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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美國亞特蘭大參加「BROWNFIELD 2013」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

美國環保署主辦，包括 5 月 14 日的訓練課程與 5 月 15-17 日的正式大

會。會議主題主要鎖定於褐地  (Brownfield Sites) 再利用可能涉及之相

關政策法規、專業技術與民眾參與機制等介紹，大會利用培訓課程  

(Affiliate Training ＆  Workshop)、圓桌專家討論會  (Design Charrette) 

與實際場址參觀介紹  (Mobile Workshop) 等不同型態的議程設計，達到

都市計畫、環境工程、衛生醫療等不同領域之產官學界交流的目的，並

特別安排國際交流會議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透過討論方式了解國際間褐地再利用制度的差異，並相

互學習。  

我國環保署受邀出席國際交流會議，期能透過本次會議的參加學習

獲得美國褐地再利用之相關經驗，藉此協助台灣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及

相關配套措施之擬定。會議中我國代表暢談我國在法規、政策、管理、

實際案例等經驗，提供國際專家討論，並獲得相互交流機會。在課程學

習上，鎖定城市農場與民眾參與為本次會議的學習重點。近年來美國開

始提出利用褐地種植適用作物的概念，進行污染土地涉及農作物的生長

影響與食用安全的研究，並有許多公司發展 Tower Farms 等不同型態的

種植作法與概念，反觀我國現行列管的污染場址，有 70%以上的場址屬

農地污染，在健康風險的考量下，因而禁止於列管農地上種植食用作

物，造成農地長年停耕而荒廢，而會中所提出之種植作法與概念，正可

作為我國未來推動污染農地再利用之參考。  

另由政策發展與個案實例可看出，民眾參與在褐地再利用推動的過

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腳色，美國環保署特別將規劃階段的場址討論安

排於研討會中，透過圓桌論壇會議的設計，使各方專家提供意見，並邀

集當地民眾代表參與討論，不僅可見證政府的努力與支持，在答辯與討

論過程中亦可達到民眾溝通的效果。此外，此行也參加大會安排

「Highway to Health： From CDC to Emory」實場參訪課程，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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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是一處以永續發展為前提的區域性發展案例，透過褐地再利

用與社區開發規劃，在與當地民眾進行良善的溝通與協商後，共同營造

出一處兼具綠化、減碳、健康生產作物與教育意義的整合型社區。此永

續性經營的理念正是我國未來執行褐地再利用的推動核心概念，唯有系

統性的整合市政規劃、污染整治與社區發展，由中央、地方政府以及相

關權責單位共同合作，才能真正使一塊荒廢的污染土地被重新利用與長

久經營，提昇地區性的環境與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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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BROWNFIELDs 2013」研 討會 由 美 國 環 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主辦 ， 選 擇位 於 美 國 亞特 蘭 大 市之 喬 治 亞 國際 會 議

中心 舉辦 ，研討會包括 5 月 14 日的訓練課程與 5 月 15~17 日的正式大

會，該研討會已有 15 年的舉行歷史，平均約每兩年舉行一次，邀集各

州環保署、都市開發機構與環境工程相關從業人員共同參加分享褐地再

利 用 之 經 驗 ， 相 關 資 料 可 於 大 會 的 官 方 網 站  

(http://www.brownfieldsconference.org/en/home) 取得，如附件一。  

此行主要因我國環保署長期與美國環保署有密切的技術交流與合

作，本次由美方國際事務辦公室  (USEPA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 Tribal 

Affairs) 邀 請 我 國 代 表 出 席 「 Brownfields 2013 」 研 討 會 議 ， 並 於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會議中介紹

我國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推動與案例發展現況，分享我國推動污染土地

再利用政策之經驗過程，也藉此學習美國褐地再利用之相關經驗，協助

台灣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擬定。本次出國研習行程如

表 1-1 所示。  

 

表表表表 1-1 出國研習行程出國研習行程出國研習行程出國研習行程 
日期 

月 日 
工作內容 

5 14 
參加「BROWNFIELDs 2013」研討會議 

開幕式與 Affiliate Training ＆ Workshop  

5 15 
參加「BROWNFIELDs 2013」研討會議 

Affiliate Training ＆ Workshop  

5 16 
參加「BROWNFIELDs 2013」研討會議 

Mobile Workshop 與 Community Reception  

5 17 

參加「BROWNFIELDs 2013」研討會議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與 Design Charr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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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會 議主 題 主 要 鎖 定於 褐 地  (Brownfield Sites) 重 建 可能 涉 及 之 相關

政 策 法 規 、 專 業 技 術 與 民 眾 參 與 機 制 等 介 紹 ， 大 會 利 用 培 訓 課 程  

(Affiliate Training ＆  Workshop) 、 圓 桌 專 家 討 論 會  (Design 

Charrette)、實際 場址 參訪 介紹  (Mobile Workshop) 等不 同型 態的 議程 設

計，達到 都市 計畫、環境 工程、衛 生醫 療 等不 同領 域之 產官 學 界交 流的

目 的 ， 並 特 別 安 排 國 際 交 流 會 議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透過 討論 方 式了 解國 際間 褐地 再 利用 制度

的差 異，並相 互學 習，細 部議 程如 附件 一 所示。此 外，會 議舉 辦過 程中

也 同 步 進 行 褐 地 展 覽 會 ， 由 美 國 各 區 環 境 保 護 機 關 宣 傳 褐 地 再 利 用 成

效，或不 同相 關企 業 單位 展示 產品 和服 務，包 含污 染調 查公 司、整 治工

程公 司、環 境保 險公 司等，以提 供不 同褐 地利 用過 程中 可能 的 產業 結合

商機 ，展 覽狀 況如 圖 2-1 所 示。  

由 於 此 次 研 討 會 相 關 課 程 包 含 廣 泛 ， 計 有 總 共 112 場 Educational 

Sessions、14 場培 訓 課程 、9 個不 同的 案 例場 址參 訪， 因此 挑 選對 我國

政府 具有 立即 參考 性 議題 之課 程加 以學 習。以 下各 小節 則針 對 四天 研討

會議 中較 具參 考性 與 值得 學習 之議 題內 容 進行 說明，摘 錄之 各 議題 內容

簡述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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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討會場 

 

(B) 展覽會場 

圖圖圖圖 2-1 BROWNFIELDs 2013 研討會現況研討會現況研討會現況研討會現況 
 

(一)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該會 議由 美國 環保 署 主持 ，並 以國 際觀 點 來檢 討 Brownfields 的不

同作 法。 以一個 panel 座談 為形 式， 探討 國際 上不 同國 家在 各 自法 規、

民風、執 行上 的經 驗 等，以獲 得彼 此的 優 點，提供 可能 的改 進 方案。我

國環 保署 受邀 出席 此 panel 座談 會， 期 能透 過本 次會 議的 參 加學 習獲 得

美國 褐地 再利 用之 相 關經 驗，藉此 協助 台 灣污 染土 地再 利用 政 策及 相關

配套 措施 之擬 定。會 議中 我方 暢談 台灣 在 法規、政 策、管 理、實際 案例

等經 驗，提供 國際 專 家討 論，並獲 得相 互 交流 機會。座 談會 實 況如 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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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示 。  

座談 會由 美國 環保 署 國際 事務 辦公 室副 主 任 Neilima Senjalia 博士

引言 ，並 由英 國諾 丁 瀚大 學 Paul Nathanail 教 授擔 任主 持人 。 座談 會除

邀請 台灣 代表，並有 俄羅 斯、巴 西、英 國、美國 等代 表與 會。座談 會中

主要 討論 以下 3 主 題 ：  

1. Brownfield site 的定義與現有場址的情況 

2. 褐地管理之相關政策與法規結構 

3. 實施褐地再利用計畫時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功經驗分享 

在第 1 個 討論 主題 上，本 次受 邀的 三個 國 家皆 未對 褐地 名詞 提 出專

有的 定義，且未 設立 有獨 立的 褐地 法案，主要 皆參 考英 美等 國 所提 出的

褐地 政策，應用 於各 自國 內污 染土 地的 復 育與 重建，且通 常在 沒有 整治

可行 性的 情況 下，如 整治 困難 度過 高、整 治費 用不 符合 成本  (整治 費用

高於 土地 價值 者 ) 等，才有 可能 考慮 污染 土地 再利 用的 作法，並先 對於

Brownfield 都需 先確 認該 場址 遭受 某種 程 度的 污染 後，再 提出 以健 康風

險、生 態影 響及 作物 生長 等為 其土 地管 理 的遵 循標 準，且 皆同 意以 人體

健康 風險 為第 一考 量 因素 。  

第 2 個主 題討 論到 管 理上 的政 策與 法規 結 構。如前 所述 ，各 國 均未

如美 國一 樣在 法規 中 名確 定義 Brownfield，因此 在政 策與 法規 結構 上亦

付之 闕如，但是 在實 際作 法上 卻都 很相 似，顯示 各國 都已 經體 認到 整治

工作 的複 雜性 與難 度 ，都 有相 對務 實的 彈 性作 法已 經實 行。  

第 3 個討 論主 題提 到 執行 Brownfield site 的成 功與 需要 改進 之 處。

各國 均提 及目 前正 在 執行 的 Brownfield 再利 用案 例，提 供成 功與 需要 改

進之 處做 為參 考。我 國在 本次 討論 會議 中 提出 目前 正在 規劃 階 段的 實際

污染 土地 再利 用案 例，藉此 宣傳 近年 來政 策推 動的 成果  (宣傳 文件 如附

件 二 )， 並 蒐 集 國 外 專 家 意 見 ， 作 為 後 續 規 劃 的 參 考 。 另 外 ， 因 我 國 與

英 國 在 獲 得 民 意 支 持 上 有 著 相 同 的 難 度 ， 主 要 因 牽 涉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太

多，很 難以 一個 土地 活化 方案 讓所 有牽 涉 到的 人都 同意，因此 常常 在此

初步 階段 即無 法繼 續 下去，重建 案胎 死腹 中。俄 羅斯 與巴 西的 情形 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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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比 較容 易獲 得民 眾的 共識。附件 三為 大會 所提 供之 本議 題 簡介 摘要

資料 。  

在討 論完 上述 3 個 議 題後 ，開 放讓 在場 所 有觀 眾進 行提 問，討 論過

程分 述如 下。  

第 1 個提 問為 有關 人 體健 康的 維護，各 國 均表 示已 在國 內設 有 一套

相關 的人 體健 康風 險 評估 系統，在規 劃 Brownfield 再 利用 之際，即針 對

不 同 的 暴 露 情 境 評 估 人 體 健 康 風 險 。 若 在 執 行 之 中 有 人 體 健 康 風 險 疑

慮，各國 均表 示會 諮 詢健 康部 門與 專業 人 員，以瞭 解風 險程 度，並 找尋

適當 方法 以降 低風 險 。  

第 2 個 提 問 為 場 址 當 地 種 植 或 養 殖 的 食 品 是 否 有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管

理。俄羅 斯、英 國、美國 均表 示有 政府 的 食品 安全 管理 機關 監 視，並研

擬 相 關 管 制 基 準 提 供 民 眾 食 用 建 議 。 巴 西 與 台 灣 均 無 建 置 相 關 食 用 標

準， 但會 透過 健康 風 險食 物鏈 之影 響性 進 行評 估。  

第 3 個提 問是 有關 一 般大 眾在 Brownfield 的參 與角 色。各國 均表 示

設有 公聽 會的 法律 機 制，收 集各 界在 相關 議題 上的 意見，但英 國與 台灣

表示 在聽 取各 方意 見 凝聚 共識 上，是 相當 困難 的一 步，常 需相 當時 日並

做許 多協 調與 修改 規 劃以 獲得 結論。這 部 分在 巴西 與俄 羅斯 較 不會 是嚴

重的 障礙 ，比 較容 易 獲得 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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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討論現況 

 

(B) 各國與會代表與隨行專家合影 

圖圖圖圖 2-2 國際交流會議討論現況國際交流會議討論現況國際交流會議討論現況國際交流會議討論現況 
 

(二) Affiliate Training ＆ Workshop 

結 合 褐 地 再 利 用 與 城 市 農 場 的 概 念 也 是 本 次 會 議 主 要 的 關 鍵 課 題

之一，隨著 都市 發展 型態 與需 求性 的改 變，許多 荒廢 的老 舊工 業與 商業

區域 逐漸 被改 造成 為 城市 農場，不僅 具有 美化 都市 的效 果，減 少溫 室氣

體，生 產的 作物 也能 提供 附近 居民 使用，近年 來美 國許 多地 區 開始 推廣

當地 食材  (Local Foods) 的 概念，甚 至成 立合 作社 形式，建 立 當地 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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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並 嘗試 使用 不 同手 段試 圖在 褐地 上  (含有 污染 土壤 土地 ) 種植 食

用性 作物，提倡 透過 環境 的復 育重 建政 策 與土 地使 用分 區改 變，重新 開

放土 地於 農業 生產 使 用，除 了能 讓荒 廢的 土地 再次 被利 用，減 少外 地食

材運 送成 本， 增加 當 地就 業機 會。 美國 環 保署在 2011 年起 也 針對 超級

基金 場址 與褐 地場 址 等提 出建 立城 市農 場 相關 之技 術手 冊，因 土壤 污染

會造 成作 物生 長不 佳，且 造成 栽種 者可 能 因長 時間 接觸 受污 染 土壤 或者

食入 吸收 污染 物的 作 物，而造 成健 康風 險。因 此，手冊 中提 供 以下 建議

手法 ，以 避免 或降 低 污染 土壤 的危 害：  

1. 採用Raised Beds設計，如採用盆栽式的種植手法，或在污染土壤上方

設置阻絕層後再鋪設乾淨的土壤以種植作物。 

2. 使用土壤改良劑，以增加土壤中的污染物的固化穩定程度，避免作物

吸收污染物。 

3. 移除所有的污染土壤並置換為乾淨土壤後再進行種植。 

4. 利用植生復育技術 (Phytotechnologies) 移除污染物，且使用後之植物

須進行特殊處置。另，並非所有的污染物都能使用植生復育技術移除

污染物，如重金屬鉛。 

會議 中美 國環 保署 邀 請堪 薩斯 州大 學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提

供現 階段 對於 土壤 污 染與 作物 生長 期間 的 研究 成果，希 望透 過 試驗 結果

釐清 污染 對於 作物 生 長的 影響 性，並探 討 於污 染土 地上 種植 作 物的 安全

性問 題。在實 驗室 測 試試 驗中，以 重金 屬 銅作 為污 染物 代表，分別 採用

新 發 生 污 染  (以 額 外 添 加 污 染 物 方 式 模 擬 ) 的 土 壤 與 長 時 間 污 染 狀 況

下的 土壤，進行 不同 污染 濃度 條件 之植 物 根部 生長 的影 響測 試，由試 驗

結果 顯示  (圖 2-3(A))，種植 在新 污染 狀 況下 的植 物根 部，約 土壤 中重 金

屬濃 度 200 mg/kg 以 上，即 對於 根 部生 長 造成 嚴重 的影 響性，而長 時間

污染 狀況 下的 土壤，則可 能因 重金 屬與 土 壤的 吸附 作用，植物 根部 不易

吸 收 重 金 屬 ， 降 低 其 生 物 可 利 用 性  (Bioavailability)， 減 少 對 植 物 生 長

的抑 制與 傷害 。  

此外 ，在 一般 農 業使 用上 ，土 壤改 良 劑的 應用 非常 普遍 ，如石 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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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性 ，能 協助 調節 土 壤 pH 值 的功 能， 改 善土 壤酸 化的 問題 ， 亦可 降低

土 壤 中 離 子 態 重 金 屬 含 量 ； 矽 藻 土  (矽 元 素 ) 則 可 控 制 根 部 系 統 的 發

展，有助 於強 化土 壤 的肥 力，改善 土壤 的 物理 與化 學特 性。因 此，研究

團隊 認為 土壤 改良 劑 的添 加  (Soil Amendment) 將有 助於 降低 植物 對於

重金 屬污 染物 的可 利 用性，因而 採用 不同 堆肥 添加 方式，觀測 污染 對於

作物 的生 長影 響情 況，分別 採用 石灰、矽 酸鋁 與氧 化鐵 等添 加 物作 為土

壤改 良劑， 結果 顯示  (圖 2-3(B)) 在 銅污 染土 壤中 加入 氧化 鐵 有助 於抑

制植 物對 於污 染物 的 吸收，使其 生長 情況 更良 好  (不 受到 污染 物傷 害或

抑制 生長 )。  

堪薩 斯州 大學 研究 團 隊也 實際 選用 一處 位 於華 盛頓州 Tacoma 的示

範場 址，針 對研 究結 果進 行分 享。該 場址 土質 以砂 質壤 土  (sandy loam) 

為主 ，土 壤中 重金 屬 砷的 濃度 約 17~162 mg/kg (台 灣農 地管 制標 準 60 

mg/kg)、鉛 濃度 約 17~427 mg/kg (台 灣 農地 管制 標準 500 mg/kg)，現 地

實 際 種 植 作 物 結 果 顯 示 ， 作 物 對 於 土 壤 中 重 金 屬 砷 的 生 物 可 利 用 率 約

9~15%， 而 金 屬 砷 的 生 物 可 利 用 率 僅約 3~5%，但 因 不 同 作 物 對 於 污染

物的 吸收 性與 累積 程 度不 同，且 影響 因素 複雜，難以 由單 一污 染場 址試

驗數 據驗 證種 植作 物 的安 全性 問題。因此，該團 隊目 前共 選用 了 7 處示

範場 址， 包含 有銅 、 鉛等 重金 屬污 染土 壤 、DDT 與 PAH 等 有 機污 染土

壤， 已分 別針 對蕃 茄 、葫 蘿蔔 、瑞 士甜 菜  (swiss chard) 等 作 物進 行實

地種 植試 驗， 該研 究 目前 仍處 於持 續觀 察 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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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植物根部生長影響試驗 

 
(B) 土壤改良劑對植物生長影響測試 

圖圖圖圖 2-3 重金屬銅污染土壤對於植物生長影響測試結果重金屬銅污染土壤對於植物生長影響測試結果重金屬銅污染土壤對於植物生長影響測試結果重金屬銅污染土壤對於植物生長影響測試結果 
 

目前 美國 已有 許多 實 際企 業機 構成 功將 褐 地轉 變成 為農 場，主 要是

採用 溫室 種植 的作 法 。Green City Growers Cooperative 是 全美 最大 的溫

室食 品生 產機 構，實 際選 擇了 一處 位於 俄 亥俄 州東 北部 ，佔 地 約 4.3 公

頃的 褐地  (早期 為輕 工業 與住 宅用 地 )，經過 初步 復育 作業 後，建 造一 座

面積 約 1.3 公 頃的 綠 色蔬 菜水 耕溫 室 (圖 2-4)，作為 是國 家培 訓及 展示 中

心 。 該 公 司 運 用 純 熟 溫 室 技 術 ， 完 全 隔 絕 室 外 的 污 染 環 境 ， 避 免

Brownfields 的環 境 不確 定性，並同 時大 量運 用綠 色資 源，如 太陽 能、堆

肥等，將 環境 影響 減 至最 低，利用 當地 氣 候、溫室 技術 以調 整 生長 所需

之 溫 度 ， 以 不 使 用 石 化 燃 料 為 原 則 ， 提 供 溫 室 在 營 運 操 作 上 所 需 的 能

源。大量 回收、循環 澆灌 用水，不 僅可 杜 絕水 資源 流失，亦 可 回收 施用

的肥 料，減 少生 產所 需的 碳足 跡。綠 色蔬 菜水 耕溫 室已 在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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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營運 ，共 計聘 用 了 24 名 當地 全職 員 工， 因當 地販 售的 萵 苣蔬 菜主

要由 加利 福尼 亞州 和 亞利 桑那 州運 送輸 入，溫室 正式 運作 成立 後，每 年

萵 苣 產 量 約 可 達 330 萬 顆 ， 另 生 產 西 洋 菜  (watercress) 與 芝 麻 菜  

(arugula)，採收 包裝 後的 蔬菜 可在 24 小 時內 運送 至客 戶手 上，不 僅不 會

影 響 當 地 原 有 農 業 的 利 益 ， 也 可 降 低 居 民 購 買 成 本 、 提 升 蔬 菜 保 鮮 品

質。 另外 ， Living Tower Farms (LTF) 提出 了 Tower Farms 的概 念， 採

用綠 色農 業垂 直種 植 專利 技術，強調 Tower Farms 能 設置 在復 育中 的污

染場 址上，全 年種 植 生產 且安 全的 利用 褐 地，以達 到環 境、社 會與 經濟

三種 效益 為目 標，實 際生 產狀 況如 圖 2-5 所示。永 續性 農業 的 發展 模式

為環 境效 益目 標；有 效整 合技 術並 推廣 當 地作 物則 為經 濟效 益 目標，如

Tower Farms 的 作法 僅需 使用 10%的土 地 面積 與用 水量，即 可 達到 10 倍

的作 物產 值，可增 加 20%以 上的 營運 利 潤，並強 調當 地生 產 作物 相較 進

口產 品更 經濟、安全、健康；另外，LTF 與 非營 利組 織 Veterans to Farmers 

(VTF) 合作，農場 內 聘用 美國 退伍 軍人，提供 退伍 軍人 事業 第 二春，以

提升 社會 效益 。附 件 四為 大會 所提 供之 本 議題 簡介 摘要 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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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褐地再利用前與建造過程 

 

(B) 重建完成的綠色蔬菜水耕溫室 

圖圖圖圖 2-4 綠色蔬菜水耕溫室綠色蔬菜水耕溫室綠色蔬菜水耕溫室綠色蔬菜水耕溫室 
 

 

圖圖圖圖 2-5 Tower Farms 實際生產狀況實際生產狀況實際生產狀況實際生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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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esign Charrette 

本次 研討 會舉 辦地 點 亞特 蘭大 市曾 被稱 為 美國 最毒 的城 市，經 歷工

業發 展後，大量 的工 業污 染遺 留於 土地 中，堪稱 為全 國最 大的 褐地 更新

案件 。其 中， 亞特 蘭 大 BeltLine 是 最主 要的 重建 計畫 之一 ， 圖 2-6 為

BeltLine 計畫 發展 地 區， 總面 積約 有 2600 公 頃， 市政 府向 聯 邦、 州政

府與 地方 相關 的基 金 補助，其中，在場 址 整治 的部 分獲 得環 保 署所 提供

120 萬 美 金 的 褐 地 整 治 循 環 貸 款  (Brownfield Remediation Revolving 

Loan Funds) 與 40 萬美 金的 褐地 評估 補 助基 金  (Brownfield Assessment 

Grant Funds)。整 體 計畫 利用 環繞 亞特 蘭 大市 約 22 英里 的鐵 路地 區為 基

礎， 重新 修建 鐵道 ， 成為 具有 行人 友善 設 計的 軌道 交通 ，建 設 33 公 里

步道 區與 530 公頃 的 新公 園綠 地，改 善 290 公 頃既 有公 園環 境，建 造輕

軌電 車， 串聯 了 45 個居 民區  (neighborhoods) 與市 中心 ，並 整治 復育

450 公頃 的褐 地， 系 統性 的整 合綠 地、 步 道、 交通 與城 市發 展 設計 ，進

行土 地復 育與 規劃 ， 重新 提供 居民 更便 利 與乾 淨的 生活 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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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6 BeltLine 計計計計畫發展地區畫發展地區畫發展地區畫發展地區 
 

專家 討論 議題 以圓 桌 會議 討論 形式，以 BeltLine 社區 發展 面 臨的 各

項議 題作 為討 論中 心，在各 桌次 設立 不同 的討 論主 題，開 放不 同領 域的

專家 針對 BeltLine 地 區重 建案 例之 不同 議 題進 行 探 討，包 含 都 市 規 劃 、

道路 設計、糧 食供 應 鏈設 計等 等，除開 放 與會 人員 參與 討論 外，同 步邀

請當 地社 區人 士至 各 桌作 為會 議諮 詢與 紀 錄、社區 發展 委員 成 員為 各桌

桌長 提出 引言、背 景 介紹、提 出第 一手 現 況資 料等，針 對當 地 所面 臨的

問題，透過 不同 領域 的思 維共 同腦 力激 盪，提供 政府 進行 褐地 再利 用的

參考 。  

本次 參與 的主 題為「 如何 提供 機會 給當 地 社區 發展 自給 自足 的 健康

食物 來源」，以 位於 BeltLine 發展 地區 內 的一 個舊 工業 小鎮 (傳統 的貨 運

集散 地與 輕工 業城 ) 為案 例進 行討 論， 該 社區 照片 如圖 7。該 地區 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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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 最大 問題 老舊 工 業區 逐漸 荒廢 後， 不 僅原 有的 土地 品質 受 到影 響，

社區 也逐 漸失 去人 口 與經 濟誘 因，社 會經 濟開 始凋 零，而 大量 人口 外移

的結 果，則造 成鎮 上 勞動 人口 不足，務 農 人口 相當 稀少，再 加 上各 土地

持有 人非 居住 在當 地 ，大 部分 土地 閒置 而 無法 利用 。  

由於 當地 人口 太少 ，使得 商業 中心 不願 在 此設 立市 場，因 此，居民

沒有 管道 於當 地獲 得 新鮮 的蔬 菜水 果等 健 康食 物，僅能 仰賴 由 其他 地區

輸入 販售 或至 外地 購 買，造 成食 物購 置來 源不 足，多 半只 能購 買非 主流

速 食 業 者 所 提 供 的 「 垃 圾 食 物 」。 由 於 長 時 間 的 不 健 康 飲 食 生 活 ， 造 成

當地 新生 一代 錯誤 的 飲食 觀念，認 為肉 乾、糖 果、餅乾 等零 食 可以 是正

常餐 點的 一部 分，影 響到 下一 代的 身體 健 康。因此，利 用荒 廢 的褐 地種

植農 作物 ，成 為該 小 鎮的 重要 課題 。  

討 論 會 中 大 家 一 起 腦 力 激 盪 ， 本 桌 除 了 桌 長 與 社 區 代 表 ， 還 有 台

灣、英國、美 國環 保 署等 各地 代表，一 同 為此 議題 提供 看法。在圖 2-7(A)

照片 中的 右方 空地 即 為該 社區 前一 次會 議 時討 論決 議的 農業 預 定地，會

議一 開始 先由 當地 社 區發 展委 員代 表進 行 場址 介紹，隨 後由 本 桌參 與人

員 依 據 此 現 況 提 出 各 種 可 能 面 臨 的 問 題 與 利 弊 得 失 ， 提 供 社 區 代 表 參

考 ， 圖 2-7(B)與 (C)即 是 當 天 會 議 討 論 情 況 ， 會 中 所 提 出 的 建 言 ， 均 由

社區 居民 代表 做成 大 字報 紀錄 (圖 2-7(D))。其 中較 引人 注意 的 是耕 作所

需 要 的 水 源 問 題 ， 由 於 當 地 居 民 表 示 常 有 消 防 單 位 前 往 該 地 做 消 防 訓

練，可 詢問 水源 與水 權問 題，甚 至可 要求 消防 單位 無償 讓當 地 作物 使用

水源。另一 項較 難克 服的 是耕 作的 經驗 與 知識。由於 當地 以前 是貨 物集

散地，務 農人 口極 少，現 今更 面臨 人口 外 移，更無 人有 經驗 與 知識 執行

農地 耕作。因 此，引 進區 域外 的溫 室技 術 廠商、向 聯邦 或是 州 政府 申請

經費 訓練 農民、號召 年輕 一代 的居 民投 入 時間 學習 成為 當務 之 急，以 奠

定基 礎勞 動能 力。 附 件五 為大 會所 提供 之 本議 題簡 介摘 要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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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農業發展預定地 

 

(B) 當地社區發展委員進行場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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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討論會情況 

 

(D) 會議討論結果與大字報記錄 

圖圖圖圖 2-7 專家討論議題現況專家討論議題現況專家討論議題現況專家討論議題現況 
 

(四) Mobile Workshop 

國際 間近 年來 皆朝 向 永續 發展 為目 標，褐 地的 重建 不僅 達到 國 土重

新規 劃、永 續利 用的 目的，也藉 此解 決褐 地地 區中 所可 能衍 生 之土 壤及

地 下 水 污 染 、 安 全 與 健 康 衛 生 問 題 ， 以 及 經 濟 衰 落 等 課 題 。 本 次 參 加

「Highway to Health：From CDC to Emory」實 場 參訪 課程，即是 結合 褐

地再 利用、永 續發 展、社 區規 劃與 健康 衛 生考 量的 最佳 實際 案 例。附件

六為 大會 所提 供本 議 題之 簡介 摘要 資料 。  

大 會 安 排 參 訪 學 員 先 進 入 美 國 聯 邦 疾 病 管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亞特 蘭大 總部 (圖 2-7(A)) 進

行簡 報說 明， 在聽 取 CDC 人員 對於 全 球氣 候變 遷與 人體 健 康的 初步 介

紹後 ，並 前往 位於 CDC 旁的醫 學 名校 Emory University 校 園， 以邊 走

邊談 的方 式，瞭解 Emory University 在 Brownfield 與永 續經 營校 園上 所

做的 努力 。Emory University 主 校 區 約占 地 250 公頃 ，由 於校 園中 有部

分土 地原 屬一 處垃 圾 掩埋 場，在 經由 Brownfield 的整 治與 重 新開 發後 才

成為 校園 一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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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ry University 提 出「 森林 綠地 面積 零 淨損 失」 的概 念， 因 此被

移除 的樹 木都 必須 等 量被 更置 換，以 保持 相同 的綠 地率，總綠 地面 積占

校園 面積 一半 以上。校園 內隨 處可 見具 有 教育 功能 的小 塊綠 地 農場 作為

生產 食物 或是 美化 景 觀，小 塊綠 地農 場所 生產 的食 物，不 僅提 供校 園內

餐廳 作為 餐點 的食 材，更 提供 在每 週一 次 的校 內農 夫市 集中 販 賣給 一般

大眾，不 僅獲 得經 濟 上的 利益，更 具有 教 育觀 摩的 意義。來 訪 的中 小學，

甚至 該大 學的 學生，均藉 由此 小塊 綠地 農 場所 帶來 的物 質循 環 知識，認

識永 續環 境管 理的 意 義與 好處 ，綠 地農 場 栽種 現況 如圖 2-8(B)所示 。  

為達 到整 體地 區開 發 規劃 有具 減碳 與永 續 發展 的目 的，Emory 學院

也透 過與 當地 社區 緊 密結 合， 圖 2-8(C)中 的 Emory Point 社區 即是 為了

減少 林地 開發、石化 燃料 使用，與當 地土 地開 發商 達成 共識 的 新興 中密

度集 合社 區，而使 使 污染 與荒 廢的 土地 重 新被 利用，避 免都 市 擴張，保

留下 大面 積原 始不 被 開發 的森 林地 區 (圖 2-8(D))，鄰 近的 居 民改 以步 行

或 騎 乘 腳 踏 車 的 交 通 方 式 ， 減 少 了 開 車 使 用 石 化 燃 料 所 產 生 之 二 氧 化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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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DC亞特蘭大總部 (B) Emory校園內的綠地農場 

  

(C) Emory Point新興中密度社區 (D) Emory校園內的森林地區 

圖圖圖圖 2-8 CDC 與與與與 Emory University 參訪現況參訪現況參訪現況參訪現況 
 

另，當地 民眾 、社 會 團體 與非 營利 組織 的 參與 也是 造就 當地 褐 地再

利 用 發 展 的 關 鍵 要 素 ， 如 當 地 所 結 盟 成 立 的 The Office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s (OUCP)，即 是串 聯位 於當 地之 疾病

管制 局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及 Emory 學 院

的研 究資 源，OUCP 安排 學生 與實 習研 究 人員 協助 進行 環境 污 染與 疾病

相關 的科 學研 究，如 進行 Emory 周 圍 河 流的 水質 調查，研究 亞特 蘭大 工

業衍 生的 空氣 污染 與 肺部 疾病 之間 的關 係，以 及工 業區 內有 害 廢棄 物的

解決 政策。透 過這 些 項目 的推 動，提升 了 社會 對環 境問 題的 認 識，並促

進環 境正 義的 落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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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綜合感想綜合感想綜合感想綜合感想    

本次 研討 會主 軸為 介 紹美 國褐 地再 利用 之 規劃 、開 發、管理 等 所可

能涉 及之 法規 與技 術 項目，由美 國環 保署 官員、地方 政府 與相 關顧 問公

司分 享褐 地之 整治 與 管理 實務 經驗，以 下 針對 本次 會議 之感 想 心得 與建

議分 項說 明。  

(一) 參考美國褐地再利用作法，建立農地活化制度設計 

我國 現行 列管 的六 大 類別 場址 中，農地 類 型污 染場 址數 量佔 總 列管

場址 數量 70%以上，因農 地污 染涉 及農 作 物的 生長 影響 與食 用 安全，基

於農 地資 源的 保護 觀 點，不 適宜 採以 開發 方式 作為 重新 利用 的 選項，因

此，此 類型 場址 為我 國後 續推 動污 染土 地 再利 用的 一大 課題。美國 環保

署 在 本 次 會 議 中 所 提 出 褐 地 種 植 適 用 作 物 的 研 究 ， 以 及 發 展 Tower 

Farms 等 不同 型態 的 種植 作法 與概 念， 將 可成 為未 來推 動污 染 農地 再生

的參 考。另 亦建 議污 染農 地的 再利 用應 結 合農 政單 位，訂 定相 關有 效作

物管 理的 準則 ，才 能 避免 作物 安全 受到 質 疑。  

(二) 落實民眾參與精神 

由會 議中 所介 紹的 政 策發 展與 個案 實例 可 看出，民 眾參 與在 褐 地再

利用 推動 的過 程中 扮 演著 相當 重要 的腳 色，特 別是 將規 劃階 段 的場 址討

論安 排於 研討 會中 ， 透過 圓桌 論壇 會議 的 設計 ，使 各方 專家 提 供意 見，

並邀 集當 地民 眾代 表 參與 討論，不僅 可見 證政 府的 努力 與支 持，在答 辯

與討 論過 程中 亦可 達 到民 眾溝 通的 效果。此外，環 境的 重建 與 維護，亦

需要 當地 民眾 的共 同 加入 ，如 Emory 場 址案 例中 OUCP 的 成立 ，即 是

透 過 當 地 團 體 與 政 府 的 共 同 努 力 。 這 些 不 同 類 型 的 民 眾 參 與 機 制 與 作

法， 都能 成為 我國 推 動污 染土 地再 利用 的 參考 與借 鏡。  

(三) 結合醫學專業為民眾健康把關 

在褐 地再 利用 各項 議 題的 設計 中也 發現，政府 在推 動褐 地政 策 的過

程中，除 考量 場址 整 治、都市 規劃 以提 出 相關 的參 考指 引作 法 外，重建

過程 中或 重建 後環 境 安全 與健 康議 題亦 需 同步 受到 關注，如 亞 特蘭 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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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 府在 進行 BeltLine 的重 建過 程中，除 了持 續進 行場 址整 治、風險 評

估與 污染 物監 控外 ， 特別 與當 地 CDC 合 作， 藉由 專業 的醫 學 專業 ，協

助研 究污 染狀 況對 於 當地 民眾 健康 的影 響，可 將數 據回 饋至 風 險評 估結

果中 ，也 為後 續場 址 內活 動民 眾的 健康 把 關。  

(四) 褐地再利用納入永續規劃概念 

過去 政府 多半 是因 應 都市 的發 展而 進行 土 地規 劃開 發，但常 常 忽略

永續 性的 環境 保護 與 土地 管理 概念，而 在 本次 研討 會議 過程 中 我們 可以

發現，永續 性發 展已 經成 為全 球的 重視 的 話題 與目 標，Emory 校園 的設

計與 當地 社區 的結 合 ，就 是一 處以 永續 發 展為 前提 的區 域性 發 展案 例，

透過 褐地 再利 用與 社 區開 發規 劃，在與 當 地民 眾進 行良 善的 溝 通與 協商

後，共同 營造 出一 處 兼具 綠化、減 碳、健 康生 產作 物與 教育 意 義的 整合

型社 區。反 觀台 灣目 前的 發展 現況，建議 未來 污染 土地 的再 利 用也 應該

以永 續的 發展 概念 ， 經營 我國 的每 一塊 土 地。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 

 



 

BROENFIELDs 2013 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研討會細部議程 

TUESDAY,  MAY 14,  2013 

8:00 A.M. – 6:00 P.M. General Registration Area Open 

9:00 A.M. – 5:00 P.M. Affiliate Trainings & Workshops 

WEDNESDAY,  MAY 15,  2013 

8:00 A.M. – 7:30 P.M. General Registration Area Open 

9:00 A.M. – 3:00 P.M. Mobile Workshops 

9:00 A.M. – 3:45 P.M. Affiliate Trainings & Workshops 

2:00 – 3:30 P.M. EPA Regional Open Houses 

4:00 – 5:30 P.M. Opening Plenary Session 

5:30 – 7:30 P.M. Grand Opening of the Exhibit Hall 

6:00 – 7:00 P.M. Book Signing 

7:30 – 10:00 P.M.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ucus 

THURSDAY,  MAY 16,  2013 

7:30 A.M. – 6:00 P.M. General Registration Area Open 

8:00 – 9:00 A.M. Exhibit Hall Open 

9:15 – 10:45 A.M. Plenary Session 

10:45 A.M. – 6:30 P.M. Exhibit Hall Open 

11:00 A.M. – 12:15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11:00 A.M. – 3:45 P.M. Affiliate Trainings & Workshops 



 

11:00 A.M. – 5:15 P.M. Mobile Workshops 

12:15 – 1:00 P.M. Book Signing 

12:15 – 1:00 P.M. Lunch 

1:00 – 2:15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2:30 – 3:45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4:00 – 5:15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5:15 – 6:30 P.M. Exhibit Hall Cocktails 

5:15 – 7:00 P.M. Phoenix Awards  

7:00 - 10:00 P.M.  Community Celebration 

FRIDAY,  MAY 17,  2013 

7:30 A.M. – 5:00 P.M. General Registration Area Open 

8:15 – 9:30 A.M. Plenary Session 

9:30 – 10:30 A.M. Book Signing 

9:30 A.M. – 2:00 P.M. Exhibit Hall Open 

9:45 – 11:00 A.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9:45 – 11:00 A.M. Affiliate Trainings & Workshops 

9:45 A.M. – 4:30 P.M. Mobile Workshops 

11:15 A.M. – 12:30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12:30 – 1:45 P.M. Lunch 

1:45 – 3:00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2:00 – 5:00 P.M. Design Charrette 

3:15 – 4:30 P.M. Educational Sessions, Films 

5:00 P.M. Conference Adjourns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宣傳文件宣傳文件宣傳文件宣傳文件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Brownfield Lessons Learned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Affiliate Trainings and Workshops 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Affiliate Trainings and Workshops 

(A) 

 

(B) 

From Brownfields to Greens: Repurposing Rural and Urban 
Sites for Commercial Food Production Ventures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Design Charrette 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Design Charrette 

 

 



 

 



 

 

 

 

 

 

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  

Mobile Workshops 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Mobile Worksh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