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Ӿઊय़䋊 
ᑀದ蟂Ո獺碝膏ᐒ䨝䋿擅懯向 

ᑀದ蟂์ࢥ疄䨝䁭ޞ

䁭ޞՈ物 
茆姘ו牏எ㾴ก牏ᰂ猵蜦



ૢ籧玟



說明

一、商圈間的利益衝突

• 蓮池潭周圍商圈協會間的紛爭不斷，包含世代恩怨、商業利益衝突、不同的政治立場等。

二、眷村違占戶

• 高雄市左營舊城北門內「東萊新村」，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住漁民的凋零，軍方又要求房屋不得擴建加蓋
也不強制驅離，導致違章建築叢生。

三、舊左營國中用地開發

• 左營國中舊校地原以公辦都更變賣蓋高樓，因多個的環保及公民團體陳情，市長下令停止販售蓮池潭風
景區公有綠地、停止將觀光風景區變更商業用地，目前該地為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確保蓮池潭風景區
天際線、景觀風貌及觀光發展。



     這些地方公共議題，大學可以怎麼介入？又為什麼難以介入？

大學可以怎麼介入？

• 資源整合角色：大學可以作為整合社區資源的角色，然而在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中間，大學處於哪一個位置有其正當性的問
題。

• 研究者角色：大學可以作為研究該議題的角色，再將研究成果提交給政府相關單位。

• 傳聲筒角色：大學可以協助蒐集公民的聲音，協助整理問題，再轉譯成政策報告，將初步研究與評估提交給相關單位。

• 觸媒者角色：大學可以觸發社區民眾的公共性，以在地議題為導向，藉由各類課程、公共論壇、專題講座及工作坊的多元
形式，引導社區民眾思考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連結，進而成為公民社會的基石。

• 使能者角色：大學可以澄清與認定社區問題，引導社區民眾認清自身的問題，並與社區民眾共同探討解決問題的方式，使
得社區能夠有效發生改變。



     這些地方公共議題，大學可以怎麼介入？又為什麼難以介入？

• 團隊內缺乏熟悉公共行政的教師，或者團隊成員對公共議題願意介入程度與敏感度。

• 團隊恐觸及地方上盤根錯節的政治勢力的敏感神經。（選邊站）

• 學校所教導的知識理論與社會中的實踐行為往往有差距。

又為什麼難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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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紳化如何運作？

高雄城中城大樓原址再生政策的觀察思考



社區場域的矛盾、衝突及爭議



從城中城大樓火災談起

● 2021年10月14日凌晨2時，高雄市鹽埕區的

城中城大樓建築物發生火災，造成至少46

人死亡、43人受傷，是戰後史上死亡人數第

二多的建築物火災。



災後建築處置

● 經高雄市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及建築技師

公會鑑定為不適居住且必須拆除的危樓後

，高雄市政府在事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

宣布城中城大樓拆除為公園綠地，並且，專

案全額辦理原址周圍建物拉皮。







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

● 在地商人：「這種老舊建築加上弱勢居民的

組合會影響未來當地房價。」

● 府北里長：「這麼大的建築，如果已涉及消

防公安，該修法就應修法，不應以法律不夠

周延當借口。」



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

● 原址住戶：「有人覺得7樓以上沒什麼問題，

還可以住，也有人覺得拆掉改建比較好，讓

當地能有新氣象，甚至還有人希望可以原

址重建大樓。」



從災難危機到仕紳化轉機？

● 地方政府的被動容許，還是借力使力的變

向鼓勵？

● 社區居民缺乏對生活環境、甚至於公共事務進

行表達的管道平台



打造開放式的公民參與平台

● 社區居民的由下而上

● 市府層級的從上至下

● 產官學的水平協作



參與式培力的空間行動

● 侯志仁：「城市空間的營造不應該只是被體

制、專業與國家機器所操控，它也是地方民

眾所能發揮創意或向體制進行抵抗的領

域。」



促進公共空間成為社區發展可能

● 改寫公共空間的意義，以創意行動陪伴社區

居民一同參與公共空間的意義創造，重新賦

予新的可能性，進而在過程中捲動不同的社

會關係，增進社區向來欠缺的能動性，促成

社會網絡形成，提升在地社會的韌性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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