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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如何推動臺灣永續發展

主講人 劉兆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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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開發爭議/永續決策機制/綠色經濟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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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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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聯合國第42屆大會中，「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
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強調人
類永續發展的概念，並將「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能夠滿足當代
的需要，且不致危害到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過程」。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於巴西里約召開地球高峰
會，其間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等重
要文件，以作為各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綱領。

 1993年，聯合國初設置「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以為督導及協助
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2012年6月在巴西里約熱內盧（Rio+20）舉辦「聯合國永續發展會
議」，除了檢討現階段在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進程及挑戰，並希望促
成各國對永續發展做出新的政治承諾。會議聚焦於兩大主軸：「永續
發展及消除貧窮下的綠色經濟」以及「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

永續發展之歷程(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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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8月，國內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
由相關部會首長及專長學者組成，下設因應全球環境問題
及永續發展等六個工作分組。

 1997年8月23日行政院以台八十六環33137號函，核定將
原「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

 2000年4月，公佈行政院完成我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
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2004、2009年提出修正版
本。

永續發展之歷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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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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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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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1999)
委託單位：國科會永續發展研究推動委員會

總主持人：中央大學劉兆漢校長

 從環境、生態、
社會、經濟、制
度五大領域中選
取出83個指標，
作為評量「海島
台灣」永續發展
的基礎。

 共112個指標。

SPA1 二氧化碳排放量
SPA2 PSI<100的日數比率
SPA3 酸雨指標
SPA4 環境噪音指標

氣域品質

SPB1 河川總監測長度中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
SPB2 飲用水合格率
SPB3 水庫品質指標
SPB4 海域品質指標
SPB5 地下水水質指標

水域品質

SPC1 土壤品質指標
SPC2 事業廢棄物成長率
SPC3 廢棄物資源回收比
SPC4 低放射性固化廢料
　　 成長率

陸域品質

環境污染

SRA1 非資源生產地
　　 面積比
SRA2 天然海岸比例

土地資源

SRB1 未受損失森林
　　 面積比
SRB2 未受損失農地
　　 面積比
SRB3 單位努力漁獲量

生物資源

SRC1 生態敏感地

生物多樣性

SRD1 土壤侵蝕度
SRD2 有效水資源

水土資源

生態資源

State

PSA1 植物性藥材與香料
　　 消費成長率
PSA2 檳榔消費指數
PSA3 皮革製品材料耗用總值
PSA4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
PSA5 機動車輛密度
PSA6 環境痛苦指數

環境疏離度

PSB1 人口密度
PSB2 醫療廢棄物推估量
PSB3 檳榔種植面積
PSB5 非都市土地十公頃以
　　 上開發變更的面積數

空間磨擦度

PSC1 每十萬人口事故
　　 傷害死亡率
PSC2 輟學率
PSC3 每十萬人口刑案
　　 發生率
PSC4 離婚率
PSC5 媽媽痛苦指數
PSC6 公害陳情案件受
　　 理統計
PSC7 反污染自力救濟
     運動個案數
PSC8 勞資爭議涉及率
PSC9 廠商污染受罰比率

社會迷亂度

PSD1 股市週轉率
PSD2 違法行使路肩數
PSD3 兒童環境人權指數
PSD4 罹患癌症時鐘

時間壓縮度

社會壓力

PEA1 每人家庭用水量
PEA2 每人家庭用電量
PEA3 每人水泥消費量
PEA4 每人木材消費量
PEA5 平均房價與每年家庭收入比
PEA6 每戶擁有個人電腦比例

消費型態

PEB1 農業殺蟲劑消費量
　　 佔農業產值比率
PEB2 農業用水量佔農業產值比率
PEB3 工業用水量佔工業產值比率
PEB4 養豬業產值與外銷值
PEB5 近海漁業進出口值
　　 養殖漁業產值
PEB6 製造業產值佔GDP比率
PEB7 污染性產業產值佔製造業
     產值比例
PEB8 環保產業產值佔製造業比率
PEB9 服務業產值佔GDP比率
PEB10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產業結構

PEC1 核能發電量
PEC2 火力發電量
PEC3 能源使用效率
PEC4 每人能源消費量
PEC5 每平方公里工廠數目
PEC6 交通工具私有程度
PEC7 國內航線飛機班次
PEC8 全國道路公里數
PEC9 再生能源比例

環境與能源使用

經濟壓力

Pressure

RA1 環境生態預算佔總預算比例
RA2 生態與環境R&D支出比例
RA3 政府實施各種鼓勵綠色產業
　　的財稅措施個案增加率

經費分配

RB1 環境決策機關女性參與比例
RB2 國際公約國內化程度
RB3 環境影響評估被實質駁回
    比例

機關組成結構

RC1 工業區利用率
RC2 水價反應真正成本的程度
RC3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RC4 漁港使用率
RC5 制訂禁用或嚴格限用
    的化學品數量

個別政策措施

RD1 環保標章適用普及率
RD2 民間團體
RD3 地方環保量能

資訊基礎

制度回應

Response

Island Taiwan

UA1 平均每人都市產值
UA2 三級產業產值佔
　　都市生產總值比
UA3 都市產值增加率
UA4 財源自主性

生產

UB1 都會人口密度
UB2 都市地區人口數
　　佔全國人口數比
UB3 都市面積佔全國面積比
UB4 每人享有居住樓地板面積
UB5 都會區小汽車持有率
UB6 都會區機車持有率
UB7 大眾運輸易行性
UB8 公共設施面積比
UB9 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UB10 都市面積擴張率
UB11 都會區每年空氣嚴重
　　 污染比率
UB12 都會區每年噪音污染比例
UB13 更新窳陋面積

生活

UC1 綠敷率(森林覆蓋率)
UC2 都會區農地面積
UC3 都會區主要河川中度污染
　　以上長度比
UC4 都市親水性河段長度比
UC5 廢污水處理百分比
UC6 公部門環境保護投入
　　支出比例
UC7 環保教育宣導活動
UC8 環保團體個數
UC9 都會區CO2排放量佔
　　全國CO2排放量比
UC10 營建廢棄土

生態

UD1 天然災害敏感地佔
　　都市使用面積比
UD2 公共災難傷亡人數

生命

都市發展

S-P-R

Urban Taiwan

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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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003)
行政院經建會

 民國92年6月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第16次
委員會議通過台
灣永續發展核心
指標，正式建立
台灣永續發展評
量制度。

 共40核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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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指標與永續行動計畫」
永續會

 永續會於民國91年參照聯合國1996年公布之永續指標系統，進行我國
永續發展指標之研擬，並於92年5月完成我國永續指標系統之建置。

 為與國際趨勢接軌，永續會於97年12月決議修正我國「永續發展指
標」。於98年12月31日永續會第29次工作會議中，通過我國第二版
「永續發展指標」。

 其包含12個面向、41個議題及86項指標。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100 年 9 月) :因應「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及「新版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之修正

 行動計畫八大議題：

 永續願景（12）、國土與交通（39）、資源與產業（28）

、生物多樣性（35）、生活及生產（27）、國際環保（4）、健康風
險（13）、永續教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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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全國科技會議 永續/環境相關議題

第一次
1978

第二次
1982

第三次
1986

第四次
1991

第五次
1996

第六次
2001

第七次
2005

第八次
2009

• 能源
• 天然資

源/水
資源

• 環境衛
生科技

• 環境污
染防治

• 能源
• 公害污

染防制
之科技

• 能源與
資源科
技

• 化工與
污染科
技

• 環境保
護科技
發展

• 毒理學
之發展

• 氣象預
報研究

• 建築技
術(防
災)

• 能源技
術

• 水資源
技術

• 環保科
技

• 天然災
害防治

• 原子能
應用

• 環境保
護與永
續發展
(防災)

• 環境保
護與全
球變遷

• 原子能
民生應
用科技

• 能源科
技

• 防災科
技

• 水資源
/海洋
資源科
技

• 環境科
技與永
續發展

• 發展綠
色科技
研究

• 氣候變
遷評估
與災害
消減

• 資/能
源節用
與開發

• 陸域/
海域資
源保育

• 環境與
公共設
施監測

較著重單一領域科技發展(能源、環保、防災、資源、氣候變遷)，
不容易看永續發展跨域、跨界整合(科學政策社會介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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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1
塑化劑風暴 食
品安全亮紅燈

首次環境信託行
動 守護白海豚
與溼地

八八水災沖
出國土規劃
大「災」問

蘇花高高潮迭
起明年可能動
工

蘇花高爭議難
解 環委促政
策再評估

雪山隧道通車
衝擊宜蘭生態

彰化戴奧辛毒
鴨蛋事件

天災重創國
土山林政策
總體檢

核去核從
非核家園
難解的痛

劃過後山的利刃－
蘇花高速公路決議
2003開始動工

★綠色泡沫 綠色危機
──選戰中的台灣綠黨及
民間力量消長

2
福島核災 台灣
反核再起

國光石化開發
案 近萬人遊行
抗議

戴奧辛爐渣
毒鴨記

漁業政策毀珊
瑚保育團體喊
煞車

台塑大煉鋼廠
CO2排放大 重
送環評

吉貝觀光旅館
BOT案 拍賣珍
貴沙尾

水患來了又缺
水凸顯國土保
育問題

紅火蟻不要
來全國總動
員！

黑琵擋道
南縣國際
機場緩議

走上國際舞台－台
灣民間環保團體參
加在南非舉行的地
球高峰會議

★凌波仙子 復育有成
──集各界之力，水雉棲
地復育亮出成績

3
多年抗爭 國光
石化終不蓋在
大城溼地

苗栗大埔粗暴徵
地 良田盡毀

台灣重啟美
牛進口談判
人心惶惶

台塑之神王永
慶辭世環境債
留子孫

國內創舉 國道
為紫斑蝶讓道

北投纜車BOT 
爆國家公園弊
端

禽流感疫情緊
張

颱風災情多
生態工法成
箭靶

沙灘流失
福隆音樂
祭靠堆包

因不當開發案，行
政院長下令撤換太
魯閣國家公園處長

★政策環評 值得期待
──歷經七年等待，首宗
「政策環評案」通過

4
六輕工安事件
頻傳

六輕18天內兩場
大火 雲林鄉親
圍廠

珊瑚總體檢
顯示珊瑚生
態破壞嚴重

環評爭議未果
杉原海岸已淪
陷

台東美麗灣開
發案 杉原不
再美麗

湖山水庫預算
過關環團遺憾

台灣捕鮪魚配
額被砍

新十大舊思
維？正反拉
鋸持續

廚餘回收
官方企業
雙管齊下

燒不盡的怒火－焚
化爐抗爭 全國燃
燒

★鄰避效應 不同解讀
──談彰化「事業廢棄物
處理中心」遭抗爭及美
濃焚化爐一案遭彈劾

5
守護阿塱壹 屏
縣府推動部落
參與

花蓮縣長御駕親
征 蘇花改環評
速審過關

澎湖博弈公
投反方大勝

兩起擱淺事件
造成海洋生態
浩劫

樂生療養院保
留與否爭議

溫室氣體減量
法草案通過

北宜高坪林行
控中心管制爭
議

京都議定書
2005年生效
台灣將跟進

開挖砂石
八色鳥棲
息地告急

邁向環保新紀元的
第一步－環境基本
法完成立法

★有毒木瓜 含毒牡蠣
──由銅木瓜風暴及牡蠣
事件談土地污染與媒體
自律

6
地層下陷 高鐵
撐不到10年

國道三號走山奪
四命 促成地質
法通過

動保法12年
流浪動物收
容仍不人道

擴建燃煤電廠
違背減碳潮流

千年藻礁遭埋
管破壞 環評
有條件重開工

治水預算膨脹
為1,410億

垃圾強制分類
今年開始實施

部分焚化爐
戴奧辛超標
4,000倍

反焚化爐
全台串連
北上抗爭

神啊！給點水吧！
－台灣北部嚴重缺
水

★桃芝颱風 傷亡慘重
──土石流危害，是天災
更是人禍

7

美麗灣、寶盛
等開發案 持續
引爆東海岸問
題

正負二度C紀錄
片 推廣氣候變
遷議題

台灣白海豚
進入滅絕倒
數

選前選後拼經
濟別忘了顧環
境！

把關環境或是
開發保證 環
評爭議不斷

全台僅存未開
公路海岸線 台
26線動工

海事頻傳海洋、
海岸受污染

雨水過家門
不入桃園人
缺水苦

橫行山林
四驅車輛
亟待管制

永遠的惡靈－蘭嶼
核廢料何去何從？

★油污事件 署長下臺
──阿瑪斯號油輪漏油事
件始末

8
墾丁後灣蓋飯
店陸蟹處境受
關注

環評撤銷可停工
不停產 中科三
期開惡例

中科四期二
林園區環評
不平

霄裡溪毒水記
高科技產業污
染再現

三崁店糖廠諸
羅樹蛙事件的
拉鋸

蘭嶼青青草原
開步道怪手進
駐

因應京都議定
書全國能源會
議無共識

台鹼安順廠
戴奧辛污染
世界第一

限塑政策
紙袋業者
要求跟進

馬告國家公園難產
－馬告國家公園原
住民權益引發爭議

★濱南一案 跨年延燒
──變更為「七股濱海國
家風景區案」是否將因
蘇煥智當選而成為可能

9
土地徵收問題
不斷農民再上
凱道

為202兵工廠溼
地請命 張曉風
下跪

能源稅徵不
徵？不徵！

珍稀中華白海
豚專家籲搶救

瘦肉精解禁政
策搖擺 豬農
抗議

為國防太平島
原始林遭剷平

十三億補償中
石化污染受害
者

搶救八色鳥
反湖山水庫

捍衛環評
環保署長
不惜下台

生活大革命－限制
使用塑膠袋塑膠餐
具

★核四爭戰 ２０餘載
──如何由恫嚇及政治運
作的煙幕中看到事實

10
一年浪費食物
低收入戶可吃
20年

台26線環評過
關 海岸原始生
態有難

台江國家公
園誕生

阿里山小火車
停駛 BOT事故
多爭議多

蘇鐵生死劫：
外來種當
家 原生生態
堪憂

公視電視「我
們的島」停播
風波

海棠颱風侵台
嘉南平原大淹
水

放生現象亂
糟糟政府該
管管

蘇花國道
地方出現
緩建聲浪

黑琵不Happy－黑
面琵鷺集體暴斃
各界束手無策

★經濟無罪 下跪有理
──以環境祭經濟，仍舊
是必要之惡

資料來源：環境資訊中心，2011

台灣環境十大新聞(2001~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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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永續的台灣
 11年重大環境新聞分析(初步) N=110
 絕大部分環境新聞負面、問題、爭議(不同意見)
 7件人體健康(食品安全、人禽疾病)
 9件環境汙染(重大汙染、新興汙染物)
 42件發展爭議(開發案、政策方向)

過去台灣已執行相當多因應措施，
為何國內重大的環境爭議仍然持續發生?

14



二、面對的問題（一）
面對環境爭議案件，是否有兼籌並顧的解決方案？

近年環境爭議案例
環境 經濟 社會

氣水
土林
海

災害 生
態

特定
產業

經濟
發展

能源
政策

健康 糧食 文化
衝擊

社會
正義

石化產業
國光石化開發 ◎ ◎ ◎ ◎ ◎ ◎ ◎ ◎ ◎ ◎

麥寮六輕公安 ◎ ◎ ◎ ◎ ◎ ◎ ◎ ◎ ◎ ◎

交通建設
蘇花高 ◎ ◎ ◎ ◎ ◎

阿塱壹(台26) ◎ ◎ ◎ ◎ ◎

水資源開發
吉祥人工湖 ◎ ◎ ◎ ◎ ◎ ◎

美濃水庫/湖山水庫 ◎ ◎ ◎ ◎ ◎ ◎ ◎

農地開發與用水

大浦事件 ◎ ◎ ◎ ◎ ◎ ◎

中科四期 ◎ ◎ ◎ ◎ ◎ ◎ ◎

雲林地層下陷 ◎ ◎ ◎ ◎ ◎ ◎

核能安全
地震/海嘯 複合型災害 ◎ ◎ ◎ ◎ ◎ ◎ ◎

核廢料 ◎ ◎ ◎ ◎ ◎ ◎ ◎ ◎

觀光開發
美麗灣/都蘭鼻開發案 ◎ ◎ ◎ ◎ ◎ ◎ ◎

寶來溫泉/廬山溫泉 ◎ ◎ ◎ ◎ ◎

災害重建
921災害重建 ◎ ◎ ◎ ◎ ◎ ◎

莫拉克災害建 ◎ ◎ ◎ ◎ ◎ ◎

近年來重大開發或環境爭議案件，均引發了環境衝擊、經濟發展與社會面向的衝突
與爭議，如何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兼籌並顧？ 15



 重大環境開發爭議，導因於經濟發展考量與環境生態衝擊、

社會公平正義三者之間的衝突。

 因此能資源缺乏與高災害風險的海島台灣，需要認真思考

何種產業經濟模式才能達到永續發展？

 經濟成長、環境保護與公平正義是否真為trade-off關係？

還是能有一和諧、互利共生關係？

如何找到永續發展中三大支柱間的平衡

二、面對的問題（一）
面對環境爭議案件，是否有兼籌並顧的解決方案？

16



 未有效處理社會公平正義議題

• 環境與決策資訊不透明

• 科技與風險評估結果未充分考量

• 永續評估指標對政策協助性與回饋性少

• 現有法令及決策機制不完善

現有環境開發爭議決策機制之癥結

二、面對的問題（一）
面對環境爭議案件，是否有兼籌並顧的解決方案？

17



研擬計畫與公告

辦理說明會

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

轉送環境影響說明書至環保主管機關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委員會

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者，進入第二階段環評

說明書分送相關機關，舉行公開說明會

辦理評估範疇界定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會同環保主管機關辦理現場勘查及公聽會

轉送環評報告書初稿至環保主管機關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委員會

舉
辦
公
開
說
明
會

審
查
結
論
公
告

審
查
結
論
公
告

並
刊
登
公
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環保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

計畫構想擬定與形成

另
提
替
代
方
案

通過

不
通
過

不通過

通
過

第
一
階
段
環
評

第
二
階
段
環
評

計畫
提案

計畫形成之多元意見收納？
如何兼顧多元與效率？

說明會、公聽會對公民意見
之回應？
公民參與機制？

環評委員、大會是否應具有
「最終決策權」？
如何進行最終決策？

何謂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
一、二階環評之爭議？
科學證據如何釐清爭議？

審查過程如何充分檢視經濟、
社會、環境之衝擊？
科學證據如何提供資訊？

相關資訊是否充分揭露？
資訊揭露原則？

我國現階段計畫決策機制與爭議



全國科技會議可以著力的議題

 就科技的層面來看，需要處理那些課題？
 永續指標資料庫的建立缺乏持續性，且分散不同單位執行，且在時

空環境的變遷下，永續指標有必要更新

 過去科技研發多著重單一領域的研究，較難滿足永續發展跨域、跨
界整合(科學、政策、經濟發展、社會)的需求

 未來氣候與環境變遷境況，帶來環境衝擊非以往經驗可因應，需要
更明確的評估未來的風險

 近年民主素養提升、環境意識抬頭，民眾與NGO要求環境資訊公開
與健全的機制

二、面對的問題（一）
面對環境爭議案件，是否有兼籌並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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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對的問題（二）
在永續發展架構下，如何創造機會？

• 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實則一體兩面，前著容
易有環保為主與限制經濟發展的刻板印象，
推動較為困難，後者放在現在現今全球經濟
發展脈絡下，有其著力點，已成為各國政府
積極推動的「綠色新政」的政策方向。

• 綠色經濟：可促成提高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
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稀缺的經濟(低
環境衝擊、高度資源效率運用與社會包容型)。



褐色
經濟

綠色
經濟

永續
發展

二、面對的問題（二）
在永續發展架構下，如何創造機會？

• 國內現況：
• 行政院長陳冲表示，過去我國在

綠色產業已有著力，未來應著眼
於較大範疇的綠色經濟。

• Rio+20 會議後，由經建會成立綠
色經濟推動小組

• 在重大投資或開發屢屢受挫的影
響下，綠色經濟思維是否為推動
下一部經濟轉型的契機？

褐色經濟(Brown Economy)：由傳統高環境成本達到經濟效
益

綠色產業
We are Here!
綠色產業

We are Here!

21



全國科技會議對綠色經濟能做什麼貢獻？

 台灣有先進的ICT產業，政府也積極推動綠能產業，如LED，
太陽能，智慧電網…等，還有什麼問題？

 綠色經濟非只有綠色產業，綠色經濟需結合科技研發、服
務創新、人文思考以及結合在地環境創造就業機會，科技
會議有責任在既有綠色產業的基礎上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推動觀念創新與前瞻之科研整合，以促進台灣的綠色經濟
發展。

二、面對的問題（二）
在永續發展架構下，如何創造機會？

綠色研發
綠色創新

綠色製造
綠色服務

綠色人才
綠色就業

綠色經濟

22



1. 永續科研投入相對稀少
2. 科技能量未能有效支援

永續決策
3. 未來科技及環境變遷風

險評估未充分考量

問題檢討分析

1. 永續發展推動工作及
決策評估缺乏整合

2. 環境與決策資訊不透
明與公民參與機制不
健全

3. 現有法令及決策機制
不完善

1. 經濟發展方向與永續
發展方向缺乏一致性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於

推動永續發展之功能

與角色不彰

1. 各項科學資訊未能有效

整合以輔助決策進行

3.科學技術未能有效協助

發展永續產業及經濟模式

2.整體決策制度未能符合

社會期待及實際需求

23



簡報大綱

一、永續發展背景回顧

• 環境開發爭議/永續決策機制/綠色經濟契機

二、現階段必須要面對的永續發展課題

三、議題三的架構與想法

四、重要措施建議

五、討論

24



• 遠景：
藉由推動此以科技支持導向之政策措施，進行跨域整合，

強化永續科學評估及永續決策機制，作為政府發展規劃與解決
國土利用及環境爭議案件之參考，同時利用創新科技帶動永續
發展與綠色經濟。

• 推動方式：
推動台灣永續發展可由累積永續科研能量、建立決策評估

機制及推動綠色經濟轉型三方面著手，建議參考台灣防災科技
整合與落實推動模式，循序漸進，以科技整合為基礎，以解決
問題為導向，納入公眾參與機制，進而修改法令、機制，逐步
推動落實應用。

三、議題三架構與想法

25



議題三推動架構及概念圖

2. 解決國土爭議

建構評估方法 驅動創新模式

Reactive思維 Proactive思維

永續決策機制 產業轉型實踐

3. 推動綠色經濟

1. 永續科研能量建構

永續決策
科學
技術

科學評估
支援系統

科技創新
前瞻整合

26



3.2 
建立永續決策
之科學評估機
制以解決國土
利用爭議

3.3 
發展科技整合
創新模式促進
綠色經濟與永
續發展

政策措施架構

3.1 
強化永續資料庫之應用與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

永續發展指標、環境承載力、跨域整合研究

落
實
至
法
規
政
策
以
及
決
策
機
制

落
實
創
新
技
術
整
合
，
帶
動
經
濟
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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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措施3.1推動架構及概念示意圖

基礎
資料
(環境
經濟
社會)

永續
決策
機制部會署

科學評估

指標

模式

科研單位

NGO

永續發展願景

實體單位/整合平台 建
立
規
範
解
決
開
發
爭
議

驅
動
綠
色
經
濟
轉
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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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決策機制(提案-科學評估-決策)概念
示意圖

政策計畫
提案單位

科學資訊
提供單位

審查評估
諮詢單位

最後選擇
決策單位

• 提供客觀科學研究證據
• 提供綜合性、包容性資

訊(環境、經濟、社會
等考量)

• 提供公開、透明的科學
資訊及流程

• 提供整合評估資訊(跨
領域、跨部門、跨社會
各界)

• 依據永續科學評
估資訊，進行價
值選擇及管理

• 設計整體制度、
流程、法規

永續科學評估
支援系統

永續決策治理
系統

永續科學評估
整合平台

基礎資料

科學評估資訊

研究/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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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綠色經濟轉型模式

實驗計畫

3.3.2
綠色經濟之技術

創新與應用

綠色經濟/永續發展

3.3.3 
綠色經濟相關

人才培育

如何推動綠色經濟？
由科技驅動產業轉型並帶動就業與人才培育

科研擔任領頭羊，驅動產業轉型，技術創新與

人才培育相互支援，達成永續發展遠景30



簡報大綱

一、永續發展背景回顧

• 環境開發爭議/永續決策機制/綠色經濟契機

二、現階段必須要面對的永續發展課題

三、議題三的架構與想法

四、重要措施建議

五、討論

31



3.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
平台與強化永續資料庫之

應用

3.1.1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

3.1.2強化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環境承載力與國土環境資

料庫於永續性評估之應用

3.1.3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與因應策略之創新研發

3.2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以解決國土利用與環境開

發爭議

3.2.1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3.2.2 修訂與落實公民參與機制

3.2.3 強化並修訂相關法令中永續發展之概念

3.3 發展科技整合創新模式
促進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3.3.1 進行綠色經濟轉型模式實驗計畫

3.3.2 推動綠色科技之前瞻創新與應用

3.3.3 推動我國綠色人才培育

重要政策措施 細部措施

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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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永續發展背景回顧

• 環境開發爭議/永續決策機制/綠色經濟契機

二、現階段必須要面對的永續發展課題

三、議題三的架構與想法

四、願景以及重要措施建議

五、討論

36



討論

37

國科會

環保署
經建會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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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解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部會間業
務缺乏整合及科技功能未能有效發
揮的問題，建議成立永續科學評估
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希冀藉此整
合各部門單位發揮綜效。

• 建議該單位需建置專任人力協調相
關各部會署之行動計畫，協助進行
規劃與統整具體成果，並長期、有
效地整合、彙整資訊、研究成果。

• 建議該單位需具備有功能：a)整合
知識 (資料庫)、b)科技(方法)研發、
c)制度改善

• 主辦：國科會
• 協辦：經建會、環保署

(國科會)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
或實體單位

(經建會、國科會、環保署)成立國土
資訊系統(NGIS)之永續評估應用分組

3.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
台與強化永續資料庫之應用

3.1.1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

3.1.2 強化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環境承載力與國土環境資
料庫於永續性評估之應用

3.1.3 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與因應策略之創新研發

政策
措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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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強化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環境承載力與國土環境資料庫於
永續性評估之應用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解決我國現行永續發展相關工具

(指標系統、資料庫)未能有效協助
政策制定與評估的問題，本措施建
議應檢討現行指標系統與資料庫，
並以使用端(永續評估與決策)需求
為出發點修改指標與資料庫，並從
中建置及補強基礎資料、進行全國
總體及地區性環境承載力調查研究。

• 建議成立國土資料庫系統(NGIS)之
「永續評估應用分組」，提供環境、
經濟、社會等永續相關決策資訊。

• 主辦：國科會、環保署
• 協辦：各部會、中研院

• (國科會、中研院)推動永續指標系
統及環境承載力之整合性研究

• (環保署、經建會)檢討、調整及更
新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 (各部會)強化永續評估資料庫之建
置

3.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
台與強化永續資料庫之應用

3.1.1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

3.1.2 強化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環境承載力與國土

環境資料庫於永續性評估之應用

3.1.3 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與因應策略之創新研發

政策
措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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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與因應策略之創新研發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解決永續決策時，未能提供完整、跨
面向綜合性評估資訊的問題，本措施建
議研究發展完整的永續性評估之評估項
目及方法。(例如：社會影響評估、公共
衛生及健康風險評估、氣候變遷衝擊評
估、地區脆弱度、調適力及回復力評估、
災害風險評估、生態環境衝擊評估、經
濟發展效益評估、農糧安全衝擊等各式
永續相關評估)

• 建議進行上述科學評估方法及涵蓋環境、
社會、經濟等面向之永續性評估方法之
創新研發，包括情境推估模式、整合永
續性評估(如何綜合考量多項評估數據)等。

• 主辦：國科會
• 協辦：各部會、中研院

• (國科會、中研院、各相關部會)
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之創
新研發

• (國科會、中研院、各相關部
會)
進行永續議題因應策略之研究

3.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
台與強化永續資料庫之應用

3.1.1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

3.1.2 強化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環境承載力與國土環境資
料庫於永續性評估之應用
3.1.3 進行永續性科學評估方法與因應策略之創新

研發

政策
措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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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本措施建議建立一跨面向考量(環境、經濟、
社會)、跨部會(各級組織單位)、跨界(社會
各界)的永續決策機制，希冀藉由此整合機
制能消弭爭議，做出兼具永續精神、科學
根據及社會共識的決策。

• 建議研擬跨部會協調、永續決策權責等體
制面設計(例如：行政院組織改造後永續發
展委員會組織定位與效能)、各級政府單位
政策永續性評估制度與流程設計、改善現
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環評審查內容及流程
修訂，環評委員或專家諮詢小組之位階與
權責)等。

• 主辦：環保署
• 協辦：經建會、內政部

• (環保署、經建會)強化行政院永
續會功能或推動行政院層級永續
發展辦公室

• (國科會、內政部)建立國土利用
與環境開發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3.2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以
解決國土利用與環境開發爭議

3.2.1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3.2.2 修訂與落實公民參與機制

3.2.3 強化並修訂相關法令中永續發展之概念

政策
措施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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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修訂與落實公民參與機制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有效減少國土利用及環境爭議事件中
之各種社會對立與衝突，本措施建議於
永續決策機制中應研擬更有效之公民參
與機制，參與層面應擴及各類公民社會
團體、產業界及勞工團體等，以包容各
界意見並反應社會多元價值之需求。

• 建議研擬公民參與之內涵、範疇、時機
點設計、各項科學評估資料與資訊公開
透明、風險溝通與風險揭露準則、公民
意見與科學意見相左時處理準則、教育
推廣與傳播等項目，並確保相關利害關
係人之意見實質有效納入決策考量中。

• 主辦：環保署
• 協辦：教育部、內政部、研考

會

• (環保署、研考會)檢討與修訂
現行公民參與機制

• (研考會、內政部)研擬環境資
訊公開與揭露原則

• (環保署、教育部)推動公民參與
之教育推廣

3.2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以
解決國土利用與環境開發爭議

3.2.1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3.2.2 修訂與落實公民參與機制

3.2.3 強化並修訂相關法令中永續發展之概念

政策
措施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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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強化並修訂相關法令中永續發展之概念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影響永續發展之國土利用及環境爭
議問題中涵蓋許多法令規定，且為
有效執行本議題推動之永續科學評
估及決策相關制度，本措施建議需
檢討各級法規與永續發展概念衝突，
之情形，並進行相關法令修正等配
套措施。

• 建議將永續精神以及永續科學評估
概念納入相關法令進行整體修正，
以確保國土整體利用與發展模式朝
向永續發展邁進。

• 建議針對部分措施所需之法令修正
配套，進行修正。

• 主辦：環保署
• 協辦：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
農委會、國科會、原民會等等相
關部會

• (環保署)檢討與改善現行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與法規

• (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交通
部、農委會、國科會、原民會等
等相關部會)檢視與修訂國土利用
與環境開發相關法令

3.2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以
解決國土利用與環境開發爭議

3.2.1 建立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3.2.2 修訂與落實公民參與機制

3.2.3 強化並修訂相關法令中永續發展之概念

政策
措施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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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進行綠色經濟轉型模式實驗計畫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積極推動臺灣綠色經濟轉型，建議
相關部會可就其業務範圍，發展各部
門之綠色經濟實驗性計畫，以下提供
五點可推動方向範例：
• 【綠色區域經濟】
• 【綠色產業經濟】
• 【產業綠色研發】
• 【綠色採購與綠色消費】
• 【綠色公共建設】

• 主辦：經建會
• 協辦：各部會

• (經建會、各部會)進行我國綠色經濟
推動計畫

• (各部會)發展各部門產業綠色經濟實
驗計畫

政策
措施

(7/9)

3.3 發展科技整合創新模式促進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3.3.1進行綠色經濟轉型模式實驗計畫

3.3.2推動綠色科技之前瞻創新與應用

3.3.3推動我國綠色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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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推動綠色科技之前瞻創新與應用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為強化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研發之功能，
以驅動產業轉型並解決關鍵問題(例
如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議題)，本
措施建議推動綠色技術研發或創新應
用，建議可研發關鍵技術包括：低環
境衝擊之各類產品材料研發及設計製
造、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技術、資通
訊(ICT)技術之綠色應用、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及產品服務系統、各項調適科
技等。

• 主辦：經濟部
• 協辦：國科會、環保署、文化部、
農委會等等相關部會、中研院

• (國科會、經濟部、中研院)進行
綠色科技前瞻研究計畫

• (經濟部、文化部、環保署、農委
會等等相關部會)推動綠色經濟商
業模式創新

政策
措施

(8/9)

3.3 發展科技整合創新模式促進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3.3.1進行綠色經濟轉型模式實驗計畫

3.3.2推動綠色科技之前瞻創新與應用

3.3.3推動我國綠色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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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推動我國綠色人才培育
措施內容 部會署可進行之計畫(暫定)

• 綠色經濟可創造許多新的就業機會，綠
色人才的培育亦可促進綠色經濟成功轉
型，為了促進此雙向良好循環，本措施
建議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相關教育推廣及
人才培育。

• 建議推動教育體系中推廣永續發展及綠
色經濟的相關課程，因應日後產業轉型
所需之綠色經濟相關人才規劃，以便應
對未來綠色經濟發展下所創造出來人力
需求。

• 主辦：經濟部
• 協辦：經建會、教育部、國科會、勞

委會、交通部、農委會等等相關部會、
中研院

• (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交通部、農
委會等等相關部會)推動綠色科技之產學
合作計畫

• (經建會、經濟部、勞委會、教育部、農
委會、交通部等等相關部會)推動綠色人
才培訓與就業輔導計畫

• (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中研院)推動
綠色經濟人才之國際交流

3.3 發展科技整合創新模式促進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3.3.1進行綠色經濟轉型模式實驗計畫

3.3.2推動綠色科技之前瞻創新與應用

3.3.3推動我國綠色人才培育

政策
措施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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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綠色經濟推動案例
 表二A、綠色區域經濟(在地資源加值利用)
 表二B、綠色產業經濟(綠色觀光旅遊產業)
 表二C、產業綠色研發(由創新到製造銷售)
 表二D、綠色經濟轉型(多元實際操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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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A、綠色區域經濟(在地資源加值利用)
案例一：日本高知縣馬路村在地綠色經濟
特色：運用在地資源，投入創新(技術及品牌)，
並以生態經營的成功商業模式

背景：
• 人口稀少，地理交通位置偏僻的小山村
• 早期主要產業為林業，1960年後發展香橙/

柚子產業(加工為果汁果醬)

推行措施：
• 1988年開發「暢飲馬路村香橙果汁」品牌，
當地農協協助整合內部資源，加入外部專家
小而美的在地化食品運作模式

• 利用當地杉木創造環境友善產品設計品牌
Monacca，捐出營業額1%給千年之森基金

• 推廣鄉間觀光生活產業

經濟成效：
• 香橙加工業產值由1988年1億元日幣成長至

2008年33億元日幣
• 促進地方產業及就業，提升當地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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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B、綠色產業經濟(綠色觀光旅遊產業)
案例二：德國國王湖綠色觀光旅遊產業
特色：以發展綠色觀光旅遊產業來展示環境保
育與經濟發展共存的成功模式

背景：
• 國王湖(Koenigsee )為德國最深也最乾淨的

湖泊(湖水可生飲)

推行措施：
• 自1909年起，公共交通工具(含船隻)均以電
力驅動，避免環境污染

• 湖四周為禁建區，管制旅館數目，旅館能源
大多為太陽能，且污水及垃圾均經特殊處理

經濟成效：
• 每年近百萬的遊客，增進當地旅遊業收入
• 增加當地人就業機會
• 食材強調在地化，增進當地農產品收入
• 間接推動電池動力系統、太陽能及污水處理

系統產業的發展50



表二C、產業綠色研發(由創新到製造銷售)
案例三：「從搖籃到搖籃」綠色創新設計
特色：以綠色創新設計趨動產業「綠化」，並
引用「從搖籃到搖籃」概念至產品製造到銷售

背景：
• 由McDonough及Braungart創立，並由其

MBDC顧問公司推動

推行措施：
• 主要以生態現代化及產品服務系統理論出發，
推動概念產品生命週期評量、廢棄物即為食
物等，除了綠色產品製造之外，另外更強調
產品銷售、回收、再利用等整體系統設計

• 推動「搖籃到搖籃產品認證」，認證條件：
材料安全環保度、材料再利用率、能源及水
使用效率、社會責任等

經濟成效：
• 全球各地眾多企業參與，尋求其轉型之道
• 上百件產品已通過「搖籃到搖籃產品認證」51



表二D、綠色經濟轉型(多元實際操作案例)

案例四：UNEP綠色經濟推廣計畫(GEI)
特色：跨國整合的大型研究暨實務操作綠色經
濟啟動(Green Economy Initiative)專案計畫

背景：
• 於2008年由UNEP啟動的跨國合作計畫，研

究綠色經濟如何轉型並蒐集世界各國推動綠
色經濟操作的案例

推行措施：
• 發表綠色經濟轉型可由三策略方向同步進行，
分別為：

• 自然資本投資(natural capital)：農業、漁
業、水資源、森林等自然資本永續化

• 能資源效率提升(energy and resource 
efficiency)：再生能源、製造業、廢棄物、
綠建築、交通運輸、旅遊業、都市

• 支援機制：綠色投資情境模擬、金融支援機
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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