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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主持人 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許榮輝      共同主持：徐源泰、李永展 

二、計畫名稱 應用參與評估規劃建立都市隙地多功能農業暨生物多樣性示範區

三、計畫摘要： 

都市與都會邊緣隙地的多功能性永續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維護功能，現已漸成為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所高度關切，並已在亞洲、與中南美洲近二十個國家推動鼓勵研

究與實施計畫。若能具體落實，將可同時顯著達成：1. 提供周邊生活圈糧食蔬果供應來源，2. 維

護多樣性與本土性農糧遺傳資源庫與豐富度，3. 緩衝大面積現代農業造成的遺傳侵蝕(genetic 

erosion)，4. 維護農業間接相關的多樣性因子如土壤微生物與授粉者等，5. 維護農業以外的生物多

樣性資源。 

本計畫即以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所屬，位於台北市大安區芳蘭路佔地四公頃餘之農業試

驗場園藝分場為基地，依據上述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所楬櫫之精神與指導

原則，藉由參與式評估及規劃與農業生物多樣性方法，期於四年中以設立保存園區、收集地方品種

或品系、及教育推廣等方式，建立都市隙地兼具多功能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維護之示範基地。本

年度主要成果在於基地基礎設施之整治規劃完成，參與式評估調查模式之確立與初期執行，及部份

農糧遺傳資源之蒐集保存與記錄等。 
 

四、引言、研究方法： 

全球生物多樣性工作與研究的推動，除已在保育與環境上成就具體的貢獻外，現更更強調與重

視永續利用與公平分享，並已成為國際間主要民生與科技發展的主要議題。其中，尤其是在永續農

業多樣性的領域方面，因為最易實踐生物多樣性精神且成果可立即有效解決許多環球糧食與環境問

題，與可為世人快速認知成效，而受到全球之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CBD,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也因此在近來三次的科諮會議與締約國會議中，均將農業生物多樣性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工作列為最主要議題，並獲得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世界銀行與許多基金會的大力支持與協助推動。二十世紀中期，綠

色革命的成功，雖確實帶來高產量的的糧食生產；但所育成之新品種的高產量卻也是需要極高度的

倚賴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的化學肥料與農藥，且高度遺傳同質化商業栽培的糧食作物，也使

得作物物種基因庫大幅窄化。為解決此種類似飲鴆止渴的現象，農業微生物的研究與應用，成為現

今生物多樣性的全球注目焦點。隨著科技文明與農業經營技術之進步，目前全球農業所倚賴的生物

資源品種，已集約到令人擔心的地步。例如估計存於地球上約有 38 萬種不同種類植物，但是目前

全球有超過 90%的植物性糧食，僅靠約 20 種植物供應；而其中的玉米、稻米、小麥更提供了全人

類 50%以上的熱量。明星作物在產量與品質提昇上的日益精緻，使人類忽略保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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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大量原本並不適宜栽種這類明星作物的生物棲地，被挾著威力驚人的化學農藥與肥料，強勢地

破壞開墾。 

由於忽略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價值與棲地的大量遭破壞，近二十年來全球已喪失了約九成以上的

野生小麥與稻米品系。在截至 1998 年止計 81 個國家提交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國家報告中，顯示大規

模的採用單一商業品種已造成糧農資源歧異度的巨大遺失。例如，在 1949 年時的中國，計有 10,000

種以上小麥實際用於生產；但在 1970 年代時，用於生產者已少於 1,000 種。同樣在中國，1950 年

代時，本土傳統品系產量佔全部 81%，本土改良品種產量佔 15%，引進外來種產量僅佔 4%；但至 1970

本土原生種產量劇降至 5% (FAO 1996, 1998)。在韓國提交的國家調查報告中指出，14 種作物於

1985 年栽種於農家的本土品系至 1993 年時僅存 26%，各作物品系仍保留栽種者不及一半；兩種以

上同同時保留者為 0。 

都市與都會邊緣隙地的多功能性永續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維護功能，現已漸成為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組織及聯合國糧農組織所高度關切，並已在亞洲、與中南美洲近二十個國家推動鼓勵研

究與實施計畫。若能具體落實，將可同時顯著達成：1. 提供周邊生活圈糧食蔬果供應來源，2. 維

護多樣性與本土性農糧遺傳資源庫與豐富度，3. 緩衝大面積現代農業造成的遺傳侵蝕(genetic 

erosion)，4. 維護農業間接相關的多樣性因子如土壤微生物與授粉者等，5. 維護農業以外的生物

多樣性資源。不論社區、城鄉、區域或是國土層級，在空間規劃的相關理論論述中，目前爰用最為

廣泛的，首推 Faludi(1973)所提出的全盤理性式(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規劃方法─將規劃

活動視為一連串理性決策的程序，透過系統性的分析與決策過程，取得最佳的方案產出。這一類的

作法，在台灣目前規劃界中，自 1960 年代開始自西方先進國家引進之後，至今仍為主流的規劃途

徑。事實上，在源起這種理性規劃方法的英美主流規劃界，由於其基本假設的許多盲點，早以遭遇

許多批評與挑戰之聲音。例如，「規劃者是否能真正透過其專業的分析與判斷來正確的預測未來都

市的發展？規劃者是否能公平正確的決定公共利益？因為事實證明許多全盤理性規劃的結果與當

初規劃的預測有極大的出入，而許多主要的計畫目標根本就沒有達成（吳綱立，1997）。」換言之，

其重要盲點即是在於─它本身涵蓋一種存有論的觀點：它將規劃活動視為一個整體，掩蓋了規劃過

程內在的社會與政治衝突，暗示它應該是一個合理的過程（張景森，1988）。因此，其後產生的許

多新的規劃方法，例如 Lindblom 所謂的不連貫漸近式規劃（disjointed incremental planning），

或者是、Davidoff 所提倡的辯護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以及近來 Forester 所強調的溝通

式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方法，都是針對傳統規劃方式的缺失所作出的新回應。另外，

由於規劃活動本是一項極具「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行為，因此如何在規劃過程中，正

確且充分的反應出民眾的聲音，就成為重要的一項議題。 

然而，過去傳統的規劃方法中，由於理論假設以及強調工具理性上的侷限，促使民眾參與規劃

過程，進而自主所在地區環境發展的能力上受到限制。以台灣地區目前的現狀為例，在都市計畫過

程中，所謂的民眾參與也僅多半是在發布主要計畫或是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的相關規定上，以及民眾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公共設施或新市區建設等。因此，不論是在參

與型式的質或量上，都相當的傳統，並且缺乏積極性與深度，為了順應日益複雜的市民社會，正亟

需更廣泛的參與規劃模式之建立。永續的環境規劃必須由賦權的二個原則來指導：一個是政治的，

另一個是實踐的（Comerio, 1990:32）。第一個原則主張在影響到居民居住、工作、休閑的任何決

策中，所有受影響的居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在人民受到剝削或環境受到破壞時，專業者的

責任不能只是表達中立的立場。賦權的第二個原則主張專業者必須使環境規劃設計的成果容易被居

民瞭解、容易塑造領域感及適當的尺度，而且應該使所有受影響的人擁有最高度的參與機會。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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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營造即為「參與」觀念的一種具體實踐，其目的是要推動民主化和公共化的觀念，強調「與民

規劃、由民規劃」（planning with people, planning by people）的由下而上之參與式環境規劃。

易言之，社區總體營造是企圖建立社區意識（包括居民自覺、居民彼此間的依賴、居民與社區的聯

繫、以及社區在社會上的責任），以使社區培養自己的公民意識及自己來經營管理。在環境經營方

面，由地方社區主導並思考地方的未來發展，主動參與環境的改造，而後再要求公共資源的配合。

所以在規劃社區環境時，應強調不同部門之間的整合效果，切入的議題可以是單一的，但必須具有

社區總體性和相乘性的效果。社區總體營造企圖在主流的掠奪式經濟成長思考模式外，尋找一種地

方導向型和自發型的發展策略，取代以外來資金帶動地方發展的做法，以免各地均質化、單一化的

發展，使城鄉的特色在發展過程中流失。這種生態性的地方發展策略，目的就是要維持地方產業與

環境生態間的平衡，為這塊土地開拓出一條永續的發展方向（陳其南等，1997）。以社區共同體的

發展模式，創造永續性和地方性的城鄉環境風貌及社區生活價值，同時振興城鄉之間生態、生活、

生產「三生有幸」的活力與生機，進一步提升為都會性、區域性、全國性的社區總體營造，即同時

注重生態永續性及社會經濟永續性的「共進化」。藉由城鄉與城鄉間、社區與社區間的結合與支援，

形成「環境、經濟、社會」共生的生活體。只有在環境規劃專業不以「牛仔式經濟」模式從事環境

規劃，永續的城鄉環境才有可能。所以，質言之，社區參與是一種迥異於傳統規劃設計的價值觀念、

一個嶄新的操作技術、一個由下而上不斷反饋的行動。不管我們稱之為社區建築、社區設計、社區

參與或市民參與、參與式設計或台灣官方所用的社區總體營造，我們討論的都是一個經由對環境的

深刻反省，重新思考人與環境的直接關係，並喚起所有人共同參與處身環境營造的過程（林崇傑，

2002）。 

本子計畫已在上面提及，在研究進行理念中，係以永續發展的生產、生活、生態為基礎，透過

生物多樣性以及社區參與的角度分別切入整合，最後則是強調在體制上進行設計，以便建構出園區

未來的經營方向，並達成三生一體的目標。因此，關於體制的建立，本研究擬於四年中分期建立並

完成下列方向： 

一、 本基地可提供因園藝作物小規模栽培的特性，試驗及實習田區保持高度的作物品種多

樣性，而園區的綠籬多採本地樹種，灌喬木交雜，造就許多原生動植物良好棲境，保

持豐富的農地環境生物多樣性，加以位置背倚芳蘭山，面對台北市區，為城市與荒野

的交界，適合進行教育推廣工作。綜合以上條件，擬在本分場建立都市與都會邊緣隙

地的兼具多功能性永續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維護功能之示範基地。下述部份擬進行

項目由園藝分場所提供： 

二、 設立保存園區。(1).精密溫室佔地約 0.1 公頃，需有風扇、水牆、內外遮蔭網、灌溉

系統及自動控制系統，具備溫度及光度自動控制功能，以提供保存作物最適環境條

件。空間使用除大部分供作保存展示外，需設置檢疫觀察室，供作植株移入前的病害

評估，及化學防治室，供作病蟲害防治時區隔的場所。此部份由台灣大學配合款分年

支應。(2).試驗田區佔地約 0.4 公頃，包括一般田區、高畦、棚架等，需有完善的灌

溉、施肥及病害防治系統，採種上必要時需有適當的區隔措施。此外，為保持保存品

種(系)及資材的安全性，以及展示教育所需場地，尚需進行園區邊界的整建，若干區

域生態綠籬的種植，及園區整體美化。 

三、 收集地方品種或品系。對台灣北區進行廣泛收集，目標為適應本地環境之優良園藝作

物品種(系)，其中包含果樹如番木瓜、懸勾子、桑椹、構樹等，蔬菜如白鳳菜、紅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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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川七、落葵、空心菜、山藥及蕃薯葉等，以及花卉如金花石蒜、台灣野百合、鹿

子百合、油點草等。初期主要以農戶為單位進行訪查，但亦不排除個人興趣栽培庭園，

訪查過程同時與農民交流經驗，並宣導農業生物多樣性及永續農業理念。訪查結果判

定有值得收集之品種(系)時則開始建立檔案，經專家學者審查後始可決定保存。以下

依收集程序分七點詳述：1.收集人員選定與訓練：選定本試驗農場中具有農學背景人

員，針對訪查技巧、分類學、遺傳與育種等科目，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講習，並給予認

證。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訪查進程並交換經驗。2.農家訪查：農家資料由各地農會、

農業局、試驗所、改良場聯繫取得，訪查紀錄應包含農家基本資料及耕地經營概況，

若認有值得保存品種(系)者應紀錄其種類、園藝性狀、數量及生長狀況等。3.建立品

種(系)資料夾：訪查人員認定有保存價值之特殊品種(系)，應於訪查後建立專屬資料

夾，內容包含相關訪查紀錄、分類地位、植物性狀、園藝性狀、利用價值、目前產業

概況、預定保存規模及檢疫觀察計劃等。4.效益評估：初步評估園區有能力保存之品

種(系)，將其專屬資料夾影本或檔案送交三位以上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審查(其中應包

含一位育種學專家，及一位對於該種類作物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審查意見除對於專

屬資料夾內容指正補充之外，應包括該品種(系)保存的學術價值、經濟價值及社會價

值。綜合專家審查意見認定應予保存者，即可正式列入保存名單﹔若專家審查意見明

顯表示無保存價值者，則排除之。5.檢疫觀察：列入保存名單之品種(系)，於進入保

存溫室或種植於保存田間前，應先將植株置於檢疫觀察區進行檢疫觀察，檢疫觀察計

劃應包括進行方法及時間，該計劃連同檢疫觀察紀錄應納入專屬資料夾。6.劃定保存

位置：經檢疫觀察評估為健康植株者，依各品種(系)分類地位、適應環境及核定的保

存規模，劃定保存床架位置，若為大型木本作物則保存於試驗田區，各品種(系)之間

明顯間隔，並應設立標示牌﹔保存床架位置確定後應將位置圖納入專屬資料夾中。7.

田間評估試驗：保存於精密溫室內之品種(系)需依特性訂定田間評估試驗計劃，內容

包括評估頻度、栽培規模及評估方式，施行地點為本園區試驗田，試驗後採取種子或

插穗供作部分更新母本之用。 

四、 推動永續利用。於園區保存之各品種(系)除具種源維持功能外，應兼作展示、教育及

研究之用，為推動多樣化的永續農業建立可用的種源基礎。在推動永續利用上的做法

如下：床架及田區的安排應具展示教育功能；利用本場原有展示園區擴增展示功能；

針對在學學生、從業農民及一般民眾設計不同種類導覽課程，內容除對園區所保存品

種(系)的介紹外，亦強調農業生物多樣性、永續農業等理念。建構專屬網站，介紹園

區的成立理念、運作現況及提供的服務；與各大種源庫、學術單位、育種家維持良互

動，交換種質、學術等資源，以充分達到種源保存的學術目的。 

 

本計畫總體目標為以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所屬，位於台北市大安區芳蘭路佔地四公頃餘

之農業試驗場園藝分場為基地(位置與規劃如下圖)，建立符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及聯合國

糧農組織所楬櫫之精神與指導原則，藉由參與式評估及規劃與農業生物多樣性方法，於四年期中以

設立保存園區、收集地方品種或品系、及教育推廣等方式，建立都市隙地兼具多功能農業生產與生

物多樣性維護之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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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成果與討論： 

本計畫場址位置圖如右，顯示其為標準之都市隙地。目前該場址行政歸屬為台灣大學生農學院

農業試驗場；執行則由台灣大學園藝系從事教學

研究並配合推廣服務等學術事宜。現階段任務與

本計畫目標，相輔相成，因此極具做為一個成功

的示範觀摩區之條件。惟，先前該場址區域之使

用管理較為分散，且有數行政單位參與，且基礎

設施不足。因此，本計畫第一年度執行目標為園

區整體基礎支援設施改善，與園區整體規劃等之

整合建設工作，以確保日後執行各項目標時之基

礎建設能充分完整支援，及發展方向的正確性。 

在本年度計畫中，已再次配合本場址既有功

能與任務，及計畫目標，重新規劃使用區塊如左

下圖。 

在場址基礎建設方面，本年度計畫中已搭配

其他資源及部份學校配合款，分別完成：一、用

電需求與配電重置，新增設一電箱，專門供應設

施區用電，以確保各區塊間

之不相互干擾。二、教學推

廣教室週邊景觀美化，包括

將園技實習田區改成草坪，

並適當檢整週邊環境；育苗

基地移離教室前蔭棚，棚內

規劃成有地形變化的小型展

示花園；教室後方配合圍牆

整建作整體景觀改善等。

三、園區灌溉管線重新規

劃。本園區灌溉管線大致可

分為五處系統，分別各有一

座水塔。設施區水塔，位於次要幹道旁設施區的邊緣，水塔旁管線複雜，缺乏規劃及明確標示，且

部分明管跨於小排水溝上，容易斷裂。育種實習區水塔，管線簡單但過於老舊，缺乏電力設備，灌

溉效率差，水塔附近常積水。高畦區水塔，管線雜亂老舊，水塔附近常積水泥濘，電力設備老舊。

其等均已完成包括更換電力設備，並將馬達等設備集中於塔頂，重新規劃輸水路線，並全面更換管

線，減少明管部分等之改善。四、園區道路及排水溝整理：目前園區道路可概分為柏油路及碎石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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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其中柏油路有某些路段需要整修，而碎石農路因碎石流失，有多處遇雨便泥濘不堪，不利通行，

且雜草叢生，管理不易。排水溝數量眾多，有許多溝段並未發揮預期功能，除應重新檢討存廢外，

溝岸的的強化工程也應進行，以延長使用壽命；計畫中已完成主要道路柏油路更新；主要排水溝美

化，中央幹道兩旁水泥溝可種植蓮花等水生園藝植物；排水溝重新配置，碎石農路旁土溝有部分並

沒有排水功能，重新考量園區整體排水需求後，減少土溝數量，除方便管理外，也便利田區進出交

通。重新整平夯實後，於路緣舖設約 20公分高的路緣磚，再全面重新舖設碎石；並於設施區旁人
行步道舖設。五、堆肥場設置。本園區運作產生的大量有機廢棄物以及來自畜牧場的牛糞，都有製

成堆肥的需求，不但可以減少園區垃圾數量，也可以供作土壤改良之用，故建立一管理良好的堆肥

場地，以及完整的有機廢棄物處理制度，實有必要。本計畫中選定舊堆肥場作為基地，擴增水泥面

積，設置排水溝渠，遮雨設施，卡車出入口，並於周圍種植約 2公尺高的綠籬。植物殘株需經切碎
後使得進入堆肥場，經與牛糞混合後放置腐熟，並適度予以翻堆。完全腐熟之堆肥規劃專區堆放待

用；並規範園區有機廢棄物處裡的程序。六、圍籬整建。本園區目前圍籬以鐵絲網為主，多已年久

失修，除有礙觀瞻外，多有藤蔓叢生問題，管理上相當不變，也容易遭致附近居民抱怨。目前芳蘭

路段圍籬已配合大門更新進行改善，並配合生態花園景觀改善計劃，進行 155巷段圍籬整理，拆除
東側圍牆鐵絲網，補強竹籬；將北側鐵絲圍籬拆除，改砌成 120公分的矮牆，中間留栽植槽，種植
綠籬植物。這些措施與基礎建設，均都攸關並支持一個都市隙地永續農業生物多樣性維持場址的必

要條件。 

在種原與遺傳多樣性資源保存方面，則於本年度中完成場區內已有遺傳資源之調查與名錄編

列；其中，並包括為數眾多的微生物遺傳資源。由於，本場區內許多區塊，長期以來均以自然有機

方式，維持許多教學性質的作物栽培活動；因此，也蘊藏相當豐富的農用益生菌與拮抗菌。這些包

括微生物遺傳資源的調查蒐集，均為本年度已完成的重要工作項目(詳如附表)。 

在多樣性農糧資源示範栽培項目，則以高畦模式呈現，並搭配農業與生態的推廣教育活動，包

括與台北市內中小學及幼稚園合作之戶外教學體驗。並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合作推動天天五蔬果之教

育宣導活動，以體現將生物多樣性融入生活與健康的實務層次中。 

至於本區未來之整體開發成符合生物多樣性原則的都市隙地示範經營區之規劃，亦於本年度中

由包括共同主持人文化大學李永展教授等團隊，展開先期評估與探討。該項研究之研究方法透過文

獻評析及深入訪談法、焦點團體進行研究。在深入訪談部分，綜合訪談使用者可歸納爲教職員生四

級，而訪談時間爲 2004年 6月 11日~2004年 7月 6日，地點爲台大園藝分場、台大園藝系研究室

及周邊商家三處共五處，均採用隨機訪談方式，管理員兩位(EM4810)(EM5711)，台大昆蟲所學生
一名(SF2710)，台大園藝系助教一名(TF2610)，參與活動上課的同學兩名(SM2110) (SM2211)，活動
協辦人員(TF4512)，以及居住此地達四、五十年之芳蘭路口牛肉麵店老闆一名(BF4612)、芳蘭路口
雜貨店老闆一名(HF6412)、以及園藝分場旁水果攤老闆一名(BF5010)，一共訪問了十位相關人員，
共分爲五個部分進行調查。其研究目的為針對訪談內容與文獻評析作比較，經由訪談內容以確立相

關輔助經營指標，日後以經營指標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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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深入訪談 檔案研究 參與觀察 
 平常日 (一至
五) 

 例假日(星期六
日、例假日) 

 上午 
 下午 
 傍晚 

 研 究 對

象 
 台大園藝分場職員，管理員及

技術人員(兩名) 
 假日參與活動學生(兩名) 
 假日參與活動教師(一名) 
 台大昆蟲所學生(一名) 
 台大園藝分場周邊商家 (二
名) 

 台大園藝分場居民(一名) 
 台大園藝系助教(一名) 

 假日舉行活動(兒童天天五
蔬果訓練員培訓課程) 

 

本研究在體制方面，制定永續經營指標的部分，採用焦點團體，一方面協助後續量化問卷的進

行，另一方面則經由焦點座談，進一步了解台大園藝分場之特色、專家學者眼中的台大園藝分場，

及其未來願景。本研究先後整理了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林憲德，2003）、永續西雅圖社區指標
（Sustainable Seattle ,1998）、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發展指標指標建議系統（聯合國永續發展
指標，1996；葉俊榮，2003）、OECD 94年環境壓力及環境狀態指標項（OECD，1995；葉俊榮，
2003）、臺北市都市永續指標（李永展，2000）及美國綠色學校指標（臺灣綠色學校網站，2004），
彙整為一份專家問卷，而後經由焦點團體篩選了 38個指標，針對學生意見進行量化方面的調查。
而本研究並經由焦點團體討論後，對永續經營指標架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在質化分析的部分，由於研究者並非當地居民，亦非該校學生，因此採用第三人的角度來分析

台大園藝分場，並以詮釋學依研究者當時的感覺，來進行對訪談者的詮釋。這樣的研究方式，可能

會有偏向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意見產生，也是質化分析中的一項限制。因此，本研究之量化分析，為

針對永續發展之體制部分中，制定日後永續經營檢核而進行都市隙地指標之選取。在體制部分，經

由焦點團體篩選為 38項指標後，進行問卷調查。 

在抽樣誤差方面，根據統計學抽樣分配與估計原理，在 95%信賴水準下，以抽樣誤差(e)之公
式計算應抽樣之樣本數(n)： 

 

其中  

Z：標準化值，於 95%信賴水準下雙尾分配為 1.96。 

P：母體事件出現機率。為求最大誤差，以 0.5代入。 

n：抽樣樣本數。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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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母體數。本研究中為 381位台大園藝系學生。 

系統隨機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 ) 

本研究採取大學部二-四年級各班，發放 36份問卷，而研究所部分一二年級共發放 72份問卷，
也就是每個班級隨機挑選 36位作回答。而問卷採態度量表統計方式，共分「非常適用、適用、介
於適用與不適用之間、不適用、非常不適用」五個選項，並依序計分。 

重要相關永續評估因子彙整表 
名稱 永續西雅

圖，1995 
林憲德，

2003 
李永展，

2000 
黃書禮, 

1996 
OECD, 
1995 

UNCS, 
1996 

台北市政

府，2004
美國綠色

學校指標, 
2004 

統計出

現次數

基地綠化   � � �     2 

基地保水指

標 
 �  �     1 

生物多樣性

指標 
� � � � � �   5 

室內環境指

標 
 �       1 

二氧化碳減

量指標 
 � �  � � �  5 

廢棄物減量

指標 
� � � � � �   5 

水資源利用 � � � � � �   5 

日常節能指

標 
 �   �    2 

污水垃圾改

善指標 
 � �   � �  4 

自來水普及

率 
      �  1 

平均每人擁

有公園綠地

面積 

  �    �  2 

空氣落塵量      � �  2 

均能音量符

合環境音量

標準比率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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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永續西雅

圖，1995
林憲德，

2003 
李永展，

2000 
黃書

禮, 
1996 

OECD, 
1995 

UNCS, 
1996 

台北市政

府，2004
美國綠色

學 校 指

標, 2004

統計

出現

次數 
二氧化硫含

量 
     � �  2 

每年在污染

標準的報告

中空氣品質

良好的天數 

�        1 

都市中優良

土壤流失的

面積 

�     �   2 

每人可再生

及不可再生

能源的消耗

量 

�     �   2 

經濟上對可

更新資源或

地方性資源

的依賴度 

�        1 

年輕人參興

社區服務的

百分比 

�        1 

參與地方性

選舉投票人

口的百分比 

�        1 

在鄰近地區

平均熟識的

居民 

�        1 

從事園藝、

種植人口的

百分比 

�        1 

圖書館、社

區中心的使

用率 

�        1 

學校生活期

望 
     �   1 

擁有衛生設

施數量人口

比率 

     �   1 

物質使用密

集度 
     �   1 

環境保護支

出佔 GDP的
比例 

     �   1 

技術合作補

助金 
     �   1 

乾淨水中之

糞便大腸菌

數 

     �   1 

水體之生化

需氧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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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永續西雅

圖，1995
林憲德，

2003 
李永展，

2000 
黃書

禮, 
1996 

OECD, 
1995 

UNCS, 
1996 

台北市政

府，2004
美國綠色

學 校 指

標, 2004

統計

出現

次數 
水域網路密

度 
     �   1 

土地使用改

變 
     �   1 

土地條件的

改變 
     �   1 

分配區域階

層之自然資

源管理 

     �   1 

全國性月降

雨指標 
     �   1 

衛星偵測植

被指標 
     �   1 

土地被沙漠

化的影響 
    � �   2 

農藥使用      �   1 
肥料使用      �   1 
可耕地灌溉

率 
     �   1 

農業能源使

用 
     �   1 

鹽化及取水

影響區域 
     �   1 

農業教育      �   1 
林木砍伐強

度 
    � �   2 

生物科技研

究發展支出 
     �   1 

城市周圍污

染物濃度 
     �   1 

空氣污染減

輕支出 
     �   1 

化學物造成

之急性毒害 
     �   1 

永續發展策

略 
    � �   2 

環境影響評

估 
     �   1 

全國永續發

展會議中主

要族群代表 

    � �   2 

水生生物物

種 
  �      1 

農業生產面

積 
  �      1 

有機農業面

積比 
  �      1 

公共設施面

積比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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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永續西雅

圖，1995
林憲德，

2003 
李永展，

2000 
黃書

禮, 
1996 

OECD, 
1995 

UNCS, 
1996

台北市政

府，2004
美國綠色

學 校 指

標, 2004

統計

出現

次數 
每人享有的

自然地區面

積(公頃/人) 

  �      1 

廢污水處理

百分比 
  �      1 

衛生下水道

普及率 
  �      1 

每人空氣污

染量 
  �      1 

固態廢棄物

堆肥處理比

例 

  �      1 

民間團體環

保數 
  �      1 

能源使用效

率  
    �    1 

能源密集度     �    1 
臭氧破壞物

的消耗量指

標 

    �    1 

氟氯碳化物

(CFCs)及鹵
族元素的消

耗量 

    �    1 

破壞臭氧的

物質於大氣

中的濃度 

    �    1 

地表 UV-B
光的強度  

    �    1 

氟氯碳化物

(CFCs)恢復
速率 

    �    1 

氮、磷元素

於土壤及水

體的排放量 

    �    1 

由肥料及家

畜所產生的

氮元素量  

    �    1 

由肥料及家

畜所產生的

磷元素量  

    �    1 

污水處理設

備的人口普

及率  

    �    1 

對使用者收

廢水處理費

用  

    �    1 

造成環境酸

化的物質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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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永續西雅

圖，1995
林憲德，

2003 
李永展，

2000 
黃書

禮, 
1996 

OECD, 
1995 

UNCS, 
1996

台北市政

府，2004
美國綠色

學 校 指

標, 2004

統計

出現

次數 
氮氧化物及

硫氧化物的

排放 

    �    1 

水體及土壤

中 pH值超
過負荷臨界

線的狀況  

    �    1 

酸雨濃度      �    1 
非移動污染

源裝置防治

氮氧化物及

硫氧化物設

備的能力 

    �    1 

重金屬排放     �    1 
有機化合物

的排放 
    �    1 

殺蟲劑消耗     �    1 
環境中各種

介質及現存

物種中重金

屬濃度 

    �    1 

河流中的重

金屬濃度  
    �    1 

產品製造過

程中毒性內

含物質改變 

    �    1 

棲地、土地

的改變及其

與自然狀態

的差異 

    �    1 

已知物種中

生存上受威

脅或已滅絕

的物種 

    �    1 

土壤侵蝕風

險：潛在及

既存的農業

用地  

    �    1 

地用變更     �    1 
表層土壤流

失的程度 
    �    1 

復育面積     �    1 
課程整合         � 1 
校園場所的

加強 
       � 1 

社區本位教

育 
       � 1 

學校永續性        � 1 
行政支持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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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研究整理八種指標彙整，並經由焦點團體座談初步篩選，刪除人口類指標及都市層級、國

家層級適用之環境指標，歸納出出現最多五次的分別為生物多樣性指標、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廢棄

物減量指標、水資源利用，四次的有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基地綠化，二次的有日常節能指標、平均

每人擁有公園綠地面積、空氣落塵量、均能音量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比率、二氧化硫含量、每人可再

生及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量、土地被沙漠化的影響、林木砍伐強度、永續發展策略、全國性永續發

展會議中主要族群代表。 

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四項，都是因為人類破壞自然而產生的廢棄物或是人類破壞自然的影響所

造成，顯示在都市高污染地區，最被重視的是人類破壞自然的情形，這些指標的設置也在提醒人類

不能再繼續破壞自然。因此指標之設置，是有其目的性的，依本研究而言，下一步應該要藉由訪談，

來找出本基地之願警及發展主軸，以便擬定指標。 

大二至大四及研究所 93年有學籍之學生經調查統計之後，發放 180份回收 94份，回收率 52

％發現研究所學生認為適用的指標為： 

指標名稱 適用比例 

學校生活期望(例如:在學校想學到的東西，想參與
的事) 

56%認為適用(53/94) 

課程整合(透過科際整合環境議題、野外學習、文化
研究慶祝與反思，四大主題) 

61%認為適用(57/94) 

校園場所的加強(透過戶外學習教室/設施、棲地的
改善及回復、遊玩與休閒來進行校園場所之永續性)

60%認為適用(56/94) 

社區本位的教育(透過校園內的伙伴關係、服務學習
計畫、社區與校園活動、與地方機構的伙伴關係來

達成社區本位之教育) 

52%認為適用(49/94) 

學校的永續性(例如:園藝分場內建築節能標示…) 68%認為適用(64/94) 

 

 

生 

活 

面 

向 

 

 

行政支持(透過學校專業發展、計劃來達成行政支
持) 

56%認為適用(53/94) 

氮、磷元素於土壤及水體的排放量 53%認為適用(50/94) 

農藥使用 61%認為適用(57/94) 

生 

產 

面 

向 

肥料使用 68%認為適用(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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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適用比例 

農業能源使用(例如:農業機具所消耗之能源) 64%認為適用(60/94) 

園藝系師生對於可再生及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量 56%認為適用(53/94) 

污水處理百分比 64%認為適用(60/94) 

廢棄物減量（垃圾與日常廢棄物） 57%認為適用(24/94) 

日常節能（園藝分場內行政大樓中的耗能量） 51%認為適用(48/94) 

台大園藝分場內之綠化率 78%認為適用(73/94) 

台大園藝分場內基地保水率 69%認為適用(65/94) 

物種多樣性 66%認為適用(62/94) 

 

 

生 

態 

面 

向 

 

 

 二氧化碳含量指標 53%認為適用(50/94) 

 

針對生活面向，歸納六項指標，已於規劃設計加入設計概念。而其他人文的部分，「社區本位

的教育(透過校園內的伙伴關係、服務學習計畫、社區與校園活動、與地方機構的伙伴關係來達成
社區本位之教育)」及「學校生活期望(例如:在學校想學到的東西，想參與的事)」、「課程整合(透過
科際整合環境議題、野外學習、文化研究慶祝與反思，四大主題)」、「行政支持(透過學校專業發展、
計劃來達成行政支持)」此四項則需藉由日後研究邀請學校行政系統加以整合與學生之互動，‵並
需要定期的請學校詢問學生的看法，以了解學生的需求，做為永續分析評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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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本計畫有何建議： 

本計畫為都市隙地多功能農業暨生物多樣性示範區建置，需要較長時間之基礎建設的投入，與多年

期規劃與執行始能完成。因此，計畫延續性將是主要建議與成功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