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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計畫-氣候變遷調適案例荷德參訪 

二、 赴派國家/區域： 

  荷蘭阿姆斯特丹、阿米爾、烏特勒支、鹿特丹及德國呂嫩。 

三、 摘要： 

「氣候變遷調適案例國際參訪」為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委請國

立臺灣大學辦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並首次規劃參加本部 107 年

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前 3 名隊伍及本計畫成員出國參訪。職高志

璋為業務承辦科科長（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爰隨隊協助及參訪考察。 

此次參訪主要行程規劃包括：全球首創因應氣候變遷而建－荷蘭

「漂浮屋（Floating House）」與「漂浮亭（Floating Pavilion）」；為因應

急降雨減少都市洪害而設計的都市防災小公園「水廣場（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拜會氣候變遷研究相關學術機構－烏特勒支大學哥白

尼永續發展研究中心（Copernicus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及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住房與都市規劃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簡稱 IHS），並至鄰近荷蘭的德

國西部呂嫩（Lünen）參訪全歐洲最大的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

REMONDIS 德國總廠。藉此次國際參訪，學習荷德豐富之氣候變遷因

應經驗，與循環經濟模式，期未來能發展更適台灣之氣候變遷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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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目的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是近年來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根據看守德國

（Germanwatch）2018 年公布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數，臺灣氣候風險高居全球第七

名；另行政院核定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

畫」，本部負有培育校園氣候變遷調適人才之責任，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第 8 條第 2 項第 16 款─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本部為主辦

機關之一，為激發大專學生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除委請國立臺灣大學開發

氣候變遷調適八大領域的教材，分別為：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

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專業融入與通識課

程教材，並藉此鼓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籌組教學聯盟，透過教學的手段，讓大

專學生掌握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的意涵，並以競賽鼓勵學生能應用自身學科專長

來因應氣候變遷議題，自 104 年 11 月起本部舉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委由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執行。 

這項比賽於 105 年和 106 年共辦理兩次，基於前二年的計畫執行經驗與成

效，本部擴大此項競賽計畫的規模，將調適與減緩同時納入競賽範疇，同時提升

相關獎勵措施，安排優勝前三名的隊伍前往國外參訪氣候變遷的成功案例，以擴

大眼界，提高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認知與行動能力；另隨隊參訪之教師如能於考

察國外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實際做法獲得啟發，將對氣候變遷的教育將有莫大助

益。在安排獲獎隊伍國際參訪後，前兩年報名不到 40 隊，今年一舉突破 150 隊，

對鼓勵大專校院師生積極參加本項比賽，已初步發揮效果，而比賽的成果發表也

對於後續大專院校實施氣候變遷教育帶起示範效益。 

競賽團隊自去年接獲指示，即開始蒐集並規劃歐洲氣候變遷案例參訪行程，

然實際聯繫欲拜會之政府機關、學校、非營利組織及企業，並進一步洽詢其他氣

候變遷相關專家學者、經常規劃歐洲參訪者、荷蘭在地機關團體，及領隊林子倫

副教授在荷學生等，提供本團隊氣候變遷案例參訪規劃建議，也請競賽獲獎學生

於行前分工準備參訪點介紹，讓此次參訪行程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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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人員名單 

No.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1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政 治 學 系 林 子 倫 副 教 授 

2 教育部資科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高 志 璋 科 長 

3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師資 培 育 中 心 蕭 宇 馨 研究助理 

第一名隊伍：Edu-Artists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 昭 君 學 生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 威 宏 學 生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蔡 仁 哲 學 生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鄭 秉 漢 學 生 

第二名隊伍：Anticarbon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施 昶 睿 學 生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歐 明 軒 學 生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莊 宜 璇 學 生 

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 陳 彥 樺 學 生 

第三名隊伍：50324 深夜好夥伴 

12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研究所 林 子 閎 學 生 

13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研究所 董 誌 軒 學 生 

14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研究所 許 肄 亞 學 生 

15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研究所 郭 婕 瑩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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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過程  

（一） 主要行程規劃 

日期 區域 主要行程 參訪重點 

8/3 

(荷蘭) 前往荷蘭  

Almere 

阿米爾 

1. ReGen Village 

循環社區 

2016 年夏天開工，將成為第一座全面自給自

足社區：自給食物、能源，並自行處理廢棄

物，將社區農場廢物轉換成供應穩定的再生

能源。 

將於 2022 年舉辦 Floriade 花卉世界博覽會主

題定位為「綠色城市」。 

8/4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2. Ijburg neighborhood 

Floating House 漂浮屋 

(東側湖泊) 

世界第一座且最大的漂浮社區-第二期

IJburg2（2015-2040）中心島，氣候變遷調適

策略包含：採用節能建材、集中供應熱能、

限制汽車數量、設置下水道、抽水設備與淨

水設備等。 

3. Kim van Nieuwaal 於

CIRCL 周邊介紹： 

氣候調適服務中心
Climate Adaptation 

Services Foundation 

(CAS) 

非營利組織，提供預測氣候變遷影響的產品

與服務： 

Climate Impact Atlas：
http://www.klimaateffectatlas.nl/en/ 

荷蘭氣候調適平台：
http://ruimtelijkeadaptatie.nl/english/ 

4. ABN AMRO 荷蘭銀行 

- 循環展館 CIRCL 

(公共空間) 

ABN AMRO 為荷蘭第三大銀行，2007 年獲

得英國《金融時報》的《年度永續銀行》

獎；2014 年公布「循環營建：創新部門的基

礎」報告，引入「循環經濟」概念至永續發

展策略；2015 夏，引入新展館 CIRCL 之規

劃與設計；2017 完工。 

8/5 

5. De Ceuvel 

循環經濟園區 

循環經濟：結合生物循環、工業循環、再生

能源使用等方式進行環境改善，促進地區再

生。 

原為重度汙染地區，運用植物原理恢復土壤

與水質。 

6. 阿姆斯特丹火車站 

北岸工業區 

(NDSM 荷蘭造船與碼

頭公司再生案) 

NGO 組織（社會住宅協會、工業廠房再利用

協會與藝術家等）提出由下而上、草根與永

續發展為主的都市發展模式，將空間作為容

納都市及文化生活的容器，透過空間利用創

造更多附加價值，並維持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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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區域 主要行程 參訪重點 

8/6 
Utrecht 

烏特勒支 

7. University Utrecht 

烏特勒支大學 

Copernicus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為荷蘭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也是歐洲最大

也最著名的研究教育機構之一，自 2013 年起

將永續訂為學校策略方針後，即持續促進大

量的跨領域科學合作。 

8/7 

Rotterdam 

鹿特丹 

8. 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水廣場 

具備蓄水、休閒與休憩功能之公共設施。 

De Urbanisten 與在地社區共同參與規劃，透

過三次工作坊共商其應具備的功能、希冀營

造出的環境氛圍、洪水可能帶給 Square 的影

響。 

9. Floating Pavilion 

漂浮亭 

同時利用太陽能與水力發電的永續性建物 

使用高透光性的環保薄膜材料儲存能量，除

利用熱泵系统建構完整的熱能循環系統，亦

安裝透明的海水管道，有效發揮自然散熱功

能。 

8/8 

10.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鹿特丹大學 

The 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IHS) 

參訪伊拉斯姆斯大學的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IHS)，曾研發 CLIMACT Prio、

Climate Tech-Wiki 等，廣泛應用於氣候變遷

減緩與調適相關科技與行動。 

11. Markthal 市集住宅 

(MVRDV 建築事務所) 

荷蘭第一座有蓋頂式的食品商場與住宅混合

建築，也是歐洲最大的網狀玻璃圍幕設備

（避免雨水與冷風入侵）。 

8/9 
Lünen(德國) 

呂嫩 

12. REMONDIS 廢棄物轉

能資源綜合園區 

德國總廠為全歐最大廢棄物轉能資源的綜合

園區。 

主要業務分為：水處理及資源回收再利用兩

大領域。 

每年從廢棄物中回收的能量為七百二十萬兆

瓦小時，相當於減少一百二十萬噸的碳排放

量。 

8/10 (荷蘭) 
返回臺灣 

(8/11 上午 6:15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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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參訪點介紹 

1. ReGen Village 循環社區 

 阿爾梅勒（Almere）位於荷蘭中部弗列佛蘭省，是 1970 年代誕生的人工填

海造鎮新市鎮，亦為阿姆斯特丹的衛星城鎮。在其南邊與農田交界處- Oosterwold

提出實驗性的城市化方案，規劃低密度城區，做為城市郊區與農村地區的緩衝帶。 

  據了解荷蘭 80%為公有土地，與一般自由市場國家不同，此社區開發案由

MVRDV 建築師事務所與阿爾梅勒政府及土地發展局合作，改造阿爾梅勒東部

4,033 公頃的地區，此改造計畫並非由政府進行道路或公共設施的開闢，而是以

高度自由化的土地使用規則，劃分綠帶與可開發使用空間，規劃循環社區的結構，

開放當地居民自行建造房屋和花園、參與基礎設施與能源規劃設計，但又因「土

地使用概要（master plan）」限制，得以維持該地區的農村特色。全區規劃建築物

18%、道路 8%、公共綠地 13%、水利設施 2%及農業設施 59%。 

  此高度自由化與多樣性的設計方式，可凝聚社區共通意識、強化社區面對所

處環境的適應力，如由丹麥 EFFEKT 建築事務所打造的「ReGen Villages」循環

社區，結合社區的高產有機農作、產能房屋（Energy positive homes）、混合再生

能源與儲集、水資源與廢物循環、社區營造五個核心理念，除了糧食自主外，亦

達到能源自給自足的循環經濟示範場域。本團隊實地走訪 EcoFruitHof 區域，除

了同學現場介紹外，亦遇到申請個人建屋者（圖 4），為本團隊簡介其建造與自主

循環系統設計等模式；而後續行程至 MVRDV 建築師事務所參訪，導覽員亦為

本團隊補充介紹 Almere 整體規劃。 

參訪實況： 

  

圖 1 現場施工介紹刊板 圖 2 合照 （後方為示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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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同學分享介紹 圖 4 屋主分享介紹 

 

 

圖 5 ReGen Village 循環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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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jburg neighborhood Floating House 漂浮屋 

  由 Waterstudio 創辦人 Koen Olthuis 提出的「漂浮屋」概念，使用中空混凝土

之基座做為漂浮平台，填入發泡材料後，再將房屋建於該基座上，以水的浮力乘

載房屋重量，並利用纜繩與支撐柱，將房屋固定於岸邊或水上，支撐柱連接地面，

水位上升時，房屋底殼沿鋼柱升降，可避免房屋飄移。房屋本身結構與一般建築

無異。Ijburg neighborhood 位於穩定水域上，兩公尺深之水域底泥為一般淤泥，

為維持房屋在水面上之浮力，必須讓水位至少維持 1.5 公尺高，必須定期清淤。 

漂浮屋利用水的冷卻效應，透過浮動平台的移動，調整建築間距以調節溫度，

夏天擴大間距有利降溫，冬天則縮小間距，讓建物更緊密以保持熱度，可不需要

安裝冷暖氣，能節省 25%之能源，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 

可拆卸式結構易適用於世界各地，浮動式結構可使建物適應不斷上升的水位，

不用開挖或打地基、更不用填海造陸與水爭地，有效提升生態韌性，並可減低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其建材與塗料也有嚴格的規範，避免造成水汙染。 

參訪實況： 

  
圖 6 漂浮屋 圖 7 漂浮屋庭院與棧橋系統 

  
圖 8 合照 圖 9 林子倫老師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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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imate Adaptation Services (CAS)氣候調適服務中心 

原規劃參訪 Climate Adaptation Services Foundation (CAS) 氣候調適服務中

心，但恰逢週末，中心人員休假，Kim van Nieuwaal 博士特別於休假期間前往

CIRCL 周邊咖啡廳與本團隊碰面，並就地進行演說與分享。 

CAS 成立於 2008-2014 荷蘭國家氣候科學研究計劃（Knowledge for Climate, 

KvK）之下，為一預測氣候變遷影響的非營利組織，提供各地氣候影響見解，及

建立氣候防護區域所需的方法和工具，該機構的核心為整合各種知識，並將其提

供給政府官員、各領域專業人士、顧問公司等，與諮詢機構結合，共同更新、維

護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影響地圖集和荷蘭氣候變遷調適平臺之網站。 

 

圖 10 Kim 博士氣候變遷概況分享 

  Kim 博士簡述歐洲對氣候變遷的重視，以及荷蘭位處萊茵河下游，地勢

低漥較易形成水患，其國土環境現況、水資源現況及氣候變遷概況做說明，以及

面臨災難挑戰的因應方式。 

  相對於歐洲，亞洲與臺灣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開始較晚。臺灣位於

氣候變遷風險的重災區，風險居全球第七位，我國科技部自民國 99 年（2000 年）

起陸續推動氣候變遷三大主軸計畫，主要包含氣候模式變遷之建立、脆弱度評估

與跨領域評估工具之建構等。然而，臺灣地區開放性資料相對於歐洲各國仍不足，

各類災害資訊的彙整、統計與分析上，尚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10 

 

4. CIRCL 循環展館 

  荷蘭銀行（ABN AMRO）為荷蘭第三大銀行，2007 年獲得英國《金融時報》

的《年度永續銀行》獎，其位於阿姆斯特丹 Zuidas 區的 CIRCL，為引入「循環

經濟」概念至其永續發展策略後，所嘗試規劃設計的循環展館，於 2017 年 9 月

開始營運。 

  採取五種循環商業模式：循環材料（Circular Inputs）、週期延續（Lifetime 

Extension）、價值復原（Value Recovery）、產品服務（Product-Service Systems）、

共享平台（Sharing Platforms）。將傳統消耗大量能資源的線性經濟模式，轉換為

「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低消耗、低排放與高效率再利用的循環經濟模式。 

  因逢展館假期僅參觀公共空間，Kim 博士也陪同本團隊參觀並做園區簡介，

現場幾乎展館外側用於創建 Circl 的材料都是二手的，易於拆卸並且可以重複使

用，這個循環建築的商業模式強調建築物使用的材料必須是可循環的，據說屋內

的隔熱還收集二手衣進行填充夾層，材料必須源自於自然循環（如竹子、木材），

或高價值回收材料（金屬、混凝土），並應避免有毒物質及不可回收材料，確保

建築材料的可循環性，此乃循環材料的核心概念。其他如週期延續、價值復原、

產品服務、共享平台的概念，都還分別有其循環商業模式的實踐規範。 

參訪實況： 

  
圖 11 Kim 博士 CIRCL 簡介 圖 12 CIRCL 循環展館外觀 

  
圖 13 CIRCL 花園 圖 14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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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CIRCL 循環展館說明圖（圖片來源：CE） 

 

5. De Ceuvel 循環經濟園區 

  De Ceuvel 位於阿姆斯特丹艾河（Het Ijmeer）北岸，為廢棄的舊工業區，

80 年代產業沒落後僅留下受重金屬汙染的土地，市政府自 2005 年起的一系列改

造規劃，因 2008 年歐洲金融危機而停擺，直至 2010 年市政府舉辦一場「永續、

創新、低成本」的公民競賽，獲勝團隊可獲得 10 年土地租賃權，自 2013 年起，

由 Space & Matter（園區規劃）、Metabolic 公司（永續策略）及 Delva 建築事務

所（景觀設計）所組成的團隊，落實循環經濟概念，打造創意工作室群，利用舊

船改造成創意的咖啡廳及辦公空間。該設計著重於將舊有受油污及重金屬汙染的

造船廠，採取生態回復工法，設計高架木棧道及大量的植栽來隔離土壤的重金屬

及油污，並透過生物分解方式減少當地原有的污染，當中的建材及辦公室就運用

回收材料、舊船，並採用再生能源，同時將廢水、廚餘、排泄物等回收再利用，

經由生物精煉的方式產生可利用的物質及能源，成為熱門循環經濟園區示範點，

吸引人潮前來參觀，並可促進周邊社區營造與經濟繁榮。當地政府每年補助 10

萬歐元（相當 370 萬新臺幣）供該循環社區營運使用，其餘由該社區自負盈虧，

目前經營的相當出名，成為觀光景點。 

   

https://circle-economy.com/future-built-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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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De Ceuvel 循環經濟模型（圖片來源：Metabolic） 

 
圖 17 De Ceuvel 封閉資源循環系統（圖片來源：Metabolic） 

https://www.metabolic.nl/projects/metabolic-lab/
https://www.metabolic.nl/projects/metabolic-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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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euvel 的循環經濟系統： 

(1) 工業循環：以廢船屋改造成工作室，以漂流木、舊棧板等回收建材製成

木棧道、特色桌椅。 

(2) 生物循環：乾式廁所製成有機堆肥、魚菜共生系統、生態過濾系統，處

理重金屬汙染、回收再利用園區內中水及污水。 

(3) 再生能源與其他：太陽能發電、沼氣發電、雨水收集、善用溫室、熱泵

－熱能流通系統等。 

  目前園區內的咖啡廳以有機蔬食料理為主，食材部份來自園區內栽種之

蔬菜及魚菜共生所養殖的魚，輔以在地有機食品店供給相關食材，偶有禽肉食材

則來自史基浦機場，為了飛航安全而射殺的鳥類，咖啡廳的廚餘可再作為燃料供

食物烹調時使用或堆肥。雖仍目前仍有部份資源需仰賴外來輸入，但 De Ceuvel

循環經濟園區努力朝向百分之百再生能源與水回收、生物營養回收、及提高糧食

自給率邁進。 

參訪實況： 

  
圖 18 合照 圖 19 導覽 Peter 園區解說 

  
圖 20 工作室群 圖 21 溫室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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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DSM 荷蘭造船與碼頭公司再生案 

  阿姆斯特丹北部的造船廠（NDSM－荷蘭碼頭和造船協會），緊鄰 IJ river

運河，為阿姆斯特丹最大造船廠，約 8.6 公頃。1980 年代船業衰退，碼頭全面閒

置，大量閒置的工廠建築、倉庫、辦公樓房與空地，為遊民與藝術家所佔據；市

政府因人口暴增於 2005 年起對於北岸和東岸有一系列的規劃，然因 2008 年的

歐洲金融危機衝擊下被迫停擺。包含社會住宅協會、工業廠房再利用協會等數個 

NGO 組織與藝術家等，提出由下而上、草根發展與永續發展為主的都市發展模

式，期待以永續的都市發展獲利方式，將空間作為容納都市生活、文化生活的容

器，透過空間的利用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維持經濟的成長與發展，而不是轉手

給建設集團鏟平重新開發。十年前，在經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抗議後，數個 NGO 

組織提出由下而上，以草根與永續的都市發展模式，由 Kinetisch Noord 基金會贏

得比賽，並獲得 25 年的使用租約，成為重要的次文化基地。 

  下午官方導覽為 Sustainable Amsterdam 創始人 Cornelia Dinca 女士，帶

領本團隊從 De Ceuvel 園區一路步行至阿姆斯特丹火車站北岸工業區參訪，沿途

介紹鄰近區域的其他建案，NDSM 的戶外空間有著許多廢棄車輛和塗鴉、也保留

了原始工廠樣貌，進入造船廠內，可發現已改建為各種藝術工作室、個人展場、

大型展覽地。廠區週邊有一間以老舊船隻改建的三星級「水上旅館」，及一間以

起重機改建的高級飯店（圖 25），可遠眺阿姆斯特丹城市景觀，回程導覽員帶領

本團搭乘渡輪（圖 27）回到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體驗荷蘭在地大眾運輸工具。 

參訪實況： 

  
圖 22 導覽 Cornelia 週邊解說 圖 23 NDSM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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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NDSM 造船廠內部 圖 25 法拉達起重機飯店 

  

圖 26 NDSM 廠內工作室 圖 27 搭乘渡輪回到中央車站 

 

7. 烏特勒支大學 

  烏特勒支大學創立於 1636 年，是荷蘭規模最大的大學，也是歐洲最大

也最著名的研究教育機構之一。其中的自然地理學系相當著名，擅長於能源與資

源、環境科學、環境治理和創新研究，該校卓越的研究有助聯合國於 2015 年提

出「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此次拜會該校哥白尼永續發展學院 - 能源與

資源助理教授 Dr Matteo Gazzani、環境治理助理教授 Dr Rakhyun Kim 及能源與

資源研究生 Jing Hu 接待本團隊，因為暑假期間，該中心參與此次拜會的人較少，

林子倫副教授特別與之討論當前我國能源政策，並由本年度氣候變遷競賽得獎學

生進行作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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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實況： 

  

圖 28 林子倫副教授簡報 圖 29 獲獎團隊簡報交流 

  

圖 30 合照 圖 31 校園參觀 

 

8. 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水廣場 

  鹿特丹倍恩特姆廣場（Waterplein Benthemplein）位於鹿特丹火車站後方社區

中，原本只是一般的水泥鋪面，由當地 Zadkine 學院的學生提請政府改善此空間，

正好與荷蘭鹿特丹推動的氣候防護政策相呼應，由 Zadkine 學院的師生、鄰近教

堂的成員、青年劇院和健身房等社區民眾，透過三場參與式討論會議達成共識，

由 De Urbanisten 事務所自 2011-2012 年設計建造，2013 年完工，是座可同時解

決雨水貯留、並增加遊憩空間的都市設計作品。 

降雨時： 

• 場上有三個盆狀（basin）的設計，可於下雨時收集雨水。 

• 較淺的兩個盆狀空間會優先蒐集。 

• 當有持續性的降水時，最深的盆狀空間即會利用水瀑和集水井開始集水。 

平時： 

• 最深的盆可打籃球和踢足球。 

• 較淺的兩個空間，一個可溜滑板和跳舞，另一個可供表演。 

• 不鏽鋼溝渠除蒐集雨水外，也適合滑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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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滯洪池比較： 

• 以設計手法來看，水廣場的做法在臺灣也有，像多功能滯洪池或滯洪公

園即是運用此概念進行設計，如：台中秋紅谷、台北大湖山莊街調洪沉

砂池、高雄市寶業里生態滯洪池等，但這些設施相對水廣場尺度較大，

臺灣鄰里型的多功能滯洪空間較少，若將臺灣鄰里型公園以此多功能使

用的觀點進行類似改造，創造更多雨水滯留空間，或許可減少淹水的狀

況。 

• 水廣場並非完美，其參與式設計的過程和多功能設計觀點值得學習效法，

但設施維護機制需再考量，如何良好的規劃維護設施可能會需要很多的人

力和經費支持，建構一個永續性的政策或是制度來進行基盤設施維護是非

常重要的。 

 

 
圖 32 水廣場空間配置及集水示意圖（圖片來源：De Urbanisten 及本團隊） 

參訪實況： 

  
圖 33 合照（深槽） 圖 34 雨水通道 

周圍地區
的雨水

土壤入滲

http://www.urbanisten.nl/wp/?portfolio=waterplein-benthemp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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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表演用小舞台（淺槽） 圖 36 建築師 Bart 解說 

 

9. Floating Pavilion 漂浮亭 

  漂浮亭是由白汎埔（Bart van Bueren）建築師所設計的，於 2010 年 6 月完

工，是一座可同時利用太陽能與水力發電的永續展廳，位處歐洲最低窪之三角洲

大都市－鹿特丹的 Rijnhaven 海港，受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之影響較內陸城市

大。  

  其結構乃是三個巨大球體所組成，最大的直徑長達 24 公尺。為因應潮差，

漂浮式展廳可隨水位上升與下降，並使用最少成本與自然資源，採輕量化環保薄

膜 ETFE 材質的外立面（重量為玻璃的 1%），並以低壓空氣充氣減緩風力與提供

絕緣材料。另為方便日後擴建，使用模塊化設計，增加其適應性與可拆卸性。 

參訪實況： 

  
圖 37 合照 圖 38 漂浮亭建築師 Bart 解說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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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漂浮式展廳結構圖（圖片來源：DWA） 

10. 鹿特丹大學 

  1973 年由荷蘭經濟學院和鹿特丹醫學院合併而成，為荷蘭前三大頂尖學府，

擅於商業、醫學及科技領域，設有住房與都市規劃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簡稱 IHS），研究氣候變遷調適、韌性與

低碳相關知識，並發展相關工具及線上課程。 

  本次參訪由荷事生非負責人及共同創辦人董芸安小姐帶領本團隊參觀鹿特

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校園，接著拜會該校 HIS，與來自綠色城市與設施的 Dr.Ogenis 

Brilhante 及氣候變化與永續發展研究助理 Jen Heemann 交流，首先兩位先介紹中

心的研究方向，及與大學院校其他組織單位的差異，Dr.Ogenis Brilhante 特別向

本團隊介紹其研究範疇與觀點─綠色城市架構，競賽獲獎隊伍也派代表分享得獎

作品。 

參訪實況： 

  

圖 40 校園巡禮 圖 41 拜會 IHS 

https://www.dwa.nl/drijvend-paviljoen-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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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Jen Heemann 研究助理簡報 圖 43 Dr.Ogenis Brilhante 簡報 

  
圖 44 獲獎隊伍簡報交流 圖 45 合照 

 

11. Market hall 市集住宅 

  因為歐盟衛生環境法規的新規定：所有熟食都必須在有頂蓋的空間內販售，

因此造就了新地標－Market hall 的誕生，其為荷蘭第一座有頂蓋的食品商場與住

宅區混合的建築。 

  Markthal 獲得了 BREEAM「非常好（Very good）」等級的建築環保證書，設

有避免雨水與冷風入侵，與歐洲最大的網狀玻璃圍幕設備，除了可引進自然採光，

其鋼骨結構的窗戶設計亦能抵擋鹿特丹的強勁風。 

  該建築與城市供暖系統相連，建築物下方還有一個儲熱系統，可以加熱和冷

卻周邊地區的許多相鄰建築。建築物中的各種功能可以交換熱量和冷量，以創造

一個舒適的內部溫度與極低的能源使用。大廳自然通風，在玻璃幕牆下方有新鮮

空氣流入，它向屋頂升起，通過屋頂的通風軸離開大廳。這是一個無需任何安裝

即可運行的熱力系統。 

  本團隊除參觀 Market hall 住宅區與商場，緊接著拜會 MVRDV 建築事務所，

由來自臺灣的廖慧昕規劃師為本團隊簡介荷蘭對於環境永續的建築理念、跨國競

圖及施作經驗，亦補充介紹 ReGen Village 循環社區（Almere）整體規劃，讓所

有成員對該社區的水循環、生質循環、電力循環等系統之運作規劃更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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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實況： 

  
圖 46 Market hall 市集住宅 圖 47 MVRDV 建築事務所 

  
圖 48 Market hall 拱廊彩繪屋頂 圖 49 廖慧昕女士案例簡介 

 

12. REMONDIS 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 

REMONDIS 是德國最大環保事業公司，其集團擁有約 19700 名員工，主要以廢

水處理以及廢棄物回收利用為主要項目。可以分為工業服務部門，專則將工業廢

棄物進行回收或固化；以及資源再生部門，主要將各種廢棄物料再製形成原材料，

兩大部門。目前集團擴及全球 29 個國家，擁有 500 座以上的廢棄物處理廠、每

年可處理約 2,500 萬噸的廢棄物。 

位於德國呂嫩 REMONDIS 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初僅處理舊木材回收，逐

漸增加有機堆肥以及動物屍體堆肥，再新增塑料處理廠，最後擴展至電子產品回

收、生質柴油以及生物燃燒發電。目標朝自動化發展，園區約 230 公頃，員工僅

百餘人，園區內的能源與水回收與自給率高達 90%以上，足以成為循環經濟的良

好示範。 

REMONDIS 在臺灣亦有設立分公司，於民國 78 年（1989）即進入臺灣回收市場，

目前在桃園與南投各有一座處理廠，桃園廠主要負責有害廢棄物的處理，將重金

屬廢棄物進行固化處理、廢水污泥、集塵灰、非法棄置掩埋的廢土處理，每月約

可處理 1800 噸。南投廠主要負責進行塑料的回收與再製，每月可處理 2400 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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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料處理，但其規模仍小，無法產生循環經濟效益。 

 

參訪實況： 

  
圖 50 裝卸油料與運輸 圖 51 電廠廢棄物轉化成石膏 

  
圖 52 有機廢棄物堆肥 圖 53 導覽 Mrs. Carina Höl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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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 

1. 臺灣與荷蘭的國土面積極為相似，但臺灣有崇山竣嶺，更身處環太平洋地震

帶上與太平洋颱風生成與移動的路徑上，因此天然環境的災害挑戰明顯相較

於荷蘭更為艱鉅。因此相對於人工運河王國的荷蘭，臺灣尚須考量諸多防災

技術層面，各項工程設施就更需要特別嚴謹規劃。 

2. 透過此次走訪荷蘭氣候變遷的案例，我們發現臺灣資金、創意、技術、人才

等軟實力不輸國外，不用妄自菲薄，應對自身有自信。但是此次參訪時發現，

荷蘭案例中的硬體設施在規劃時，均能以循環經濟的觀點，並採取多功能的

用途來設計建物、公共設施，巧妙的融入友善環境與永續循環的理念，真是

非常值得推廣的建築設計。如：以滯洪池為例，臺灣已有許多滯洪池，但像

荷蘭水廣場的做法就比較少見，因為臺灣降雨量大，因此滯洪池的尺度（用

地）也較大，但在都會區裏有許多鄰里型的小公園，應該也可以採取類似的

多功能觀點進行改造，不但可以創造更多雨水滯留空間，減少淹水的狀況發

生，更可以因應民眾的需求，設計出一些別出心裁的公共空間供市民使用。 

3. 尤其是能資源的部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氣候變遷，

除了讓臺灣在地的環境可能持續惡化以外，面對國際環境議題，臺灣企業的

經濟模式能否跟上國際環境議題持續創新並從中扮演關鍵技術角色，讓企業

的市場進軍國際，而非僅著眼於臺灣市場，才能使臺灣產業不被邊緣化。因

此，對於提高能資源使用的效率，並且推動循環利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活絡綠色環保產業，建立長期的循環合作關係，發展國際市場是重要的。 

4. 在荷蘭也體驗到公民創造發明的力量，即使在歐債風暴商業不興之時，因為

政府運用高度的智慧，採取競圖開發廢棄的場域，不論是工業園區、舊建物

或建材，而產生了很好的空間活化方式。臺灣青年住宅的需求也是目前青年

族群主要關切的議題之一，臺灣低度使用的住宅數量相當高，閒置沒用的廠

房、房屋似乎也可以透過政府的活化政策來解決問題，有效分配利用現有的

能資源也是循環經濟及減碳的好方法。 

5. 各縣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之時，也應同時考量建材能否遵循循環材料的商業

模式運作，讓建材在未來也能重新使用，應該是值得關注的議題。荷蘭的循

環經濟理念從源頭設計著手，非僅止於資源回收，產品生產製造前就應規劃

使用與回收的配套措施，以減少需大量耗能的回收行為，設計更有效、省能

的再利用模式，物盡其用至最後一刻再回收，使能源、資源發揮最大的功效。 

6. 歷經留學於荷蘭的臺灣研究生分享歐洲電力發展規劃的報告後，我們發現臺

灣地區電力的開放資料相對於歐洲各國，明顯不足，其他公部門的資料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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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也常常不易公開，一般學者也難以取得，對於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程

度，尚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7. 荷蘭的公私部門，對於思考如何整合資源推動循環經濟相當有共識。對於臺

灣而言，這是未來重要的環境教育方向，如何建構公民及企業對環境永續的

知識體系與共識，並將環境的知識加以落實於經濟生產及民眾生活，才能有

效節能減碳、減緩氣候變遷的問題、落實生態環境的保護。 

8. 借鏡於荷蘭的經驗，對於循環永續的跨領域知識相當廣泛，為了發展可行性

的循環永續案例，如何開放或運用公部門閒置的資源，鼓勵青年勇於實驗嘗

試，這也許可以創造出更多適合臺灣國情與環境條件的氣候變遷調適案例與

永續循環的經濟模式，值得公私部門一起思考未來試行的推展方式。 

9. 此次參訪之荷蘭漂浮屋，其目的是為了解決房屋短缺的社會問題，然而在水

上建房子對臺灣來說需要找到穩定的水域以及面對颱風的侵襲是相對不容易

的。但 8 月 23 日南部淹水的災情，也許對於長期地層下陷受洪患的社區，可

以建置一些漂浮工法的避難公共設施，以維護民眾生命安全，減少暴雨造成

的災害損失，這些國際案例中可窺見防災的建築工法的可能性，亦納入氣候

變遷調適的教育中後續研議。 

五、 建議 

1. 本次參訪行程安排得宜，惟因隨隊參訪之教授人數較少，不易洽排公部門行

程，建議增加隨團考察之教授。 

2. 本次競賽過程，學生創意相當豐富多元，建議在原有預算下，考量增加出國

考察之學生隊伍數，但各隊人數得酌予縮減，出國前備妥英文簡報及展示品。 

3. 出國考察期間，宜協調當地的臺灣留學生擔任輔導員，有利於代表團之學生

學習並增加國際視野，亦能促進學生間討論出國留學、就業之可行規劃。 

4. 歐洲先進國家對於整合資源推動循環經濟相當有共識，未來可供本部作為環

境教育的新面向，並將環境的知識加以落實於師生消費生活中，才能有效節

能減碳、減緩氣候變遷的問題、落實生態環境的保護。 

5. 氣候變遷與循環永續的跨領域知識相當廣泛，建議本部委辦團隊及大專校院

宜合作，尋覓閒置資源，創造教學及學生試作的基地。 

6. 目前大專校院普遍開設氣候變遷調適的課程，宜藉由每年本部氣候變遷調適

競賽與國際交流，營造創意教學與動手實作之環境，期能培育更多氣候變遷

調適的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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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附錄 1 National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y 2016 (NAS) 

氣候調適服務中心(CAS) Kim 博士贈送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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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可於線上下載閱覽：https://ruimtelijkeadaptatie.nl/english/nas/ 

 

https://ruimtelijkeadaptatie.nl/english/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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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De Ceuvel 循環經濟園區參訪須知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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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阿姆斯特丹創新之旅、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摺頁） 

NDSM 導覽 Corneli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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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簡報 

Floating Pavilion 漂浮亭建築師 - 白汎埔（Bart van Bueren）先生之簡報 

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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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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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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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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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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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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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Design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講者：Bart van B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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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 IHS 簡介及 moocs 課程 

住房與都市規劃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簡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Cw55-SO8g&app=desktop 

 

 

線上課程：https://www.ihs.nl/en/education/moo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Cw55-SO8g&app=desktop
https://www.ihs.nl/en/education/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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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REMONDIS 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簡介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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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NDIS 集團雜誌： 

http://www.remondis-aktuell.de/weitere-ausgaben/weitere-ausgaben/ 

 

http://www.remondis-aktuell.de/weitere-ausgaben/weitere-ausg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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