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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5樓大型會議室 

參、主席：盧召集人秀燕（陳委員宏益代）         紀錄：林淳鎂 

肆、出席人員：本會委員、本府一級機關（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提案討論：  

案由：修正「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經查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 108 年 11 月 22 日行政院核定修正

之「國家環境教育綱領」變更「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行政院

於 109 年 8 月 14 日以院臺環字第 1090026001 號函復業已備查，

爰本市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併同依「國家環境教育

綱領」參酌地方特性，修正「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摘要如附件。  

決議：  

一、109 年度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需要在 110 年 6 月前提報

環保署備查，因年度計畫尚未執行完成，請各局處執行完成後提

報相關成果予環境保護局彙整。  

二、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第一章「宗旨及目標」，論述可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有關環境教育之大議題連結。  

三、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第二章「現況、議題及挑戰」，將本市環

境品質及環境教育現況如空氣品質等加強論述。  

四、依各委員的建議研酌納入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後，配合環境教

育法規定辦理公告及提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並視執行情況

滾動修正本方案。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附件 

109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 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意見摘要（呈現方式依姓氏筆劃由少至多） 

林委員明瑞  

一、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規劃很好，環境教育成果均相當顯著，值得

嘉許。  

二、本市行動方案中的目標部分建議將「社區」也一併納入。挑戰可以考

慮將(1)巴黎協定、(2)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3)本市及中南部地區秋、

冬、春三季空氣品質不良等議題納入。  

三、環境方案推動成果的各章中，考慮在三、當代環境問題及管理議題中，

將巴黎協定、聯合國 SDGS檢視，加強成果呈現；四、地方性的環境

議題中，加入本市及中南部地區秋冬春三季空氣品質改進之成果，加

強說明。  

四、第四章經費編列部分，有些局處編列的年度經費為零，可以考慮將該

局處的年度執行計畫的經費及成果納入。  

林委員素華  

一、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之成果應跨局處，然報告內容較為薄弱，建議

應搜集分析本年度之成果，並以行動方案架構為彙整之依據。  

二、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應由中央及地方層級為行動主軸，終極應以永續發

展為目標，建議未來要與聯合國 SDGs17 項原則(目標)、169 項細項

目標、臺灣 18項原則(目標)中檢視臺中可以契合及可以推動的鏈結。  

三、行動方案，依格式及書寫內容原則，建議如下：  

(一)現況與議題應說明目前臺中市推行環境教育執行狀況為何，目前

有何重大議題待解決，接續就重大議題才敘述。  

(二)挑戰應就需努力經營才能解決之議題如何做。  

四、P4-18 經費編列，請建設局、都發局、水利局及觀旅局等局處再次檢

視經費是否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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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明純  

一、十大推動策略五、教育與資訊的工作項目，應增列「節電與能源教育

推廣」  

二、教育與資訊中的「提升市民循環經濟概念」的每個工作要點都是源頭

減廢，與循環經濟無關。應盤點台中市內優良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廠

商，如：外埔區專做冰箱洗衣機的惠嘉電，回收塑膠再生利用的大豐

環保，協助成為環教場域、發展教案，把真正循環經濟的概念推廣，

提升市民更多資源再利用的動機與理解。  

三、「食農教育推廣」第 3 點中，辦理有機自然農園學習，使民眾認識有

機農業與友善環境生產模式。  

四、「食農教育推廣」中，不見校園的推廣目標，而教育局已經在各國高

中小推動進行「109-111 校園食農教育總體推動計畫」。  

五、「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導」內容薄弱，凸顯了市府對海洋保育願景的

匱乏與欠缺想像，需要再增強。中火與天然氣接收站變成雞肋？白海

豚？  

六、(十一)文化保存教育推廣的工作內容，幾乎都是已經在進行的工作，

缺乏新的願景與想法，若要精進，應特別盤點出傳統客家與原民文化

在生態智慧、飲食、器物文化上等等反映出與環境共生、永續發展的

工作項目。  

七、都發局辦理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推動駐地輔導計畫，深化社區

環境營造機制，並辦理社區規劃人才培力及社區環境自力營造培力

與輔助計畫。也是行之有年，應把與環境共生、永續發展的工作項目

白紙黑字明列於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八、(三)與民間團體和企業團體協調聯繫。增列文字如下：1.「定期與」

環保團體、工商團體、環保志工及其他相關團理辦理溝通座談會，共

同宣導環保理念。(民政局、環保局)，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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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嘉玲  

一、本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豐碩，建議評估未來可再強化推動之面向，

並以更多元方式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二、針對「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內容：  

(一)建議再審視推動策略及工作項目之完整性，例如：水污、水保及

移動污染源等議題，目前似較為欠缺。  

(二)各章節之相關性論述建議再加強，由 Ch2 現況、挑戰，導到 Ch3

推動策略及工作項目，再依此訂定 Ch5 關鍵策略目標及績效指

標。  

張委員瓊芬  

一、P.4-8，五、教育資訊的工作項目，(一)1.和(一)7.建議合併。  

二、P.4-10，和民眾相關的，主要是移動污染源，可加強 NOx、VOCs 等

空氣污染物之減量，再連結至老舊汽機車汰舊之空污削減。  

三、P.4-10，(五)3.和(五)7.建議合併。  

四、P.28，(六)可加入臺中目前有的臺中外埔綠能、資收廠等資源循環的

理念於內涵當中。  

五、P.50，整體關鍵績效目標，建議和聯合國的 SDGs 連結。  

六、建議審視內容相近可合併的項目，思考其合併之可能性。  

七、編列經費為零的單位，建議重新審視。  

章委員日行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已逐漸成為各大專校院發展重點，建議構

思如何結合大專校院共同推動 SDGs 相關環境教育。  

二、植樹綠化不僅是環境教育有效的教育活動，同時達到具體節能減碳的

效益，建議可以結合 CSR 企業共同推動植樹綠化。  

三、生活垃圾及廢棄物未來是環境重大議題，建議構思「建立愛護環境及

垃圾處理合理的平衡」，以促使本市公民擁有理性且健康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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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委員翔新  

一、各局處對於審議會前次會議之決議事項均有詳盡之回覆，對提升本市

環境教育之落實助益頗大。  

二、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在各業務單位的努力下，各項業務

均有亮點表現，在全國各縣市中表現亮麗，值得肯定，並期許能持續

落實推動各項環境教育內涵。  

三、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17 項內涵，宜請各局處於制定未來環境教育行

動方案時，進行適度之連結與進行相關性之說明。  

賴委員嘉祥  

一、參、推動策略 /四、品質與認證：工作項目主要為鼓勵新增及展延相

關場域及環境教育人員資格，但無法由這些項目評估執行「品質」，

建議可增設「鼓勵及獎勵環境教育場所參與全國評比或競賽之項目」，

以提升環教場域經營及管理之績效。  

二、參、推動策略 /五、教育與資訊：建議將環境教育有關「露天燃燒」

之納入民眾及社區課程，並可與農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課程結合推廣。  

三、108 年及 109 年相同之工作項目，建議可加入「可精進」之說明，或

是執行創新之部分。  

羅委員金翔  

一、環境健康識能（Environmental Health Literacy），宜可納入環境教育

的整合體系，讓民眾能尋找、解析、評估環境健康相關資訊，而能主

動對應作為。  

二、海洋教育的規劃宜可再深入說明，建議將近海、海岸及河海交界相關

環境教育資源，包括設施場所，敏感社區調適、志工培訓(例如河川

巡守)加以整合。  

三、環教設施場所及環教人員的永續經營，尤其產業化的規劃設計，宜可

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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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本方案（修正草案）第肆章經費編列部分，觀旅局風管所每年均編列

100 萬元經費辦理環境教育，二級機關執行經費能否併入，再請協助

釐清。  

二、有關童委員翔新意見二，本局風管所補充說明，其 108 年經費較 107

年減幅頗大，係因 107 年爭取中央補助辦理大坑生態園區環境營造

工程費用約 713 萬元，並於 108 年執行完成，現每年度均滾動式視

需求編列預算。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有關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修正草案)第肆章經費編列修正為 1萬元。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一、經費編列：109 年為 63,570 千元(電動公車：50,070 千元+iBike：13,500

千元)，110年及 111年為 206,900千元(電動公車：166,900千元+iBike：

40,000 千元)，112 年為 140,140 千元(電動公車：100,140 千元+iBike：

40,000 千元)；備註：電動公車經費完全由中央補助款支應。  

二、伍、整體關鍵績效目標 /推廣落實綠色交通/新增低碳交通載具-購置電

動公車數量更正為 109 年 190 台、110 年 240 台(累計)、111 年 290

台(累計)及 112 年 320 台(累計)；新增低碳交通載具-iBike 倍增計畫

數量更正為 109 年 360 站、110 年 629 站(累計)、111 年 929 站(累

計)、112 年 1,329 站(累計)。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 P30 六、新農業-(二)辦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

村社區環境教育增能計畫，目前主辦機關為農業局 -因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應為水利局權管(本局權管為農村社區部分)，故建議主辦機關改為本府水

利局及農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