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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具有回到市中心、減少交通擁塞、降低能源消耗等

效益，具備 21 世紀都市規劃思維，透過以人為本的都市設計以及重視環境品質

的維護，也是近年來世界各國努力的方向，正如本研究提出 TOD 引導都市空間

再造需要從「區域面向」建立整體發展計畫與未來願景，引導「都市面向」各種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重新發展與連結，以及落實到「社區面向」以人為本的都市

設計，以此為前提，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發展策略，才會真正達到預期效

益。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從探討 TOD 理論之根本意涵與相關發展內容，從新都市主義中建立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空間發展架構，並瞭解近年來美國、日本、新加坡推

動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空間主體與策略移轉，綜合提出 TOD 引導都市空

間再造之發展架構，並透過檢視臺北捷運路網之發展狀況與相關課題，提出一套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空間發展架構與發展策略，做為臺北捷運路網或是其

他正在發展或未來將有大眾運輸地區之都市，在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新規

劃思維與發展方向。 

一、TOD 並非「捷運車站發展或是鄰近捷運車站發展」 

本研究透過 TOD 理論以及與 TOD 相關之新規劃理論(新都市主義、優質成

長與綠色交通)，建構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理論架構，以及實證臺北捷運路

網與捷運相關之都市更新案內得知，在捷運車站周邊 300-500 公尺範圍內高密度

發展或是開放空間留設並非 TOD 的本質。TOD 的本質內涵在於「充分運用大眾

運輸(例如：大眾捷運路網/路線/車站)的交通運輸優勢，結合都市設計、都市更

新之手段，進行整體都市空間的改造。 

二、TOD 是「透過大眾捷運系統去改變空間機能創造新生活空間」 

TOD 引導區域/都市空間再造之功能，包含「引導區域/都市空間整合與再造」

與「引導都市空間再造策略」。透過 TOD 及與 TOD 相關之新規劃理論，先打破

既有都市發展模式，導入新都市主義與優質成長理念，重視區域發展整體性，透

過整合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地之發展，透過大眾運輸路網，形成有秩序的空間發

展模式，整合都市與都市間運輸網絡，進而透過優質成長與綠色交通策略，將發

展引導回到既存地區，進而對都市內部地區產生空間再造之策略。 

對此，顯示 TOD 是透過大眾捷運系統去改變空間機能，包含：現在以住宅

區為主的發展在未來或許能夠轉變為辦公、商業發展的地點，捷運車站內設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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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設施、育老設施，促使在家庭結構轉變的時代背景下，透過捷運車站形成多樣

性與多功能的發展核心，創造人在生活過程中更多的便利性、安全性與健康性。 

三、TOD 引導都市空間再造之應用策略注重「整體性與空間性」 

本研究所提出之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策略，係解決都市環境面、社會面、

經濟面之課題，主要劃分為區域面向、都市面向與社區面向之策略，詳細內容如

下： 

(一)區域導入發展保育平衡性 

區域空間包括大眾運輸路網為主優先發展地區、自然資源保存地區、一般發

展地區，透過整體區域發展計畫之制定，建立主要 TOD 發展核心區、次要區域

以及環境保育地區，透過分期分區、多樣性密度等策略，落實於都市計畫體制內。 

 (二)都市建立以大眾運輸廊道為優先發展核心 

都市空間包括以大眾運輸廊道地區為優先發展核心，透過多樣性的活動配

置，形成各種社區發展，包括住宅社區、商業社區、工業社區、文教社區等，結

合地方發展特性、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等，透過都市計畫通盤檢討、都市更新

綱要計畫等，減少都市空間發展之片斷性，以及透過集中發展、填入式發展、密

度管制等策略，建立以 TOD 引導都市朝向緊密性、安全性之發展型態。 

 (三)社區注重發展品質的提升 

社區空間包括以大眾運輸車站周圍地區為發展核心，透過建立可辨識性的空

間場所，串連公共服務、市政需要等公共建築空間，藉由街廓、街道與建築物配

置之調整，藉由都市設計進行空間再造。主要透過短街道、建築物面向街道、步

行街道、開放空間(公園、廣場等設置)等策略，進行社區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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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後續研究 

根據本研究對「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策略研究」之解析，

發現論述主體不能僅限於實質環境之探討，更要重視發展背後的價值，因此需要

運用宏觀的角度，從整體來看 TOD 及其與空間再造之關係，才能確實的解決問

題，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打破以往錯誤的思維，以宏觀的角度來看 TOD 與捷

運車站周邊地區之關係， 此將真正能達到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效益。由此

思維下，提出幾點後續研究方向，以供未來研究之參考。 

一、區域/都市相關研究建議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在區域/都市空間尺度下，針對 TOD 與都市發展主題之建議與後續研

究包括： 

(一)捷運車站選址以及路線規劃引導都市空間發展產生之影響 

本研究範圍界定在已有大眾捷運路網之空間，面對捷運路網在規劃時的決策

因素、捷運車站的選址問題以及路線行經之地區，未深入分析，對此，建議後續

研究者，針對捷運路網規劃型態、路線行經地區、車站位置決策部分，進行研究，

藉以瞭解捷運車站路網對都市空間發展之影響性與重要性，藉以做為未來捷運延

伸線擬定之參考準則。 

(二)大眾運輸發展前後對都市空間產生之影響  

交通運輸與都市發展型態具有「雞生蛋、蛋生雞，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的邏輯思維，本研究主要解決先有捷運車站後對都市空間再造之影響，以及如何

進行空間發展佈局之調整，然而面對未來在大眾運輸發展前對都市空間產生之影

響進行研究。 

(三)高鐵時代與臺鐵復甦下之都市空間發展 

大眾運輸工具包含鐵路運輸、捷運與公車運輸系統，在 TOD 發展架構下，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眾捷運系統建構完成下，對都市空間再造之策略思維，面對臺

灣大眾運輸工具，包括高鐵、臺鐵、大眾捷運系統、公車系統，面對高鐵時代下

一日生活圈以及臺鐵火車站空間再造之背景下，建議後續研究者整合臺灣大眾運

輸系統以及區域/都市空間發展型態進行研究。 

二、發展策略相關研究建議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根據所建立之三層級空間架構下，面對不同類型的大眾運輸廊道以及

車站類型，對於相關之發展策略，建議如下： 

(一)大眾運輸廊道與車站類型發展策略之研擬  

由於 TOD 發展之主要核心地區是大眾運輸系統所服務之空間範圍，對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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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運輸廊道與車站類型之界定，將在不同時間範圍以及空間範圍，有各種不同的

想像以及執行策略，建議後續研究可從 TOD 發展類型之角度，研擬各種廊道類

型與車站類型之發展策略與個別操作原則。 

(二)有 TOD 發展與無 TOD 發展之都市發展型態 

本研究主要建立在假設 TOD 發展朝向永續發展之前提下，進行有 TOD 之發

展型態，包括從李克聰(2001)、交通運輸研究所(2006)研究發現，在都市中發展

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可以達到五大效益：○1 平衡區域空間發展；○2 改善交通品

質，增加道路空間使用效率；○3 減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率；○4 融入環保

觀點，減少運具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量，降低環境衝擊；○5 考量社會公平，提供

不會及不能開車者可以到達目的地之另一種運輸工具選擇。然而，對於無 TOD
之都市發展型態並非就是不永續的發展型態，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

對有 TOD 與無 TOD 之都市空間發展進行研究，藉以提供縣市政府多種都市發展

策略之選擇。 

三、執行方案相關研究建議與後續研究 

為了可以具體落實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策略，本研究針對執行方案，

建議如下： 

(一)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具體量化建議 

面對 TOD 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發展策略，本研究主要透過質化方法進行策

略建議，面對人口結構調整、大眾運輸乘客率、容積獎勵標準等量化標準，建議

後續研究進一步建立具體量化策略，包含建立容積獎勵申請項目的基本前提、申

請額度的制定以及提供多少住宅、辦公機會與創造多少就業機會的預測。 

(二)各種車站社區發展類型之具體設計 

由於 TOD 具備多尺度空間發展型態，針對區位、土地使用、住宅密度、住

宅類型、區域中心、運輸節點、運輸班次頻率皆有所不同，TOD 在社區發展層

面可形塑大眾運輸村、優質成長社區、健康社區、生態社區、水岸社區等各類型

社區，面對不同類型之車站社區，主要落實之策略與設計方式，皆有所不同，因

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單一社區，針對都市計畫、都市更新、土地使用

管制標準以及都市設計部分，進行具體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