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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住宅這門課程希望同學能多一點洗禮，讓同學可以覺得跟過去所學的住宅不

同。 

2、基本上，這門課主要是希望能讓同學多一點感受，能讓同學能多一點面向來

觀察問題，最終希望同學能從總體面向來切入問題。 

3、台灣今日的住宅問題其實都有它本身的脈絡存在，這十幾年下來，改革的力

量越來越有氣無力，希望同學透過這門課的學習過程中，能對於居住環境能

有一份責任。 

4、理論的背後有很多是實務在操作上相當困難的，然而理論與實務必須如何結

合，是我們必須仔細思考的。 

5、希望同學上完這一學期的課程下來能有脫一層皮的感覺，這表示自己有成長。 

6、同學要寫term paper初入學術大門，題目範圍都訂得相當大、相當廣，這或

許表示同學看問題的時候還不過細膩、思考的邏輯不夠嚴謹。 

二、本週課程內容 

（一） 開發中到已開發國家的住宅比較分析 

十年前去了大陸有一種很深的感觸，硬體的建設可以很快速；但人的建設卻

很不容易的。華人文化背後隱含著有土斯有財，試圖從亞洲四小龍與日本的比

較，來了解台灣住宅發展發生了什麼問題。香港與新加坡本身即是華人社會，而

韓國與日本亦都受到大唐文化影響很深。不過這些國家本質相類似，但經過時間

的演變，最後各個住宅發展的特色完全不同。在歐洲住宅課題的探討是相當受到

重視的一件事。有很多人想要把歐洲住宅那一套全部引進台灣，個人是比較不認

同，因為我們必須觀察長期住宅的發展底下，是否可以符合社會的接受度還必須

去思考的。 

 

 



1. 香港與新加坡 

香港與新加坡經過殖民時代的統治，因此影響到他們的文官體系，致使政府

認為住宅是一個社會福利、政府責任、施政績效與工具，所以新加坡境內有將近

70%的公宅。新加坡實際上只是一個城市國家（city country），因此住宅方面沒

有什麼複雜性；香港至少還有一些城鄉差異但仍不夠明顯。因此，實際上這兩個

國家與台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然而過去在七十、八十年代政府派員至新加坡或

香港這兩個國家去考察，最後發現將兩國的住宅發展經驗引進台灣其實是不太可

行的，因此最後不了了之。新加坡跟香港的土地雖然都曾經為英國統治過，也就

是土地為英國女王所有，但是香港後來回歸到中國後，住宅本身型態將會是跟新

加坡不同的。 

2. 韓國 

韓國得企業經營模式本質上都是以大財團、大企業的發展模式，而台灣企業

則是偏向中小企業模式。氣候方面，韓國是屬於北方文化，到了冬天幾乎是冰天

雪地，這影響人相當大的，不過就經濟發展來看，韓國與台灣還蠻接近。二十年

前，韓國整個國家環境的感覺還再遠落後於台灣二十年，可是二十年光景過去

後，前幾年到韓國去，看到韓國整個環境發展的景象，真的是讓人感覺到不寒而

慄，進步實在太快，台灣真的必須要好好努力加油。然而韓國的城鄉差距比台灣

大得很多，這部分台灣目前還好，但相對地，也就是說台灣鄉村是沒有什麼很大

的特色的。韓國那種大企業式的經營模式產生的集體意識相當可怕，這與台灣中

小企業式的經營環境，所產生的疏離感、莫管他人雪上霜的人際關係，對於台灣

的影響相當深。 

3、日本 

美國雖然科技及各方面發展得很好，但是都市住宅環境給人的感覺並不是很

舒服，這可能與日本那種很有秩序的感覺差很多。過去教育對於日本方面，給我

們灌輸的都是負面的，但是去過日本後，發現日本是一個很講求秩序、背後隱含

著很濃厚的文化氣息，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日本鄉下的農夫都是那麼有氣質，什

麼東西都可以談，對於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那麼講求精細，這些特質都反映在他們

的住宅上。 

（二）台灣的住宅發展 

就科技發展而言，台灣已經可以稱之為以開發的國家，台灣整個科技發展的情

況，如果跟英國的情況比較，才是過之而無不及。但就文化層面上而言，台灣似

乎無法真正稱的上是已開發國家。然而一個國家真正的競爭力是在於人的質上的

提升，否則只是表象的硬體發展，這並不是真正的競爭力。 

1、最近在做社區住宅環境評比，讓我看到台灣的社區開始慢慢凝聚，社區團體



意識的那股力量慢慢出現，但是跟日本比起來，差距還是很多、很大。 

2、如果了解到政府的官僚體系之後，會發現真得很無奈，國家那麼龐大的機器

很多政策的推動的過程中，有時只是長官的意思或是其他未經過仔細思考的

地方，加上當前以選舉掛帥的前提底下，台灣的住宅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

是相當不容易。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要真正的去找到方法，找到現象問

題的關鍵點，要找到問題關鍵點則必須培養自己的觀察力。 

（三）思考 

1.從開發中到已開發國家到底面臨的什麼樣的住宅發展問題？ 

2.台灣從開發中到已開發的過程中有沒有產生屬於自己的住宅發展問題？ 

3.日本住宅發展又是怎麼回事？二次大戰時的日本與今日的日本不同的背後隱

　含著什麼？ 

4.目前台灣有八大住宅系統（如：國宅、勞宅⋯等等）要如何去整合？ 

5.政府、民間業者、學者、人民，要如何去融合這四者之間彼此的關係？ 

（四）同學發表課程感言 

1、慶安： 

這堂課最重要的地方在於老師提供很多刺激想法的地方，這堂課最大的收穫在於

使我們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很多問題。例如：看到一個報導，讓我們可以去

思考背後所呈現的問題為何？是不是就如同報導所敘述？ 

◎老師回應： 

今天中午跟大學部吃飯個人感觸很深！什麼是讀書人？至少目前大學部的學生

給我感覺不到讀生人的特質，也就是說現在的大學生都不會花費時間在學術或書

本的敘述或探討，而是把時間浪費在其他地方，對於讀書感覺很無奈，而不是真

正悠遊於書本之中。我希望這學期的課程給同學的不是僅有What is housing?

而是What is knowledge? 

2、益群： 

上這堂課跟過去求學以來給我感覺差很多，因為我過去很討厭寫東西，但是由於

這門課每個禮拜都必須寫一點東西，因此強迫成長雖然很無奈，相對地，回過頭

來看，感覺收穫很多。過去我對於住宅沒有很大的興趣，但是每個禮拜為了繳交

作業所以去觀看了很多新聞，思考了很多東西、對於住宅的課題也有比較多的了

解。 

◎老師回應： 

有改變就是有收穫對吧！對於自己應該還是很滿意吧？有壓力果然是會成長



的！慢慢地學習去找一兩篇PAPER來看，還有很多的成長空間。 

3、宏叡 

日本的房子內部維護得很好。京都和神戶兩個都市的感覺相差很大，京都是一個

很古老的城市，但是神戶因為曾經發生神戶大地震，因此所有的建築物都是重新

建造，給人家的感覺很新穎。京都的房子雖然外觀老舊，但是內部的維護相當的

好。日本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會走路」！在日本那裡一天走的路等於是

我在台灣一年走的路。 

◎老師回應： 

現在的大學生很多都已經有出國的經驗，不像老師過去那段日子，並沒有辦法像

現在一樣，那麼容易出國。我相當鼓勵大家有機會多多走出去看看，對於個人的

成長有一定的幫助。 

4、逸清 

本來對於政大的感覺是很古板的，之前有去修過東亞所的課，發現同學之間的互

動很少，但自從修了張老師的課之後，感覺多了一層的討論之外，也可以學到蠻

多東西的。 

◎老師回應： 

我每次發的東西同學有沒有回去看，我都很懷疑？不過我知道至少逸清多少都有

在看，同學真的要花一點力氣去將上課以及reference的東西去看一看。 

5、映如 

我這學期有修北大的課程，感覺辛老師開的課程很不錯，上課非常的緊張，因為

上課老師與同學的互動相當頻繁，在討論中還是可以學習到老師要教的東西 

◎老師回應： 

顯然我們必須要好好檢討，北大因為那裡有研究生研究室，甚至研究生晚上就住

在研究生室討論，相較於政大而言，政大研究生比較缺乏討論和對話。進入研究

所，整個研究氣氛是必須要有的，否則如何稱之為研究生。 

6、駿旭 

住宅這個課程其實給我蠻大的負擔的！因為每個禮拜都必須繳交作業，。最大的

感觸在於對於問題有比較寬的看法和比較深入的角度去看，此外當然還是需要多

念一點其他課堂以外的東西 

◎老師回應： 

當然同學還是需要多念一點東西！不知同學有沒有熬夜過的經驗？我在大學時

代每次熬夜畫圖，一直到朝陽慢慢地升起跟早晨的鳥叫聲慢慢一直出來的感覺，

然後收音機放著Morning has broken的感覺真棒！我主要要說的是，希望大家

有那種念書的感覺，慢慢培養自己成為真正的讀書人。碩士學位其實是專業



（professional）學位，還不可以稱做為學術（academic）學位，博士才真的是

學術學位，因此如果往後要念博士的人，真的更應當樣培養自己成為「讀書人」。 

7、建穎 

大學時代交報告只是把自己看到的東西以及想到什麼就直接寫出來，不過現在念

研究所會想要去多看一點書來印證自己說的東西是可行的、是有根據的。另外，

與大學比較不同的是，現在會比較注重數據，來輔以說明自己的東西。 

◎老師回應： 

沒錯！數據這個東西雖然非唯一當卻是相當重要的，同學應當試圖去找尋數據來

去支持自己的論述，同時也可以加強對於自己所論述的東西有信心，然而信心是

如何產生的？所以數據上的處理上是我在同學身上比較少看到的。當然絕不是夜

路吹口哨就會有信心！這一定需要透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後加以驗證的，最

後信心自然產生，大家還必須朝向這個方向努力。 

8、晨欣 

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從過去是否曾經學習過或曾經欲過當作解決問題的第

一步驟，這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常會被過去所學的東西所限制住，所以有時想

要將很多東西加以突破，打破現有的框架，但是事實上卻往往很難。 

◎老師回應： 

坦白講，晨欣所寫出來的作業是在同學中比較感覺的，也就是有內化為自己的東

西，這也是其他同學必須好好去學習的。我常告訴自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

理」千萬不要我給你了一個框框，結果同學又被那個框框給限制住了，在研究的

起步，因為經驗不足，往往從模仿開始，基本的東西都還沒學會，要將全部的框

框都打破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可以就某些問題去試著寫出自己的想法，有一些

突破這是好的。 

9、慈美 

每個禮拜住宅這堂課，老師透過討論的方式進行可以讓我有很多思考問題的機

會。很多東西可以透過國外的研究中去思考台灣目前的問題，但是目前對於國外

的研究文獻還攝取還不夠多。 

◎老師回應： 

每次在改作業的時候，有時候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會在旁邊註明可以在上課

中提出來跟大家討論，但是每次同學都不會主動提出。在我留學的經驗中，都是

主動地去找老師問問題，甚至找老師就像是在看病一樣，還得掛號排隊。所以求

學問主動權在同學你們自己身上，不要給自己框框先將別人會有什麼反應先作預

設，盡量主動去學習、去詢問，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10、易璇 

同學非常重要，有時候自己遇到一個問題時，與其自己在那裡發呆思索往往不如



透過跟同學的討論。北大與政大的學習環境有點不同，北大出來的多半經濟會比

政大強一點，而法制方面相對地會比政大程度比較差。而就作報告而言，政大在

大學四年的訓練比較嚴格，所以作報告的能力會比北大好。 

◎老師回應： 

北大在寫報告能力上真的是有比較吃力。不過我還是要說的一點就是：感覺是很

重要的！也是我一直強調。做什麼事情都是要有感覺(make sense)，真正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要不斷地去擴充自己的管道，讓自己的能量一直發散出去，甚至可

以跟不同領域的人多去討論多去對話，可以激發出來的學問更多，如果只是一直

侷限自己，甚至不願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想法，那最後的結果會讓自己越來越限縮。 

11、芳琪 

剛開始跟在大學時候一樣，常常會想要去找到正確答案或是接近標準答案，尤其

在找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有時文獻找來找去就是那些。但是進來研究所之後，慢

慢地會開始去激發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凡是要去找出問題的標準答案。 

◎老師回應： 

我倒是認為不要給自己有一個固定模式的想法，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不

要完全被書給框限住，所以我遇到問題不會先看Paper，而是先去思考自己的想

法是什麼，所以我蠻鼓勵同學能有很創意的想法。 

12、式韻 

我上老師的課其實已經有蠻久的一段時間了，自己每個階段學期方式是不一樣

的，我對於自己的要求就是，要怎樣把一個無趣東西變成有趣，但有時候會變成

有趣的東西想到最後反而變成無趣的。不過希望自己是也能夠更寬闊，期盼可以

不斷地訓練自己的洞察力，這也是我目前一直在努力的。 

◎老師回應： 

其實式韻本身是蠻努力的，不過也不要給予自己太大的壓力。學習的過程中，是

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點滴累積，慢慢地就會有脫一層皮的感覺，知識的銜接和探

索一開始會很大塊，但是要慢慢去學會如何去銜接跟細緻化，這是學習當中很重

要的，也是一開始要學習的。  

13、芳妮 

每個禮拜為了要交作業，花費很多時間在看很多文獻，總感覺時間不太夠。 

◎老師回應： 

芳妮時間不過情有可原，因為家住土城，花費太多時間在通車上面，這是相當不

容易的，所以其他同學更應當更珍惜自己的時間。不過在壓力之餘，慢慢讓自己

在學習過程中開闊出來，不過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換句話說也就是讓自己放鬆學

習，學習放鬆可以讓自己學習更有趣。有時我希望同學不要跟老師有距離的感

覺，或許你們年齡永遠不變，而老師年齡每年不斷增加，但是我也期許自己心態



上不要有變化，表面上的壓力不是真正的壓力，希望不要造成心理上的壓力。 

14、佳玲 

我很喜歡去聽人家對於一個主題去講有關他的想法，所以透過上老師的課當中可

以聽取很多東西。在寫作業的時候，我發現沒看東西要寫作業是很痛苦的，所以

為了要回答老師的一些問題，會強迫自己看一些東西。 

◎老師回應： 

縱然我現在要去講一個東西，也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去準備的，所以有時候也很佩

服同學可以在一個禮拜內把問題的想法講出來。而且我也要強調，這個過程是必

經的，即使我現在也是要面對這個過程，所以給同學鼓舞一下。 

15、泓見 

住宅課大概一學期寫下來是我大學寫的量吧！很多次作業都會感覺到很沒有

趣，所以會有一種搪塞的感覺或是只是將別人的話寫進來，我覺得最痛苦的是很

多事情很想講，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用文字去表達出來或是欠缺一些數據去說

明。 

◎老師回應： 

的確！泓見真的是比較特別，特別是在說他過去的學習經驗跟我所想的有點落

差，一開始讓我覺得蠻shock的。一開始或許講一件事情很破碎的，但是慢慢地

將破碎的文字拼拼湊湊起來，最後會越來越進步、越成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SWOT，怎樣去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怎樣去彌補自己的劣勢？好在你是研究

生，所以必須要保握住機會。 

16、凱傑: 

對於政大的教學感覺越來越失望，因為地政系比較重視方法論而不是知識論，也

就是說教你How而不是教你Why，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而上老師的課讓我深刻

體會到蘇格拉底說的一句話：「真正的哲學家，其實會發現自己是一無所知的。」

我覺得做研究必須又走出自己的路，真正對於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再去找指導老

師；而不是找了指導老師以後，然後就老師給予你什麼題目就寫什麼，這樣 

◎老師回應： 

我當然希望同學可以容納百川後然後走出自己的一條路，還好現在學期去頭去尾

還有三分之二，大家還有時間去思考自己要怎麼走，盡量讓自己能有自己的路

子，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子。很多事情都是操之在己，與其抱怨外在環境的不好，

不如還是自己想辦法找出一條路。 

 

 

 



 

（五）結語： 

我的職責就是幫助每個學生，雖然本身真得很忙，有時難免地很難照顧得很

周全，但是很希望每個同學有什麼問題或困難盡量來問來找老師，在課堂上我都

很努力希望把全身的所學傳授給各位。不過真的希望同學真正去想想從一開始住

宅的定義到各種不同的經濟、環境到價值觀、體制，在這個背後從基本慢慢大到

擴大到最後的國家發展，隱約在這個脈絡中，希望大家對於住宅能有一些想法。 

 

三、作業提醒 

下學期開學前，將這次的作業（12/22及12/29）跟三篇英文文獻心得、三篇中

文心得及期末報告一併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