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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摘要 

關鍵字：都會區域、永續發展、全球化、四生環境共生、成長管理、指標操

作機制 

在全球化議題的趨勢下，都會區域產業、人口、政經等資源集中的特性，

兼負帶領國家迎接國際挑戰的重要使命。為因應全球化之潮流，國內各都會

區域的發展，已有必要應用一套客觀的評量系統，來衡量各都會區發展之問

題，從全球宏觀的視野進行整體策略擬訂。 

為了落實國土規劃理念，提升國家競爭力，本研究乃藉由國內外都會區

域相關永續發展指標計畫為研究基礎，並依據全球化、永續發展理論、四生

環境共生理論及成長管理的內涵，建立都會區域永續發展評估指標系統架構。 

台中都會區近年來在產業、交通等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的推動下，都會成

長速度較以往更為快速。為因應其發展趨勢，並探討都會區成長管理與永續

發展間的關係，本計畫乃以台中都會區作為都會區域永續發展指標機制操作

的示範地區，期能藉此作為未來台中都會區永續發展評估基礎及檢討依據，

以及台灣其他都會區永續發展評估的參考。 

本計畫以都會區域永續發展為主軸，建立一套確立可行之執行策略與操

作機制，以供有效管制與決策參考，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三： 

一、探討國際都會區域相關永續發展計畫，以作為國內都會區域發展之借

鏡。 

二、針對都會區域發展特性，建立都會區域之永續性評估指標系統與操作

機制。 

三、基於成長管理，提出台中都會區落實永續發展之執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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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Keywords: Metropolis Reg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E.S.L.P- Environmental Symbiosis, Growth Management, 

Indicator and Operating Mechanics 

Due to the concentrated resources of industry, population and 

social-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issues, the metropolis region was undertaken to adopt a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pilot nation while facing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correspond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measure the issues of each 

metropoli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draw up the whole 

strategies thru global and macroscopic viewpoint. 

For the reason of promoting to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carrying ou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and planning, this project is 

tended to establish the frame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 related 

bibliographies including the 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L.P- environmental symbiosis and growth management. 

Recently, the growth rate is faster than past with regard to the 

actions of significant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such as the 

industries and transportations in Tai-Chung metropolis region. 

Because of th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etropolis 

region,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adopt as the Tai-Chung metropolis 

region to demonstrate the indicators and be the reference to oth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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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s a trajec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etropolis 

region, this project will draw forth definite and workable executive 

strategies and operating mechanics to supply the reference of 

efficient control and decision making. Therefore,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three: 

1. To probe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ject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region, regard it as the reference of 

metropolis reg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2. To establish the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operating mechanics in the metropolis region, in the light of 

its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3. To bring up the executive strategies of Tai-Chung metropolis region for the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upon growth management 

n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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