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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全球酒店、豪宅與會所的創作團隊，必然會見到 CCD（鄭中設計集團 Cheng Chung Design）蹤影，在創始人鄭忠的

領導下，CCD 秉持傳承東方文化之理想，以「東意西境」理念，在競爭激烈的設計市場上斬獲一席，每每發表新作總是精

緻中蘊藏新意。

投身設計領域 30 餘年，鎮日工作繁忙，鄭忠卻未顯倦態，回首一切，他自承，設計是己身鍾愛之事，不僅貫徹生活，也

是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從學生、老師、創業後成為領導者，至今他依然守在最前沿，堅持將一半以上的時間投入到設計裡，

未曾懈怠；這份執著，正是對設計歲月的自豪根源。

鄭忠 擇一事，終一生
資料及圖片提供」CCD（鄭中設計集團 Cheng Chung Design） 採訪」室內雜誌編輯部

鄭忠 Mr. Joe Cheng

CCD香港鄭中設計事務所（Cheng Chung Design）創始人、董事長。

鄭忠先生曾擔任「CTBUH世界高層建築與都市人居學會首屆室內設計評委會主席」、「Frame Awards酒店設計類別評委」，被授予「聯合國文化大使」等榮譽。

帶領 CCD從創立至今已獲得包括室內設計界最高榮譽“Gold Key Awards（金鑰匙獎）”最佳酒店設計獎項在內的逾百項頂級國際大獎，是首位囊括全系列酒店設

計大獎的華人設計公司。

源起，來自建築養分

鄭忠從事室內設計迄今已有 30 多年，他成長於中國廣州，是早期一批進入廣州美術學院學習建築、室內設計的學生，畢

業後順理成章投入教職，在教學之間漸漸察覺自身對於設計的熱愛，在希望將理論化為實境的趨動下，決定辭去教師工作，

全心投入設計產業。

源自建築本科出身，鄭忠的作品總是透露出強調建築元素的意圖，他會從建築精神出發，藉由室內設計來呼應建築特色，

為作品注入底蘊、質感與獨特性，形塑出富有內涵溫度的空間。在室內空間與建築結構並重的前提上，儘可能採用開放式

手法，並呈場域流動與全觀視景，讓區域、裡內外都能共融對話，奠基了作品的大器格調。這些特色，無不構成 CCD 鮮明

的辨識，日漸打開知名度。

旅行，用文化豐滿作品

要如何定義這個不斷成長且多元精進的團隊？鄭忠表示，根植東方文化，以國際視野傳遞東方創意美學是 CCD 的最佳註

解。CCD 在許多重要城市都有旅店作品，特別之處在於即便承接連鎖飯店委託，也執意為個案剖析獨特性，使其成為話題。

鄭忠認為，設計並非架空在無垠想像裡，它必須與在地有所共鳴，才能訴說內涵溫度。因此，他會從閱讀城市開始尋思靈

感，喜歡四處遊逛，親訪歷史建築，浸潤於當地的文化氛圍與生活氣息。在旅行與工作相輔相成下，他特別鍾愛底蘊濃厚

的城市，讓自己浸潤其中吸收養分；比如，京都古建築與東方禪意氣息，當地生活節奏與民眾對美感、細節之講究；在巴黎、

紐約這些時尚之都親見豐富的時裝、汽車等設計領域的新穎創意。設計人向來講究五感體會，鄭忠也不忘親嚐美食，除了

親至知名餐廳，也會體驗當地一些富有創意的特色餐飲，讓自己從五感經驗中汲取靈感，將之轉化成設計內涵，把當地氣息、

生活風貌、歷史背景都映射入作品中，藉空間進行文化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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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眾多酒店作品，鄭忠尤其重視

旅店內外細節與所在的環境、地理風

貌能否完美融合，認為設計者看待空

間時不能肆意天馬行空的脫離在地，

應該完整地考慮自然、環境、建築、文化、工藝與永續關係，主張空間裡外合一，用文化積澱的內涵厚度造就旅店銘記人

心之關鍵。他指出：「設計語言和手法只是一種實現手段，它創造出空間的『體』；從對地理、歷史、人文的思考中挖掘

出情感與故事，才能為空間注入『靈』」。據此，設計者必須全面且深入的了解歷史脈絡，不單僅針對品牌背景的理解，

也擴及對文化風情的探究，從縱觀視野裡擇取重點再深入挖掘，思索如何提取獨特要素再作轉譯，讓這些文化元素如同針

線密縫著空間與內涵，在裡外相合中勾起關於城市的歲月記憶，為酒店道敘動人故事。

這份情懷，也透露出 CCD 以旅店作為交流平台，實踐弘揚文化之雄心，期望用設計語言表達根生東方的自信。例如，近

期作品「成都東安湖木棉花酒店」位在成都龍泉驛，設計元素揉合了四川地貌、建築語言、當地文化，硬體空間結合古代

驛站特色，引導賓客像似穿越時空般遙想舊時絡繹盛況，而軟體細節裡也利用竹椅、銅壺、藤編等符號呼應成都的茶文化，

在文化內涵與當代空間相互揉合之下，生成具有在地意義的城市酒店。

又或「九寨溝英迪格酒店」位於九寨風景區中查溝內，「中查」源自藏語「穹恰」的音譯，「穹」意指神鷹，「恰」是托負、

承載之意，「穹恰」涵意為「神鷹降落之地」，這個美麗的名稱來自傳說典故，相傳格薩爾王的坐騎是一隻巨大神鷹，牠

翱翔天際卻遍尋不著安棲之地，最後只有白堅山神守護的寶地能承載神鷹力量，神鷹終於得以降落棲歇，成了該地命名由

來。酒店整體設計靈感源自這則傳說，以「藏 ‧ 藏」為主題，汲取祥巴、羌繡、犛牛、火塘等本地獨有的藏族生活藝術，

再以當代詮釋將之融入酒店空間，領人像似走進一座藏式文化館般。

善用歷史文化蘊生空間質韻，讓美的感受超越物質表象，樹立旅店與眾不同的獨特性，成了 CCD 旅店作品的鮮明標記。

1-4.CCD新辦公總部，將創意化為實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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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並非架空在無垠想像裡，
必須與在地有所共鳴，才能訴說內涵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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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造就奢華體驗

經手眾多知名酒店與高端品牌的空間設計，鄭忠被外界譽為「時尚先

生」，隨著歲月洗禮，如今他心中對奢華的定義，早已從有形化為無形。

他認為，時尚會隨著時代演變而不同，深入研析並且勇於嘗試，用作品反

映時代脈動，不忘體察使用者真正所需，是設計者必要的功課。而真正的

「奢華」則是精神層面的享受，而非物質表象的填充，舒適與質感只是奢

華的入門磚，唯有深入人心、觸動內在的感動，才能道出獨特價值；因此

奢華的感受必定深刻，卻未必有形。

談到如何將「奢華」概念融於空間設計？鄭忠分享，其中關鍵就在細節，

用細節講故事，以細節造就品質來打動人心。以五星級酒店為例，CCD

在執行設計時會深思使用者體驗，講究每一細節予人的感受，酒店代表著

在異地的居所，必須如同家居般使人安心，也要提供比家屋更加別致的體

驗，從設計美感、物料質地、選品講究到工學考量環環相扣，用全面的寵

愛來駐留人心，舒心的虛實體驗使人嚮往難忘，是星級或精品旅店立於不

敗的主因。

轉回居家設計視角，所謂「美好生活」的定義因人而異，「家」是業主

寄託理想的具象體現，它如同高級訂製服一般，講求精準客製，功能上要

貼合諸多需求，質地氣韻須與業主特質相應。細數 CCD 在各大城市的豪

宅作品，像是北京三里屯一號、北京縵合、台北琢白、上海湯臣一品、深

圳太子灣藝城灣樽等，件件無不依據業主的生活習慣、理想、需求而打造，

以頂級用材、名品家具、定製藝術品、機能齊備且分工細致的場域規劃來

實現客製價值，緊扣層峰客群國際化、重品味、精緻性的生活講究。

靈感，來自深廣累積

從事設計 30 餘年，鄭忠至今對設計工作依然熱情，靈感未曾枯竭。他認為，身為一位設計師除了鑽研本業的深度，生活

體驗的廣度也不能偏廢，伸展觸角能讓人保持敏銳與好奇，是設計師必備的重要特質。以己身為例，他對汽車、時裝、美食、

攝影等領域都深感興趣，喜歡翻閱各類雜誌，瞭解各行業趨勢，這些日常習慣不僅幫助自己掌握潮流，同時也助於啟發思考。

鄭忠指出，時裝色彩、工業設計、攝影構圖都可能成為內在養份，設計人要自發的跨界體驗與開拓視野、對事物懷有好奇

探索的熱情，讓各種經驗交織體會，趨動自身不斷感知、咀嚼、思考、再創新。

從廣泛閱讀中啟思當代工作空間的多元可能，可從 CCD 設立的 53A、53B 新體驗中心來印證，這座融合創新、趣味的

探索性空間，不僅作為自由辦公的聚點，也是藝術收藏博物館、時尚選品店，以及融合智能運用的物料展廳，在在立體化

CCD 對生活與審美的品味。鄭忠也提醒，設計須與時俱進且表述個人觀點，深入生活、觀察趨勢、融會心得，從跨界感受

去引發腦力激盪，從中產生新想法、新嘗試，讓自身保持設計活力。

“ 奢華的感受必定深刻，卻未必有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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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緊密夥伴關係

除了公司自有團隊，隨著專案規模與複雜度提高，CCD 也必須與不同領域團隊合作，在堅守專業之外，如何溝通順暢？

鄭忠分享，彼此尊重是合作的重要基石，成功的作品都脫離不了良好溝通，為了確保施工品質，貫徹設計的完整性，CCD

會主動與各方團隊對話、協調，確實掌控品質與工期。

商業空間的精確執行與溝通效率是 CCD 深受業主青睞的主因，至今合作夥伴已經遍及全球，鄭忠接觸的室內專案都堅持

從建築概念階段即參與其中，依據地理環境與功能需求提出見解，同時也持續參與工程細節，務求整體裡外合一。隨著業

務版圖拓展，CCD 運作也日漸全球化，各地供應商會主動提供最新訊息、材料，CCD 亦會思索將之運用於空間的可能，為

彼此創造出代表性實例。而趨動供應商的推力就在 CCD 不僅止於選用，更會重視設計與材料的緊扣，過程裡積極與供應商

深入探討，思考材料為空間量身訂做的可能性，以最終

成果作出最佳呈現，成為有力的樣本案例。此外，CCD

也密切觀察趨勢並進行預測，盡可能為業主減輕營運成

本，像是效率化的動線布局、坪效與多元運用可能，或

是讓智能設施融於空間硬體，讓設計發揮出最大價值。

領導，奉行平衡哲學

CCD 盛名日炙，至今專案、團隊、夥伴散布於各大城市，也因效率與品質俱全，被盛讚為「懂管理的設計師」。迄今，

位於深圳、上海雙總部的在編人員已超過 1000 人，香港、北京、西安、洛杉磯、曼谷、孟買等地都設有辦公據點，運作龐

大組織，在設計師與經營者的角色之間取得平衡始終是鄭忠的重要課題。他坦言，設計是門以人為本的工作，關於管理的

功課至今仍在摸索中學習，也是自身每天面對的課題，由於本身是一位專業設計師，因此十分瞭解設計師的特質習氣，能

以彼此理解的溝通語言領導團隊。然而，隨著事務所規模與成員日漸增長，人員背景、文化差異都提升了管理難度，對此

他會從各地文化去解讀員工與掌握設計人的跳躍思維，制定明確目標，進行合宜的調動分配，確保組織活化並促進交流，

讓團隊避免笨重僵固，使公司在激

烈競爭中取得優勢。

身為一位領導者，對經營與設計

的平衡需要付出相當的努力與取捨，

對此，鄭忠會不斷因事因地而切換

角色，謀取最佳平衡；內部管理上，

思考如何聰明的化繁為簡，讓決策

明快且執行暢通；與業主溝通時，

深入體察表裡需求，力求團隊以專

業與執行力達成目標，從創意到服

務都不負所託。他也提醒，回到個

人生活時，「平衡」亦十分重要，

要懂得調節與去蕪存菁，莫忘工作

與生活兼俱，不要顧此失佊。

“ 尊重是合作的重要基石，
成功的作品都脫離不了良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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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導入智慧動能

CCD講究專業、高效與國際接軌，隨著事務所工作據點分散各地，組織運作與眾多專案並行，為維護精準分工與溝通效率，

CCD 運用網路科技實行對國內外據點的統一管理，像是採行電話會議、視訊會議、智慧管理系統等，消弭地域與時間的限

制，確保團隊齊頭並進。

而軟體建置方面，則利用物聯網與資料庫，讓各專業部門在雲端交流，實現工作平台化與高度合作等目的。與此同時，

CCD 亦致力實現設計參數化、施工智慧化、運作標準化、管理規範化，在這些基石上不斷改善與提升，確保設計、工程、

管理都能精確掌控，也因大量雲端數據，讓溝通過程累積的資料得以反饋為改善組織的依據，持續驅動建造、驅動運維。

再者，CCD 採行大公司小工作室的模式，目前擁有近 20 個工作室，智慧系統讓溝通方式多元、靈活，分散各地的工作室

利於組織收集情報、縱觀趨勢，讓團隊能與時俱進改變，高效溝通也有利於緊密成員關係，讓團隊擁有大公司的高凝聚力、

品質穩定等優勢，同時保有小工作室的靈活積極、自由創新。鄭忠提醒，

管理者的角色有如船長，要穩定掌握航行方向，信任團隊成員使其各司

其職，朝向共同目標前進，同時也要時時洞察可能性，使團隊力量作最

佳發揮，在漫長的航行中偕同創意本質乘風破浪。

「擇一事，終一生」是鄭忠面對設計的態度，從學習設計到投入產業，

他始終堅守在前線，對設計、對理想矢志不移，縱然過程難免辛苦與寂寞，但持續學習吸收，拓展眼界閱歷，一再自我突破，

迎來了豐收纍纍的設計人生。對於有志事從事設計領域的後進，他借用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之語勉勵：一個好的設計師必

須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確、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和藝術家的表現力。在設計職

涯上，所有的實現都勿忘以人為本，以理想為動念，創造有意義的作品。

5-7.CCD 辦公室，多元、強調交流的團隊文化。

“ 一切源於熱愛，
我註定要從事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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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極簡道出跨時代美學。

深圳前海嘉里大廳

本項目位居海灣的高端金融區，地塊鄰近佈滿綠化空間，專案為綜合社區性質，由綠化廣場、商業、辦公、公寓等業態

組成。

整體設計希望以「回歸」為主題，創造溫暖明亮的空間，引導

大眾以新視角回望所在城市與人際關係，以抽象漸變元素來延續

建築語言，用造型石材與木紋的對比產生自然意象，同時奉行「少

即是多」的極簡美學，賦予空間跨時代的美感，以及表達重視環

境與情感交流之本質。

所謂「回歸」，在這個作品裡意味著從漸變到融合。漸變使空

間產生鮮明的節奏感，從大到小、從小至無，從遠處看是和諧的

整體，走近能再細賞諸多細節，予人一種遠望近觀各有風景之妙

趣，而淡雅溫暖的背景與光色，則意味著「融合」，如同春日暖

陽一般給人溫和舒適的感受，走入其中自然而然地放鬆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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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舒適、高效、美觀、實用，具備園林環境和節能效率的超級辦公總部是全作的設計目的。室內布局重視靈活分

割性以及清晰高效的動線，挑高大廳是入口、展廳與活動場域的樓層，留有寬敞動線並調整階梯尺寸，令整體顯得大氣，

大階梯東側電梯廳出口處可作為訪客或員工的交流地點，大階梯的背面區域增設咖啡吧，豐富大廳功能。

挑空三層樓的大中庭是整棟大樓的核心所在，可滿足不同類型的場景使用，提高中庭使用率。每一個樓層增設三座垂直交

通的樓梯，緩解上下交通的人流，創造更加高效便利的辦公環境。全作以多樣化的水平與垂直動線串連，重視多向採光可能，

細節處加入綠植或自然意象元素，使公共空間處處隅藏驚喜，在人與人、人與空間、人與日光的交流中，豐富了互動可能。

〉〉重視交流的高效空間。

北京龍湖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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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享有海景的豪宅寓所，以浩瀚的雲彩、遼闊碧海為創作靈感，用「灣畔綠

洲」之概念貫穿，重新詮釋自然、生活、藝術三者之間的關係。大廳強調有如遊

園的體驗，重視空間的流動性和通透感，讓室內與環境灣景相融合。

公寓戶型採用大量的純色背景襯托家具質感與壯闊視景，充分利用建築落地窗

口優勢，公共空間重視場域相互延伸，讓人在動線上能不斷領受海景，布局的通

透性與局部鏡面材質之運用，亦促使室內外產生對話，居住者與湛藍海色在生活

裡此展開詩意邂逅。較私密的臥室或衛浴空間精心規劃，力求將多種功能併入同

一量體之中，體現功能與美學並重的完善思考。

全作回歸生活本質，關注居住者的情感需求與生活期待，以時尚且精緻的場景

創造「有溫度的人生港灣」，在海水流動性和通透空間裡，時時對話的窗外光影

與城市美景成了日常享受。

〉〉讓寓所與雲彩碧海共舞。

深圳太子灣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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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EGA VENETA（以下簡稱 BV）的美學是含蓄細緻的，一

如它自信、優雅且忠於自身風格，此作力求以簡約低調之姿，展

現高貴與雅緻。整體設計精神，在以 BV 含蓄細緻的美學打造一

座奢而不華的居家，將品牌元素融於空間設計，致敬經典。

整體風格延續 BV 一貫的嚴謹、低調，講究質感，突出格調，而

中性色彩與精緻選材，令整體流露穩重質感。超尺度的廳區設計

重視開放性，270 度落地窗的景模糊了室內外的界限，從公共空間

至臥房的規劃無不強調藝術、精緻、高雅。

柔軟細膩的皮革是 BV 的驕傲，為了達到和諧且鮮明的視覺效

果，編織元素貫穿了家具、燈飾，配以藝術陳設共同演繹義大利

式的精湛工藝，無一不彰顯品牌獨特風格以及雅致不凡的品味。

〉〉奢華優雅的經典風采。

北京通盈中心‧三里屯一號 BOTTEGA VE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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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神祕傳說與在地文化的彩衣。

九寨英迪格酒店坐落於中查溝內全新的魯能美麗匯小鎮核心位置，九寨溝風景區、「嫩

恩桑措」神仙池、多彩中查等美景近在咫尺，當地地名意指「神鷹降落之地」，此一吉

祥寓意啟發全作以「藏 ‧ 藏」為主題，汲取當地的藏族生活藝術形式，通過當代視角賦

予嶄新詮釋，使酒店像似一座開放的藏式文物博物館，傳達當地民族的內聚力和認同感。

大堂空間模仿神鷹視角，以挑高開揚感受迎賓，櫃台背景玻璃板上的神鷹翅膀領人重

溫傳說。「火爐」是在地文化的重要體現，視為中心在四周編入地毯、座椅、吊燈、原

木元素與藏族圖騰，以別富異域色彩的休閒感迎賓。餐飲空間處處可見藏族文化之貫穿，

像是以火塘為原型重現藏房裡圍爐相聚的場景、傳統唐卡或壁畫等色彩元素之裝點、青

稞架作為牆面裝飾特色。客房設計融入了藏式傳統貴族府邸的意象，不對稱的床頭設計

表現當地特有的民族圖案，細節上則有木雕、織錦、壁畫等元素與之相呼應。

九寨英迪格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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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與環境對話裡創造詩意。

南京悅榕莊位於湯山之上，曾經有如仙境的自然風貌因人類開採而破壞，透過生態修復，思索裡外自然應和，重修空間

與環境的關係，是此作的課題。從大自然「孕育‧破繭‧新生」的生命規律獲得靈感，將湯山本地廢棄石灰岩礦山的光、石、

林、雨等元素解構重塑，構造出一處全新的「礦谷秘境」。

整體建築及空間比擬生命的孕育體，以極簡現代手法呈現

「破繭重生」的生命力，以「繭」為形，簡約線條與竹編藝

術層層錯落，純淨無暇有如母體。弧線造型使空間柔和圓潤，

通過對空間的重塑，給予破繭重生的蛻變感與驚豔感，又如

同張開環抱的臂彎，賦予了空間如家的歸屬感。

為了達到建築空間與自然融合的目的，使用天然材料強調

尊重生態的持續性概念，以大自然作為媒介創造出一種富有

藝術整體性情景的藝術形式。全作以「光之穀」、「時光林」、

「螢之穀」、「雨之林」、「石語徑」意象規劃公共與餐飲

空間，在大面落地窗相佐之下，自然成為主景，道出空間與

環境共生的精神。

南京園博園悅榕莊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