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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48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10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時0分 

貳、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張執行長景森      紀錄：欒文碩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事項 

討論案1：「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草案） 

（一）委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1. 賴委員曉芬 

（1）前次研商會議中，滕委員西華曾提及「國家環境保

護計畫」之最終目標為維護國民幸福與健康，惟國

民健康及環境風險相關之指標未被整合修訂。 

（2）建議在社會參與或環境教育面向中，納入氣候變遷

或極端氣候風險之應對，全民監督或環境教育中應

整納入國際新興環境議題如毒化物、空污等。 

（3）若以環境資源部為架構界定計畫範疇，議題與策略

之規劃將因此受限，不易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呼應；建議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五

項核心（5P）」之「永續夥伴（Partnership）」架構

下，將國民健康福祉、不平等、氣候風險等價值納

入，並將衛福社政部門列為相關的機關之一。 

2. 施委員信民 

（1）陸域生態保育議題，未提到農地保育與保護，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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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規劃與利用策略，不宜限縮在環境資源部之職掌

業務。 

（2）建議改進本計畫關鍵績效指標，目前所訂指標較為

狹隘，如： 

A. 主軸議題第3項「環境影響評估」之關鍵績效指標

為「專案小組召開3次以內初審會議提環評審查委

員會審議比率」，所呈現層次僅為審議效率，但考

量環境影響評估之精神，相關績效指標應為落實

開發案與人為活動環評之成果，亦即環評程序之

涵蓋率，建議修訂指標。 

B. 第11項環境科技指標，鑑於環境科技範圍廣泛，

關鍵績效指標不應限縮為「資源再生產業產值」，

建議朝向更廣泛之面相進行修正，如「環境科技

產品」或加註「…包括再生產值」等，使各種環

境科技、污染防制技術納入其中。 

C. 第12項環境教育方面，不宜侷限在環保小學堂，

建議考量修正為「環境教育普及率」以完整涵蓋

各面向。 

D. 第13項社會參與方面，窄化為「綠色採購金額」

無法呈現我國整體社會參與情形，建議再研議修

正。 

3. 王委員寶貫 

（1）本計畫之理念略顯過時，如環境變遷現已超乎預期。

以法國與西班牙今夏極端高溫為例，近期面臨之氣

候變化情勢甚鉅，已非長時間影響，而是現在進行

式。中央研究院提出之第1版《臺灣深度減碳政策

建議書》，提及國家應訂定氣候變遷法作為上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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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並向下發展其他規範，建議作為修訂本計畫之

參考。 

（2）先前聯合國秘書長及各國領袖（如德、英）均提出

西元2050年達成零碳排放之目標，目前本計畫依據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DC)制定，已有不足，建議應更具前瞻性，綜

整國際情勢採取更全面、進步的措施。 

4. 孫委員璐西 

計畫已詳盡規劃，建議相關策略增加執行單位，

以利後續推動執行。 

5. 黃委員呈琮（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秘書長冬立代） 

（1）前次研商會議已釐清本計畫係以環境資源部（簡稱

環資部）業務職掌為主軸，建議在「第一章 計畫

背景與目標」章節中，澄清此一限制，避免對外溝

通可能產生的困惑。 

（2）環境科技部分，國際已探討數位科技應用於永續發

展與氣候變遷環境議題之角色與功能，且我國科技

部亦挹注資源於教育人工智慧（AI）及大數據等相

關工作，建議在「第十四章環境科技」內容章節中，

增加數位科技應用於環境保護/氣候變遷的技術發

展與推動，彰顯臺灣在數位科技領域的實力與契機。 

6. 林委員俊全 

（1）第14頁提及極端氣候問題，建議進一步釐清與分析

我國氣候之脆弱性，確認高風險地區及因應對策。 

（2）國家層級之環境保護計畫應著重跨領域整合，建議

修訂時納入跨領域元素，包括政府機關各部會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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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以及學術界、產業界等不同領域之意見參與。 

（3）治山防洪不限於山坡地管理，建議納入我國之高山

治理政策、丘陵地土地使用政策、地景維護與保護

等作為。 

（4）國際合作部分，建議應發展務實策略，納入科技外

交與學術外交策略，使國家環境保護政策能藉由學

術交流，拓展我國國際外交之發展途徑。 

7. 陳委員璋玲 

（1）修訂版計畫已在海洋方面補充相關內容，但相較其

他指標均訂定明確量化數值，海洋部分卻以達成率

或合格率呈現，建議應釐清達成率、合格率之意涵

及相關量化數值。 

（2）第12章主要論述環境資源監測調查，考量海洋委員

會未來將建置海洋資訊系統，且該系統亦適合作為

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本計畫闕漏海域相

關監測調查，建議應納入。 

（3）簡報中提及海洋相關指標新增「保護區面積」，但

會議資料未見記載，請釐清。 

8. 許委員添本 

（1）建議釐清本計畫之範疇。若計畫係以環資部之業務

為出發點，並未納入其他部會業務，建議考慮是否

明示為環境資源部相關計畫，或以文字標示，以縮

小範圍至與計畫內容相當。又若以國家層級考量，

則涉及其他部會業務如：農地土地污染、工業污染、

移動污染源等交通部門之污染、都市熱島效應等氣

候或國土部門之議題，亦應涵括在本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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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訂有短、中、長期目標，並依此建構相關策

略，建議釐清目標執行之期程與方式，並先確立整

體目標後，再訂定期程目標，否則或將誤解為至西

元2030年才開始進行長期目標相關工作。 

9. 郭委員城孟 

（1）建議就本質基礎面來看整個臺灣的問題要如何去解

決，在序言納入具臺灣本土中心思想與環境面之論

述，如臺灣特殊之山高水急特性，以使我國各項環

境推動策略能扣合而發揮效果。 

（2）建議本計畫不應僅以工程面角度思考，應另以生態

面角度來思考。 

（3）建議臺灣應有我國整體公園綠地系統的構想與建置，

可在減碳與防制空氣污染方面有所助益。 

（4）建議環境影響評估除了現況評估外，應納入環境發

展潛力評估，將環境中的產業、生態、地形條件劃

出，就可清楚看到環境的潛力，以避免被破壞。 

10. 黃委員俊鴻 

應進行各種環境指標現況的揭露與公開，並與國

際各國的環境指標現況進行比較，方能與國際接軌，

追求永續發展。建議將定期揭露與公開環境指標現況

資訊的義務放入環境保護計畫。 

（二）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回應說明 

1.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以環境面

向為主要範疇、整體環境生態系統為主軸，在未來環

境資源部相關業務基礎下進行規劃；至於農地保育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職掌、國土利用規劃為內政部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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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納入本計畫內容，非刻意遺漏。 

2. 本計畫研擬過程已強調跨部會協調及部會間溝通檢討；

另本計畫草案｢表17-1主責機關及相關機關｣已列明各議

題對應之部會，作為未來落實執行之分工依據。 

3. 海洋保育相關指標之定義將再向海洋委員會確認；另

查｢海洋保護區面積｣之關績效指標已納入本計畫草案

第59頁｢表17-2關鍵績效指標｣中；海洋監測相關規劃係

記載於第8章海洋保育中，至於第12章環境監測則以陸

地與空域為主。 

4. 本計畫係先訂定整體計畫目標後，再規劃短、中、長

期各階段目標以逐步達成。 

5. 環境科技、環境教育、社會參與等績效指標，將參考

委員意見邀集所涉部會共同研商修正。環境影響評估

績效指標係鑑於外界認為環評程序為國家經濟發展阻

力之想法，故採｢專案小組召開3次以內初審會議提環

評審查委員會審議比率｣以強調環評效率。 

6. 其他委員所提環境風險、國民健康議題等意見，將納

入回應並參酌修正。 

（三）決議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草案）請依照本次會議委員

意見回應或修正，送委員審閱後，提第32次委員會議報

告。 

討論案2：「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修正規劃 

（一）委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1. 賴委員曉芬 

推動策略中有提及私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之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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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推動，建議參照全國農業會議模式，針對推動策略

納入民間參與與審議，而設計討論階段、時程與有效

性，如：以3至6個月時程就青年世代與新創企業等對

象舉辦，擴大夥伴合作關係，捲動民間討論。 

2. 黃委員俊鴻 

請釐清環保署規劃修正內容之篇幅、頁數、與內

容分工。 

3. 陳委員璋玲 

本案規劃期程為何？ 

4. 孫委員璐西 

18個永續發展目標中，目標5、10及16僅列撰寫單

位，請釐清該等目標之內容。 

5. 施委員信民 

請說明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總論」與本《永續

發展政策綱領（草案）》之功能異同。 

6. 黃委員呈琮（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秘書長冬立代） 

總論中已有設計如綱領位階之內容，可互相援引

對應，各國實行永續發展目標都有共通的感覺，即為

各目標間互有關連，提出系統性思考及論述，建議綱

領以各目標撰寫，並在前或後有系統性的整合論述。 

（二）本會秘書處回應說明 

1. 將於草案完成後參考委員意見，邀集大專學生或新創

企業進行公民參與討論。 

2. 規劃每項核心目標撰寫1至2頁內容，整份約30頁內，

預計3個月完成初稿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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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目標第5、10及16項原由本會「生活與教育工作分

組」負責主政，後配合目標內容改由本院性別平等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法務部主政，辦理研訂與推動工作。 

4. 「永續發展目標總論」係說明目標研訂過程及原則；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則整合說明永續發展推動方向，

並作為18項永續發展目標之上位指導原則。 

5. 將於前言或願景中提出系統性思考論述。 

（三）決議 

1.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精簡為「前言」「願景」及

「政策內涵」3部分，並以「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為

「政策內涵」之架構。 

2. 請秘書處及各核心目標主政單位，依據本次會議之分

工研擬修正草案，由秘書處彙總後，提本會第49次工

作會議報告。 

3. 可於草案完成後洽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討論，如何透

過網路方式，推廣政府在擬定中之政策，使各個議題

團體之青年人表達一些意見，強化公民參與。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