市

規劃學院及城鄉規劃系進行交流，參觀該院的教學設施、環境及學生作品。由系



3 

主任范凌雲教授導引參觀。 

（二）4月15日：全日進行學生作品期中發表，由華僑大學、蘇州科技大學二十名同學

分別提出規劃設計作品進行報告，由三校六位教師及上海美術學院建築學系教授

共同討論，針對學生所做規劃作品提出建議。作品內容包括針對高崎社區的人

文、人口、信仰、住宅、建築類型、公共設施的調查，及信仰、住居環境、交通、

水文、經濟、工業等分析。后田聚落則以其既有之傳統建築環境、生態、漁村歷

史、信仰、道路、建築樣式等，以及週還都市規劃開發、道路系統、公共設施等

進行討論。分別提出不同的保存、開發、安置、環境保留等規劃方式，以生態修

復、城市修補為指導，進行發表與作品評析。 

（三）4月16日：蘇州科技大學新校區及蘇州園林、大運河世界遺產拜會參訪。包括拜

會蘇州科技大學副校長楊新海教授、建築與城鄉規劃學院副院長王勇教授、上海

建築設計研究院沈鉞建築師等。 

 

三校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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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城鄉規劃系 

城鄉規劃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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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大陸城市建設在過去三十年間快速擴展，沿海一線城市成為國家發展與經濟能力的

指標，廈門市於1980年核定為四個經濟特區之一，成為大陸經濟學臺灣的重要發展標

竿。再三十年的發展中，快速的都市化與城鎮化，以經濟為思維的開發實則犧牲了環境

與人文歷史，忽視了都市中住居的合理性與環境承載課題。特別是沿海如廈門市的經濟

項目，各省移工大量湧入，而此些原來自貧窮的鄉下農工，為能在廈門都會區賺取工資

並匯回家鄉，都蝸居於原都市的舊市區、舊聚落或老舊建築中，減少居住開銷以獲致最

大收入。然而，原社區居民則得利於土地開發、城市建設之利，紛紛轉入高樓或集合住

宅、新式社區中居住，原有聚落社居即成為外省移工居住與取代，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

城市發展現象。 

然而，此些居住問題、社會議題等均未同等受到政府重視，在基礎設施不足、交通、

居住、環境不佳狀態下，此些移工所住區域即顯得落後，在廈門市中成為特殊的「城中

村」現象。在此居住者多數為外省移工，都市勞動階級者，以微博的收入在都會區中生

活，提供了城市發展的主要基礎人力需求，但未能享有應有的經濟與生活品質。另一方

面，原社區聚落中之人口，則因遷入較佳的住居環境，如原聚落旁之安置房、新式社區

中，其原有於聚落中之傳統文化、信仰等則逐漸斷絕，宗族體系漸次瓦解，傳統的聚落

環境遭致移工或外來者的不斷增改建而破壞。因此，城中村成為廈門都市快速發展下的

一種被忽視的現象。 

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掛帥下，原有都市還定的開發壓縮與破壞了生態環境、人文環

境，也與都市的歷史斷絕。「城市雙修」的推展，即是在中國大陸此種快速發展後的一

種省思。建築學系、城市規劃學系的專業培育，亦需針對此項發展與需求提出專業的服

務，從學校單位中培訓出能注重環境、人文、社會議題的專業者，摒除過去僅以開發為

前提的培訓與學習。 

本次的交流評圖與學術交流，正能看見當前中國大陸在都市發展深化期後的一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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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思考。對臺灣而言，注重環保、生態與人文議題，已較中國大陸更為深入，從中國大

陸的省思，亦能給予臺灣在相關都市規劃與建築、環境規劃中的一種比較或借鏡。建築

與都市計畫專業者必須要有足夠的人文、環境思維，才能真正提出符合民眾所需者，且

應從百年的時間軸思考，納入永續發展的概念，才能在有限的環境與資源中維護既成的

環境。 

 

（二）建議 

1. 未來應持續進行持續的交流與訪問，以及教學、學術性研討，讓兩岸的建築與城市

規劃專業更為緊密、教學課題廣度增加、學生視野擴大，提昇學生的專業能力。 

2. 除大陸的城市發展議題外，亦可納入如金門傳統聚落、生態環境的規劃，透過兩岸

學生教師的交流研析，擴大學習網絡與專業基礎。 

3. 建議擴大兩岸其他大學的加入，如高雄大學、台北市立大學、上海美術學院等大學，

讓兩岸的學生更能激盪出合作、評比與學習的火花。。 

交流海報 會議主持—蘇州科技大學城鄉規劃系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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