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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四學年度第九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至 14時 

地點：農化新館（第二行政大樓）五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林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總務長（請假）、陳振川教授、郭斯傑教授（請假）、許

添本教授（請假）、黃耀輝教授、蔡厚男教授、劉聰桂教授、

吳先琪教授、陳亮全教授（請假）、陳正倉教授、劉權富教授、

張俊彥教授、何寄澎教授（請假）、江瑞祥教授、李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曾惠斌教授（請假）、陳德玉教授、詹穎雯教授 

列席：圖書館 林光美、鄭銘彰；獸醫系 劉俊旭；生機系 林瑞菊；

皓宇景觀工程顧問公司 吳庭羽；張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張志

成；文學院 葉國良院長、夏長樸教授、哲學系 陳榮華主任、

人類學系 謝世忠主任 ；營繕組 陳德誠、羅健榮；事務組 薛

雅方、陳庭威；總務處 蔡淑婷；學代會 沈佑龍；研協會 林

柏余；學生會 黃兆年 

 

助理：謝瑞雄、何翠莉、黃智卿 

記錄：謝瑞雄、何翠莉 
 

壹、報告事項（略） 

參、議案討論 

一、紐森館與微生物館拆除後景觀規劃設計（營繕組） 

l 設計單位簡報（略） 

l 討論意見： 

圖書館 林光美副館長 

本案施作時請執行單位注意以下兩點： 

1.之前大動物實驗室拆除時，發現大批老鼠，以致圖書館老鼠數量增多，本案因
需拆除兩棟建物後施作，請拆除前徹底執行滅鼠事宜。 

2.因本館的卸貨動線位於本案施作範圍，後續請執行單位協助規劃施工時本館的
卸貨替代動線。 

劉聰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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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報中的本案配置圖來看，規劃範圍仍留設大片草皮，考量大片草皮恐吸引人

群從事動態活動，無法達到本區寧靜沉思之意象，建議規劃單位於本區配置更多

喬木塑造林蔭之沉思空間。 

 

 

皓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庭羽規劃師： 

     本案的植栽計畫以保留基地內的大樹為原則，樹形雜亂的樹則建議移除；
考量大樹移植不易存活建議不新植大樹；替代以種植灌木來阻隔草地上的動態活

動。 

蔡厚男委員： 

1.本案將對周圍環境品質將有極大的改善，故建議基地周圍建物也應有配套措
施，如獸醫系大樓背面將轉為正面使用，故建物立面也應重新整理。 

2.建議基地內綠波地景內設置乾溝，且草本植栽可選多年生草本觀賞植物易於維
護管理。 

3.規劃範圍內有許多優行大樹，後續施作請執行單位嚴格監控大樹的修剪，以維
持樹木的姿態完整。 

4.建議規劃範圍臨舟山路旁之草皮一併修復，並使用耐踐踏之草種。 

 

張俊彥委員： 

1.從舟山路眺望基地有一植栽及地形形成一自然視覺曲線，建議保留。 

2.考量圖書館量體較大，建議於靠近圖書館地區利用植栽配置圍塑前庭開放空

間，以緩和視覺景觀。 

3.建議本區低矮灌叢旁設置座椅以營造靜態休閒之活動。 

劉權富委員： 

1.公共區域景觀照明部份，請提供照度分佈資料以便評估照度是否足夠。 

2.燈具形式請考量校內燈具的一致性，校內燈具形式應統一整合。 

 

詹穎雯諮詢委員： 

1.基地建物拆除請注意地基需完全拆除，混凝土結構物需完全移除，以利後續植
栽生長。 

2.建議規劃範圍應檢討現有排水現狀，未來工程施作請考量排水課題，必要時可
埋設盲管，以避免大雨時之積水。 

3.建議本案施作也將後續周圍建物的污水下水道埋設工程納入考量，避免二次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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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玉諮詢委員： 

兩棟獸醫館建物使用是否有實驗性廢氣排放至本基地導至空氣污染，如有可能應

檢討改善。 

研協會 林柏余： 

建議應再檢討本區的燈具配置數量，就目前配置來看仍有不足，應考量使用安全

的問題。 

陳振川委員： 

建議可利用 5年 500億經費設置公共藝術預算開始推動圖書館鐘樓的設備裝置計
畫。 

事務組交通股： 

1.請把周圍腳踏車停車位置再次檢討考量。 

2.基地步道設置車阻或有階梯請建討輪椅或嬰兒車是否可方便通行。 

結論： 

原則通過；授權校園規劃小組會同營繕組依各委員之意見確認設計細節。 

二、本校人文大樓先期規劃構想書討論（文學院） 

l 設計單位簡報（略） 

l 討論意見： 

文學院葉國良院長： 

文學院原先因為規劃資金不足，而分兩地興建，原規劃的一館位置是在舊地理系

館，二館則是在哲學與人類學系原位置。一館的規劃構想已經在校務發展規劃委

員會完成報告程序，但後來因有外來資金願意就一、二館建築所需經費一起捐

助，因此有機會在洞洞館基地一併規劃興建，也有機會一次解決文學院系所分散

各地的問題。 

文學院夏長樸副院長： 

1. 當文學院一、二館一併規劃興建時，將會面臨建築高度量體增加的問題，同
時也會面臨現階段周轉空間不足的問題，因此將原先一、二館的量體需求予

以縮減，但未來藝術學院所需要的展演空間需求則已經無法負擔，在此先予

已說明。 

2. 文學院的空間需求除了院內本身的需求之外，同時也擔負了全校通識課程的
師資與空間需求。文學院目前本身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表現突出，但因為現

有空間不足，造成大型、國際性的研究計畫都無法順利開展，而且圖書館亦

無法支援文學院所需的研究與教學資料，所以目前文學院的現況就是人多、

書多。目前所提出來的空間需求，表面上有人可能會認為太多，但實際上，

卻仍是相當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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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人文研究領域而言，文學院不需要實驗室，但需要很大的藏書空間，每一
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各自不同，這些相關研究資料不是圖書館可以應付的，學

生也經常反應借不到書，因此只能自己提供書籍給學生，而這些書籍則因為

研究室放不下，只好都放在家裡。因此在空間需求檢討的時候，請務必考量

文學院大量藏書需求的特性。 

保管組洪金枝主任： 

1. 教育部有一個空間標準值，校發會也曾經討論通過，文學院大學部的標準是
每人10平方公尺，研究所每人13平方公尺，因此目前文學院所使用的空間是
比標準值高出一些。 

2. 目前所提空間規劃需求，扣除歸還給學校的空間面積，尚多出8,315平方公
尺左右。而在本規劃構想書中，戲劇系等學生人數被併入文學院整體計算，

但在空間面積上卻又排除現有一號館（戲劇系）的使用面積。 

文學院葉國良院長： 

表面上，文學院似乎多計算了一些空間，但實際上文學院仍有一些外借空間未被

歸還，例如土木系營管組所借的空間。另外，文學院現況很多空間都很難以使用，

例如舊總圖地下室書庫等，難以使用但卻仍歸入文學院使用空間計算，這些卻是

在數據上無法顯現的問題。 

陳正倉委員： 

1. 根據過去社科院規劃三個系館的經驗，研究室規劃六坪，當初教育部也覺得
很大，可是現在社科院大樓的空間規劃卻被認為太小，教育部建議增加到八

坪左右，不然書籍沒有擺放的空間。因為文學院與社科院的空間需求類似，

建議葉院長先跟教育部溝通，避免未來空間不足。 
2. 建議未來可能要把建築設計獨立出來，不然如果要採統包方式進行的話，如
何將一流的建築師與土建、營造部分結合在一起會是很困難的工作。 

陳振川委員： 

1. 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的同質性很高，雖然社科院也肩負了圖書分館以及全校
性的使用空間，但教育部仍有檢驗的一套標準，無論如何，本案還是要把空

間需求計算清楚，好用的空間加以整合，不好用的空間就交還給學校，建議

文學院與總務處再行討論清楚。 
2. 經過初步計算，在 5.4億的經費預算限制下，每坪的單價只有六萬左右，如
果空間要更大，建築品質就可能出問題。重點應在於空間如何有效使用，同

時也要考慮日後的維管費用，空間越大，費用就越高，而這也會是臺大未來

嚴重的管理問題。 

3. 規劃設計還必須考量交通動線與停車（包括腳踏車、機車）的問題，如果本
基地無法直接提供機車出入，則應該思考替換成腳踏車停車空間，不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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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滿腳踏車，景觀也會變成很不雅觀。 

人類系主任： 

人類系目前有幾萬件國家文化財，非常珍貴，不像一般文學院其他書籍資料可以

搬遷兩次，容易造成毀損，目前比較建議總務處可以同意人類系利用舊總圖館的

空間存放文物，只搬遷一次就好，未來也可以納入臺大博物館的計畫當中。 
 

蔡厚男委員： 

1. 本案未來如果要找國際建築師規劃設計，還必須國內的建築師來配合，因此
建議經費估算時，必須考量該筆設計費用。 

2. 由於本案經費來源為私人捐助，不需透過政府採購程序辦理，比較有彈性，
但為兼顧整體校園景觀，本案應及早研擬規劃需求與規劃原則，以便於後續

設計遵循。 
3. 規劃構想書中的量體模擬建議拿掉，因為洞洞館在建築教育界佔有重要席
位，專業界各有其看法，在實際的設計方案沒有確定之前，未來在報部外審

時，溝通上可能會產生誤導效果。 
4. 本基地的未來腳踏車停車需求會很大，應將周邊現有需求予以整理吸納。 
5. 本基地的建築物規劃設計具有高難度的挑戰，必須同時考慮校門口的入口意
象，也必須兼顧現有椰林大道兩側的建築意象。 

6. 建議使用單位應該思考，21世紀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教學、研究空間，可
能不再是空間的多寡而已，其使用型態與方式、空間品質都應該納入考慮。 

7. 建議學校先舉辦一個活動，徵選建築規劃構想，而且未來在校內也必須有公
共參與的機會。 

8. 本基地是臺大的地王，或許先不要把空間需求談死，而是從整體的規劃角度
去思考，這個地方的公共性很重要、地標性很重要、開放性很重要、滿足使

用者的需求也很重要，而且空間使用方式也不能停留在過去的舊思維，臺大

的教學空間應該尋求新的可能。 

吳先琪委員： 

1. 對於建築物的思考不應該只討論空間需求的多寡，而是應該未來這棟建築物
位在臺大矗立多久？可能是一百年、兩百年甚至是五百年，屆時文學院的空

間問題也一定已經獲得解決，因此在討論上，不應該被空間需求限縮住思考

格局，而是這棟建築物對於臺大的空間意義以及校園總量體的衝擊等等。 
2. 人文大樓量體甚大，扣除拆除之舊館，仍增加極大之使用面積（約 15000平
方公尺）且座落之位置為校總區之開放門面區域，對校總區總建築容量及入

口景觀之影響甚大，宜從長計議；建議仍以維持校總區建築量體不增加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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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聰桂委員： 

人類的活動仍是在地面進行，未來在規劃設計時的空間量體模擬，應要求更廣

泛、多角度的實境視覺模擬，目前只是規劃構想書階段，還無法很清楚表達真實

的狀況。 

江瑞祥委員： 

1. 對於量體的部分，提出不同的想法。貝聿銘在波士頓市中心蓋了一棟「約翰‧
漢考克大樓」。當初也是有人認為在小小的畸零地上蓋大樓不恰當，但透過

玻璃帷幕等設計方式，使人不覺得量體過大而有壓迫感，而且也把周邊的古

蹟、建物襯托出來，臺大當然沒有這麼大的量體需求，但是這或許可以提供

不同的思考方式。 

2. 從校園與圖書館的空間軸線來看，洞洞館基地、體育館、管理學院等都位於
這些軸線上面，本案也應該思考如何與圖書館相呼應，同實在開放空間上，

椰林大道轉折處（面對總圖，目前為腳踏車停車場）也可以一併考慮規劃，

使椰林大道的軸線意象更為凸顯出來。 

3. 美國的華盛頓 D.C.，從林肯紀念碑、國會山莊…等來看，椰林大道的景觀
也有點類似，因此椰林大道尾端的規劃，建議可以多一點開放性的設計概念。 

生農學院陳保基院長： 

目前洞洞館基地上的農業陳列館，未來也勢必要遷移，目前已經在進行規劃構想

書，因此未來在考慮文學院的規劃案時也建議一併討論農業陳列館的相關規劃

案。 

營繕組陳德誠主任： 

建議先把今天所談的概念匯整到規劃構想書，送校發會討論之後，做成是否興建

的政策性決定之後，後續的建築規劃也比較有政策依據，而公聽會的程序也可以

在後續的階段辦理。 

陳振川委員： 

公聽會的程序，應該在送校發會之前完成，但是在公聽會之前，應該先把規劃的

各種想法事先匯整好。 

結論： 

1. 本案未來仍須經過教育部，關於空間需求量與計算方式，請建築師與文學院
於規劃構想書中說明清楚，包括未來藝術學院的空間需求及他共同性需求是

否納入文學院的規劃需求當中。 
2. 關於文學院目前借用與被借用空間的處理方式，請與總務處協調。 
3. 人類系文物存放空間也請使用單位一併與總務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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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委員會的討論最大目的在於提供一個比較全面的規劃 guideline，洞洞館
基地整體規劃案為第一次送本委員會討論，請先將今日所討論的意見匯整之

後，請建築師將委員的討論意見納入規劃構想書當中，再送本委員會確認與

討論，以便於未來其他建築師能夠比較清楚掌握方向。 
5. 公聽會的程序、時間點及規劃構想徵選等之方式於下次會議時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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