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科技大學生態校園建構之發展歷程 
一個成功的生態校園或生態社區甚至生態都市，皆應是社區居民長期的人文

關懷所營造出來的。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北科大）的中長期校園發展即

是以「人文、生態、科技校園」為願景。北科大生態校園建構之發展始自 1980

年主要分為四個時期：一、萌芽期（1980-1999 年）。二、整合期（2000-2002

年）。三、實踐期（2003-2008 年）。四、願景期（2009 年-迄今）。 

校園生態環境設計是國家生態環境建構中重要的一環。每個人心中皆有一顆

綠芽，只等待著被澆水成長茁壯，北科大生態校園於建構過程中，此綠芽已慢慢

成長蔓延，這是一種整體的成長，它形成了一股潛伏的巨大支持力量。面對環境

保護日益重視的廿一世紀，北科大未來更要珍惜既有成果並將生態校園作更精緻

化的經營，於行政體系內制定相關綱領，將之制度化乃當務之急。 

一、 前言 

台北市為台灣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肩負台灣參與全球化國際競爭的責

任。台北市的首都綠軸西自台北火車站東至松山菸廠，包含五鐵共構轉乘站、華

藝文特區 、光華區段，巨蛋運動園區等 （圖 1）。北科大是位於此首都綠軸上

的唯一大專院校，位處都心並為捷運交通樞紐，都會活動頻繁，為典型之都會大

學，理當於台北市的都市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台北生態城市的總體目標下，北科大校園規模適中，建構一人文、生態、

科技校園必可達立竿見影之效果。首都綠軸上的光華區段以展現科技、教育、藝

文等意象為目標，北科大可扮演整合角色。北科大不斷努力企圖突破既有界面限

制，結合週遭環境，未來將落實一連串校園中長程規劃，期以北科大為中心，參

與周邊都市環境永續發展，以一整體性規劃，建立人文、生態、科技三位一體之

都會型開放校園，建立一首都綠軸上之永續大學。 

圖 1 台北市綠軸版圖發展示意圖 



二、 北科大校園歷史變遷概述 

北科大創立於西元 1911 年，歷史悠久，在現址設立工業人才講習所，開本

省工業教育之肇端，隨著歷史演進，校名亦有更替，從早期的「工業講習所」至

1997 年 8 月改名為現在的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北科大校園空間變遷至今，已屆

整體環境重整契機。科技研究大樓啟用，滿足校園停車需求，地面開放空間應回

歸校園行人。新莊捷運線即將於西元 2010 年啟用，與板南線於忠孝東路與新生

南路之交叉點，已成為校園主要人行新入口，營造出一新的都市校園意象。光華

新天地已啟用，光華區段之發展正積極進行，北科大空間重整將可居主導角色。 

 

三、 北科大生態校園建構之發展歷程 

因應北科大邁向國際化典範大學之目標，校園發展已逐步朝向建構一社區共

生共享、機能多元之生態校園，主要分為四個時期：1. 萌芽期（1980-1999 年）；

2. 整合期（2000-2002 年）；3. 實踐期（2003-2008 年）；4. 願景期（2009

年-迄今）。 

 

1. 生態校園萌芽期（1980-1999 年） 

追溯至 1980 年，當時的總務長是孫國順，其出發點是要增加人文角落，改

善校園的環境。這種人文的關懷在生態環境之營造扮演了深層結構的角色，此亦

即於 2003 年後，將「生態校園」改名為「人文生態校園」的原因。當年學校購

置大量石頭、在榕園及校園其他角落佈置水景，並於臨新生南路之光華館、土木

館、材資館牆面上種植多樣的爬藤，此築有鳥巢的綠籬成為對外的生態校園意象

（圖 2）。 

圖 2 北科大生態校園意象 

 

  



1989 年「建築科庭園（圖 3、4）」之施作是第一個結合設計教學與實作的

人文活動及生態考量空間，由學生實質設計施工，於原本積水的入口空地，鋪上

河沙及平臥紅磚容許水氣滲透，當時透水鋪面之觀念尚未萌芽， 2008 年 11 月

Discovery Channel 來訪時發現紅磚上長滿了青苔而點綴用的水泥塊則不長。

1994 年建築科遷移至新大樓（設計館），其旁邊的空地陰濕且無人使用，因此結

合建築設計課程將其塑造為「新科館庭園」（圖 5），由設計課學生設計施工（圖

6）。為保持其原有環境特性，同樣只鋪上平磚。目前正朝蕨類園方向規劃中。 

圖 3 建築科庭園規劃平面圖 圖 4 建築科庭園 

圖 5 新科館庭園 圖 6 新科館庭園施作一景

 

  



1996 年由誘導式結構－認知模式研究室（以下簡稱本研究室）設計的「台

北技術學院校史廣場（之後命名為「人文廣場」），完工之時即種植爬藤，目前連

貫廣場與榕園之半透空牆上已爬滿薜荔，牆上刻意安排之透空位置好讓其後的茄

苳樹幹能伸展出來。第三教學大樓牆面上亦長滿爬山虎，此人文核心區一直朝向

綠谷的意象接近。 

人文廣場配置圖 

人文廣場素寫 

人文廣場 

人文廣場 人文廣場音樂活動舉辦 



2. 生態校園整合期（2000-2002 年） 

2000 年提出：「開放的生態校園空間應以生態介面與都市連結」。此「都市

生態之門」：對內可將都市生態與景觀滲透進入校內，具體破除一般學校固有圍

牆藩籬；對外則可以將學校之生態校園規劃理念拓展於都市。 

忠孝東路校園聯外水景規劃示意圖 

 

 

3. 生態校園實踐期（2003-2008 年） 

3.1 北科大綠色廳舍暨學校改造計畫 

2003 年於「挑戰 2008 水與綠計畫」項下，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

之「綠色廳舍暨學校改造計畫－北科大改造計畫」中，北科大執行四項子計

畫改善工程：「基地綠化及壁面綠化暨雨水貯留生態池」、「基地保水」、「整

合型光電外遮陽節能」、「空調節能」。其中生態池與位於設計館前的透水鋪

面引起 大的響應。「生態池（圖 14）」之設置，除建構水生態空間外，亦

可軟化校園空間。完工一年後，在此小小水池範圍內夜鶯亦多次造訪，白鷺

絲的來訪也讓人驚訝（圖 15）。基地保水之「透水鋪面（圖 16、17）」，讓

在下雨當中行走也是一種愉悅的經驗，此經驗是肯定透水鋪面的潛在力量，

除了實質效益外，使用者心理層面之效應是推動的原動力之一。 

 



圖 14 生態池景觀鳥瞰 圖 15 生態池枯木上意外造訪白鷺鷥 

圖 16 設計館前透水鋪面全景鳥瞰 

圖 17 設計館前透水鋪面 

 

  



3.2 北科大生態校園工程計畫 

3.2-1 生態露台 
理念在於：「人類佔據了生物的大片地面，於露台歸還一部分作為生

物不受干擾之棲息地，應是生態倫理的實踐，從空中完成生態都市的另

一向度」。此設置於設計館 8F，是台灣的第一個生態露台。 

 

 

 

熱顯像儀監測之屋頂溫度變化： 
 

 
 

  



3.2-2 屋頂綠化 
屋頂花園的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釋放出氧，還有遮蔭的效果，能使都

市變得清涼，且屋頂綠化的串聯，可以形成空中生態系。  

並以種植可食用農作物為主可有效縮短食物里程，達到節能減碳目

的。增加學生戶外的活動空間並達到教學實踐之效益。 
 

屋頂綠化示意圖 

北科大校圓屋頂農場規劃圖 

原始樣貌 第一批種植絲瓜 
 



3.2-3 壁面綠化 
理念在於：利用設計館廁所排出之 grey water 澆灌外壁之爬藤以

形成綠籬。 

  
3.2-4 校園聯外水景 

自 2000 年規劃完成後終於得以完成實踐的夢想，它將生態池連結

到校園外，使區域生態環境更為豐富多樣。 

忠孝河流手繪示意圖 

完工照片 



  

 

沿忠孝東路校園介面聯外水景乙案實踐成果，對都市水環境教育宣

導具有實質的效果，其成效非常具有渲染力，於 2006 年 11 月受到台北

市都市景觀特別獎的肯定。 

  

 

  



3.2-5 生態綠建築 
針對台灣溼熱氣候利用環境條件規劃一順應自然之舒適室內環境並

節省能源。它位於聯外水景與生態池之間藉由此環境條件融入其中充分

展現人文、生態、科技一體的意境。 

並結合設計與實作教學、國際合作，它完成了自生態至人文間的整

合。透過此實踐讓學生自規劃至施作完全參與，實踐「做中學」的建築

教育，並由本計畫中習得生態綠建築之概念。 

 

 

  
 

  



3.3 「Rice Garden」改造工程 

於設計館前康德廣場設置之「Rice Garden」，則由教育部於 2006 年補

助北科大設計學院的大專院校推動創意學院計畫中，由本研究室執行之分項

計畫：「校園場景創新實驗」而得以實踐。「Rice Garden」結合北科大設計

學院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建築設計課程，實施參與式設計，由學生自規劃

至施作完全參與討論，實踐「做中學」的建築教育，落實北科大理論與實務

教學並重的教育理念，並已於 2007 年 7 月完工，其理念更將歷史人文整合

於校園捷運站出口處（圖 28-30），這是人文、生態、科技校園之 佳宣導

點，更企圖在每年稻穗成熟時節（圖 31、32），塑造為校園裡年度重要的慶

典活動。 

圖 28 Rice Garden 之人文歷史情境模擬 

 

圖 29 Rice Garden 圖 30 Rice Garden 全區鳥瞰



 

圖 31 由設計館大廳即可見五○年代工專水稻田再現 圖 32 Rice Garden 第一次 
稻穗由蔡仁惠老師親自採收 

 

3.4 新生綠軸線景觀工程 

北科大校園內之歷史軸線－新生軸線配合科技研究大樓（第六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的地下停車空間的興建進行景觀重整（圖 33），由建築與都市設計

研究所推動全校參與式規劃設計（圖 18）。其規劃理念一直堅持在生態校園

之建構上，將原有的軸線停車意象消除，全面改進為以人為主的行走動線。

此規劃之主要情境乃是建構一「生態綠廊」之意象。建構生態景觀之示範性

道路，讓人們在快速穿越校園的同時，亦能觀看生態之多樣性以及植栽景觀

的精緻性，藉此提昇校園中步行的愉悅感受，並強化校園綠地的生態連結，

塑造此軸線成為人文生態校園之主要軸線，並已於 2008 年 9 月完工使用（圖

34-36）。 

圖 33 新生軸線原貌實景 



圖 34 新生綠軸線景觀規劃速寫 

圖 35 新生綠軸線景觀全區鳥瞰 

圖 36 新生綠軸線入口景觀 



 

3.5 人文西南角之綠色大門 

台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大樓與材資館之間繼捷運雙線完工之後，已成為

學校主要人行出入口，大樓西向立面隨之成為面對都市的主要面向，綠色大

門之設計為配合台北科技大學原有沿新生南路之綠牆延伸至設計學院，以壁

面綠化提供可親近自然並具有節能效果之生態景觀，達到生態環境教育之宣

導性。  

 設計概念 

1. 連接校園生態的空間樞紐  

2. 立竿見影的綠色衝擊  

3. 蘊育生態的地景藝術  

4. 都會與生態的人文門戶  

5. 永續生命的四季消長  

6. 參與生態路徑的教育初章 

 

 現況照片 

 



 

 未來展望 

設置壁面綠化具有良好的隔熱效能及調節濕氣的效果，應經由校園生態

教育宣導，解除民眾之疑慮，持續推廣施作。  

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大樓西向壁面綠化施作完畢，將可串連本校新生

南路側既有綠牆以及鄰忠孝東路口設計館屋頂綠化工程，整體效益高達

3600m2（全國 大壁面綠化）。 

  



3.6 忠孝軸線透水鋪面工程 

透水鋪面不僅具有保水供能，對於都市熱島效應亦有改善效果，本工程

施作後以紅外線熱像儀拍攝並分析表面溫度，發現與周邊不透水連鎖磚相較

下，本透水鋪面可降低路面溫度 多達 7 度 C。  

原有鋪面為不透水之連鎖磚 改善為具有結構支承力之透水鋪面  

原有邊溝排水設施不具保水功能  路緣之生態草溝具保水功能  

 

 紅外線熱顯像儀測得之溫度差 

 

紅色部分：不透水連鎖磚 

測得 32.7 度 C 

藍色與綠色部分：草溝溫度 

測得 25.6 度 C 

紅色部分：後方五層樓公寓之外牆測得

47.8 度 C 

藍色與綠色部分：與上圖同一環境溫度下

測得路面溫度約 25~28 度 C 



 

4. 社區人文生態校園營造之願景期（2009 年-迄今） 

4.1 新生南路校園介面之水生態空間設計 

結合水資源環境、公共藝術與科技，透過觀看都市與校園介面之街道，

在北科大的生態校園規劃創作中尋找都市生活美學的蹤跡，成為生態都市的

代言形式。 

 

平面配製圖 

示意圖 示意圖 

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 

 

  



4.2 校園景觀復舊計畫 

「水與綠環境規劃」強調環境及生態的多樣性並發揮地域特性。人工與

生態環境為敵，科技是人工的極端，此「敵我」之意識型態，應以「人與生

態環境共生」之實踐來取代。新生瑠公圳是歷史藍帶，為台北生態城市之基

盤，其復育具實質意義。光華區段強調科、教、文意象；科技是文明的巨輪，

教育培育人文，環境之關懷需要人文。基地位處光華區段與台北捷運第二大

站出口之間，抑是沿新生南路之教育與都市的介面空間。於此介面空間以人

文之關懷創造一科技、生態與歷史融合之都市景觀，創造一個絕佳的「共生」

示範生態街道。 

本計畫所宣導之生態街道即是以追求人類與自然環境共生及永續經營

的街道為設計理念，「科技、人文、生態」為指導原則，在都市開放空間中，

以植栽綠化、水域生態環境元素，結合都心大學綠色坎塊、捷運站與公車站

的人潮，創造一個達致綠色生態網絡城市的入口介面，展現瑠公圳復育意象，

提供多樣生態物種生存環境、人行休憩、都市景觀綠化、生態教育展示、滋

潤人文之功能。 

陽光中庭整體改善 椰林小道景觀改善 

新生校門廣場鋪面改善 八德路沿街水景與工專橋復舊 

(施工中) 



 

4.3 「設計館前廣場」規劃設計 

透過「都市空間」的概念，重新塑造人與校園、都市環境間的一種共生

關係與人文互動，目的即是打開校園封閉的領域提供一個具「公共價值」的

場所。 

 

設計館前廣場--悠遊於生態的綠色縱谷 蕨類園 

開放空間─人文咖啡座 開放空間─人文展示空間 

開放空間─設計館與捷運出口站體間介面 

空間塑造 
創造人文休憩角落 

 

  



四、 結語 

台灣近幾年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成果豐碩，政府極力推動之「挑戰 2008

水與綠計畫」，應是收割與檢討追蹤，並擬定下一波之大方向的時候。校園

生態環境設計是國家生態環境建構中重要的一環。   

北科大生態校園之重要指標－「忠孝東路校園聯外水景」，自發想提案、

爭取經費、得到行政單位支持、施工期間與經費補助單位之溝通、參加景觀

大獎活動至登上國外雜誌等，前後歷經七年，這之間有相當多的夥伴支援、

挫折、與堅持。 

每個人心中皆有一顆綠芽，只等待著被澆水成長茁壯，於北科大生態校

園建構過程中，此綠芽已慢慢成長蔓延，這是一種整體的成長，它形成了一

股潛伏的巨大支持力量。  

生態之生命力雖強韌但每個生態系的平衡皆須以十年為單位。因此，細

心的呵護是必要的，人文之珍惜在於若自然所帶來之功效是值得珍惜的話，

就應想辦法去維護，這是精緻文化的起點。  

本研究室對生態校園之規劃與經營長期投入相當之心力，除感謝研究室

之研究生長期的全力投入外，由於行政單位之肯定與政策協助及經費之支援，

使計畫得以實現，更要感謝水環境研究中心林鎮洋教授將水生態的觀念引入

北科大。  

面對環境保護日益重視的廿一世紀，北科大未來更要珍惜既有成果並將

生態校園作更精緻化的經營，於行政體系內制定相關綱領，將之制度化乃當

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