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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发展特色探析

□ 王 勇

摘 要: 大台北地区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区域间功能逐渐分化，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经济发展与生态、社会相协调的独特都市化发展特色。与此同时，大台北地区在都市土地规划、
空间结构优化、都市体系更新等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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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伴随着台湾经济发展，以台北

市为核心，包括新北市、基隆市在内的大台北

都会区逐步形成。大台北都会区简称为 “北

北基”，已发展成为台湾第一大都会区，其人

口聚集区域以台北盆地为主，并扩及周边山区

及台地。
一、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发展历程及空间结

构转化

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发展大致经历了清朝统

治时期、日据时期、台湾光复初期、战后经济

快速增长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等 5 个阶段。在

清朝统治时期，台北市原是淡水河边的一个小

城镇，面积仅 4. 5 km2。1887 年，台湾改制建

省，台北设为省会，在大稻埕积极发展市政建

设，成为台北商业中心。同时，台北至台南铺

设了电报电缆，台北与新竹的铁路得以贯通。
由此，台北开始由淡水河边向其他地区扩展，

成为台湾政治与交通中心。在地域空间结构

上，台北地区最初以一些多元性都市聚落为核

心组成，区域间功能逐渐分化。商业中枢集中

于大稻埕与艋岬，形成台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台北盆地周围地区则成为地方性集散中心; 日

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将台北市规划为一级都

市，并赋予周围地方中心不同的都市功能。例

如，规划新庄、八里等以发展工业为主。由

此，台北成为日据时期的政治、经济及贸易中

心，并向东面及南面逐步扩展，都市工商业较

以往获得快速发展。1920 年，台北设市，都

市人口发展到 16 万人，建成 区 面 积 扩 展 为

12. 5 km2。1944 年，台北市人口增加到 40 万

人，成为具有中等规模的都市，建成区面积达

45. 6 km2 ; ①1945 年台湾光复后初期，规定台

北市为省辖市和施行市制，东接内湖，西北毗

连淡水河，北临士林，西南与中和相望。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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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中、建成、延平等 10 个区。②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实施台北市内疏散计划，

主要疏散方向是向北到士林和北投，向南达景

美、新店和永和，向东至台北市东区、松山和

南港。1955 年，以台北市为核心的周围乡镇

的都市人口增长率开始超过台北市，台北都市

区雏形开始形成; 60 年代，台湾经济步入快

速增长时期，1967 年，台北市升格为 “院辖

市”，全市面积扩展为 272km2。台北市周边的

三重、新庄、板桥、中和、新店等迅速发展成

为轻工业区，吸引大量人口移入，导致 70 年

代中期其人口增长率逐渐超越台北市。此时，

台北市发展轴线在市内全面扩张，特别是向市

东面发展及市西南面卫星城镇成长。与此同

时，台北县 ( 现新北市) 的树林、汐止、土

城、五股、芦洲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外来人口

移入地。1979 年，台湾 20 大都市中有 11 个

位于以台北市为中心的 50km2 以内地区; 1980
年后，台湾步入经济发展后工业化时期，台北

市人口增至 220 万人，建成区面积达 200 km2，

台北及其周围县市的都市化水平达 80 ～ 90%，

形成台北到桃园的大台北都会区，包括都会中

心区、中心都市其他地区、卫星市镇、都会郊

区。在大台北都会区范围内，规模在 10 万人

以上的中型新兴都市增长最快，主要分布在台

北市西南的交通走廊地带 ( 见表 1) 。80 年代

末期以来，台北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大台北

都会区再度向外扩张，原先的卫星城镇开发更

加密集，并逐步蔓延至外围二环市镇及台北盆

地边缘的山坡地带。目前，大台北都会区以其

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成为台湾

最具吸引力的大都会区。

表 1 大台北都会区空间结构分布现况

空间区位
划分

人口
( 万人)

面积
( km2 )

行政分区

核心 144 67 台北市大同区、万华区、中正区、大安区、信义区、中山区、
松山区

北部 76 347 台北市北投区、士林区，新北市八里区、淡水区、三芝区、石
门区

南部 147 663. 75 台北市文山区，新北市深坑区、新店区、石碇区、乌来区、中
和区、永和区

西北部 124 153 新北市三重区、芦洲区、新庄区、泰山区、五股区、林口区

西南部 113 277 新北市板桥区、土城区、树林区、三峡区

东部 106 756
台北市内湖区、南港区，新北市金山区、万里区、汐止区、瑞
芳区、贡寮区、平溪区、双溪区，基隆市仁爱区、中正区、信
义区、中山区、安乐区、七堵区、暖暖区

资料来源: http: /nccuir. lib. nccu. edu. tw /bitstream /140. 119 /. /25750308. pdf。

二、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发展特点

大台北地区在发展成为以台北为核心的大

台北都会区同时，逐步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社会相协调的独特都市

化发展特色。

( 一) 集约化和积极融入全球化都市经济

体系

一方面，大台北地区都市化体现为人口从

农村和小城镇向台北市区及周边地区移动的集

中型都市化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大台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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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由台北市的艋岬开始，而后转向大稻程

再向外逐渐扩张，邻近台北市的市、乡镇的发

展在日据时期就有明确的都市产业功能定位，

引发人口持续增长，形成与欧美都市类似的郊

区化现象。另一方面，大台北地区在经济全球

化下积极与世界都市体系相接轨。具体而言，

大台北地区经济一直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1949 年之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制使台

湾的工业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生产连结度日益

加深，极大地增强了大台北地区与世界都市体

系的联系。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台湾信息产

业形成的特有网络生产型态直接或间接地促使

新投资不断向大都市周围聚集，使得都市及其

毗邻市镇因工业的集中发展而快速都市化。80

年代，台北及其周围县市的都市化水平已达

80 ～ 90%。③由此，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

式推动下，台湾经济发展顺利整合于全球经济

体系之中，期间，大台北地区快速发展成为颇

具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成为全球经济空间

网络的节点。目前，大台北地区与世界主要都

市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使大台北地区的发

展融入到世界都市体系中并参与其发展，由

此，加速了大台北地区与世界都市体系的密切

连接，提高了大台北地区的吸引力和辐射范

围，进一步提升了大台北地区的都市功能。
( 二) 交通运输体系立体化

90 年代中后期，大台北地区逐步建成交

通通达性完善、运输经济效益较高的捷运系

统。捷运路网陆续完工通车后，为捷运沿线社

区注入新的活力，重新塑造起大台北地区的城

市形象，为公众提供方便、快速、舒适美观的

大众运输服务，大幅度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区

的时间，成为大台北地区民众的主要运输工具

之一。基于此，大台北地区捷运系统被国际上

评定为稳定度最高的捷运系统。之后，为因应

大台北地区未来持续性都市建设的发展需求，

扩大捷运系统服务的范围，并发挥捷运整体运

输效益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大台北地区的台北

市捷运局自 2010 年起积极推进实施 “三环三

线”捷运路线规划。④此外，自 1983 年以来，

大台北地区先后分 4 期执行 28 年的铁路立体

化工程，⑤总投资 1800 亿元新台币，串连台北

市区沿线土地开发及都市更新计划，使原本因

铁路进入市区而遭到切割的大台北地区的铁路

两侧区域重新缝合，从而促进大台北地区的整

体开发，大幅改善这一地区的市容景观，提升

其交通顺畅度，同时也有助于契合台湾永续发

展与节能政策，促进大台北地区的进一步繁荣

发展。
( 三) 通过副都区和卫星城镇发展以缓解

中心城区压力

近年来，位于大台北地区新北市的新庄因

距离台北市区的台北车站仅 20 分钟的捷运车

程而逐渐发展成为台北市向西北部延伸发展的

副都区。⑥根据新北市都市发展规划，新庄副

都区与 新 板 特 区 是 大 台 北 地 区 重 点 发 展 的

“双子星”都市。目前，新庄副都区已发展成

为新北市除板桥外，交通基础建设、公共配套

设施建置最完善的地区。与新庄副都区发展类

似，位于大台北地区南部新北市的中和已发展

成为台北市近郊的一个重要卫星城镇，成为新

北市的第二大人口城镇、大台北地区第二大卫

星城镇和发展最为快速的地区。与此同时，大

量科技产业、制造业、电子产业等领域的企业

纷纷选择在此设厂，相关科技人才也大量迁移

至此。为提升中和的都市功能，⑦中和市提出

了共荣互惠发展模式作为中和市政建设的发展

方向，从而持续吸引台北市区民众向中和移

动。
( 四) 对淡水河沿岸绿色综合治理以推动

都市永续发展

自 60 年代以来，为使淡水河沿岸地区成

为未来大台北都会区再发展的战略要地，1966

年，台北市提出 “圆山新生计划”，包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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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河滨公园、综合大楼和停车场等。其中，

1970 年圆山河滨公园建成将都市边缘空间转

变为集体消费景观地带，满足了市民生活休憩

的需求，提升了城市形象。1978 年，台湾交

通事务主管部门提出 “淡水河公园走廊”构

想，次年，拟 定 基 隆 河 “滨 江 计 划”。1983

年，台北市通过回收临新店溪和景美溪的公有

河川地，积极推动河滨公园建设。截止 1989

年，淡水河系建成 13 座河滨公园。2010 年，

台北市与新北市联合提出 “大台北双子城计

划”，包括成立“淡水河流域管理局”和实施

“淡水河曼哈顿计划”。⑧其中， “淡水河曼哈

顿计划”规划将淡水河、新店溪和景美溪等

两市交界地带，通过采取都市更新和容积奖励

措施，打 造 具 备 纽 约 曼 哈 顿 形 式 及 规 模 的

“淡水河曼哈顿”国际化新区，使该区域成为

青年人居住区和公共住宅区，同时成为金融、

科技、旅馆业的企业营运和研发总部。与此同

时，台北市和新北市还联合发起 “淡水河沿

岸开发计划”。⑨主要包括河水净化处理、多

用途河岸公园建设、河岸地区生态系统保护、

淡水河桥梁美化、河岸都市再造等方面。
( 五) 重视知识产业开发利用对都市发展

的驱动作用

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台北地区通过资讯网

络系统将信息流快速传输与转化，使得都市区

发展极大地摆脱了传统资源条件的束缚，产生

新的经济型态与生产方式，改变了都市区功能

结构和规模结构，扩大了都市区与世界的联

系。70 年代后期以来，台湾信息产业迅速崛

起，为大台北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 活 力。
1976 至 1996 年，大台北地区的新闻出版业和

通讯社 约 占 台 湾 地 区 的 55%，其 中，图 书、

杂志和音像出版均高居台湾地区的 80%。另

外，随着全球网络产业的蓬勃发展，知识与信

息成为都市区间比较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因素。
1994 年，台湾颁布“资讯工业发展政策措施”

计划，积极推动“国家资讯基础建设” ( Na-
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 ) ，大台北

地区的信息网络得以蓬勃快速发展。2000 年，

大台北地区的台北市和台北县的家用电脑普及

率达 80. 76%，远高于台湾地区 28. 39% 的平

均水平。在互联网的使用上，1999 年，大台

北地区的台北市和台北县的上网人数占全台湾

地区的 45%，远高于岛内其他地区。2002 年，

大台 北 地 区 的 台 北 市 的 上 网 比 率 更 高 达

72. 5%。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也迅速

扩大，占大台北地区 GDP 的比重迅速提升。

大台北地区网络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由此成

为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发展基地。此外，

大台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拥有地方化产业支持

体系和专业化生产制度，使产业技术与劳动力

市场互相紧密结合，提高了当地信息产业的竞

争力，降低了信息产业的生产成本，形成了区

位化经济 ( Localization economies ) 和信息产

业经济规模优势。由此，通过信息科技的运用

和范围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台北地区逐步形成

网络化区域空间都市体系，汇聚有规模庞大的

国际金融、商业和信息等重要功能。
( 六) 通过文创产业发展推动都市更新

80 年代中后期，大台北地区已拥有全台

湾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最密集的创意人才分

布，最多元化的文化。1988 年，台湾地区立

法机构颁布 “都市更新条例”，其目的在于

“为促进都市土地计划之再开发利用，复生都

市机能，改善居住环境，增进公共利益”。在

此推动下，90 年代中期起，大台北地区以台

北市为核心，积极开展文化政策主导下的都市

更新。⑩其中，台北市 “社区总体营造”的文

化政策确立了 “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

的思维，文化产业逐渐与社区再造融合，并成

为社区再造的重要模式之一。1998 年以后，

在台湾当局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

下，台湾经济建设管理机构颁布新版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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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大台北地区的台北市展开了新一轮的城

市更新运动，文化开始成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

要元素之一。1999 年 11 月，台北市文化局设

立古迹暨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对本市古迹、

历史建筑、闲置空间进行系统的清查与登录，

并有计划地把市内的历史与闲置空间改造为艺

术和文化空间。2002 年，台湾将文化创意产

业列为“挑战 2008 重点发展计划”的一项核

心内容，瑏瑡首次将文化创意产业规划为台湾未

来发展的重点方向。由此，大台北地区的历史

建筑与古迹相应地被纳入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其中，台北市的都市更新逐步转向都市文化再

造，“文化轴”成为台北市城市更新整体规划

的重要之维。21 世纪以来，大台北地区的城

市更新全面导入文化创意产业理念，通过全面

推行 “闲置空间再利用”政策，为文化产业

的启 动 和 文 化 产 业 的 聚 集 释 放 出 空 间，即

“活化”和再利用传统历史建筑和古迹空间以

及闲置厂房和商业用地。在这些产业政策的执

行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以台北市为

核心的大台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 “旗

舰产业”，同时也推动大台北地区发展成为文

化大都会和全球性大都市。2009 年，大台北

地区的台北市的创意资源占全台湾的 14. 6%，

居全 台 湾 首 位，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总 营 业 额 达

3061. 05 亿元新台币，占全台湾的 59. 46%。

三、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发展经验借鉴

大台北地区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在都市

土地规划、空间结构优化、都市体系更新等方

面积累起较为成熟的发展经验。
( 一) 积极开展土地重划

伴随着大台北地区人口不断从农村和小城

镇向台北市区及周边地区移动，台北市外围的

卫星市镇因产业功能引发持续性人口增长，导

致大台北地区总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相

应不断提升。然而，在推进都市化进程中，大

台北地区积极开展潜在土地资源开发和土地重

划，致使其城市化水平提高与耕地面积变化呈

现明显不相关。由此，大台北地区都市化实现

良性可持续性发展。
( 二) 推动都市动态和静态交通立体化

大台北地区通过科学规划，发展都会区捷

运系统和执行铁路立体化工程，瑏瑢提高了大台

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通达性和运输经济效益。同

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大台北地区的整体开发和

公共建设投资效益的扩大。
( 三) 推动核心城市与副都区、卫星城镇

协调发展

大台北地区通过在台北市周边地区积极发

展副都区和卫星城镇，辅之以建设彼此之间的

都会捷运系统和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从而疏

散因无法承受台北市较高生活成本的部分都市

人口，同时，向副都区和卫星城镇转移部分台

北市的城市职能。由此，在缓解台北市发展压

力的同时，解决就业、环保、治安等城市问

题，进而带动台北市和周边地区的分工协作。
( 四) 积极建构都市多功能绿色空间网络

大台北地区为了解决城市化衍生的生态环

境问题，积极建设绿色空间 ( 森林、保护区

等) 、人为管理绿地 ( 市区公园、绿地等) 、

以及连接空间 ( 自行车道、绿色走廊等) ，由

此实现绿地与通道的网络、景观、生物多样性

等，从而提升大台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最终

形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都市环境。
( 五) 以知识经济产业发展推动都市更新

和网络都市体系建构

大台北地区通过大力发展资讯科技、文化

创意等知识经济产业，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东亚

重要的国际金融、商业、信息、文化交流中

心，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都市活力和软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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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2 页) 两岸青年职业共同体构建初

期，两岸青年的认同基础属于利益性和事业性

的认同，如果没有将认同向情感性和归属性的

认同转变，共同体是脆弱而不稳定的。职业认

同的建立首先要克服利益性认同的缺陷。当前

对青年台胞主要是政策上强化扶持，更偏重利

益性的机制，在大陆就业的台胞对大陆的职业

认同更多是利益性的认同。随着两岸青年职业

融合的深入，应避免长期依赖利益性机制，而

重点探索将对台青年政策从 “让利型”向“造

血型”转变，降低政策依赖性，引导青年台胞

在文化创意、电子业、IC 设计产业等形成自主

创业和就业的规模性的成功范例，从而有长期

扎根大陆的实力，进而强化对大陆的认同，并

发挥对台湾岛内其他青年的示范作用。另一方

面要引导归属性的认同。要从企业文化和群体

思想上引导对台胞的同胞情谊，加强群体思想

交流、群体联谊、文化认同，克服地域偏见和

政治性分歧，引导大陆就业台胞融入职业团

体，将对大陆事业的认同从派遣性、暂驻性、

短期性向长期性、扎根性、归属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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