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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鎨翰（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建築工學博士、聯邦德國註冊建築師）　
　為什麼我們需要生態設計學？
 相信經由本書的概念引介，台灣能摸索出適合我們本身的道路。
　　當經濟發展趨緩時，我們終於有時間、有機會去思考生活環境的永續經營。
在城市景觀之中，人們要如何創造永續環境呢？
人為的空間裡，要創造類似自然的景觀，講究的不是片斷式的種植單一植物，而是多樣化植栽，才能
讓環境生生不息，達致真正的「景觀多樣性」，也就是生態綠化的成果。
　　歐美各國的生態概念已發展了數十年，建立了檢驗生態永續的標準，台灣的生態設計正在起步，
也開始有了成果，相信經由本書的概念引介，台灣能摸索出適合我們本身的道路，讓生態設計吻合本
地的人文與自然條件，呼應「向大自然學習」、「人人都是自然設計師」的生態法則。
　　周美惠（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生態設計」已成為企業、執政者、居民共同
的目標、執行策略與普世價值。
　　美國聯邦政府公布一項都市能源消耗調查報告，指出建築耗能量占百分之四十九，工業耗能量百
分之二十三，汽車耗能量百分之八，由此可見水泥建築是溫室效應的禍首。
台灣水泥百分之八十仰賴進口，消耗量占全球第一，由建物到地面、高山水壩、水庫、攔砂壩、橋樑
、邊坡、溝渠、河川，水泥無所不在。
　　2005年，強烈颶風卡崔娜席捲美國產油重鎮墨西哥海灣與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大城，紐奧良百分之
八十成為水鄉澤國，市區水高近三公尺，全市二十二座抽水站受損與淹沒，完全失去功能，必須花上
一至三個月才抽乾，紐奧良幾成煉獄。
　　自十九世紀工業發展以來，濫採煤炭、石油、天然氣，乃至二次大戰後核燃料濫用，導致核災不
斷，禍及無數無辜，所幸由歐洲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等從事田野工作者的努力，不斷呼籲，終於
引出「永續經營、回歸自然」的行動，可見，「生態設計」已成為企業、執政者、居民共同的目標、
執行策略與普世價值。
　　胡湘玲（《太陽房子》作者、德國汗得學社社長）　　這本書用很直接的語言與案例告訴我們，
許多的努力與實踐已經在我們的生活圈中發生，生態設計彰顯大自然，也改變人們的意識。
　　問題始終是複雜的。
但是，我們不必因為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失望。
　　雖然我們早已經明瞭，「生態設計不僅有願景，充滿希望，更擁有實務的工具。
」但是「生態設計」的確需要「工業設計師與生化學家、下水道工程師與溼地生物學家、建築師與物
理學家、農人與生態學家攜手合作」，才能真正的實踐與成形。
「大家的努力」說來容易，卻也充滿阻力。
改變，需要勇氣與耐力。
　　這本書用很直接的語言與案例告訴我們，許多的努力與實踐已經在我們的生活圈中發生，生態設
計彰顯大自然，也改變人們的意識。
如果，我們張開眼睛、敏感知覺、願意爭取共同的未來，那就以生活為基礎，從改變一個小角落開始
，以不輕易失望與妥協來勉勵自己。
的確，事情並不容易，文化社會價值很難改造。
但是，我們的工作早已經開始。
不是嗎？
　　張楊乾（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我們建設之前，首重的不是人為建設的
「科技」，而是生態平衡之「觀念」。
　　「生態設計」是順應自然環境的人工產物，就像人有身分證一樣，土地也要有它的身分證，也就
是說，我們得去了解土地的地理位置及特性如緯度、位置、地形、土質、土壤性質等等，從而思考如
何順應大自然及土地特性，建造能與土地特性、自然環境平衡的人工物。
　　一個完美的環境設計，應當是考慮土地及環境涵容力，能承受人工建設破壞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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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然環境平衡之外，亦應考量當地文化、人文特性之永續發展，例如親善、安全的生活社區環境等
軟體營造，我們建設之前，首重的不是人為建設的「科技」，而是生態平衡之「觀念」。
 本書內容充實，範圍寬廣，台灣應更加強建立全民生態「觀念」，徹底了解基地開發的環境條件後，
將生態觀念融入所有開發過程與行動計畫，這才是「生態設計」最終要追求的目標。
 ─陳宗鵠（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任教授、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所長、美國加州
∕台灣開業建築師）　　過去生態設計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道德問題、是政治正確的議題，但在今日
，則已成為急迫的經濟問題，更是人類能否繼續生存的議題。
　　商品碳足跡的概念，隨著暖化議題為世人重視，已逐漸成為衡量綠色商品的指標之一。
足跡大小代表著原料開採、產品製造、包裝運送、上架販賣等所有的碳排計算，對部分商品如汽車等
，甚至還應包括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耗，一直到商品進入回收體系前的那一刻。
　　但碳足跡的大小，其實與生態設計是息息相關的；任何一個減廢、再生、循環的元素，都能讓商
品碳足跡進一步減少。
當然，若是在材料的選用上，能逐步引進「搖籃到搖籃」的概念；能源使用上，開始去思考低碳能源
與碳中和的可能，都能讓每件商品如同大自然的產物般，在空氣與土壤間生生不息。
　　《生態設計學》已出版十年，但過去生態設計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道德問題、是政治正確的議題
，但在今日，則已成為急迫的經濟問題，更是人類能否繼續生存的議題。
　　如同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所說，經濟蕭條幾年後終會過去，但暖化的危機卻不會這麼快就解除。
我們絕對需要更好的設計、更佳的解決方案，讓人類的文化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我雖然是個設計門外漢，卻和大多數人一樣，是擁有商品生殺權的消費者。
也盼大家一起厚實綠色消費的力量，讓生態設計的理念，可以成為後代傳頌的綠色革命。
　　蔡仁惠（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　　從
客人的角度以極小的設計來介入自然界，讓自然界可以自行資源循環。
　　人觀察世界常受限於人自身之認知結構，而外在世界所存在之訊息量永遠超過人的觀察量。
任何一部分物理世界之巨觀或微觀皆無法代表此物理世界之本身，一個1：1之對象描述更無法代表該
對象於1：0. 5時之真實，因此，當人類進行大規模事件包含都市規劃時，1：100、1：1000或1：5000 
圖面所能代表之真實又有多少？
 一條1：100之直線變成1：1時它包含了無數的變化在裡面。
人類處理大問題時，慣以巨觀看待之，但我們要面對的是超越我們知識的未知，世界不是我們所看到
的那樣，就如同本書所談到的碎形概念，從微觀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可以讓我們更接近真實的世界，
但真實的世界永遠是在距離的一端。
　　因此當要設計一個人為的生物多樣性環境時，應從生物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從客人的角度以極小
的設計來介入自然界，讓自然界可以自行資源循環，本書中的許多觀念能讓台灣的讀者重新審視台灣
的生態環境，建立健康的生態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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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來，生態設計促成了什麼？
　　近十年來，生態設計領域的理論與技術都突飛猛進。
然而，無論是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到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日漸擴增，我們的星球面臨的挑戰急遽增加
。
　　目前大家已凝聚共識，從目前生態災難與悲慘的社會不平等情況，轉變為再生能源、穩定的生態
系服務及符合人類基本需求的時間，僅剩一個世代。
　　這樣的轉變需要堅定不移的政治意志、大規模經濟、社會與價值轉換，並整備大批生態設計指標
、工具、個案研究與實務人才。
撰寫《生態設計》是希望即便政治經濟情勢吸納永續性概念有如牛步，建築師、地景設計師、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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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凡得來恩　　為生態設計營造社（Eco－Design Collaborative）、非營利的生態設計學院、以及
馬林社區大學（College of Marin）再生設計中心（Center for Regenerative Design）的創辦人；曾擔任加
州州政府總建築師，創辦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生態設計課程，並在柏克萊擔任建築系教授三十五年
。
出版七本著作，近著為《為生命設計》（Design for Life）。
　　史都華?考文　　為自生事務所（Autopoiesis LLC）的合夥人，該事務所提供大型永續計畫的設計
、開發與融資服務。
他曾擔任波特蘭家庭基金（Portland Family of Funds）交易經理，該基金為社區投資銀行，投身於綠土
地開發計畫及永續性企業。
先前曾擔任生態信託的研究主任。
　　■譯者簡介　　郭彥銘　　密西根大學資訊科學碩士。
專長為資訊設計、組織設計與科技政策。
曾任職科技政策及國際合作等相關基金會與政府單位、美商公司軟體開發團隊主管，現於外商公司擔
任研究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永續的創意法�>>

书籍目录

序言致謝十年回顧第一部：生活化設計永續性與設計生態設計簡介大自然的幾何學第二部：生態設計
過程簡介：堆肥廁所的故事第一原則：在地尋求解決方案第二原則：生態會計充實設計第三原則：設
計道法自然第四原則：人人都是設計師第五原則：彰顯大自然附錄1：歐美版生態設計資源指南附錄2
：台灣生態設計的過去?現在?未來附錄3：台灣生態設計資源指南參考書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永續的創意法�>>

章节摘录

　　台灣生態人一致推薦為什麼我們需要生態設計學？
　　相信經由本書的概念引介，台灣能摸索出適合我們本身的道路。
　　當經濟發展趨緩時，我們終於有時間、有機會去思考生活環境的永續經營。
在城市景觀之中，人們要如何創造永續環境呢？
人為的空間裡，要創造類似自然的景觀，講究的不是片斷式的種植單一植物，而是多樣化植栽，才能
讓環境生生不息，達致真正的「景觀多樣性」，也就是生態綠化的成果。
　　歐美各國的生態概念已發展了數十年，建立了檢驗生態永續的標準，台灣的生態設計正在起步，
也開始有了成果，相信經由本書的概念引介，台灣能摸索出適合我們本身的道路，讓生態設計吻合本
地的人文與自然條件，呼應「向大自然學習」、「人人都是自然設計師」的生態法則。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建築工學博士、聯邦德國註冊建築師／李鎨翰
　　「生態設計」已成為企業、執政者、居民共同的目標、執行策略與普世價值。
　　美國聯邦政府公布一項都市能源消耗調查報告，指出建築耗能量占百分之四十九，工業耗能量百
分之二十三，汽車耗能量百分之八，由此可見水泥建築是溫室效應的禍首。
台灣水泥百分之八十仰賴進口，消耗量占全球第一，由建物到地面、高山水壩、水庫、攔砂壩、橋樑
、邊坡、溝渠、河川，水泥無所不在。
　　2005年，強烈颶風卡崔娜席捲美國產油重鎮墨西哥海灣與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大城，紐奧良百分之
八十成為水鄉澤國，市區水高近三公尺，全市二十二座抽水站受損與淹沒，完全失去功能，必須花上
一至三個月才抽乾，紐奧良幾成煉獄。
　　自十九世紀工業發展以來，濫採煤炭、石油、天然氣，乃至二次大戰後核燃料濫用，導致核災不
斷，禍及無數無辜，所幸由歐洲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等從事田野工作者的努力，不斷呼籲，終於
引出「永續經營、回歸自然」的行動，可見，「生態設計」已成為企業、執政者、居民共同的目標、
執行策略與普世價值。
　　－－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周美惠　　這本書用很直接的語言與案例告訴我們，許
多的努力與實踐已經在我們的生活圈中發生，生態設計彰顯大自然，也改變人們的意識。
　　問題始終是複雜的。
但是，我們不必因為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失望。
　　雖然我們早已經明瞭，「生態設計不僅有願景，充滿希望，更擁有實務的工具。
」但是「生態設計」的確需要「工業設計師與生化學家、下水道工程師與溼地生物學家、建築師與物
理學家、農人與生態學家攜手合作」，才能真正的實踐與成形。
「大家的努力」說來容易，卻也充滿阻力。
改變，需要勇氣與耐力。
　　這本書用很直接的語言與案例告訴我們，許多的努力與實踐已經在我們的生活圈中發生，生態設
計彰顯大自然，也改變人們的意識。
如果，我們張開眼睛、敏感知覺、願意爭取共同的未來，那就以生活為基礎，從改變一個小角落開始
，以不輕易失望與妥協來勉勵自己。
的確，事情並不容易，文化社會價值很難改造。
但是，我們的工作早已經開始。
不是嗎？
　　－－《太陽房子》作者、德國汗得學社社長／胡湘玲　　我們建設之前，首重的不是人為建設的
「科技」，而是生態平衡之「觀念」。
　　「生態設計」是順應自然環境的人工產物，就像人有身分證一樣，土地也要有它的身分證，也就
是說，我們得去了解土地的地理位置及特性如緯度、位置、地形、土質、土壤性質等等，從而思考如
何順應大自然及土地特性，建造能與土地特性、自然環境平衡的人工物。
　　一個完美的環境設計，應當是考慮土地及環境涵容力，能承受人工建設破壞的產物。
除自然環境平衡之外，亦應考量當地文化、人文特性之永續發展，例如親善、安全的生活社區環境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態設計學-讓地球永續的創意法�>>

軟體營造，我們建設之前，首重的不是人為建設的「科技」，而是生態平衡之「觀念」。
　　本書內容充實，範圍寬廣，台灣應更加強建立全民生態「觀念」，徹底了解基地開發的環境條件
後，將生態觀念融入所有開發過程與行動計畫，這才是「生態設計」最終要追求的目標。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任教授、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所長、美國加州、
台灣開業建築師／陳宗鵠　　過去生態設計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道德問題、是政治正確的議題，但在
今日，則已成為急迫的經濟問題，更是人類能否繼續生存的議題。
　　商品碳足跡的概念，隨著暖化議題為世人重視，已逐漸成為衡量綠色商品的指標之一。
足跡大小代表著原料開採、產品製造、包裝運送、上架販賣等所有的碳排計算，對部分商品如汽車等
，甚至還應包括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耗，一直到商品進入回收體系前的那一刻。
　　但碳足跡的大小，其實與生態設計是息息相關的；任何一個減廢、再生、循環的元素，都能讓商
品碳足跡進一步減少。
當然，若是在材料的選用上，能逐步引進「搖籃到搖籃」的概念；能源使用上，開始去思考低碳能源
與碳中和的可能，都能讓每件商品如同大自然的產物般，在空氣與土壤間生生不息。
　　《生態設計學》已出版十年，但過去生態設計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道德問題、是政治正確的議題
，但在今日，則已成為急迫的經濟問題，更是人類能否繼續生存的議題。
　　如同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所說，經濟蕭條幾年後終會過去，但暖化的危機卻不會這麼快就解除。
我們絕對需要更好的設計、更佳的解決方案，讓人類的文化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我雖然是個設計門外漢，卻和大多數人一樣，是擁有商品生殺權的消費者。
也盼大家一起厚實綠色消費的力量，讓生態設計的理念，可以成為後代傳頌的綠色革命。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張楊乾　　從客人的角度以極小的設計來介入自
然界，讓自然界可以自行資源循環。
　　人觀察世界常受限於人自身之認知結構，而外在世界所存在之訊息量永遠超過人的觀察量。
任何一部分物理世界之巨觀或微觀皆無法代表此物理世界之本身，一個1：1之對象描述更無法代表該
對象於1：0. 5時之真實，因此，當人類進行大規模事件包含都市規劃時，1：100、1：1000或1：5000 
圖面所能代表之真實又有多少？
 一條1：100之直線變成1：1時它包含了無數的變化在裡面。
人類處理大問題時，慣以巨觀看待之，但我們要面對的是超越我們知識的未知，世界不是我們所看到
的那樣，就如同本書所談到的碎形概念，從微觀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可以讓我們更接近真實的世界，
但真實的世界永遠是在距離的一端。
　　因此當要設計一個人為的生物多樣性環境時，應從生物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從客人的角度以極小
的設計來介入自然界，讓自然界可以自行資源循環，本書中的許多觀念能讓台灣的讀者重新審視台灣
的生態環境，建立健康的生態倫理觀。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蔡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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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相信經由本書的概念引介，台灣能摸索出適合我們本身的道路。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建築工學博士、聯邦德國註冊建築師／李鎨
翰　　「『生態設計』已成為企業、執政者、居民共同的目標及執行策略。
」　　－－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周美惠　　「我們建設之前，首重的不是人為建設的
『科技』，而是生態平衡之『觀念』。
」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任教授、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所長／陳宗鵠　
　「過去生態設計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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