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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申請書【第零期／四期計畫】 

 

 

 

 

申請類別 

□A類：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B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第零期為規劃期，申請時得不勾選） 

計畫名稱 
串埤塘‧織課網‧育人才─ 

建構極端氣候下水環境之變遷與調適：桃園韌性城鄉之再現 

申請學校 中原大學 

主持人姓名 陳其澎 單位／職稱 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申請議題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其他科技前瞻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尚未決定 

本期期程：108年 2月 1日至 108年 8月 31日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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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中原大學 

計畫名稱 
串埤塘‧織課網‧育人才─ 

建構極端氣候下水環境之變遷與調適：桃園韌性城鄉之再現 

主責單位 設計學院 新增單位  

計畫摘要 

（650 字

內） 

計畫目標 

串埤塘：利用桃園獨特水資源之埤塘、水圳與河川水環境網絡為教育實施場

域。 

織課網：建立「環境能資變遷」之相關課群，透過師資跨域教學及開發創新

具前瞻性之教學群組網絡。 

育人才：課程規劃及執行之中培育具備環境能資變遷前瞻人才。 

探討目標主題為： 

1.建立極端氣候之環境調適以因應水環境之變遷與發展 

2.分析災害潛勢之相關資訊以促進防災管理 

3.建構風險管理之社群參與機制以推動動態環境治理 

4.籌畫桃園永續水環境與空間發展藍圖 

5.發展桃園在地議題素養導向之新式教材、教法及教案 

 

計畫推動策略與作法 

    邀請本校具有環境能資變遷相關專業及專長之各系教師開設系列課群，並

結合高教深耕計畫之創新教學法，如微型課程、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BL)課

程、深碗課程、實作課程等，以多面向之教學法、教材、教案結合，並與教

學工作坊、跨領域學分學程等方式活化及鏈結課程，以培養學生之前瞻性及

強化學生專長與趨勢、就業之結合。 

各單位課群擬定如下： 

財法系：溼地保育法 

環工系：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 

土木系：氣候變遷與水資源衝擊模擬分析、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變遷與永續

利用：河川生態工程、湖泊生態工程、農田生態工程 

建築系：永續建築 

室設系：社會語構探討都市型態變遷 

商設系：設計倫理 

景觀系：社區營造、敷地計畫、景觀行政與法規 

社會設計學程：水資源環境之變遷、社會設計實踐案例 

教研所：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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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預期效益 

成立桃園水環境跨

領域教學工作坊 

 

 

 

擬成立教學工作坊如下： 

1.韌性防災工作坊 

2.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工作坊 

3.整合性流域管理工作坊 

4.桃園水環境資源前瞻工作坊 

5.教學實踐研究工作坊 

以期達成跨域師資團隊成員實質之合作交流與創

新，在各領域教師互補及共學研究下，開發前瞻議

題之教學模組。並在工作坊執行過程，招募並擴充

合適之教師，建立完整之跨域教師社群。 

開發跨域前瞻環境

課程模組 

藉由上述工作坊，研議現有之課程結構，發展大學

部課程之跨域科目模組，以利將來於第一期計畫中

執行並整合開設基礎及應用課程。 

研發具前瞻性跨域

教法/教案 

擬研發單元模組教學法及教案，並建立橫跨桃園市

區水環境之實境學習場域。 

 

 

主持人 

姓名 陳其澎 單位職稱 設計學院院長 

聯絡電話 （03）265 -6000 手機 0939-767-396 

e-mail chiepeng@cycu.edu.tw 

聯絡人 

姓名 張為翔 單位職稱 設計學院書記 

聯絡電話 （03）265 -6002 手機 0916-137505 

e-mail u9024106@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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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設計學院 
建築系、室內設計系 
商業設計系、景觀系 
社會設計學位學程 
 

法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 
 

領域  

防災預測、生態工程 

課程 

氣候變遷與水資源衝

擊模擬分析、水資源

環境變遷與永續利用 

 

 

領域  

環境法 

課程 

溼地保育法 

 

 

領域  

水環境、風險管理 

課程 

社區營造、敷地計

畫、都市型態與水資

源環境之變遷、永續

建築、社會設計案例 

 

 

跨領域、跨單位課群 

教師 
培養教研合一之跨域師資 

加深、加廣教師之研究領域 

開發具前瞻議題之教學模組、新

式教材、教案 
 

學生 
了解人文社科領域環境能資變遷議題 

開展學生學習領域視野 

跨領域學習 

培養學生具專業能力跨域合作解決問題 
 

人育學院 
教育研究所 
 

創新教學模式 



6 
 

計畫書 

壹、申請單位概況 

本校設計學院長期探討桃園獨特的埤塘水圳等水資源景觀，並以人文關懷觀點，邁向

「永續關懷」和「社群參與」之「社會責任與空間實踐」，院內有建築、室內設計、商

業設計及景觀等四個系及社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在研究方面，推展「共生生態住居環

境之研究」、「數位媒體設計」、「社區營造」、「閒置空間再利用」、「古蹟修護」、

「生態地景」等之重點研究，在已建構出良好的基礎下，培養具有跨領域為解決社會問

題而設計的能力，在未來拓展科際整合發展上蓄積了旺盛的動能。 

本計畫結合其他三個學院包括工學院環境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人育學院教育研

究所，以及法學院的財經法律系，教師群以不同領域之專業及專長，融合在學理、教學、

研究、法律、實作、社會責任實踐等各不同面向。 

遵循中原大學教育理念，「尊重自然與人性的尊嚴，尋求天人物我間和諧」，落實

「全人教育」的理念，以跨領域合作、跨域教學、產學合作、社會責任實踐等方式，培

養跨域及具有解決問題之專業人才。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組織並建構本校跨領域之教師社群，配合前瞻人才培育計畫之發展目標，於

所申請議題「環境能資變遷」的大前提下，建立有關極端氣候下桃園水環境變遷與調適

之相關課群，於課程規劃及執行之中，旨在養成跨域師資及開發創新具前瞻性之教學模

組，並以此培育多方位跨領域之全人人才。 

    計畫所探討目標主題為： 

一、 建立極端氣候之環境調適以因應水環境之變遷與發展。 

二、分析災害潛勢之相關資訊以促進防災管理。 

三、建構風險管理之社群參與機制以推動動態環境治理。 

四、籌畫桃園永續水環境與城鄉空間發展藍圖。 

五、發展桃園在地議題素養導向之新式教材、教法及教案。 

參、計畫推動重點、策略與方法 

本計畫即以本校老師長期的研究與實際操作的經驗為基礎，嘗試探討以桃園埤圳空間

網絡建制一個人文社會與前瞻科技之交互影響的可能性，企盼整合一個包含師資、課程、

教材、教案能夠完整闡述桃園的埤圳水資源景觀的風險社會與防災科技、綠能/能源價值。

本計畫之推動希望能因應國家重大政策發展方向與全球性環境重要議題，以結合產、官、

學和民間團體力量，積極協助政府建構一套都市防災、生態綠網，使其達成都市環境之

永續發展(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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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桃園市楊梅區富岡的水資源與城鄉發展構想圖 

配合本校教師教學發展中心積極推動專業成長活動，及高教深耕計畫創新教學法，致

力建立如教學工作坊、微型課程、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BL)課程、深碗課程、實作課程等，

以多面向之教學法、教材、教案結合，並與跨領域學分學程等方式活化及鏈結課程，以

培養學生之前瞻性及強化學生專長與趨勢、就業之結合。課程主題方向如下： 

一、韌性防災 

都市韌性(urban resilience)的論述已逐漸受到空間規劃專業的重視，特別是對氣候變遷

下的防災議題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對空間規劃專業而言，都市韌性的概念多表現在制度

面與執行面，特別是以都市為範疇的適應性管理策略。台灣在歷經多次的大型天災後，

目前是已定調「遠離災害、躲避危險」為最高防災指導原則，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態勢下，

除提升預警與監測的科學技術與研究外，平時就需掌握所有環境的基本資料與監測變異，

在災害來臨前提早提出警告，以避免災害造成生命財產的威脅。都市區域可以藉由科學

研究和模擬進行預測以提高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與復原能力，減少災害所造成的衝擊。 

因此，國際上在對應都市災害的議題上逐漸重視「韌性城市」(Resilience City)的概念，

強調城市即使經歷環境變動也能維持正常運作，城市必須有能力在遭受災害時，能快速

重組以回復生活機能和秩序。為了造就韌性城市，不僅是防災管理的策略要改變，城市

居民的觀念和行動也要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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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韌性城市防災決策流程 

如圖 2，美國都市政治經濟學者 K.A. Foster 依時間的推演，將韌性在空間專業的表現

界定為準備韌性(preparation resilience)與表現韌性(performance resilience)兩類，即「災害

準備期」與「災害表現期」兩個階段。回應社會經濟學的討論，災害準備期包含評估

(assessment)與整備(readiness)的動作，而災害表現階段則強調即時性的對應工作，包含應

變(response)與復原(recovery)的能力。一個具韌性的城市，應具備對不確定災害事前評估

與預備的能力，面對災害時能有適宜的應變，並在短時間內復原到有效率的城市運作機

制（可能是回到之前的運作方式，或是轉變進入新的階段）。這樣的迴圈持續進行，以

確保城市能妥善的回應各種潛在災害。 

鑑於以上，韌性防災計畫應建立系統化的運作機制，讓民眾面對災害能有應對的能力，

並能在災後快速且有效率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課程目標包含： 

1.淹水潛勢資訊的彙整與公開資料庫建置，能掌握歷年的易淹水地區地圖資訊。 

2.淹水即時資訊的推播，能在淹水期間掌握生活環境周遭的即時資訊。 

3.災害發生期的應對與教育訓練，當淹水發生時建議逃生撤退的方向與路徑的資料建立，

能在平時就掌握相關資訊。 

4.防災資訊站的建立，協助提供相關資訊、教育訓練、災情管理、災後重建等工作。 

 

二、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及溫室氣體排放等議題，近年來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因為

人類的活動，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氣候與環境的轉變開始影響到人類與地球的生

態系統，依據水利署氣候變遷水環境知識庫的統計，我國溫度每 10 年就增加 0.29℃，百

年來平均升溫 1.3℃，高於全球平均值；我國海平面 10 年間上升 3.1 公分至 4.5 公分，亦

高於全球平均值。此外，旱澇交替次數愈趨頻繁，往往缺水之後即能強颱豪雨，雨量差

距愈來愈極端，亦考驗我國的應變能力。由於臺灣地狹人稠，山高坡陡，加之降雨量集

中，河川長度短，造成降雨後大部分雨水即流入海洋，故水庫與相關之水利設施對我國

水資源的貯存與調節更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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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衝擊日益嚴重，溫室氣體排放及相關碳管理措施已成為國

際間產官學共同探討的重要議題，氣候變遷對於水資源的影響也日趨顯著，極端降雨及

乾旱發生的頻率也逐漸增加。因此，強化水資源相關部門之衝擊調適及碳減量之研究實

為重要。 

課程架構著重氣候變遷與水資源衝擊影響評估之模擬分析預警與因應，包含：(一)氣

候變遷相關介紹。(二)氣候模式推估未來之氣候。(三)台灣地區之水資源環境特性。(四)

水文統計與頻率分析。(五)水利資訊技術簡介。(六)水資源衝擊評估模式。(七)都市水文

模擬。(八)氣候變遷對水資源利用之影響與調適。 

 

三、整合性流域管理 

行政院於 2006 年核定經濟部研提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已於 2014 年實施

完畢。2016 年開始又有前瞻計畫之推動，繼續執行改善淹水之工程方案。但由於溫室效

應所引致之短延時、強降雨特性，以及極端氣候所引發之降雨時空不均與水量調配等問

題，則為當前仍待解決之重要課題。。 

如以流域整體經理思維來看，規畫及建立智慧化水情管理系統，可藉由連結氣象水文、

河川流量、水庫蓄水量、閘門及抽水系統等之即時監控資訊，結合物聯網應用之相關技

術，及佈設感測器收集大數據，使未來河川水情及河防安全之監控管理智慧化，可提高

河川及水資源管理之效率。 

面對上述日趨嚴峻的環境課題，世界主要國家皆積極推動水資源永續管理，並依據地

方特色發展多功能水域空間，以兼具防洪減災、水資源涵養、生態保育、休閒娛樂、環

境教育等功能（Chou, 2011; Goode, 2006）。由成功案例經驗可知，推動水域空間多功能

發展有賴於「全球思考，在地執行(think global, act local)」（Dreiseitl & Grau, 2005），其

宗旨在於公部門、專業界與社區三方合作，共同推動景觀與水資源管理（河水、雨水、

地下水、廢汙水）之相結合（Brown & Clarke, 2007）。簡言之，水域空間整合防洪、保

水、生態、休閒、教育等多重目標，而民眾參與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Brown et al., 

2009; Moran, 2007）。由以上說明可知，如何結合社區力量推動多功能水域空間是國際間

水環境永續發展的關注課題。 

水域空間擁有珍貴的水域生態環境與特殊的水岸人文歷史；城市中的河域空間往往承

載著人類文明發展，孕育著豐富多元且相互依存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資源。以都

市發展與水資源管理角度而言（如圖 3），早期水域空間因環境意識薄弱、經濟發展需求

或傳統防洪治水思維，而造成水質重度汙染、河道加蓋或截彎取直混凝化（即河道三面

光）等現象，因此河域往往成為都市中不被人們所重視的空間，河岸發展的軸線往往是

背對著水，而非面對著水。隨著環境意識興起及社會生活水準逐漸提高，原本負面的

「灰帶」空間轉變為「藍帶」空間，河岸發展的軸線逐漸翻轉，創造面對水的景觀空間

成為環境規劃設計的主要訴求（Breen & Rigby, 1994; 1996），此發展意謂著都市藍帶系

統所建構的「waterways city」成為進步城市的象徵。 

然而，因永續發展需求、水資源面臨枯竭與氣候變遷威脅等環境因素，都市藍帶系統

發展模式（即注重水域的環境品質、水質改善、水域休閒活動等）已不足以處理未來複

雜的水環境相關課題；建構水域空間的多功能性，以整合防洪減災、水資源涵養、生態

保育、休閒娛樂、環境教育等多重角色，即「water sensitive city」的核心概念，成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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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推動都市水環境永續發展的主要方向（Brown & Clarke, 2007; Brown et al., 2009; Feyen 

et al. (2009); Wong & Brown, 2009）。成功經驗顯示出「設計結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

是多功能水域空間的核心價值（Balsley, 2012），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使用者

（即人與生態）在此水陸交界地帶永續共存。換言之，水域空間發展思維從傳統單一功

能性考量，轉變為從水資源永續經營角度探討極端氣候變遷下地方風險調適與管理之社

會性地景建構與發展。 

 

圖 3 都市發展與水資源管理發展歷程 

課程架構著重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變遷與永續利用，藉由台灣 400 年來歷史發展之脈

絡及對水資源之需求，從環境背景、工程面向、氣候變遷及人文觀點等面向出發，介紹

台灣地區水資源之環境背景、歷年開發利用、開發上面臨問題，及如何因應環境變遷以

達水資源之永續開發利用等，完整說明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在不同階段所遭遇之情勢，

課程主題如下： (一)台灣地區之水資源情勢。(二)台灣地區水資源之環境特性。(三)台灣

地區之水資源利用及開發政策。(四)台灣地區之水資源開發面臨問題。(五)水資源開發相

關之水利工程設施介紹。(六)多元水資源開發利用措施。(七)氣候變遷對水資源利用之衝

擊。(八)桃園地區之水資源開發利用。(九)水資源環境變遷與永續利用策略。 

 

四、桃園水環境資源之前瞻特性 

桃園埤塘存在至少兩百年以上，數量達 3000 口，蓄水面積達兩萬公頃以上，而各埤

塘水圳流域總影響面積更遠遠超過 10 萬公頃以上。但是歷年來的都市化與工業化，主要

農業就業人口與稻作面積逐年減少，再加上政府都市計畫的實施，使得埤塘的面積急遽

變遷與轉型，桃園市埤塘之主要功能分為農業生產、生態保育、沉澱淨化、文化景觀、

休閒遊憩、防災保全以其其他特定目的等七大項(陳其澎 2002;2003;2009)。其永續性多元

價值早已是國內外學者專家所公認的普世價值。桃園的埤圳景觀的價值其實是多元：從

文化的角度，它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候選地；從生態的角度，它是一系列的生態體系；

從氣候變遷的角度，它更可以承擔防災避險的任務；從休閒的角度，它提供一套完整的

水與綠空間網絡；從城鄉規劃的角度，它更提供出具備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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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的水環境資源可以提供永續環境、永續經濟、永續社區等面向國土治理的前瞻計畫。

透過 

都市型態是不同歷史圖層之疊合，包含了對於未來的想像與臆測。在發展的歷程之中，

都市型態受到文化、經濟、政治等重要因素的影響之下，形成都市核心區域的遷移與再

整合的現象。桃園的歷史就是一部流動的歷史，從分配灌溉用水的埤塘與水圳，和積聚

水源的水庫。不僅只有地景的變化，這個地區的人民也因此跟著流動。這些人民與空間

流動的痕跡，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沉澱、交織在一起，對於都市型態的發展與變

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何呈現桃園市水資源與不同時期都市空間型態的疊合與流動現

象成為本課程方向的主要探討議題。課程主題如下：(一)都市型態與水資源環境圖資之收

集。(二)都市型態與水資源環境之數位分析。(三)解析水資源環境的變遷。(四)解析都市

空間之型塑。(五)比對都市型態的流動。(六)疊合都市型態與水患資訊。(七)水災潛勢區

域之預測。 

 

五、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整合 

基於本校長期在桃園地區針對水資源環境的各項研究、學術領域的經營，本計畫提出： 

埤塘作為一個空間中的架構，提供了地區潛力與議題的指認點；本計畫劃將打破相關

議題的分類方式，採用以社區需求與發展潛力為主體的思維模式，重新將：區域發展落

差、風險社會與防災科技、綠能/能源科技、永續環境經營等議題，以學校教學、研究、

共同創作等的方式，與社區居民共同從：資源盤點、發現問題與社區潛力、共同擬定行

動方案的策略為主軸，進行以經驗研究、行動研究為主體的研究、教學操作模式，如圖 4

所示。由於本計畫範圍內相關議題眾多複雜，執行初期將以針對不同「場域」的資料蒐

集、訪談與觀察等方法為主，用以在短時間內掌握社區內現有相關資源(人文、行政、學

術、社區)既有但未被發掘之潛力，與社區獨特且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配合本校長期經

營的各類雲端圖資、雲端資料庫，進行地理資訊比對、基礎田野調查與寫作。 

 

圖 4 行動方案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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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本期計畫預期能以桃園之埤塘、水庫、河川及水圳等水環境議題為主軸，建構極端氣

候下水環境變遷與調適之跨域師資及課群，並發展跨領域學習環境及課程。計畫關鍵績

效指標如下： 

關鍵績效指標 預期效益 

成立桃園水環境跨領域

教學工作坊 

 

 

 

擬成立教學工作坊如下： 

1.韌性防災工作坊 

2.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工作坊 

3.整合性流域管理工作坊 

4.桃園水環境資源前瞻工作坊 

5.教學實踐研究工作坊 

以期達成跨域師資團隊成員實質之合作交流與創新，在

各領域教師互補及共學研究下，開發前瞻議題之教學模

組。並在工作坊執行過程，招募並擴充合適之教師，建

立完整之跨域教師社群。 

開發跨域前瞻環境課程

模組 

藉由上述工作坊，研議現有之課程結構，發展大學部課

程之跨域科目模組，以利將來於第一期計畫中執行並整

合開設基礎及應用課程。 

研發具前瞻性跨域教法/

教案 

擬研發單元模組教學法及教案，並建立橫跨桃園市區水

環境之實境學習場域。 

伍、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 

時間 

進度 

107年 108年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第零期計畫籌備             

第零期計畫申請             

初期規劃             

計畫執行方式規劃 

召開計畫會議 
            

計畫執行             

執行成果檢討及 

產出成果報告 
            

第一期計畫籌備             

第一期計畫申請             

圖 5 第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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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大學土木工程博

士 

生態環境工程、流體力學在

土木、水利、環工之應用 

共同主持人 簡志峰 
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串連人文組與

工程組課程之

創新教法、教

材、教具、教

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育博士 

數位學習資訊教育、遠距教

學、課程與教學、服務學

習、教師專業發展 

共同主持人 周融駿 

景觀系副教授兼

文化創意碩士學

位學程主任 

人文群組課程

統整、工作坊

建立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規劃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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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規劃與設計、都市水環

境管理、社會性地景建構與

發展 

團隊成員 王雅玢 
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氣候變遷、碳

管理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博士 

循環型水資源回收中心能資

源整合 

團隊成員 張德鑫 
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水資源環境變

遷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水文學、水資源工程、水土

保持、渠道水力學 

團隊成員 林旭信 
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水災預測、氣

候變遷與水資

源衝擊模擬分

析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水利工程、水利資訊、氣候

變遷、序率水文、電腦輔助

工程 

團隊成員 林春元 
財經法律學系 

副教授 
環境相關法學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憲法、環境法、氣候變

遷法、法院研究、行政法。 

團隊成員 謝統勝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永續環境、地

理資訊 

英國雪菲爾大學建築博士 

綠建築設計理論與實務、永

續環境設計理論與實務、地

理資訊系統與永續城市規劃 

團隊成員 黃慶輝 
室內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都市空間模擬 

交通大學工學博士（土木工

程研究所建築組） 

建築與都市設計、人文理論

與數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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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張道本 
商業設計學系 

主任 
永續設計 

美國曼菲斯大學平面設計所

藝術設計碩士 

永續設計、整合行銷設計、

文字設計 

團隊成員 黃哲盛 
商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計畫之設計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博士 

品牌塑造、廣告策略、整合

行銷溝通、行銷美學、設計

與行銷 

團隊成員 彭文惠 
景觀學系 

主任 
都市設計 

美國賓州大學都市計畫碩士

暨建築碩士 

環境規劃與設計、景觀設計 

桃園縣第五、六任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委員 

團隊成員 劉為光 
景觀學系 

副教授 

風險管理與韌

性城市 

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系博士 

都市形態學、日常生活地理

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參與

式設計 105-107 台中市都市

更新總顧問 

團隊成員 連振佑 
景觀學系 

助理教授 

課網組構、工

作坊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博士 

社區設計、設計思考、參與

式規劃設計 

主持 105-107 年度桃園市社

區環境空間營造計畫。 

團隊成員 陳正庸 
景觀學系 

兼任講師 
地理資訊系統 

都市設計、地理資訊系統、

災害管理 

兼任助理 待聘  協助資料彙整  

兼任助理 待聘  協助計畫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