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人行道人本環境
規劃設計



人本環境的定義
道路使用以人本為主，儘量增加人行道設置寬度以提供較舒適
的人行活動空間。

近年來由於生活水準提昇，環保意識日益增強，民
眾對於道路已逐漸由「量」的需求轉變至「質」的
提昇。強調人本的「綠色景觀維護」及強調社會公
平的「無障礙環境」等均已是全世界道路建設發展
潮流，因此道路的規劃與設計者應注重環境與人本
思想的結合，導入永續發展理念與作法，期能以道
路規劃與設計方式，減少道路興建後之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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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使用人行道

 輪椅族

 盲胞

 弱視

 銀髮族

 婦女

 幼童

 臨時行動不便者

 一般行人



通用設計概念
Design for All  一體適用

 指無須改良或特別設計就能為所有人使用的產品、環境及通訊。
傳達的意思是：「一樣產品能被功能有障礙的人使用，對一般人來說一定更容易使用」

 使乘坐輪椅者、肢障者、視障者、老年人、孕婦、幼兒
以及ㄧ般大眾都能夠使用之設計

 原則

 公平安心使用

 自由方便使用

 單純直覺使用

 明顯了解資訊

 寬容錯誤操作

 省力負擔最少

 適當易近空間



人行道的規劃設計



人行道的規劃設計



植栽綠美化





銀髮族安全規劃設計





結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多數人看來，幫助老人屬於道德範疇，其實這也是一種「責任」。每個人都是
社會公民，擔負著公共責任，當別人遇到困難時，「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
急」，對他人的利益訴求有著敏感的反應能力，這也是一種公共責任。原因無他，
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中，而不同的社會成員本就是一個利益相關、關係相互、情
感聯繫的有機整體，當別人有困難時，自己主動相助，而當自己有困難時，別人
也上前相助，這恰恰是體現共同體意識。

 無障礙環境不僅僅是身心障礙者用的到。

 任何人都用的到，它是一個更方便、更安全、更順暢的通行環境。

 建構無障礙環境既利他，又利己。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society/6nvr3b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