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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出國計畫是運用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發表兩篇論

文，其中一篇為科技部補助計畫的研究成果。由筆者帶領一位大四學生謝

依璇，前往西班牙參加第十屆生態系統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進行兩篇

關於都市農業的研究論文發表和交流。該研討會是由英國 Wessex 

Institute 所舉辦的第十一屆生態系統與永續發展研討會，是全球少數涵

蓋都市農業領域的生態永續主題之國際性研討會。論文主題分別是評估臺

灣嘉義市屋頂農園達到自恃率的潛力，以及影響都市巷弄可食地景格局之

空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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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目標 

本次出國的目標是由本人帶領研究室一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謝依璇，

共同參與於西班牙舉辦的國際性研討會「第十一屆生態系統和永續發展國

際研討會(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且發表兩篇研討會論文。 

 

(二)主題 

該研討會是由英國南漢普頓研究機構 Wessex Institute 和西班牙加的

斯大學 University of Cadiz，聯合於西班牙加的斯(Cadiz, Spain)舉辦。

該會議的主題著重於探討生態系統和永續發展方面的議題，研討會所涵蓋

的各項次領域當中更有一項是「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因此可

以獲得在生態和永續發展領域觀點下，與會專家學者對於都市農業研究議

題的建議。 

 

(三)緣起 

本人研究方向是探討都市綠色基盤設施和都市更新議題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更鑽研都市農業領域的研究，103 年曾獲得科技部補助嘉義市巷弄

可食地景方面的研究，是從都市發展脈絡中，調查與分析都市巷弄可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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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模式的基礎研究。另外，又於 105 年指導大學部學生，評估嘉義市屋頂

農園類型對糧食自給率之影響的應用性研究。因此，尋找同時涵蓋都市農

業與永續發展角度的研討會，作為交換本人在都市農業研究成果和心得的

場域。而 106 年於西班牙的這場國際性研討會，正聚焦在生態系統和永續

發展觀點，並且涵蓋都市農業議題的研討會性質。 

 

(四)預期效益或欲達成事項 

1. 預期將參與一場國際性研討會。 

2. 取得兩篇研討會論文之口頭和書面發表。 

3. 一篇論文獲選收錄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 Nature and 

Ecodynamics 期刊。 

4. 與會人士的意見交流。 

5. 建立未來在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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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蔬果運輸過程中必須保鮮，導致能源消耗和食物耗損。有鑑於這些成本，

在都市內部和周遭生產蔬果並非新鮮事，然而，在都市屋頂上進行商業規

模的生產已達到自恃率，是近年來才逐漸受到重視。以目前先進的園藝和

農藝技術而言，更有可能透過在都市屋頂的栽培，確保其糧食供應。其中

僅有少數商業規模的案例，在高所得且高人口密度或是冬季下雪的社會中，

才能支應且合理化這項高輸入且高產值的栽培系統選項。在臺灣的冬季氣

候相對溫暖，此系統的應用可能夠為可行，因為比起其他溫帶氣候區，要

達到相同產量所需投入的資源可能較少。透過評估高密度城市透過在屋頂

生產食物達到自恃率的潛力，使決策者獲得更多資訊推廣屋頂農園的概念。

特別是嘉義市，其人口密度在 2016 年全國排名中僅次於首都台北。因此，

本研究目的是評估嘉義市透過屋頂農園達到自恃率的潛力。分析了四種屋

頂農園耕作系統，並且評估利用這些系統，在商業、教育和住宅三種土地

使用類型上的潛在蔬菜生產量和實際的蔬菜消耗量，藉以估算個別土地使

用類型的自恃率。研究結果發現達到自恃率的最佳狀況是在商業規模下運

作的屋頂水耕溫室模型，儘管這對嘉義市的一般家庭而言並非最永續或務

實的選項。 

在討論時間中，與會人士對本研究結果甚感興趣，西班牙加的斯大學

主持人首先詢問臺灣是否已有商業型水耕溫室屋頂農園的案例，以及本研

究結果是屬於情境預估還是調查現況。本研究是屬於情境分析，由於國內



5 
 

目前尚無商業型水耕溫室屋頂農園的案例，因此借用北美城市的實際案例

之單位面積產量，運用在嘉義市的超市、校園和住家屋頂情境中進行假設

性的評估。另有美國學者建議未來可進一步研究關於這類溫室水耕屋頂農

園的成本效益問題，考量裝設和維護管理的成本費用，實際量測和評估溫

室水耕屋頂農園的永續性， 

第二篇是「影響都市巷弄可食地景格局之空間因子(Spatial factors 

affecting pattern of edible landscaping in urban lanes and alleys)」，

李亭頤、謝依璇、黃笠箴、黃竣暉、李佳勳、許妙慈、吳品融 (T-I. Lee, 

Y-S. Hsieh, J-H. Huang, L-J. Huang, J-S. Li, M-C. Syu & P-R. Raymond 

Wu)合著，並由李亭頤代表進行口頭發表。 

本文內容主要是探討可食地景呈現了一種永續文化地景的概念，在都

市內部和周遭創造具有生產力的空間，能夠提供許多優點，包括環境美化、

鼓勵社會互動、穩定新鮮食物的供應、支持生態系統，也就是使都市發展

整體而言更具永續性。在高密度的都市環境中，帶狀的綠化可以為破碎的

綠地帶來實質連結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都市地區的巷弄在公共開放

空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由於巷弄是每日生活、交通運輸和文化活動

發生的地點。但是這些巷弄的綠化和可食地景常常欠缺視覺協調性，需要

基礎研究做為建立相關設計準則的基礎。因此，本文目標是了解巷弄綠化

形式和巷弄空間本身之間的關係，以及了解影響可食地景格局的空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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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和記錄了在嘉義市都市更新地區中的所有巷弄，並且利用 SPSS

分析綠化類型與空間因子之間的關聯性。該研究結果顯示巷弄綠化的存在，

主要是與巷弄本身的空間格局、有關兩側建築類型和巷弄空間上的活動有

關，但是與土地使用較無關。此外，可食作物種類數量是和巷弄的空間格

局和發生活動有關。可食作物出現在 77.9%的綠化巷弄中，且具有停車活

動的巷弄，更有可能出現可食作物。使用可移動式盆栽種植的綠化方式，

又比其他綠化類型更可能出現可食作物。因此，為了管理巷弄綠化，應根

據巷弄現有的空間特徵和活動發展可食巷弄的綠化準則。 

與會人士分享紐約曼哈頓島上的垂直可食綠牆案例。一位植物學專家

也對於巷弄可食作物的種類感到有興趣，詢問研究團隊是否具有植物學背

景，並且表達希望看到植物種類名冊，而本研究調查團隊主要是園藝系學

生所組成，對於可食作物具有基本識別能力，因此可以指認出巷弄中的可

食作物。另外，主持人本身則是具有造園景觀背景，除了在會後提出未來

合作研究的可能性之外，也對於巷弄可食地景出現與巷弄停車現象的關聯

性，進一步詢問研究是否涉及空氣汙染對作物的影響，並且建議未來可以

納入空氣汙染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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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出國參與由英國 Wessex Institute 與西班牙 University of Cadiz

聯合舉辦的國際性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的所有論文貢獻者，共有超過一百

位，並且來自多個國家，屬於不同專業領域背景的學者專家。但是，在發

表當日受到午後大雨的氣象預報之影響，主辦單位對原本的會議議程進行

調動，將傍晚參訪加的斯當地文史遺址的行程提前移至上午辦理，並將當

日所有的發表場次時間予以順延。如此，可能導致當日最後場次留下參與

研討會的人數大幅下降，減少了會後與更多人士交流論文研究的機會。但

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留下的人數雖然減少，卻是對研究確實有興趣的與

會人士。因此，相較於過去參與大型國際性研討會的經驗而言，這次在相

對小型的國際性研討會中，獲得了更為深度的討論機會，並能私下建立交

流的聯絡管道。 

此外，Wessex Institute 是出版研究論文和辦理研討會的專職機構。

該研討會的舉辦順利，與會人士能夠確實獲得研究發表和意見交流之經驗。

並且，入選期刊的論文能夠獲得主辦單位委外給予的文稿校訂服務，提供

論文發表上實質的幫助。但是，與過去參與國際性研討會的經驗相較，本

次研討會的辦理規模較小，實際停留於會場的人數也是較少，又研討會議

程在會議舉辦前一周才公布，且非學生資格的註冊費用高昂，是該機構辦

理研討會有待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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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本人參與之大型景觀或規劃領域的國際性研討會，屬於全球性景

觀學會或歐洲規劃學院聯盟的年會活動，可見到在會場上同時舉辦多項主

題、多重場次的超大規模會議型態。雖然有機會見聞和認識更多的研究和

與會人士，但是研究主題上卻未必能夠切合自己的研究興趣。因此，在本

次較為小型的國際性研討會上，由於研討會主題與發表之研究論文主題十

分切合，因此能夠透過參與會議獲得較多關於研究方向上的助益。 

而本次出國的行程安排，受限於補助經費未能涵蓋所有費用，必須選

擇轉機多次的廉價航空機票。雖有機會停留多個城市，但是皆屬短暫停留。

未能擁有充裕時間深入了解各個城市的特色，或是進一步參訪與研究專業

相關的都市農業案例。這對於前往半個地球之遙的目的地國，所費不貲，

又需耗費長時間的飛行旅程，整體而言是欠缺附加效益的做法。未來在整

體出國行程安排上，應增加單一城市的停留時間，提供深度參訪的充裕時

間，以提升出國計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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