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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綱

現代桃花源，行不行?

─以生物學觀點看生態村



研究目的 01 了解生態村生活模式的運作概念

02

03

04

描述花蓮生態農場的現況
-以花蓮樸門鄉村永續學校為例

探究生態村的的核心思維與生物
學中重要概念的關聯性

思考花蓮如何成為現代桃花源



研究方法

實地訪查

訪談對象
訪談方向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器材

文獻探討

網路資料
網路影片
相關書籍
生物課本

定性分析
分析法
歸納法
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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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世界著名生態村



策略一 : 簡樸生活的價值

●自給自足

●減少需求

●物盡其用

●分類回收

●重複利用

●減少垃圾
https://www.schloss-tonndorf.de/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s://www.schloss-tonndorf.de/
http://www.damanhur.org/en


策略二 : 共享形式

●資源最佳化

●社區協力農業

●只生產所需

●交換所需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www.damanhur.org/en


策略三 : 廢棄物排泄物回收處理

●沼氣堆肥井

●肥料、沼氣燃料

https://www.schloss-tonndorf.de/

https://www.schloss-tonndorf.de/


策略四 : 綠色消費

●在地化

●食物里程

●素食

●消費減量

●二手物品再利用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www.damanhur.org/en


策略五 : 綠色能源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www.damanhur.org/en


策略六 : 生態農作

●土地貧瘠
●有機耕作
●種植高效作物
●生物多樣化
●食物網平衡
●無干擾方式取得食物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s://build.kcg.gov.tw/kaohsiunghouse/main04_1_3.aspx

http://www.damanhur.org/en
https://build.kcg.gov.tw/kaohsiunghouse/main04_1_3.aspx


策略七 : 水資源管理

●天然清潔劑
●微生物分解
●生態池塘淨化技術

https://build.kcg.gov.tw/kaohsiunghouse/main04_1_3.aspx

https://build.kcg.gov.tw/kaohsiunghouse/main04_1_3.aspx


策略八 : 綠建築

https://build.kcg.

gov.tw/kaohsiun

ghouse/main04_

1_3.aspx

https://build.kcg.gov.tw/kaohsiunghouse/main04_1_3.aspx


重要的生物學思維



生態村實踐策略與生物學概念之間的關聯
生態村策略

生物學概念

簡樸
生活

共享
形式

回收
處理

綠色
消費

綠能源 生態
農作

水資源 綠建築

生物
因子

生態
多樣性

● ● ● ●

環境
因子

物質
循環

● ● ● ● ● ● ●

能量
流動

● ● ● ● ● ●

重要
概念

環境
負荷量

● ● ● ● ● ● ● ●

永續
發展

● ● ● ● ● ● ● ●



實地踏查花蓮生態農場：
以花蓮樸門鄉村永續學校為例

背景
已成立四年
平常在各自農場工作

價值
找到適當的方法
迎合環境的改變
善用科技
不一定要回到過去



實地踏查花蓮生態農場：
以花蓮樸門鄉村永續學校為例

營運
提供交換意見的地方
一周需四天照顧果園
不定期開設課程

困難
外來種
土壤（垃圾、石頭地、芒草）
人力
動物系統
附生植物

未來願景
希望幫助這附近想要回來從農的人
他們能夠用更照顧土地的方法來種植



實地踏查花蓮生態農場：
以花蓮樸門鄉村永續學校為例

生態系 生態村

蜂蜜

鳳梨、洛神

攀藤、地表植物及香料植物

銀合歡、樹薯、檸檬、沙梨

自給自足

合作、交換

經營生活

共同居住的人



花蓮目前已出現的做法

無毒耕作
有機耕作
樸門農法

農會超市
在地有機小農
綠色消費 花蓮新火車站

採光好
不需裝冷氣
綠建築



花蓮目前仍有待推動的策略

台電簽約太陽能發電
大漢技術學院
東華大學
慈大附中
花蓮監獄
綠能

花蓮縣政府預計興建
5座廚餘堆肥廠
高效能處理系統
乾燥、破碎、生菌發酵
廢棄物回收



花蓮目前較難落實的策略

水資源回收中心

流入的水含有大量不天然的雜質

本應經過生態池塘淨化後再利用

可惜目前仍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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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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