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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校長歡迎詞
歡迎每⼀位來到內湖流域永續論壇的好朋友。

2024年的國際濕地⼤會在台北舉⾏，這是年會第⼀次在亞洲舉⾏，也是濕地科
學家學會邁向亞洲新紀元的第⼀次，我們何其榮幸有機會跟來⾃全球關⼼濕地
環境的學者專家們⼀起學習、觀摩。這讓我們對內湖社區⼤學⻑期推動的環境
教育得以有機會省思、檢討與改進。

於是我們嘗試將內湖地區的環境議題，透過流域概念重新整合為「⼀⾦三川三
湖」並將校內的課程、志⼯培⼒及環境營造等⼯作坊予以重新定位。這個⼯作
由本校林明志主秘擘劃，在校內所有環境課程講師配合下，將在本次的論題完
成架構。

⾮常⾼興看到除了我們的講師、學員還有來⾃各地關⼼環境議題的朋友們⿑聚
⼀堂，為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貢獻智慧與⼒量。

當前的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我們⾯臨著氣候變遷、空氣污染、
⽔資源短缺、⽣物多樣性喪失等諸多挑戰。這些問題不僅威脅著我們的⽣存，
也關乎到未來⼦孫的福祉。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聚⼀堂，分享經驗、討論
策略、尋找解決之道，透過內湖區的⼩⼩經驗，希望得以推及整個台灣各地環
境領域的永續發展。我們相信，每個⼈的⼀⼩步，匯聚成千上萬⼈的努⼒，將
會為地球帶來積極的改變。

讓我們攜⼿合作，共同創造⼀個更美好的未來。希望今天的論壇能激發出更多
創新的想法和⾏動，推動我們向前邁進。再次感謝⼤家的參與，祝願論壇圓滿
成功！謝謝⼤家！

張芳德
內湖社區⼤學校⻑

3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1. 銜接國際濕地復育趨勢，落實在地⾏動1. 銜接國際濕地復育趨勢，落實在地⾏動
探討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最新的「⻘碳濕地復育」與「濕
地權世界宣⾔」，並分析如何在內湖流域實踐這些理念。

2. 推動⼀⾦三川三湖解說隊等在地團隊的成⻑2. 推動⼀⾦三川三湖解說隊等在地團隊的成⻑
透過公⺠科學參與與環境教育，提升地⽅居⺠對⽣態系統的理解與
守護⾏動⼒。整合⽔環境與綠⾊交通網絡，提升城市永續性。

4. 建⽴跨領域合作機制，共築內湖流域永續發展願景4. 建⽴跨領域合作機制，共築內湖流域永續發展願景
透過論壇凝聚政府、企業、學界與公⺠團體，促成⻑期合作機制，
並共同制定「內湖流域永續⾏動計畫」，讓內湖成為城市永續發展的
典範。

5. 聚焦「⼀⾦三川三湖」，為內湖未來提出具體策略5. 聚焦「⼀⾦三川三湖」，為內湖未來提出具體策略
以「⾦瑞、⼤溝溪、碧湖、⼤湖、⽩⽯湖、⼤湖公園及基隆河」等重
要⽔環境場域為核⼼，剖析內湖⾯臨的不永續挑戰，提出具體⾏動策
略，落實環境保護與社區共榮。

5

3. 透過案例分享與實務探討，推動流域⽣態修復⾏動3. 透過案例分享與實務探討，推動流域⽣態修復⾏動
解析⾦瑞濕地復育、⼤溝溪⽣態解說、碧湖公園修復等案例，交流不
同場域的⽣態挑戰與解決⽅案，⿎勵更多社會資源投⼊流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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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前瞻內湖生態修復

從國際濕地復原觀點

⻘碳—內湖濕地的復育之道
與談⼈：⽅偉達 國⽴臺灣師範⼤學永續管理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所⻑

因⼀場天災後在都市裡所誕⽣的濕地—給了公⺠
科學家更豐富的⼈⽣（⾦瑞濕地）
與談⼈：徐昭⿓ 台北市蝙蝠保育學會研究員兼總幹事

濕地權世界宣⾔—倡議⾃2024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SWS臺北年會（內湖⾸倡）
與談⼈：林明志 台灣零碳協會監事・內湖社⼤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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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范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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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偉達

國⽴臺灣師範⼤學理學院副院⻑
國⽴臺灣師範⼤學永續管理與環境
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所⻑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亞洲委員會主席
社團法⼈台灣濕地學會理事⻑
Wetlands (SCI)期刊副主編、PLOS ONE主編
第⼗屆國際濕地⼤會國際科學委員
拉姆薩公約科學技術審查委員會觀察員

⻘碳—
內湖濕地的復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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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臺北內湖濕地的復育之道
 「⻘碳」是⼀個相對較新的概念，結合了「藍碳」和「綠碳」
的特性。「藍碳」是指海洋和沿岸⽣態系統，如紅樹林、鹽沼
和海草床，通過吸收和儲存⼤氣中的⼆氧化碳來減少溫室氣體
的影響；「綠碳」則是指陸地植被，如森林和草地，通過光合
作⽤吸收和儲存⼆氧化碳。「⻘碳」概念強調了這些不同⽣態
系統在碳捕獲與儲存⽅⾯的協同作⽤，例如內陸的淡⽔草澤、
溪流濕地，或是城市⼈⼯濕地、埤塘環境。淡⽔草澤、埤塘和
溪流濕地的碳儲存數據，因為地區和⽣態系統類型⽽異。根據
研究，這些濕地每年可以儲存⼤量的碳。例如，淡⽔濕地每年
可以儲存約每公頃0.2⾄0.5公噸碳，⽽溪流濕地的碳儲存量
則可能更⾼，取決於其植被在氣候變遷中所扮演的⻆⾊。

 臺北市內湖區濕地，屬於淡⽔草澤和溪流濕地，例如⼤湖公
園、碧湖公園、⼤埤頭、五分埤、⼤溝溪、內溝溪、⾦瑞治⽔
園區等地，都可以進⾏⻘碳碳匯之環境復育建構計畫。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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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復育計畫希望在復育這些重要⽣態系統，實現「⻘碳」
保育⽬標。恢復⻘碳⽣態系統（包括淡⽔濕地）可以通過以下
幾個步驟來實現：⼀、植被復育：種植和保護原⽣種的濕地植
物，這些植物能夠有效吸收和儲存⼆氧化碳。⼆、棲地保護：
保護現有的濕地棲地，強化⽣物多樣性，防⽌⼈為破壞和污
染，確保這些⽣態系統能夠持續發揮碳匯功能。三、⽔⽂復
育：恢復⾃然⽔流模式，以⽀持濕地的健康和功能。四、⽔質
改善：通過減少污染源和提升⽔質，促進濕地植物的⽣⻑和碳
吸收能⼒。五、社區參與：讓當地社區參與復育⼯作，協助進
⾏科學研究，監測⽣物多樣性，以了解濕地動態並監測復育進
展，提⾼公眾對濕地⽣態價值的認識與關注。六、政策⽀持：
建議臺北市政府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和法規，提供資⾦和技術
⽀持，推動濕地復育和碳匯項⽬。七、科學研究：進⾏濕地碳
匯功能的科學研究，建⽴碳匯量測⽅法學，為濕地復育提供科
學依據。以上步驟有助於提⾼淡⽔濕地的碳儲存能⼒，從⽽減
緩氣候變遷。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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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濕地在碳吸存與儲存⽅⾯發揮關鍵作⽤，通過增強碳吸
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促進⽣物多樣性和⽔質改善。未來
內湖濕地計畫應該要強化植被復育、棲地保護和社區參與活
動，宗旨在提升社會⼤眾對於濕地⽣態價值的認識與關注。未
來內湖濕地的成功復育，將有助於實現環境永續發展，為台北
市⺠提供更健康和⾃然的⽣活環境。

觀點論述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與談人

徐昭⿓

學歷

台灣⼤學⽣態學與演化⽣物學研究所

經歷 

中華鯨豚協會理事 雪霸學家公園義務解說員 

現職

台北市蝙蝠保育學會研究員

因⼀場天災後在都市裡所誕⽣
的濕地—給了公⺠科學家
更豐富的⼈⽣（⾦瑞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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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林明志

濕地權世界宣⾔—
倡議⾃2024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SWS臺北年會（內湖⾸倡）

社團法⼈台灣零碳協會監事
臺北市內湖社區⼤學主任秘書

【經驗】

基隆河流域守護聯盟共同召集⼈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創會理事/環境

信託委員會召集⼈

台灣地⽅學研究發展學會創會理事

臺灣⽣態藝術基⾦會（籌） 秘書⻑

世新⼤學公共管理顧問中⼼專題研

究員/兼任講師

【學歷】
輔仁⼤學⽣物學研究所碩⼠
臺灣⼤學動物學研究所博⼠班

【現任】
臺北市內湖社區⼤學主任秘書
伊克堡永續講堂主持⼈
台灣零碳協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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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如你如我，都是有⽣命⼒的！流域，呈現內湖森川⾥湖
美，孕育活潑⽣物多樣性，滋養⼟地⼈⽂⾵情，造就地⽅永續
之網，值得我們獻上感恩。

此次「永續地⽅學」的發軔，引流⾃「動態地⽅學」的反思創
造⼒，以啟流域公⺠的「⼤地之愛」，透過「永續社造」接地
氣來逆轉不永續挑戰，醞釀流域公⺠⼒以護持⼟地健康。

濕地，如你如我，都是有⽣命⼒的！都是有⽣命權的！都當得
同等的尊重！濕地權世界宣⾔，在臺灣的接地氣，讓我們⼀
起，就從內湖流域開始！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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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權倡議從內湖流域開始
        內湖社⼤為落實2023年永續週師⼯學願景論壇中所提「優先復育內湖濕地

願景」，因此持續推進濕地⽣態系復原，其中以「⾦瑞⽣態趣社團」的公⺠科學

家⻆⾊之投⼊尤深。適值校務顧問⽅偉達博⼠所苦⼼籌辦的「2024國際濕地科

學 家 學 會 SWS 臺 北 年 會 」（ 以 下 簡 稱 「 國 際 濕 地 ⼤ 會 」，

https://sws2024.org/） 於2024-11-11起在臺灣舉辦。因此，校⻑特別邀請該

社團指導⽼師徐昭⿓博⼠前往發表論⽂，將⾦瑞濕地復原之個案介紹給國際並

進⾏交流！

        在國際濕地⼤會中，內湖社⼤發現多項「公⺠」可培⼒投⼊的⽅向包括全

球暖化之濕地碳匯解⽅、濕地變遷監測、城市濕地經營管理、公⺠科學家、濕

地權世界宣⾔等。其中，尤以「濕地權」的觀念，最為國⼈所缺乏，⽽在2025

年初華⼈網⾴中幾乎沒有介紹「濕地權」的網⾴。因此，內湖社⼤特別引介國

際濕地⼤會的「濕地權世界宣⾔」來推動倡議，透過內湖流域公⺠及解說員的

培⼒過程，使⼤家能夠建⽴濕地權的正確認知與流域公⺠素養。

        濕地，如你如我，都是有⽣命⼒的！都是有⽣命權的！都當得同等的尊

重！濕地權世界宣⾔，在臺灣的接地氣，讓我們⼀起，就從內湖流域開始！

觀點論述

濕地權世界宣⾔—
倡議⾃2024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SWS臺北年會

https://sws202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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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濕地權國際倡議
        透過濕地科學家學會（以下簡稱：SWS）會議和「SWS 氣候變遷和濕地倡

議（the SWS Climate Change and Wetlands Initiative）」，⼀個包括濕地科

學家、氣候科學家和律師在內的團體制定了《世界濕地權宣⾔》並提案，成⽴

「SWS 濕地權倡議項⽬（the SWS Rights of Wetlands Initiative）」。

吾⼈呼籲：「賦予濕地合法權利，類似⼈類的權利」。這項倡議建⽴在諸多原

住⺠族的知識基礎之上，此等知識「視⾃然為⼀個⽣命實體」。

吾⼈期許：「對濕地權利的普遍認定，將有助於減少濕地破壞」。⽽該倡議為

增進原住⺠和其他社區之間的跨⽂化理解、尊重和合作提供了機會。

吾⼈認為：「宣⾔」是⼀個促進「⼈與濕地關係（the human-wetlands

relationship）」典範移轉和重⼤變⾰的機會，這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

濕地⽣態系的發展軌跡。

倡 議 論 ⽂ ： Towards 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etlands.

https://www.publish.csiro.au/mf/acc/MF20219/MF20219_AC.pdf

倡議連署：邀請公眾、⾮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持倡議

        https://www.rightsofwetlands.org/sign

宣⾔全⽂：由於倡議網⾴只有英⽂、法⽂和西班⽛⽂，因此特就國際濕地⼤

會倡議⽂件（【濕地的權利】單張）及原⽂網⾴，輔以臺灣⽤語之翻譯，以

華⽂⽅式將「濕地權世界宣⾔（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etlands）」加以引介如下：

https://www.publish.csiro.au/mf/acc/MF20219/MF20219_AC.pdf
https://www.rightsofwetlands.org/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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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權世界宣⾔（濕地權利的世界宣⾔）
         承認濕地對於「地球過程的健康運作功能」和「提供必要⽣態系服務」的

必要性，包括各尺度氣候調節、供⽔、淨⽔、蓄洪、乾旱調適及⾵災預防。

        承認濕地對全世界許多⼈的精神或神聖靈感和信念系統具有重要意義，特

別是對⽣活與濕地關係密切的「原住⺠」和「地⽅社區」，⽽濕地更提供了向⼤

⾃然學習和了解的機會，進⽽⽀持科學理解和創新、⽂化呈現和藝術創造⼒。

        承認對濕地的依賴性。進⼀步認識到⼈類和⾃然界及其所有⽣物多樣性，

都依賴於濕地的健康運作功能及其所提供的惠益；並且濕地在全球氣候調節中

所扮演重要⻆⾊。

        震驚的是：對阻⽌全球各類濕地的喪失和退化，現⾏濕地保育和管理⽅式

顯然失靈。更令⼈震驚的是：「全球氣候不穩定」和「⽣物多樣性喪失」正在加

速，⽽逆轉這些趨勢的努⼒正在失敗。

       承認世界各地不同⽂化和信仰的⼈們歷經數千年來已認定：⼤⾃然或⾃然元

素是有知覺的⽣命存有（living beings），並具有其固有價值和權利，此等獨⽴

於其對⼈類的價值；並且原住⺠、地⽅社區和⾮政府組織⼀直在為全球認定⼤

⾃然權利的運動做出貢獻。

      察覺並意識到濕地的持續退化和喪失，正威脅著地球⽣命之網的根本織構；

⽽許多⼈的⽣計、福祉、社區⽣活和精神都依賴於此，特別是與濕地密切相關

的原住⺠和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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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近對⼤⾃然固有權利的法律認定為指導，包括：哥倫⽐亞最⾼法院認

定整個哥倫⽐亞亞⾺遜地區為「權利主體」；透過⽑利部落和紐西蘭議會達成的

《蒂阿⽡圖普阿法案》（旺格努伊河索賠解決法案），認定旺格努伊河的權利和

法⼈及⽣存⼈格；厄⽠多爾在世界上第⼀個在憲法中認定⼤⾃然權利；

        堅信認定世界各地所有濕地的持久權利和法⼈及⽣命⼈格，將使「⼈與⾃

然的關係」發⽣典範移轉，朝著更⼤的理解、互惠和尊重的⽅向發展，從⽽形

成⼀個更加可持續、和諧和健康的全球環境，以⽀持⼈類和⾮⼈類⾃然的共同

福祉。

         進⼀步確信，承認所有濕地的權利和法⼈及⽣命⼈格，以及由此代表的典

範移轉將提⾼濕地管理量能，以助於逆轉全球氣候不穩定和⽣物多樣性喪失的

困境。

         在此宣告所有濕地都是享有固有和持久權利的實體，這些權利源於其作為

地球社區成員的存在，並應在法庭上擁有法律地位。這些固有權利包括：

「存在」之權利。（存在）1.

「存在於景觀中由⽣態所決定的位置」之權利。（位置）2.

「擁有⾃然、連通且可持續的⽔⽂體系」之權利。（⽔⽂）3.

「擁有⽣態上可持續的氣候條件」之權利。（氣候）4.

「擁有⾃然形成的⽣物多樣性，免受外來或⼊侵物種的⼲擾，保持⽣態完整

性」之權利。（⽣物多樣性）

5.

「擁有結構、功能、進化過程的完整性，以及在地球過程中履⾏⾃然⽣態⻆

⾊的能⼒」之權利。（功能）

6.

「免受污染和退化」之權利。（不受污染）7.

「再⽣和復原」之權利。（復原/恢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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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權世界宣⾔倡議⽂件：【濕地的權利】單張正⾯
（2024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臺北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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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權世界宣⾔倡議⽂件：【濕地的權利】單張反⾯
（2024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臺北年會）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議題二

醞釀內湖流域公民力—

從解說到行動

⾦瑞⽣態三部曲—內湖社⼤⾸⽀解說隊
報告⼈：游新志 內湖社⼤⾦瑞解說隊隊⻑

⼈與⾃然永續的⼤溝溪—涵育⼤溝溪解說隊
報告⼈：謝淑勤 社⼤講師・內湖社⼤⼤溝溪解說隊教練

碧湖公園⽣態修復—都市中的⽣態孤島
報告⼈：張家宏 海漁基⾦會⽣態講師・內湖社⼤碧湖解說隊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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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吳⽂慶

【經歷】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簡任第⼗職等總⼯程司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薦任第九職等主任秘書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薦任第⼋職等⾄薦任第
九職等副總⼯程司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薦任第⼋職等科⻑

28

副處⻑
臺北市政府⼯務局公園
路燈⼯程管理處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與談人

游新志
內湖社⼤-⾦瑞⽣態趣/隊⻑
EASY FUN 氣球造型/團⻑
臺灣滑雪協會/副理事⻑
內湖滑草協會/主任委員
現任：南⼭⼈壽保險公司 業務專員

⾦瑞⽣態三部曲—
內湖社⼤⾸⽀解說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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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謝淑勤

荒野保護協會資深解說員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訓練課程籌劃⼈/召集⼈/講師
德明財經科技⼤學年度⽣態營籌劃⼈/講師
⼤直社區發展協會⽣態課程籌劃⼈/講師
內湖社⼤/松⼭社⼤跟著時序去旅⾏課程講師
汐⽌社⼤社區⾃然與⼈⽂探索課程導師
⾏天宮社⼤與⾃然做朋友課程講師之⼀

⼈與⾃然永續的⼤溝溪—
涵育⼤溝溪解說隊

社⼤講師・
內湖社⼤⼤溝溪解說隊教練



39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0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1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2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3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4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5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6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7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8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49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與談人

張嘉宏

中國⽂化⼤學 企管系畢業
20201226碧湖公園琵琶⿏移除 活動發起⼈
海漁基⾦會外來⼊侵種淡⽔⿂移除⼯作兼任⽣態講師
內湖社⼤親⼦釣查局⼯作坊講師
⼤安森林公園螢⽕蟲溼地維護 PT

接案⽀援北部溪流湖泊淡⽔⿂調查
⽂⼭區⽊柵公園螢⽕蟲棲地志⼯
國防醫學院醫澤園螢⽕蟲棲地志⼯

碧湖公園⽣態修復—
都市中的⽣態孤島

海漁基⾦會⽣態講師・
內湖社⼤碧湖解說隊教練

(⾃然名⽜屎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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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孤島
因為⼈類社會的發展與⼈類社會⻑期共同⽣存與發展的野⽣
動、植物物種的數量在急劇下降的⼀種效應。⼈類社會經濟發
展和⼈⼝膨脹佔⽤⼤量森林，導致森林⾯積減少外，⼈類⽣產
⽣活活動分割了野⽣動物⽣態環境，形成眾多「⽣態島嶼」，
從⽽形成⽣態「孤島效應」。

因為隨著⼈類⼯業成⻑、經濟發展及都市不斷擴張下，造成⾃
然野境⾯積銳減，同時愈來愈分散與破碎化。 雖然設有國家
公園及相關保護區，但彼此之間卻各⾃孤⽴，有如島嶼般產⽣
地理上的隔絕，特別是對於遷徙性的⼤型哺乳動物，常形成難
以跨越的鴻溝（孤島效應），⼤⼤削減原來保育的良善美意。

內湖的碧湖⾯臨環湖步道加上公園四⾯環路，都市發展過程中
⽔源已斷，⽔棲的動植物缺乏外界交流加上⼈為不當放⽣，⻑
期缺乏科學調查及⽣態監測，致使⽣態孤島現象明顯。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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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內湖流域生命力願景

面對不永續挑戰原觀點

從城市永續看⼤湖公園
報告⼈：林智謀 荒野保護協會汐湖聯絡處負責⼈

永續⽩⽯湖之⽔時光記憶瑞濕地
報告⼈：林翠娥 ⽩⽯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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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右岸內湖區守望⼀
盤點⽔環境教育園區與鐵⾺驛站潛⼒點
報告⼈：陳建志 台灣永續聯盟理事

從⼀⾦三川三湖議題盤點中望⾒願景—
⾯對內湖不永續挑戰
報告⼈：唐炘炘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經歷】
現任社區⼤學全國促進會秘書⻑，
曾任北投社⼤校⻑、社區營造學會秘書⻑、暨南⼤學⽔沙連⼤
學城辦公室執⾏⻑
農業部⻝農教育委員、環境部中央低碳委員、⾏政院前瞻計畫
⽔環境推動⼩組委員。

2025年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永續地⽅學發軔

主持人

楊志彬

52

⻑期專注社區⼤學發展、社區營造運動、河川守護運動、審議⺠主
發展、倡議都市農業。與⼀群志友共同發起、推動「淡⽔河守護聯
盟」、「河川NGO會議」、「全國⽔圳會議」、「農村願景會議」、「都農
網」、「流域學校聯盟」⼂「河溪網」⼂「全⺠體檢前瞻計劃⾦蘋果
爛蘋果奬」等重要⺠間議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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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林智謀

【學歷】
⾏政院環保署 環境教育⼈員認證
國語⽇報 台灣鄉⼟教育 種⼦教師（1996-01-16）
環境教育學會 ⽔⼟保持 戶外教學種⼦教師（1999-05-30）

從城市永續看⼤湖公園

荒野保護協會
汐湖聯絡處負責⼈

【經歷】
⾏政院 九⼗五年推動環保有功義⼯ 特優獎
⽔利署 台北⽔源保育教育永續推廣暨整合運⽤計畫 審查委員
第七屆社區⼤學全國全國研討會 社團類 優等獎
第七屆社區⼤學全國全國研討會 其他類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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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續城市看⼤湖公園 

努⼒讓台北成為⽂明的國際城市，永續議題將成為衡量的重
點，以⼤湖公園為例，為確保所有⼈都能享有⽔、衛⽣及其永
續管理。湖⽔雖已沒有灌溉功能，但有涵養⽔資源，調節氣候
和氣候災難的儲備功能，保持乾淨⽔質也才能維持本地的⽣物
多樣性和保種的基礎功能。
⼤湖公園屬於防災公園，收容各種災難時期的難⺠，假設災難
時期沒有⾃來⽔供應，⼤湖將成為區域最便捷的緊急⽤⽔來
源，對於⽔體容量和⽔質，有賴即早規劃和平時的維護和管
理，乾淨⽔質還可維持⽣物多樣性，這些都是永續課題。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為⾯對未
來氣候變遷，⼈⼝密集的都會，需加強滯洪及抗旱的海綿城市
和韌性城市，⼤湖不需要再花費公帑的⼤禮物，重要的是提升
其功能和定期維護。除海洋⽣態系，保育及永續利⽤陸域⽣態
系，確保⽣物多樣性並防⽌⼟地劣化，需要更多⼈參與與努
⼒。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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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SDG6 淨⽔及衛⽣
 確保所有⼈都能享有⽔、衛⽣及其永續管理。
湖⽔雖已沒有灌溉功能，但有涵養⽔資源，調節氣候和氣候災
難的儲備功能，保持乾淨⽔質也才能維持本地的⽣物多樣性和
保種的基礎功能。
⼀. 危機
有兩處⼭上⺠⽣廢⽔未經處理直接排⼊公園。1.

缺少活⽔流動，旱季⽔質容易優養化，2.

   原⽣⼤湖⿂類對於⽔質要求遠超⼊侵種，間接弱化原⽣⿂類
競爭⼒。
⼆.策略
現有地形條件，引進⼤溝溪活⽔可善⽤⽔⽣植物污⽔處理⽔溝
再導⼊。

 成為環境教育場域。1.

落⽻杉成畫⼊⽔域，不需再砍氣根，回歸原⽣態的⾃然.  

教育。
2.

恢復平時導⼊⼤溝溪活⽔，導⽔溝可營造早期埤圳景觀。
也能復育本地埤圳消失原⽣⽔⽣動植物(如台灣蜆、慈菇、
鴨⾆草、、、) 。

3.

觀點論述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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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SDG11 永續城鄉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為⾯對未來氣候變遷，⼈⼝密集的都會，需加強滯洪及抗旱的
海綿城市和韌性城市，
⼤湖不需要再花費公帑的⼤禮物，重要的是提升其功能和定期
維護。
⼀、危機
集⽔區⽔⼟保持不佳，每逢下⾬湖⽔就⿈澄澄，枯⽔期可
⾒淤積嚴重,降低滯洪功能。

1.

都市化過程不當的圍墾陸化規劃，從成功路興建到現代湖
岸整治，⼀直在壓縮湖⽔⾯積與防洪功能。

2.

垂直⽔岸有⺠眾掉落危險，必須花費加裝視覺障礙的欄
杆。

3.

步道與⺠眾活動區域設在第倫桃落果下⽅及落⽻杉氣根絆
倒危險。

4.

 豪⾬淹沒周邊道路。5.

觀點論述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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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沉沙池只是末端治理，應積極從根源改善，可利⽤下⾬期
間觀測和紀錄，沖刷源頭與⾬量分析，公部⾨藉此擬定集
⽔區⽔⼟保持⽅案。防洪除了部分挖深⽔體，汛期前更積
極清淤。

1.

可考慮較低漥填⼟區恢復為淺⽔濕地動植物復育區，尤其
本地弱勢⿂蝦避開強勢種⼤⿂攻擊的庇護所，除了⽣物多
樣性，同時增加⽔體⾯積，還可增加湖⽔涵養。

2.

⺠眾活動⽔岸改為緩坡⽣態⼯法。3.

步道和⺠眾活動區避開或季節隔離第倫桃樹下4.

加強防洪控管。5.

參.SDG15 保育陸域⽣態：
除海洋⽣態系，保育及永續利⽤陸域⽣態系，確保⽣物多樣性
並防⽌⼟地劣化。
⼀、危機
未分區管理，動物育雛區未區隔⺠眾⼲擾，也讓步道滿是
糞便，需增加更多⼈⼒和物⼒處理。

1.

觀點論述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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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棲地破壞，湖岸鑿深天然淺⽔域消失，涉禽無法⾃⾏覓
⻝，⽩鷺鷥⼭⼤量鷺鷥消失，淺⽔域⽔草和⿂蝦螺⾙消失，
原⽣多樣性⻝物鏈⽡解。⽔岸⽔泥化，多樣性棲地消失。
3. ⽔域原⽣動物產卵育雛環境不佳也不⾜，很難世代延續。
4. 不當放⽣，強勢⼊侵種⿂類⿃類和植物，獵⻝原⽣種，掠
奪⻝物和棲地，破壞⽣態平衡。
5. ⽔體汙染包含釣客誘餌，⺠眾重複餵養，污⽔未處理，枯
⽔期易優養化，導致原⽣⿂蝦螺⾙因此快速消失。
6. 草⽪缺管理機制，影響⽔⼟保持。
 7. 清淤過程未有本⼟⽣態保育規劃。
 8. 過度⼯程與⽔泥化的⽣態衝擊。
 9. 修剪思維與⺠眾濫種⼲擾。
 10.⺠眾⽣態認知不⾜，容易產⽣傷害⾏為。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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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響應公園⽣態化，⽣態調查與分區管理，規劃復育區，緩
衝區與開放區。

1.

讓涉禽成為⼊侵種⿂蝦天敵，鷺鷥也不需仰賴釣客餵養，
包括成⽴專責單位包含救傷。

2.

規劃⽔⿃⿂蝦繁殖棲息浮島與⼩島，並定期維護。3.

加強管理放⽣⾏為及移除⼊侵種活動。4.

劃定開放垂到區與加強餵養管理。5.

制定踩踏管理⾏動與緩衝帶步道設置。6.

採⽤⽣態清淤，保種規劃與分段清淤。7.

⼯程規劃需考慮未來需求, 納⼊⽣態保育和⽂化保存評估。8.

讓⼤湖公園成為尊重與共榮的⾃然教育場域。9.

社區辦理導覽與保育活動與現場看板製作。10.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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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林翠娥

永續⽩⽯湖之
⽔時光記憶瑞濕地

⽩⽯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現職】
111年迄今-臺北市內湖區⽩⽯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109年迄今-臺北市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理事⻑
99年迄今-農驛棧農場(有機農場)/負責⼈

【相關經歷】
農村⽔保署⻘年回鄉及⼤專⽣洄游農村計畫/業師+委員
農村⽔保署農再計畫培根課程(基隆市及新⽵縣市)/講師
新⽵市政府⻝農教育推動計畫/執⾏負責⼈

【近年獲獎】
111年-第三屆全國「農村領航獎」/得主
112年-第九屆臺北市國家環境教育獎/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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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內湖⼈常⽤［⼀河·⼆湖·⼭多多］來形容⾃然環境與多樣
的⽣態天然景觀，但何時內湖的⽣活樣貌與⽣態環境開始不⼀
樣了，想知道「⽔」與「⽔資源」所衍⽣的⽔域⽂化，是如何
成為內湖發展之重要⽣命元素嗎？
透過本次內湖流域永續論壇機會，來瞭解內湖各⼤⽔域環境之
演變與未來⾯對環境與氣候變遷所扮演的價值，期許因為你我
的參與，所提出對議題的看法或觀點，成為改變的契機，共創
內湖韌性永續的新未來!

觀點論述

為了要找尋穩定與乾淨的「⽔源」，我的祖先於⼆百⼋⼗年前
來到⽩⽯湖，從此在這⽚⼭林落地⽣根開枝散葉，「⽔」是⽩
⽯湖⼈⽣命延續與⽣活永續的根，成就在地四⼤家族無數感動
⼈⼼的故事，也記載了祖先勤懇努⼒的時光記憶!

⽩⽯湖簡報主題
「永續⽩⽯湖之⽔時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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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陳建志

基隆河右岸內湖區守望⼀
盤點⽔環境教育園區與
鐵⾺驛站潛⼒點

台灣永續聯盟理事

【現職】
雙北社⼤微笑單⾞及⽔⽔溪流課程講師
2022年起擔任台灣永續聯盟理事⻑
2022年起擔任台北市⺠間社⼤促進會理事⻑
2023年起擔任島嶼愛鄉協會理事⻑

【相關經歷】
曾任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綠⾊公⺠⾏動聯盟、台灣永續聯盟、
島嶼愛鄉協會等⺠間社團秘書⻑
台北市⺠間社⼤促進會理事、台北市公訓中⼼低碳城市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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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基隆河右岸內湖區⽔環境
教育園區與鐵⾺驛站潛⼒點

以過往協助內湖社⼤連兩年辦理基隆河右岸單⾞⾛讀（捷運東
湖站到⽂德站（含碧湖公園）的經驗與此河域週邊相連的多元
⽔環境（內溝溪、⼤溝溪、⼤湖公園、南湖礫間處理場、成美
礫間處理場、內湖污⽔處理廠、⾦瑞治⽔園區、碧湖公園
等），盤點可以整合發展沿基隆河右岸多處的⽔環境教育園區
及鐵⾺驛站潛⼒點，包含相關的教學主題！

另附帶也會宣導2025年將籌辦的兩梯次基隆河右岸內湖區⽣
態⼈⽂導覽暨東湖到碧湖公園與捷運⽂德站單⾞友善環境踏查
志⼯培訓（兩梯次）。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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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唐炘炘

從⼀⾦三川三湖議題盤點中
望⾒願景—
⾯對內湖不永續挑戰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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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I同遊內湖〜
2025內湖不永續地圖數位坊

本課程希望透過運⽤時下熱⾨的AI數位科技，發揮永續⼒！近
年來AI科技崛起，無論是⽤⼿機導航、找美⻝、聽⾳樂、作報
告、找資料、繪圖……，AI已經深⼊到我們⽣活的各個⾯向
中。能否運⽤此⼀⽅興未艾的科技，引起⼀般⺠眾與社區居⺠
的好奇與興趣，前來學習AI新科技，並且運⽤在對環境與⽣態
有助益的事情上呢？

我們規劃利⽤AI強⼤的查找資料與整合的能⼒，盤點內湖區內
的⽣態環境與⼈⽂社會的不永續事件，批露出亟待⾯對與解決
的議題。

為何要盤點不永續事件，⽽不是挖掘內湖豐富的⽣態資源與特
⾊？因為許多不永續的事件，經常被包覆在看似善意的⾏為之
下，例如看似能讓環境變得清潔的除草，卻可能毀了螢⽕蟲的
棲地；將外來⿂種放⽣到公園⽔池，以為慈悲為懷，卻造成池
中原⽣動物慘遭捕⻝殆盡。

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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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常⽣活中原以為是良善⾏為中的不永續，對⼀般⺠眾來
說可以帶來較⼤的震撼與覺醒，所能發揮出的後座⼒，也能⼤
⼤超越苦⼝婆⼼的正⾯推廣與早已⿇痺的保育語⾔，並且也能
藉此對⽐出原有⽣態資源中的豐度與珍貴之處。

同時，唯有發現與⾯對問題，才能踏出改變的第⼀步，也才能
找到解⽅，有了解⽅，就有機會「逆轉不永續」！期盼利⽤AI
帶來永續覺醒，為內湖的森川⾥湖開啟永續的盼望，讓無論是
⽣物或⼈類內湖居⺠都能⽣活得更幸福。

觀點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