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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綠生活─新北市學習型城市推動實務探究

新北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科長　黃麗鈴

壹、緣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96年由其

所屬的二十一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中，揭櫫人類

在面對二十一世紀時應該將教育視為社會與個

人發展的核心來重視，並且指出終身學習是掌

握人類通往未來世紀的一把鑰匙，而歐洲聯盟

將1996年訂為歐洲終身學習年（European Year 

of Lifelong Learning），以提升個人與整體知

識、技能和競爭力，作為因應知識經濟和社會發

展之需求；由此可知，終身學習的理念在21世紀

已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趨勢。在此種國際趨勢

發展下，我國於2002年頒訂「終身學習法」，使

我國成為第6個專為終身學習立法的國家，以期

急起直追，迎頭趕上。教育部2015年建立全國性

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透過學習型城市計畫之推

動，找出城市特色焦點。

整體論之，所謂學習型城市即是透過政策支

持與資源動員策略，促進市民學習、城市組織學

習以及整體城市學習，以有效提升城市終身學

習力，並能以新學習因應新改變，發展全體市民

及城市的創新應變能力，持續促進市民的自我

實現與城市的永續發展，進而成為現代化的知

識與智慧城市（吳明烈，2010）。何青蓉、方雅

慧（2011）更進一步指出「學習型城市」既是為

一個政策的治理工具，也同時在城市內部的各重

要利益關係人（地方政府、企業、市民、志願服

務、公共服務）間拉出了「一個結構性與一個心

智上的架構」，聚合個人層級至組織層級的網絡

關係，朝向有願景與目標的城市發展運作。

吳明烈（2004）指出，不斷地創新是提升競

爭力的關鍵，最有效的創新產生於機構的環境

內，在此環境內，學習係透過組織間密集的資訊

交流，同時各種組織間存在著穩定且高相互信賴

的關係。學習型城市應獲得充分發展，而這則可

促進經濟的永續發展。新北市自2011年升格直轄

市，以「推展終身教育，邁向學習型城市」作為

積極推廣終身學習之目標，2011-2014年以「一

起造家園，社區學習總動員」為主題打造學習型

城鄉；2017年以「生態學習花園城，低碳環保新

北市」為學習型計畫推動主題，於中和區與永和

區先行試辦；2018年度結合食農教育、可食地景

及惜食推廣等以「食農綠生活，宜居新北市」為

主題，擴展至其他15個行政區。本文以新北市推

動食農綠生活的學習型城市所面臨問題、推動現

況進一步探討深化解決的策略，期希望透過學習

型城市計畫，集結產官學各方面的資源，建立民

眾自發性的社區學習組織，由下而上進行推動。

貳、新北市發展面臨問題

一、食安問題日趨嚴重，亟需建立正確食農觀念

近年食安問題連環爆，黑心食品危害民

眾健康甚重，如何建立民眾正確的食品安全

觀念，選擇安心健康的食品、食材，乃當務

之急。因此推動食農教育、建立食安知識，

認識農產品從土地到餐桌的歷程，才能從根

本化解一再發生的食安危機，同時重建人與

土地的連結，追求人與環境的共好。

二、碳排放量極高，確實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新北市為全國人口最多的都市，不論是

人口、車輛、工廠及工地數均居全國之冠，

境內大型工廠並不在少數，為提供市民友善

宜居環境，節能減碳為重要推動政策。如何

節能節電惜食、資源重覆再利用，甚至形成

社區低碳示範點，民眾共學資源利用、互相

提醒形成減碳風氣，是重要的推動方向。

三、都市熱島效應，亟待都市綠地面積增加

新北市的快速發展連帶造成土地使用密

度高、都市綠地稀少破碎，加上交通運輸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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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不透水鋪面使用及家家戶戶的空調設

備廢熱等，使熱島效應越趨嚴重。因此鼓勵

民眾在家種植，打造綠屋頂或居家可食地

景，推廣建物綠化，同時推動都市農耕，教

導民眾友善環境的農耕技能，將都市空地打

造城市農園，達成增加都市綠化率、減少都

市熱島效應，建立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

四、小農銷量不佳，應拓友善小農產銷通路

新北市耕地面積不大，小農大多是獨立

種植，生產規模較小、產量不高，因此在行

銷農產品上常面臨困難，為了解決這些小農

的困境，應讓民眾認識友善小農、了解如何

選擇友善環境的農作物，向民眾傳達小農們

的種植理念及蔬果的生產環境，並建立小農

集散平台，拓展友善小農多元市場產銷通

路。

基於上述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更應透過產、

官、學合作，發起各區社區學習組織，鼓勵市民

積極參與及行動，透過惜食推廣、食農課程、食

安知識、低碳飲食、友善農產、可食地景，以及

都市農耕等學習，和諧地整合人與土地，環境與

發展，建立民眾正確食安及環境倫理觀念、讓居

家菜圃與校園菜圃遍布城市、建立食物森林，協

助改善都市地景地貌，並集結在地力量，推動社

區支持型農業、小農市集、土地活化、綠農教育

等觀念，逐步成為在地支持平台，逐步建立民眾

綠色生活、綠色飲食之習慣，推動新北市成為低

碳、健康、美麗的宜居田園城市。

參、食農綠生活推動現況

「食農綠生活，宜居新北市」為學習型城市

整體發展願景，在此願景下，希能打造「好環

保－永續再生的城市」、「好健康－幸福安心的

城市」、「好美麗－綠意盎然的城市」、「好自

然－共生共榮的城市」四項目標，分別透過「帶

動惜食減碳風氣，點亮環保生活圈」、「集結消

費者力量，身體力行食農教育」、「打造居家可

食地景，擴大新北綠地面積」、「培訓民眾農耕

技能，改善都市地景地貌」四項推動策略，透過

產官學力量，共同辦理「惜食推廣」、「環境教

育」、「食農教育」、「食安知識」、「可食地

景」、「都市農耕」及「友善農產」七大學習內

容，期最終能拓展至全新北市，以實現「臺灣低

碳永續城市」這樣的願景方向。新北市學習型城

市發展藍圖如圖一：

在面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我們

應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實踐低碳、減碳、綠生

活的生態價值與生活模式，期以「食農教育」

及「綠生活運動」作為城市學習捲動的策略，打

造低碳環保美麗的新北市學習型城市，「食農教

育」及「綠生活運動」二大主軸分述如下：

一、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包含「食」及「農」兩項教育

內涵。近幾十年來極端氣候、食安問題等，

都已影響我們未來的生活，讓人重新省思人

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係，計畫在「食」的

教育方面，教導消費者選擇安全健康的食

物，並從消費者的反思與再教育，了解如何

選擇友善環境的農產品，降低食物碳足跡，

發揮責任消費者的角色，讓更多人意識到真

食物的重要性，找回人與食物的真實關係。

在「農」的教育方面，新北市都市熱島效應

嚴重，教導民眾友善環境的農耕知識，推

動綠屋頂營造及都市農耕，「在城市中種

圖1：新北市學習型城市藍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8）。107年新北市
學習型城市計畫申請書。未出版之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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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增加都市綠地面積，打造美麗城市家

園的願景。透過終身學習機構、非營利組

織、學校、社區及企業等在地力量的集結，

將都會的生活、生產、生態和農耕連結起

來，重新建立人與土地的關係。

二、綠生活運動

節能減碳不只是一個口號，若能透過社

區共同學習低碳飲食、食農教育、生活綠

化，逐漸建立起居民從心出發的綠生活意

識，成為一種運動風潮，則能形成一種新北

市民特有的素養，自然而然達到減碳的目

標。計畫中在綠生活運動主軸下，規劃結合

終身學習機構及非營利組織，推動惜食推

廣、低碳飲食、環境教育等計畫，透過社區

共同學習，形成自發性推動節能減碳的綠生

活運動氛圍。

在上述二大主軸推動下，建立社區惜食共學

組織、城市環境走讀路線、食農教育志工組織、

都市綠景營造組織及友善小農集散平台，希橫向

連結社區形成綠生活共學組織，由下而上自發性

推動各項綠生活運動。

此外，以食農教育為主題，融合惜食推廣食

農教育、食安知識、可食地景、都市農耕及農產

推廣等主題之學習課程、閱讀活動、實作工作

坊及多元體驗的活動，讓民眾習得食農的知能，

以及健康飲食、烹調、有機栽培、友善農耕的技

能，協力改善都市地景地貌，打造食農綠生活，

食農教育主題推動策略如圖二：

在「食農綠生活，宜居新北市」願景下，實

際落實在民眾日常生活中，讓學習即生活、生活

即學習，說明如下：

一、好環保－永續再生的城市

帶動惜食減碳風氣，點亮環保生活圈愛

物惜食，分享多餘，既是減碳也帶動人與人

間的連帶；透過各種活動與工作坊，帶動惜

食再利用的風氣，另外盤點友善綠生活地

圖，教導民眾如何選擇友善環境的小農產

品，點亮在地綠色環保生活圈。

二、好健康－幸福安心的城市

集結消費者力量，身體力行食農教育透

過食農教育平台，讓民眾檢視食材從產地到

餐桌的過程，期望讓人人意識到「自己有選

擇優良食材的權利」及「每個人都必須掌握

食安知識」，提升個人的飲食健康。

三、好美麗－綠意盎然的城市

城市水泥化的空間，造成其他物種無法

生存，也造成都市熱島效應，最終讓人們的

生活環境也遭受破壞。打造綠屋頂或居家可

食地景著手，培訓民眾具備農耕知識，同時

改造居住環境，擴大新北綠地面積，營造宜

居城市風貌。 

四、好自然－共生共榮的城市

培訓民眾農耕技能，改善都市地景地

貌，透過一系列都市農耕體驗學習活動，培

訓居民學習運用生態多樣性知識，進行都市

農耕，建立人與土地的可親關係、培養居民

與自然共存的眼界，未來可進入城市其他空

間或公園綠地推廣及營造，逐步改善都市過

於水泥化的地景地貌。

肆、推動成效及深化之解決策略

一、推動食農教育，建立低碳健康生活觀念

鼓勵學校全面推動食農教育，將低碳有

機的在地健康飲食意識，逐漸聚斂成為市民

的普遍意識。學校與社區連結，逐步建構食

育教育完整性教育學群方案，可連結在地歷

圖2：食農教育主題推動策略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8）。107年新北市
學習型城市計畫申請書。未出版之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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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環境生態及生命教育等課程，並結合飲

食文學讀本及桌遊遊戲，以活潑且多元的面

向推廣飲食文化，並從體驗教育著手讓孩子

親近土地，透過打造校園可食地景，學習友

善環境食農概念進而理解食物來源。

二、逐年推廣可食地景計畫，美化環境促進城市

降溫

透過課程讓參與民眾具備基礎的生態和

環境認識，學習因地制宜，規劃適宜的田園

種菜及種植計畫，讓居家菜圃與校園菜圃遍

布城市，打造可食地景，協助改善都市地景

地貌，植栽覆蓋屋頂，讓大樓降溫平均2到

3°C，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充分利用空

間，不僅綠美化環境，達到節電及減碳的效

果，更在社區共同營造、栽種、收成的同時

促進社區參與、凝聚社區力量。

三、推動友善農業示範區，帶動生產與消費者雙

向交流

鼓勵小農友善耕作，不使用農藥、化

肥、除草劑的耕作方式，保育田間動物與棲

地。辦理小農友善市集，打造友善農業的平

台，落實地產地銷理念。

伍、結語

推動食農綠生活的學習型城市，不能只有政

府由上而下的推廣，更需民眾先凝聚共識，經過

學習產生相關知識及行動，由下而上進行推動。

新北市2018年將食農綠生活學習氛圍拓展到板橋

等共17區，根據各地區域需求辦理惜食減碳推

廣、環境生態教育、健康食農教育、食安觀念建

立、可食地景營造、都市農耕體驗、友善農產認

識等共7大學習內容，期能逐步建立民眾惜食愛

物、營造可食地景、推動社區綠美化之綠生活型

態。2019年度更加強化食農綠生活在共學的面

向，以「共享、共食、共學」作為延續性的發展

願景，推動「共享－永續環境營造」、「共食－

食農教育推廣」及「共學－生態知識學習擴展」

三大主軸的樂活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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