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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Sustainable Green Roof of Urban Apartment Complex
都会型社区屋顶绿化可持续性之案例研究

王本壮   陈品竹   何胜杰     WANG Ben-chaung, CHEN Pin-chu, HO Sheng-jie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逐渐严重，行政部门持续推动居民参与屋顶绿化，以满足建筑指标中“绿化量指标”的

要求，进而提升生活质量，但是普及率有待加强，且屋顶绿化运营的可持续性更是不佳。以台湾地区新北市推动屋顶绿

化的示范社区为研究目标，挑选两个都会型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访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等研究

方法，从人、事、物、时、地5个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作为后续推动屋顶绿化工作的参考依据。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以社区

营造为核心的居民参与过程，在适切的学习、有效的管理、因时因地的策略调整，以及资源的取得等条件配合下，应可有

助于屋顶绿化的可持续运作，达成绿化量指标的成效。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becoming more serious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al institutes 

continue to encourage communities to attend green roof activities to satisfy the request for the greenery index of green 

building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living quality. Yet, the penetration rate is not high enough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roof 

greening activities is less successful. The research target of this paper is the demonstrate apartment complex of New Taipei City 

which promotes green roofs. It selects two urban communities as the cases, and applies the documentary study, field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Five dimensions of people, matter, affair, time and place are considered for 

future referenc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ng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combined with resource 

gaining, proper learning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adjustment can help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green roofs, 

and then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er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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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屋顶绿化

在现今社会中，人们的居住及工作所需

导致城市兴起，然而其过度发展、超限利用土

地的情况引发了环境生态的日益恶化，使可持

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成为全

世界极为重视的议题，包含生态、经济、社会

等多面向的综合性课题[1-3]。为此，国际间签署制

定了各种协议、条约及指标，以改善生活质量、建

立友善环境为目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4]。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我们共同的

未来”、2000年“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2年“约堡

宣言”、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及2015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等，皆是国际社会为了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愿景所做的努力。

自工业革命后，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城

市化，随之产生如蓄热材料（水泥、钢筋等）

的使用、人工热源（汽机车废气、空调设备运

作等）的排放等，影响生态环境状况。而城市

发展时所建造的大量人工建筑物，不仅降低

绿覆率，更容易产生热岛效应，使人们在一个

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下生活[5]。因此，世界各地

相关行政部门都积极拟定建筑物“绿化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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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技术规范，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例如，建议在社区中的公共空间种植可食性

农作物以取代原本的观景式植栽，实现物种

多样性及提升经济效益[6]；并可借由让居民们

一起参与施作，实现社区意识的凝聚和认同。

此外，也具有教育的意义，让民众认识到可持

续发展的真实涵义和行动模式。尤其是在建

筑硬件的使用生命周期中，其生产、规划设

计，直到最后的拆除，应以最节约、最有效利

用资源的方式，在对环境造成最低负荷的前

提下，建造出最适合人类的居住空间，其中包

含健康、安全、效率、舒适等因素，以达到人、

建筑物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9]。

规范建筑物的绿化以达到绿化量指标的

操作方式有很多种，如畸零地的绿化、垂直墙

面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等。在这些绿化方

式中，考虑到都市中现存的许多因素限制，“屋

顶绿化”较为容易操作，Alexandri E等[10]的

研究也指出屋顶绿化确实有更明显的效益。

2   屋顶绿化的课题研究方向

屋顶绿化也称作“绿屋顶”，指将绿地

的概念运用在屋顶上。《屋顶绿化技术手

册》 [11]25-33中提及屋顶绿化的优点包括降低

城市热岛效应、治洪防涝、隔热节能、美化屋

顶、疗育庭园、休憩空间、屋顶农园等7个方

面，而这些优点也造就了不同的绿屋顶形式，

主要可分为薄层绿屋顶、盆钵型绿屋顶、庭园

型绿屋顶3种。根据《屋顶绿化技术手册》所

述，由于盆钵型绿屋顶主要为使用各种盆器

来种植植物，适用场所与机能性佳[11]52。相较

于其他绿屋顶形式，盆钵型绿屋顶易于施工，

材料易取得，且民众也能自行操作，因此为最

常见的屋顶绿化实施方式。然而也因其管理

维护的高人力需求特性，造成可持续性不佳

的问题，殊为可惜。下文将从3个方面来探讨

可持续性屋顶绿化的相关课题研究方向。

2.1   屋顶空间属性与使用者

对于都会型社区的居民而言，屋顶为该

栋住户所共同使用，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

必经之地。所以一般常看到的大楼屋顶，在经

屋顶绿化之前多属于半私密性空间，即只有

该群体的成员可以进入，杜绝大多数外来者。

加入屋顶绿化的因素影响后，则有可能提升

且强化这个场域的互动性与使用强度，进而

转换为在考虑到使用者隐私性的情况下，同

时创造一个鼓励社会交流但又包含管理及限

制机制的半公共性空间[12]。因此，如何将屋顶

空间从半私密属性转化为半公共属性、更有

效地建构可持续的运营与管理维护机制，是

重要的课题。

2.2   屋顶绿化与社区营造

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可以小至一栋公

寓、一条街，也可以大到整个城市。蒋玉蝉[13]

将社区定义为“一群人在一定的地理界限内

共同生活的地方”，人与人之间要有互动并有

相关的生产活动。苏彦硕[14]指出社区是有共

同文化背景的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强调

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归属感及文化的维系力。

在屋顶绿化的诸多案例中，可以观察到前述

这群在社区内具有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的拥

有共同生活文化的人，经由行政部门的协助，

以“造人”为基础，志愿性地参与社区的各

种公共事务，共谋社区的成长与和谐[15]，有效

协助居民建立社区意识及归属感。这样一个

透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鼓励社区居

民自行维护及操作的“社区营造”过程，除

了建构实体的生活环境外，更重要的价值是

如何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对于

生活环境的美感认知。因此，通过推行社区营

造，激起社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关注社区本身

的问题，并且设法处理与改善，是屋顶绿化可

持续的关键。

2.3   屋顶绿化与文化生活循环

屋顶绿化的内涵其实是一种呈现在地居

民记忆与行为的社区文化活动。不同的文化

活动经由不同的行为及群体组成，并于不同

的互动空间交错排列进行。Zukin[16]认为文

化是通过多元群体及行为的排列组合，编织

出多样的文化活动，并且于系列的空间环境

中产生反应。陈品竹等[17]73也指出“文化是特

定群体在长时间的互动下产生的集体意识，

这种共识的表现在人、空间与行为环境三大

面向中，对于群体生活文化有极大的影响，更

构筑了复杂的社会网络，进而形成人类文明

的循环”。从这些观点来检视，对于都市中社

区文化的探讨就必须讨论群体、空间、行为三

者之间的互动及结合，而文化活动即是在时

间中进行与交流，因此在探讨社区场域中的

文化活动时，必须将时间因素考虑其中，了解

三者在时间中的交互变化及影响[18-20]，即日常

的时间周期中参与者彼此间的交错组合在空

间中建构连结而成的“文化生活循环”[21]。

综上可以得知，文化生活循环建立于时间（即

日常生活）的延续脉络中，将文化生活循环

中的群体、空间、行为等构成元素串联起来，

于日常生活的时间周期中循环交错，并创造

记忆点，以此循序渐进地建构生活中具有可

持续性的交流模式[17]75（见图1）。

本文基于“文化生活循环”的论述，检视

屋顶绿化这个具有社区文化活动内涵的项目。

其代表共同认知与行为生活场域的组合元素

（空间、群体、行为），在加入时间因子后，对于

提升内部网络连结的影响，应可作为评估其可

持续性的参考依据。

3   案例社区的研究设计过程

本文以屋顶绿化为载体探讨社区居民间

的互动，其中涉及环境与社区居民间的影响

关系，以及社区经营的情况与模式，运用文献

分析法、实地调查法，以及半结构式访谈法等

进行研究，其操作方式简述如下。

图1  文化生活循环构成示意图

Fig.1  The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life circu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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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文从屋顶绿化的相关文献开始建构其

与绿色建筑、绿化量指标的关联性，并参考社

区营造和文化生活循环的论述来探讨屋顶绿

化的可持续性。在经由系列文献的整理分析

后，尝试以人、事、物、时、地5个构面，以及社

区居民的组织性、生活环境、相处情形和公共

参与事物的程度等次构面来解析案例社区对

于屋顶绿化的操作方式及发展脉络。

同时，通过实地调查实际了解研究案例

在屋顶绿化方面的过往经历及发展现况。探

究其屋顶绿化的实际操作情形，诸如环境与

设备的维护、社区的配套活动等，讨论其对于

屋顶绿化可持续运营的影响。

将选定的案例社区作为访谈目标，以半

结构式访谈了解社区居民及参与者对于屋顶

绿化的实际操作状况及想法，以及社区如何

解决与改善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访谈架

构主要以前述文献整理出的主、次构面为内

容，结合文化生活循环的4个因素，将群体、

行为、空间及时间作为社区居民于屋顶绿化

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模式，借此理解屋顶绿化

可持续经营的成功路径。访谈对象的类型包

括社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社区志工、一

般居民、专业咨询顾问等。访谈大纲重点简

述如下：

（1）社区的使用者。可将其分为主导者

及协助者，根据研究的对象为社区大厦管理

委员会主委、社区居民及相关学者，即文化生

活循环中的群体因素。

（2）社区居民对于屋顶绿化中的发展事

宜。例如社区活动（农园市集等）及节庆活

动（农园丰收祭等），通过了解社区是否有举

办活动的行为，以及社区居民是否维护屋顶

绿化及制定规划和相关制度，从而了解屋顶

绿化的多元发展及如何以此达成可持续运营

的目标。

（3）切合研究目标。在物的部分可分为

屋顶绿化相关设备的规划与资金运作的规范

制定，以及环境部分的规划及维护，了解社区

是否实施相关规定，借此达到屋顶农园的可

持续性经营。

（4）访谈重点中的第一点为人，借由文

化生活循环中的“群体”作为访谈的参考

方向，第二点及第三点（即为事、物两部分）

则是透过文化生活循环“行为”“空间”两

项因素理念作为访谈的依据参考，随后加入

文化生活循环的“时间”因素加深整体访

谈依据的研究内容，以此设计访谈大纲（见

表1）。

3.2   研究过程简述

本文选定台湾地区推动屋顶绿化制度与

规范较为完善的新北市，以其发展屋顶绿化

的都会型社区为研究案例。在评估相关条件

后，以“新北市参与式屋顶农园的示范社区”

作为研究对象，并挑选其中两个社区，通过实

地调及社区成员的访谈，了解案例社区发展

屋顶绿化的过程及现状，同时记录社区成员

经营、管理，以及维护社区屋顶绿化的实际操

作方式。

这两个案例分别是新北市芦洲区的长荣

大楼社区和新店区的大鹏华城社区。前者为

单栋式大楼社区，后者为多栋群聚式大楼社

区。长荣大楼社区的屋顶空间属于半私密空

间性质，而大鹏华城社区因为屋顶绿化设置

在社区活动中心楼栋的屋顶上，属于半公共

空间性质。两者发展屋顶绿化皆已超过3年，

对于社区屋顶绿化的管理、制度的制定、环境

的规划维护等都已相当完整，且均曾多次获

得奖项表彰。

3.2.1    长荣大楼社区案例研究

长荣大楼的屋顶农园分为两个部分（见图2），

A区为主要栽种区，全区皆为农园，B区则是

部分栽种区，将其中一部分空地提供居民日

常使用，例如晒衣服等，并设有步道及休憩空

间，提供居民休息及聊天的场所。

3.2.2    大鹏华城社区案例研究

大鹏华城社区于2012年展开屋顶绿化，

前期以“鱼菜共生”方式实施屋顶农园，后

于2013年转为使用专业者许鹏正老师所研发

的“蚓菜共生”方式。但在2020年，因为该里

里长更替，暂停经营一年。2021年重新规划，

研究目标 文化生活
循环因素 说明 文化生活

循环因素 说明

人 群体 屋顶绿化的管理者；
屋顶绿化的协助者

时间

社区内居民的变化

事

行为与空间

屋顶绿化发展过程及现状；
屋顶绿化的使用规范；
屋顶绿化的管理制度的制定；
屋顶绿化的管理维护；
设备及植栽的相关规定；
具产值效益作物的分配

居民参与屋顶绿化活动的
时间；
社区举办与屋顶绿化相关
的配套活动

物
屋顶绿化设备的规划及维护；
经费来源、支用与施作地点；
大楼屋顶空间环境的变化

设备的提升改善；
资源的周期循环

表1  访谈架构
Tab.1  Interview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 A区现状                                                            b B区现状
图2  长荣大楼屋顶绿化分区现状

Fig.2  Evergreen apartment complex roof greening ope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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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区组织及专业咨询顾问评估后，仍采用

“蚓菜共生”的屋顶农园操作方式（见图3）。

此操作方式属于自然水耕工法，改善了

社区前期采用鱼菜共生方式所遇到的困境，

诸如资源（水资源、人力资源、运作资金等）

的大量消耗，以及废弃物回收的问题等。而蚓

菜共生方式的管理、维护与技术人力需求则

相较简单许多。

 

3.3   两个社区案例的研究整理

经由文献分析整理、实地调查案例社区，

并对社区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后，下文

从人、事、物、时、地5个方面来呈现影响社区

屋顶绿化可持续性运营的因素。

（1）屋顶绿化与人有关的部分主要可分

为使用者和管理者。使用者多为一般居民，而

管理者则可能有里长、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

和居民志工。通常里长、社区管委会主任委员

是主要的管理者，也是社区的领导者及引导

者。其将所获得的屋顶绿化的相关知识分享

给社区一般居民，当社区居民理解后，通过政

府相关单位或专业咨询顾问来协助社区完成

屋顶绿化设置。

通过对案例社区的研究了解，长荣大楼

社区的领导者为社区管委会主任委员。经访

谈得知主委提案参与了政府屋顶绿化补助计

划并接受相关课程的培训，之后也借助行政

部门及社区规划师（相当于专业咨询顾问），

将屋顶绿化以社区农园的方式带入社区内，

慢慢培养社区居民的认知与兴趣，一起管理

运维。同时也鼓励居民参与政府组织的相关

培训课程，学习屋顶绿化方面的新知。大鹏华

城社区则是通过里长、管委会主要干部和专

业咨询顾问的协助，通过课程教授社区居民

相关知识，并将“蚓菜共生”的绿化耕作方

式带入社区，取代过往的屋顶绿化方式。通过

知识的传授，为社区培育相关人才，以“从做

中学”的方式，慢慢引导社区居民对于耕种

的兴趣，实现共耕的理念，达到屋顶绿化的可

持续经营。

（2）为更容易达成绿化量指标的规范要

求，两个社区实施屋顶绿化皆以屋顶农园方

式进行。对于农园的管理，社区皆制定了明确

的管理制度，包含设备维护、使用权益，以及

设施使用规定等，让屋顶农园得以持续运作。

另外，两个社区皆开展了人才的培育工作，且

不局限于社区内的居民。例如长荣大楼社区

与附近的学校（小学、幼儿园等）合作，成为

学生的学习基地，甚至会协助学校设置校园

绿化农园示范点。大鹏华城社区则通过专业

咨询顾问许鹏正老师的协助规划，导入其个

人研发的“蚓菜共生”模式，并结合里长及

社区管委会，将屋顶绿化的知识分享给社区

居民及社区外有兴趣的人，以课程的方式培

育人才，扩散影响，达到共耕的理念。此外，社

区屋顶农园也有“公、私田制度”的设计，将

公田的作物分享或是捐给社福机构，表现出

有别于一般观赏性的屋顶绿化，具有更深度

的实践回馈社会的目的。

（3）长荣大楼社区的屋顶绿化设备规划

皆依照专业计划与相关规范的要求，例如需

要有垃圾分类及堆肥的空间、设置太阳能板，

达到再生能源的运用、水资源的回收等。并且

落实屋顶绿化对排水的要求，例如使用不织

布来起到隔绝渗水和阻根的作用，以及用砖

隔绝农园与屋顶地面的直接接触，通过产生

的空隙增加排水，以防屋顶渗水破坏建筑屋

顶结构等问题。至于资金部分，屋顶绿化生产

的作物主要为社区内居民自行分享，因此没

有商业性的活动来增加农园的收入，主要是

以政府补助及竞赛奖金为主，并通过再生能

源的使用节省花费。

大鹏华城社区通过“蚓菜共生”的方式

将设备模块化，使产能大增，社区可以将多余

的作物进行交易，达到资金的回流，当作屋顶

绿化的发展基金。并且由于大鹏华城社区屋

顶农园的设备都已经模块化，组装及后续实

施相对容易，因此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

达到易学、易种、易维管的目的。

（4）两社区的屋顶绿化项目都是从无到

有，慢慢发展及建设起来的。长荣大楼社区的

屋顶农园设置于2017年，一开始是由社区管

理委员会向行政部门申请设置屋顶农园相关

事务，后续通过社区主委和居民志工的努力，

以及专业社区规划师的协助，持续参与新北

市政府的相关计划、竞赛及申请补助。

大鹏华城社区从2011年起至今，都参与

了政府的相关计划及竞赛，激励社区持续发

展与创新。其社区屋顶绿化方式经过多次转

型与提升，配套的管理经营模式也随之改变，

可为最佳典范。

时间因素更让两个社区的居民在日常的

屋顶绿化庶务外，发展出配套的社区特色活

动，如长荣大楼社区的“除草日”活动，大鹏

华城社区的“义卖”“老人共餐”等，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社区文化，并通过不同时间的对

应活动与行为模式，丰富了居民个人与社区

群体的关系，增进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程度。

（5）本文两个案例社区皆位于新北市，

邻近景美溪和新店溪。所处地形均为盆地，气

候属于亚热带季风型，全年有雨，属于湿度较

高的地区，因此对于植栽作物及设备方面需

a 大鹏华城鱼菜共生农园（前期）                                      b 大鹏华城蚓菜共生农园（现状）
图3  大鹏华城屋顶绿化操作情况

Fig.3  Dapeng Huacheng roof greening operation
资料来源：房地产飞翔记录、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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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气候问题进行后续的管理及维护。由

于两者皆为既成建筑物推动屋顶绿化设施，

而非设计建造之初就有屋顶绿化的规划考

量，因此在设置屋顶绿化或屋顶农园时需要

顾及建筑物的相应限制条件，根据相关法规

要求作建筑物设置屋顶绿化的审查规定，通

过后才得以从事屋顶绿化作业程序，并承担

相关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4   结论

本文从人、事、物、时、地5个方面探讨新

北市两个都会型社区屋顶绿化的可持续性操

作模式，发现以屋顶农园的方式操作，所能

呈现的成果效益将更多元，不仅可以缓解因

城市腹地不足而影响绿化覆盖率的问题，也

可有效解决热岛效应的困境。行政部门在推

动屋顶绿化的过程中，必须思考如何让社区

能够自我承担、自主运营，以及可持续推动执

行。研究显示社区的参与者及使用行为会影

响屋顶绿化的可持续性，并会因为时间及空

间环境因素的加入产生动态关系网络，再经

由社区营造的方式，以屋顶绿化为媒介，激发

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和参与感。案例社区先依

靠行政部门的支持，借由社区规划师等专业

咨询顾问协助培养社区人才，让社区居民能

够学习自主操作，后以社区组织为主，行政部

门为辅，让社区自行发展，将成果回馈社会。

其各影响因素相互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

（1）人的部分

本文对社区营造与文化生活循环等相关

文献进行探讨分析，两者在执行上皆能有效

地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视角，强化可持续性

的参与，并让参与者有更清晰的经营策略和

操作步骤。屋顶绿化的可持续经营中，管理者

及协助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管理者同时也

有具领导者及引导者的角色内涵。协助者及

引导者将屋顶绿化相关的概念分享给社区内

居民学习，引领他们对于参与绿化相关事务

的意愿及兴趣，达到社区参与的目标，而屋顶

绿化的规划及管理制度的制定，经由社区内

群体的讨论，后续实施的部分就由领导者带

领大家行动。

（2）事的部分

若绿化量指标以屋顶农园的方式呈现，取

代一般观赏性绿化的形式，除了能够美化社区

大楼屋顶的风景，还可通过耕作事务的学习与

参与以及相关课程的规划，培育社区人才，培

养居民相关兴趣，寓教于乐，让屋顶绿化更有

意义。同时也能够创造社区特色，实现屋顶绿

化可持续性运营的目标，并通过作物的采收及

设备更换的时间周期，使社区居民及相关参与

者能够较频繁地使用屋顶空间与一些硬件设

施，有助于延长建筑物的生命周期。

（3）物的部分

在研究案例社区中，可以清楚了解长荣

大楼社区和大鹏华城社区两者对于绿化方面

环境的营造，以及农场资金的规划运用与设

备的设计。虽然两者皆能通过善用政府的补

助来推动执行，但大鹏华城社区对于运营资

金方面的操作模式相较长荣大楼社区而言更

多元、更具弹性，且因为所需硬件设备的规划

设计差异，也造成资金需求的不同。尤其后者

或许因为设备的关系，在有限的屋顶空间中

提升了更多产量。另外，将屋顶绿化分为“公

田”“私田”两部分，且将“公田”的产出作

为所需资金的转化并循环运用，以此让社区

的屋顶农园能够持续性地运营，达到绿化量

指标的要求。

（4）时的部分

两个社区在屋顶绿化方面已实施多年，

皆是以屋顶农园的方式进行。除了细部的操

作模式不同，大鹏华城社区更经历了农园停

耕、管理者变动及设备重新规划等历程，呈现

出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其实两个社区对于屋

顶农园的规划及经营皆有持续的更新，从一

开始的设置到管理模式的建立及相关规范与

行为的标准化，都是为了达成屋顶农园可持

续运营的目标。另一方面，屋顶绿化也在日常

生活的进行中，增进了居民与居民间、居民与

社区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发展了社区特色生

活文化。

（5）地的部分

由于各地的地理特征及气候都不同，考

虑到建筑物本身的状况，需要配合当地及绿

化相关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推动屋顶绿化的

工作。两个案例社区皆位于新北市的盆地地

形中，气候方面全年多雨，因此湿度也较高，

而且皆属现有建筑物推动设置屋顶绿化，

因此植物的选定须考虑到以上因素，并根

图4  屋顶绿化可持续营运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roof gree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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