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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112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神明與碳的距離 

討論議題：傳統文化保存與永續衝突中兼容並蓄的機會 

辦理時間：112年08月13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北港朝天宮媽祖文化大樓三樓演藝廳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產業對於現況管制的受限與不滿，造成產業跟政府之間的政策溝通非常

不通暢，產業認為相關的政策朝令夕改，造成產業對於未來願景的無助

感。 

1、 政府在跨部會的議題並未有效進行溝通，因此導致沒有明確窗口，但

是卻都是行政暴力的方式運行。 

2、 產業的輔導與規畫不完善，導致民俗文化產業被迫變成黃昏產業。 

(二) 沒有一個數據說減香減了多少，但其實應該要具體的說做這些事情有甚

麼目的去讓大家知道原來有在為減碳來做了多少事情，廟內的被動教育

(環保面) 

1、 由誰認定產業的生產過程中會生產多少碳？社會如何認定碳中和的認

證？ 

2、 金紙的標準，可以讓外部的人了解在做什麼事情，要先從互相理解，

才能互相接受 

3、 廟會的訴求，理解影響，例如走向凱道，有個訴求，實現在地方的走

讀、觀光管控的透明化、進行，並且達到社會語論平衡，而不是天平

過度傾斜。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文化教育的意義 

1、 教育部分，把正確的文化傳承下去，過多的炮竹施放不屬於傳統的祭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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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應該透過媒體識讀的方面，讓大家理解真正的儀式的意義。 

(二) 文化與產業的永續機會 

1、 做社區發展做廟會的發展，該做哪些事情，可以做到碳中和?只是需

要認證必須要有專業的單位、第三方單位(例如作揖宮的金紙，產生多

少的碳，並且去跟政府單位說明)，社區性、永續發展、建碳目標；減

碳的進行該如何設定? 

2、 多方共構，有什麼機會可以讓政府單位可以在這邊做聯繫 

3、 必須要有專業的單位。最環保廟會，用其他方式取代，不極端的方

式。例如碳中和的廟會，有沒有機會可集中目光在廟會的，並且利用

其他方式來增加目光，不單純是金紙、香品，因為廟會的意義是在於

與人之間的交流，並進一步有機會達成文化價值的教育目的性? 

4、 民俗文化相關產業的歸屬，是否可以算是文化產業的一環? 

(三) 碳權融入的可能性 

1、 需要提供產業方認證的資訊，讓碳足跡排放認證可以落實在產業內，

提供碳中和的觀念與實際做法。 

2、 哪些類別可以做為碳權的供應商，是否後續提供綠能的碳權供耗能產

業抵銷以達到碳中和，針對這一點的標準需要更加完整的規劃與檢驗

標準。 

3、 從金紙的製程和輔導角度來看，透過碳權的方式來規範業者的在提供

的定量，也就是達到一定的價格便能以保存文化的方向，也同樣保護

整體環境，而不是透過限制、禁止的方式來決定一方犧牲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