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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智慧安全建築，營造安全安心生活空間

2014年 5月間，臺北捷運發生了駭人聽聞的隨機殺

人事件，除了讓社會陷入終日惶惶不安之外，也引

發了大眾對於搭乘捷運系統的安全疑慮。從事發後

的各方探討中，可發現列車、車站、行控中心與警

政單位的影像及訊息傳遞若能夠更有效的串連，或

者傷害是有機會降低的。

而除了車站之外，舉凡住宅、辦公室、公園、綠地

等人類可以活動的空間範圍，都應該將現代化的安

全因素設計在內，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透過智慧化的

保全設備，建構每個空間的安全防護網。其中，建

築物更是現代人每天最主要的活動範圍之一，如何

在建築物中為民眾營造安全與安心的生活環境，是

此刻各界應積極思考與應對的課題。

欲推廣智慧安全建築，建議各界可從下列幾個方向

著手：

首先，須強化建築物及空間設計的安全思考。現在

大多數的智慧安全系統是在主體建物完成後以附加

方式外掛在建物上，使得安全系統的架設必須遷就

空間配置，且與其他系統多無法連動。因此，在建

築設計時即應將智慧安全設備考量在內，並詳述不

同設備（例如監視器、對講機、門禁系統等）之間

的連動方式以及設定規範，後續各種設備發包給（不

同 )廠商時，才有明確的規格可供遵守。

其次，智慧安全系統的設計除了有預防的功能外，

於事件發生時更須有對應的標準作業程序予以反制

及通報；更積極的做法亦可於監視設備中加入主動

的人臉辨識功能，再透過即時的連線與通報系統，

讓警政單位得以隨時掌握維安人員動態。再者，「安

全系統設計師」的人才養成亦甚為重要，這類型的

設計師要有建築安全空間的概念，必須知道在某個

空間中，哪裡是強盜、侵犯、竊盜等人為犯罪的高

危險區域，才能設計適宜的智慧安全系統。

然而在導入智慧安全系統的同時，亦須顧及大眾的

隱私權益問題，由於監視系統目前已發展至具備辨

識個人的技術水準，所以更必須確保被辨識者的個

資能夠被妥善運用及保管，才能讓民眾得以處於全

面安心的環境裡。

建築再升級的時代已經來臨，在建物中整合各項安

全設備，並且使設備與通報系統連動設計，讓各種

潛在風險的致災程度降到最低，並讓人民的生命安

全有所保障，才是發展智慧建築與智慧城市的核心

精神。

推廣智慧安全建築
營造安全安心生活空間
作者／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溫琇玲教授

溫琇玲教授，曾任社團法人臺灣智慧建築協會理事長，為智慧建築、智慧
安全空間、智慧健康建築，以及智慧城市等相關領域的專家。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