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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2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4樓 401會議室 

參、主席：蔡委員美珍代                                   紀錄：林淳鎂 

肆、出席人員：本會委員、本府一級機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詳

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頒發委員聘書：(略) 

柒、業務單位報告：(略) 

捌、提案討論：(略) 

案由：修正「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113-116年）」，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7 條規定，本府配合環境部 112 年 9 月 14

日核定修正之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參酌臺中市地方特性，並呼

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2050 淨零轉型政策，修訂「臺中市環

境教育行動方案(113-116年)」。 

二、前開行動方案內容業於 112年 11 月 16日，召集本府一級機關

與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進行研商會議，並依據會議

決議修訂「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修正「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

修正後「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經各提案委員檢

視文字，如無異議則照案通過，後由業務單位依環境教育法規定

辦理公告及提報環境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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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綜合討論：(委員意見摘要如附件) 

拾、臨時動議 

案由：為了解本市淨零綠生活推廣大眾運輸相關政策，請交通局說明臺中

市大眾運輸網的設置規劃，及如何降低市民使用私人運具，提升搭

乘大眾運輸之意願等配套措施。(提案人：許委員心欣) 

決議：請交通局於下次會議上提出 7分鐘簡報，說明臺中市大眾運輸網

設計及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精進作為。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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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二次會議 委員意見摘要 

 (呈現方式依姓氏筆畫由少至多) 

壹、白委員子易： 

一、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一) 今年度臺中市執行各項環教活動皆有良好成績，例如在環教設

施場所數量、繪本、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環境知識競賽、補捐

助計畫等，與其他縣市相較都有良好的成績。 

(二) 建議能蒐集或彙整其他縣市的推動方式，俾利經營未來績效。另

亦請其他局處提供相關環境教育成果。 

二、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案 

(一) 對於「台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中，淨零排放的

定義，宜能在推動行動方案之過程中，清楚解釋並予教育。 

(二) 本市碳盤查人才之儲備，亦可考量推動。 

貳、吳委員志超： 

一、環保局近三年在 AI結合下有不少的科技執法成果，建議可與高中、國

中的 AI教學結合，促進環境教育朝數位化、智能化，相同其它局處亦

可提供應用的場域或課題。 

二、今年六月聯合國更進一步倡議生物多樣化及自然解方作為控制地球升

溫 1.5℃以下之主要解方，未來本市在環境教育及各局處因變減碳及氣

候變遷的施政與宣導上應加以考量。 

三、臺中購物節活動已漸成為臺中市民及全國注目的節慶，建議應藉此活

動同步推行綠生活、循環經濟，甚至減塑等實踐。 

參、林委員素華： 

一、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應為全市推動環教育成果，可以多搜集各處

室之成果。 

二、低碳運具公車路線的整合，如何鼓勵名眾搭乘大眾運輸十分重要，請市

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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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農業局如何推動石虎保育自治條理中保落石虎之推動?食農教育如

何推動至正規及非正規之教育。 

肆、徐委員光蓉： 

一、環境教育不應僅限於〝教育〞，目的應該是透過教育去實踐，所以如何

才能透過實踐想達到的環境教育的目的。 

二、 環境教育不只是停留在教導環境問題，應該鼓勵討論問題如何產生，

如何解決有那些可能方案、進行中的方案遇到那些困難，如何強化擴

展、推行到全台灣。 

三、 例如鼓勵搭大眾運輸，實際不知效果如何，有沒有更多改進空間?市政

府單位首長自己有在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上下班?比率有多少? 

四、 建議各局處首長每週一次搭大眾運輸上下班。 

五、 請說明〝2050臺中淨零排碳路徑與修正〞的內容、減量的目標、期程。 

六、 推廣再生能源與節能不應該只是〝教育〞，要訓練相關業者設計的減量

方案為何?舉例節能：A、過去要求大家隨手關燈拔插頭，有習慣的人

會做，沒有習慣的人依舊不做，應該教導裝修業者每一間房間插座連

到一個在門口的開關，就不必每一個插座拔來拔去，還可能引發電線

走火。B、應鼓勵安裝熱泵熱水器而非瓦斯熱水器，熱泵熱水器是類似

現在的冷暖氣，但將廢熱注入水中成熱水，如此可以不需用天然氣，

但這需要訓練足夠符合資格的安裝人員，挪威、瑞典 2/3家庭都安裝熱

泵取暖，但英國、德國比率很低，差異就是安裝的是否合宜，影響民眾

接受度，相關勞工訓練(經發局)。 

七、 每年應檢討環境教育是否與〝2050臺中淨零排碳路徑〞配合，是否有

改進或逐年偏離。 

伍、陳委員炳煌： 

一、建議在現有基礎上更上層樓，特別是與其他縣市、其他國家的交流、相

互學習，除了持續與歐盟(義大利)的合作之外，試試看能否在下列時間

已定的活動中爭取參與的機會: 
(一) 氣候大會 COP-今年在杜拜、明年在亞塞拜然、後年在巴西，臺

中市可想辦法去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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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5 年日本舉辦關西萬國博覽會，臺中市可組團去參觀，交流

學習。 

(三) 2025 年中華民國台灣也可以串聯已經有的中央與地方 /政府與

民間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機會 SDGS 17 項及其他環保綠能成果的

會議，論壇與展示(博物館與博覽會)成為另類的台灣博覽會，可

望與日本關西萬國博覽會相互輝映。 

陸、許委員心欣： 

一、部分單位辦理之活動與環境教育關連較低，環教目標與成效恐不彰，建

請環保局協助各局規劃，以利確實辦理具實質意義之環教活動。 

二、請交通局強化優化公車路線、班次，讓市民可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有

方便的公車等大眾運輸工具可選擇，才能採取綠色交通之環境行動。 

三、請農業局提出保育石虎之具體措施與成果，勿僅止於開會。 

四、P.33 簡報，建請將「飲料店」不得提供塑膠一次用飲料杯改為「餐飲

店」，以擴大限塑範圍。 

五、P.49簡報，建請配合去年 5月食農教育法通過，衛生、教育、環境、文

化和原民等單位均為食農教育推廣之協辦單位。 

六、P.52 建請在節水環教上增列節電、節能、節油等，並請各局處配合辦

理。 

七、P.32建請納入 COP28會議重要決議脫離化石燃料加速能源系統轉型，

以及淘汰無效率之化石燃料補貼。 

柒、楊委員國禎： 

一、環境的運作背景與精髓，在於連結與整合、垂直、橫向、縱向全面的結

合成整體。 

二、光合作用是地球生命運行的能量來源運行與連結的核心，但人類社會

一直在砍斷自然的組成、結構、連結與運作，近來能量來源與運行另

闢徑，發展核能、太陽能、風能、熱能、水力、洋流……的發展，碳只

是環境問題的敲門磚的指標，而不是全部最終的目標。 

三、我經歷或感受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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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幾年設立非常的全水泥(柏油)停車場。 

(二) 秋紅谷種的植物幾乎全部是外來物種，市府一直用來都做宣傳

的成果。 

(三) 中央公園在 2014的規劃設計時，建設局招開座談，當時我發言

(10 分鐘)的錄影，提出的問題，在 2022 年初，我去的中央公園

卻發現當時的問題都原版的呈現，表示開會的意見都無效。 

(四) 公園、綠地的規劃設計是溫帶草原上幾棵標本樹，而與台灣熱帶

邊緣的森林生態完全搭不上線。 

(五) 行道樹的規劃設計，根本無法讓樹木無法長成大樹。 

(六) 修剪與經營管理越來越與實際植物生長、生存的生態、生理的狀

況背離。 

四、環境教育如何切合實際狀況與問題的改善與推進。 

捌、楊委員淑慧： 

一、針對淨零綠生活的推動，如何讓民眾落實於生活中，請各局處在辦理相

關活動(環境教育)時，提供可實行的方式供民眾參考。 

二、循環經濟模式有助資源再利用，並減少廢棄物產生，尤其外食族群多，

應鼓勵餐飲業者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建議環保局將環保餐具或便當業

者建置名單，工餐飲或公司團體參考。 

三、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導，應從河川到海洋的生態教育和污染防治做起

成效才會更好。(由環保局和水利局) 

玖、劉委員瓊霦： 

一、請說明 24處環境教育設施盤點的結果優劣。 

二、請說明環境教育的具體作為，是否有教材、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