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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23 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社團法人臺南市台南新芽協會 

討論議題： 

1. 目前環社檢核機制僅於戶外型漁電共生操作，其他類型的光電案場是否

也需要類似環社檢核這樣的機制？理由為何？ 

2. 若要將光電開發影響評估之檢核機制加入《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或其他相關法規來進行規範，你覺得哪些光電類型需要進

行檢核？各類型光電之檢核需包含哪些項目？這些項目怎麼納入機制？

台南市政府還可以有哪些作為？ 

辦理時間：西元 2023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4C 長壽講堂（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16號4

樓） 

一、現況或問題 

（一）台南光電開發的現況 

1、台南因為日照條件優良，一直都是光電開發選址的重要選擇之一。 

2、台南七股等地區，因為多由單一地主持有大面積土地所有權，土地取

得難度相對較低，有利於大型光電案場土地開發整合，這也成為光電

業者選址台南的極大吸力。 

3、南部科學園區（南科）的再生能源需求，尤其在台積電擴廠後急遽升

高，這也多少加快了台南光電開發的腳步。 

4、伴隨光電開發，饋線、升壓站、儲能場等開發也持續進行。 

（二）台南光電開發的問題 

1、台南光電開發規模位居全台之冠，其中七股地區目前已有將近10%的

土地，開發為光電案場，未來還會繼續擴大至20%，目前已產生許多

光電開發與居民、養殖戶的衝突，包含景觀與生態環境的衝擊、養殖

承租戶工作權的影響、在地產業鏈影響、工程過於頻繁、場址鄰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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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等，不難預期台南未來會有更多光電開發衝突產生。 

2、目前台南市政府正在研擬《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草

案，可藉由此自治條例賦予市政府相關權責、強化台南光電開發之治

理。 

（三）環境與社會檢核的現況與問題 

1、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以下簡稱環社檢核）是經濟部能源局藉由圖資

套疊、現地勘查、利害關係人溝通、跨部會（主要為農委會，現為農

業部）協商等方式，界定出不同之開發區位，光電開發業者需依照不

同區位之規範申請開發。 

2、目前僅有戶外型漁電共生之光電開發案適用環社檢核，其他光電開發

型態（室內型漁電共生、農電共生、土地變更、屋頂光電……等）與

儲能設施、升壓站等配合光電之開發類型，並未有類似環社檢核此類

較完善之前期管控機制，勢必導致未來會有更多且嚴重之開發衝突。 

3、目前的環社檢核核定開發者所提之因應對策、環境社會友善措施等，

並未對開發者具有強力之約束力，且也缺乏後續具體之追蹤、管理、

評估等監管機制。另相關資訊也未有良好之資訊公開方式。 

4、目前的環社檢核所套疊之圖資以環境生態面向為主，少有社會經濟面

向，且套疊之成果並未落實現場勘查。 

5、目前的環社檢核未針對當地產業之相關從業者、產業鏈等攸關生計、

經濟的影響有完善的評估，也未對開發利益、附加利益有良好預估與

利益共享模式；對周邊居住環境、地景地貌也未有衝擊影響評估；對

區域的環境乘載量也沒有納入考量。 

6、目前的環社檢核所考量的利害關係人並無涵蓋更廣泛的產業鏈，然而

在地產業並不限於漁民、漁會、產銷班，如推動食農教育的社會企

業、專用在地環境友善食材的餐廳等，都會受到開發衝擊。 

 

二、結論或建議 

（一）對於地方政府（台南市政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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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社檢核入法：應於自治條例等地方法規，將環社檢核或相類似之機

制，引入台南光電開發之治理，並擴大適用至其他光電開發型態（室

內型漁電共生、農電共生、土地變更、屋頂光電……等）與儲能設

施、升壓站等配合光電之開發類型。 

2、成立單一窗口：應成立單一窗口，提供開發方、利害關係人等相關行

政、諮詢、輔導、投訴等之支持。 

3、擴大公民參與：應於自治條例等地方法規，強化整體光電開發各階段

（規劃、申請、審查、工程、營運等）的公民參與與爭議協調、解決

機制。開發方或地方政府應更早於規劃、申請階段即進行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蒐集與溝通，且不論何種形式（說明會、聽證會、公開展

覽），都應確保有效且廣泛地讓利害關係人闡述意見，而就溝通結果

開發方或地方政府也應明確提出相符之回應與對策。 

4、落實公正轉型：應於自治條例等地方法規要求於開發行為前評估在地

產業鏈所受之衝擊，給予適當之保護、輔導，落實公正轉型。 

為達成以上目的，建議應跨局處（如：經發局、環保局、農業局、勞

工局、工務局、都發局等）整合思考相關對策。 

5、建立後續監管機制：應於自治條例等地方法規，建立光電開發案後續

之監管追蹤機制，確保開發方有依因應對策、環境社會友善措施等內

容來營運。 

6、鼓勵公民電廠：用放寬限制、簡化程序等更多元的方式，鼓勵或補貼

小面積屋頂型光電建置，並讓發電收益回饋社區，或自發自用，以加

速公民電廠發展。 

7、強化跨局處協調：為達成以上目的，建議應跨局處（如：經發局、環

保局、農業局、勞工局、工務局、都發局等）整合思考相關對策。 

（二）對於環境與社會檢核的建議 

  以下建議雖非僅針對地方政府，同時也是提供給中央政府參考，然而因

與會公民強烈建議地方政府應採用類似環設檢核之制度治理光電開發，因此

地方政府（台南市政府）也應參考並提出相應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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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大適用環社檢核：環社檢核制度應擴大適用至其他光電開發型態

（室內型漁電共生、農電共生、土地變更、屋頂光電……等）與儲能

廠、升壓站等相關設施之建置開發等。而針對不同之開發型態，應重

新擬訂合適之環社檢核，且建議納入環境乘載量評估、總量管制的思

維，並對於景觀、地景、地貌之衝擊提出合適之對策。 

2、資訊公開透明：建議可透過建立資訊公開平台或其他形式，從前期的

說明會、公開展覽等意見蒐集、在地溝通活動與紀錄，到中期因應對

策、環境社會友善措施之擬訂內容與相關審核之會議紀錄，到後期之

監督、管理、追蹤（如養殖業與農業生產效益、發電效益）等之相關

數據、稽查紀錄等，都應有合適的資訊公開與意見陳述方式。 

3、環社檢核法制化：環社檢核制度之約束效力應法制化，並強化後續具

體之追蹤、管理、評估等監管機制，並補足相應所需之人力與其他資

源，確保開發者有落實執行因應對策、環境社會友善措施，亦避免無

從事相關允諾產業（如養殖、營農）之事態發生。 

4、落實現地勘查：環社檢核制度於圖資套疊後的現勘機制應該充分落

實，如人力、資源缺乏應予以補足，才能真實反映各區域、區位之實

際情形，減少後續因現況與圖資不符或現況無法由圖資確知（如長年

使用公有地養殖者）而產生的衝突。 

5、加強經濟影響評估與利益共享：環社檢核應強化對開發區域當地產業

之相關從業者、產業鏈等攸關生計、經濟的影響評估，並給予相應對

策；也需建立對開發利益、附加利益有良好預估與利益共享的機制。 

6、擴大利害關係人認定：應更廣泛且多元地納入環社檢核之利害關係

人，建議可從產業鏈與輔助產業的方向進行盤點，如農業代耕業者、

推動食農教育的社會企業、專用在地環境友善食材的餐廳等都能視為

利害關係人；此外，開發區域向外鄰近之社區也應納為利害關係人，

不能僅侷限於開發區域內之社區。 

（三）其他具共識之建議 

  以下建議為與會公民更廣泛地對光電治理的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台

南市政府）均可作為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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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電治理須遵循國土計畫：政府應將光電開發置於國土計畫之思維底

下進行政策規劃與治理，確保國土利用之合理性，在兼顧生態環境、

文化社會、產業經濟與能源轉型等面向的條件下，嚴格限制土地使用

變更，以空間複合使用的概念促進光電與其他產業共融發展。 

2、擴大公民參與能源治理：整體能源轉型、光電開發之各階段，都應擴

大公民參與，並建立政府、開發者、其他利害關係人與民眾合適之意

見表達、回應、管考機制，一方面盡量獲得廣泛共識與民意基礎，避

免更多爭議發生；二方面也能汲取多元的意見，提供不同之政策思考

方向；第三則是藉由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提升對於民眾對於淨零轉型

之理解，並減輕相關疑慮，促進能源轉型進程。 

3、建立農電共生示範區：政府可藉由設置更多農電共生示範區，針對不

同農業態樣試驗合適之光電開發型態，並嘗試模組化，提供未來營農

型光電發展之指引。 

4、規劃產業轉型輔導、落實公正轉型：光電開發未來將會加速成長，政

府擴大盤點會被衝擊影響之產業，針對個別產業及其從業人員制定合

適之轉型輔導方法，並挹注相關資源，確保公正轉型。 

（四）未有明確共識之建議 

  以下建議雖未有與會公民明確之共識，但是執行團隊（社團法人臺南市

台南新芽協會）認為仍可提供政府不同之思考路徑，因此予以整理、條列。 

1、嚴格定義不利耕作區：目前光電開發會優先選擇不利耕作區、地層下

陷區等名義上無爭議之地區，然而諸多從業人士、專家學者質疑，該

些地區並非實際不利耕作或嚴重地層下陷導致無法從事農業等相關產

業，只要適地適種、適地適用即可，因此政府應該嚴格定義不利耕作

區、地層下陷區，確保農地農用，避免光電開發競逐農業與相關產業

之發展。 

2、制定利害關係人間之定型化契約：建議可以針對不同之利害關係人，

擬定合適且定型化之契約、承諾書等，並由公正第三方進行公正，確

保日後權責之履行與爭議解決方式。 

3、建立公平之利益共享模式：光電開發所生之利益應有合適的共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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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不應受限於回饋金等金錢形式，應要盡量符合當地民眾與整體

區域之需求。另外回饋金或其他利益共享模式，也應該納入環社檢核

等前期之審查程序。 

4、建立保證金制度：可藉由開發方提保證金擔保之方法，降低光電案場

被填廢土、漁電共生沒有養殖事實、沒有履行因應對策或環境社會友

善措施等負面的開發情形。 

5、提供光電區域開發指引、設立光電開發專區：可針對區域特性，指引

各地區適合之光電開發類型。此外，由於目前都是由光電業者挑選場

址申請開發，導致出現社區遭光電板包圍、不同案場工程接續影響同

一社區、土地利用破碎化（如：漁電共生與土地變更型光電混雜，未

來則可能是營農型光電與地變更型光電混雜）等情形。部分民眾建議

採取類似科學園區之方式設立光電專區，除了可依照不同類型進行開

發規劃外，透過統一管理，也可讓成本效益最大化。部分民眾則認為

專區前置的溝通、規劃曠日廢時，且易如區段徵收產生土地所有權人

極力反對但卻難剔除的問題，缺乏彈性，應利用申請前之妥善規劃，

來提升成本效益並降低衝突，可參考英國之模式。雙方民眾雖於手段

有不同意見，不過共同目標都是期望透過早期介入規劃的方式，降低

衍生之影響與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