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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鎮：九二一災區重建的願景 
 

■李永展／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將永續發展納入城鄉規劃的概念，來自於環境的惡化及資源的耗竭，

再加上地區性及全球性的環境正義問題愈來愈嚴重。城鎮就像是飢餓

的怪獸，吞噬許多能源／資源，並排放出大量的廢棄物，因而成為整

個生態環境問題的核心，要突破這個窘境，永續發展式的城鎮規劃或

許是一個解決之道。 
 

自然的一課，昂貴的代價 

台灣百年來規模最大的「九二一集集大

地震」不僅震碎近萬人的家園，也使得實

施三十幾年的城鄉規劃體系受到新的考驗

。傳統由上而下的規劃體系，出現了新的

運作模式，以往民眾發聲的場合，往往是

接近結果公布的公聽會階段，但是從現在

各界陸續投入的重建規劃工作中，不難發

現環境「使用者」的角色開始受到重視，

而「規劃者」不再是一手主導所有的規劃

願景，兩者間的溝通協商成為空間實踐的

必要過程。由規劃內容觀之，重建地方特

色與回復社會網絡成為災區規劃最重要的

要素，而重建過程所造成的環境改變必須

在安全界線內，亦成為災區規劃中首要前

提。由此可知，打造一個可居的生活環境

及有特色的生產環境成為目前最急迫的課

題，但是如何營造一個人類與自然共生的

適居環境，更是城鄉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這也是本文所要揭櫫的重要規劃理念。  

將永續發展納入城鄉規劃的概念，來自

於環境的惡化及資源的耗竭，再加上地區

性及全球性的環境正義問題愈來愈嚴重，

於是永續城鄉、生態城鎮、綠色社區的觀

點陸續被提出。雖然城鎮是人類了不起的

文明產物，但為了維持其正常運作必須依

賴大量的化石能源，而城鎮所排放的大量

廢棄物，亦對鄰近環境造成沉重負擔，再

加上大量的建築物、公共設施、及基礎建

設等，往往必須花費大筆的興建經費。因

此，城鎮就像是飢餓的怪獸，吞噬許多能

源／資源，並排放出大量的廢棄物，因而

成為整個生態環境問題的核心。要突破這

個窘境，永續發展式的城鎮規劃或許是一

個解決之道。就此而言，儘管九二一集集

大地震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也製造

了許多環境問題，但是從災區重建的工作

中，或許我們有機會將永續發展的理念予

以實踐，以建造一個更符合人性、更永續

的生態城鎮。  

所謂生態城鎮是指「按生態原理建立起

來的一類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物質、

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人

類聚居地，即高效、和詣的人類棲境」

（王如松，1991，第14頁）；或者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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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謝非常有效率的城鎮」，也就是說，

城鎮中的每一種產出都儘可能再成為原

料，重新投入生產體系中，如此，從大自

然中索取的資源便可減少，而生產過程會

影響到的地區相對也就非常小（李永展，

1995）。  

面對人類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許

多規劃者開始致力於將永續發展納入城鎮

的規劃理念中，因而產生了「生態規劃」

的理念。根據此理念，「生態城鎮規劃」

的目標是為營造滿足人類需求又不破壞生

態環境的「綠色城鎮」，其目標可歸納如

下：  

1.建立安全、健康、有地方特色的城

鎮。  

2.建立具有民主性、教育性、容他性、

參與性的城鎮。  

3.促進城鎮資源（包括實質環境資源、

文化資產及經濟資源等）永續利用。  

4.建立混合的土地使用及以大眾運輸系

統為主的城鎮。  

5.建立城鎮多樣性（包括生物多樣性、

文化多樣性等）。  

6.落實「減量、再使用、回收、再生」

的4R政策。  

生態規劃，邁向重建之路 

在各方著手進行災區重建的同時，不僅

在規劃的深度上必須考量地方特色，在廣

度上，亦需納入生態城鎮的概念，也就是

從城鎮外吸收最小量的資源及能源，再妥

善運作進而產生該城鎮獨特的優良生活品

質，最後輸出最小量的廢棄物。因此，為

落實生態城鎮的概念於災區的重建工作

中，必須考量下述幾項因子：  

一、有效率的能源／資源使用 

1.省能  

能源已經成為現代化生活的根本，也使

得生產與消費更為便利，但是從九二一大

地震後，所造成的區域供電、南電北送、

及工商、民生用電優先權等爭議，即可看

出能源的有限性與重要性。傳統規劃大都

由用電需求著手調配供需的平衡，而在生

態城鎮的規劃理念下，則應回歸供給面審

視能源的有效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必

須將省能的概念納入城鎮規劃體系中。  

省能的範圍很廣，從隨手關水關燈、騎

乘電動汽機車，到建築物的節能設計、地

形氣候的運用，到城鎮的規劃（如相容的

土地混合使用以減少通勤）、交通的管理

等。若能有效的節省能源，將可直接減少

污染的排放（如一氧化氮、二氧化碳的排

放）及污染物的產生（如垃圾及核廢料）

。省能的策略也相當廣泛，諸如訂定電氣

用品的耗電標準及車輛的耗油標準、改善

工廠生產及燃燒設備（如鍋爐）的設計／

處理流程、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改善或

調整輸配電系統、訂定能源的價格制度等

。雖然這些策略往往不是單一行政職權可

以做到，但如果能在城鎮規劃、設計、開

發、管理的各種層面上作更寬廣的考慮，

必定能產生很大的省能效果。  

2.水再生利用  

目前台灣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僅 5.6%

，也就是94.4%的廢水直接排入河川（行

政院主計處，1998），這些未經處理的大

量生活污水不僅使得鄰近的河流或土壤受

到污染，也使得下游的河川、河口、海域

的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因此，進行災區重

建時首先必須將污水下水道的系統及污水

處理場的區位及規模優先劃設，並儘可能

及早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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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愈來愈多節約用水、廢水再利用

（即中水再利用）、以生態方法處理廢水

的呼籲在各界發聲。而多面向的水資源利

用在生態城鎮營造上也是相當重要的作法

，例如建築物及社區的中水再利用（例如

作為澆花、滯洪池用水）可以減少水資源

的浪費；規劃設計更多的透水層，不僅可

減緩地表水的涇流、增加地下水的補注（

因而減少下游急遽暴發的洪流），入滲過

程也可以淨化水質。  

3.綠建築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造成全台房屋損毀超

過 1,500棟，其中約有近萬棟的房屋必須

拆除重建。建築物是人類生活或工作的庇

護所，一個人每天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生

活在建築物內部。因此，如何將這些建築

物作整體的考量，並加入能源保護、資源

運用最小化、及氣候調節等觀念，以實現

生態城鎮的目標，即成為綠建築的重要概

念。「綠建築」的原則至少包括下列幾項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7）：  

‧基地之綠化  

‧基地能保水、儲水  

‧節水、水之再利用  

‧節能、防熱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廢棄物減量與回收  

‧污水收集、與質量之改善  

除上述原則外，建材應選擇能耐震、減

災的質材，而建築物應充份利用自然條件

（如地形、坡度）避免大挖大填，以減少

不要的資源浪費及環境風險。此外，管制

建築物的質材，避免造成不適人居的居住

環境，例如建築材料（如地毯、合板、壁

紙、粘著劑、樹脂）釋放出甲醛；油漆中

含溶劑、鉛；一些消費產品（如殺虫劑、

清潔劑、亮光劑等）釋放有害廢棄物；建

材含氡或輻射物等。至於建築物基本的電

力、自來水、排水、空調、廢棄物貯存／

收集等系統，也需妥善設計及維護。  

二、循環式的廢棄物產出 

1.營建廢棄物之再利用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不只震驚了全台居

民，也震驚了全球。這場世紀末的浩劫，

不僅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更製造許

多建築廢棄物。若以日前環保署統計資料

，約有3,000萬立方公尺之建築廢棄物，這

些將益使目前廢棄土處理問題雪上加霜。  

綜觀現今政府對於此類廢棄物之法令規

範，有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所制定

之「事業廢棄物儲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準則」及內政部營建署實施之「營建廢

棄土處理方案」。前者係將建築物廢棄物

定義為營建或拆除建築物或其他工程所產

生之廢棄物，得以安定掩埋法處理；後者

則認為營建廢棄物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

、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施工所產生

之剩餘土石方、磚瓦、混凝土塊，且其可

供回收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方資

源。以目前政府將如此龐大之廢棄物暫行

堆置於河川行水區、高灘地、軍方靶場、

台糖用地及合法棄土場，若僅安定掩埋而

未採行分類及再利用之方式，除須相當面

積之掩埋場地外，以其廢棄物成分之複雜

，將造成河川及鄰近居民造成嚴重環境污

染。  

產、官、學各界皆認為營建廢棄物可透

過適當之處理而成為有用之資源，且可減

少廢棄物之產量、延長掩埋場之壽命，因

此必須儘速對營建廢棄物之再利用（處理

方法、處理效率、回收再利用之用途）進

行規範及積極鼓勵民間參與。如能透過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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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規劃及法律的規範下，將此次地震所

產生之營建廢棄物減積，並將其再利用作

為路基填築，將可以達成妥適處理廢棄物

及作為台灣廢棄物處理典範之雙贏局面。  

2.整合的廢棄物處理系統之建立  

每年持續增加的廢棄物，已經為台灣有

限的土地資源造成相當大的環境、社會及

經濟的壓力。包括不斷興建掩埋場、焚化

廠，以及產生相當多的生活廢棄物（如廢

家電、汽機車）、市場廢棄物、醫療廢棄

物、及事業廢棄物等問題，因此整合的廢

棄物處理系統成為當前最迫切需要推動的

工作。整合的廢棄物處理系統包括減量（

reduce）、再使用（reuse）、回收（recycle

）、再生（regenerate），也就是「生命週

期」的觀念。除了垃圾的收集、清除、處

理外，另外應建立可回收物質（包括垃圾

及事業廢棄物中的可回收物質）的回收系

統、有毒廢棄物（如電池、日光燈管等）

的回收系統、及舊物品的交換中心（如跳

蚤市場）。此外，台灣的生活垃圾中含有

大量廚餘，其混入垃圾使得垃圾變得濕臭

，造成垃圾回收工作更難加以進行，實應

設法另行收集、製造堆肥，回歸農地或自

然原野。  

若推展廢棄物減量有成（如減少 30 %

的垃圾量），就可以減低垃圾掩埋場、焚

化廠的開發壓力，也可以節省相關的處理

成本，對生態城鎮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基本

工作，也相當符合永續發展的法則。  

三、合理的城鎮運作 

1.民眾參與及社區結合  

不論是國土計畫的施行、生態城鎮的重

建、甚至是綠色社區的建構，都需要民眾

參與。民眾參與過程除了所謂的規劃技巧

外，也是民主理念的實踐，以及對市民的

尊重與誠意。民眾參與不應只是末節的、

應付的，在規劃階段，尋求民意，以助決

策；在執行階段，需要民間的活力、資源

來挹注。特別是災區的重建工作，不僅是

建築硬體的重建工程，更是必須將人的因

素納入考量，重建工作不能破壞社區居民

原有的社會網絡，甚至必須讓居民在參與

討論的過程中，瞭解民眾參與的意涵，對

於社區多元意見的尊重。而民間力量在此

次九二一大地震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更

是彌補政府運作機制上的缺陷，但是由於

缺乏整合系統，以致物資與人力的分配產

生不均的現象，也就是災區救援有所謂的

明星災區與弱勢災區的差別，因此，非政

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應與社區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從中建立連結網絡。  

2.地方文化、產業的結合  

城鎮需要有產業方能維持其居民的生計

。九二一大地震的許多災區都是以觀光產

業聞名的鄉鎮或是主要的農業生產基地，

此次地震嚴重破壞原有的產業結構，甚至

許多的文化資財亦受到嚴重波及。而生態

城鎮所強調的是城鎮的建構需與當地的產

業相結合、雇用當地的人、採購當地的物

品、善用當地的資源，並且善於再利用／

再資源化，而使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

高，減少廢棄物的排放（假設其構成一個

封閉的體系）。各項產業不得污染當地環

境、過份耗用當地的資源，否則，就應徹

底的檢討及管制。  

3.交通運輸系統規劃管理  

交通運輸是城鎮相當重要的一項功能系

統，包括道路、車輛、管理標誌等系統，

政府往往花費大筆經費在交通道路建設上

，若規劃、管理不好，往往產生交通系統

的負面效果。因此，生態城鎮需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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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的交通系統」，例如：  

‧建立及鼓勵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以抑制

私人汽車的使用及成長。  

‧建立腳踏車系統；對短程旅次，儘量

鼓勵騎腳踏車。  

‧限制各型車輛的污染排放標準及耗油

標準；在市區，促使使用電力或清潔燃料

驅動的交通工具。  

此外，防災生活圈的交通網路系統必須

建立，不同層級的道路系統功能也必須在

重建時加以妥善規劃。  

4.景觀、綠化之塑造  

山、川、綠地往往是最容易展現都市生

命力的地方，但經常可發現一些公園的建

造、河川的整治，反而把原先豐富的野地

、河川生態系斲殺了；所種植的樹種如果

不是本土樹種，往往造成另一種生態災難

；鳥類、蛙類、蛇類被殺虫劑／除草劑殺

死了，失去了天敵，於是可見滿樹的毛虫

、滿地的馬陸漫爬。另一方面，幾乎所有

目前河川的整治，都宣告一條河流生命的

死亡。  

相對於這種常見的破壞性建設工程，應

儘速改弦更轍，大力倡導使用「生態工程

」來提昇城鎮的生態豐富性及健康性。首

先是對自然的尊重，人造物務求與自然調

合，及尊重人性的設計。雖然城鎮的興建

是完全人造的構物，但絕對可放進去一座

森林、一條河流，讓人徜徉其間。特別是

目前許多災區的重建工作，均需對於已遭

破壞的地形、地貌，進行重整工作，而生

態工程之進行，在這個轉捩點更倍顯重要。  

生態願景：未竟之路 

九二一大地震以來各界投入災區的重建

工作，或許可用「全體總動員」一詞來形

容，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彷彿都沸騰了起

來。各種法令、行政措施、與規劃構想勢

必在不久的將來，將會陸續公布。但是在

此過程之中，救災行動要快速，救災腳步

要穩健，是整個社會轉動中最不可被忽視

的重要節點；而穩健的規劃腳步中，則必

須考量人與環境關係的協調。因此，就規

劃的面向而言，不僅是提供一個可居的居

住空間，更是要營造一個可長可久的生態

城鎮。生態城鎮的規劃不一定需要花費更

多的金錢，但是肯定的是必須花費更多的

心力，然而，這樣的既定事實在未來一年

甚至幾年的時間，恐怕有待社區居民戮力

以共，才能達成。雖然摸索學習的時間，

恐怕將佔去大部分，但是這種社會學習的

過程，卻是邁向生態城鎮不可避免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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