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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都市更新條例早在1998年就
已經發布實施，迄今20多年，完成

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比較大規模的都

市更新計畫，仍是未盡完整，主要原因

不外乎專業不夠、整合不易以及民主政

黨輪替，造成執行連續性問題。

時間推到2013，當時內政部長為具土木
學術專長的李鴻源博士，當時積極推動

的防災型都市更新，李部長說明：「國

家地震中心他們最近做一個模擬，萬一

山腳斷層發生地震，台北地區會倒掉

4,000棟，甚至更多，身為主管官署要有
擔當，這個問題不能不面對，我告訴營

建署要推動防災型都更台灣」。李部長

當時解釋，此計畫特色為由政府主導，

指定30年以上老舊住宅必須拆除。

防災型都更原本主訴由政府主導，以公

開招標的方式由民間業者執行，推動立

意良善，但是都更牽涉利益甚廣，此

案推出不久即遭大法官解釋違憲，可顯

出推動之困難，其背後之多爭議有待解

決。

不知是否為巧合，如讀者有印象，2016
年與2018年的2月6日各有一次博得各大
媒體頭條的重大地震災害，分別為芮氏

規模6.6高雄美濃地震以及芮氏規模6.6花
蓮美崙地震。兩次地震分別為不同區域

特性所引發的災害，但是相同的事都凸

顯了台灣建築物在蓋的時候，就已經有

未經完善考慮的建築技術或者偷工減料

等事件暗地裡發生。

其實在美濃地震後，政府加速進行「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並在2017年4月25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這部分被部分民間團體、學者說是都更

高速公路，但也帶出了此條例通過後衍

生出來的商機。

不管台灣目前推動的政策以及執行面如

何，站在量測的角度，以儀器量測到結

構物經常性背景振動或者經由地震事件

後取得的振動資料，再導入工程量測公

式取得目前結構物的健康與否，視為本

期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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