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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盛 豐  自 傳 

109年 6月 19日 

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每年的公共工程建設及各層級空間規劃

預算高達數千億。六都升級完成之後，各都的舉債上限大幅提升，

可預見在往後十年，將會進入幾波的建設高峰。龐大的預算，轉

化成大量的工程硬體，類型包括道路、橋梁、車站、機場、港口、

漁港、學校、行政廳舍、風景區、河海工程、水岸等等，不勝枚舉。 

  台灣地貌長期以來，即被這些公共工程與區域空間規劃品質

所形塑。但目前專業界的共識是政府對公共工程與空間規劃的價

值觀以及決策過程仍不符專業界的期待。我國的專業環境、法規

制度、各級政府專業能力仍有待提升。 

  個人專業生涯數十年，以提升台灣之公共工程以及區域空間

品質為職志。對台灣公共工程與區域空間規劃的相關公私部門之

生態及生產流程，甚為瞭解。 

  擔任第五屆監察委員之前，個人專業生涯中有四個職務，成

為我專業成長與理想實踐的契機。茲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 1986-2000 擔任宜蘭縣政顧問 

於陳定南及游錫堃先生宜蘭縣長任內，我持續擔任宜蘭縣政

顧問長達 15年，協助督導宜蘭縣重大工程，研擬全縣景觀風貌之



第2頁，共9頁 

提升策略以及都市計劃及區域發展方針。 

動員國內及國際一流專業團隊的參與 

在這段長達十餘年的時光中，宜蘭縣府團隊與我開創了一個

平台，來自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國、澳洲等國際專業者與台

灣的專業團隊，共同完成了冬山河親水公園、宜蘭運動公園、羅

東運動公園、武荖坑、縣政中心等全國知名的大型建設。宜蘭縣

的公共工程成為臺灣的典範。 

宜蘭總體規劃 

縣府團隊與我邀請負責新加坡國土規劃的劉太格先生及其團

隊來宜蘭展開宜蘭縣總體規劃。此一規劃案大幅提升了國內區域

規劃的水準，對日後宜蘭縣的主要交通路網，以及北宜高速公路

平原段規劃，產生極大的影響。 

第二階段 1994-2000 擔任淡江大學建築系主任 

自 1994年起，我於淡江建築系擔任副教授，隨後擔任系主任

及研究所所長。 

積極參與社造工作 

1997年間參與迪化街社區總體營造，試圖喚起居民保護街屋

古蹟的熱情。透過規劃春節期間迪化街年貨採購的各項配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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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街道景觀改善，並以年貨大街為名，打響了迪化街的名

號。年貨大街以及後續的容積移轉政策，使拆除古蹟的壓力大幅

紓解，奠定了迪化街都市再生的基礎。 

城市的遠見與農村的遠見紀錄片製作 

由於相關經驗的成功，我與紀錄片導演劉嵩得以與公共電視

合作，進行了一個獲得金鐘獎的大型製作─「城市的遠見」。這個

記錄片的製作耗時數年，採訪了世界上許多可以作為台灣城市規

劃參考的案例。多年後，公視又委託同一團隊，製作「農村的遠

見」紀錄片，再次獲得金鐘獎的肯定。  

    城市的遠見與農村的遠見系列影片成為臺灣各大學相關科

系，及縣市政府與地方社造團體的教材。 

第三階段 2000-2002 擔任行政院 921重建委員會副執行長 

921 集集大地震之後，行政院成立重建委員會，由黃榮村先

生擔任執行長。我離開教職，擔任副執行長，負責校園重建、觀

光、產業振興以及社區總體營造。 

新校園運動 

地震後災區的國中小學大量損毀。在黃執行長全力支持下，

我在極大的時間壓力下與教育部共同推動了新校園運動。三年

後，上百個高品質的新校園逐一完成，大部分於規劃階段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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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也得以實現。 

 觀光及產業重建 

地震後災區的觀光業陷入絕境。我集合業者，依旅遊動線將

南投與台中縣的風景點組織成十三條旅遊線，並協助業者組成協

會，進行共同產品研發及行銷。重要的硬體建設，也透過國際競

圖提升水準。日月潭與阿里山就是在此機制下得以出現高品質的

景觀建設。十三條旅遊線的觀光協會持續運作至今，組成中台灣

觀光產業聯盟，對外進行更大規模、更宏觀的共同行銷。 

社區營造 

重建會成立了一個社區巡迴小組，鼓勵有意願的社區形成組

織，並廣邀相關專家，與居民尋找社區振興的策略。我也積極參

與其中。921 重建區產生了許多極為成功的社區典範。這些社區

與公部門共同發展出許多新的協作模式，如點工叫料、自力營建、

社區照護、社區生態旅遊、社區農特產品行銷等等，使台灣的社

造理論與實踐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第四階段 2002-2005 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游錫堃先生擔任行政院長組閣時，我獲任命為政務委員，負

責督導觀光、環保、重建區建設、及公共工程等相關部會業務，

積極推動下列五大面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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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推動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組相關業務 

擔任國土分組召集人，與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以及相關專

家學者完成了國土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後經立法院長期的努

力，終於通過國土法立法並付諸實施。 

面向二：水與綠建設計畫 

工作包括水資源規劃與利用，地景改善與復育，綠營建計畫

與下水道建設等項目，是永續發展與國土規劃的核心配套業務。

其中的生態復育、造林、新河川運動、自然海岸復育等方案，對

台灣高山、森林、河川、海岸均提出符合生態永續理念的新政策

目標，並在各項工程中落實。 

面向三：行政院觀光推動委員會相關業務之推動 

以觀光客倍增計畫為主軸，針對台灣觀光發展中的產品、行

銷、服務等全方位進行檢討，並將台灣的風景點組成北部海岸、

日月潭、阿里山、恆春半島、花東等旅遊線，組織業者與相關單

位，形成工作圈，對沿線的軟硬體進行體檢。重要景點也進行系

列國際競圖，引進了日、美、西班牙等國多位具國際知名度的建

築師與台灣專業者合作，大幅提升了觀光據點的設施水準。 

面向四：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新風貌方案 

以競爭方式，擇優補助能提升城市競爭力，足以改變城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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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結構的大型方案，並補助地方政府聘請景觀總顧問，提升空間

決策品質。 

  城鄉新風貌的補助作業，成為各縣市兩年一度的城市景觀設

計大賽，規劃設計出高品質的公共建設與景觀工程。許多建設後

來獲得國內、國際的設計大獎。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前瞻計畫之

城鎮之心建設，可視為城鄉新風貌政策的延伸，我亦與營建署合

作，分享經驗，如新竹公園及新竹動物園、基隆港周邊之水岸工

程規劃，即為城鄉新風貌所代表之專業願景的具體表現。 

   景觀面向的另一重大成績是景觀法草案的完成。景觀法若能

通過，將成為提升台灣地區景觀水準最重要的法制基礎。 

面向五:台灣地貌改造運動的佈局與展開 

台灣地貌改造運動由游錫堃前院長提出，責成我選擇並列管

當時各部會推動的重要大型建設方案，透過價值觀的建立，專業

團隊的引進，作業程序的建立，負責專案人員的教育訓練，達成

地貌改造的目標。 

被動員的部會及相關的計畫有：教育部新校園運動及永續校

園計畫，交通部台灣門戶專案，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客倍增計畫下

的套裝旅遊路線整備計畫，文建會、客委會、原民會的新故鄉營

造，內政部營建署的城鄉新風貌，經濟部水利署新河川運動，工

程會的生態永續工程以及文建會、教育部的新文化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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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地貌改造運動的兩個系列國際競圖，諸多設計方案落成

之後獲得國內外多項大獎，對台灣的地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擔任監察委員的自我期許與具體作為 

本人於初任第五屆監察委員時，曾定下目標，將在過去熟悉

的領域，包括國土規劃、城鄉景觀、公共工程品質提升、社會住

宅建設、都市更新等，針對權責機關之政策與作為持續關注。 

台灣已經形成一個令有理想的空間專業者窒息的困境。這個

困境由下列原因交互作用，而且日益僵固。 

1. 政府部門的空間美學意識薄弱 

2. 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及區域規劃的專業能力不足 

3. 工程會扮演仲裁角色，未能積極領導改善專業工作環境 

4. 偏向防弊的採購法 

於過去兩年餘的任期內，面對此一困境，所做努力如下: 

1. 針對公共工程品質的提升 

廣邀建築師專業團體，展開深入諮詢，並舉辦大型座談會，

邀集建築師、營造廠、工程會、營建署、縣市政府代表、審計部、

檢察官、法官，進行深入的溝通。達成共識、優先針對：1.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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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預算編列單價過低，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有違公平原

則、2.建築師及營造廠之監工監造之權責、範圍及目的，長期以

來無法釐清等議題，分立兩大調查案。 

調查案結案之後，工程會及營建署針對改進建議，持續討論

修正。法官學院也邀請建築師團體，針對以上議題之實務觀點，

設計課程，結果深獲好評，並規劃每年開課。 

2. 針對政府空間規劃專業能力之提升 

與都市計畫學會合辦年會，針對台灣都市更新失靈癥結，與

台灣都市計畫法之結構性缺失與實務困境，分辦兩場論壇，聽取

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意見，收穫豐富。經與會專家學者建議，優

先立案調查地方政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諸多面向未能落實之實情。 

本案歷經近一年之調卷、約詢，發現各縣市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大多未能依年限進行，也未訂定相關之標準與原則，大多僅

解決零星個案。現正積極要求改善。營建署亦因長期放任地方怠

惰，予以糾正。 

台灣大型水利工程、交通建設與區域空間規劃，息息相關，

尤以晚近極端氣候衝擊，社會矚目案件頻傳，屢有決策錯誤或瀆

職之負評。本人立案調查之案件有：1.流域綜合治理已達計畫目

標，但局部地區仍地層下陷，間有淹水災情、2.易淹水地區未公

告河川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3.政府已投入大量治水預算，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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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型豪大雨仍傳災情、4.南部豪大雨造成道路千瘡百孔、5.阿里

山公路側及三峽山坡地地主破壞水土致災。    

針對公共工程及區域空間規劃之專業品質提升，經過相關案

件之深入調查審視，有如下心得： 

1.公共工程與區域空間規劃應有整合性策略思考 

區域型公共設施，如水利工程，或區域交通建設，與區域空間

規劃之整合性策略思考，息息相關，只對權責單位究責無濟於事。 

2.鼓勵制度建立重於個案防弊 

公共工程的監察，個案防弊與制度框正的比重，應取得平衡，

甚或應更著墨於機關制度面的改善。宜蘭經驗，以及新校園運動

的成功，都在於公共工程的決策與管理機制進行合理的調整。一

昧拘泥於採購法防弊條文，並無助於防弊。 

3.鼓勵公共工程與區域空間規劃制度面的國際接軌 

我們必須鼓勵相關單位認真檢視國外先進且行之有年的專業

實務，參考國際進步的相關制度。我們應考察日本、香港、新加

坡、韓國、甚至中國的採購制度、空間規劃理念，以及這些國家

推動專業進步的作為。我們應與國際接軌，不可再故步自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