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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效率

林俊興

祐生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氣候變遷下
建築領域調適新思維

從「環境效率」的觀點，「氣候變遷下建

築領域調適新思維」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其實，

我們若從「法自然」的角度切入，就可以更清楚

地瞭解，「環境效率」是人類文明未來必然要走

的路。我想大家都可以認同，在自然結構中，充

滿各式各樣的循環系統，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範

疇，幾乎沒有例外，自然結構中的每個物質、每

個生命都是循環中的角色，都具有可以被利用的

價值。所有才會有人說：自然結構中，沒有「垃

圾」這個名詞。自然結構所涵蓋的生態系，就是

在這樣的結構中演化，生態系中的每一種生命，

都巧妙地扮演不同的角色，並透過循環系統，讓

生態系得以持續運作。在生態系運作的過程中，

不論是相互拮抗，或者是依存共生，經過一段時

間以後，都會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達到階段性

的穩定平衡，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自然」。

「環境效率」這個專有名詞，源自於「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所發展出來的經營管理

指標。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減少浪費與污染，在

生產的過程中，使用較少的能源與原料，並創

造出最大的產值，以此做為企業體追求永續發展

與保持競爭力的主要方法。「環境效率」這個概

念的起點很清楚，就是企業體在生產的過程中，

一定或多或少會連帶產生一些廢棄物，也就是所

謂的「垃圾」。當這些「垃圾」溢出人為的可控

環境以後，就會形成所謂的「污染」。這些廢棄

物原本並非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會造成對環境的

干擾，就形成我們所謂的「環境危機」。當然，

我們樂見企業體在永續的理念下，提出「環境效

率」的概念，透過自我約制的手段，改進企業體

的生產系統，包括內循環以及外循環的運作過

程，以提升生產效率，並減少對自然造成的污染

或干擾等現象。這是追求永續的過程中，非常重

要的一個環節。

企業體追求「環境效率」的論點不難理解。

可是，我們檢視實質的生產行為，在追求最大經

濟利益的考量下，「環境效率」往往被刻意忽

略，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長期累積的結果，就

會造成外部的不經濟，對自然環境形成極大的負

擔。這種「不自然」的作為，在過去的一段時

間被視為人定勝天，甚至被擴張解釋為人可以宰

制自然。但是，這一段時間就自然尺度而言，不

過是一剎那！很快就證明人類不可能超越自然，

必須順應自然。人在剛開始很難全盤接受，但是

面對環境的無情反撲，還是被迫屈服於自然法

則，所以大家開始談論「永續發展」及「環境效

率」。問題是，若我們將這些原本棄置給環境的

外部成本，全部加以收納內化，以消弭環境的負

擔，對於許多企業體而言，勢必構成成本上升、

收益下降，在無利可圖的狀況下，將失去促動投

資行為的最大誘因。所以，未來是否真能如同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所期待，企業體願

意認真看待「環境效率」？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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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回歸到建築領域，若是要把同樣的

「環境效率」概念，引用到建築行為，整體形勢

將會顯得更為複雜。當然，建築不僅是企業生產

的一部分，而且是末端整合的主要產品，這些產

品所佔有的空間，我們就稱之為「都市」或「社

區」，如果以廣義的建築概念，其所佔有的空間

還會呈現出動態的活動。隨著工業化的演進、人

口的增加，以「都市」為型態的聚落空間，其涵

蓋動態的活動會越擴越大，頻率也會更高，這就

是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發展模式，其影響的範圍，

不僅牽動人類生活食、衣、住、行、育、樂各個

面向，到了晚近，甚至達到影響全球的尺度。其

中，最具影響性的廢棄物，就是人為排出的大量

二氧化碳，也就是我們所謂溫室氣體的主要部

分。

大量二氧化碳，成為西方發展模式的主要

廢棄物，已經遠遠超過自然體系所能循環應用的

比重，光憑溫室氣體的溫室效應，就足以誘發氣

候變遷。顧名思義「氣候變遷」就可以預估，對

「都市化」定居的特質，將會形成莫大的衝擊。

不論是氣候暴烈化，或升溫以後所導致的沙漠

化、海水上漲，這幾種類型的災難，都將使自然

生態系原有的拮抗因子發生巨大的改變，迫使自

然生態系中的所有物種，都必須重新取得調適，

設法在氣候變遷的過程中，重新鏈結彼此的關

係。可以預期的是，原本的自然生態系勢必被迫

快速演替，甚至造成局部物種滅絕。對於調適能

力較強的自然生態系，氣候變遷的衝擊力道，影

響尚且如此，相較於人類所營造的脆弱人為系

統，包括：糧食、健康、疫病等，恐怕挑戰會更

為慘烈，對於人文社會的破壞，在大部分的區塊

都將造成遠超乎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可以預期的是，人類圖存的文明形式，勢必

會受到嚴厲的考驗。我們進一步檢視人類演化過

程的歷史經驗，發現最熟悉的調適形式就是「遷

徙」。可是，面對十九、二十世紀，軍國主義盛

行後所固化下來的國土疆界，已

經阻礙人類自由遷徙的可能性。

對於某些大國而言，由於版圖橫

跨數個地理區塊，或許還可以維

持部分遷徙的條件。但是，對於

眾多領土狹小的國家而言，面對

氣候變遷的威脅，在無法以「遷

徙」做為積極回應手段的窘境

下，意謂著亡國機率將會大幅提

升。這樣的場景，相信會隨著氣

候變遷的加劇而陸續浮現。

因此，若以建築行為而言，

撇開目前已經無法大規模操作的

召開研討會議

共生化實驗

P002-076-TA076.indd   8 2012/7/20   上午12:47



9 臺灣建築學會  會刊雜誌  2012.07 

環境效率

「遷徙」方式，要如何在氣候變遷下取得調適？

將是一個高度考驗人類智慧的議題。透過我們基

金會長期研究的結論，我們認為除了設法與環境

取得共生以外，已經別無他法。換句話說，我們

應當「法自然」，讓人類行為更貼近自然結構，

具體的作法就是從建構循環型的社會著手，讓

社會結構的輸入、輸出，逐漸形成封閉的循環系

統。接著，導引經濟運作納入循環型的社會中，

從而約束不循環的經濟體，讓外部的不經濟不再

由環境吸收，而由經濟體在本身輸入、輸出的過

程中，即有完整的考量，也就是循環型的經濟。

當社會與經濟都趨向可封閉的循環系統，人類與

自然的關係就會越來越調和，衝突也就會越來越

減少。不過，在調和的關係中，還有一個沒有辦

法全然超脫的關係，就是人作為動物的一支，不

可能在短期內去除異營性結構，無論如何建構封

閉系統，還是要有共生物種的種源跟我們建構可

以隨氣候變遷的共生關係。

若要將人類善待保護共生物種的種種作為，

包括對應氣候變遷所增加的因素等，將這些任務

賦予建築，那麼建築領域未來的向度，就必須涵

容人以及與人共生的物種在內，研究的課題以及

建築的內涵，就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全

然理解這些與人共生物種的性狀。這種以人為中

心與共生物種所建構出食、衣、住、行、育、樂

的共生體系，對於建築領域而言，將是一個全新

的未來，也是「遷徙」之外，被迫以「定居」回

應氣候變遷唯一的選擇。以台灣這麼小的地理幅

員而言，雖然基本上還是有南、北氣候的差異，

但是相較於所謂的氣候帶，對應氣候變遷可以遷

徙的水平距離，是非常有限的！幸運的是，由於

台灣的地理特性，對於溫差或溫度而言，除了

「水平遷徙」以外，我們還有機會可以選擇「垂

直遷徙」。亦即利用每升高一百二十公尺，可以

降溫約1℃的方式，以「垂直遷徙」為手段，對

抗溫度的變化。或許我們應該認真考慮，未來要

如何往三、五百公尺的低海拔地區做「遷徙」的

行為，同時善用不同地理位置的自然，選取相對

的野生物種成為我們的共生物種，建構屬於台灣

的共生體系，以作為調適氣候變遷定居與遷徙行

為的核心系統。

透過上述的新思維，或許我們在氣候變遷

的過程中，可以發展出全新的建築類型，成為通

過氣候變遷、調適成功的典範，進而研發出對應

氣候變遷的新文明產品，為台灣的

經濟注入一股新的活泉。若能以這

樣的方式有效回應「環境效率」這

個議題，並成為國家永續發展的具

體作為，則建築在氣候變遷的考驗

下，不僅不會缺席，還能夠恰如其

分地發揮建築應有的引領功能。我

一向相信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

案，在此提供一個新思考的方向給

大家參考。希望透過本篇專文，可

以激發大家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

索氣候變遷下建築領域調適應有的

新作為！
環保團體參與本會共生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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