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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結論辦理情形表（第 1次追蹤） 

 
一、永續教育與人才培育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確立永續
教育年度
主軸方向 

建議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基礎，確立各年度永續
教育推動主軸方向，協助老師在教
學上有更明確教學目標與執行方
式。 

教育部 

教育部已編有「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

南」，供學校於行政及教學面結合目標內容進行校務工

作之運用，113 年與日本永續發展促進會（ESD-J）合

作，將翻譯編訂「國際趨勢下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策略

-日本 X 臺灣校園操作方法與實例」，了解日本推動永續

發展教育實踐內容及課程設計方式，兩本手冊相輔相成

提供各縣市環境教育輔導小組進行教學方案使用及推

廣。 

有關「永續發展教育手冊」
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楊哲欣/專案管
理師 
聯絡方式：02-77129125 

透過創新教學方式或教案設計，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促進更多人瞭解
永續教育，例如善用新科技設計創
新教材（如桌遊、VR 互動等），或
跳脫傳統授課講座模式，連接外部
資源共創環境教育內容（如融入社
區環境議題、地方創生思維等）。 

教育部 

一、教育部現已啟動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NEED）中長

程計畫，其中策略執行項目之一為強化數位應用學

習，教育部以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環境教育議題項下

環境倫理、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災害防救、能源

資源永續利用等 5 大主題數位教材開發，並置於教

育部「因材網」供國小教師於課堂上進行輔助教

學，亦可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並於 113 年、114 年

持續擴充國中、高中階段數位學習內容。  

二、另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NEED）中長程計畫，策略

之一為「創發地方永續解方」，透過各縣市環境教

育輔導小組辦理相關與社區鏈結之環境教育活動，

以及透過教育部辦理之「學校環境教育實作競

賽」，結合社區議題，落實課綱探究與實作精神，

共思解決地方環境解方。 

有關「教學創新」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謝濬安/專案管
理師 
聯絡方式：02-77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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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加強培育
綠領人才
與種子教
師 

近年政府陸續推動永續管理師等相
關培訓課程與認證，建議將相關內
容納入大專院校課程，協助學生就
學期間建立永續概念，以利畢業後
順利對接產業界。 

教育部 

一、 教育部持續培育大學永續淨零高領人才，結合學

校、企業、民間跨域資源，並建立橫跨理工、商

管、人文、社科院系的跨域對話平臺，透過辦理

PBL 工作坊、學習專題及教學討論會，創造跨域對

話機會，同時結合綠電及智能化實創場域，納入智

慧能源調控以及能源管理等跨域應用元素，鼓勵探

究各式綠能技術的發展前景與模式，引導學生探究

未來綠能經濟模式及綠電發展的方向。另也推動

「氣候變遷人才培育計畫」，成立氣候變遷教育九

大教學聯盟跨域合作、編製教材、補助教學活動、

舉辦創意實作競賽，也定期於重要會議鼓勵各校配

合政策議題，開設環境永續教育相關議題課程，增

進學生永續發展之知識與認知。 

二、 教育部在各類大學重要會議上均積極宣導鼓勵學校

開設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課程，例如最近即於 113 年

1 月 25-26 日召開之日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宣導

鼓勵學校開設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課程、建立相關教

師研究社群、研發教材或教學方法，或將永續發展

融入課程教學內涵。 

三、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業於 112 年 5 月 17 日核定，並

將環境、永續教育及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納入「主

冊重要政策推動事項」，鼓勵學校擇定推動，學校

得依發展特色及人才培育需求，統籌規劃環境、永

續教育及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課程及活動，並融入課

程教學內涵。 

有關「淨零人才培育」業
務，請洽： 
姓名/職稱：鐘宥筑/專員 
聯絡方式：02-77129055 
 
有關「氣候變遷人才培育」
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王秀菁/助理研
究員 
聯絡方式：02-77129127 
 
 
 
 
 
有關「大學課程」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林幸怡/科員 
聯絡方式：7736-5917 
 
有關「技專校院課程」業
務，請洽： 
姓名/職稱：陳怡安/聘用職
務代理人 
聯絡方式：7736-5858 

提供永續種子教師相關永續教育教
材包，以激發教師學習與教學動
能，鼓勵更多學校教師投入永續教
育。 

教育部 

教育部與日本永續發展促進會(ESD-J)合作翻譯編訂

「國際趨勢下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策略-日本 X 臺灣校

園操作方法與實例」，將透過全國環境教育政策交流

有關「教材及教師增能」業
務，請洽： 
姓名/職稱：謝濬安/專案管
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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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會、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線上研習及工作坊辦理等方式，

讓永續發展教育持續普及。 

聯絡方式：02-77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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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交通與綠色觀光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促進中央
綠色交通
與綠色觀
光政策落
實於地方 

建議於偏鄉或離島地區設置綠色交通與
綠色觀光一站式服務，並由專門人力進
駐，提供包含政策資訊傳遞、輔導及協
助地方團隊提案與執行，以及相關行政
程序整合等服務，以消弭中央與地方單
位的資訊落差，促進政策確實落地。 

交通部 

一、綠色旅遊（Green Tourism）按國際上定義，有狹
義和廣義兩個方向；狹義的綠色旅遊係指以生
態、環境、森林為旅遊主題或訴求的旅遊行程；
廣義的綠色旅遊則以旅遊行程中的食宿、交通、
紀念品、消費等，盡量朝低碳、對參觀地低衝
擊、鼓勵當地消費的旅遊規劃。 

二、為達到上述目標提供一站式服務，交通部觀光署
觀光資訊網鏈結轄管13個國家風景區(如澎湖、馬
祖等)，網站詳細介紹在地特色餐廳、小農產品、
生態體驗及大眾運輸工具，並提供完整政策推動
資訊。 

三、面對國際永續發展風潮，交通部觀光署持續倡導
永續發展理念，引導觀光管理組織及觀光產業推
行永續觀光，未來亦將積極輔導所屬各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及轄內觀光業者，爭取永續相關認證
（百大綠色旅遊目的地、綠色旅行標章店家及全
球百大永續故事獎等）。 

有關「綠色觀光」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林曉眉/推廣師 
聯絡方式：2349-1500 分機
8348 

針對綠色交通與綠色觀光政策資訊揭露
與傳達，除了各單位本身官方管道外，
建議考量並善用各地方民眾接收資訊較
熟悉之平臺（如各地區臉書粉絲專頁
等），擴大政策推廣力度。 

交通部 

為因應氣候變遷並推動觀光永續發展，有關綠色觀光
政策資訊揭露與傳達，交通部觀光署除透過官方網
站，同時運用民眾熟悉的社群媒體（如臉書等）發布
最新政策資訊和活動訊息，未來將透過活動及其他行
銷管道擴大公眾參與，共同為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努
力。 

有關「綠色旅遊」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張亭榛/科員 
聯絡方式：2349-1500 分機

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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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碳消費與產品認證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建 立 青
老 農 媒
合機制 

為協助農民推動 1Q（生產追溯 QRcode）標
示規範，建議可建立青老農媒合與互助機
制，由青農協助老農瞭解並標示相關資
訊，老農則可提供農業相關經驗分享與傳
承，促進青老農交流。 

農業部 

協助農民推動 1Q（生產追溯 QR code）標示規範一

節，農業部農糧署規劃於 113 年辦理 5 場「113 年

度溯源農糧產品（QR code）升級產銷履歷宣導說

明會」，宣導溯源農糧產品 QR code 及產銷履歷相

關輔導措施，擬邀請各地青農聯誼會代表共同參加

瞭解相關措施，以媒合地方老農瞭解申請標示相關

資訊，促進青老農交流。 

有關「溯 源 農 糧 產 品 （QR 
code）」業務，請洽農業部農
糧署： 
姓名/職稱：彭權翊/技士 
聯絡方式：049-2341125 

增 加 政
策 資 訊
傳 遞 管
道 

現行農業相關政策資訊多透過在地農會或
產銷班傳達，可能造成政策效益無法擴散
問題，建議可增加政策傳遞管道，例如透
過食農教育相關廣宣活動，或與在地社區
組織合作等方式，強化政策資訊宣傳廣
度。 

農業部 

一、 增加政策推廣低碳消費一節，農業部農糧署說
明如下： 

（一） 開拓花卉多元行銷通路推動低碳消費：  
為積極開拓花卉新興零售實體通路，  
建立便利購花管道，自109年起輔導花卉
產業團體與通路合作，於超市門市設置國
產花卉展售點，便利民眾買花妝點居家，  
現已於雙北都會區、臺中市及桃園市全  
聯門市展店202家門市，兼具推動花卉   
地產地消及拓展花卉消費效益。 

（二） 積極協助農民拓展有機農產品行銷通路，
輔導零售通路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     
設置有機農夫市集，建立有機農產電     
子商店，輔導餐飲據點加入綠食宣言     
行動，以開拓外食族群有機消費。 

（三） 推動校園有機食農教育及大學院校、法人
團體推廣有機農業活動，讓學童、學生及
消費者瞭解正確飲食及有機理念，以培養
有機消費新興族群。 

二、 透過食農教育與在地社區組織合作一節，農業
部農糧署113年持續辦理「農業部農糧署輔導

有關「花卉行銷」業務，請洽

農業部農糧署： 

姓名/職稱：張瓊御/視察 

聯絡方式：049-2341055  

 

有關「有機農產品推廣」業

務，請洽農業部農糧署： 

姓名/職稱：劉芳宜/科員 

聯絡方式：049-2341137  

 

 

有關「農村社區農產品銷售據

點計算」業務，請洽農業部農

糧署： 

姓名/職稱：殷瑞妤/專員 

聯絡方式：049-23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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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設置農村社區農產品銷售據點計畫」，輔導地
方政府及農民團體辦理農村社區小舖、農民直
銷站、農民市集與行動直銷站設置與經營，
透過地方政府及農民團體結合農村社區，規劃
設置場域或利用舊有建築物，或運用農會超
市、展售中心等，成為行銷或推廣與銷售該
地區農特產品據點，以增加農產品行銷管道，
宣導地產地消理念。 

三、 另農業部透過各縣市及基層農會輔導成立在地
青農聯誼會（分會）組織，並開放在地青農申
請入會，農業部農業相關政策亦透過青農聯誼
會傳遞相關資訊，以增加政策傳遞管道，讓青
農即時獲取政策資訊及聯繫窗口，以利政策資
訊傳播及實際解決青農需求。 

有關「青農業務」業務，請洽

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姓名/職稱：謝昀融/技士 

聯絡方式：02-23124054 

強 化 兼
業 青 農
支 持 措
施 

許多兼業青農因非專職從事農業而無法申
請青農補助金，建議放寬補助對象身分限
制、或改變補助項目與機制等方式，協助
兼業青農獲得補助經費；或是透過加入青
農聯誼會等方式確認其農業從業事實，以
助兼業青農可申請農業部相關補助計畫。 

農業部 

因補助資源有限，故農業部多數計畫仍以補助專業
農民（青農）為主要原則，以利實質推廣農業發
展。另部分計畫尚有開放如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或
是參加農業專業訓練課程達一定時數等資格條件，
且有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便可申請相關補助之計
畫。而針對加入青農聯誼會之青農會員，農業部有
辦理「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計畫」，可提供青農會
員申請相關補助計畫，113年預計於5、6月份公告
開放申請。 

有關「青農業務」業務，請洽
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姓名/職稱：謝昀融/技士 

聯絡方式：02-23124054 

須彙整並有效布達兼業青農相關支持措施
予相關組織或從業者，並於大專校院農業
專班或相關課程等管道進行資訊布達，協
助兼業青農瞭解及運用相關資源。 

農業部 

農業部農業相關政策除透過一般管道宣導，亦有透
過如農業公費專班、各試驗改良場所召開之農民學
院課程及青農聯誼會等管道宣傳，以利資訊有效布
達及協助解決青農從農遭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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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循環零廢棄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加強推廣
循環食器 

現行循環食器租借網站中有關「提供可
循環容器盛裝餐點業者名單查詢」項
目，資訊來源為主管機關定期調查及店
家主動提供，但目前網站資訊更新較不
即時，導致民眾使用時常出現網站資訊
與現實狀況不相符問題，建議後續增加
定期調查頻率，並鼓勵店家主動即時回
報，以完善網站資訊。 

環境部 

「提供可循環容器盛裝餐點業者名單查詢」之相關資訊

均由各地方環保局提供，113 年度於地方考核項目中納

入定期確認轄內供應鏈業者名單，並請地方環保局確實

掌握供應鏈名單之正確性。後續若店家或民眾有發現店

家資訊與網頁不同時，可直接向「該業者所在地環保

局」反應。 

有關「機關學校指引（含循

環容器推動）」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劉秋菊/環境技
術師 
聯絡方式： 
(02)2370-5888#3105 

透過增設循環食器借用站與歸還點，以
解決據點普及度不足問題，或是藉由提
高一次性用品價格等方式，提升民眾使
用循環食器意願。 

環境部 

為推廣容器循環使用觀念，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已訂定

「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公告，透過

自備飲料杯價差優惠鼓勵民眾循環使用飲料杯，要求連

鎖速食店及連鎖便利商店業者應提供循環杯免費借用，

並逐年增加服務門市比率，以提升借用站與歸還點數

量。 

有關「飲料杯」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林雯妤/薦任技
士 
聯絡方式： 

(02)2370-5888#3102 

強化二手
物與資源
回收機制 

現行二手物交換平臺「全國不用品藏寶
地圖」網站分類方式較不清楚，導致民
眾操作不便、使用率低，建議優化網站
內容，並提供更友善網頁設計，讓網站
能被有效使用，促進二手物品循環利
用。 

環境部 

為推廣二手衣物循環使用概念，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結合
地方輔導服務站點，提供二手衣物之捐送、改造、維
護、維修、交換、買賣、回收、租借等服務，鼓勵閒置
物品及舊衣再利用，促使延長二手衣物使用壽命之實體
場域或網路虛擬店。另，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建立之「全
國不用品藏寶地圖」平台，至 113 年 1 月底已收錄有循
環概念店 5,192 家、二手物市集 35 處、舊衣回收箱
6,837點位，共 12,064個服務點，提供民眾參考應用。 

有關「二手物品循環利用」
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吳宜甄/助理管
理師 
聯絡方式： 
(02)2370-5888#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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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各縣市地區回收品項標準不一致，建議
彙整相關資料並建置統一線上查詢平
臺，且鼓勵地方單位即時回報資訊給中
央機關，以持續更新網站內容，讓民眾
清楚各地區規定。 

環境部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已於 112 年 11 月 7 日將各縣市公告
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新增至資源回收網常見問答中
(https://recycle.moenv.gov.tw/Services/QA)，提供
民眾參考。 

有關「一般廢棄物回收項
目」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吳宜甄/助理管
理師 
聯絡方式： 
(02)2370-5888#3109 

強化回收人員對於該地區回收品項教育
訓練，或是導入相關科技系統（如 AI
技術）協助辨認各類品項，減輕回收人
員負擔，促使回收機制更順暢 

環境部 
執行機關現行對於回收人員已有相關教育訓練機制，後
續將於相關業務交流會中，建議執行機關可針對回收品
項教育進行加強。 

有關「回收品項教育訓練」
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王上銘/視察 
聯絡方式： 
(02)2370-5888#3209 

 

  

https://recycle.moenv.gov.tw/Service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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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永續發展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推 動
綠 色
意 識
教育 

提升綠色意識教育位階，並依不同對象規
劃推動方針。針對消費者應加強宣導綠色
消費意識，並可透過相關誘因（如集點）
提升大眾對綠色商品消費意願；針對企業
端可鼓勵綠色採購、企業之間相互觀摩交
流，以及提供低碳補助等方式，促進企業
提升永續意識。 

環境部 
經濟部 

【環境部】 
一、 綠色採購： 
（一） 112 年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金額為 657

億，將於 113 年 7 月對 112 年度綠色採購金
額 5,000 萬之企業公開表揚。 

（二） 113 年預計辦理 4 場次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
採購申報說明會，對企業推廣綠色採購。 

二、 環保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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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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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發贈綠
點以取得環保標章或碳足跡認證之產品與服務
為優先，民眾自備容器等鼓勵環保行為面之作
為，將持續研議納入累點範圍之可行性。另參
加綠生活相關講座等環保活動，需由主辦單位
事先與環境部溝通合作，即可納入累點範圍。 

【經濟部】 
一、 針對企業端經濟部持續輔導商業服務業低碳轉

型，辦理人才培訓課程、產業溝通論壇、成果
推廣交流等活動，邀請在創新及減碳方面已有
不錯成效的業者及領域專家分享經驗及工具，
藉由政策及產業的對談，及產品與服務之實際
體驗，協助業者掌握國際減碳標準及低碳轉型
現況，112 年計已辦理 10 場課程培訓 1,288
人、2場交流論壇 237人參與。 

二、 在企業輔導方面，經濟部提供節能技術輔導、
設備汰換補助、智慧減碳補助等資源，及建立
低碳經營示範案例、低碳循環應用模式，鼓勵
企業永續發展。 

有關「綠色採購」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許勝雄/技士 
聯絡方式： 
02-23117722#2946 
 
有關「環保集點」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李嘉哲/環境技
術師 
聯絡方式： 
(02)2311-7722#2922 
 
 
 
 
 
 
 
有關「企業端節能減碳推
廣」業務，請洽： 
姓名/職稱：曾惠瑜/視察 
聯絡方式： 
02-2343-330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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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將綠色意識教育納入學校教學內容，並設
計相關繪本及教材；另培育種子教師進行
推廣，以助綠色意識向下扎根。 

環境部 

教育部 

【環境部】 

一、環境教育： 

（一） 國際生態學校由環境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EE)啟動，

自 103年起，環境部與美國環境保護署共同推

動「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而臺美生態學

校主要係由學生為主體組成生態行動團隊，

並藉由實際執行 7 大步驟與 12 項環境路徑

（能源、水、氣候變遷、交通、學校棲地、

消耗與廢棄物、健康生活、健康校園、生物

多樣性、永續食物、森林、流域、海洋與濕

地），提出對應級別銅牌、銀牌、綠旗之認證

申請。其中第 5 步驟「結合教育課程」，要求

學校團隊將生態學校所選擇之環境路徑融入

學校整體課程，並加入關於環境議題的教

學，促使學校經營者、師生、社區居民札根

環境教育、落實環境行動，目標達永續發展

精神。 

（二） 環境部自 109年與地方環保機關共同辦理轄內

環境教育繪本徵選活動，嚴選出在地環境故

事繪本，並印製發送予轄內圖書館或幼兒園

等，讓老師能與孩童討論自身居住環境問

題，並與之互相分享愛護環境的理念。另環

境部於 111 年 10 月設立「聽故事愛環境」

Podcast 頻道，節目內容收錄上述繪本故事內

容，可做為家長及教師教導孩童環境知識之

參考資料，以助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二、繪本教材： 

有關「環境教育」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張育禎/環境技
術師 
聯絡方式：(02)2311-7722 分
機 2725 
 
 
有關「繪本教材」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陳建中幫工程
司、劉峯秀技正 
聯絡方式： 
(02)2311-7722#2945、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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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針對不同學齡層，112 年已完成教材或繪本等進

行推廣：幼兒及小學低年級規劃以淨零綠生活

繪本、教案製作及試教；小學中高年級與中學

生規劃以淨零綠生活 podcast、教案（含教材）

與學習單或淨零綠生活師培教材，並搭配教

具、評量之設計，並進行師資培訓活動；大專

院校以 3人以上團體規劃以提出淨零綠生活影音

體驗分享，經審查入圍，拍攝記錄分享淨零綠

生活食衣住行育樂購各面向議題，製作記錄影

片並分享至社群平台及指定網址。 

【教育部】 

「環境教育」已納入臺灣 2050淨零轉型 12項關鍵戰

中「淨零綠生活」項目推動，為促進環境教育典範

轉移，落實永續發展為導向的環境教育學習策略，

將「淨零綠生活」的意識融入各項環教議題中，也

持續與環境部共同合作辦理環境教育相關競賽及活

動，並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多項環境教育增能研習

及綠色環保活動，學校可依不同學習階段之議題內

涵，發展各項環境教育學習主題，透過學生日常生

活或平時學習，傳達正確綠生活觀念。 

 
 
 
 
 
 
 
 
 
 
 
 
有關「綠生活教育」業務，
請洽： 
姓名/職稱：黃雨涵/專案管
理師 
聯絡方式：02-771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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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源及公正轉型 

112年 Let’s Talk 協作共創與成果分享會 
公私對談&交流內容 部會回應說明 本項聯絡窗口 

現場青年與部會討論結果 涉及部會 

加 強
公 眾
溝 通
效益 

針對不同公共議題，需進行完善核心議題
與利害關係人辨識，並可透過全國性公協
會、各民間組織等單位進行意見蒐集，加
強議題與利害關係人確立。 

國發會 

國發會主責公正轉型戰略部分，112 年計辦理 25 場
次公眾諮商活動，其中部分場次業與社會創新、地
方創生、性別平等、青年、產業公協會等多元團體
合作，進行交流討論，並蒐整意見作為各戰略滾進
修正參考。113 年將賡續辦理公眾諮商活動，完善
核心議題與利害關係人辨識，並透過全國性公協
會、各民間組織等單位進行意見蒐集，加強議題探
索、歸納及利害關係人確立。 

有關「公眾諮商」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林淑幸/視察 
聯絡方式：23419066轉 6223 

針對不同身分別（如不同族群、語言、障
別等）提供差異化溝通及資訊轉譯形式，
協助各身分皆可接觸並了解相關公共政策
與議題。 

國發會 

112 年國發會已辦理分眾分議題、多形式之 25 場次
公眾諮商活動，113 年將賡續辦理，公眾諮商過程
中如不同族群、語言、障礙別等有差異化轉譯需
求，將針對相關需求提供差異化溝通措施，協助其
了解公共政策議題。 

有關「公眾諮商」業務，請
洽： 
姓名/職稱：林淑幸/視察 
聯絡方式：23419066轉 6223 

建議公開「公正轉型委員會」遴選機制，
讓民間也有提供意見之機會；並且將相關
會議紀錄細緻化，讓公眾瞭解整體委員會
的運作模式與議題討論過程。 

國發會 

為建立民間參與機制以廣納各界意見，國發會設立
公正轉型委員會，委員組成由政府及民間各半組
成。本屆民間委員 13人，係由淨零轉型相關部會提
供人選名單，再從中邀請長期關注公正轉型相關議
題之環保、勞工、原住民族及經濟產業等領域之公
民團體代表與專家學者。公正轉型委員會會議之議
程資料與紀錄，均已公開於行政院永續會網站：
https://ncsd.ndc.gov.tw/Fore/nsdn/about0/Wor
k12。 

有關「公正轉型委員會」業
務，請洽： 
姓名/職稱：楊壹鈞/專員 
聯絡方式：(02)23165300 分機

6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