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地理系創立於1955年，隸屬於理學院。創

立之初分為地理學組與氣象學組兩組。早年

分組時由於學生及老師人數皆少，教學與研究活

力較難以呈現。1972年，氣象學組獨立成為大氣

科學系，地理學組也成為地理學系，此後老師和

學生人數穩定增加，教學能量與研究成果快速成

長。1981年條件成熟，本系增設研究所碩士班，

1989年再增設博士班，至此地理系發展成為一個

完整的教學與研究單位。

系名更改
2000年，因應社會變化與本系發展需要，本系

系名更改為「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並增設碩士

在職專班。2003年7月，本系自醉月湖畔的舊黃樓

搬遷至鹿鳴廣場旁現址，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

當年更改系名有兩個主要背景。其一，由於

早年中小學地理課程以區域地理現象描述為主，

如地名、物產、鐵路等，大量事實資料的背誦記

憶，使不少人對於「地理」懷有片面的刻板印

象，因而窄化對本系教學研究範疇的認知。其

二，長期以來人們普遍重視經濟發展，卻忽略環

境資源的妥善規劃，導致環境惡化、環境品質低

落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幅度加劇。1980年代起，

環境保育及資源經營議題開始受到重視，本系老

師積極投入相關研究，地理學系的教學研究範疇

更為寬廣。因應上述兩項因素，為了宣示本系的

研究主題與發展方向，系上老師決定更改系名，

於2000年啟用新系名。

配合系名更改，本系在師資聘任及學科領域

界定上有更寬廣的空間，教學研究從早年以自然

文•照片提供／賴進貴教授兼主任

由地理到永續發展
－蛻變中的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地理系舊黃樓：醉月湖畔的舊黃樓，曾經伴隨地理系師生走過近
50年的歲月。如今，已經拆除改建新的教學大樓。

地理系新館：在鹿鳴廣場旁，原來的原子能委員會成為地理系
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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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地球科學為主，兼容並蓄發展成以永續發展

為核心的空間研究科學，並整合出環境系統、人

文地理、地理資訊科學等次領域的新面貌。

在環境系統方面，以地形學、氣候學、水文

學與環境生態學為基礎，整合人類安全、環境及

災難管理這三個面向的考量來研究臺灣的區域發

展，特別探究天然及人為災害發生的機制、衝擊

與影響，以作為維護國民安全與區域發展的政策

研究基礎。

人文地理面向聚焦在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後所

產生的社會文化與產業結構之變化，及其所引發

的都市及區域空間轉型與變遷。研究重點在於從

地理與空間發展的面向探討產業、貿易、城鄉差

距與社會變遷等議題，呈現臺灣在全球化浪潮下

的變遷與調適。

在資訊科學面向，以地圖學、地理資訊系

統、遙感探測、空間分析等為基礎，進一步整合

土地利用變遷與模擬、國土監測、國土資訊系統

等研究課題。近年來更因應地理資訊技術與理論

的蓬勃發展，將地理資訊整合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不僅促成相關研究在臺大的快速成長，也帶

動相關學術應用的普及與提升。

上述整合發展，不僅帶動本系學術研究上的

創新與活力，也開創畢業生在就業與升學上的機

會。近年來，許多優秀高中生以非常高的志願進

入本系，而本系畢業生除了繼續攻讀地理之外，

也廣泛受到相關領域研究所（如：環工、城鄉、

都市計畫、生態等）的青睞，顯示本系教學研究

的提升受到肯定。

教學及研究之目標與展望
臺灣的自然環境動態性高且非常多樣，在人

文環境方面則因地狹人稠、開發密度高，而造成

特別的人地關係。這樣的環境造就高度的獨特性

並提供良好的研究素材，同時也帶來龐雜的環境

資源問題需要解決。有鑑於此，本系在教學、研

究、社會參與等面向，提出「教育卓越」、「研

究卓越」以及「關懷社會」等三個目標，並有如

下落實策略：

1.教育卓越－

	 立足地理，結合跨領域知能，培養環

境議題領導人才

以地理學科作為核心，結合地球系統科學、

人文社會科學、資訊科學及環境科學等跨領域的

專業知能，提供學生廣泛的學識教育與技能訓

練，並鼓勵學生關注各項國際環境議題與在地社

會環境脈動，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本土意識，

涵育學生對自然保育、人文社會、政治經濟，乃

至於全球化區域發展的深度關懷。

為了落實學習目標，本系規劃自然地理實

驗、軟硬體操作及野外實察課程，提供學生實務

操作能力與經驗。除了正規課程之外，系上並安

排多項課外活動，例如：「前進未來：地理環境

資源相關產業博覽會」，讓學生及家長們認識地

2008年「前進未來：地理環境資源相關產業博覽會」，向學生及
家長們介紹地理系的相關產業。

系館二樓中庭的午餐約會，提供本系師生近距離的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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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境資源的相關產業與發展現況；「地理技能

大競賽」，參賽學生在指定時間內利用限定的工

具完成田野分析與成果展示，激發學生活用地理

技能與應用空間觀點解決問題的能力；國際交流

活動，系上多位老師分別帶領學生前往德國柏林

自由大學地理系進行交流、到南太平洋島嶼進行

國際交流專業服務、到日本九州進行野外實察雙

邊課程。這些課外活動是教學提升改善之一環，

對學生知能與視野的開拓當有助益。

2.研究卓越－

	 深耕本土議題，爭取國際能見度，建

立亞太地區學術重鎮地位

本系深耕兼具在地與國際特色之學術課題，

結合本土社會之脈動，協助國家之經濟發展與環

境保全。同時加強國際交流，期能獲得國際學界

認同，將臺大發展為國土監測、空間治理與永續

發展等議題之學術研究與政策擬定的一流智庫。

過去數年來，除了師生出國開會之外，亦經常和

國際學術組織（如國際地理學會，IGU）舉辦學

術研討會，將臺灣的本土議題與研究成果推向國

際舞台。

3.關懷社會－

	 貢獻專業知能，建立產官學研交流平

台，致力國土永續發展

面對全球性的氣候變遷，異常與極端的天氣

現象更加頻繁且難以預測。臺灣的自然環境在歷

經九二一地震後，仍處於相當脆弱、需要復育的

階段。如何因應水患、土石流、地層下陷等災害

的發生，進而結合即時環境監測與防災資訊，守

護家園安全，不僅是政府部門的職責，也是學術

界「經世濟民」的責任。本系於2008年校慶當天

正式設置「國土監測中心」，期能貢獻專業知能

於國土保安。未來將透過學術整合與分工，積極

投入國土永續發展的推動工作，落實社會責任於

校園內外。

結論
2009年8月初，本系在大學考試分發的錄取

分數排行向前躍進數名，引發部分媒體關注。緊

接而來的莫拉克颱風，帶來臺灣史無前例的豪大

雨，引發50年來的最嚴重水災，對國土環境造成

重大創傷。面對日益增加的環境災害威脅，伴隨

社會大眾環境意識的覺醒，地理學的重要性更形

顯著。在臺大，地理系是個小系；在臺灣，地理

學是個小學門。本系師生願積極扮演關鍵少數的

角色，為永續臺灣與地球而努力！2008年暑假，簡旭伸老師帶隊，學生們在吉里巴斯與吐瓦魯進行
國際交流與地理專業服務。

2009年「地理技能大競賽」，系上師生與系友們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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