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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吳欣修（臺南市都發局代理局長） 
 

低碳城市之都市發展策略 
 
全球暖化造成的環境及氣候變遷，已成為世界各國關切之重要議題。都

市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聚集了相對多數的人口活動，也成為主要能
源消費者與溫室氣體排放源，因此在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過程中，更應積極
體認所應面對的責任。 

基於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為解決當下環境問題，其關鍵在於如何運用
土地利用規劃，於未來建立符合生態、社會及經濟需求的環境。在注重環境
和自然消費潮流下，許多地區開發，均引入生態、永續或低碳概念進行建設。
1Roseland(1991)認為永續性都市是需藉由經濟及社會的調整，以減少對環
境產生的衝擊，因此永續性都市發展其部門策略應包含以下六項： 

1.運輸規劃與交通管理－減少機動車輛的旅次； 
2.土地使用與住宅規劃－抑制都市擴張； 
3.能源保護效率－減少資源消費使用，住宅能源節約； 
4.減廢與回收－減少不可回收性物品的使用； 
5.改善社區的可居性－滿足人類需求、社會公平性以及以生態整體性為前

提之社會自主性； 
6.永續性之行政組織－開發非部門性、地方性以及反科技導向之環保體

系。 
近年來不論是生態城市、綠色城市、永續發展等，都包含著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等的議題，本篇將從都市發展的角度，探討低碳
城市的都市發展規劃。 

壹、 低碳城市之土地使用計畫 

人們移動距離越長，則消耗使用的資源越多，製造污染及時間浪費因此
增加，城市存在於自然生態體系中，城市的發展必然對於環境及資源造成一
定程度影響，城市的發展應降低對環境的干擾，保護都市周邊自然環境，如
緊密城市(Compact city)，即透過土地的混合使、強度的集中分派及公共設
施服務的共構等，並讓城市內荒廢不再使用的空間活絡發展，達到在 小的
土地需求以及避免城市的擴張發展下滿足人類的發展需求。2因此從都市規

                                                 
1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打造‧親水生態‧新社區」，2007。 
2 內政部營建署「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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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角度來看，低碳城市應以土地混合使用之規劃方式，藉由混合土地使用
分區，土地使用的集中與效率化的管理策略，使住家、工作地及公共服務設
施親近，以減少都市的蔓延擴張，進而減少不必要之交通旅次及耗能。 

然而，都市快速發展人口集中的同時，卻也造成都市熱島效應日趨嚴
重，而緩和都市熱島效應 有效的因子，莫過於「都市綠化」3，都市綠化
透過農地、林地、濕地、綠地及藍帶系統等的保留與 佳化的整合，一方面
可阻止都市無限制的繼續擴張，另一方面預防災害發生並調節都市微氣候，
繼而減緩都市熱島效應惡性循環造成空調耗能。 

貳、 低碳城市之交通運輸計畫 

低碳生態城市的目標之一，即是讓汽車退出鄰里與街道，使行人、自行
車與綠意成為鄰里街道的主角。在緊密配置的城市中，居民更容易接近就業
機會及公共服務設施，相對支持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4。 

傳統都市規劃是以汽車為主的交通規劃模式，尤其對於住宅郊區化與都
市擴張後所產生的嚴重交通問題，在低碳城市的發展潮流下勢必做一轉變；
因此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與人本交通的發展的規劃，將為低碳城市
交通運輸計畫的基本概念。 

TOD 導向的發展與土地使用計畫之混合使用機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聯性。因此在低碳城市規劃中，強調綠色、人本的交通規劃模式，配合大眾
運輸系統、多樣性及混合的土地使用，使居民能夠以步行、自行車及大眾運
輸系統來行動，以降低私人運具的使用5。 

參、 低碳城市之都市設計規範 

都市設計是針對不同生態基盤、環境條件、社經發展及生活需求等，透
過適當的概念發想與配置，創造出具有獨特魅力的城市。6 

國內推動綠建築、環境共生建築及永續發展等觀念，已逐漸為大眾熟悉， 
然推動低碳城市仍須有全盤整體考量，以塑造整體之都市風貌，避免日後發
展因偏重一方造成顧此失彼之情況發生。 

都市設計其掌握的要素，包括建築型態、景觀、交通動線等，低碳城市
的都市設計其目標在於基地保水、水循環、 小物質流、低碳運輸及低碳排，
透過都市設計規範，透過綠建築、節能、減廢等方式，一方面控制碳排放，
一方面在建築、景觀及自然環境之間，達到 適化的關係。 

                                                 
3 林憲德「城鄉生態」，2005。 
4 顧大維「臺灣地區因應生態城市發展之對策架構的探討」，2004。 
5 內政部營建署「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2010。 
6 內政部營建署「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操作手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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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案例分析 

一、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重劃區 

九份子重劃區位於安南區南側，屬早期台江內海遺址，具備豐富的藍、
綠景觀資源，且呈現連續性串連的廊帶特性，鹽水溪、嘉南大圳流經南、北
二側，為臺南市重要的河川水域。基地內部豐富的生態資源與都市邊緣的空
間區位特性，為一結合綠帶、藍帶之親水性優質生態環境社區，具備營造國
際級低碳示範社區之潛力。 

為打造九份子成為親水生態的低碳社區，其規劃手法概略可分為
三個面向7： 

（一）  空間規劃面： 
1. 維持重劃區與現有周邊生態系統的連續性，強調生態綠

網的延伸與串連。 
2. 利用中央水路公園的規劃，保留嘉南大圳系統的紋理，

強化基地的歷史意涵與生態蘊育。 
3. 減少開發填土規模，維持基地內外水路系統與潮間帶的

串聯，建構符合綠環境指標的生態親水社區。 
（二）  建築設計面： 

1. 提高規劃設計之綠覆率，注重垂直綠化、遮陽、園林景
觀。 

2. 充分利用風能或太陽能，以及採用儲存與集熱裝置。 
3. 建築施工採用環保材料與綠色材料，並依照營建署所頒

訂的九大指標來進行綠建築營造。 
4. 以自然草地取代道路兩旁水泥排水側溝，並運用下凹的

草溝作為自然排水路等水循環設計。 
（三）  社區組織面： 

1. 建立社區綠網，將散佈之綠塊、水渠、河流、半自然植
生帶等自然因子彼此串聯，由居民共同維護。 

2. 運用濕地具有的儲蓄水源、淨化水質、物種保育等功能，
創造多樣化的生物棲地， 後將濕地保護區與社區管理
結合，以達永續經營利用。 

3. 採用能源及資源分戶計量收費體制，減少能源使用中的
聚集損耗現象。 

                                                 
7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打造‧親水生態‧新社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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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子重劃區充分運用當地綠與水的資源，尤其以大面積的帶狀親水公
園，不僅塑造地區意象，提高地產價
值，也降低開發時大面積魚塭填土的土
方使用8，降低碳排放及耗能，未來更
將透過檢討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內容
包括綠建築、綠覆率、透水率、喬木
植栽、景觀生態池、人行步道、使用
可回收材料及使用節能燈具等規定，
未來將再檢討增訂其他節能減碳規
定，包括考量建築量體、造型、照明
設計、綠覆率、透水率綠建材、可回
收建材及鼓勵太陽能光電系統等規
定，藉此推動九份子重劃區邁向低碳
社區的目標。 

二、臺南市運河星鑽更新計畫 

運河星鑽更新計畫位於本市中西
區，臺南運河轉彎處的西南水岸，對岸即為中國城，為中正商圈的端點，其
都市計畫區為特定專用區，故在空間規劃的發展構想上，將以中正商圈活力
的連結與延伸特性進行整體性構想的分析與引導。  

(一) 結合更新先期規劃方案，擴大與中正商圈的連結，提昇整體發展效益
考量歷史紋理都市記憶，強調朝向復原地景的方式進行配置復原水岸
景觀，利用運河觀光、水岸航運等開發引入的需求，改造基地活動的
多樣化，以提高住宅、商購與觀光設施的豐富性，強化空間聚集利用
的便捷性與外部性。 

(二)考量複合性使用項目的引進，及產業發展與居住人口的適度均衡，在相
關基地開放空間的配置方案，將朝向「藏綠入水」的規劃意涵，除將
水景基地開放間結合外，更具體的恢復運河盲段航運起點的空間特
質，並由供給的向度創造不同分區的主題產業，並於高層規劃住宅區，
一方面提高住宅景觀一方面可提供地區產業的基礎性服務需求。 

另為強調周邊地區發展的系統性意象性，將納入都市設計規範理念，以
期透過運河星鑽地區內外部空間發展的意象性，以規範區內建築與都市發展
的同質性效果。 

                                                 
8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打造‧親水生態‧新社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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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臺灣都市計畫地區人口佔總人口數 79.6%，顯見都市活動之於環境發展重
要影響，臺灣地區過去的都市發展一直是以住商混合使用為主，這讓大部
分臺灣的舊市區成為混亂卻也 方便的居住環境，無可諱言，舊市區有
髒亂擁擠的問題，但郊區的住宅與新市鎮的開發，卻往往破壞生態環境，
浪費能源及增加碳排放；在自然環境與都市建設開發權衡下，低碳城市願景更
需以創新思維與多元規劃策略，在既有土地資源及公共設施有效利用，降低環境
及生態衝擊負面影響，以維持永續的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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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曾梓峰（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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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戴雅婷（臺南市社區大學海洋廢棄物監測社社長） 
 

籍由海洋垃圾教育 落實低碳環保生活 
 

臺南市社區大學自 2005 年開始進行海洋廢棄物監測行動，每月第 3 個
週日在臺南市的海邊進行淨灘及垃圾數量統計工作。至今海廢社共監測了三
處：二仁溪出海口、鹽水溪出海口及臺南市龍崗國小景觀橋旁沙灘。統計資
料顯示，這幾年來 大宗的垃圾分別為漁業用保麗龍、塑膠用品、飲料杯等
用過即丟的食物包裝容器。 

 
海洋廢棄物監測行動 早由美國發起（1986 年），每年參與國際淨灘日

的全球各國將收集到的數據傳回美國，目前有超過 100 個國家與地區參與，
至今已累積了 25 年的統計資料，讓大眾了解垃圾是如何影響人類及野生動
物的健康，垃圾問題也對自然環境及經濟發展造成影響。 

 
 

 

 

 

25 年來全球前十大海洋垃圾 （統計至 2010 年） 
資料來源：美國 Ocean Conservancy 

 
臺南社大為臺灣目前執行海廢監測 久的一個團體，目的就是希望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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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改善，阻止垃圾進入海洋。6 年來志工每月淨灘並收集數據，由資料就能
看出問題，並實際參與政策的推動及制定。社大也製作裝置藝術與宣傳海
報，到各個校園宣導。這幾年不斷有個人、團體、企業加入監測活動，更多
人了解臺南海岸現況，並從日常生活中，落實各種減少垃圾的行動。2008
年社大發起禁用保麗龍杯的活動，邀請臺南市長連署參與。 

 
 
 
 
 
 
 
 
 
 
 
 
 
 
 
 
 
 
 
 
 
 
 
 

2008 年禁用保麗龍杯行動 
 
 
2011 年 6 月社大參與臺南市長發起的與蚵農面對面會議，將多年監測

資料實際參與政策制定。根據社大過去幾年收集的海廢監測數據資料，漁業



 171

用保麗龍一直是 大宗的海灘垃圾，不僅影響市容，破碎後的保麗龍汙染海
洋、也容易造成海洋生物的誤食。 

2010 年 5 月 30 日 

破碎後的保麗龍非常難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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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 日 參與臺南市長發起的座談會 
 
會議中蚵農表示以其他材質作替代浮具並不易，回收蚵架也需時間及人

力。臺南市府農業局漁業科決定先以每產銷班補助一棚，做為示範性浮具區
域，以帆布包覆保麗龍（壽命約 4~5 年）來解決易破碎的問題。農業局也
表示有研議利用高壓噴塗樹脂，於保麗龍表面形成保護膜方式，增加強度避
免破碎微粒污染環境替代方案。 

然而會議中並無提出除了保麗龍外的解決辦法；保麗龍非常容易風化、
碎裂，造成海洋的汙染；與會的公私部門及蚵農並非材料的專家，也沒有討
論出更好的替代漁具。然而社大環境小組持續田野調查，實際訪查蚵農工作
過程及使用保麗龍、蚵架的細節，期望提出解決辦法，改變蚵農的操作及材
料的選擇。 

 除了漁業用廢棄物，臺南海邊 大宗的垃圾，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
常使用的食物包裝容器，其實，由美國的資料顯示，全球前三大的海洋垃

圾也是食物包裝容器。臺灣外食情況尤其嚴重，再加上為數龐大的飲料店、
泡沫紅茶攤，更造就了海邊大量的保麗龍杯、塑膠飲料杯、吸管等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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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生活上的便利，民眾不自覺地使用許多用過即丟的塑膠製品，海廢
監測行動透過淨灘、收集數據及環境教育，讓一般大眾了解海洋廢棄物議題
的嚴重性，進而做出改變，減少環境壓力，並積極協助相關單位制定政策及
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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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張玉璜（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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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鄭福田（臺灣大學環工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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