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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係由經濟發展課薛清旺技士於考察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兩國家後，依實際所得資訊撰

編而成。報告首先陳述本次考察主要目的，係基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其鄰近的國家的文化

產業發展政策結合城鄉規劃政策的特殊經驗，希望探究實際的政策規劃內容，以及持續推

動的狀況，進而能對本鄉相似領域的發展尋求可以參考之處。

其次，依據相關的行程安排，陸續說明考察的實質內容，以及經過概況，並附上代表性的

參訪照片以佐證說明。主要考察點計有：(一)新加坡：聖淘沙島之海底世界、蝴蝶昆蟲館、海

之頌水舞表演、裕廊飛禽公園、植物園（蘭花園）、老巴剎夜市，(二) 馬來西亞：麻六甲市

區之三寶廟（三寶井）、高空纜車、雲頂高原，吉隆坡之雙子星大樓、千禧星光大道、黑風洞、

首相府。

再次，考察者提出對於新馬在城市文化與都市發展政策結合的訪視經驗所產生的省思與心

得，關切的主要關鍵還是在於城市對於自身的反省能力，以及採取相對作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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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展國際文化交流，營造全球化生活環境，豐富原民心靈，參與國際社會。

2、因應 21世紀全球化發展之必然趨勢，拓展原鄉之國際視野，認識多元文化，增進未來進

入國際化社會之競爭力。

3、結合原鄉與社會之資源，發揮之建築創意，營造出具有特色及國際觀的原鄉環境。

4、透過文化、語言、參訪等的交流實施，加強原鄉對鄰國之認識與交流，同時結合知與行的

體認，深耕知識的層級與廣度。

5、觀摩並學習他國建築之優點，積極營造部落在地景觀意象，再現布農原鄉空間語彙。

6、均衡地方城鄉互動與部落環境發展機制。

2、 行程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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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行  程

04/16

（星期三）

桃園-新加坡-空中纜車-聖淘沙-海底世界-蝴蝶昆蟲館-海之頌水舞

04/17

（星期四）

新加坡-飛禽公園、植物園、蘭花園-新加坡遊河、老巴剎夜市

04/18

（星期五）

新加坡(市區觀光-牛車水懷舊之旅、永安堂土產店)-麻六甲

04/19

（星期六）

麻六甲市區觀光：三寶廟+三寶井(葡萄牙城門、聖芳濟石像)+人力

三輪車遊古城+摩摩喳喳-高空纜車(維修除外)-雲頂高原

04/20

（星期日）

雲頂高原-吉隆坡-市區觀光-雙子星大樓+下午茶-千禧星光大道

04/21

（星期一）

吉隆坡-黑風洞-特產巡禮(蠟染布+錫器工廠)-首相府-桃園

3、 心得

不論在任何時代，建築都是經由「秩序」與形態化自然演變而來。相對於不斷變化的自然

與社會，而利用純粹幾何學，將安定的、不動的秩序加以轉化為建築。然而今日，為了解決

地球環境資源問題，建築須更積極與自然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並加以秩序化。因此，我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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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個體，以更複雜的秩序、能呼應成長變化的秩序、流動的秩序，加以轉

化為建築，並結合電腦科技，利用非線性的幾何學來創造建築新美學。

「城市」，其實只是個代名詞，實質性是不存在的，除非它能賦予想像價值空間。務實而

言，城市既是想像的，城市改造其實就是賦予建築思考能力，並讓建築具有感知環境變化

與人們需求的能力，以提供更自然健康與人性化的服務應用。

「聖淘沙」城市的個案，說明了一件事：海島型都市，並非永遠只能做巨型城市

(megacity)在機能分工上的附屬品。只要釐清自己的獨特優勢，研定方向、營造改革能量並

配置足夠的資源，從政策面帶領產業與民間活力同步提升，海島型城市可以走出自己獨一

無二、不可替代的特色，不再附屬於其他城市，更可以打造可跟一線城市媲美的競爭力。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學習他國經驗、結合在地文化，推出具遠見的城市文化政策(新加坡

城、吉隆坡市)；他們根據已身優勢的部分，大膽實驗創新了城市文化生活的環境，遂有了

雙子星大樓這一兼具品味與便捷的前衛規劃與建設，成為全球先進國家與城市習效的對象。

更且在自信、驕傲己身傳統價值的觀念下，全面的保護與活化傳統文化，因而締造了這穿越

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兼蓄的文化休閒觀光城鎮。文化政策與城鄉規劃，都是為城鄉住民營造

更好與更榮耀的生活環境而作，不是為觀光或其他產業目的而妝扮自己的家鄉，這是一種

深刻認識自己而後找到出發與前往之處的城市發展哲學，深深值得我們省思與學習。 

沒有人能代替我們自己打造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 

這是此行最後的心得寫照。

4、 建議（代結論）

1.生態環境的推動

  觀光與休閒的開發，對原鄉環境將造成衝擊，如何權衡人與自然，使生態環境減少破壞

及維護，建議本鄉推動生態農村，配合規劃內容及提供之有關的理念及作法，鼓勵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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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參與及支持，使農村永續經營發展。

2.公共建設的加速推動及執行

  公共設施為發展地區之基石，基礎工程的奠基，方能創造長久的發展，唯有公共建設的

加速推動及執行，證明政府對當地農村建設及推動休閒農業的決心，使發展休閒農業及

觀光之計畫得以執行及推動，但最重要的還是居民參與，引導民間之資源及力量的加入，

才能真正推動與執行。

3.資源共用之理念

  將本鄉自然，人文等資源，視為共有財產，共同維護經營。社區推動有關的措施及方案，

鼓勵鄉民參與，發揮團隊的力量，以供大眾享用，呈現正面效果；使海端鄉民及來訪遊

客共同享有青山綠水及良好的服務機能。

4.鄉民同心

  遊客的訴求越來越多元化，鼓勵海端鄉民共創及維護家園，發揮一己之長，行塑地方特

色及歸屬感；因推動觀光與休閒，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唯有社區同心協力，發揮「樹大

招風」之精神，吸引更多的休閒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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