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設計與環境

本章內容討論設計與生活環境的相關議

題，第一節以設計與環境中的自然生態、綠

色環保觀念，詮釋設計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第二節討論設計與地方環境的設計文化概念，

包括通用設計、無障礙環境、虛擬設計、全

球化與地方化議題等，第三節則介紹地方環

境的發展與文化產業的議題。說明國內外有

關環境與設計的重要概念，以及設計作品的

實踐與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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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質環境中的人工與自然—
設計、環境與生態

在 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所定義的建築
設計產業中，包含建築設計、室內空間設計、展場
設計、商場設計、指標設計、庭園設計、景觀設計、
地景設計等行業。建築及環境設計是結合工程科技
與文化藝術，解決人類生活居住娛樂等空間需求的
創意設計工作。在設計與環境的相關議題下，本節
討論環境與設計間的自然綠色設計趨勢，包括其產
生的背景、內涵及意義，以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訂
定的綠建築設計指標概念和自然生態生活的樂活思
潮。



圖3-1   因應環保風潮，訴求節能減碳的廚房系
統ekokook將回收物作最小化處理，供水與耗
電系統經過省能設計，並綠化廚房



3-1-1 自然綠色設計的思潮

一、綠色設計產生的背景

二、綠色設計的內涵及意義

三、綠色設計的原則



一、綠色設計產生的背景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因工業化的快速發

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張，造成各種區域性的環境汙

染、地球環境生態被破壞以及資源耗竭的現象，

對人類生活環境的氣候變化、有限資源和生態環

境產生巨大的影響。環境汙染與氣候變遷問題成

為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危機。而從

1970 年代以來，經常出現的全球石油危機，更顯

示出地球自然資源枯竭的可能，加上二氧化碳過

度排放所帶來的溫室效應而使地球暖化，更讓群

眾了解自然生態需要加以保護的重要性。



圖3-2  臺灣環保標
章設計（ 一片葉子
包裹地球），有以
綠色愛護地球的意
味



圖3-3  國際環保標章
設計圖案

圖3-4  臺灣環保回收
標章設計圖案



圖3-6  臺北市舉辦的
生活簡單結合音樂，
倡導自然簡單的生活



圖3-7  2008年的簡
單生活節海報設計



二、綠色設計的內涵及意義

綠色設計（Green Design）或稱為環境
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生態設計
（Eco-Design）等，就是保護地球綠色環境
的設計方式。它的主要內涵在產品的企畫階段
一開始，便深入考量產品生命週期所有階段對
環境的可能衝擊問題，設計出對自然環境友善
的產品、程序或服務概念。綠色設計概念所設
計出的產品，應該能夠減少對資源的浪費，提
高對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廢棄物排放量，以
利於自然環境的保護，調和工業化社會與生態
環境間的衝突。



圖3-8 樹屋設計反映建
築與自然的關係

圖3-9 以回收塑膠片組合的
燈具造形設計



圖3-10  由裕司藤村設計的電子單車—EBIQ，
造型十分酷炫。它可自動回收多餘電力，儲存
於蓄電系統中，朝「無耗能」的目標邁進



三、綠色設計的原則

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以綠色設計概念作
為理念規範，進行綠色產品的包裝、平面印刷
及室內空間等設計工作時，必須注意的基本設
計原則說明如下：

1.綠色產品設計

2.綠色包裝設計

3.綠色平面及印刷設計

4.綠色建築與室內空間的設計原則



圖3-12  綠色包裝設計考量
包裝的重複使用，兼作為
植栽的容器

圖3-13  印刷工作走向
綠色概念



圖3-17  臺北市北投圖書館對於通風節能的考量，
使其成為環保綠建築的典範



3-1-2 綠建築的設計指標

建築環境的設計與營造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

相處的重要工作，當代設計的發展趨勢強調空間設

計和環境生態的協調與融合共生概念，因此綠建築

規範的推動成為重要的理念。綠建築又稱為生態建

築或永續建築，各國有不同的規範與指標內容。在

我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中，將綠建築定義為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

廢棄物的建築。並發展出七大評估指標系統，經由

學者專家整合成為九大指標，而這九大指標以生態

指標群、節能指標群、減廢指標群和健康指標群四

項作為評估綠建築的基本規範。
綠建築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3/rte.html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3/rte.html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3/rte.html


綠建築評估的九大指標包括

1.生物多樣化指標

2.綠化指標

3.基地保水指標

4.日常節能指標

5.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6.廢棄物減量指標

7.室內環境指標

8.水資源指標

9.汙水與垃圾改善指標



圖3-18 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



圖3-19 倫敦的瑞士

再保險大樓，其子彈

造型不僅聞名於世，

尤其大樓利用獨特的

氣流和防曬設計來降

低對空調的依賴，更

成為綠能建築典範。



3-1-3 自然生態設計與樂活主義

綜合上述綠色設計概念，以強調自然生態和永

續生活觀念所進行的設計，也是適合當地風土條件

的設計方案。向大自然學習設計概念並且突顯自然

演化的特性，在設計階段便會考量環境系統的消耗

與承擔能力，包括基地範圍的水、能源、材料、室

內空氣品質及社會環境因子等。到了營建階段以最

適合的基地配置方式、再生能源供應方式、汙廢水

處理及再利用技術、地區性建材利用及回收再利用

等技術為重心。而在使用階段則採取最佳化能源使

用管理、廚餘回收利用等方法，進行積極的永續建

築環境發展計畫。



圖 3-23 東部金針花產業與地方旅遊



圖3-24  伍角船板餐廳以漂流木為主的有機風格



3-2 環境設計與文化

本節主要討論環境與設計所引發的文化趨勢與
設計理念，包括重視弱勢族群和少數使用者的無障
礙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概念，以及數位科
技所引發的虛擬人工空間設計概念，全球化與地方
化環境的討論。

3-2-1 通用設計與無障礙環境

3-2-2 數位虛擬科技設計與環境

3-2-3 全球化與地方化環境



3-2-1 通用設計與無障礙環境

早在 1960 年代末期，美國設計理論家
帕帕尼克（Papanek）便提出「為真實的世
界設計」概念，其主要觀點包括：

1. 設計應該為廣大人民服務，包括第三世
界國家，而非僅止於富裕國家。

2. 設計不僅應該只為健康人服務，更應該
考量為殘疾者服務。

3. 設計應該考量地球的有限資源使用問
題。



圖3-25  提供無障礙空間是現代生活的重要觀念



3-2-2 數位虛擬科技設計與環境

數位設計領域包括介面設計、網頁設計、資
訊設計、多媒體設計、遊戲設計等。

當代數位工具、無線通訊、網路資訊等科技
逐漸改變人類的生活與思考方式， 對於設計產業
的影響更明顯。未來辦公生活空間可能是無紙化
的數位環境，設計可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與全球即
時互動，透過電腦虛擬真實與 3D 模型，修改並
測試設計內容和真實場景的關係。設計師可以藉
由網路傳輸而在全球各地工作，設計內容更可進
入多元感官體驗和即時互動。

智慧建築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4/rte.html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4/rte.html
http://hsmaterial.moe.edu.tw/file/dt/i234/rte.html


圖3-29  虛擬實境設備使用

圖3-30  好萊塢動畫電影
玩具總動員海報



3-2-3 全球化與地方化環境

在二十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環境中，
設計面對全球化趨勢與國際市場分工，包括
西方歐、美、日等跨國性品牌企業的滲透、
世界市場的專業分工競爭、網際網路傳輸通
訊等所開啟的變革，讓異國文化風格及消費
設計，在排除語言障礙後，設計執業環境透
過跨國合作設計，而不再有設計風格上的國
界障礙。



圖3-31  空間設計中的文化特性



圖3-32  美國建築師查理士‧摩爾設計
的社區公園，具有義大利文化元素



圖3-33  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的北京香山旅館設計，
具有中國文化風味



3-3 設計面對環境的文化實踐

在全球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下，設計尋求並發

掘在地生活環境下的文化要素，將其發展成為生活

美學與經濟競爭力的一部分，這也是設計面對全球

化環境的價值創造與文化思維創新方式。例如北歐

各國因應酷寒氣候與保育概念所發展的自然簡約設

計，日本島國在有限資源與文化特性下所產生的輕

薄短小風格，義大利承續古羅馬文化與文藝復興的

歷史榮耀所延續的精品設計創意，這些風格在當代

消費中都具有極高的識別性。因此本節藉由地方環

境文化特色，討論地方文化產業與創意設計結合經

營的概念。



3-3 設計面對環境的文化實踐

3-3-1 地方文化特色與設計

3-3-2 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

3-3-3 地方環境經營與設計



3-3-1 地方文化特色與設計

推展地方文化產業的設計，包括提升
在地居民生活品質、促進地方產業經濟和
傳承地方文化願景等多重任務，有時這些
設計目標彼此衝突，必須作全盤性思考。
因此如何在設計中發展出具有地方文化形
象特色的元素，以設計增進地方生活的文
化體驗與幸福感，帶動鄉土文化特色與品
質，不因商業化而傷害原有生活脈絡，是
地方文化產業設計的重心。



圖3-35  平溪元宵天
燈施放。

圖3-34  臺灣廟會活動
的文化氣氛。



圖3-37  具有創新風
貌的南投中台禪寺
建築

圖3-36  高雄橋頭糖廠
再生利用



圖3-38  臺灣的有

機農產品標章

圖3-30  2010年到2011
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LOGO設計



圖3-40  鹿港老街結合

古蹟和美食，成就有

特色的地方文化



3-3-2 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

目前地方文化產業的創意營造，嘗試
藉由觀光旅遊與文化消費行為，將多樣的
地方文化塑造成為國家經濟生產力的一部
分。許多國家已將這些地方文化視為一種
品牌來經營，包括歷史文化品牌、民俗文
化品牌、宗教文化品牌、休閒文化品牌、
自然風光品牌、節慶活動品牌等。



圖3-4  日本的坂本龍馬（左）與大甲媽祖遶境（右）
已分別成為成功的歷史文化品牌及宗教文化品牌。



圖3-42 花蓮林田山茶業文化園區



圖3-43  蘭嶼獨木舟是明顯的文化元素，達悟族因

而被譽為臺灣原住民中最具美感的一族



圖3-36 新竹內灣以漫畫家劉興欽的創作（阿三哥、

大嬸婆、機器人等 ）作為文化行銷特色



3-3-3地方環境經營與設計

地方文化產業、環境與設計的結合主要
可分為四個面向。當地文化產業的可能包含
四個面向所交集的內容，也可能獨立存在。
以下介紹四個地方面向的概念與實例：

一、運用自然資源維護發展

二、運用文化資源展現創意

三、運用生活型態營造價值

四、運用產業經營增進經濟



一、運用自然資源維護發展

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大多是建立在既有的自
然資源開發，例如以森林、溫泉及田野聞名的風
景區，如苗栗南庄、南投埔里、烏來溫泉、東海
岸村落、離島風光等。而離島的特性更加明顯，
如金門、澎湖和蘭嶼，兼具地方文化與自然特色，
這些地方以維護自然生活資源所衍生的特殊空間
意象，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有些地方則
透過自然資源所產生的相關動植物昆蟲，來發展
地方的特色，例如以蝴蝶村、螢火蟲、保育魚類
和獨角仙等昆蟲作為經營特色，如圖 3-45日本的
工藝將森林中的落葉樹枝設計成昆蟲標本，發揮
自然生態的設計美學。



圖3-45  以落葉與樹枝
設計的日本昆蟲標本



二、運用文化資源展現創意

在文化資源的運用方面，臺灣的族群差異、
宗教活動、傳統建築、生活工藝和民俗活動都是
重要的元素，設計過程通常將文化視為一組符號
的整體，並作為形象宣傳的統合包裝。近期則從
文化內容結合生活產業，而走向文化產業的發展，
興起於地方農漁特產、文化商品與空間旅遊的行
銷。從九份、淡水、大溪、鹿港、水里、北港、
安平、美濃、內門、恆春到澎湖、金門，臺灣各
地由北至南所興起的風情小鎮與老街，都有其文
化資源上的主要調性。



圖3-47 朱銘的太極系列作品是重要的文化創意資產



圖3-48 許多老街氛圍是地方文化重要資產



圖3-51 南投水里車埕的景色

圖3-49 臺北板橋林家花園



圖3-50  櫻花夜景的地方特色塑造



圖3-52 臺灣燈會活動促進地方文化資源累積



三、運用生活型態營造價值

在文化產業的特性塑造上，臺灣的都會區
和鄉鎮地區有著不同的脈絡，都會區較重視環
保、保全、美化、學習互動等消失在工業社會
的美德，努力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另一方
面則重視商業行為與形象商圈的規劃，加強舊
市區的經濟功能。老舊住宅區則著重社區生活
品質的改善，例如臺北市迪化街區、臺中市的
精明一街（圖3-56）、臺南市的金華社區等，
都以形象商圈及街區總體營造方式或社區團結
自主管理等方式重新再生。



圖3-56 臺中
的精明一街結
合商圈與休閒
街道文化，傳
達都會的悠閒
消費生活型態



圖3-57 農業休耕期間的波斯菊花海



四、運用產業經營增進經濟

地方特有文化產業的經營發展是最能體現文化
產業價值的一環，例如：
1. 臺中大甲鎮建興社區將原有的農村休閒活動與工
作方式，透過產銷班與工藝教學活動，轉型並活化
社區的生活意識。
2.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以山村美景、咖啡產業嘗
試發展出兼具環保和生態學習的生活空間。
3. 臺南市白河區的蓮花產業。
4. 南投縣集集鎮與水里車埕，透過鐵路支線的聯結
與陶瓷工坊的行銷，創造出中部休閒小鄉鎮的意象。
5. 臺糖糖廠各地的小火車與鐵軌重新改裝成五分車
的田野行程，造就新的產業經濟。



圖3-59 臺北101大樓煙
火施放

圖3-60 高雄貨櫃藝術與
都市景觀



圖3-61 高市捷運站穹頂玻璃公共藝術



圖3-65 王船祭典活動是
臺灣西南沿海的特色宗教
文化

圖3-58 南投紫南宮廟旁
「金筍迎客」公廁以竹山農
產孟宗筍為意象，搭配人性
化先進設計，進香客無不視
上廁所為一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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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鹿港觀光文化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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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邱宗成提供。

圖 3-45 邱宗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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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出處與課本同，如有疏漏，以課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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