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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接協會與交學會的理事長心境 

 

2018 年 1 月 5 日，接擔任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第七屆三年任期的理

事長職務。3 月 24 日，卸任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六、七屆合計四年任

期的理事長職務。接任協會與交棒學會之理事長職務，這三個月交接期

間，讓我忙翻了，心力頗感交瘁。有感動也有感慨，從融合到磨合，從可

放手到需接手，自己想快走別人走得慢，這是我接任協會後的低沉心境。 

儘管在如此的心境中，我意外發現，學會與協會兩個團體，創會的理

念、專業的課題、參與的會員、團體的規模等，相似度頗高。希望全體會

員、理監事們、同行同好們，以及死黨朋友們，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能以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卸任理事

長的自在心情，繼續自願出力回饋給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的會務事業。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2018 年會務，其實已在盧武雄秘書長帶領下，啟動四個執行委員會年度工作。

學術委員會陳海曙主任委員，負責接洽與執行台北市環保局資源循環科，有關「台北市提升公廁清潔

維護品質」之研究計畫；會員委員會吳孟倩主任委員，已經邀約多位個人會員、幾家團體會員之新增

會員；資訊服務委員會吳可久主任委員，著手製作行銷本會之簡介摺頁，四月底前提出成果；技術宣

傳委員會莊恩智主任委員，正構思年底前舉辦「高齡社會居家衛浴與保健」、「社會住宅之衛浴空間與

設備」等暫定主題之講習培訓。 

理事長期待四個執行委員會的既定年度工作計畫，包含近期執行的研究計畫、新增會員、簡介摺

頁、講習培訓，須能如質如期實踐，貢獻會務事業。理事長也期待盧秘書長協助，能在協會會址，督

導整合會務，定期召開四個執行委員會工作會議，成為本會今後運作會務的新制度。如此才易配合召

開年度各次的理監事會議，顯現有進度與成果之績效會務。理事長能勇於盡責，會務人員需勇於承擔，

讓我們團隊均有面子，向本屆全體會員、理監事們，有尊嚴的清楚交代。 

3 月 24 日，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召開年度會員大會之際，就是我卸任學會理事長職務之日，也是

我接任協會理事長後，可以跨出大步走路日。以此自許，與大家互勉。 

 

理事長 黃世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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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2018 年 1~3 月大事記 

秘書處 

日期 單位 主要記事 

2018.01.05 秘書處 

假將捷集團總部第一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6 號 17 樓) 召開第屆七第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討論案 

一、辨理本協會第七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的選舉事宜 

二、辨理本協會第七屆理事長的選舉事宜。 

三、移交程序:檔案、財產及人事等有關清冊一式三份預計 107.1.12 移交新任團隊，

由盧武雄秘書長監交。 

四、秘書長及各位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聘任事宜，提請討論 

五、召開本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日期 

2018.01.16 秘書處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2F n212 會議室) 

日期:107.1.16(二)09:30 

議題:台北市公廁管理改善建議 

2018.01.19 秘書處 假新生南路福華公教會館地下一樓風尚咖啡招開第七屆第一次的工作會議。 

2018.02.02 秘書處 

假神旺商旅（南京東路店）二樓餐廳，召開洽商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台灣衛浴文化協

會，聯合舉辦專業研習培訓班計畫 

日本友人：松本台灣分公司篠原啟祐董事長、上田尾一憲部長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黃世孟、杜功仁、潘峙良、陳婉玲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黃世孟、盧武雄、吳孟倩、陳海曙、吳可久、劉玉玫 

會議重點： 

一、保潔業務的橫向整合服務與業務對接，邀請新津春子來台專題演講 

二、日本保潔專業課程的規劃引入，設計階段的保潔、養老及無障礙專業導入 

三、學會、協會與 KBC 學園沖繩專業訓練學校之專業交流計畫 

2018.02.08 盧秘書長 
新加坡產業調查中心，專訪秘書長盧武雄，有關台灣使用淨溫馬桶觀念、淨溫馬桶普

及率，本會提供淨溫便坐彙整資料 

2018.02.12 
學術 

委員會 

籌組完成學術委員會，委員群組：副主任委員：廖婉茹，委員：李孟杰、詹肇裕、簡

君翰 

2018.02.12 
會員 

委員會 
籌組完成會員委員會，委員群組：吳旻熹、廖婉茹 

2018.02.12 
技術宣傳

委員會 

籌組完成學術委員會，委員群組：副主任委員：楊燦銘，委員：古逢桂、徐一平、呂

思忠、許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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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2 
資訊服務

委員會 
籌組完成學術委員會，委員群組：副主任委員：李美慧，委員:王瑄、謝瑩奕、古京讓 

2018.02.21 
陳學術 

主任委員 

擔任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多功能廁所建置及標示專案會議」委員並出

席會議 

2018.02.23 秘書處 
理事長召開第二次秘書處工作會議，秘書長、執行委員會(學術、技術宣傳)主任委員

出席，確定年度四個執行委員會之工作項目及經費編列 

2018.02.27 

第七屆第

二次理事

會議 

召開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第七屆第二次理事會議 

會前專題演講： 

主講人:杜功仁(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講 題:林口社會住宅與物業管理之現況發展 

2018.03.02 
理事長 

黃世孟 
擔任評委，參加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共住宅戶委託管理維護案」廠商評選會議 

2018.03.09 
理事長 

黃世孟 

主持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自辦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研究會，第三

次會議 

2018.03.12 盧秘書長 協助並擔任外貿協會 2018 年越南臺灣形象展參展作業規範之執行窗口 

2018.03.19 
資訊服務

委員會 

主任委員吳可久，製作本會簡介摺頁內容(草案)，提供各主任委員大家開會討論，由

盧秘書長負責統籌製作 

2018.03.23 盧秘書長 

秘書長盧武雄通告本會全體會員，並代表本會參加 Panasonic Homes & Living 衛浴

參訪與專題研討 

專業講師｜Panasonic 衛浴商品負責人 李蓁蓁 

活動日期｜107 年 3 月 23 日（五）15:00~17:00 

課程地點｜台北設計建材中心 7F 資源中心（台北內湖區新湖一路 185 號 7F） 

2018.03.23 
理事長 

黃世孟 

理事長黃世孟、常務理事林長勳等多位本會會員出席 2018 年台灣菊水公司(本會會員)

新春發表會，認識建築物安心、安全之新建材、新工法 

地點：圓山大飯店 10樓 松柏廳，開始:17:15~18:15 

宴會：18:30~21:00  

2018.03.24 
理事長 

黃世孟 

理事長黃世孟主持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卸任台灣物業管理學

會兩屆理事長職務 

大會專題研討主題：社會住宅與物業管理 

專題演講：台北市公共住宅之興辦與物業管理 

講  者：羅世譽 總工程司（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題演講：林口社會住宅與物業管理 

講  者：杜功仁 秘書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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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組合式整體衛浴工廠之參訪 

常務理事 陳海曙教授 

一、前言 

住宿建築的衛浴間乃是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場所，除了提供基本衛生設備器具使用外，尚需要具

備防濕、防潮、易清理、好維護、冬天防冷之特色。近年來，日本由於高齡時代的來臨，以及因應工

資成本上漲、建築工程環境減廢的觀念，組合式整體衛浴已成為重要的設計對策，因此這幾年日本住

宅、醫院、安養機構、老人宿舍等之衛浴間，普遍採用組合式整體衛浴。由於組合式整體衛浴可以縮

短工期，免去施工材料工地的堆放空間，具備滿足高齡者需求的防滑地板及扶手，以及易清除毛髮之

排水口設計、內裝材樣式多可自由選擇等好處，因此許多既有建築之老舊衛浴間也都重新改造成組合

式整體衛浴間，讓居家生活更舒適、健康、安全。 

日本組合式整體衛浴優點很多且使用很普遍，是早期之整體衛浴(unit bath)之進階版，但是由於

台灣相對上卻仍較陌生，因此台灣衛浴文化協會於 2017 年 10 月之日本參訪行程，特別安排實地參觀

了 Panasonic 與 SEKISUI 的組合式整體衛浴工廠，欲透過這次現場實際學習與交流，能增進台灣對衛

浴領域技術與空間設計的知識。茲將這次日本整體衛浴工廠之參觀心得做以下之報導，與大家分享。 

二、整體衛浴發展史 

日本業界早於 1963 年(昭和 38 年)發表了第一個日本製造的塑料浴缸，但遲至 1968 年(昭和 43

年)才出現供單棟住宅用的簡單型之整體衛浴。之後在 1978 年及 1979 年將整體衛浴與矽酸鈣板牆結

合並更加舒適化。1984 年(昭和 59 年)有了廁浴合一的整體衛浴。之後經過多年對老人衛浴之研究，

終於在 1997 年(平成 9 年)至 1999 年得到多項優秀設計獎。2000 年發展出專供集合住宅使用之整體

衛浴。2003 年至 2010 年整體衛浴又不斷改進而更具設計感，並發明修長形之排水口，更便於維護。

2013 年適合用於安養院及醫院的整體衛浴上市。2014 年至 2017 年發表了多功能整體衛浴上市，以

及附有各種輔具的整體衛浴。 

三、組合式整體衛浴之特色 

日本的組合式整體衛浴之普及率已超過 95%，傳統的貼磁磚浴室也曾是日本浴室的主流，而由世

界最熱衷洗澡的日本人不斷鑽研改進，已發展出許多先進之浴室技術，全部展現在現今的整體衛浴中，

其特色說明如下。 

(一)組合式整體衛浴的構造及工藝 

組合式整體衛浴構造及工藝，與傳統衛浴全部現場施工方式是大相徑庭的。因為壁面、地板、天

花板、門窗、龍頭等浴室的各個組成部分，於工廠在嚴格管控下完成生產後，再運至施工現場於住宅

內由專業人員進行組裝。與建築壁面之間保有空氣層，使浴室有著良好的恆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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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材質地板  

為讓衛浴間之地板乾爽潔淨、輕鬆清潔，組合式整體衛浴採用特殊材質的地板，沐浴後地板積水

可輕易流走，可在極短時間達到乾燥，且也較不易結垢。地板採用 FRP 材質防滑壓紋加工技術，可減

少滑倒以避免造成的傷害。由於地板能保持清潔乾爽，使得赤腳踏上地板也感到舒適。甚至在寒冬也

不會感覺腳部冰冷，可以享受赤腳淋浴的樂趣。 

FRP 材質防滑壓紋地板 

(三)易清潔的排水口 

組合式整體衛浴採用特殊設計的地板排水口，使地板積水能夠順利流出。有方便毛髮髒物處理的

簡單構造，用單手即可完成拆卸的附手柄過濾網，讓毛髮髒物輕鬆分離，免去處理的麻煩。 

特殊設計之地板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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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的氣密門 

組合式整體衛浴之浴室門採氣密設計，提高衛浴空間的保溫性。玻璃門採強化玻璃，不會導致傷

害，並在開關處設計不易夾傷手指的安全構造。在門口處地面不設高低落差，十分安全。如果發生意

外有人倒臥在浴室中，無法推門而入時，可以將浴室門整個卸下來進行救援。 

(五)牆板 

浴室內牆面使用堅固且不易髒汙的鏡面板，可長久保持如新狀態，也不會在冬天讓人感覺寒冷。

牆板設計樣式豐富且經久耐用，幾乎不會老化，接縫處也非常細微，不易結垢髒汙，一擦就乾淨。如

果一段時間想改裝新樣式，與需要重新貼磁磚的傳統浴室相比，改裝工時短，效率高且更加經濟實惠。

牆板能夠隨家族年齡及生活方式的改變隨時重換，這是組合式整體衛浴之一大特長。 

堅固且不易髒汙的鏡面牆板 

(六)淋浴器具與置物架 

採用花灑龍頭，以及可自由調節高度的手持蓮蓬頭，身高矮的小孩童亦可舒適自如操作。設有置

物架，可擺放沐浴乳、洗髮精等各種洗浴用品。寬敞置物架，清潔起來也非常簡單。 

四、衛浴空間單元 

組合式整體衛浴空間單元，依據各國不同廁所沐浴文化，分為(1)亞洲樣式之 3 點式高級版衛浴室，

(2)日本樣式之附加座椅浴室，(3)看護或獨立支援設備浴室。 

亞洲樣式之 3 點式高級版，是分成浴缸、洗臉盆、馬桶三個器具組成之整體衛浴空間單元，或是

淋浴附浴缸型之整體衛浴空間。空間尺寸分別有內尺寸為 2400x2000，外尺寸為 2550x2150；內尺寸

2400x1600，外尺寸為 2510x1750；內尺寸為 2000x1600，外尺寸為 2150x1750；內尺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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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x1600，外尺寸為 1950x1750；內尺寸為 1800x1400，外尺寸為 1910x1550。 

日本樣式之附加座椅浴室，是分成基本空間單元，或是可自主選擇訂製之框架式空間單元，以及

中高層、低層集合住宅用衛浴單元。空間單元尺寸分別是最大的內尺寸為 2500x1600，外尺寸為

2580x1680；最小的內尺寸為 1600x1600，外尺寸為 1680x1680 共七款。以及內尺寸為 3400x3300，

外尺寸為 3480x3380。以及最大的內尺寸為 2250x1600，外尺寸為 2330x1720；最小的內尺寸為

1400x1000，外尺寸為 1510x1150 共 9 款。 

看護或獨立支援設備浴室，分為縱向置放式浴缸、橫向置放式浴缸、無浴缸三種單元型式。單元

空間之尺寸，最大之內尺寸為 5000×3300，外尺寸為 5090×3390；最小之內尺寸為 1600×1200，

外尺寸為 1700×1370，共 16 款。 

看護或獨立支援設備浴室(由游名譽理事長夫人親自測試體驗) 

五、組合式整體衛浴施工優點 

（1） 不漏水：組合式整體衛浴自備兩至三層的防水構造，不會造成滲水，更不會出現因樓下滲水產

生的糾紛。防水構造有浴室內側壁面與地板的防水矽膠；壁面與地板的防水墊條；浴室外側的

防水立擋板。在日本的高層公寓，都已不用在整體衛浴的底部再次進行防水施工，由此可見整

體衛浴防水性受信賴之程度。 

（2） 無投訴：組合式整體衛浴經日本高品質的設計，且在品質嚴格管控的工廠中完成各產品元件的

生產，再以元件配送至工地現場。在現場只需要進行組裝，因此可以做到大量供應高品質的產

品，且以乾式工法施作，施工現場乾淨，施工後零廢料，減少工程垃圾，是符合綠建築減廢指

標，且可縮短現場工期，減輕工地管理的繁雜程序。 

（3） 解決工地專業人員不足難題：組合式整體衛浴元件本身是質量確保、無接縫的底盤。傳統式浴

室以施工現場人工切割、黏貼磁磚方式，需要仰賴有技術專長的工人，易受到工人欠缺，或工

人學會技術後可能離開營造公司，或員工薪支高漲等因素影響施作品質。由於組合式整體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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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施工技術相對簡單，可由通過指定講習的合格技術人員進行組裝，因此不會出現因為工匠

手藝不同而產生品質上的落差與不確定。 

（4） 工期縮短：傳統式衛浴施工，在現場包括做防水工程、切貼磁磚、器具安裝施工等，需要 21

天完成才交付使用。組合式整體衛浴在現場的工程，只包括排水配管施工及設備裝配施工，僅

需要 1～3 天就完成交付，且可縮減 18 天×2人＝36 人日的費用。節省下來的費用，可用於提

供品質更加優良的產品。此外現場工期的大幅縮短，更能夠贏得客人的滿意。 

（5） 提升建案價值：組合式整體衛浴具有不會滑倒的地面、安全的浴門、與大學產學合作研發技術

等特色。可說是對從小孩到老人，貼心考慮各年齡層族群安全設計的高級整體衛浴。 

（6） 也適合於投資型及租賃用房屋：近來房地產投資買家對公寓及大樓住宅的高品質、耐久性有了

更高的追求，不僅是重視表面的豪華，更要求資產價值的提升，而組合式整體衛浴正好滿足了

這個需求。此外，組合式整體衛浴具有持久耐汙抗髒的特點，對租賃用住宅來說再適合不過，

能給居住房客留下乾淨清潔的好印象，增加出租成效。 

六、結語 

本次能至日本大阪大廠牌組合式整體衛浴工廠的現場實地參訪，才確實瞭解到為什麼日本住宅或

旅館或安養機構的衛浴空間總是那麼清淨、乾爽，原來都是拜日本整體衛浴發展出組合式施作技術與

工法所賜，讓浴室地板不再漏水到樓下去，且所有施工都在同一層樓，施工快速，因此降低施工困難

度與成本。且維護清潔的人力與成本降低，建築空間的衛生與健康能夠輕鬆實現。台灣是個潮濕氣候

的國家，台灣國人也是有喜愛洗澡的文化，因此衛浴空間須保持乾爽，以及清潔維護工作減量，並且

兼顧防滑安全，所以高齡住宅改善採用日本技術成熟高品質之組合式整體衛浴，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解

決方案。 

 

參考資料 

1. SEKISUI Corporate Information，SEKISUI HOMETECHNO. CO.,LTD，积水 HOME TECHNO 有

限公司，2017 

2. 積水整體衛浴，積水 HOME TECHNO 株式会社，積水集成衛浴（沈陽）有限公司，2015 

3. SEKISUI 介護自力支援設備ウエルス，積水ホ-ムテクノ株式会社，2015 

TSUMUGiE TECHNOSTRUCTURE，Panasonic Builders Group，2016（平成 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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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泉佐野長照設施參訪摘要 

理事 張良瑛建築師 

    開發業主為社會醫療法人榮公會之三類長照設施：佐野紀念病院/介護老人保健設施、高齡複合設

施(榮公泉佐野) 、特別老人養護之家等，是這次參訪之案例，摘要如下。 

一、佐野紀念病院/介護老人保健設施 

1. 基本說明 

    醫養結合之養老設施，腦科整形外科醫院為中風後出院病人短期療養為目的設置，為輔導出院病

人恢復正常生活機能短期照護功能之中繼站，一般約可住院停留 3-6 個月，有政府補助。 

    2. 空間內容 

        1F , 2F 為醫院診療空間及醫務室。3F 為療養復健設施層及病房，為四人房，無衛浴空間為主，共

18 間；單人套房 8 間，二人房 2 間。4F 為短期療養病房，以四人房無衛浴空間為主，共 18 間；單人

套房 8 間；二人 2 間。共 55 位入住者，照護者(3F+4F)53 位，最多可入住 84 人。鋼筋混凝土造，地

上四層，總樓地板面積 7440.62 ㎡。平面及建築外觀如下。 

建築外觀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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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概念說明 

    陽光對剛出院之高齡者療養非常重要，故將恢復療養單元設置於較高樓層，可以引入大量自然光

源，並採二處內庭式設計，引入中央區充足的自然光。因入住者仍處療養狀態，留設露臺提供入住者

增加日光接觸機會，及提供戶外視覺景觀。但限於較低度之戶外使用，上下層露臺可形成垂直視覺可

及性。樓梯之使用亦受到管制。 

採光中庭設計 

    因為用餐為老人重要活動之一，於四樓療養住宿單元區之公共空間以餐廳為主，除集中型用餐空間

外將用餐空間分散設置，但因用餐分散則需增加監護之人力。 

小型用餐空間 

第一逕

中庭 
第二逕

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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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空間在三樓及四樓平面安排因採光面有限，以房間之採光為主，在中央區設置分段挑空平台，

漸次引入日光，並區隔露臺之私密性。靠道路第一逕中庭露臺以視覺景觀為主，第二逕中庭露臺則布

置為可生活使用之戶外空間，包被性良好，提供高齡者質優之立體外部空間選擇。 

三樓與四樓平面說明圖及露臺 

    建築外觀採用明亮白色並以跳動大小不一之開口，表現活潑意象，在每個單元中除正常開窗外，

加入靠近地面之進氣窗，打破規律的垂直水平立面，增加立面變化，也避免了機構式建築的沉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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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處門廳考慮高齡者之接送上下車之便利性，均留設有頂蓋之車道川堂，並有良好安全之欄杆

及人車分離出入方向規劃，更考慮在門廳處設置等候桌椅，方便高齡者及家人等候。 

建築外觀與入口設計 

    一樓復健診療診所可對外營業，因診所之採光要求較介護空間低，故設置於一二樓，並減少干擾

到介護區。 

復健診療空間 

    高齡者使用之地面材質，應設定防滑係數下限及摩擦係數上限，避免滑倒或因老人步伐較小， 阻

力太大而絆倒，同時亦須避免引起過敏之材質，一般以經過防異味處理之 PVC 地坪為主。 

地面 PVC 材質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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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逕中庭之連結通道旁設有出挑綠化平台供觀賞，但亦考慮維修設置出入門，落地窗須加防護

踢腳避免輪椅靠近玻璃發生危險。 

    樓梯間出入口為顧及安全及管理，均以密碼鎖管制，僅有員工能使用，入住者須由照護人員陪伴

方能進出，梯間內還留設輪椅放置空間及輔具吊掛位置。 

樓梯間出入口 

    因為其多數使用者以剛離院病人為主，多為須要護理人員照護入浴及如廁，因此四人房單元不設

廁所，是考慮到病人階段性變化之單元需求。 

    四樓設置大型洗澡空間，可完全自動操作入浴，減輕照護人力負擔。其他公共設施較少，並按每

層之入住者需求不同設置衛浴空間，減少設置費用之浪費。 

四人房單元及大型洗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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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複合設施(榮公泉佐野) 

1. 空間內容 

1F 為大廳 接待 復健室 行政辦公室。2F 為居室食堂及復健診療所 (對外開放)。3, 4F 為 50 戶單

人套房。鋼筋混凝土造，地上四層，總樓地板面積: 2970 ㎡。以需及生活支援之高齡者為主要服務對

象。此棟住戶之要介護更換頻率較高，一般因去世或住院，若因住院離開會保留 3-6 個月再另租，亦

可自費入住，若自醫院移出無處可住者則可租用，由政府提供補助。 

2. 設計概念說明 

本設施為接續短期照護後之需要介護及生活支援之長期照護為目的而設置，以出租方式租用，較

著重在滿足生活機能為考量。 

 

 

 

 

 

 

 

 

 

 

 

 

                          
 

 

 

 

 

 

 

   

建築外觀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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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以高齡長期生活為主，室內採用之材料均符合長照設施所規定之材質及設備，設置空間尺寸

亦須完全符合輔具設施之需求，室內除公共空間均必須引進自然光外，所採用燈光照明亦須符合溫暖

人性化之空間情境要求。 

 

 

 

 

 

 

 

 

 

公共空間與室內單元 

    單人套房坪均面積約為 10 ㎡，公共設施之面積控制精簡，不做多於設施增加管理維護成本。 

二樓復健診所拉高樓層高度，並將斜屋頂處理為景觀牆，塑造梯廳景觀豐富性。一樓設置復健診所對

外開放，可增加營收減少管理費用。 

                                  

 

 

 

 

                                               

                            

 

 

 

 

 

 

 

 

 

 

交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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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數量控制在每層集中設置食堂，但食堂周邊設置污物洗滌更衣空間及廁所，讓高齡者更

有訓練生活自理能力之機會，並方便自行處理衣物髒汙問題，顧慮到高齡者尊嚴。 

三、特別老人養護之家 

1. 基本說明 

為一複合式之特養之家，包括特別養護常住 30 人，日照中心收納 35 人，失智者之家 9 人，以及

為了遭家暴之高齡者暫住設置 7 單元(由地方政府補助 1/2 費用)。特養單元多數為四人房，共五間，每

單元設有一廁所；單人套房有 10 間。 照護人員專任 57 位，兼任 30 位，與被戒護人比例約 3/1。 

2. 空間內容 

    1F 為門廳 , 日照中心食堂及作業訓練室 行政空間 浴室。2F ，3F — 5 單元四人套房(附衛生設

備)  10 戶單人套房 及三處小食堂 照護者二人住房。3F 為失智者之家單人套房 9 間(group home ) 

家暴安置所單人套房 7 間 行政辦公室。4F 為行政空間及員工休息室。鋼筋混凝土造，地上四層，總

樓地板面積: 2899.04 ㎡。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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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概念說明 

因特養病人也需要常曬太陽增加抵抗力，設計時以天井引入自然光，並將建物量體層層退縮形成

露臺，並塑造為包被式休閒平台增加使用之安全感，也較不被強風影響，同時上下樓層退縮之露臺也

可增加病人休憩時視覺上垂直移動之可能性。 

天井引入自然光 

由於基地位於大阪郊區，基地仍不如鄉村之開闊，因此在面寬有限之基地引入自然光及維持自然

通風，為養護設施重要設計議題，控制樓層高度及設置小型天井有很好之天光引入效果。 

    仍以分散設置用餐空間方式增加入住高齡者參與人際互動之機會。用餐空間與小採光天井之配合

引導了十分人性化之空間尺度及家居氛圍。 

    特養病房部分設有護理站。日照中心之活動是由照護人員引導活動。 

因考慮需長期養護之病人心理上有在家的感受，在材質色彩的選用上使用原木質感，引入自然光

的天井也種植栽，與分散小型用餐空間塑造像家的尺度與氛圍。 

    馬桶設置方向須顧慮病人進入使用之方便性。 

 

     

 

 

 

 

 

 

 

 

 

 

 

特養單人房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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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設置休閒花園增加讓病人可以曬太陽之機會，也同時可供設置外牆通風口以增加室內空間之

換氣。 

 

 

 

 

 

 

 

 

 

 

 

 

 

屋頂花園及失智老人之家及家暴安居老人之家 

內部及平面圖 

失智老人之家 家暴安置老人之家 

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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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之失智老人之家於電梯處及設有管制口，但仍以原木暖色之設計以顧及入住者感受，一樓設

置大型活動空間及共用洗浴空間，作為日照中心使用。 

4. 長照設施造價變化及影響因素 

    關於，依經濟走向而有調整，例如特養之家於 2010 年之平均建造費用為 12,500,000 日圓/人，

政府補助之基準面積則因稅收不佳由一房單元 13.2 ㎡調降至 10.65 ㎡ 3,250,000 日圓/人，因此雖因

經濟下滑，造價本來應降低，但因補助減少反而吃緊。 

四、結語 

1. 長照設施之設計必須清楚理解使用者入住之狀態及管理介護者之人員營運調度管理方式，而據以決

定公共設施之比例及內容，以及入住單元的人數、配備及空間尺寸。因為高齡者身體及心理狀況之變

動會因階段不同而有所差異，更直接影響了戒護及營運管理模式。 

2. 設施內空間的尺寸大部分會根據高齡使用者與輔具移動及使用時之需求訂定 因此對輔具尺寸之理

解亦是重要之關鍵。 

3. 介護空間之設計存在著人性與管理間的衝突，在櫔木縣看到之長照設施案例，是開放基地周邊， 在

設施內設置社區共享的公共空間咖啡吧、木工房，地面層也有自由進出的落地門，完全擺脫機構式印

象。當然因為基地位在鄉村郊區，與鄉村社區的鄰里關係若維持良好互動，對入住之高齡者是最佳的

心理支援。當位處於大阪這種高度集中的地區，(參訪的高齡者複合設施案例也是處於佐野郊區)，較內

向式的規劃確實較容易落實管理，節省戒護人力，甚至不太鼓勵使用直通樓梯，都必須由介護人員輸

入密碼方能通行，在人性空間需求的塑造上自是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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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腳踏車世界 

監事 張俊哲建築師 

    走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城市的街頭，舉目望去都是一群群騎腳踏車的人們。個個精

神飽滿、舉止優雅。 

    交通工具的使用跟交通系統的規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跟交通使用人的守法意識更有絶對不可分

的關係。站在荷蘭城市的十字路口，你可以感受到「行人」是絶對被尊重，過馬路如果沒有紅綠燈時，

一切以「行人最優先」，腳踏車次之，其他車輛最後。只要有行人穿越馬路，車輛一定讓「行人」先

行。 我們住的民宿，每天出門時都會經過一段道路施工區，在穿越道路時，工地指揮人員只要看到「行

人」靠近，將所有各類車子（含腳踏車）都一律停止等待行人通過後才放行。當然，這裡的「行人」

遵守「行」的規矩，行走「人行道」不會闖「車道」，才會被「駕駛人」尊重。 

    大家都知道荷蘭是一個低於海平面的國家，到處都是運河及沿著運河岸興建的住家（詳照片 1~3）。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由於建築物建在木基樁上，所以荷蘭看不到地下捷運。輕軌的建立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是

一個「因地制宜」的最佳典範。又由於荷蘭對環境的維護、減碳節能非常重視，所以大力推動使用腳

踏車，使腳踏車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健身器材。如今在上、下班時間，城市街道上擧目都是腳踏車車

陣，每一個騎腳踏車的騎士個個精神飽滿，因為每日都在運動自然身體健康，也可以少一點上醫院診

所（詳照片 4~7）。 

                        照片 4                             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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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6                               照片 7 

    誰有獨立的使用空間，誰就是主體。臺灣到處要求興建汽車及機車停車場，路邊到處劃設路邊汽

車停車格及機車停車格，所以臺灣的交通主體是汽車、第二是機車，也就是說臺灣的「馬路」是為汽

車及機車而設。行人、腳踏車是馬路的附屬品，『行人優先』這句口號更是諷刺的台詞。 

    在荷蘭我所停留的各都市，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馬斯垂克⋯ ⋯等，個人交通工具，極目所致都

是腳踏車，為了推動「腳踏車文化」在重要的交通聚集點設置「腳踏車専用道」、「腳踏車停車場」、

「腳踏車専用穿越聯通道」。所有在別的國家城市為汽機車設置的停車設施，到了荷蘭的城市全部則

以腳踏車的行走、停放為考量重點。在這些城市的重要交通樞紐，沒有設置汽車停車場，卻設有超大

的脚踏車停車場（詳照片 8）。政府明確的告訴市民，腳踏車是主要交通工具，只有腳踏車才能享受

政府的公共設施，其它私人運具⋯ ⋯有限，甚至沒有。 

照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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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停留居住的民宿是位於住宅區，可以看到家家戶戶都有好幾輛腳踏車鎖在門外（詳照片 9、

10）。這裡沒有 U-Bike 更沒有 0-Bike，每天早上都是騎自己的腳踏車送小孩或陪小孩騎車去上學，

自己再去上班。 

                   照片 9                                     照片 10 

    以下檢附荷蘭政府為推動使用腳踏車所做的努力實例，因為有這些努力腳踏車才能成為荷蘭國家

都會區的基本交通工具。 

(一)、鹿特丹火車站廣場（照片 11）前後站沒有汽車地下穿越道，汽車必須繞著車站的外圍行走。但

設有腳踏車専用停車場及連通道，腳踏車上、下使用電扶梯，減少騎士上下的負擔也加快運送流量，

其外觀配合車站、廣場形成一體而美麗舒適（詳照片 12~17）。  

(二)、荷蘭的交通號誌，明顯但不巨大，絕對不會有礙街景（詳照片 18）。 

(三)、腳踏車専用停車場設置上、下専用車道。人行處旁邊設置車輪導溝，方便牽著腳踏車上下（詳照

片 19~24） 。 

(四)、各交通轉運點，設置大型腳踏車停車場（詳照片 25～28）。 

    當然腳踏車沒有車牌，所以需要各自保管，為了避免被借用而找不到「愛車」，每個人在車上都

會備有鐵鍊鎖，不用時就綁在鐵欄杆、燈桿⋯ ⋯等（詳照片 29），只要是固定物都可以使用，縦使在

腳踏車停車格上，一樣套上鐵鍊（我想因為沒有車牌，應該也是一種識別證），所以腳踏車、車子的

停放也是都市的一大奇觀（另類的景觀）。 雖然有時會感覺有點零亂，但是使用人都會想盡辦法不要

去妨礙行人通行（詳照片 30~31）。 

    荷蘭這個國家在旅遊名氣，雖然沒有鄰近的法國、德國、英國⋯ ⋯等大，但他的陽光、有禮、美麗

卻是不同於其他大國，也是一個值得旅遊或是自助旅行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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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1                              照片 12 

                    照片 13                              照片 14 

                    照片 15                              照片 16 

                     照片 17                              照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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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21                                 照片 22 

                    照片 23                                  照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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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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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壇 

新舊交融-談日本京都平等院與新建鳳翔館的環境關係 

名譽理事長 游明國 

一、平等院簡史 

    座落於日本京都府宇治市的平等院是十一世紀日本最有權勢的貴族―藤原賴通所修建的一座別

墅。當時民間普遍信奉佛教，貴族藤原為了逝世後到極樂西方世界，便將別墅擴建城天台宗的寺院佛

堂供奉阿彌陀如來佛，此阿彌陀堂後來更名為「鳳凰堂」，因其屋脊上左右有一對鳳凰銅鑄雕塑而得名。

鳳凰堂內部供奉阿彌陀如來佛與 52 尊菩薩，及其他有關佛教文物，至為珍貴。 

 

 

平等院主寺(相片取自網路) 

    據記載，平等院落成於西元 998

年在日本的歷史朝代中是屬於平安

時代，平安時代是日本天皇遷都京都

起算約在 794 年-1192 年。而這個時

期與中國唐朝(618 年-907 年)、宋朝

(960 年-1279 年)是界於唐末宋初時

期。唐宋在中國歷史上又屬於經濟最

富裕年代，國富民安，在文化藝術和

建築的創作興建上最有成就。看到京

都的平等院建築，雖然沒有做什麼精

心研究和比對，但從其外觀的結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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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構造方式看平等院後側與通橋起來，其屋簷的起翹出挑、朱紅的梁柱、建物的基盤，以及整個建

築群落的主從布局而言，可以說受唐宋中國建築的影響應該是很深的。 

二、平等院的文化價值 

    平等院的鳳凰堂除了木構建築是日

本保存良好外，其收藏的雕刻、繪畫和工

藝品等是日本國寶級的聚集地。鳳凰對日

本的重要性可以從日本 10圓硬幣背面就

以鳳凰堂的建築立面浮雕做圖案；日圓萬

元紙幣的背面則以鳳凰銅雕的圖像為主

圖案，可見平等院在日本的文化和歷史的

重要性，及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公元

199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指定京

都古都的建築及平等院等為「世界文化遺

產」，可知其在人類歷史文化中的價值與重要性。 

    平等院的園區範圍相當大，除了其代表建築鳳凰堂外，還包括面北側的養林奄書院、淨土院、羅

漢堂、不動堂、最勝院及觀音堂等傳統舊建築群；南側則有鐘樓、南門，及新建的鳳翔館(博物館)。 

三、鳳翔館設計的挑戰 

    平等院蒐集了許多日本國寶級的菩薩雕像

雕刻、繪畫與工藝等古物。原存放於 1965 年興

建的寶物館，但因建築已呈老舊、空間不夠、

設備也缺乏現代科技的融入，乃有新博物館之

倡議，日本政府遂於二十世紀末委由日本千葉

大學建築教授及建築師栗生明擔綱整個博物館

的規劃與設計。 

    在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古蹟建築旁要蓋一棟

新建築，最重要面臨的課題： 

1. 如何做到新舊融合？ 

2. 舊建築是ㄧ千多年前的古式建築，木構造、柱梁結系統，特別是起蹺屋頂，如何在外觀和細

部語彙上能夠協調？ 

3. 新建築如何不會喧賓奪主、破壞既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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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手法 

    栗生明建築師在設計鳳翔館時，他為克服上述的問題，採取了三個主要的方法： 

1. 降低建築物高度 

鳳翔館是個二層樓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約 682 坪，建築面積約 250 坪，在那種環境理比較起

來也是ㄧ棟不小的建築物。但是建築師為了不使新建物太突兀，採取地下法的方法：利用緩

坡地形，有一半建築物埋入地下，地面上只突出一層，而且採平屋頂式，其屋頂比鄰近唐朝

式建築屋頂要低。再加上周圍種了些大樹，整體博物館好像藏在森林底下，與鄰旁的平等院

建築沒有因建築風格不同而有突兀的感覺。 

主館剖面圖 

2. 採用透明大玻璃 

突出地面的販賣紀念品店、休憩台以

及部份的展示區，採用大玻璃外牆，

減少量體的存在。同時因為玻璃的穿

透及周遭庭園樹林的反射，只露出少

量的清水鋼筋混凝土牆體。對鳳翔館

的存在盡量 Low Key 化，這也是此

博物館設計成功的地方。 

                                                 大廳與庭園                               

3. 新建築分離舊建築群落 

在傳統舊建築旁要興建一

新建築，最棘手的是如何去

融合舊式樣建築而不破壞

原有建築的風格和環境。這

使我想起法國巴黎羅浮宮

增建新增的設計，建築師貝

聿銘在羅浮宮〝ㄇ〞字型的

廣場中央開了一個大洞，做

為新館的主要出入口。而新
巴黎羅浮宮(新舊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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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大部份的建坪也都在廣場下的地下室。出入口的上方加上一個大型的金字塔型玻璃罩，完

全是現代式的建築，因為是玻璃

透明跟本沒有實體建築物的衝

擊，同時也兼做採光之用。此新

館對舊巴洛克式建築是分開的，

式樣雖不同，卻沒有造成格格不

入的衝突感覺，貝先生稱之為

「Landscape Approach」，意即

他採用景觀式的手法與設計概

念，一反傳統設計在舊建築附加

建一棟新建築。鳳翔樓的設計似

乎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降低身

調、鑲入自然，新與舊也就相繼

融合。 

                            平等院新建鳳翔館量體扁平化 

五、結語 

    寫此短文，談些別人的建築設計，但是，很奇特就是搜尋不到此建物的平面和剖面圖，尤其是剖

面圖，可以表現建築物與基地環境的關係，是在平地或是山坡地？是低層或高層？還好，這棟建築並

不複雜，只有地上一層，地下一層就搞定了。不過，在古蹟建築旁要建一棟新建築，做為一個設計建

築師一定面臨一個相當大的挑戰。看了這個鳳翔館的設計案例後有三點感想與大家分享： 

    1.謙虛的態度 

用一種尊重文化價值與歷史意義的態度，勿與自然抗衡、勿破壞古蹟，以相融的手法來設計

建築。 

    2.進步的觀念 

新舊建築由於空間需求的因素或建築基地的限制，必須相依而建。但是後建的建物，可以從

舊的建築語彙當中尋找到些元素加以運用，而達到連接傳承的軌跡。也可以像貝聿銘的新羅

浮宮一樣，不必去沿用巴洛克的建築式樣；日本粟生明建築師的鳳翔館也不必去仿照唐式(或

謂日式)的宮殿建築，同樣可以建造出一個良好的建築。 

    3.持續的創新 

由於時空背景的迥異，建築的思潮與技術也隨著時間的演繹而在改變。而改變即是創新，建

築貴在有創意。不管在結構、造型或功能性的滿足，都能透過持續創新而創造出新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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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與休閒 

衛文球隊報導：2018 衛文隊月例賽場地預定表 

衛文球隊 

2018 衛文隊月例賽場地預定表(每月第三個週四)  /2018.02.27 製訂 

月 日 球場 電話 傳真 賽事 時間 

1 18 桃園 (已訂) 03-4803388  月賽 10:00 

2 22 林口第一(已訂) 03-3245291  月賽 11:00 

3 15 台北(2/14 已訂) 03-3244856 03-3124654 月賽 10:43 

4 19 幸福(2/6已訂) 02-26062345  月賽 11:35 

5 18~19 礁溪 03-9886691  月賽 12:30 

6 21 大屯(2/27 已訂) 02-26213271  月賽 12:30 

7 19 長 庚 03-3296358 4/1訂 月賽+副會長盃 13:00 

8 16 八里 02-26052222 5/1訂 月賽 13:00 

9 20 林口(2/27 已訂) 02-26011211  月賽 13:00 

10 18 老淡水 02-26230114 8/1 訂 月賽 12:30 

11 15~18 國外賽 

日本大阪、京都 

  月賽 11:30 

12 20 鴻禧 (2/27 已訂) 03-3875699  月賽+會長盃 11:30 

備註： 

1.如有隊友能訂到優惠的價格請來電告知 

2.會長： 游鐘松  

3.總幹事：林仰孝  0910-429428/FAX:(02)2758-0895 

PS：若遇球場變更將會以當期會訊通知為準，不便之處還請海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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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後語 

    

    本協會成立至今年，已邁入 19 年，在全體會員的熱心參與下，讓協會的知

名度增加外，除了在業界外也受到一般國人的認同與重視，這對廁所及浴室環境

設備品質提升，以及在地衛浴空間使用文化的建立，必會產生正面影響。為了這

個目的，協會每季出版的衛文會訊也一直扮演宣導的重要腳色，因此歷任理事長

都相當支持衛文會訊的出刊，並對會訊文稿內容給予大力挹注。本會訊仍延續去

年十月份協會舉辦的日本大阪京都奈良參訪活動，把參訪所看到的心得寫出來，提供給沒一同前往的會員分享資

訊。所以本期會訊仍有該次參訪心得共三篇的精采文章。 

本協會年初依我國團體法規定，順利選出第七屆新任理監事與新理事長黃世孟教授。在本期會訊中理事長的

話「接協會與交學會的理事長心境」一文，述說今年協會的業務努力方向，希望大家一起重視與努力實踐。 

最新消息單元共有四篇撰文，一篇是由秘書處提供之協會第一季大事記。第二篇是主編本人就去年十月那次

日本參訪團活動之後所撰寫，是為「日本組合式整體衛浴工廠之參訪」報導，說明日本發展出之施工快、不漏水、

防滑倒、易清潔、防寒冷、無段差等之組合式整體衛浴技術，值得比較。再一篇是由張良瑛理事撰寫之「日本大

阪泉佐野長照設施參訪摘要」，將高齡者居住、養護、醫院三個類型之建築設計與環境特色等做深度詳細記錄，

讓沒有去的會員也可以仔細認知其特色。另一篇是張俊哲監事撰寫之「荷蘭的腳踏車世界」，將荷蘭都市近年來

發長出來最新的腳踏車交通系統，令人驚艷，值得國人參考與分享。論壇單元有一篇，是由游明國名譽理事長撰

寫的「新舊交融-談日本京都平等院與新建鳳翔館的環境關係」，是從建築設計角度談論古蹟建築旁邊新建物建築

築設計的困難與手法，是一篇有趣的建築評論，讓去年日本參訪或沒去參訪的會員都有新體會的機會。 

    本期會訊之生態與休閒單元，這次是衛文球隊提供的「衛文球隊報導：2018 衛文隊月例賽場地預定表」，預

告球隊一整年的賽事，應是會訊最輕鬆的一篇，值得大家參考與準備報名。 

    新的一年，祝大家事業與健康旺旺旺！ 

     

常務理事兼主編  陳海曙 

       31 /主編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