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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自然資源與環境樣式是不均勻分布，人類群體間互通有無，來來往往。現代文明隨著都市興
起，對自然與人造資源或產物的需求更加擴張，往來需求，更是頻繁壯大，各種通道(交通運輸)
是開發利用之根本動力，改善交通運輸是提升生活品質，更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然而，不當通道(
道路)建設，往往造成不當開發利用，或是付出慘痛災變代價，甚至是踏上「永續工程」
的不歸路1

；區域開發擴張，有些如同腫瘤(癌細胞)；少數則是閒置，如同蚊子路，廢棄不用的路。

      運輸系統如同有機體(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串聯各部門(組織)，補充營養與清理垃圾。循
環系統好，身體往往是比較健康。局部循環不好，組織容易壞死，或是容易形成腫瘤，惡質濫墾
，甚至擴散其他各地，拖垮整個身體。如何改善台灣過去數十年來，似乎是有點亂無章法的通道
建設，提升社會生活的機能與品質？筆者按個人習得的生態學理，提出「有機基準」的十項基本
原則，拋磚引玉，或可讓交通運輸與城鄉規畫專家參考，共創新社會交通運輸體系。

壹、有機基準：有機，才有機會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交通運輸若無全盤規劃，必有無數的困難。人類利用自然環境，有
兩項基本要求，單位面積生產量最大與整體環境最穩定。但這兩項基本要求，分屬於生態演進(su
ccession)的兩個不同階
段。任何一個環境，無法同時滿足這兩項基本
要求2

。因此，人類利用自然環境，常用策略是「補釘整合」，於不同環境，規劃不同用途，有生產專
區、生態保護區、以及生活區等。另一個策略是「脈動式穩定」，或稱為「妥協策略」，讓生態
環境來回的演進，求取生產量，也兼顧穩定。無論如何利用自然環境，或是生活環境，交通運輸
的建構是有機整合的活力。向自然生命有機體學習，才能建構如同有機整合，才有生命力。

貳、十項原則

      人類是自然生態體系的成分，且是顯著的成分。生態體系的經營管理，是自然環境與人類
生活環境除了「生態面向」，必要再包含人類的「社經面向」與「機構面向」(圖1)。「有機基準
」的整合3，有如下十項原則。 

      1. 「簡樸原則」：基於自然科學研究的「吝嗇原則」(Parsimony principle)，路線規劃用
最簡易樸素直接的方法，不僅要合乎經濟原則，且以安全舒適(真善美)為優先的考量。交通運輸
建構，非常昂貴4

，簡樸，合乎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綠色思潮5，建構的「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6，或是「可持續倫理」(Sustainable Ethics)是簡樸原則的基本準則。 

      2. 「三E原則」 7：基本E是生態保全(Ecological integrity)，生態環境的成分與功能必要保
持完全，維持自然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功能。維護基本E，必要採取「禁漏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第二E是經濟效率 (Economic efficiency)，外溢成本內化之後的經濟效率。生態原則是
經濟原則，違反經濟，往往也違反生態。自然世界的生態現象，都必要合乎經濟原則，也就是投
入的成本要顯著小於所獲得的利益。違反經濟原則的生物，於自然演化過程都已經被淘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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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是公平(Equity)，包含同世代與跨世代的公平，是社會有機體系正義與和平的根基。 

      3. 「適宜原則」：自然環境的開發與利用，必要透過科學方法了解自然環境的特質，基於
「簡單順暢、舒適安全」和 「三E」原則，以及「可持續倫理」 (Sustainable
Ethics)8，按自然生態學理，選取「適宜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9。自然環境不同，各有不同的適宜科技。 

      4. 「優先原則」：行人與公共交通運輸為優先。生活圈的交通運輸，除了貨物外，行人與
腳踏車(快走行人)是基本對象。盡量減少個人用有汽車或機車，讓每個人都可享有便捷的公共交
通運輸。 

      5. 「15 - 30分鐘」生活圈原則。居家生活(3-6公里直徑)。讀小學，步行上學。中學，騎腳
踏車。大學，住宿與搭公車。生活圈內，行人優先，生活圈內(短距離)交通時間15分鐘(以內)；生
活圈內外(中距離)交通時間，跨鄰近生活圈，30分鐘(以內)。跨區域的時間45分鐘(以內)。南北東
西最長距離60-90分鐘(以內)。交通運輸時間，包含等待時間。密集出車間隔，是交通時間的二分
之一至三分之一。譬如，交通時間是30分鐘，密集出車間隔是15分鐘(1/2)，或10分鐘(1/3)。 

      6. 「清除固本」：清理障礙，惡霸，以及如同癌組織擴散，若不清除，嚴重會致死。城鄉
體系，若出現不當開發，要隨即開刀清除，且是愈早清除愈好。如同癌細胞，惡性腫瘤，會擴散
至其他地區，將會難以治療。 

      7. 「禁漏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10

：維護自然生態與健康安全，必要採取「禁漏原則」，亦是確保安全的無悔原則。當有科學證據
顯示對自然生態或人體健康安全可能造成傷害時，雖然仍未確定，但要認定其是，除非可提出沒
有傷害的證明。「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可能造成危害的一方。面對極端氣候的情況，
同樣要採取「禁漏原則」，只要科學證據其有可能造成危害，雖然仍未確定其必然，但必要認定
其為是，而避免萬一發生的可能。 

      8. 「最低限定律」(the Law of Minimum)：交通運輸網路的改善，如同有機體的生活改善
，要研析最差因素(情況)，從改善最差因素著手。運用於正義(同世代)，弱者福利的提升，是社會
整體品質改善之基礎。 

      9. 「適式經營」(Adaptive
management)11

：相關數據與資料，務必要精準確實，才得以適當規劃。面對新的建構，盡量下降型一錯誤(type
I error)，換句話說，盡可能的減低建構的可能。面對就建構的問題，擇要下降型二錯誤(type II e
rror)，盡可能的挖掘問題，因為問題的出現往往是如同冰山一角。如論如何妥善規劃，仍可能會
出錯，「適式經營」是必然要採取的模式。做中學習，嘗試錯誤，實驗的經營法，監測錯誤，持
續修正規劃與執行內容，才得以面對科學與數據的不確定性，以及社會與自然的變動性。 

「共識原則」(Consensus principle)。交通運輸是跨領域的整合，各項決議務必採取「共識原則
」。一般採用的多數決，或是絕對多數決，都不宜使用於跨領域的整合。各項決議必要滿足各個
專業的最低基準。跨領域的「轉譯者」是跨領域溝通與說服過程的介面。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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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各地區的交通運輸，只有台北市區，雖尚稱良好，但仍有改善空間。其他各地區，
人們的交通運輸需求，大都是自力救濟，用私人汽機車，搭乘公共交通運輸的比率普遍偏低。交
通運輸業經營困難，改善或是提升效能與品質能力相當貧乏。公部門政策規劃與推動力量，根本
重要與成敗關鍵。 

      有機基準的十項原則，前五項，簡樸、三E、適宜、優先、與生活圈，是規劃設計的考量
原則。後五項，固本、禁漏、最低限、適式經營、與共識，則是執行原則。然而，這只是個人按
生態學理提出的原則主張，實際執行仍需加入其他不同專業領域的準則。學術專業是領域切割，
但真實世界是一體，無法切割。個別專業的整合(融合)，才有可能接近真實的世界，化解困境與
問題。 

      建構可持續未來，生活、經濟、生態、社會與政治，從地方到國家，區域與國際，環環相
扣。思考全球，但在的著手。在的生活圈交通運輸體系的建構，是建構可持續未來的基礎建設。

作者/鄭先祐為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教授 兼 系主任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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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永續工程」，意指永遠持續需要工程。不當道路建構，愈風雨易崩塌，再修補建構，仍會再
崩塌，修補後，於下次風雨來襲，會再崩塌，而持續要有修補工程，因此稱為永續工程。

2.相關自然演進，以及人類利用自然環境的策略，可參閱 Odum (1983)。

3.「有機基準」的整合，不同於一般常見的整合，用釘書機將個別部分釘起來(又稱為「釘合」)。
相關整合與釘合的差異，可參閱鄭先祐 (2001)。 

4.交通運輸，非常昂貴，可參閱European Commission (1996)，第一章 A sector emerging from
crisis。 

5.「綠色思潮」，參閱鄭先祐 (2000)。 

6.相關「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參閱Traer (2009)。 

7.「三E原則」，詳細內容可參閱Young(1992)年的著書。 

8.「可持續倫理」 (Sustainable Ethics)，參考Chiras, D. D. (2001)，第一章 Living sustainably on
the Earth和第三章 Understand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9.「適宜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參考Chiras, D. D. (2001)，第二十七章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veloping Nations。 

10.Precautionary
principle，「禁漏原則」，有些譯為「預警原則」。相關詳細內容，可參閱UNESO (2005)。 

11.適式經營(Adaptive management)，可參考Allan, C. and G. H. Stankey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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