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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空間經營與文化創意 

〈】31)311 3^16的都市精品化經濟〉 

：：；：1管理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廖詩文老師 

一、精品化的；^&！)&II 8^716 

2007年3月，日本的「東京中城」（了。!^^^。 ^^(！！^而）在萬眾矚目之下正式開幕， 

再次把世界的焦點拉回東京都心。在新特別法下，作為日本四大都市更新區域之首的 

東京都，計畫在七大地帶推動再生計畫，除了沙留的大型商務複合開發計畫位於東 

京灣區外，另外的六大地帶都位於東京都内。眾所周知且名聞遐邇的「日本電子商店 

街」秋葉原（八！；！!!^!)&『^)，就因其特殊的市街文化，被定位朝國際性的資訊科技產業 

中心發展；至於東京車站附近的其他經濟區塊，則被定位朝國際商業中心翻新。對内， 

日本經濟的復韪使日本政府積極投入環境建設；對外，都市更新後的日本都會圈，則 

已從「普世化」的觀光景點，躍升為「精品化」的都市商品。因此，當我們被金磚四 

國等新興市場竄起以及全球熱錢（！！^)! 1110116 ) 0重新流動帶來的衝擊所影響時，位於日 

本首都的東京卻還是不斷吸引國際旅人與經濟新貴前往消費，這與日本將重點都市轉 

型到「第一流」、「精品化」的落實有莫大的關係。因為都市再生後的東京，宛若成 

為人人嚮往的時尚名牌包一樣，成為女性族群、頂級消費者以及奢侈品產業的最愛。 



把東京說成世界都市圈中的， 一個「別人花錢，我賺錢」的「精品型都會」，一點 

也不過份。 

二 、我把都市變成炫耀財 

在投資熱潮中身經百戰的熟女族群，最熟悉不過的就是「挖耀財」（^！!。^)-^^"") 

這個時尚語言。所謂的「炫耀財」，其實不過就是「奢侈品」的另外一種說法。然而， 

在金磚四國等新興市場竄起之後，全球投資人，也就是所謂的富有者不僅看好亞洲巿 

場，也看好精品市場的後勢。就都市競爭力來說，愈早把自家的都市文化提升為「炫 

耀財」（^。！！！？-^纟^。^；^)，無疑是掌握境外文化產業移入以及國際資金挹注的城市贏家。 

因為擺脫金融風暴以及改善經濟的新富新貴，將能累積更多財富，這時旅遊、消費等 

需求將帶來另一波的經濟流動。 

當"型社會成為一種都市文化發展的趨勢，具有越來越大的購買力與消費力的族 

群，並不會察覺總體經濟是否走緩，也就是頂級消費者將追求更頂級的消費商品。這 

也就是說，當日本透過政府都市再生政策的支持，透過民間企劃的創意打造，將東京 

等大都會圈逐一轉型成亞洲區域的頂級都市時，一個代表〗21)311 81716的都市精品文 

化就於焉誕生，而只要被賦予精品的光環，就不怕沒有頂級消費者的關注。繼2003 

年「六本木1118」吸引世界各國旅遊記者的報導目光後，2007年「東京中城」的開 

幕，為日本帶來更多境外商機與文化產業的進駐，這無疑就是一個最佳實例。 

三、東京中城的競爭力 

東京中城，可以說是東京都內六大地帶的放射中心。位於六本木區域的東京中城， 

不僅位於東京都的心臓地帶，更在日本政府考慮增設更多文化設施與公園綠地的規劃 

下，從辦公大樓集合體的都市結構，變身為一更適合人居的文化都城。因此，繼2003 

年六本木111118方案成功吸引了更多頂尖產業自歐美進駐後，2007年東京中城更吸引 



了頂級酒店集團麗池卡登（丁 116 1^112-0 & 1-11011 101^^0 ^ 、日本雅虎、富士軟片、富士 

全錄、法國香奈兒餐廳、三宅一生的縐褶專櫃、了 0 1 ^ 7 0 ^1(110；^！！ 0681211 ^！!^)等駐點營 

運。始終以推廣「發覺生活之美」的 3 1 1 1 1 1 0 1：7美術館、新置的21—21 0681211 ^！?!!! 

等空間，也紛紛透過隈研吾、三宅一生等國際享譽的知名設計大師之手，將日本傳統 

美學與現代摩登意念的設計成果具體展演，將擅於汲取東方與西方表現之長的〗31)311 

3 1^16做更簡約而深奧的凝煉，進而吸引世界關心日本如何運籌帷幄傳統與現代這兩 

大對立元素，創造頂級精品風格的「城中之城」。 

最有趣的是，與 ^ 1 6 1 0 \ ^ 1 1 丁 0\^6 ！" 、 ^1(110^^11 1^651 、 ^1(110^/11 2 & 8！對望的0 & ！：̂ !̂ !! 

'丁 6 " & " 及 0 3 1 1 6 ^ ^ ，則是由櫻花樹林與綠色草地彼此連接。東京中城内部來自世界 

頂尖企業所代表的現代消費文化，在東方思惟的新式建築體内和諧並置，使得城中城 

的設計在此具體而微，呈現1^658 18 1^016的簡約極致。將交融科技與自然的都市風景， 

透過藝術與經濟共生的方式進行對話。可以說這是一種頂級消費者最嚮往也最需求的 

一種都市生態，在簡約生活中享受消費，在消費空間中體驗人文。是以，東京中城的 

出現，提供了精品型頂級都市的一種塑型典範。 

四、具備時尚動態的都市空間 

多數人對特定空間都抱持特定印象，但是當前我們將時尚與東京劃上等號的時 

候，東京本身的空間觀念卻正在相對移動的新時空下，又衍化為次一個〔1116 ！！㊅^^?!) 

動態定位。對曾經造訪多次東京的都會旅人來說，印象最深的應該就是東京給人不斷 

在更新與幻化的印象吧？在日本特殊的文化環境與文化傳承下，變動的空間並未擾亂 

東京的都市認同，反而給國際商旅族群層次豐富的新鮮感，令人流連忘返，百遊不厭。 

這種吸引人不斷想要回去「觀看」的動態都市特色，無疑是東京最魅惑人心也最具擴 

展張力的商機所在。 

從四百年前江戶商業式的造城計畫，到當代東京成為一個藝文都心的空間位移， 



東京歷經了西歐文明的進入、明治維新、東京大地震後的都市重建、兩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文化的洗滌、，以及其後的泡沫經濟與全球股災；然而，無論在哪個分裂的時間， 

曰本一直能於協調西方與東方價值競合的縫隙中開拓出具有分裂人格式的文化织纏空 

間 。不僅市場經濟的反應會在這裡立竿見影，日本的傳統工業、外來的異國風情、新 

潮的和洋薈萃，不斷地被東京吸納與吐出，在文化吞噻與反蒭中，振興了東京日夜兩 

極化的都市經濟：多文化與多領域的詭變趣味，則又不斷吸引來自日本民族中心思惟 

的人文反省，環境議題與東西文化衝擊一再地在市場機制的嚴厲篩檢下，翻新東京的 

城市面貌與都市價值。 

五、以我為中心的自信氣度 

現在的東京不僅是個國際化的商人城市，更是時尚產業的核心。我們姑且就說東 

京是個在全球化與當地化疊合下複合而成的多文化東亞街墩，但其同時兼融國際商業 

脈動與全球時尚經濟的魅態，卻不斷虹吸各種文化加入，網羅世界頂尖產業投資。東 

京給人的都市印象，已從昔日重疊和洋薈萃的文化内化型庶民都市，化身為以極簡美 

學表現複雜意識的精品時尚新阜都。 

以東京中城為例，這個融合人文、藝術、自然、科技、感性的經濟中心，已經不 

再宣揚慾望流轉的都市風華，而以呈現清新的共生思惟以集聚來自世界的人才、文化 

與機會。使東京這個過去被視為「沒有中心」的多衛星發展型都會，為泡沫經濟後的 

日本都心重置一個文化中心，並為新世紀的東京經濟發展，拉出一條結合頂尖時尚與 

藝文風格的天際線，為東京帶來另一波商機。 

東京的空間形態也就在成功的都市再生計畫下，成為既是經濟的，也是科技的； 

既是區域的，也是全球的；既是文化的，也是市場的；既是傳統的，也是前衛的東亞 

商業中心。當這些複雜的網絡連線織結成一個緻密的國際經濟網，促使更多的商機與 

文化產業得以孕生後，這樣一個不斷蛻變的、多元並存的競爭空間，也就出人意表地 



形成一個了01^70 8 1 ^ 1 0式的動態經濟，一個充滿東西文化競合的薈萃文化。 

六、都市精品的商業魅力 

當我們開始觀察日本新的都市文化所帶來的各種衝擊時，必須進一步開始思考曰 

本經驗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日本政府為了徹底解決泡沫經濟之後各大都心斑駁的舊 

街區與閒置的都市土地，在進行都市再生計畫之際，也考量了增進都市居住及商業機 

能的各種方案，以符合增加國際競爭力的都市更新需求，並在有意識也好、無意識也 

罷的狀況下，創造了一個吸引國際投資的精品化都市商品。 

無論是2003年六本木91115還是2007年的東京中城，目前看來都只不過是日本 

推動全國都市再生計畫的第一樂章而已；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幾年之内，還會有更多 

的曰本大都市圈域，會朝向建構科技產業與更新文化都心面貌的方向冒現出來。這些 

開發案的落實，不僅將帶領日本走出泡沫經濟的陰霾，也可能具有重新改變世界人文 

與經濟版圖的驚人潛力。 

關 於 文 化 創 意 通 識 學 程 各 期 電 子 報 與 我 們 聯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