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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連結世界―臺灣竹會之成立

觀念， 決定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想要有什麼

樣的未來，現在就要動手去營造!

相信， 我們的世界，是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的人們所形成的。

 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並共創共

享一個屬於大家的公共平台。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件有意義的

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臺灣竹會緣起

2012年2月初，藍色經濟(The Blue Econ-

omy)及零浪費基金會(Zero Emission Research 

Initiative ZERI)創辦人，Mr. Gunter Pauli，應

雲林故事人協會之邀，在雲林故事館舉辦一

場座談會，分享他的團隊2000年在德國所建

構世界上最大的竹建築的歷程及他在臺灣出

版發行的著作藍色革命(The Blue Economy)、

藍色經濟—我的零浪費(Zen and the Art of 

Blue)，以及甘特寓言(Gunter ś Fable)等書。

從中我們得到許多的啟發，同時，也得知每

3年一次的世界竹子年會(World Bamboo Con-

gress /WBC)，將於是年4月在比利時進行。

因此，為了多瞭解有關竹子相關的發展

現況與趨勢，本會8位發起人，決定一起前往

比利時見學，巧遇當時代表臺灣接受世界竹子

年會表揚的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名譽教授吳

順昭教授，也是本會榮譽會員。我們看到來自

中國、韓國、日本、印尼、印度、菲律賓、比

利時、美國、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家

的愛竹學者專家們，踴躍地分享對竹子的研

究、應用(建築及藝術)、開發、保存，以及碳

權與水土保持等領域的經驗與發展，也感受到

世界各地對竹子相關的利用及培植的熱潮。

反觀臺灣擁有原生的竹子物種，同時，

又地處適合溫帶及亞熱帶栽種竹子的特殊生

態區域，竟然讓這樣具有發展潛能且歷久的

作物及產業日漸凋零，況且長久以來，缺少

全方位利用與開發竹子的視野。有鑑於此，

這一群關心竹子未來發展的朋友們，一致決

定為臺灣竹子未來的發展共盡一份心力。回

國後，在吳順昭教授的號召下，進行整合臺

灣竹產業資源及相關的發展現況，於2013年8

月18日，共同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非營利組

織―臺灣竹會，協助竹產業/竹文化的推廣，

以及促進振興臺灣竹產業的交流平台。

⊙社團法人臺灣竹會‧唐麗芳 (bamboostw@gmail.com)

2012年2月藍色經濟大師Gunter Pauli應邀於虎尾雲林故事

館演講，分享他的團隊2000年在德國所建構世界上最大

竹建築的歷程(雲林故事人協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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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竹會願景

觀念， 決定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想要有什麼

樣的未來，現在就要動手去營造!

相信， 我們的世界，是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的人們所形成的。

 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並共創共

享一個屬於大家的公共平台。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件有意義的

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古人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如何喚醒人們對竹子溫潤的質感與清香的記

憶，並且讓人們可以真實地感受竹子的美好及

其所帶給人類世界的幸福，是我們希望邀約大

家一起來共創的未來。期待臺灣竹會成立的初

衷，能夠成為你我生活中的價值！

臺灣竹會宗旨

一、 配合政府政策，協助竹產業發展，推廣

竹文化，振興臺灣竹產業。

二、 協助輔導國內竹相關產業提昇經營管理

效能，加強科技應用與研發，提供技術

交流等服務。

三、 從事國、內外相關竹產業資訊蒐集及出

版與竹材料相關之專業刊物、書籍。

四、 從事與竹林經營與生態保育有關之學術

研究，維護臺灣竹林資源永續發展。

五、 舉辦國、內外研討會、演講會、講習

會、展示會及參觀活動。

六、 推展與國、內外有關協會、學會、中心

及社會組織等團體之交流活動。

七、 接受政府機構、企業團體及會員個人委

託辦理各種竹相關產業之輔導、教育    

訓練與活動事項。

八、 表揚及獎勵與竹產業發展有特殊功績事

項。

九、 其他達成本會宗旨發展竹產業與推廣竹

文化之相關事項。

我們致力於評估、篩檢臺灣竹產業目前

的困境與不足，進而統整及建構一個可以提

供臺灣竹產業相關所需要之資訊、技術、文

化、教育及推廣之交流平台，希望透過本會

2012年4月臺灣竹會8位發起人前往比利時參加第九屆世

界竹會，與當時代表臺灣接受世界竹子年會表揚的吳順

昭教授合影，並於回國後催生臺灣竹會之成立(大藏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 提供)

本會榮譽會員吳順昭教授與世界竹會先驅Dr. Walter Liese
及本會創會理事長2012年在比利時第九屆世界竹會合影

(臺灣竹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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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針引線，能夠協助串聯材料端、製造端

以及銷售端的連結，縫合竹產業鏈的斷裂，

並規劃推動相關竹文化教育的活動，著手進

行竹資源的調查與整合，期待能為振興臺灣

竹產業相關的發展，共盡一份心力。

臺灣竹會發展現況

目前會員有竹相關的研究學者、竹建

築與工程技術專業、竹工藝師傅、栽植竹苗

專家等產官民學界人士，共同致力推廣竹文

化，並規劃、整合、執行及推動臺灣竹產業

的各項創新發展活動與計畫。竹子，是世界

資源及環境永續的主要趨勢之一，我們將立

足在地，放眼國際，持續關注世界竹產業的

動態，並協助連結網絡，將臺灣所累計的竹

經驗，以及竹相關的研發與世界分享，促進

更多元、更寬廣的跨國/跨領域合作與發展。

雖然才剛成立不久，但在每一位會員的

積極參與下，已經催生了電子報，而且，已

經和許多在地與國際的資源串聯了，每一個

連結就像一塊塊的拼圖，把臺灣和比利時、

日本、韓國、中國、美國、巴西、哥倫比

亞、南非等國間進行實質的文化交流與資源

連結。我們誠摯邀約關心竹產業發展及自然

環境生態的朋友，加入臺灣竹會，一起來共

盡一份心力，共創共享更美好的未來！

結語

竹子，不管在生活文化、生態及自然環境

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竹子比尤加利樹

2013年8月臺灣竹會於南投縣草屯鎮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正式成立(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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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多40倍、比樹更快速成長、

是既防震又安全健康的建材、能為地球表面降

溫、有利水土保持、製造乾淨的水，更是優質的

再生能源與天然纖維，是人與自然互動及平衡生

態很重要的資源。再加上竹子在生活文化中，帶

給人們的新意與美感等說不盡的好，再再顯示

竹子的重要性。不管是從哲學、研發、設計、製

作、應用、推廣或市場行銷等面向，我們需要更

多人投入創新觀點與能量，來讓臺灣竹文化復

甦發展。也讓臺灣這個世界竹子的重要生長國

家，為世界自然環境以及人類的健康有所貢獻。

未來，臺灣竹會希望能廣邀對竹子及自

然環境關心的人們，共同推動臺灣竹文化的

各項創新發展活動與計畫。

【臺灣竹會沿革】

2013年02月19日― 召開「臺灣竹會籌備小組

會議」

2013年04月23日― 申請籌組「臺灣竹會」

2013年05月14日― 獲准予籌組「臺灣竹會」

2013年05月26日― 召開「臺灣竹會發起人暨

第一次籌備會議」

2013年06月07日― 召開「臺灣竹會第二次籌

備會議」

2013年08月18日― 召開「臺灣竹會成立大會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2013年09月06日― 協辦「2013年臺灣竹精品

產業發展論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2013年09月08日― 協辦「竹子，如何再生鄉

村工業及美化城市」座談

會(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

2013年09月26日― 召開「臺灣竹子資源整合

會議」

2013年10月09日― 走讀竹山「竹子•科技」

會前會

2013年10月15日― 召開「臺灣竹子資源諮商

會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

2013年10月21日― 核准立案「臺灣竹會」

2013年11月13日― 舉辦「竹子•科技」研討

會 (竹山-大禾竹藝工坊) 

2013年11月20日― 召開跨界合作事宜 (大禾

竹藝工坊、工業技術研究

院、ZERI)

2013年11月23日― 協辦「臺韓竹文化交流講

座」(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實驗林管理處)

2013年12月21日― 舉辦【歲末竹饗宴三部

曲】部曲一【竹講座―竹

炭的認識與應用】(雲林故

事館)

2013年12月26日― 舉辦【歲末竹饗宴三部

曲】部曲二【竹座談―當

西方遇見東方】(雲林故事

館)

2014年01月01日― 舉辦【歲末竹饗宴三部

曲】部曲三【2014跨年竹

樂饗宴―樂飛口笛樂團音

樂會】(雲林故事館)

2014年02月14日— 與來訪巴西學者進行竹文

化交流，參訪臺灣中南部

竹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