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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你 關於我 ...  

鄒欣樺 

都市規劃師 / 居住文山區 20 年  
 

我想說… 
 

「智慧新綠，看見不一樣的文山區。」 
 

透過規劃、設計、智慧科技，改善環境，優化居住空間，

更是永恆。  

陳宣誠 

建築師、助理教授 / 不固定居住於臺北、桃園、臺中、臺南 
 

我想說… 
 

「智慧不單是能源的問題，而是供作一種新關係的視見。」 
 

對我來說，「智慧」的定義不僅在於科技性的討論， 不僅是

節能，甚至包含如何重新看待歷史、理解使用行為和城市的

發展，才有機會創造新的連結。 

郭錦華 

自由業 / 居住松山區 33 年 
 

我想說… 
 

「綠意盎然的民生社區，在地安老的想望。 」 
 

我們認同環境，對居住的地方有深厚的感情，踴躍的參與，

覺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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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博文 

北市府元老院智囊團 / 居住信義區 60 年  
 

我想說… 
 

「"心"信義無與倫比！獨領風騷。」 
 

希望智慧生態社區營造出「快速效率的城市動能」與

「安適簡便的生活機能」的平行時空。  

鄭允強 

里長 / 居住內湖區 37 年  
 

我想說… 
 

「生態永續，全民出擊！」 
 

讓科技、生態、生活找到適當的平衡點。  

劉彥廷 

服役中 / 居住桃園南崁 23 年  
 

我想說… 
 

「社區全民 e 起來，智慧永續新生代。」 
 

社區最重要的是營造安心的環境，讓居民感到身心靈的

舒適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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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頤 

區公所課長 / 居住士林區 40 年  
 

我想說… 
 

「有共識，才有共同改造社區周遭生活環境的推動力。」 

關於臺北的 期待 與 祝福   

翁信利 

里長 / 居住信義區 40 年 
 

我想說… 
 

「認同生態永續發展的概念，希望未來能持續推動 。」

府會各局處共同解決問題，讓生活環境更好。 

 

蘇 民 

策展、設計 、企業策略顧問 / 居住大安區 2 年  
 

我想說… 
 

「未來的社區，由公民文化開始。」 
 

希望臺灣臺北可以被世界記得，臺北記憶是需要擴大的！

不只有大稻埕，不只有信義區。希望我們可以創造新的城

市印象，透過規劃設計，讓內湖不只是科技，引入活動和

參與，永續發展環境，作為臺北人文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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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安 

研究生 / 居住新北新莊 27 年  
 

我想說… 
 

「綠蔭與社區共榮，生態和智慧長存。」 
 

社區最需要的是環境意識的扎根，環境的問題不是買設備

即可解決，若決策錯誤即難以挽回，不如一開始就了解到

該怎麼抉擇會對生活環境品質的改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現在 啟程 … 

陳麗秋 

社區大學研發專員 / 居住中山區 13 年  
 

我想說… 
 

「共創美麗未來！」 

社區最需要的是宜居宜室，看見未來，永續經營。 

梁健如 

服務業 / 居住松山區 20 年  
 

我想說… 
 

「期望未來的規劃能符合在地需求，一起努力！」 
 

臺北是都市化很高的城市，都市中缺少農地和生態基地，

卻製造過多飲食廢棄物，視垃圾為黃金才能創造新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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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北的期待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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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生存發展的基礎，而土地管理，關乎城市的興衰與臺灣下一代的未來。臺灣人要做這

片土地的主人！四百年來，這塊土地的政府與制度雖不斷輪替轉換，但臺灣作為我們的故鄉，這不

會改變。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是我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實，要從不同方面去做。 

 宜居永續的臺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為達成此目標，我們持續推動「智慧生態社區」，

從地政局的整體開發區開始，先調查地方環境特色，再由居民自己提出對社區發展的想像和意見，

再透過工作坊，讓居民做到「自己的社區自己規劃」，藉由設計競圖讓專業者提出規劃設計方案，

協調各局處及社區把它變成一個可執行的方案來執行。這就是公私協力的「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打造臺北市成為一個宜居永續城市，而宜居永續城市就要從智慧生態社區開始。感謝所有參與

智慧生態社區計畫的市民和設計者，因為您的需求、建議和發想，都是我們施政重要的指引，我們

會承先啟後與各界合作，讓臺北成為臺灣的驕傲。智慧生態社區，有你真好! 

臺北市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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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曾被評選為全球最脆弱的城市， 面對全球在地化的城市競爭、 全球暖化的極端氣候與高

齡少子、快速變遷的後現代社會挑戰，推動智慧生態社區示範計畫是刻不容緩但艱難的任務。 

計畫的推動，首先要讓市府同仁及市民大眾理解，所以我們在去年出版了「智慧生態社區─臺

北的機會與挑戰」專書，透過專業的論述和國內外參訪案例，傳達智慧生態社區相關知識、觀念、

態度、價值、過程與初步成果。今年的 2.0 版，增加了社區居民與各領域專業的參與、兩年來的執

行成果、 國內外智慧運用與生態環境的案例，以及計畫推動的下一步，讓各界可以透過這本工具書

進一步落實參與臺北智慧生態社區的實踐與發展。 

推動智慧生態社區是臺北邁向宜居永續城市的重要方法，除了市府團隊的努力，還需要結合

產、官、學、研、民及媒體共同參與合作。感謝一路走來以實際行動給予支持與協助的各界夥伴。

因為有你們，才能有現在的初步成果，更期盼在未來的路上，有更多我們能持續一起努力，共同「以

智慧生態社區  打造宜居永續臺北」。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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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基於智慧城市為全球發展的趨勢下，

藉由「智慧應用」、「生態環境」、「社區需求」，

建構「智慧生態社區」，期盼將臺北市打造為一宜居

的永續城市。本書係將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今年實際推

動智慧生態社區的成果進行綜整，圖文並茂，呈現出

各社區的發展概況與改善建議，讓民眾對智慧生態社

區的實踐更加有感。 而今年有幸實際參與臺北市政

府地政局舉辦的八場在地工作坊，看到各社區居民在

分組桌長的帶領下共同腦力激盪，針對在地議題提出

各項改善建議方案，其中更有許多創新設計概念。於

相關議題與方案收斂後，對於未來社區智慧應用與生

態營造上，不僅具有地方特色，也將更能符合在地居

民需求，提升政府資源投資效率與最大化效益。此外，

今年度除透過社區參與凝聚社區意識與了解在地需

求及特色外，同時藉由設計競圖擴大全民參與智慧生

態社區規劃設計，作品相當豐富與驚艷，也看到許多

團隊對在地議題之重視與創意規劃，實值得肯定，亦

可作為未來臺北市政府施政規劃之參考。 

賴宗裕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高齡少子化問題，為當前我

國必須面臨的嚴峻挑戰。 

生態智慧社區規劃著重於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四大指標及社區安全與在地的文化保存維護，同時運

用無所不在的網通系統、 雲端運算、 物聯網等資通訊

技術，提供各項智慧生活科技的整合服務，成為各國因

應環境變遷與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策略。 

 臺北市政府有鑑於此，推動「臺北市智慧生態社區

示範計畫」 ，透過社區營造方式，融合田園都市與智慧

城市的概念，整合生態環境、綠能產業、智慧治理、安

全防災、智慧交通、物流與健康照護等生活服務，同時

兼顧到人文藝術的保存與維護，有效提升並創造幸福

有感的生活品質，讓臺北市成為名符其實的宜居生態

智慧城市，以及建構永續智慧臺灣的典範都市。 

何明錦 ／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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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銷市政，推廣智慧生態社區之理念，臺北市

12 所社區大學與地政局攜手於地政週共同簽署合作

計畫，希望藉由社大平台讓智慧生態城市走入社區，

促發更多民眾參與， 落實開放政府的施政精神。 結

合社大以公私協力導入智慧運用與生態環境之具體

建議， 供施政之參考。並藉此提升居民的參與、 回

饋，降低政策與人民期待落差，透過建立平台，讓市

民與地方社群可以提供創新的發想或試煉，共同帶

動城市生活品質，提高居民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雙方的合作模式，可以就在地踏勘來了解推動

場域之環境條件與在地特色；或以工作坊、公民咖

啡館等公民審議的形式，協助將智慧科技運用與生

態環境營造，導入居民所提在地改善需求並凝聚共

識；或透過論壇就臺北智慧生態社區的未來發展策

略與執行方向提出建言；或將營造智慧生態社區之

主軸內涵納入年度課程規劃，使學員、居民可深入了

解在地特色、發現地區需求及凝聚推動共識，導入施

作實踐；或採參與式規劃提案由社大就合作推動場

域進行地區資源盤點、環境調查及規劃研究等多元

方式，藉此培力社區，促成社區自主提案，讓社區學

會並發揮自己的能力來改變社區。 

蔡素貞／ 

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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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琇玲 ／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副教授 

很高興有機會參與臺北市智慧生態社區設計競賽

的評審工作，這次的參賽作品內容豐富，創意十足，從

參賽的作品中看到年輕人對臺北市生活環境改善的熱

情與創意構想， 精彩的成果發表令人印象深刻。 臺北市

政府地政局克服萬難跨局處整合提出如此優質的設計

競賽， 更要給予高度的肯定與讚揚。實際考慮社區需求， 

應用智慧科技創造生態環境是這次競賽的主軸，這次的

設計競賽有幾項內容是非常值得被推崇的，例如選定區

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等整體開發地區作為設計競賽場域，

高難度的跨局處內部整合以及擴大產官學研民媒的外

部參與，並為能落實各種創意計畫，運用機關預算、平

均地權基金、抵費地基金、中央補助或商業模式支持地

區實質建設，展現出市府的執行決心。近年來歐盟、美

國、日、韓、中國大陸，均積極發展智慧社區及智慧城

市，從這次的臺北智慧生態社區的競賽中我們看到了臺

北市美好的願景，相信對智慧生態社區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能從這本書中獲得最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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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英浩／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 教授 

邁入二十一世紀後，全球城市在蓬勃發展之過

程中面臨了許多新的挑戰，全球氣候變遷、都市熱

島效應加劇、都市人口高齡化等眾多都市問題接踵

而至，如何打造適宜居住的永續城市成為現在城市

發展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英國經濟學人公布的 2017 宜居城市中臺北市

全球排名第 60 名，而亞洲排名則是第 6 位，可見

臺北市已經具有不錯的基礎條件，進步成了市府團

隊及產學共同思考的目標。本書彙整了臺北市近年

來推動智慧生態社區的成果，為許多老舊社區注入

新的活力，運用嶄新的觀念以及資訊科技通訊技術

打造更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結合資訊科技於城市

發展中，將會是未來必然的趨勢，能夠讓訊息的傳

遞更加及時，使城市機能更加彈性，除了提升生活

品質也更利於應對各種突發狀況，提供人們一個具

有活力、安全、舒適、友善且方便的生活環境。 

臺北市政府由智慧生態社區開始想像，藉由都

市與社區的發展議題，提供一個持續性且需要各方

積極參與的公共平台，期待能有更多創新的科技或

想法應用於城市中，讓臺北市朝著宜居永續的美好

未來不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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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是全球風險最高的城市，面對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及城市競爭的挑戰，

我們體認到落實環境共生及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與急迫性，首先在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等整體開

發地區推動「臺北市智慧生態社區示範計畫」，透過跨域治理和公民參與，除了改善生活環境

品質，更以市民的需要為出發，提供有感服務，公私協力一起將整體開發區改造為創新、節

能、低碳、環保、永續、高齡友善及人性化的智慧生態示範社區。 

WHY 

 17 

智慧應用  x 生態環境  x  社區需求 = 智慧生態社區 

依臺北市政府策略地圖「宜居永續城市」願景，本計畫以「營造優質環境」為策略目標，

在臺北市整體開發地區的公共設施或公有建築等場域導入社區居民參與、智慧科技運用及生態

環境營造，104 至 107 年關鍵績效指標（KPI）為４年累計導入參與式智慧生態社區共 20 處。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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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19 

 

推動智慧生態社區，在臺北市政府中，需要許多機關的合作才可能實現，所以我們以智慧城

市、田園城市及社區營造 3 個面向，交通旅遊、環境生態、綠能產業、安全防災、健康生活 5 大

構面，搭起推動架構平台，分別由交通局、環保局、產業局、工務局及衛生局領銜召集相關機關

推動，及與資訊局智慧城市、文化局設計城市(社會設計)、民政局在地需求(參與式預算)及都發局

社區營造業務合作，由地政局成立專案小組，整合各機關專業與權責落實智慧生態社區理念，並

由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PMO)協助產業媒合導入實證場域。 

 

◆ 產 | 市府推動「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並由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TPMO)協助產業媒合。 

◆ 官 | 結合中央相關政策與計畫，由市府各機關爭取補助或編列預算執行。 

◆ 學 | 與大專院校簽訂合作備忘錄(MOU)及合作計畫，促進學術研究與實務運作契合。 

◆ 研 | 邀請非政府組織(NGO)及研究單位提供建言，共同定位智慧生態社區發展策略及擘劃 

                 未來展望。 

◆ 民 | 舉辦在地工作坊，透過社區營造凝聚在地需求與特色；並由設計競圖擴大全民參與智   

                 慧生態社區規劃設計。 

◆ 媒 | 行銷宣傳智慧生態社區推動理念與成果，帶動其他地區效法學習。 

內部整合 

外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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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元經費支援 

運用機關預算、平均地

權基金、抵費地基金、

中央補助或商業模式支

持地區實質建設 

 

 

 

導入智慧生態 

1 

整合交通旅遊、環境生態、

綠能產業、安全防災、健康

生活五大構面 

2 

專案推動落實 

運用工作/專案會議及協調

會報機制，盤點公設維管

需求並協調整合落實計畫

執行 

3 
創造新區典範 

臺北市所有開發新區工程

規劃設計，一律導入智慧

運用以營造生態環境 

改善舊區環境 

4 

找出已開發完成市地重劃區 

的在地特色和居民需求，     

改善生活環境  

 

七大 
推動策略 

 

7 
利用指標管理 

跨域凝聚共識 

6 

舉辦系列活動，凝聚產官學

研民媒各界共識，形成跨領

域尺度的推動力量 
建立評估指標，了解導

入智慧科技運用與生態

環境營造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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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here 

 

h
e

n
 

在一頁頁 攜手創造的時光裡 

那城市的溫暖 是彼此交會的熱情  

這城市的永續 是你我共同的永恆 

 

 

實踐 。 
整個臺北市都是智慧生態社區的實驗室， 

第一波，我們選擇了3個開發新區及19個有經費且開發完成超過15年以上的重劃區，

以產業園區、商業中心、住宅社區3類，共22處優先推動。 



 

 24 

松山五期重劃區（塔悠路東側） 

松山一期重劃區（民生社區） 

中山二期重劃區（中山國中及周邊地區） 

中山三期重劃區（中山區行政中心及周邊地區） 

中山八期重劃區（松山機場西北側） 

中山七期重劃區（永安國小及周邊地區）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士林二期重劃區（士林廢河道） 

北投七期重劃區 

（國防大學東南側） 

北投三期重劃區 

（文化國小及周邊地區） 

104至107年優先推動地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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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內湖三期重劃區（南湖高中及周邊地區） 

木柵二期重劃區（政大附中及周邊地區） 

內湖四期重劃區（網球中心及周邊地區） 

南港一期重劃區（南港軟體園區） 

南港二期重劃區（中研院東北側） 

南港三期重劃區（南港瓶蓋工廠） 

內湖五期重劃區（潭美國小及周邊地區） 

大安一期重劃區（六張犁地區） 

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計畫區） 

文山一期重劃區（萬壽橋至道南橋間） 

木柵三期重劃區（力行國小及周邊地區） 

內湖六期重劃區（內湖科技園區） 

 

 

&WHEN 



 

新

區

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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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一期重劃區（萬壽橋至道南橋間） 

  為改善這個地區的居住環境、促進土地有效利

用，經檢討原都市計畫規劃的機關用地已無使用需

求，同時考量土地開發公平性與公共設施配置合理

性，所以調整了都市計畫內容，並規劃採市地重劃

方式進行整體開發，以創造優質居住環境。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105年5月   

開發面積／ 0.69 公頃  

可建地面積／ 0.39 公頃  

公設面積／ 0.30 公頃  

重劃區資訊 

智慧生態小而美 

  這個重劃區很小，但紮實的落實臺北市政府策略地圖關鍵績效指標「智慧生態社區」理念，完

成萬興櫻花生態景觀公園、地磚採透水鋪面、道路邊溝採箱涵式側溝及提供未來綠建築住宅區土地

等多項永續生態關鍵實績，實踐宜居臺北新願景，打造會呼吸的海綿城市。如果您在雨天經過這裡，

會發現雨水被透水鋪面秒吸哦！歡迎您帶孩子來玩。 

 

住

宅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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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興櫻花 

生態景觀公園 

萬 壽 橋 

道路使用滲透性側溝 

局部透水鋪面 

人行道局部使用透水鋪面 

樹木原地保留 



 

新

區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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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三期重劃區（南港瓶蓋工廠） 

地區發展概要 

智慧生態已在場展演 

  為配合中央重大政策及南港「生技中心、軟體中心、會展中心、文創中心、站區中心」等

五大中心發展計畫，推動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建設，促進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再利用及改善周邊

環境，臺北市政府檢討都市計畫並規劃採市地重劃方式進行整體開發，以重新整合畸零分散之

公、私有土地，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提供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發展腹地，同時因應產業發展需求，

建構綠化與景觀兼具的新南港風貌。 

玉成 

國小 

南港 

高中 

北部流行 

音樂中心 

捷運 

昆陽站 

特定 

商業區 

（一） 

公園 

用地 

  這個重劃案裡除了考量商業發展的需求，也以打造智慧生態示範社區為目標。新闢的公園

中可看到智慧生態設施，如：直飲台、節能減碳LED路燈、透水鋪面人行步道等，除此之外，

還設計了保水量17.3噸的滲透性側溝及設置YouBike站，不僅成為臺北市智慧生態的典範，也

朝海綿城市的目標邁進了一步。 

  對於開發區內原有的植生樹木更一改過去全面砍伐的作法，除了經指定的8棵受保護樹木

當然原地保留外，其他現況樹木也以原地保留為原則，僅將確實與工程衝突的樹木移植復育，

實際原地保留樹木比例超過90%，達成人文與自然共存之目標，是公共工程與自然生態協調配

合的最佳示範，讓市民朋友親身體驗結合生態都市與景觀美學的「智慧生態城市」。它的交通

非常方便，就在三鐵共構的南港車站對面，找個時間到這走走吧！ 

南港 

機廠 

臺電 

CR-1 

文創 

中心 

 

商

業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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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資訊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106年2月   

開發面積／ 6.88 公頃  

可建地面積／ 3.45 公頃  

公設面積／ 3.43 公頃  

南港 

車站 

捷運 

南港站 

南興 

公園 

瓶蓋 

工廠 

特定 

商業區 

（二） 

轉運站 

購物商城 

交通 

中心 

智慧生態 

設施配置 

自造者 

工廠 

瓶蓋 

印象 

公園 



新

區

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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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用地 

交通 

用地 

專案住宅 

公園 
 

用地 
 

4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這裡原本是農業區，基於附近醫學研究資源豐富，且商業機能蓬勃興盛，具發展知

識經濟及科技產業條件，配合臺北市的產業發展策略，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善用

此處的產業發展環境、區位條件及實質環境，建立科技產業發展核心及地區整體發展架

構，創造一個結合生產、生活、生態等功能完整的科技產業園區。 

地區發展概要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公共工程分為2期施工，第1期公共工程已於106年4月竣工，目前

已開放使用的軟橋公園與洲美蜆仔港公園，引進太陽能光電系統、風力發電機、智慧電表、

能源管理系統及手機充電站等智慧設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公園步道採用透水鋪面，這種

鋪面就像是一塊海綿可以把地面上的水瞬間吸收，讓步道在下雨的時候不會濕漉漉的，居

民們在公園活動也不必擔心踩到水或把鞋子弄髒。 開發完成後，將成為臺北市最新最大的

智慧生態示範社區，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智慧生態施作項目及未來規劃 

緩坡、親水、保水 

生態堤防 

公共住宅、

智慧社區 

智慧 

交通 智慧 

公宅 

智慧 

電網 

交通用地文林變電所 

公共住宅微電網 

科專區低耗能商辦 

學校太陽能創節電 

產

業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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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 

國小 

中正 

高中 

科技 

產業 

專用區 

科技 

產業 

專用區 

科技 

產業 

專用區 
洲美 

蜆仔港 

公園 

軟橋 
 

公園 

文林 

抽水站 

公園 
 

用地 
 

1 

預計開發完成日期 ／ 民國110年6月  

開發面積／ 90.24 公頃  

可建地面積／ 44.86 公頃  

公設面積／ 45.38 公頃  

區段徵收資訊 

自動化監控系統、太陽光電系統 

智慧生態洲美抽水站 

智慧生態 

公園 

智慧電表、智慧停車場 

太陽能手機充電站 

太陽能光電系統、風力發電機 

儲能系統／能源管理系統 

局部透水鋪面、自然排水 

生態綠廊、儲水綠帶 

雨水回收、濕地滯洪 

 

 
全區整體建議 

◆ 智慧路燈 

◆ 共同管道 

◆ 路燈共桿 

◆ 車流監視系統 

◆ 滲透式帶狀植栽槽 

◆ 智慧型站牌 

◆ 樹木原地保留 

◆ 光化交接箱 

◆ YouBike租賃站 

◆ U-moto 

◆ U-car 

◆ 太陽能道路 

 

專案 

住宅 
 (非區徵範圍) 

 (非區徵範圍) 

T16 

T17 

T18 



新

區

開

發 

 

 
 32 

設計 

【臺北智慧生態社區】 

融入臺北市政府針對智慧生態社區提出之三大理

念、五大構面，以及智慧家庭、智慧節能、智慧路

燈、智慧候車亭、智慧安防、智慧營運中心等解決

方案，期望將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打造為臺北創新、

節能、永續的智慧示範園區。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中華數分智聯

葉哲勝 潘明憲 邱詩雯 

黃睿庭 鄭為之 

【智慧產業規劃案】 

北投士林生態智慧科學園區，除了生物科學園區外，

利用基地周圍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生態旅遊與適

宜居住的專案住宅。此外「地下靜脈」水循環系統，

能夠幫助此地的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UTUD2B

蘇志承 林沂樺 林承翰  

徐子涵 

 

指導老師／曾光宗 

首獎 

佳作 

帶給北科更多的規劃和想像 競圖  

產

業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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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自動駕駛小型巴士／ 臺北 

自動駕駛小型巴士是補足現有

大眾運輸載具第一哩路與最後

一哩路的智慧運具，時段上與現

有公共運輸模式形成互補。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的「臺

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

辦計畫」，領先全臺在棋盤式公

車專用路段上展開自動駕駛小

型巴士測試。 

期盼未來引進自動駕駛小巴，提

供夜歸及早起的通勤族多一個

安全、便利且智慧化的公共運輸

服務選擇。  

Photos /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交通旅遊 /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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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六期重劃區（內湖科技園區） 

重劃完成日期 ／ 民國83年8月  

開發面積／ 143.36 公頃  

可建地面積／ 96.03 公頃  

公設面積／ 47.33 公頃  

  內湖六期重劃開發後，轉為科技重鎮，

公共設施完善，日間通勤人口多、夜晚及

假日人口少；除了科技產業以外，專業藝

廊及文創產業也進駐於此，藝文氣息濃厚。 

地區智慧及生態導入發揮空間大，然因當

地住戶少，為社造低潛力地區。 未來可依

地方科技及藝術兼具的區域特性， 評估發

展配套措施（強化大眾運輸及觀光行銷），

透過藝文活動引進夜晚及假日人潮。現況

部分公園已有企業認養（洲子一號環保公

園，鴻海精密工業認養；洲子二號環保公

園，仁寶電腦認養）。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區資訊 

總人口：29,403人 

65歲以上：12% 

15-64歲：76% 

0-14歲：12% 

人口組成 

捷運 

西湖站 

基 隆 河

洲子
二號
公園

交通用地 

工作坊在地發聲 

 全區整體規劃 

◆ 增加YouBike站及公車班次 

◆ 利用道路監測系統結合App

推動智慧運輸。 

◆ 人行道改善，提升身障者使用

便利性及安全性。 

◆ 透過App即時回傳路邊停車

格資訊。  

洲子 
 

一號 
 

公園 

北勢湖 
 

公園 
 

產

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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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 
 
 

高工 
 

捷運 

港墘站 

大港墘 
 

公園 
 

瑞光市場 
 
 

公共住宅 
 
 

(智慧社區) 

基 隆 河 

洲子 
 

二號 
 

公園 

公車 
 

調度站 

洲子 
 

立體 
\ 

停車場 

港墘 
 

抽水站 

電力 
 

設備 

汙水 
 

處理 

瑞光 
 
 

公園 

交通用地 

文德 
 

派出所 

扶輪 
 

親恩  
 

公園  

加油站 

 
內湖 

 
運動中心 

 
產業 

 
 

支援 
 
 

用地 

 

市民農園

規劃開放區域提供市民種菜、

種香草減少蚊蟲，或落葉堆肥。  

智慧路燈

感知設備、自動亮度調整。 

瑞湖 
 
 

公園 

消防隊 
 

民權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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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鄰城】 

有效利用寶貴都市空間，將科學園區融入生活，連

結內湖南北兩側生態廊道，公私協力，打造智慧生

態社區。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系／起床

陳梓揚 胡媁涵 何雅文 

 

指導老師／謝銘峯 

【Liner Green City】 

內湖科技園區是許多上班族與當地居民共同使用

的空間，透過此介面，納入感測、網路與應用，配

合自行車道、智慧路燈、吸水鋪面的串聯，讓內湖

從碧湖一路到河堤這條線性綠帶依然保有內湖的

特色，也成為未來大臺北智慧生態城市的看點。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大橋工舍／ON THE ROAD

朱倉禾 陳冠霖 

 

指導老師／劉欣蓉 

優選 

佳作 

設計 
讓內科交通與環境更好 競圖  

產

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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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迴路】 

公共空間的規劃不僅要滿足周遭機能，也要考量其

系統性的影響；都市迴路以住宅、商業與產業園區

的公共空間為圓形來探討機能的立體化，還有透過

廣域連結來構築的能源，產業、文化、商業與福利

政策的迴路平台。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Pratt Institute／台玩設計

李泰利 黃嘉怡 李端容 

佳作 

科技鄰城 / 內湖科技園區空橋示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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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一期重劃區（南港軟體園區） 

  南港一期原是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南港廠土地，區位優越，交通便捷，面積遼闊，為

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配合產業特性及臺北市重大發展計畫，開發軟體工業園區，形成臺北

市東西向發展軸線，創造臺北都會區健全發展的多樣風貌。 

  區內公共設施類型多元，智慧及生態導入發揮空間大，當地產業聚集且有大型展覽館，

日間通勤人口及外來人口多。  

地區發展概要 

 
南港 

 
 

國小 

綠地 

南港軟體 
 
 

工業園區 

育成 
 
 

高中 

南港 
 
 

高工 

園 區 街 

新 民 街 

交通壅塞 

重點改善區 

全區整體規劃 

◆ 採用電動公車。 

◆ 人行步道增設降溫設備。 

◆ 提升智慧型站牌公車到站

資訊正確性。 

電動公車

規劃巡迴公車 

減少塞車問題 

機關 
 

用地 

工作坊在地發聲 

( 非重劃範圍 ) 

產

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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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完成日期 ／ 民國87年6月  

開發面積／ 52.96 公頃  

可建地面積／ 32.46 公頃  

公設面積／ 20.50 公頃  

重劃區資訊 

總人口：14,110人 

65歲以上：12% 

15-64歲：73% 

0-14歲：15% 

人口組成 

捷運 
 
 

內湖 
 
 

機廠 

世貿 
 

公園 

南港展覽館 
 

捷運 

南港軟體園區站 

捷運 

南港展覽館站 

節能燈具

公園地下停車場採用節能省電燈具 

智慧路燈

感知設備、自動亮度調整 

港後 
 
 

公園 

 
 

智慧運動設施

運動設施結合投影

或互動式裝置 

電子看板

結合Beacon及App軟體，於捷運站與

店家之間建立視頻提供適地化服務 

植物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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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在手 智慧暢遊南港】 

以人本設計出發，設計南港區人物誌、使用者旅程，

用以了解分析南軟產業園區的區域使用者特性，將

智慧生活的概念擴大至整個產業園區。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智湊一咖

蔡菀庭 林書瑄 

 

 

指導老師 / 王聖銘 

【光化綠洲】 

以多功能使用之開放空間設計，搭配隨四季變化色

彩之植栽，打造社區活動及休閒遊憩景點；同時透

過互動性設施將人的動能轉化為光能，作為基地內

照明系統的電力來源，使該區成為自給自足的光能

源示範基地。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指南宮特攻隊

鍾函儒 許予瑄 洪佩妤  

賴姿羽 

佳作 

佳作 

設計 
在南軟看見人際互動設計的新力量 競圖  

產

業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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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太陽能路（ Sola Road ）／ 荷蘭 ‧ 阿姆斯特丹 

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Netherlands）西北方小鎮Krommenie，從2009年開始，經由

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在2014年啟用了世界第一條「太陽之路」（Sola Road）， 

 這 條 自 行 車 道 是 由 晶 體 矽太 陽 能 電 池 板      

 組成， 將它埋在混凝土中，頂層則覆蓋半透明    

 的鋼化玻璃， 這條短短100公尺的道路，醞釀 

 著能源的巨大變革，未來期望透過太陽能路 

 的實驗，進一步為路燈、交通號誌、電動汽車， 

 甚至是家戶提供電力。

Photo / Studio Roosegaarde 

Photo / Sola Road  

Photo / Sola Road  

Photo / Sola Road  

綠能產業 / 智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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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二期重劃區（士林廢河道）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擴建智慧型站牌 

◆ 號誌、標誌、路燈等共

桿化 

◆  建置自行車安全路網 

◆ 自行車道分段建置太

陽能板，亦可供行動裝

置充電使用 

  士林二期重劃前因基隆河改道後之原有廢河道地勢低窪，致無法充分建築使用，經重劃

後，規劃廢河道填土作為市場、學校及興建國民住宅用地，不僅解決環境問題，更促進地區

繁榮，提高土地經濟利用價值。現況富有人文、歷史、科學、運動及教育特質，為一宜居宜

遊、多元發展的地區。 

地區發展概要 

兒童 

新樂園 

美崙 

公園 

臺灣 

科學 

教育館 

天文 

科學 

教育館 新光 

吳火獅 

紀念醫院 

捷運 

士林站 

捷運 

劍潭站 

百齡 

高中 

臺北 

藝術 

中心 

承德 

公園 

科教館周邊道路縫合 

透水鋪面 

整合兒童新樂園、

美 崙 公 園 與 外 雙

溪濕地生態  

濕地公園 

在基河路、士商路種植臺灣香樟、七里香、

樹欖及穗花棋盤腳   

植栽 

種植穗花棋盤腳， 

營造廢河道過去的意象  

植栽 

增設網路、sensor感測溫溼度等  

智慧路燈 

推播生活休閒圈、綠色運具等交通、觀光、生態及

文史地景資訊，並結合導覽團體行銷解說 

電子看板 

雨水撲滿 

工作坊在地發聲 

士林區 

行政中心 

士林 

運動中心 

基河 

公園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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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2年9月  

開發面積／ 46.70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4.58 公頃  

公設面積／ 32.12 公頃  

總人口：32,347人 

65歲以上：16% 

15-6４歲：71% 

0-14歲：13% 

重劃區資訊 人口組成 

Toolbox 

智慧型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 臺北 

智慧型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可應

用於目前設置在市面上（如車站、機場、

鬧區等公眾場合）的LCD或電漿等大型液

晶顯示面板，透過設置在面板上的臉部偵

測系統自動檢測停留在廣告前觀看者的

臉，評估觀看者年齡層、性別及觀看時間、

角度，再進行廣告屬性索引測定，將觀看

者的資訊、地區及時間統計為報表數據

後，傳送至資料庫中心當作市場分析資

訊，省去舊式的DM或海報宣傳，不但效率

高，也符合綠能環保的概念 。 

Photo /  何佩珊  

   服飾商場  

Photo /  何佩珊  

捷運貓空纜車戶外  

Photo /  Yahoo 新聞  

臺北  Wow 101 

綠能產業 /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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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to River】 

基隆河截彎取直後，居民與親水的記憶逐漸消失在

士林生活場域中，從反思河川意義、提出策略與機

制，試圖把消失的河川連接回士林，提出Walking  

to River 計畫，創造經濟與資源可循環的永續空間。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CH

鄭得權 周鏡惠 

【士林肺河道 ‧ 基河新軸線】 

融合都市生態旅遊的定義，串聯計畫區與周遭現有

及未來的都市資源，藉此縫合整體都市與商業機能，

並強化居民共同參與，打造具都市生態旅遊意義之

「士林肺河道」。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The Urban Surgeon 

張嘉育 林家如 韓沂芳 

徐牧謙 王姿懿 林冠岑 

 

指導老師／葉佳宗 

首獎 

優選 

設計 
建構適居、可步行、可循環的士林生活場域 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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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藝相傳，再編綠搖籃】 

期望延續本基地的記憶與藝術互相傳承，從捷運劍

潭站綿延不斷的連接到兒童新樂園等重大建設，再

編綠搖籃。考量本基地各區的發展脈絡並未連結起

來，本作品將各區的優勢結合，再連結基河路，讓

本基地範圍成為綠色的搖籃。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中國文化大學／延藝相傳，再編綠搖籃

李孟珊 許云馨 鄭彤彤  

鍾依倫 楊佳穎 

 

指導老師／王思樺 

佳作 

【基地與周邊整體規劃設計】 

智慧生態規劃，若先著手基地的綠色基盤改造，始

有良好基礎，能自給自足，某方面而言就是智慧生

態，再加上科技設施，有了良好基盤與智慧硬體，

才能將智慧生態規劃發揮更好的效果，針對基地做

五個面向的基盤綠化，其中由不同循環系統串連，

並探討發展智慧生態的潛力，使士林成為自給自足

智慧生態基地。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士林廢河道智慧規劃

張雅茜 陳俞萍 施瑋杰  

李涵澤 

 

指導老師／顏亮一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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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計畫區） 

臺北市

政府 

信義 

國小 

臺北市 

議會 

市民 

廣場 

信義 

廣場 

景平 

公園 

災害 

應變 

中心 

消防局 

信義 

中隊 

松壽 

廣場 

公園 

三張里 

公園 

信義 

運動中心 

市府 

轉運站 

捷運 

市府站 

捷運 

台北 101 站 

信 義 路 五 段

松 高 路

松 壽 路 

松

智

路 

眷村 

文化 

公園 防災、防洪公園 

重點公園設置生命樹，連結天空步道，串聯周邊地標 

生命樹 

環繞生命樹及景點設置天空步

道，人行、自行車、單人電動車等

運具使用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自行車道串連重要景點 

◆ 建置自行車塔 

◆ 多樣性樹種 

◆ 建置生態觀測點 

◆ 設置雨撲滿 

◆ 設置無障礙設施及空間 

◆ 人行道鋪面材質及排水

系統改善 

天空步道 

防災公園 

  信義計畫區集全國最高等級行政、金融、商務、交通、娛樂等機能於一身，是臺北市的發展中

心，周邊造景及街區特色均經細心營造，呈現出國際都會的格局。計畫區周邊住宅建物櫛比鱗次，

自成一完整街廓，隱密性及安全性均高，公園及各類服務性設施散布其中。這個區域主要議題為外

來人口多，往來交通及商家店鋪對居住環境造成一定影響。 

信義 

國中 

地區發展概要 

工作坊在地發聲 

信義分局 

信義區 

行政中心 

市

府

路 

松

智

公

園 

松 勤 街 

松 平 路 

景聯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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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2年5月  

開發面積／ 151.69 公頃  

可建地面積／ 69.88 公頃  

公設面積／ 81.81 公頃  

總人口：59,487人 

65歲以上：18% 

15-64歲：68% 

0-14歲：14% 

信 義 路 五 段 

松 高 路 

興雅 

國中 

博愛 

國小 

安

康

公

園 

松
德
公
園 

消防局 

松

德

路 

松

仁

路 

忠 孝 東 路 五 段 

松德 

辦公大樓 

捷運 

象山站 

串聯象山公園、信義國中、三張里公園、災害應變中心、 

信義運動中心作為綠色社區示範點 

象山公園改造：植栽繽紛化、避免有毒有刺植物、新增卡路里消耗告示 

安康、松德公園增設市民農園 

松德路168巷空地活化， 設置圖

書館、日照、超市、運動場館、

停車場等多功能場館 

YouBike 

強化交通指標、建置道路流量APP 

忠信 

廣場 

智慧生活館 

市民農園 

重劃區資訊 人口組成 

AR、VR電子看板 

信義分局 

 

行政中心 

象

山

公

園 

樂活 

綠社區 

交通壅塞 

重點 

改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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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天空廊道】 

迎接次世代智慧城市的到來，開啟信義區天空線的

聖跡，向市民宣誓市府追求卓越願景的決心。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臺北市政府元老院智囊團／那根蔥工作室

蕭博文 蕭晴 

【2025信義幹線計畫】 

在信義計畫區的松智路底下打造了地下街串連捷

運市政府站以及臺北101站，與現有的空橋形成了

完整的人行系統，為信義區在2025年的未來提出一

個商業與交通的願景。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信義幹線 

陳冠亨 

佳作 

佳作 

設計 
未來信義計畫區立體空間串連的規劃與想像 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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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novation - LEAP to future】 

以Living (生活)、Ecology(生態)、Artificial Intel-

ligence(智慧)、Participate(參與)等四大目標為主

軸，透過此「創義」的思維，提供信義區邁向未來、

LEAP to Future的契機。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Xinnovation創義

廖偉慈 溫靖儒 陳宥羽    

魏良諭 劉芳瑜 王俐雯    

周達儒 

佳作 

Toolbox 

自行車天空廊道（Cykelslangen）／ 丹麥 ‧ 哥本哈根 

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自行車天

空廊道(Cykelslangen)連接了自行車高速

公路及碼頭大橋(Bryggebroen)，而這樣的

基礎設施普遍建設在各處，連接成運輸網

路，也使哥本哈根成為著名的自行車之都。 

Photo / Sandra Hoj  

Photo / Søren Svendsen Photo / Rasmus Hjortshoj  

交通旅遊 / 智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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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三期（文化國小）、北投七期（國防大學東南側）重劃區

  重劃前公共設施均未開闢，且區內環境雜亂。經

實施市地重劃後，不僅改善居住環境品質，更取得學

校用地及利用抵費地結合市有土地興建國宅，容納原

眷村住民，達成市政建設的整體目標。區內公共設施

為居民日常高度活動地區，未來可強化地區特色。    

地區發展概要 人口組成 

總人口：4,548人 

65歲以上：14% 

15-64歲：69% 

0-14歲：17% 

文化國小 

北投七期 
北投三期 

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 

文化三號公園 

設置屋頂花園及再生能源 

區民活動中心 

智慧交通 

公車候車亭建置電子看板，即時掌

握公車動態資訊 

通學安全 

綠色校園 

設置家長接送區及交通號誌，

保障學童及居民安全 

空調設備改善，裝設空氣

盒子以監測空氣品質 

健康校園 

文化國小增建游泳池 

舒適公園 

樹木定期修剪、防蚊措施加強 

社區wifi 

文化區民
活動中心 

工作坊在地發聲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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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三期（文化國小）、北投七期（國防大學東南側）重劃區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7年11月  

開發面積／ 2.44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02 公頃  

公設面積／ 1.42 公頃  

重劃區資訊 

北投三期 北投七期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86年5月  

開發面積／ 0.19 公頃  

可建地面積／ 0.13 公頃  

公設面積／ 0.06 公頃  

Toolbox 

空氣盒子PM2.5 / 臺北 

Photo /  張嘉明  

臺灣正在面臨嚴重的「紫

爆」空污現象。因此，臺北

市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

推出全臺首創的「空氣盒

子」計 畫，偵 測 環 境 中 的

PM2.5，過程中取得的資料

將開放出來，讓市民加值應

用，並希望能夠複製到其他

區域以及社會領域，讓民眾

可以了解環境的空氣品質，

提供市民便利舒適的生活，

發揮最大的社會影響力。  

Photo /  張菁雅  

健康生活 /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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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三期 

  中山二期重劃區及中山三期重劃區位於市區精華地段，

生活機能完善，但綠地空間略為不足，區內停車設施亦較為

缺乏。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66年1月  

開發面積／ 23.19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5.17 公頃  

公設面積／ 8.02 公頃  

中山二期 

重劃區資訊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66年5月  

開發面積／ 2.27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67 公頃  

公設面積／ 0.60 公頃  

中山三期 

農 安 街 

民 權 東 路 二 段 

松

江

路 

國 

路 

北 

三 

段 

建 

行政中心綠化 

中山區行政中心建物綠化，裝設智慧

電表，並打造為環境教育場所 

中山地政 

事務所 智慧路燈 

安全順暢交通環境 

設置智慧化公車站牌、智慧路燈、

智慧車流監測、斜向斑馬線 

綠園道 

道路綠化，打造為綠園道 

總人口：16,785人 

65歲以上：19% 

15-64歲：71% 

0-14歲：10% 

人口組成 

中山區 

行政中心 

中山二期（中山國中）、中山三期（中山區行政中心）重劃區

工作坊在地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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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期 

民 權 東 路 三 段 

復

興

北

路 

民 生 東 路 三 段 

中山國中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智慧交通 

中山國中建置公車及YouBike資訊站、

手機充電站等，並增設地下停車場 

民有市場綠化 

建物綠美化、規劃屋頂菜園、建置雨水回收

系統，並建置高齡友善設施 

智慧路燈 

友善慢跑環境 

建置完善人行道系統，進行道路鋪面改善，

打造友善路跑環境 

智慧停車 

路口設置電子停車告示板

提供停車資訊 

區內公園改善 

公園綠美化、增加高齡友善設施及成

人體健設施並導入共融式公園概念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智慧型公車候車亭 

◆ 公車候車亭增加語音服務 

◆ 增設自行車道，完善自行車路網 

◆ 建置電子看板促進里民溝通 

民有 
一號公園 

民有二號
公園 

民有
市場 

民有三號
公園 

中山二期（中山國中）、中山三期（中山區行政中心）重劃區 

中山三期 

中山二期 

自 由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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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DAY  SAFE  ZOOM 夏季安全區】 

臺灣氣溫逐年升高，以降溫為出發點，提出以植栽形

塑立體公園邊界、雨水回收系統及水噴霧及純LID工

法等方案，以維護公園微氣候，並結合周遭居民陽臺

和屋頂的綠化，使中山二期區域成為炎炎夏日中的

涼爽安全區。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夏天好熱

廖偉安 張承澔 黃台萱 

 

 

指導老師／謝宗恒 

佳作 

【LIGHT up our community】 

以「宜居、智慧、綠意、人性化、科技」組成的

LIGHT，點亮咱的民有社區！有效運用及管理社

區的空間與資源，在滿足社區生活的同時，也能

與生態環境和諧共存，打造「全齡友善、永續綠

能、樂活宜居、生態綠化的社區新典範！」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規心似箭

許家瑋 胡文甄 黃暄雅 

林冠穎 陳筱元 楊茹婷 

呂欣庭 王儷蓉 湯苡莙 

 

指導老師 / 洪鴻智 

佳作 

設計 
點亮民有社區與公園綠島調節氣溫的規劃 競圖  

 

 

住

宅

社

區 

 55 

【空間魔術師】 

規劃內容兼顧居民參與、社經發展及環境保育，在

全球氣候變遷及環境資源枯竭的衝擊下，以「永續

發展」作為方向。藉由了解地區特性，點出相關課

題並提出規劃設計方案來解決在地問題，並納入智

慧運用、生態環境及人文藝術為設計元素。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夢想城之內

李一勤 蔡尚璇 徐嘉信 

王鈺昕  

 

指導老師／顧嘉安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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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七期（永安國小）、中山八期（松山機場西北側）重劃區

  中山七期重劃前環境雜亂，道路未開闢、宗地地形錯綜不整，致建築使用價值甚低，經重

劃後開闢道路、公園、排水系統等公共設施，改善地區生活環境，提高土地利用，促進都市建

設與繁榮。 中山八期重劃區較為偏僻，土地使用多以汽車相關產業為主，照明及安全為該區

議題。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區資訊 工作坊在地發聲 

人口組成 

總人口：23,928人 

65歲以上：14% 

15-64歲：70% 

0-14歲：16% 

大佳社區
公園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智慧型公車候車亭 

◆ 公車候車亭增加語音服務 

◆ 增設自行車道，完善自行車路網 

◆ 建置電子看板促進里民溝通 中山八期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7年1月  

開發面積／ 25.81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5.18 公頃  

公設面積／ 10.63 公頃  

中山七期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81年1月  

開發面積／ 12.94 公頃  

可建地面積／ 5.51 公頃  

公設面積／ 7.4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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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七期（永安國小）、中山八期（松山機場西北側）重劃區 

中山七期 

中山八期 

永安國小 
明水公園 

永安 
停車場 

永直
公園 

捷運 

大直站 

明 水 路 

大

直

橋 

大直   
抽水站 

建築物外牆種植鳥類或其他生物的

食草，作為串連城市生態跳島，也作

為城市中的自然景觀載體 

城市景觀載體 

濱江   
抽水站 

改善路面不平整，並設置智慧路燈 

道路及人行安全 
復
北
地
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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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一期（民生社區）、松山五期（塔悠路東側）重劃區

  松山一期及松山五期重劃區多數建築物已有老舊情形，區內人口總數為6萬餘人，其中老年人口

占總人口數的18%以上，為一高齡化社區。 

 松山一期範圍內計有10餘處公園綠地，且道路、人行道綠化程度高，為臺北市高度綠化的社

區，但也衍伸樹木竄根及蚊蟲多等相關問題。松山五期區內松山抽水站建物本體情形良好，惟周邊

人行道路及工業區老舊，巷弄凌亂，市容不佳，具市容改造發揮空間。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65年6月  

開發面積／ 118.02 公頃  

可建地面積／ 69.58 公頃  

公設面積／ 48.44 公頃  

重劃區資訊 

松山一期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9年6月  

開發面積／ 2.47 公頃  

可建地面積／ 2.20 公頃  

公設面積／ 0.27 公頃  

松山五期 

人口組成 

總人口：60,445人 

65歲以上：18% 

15-64歲：67% 

0-14歲：15% 

增設智慧照明、溫濕度計，提升安全，

方便夜間運動 

智慧照明系統 

敦北公園 

民族 

國小 
富錦四號
公園 

富錦五號
公園 

富錦六號
公園 

延壽二號
公園 

延壽三號
公園 

民生 

國小 

延壽一號
公園 

介壽 

國中 

民生公園 

延壽 

公園 

工作坊在地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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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一期（民生社區）、松山五期（塔悠路東側）重劃區 
松山一期 

松
山
五
期 

 
全區公園改善需求意見 

◆ 無障礙設施 

◆ 分散式小型市集 

◆ 路燈改善、智慧照明 

◆ 可食地景 

◆ 生態設施 

◆ 環境教育設施 

◆ 戶外展演空間 

◆ 光電驅蟲 ◆ 路燈照明改善 

◆ 社區廚房與廚餘發電 

◆ 塔悠路綠色廊道(彩繪

綠廊、綠能設施) 

【點亮塔悠】 

 

保警 

大隊 

民權國小 

三民
國小 

撫遠
公園 

臺北民生
郵局 

富民公園 

民生 

國中 

新東 

公園 

中華電信 

松山 

壓力站 

農產市集 
新中公園 

停車智慧化 

增設學校地下停車場 

重要路口增加停車資訊看板 

綠色廊道 

富錦街人行鋪面改善 

東榮里人行道高低不平改善 

人行環境改善 

圓環
綠地 社區廚房 

三民圓環紅綠燈秒數不足 

人行環境改善 

民生公園水溝高低不平 

人行環境改善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智慧垃圾管理 

◆ 後巷照明及監視系統 

◆ 路況APP 

民權公園 

民生 
社區 
中心 

富錦三號公園 

富錦二號公園 

富錦一號公園 

撫遠抽水站 

舊宗一號公園 

舊宗二號公園 

松山抽水站 

松山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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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態 • 富錦街】 

以人本精神，採用智慧生態手法，改善富錦街人行

步道環境，創造社區支持環境，民眾利用散步或健

走運動，促進健康並可維護生活品質，及節能減碳。

建構優質宜居生活環境，提升城市競爭力。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登峰造極

戴俊義 陳信竹 林秉寬 

 

 

指導老師 / 侯秋雄 

佳作 

設計 
民生社區人本道路的規劃從富錦街出發 競圖  

路燈怎麼智慧？ 

對居民有什麼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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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智慧路燈（ Intelligent Street Lamp）／丹麥 ‧ 哥本哈根 

智慧路燈系統設有各規格的通訊網絡、監控影像、感測器、訊息推播的機制等，可以支援智慧

城市各種不同的應用，包括溫濕度、二氧化碳及PM2.5等環境監測、車流偵測、人物追蹤、電

子圍籬、禁制區管制、分析與搜尋等，使用Google Map的圖資，即可監測特定區域的路燈使

用情形與特殊狀況回報。  

丹麥哥本哈根在2016年底前將2萬盞節能路燈安裝街頭。 據測算，這2萬盞節能路燈將為哥本

哈根市節約57%的電量，相當於該市4500戶居民的用電量。為了更加有效節約電量，這批節能

路燈將安裝智能晶片，可以讓城市管理人員透過遠程遙控調節路燈亮度，當燈泡需要更換時會

自動向管理人員發出提示。 

Photos / 高志豪  

Photos /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安全防災 / 智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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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三期（南湖高中）、內湖四期（網球中心）、內湖五期（潭美國小）重劃區

  內湖地區發展較晚，大部分土地早期多為農田、平房及違建廠房。重劃後格局佳、交通便

利，生活機能及居住品質均大幅提升。區內多學校及社區，為學生高度使用區域，周邊公共設

施大致維持良好。 

地區發展概要 

重劃區資訊 

內湖三期 

內湖四期 

內湖五期 內湖五期 

明美 

公園 

潭美 

國小 

潭美 

國小 

新址 

通學安全 

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南京

東路舊宗路口安全改善 

區內各公園作為生態綠能公園 

◆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智慧照明 

◆ 增加雨水回收、魚菜共生等設施 

◆ 建置公共運輸資訊查詢裝置 

◆ 設置共融式遊具 

民權東路廣種本土樹種及蜜源

植物作為生態跳島 

生態跳島 

智慧交通 

建立即時交通監控系統，設置超級智慧路燈

偵測車流、替代道路建議及緊急求救功能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1年1月  

開發面積／ 23.56 公頃  

可建地面積／ 11.56 公頃  

公設面積／ 12.00 公頃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85年3月  

開發面積／ 64.04 公頃  

可建地面積／ 40.65 公頃  

公設面積／ 23.39 公頃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93年11月  

開發面積／ 40.23 公頃  

可建地面積／ 24.81 公頃  

公設面積／ 15.42 公頃  

工作坊在地發聲 

 

 

住

宅

社

區 

 63 

內湖三期（南湖高中）、內湖四期（網球中心）、內湖五期（潭美國小）重劃區 

人口組成 

總人口：45,709人 

65歲以上：10% 

15-64歲：73% 

0-14歲：17% 

內湖三期 內湖四期 

南湖國小 

南湖高中 

網球中心 

國防醫學院 

康寧公園 

麗湖公園 

麗湖國小 

智慧運動 

智慧運動中心，導入IoT系統，提供運動資訊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增加往臺北市南區捷運路線 

◆ 增加捷運轉乘公車路線 

◆ 設置自行車專用道 

◆ 里民健康生活整合APP 

湖寶公園 

明湖國中 

人行系統 

明湖國中周邊人行

道改善 

入口意象 

民權隧道口外牆改善美化，營造社區意象 

監測及警示系統 

低窪地區設置道路積水監測及預警系統，

山坡地邊坡含水量監測，提供預警資訊 

捷運 

東湖站 

金 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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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生態智慧安全社區】 

生態永續、智慧安全為核心理念，從復原基隆河截

彎取直的大地生態出發。以人本環境為手法，打造

舒適安全的智慧社區；遵循大地倫理，恢復永續生

態的海綿城市。目標將內湖五期搖身變為智慧生態、

安全社區的標竿。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國立臺灣大學／繕

陳建名 楊舒百 

優選 

設計 
讓內湖五期變身生態智慧安全社區 競圖  

候車亭變聰明？ 

等公車不再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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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多功能智慧候車亭 ／ 新加坡 ‧ 裕廊東 

新加坡裕廊東(Jurong East Central) 2016 年 8 月在第 134 座政府組屋（國宅）前設置多功

能智慧候車亭，具備多項智慧型設施，如大型互動式智慧螢幕提供公車預估到站時間查詢、

行程規劃、氣象與活動資訊查詢及電子書下載等功能，另提供手機免費充電設備及無線上網

服務，而站體電源來自屋頂裝置之太陽能面板。生態方面，除了植栽綠化外，候車亭屋頂還

特別開洞讓樹木可以不受阻礙地成長。 另外在候車空間中設有自行車停車架 、開放式書架及

鞦韆，候車亭背面則有在地藝術家繪畫作品供觀賞 ，形成一個有趣的社交空間。  

Photo /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 

Photos /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 

交通旅遊 / 智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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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二期重劃區（中研院東北側） 

  南港二期原為老舊社區，經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後，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開發。這裡鄰近市

場、停車場、公園等，交通便利，公共設施建設完善，為一極高品質的文教住宅社區。   

地區發展概要 

 
公園改善 

◆ 智慧照明系統 

◆ 太陽能板 

◆ 透水鋪面 

◆ 雨水撲滿 

◆ 兒童遊憩設施 

◆ 體健設施 

增設智慧照明、溫濕度計設置，並結合

救護系統，提升安全、方便夜間運動 

智慧照明系統 

中興公園 

人行道路樹易因風大倒

塌，加強防護 

路樹維護 

中央研究院 

工作坊在地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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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95年12月  

開發面積／ 1.05 公頃  

可建地面積／ 0.82 公頃  

公設面積／ 0.23 公頃  

重劃區資訊 人口組成 

總人口：9,835人 

65歲以上：13% 

15-64歲：72% 

0-14歲：15% 

Toolbox 

雨水花園 / 丹麥 ‧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老城區Sankt Annæ Plads的長

型廣場在中央設計下凹式長型綠帶，下雨

時，這裡就成為一條「河」，在暴雨時發

揮滯洪功能，讓雨水逕流慢慢下滲。  

透過增加城市綠地和改變地面坡度，使正

常天氣下的休閒空間，在豪大雨時期能轉

化成蓄水空間的例子，在哥本哈根地區尚

有好幾處，相對於建造大量地下管線，他

們傾向用較生態、成本較低的方式與自然

共處。 

Photos / 高志豪  

環境生態 /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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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一期重劃區（六張犁地區） 

地區發展概要 

 
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聲控盲人指路。 

◆ 垃圾車即時APP。 

◆ 多功能智慧路燈： 

◇ 再生能源發電 

◇ 空氣盒子 

◇ 路況監測 

◇ 指標引導 

◇ 地方意象造型 

輔仁大學
城區部 

黎孝
公園 

增設行人及腳踏車共用車道 

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智慧路燈 

  大安一期市地重劃前地形錯綜不整，不利於建築使用。重劃後每筆土地都面臨道路，提升生活

環境品質。這個區域多為住商混合建築，重劃至今已有部分建物老舊情形。區內三處公園綠地基地

狹小，可考量串連鄰近福州山公園綠網。  

工作坊在地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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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資訊 人口組成 

捷運麟光站 

出口 1 

黎忠公園 

黎忠區民
活動中心 

警示系統設置 

淹水警示系統 

土石流防護及預警 

黎富
公園 

總人口：30,907人 

65歲以上：17% 

15-64歲：72% 

0-14歲：11%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65年12月  

開發面積／ 31.05 公頃  

可建地面積／ 20.32 公頃  

公設面積／ 10.73 公頃  

全區公園改善需求意見 

◆ 打造立體式公園或五感公園 

◆ 居民專用停車場 

◆ 落葉堆肥，促進生態循環 

◆ 設置電動車充電站 

◆ 公園座椅及路燈智慧化 

◆ 水霧降溫 

建物綠美化 

綠屋頂農園 

硬體設施改善 

智慧垃圾管理 

活動中心綠化改善 

中油 

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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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給置足】 

以智慧的方式為根，對土地的情感為本，重凝對居

住環境的感動。不追求效率至上的社會型態，全民

參與的生態農業，聯絡情感的物品交換站，不論老

幼，都在此度過有所為且有所得的生活。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光明之城

陳葦丰 陳郁芬 陳冠宇 

藍祐安 甯湘之 

 

指導老師／邱英浩 

佳作 

設計 
打造老幼宜居的六張犁社區規劃 競圖  

除 了 iPhone、iPad、

iWatch ... 

垃圾桶竟然也能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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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智能垃圾清運方案 ／ 丹麥 ‧ 哥本哈根  

智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 （iTrash Smart City） / 臺北 

丹麥哥本哈根的 Doll Living Lab，裝在垃圾子車內的感測器，可以偵測桶內垃圾滿到

什麼程度，也可感應桶內溫度及垃圾堆積的傾斜度，當垃圾將滿時會主動通知清潔單

位，搭配對應的傳訊裝置，將城市各處垃圾桶的狀況傳送至中央管理程式，以進行分

析評估與管理，進一步計算出垃圾車最佳化的清運路線。  

Photo /  高志豪  Photo /  Shutterstock  

臺北市研擬上線「iTrash Smart City智

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 供民眾24

小時丟棄垃圾，具氣密、除臭、冷藏、

壓縮功能，除了一般垃圾，還提供瓶罐

等資源回收。   

不僅24小時提供服務，方便上班族不必

趕著倒垃圾外，只要刷悠遊卡或一卡

通，就可立即秤重計費，甚至回收8個鐵

鋁罐就可獲得1元加值回饋金 。 

Photo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生態 /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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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二期（政大附中）、木柵三期（力行國小）重劃區

  木柵二期原是未開發山坡地，重劃後生活環境優良，但因屬坡地社區，仍存在交通欠缺便利等

問題 。木柵三期公共設施完善，然社區巷道普遍狹窄，停車空間不足，且有河堤照明不佳等問題 。 

地區發展概要 

景美女中 

第一救災救護
大隊文山中隊 

樟新區民 

活動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政大附中 

兆如老人 

安養護中心 

水景公園 

原萬壽國小

預定地 

小坑一號公園 

萬壽三號公園 

木柵二期 

親水文學步道 

設置智慧路燈改善夜間照明，蚊蟲

防治措施 

原萬壽國小預定地 

閒置空間活化，種植可食蔬果與尤加利葉 

規劃親水公園改善水質;建置智慧路燈，

改善夜間照明不足；提供智慧設備作為

蚊蟲防治；設置智慧廁所

區內各公園 

改善活動中心出風口設施 

區民活動中心 

工作坊在地發聲 

樟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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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二期（政大附中）、木柵三期（力行國小）重劃區 

木柵三期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81年2月  

開發面積／ 30.55 公頃  

可建地面積／ 20.69 公頃  

公設面積／ 9.86 公頃  

木柵二期 

重劃區資訊 

重劃完成日期／ 民國76年12月  

開發面積／ 13.56 公頃  

可建地面積／ 7.49 公頃  

公設面積／ 6.07 公頃  

人口組成 

總人口：30,592人 

65歲以上：12% 

15-64歲：72% 

0-14歲：16% 

力行國小 

恆光公園 

新榮公園 

木新派出所 

樟腳區民活動中心 

木柵三期 

通學安全 

力行國小通學步道改善 

 
木柵三期全區整體需求意見 

◆ 建立在地市集 

◆ 辦理里民共餐活動 

◆ 公共空間規劃有機農場 

◆ 設置智慧路燈改善夜間照明 

◆ 行道樹選用本土植栽及開花植物 

公園美化及在地意象 

增設在地地標及夜間意象投影光束、設置 

太陽能發電、水塔美化 

木新路恆光街口排水溝與路面落差大，

改善行人安全及排水問題 

道路安全 

河堤沿線需求意見 

◇ 增加河堤人行道與自行車道標示，恆光橋

旁增設道路安全警示 

◇ 邊坡栽種樟樹，設置在地特色路燈，突顯地

區意象 

◇ 河堤沿線設置夜間停車位指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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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新ING Intelligent New Green】 

期望以綠化、低碳等創意手法，打造木柵三期沿岸水綠

帶的延續，以公共藝術、Beacon導入等內容，融合在地

居民通勤通學所需的電子化路線指引及交通號誌、停車

管制等建議，吸引居民步出戶外，重視步行安全及趣味

性。另針對兩處區民活動中心建議設立生態教室及電子

燈具汰換等作法，呈現軸線兩端最佳示範點的創意，發

揮該區良好而優美之環境潛質。 

參賽單位／團隊／人員 

學邑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捲褲管

鄒欣樺 蘇信忠 傅學中 

張維升 

首獎 

設計 
串聯樟新、樟腳、木新的水綠低碳軸帶 競圖  

地景藝術會唱歌？ 

  感知環境還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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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科技互動地景裝置-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  /  臺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淡江大學於2010年共同完成臺灣第一個以無線感測網路技術融入

生活休憩空間，整合了無線通訊技術、無線感測器技術、互動科技、數位藝術、裝置造型、

音樂作曲等領域專家，共同建置「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是個跨領域合作的典範計畫。  

Photo /  臺北藝術大學 FBI Lab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共有三種模式，為「音樂互動模式」與「Twitter社會話語互動

模式」、「手機遠端互動參與互動模式」。研究團隊在戶外鋪設無線環境感測節點以蒐集風

力、溫濕度、光線等環境資訊，以及多個多媒體聲音節點以播放音樂與數位聲音。  

Photo /  淡江時報社 

Photo /  臺北藝術大學 FBI Lab 

Photo /  臺北藝術大學 FBI Lab 

健康生活 /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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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成 果 

大家來發聲我們來實踐 

士林二期重劃區（士林廢河道） 

基河路、士商路種植樹蘭  

士林二期重劃區（士林廢河道） 

承德公園種植穗花棋盤腳，營造廢河道過去意象 

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計畫區） 

 象山公園涼亭設置太陽能充電基座 

士林二期重劃區 

內湖六期重劃區 

南港一期重劃區 

松山二期重劃區 

1 0 5 年 在 地 工 作 坊  77 

 

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計畫區） 

 市政大樓周邊人行道鋪面改善 

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計畫區） 

 市民廣場美化長椅  

南港一期重劃區（南港軟體園區） 

世貿公園地下停車場 T5 省電燈具   

內湖六期重劃區(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運動中心前示範智慧路燈    
「北市好停車 APP」 

即時回傳路邊停車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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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三期重劃區－中山地政事務所 

  中山地政大樓是位於中山區第三期重劃區內的既成公有建築物，其建物以及附屬設備，依平均地

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之1規定申請重劃抵費地盈餘款補助，挹注經費維護管理。 

   為共同打造智慧生態社區，使能源與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溫室氣體排放與廢棄物減少，居民健

康及安全被確保，居民生活品質提高，以及城市邁向永續發展。中山地政大樓外牆整修工程，融入智

慧生態理念，招牌採用LED燈箱，並於頂樓設置太陽能板供應電源；又於1樓外牆設置LED電子看板，

以智慧e化服務，宣導便民服務資訊，老舊外牆妝點後，整體展現多彩活潑的新風貌，具體實現以人為

本的智慧生態社區， 營造優質環境，實現居民有感的地區改造，提升公共服務效能。 

LED 防颱無接縫招牌燈箱 

頂樓設置太陽能板供應電源  

 

 79 抵 費 地 基 金 施 作 智 慧 生 態 工 程 與 設 施 

LED 資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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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一期重劃區-防災地下水井 

  臺北盆地曾因大量抽取地下水產生地層下陷危機，民國57年政府禁抽地下水，76年翡翠水庫完工後，

使用地下水情形減少，地下水位上升，評估為可應用水源，因此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參考國外案例，評估以

地下水作為防災用水（雜用水）之可行性。 

  臺北市12座防災公園均已建置緊急維生取水設施，提供緊急維生飲用水，至於盥洗、沐浴、清潔及廁

所用水等尚未建置，考量臺北盆地屬地下水管制區，僅能作為備用水源，無法供常態水源使用，且水質不

符飲用水標準，因此規劃於12座防災公園及55所防災學校或附近鄰里公園，以鑽井方式，提供緊急防災期

間生活雜用水需求，同時增購2套移動式淨水設施，以機動方式因應飲用水需求。 

  防災地下水井工程完成後，將可提供緊急防災期間生活雜用水需求，以因應天然災害（如震災及旱

災等），於戰備或緊急狀況時，健全防災體系。  

 

 81 抵 費 地 基 金 施 作 智 慧 生 態 工 程 與 設 施 

防災地下水井-鑽井施工中  

防災地下水井-鑽井施工中  

防災地下水井-完工  



 

 

 

What’s 

Next ? 

 

 

未來 。 

想到達明天現在就要啟程 

設計競圖 社區參與  

一個希望 一份熱愛 一枝筆 一張圖  

為我們的土地 宜居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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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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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奠基於過去資通訊科技技術，有能力及潛力作為全球智慧城市

服務應用系統的領導者及輸出者，而臺北市願意當作平台，以開放創新的

理念， 提供各項智慧城市方案實證場域，並帶動臺灣產業朝數位經濟轉型

升級。 

 臺北市政府整合相關單位資源， 以地區需求性及可持續性為前提，

來檢視可行性作為後續推動的參考。我們期許未來的智慧生態社區提案

是具有跨領域整合型之計畫，結合ICT、城市設計、服務設計與社會設計

等多面向專業統合，將使計畫更具有執行性。 

智 慧 生 態 社 區 

短期目標 

20 處 

整體開發地區 

中期目標 

整體開發地區 

40 處 

長期目標 

整體開發地區 

57 處 

累計導入智慧生態示範社區 

～ 111 年 115 年以後 ~107 年 

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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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 
創新重點 

 

1 主題設定 

2 擴大參與 

3 媒合機制 

4 回饋修正 

5 案例宣導 

6 指標建立 

依臺北的願景規劃提出各不同場域的設計競圖主題 

擴大與更多的規劃設計專業及智慧科技產業之合作 

媒合專業者協助社區將構想轉化為可行方案之機制 

競圖設計方案帶回社區討論落實居民參與回饋修正 

推廣臺北智慧生態示範區相關成功案例至其他社區 

建立指標作為地區改善參考並落實追蹤執行與評比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X 

社區培力永續經營 

 

 

 87 

短 期 中 長 期 

累計導入20處智慧生態示範社區 

 

舊區再生 

◆ 加速執行6項創新重點 

◆ 競圖成果重點地區推動 

◆ 基金運用支援建設：抵費地基金+平權基金 

◆ 續辦重劃優先推動地區 

◆ 選定區徵優先推動地區 

 

累計導入57處智慧生態示範社區 

新區開發 

◆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107年－北科2.0(2期工程導入智慧運用及生態環境之工程設計) 

108年－北科2.1(2期工程導入智慧運用及生態環境施工) 

109年－北科2.2(續辦2期工程、T16-18科專用地點交) 

110年－北科2.3(2期工程竣工及土地點交) 

◆ 已完成開發之剩餘可建地活化利用(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北投奇岩新社區等) 

◆ 其餘如內湖九期重劃、木柵路五段、老泉里與社子島區段徵收等開發地區持續推動 

全
市
整
體
開
發
區 

104至107年KPI－舊區再生+新區開發 
 

公式：累計導入參與式智慧生態社區數 

單位：處 

■ 目標值 

■ 實際值 

111 

40 

    115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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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Thank 
 you 

明天還有路要走 

有你小手拉大手 一起走了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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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臺北市立大學市政管理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   中華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               都市農耕網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            臺灣智慧城市產業聯盟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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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        臺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工作坊協力夥伴 

松山區／三民里 中華里 介壽里 民有里 東昌里 東榮里 富錦里 富泰里 新東里 新益里 

                莊敬里 精忠里 

信義區／三犁里 三張里 安康里 西村里 景聯里 景新里 廣居里 黎平里 黎忠里 興隆里 

             興雅里 

內湖區／石潭里 西康里 西湖里 金湖里 南湖里 港墘里 湖元里 葫洲里 週美里 寶湖里  

士林區／承德里 義信里 後港里 福佳里 福德里  

文山區／木新里 政大里 樟新里 樟腳里 

南港區／三重里 中研里 南港里  

大安區／黎元里 黎孝里 黎和里 

北投區／文化里 中山區／大佳里 行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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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元老院智囊團    呂慧珍 蕭博文 劉振偉  

王勝欽 王耀東 古杏未 吳淑玲 李璟濡 李鎮安 周聖民 周霈鴻   

林邦文 林奎妙 林建良 林美娜 邱慧珠 高佩懃 張琬珮 許秀琴 陳沅蓀 陳金讚 陳奕峰 

陳漢傑 陳 瑾 黃立品 曾麗娟 游士毅 楊士慧 劉哲瑋 潘文彬 潘威佑 鄭允強 羅琪承 

陳光雄 

臺北市智慧城市委員會委員 

工作坊協力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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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安 白世峯 江維華 何明錦 余曉倫 吳俊銘 李秉真 李得全 林雋怡 林慧忠 金家禾   

柯博晳 洪育成 孫振義 高振源 郭瓊瑩 陳海曙 溫琇玲 劉柏宏 藍舒凢 

設計競圖評選委員  

陳宣誠  蘇 民 翁信利 蕭博文 梁健如 郭錦華 廖偉安 宋英頤 劉彥廷 鄭允強 鄒欣樺 

陳麗秋 

受訪者  

有你 
真好 

以及所有參與 

在地工作坊、設計競圖的夥伴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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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索引  

交通旅遊 

智慧生態社區五大構面 

智慧應用 自動駕駛小型巴士 ／ 臺北                                                                33 

智慧生態 自行車天空廊道（Cykelslangen）／ 丹麥 ‧ 哥本哈根                 49 

智慧生態 多功能智慧候車亭／ 新加坡 ‧ 裕廊東                                              65 

環境生態 

生態環境 雨水花園  /  丹麥 ‧ 哥本哈根                                                             67 

智慧應用 智能垃圾清運方案 ／ 丹麥 ‧ 哥本哈根                                             71  

智慧應用 智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 （iTrash Smart City）／ 臺北        71 

綠能產業 
智慧生態 太陽能路（ Sola Road ）/ 荷蘭 ‧ 阿姆斯特丹                                41 

智慧應用 智慧型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 臺北                                 43 

安全防災 智慧生態 智慧路燈 （ Intelligent Street Lamp）／ 丹麥 ‧ 哥本哈根          61 

健康生活 

智慧應用 空氣盒子 PM2.5  / 臺北                                                                     51 

智慧應用 科技互動地景裝置-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  / 臺北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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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素朱、張志勇 、石貴平 、陳家文、蔡奇宏、周士斌、張仕杰、程信傑、李俊志、張建陽、李明憲 (2009)。 

無線感測器網路在人文科技休閒創意空間之應用與研究。 國科會工程處補助研究計畫。 

2. 高志豪、林柏均 (2017)。參訪營造智慧生態社區國際案例，臺北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臺北市政府。 

3. 未來創意互動實驗室 Futuristic Brilliant Interaction Laboratory (2010)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 。FBI 

Lab。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103376。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4. 臺 北 智 慧 城 市 專 案 辦 公 室  (2017)。EZ10 自 動 駕 駛 小 巴 夜 間 實 驗 計 劃。取 自 https://

www.smartcity.taipei/events/56。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5.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2017)。智慧路燈。取自 https://www.smartcity.taipei/events/54。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6.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2017)。空氣盒子 PM2.5。取自 https://www.smartcity.taipei/events/24。

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7. 臺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2017)。智慧型電子看板。臺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取自 http://tw.nec.com/

zh_TW/solutions/digital_signage/ds.html。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8. 楊育青 (2017)。不用趕著丟垃圾！ iTrash 智慧垃圾桶 24 小時回收 還能賺回饋金。今周刊。取自 http://

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708170044。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9. 鄭景文、彭瑞祥 (2014) 。世界第一條太陽能自行車道 荷蘭人做到了。臺灣環境資訊中心。取自 http://

e-info.org.tw/node/103376。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10. 蔡孟儒、林新雅 (2017)。聰明垃圾桶用物聯網算出垃圾車最佳清運路線。天下雜誌。取自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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