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找自己 Findurself 

討論議題：閒置校舍再生創新-創作設計人才社宅基地想像 

辦理時間：113年8月31日（星期六）09:30~17:00 

辦理地點：臺南文創園區-4B富貴文創講堂（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號） 

 

一、劇本導讀 

 願景工作坊跟一般的討論不一樣，一般的討論是找出一個問題，這個社會發生了

什麼的問題，那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決方案，那願景工作坊不一樣的地

方是，首先不會直接給大家一個明確的問題，而是提供一個未來的劇本，可能是發現

這個社會上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發生了，有沒有可能未來發生後不會只是某一種樣

貌，這個劇本是主辦方發起的，它跟這個地方的使用者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讓大家

去思考，這個劇本有沒有符合大家未來對這件事情或對這個區域的想像，把這個劇本

給大家也就是剛剛說的議題導讀。議題導讀完之後接下來就要來做劇本的評論。那評

論是什麼呢？評論說這個劇本好像跟我期待的，或是跟現況有一些落差，這個願景的

樣子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樣，我可能也是在這個地方的人。當我是這個政策或方案的受

眾或者是目標對象，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會對這個劇本提出一些批判，在提出的過

程中，是可以調整劇本內容，最後我們會收整出一個或者是幾個大家共同想像的藍

圖，願景共同型塑出來，從現在怎麼到未來，期待的未來樣貌，需要做多少努力，需

要做多少行動，那配合這樣的行動可能需要有多少的資源投入。這就是願景工作坊的

操作模式。 

 今天在場有不同身份背景的參與者，有些是學生，有些是公部門相關領域的公務

員，也有些人是因為也在找房子所以看到這個主題，多數人是想要在參與的過程中貢

獻想法，也想聽到更多其他人的意見。本次論壇主辦團隊規劃了一套劇本，以一間閒

置校舍作為場域，提供給創作設計人才作為一個居住和工作的空間，他的一天的生活

樣態，細節可以參考議題手冊。 

 今天的主題是居住正義，在此之下有一些子題，台灣現在少子化的情況下釋出很

多閒置或退場校舍，有沒有可能讓這些空間規劃為社會住宅或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可

能？活化之後的樣態會是如何？用藝術或文化作為媒介產生的可能性為何？需要負出

什麼樣的一個社會責任？希望討論時可以把責任這件事情加入到方案裡面去。在討論

每一個方案的時候，勢必都不能只想著別人為我付出些什麼，要思考在這件事情的每



一個利益關係人包含自己，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處理這件事情，怎樣尋求一個更好的

解決方法。 

 其實社宅有越來越多不同的經營模式，像是有社服團體的進駐，有像臺北青創宅

的狀態，開始思考說，既然是以閒置校舍為主，那校舍原本一開始的使用者會是誰？

他的對象如果是青年，有沒有可能跟青年創業這件事情有關係？因為學生已經離開

了，學生已經離開了學校，看起來不會是給學生住的，跟學生比較相關的可能就會是

青年。剛畢業出社會工作的青年，看起來很需要被扶持，可能會是在創業的部分，有

沒有可能把它導入到社宅的環節，在思考的事情是閒置的校舍跟社宅結合的可能，以

及這個社宅裡面可不可能有青創的元素。青創的元素有可能會是創意產業、有可能是

數位製作產業，閒置校舍變成社宅，鎖定的產業還有哪些產業可以加入？現在的藍圖

是綁定在青創沒有錯，但是大家在劇本評論的階段的時候。也可以思考不一樣的可能

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社宅一定要跟青創結合這件事情？如果不是只有這個

可能的話，還有什麼不同的產業是適合進駐在這裡面？移居的可能性要怎麼樣才符合

這些產業？讓這個這個住宅裡面既可以住，又可以有這些彈性運用的空間，而且他們

是共榮共存的存在。除此之外，不是只靠政府的租金，他也可以永續的運作，透過產

業進駐、居民互助。這些也會被現行社宅的一些基本法規限制，像是社宅承租有期限

是 6年，6年後就要搬出來，那這件事情又要怎麼克服？我們不太可能讓一個空間，是

政府或者是任何人完全捐贈出來，讓這些住進去的人永久一直住下去，這些條件都是

大家需要思考進去的。 

 

二、各組原始的願景描繪 

第一組： 

在這個基地的主軸會有兩點，交流性和文化性。會希望在這個場域內的基礎建物

可以依據他在學校原本的功能屬性來做改造，像是宿舍區原有的交流空間、工作區域

有一些透明開放的區域讓大家可以互相觀摩交流，像是運動場改成綜合運動中心、教

室改成練團室或書屋空間。娛樂區域的規劃有可以休閒逛街的部分，還有親子空間的

規劃。 

認為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是管理層面，自主營運像是如何推選擔任主委？如何創造

出共榮的生活環境？ 

 

第二組： 

在產業的部分，因為文創產業對於彼此的交流是很重視的，除了產業鍊上下游間

的串連，不同領域間的互動也很重要，希望基地可以提供發展基金和加速器等機制，

因應不同產業有對應的空間設計。閒置校舍原本條件對外的交通以及校園主要建築物

之間的移動問題需要處理，可以引進共享的概念。生活圈和產業彼此之間的連結性，

如何相互結合？如何與當地的居民共享資源，共榮生活？ 

提到因為原本校園不是為了生活居住來設計的，在空間規劃上要怎樣改造達成平

衡？對閒置校舍而言，可能是原本是處在比較偏遠的地方，且距離主要的都市中心文



化創意產業較遠，如何吸引相關人才進駐？ 

 

第三組： 

從生活面來看希望是有生活圈的概念，有醫療健康的產業進駐，能夠滿足食衣住

行的需求，園區內有菜園，動態面向結合原有校內體育館作為休閒場域，靜態面像是

有生態景觀池之類的場域。對個人創作者而言，提供工作室，做為創作靈感的地點，

有開放的展演場，利用走廊或大廳展示作品，演講廳做為發表場地，也可以與他人交

流，團體創作者的部分，有共同的空間。 

提到財務永續的問題和安全面的問題，居住空間的隱私性與財產的維護，作為開

放性的空間，公共財的維護要如何處理？ 

 

二、行動方案 

1. 社區管理的解決方案 

• 專業團隊或中介：可以聘用專業團隊或中介機構來進行社區管理，或由政府支

持來協助承接管理工作。 

• 內部管理人員來源：可考慮由內部人員、意見領袖或有經驗的退休人士來擔任

管理角色，並提供誘因如減免房租或延長居住年限。 

• 租借管理規定：需要制定清晰的社區租借管理規定，包括隱私管理、使用者付

費、賠償損失等條款。 

• 時間銀行概念：引入時間銀行概念，提供專業課程或服務以換取其他行業的支

持，並連結在地特色以辦理獨特體驗活動。 

• 多元資金來源：可以通過政府補助初期基金、販賣文創商品、規劃企業進駐後

的回饋金及開放場地租用收取租金等方式來解決啟動資金問題。 

• 企業合作：吸引有興趣的企業進駐，利用基地的企業形象優勢來提高資金來

源。 

2. 生活圈與交通的解決方案 

• 空間設計規劃：以現有校舍原本建築空間的特性，規劃空間方案，提供居民友

善使用，並可出借閒置空間辦大型活動。 

• 改善外部交通連結：重新設計和優化社區周邊的交通方案，以提高居民和訪客

的出入便利性。這可能包括增加公共交通路線、改善交通標誌等措施。 

• 社區內部交通設施：在社區內部設置共享設施，如自行車道、步道或電動車充

電站，促進內部交通的流暢性和環保性。 

• 生活友善空間：利用校園綠地進行自耕種植，並善用現有的運動場和健身設

備。尋找生活必需的餐飲或是物流產業來進駐。 



• 工作環境優化：設置獨立的個人工作室、開放的展示空間、演講發表空間以及

集體創作空間，讓創作者之間能有更多交流和展示。 

• 新秀人才保障：為新秀設計人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協助其在發展初期獲得必

要支持。 

3. 產業與周邊社區連結的解決方案 

• 生活圈功能企業進駐：利用基地的優勢，吸引食衣住行等企業進駐並投資，進

一步強化產業連結。將相關產業鏈進駐到社區，以促進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 

• 人才與廠商配對：將設計文創人才與相關產業廠商進行媒合，促進雙方的合作

與資源共享。 

• 辦理定期活動：與外部表演團體或創意產業合作，定期舉辦展演或商務交流活

動，增加產業曝光率並促進合作機會，也讓周邊民眾參加。 

• 社區友善空間：在重新整理空間後，確保周邊社區能夠友善使用這些空間，例

如設置共享空間或社區活動場地。出借閒置空間辦理大型活動，收取租金並增

進與社區的互動。 

 

各組原始討論報告的內容： 

第一組： 

1. 管理的困境： 

A. 委外找專業的團隊直接進行社區管理；聘用中介的團隊協助；用共同管理者

的方式來經營。 

B. 可以找有錢有閒的退休人士來擔任，用兼任的方式來擔任。 

C. 由內部人員或意見領袖擔任，誘因上可以讓付出者減免房租或延長居住年

限。 

2. 啟動金的困境： 

A. 尋找生活必需的餐飲或是物流產業來進駐，利用回饋金來作為啟動金來源。 

B. 善用基地的優勢，以可營造企業形象的概念吸引外部企業進駐。 

C. 將場地空間開放對外租用收取租金，提高場地利用率。 

第二組： 

1. 跟產業圈的連結 

A. 將設計文創的人才跟相關產業的廠商進行媒合，各取所需。 

B. 和外部的表演團體或創意產業定期辦理展演或商務交流。 

C. 由政府提出初期的基金，並協助媒合將產業鍊進駐到社區。 

2. 跟生活圈的連結 

A. 空間重新整理之後，讓周邊社區有能友善共同使用。 

B. 用時間銀行的概念：提供專業課程或服務換取其他行業的服務。 



C. 對於新秀的設計人員來說可以提供未成名發跡前基本生活的保障。 

第三組： 

1. 生活圈的建立： 

A. 利用原有校園綠地規劃自耕種植的區域。 

B. 善用現有運動場、健身空間的設備，既有校園內的生態空間。 

2. 工作圈的建立： 

A. 個人工作室：以可獨立創作不受干擾的環境為主。 

B. 開放展示空間：讓創作者可以展示創作，增進交流。 

C. 演講發表空間：可以演講分享的講座廳。 

D. 集體創作空間：提供給像是樂團，共同創作者。 

3. 管理面的建立： 

A. 維護管理的層面：由政府單位來尋找承接的廠商，輔導現有居民來做營運。 

B. 隱私管理的層面：採用登記的方式，當居民沒有使用的時段才開放給外人使

用。 

C. 訂定社區租借管理規定，透過使用者付費或是明定賠償損失的罰則。 

4. 與社區的連結： 

A. 重新規劃對外的交通方案(捷運、公車)。 

B. 出借閒置的空間，提供辦理大型活動的場地收取租金。 

C. 連結在地的特色，辦理出獨特性的體驗觀光、體驗課程。 

D. 設置展示販賣的中心，將社區內的文創商品盈利變現。 

 

 

 

  



大場主持人詢問參與者 Let’s Talk 活動要做什麼？有第一次參加的成員回

應「就是發表自己的看法。有人有不一樣的想法」。「是討論出一些意見，彼此交

流，碰撞出新的」。這兩位夥伴都有講到了這場活動的精髓，Let’s Talk，早期

叫做青年國事會議，到後來改為青年政策論壇，到現在變成 Let’s Talk，這樣子

的演進，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早期因為是政府主導辦理，由政府提出題目，

想要調查知道這個政策實施之下青年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所以透過擬定一些面向

的題目，找青年來一起討論這個主題，取得青年對於這樣的政策有沒有什麼樣的

想法？有什麼樣的建議？因為過往政策都是大人們在決定的，在過程中會少了青

年的角度和青年的需求，後來為什麼討論主題又變成團隊自提呢？因為他們發現

說，其實在一些大政策底下，有非常多的子議題是不同群體的的青年所關心的，

所以會開展出不一樣的模式，從原本由政府自己主導，到現在只要有 3 個青年就

可以組成提案團隊，然後在一個大框架的議題底下，提出自己想要討論的題目，

發起這樣的討論，觸及到更多不同群體的青年。今年的主題叫做「居住正義」，這

次的提案團隊「找自己」團隊，因為他們對於居住正義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想

像，把場域設定在閒置校舍，期待著大家一起來討論發想。 

今年是找自己團隊的第 5次承接 Talk，這 4年其實做了很多事，一開始是因

為我們都是臺南人，然後是從在臺南二中開始做這些事情，一開始是關心大學選

系這件事，後來團隊成員畢業後，四散各地去讀書，回臺南之後才開始把團隊和

品牌建立起來，然後主要的話就是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因為我們平

常主要是接觸高中端跟大學端。會有一些相關的探索的課程、自主學習的課程等

等，在探索過程當中去認識自己，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舉辦 Talk論壇，自主學習課綱有新的項目，也有一些就是跟產業相關的議

題，為什麼會有些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從學生到出社會的過程中，不可能只待在學

校，會很常會看到一些新聞或者議題，就會覺得這件事情可能離我很遠，但又希

望這件事情可以讓大家慢慢知道我們社會當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正在在發生，跟你

未來的工作有關聯，所以希望讓大家接觸社會的事件，後面就是一些自主學習的

方案，像有一年是跟臺南大學合作去做投資理財的，因為很多學生都對投資有興

趣。另外，現在學校在做 SDGs，所以也去辦理這樣議題的探討，結合自主學習。

產業的部分跟臺南市的地方特色產業，在將軍那邊臺南市棉被寢具產業協會，讓

他們認知說臺南有哪些地方的特色產業，才能有些產出。實踐成果就是一直在

做，一直累加。找自己是從 2019年算正式成立，在做的事情其實都是單點的行

動，但有時候要讓事情更有趣，形成一些還蠻有趣的機制。團隊的夥伴，每個人

都是做著自己的工作，過程當中，大家是在不同的狀態跟階段，但是還是可以有

一些專業的投入，有的只負責營銷，有的負責課程，也有夥伴負責一些後援的工

作跟網站。剛剛講到自主學習，其實是在學校發生的事情，老實講，我們做這件

事情，就是還是有些學生在校內沒辦法獲得滿足，所以我們必須獨自去發展校外

的部分，校內外我自己是覺得不衝突，因為我們就是有些不一樣的點、不同的形

式。會希望說除了服務的對象是學生跟老師外，在校外部分也可以去聯絡，跟家



長有些對話，因為家長也是在教育過程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最後階段性的產品就是讓大家知道，其實一個人從高中階段到大學到出社

會，會經歷過非常多不同過程的學習，還是會迷茫，會不確定自己要做什麼，所

以都會有在一些不同階段需要做的事情，最後的話希望在學生時期可以培養出下

列這些能力，會表達、會記錄彙整、論述，這樣的過程當然很辛苦，但也是鍛煉

自己必經的過程。 

在這段過程當中認識了非常多的單位跟組織，一些互相交流，然後彼此去轉

發分享活動，這個社群的形成也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這幾年臺灣教育改變的很

快，慢慢的凝結在一起，也有非常多的教育前輩在努力，那我們就是傳承。我們

還是一步一步的踏實地去做，畢竟我們關心的是透過探索，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找到自己興趣，然後開始行動，這也是我們做這些教育實踐的方式。 

 

鄭皓騰副教授 

從都市計畫的角度來分享對這個議題的看法。今天的劇本是有關閒置校舍的

再生創新，在講創新之前，我們一定要先談文化。待會跟各位先講一下文化跟創

新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講說以創新導向的再生。社宅的這個制度，他到底可以

針對創意產業去做什麼事情？我比較不是從一個理論的框架，是用實務的框架跟

各位分享。一開始提到我們的都市規劃，其實要再往前談一點是文化，剛才說其

實創意是奠基於文化，因為文化是一個城市的根本，文化是非常適合作為我們都

市的傳承或者是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在這個文化為主的轉型裡面，本身

很常針對建築物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或者說我今天把校園打開，其實這些都是。

一開始我們針對以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可以看到文化基本上一定會跟建築物有

關系，而這些建築物基本上都是有在地連結的，具有一些歷史背景的，才會有那

個文化的底蘊去做。在這件事情來講，最早可以追溯是從歐洲，他們從 1985年開

始，每年都會辦一個叫做歐洲文化之都，他們這個概念就是要去塑造、改造他們

的城市裡面的一些環境，透過改造這些城市的環境，配合一個比較大指標性的活

動，促進自己的居民對於自己城市的共同意識。所以如果一個城市沒有文化，居

民對於自己城市就沒有認同感，基本上就只是一個複製貼上的城市，是我們不太

希望看到的。 

我們以前在做城市規劃的案例分析，從某一個角度來講，杜拜就是一個用錢

砸出來的城市，是一個會被老師認為說是一個稍微比較沒有文化底蘊的城市。這

個就是從 1985年之後，每一年都會挑 2到 3個城市舉辦這樣的活動，趁這個時候

去改造城市。那他們用來改造城市的對象，其實就是閒置空間，所以各位可以知

道，居民對於文化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視的，這邊有幾個有關文化導向的都市

再生模式，第一層級跟文化有關的，就是透過旗艦項目以旅遊業為先導來提升城

市形象，畢竟產業都需要賺錢，不然的話產業活不下去，所以第一個層次是發展

觀光。第二個層次就是我們今天可能會討論的，基於藝術和創意文化的底蘊，去

做加值做創意產業，增加地方居民，還有很多人對於在地的忠誠度。接著還有像



是一般蠻常見的，就是有一些社區規劃師，或者是一些社福團體，他們進入到社

區去做一些營造或公眾政策，就是所謂的改進型模式。或者說透過舉辦大型活

動，比如說嘉義市的管樂音樂節這麼大規模的城市活動，就會創造出大家在心目

中對於城市的認同想像。 

我們在討論怎麼樣留住文化和創意，觀光是留住文化的一種形式而已，有這

樣的一個前導說明後，開始進入到正題。舉一個在地的例子，忠義國小改造之

後，也差不多十年了，這個改造並不是廢校，他只是把學校的空間部分的打開，

然後針對學校內部做一些重點的改造，那它打開之後，各位也知道這邊旁邊就是

孔廟，是一個非常熱鬧的觀光勝地，他這樣的打開只是釋放出空間，會發現說，

今天學校跟在地居民還有跟觀光客，他們之間的互動就增加了，所以其實就像是

這種很簡單的場所營造，可能就會塑造出一個對於周邊的社區的居民有很多的幫

助。當然這個案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因為在 10年前要去挑戰打破校園的圍牆，

還在擔心說如果今天校園的圍牆被打破了，是不是學生的安全會有顧慮，這個算

是蠻早打破校園圍牆的一個案例。這就是一個我們從規劃的角度去跟各位解釋

說，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空間營造來讓文化這件事情讓大家更貼近去體驗，包含說

在地的學生或者是觀光客都是。 

進入到創意社宅再生。剛剛先講的文化再加創意，這兩件事情為什麼會碰在

一起？而且他現在被稱為是一個非常可能成功，而且是一個很快速的架構可以去

推行，而且一定會成功率很高的一個方式，就是因為它是跨文化，他有跨產業，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去解決很多都市內的社會階級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可能會提到

的社會正義。其實在我們國家，社會階級這件事情沒有到很明顯，但對於國外來

講，他們非常相對來講比較嚴重的狀況。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源自於很多城市在

一些已開發國家，他們原本有很多城市是在做工業，在河口或是海岸的港口，但

是因為這些工業被轉去到其他的二線或三線城市，所以這些一線城市，在河岸周

邊就空了下來，這些有可能是做物流，或者是說作為一些其他的工業使用，那這

些的釋出之後要做什麼？這時候就提到了那給創意產業進駐好不好？創意產業會

跟都市再生有掛勾的一個先決的背景，其實是在於是說我們有很多閒置的空地要

活化，那怎麼活化？很多案例就是連世界銀行，他們會出一個手冊去教，每個城

市說你要怎麼樣培育，要怎麼樣去培植你的創意產業，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架

構。 

瑞典第三大城市，他在河口海岸港口，2024 年得到那個世界銀行建築獎，就

是一個閒置空間改造的代表，原本是造船廠，不是說產創意產業想要就塞進去，

他們就想為什麼搞創意的人會喜歡這裡？首先是通常做工業的空間一定是很挑

高，因為它有很多機具要設置，所以它的空間是挑高的，它有大大的天花板，而

且它的室內空間因為有很多機具，或者是有很多貨物，所以他們的空間運用是非

常靈活，也因為這樣，通常這種工業場館在做改造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容易，因為

本身建築物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當我們今天在這個有文化背景的地方工作的

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迸發出創意。今天做創意的人，他們也很喜歡這樣的空



間，而且這些空間因為本身的建築的使用也符合他們的需求，所以他們才會願意

來這邊。不只是因為它只是有一個空間這樣這麼簡單，這個就是他改造之後的吸

引力，你可以發現留下一個非常完整的結構，重點是它的空間是流動的，這種互

動性很強的空間，不只是國家政策背景，還有就是建築物本身。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創意產業他要成功的 2個關鍵，第 1是小規模，第一次

建造從小規模開始，第 2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動，這些活動就會在剛剛那個空間裡

面產生一個暫時的生態系統，今天在做媒體的剛起步的時候，空間裡有做繪畫

的、有做文創的，大家都在這個地方工作，會臨時產生一個網絡關係，那這個網

絡關係就會變成原來我們之間有些想法可以互相聯絡，搞不好以後可以合作。也

因為是這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大家可能彼此之間都是互相是有關係，再

配合一下是互動性的空間，自然而然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培育技能能力，或者說

是社會網絡，就會有信心。 

當在這邊這麼久，可能就會產生那我就回饋一下社區。所以他們來這邊，原

本可能是外地人。之後因為這邊的空間很好，他們有一些基礎之餘，可能就會想

要參加，要幫這個地方做些事情，才會有涉及到所謂的公民參與。所以這不會發

生在一開始，剛進去的時候人生地不熟，就要求他們參與，那這樣的話一定是會

有一些人比較沒有意願，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情境，簡單來講，我們會

透過建築物的改造和建築物的再生，讓建築物本身它擁有的文化背景，或者是這

個建築物本身過去的社會網絡背景，就像是今天要操作的學校，大家都有很多的

記憶，建築物本身對於這種無形的文化技藝傳承，保留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一種

創造力，去形塑出在這邊工作的所謂的藝術人才或者創意人才，他們就可以基於

這樣的一個文化的背景，去激發他們的創造力。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去刺激

他們自己的跟這個社區的連結。 

所以為什麼我們特別喜歡挑閒置空間，並不是因為他被閒置，而是他有文化

背景，他有記憶，那些記憶是可以幫助大家、幫助設計創意人才。當這個制度成

熟之後，些創意人才，他就會加入到在地的社區網絡裡面，他就一起去幫忙這個

社區去做一些事情。因為他的創造力是源自於在地的文化。所以這個就是很多世

界成功的案例裡面，他們為什麼會成功？因為一定要跟在地有連結，他不會只是

一個空降的，他一定會有一個在地的基礎，才會可以成就這樣。 

這邊就是 6個可以成功的因素，以前要創造這樣的一個環境有六大因素，中

間當然就是所謂藝術家、創意資本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要保

留的文化基礎。移居性、基礎設施與公共空間，數位環境，獨特性，機構、法規

和夥伴關係，社會網絡、科技和財務支持，還有技能、人才和創新。最基本要怎

麼樣創立獨特性？利用社宅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哪些是不能利用社宅打造的？我

們必須先清楚在社宅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接下來舉 2個案例。第一個案例就，那時候跟舉辦奧運有關係，因為那時候

巴塞隆納已經取得了舉辦奧運的資格，所以那時候政府就投入很多資金，首先這

個巴塞隆納改造案他是在市中心，他的無形的遺產的類型是他原本是市場。所以



說他要保存的是在地很強的那個社會網絡關係，因為你要了解一座城市，先去菜

市場。所以他們要保留的事情，是市場的那個熱情、那個愛、那個熟悉感，所以

他們的創意元素加了什麼？透過這個場域，創造這樣的場域，然後去舉辦一些活

動，他們的藝術是在食品供應的這件事情。所以各位不要把創意產業想得太狹

隘，今天可以推銷你的文化，吃的東西也是一樣，其他因素是週邊也有所謂的市

場，然後在這附近提供社會服務，有空間改造，還有數位設施的改善。回饋到創

意產業這邊是不是消費，他並沒有包含生產，比如這邊並沒有所謂的設計的過

程，所以這邊並沒有提供設計的空間，它是提供消費的空間給使用者。他是很舊

的市場，他怎麼做？用一個罩子把他罩起來，然後去整修這個市場的基本架構結

構，像之前在那個中國城對面的魚市場，也是保留，只是在上面加一個設計，在

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 

改造完的空間成為促進居民交流的場域，僅次於圖書館之外，可以看到他創

造的其實是保留，保留在地的元素，那創意的東西反而是附加進去。這邊有他們

的一些歷史，其實前面是市場，這邊是 65歲以上的高齡公寓，某種程度上也算是

某種社會福利政策，提供愛心食堂，這是最基礎的，後面還會有一些平面，如果

原本只有市場，市場原本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場所，這次改造完之後，把空間運

用把一些社會網絡整合在一起，有提供愛心的食堂、有高齡者的空間，透過地面

層的串聯，配合上博物館，會發現到這個案例，他是構造改造，周遭居民跟這些

附近高齡者他們之間的互動，所以其實社宅它有著非常強大的功能，是它的空間

設計可以很公共開放、沒有邊界，很無障礙，那他配合上這樣的設計，自然而然

就會產生人文交流，就會去解決，不是一定要強迫讓高齡者跟青年住在一起。 

另外一種模式是，透過公共空間的改造，讓他們自然而然的想要聚在一起去

做討論。這個是比較早期通常都很喜歡用這種指標性的建築物修改，然後置入經

費，一些空間設計的基礎是基於在地居民，為什麼會成功？是因為把很多可以創

造利益的事情交由市場去做決定，市場就會想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說這個概念

是政府投資進去，最後面是市場自己管理，這樣才可以確保所謂的最佳化。改造

步驟是恢復建築物的特色，然後重新去把這邊的商業調整，讓這裡的商業具有一

定的多樣性，而不是單一化，這樣就把創意的能量帶進。 

第 2個案例，南非的這個城市比較稍微近代一點，當初的遺址類型是限制的

工業空間，要素就是街頭藝術、公共藝術，舉辦活動如食品活動，創意元素就是

在周邊改造很多舊空間，以文化為主的創意公共空間，提倡創意產業。為什麼會

成功？一部分結合一些商業跟住宅，還有周邊的街道公共空間改造，跟剛剛不

同，這邊是生產跟消費的創意產業，是一個很大範圍。這些建築物全都是翻修在

使用。你可以看到整個街區，都去做這個住宅的改造，進駐一些創意的人進去。

有很多所謂的焦點，辦一些活動，定期舉辦食物的節慶慶典，繪畫的人就會聚在

一起，跟在地的居民去舉辦一些所謂的節日的活動。社宅讓這邊在還在累積能量

的藝術創作者，可以接受範圍內去創造這些設想。不僅是一棟建築物，針對社宅

本身，它可以提供公共空間，可以提供創業機會，可以提供商業生活，很多地方



政府把社宅當作是生活的中心。 

如果社宅是閒置校舍的話，會有那個文化記憶，就會有在地記憶，就會產生

不同世代的空間，產生新的互動關係，所以這個就是社宅難得可貴的地方，在同

個空間因為有文化，大家可以在這邊互相認識，各位可以去思考今天從這個地區

去看社宅，這個地區有什麼特性？社宅可以創造哪些元素，讓這個創意產業能夠

發展？可能是單純住宅，也可能是提供共享空間，或者是實作的場域，重點是透

過結合地方文化去培育出獨特性的創意產業，這會是創意產業成功的關鍵，重點

是。學校可能承載過去校園性的記憶，怎麼樣透過保留這些記憶，轉化成就創意

人才，校園裡的情感或許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