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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應式水龍頭、沖水閥產品以直流電為

主，造型新穎、質感佳（如圖17）

5 .整體衛浴強調多重強力水流及乾溼分離

（如圖18）

6 .水龍頭精密陶瓷閥訴求壽命超過1 0 0萬次

（如圖19）

7.按摩浴缸追求健康豪華舒適（如圖20）

四、參訪心得與感想

1 .此次籌組參訪團在行程安排上歷經波折，

但整體參訪過程極為圓滿順利，不但藉此

知己知彼相互借鏡，也與大陸相關單位建

立良好溝通管道，相信對未來推動省水器

材，無論在產品標準及測試方法均有相當

助益。

2 .參訪團成員多為公司負責人及高階主管，

能在百忙中抽空參與此項活動

誠屬不易，願藉此深表敬

意，並對過程中所給予之

支持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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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廣州國際建築建材博覽會展場 ( 1 ) ▲ 圖1 3 廣州國際建築建材博覽會展場 ( 2 )

▲ 圖1 4 馬桶兩段式沖水器朝向直筒上壓式

▲ 圖15  馬桶水箱走向
輕隔間隱藏式

▲ 圖1 8 整體衛浴強調多重強
力水流及乾溼分離

▲ 圖2 0 按摩浴缸追求健康
豪華舒適

▼ 圖1 9  水龍頭精密陶瓷閥
壽命超過1 0 0萬次

▲ 圖17  感應式水龍頭、
沖水閥產品以
直流電為主

▲ 圖16  兩段式省水馬桶沖水量
降低至3公升及1 . 5公升

▼ 德國漢諾威生態園區建築生態景觀池設計

「推動及建構國內永續生態城市
之理念及期許」

專訪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江哲銘教授談

「推動及建構國內永續生態城市
之理念及期許」

節水服務團

傅孟台、蘇娟儀、林文雄 採訪

林文雄 整理

▲ 德國漢諾威生態園區建築景觀
水資源循環利用設計

永續生態城市在國內各界的期盼及熱烈推展中，正逐漸被孕育推展出來，尤其在今

年2月1 6日通過「京都議定書」後，更加速位於環亞熱帶圈的台灣，希望能經由台博會的

示範觀摩及學習平台，讓台博會這具「推動引擎」，在整合國內各領域工作團隊與綠色科

學技術之後，推動國人積極建構及推展出屬於南北迴歸線間的台灣本土生態城市。

台博會的外籍顧問團，歐盟的德國生態建築師Joachimb Eble說：「台灣如果成功了，

全世界都會敬佩」，德國在1 9 9 2年地球高峰會舉辦時，即提出「漢諾威生態城區計畫」，計

畫中訂定自來水用水量從平均1 2 8 L /人.日降至11 0 L /人.日，在2 0 0 1年驗收成果後，證明永續

生態城市的作法是對的，瑞典生態建築師Varis Bokalders說：「永續怎麼做?從改變生活開

始」，「綠色永續利用的新技術，無論是再生能源、廢棄物的循環回收、中水道概念的循

環利用⋯等等都很重要」，因此節約用水的推動，及水資源循環有效利用，在永續生態城

市的綠色科學技術中，亦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挪威生態建築師Chris Butters說：

「健康的經濟，來自建康的環境⋯推動永續生態城市，需要社會各個階層的投

入參與，例如政治人物須要很多的知識及願景，也須要科學家、學界、建築

師和規劃師，還包括企業界和大眾媒體的參與」。

而國內推動生態城市觀念不遺餘力的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江哲銘

教授，在台博會催生的工作團隊中，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我們希望

借由他的專業知識，及過去長期努力參與推動生態城市的豐富經驗，

點出國內推動生態城市的關鍵點及應有的作法，因此本團此次南下，

到與北部較為濕冷不同氣候的「東南亞」- - -台南，對國內推動生態城

市作更進一步了解，以下是本團的深度專訪：



的全球C O2的控制量及延伸到熱帶雨林面積等

多項複雜的因子，又如南北半球的對抗或南

北國家的對抗等等，這些都是有關聯的。所

以中國大陸就是有這樣一個代表第三世界的

最佳窗口，不管中國大陸是因為Ti m i n g、或

是正值經濟起飛之際，又北溫帶先進國家也

想為地球做一些所謂平衡的動作，因為他們

已耗用地球太多C O2的排放量，所以他們也想

回饋，而且剛好有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窗口。

所以中國大陸在北京的清華大學、上海的同

濟大學、貴州等類似的其他單位，國外最新

的團隊就馬上就會加入，像我們國內這次台

博會邀請的德國、瑞典及丹麥之國外專家及

學者，在中國大陸也是多有著力及合作關

係。

「水」在生態城市與綠建築九大指標中扮

演什麼樣的角色？為何江教授認為「水」與

綠建築九大指標中之任一指標均有關聯？

因為京都議定書已在2 0 0 5年2月1 6日通

過，現在台灣已是不得不做，那水資源跟京

都議定書有什麼關聯？其實綠建築的九大指

標中的任何一個指標都跟水有關聯，任何的

一個指標的原點就是水，因為生命的淵源就

是水。生態城市就是要把生命再找回來，其

實就是生命的三要素，水、空氣、陽光，其

中空氣和陽光本來各地都有，而有些地區一

直在沙漠化，就不一定有水，所以基地保水

工作相當重要，有樹就有水，有水就有樹，

必須要生物多樣化，才能讓森林植物都能保

存下來。改善熱島效應也是要水，所以是環

環相扣，人類生活環境要健康，亦是須要

水，而永續校園之推動是否成功，水是重要

關鍵，九大指標都必須與水相關，水不只是

供人類飲用，它其中一個相當重要功能，是

改善環境，把生命再找回來，甚至培養的更

好，水可以過濾處理都市公共衛生及污染問

題，其中一部分可以用微生物處理，即是與

水有關，其處理之機制即是微生物，另外如

重金屬、無機化合污染物等，所以有效的水

循環利用是相重要的。

「水資源」在最近日本愛知博覽會的展示

內容中扮演何種角色?您認為會中強調的是所

謂「循環型社會」是什麼?為何江教授認為水

循環是循環型社會一個重要的啟動引擎? 「京

都議定書」已於今年2月1 6日通過，它是否有

助於國內推動生態城市?

日本愛知博覽會它所展出的其中一個重

要平台，就是水循環，會中展出強調的就是

一個循環型的社會主題，在整個循環當中，

水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如中水再利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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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處環熱帶圈，在推動永續生態城

市作法上與北歐先進國家有何不同?我們在國

際區域水平分工及氣候條件上有何特殊意義?

江教授為何認為台灣是環熱帶圈最佳地區及

代表？

真正代表環熱帶圈其實是住在環熱帶圈

的地球村村民才具有這種資格，像北京、上

海他們是環熱帶圈以北之北溫帶地區，與

O E C T的北溫帶西方先進國家同屬較具相同之

高緯度地區，而日本也是所謂「棄亞從歐」，

即使我們也認同日本及中國大陸是亞洲代

表，但是他們一樣同屬於北溫帶，那環熱帶

圈代表到底是誰呢？綜觀整個地球圈中，台

灣位居北迴歸線上，若台灣不做，就會失去

最佳機會，這也就叫做全球水平分工，大家

可以同時間做，我們也可以進行跳躍式升

級，只可惜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所以無法

享用到聯合國那些團隊資源。

現在我們在台灣在推動生態城市自己感

覺好像是最新的知識，其實這些觀念已經落

後歐洲先進國家2 0年。舉個簡單的例子，我

們現在還在教育什麼是「綠建築」、什麼是

「綠建材」，然而在北歐先進國家，在市面上

已經買不到非綠建築的建材了，因為已經成

為生活化、已經轉型過去了，而我們現在才

開始進行教育及推動，甚至國會還是半信半

疑，我都覺得來不及了，而且生態城市之推

動是有系統性的，其實就是生活，就是人類

在地球上某一個區域的生活，所以水資源有

效循環利用或永續生態城市，應該是從自然

的角度來看，以Ti m i n g角度來看，現在不趕

快做是不行的，如果你不做別人做，相對的

你的機會就會喪失掉。

中國大陸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亦已積極

推動「生態城市」，對於其推動城市大部分屬

溫帶地區，為何江教授認為其作法是所謂

「跳躍式的升級」？

中國大陸作法，我們常講他們是所謂

「跳躍式的升級」，因為他們有聯合國的支

援，所以全世界第一流及最新的研究結果，

通常都會透過聯合國機構，如教科文組織及

聯合國環境保護組織，直接和第三世界的窗

口作所謂這種類似輔導及地球改進的一種平

衡發展，這個問題我以前也曾經提過，地球

有1 / 2人口及1 / 2陸地是在環熱帶圈，同時也是

我最近在台博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即推

動環熱帶圈生態城市示範點。

因為我們是拉大全球化的戰略，這一塊

先進國家已經不做了。

第三世界的不平

衡，或所謂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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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諾威生態園區建築太陽能
利用節能設計



的衡量，千萬不要迷失在物質化的生活，而

是要追求去物質化及精神化的生活這也是老

子道德經所說的，即老莊思想，目前國內很

多專業人士均往這方面去努力，提倡及強調

所謂的「身」、「心」、「靈」，因此到最後大

家仍會殊途同歸，不再去大量耗費即有之能

源，而是去開發新能源，水資源就又是重要

的一環。

京都議定書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解決溫

室效應，最近氣候變遷已相當明顯，那背後

延伸隱含的原因就是超量使用地球之能源及

資源，所以我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再生能

源如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等，尤其生質能

之應用，在生態城市是相當重要的，水亦是

生質能應用中的一部分，另外有一部分是無

形之再生能源，那就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價值

觀，人類必須有正確的生活價值觀，才會形

成啟動生態城市的原動力，太陽能發電、風

能發電及生質能動力都是一個具體、

可看見及可碰觸的科學技術，即

這是有型之再生能源，但無型

之再生能量影響卻更大，如

氣功是一種無形之再生能

源，然而溫度仍然可以測

量，但人的意識或精神概念就

很難測量；最直接的是早期哲學

家所留下來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價值

觀，它可以對應於宇宙的邏輯價值觀，即尊

重宇宙、順應宇宙及順應自然，因此無形之

生活價值觀遠比有形之能源影響要大。

永續生態城市追求的具體目標是什麼？

江教授為何認為永續建築的原點是東方寺廟

及西方修道院？請江教授舉例說明推動永續

生態城市的理念，為何要從人類原始生活價

值觀去改變？無形的生活價值觀影響佔3 0 %

左右？

我曾經去尋求永續建築的原點，我找到

的是佛家寺院及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修道

院的社區規劃就是生態社區，在參加國際會

議時，曾經有人談老莊思想，而西方的代表

就是修道院，一個修道院的整個系統，人在

?面從出生到往生，他可以完全自足的生

活，如已考慮到生命之源，水的供應，還有

疏菜的種植，甚至主食的供應方式及牛羊畜

牧等，修道院及寺廟可說都是一個準自給自

足的生活體系，2 1世紀生態城市要做得好，

除了先進的綠色科學技術外，就是把中西方

準宗教的生活方式再找回來，而且我發覺到

這一部分也是各行各業共同追求的理想，我

把它俗稱為「永續教」教派，永續之

追求等同一個準宗教的追求。

瑞典專家Varis Bokalders

教授他來台灣第一個印象，

他問我說：「你們台灣摩托

車怎麼這麼多？」，他很震撼

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在北歐看

到的腳踏車6 0 %左右都是“M a d e

in Ta i w a n”的，而且他們國家的國民

所得比我們高。他這一句話講完讓我馬上領

悟到一件事情，我回答「很抱歉!我買的是你

們生產的Vo l v o汽車，且使用的是汽油燃料的

汽車」，如此就可以說為什麼相差2 0年，這就

是生活價值觀、生活體系的不同，我們如不

立刻改善，馬上就會因京都議定書而遭到被

淘汰，因為產品會無法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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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不只中水再利用，必再結合生活平

台，因此到最後都會是和建築有關，因為這

就是「生活」，因為廢（污）水經處理後，須

考量循環再利用之對象，最後仍要考量生活

平台，所以如生活平台沒有做正確，水再生

再利用即無法有效循環。

水循環是循環型社會一個重要的啟動引

擎，循環型態包括資源及能源，而水是重要

資源，透過微生物可以將污染有機物質轉

換，如廚餘、植物樹葉、腐植質、有機堆肥

等，有機質都可以透過水及微生物之氧化循

環再生，如此可減少末端廢棄物之處理成

本，即可以省電且又可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2月1 6日通過京都議定書是推生態城市的

一個契機，去年參加華沙會議，會中討論主

題是ISO 21000，而I S O 1 4 0 0 0是Green System

或Green Product，ISO 21000是永續建築，沿

用著與京都議定書有關聯的訴求，即由1 9 9 2

的「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1 9 9 7之「京

都議定書」兩個主軸的準則下來，一系列的

推動產生I S O 9 0 0 0、I S O 1 4 0 0 0及I S O 2 1 0 0 0，

且在營建中建築之材料、設備及設計方法討

論的都是有關循環及健康的，水是重要的目

的，就是節省資源及節省能源，再生再利

用，健康的人生價值是相當重要的，這1 0年

來人類在不斷的改變，產品也不斷的在改

變，所以1 9 9 2的「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與1 9 9 7之「京都議定書」影響相當大，而且

已經直接影響到產業。

國內如何推動生態城市？為何江教授認

為「生活價值觀」相當重要？這部分是現今

社會條文規則內沒有規範的？我們如何建構

及有效落實國內生態城市？推動生態城市應

有的生活價值觀是什麼？又江教授為何認為

「無形之再生能源」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價值

觀？

產業即與生活有關，因為有生活才有需

求，有需求才有產業，而生活方式及型態必

須符合京都議定書之要求，如此我們的生活

價值觀就相當重要，而這部分是現今社會條

文規則內沒有規範的東西，我卻在老子道德

經?面看到，二十世紀大量物質化的生活，

這1 0 0年來我們大量耗費地球幾億年累積才下

來的能源及資源，從現在到2 0 3 0年，我們如

果再不去開發新的能源及資源，還要繼續耗

費地球越來越少的資源及能源，則下N世代將

無法在地球繼續生存。

2 1世紀必須往簡樸的生活方式去推行，

去追求心靈化、精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

值觀，我們就必須努力去考量開源及節流，

為下N世代子孫作一個負責任的祖先，我們要

有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在2 1世紀往簡樸

的生活方式去推行，必須去追求心靈化、精

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值觀，即是雖然只

使用很少的資源及能源，但卻仍可享有很高

的生活品質、幸福感及滿足感，是超出物質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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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答：

▲ 德國漢諾威生態園區景觀池水資源有效循環利用節水設計

▲ 永續生態建築物人
工溼地設計實例

問：



的衡量，千萬不要迷失在物質化的生活，而

是要追求去物質化及精神化的生活這也是老

子道德經所說的，即老莊思想，目前國內很

多專業人士均往這方面去努力，提倡及強調

所謂的「身」、「心」、「靈」，因此到最後大

家仍會殊途同歸，不再去大量耗費即有之能

源，而是去開發新能源，水資源就又是重要

的一環。

京都議定書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解決溫

室效應，最近氣候變遷已相當明顯，那背後

延伸隱含的原因就是超量使用地球之能源及

資源，所以我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再生能

源如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等，尤其生質能

之應用，在生態城市是相當重要的，水亦是

生質能應用中的一部分，另外有一部分是無

形之再生能源，那就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價值

觀，人類必須有正確的生活價值觀，才會形

成啟動生態城市的原動力，太陽能發電、風

能發電及生質能動力都是一個具體、

可看見及可碰觸的科學技術，即

這是有型之再生能源，但無型

之再生能量影響卻更大，如

氣功是一種無形之再生能

源，然而溫度仍然可以測

量，但人的意識或精神概念就

很難測量；最直接的是早期哲學

家所留下來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價值

觀，它可以對應於宇宙的邏輯價值觀，即尊

重宇宙、順應宇宙及順應自然，因此無形之

生活價值觀遠比有形之能源影響要大。

永續生態城市追求的具體目標是什麼？

江教授為何認為永續建築的原點是東方寺廟

及西方修道院？請江教授舉例說明推動永續

生態城市的理念，為何要從人類原始生活價

值觀去改變？無形的生活價值觀影響佔3 0 %

左右？

我曾經去尋求永續建築的原點，我找到

的是佛家寺院及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修道

院的社區規劃就是生態社區，在參加國際會

議時，曾經有人談老莊思想，而西方的代表

就是修道院，一個修道院的整個系統，人在

?面從出生到往生，他可以完全自足的生

活，如已考慮到生命之源，水的供應，還有

疏菜的種植，甚至主食的供應方式及牛羊畜

牧等，修道院及寺廟可說都是一個準自給自

足的生活體系，2 1世紀生態城市要做得好，

除了先進的綠色科學技術外，就是把中西方

準宗教的生活方式再找回來，而且我發覺到

這一部分也是各行各業共同追求的理想，我

把它俗稱為「永續教」教派，永續之

追求等同一個準宗教的追求。

瑞典專家Varis Bokalders

教授他來台灣第一個印象，

他問我說：「你們台灣摩托

車怎麼這麼多？」，他很震撼

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在北歐看

到的腳踏車6 0 %左右都是“M a d e

in Ta i w a n”的，而且他們國家的國民

所得比我們高。他這一句話講完讓我馬上領

悟到一件事情，我回答「很抱歉!我買的是你

們生產的Vo l v o汽車，且使用的是汽油燃料的

汽車」，如此就可以說為什麼相差2 0年，這就

是生活價值觀、生活體系的不同，我們如不

立刻改善，馬上就會因京都議定書而遭到被

淘汰，因為產品會無法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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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不只中水再利用，必再結合生活平

台，因此到最後都會是和建築有關，因為這

就是「生活」，因為廢（污）水經處理後，須

考量循環再利用之對象，最後仍要考量生活

平台，所以如生活平台沒有做正確，水再生

再利用即無法有效循環。

水循環是循環型社會一個重要的啟動引

擎，循環型態包括資源及能源，而水是重要

資源，透過微生物可以將污染有機物質轉

換，如廚餘、植物樹葉、腐植質、有機堆肥

等，有機質都可以透過水及微生物之氧化循

環再生，如此可減少末端廢棄物之處理成

本，即可以省電且又可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2月1 6日通過京都議定書是推生態城市的

一個契機，去年參加華沙會議，會中討論主

題是ISO 21000，而I S O 1 4 0 0 0是Green System

或Green Product，ISO 21000是永續建築，沿

用著與京都議定書有關聯的訴求，即由1 9 9 2

的「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1 9 9 7之「京

都議定書」兩個主軸的準則下來，一系列的

推動產生I S O 9 0 0 0、I S O 1 4 0 0 0及I S O 2 1 0 0 0，

且在營建中建築之材料、設備及設計方法討

論的都是有關循環及健康的，水是重要的目

的，就是節省資源及節省能源，再生再利

用，健康的人生價值是相當重要的，這1 0年

來人類在不斷的改變，產品也不斷的在改

變，所以1 9 9 2的「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與1 9 9 7之「京都議定書」影響相當大，而且

已經直接影響到產業。

國內如何推動生態城市？為何江教授認

為「生活價值觀」相當重要？這部分是現今

社會條文規則內沒有規範的？我們如何建構

及有效落實國內生態城市？推動生態城市應

有的生活價值觀是什麼？又江教授為何認為

「無形之再生能源」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價值

觀？

產業即與生活有關，因為有生活才有需

求，有需求才有產業，而生活方式及型態必

須符合京都議定書之要求，如此我們的生活

價值觀就相當重要，而這部分是現今社會條

文規則內沒有規範的東西，我卻在老子道德

經?面看到，二十世紀大量物質化的生活，

這1 0 0年來我們大量耗費地球幾億年累積才下

來的能源及資源，從現在到2 0 3 0年，我們如

果再不去開發新的能源及資源，還要繼續耗

費地球越來越少的資源及能源，則下N世代將

無法在地球繼續生存。

2 1世紀必須往簡樸的生活方式去推行，

去追求心靈化、精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

值觀，我們就必須努力去考量開源及節流，

為下N世代子孫作一個負責任的祖先，我們要

有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在2 1世紀往簡樸

的生活方式去推行，必須去追求心靈化、精

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值觀，即是雖然只

使用很少的資源及能源，但卻仍可享有很高

的生活品質、幸福感及滿足感，是超出物質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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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答：

▲ 德國漢諾威生態園區景觀池水資源有效循環利用節水設計

▲ 永續生態建築物人
工溼地設計實例

問：



濟，也是永

續經濟，而永

續建築產業即是綠

色科技產業，北歐國家已證明經濟和環保可

以同時並存，我們與這些北歐國家都有經過

長時期的分析及接觸，因為他們比其它先進

國家都要提早推動永續生態城市，且都有豐

碩之實際成果。

千萬不要忽略中間有一個是「會設計生

活的人」，就是廣義的建築人，我自稱為「超

級推銷員」，大家都會誤解環保與經濟不能並

存，原因是有些人自廢武功，有些做科學研

究的人不負責任，即中間研發綠色科技的人

沒有站出來，所以到2 0 1 5年營建產業可能是

第二波被稱為火車頭產業的時候，而當建築

產業出頭時，所有生活產品也才會隨之帶動

起來，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這民生生活中3 0 %

CO2的貢獻量。

講到水循環利用，應往台灣特有的氣候

去進行，不是只從先進國家直接轉移應用到

台灣本土，但是台灣雖然稱作環熱帶圈，它

也是屬於在北溫帶地區範圍，因為北迴歸線

已把台灣分為東南亞及東北亞兩邊，氣候條

件就不一樣了，在南北兩邊作研究時可能就

有一些F a c t o r必須要作修正，所以台博會展場

選在台南沙崙是在北迴歸線以南，與桃園氣

候條件不一樣，就必須有不一樣展出之主

題，就如同工研院除新竹院區外，有另設南

分院，因此在台灣除大家各別分工去做外，

大家必須整合起來。

為何江教授認為應該徵收「綠稅」，去促

成生態城市及推動無形之生活價值觀的教

育？您在推動國內「永續校園」及提出國內

「生態教育旅遊線」的內容是什麼？

推動永續建築或生態城市不能只顧及工

廠部分，必須在新的營建體制限制下，譬如

可以使用低耗能製程，並提出一筆「綠稅」，

來進行屬民生生活生態城市的改善，且讓大

家都有機會一起來參與，並積極來投資無形

之生活價值觀的推動教育，而這一部分只須

少量資金，且初估至少可產生1 0 %左右之效

益，在人類生活方式其中有2 0 %是硬體，1 0 %

是軟體，但這部分卻常被忽略，我覺得非常

可惜。

我曾提出一個生態旅遊線，包括北、

中、南、東四條線，如在每一個學校產生一

個生態主題，而這主題就是代表妳們學校國

內唯一的生態特色，而全台灣有4 , 5 0 0多所中

小學校，如把他們都聯結起來，那各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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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全國能源會議一直沒建築背景的專

業人員參加，而京都議定書通過的是限制C O2

排放量，國內前半年才在舊的體系通過的八

輕及大型煉鋼廠，但2月1 6日通過京都議定書

之後，就已產生新的問題，而最大的影響是

在無形的生活價值觀影響才是最大，這部分

影響佔3 0 %左右，這也就是廣義的營建生活

體系，其實石化廠大型煉鋼廠應在新的營建

體系評估下去繼續推動建造，並要求提出一

筆所謂的「綠稅」，去推動資源與能源的循

環，即提供有形及無形之生活體系去促成所

謂「循環型社會」，且將資金用於改善及創造

更好之生態環境，這些工作期盼政府能有效

的跨部會去整合。

請問推動永續建築及生態城市在國際分

工及推動的速度上的看法？台灣推動生態城

市“世界都在看”，台灣如果能做到，歐盟或

世界各國都會對台灣另眼相看嗎？

ISO  21000將在今年9月份公告，我感覺

到推動永續建築及生態城市，其時已趕不上

現今國際社會推動的速度，所以我的看法是

要整合所有的力量，不能只看單點，所以我

們必須收納所有相關知識及技術一起合作，

因此在我的研究團隊裡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主

題，因此推動生態城市實在是已迫在眉睫，

而且研究方向必須是作全面性的整體考量，

所以必是水平式的大家一起努力，所以我們

台灣的經驗去國際會議作水平分工的發表和

訴求的策略是成功的，一個地球如果只在北

半球推動生態城市，忽略了其它部分也是不

對的，只可惜我們不是會員國，我也只能在

國際會議上聽別人發表，但真正是會員國的

一些國家卻沒有代表參加，這個情況也表示

台灣有機會。

德國的專家Joachimb Eble說過，台灣如

果能做到，歐盟或世界各國都會對台灣刮目

相看，並且能受到尊重及敬佩，並且可能會

邀請台灣加入歐聯，成為正式會員國，這很

清楚歐聯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能朝此作水平分

工，不可能只作北半球，而中間部分都無人

去做，必須全面進行才能叫做所謂的「圓

滿」。

江教授對於政府推動經濟與環保有何看

法？為何您認為不是只有0與1之選擇？為何

江教授期許2 1世紀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所謂

「環保經濟」？又江教授所謂「會設計生活的

人」是指什麼？台灣地理位置已分別位居東

南亞及東北亞？對推動生態城市有何影響？

我舉出芬蘭這國為例，環保評比世界排

名第一，國民所得世界排名第三，永續評論

也是世界前三名，有人擔心如贊成環保，經

濟則無法兼顧，但由丹麥、芬蘭、挪威這些

北歐國家，就可以得到實際的例證，這是我

第一次發現去把它比對出來。

以2 1世紀的生活方式來講，應該是「環

保經濟」，亦即是日本愛知博覽會推動之循環

型社會體系，而我要作的是一個「永續經

濟」，譬如ISO  21000的精神，就是環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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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也是永

續經濟，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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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出頭時，所有生活產品也才會隨之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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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水循環利用，應往台灣特有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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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把台灣分為東南亞及東北亞兩邊，氣候條

件就不一樣了，在南北兩邊作研究時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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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屬民生生活生態城市的改善，且讓大

家都有機會一起來參與，並積極來投資無形

之生活價值觀的推動教育，而這一部分只須

少量資金，且初估至少可產生1 0 %左右之效

益，在人類生活方式其中有2 0 %是硬體，1 0 %

是軟體，但這部分卻常被忽略，我覺得非常

可惜。

我曾提出一個生態旅遊線，包括北、

中、南、東四條線，如在每一個學校產生一

個生態主題，而這主題就是代表妳們學校國

內唯一的生態特色，而全台灣有4 , 5 0 0多所中

小學校，如把他們都聯結起來，那各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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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的研究團隊裡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主

題，因此推動生態城市實在是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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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台灣加入歐聯，成為正式會員國，這很

清楚歐聯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能朝此作水平分

工，不可能只作北半球，而中間部分都無人

去做，必須全面進行才能叫做所謂的「圓

滿」。

江教授對於政府推動經濟與環保有何看

法？為何您認為不是只有0與1之選擇？為何

江教授期許2 1世紀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所謂

「環保經濟」？又江教授所謂「會設計生活的

人」是指什麼？台灣地理位置已分別位居東

南亞及東北亞？對推動生態城市有何影響？

我舉出芬蘭這國為例，環保評比世界排

名第一，國民所得世界排名第三，永續評論

也是世界前三名，有人擔心如贊成環保，經

濟則無法兼顧，但由丹麥、芬蘭、挪威這些

北歐國家，就可以得到實際的例證，這是我

第一次發現去把它比對出來。

以2 1世紀的生活方式來講，應該是「環

保經濟」，亦即是日本愛知博覽會推動之循環

型社會體系，而我要作的是一個「永續經

濟」，譬如ISO  21000的精神，就是環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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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因此我們要展出一個與北歐國家不

同，即與亞熱帶有關的生態城市模式產品及

系統，如水循環系統就會有所區隔了，我在

北歐國家看到他們的生態城市規劃中，都可

以看到很漂亮的水循環系統，但如在台灣水

循環系統就會不一樣，台北和台南也會不一

樣，這樣大家才不會互相衝突，要不然就不

會得到國際的支持，這個策略我們在2 0 0 2年

奧斯陸的國際會議裡面已看到，因為我們所

提出有關亞熱帶區生態城市之論文，讓原本

已截稿的奧斯陸國際研討會破例再錄取我們

論文，進入研討的議程，再由世界地圖上，

顯而易見的看到亞熱帶區域，是沒有國家去

推動的，而這一部分也是他們推動永續建築

及生態城市所欠缺的地區，因此來參加國內

永續建築研討會的永續國際會議主席團，都

非常認同我們的觀點及作法。

結語

台灣必須發展一個適合自己本土性氣候

的永續生態城鄉環境，並期許成為環亞熱帶

圈代表的示範點，讓世界都能對台灣在創造

經濟奇蹟之後，對台灣再建構出另一「綠色

奇蹟」刮目相看，我們追求的目標是環保與

經濟並重的所謂「環保型經濟」，而推動永續

生態城市的重要關鍵因素，就是國人生活價

值觀的改變，其重點作法是具有哲學理念與

實施教育推廣，在2 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

往簡樸的生活方式去推行，去追求心靈化、

精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值觀，如此在推

動永續綠色生態城市的工作上，才能有效落

實與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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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主題又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產生，因此台

灣如果能做到，這在世界上就會是一個奇

蹟，可由點、線、面逐漸形成，也正如細胞

分裂一樣，逐漸地擴散開來，所以要推展永

續循環的城市，從永續校園起步

是最好的示範點，在國民小

學會逐漸影響周邊6 0 0公尺

左右的社區，國民中學

就會影響1 , 5 0 0公尺內的

社區，綜觀台灣地區如

計算永續校園推動所涵

概的區域面積，在扣除中

央山脈所佔1 / 3面積後，它已

佔台灣土地面積1 / 3強，因此如果

永續校園推動成功，這影響之區域循環系

統就會成立，所以要推動無形之再生能源，

在台灣是有條件可以非常快速推動的。

為何北歐國家發展生態城市比其它國都

要早？請江教授說明芬蘭通訊設施的便捷性

是所謂「綠色交通」？台灣目前推動生態城

市的時機是否恰當？為何江教授為台灣已是

不得不推動生態城市？

北歐一些國家早已進入所謂永續技術領

域，如芬蘭N o k i a通訊設施的普及，即可減少

交通量，降低空氣污染量，即減少C O2的排放

量，北歐地區人民已盡量減少汽油使用量，

盡量以腳踏車代步，並以通訊的便捷性去取

代交通運輸量，即是所謂「綠色交通」，世界

第一個所謂網路城市就是芬蘭赫爾辛基。

而會促使北歐這些國家這麼早就能發展

推動生態城市的觀念，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

是生活壓力、求生存，因為這些國家位於北

極圈附近，溫室效應所產生影響最大，最先

受害的就是北極圈，而在南迴歸線與北迴歸

線間赤道附近的區域，因為農作

生產容易，反而缺乏環境壓

力，北歐國家因氣候關係

農作生產不易，只有努力

適應環境，並向外拓展

殖民地，可說是「城鄉

策略聯盟」，這也是國際

水平分工策略，但必須同

時要達成同一水準，這世界

才會是和平的。

目前台灣已是不得不推動生態城市，

因為在2月1 6日京都議定書通過後，接下會立

刻影響台灣某些產品的輸出到歐洲，我預測

美國也會在2年內簽下議定書，因為原先政治

選舉因素的壓力已解除，因此爾後台灣產品

銷售到美國，也同樣會受限制，所以到最後

會影響到國內整體產業經濟，既然知道立刻

會面臨到生存問題，為何還不做呢？

請問江教授您個人對台博會的期許？

台博會最重要的一點是示範作用，它是

一個生態城市推出的示範點，它具有教育國

人及宣導示範的功能，而展場內容的設計，

是吸引國內外人潮的關鍵，我覺得要台博會

展出呈現的重點就是佔地球1 / 2的環亞熱帶區

特性這一部分，這也是我領悟到人生的一個

道理，即我們發明一個東西，或推出一個新

的策略，要能與其它先進國家的市場有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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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因此我們要展出一個與北歐國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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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如水循環系統就會有所區隔了，我在

北歐國家看到他們的生態城市規劃中，都可

以看到很漂亮的水循環系統，但如在台灣水

循環系統就會不一樣，台北和台南也會不一

樣，這樣大家才不會互相衝突，要不然就不

會得到國際的支持，這個策略我們在2 0 0 2年

奧斯陸的國際會議裡面已看到，因為我們所

提出有關亞熱帶區生態城市之論文，讓原本

已截稿的奧斯陸國際研討會破例再錄取我們

論文，進入研討的議程，再由世界地圖上，

顯而易見的看到亞熱帶區域，是沒有國家去

推動的，而這一部分也是他們推動永續建築

及生態城市所欠缺的地區，因此來參加國內

永續建築研討會的永續國際會議主席團，都

非常認同我們的觀點及作法。

結語

台灣必須發展一個適合自己本土性氣候

的永續生態城鄉環境，並期許成為環亞熱帶

圈代表的示範點，讓世界都能對台灣在創造

經濟奇蹟之後，對台灣再建構出另一「綠色

奇蹟」刮目相看，我們追求的目標是環保與

經濟並重的所謂「環保型經濟」，而推動永續

生態城市的重要關鍵因素，就是國人生活價

值觀的改變，其重點作法是具有哲學理念與

實施教育推廣，在2 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

往簡樸的生活方式去推行，去追求心靈化、

精神化的一個崇高的生活價值觀，如此在推

動永續綠色生態城市的工作上，才能有效落

實與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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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主題又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產生，因此台

灣如果能做到，這在世界上就會是一個奇

蹟，可由點、線、面逐漸形成，也正如細胞

分裂一樣，逐漸地擴散開來，所以要推展永

續循環的城市，從永續校園起步

是最好的示範點，在國民小

學會逐漸影響周邊6 0 0公尺

左右的社區，國民中學

就會影響1 , 5 0 0公尺內的

社區，綜觀台灣地區如

計算永續校園推動所涵

概的區域面積，在扣除中

央山脈所佔1 / 3面積後，它已

佔台灣土地面積1 / 3強，因此如果

永續校園推動成功，這影響之區域循環系

統就會成立，所以要推動無形之再生能源，

在台灣是有條件可以非常快速推動的。

為何北歐國家發展生態城市比其它國都

要早？請江教授說明芬蘭通訊設施的便捷性

是所謂「綠色交通」？台灣目前推動生態城

市的時機是否恰當？為何江教授為台灣已是

不得不推動生態城市？

北歐一些國家早已進入所謂永續技術領

域，如芬蘭N o k i a通訊設施的普及，即可減少

交通量，降低空氣污染量，即減少C O2的排放

量，北歐地區人民已盡量減少汽油使用量，

盡量以腳踏車代步，並以通訊的便捷性去取

代交通運輸量，即是所謂「綠色交通」，世界

第一個所謂網路城市就是芬蘭赫爾辛基。

而會促使北歐這些國家這麼早就能發展

推動生態城市的觀念，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

是生活壓力、求生存，因為這些國家位於北

極圈附近，溫室效應所產生影響最大，最先

受害的就是北極圈，而在南迴歸線與北迴歸

線間赤道附近的區域，因為農作

生產容易，反而缺乏環境壓

力，北歐國家因氣候關係

農作生產不易，只有努力

適應環境，並向外拓展

殖民地，可說是「城鄉

策略聯盟」，這也是國際

水平分工策略，但必須同

時要達成同一水準，這世界

才會是和平的。

目前台灣已是不得不推動生態城市，

因為在2月1 6日京都議定書通過後，接下會立

刻影響台灣某些產品的輸出到歐洲，我預測

美國也會在2年內簽下議定書，因為原先政治

選舉因素的壓力已解除，因此爾後台灣產品

銷售到美國，也同樣會受限制，所以到最後

會影響到國內整體產業經濟，既然知道立刻

會面臨到生存問題，為何還不做呢？

請問江教授您個人對台博會的期許？

台博會最重要的一點是示範作用，它是

一個生態城市推出的示範點，它具有教育國

人及宣導示範的功能，而展場內容的設計，

是吸引國內外人潮的關鍵，我覺得要台博會

展出呈現的重點就是佔地球1 / 2的環亞熱帶區

特性這一部分，這也是我領悟到人生的一個

道理，即我們發明一個東西，或推出一個新

的策略，要能與其它先進國家的市場有互補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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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問：

答： 答：

▲ 德國綠建築太陽能
光電板利用設計

汽車修理廠太陽能光電板利用設計

▼ 以人工濕地方式淨化水循環實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