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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待釐清問題 

部會書面回應情形 

團隊 題號 涉及部會 部會書面回應 

三個圈

內的炸
雞 

1 環境部 

1. 國家企業環保獎是企業推動環境保護的最高
榮譽獎項，獲獎企業由環境部頒發獎牌（巨擘
獎、金級獎、銀級獎、銅級獎）與入圍獎狀，
可提升企業整體形象。上述獎項無核發獎金。
（綜合規劃司） 

2. 本部為促進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預計於
113年偕同地方政府，針對企業或廠商辦理「好
空氣獎」，協助企業提升企業形象外，對於企
業投入污染防制，亦可依本部「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空氣污染防制費減
免辦法 」進行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本部亦
刻正研擬「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116 年）」
其中包括：營建工程、固定污染源等空氣污染

防制費率檢討，並研議額外減免獎勵措施，以
提高企業自主落實製程改善誘因。(大氣環境
司) 

3. 本部辦理之「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有給予
獲獎個人獎金以資鼓勵，惟目前無提供企業實
質的補助、獎金或是稅金上的優待調整部分。
(化學物質管理署） 

作伙來
共乘 

2 交通部 

1. 我國刻正推動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以單一平台整合多元運具資

訊，透過長期套票優惠及行動裝置，提供符合
民眾需求的運輸服務，如高雄 MeN Go 及新北
市低碳共乘網等。該等平台需註冊會員以提供
月票、定期票、優惠套票及共乘媒合等服務，
於註冊時皆告知服務條款並落實隱私權聲明，
以確保使用者權益。 

2. 另搭乘費用部分，高雄 MeN Go目前以公車、
捷運、輕軌及腳踏車提供服務，依該市訂頒之
市區客運及大眾捷運收費標準收費；而新北市
低碳共乘網所提供共乘服務屬公益性質，故不
收取任何費用。 

商院的
孩子們 

3 教育部 

1. 經查 111 學年度私立大專校院永續課程開課

多於國立學校。 
2. 另本部業以 112 年 9 月 22 日函周知全國大專

校院，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得運用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經費，於主冊及 USR計畫開設「氣候變
遷」及「淨零排放」議題相關課程；教師亦可
運用教學社群、研發教材教學方法，使學生了
解議題內涵，並可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或透過跨
領域課程等方式，獲取相關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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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for U社

團法人
國際技
能發展
協會 

4 教育部 

1.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部定必修自然科學領域之學習內
容，已涵蓋資源的永續發展、能源的開發與利
用及環境汙染與防治等關鍵概念。復依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中群科課程綱要，農業
群部定實習科目之學習表現已涵蓋「農業資源
永續利用」、「涵育環境保育之意識」；另查化
工群、電機與電子群及動力機械群皆已將「職
場安全及環保觀念之素養」納入部定實習科目
之學習表現，據以進行實作課程。  

2. 另依環境教育法第 19條第 3項之規定：「環境
教育，應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

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影片
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爰各校可依
需求，以多元方式辦理環境教育(含實作)。 

3. 以校訂課程為例，國立竹南高中化工科開設
「環保減廢再生實作」校訂選修實習課程，帶
領學生進行減塑環保再利用的手作課程；國立
海大附中辦理「愛海護海-大家一起來淨灘」
課程、國立興大附中辦理「生命與環境教育」
課程，即是結合戶外教育，透過實地生態考察
及體驗淨灘活動，提升學生對環保議題的敏感
度及認識永續發展的重視。 

4. 本部國教署亦將藉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相關研
習，鼓勵學校進行環境教育，可採實作方式進

行，以增加學習動機。 

保證責

任臺中
市大人
物農產
運銷合
作社 

5 農業部 

1. 產銷履歷是自願性農產品驗證制度，通過驗證
的產品才可使用產銷履歷標章及宣稱「產銷履

歷」。有完整的法律體系及組織執行架構，且
行之有年，欲導入碳足跡涉及層面廣，以及須
考量農產品經營者、驗證機構等利害相關人權
益等諸多因素。 

2. 農業部已於今年度針對產銷履歷導入碳足跡
概念進行可行性評估等相關研究工作。 

點點塑
環保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6-1 環境部 

1. 目前全臺廢紙容器（含紙餐具）處理業受補貼
機構已達 5 家，總設計處理量為 40 萬公噸以
上，大於近 5年平均回收的 13萬公噸。因此，

仍有很大剩餘的容量處理回收的紙容器。 
2. 紙容器（含紙餐具）具有回收價值，回收處理

產業鏈完整。民眾回收紙容器之前，先做簡易
清理(如:便當盒清除食物殘渣、牛奶/果汁盒
之飲品用完)，也勿與一般廢紙混合回收或當
垃圾丟棄，交由清潔隊資源回收車或相關回收
清除業者回收後，會統一送至專業廢紙容器處
理廠，經過脫膜、散漿等一連串處理單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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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生塑膠粒及紙漿，作為其他塑膠與紙製
品，其他剩餘不能物質再利用的，再做熱值利
用。 

3. 本署也於 111年推動「社區、公寓大廈資源回
收示範工作計畫」，加強紙容器分類回收宣導，
輔導管理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及清除公司資
源回收工作，強調源頭分類，並規劃設計資源
回收宣傳文宣，張貼於公寓大廈公布欄、電梯
間、資源回收站或出入口等人潮多且明顯的地
方，增強民眾垃圾分類觀念，確保後端回收管
道。 

4. 紙容器回收處理資訊可上本署資源回收管理

基 金 管 理 會 網 站
（https://recycle.epa.gov.tw/）查詢，或可
撥打本署服務專線 0800-085-717，將有專人
服務。 

6-2 環境部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第 6 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特殊需要，增訂其他
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因此，環境部網站中，亦
有設置連結各地方環保機關網站（環境部->資訊
與服務->相關連結->地方環保機關），即可查詢
地方環保局公告之相關回收標準，建議民眾至外
縣市旅遊、工作或就學時，可依照縣市回收項目
及分類方式進行回收，以促進資源循環再利用。 

社團法
人海線
一家親
環保協
會 

7 環境部 

1. 環境部為執行淨零綠生活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在飲食方面提出零浪費低碳飲食，依推動目的
不同分別提出環保餐廳及環保標章餐館政策。 

2. 為擴大參與響應減碳、減塑、減廢之業者，推
動環保餐廳政策，響應條件優先使用國產在地
食材、不主動提供一次用品及推行惜食點餐，
並採用線上資料填寫及檢附佐證資料，係為鼓
勵業者參與，擴大觸及群眾，同時每年定期訪
視環保餐廳，輔導及確認符合環保餐廳響應條
件。 

3. 環境部自 101年推動環保標章餐館，訂有餐館
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規範食材及餐點、節能、
節水、綠色商品採購、廢棄物減量及污染防制

等項目，並經驗證單位審查通過後，依符合程
度核發金、銀及銅不同等級環保標章餐館。 

台灣勞
工陣線
協會 

8-2 勞動部 

1. 有關機車行升級輔導轉型相關訓練，係由經濟
部專責辦理，並提報訓練計畫向本部申請經費
補助，爰從課程規劃、合作的車廠、招生、辦
訓、補助等，均由經濟部專責辦理，包含課程
日期及時間亦由該部規劃。 

2. 有關機車產業輔導時間不利於民間業者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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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代為詢問經濟部，其表示如下： 
(1) 坊間機車行主要營業時間多為週一至週六，

週日普遍為休息日，考量到機車行休息時間
有限且避免影響機車行日常營業，故以每週
日辦理 1 日課程為原則，降低機車行業者參
訓阻力。 

(2) 考量非週日亦有受訓需求，如指定班別報名
人數達20人可受理以團體報名方式辦理並安
排講師授課。 

神明與
碳的距
離 

9-1 環境部 

本部基於尊重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前提，並未禁
止使用香支，因考量香支燃燒過程中產生化學物
質對於人體健康仍存在不利影響，爰政府機關係

鼓勵集中妥善處理及採取替代方案達成減少污
染排放及使用量，亦推動環境友善祭祀提供多元
選擇，如以功代金以花代香等方式，兼顧傳統文
化與民眾健康。 
另民俗祭祀污染改善需長時間推動，本部與地方
政府已持續鼓勵各界可採取環境友善祭祀，經統
計近 3年相關污染陳情案件數已減少 18%。 
本部於政策研擬過程，亦會蒐集外界意見滾動檢
討政策，有關所提宮廟及習俗文化斷層、傳統活
動型態改變等，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文
化部之執掌，本部於政策研擬過程亦會邀集相關
產業及團體廣泛收集意見，共同推動，兼顧文化
與環保。 

9-2 環境部 

環保機關受理民眾陳情，會到陳情地點確認污染
情形，對於民俗祭祀污染，環保機關多數係以輔
導方式並鼓勵採取少香、少金、少炮，推動紙錢
集中燒、以功代金等環境友善祭祀。 
另對於各類污染源之稽查處分，環保機關皆會依
法執行污染事實之認定，執行各類環境檢測也會
依本部公告之檢測方法及程序辦理。 

9-3 環境部 

本部基於尊重傳統文化、宗教信仰前提，鼓勵減
少從事相關行為衍生之環境污染，並非禁止或限
制從事文化傳統之行為，而係藉由保留傳統文化
精神，亦可兼顧環境品質。此外，本部未來也將
持續透過相關傳媒宣導平衡宣導環保祭祀等正

確觀念。 

9-4 環境部 

對於傳統文化、宗教信仰政府機關並非強制禁止
從事相關行為。 
另民眾對於環境品質要求逐漸重視，本部及地方
政府對於各類污染源係同步推動改善，並非僅針
對民俗祭祀場所，因燒香、燒紙錢等祭祀環境與
信眾密切接觸，長期暴露於污染環境仍對民眾健
康有不利影響，為維護民眾健康，政府機關仍需



5 

 

團隊 題號 涉及部會 部會書面回應 

向相關對象宣導採取相關健康防護措施，且宣導
過程仍係以尊重民眾宗教自由為前提進行推動。
另本部亦刻正研擬「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116
年）」，並於建構跨部會專案管理策略中偕同內政
部及衛福部共同推動民俗活動好空氣措施，透過
整合跨部會資源，在尊重宗教信仰及民俗傳統的
前提下正面推動環保友善民俗工作。 

9-5 環境部 

地方政府於寺廟設置空氣監測設施主要係提醒
民眾當下祭祀環境之空氣品質，如有室內空氣品
質惡化之情形，可採取相關健康防護措施，並即
時進行通風換氣，達到防護健康之目的，並非造
成民眾恐慌。另對於各類污染來源之健康防護措

施，本部亦將不定期進行宣導。 

社團法
人臺南
市台南
新芽協
會 

10-1 內政部 

1. 按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所提，地
面型光電應優先於地層下陷、不利農業經營土
地、受污染土地、鹽業用地、水域空間、中央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盤點土地、光電與農業
經營結合之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特定光電專
區用地等設置，且朝向以地面型專區方式推
動；又本署於綠能發展區政策討論過程中，業
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提出
綠能發展區區位劃設條件，供經濟部納入選址
考量，故目前該政策尚無逸脫國土計畫之情
事。 

2. 國土計畫依法預定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全面上

路，後續除各級國土計畫之指導外，本署將逐
步完備國土管理機制，包含： 
(1) 從計畫層面而言，本署目前積極推動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主要係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針對轄內各別鄉(鎮、市、區)，探討
在地空間發展課題，且強調民眾參與規
劃，如以光電專區為例，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於計畫擬定過程召集能源、農
業、生態等相關單位共同探討光電適宜區
位，並調查在地民眾意願後，再行納入空
間規劃中，以降低社會疑慮。另因應臺灣
淨零排放政策目標，相關部門發展需求亦

將納入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研議規劃。 
(2) 從管制層面而言，本署刻正擬定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子法，未來地面
型光電設施將儘量避免於國土保育地區
第 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使用，且使
用面積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將需申請使用
許可，透過專案審議方式始得予以利用。 

10-2 農業部 國家推動綠能政策，以太陽光電至 2025 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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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W為目標，其中農業綠能肩負 9GW，目前已完
成併網 3.13GW。畜禽舍附屬綠能設施具降溫效
果，為農業綠能設施發展最成功項目，該項目已
併網 1.54GW。而農糧製儲銷設施附屬綠能設施已
併網 0.43GW，為加速農業綠能政策推動，農業部
農業金融署自民國 110年起提供「百億農業綠能
貸款」，農業部農糧署定期盤點及輔導有意願設
置綠能設施潛力案場，同時舉辦「農業設施設置
屋頂型太陽光電推動說明暨媒合會」，以媒合有
意願設置綠能設施農民及光電業者設置太陽光
電。另，農業部所轄試驗場所等單位建立「農業
設施附屬綠能設施」之作物品項種類，以相關栽

培調適技術，組成整合型作物栽培體系，例如葉
菜類等作物，可提供業者相關營農技術之參考。 
109-111 年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已公告漁電共生專
區總計 20,905 公頃，包括地面型漁電共生專案
計畫，其中台泥、志光、恩富等案件已陸續完工，
總計地面型漁電共生已併網 0.36GW，另室內水產
養殖設施附屬綠能設施已併網 0.15GW。 

為因應極端氣候，漁電共生優先發展國內市場需
求高、不會有產銷問題、具國際市場競爭潛力、
適合國內環境及養殖技術完備物種的養殖技術，
因室內設施養殖之建置費用較高，以經營高經濟
價值之白蝦最常見，其他種類如石斑、海水臺灣

鯛及鋸緣青蟹等亦是不錯的選擇。農業部水產試
驗所設立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協助業者建立
符合商業運轉模式，目前已有 11間業者進駐，並
成立漁電共生技術服務團，可為相關業者提供技
術輔導，協助度過轉型期。 

109-111 年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已公告漁電共生專
區總計 20,905 公頃，包括地面型漁電共生專案
計畫，其中台泥、志光、恩富等案件已陸續完工，
總計地面型漁電共生已併網 0.36GW，另室內水產
養殖設施附屬綠能設施已併網 0.15GW。 

為因應極端氣候，漁電共生優先發展國內市場需
求高、不會有產銷問題、具國際市場競爭潛力、

適合國內環境及養殖技術完備物種的養殖技術，
因室內設施養殖之建置費用較高，以經營高經濟
價值之白蝦最常見，其他種類如石斑、海水臺灣
鯛及鋸緣青蟹等亦是不錯的選擇。農業部水產試
驗所設立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協助業者建立
符合商業運轉模式，目前已有 11間業者進駐，並
成立漁電共生技術服務團，可為相關業者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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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輔導，協助度過轉型期。 

高雄市
青農聯
誼會大
寮分會 

12-1 農業部 

1. 因農糧產品加入 3章 1Q皆 100%可追溯，而農
糧署列管農糧產品 3 章 1Q 合計覆蓋率占比約
24%。統計結果如下： 
(1) 實際農耕土地面積 779,826公頃。 
(2) 截至本（112）年 10 月 11 日止，通過農

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面積 93,370公頃(含
PLUS驗證面積 300公頃)。 

(3) 截至 9 月底通過有機驗證面積累計
15,103公頃。 

(4) 截至 9月底推動溯源農產品追溯條碼面積
累計 80,348公頃。 

2. 畜禽產品溯源說明 
(1) 畜產品溯源：依據衛福部「散裝食品標示

規定」，市售豬、牛、羊肉應標示原產地
(國)，爰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第 16條規定，建置國產豬肉、牛肉、羊肉
溯源系統，辦理每月溯源資料勾稽比對作
業，及豬、牛、羊隻屠宰場現場輔導事宜。 

(2) 禽產品溯源包括肉及蛋： 
A. 國產禽肉溯源制度係結合「屠宰衛生檢

查合格標誌」推動，凡國內合法設立之家
禽屠宰業者，皆需依「屠宰衛生檢查合格
標誌及標明方法」相關規定，申請屠宰衛
生檢查合格標誌及黏貼於禽肉包裝容器

上，並依屠宰日期於國產禽肉溯源系統
登錄來源畜牧場資訊。 

B. 國內蛋農經營業者，從事國產雞蛋之產

銷業者，皆可檢附文件送中華民國養雞
協會申請，核准後發放專屬二維溯源條
碼，生產業者將此二維條碼貼附在銷售
雞蛋的包裝資材上，針對洗選蛋並訂定
「國產洗選鮮蛋業者溯源管理作業規
範」。 

3. 傳統市場屬各地方既有消費市場型態及通路，
亦因當地消費者習慣而有所不同及變化，因應
市場變化及消費型態轉變，農業部積極協助各

地方政府及產業團體辦理多元行銷推廣活動，
並持續與連鎖超市、量販業者、便利超商及電
商平台等共同合作，不定期辦理各式促銷檔期
活動，亦透由農漁民市集、百貨商場等辦理展
售及推廣活動，以提高國產農產品能見度。 

12-2 環境部 
4. 現行環保餐廳響應機制，為餐廳業者自綠生活

平台資訊網勾選符合響應條件，並檢附佐證資
料，已由網頁資訊引導業者上傳菜單上標記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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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國產在地食材，即減少食材運送碳排里
程。 

5. 餐廳業者響應環境部推動之環保餐廳政策，已
規劃邀請已經響應及尚未加入的餐廳業者，透
過分享國際減少食物廢棄資訊，並進行業者經
驗交流的會議，以收集實務建言。 

12-3 環境部 

目前現有綠點累積方式包括(1)於特約通路選購
環保產品、(2)搭乘大眾運輸、(3)參與指定環保
活動，今年在集兌點通路也增加燦坤、美廉社（里
仁），並持續與不同單位洽談合作機制。未來將洽
農會研商系統介接，提供購買綠色產品集兌點服
務之可能性；本部發贈綠點以取得環保標章或碳

足跡認證之產品與服務為優先，環保餐廳僅為本
部對於提升服務業環保行為之推廣政策，暫不納
入贈點。自備容器未來可研議納入累點範圍之可
行性。參加綠生活相關講座等環保活動，需由主
辦單位事先與本部溝通合作，即可納入累點範
圍。 

12-4 農業部 

1. 依法令規定，養豬場飼養規模達 200(含)頭以
上且已取得地方政府環保機關核發之檢核再
利用資格者，於落實高溫蒸煮，始得使用廚餘、
動物性廢渣及畜禽屠宰下腳料用於餵飼豬隻。 

2. 為提高非洲豬瘟防控，持續精進廚餘養豬管
理，就風險較高之家戶廚餘，穩健推動於豬場
外進行廚餘共同蒸煮之政策。 

3. 在共同蒸煮處理場所之經攝氏 90 度 1 小時以
上蒸煮程序之熟廚餘，僅能運送出場供應給目
前已具再利用檢核之廚餘養豬場使用，亦即飼
養 199 頭以下養豬場，依法不得使用廚餘養
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