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 
大王椰與紅屋頂的曼波--校園文化資產保存與空間規

劃工作坊 

活動日期 2007 年 5 月 19 日 

活動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 E31 教室 

負責人姓名 楊久嫻 

聯絡方式 0912770026   joyceyang9999＠yahoo.com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環社 

 

二、 活動成果分享 

 活動檢討與建議: 

優點: A.校外各界相關領域人士皆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B.校內副校長､總務長等高層行政人員皆有出席,達到交流意見

的效果 

          C.此一活動受媒體關注, 有記者採訪報導,刊登於聯合報（見附錄 

            一） 

缺點: A.工作人員不足的情況下, 疏忽了全程攝影的工作,實為可惜 

      B.場上討論熱烈, 時間控制較為困難 

附錄一 

 

 

 

 

 

 

 

 

 

 

 

 

 

 

 

 

 

 



高醫校園文化資產保存與空間規劃工作坊專家､師生､校友意見總結: 

A. 以點狀校區營造都市型大學的開放式校園--  大學社區化 

B. 董事會權力與決策的下放 

C. 確立學校經營方向，制定校園師生承載量: 面對少子化趨勢, 未來學生人

數若減少,以下幾點或許可以解決在此過渡期間的空間不足的課題 

a. 以「租」代「築」 

b. 校園生活機能社區化 

D. 學校發展若一直受制於大學評鑑制度, 可以反向思考, 建議教育部將保存

校園歷史建物的努力列為評鑑標準之ㄧ, 在其他經費的申請上,可強調學

校致力於實踐醫學人文的努力, 設法保留南台灣重要的醫療史文化財—高

醫舊三棟。保留舊三棟是校方治校理念「優質人文、社會關懷」的最具體

呈現。 

E. 校園裡保有校友熟悉的空間與景物, 才有可能讓校友願意捐獻資金回饋母

校。 

F. 建立董事會,校方,校友,教職員,學生的溝通平台。校園規劃資訊透明化,

網路化。 

G. 透過文化資產指定來保護舊三棟,開創三棟新價值, 使三棟成為高醫真正 

  「資產」,而非負擔。使三棟成為行銷高醫致全世界的最佳精神象徵 

H. 創造高醫師生使用三棟的美好經驗與在三棟穿廊之間的停留機會, 讓新

一 

   代高醫人能了解三棟歷史與價值, 加深高醫人與三棟情感 

I. 台大講者給予建議: 

 藉由校園文化的啼聲，朝向醫學人文的提升 

 提供參予的機會，才有思想的激匯 

 支持學生主體性詮釋觀見，才得以一窺大學發展的關鍵 

 
都市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與挑戰-滲透策略 

黃景南 
話說： 

高雄醫學大學近年因教育部評鑑結果為「教學研究空間不足」，而面臨教
育部減少招生人數之建議(處分)，之所以用括號，是因為這不是一件壞事，
而是提醒學校：有限的空間，只能容納一定數量的師生職員。 
課題： 

提供一所都市型大學在面臨時校園教學、運動休閒空間不足時，並同時
面臨校園歷史建築保存時，是否有其它的可行之方案？ 
釐清： 

民國 86 年，國內專科學校得以改制為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得已改制為科
技大學，加上大學設立條件放寬，使得原本 58 所(民國 83 年統計)，至 94 年
止已增加為 162 所，學生人數也從 85 年的 50 萬 1 千多人增加為 129 萬 6 千
多人。從這數字上解說，或許你可以說：台灣教育水準提高了，這反觀的是
什麼？接下來要想的問題是學生要從那裡？台灣人口出生率正逐年下降，民
國 94 年統計小學畢業人數統計約有 31 萬多人。這代表著未來勢必有很多大
專院校面臨召不到一般大學生的困境。提及於此，是要點出，除非學校本身



能一直提升教學品質，且能開拓國內一般大學生以外的學生市場(例如國外留
學生、在職生、研究生)，否則就目前看似各大專院校辦學空間不足的現象，
是校園空間規劃必然產生的過渡期課題。 
 
目前： 

目前台灣市區內的大專院校紛紛擴大招生，其原因不外乎是因為地利之
便，高醫就是其中之一，高醫如同其它位處市區中大學一樣，也面臨如何擴
充辦學空間的課題？目前常見的四種模式：「合併」、「整體遷校」、「建設第二
校區」和「原地擴建」。本文重點在於當採取「原地擴建」模式時，同時亦面
臨到校園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時，探討其雙贏的空間規劃策略！ 
 
 
都市型大學規劃-原地擴建與滲透策略 

高雄醫學大學是一所伴隨著高雄市成長的大學，由早期位於市郊的高雄
醫學院到至今日位於市中心的都市型大學。然而高醫大的校園規劃如同台灣
大部份早期的私立大學，礙於經費有限，缺乏整體規劃，以致於在建設發展
上有一定的困難度。高醫大也曾經嘗詴以「第二校區」進行校園空間擴建，
但也因種種因素應停擺。「原地擴建」大部份的作法，會針對校園建築進行評
估，透過使用機能，使用效率、老舊程度、損壞程度等因素，進行校園空間
調整、擴建或拆除重建之方案。本文嘗詴著以校園滲透至社區之策略，於都
市發展與校園經營等二方面找出另一種可能性。 
 
策略一：發展點狀校舍-大學社區化 

台灣大部份的大學，大都以校地範圍，作為校園規劃的界限。然都市型
大學之師生活動範圍並沒有因此而受限，所受限的是所謂的「教育空間」。 
所謂「點狀校舍」是主校區為主要行政核心，以師生活動範圍約 500 公尺左
右以內，進行「點狀」的校舍建設發展。首先進行校園鄰近 500 公尺半徑內
的閒置空間調查，並進一步經過詳細的評估之後採取「收購」或「租用」方
式，進行「點狀」校舍建築與經營。然而這些點狀校區應有適當的路線串聯，
有系統的網絡規劃，也就是透過主要的社區網絡發展 出「大學社區」的規模。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解套-都市更新區域 

對於上述點狀校舍使用方式，進行解套。國內對於都市土地使用方式，
其透過都市計畫制定，劃設土地使用分區。而劃設之後，並非是既定不變，
可以透過通盤檢討或是以都市更新、容積移轉、BOT 等方式，進行大學本身及
周邊社區環境調整，讓都市土地得已更有效的運用。致於如何有效運用，得
視環境使用者的經營策略及其說帖為何？ 
 
善用都市資源、從生活中學習 

高醫作為都市型大學應思考如何善用都市資源，從交通、各式各樣的商
店、民間組織、政府部門，產業界等社會資源，加以整合串聯。而點狀校舍
策略應借重都市擁有完備的生活機能，從食、衣、住、行、育、樂到醫療等
各方面，讓點狀校舍，如同於一座大學城中運行。透過點至點的過程之中，
體驗並學習另一種校園與社區融合的生活方式。 
 
策略二：重視「行」的規劃，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行」於校園規劃，本應以人為本的行動空間，然而因汽機車等交通工



具的使用，讓校園須面對停車問題。高醫其師生人口數目前是逐年增加，然
而其校園使用者到校之交通行為，都是以非常不環保的單一車輛單一乘員為
主，這是長期以來校方忽略了「行」於校園規劃之重要性，所衍生的停車空
間不足、交通事故等問題。如今應思考未來高雄捷運通車之後，其校園規劃
如何因應校園「行」的課題及推動校園師生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單車、步行
或共乘等交通方式，應是校方未來面對校地作用停車或道路等不經濟土地使
用方式之挑戰。 
 
策略三：以「經營」取代「建設」 

高醫校方有意於建蔽率飽和之校區，興建第二教學大樓，預計建築高層
為 12 層樓，總樓地板面積 12000 坪，總建設經費為八億元，預計 2 年工期，
其間因需要拆除至新建大樓完工啟用所造成原有的教學空間不足更加嚴重，
其替代方案為何？如同前言所提，或許因思考的問題是：若未來學生人數若
不增反減，應如何解決在此過渡期間的空間不足的課題？ 
 
以「租」代「築」 

以租用「空間」代替建築「空間」，目前全球建設原物料價格，皆因大陸
市場需求量大，加上國內房地產高漲，造成全面上漲，此時建設成本會相對
提高。建議校方或許可以與建設公司或飯店業者合作，以「租賃」方式，來
解決此過渡期間校園辦學空間不足的課題，且應以住宿空間為主。 
 
校園生活機能社區化-聯盟合作 

高雄醫學大學其週邊生活環境設施，已相當完備，無論是餐飲空間、書
店、日常生活用品、服飾、電影院、公園等…。應善用完備的都市機能，與
鄰近社區合作，並推動環境品質的提升，或許校方可以採取與店家及市府聯
盟合作方式，對校方而言，一方面確保消費品質，另一方面也可讓師生職員
享受折扣優惠；對店家而言，也能有穩定的消費群，對社區而言，也有一定
的回饋。如此一來，原本於校園內之部份餐廳空間可以外移或是轉型為休憩
空間。 
 
參與社區-共同經營環境、空間、場所 

大學不應只是校園內課堂知識的教授與學習，應該是人與人、人與萬物之
間互動所產生的對話與智慧。校園若沒有界限，不就是到處都是校園。校園
經營若能跨出圍牆，讓師生職員參與鄰近社區活動與組織，共同經營社區環
境、空間、場所，相信就是最好全人發展。學生不應只是活在校園的知識殿
堂裡，更重要的是終身學習與社會行動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