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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12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樓 303會議室 

參、 主席：林召集人佳龍（洪委員正中代）                   記錄：王瀞儀 

肆、 出席單位：本會委員、本府一級機關（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檢陳「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 1份，敬請審議。 

說明：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業依委員建議意見予以修正，提請委員就

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內容審議。 

決議： 

一、 針對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內容，請各局處依權責整合

臺中市資源及環境議題，修正現況、議題及挑戰，並依委員建議

意見予以檢視修正既有之行動策略（含工作項目及實施方式），

加強兩者間之連結性。 

二、 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須扣緊臺中市環境議題，請各局處於 105

年 1月 31日前提供環境教育現況執行成果、修正行動策略實施方

式及訂定年度施政量化目標值，供環保局彙整後，於下次會議中

提出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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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配合 105年度地方環境保護機關環境教育績效考核請各局處配合事

項，敬請審議。 

說明： 

一、 依環境教育法第 7 條規定，請各局處配合提供 104 年度臺中市環

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供本局彙整並完成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俾利依限於 105年 6月 30日前提報環保署。 

二、 依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及第 24 條規定，請各局處配合於 105 年 1

月 31日前網路申報 105年度環境教育計畫及 104年度環境教育執

行成果，並請配合本局辦理「實地抽查」應辦理環境教育單位之

申報成果。 

三、 配合推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直轄市政府所屬員工開通

比例需達 40 %，請各局處加強宣傳，並鼓勵所屬員工開通終身學

習護照。 

四、 請各局處配合提供 105 年度各類環境教育相關之創新活動，促使

市民了解環境教育及增進環境倫理與責任，環境教育八大領域包

含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

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 

決議： 

一、 說明事項，請各局處積極配合辦理，並依規定期程完成。 

二、 另說明三「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請教育局、文化局及

民政局就未達 40 %之單位加強宣導。 

捌、 委員意見摘要（呈現方式依姓氏筆劃由少至多）： 

徐委員光蓉 

一、 教育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落實在生活裡，最後重點是這些學習是不

是真的反映在日常生活裡，所以請大家思考我們教育之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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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追蹤，才算完整。 

二、 教育有沒有效果，也應該設法設置「評估成果」的評量辦法，以

瞭解是否有進步，或依舊原地踏步。 

三、 環境教育基本方向正確，但應該在落實方法上更細緻，以氣候變

遷為例，重點分減量與調適，減量部分除了鼓勵再生能源部分，

還應該注意節約能源。 

四、 再生能源發展部分，除了「教育」外，政府單位更應以身作則帶

頭作，才會讓民眾瞭解這是很實際可作，而非空談。政府單位也

可以因應實作，才會瞭解實際運作的困難。 

五、 節能部分可以在建築物節能、交通運輸的節能、家電與工業節能，

所以不只是環保局而已，應規定農業、交通、都發、建築、工業

相關局處，要接受相關環境教育。 

六、 學子的創意有沒有鼓勵追蹤？木板棧道發電有持續？ 

七、 氣候變遷調適部分，應該因地制宜，高山部分應該檢討哪些是易

受災地區，並定期公布，降低開發強度或禁止開發。海濱地區也

應該教育民眾未來海水上升加漲潮，可能淹水頻率上升…，應該

如何因應準備。 

八、 臺灣山高河短，下雨集中在颱風季，不是暴雨，不然可能乾旱，

所以在水資源保育、管理應該加強。 

九、 衛生局也應該對氣候變遷，對傳染病與其他疾病、公共衛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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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有哪些因應措施。 

十、 建議各局處首長，「自願」每週（或每月）一日以大眾運具上下

班，並估算碳足跡的減少。 

張委員明純（許心欣代） 

一、 行動方案的章節撰寫有前後不連貫，各行其事的問題，如 P.8-10

提及自然生態、河川動物，但行動策略不見相關保育方面的環教

計畫，P.11-12提及 PM2.5和溫室氣體，但在行動策略僅見推動空

品環境議題之教育宣導，不夠具體，且缺乏因應溫減法通過後，

相關暖化、氣候變遷和減碳的環教規劃。 

二、 環教成果不只是辦理多少場活動，有多少人參加；環教學習護照

的成效也不該只看開通率，更應檢核運用網站的使用情形，以及

民眾接受環教活動後觀念的改變，和環境行動。 

三、 社會大眾的環境教育多回歸至生活層面，節用資源、確實分類回

收、省電節能，以實際行動落實環保。 

四、 建議行動方案納入概念圖，以全面檢視行動策略是否完整因應現

況、議題與挑戰，目前呈現方式略顯為拼湊式，連結性不佳。 

五、 工作項目，期程及實施方式的表格 105年-109年度目標是空白的，

請補齊。 

六、 行動策略請增加因應臺中空污嚴重、火力發電廠排放廢氣問題，

宣導省電減空污，及推動綠能節電等環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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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交通局納入推展綠色運輸，鼓勵市民多搭運用大眾運輸工具、

iBike的成效。 

張委員嘉玲 

一、 P.2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出現兩次，第二次應直接簡稱「本

府」。 

二、 貳一現況分各面向說明，分類內容宜再調整，有關環教實踐推動

現況不應只是列出 103年之辦理成果，應彙整說明歷年來辦理之

成果。 

三、 貳一現況、二議題、三挑戰之內容應有連結性。完整性亦應再加

強。 

張委員瓊芬 

一、 P.6自然、環境現況及特色，在水文及地文部分等四個層面，第四

個環境層面之標題相當不合適，因為第一、二、三層面基本上應

於環境架構底下，且與大標題「環境現況」之差異性如何？此外，

內容的安排也稍嫌混亂，將天然環境的介紹與河川污染及公害污

染議題應分開描述，也應補上地下水、土壤等相關議題。 

二、 P.8「森林…」之描述位置錯誤。 

三、 P.26提升環保志工素養？對象應考量。 

四、 針對本環境教育方案應增加目前的一些環保政策，如總量管制、

畜牧糞尿液之再利用、資源永續、水回收與資源管理等，且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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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遣詞上也可以生態工法、集污處理等來描述，取代「控制（P7）」、

「混凝土構築」等較負面的描述。 

五、 針對上次審查意見之回覆說明，以「業依委員建議」，及「對應

頁碼」回覆，找不到對應內容，應修正並將內容說明。另，應思

考的是內容的修正，而非僅把委員意見塞進去內容。 

六、 建議審慎重新安排此草案之內容。 

程委員淑芬 

一、 P4，「評估市民環境素養與推動措施改善成效」，這不應該被做

為「長期目標」。 

二、 P4「結合國際花博」是方法，不應是「目標」。 

三、 何謂「目標」？建議再弄清楚。「規劃優質且…環境教育學習環

境」，把規劃當做目標，不是很適當。 

四、 P25，針對四、課程與資訊，本節內容比較像是「行動方案」，建

議再檢視標題名稱是否有修改之必要。 

五、 「循序推動」、「協調連繫」、「基金運用」…等，這些章節組

合，使這本報告比較像是環境教育推動手冊，不像「行動方案行

動策略」；請再確認行動方案及行動策略應有之章節內容。 

葉委員晉玉 

一、 請積極輔導公私場所，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二、 可加入「管制生媒及禁用石油焦」未來做法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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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中午 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