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零轉型關鍵戰略 10「淨零綠生活」 

社會溝通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11年 8月 15日（星期三） 

二、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 201室 

三、 主席：環保署長沈副署長志修、行政院能源辦林副執行長子倫 

四、 共同主持人：環保署長管考處簡處長慧貞、呂家華女士 

五、 出席名單：（詳見簽名單）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意見與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臺北科技大學 李有豐教授 

請教優勝奈米公司 PCB後處理如何進行，依循指引目標為何? 

(二)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林彥廷研究員 

1. 請教現場企業，目前推動之永續措施，除商譽及形象以外，

可否反映在經營營收? 

2. 請問機關，大多報告內容是現有政策延伸，想知道有無成效

評估或目前遭遇之困難，如何調整因應淨零? 

3. 建議加強地方政府參與程度，實際將地方政府的分工業務納

入規劃。 

4. 應想像更多元的公民參與方式，利於針對各項推動方式細緻

討論。 

(三)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王元才理事（線上發言） 

1. 產業落實生產者及通路商在產品延伸的環境責任，部會是否

有推動落實的期程，並提供相關的政策作為誘因? 

2. 針對高收入者的環境責任，或是進口高碳排食材部分，徵稅

或購置成本增加可能最有效的誘因，把相關的增加稅收轉而

對淨零轉型的補貼或提供財務誘因。 



3. 在公民電廠設立議題上，公部門所管理的建物屋頂或土地常

因為管理機關各自考量重點不同，而沒有或無意釋出使用空

間給予推動單位，但社區或學校屋頂設立公民電廠後，推動

單位也會同步推動能源教育或提供社區老人供餐長期經費

支持等。因此，釋出公共空間的同時，是可以同時綁定後續

管理和特定的收益支出等更有創意規劃。另外，公部門與廠

商受限政府採購法，必須以招標方式處理，把在地居民的細

緻需求排除在外，殊為可惜。 

(四) 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趙家緯理事長 

1. 如何定義綠生活範疇；管考處現以推動之政策如何強化，成

為制度性基礎並與本日分享之規劃銜接。 

2. 可利用我國現正規劃之 70 億預算，以及現正修訂的氣候變

遷因應法等政策工具，建立改變全民行為的系統性戰略。 

3. 整體盤點需加強推動或需加速汰除的消費模式，考量我國民

眾接受度，並與其他 11項戰略連結，作為包含產業及社會的

完整推動戰略。 

(五)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吳心萍資深主任 

過往政策與本日公布規劃結合方式為何?未來是否會有針對

城鄉和弱勢之配套輔導措施? 

(六) 玉山商業銀行 宋念謙協理 

市場上被認定的綠色產品，受綠色標章認證的產品或原物料

不足，無法整合為公司需求之綠色產品，因此難以提升採購量。

請問是否有擴大輔導或認證之措施規劃? 

(七) 臺北科技大學 張添晉教授 

須了解四大轉型的推動目的；而生活轉型的目的是永續，綠生

活推動方式應扣合此概念，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指標，如三隻腳



等多種指引原則掛勾，並以懶人包的方式加強溝通推動。 

(八) 陽光伏特家 陳惠萍創辦人 

1. 政府政策面如何支持以創新商業模式推動永續的企業？ 

2. 面對尚未明確的營利模式，建議政策鼓勵須更加充足，並完

善跨部會協調機制，使民間推動者獲得跨部會整合提供之支

持。 

3. 民間已出現新型公正轉型推動方式，可廣泛參酌。 

(九) 陽明交通大學 黃志彬教授 

12項戰略只有本項與人直接相關，又各項產業策略最終都需

仰賴消費者選擇，故公民意識為推動基礎。綜整本場發言，

是否以宗教為啟發，用心靈力量鼓勵大眾改變消費動機。 

(十)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楊順美總幹事 

1. 如台灣環境規劃協會趙家緯所述，12項戰略是否有足夠資源

擔任措施及行動的中介者? 

2. 前述內容代表產業需同時參與部門轉型策略及綠生活的研

擬；另大眾消費習慣雖難以快速改變，但可從高收入高排放

的金字塔頂端族群，優先推動。 

 (十一) 前環保署水保處 吳盛忠前處長 

        企業最重要的是要有成立專責組織，如由董事長召集 ESG單

位，有助策略措施形成；華航永續航空燃油對臺灣推動生質

柴油非常重要，令人感動。 

 (十二) 中央研究院 郭士筠博士 

        目前規劃措施缺乏節電，但本項為減量重要元素，且涉及跨

戰略，須審慎規劃。另社會科學可在綠生活推動過程扮演重

要角色，如行為改變，並嘗試量化行為改變的減量成效。 

 (十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秦書淮研究員 



1. 目前推出之戰略，較接近現有策略彙整，建議提出更整體的

戰略。 

2. 除上而下的規畫外，應建立使地方政府和公民可由下而上參

與規劃的機制。 

3. 目前缺乏減肉蔬食的具體目標時程，建議加強。 

 (十四) 地球公民基金會 鄧宇佑專員 

1. 除觀念宣導外或補助外，應增加較具體的規範措施，使民眾

行為改變，能受到實際的成本差異驅動。 

2. 建議擴增「以使用代替擁有」及「修理咖啡」等消費習慣改

變，引入社區力量進入綠生活規劃。 

 (十五)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林夢紹企業永續經理 

家樂福已著手推動納入消費者共同參與，結合銷售與教育的

措施，並建立食物捐贈機制，構思企業內部廢棄物循環機制。

上述做法，可與政府食農法規政策相互補足。 

 (十六)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闕永穎青年代表 

1. 會議形式較不利利害關係人深入討論，建議各方點出實際對

民眾溝通上痛點，實際討論解決方案。 

2. 案例分享能增加討論深度，建議政府引入強制性管制措施。 

 (十七) 台灣數位平台經濟協會 姜建丞理事 

1. 目前世代資訊量過大，參與者眾多，建議以實際示範措施增

加溝通效率。 

2. 另示範措施也能協助業者試驗商業模式，逐步改變民眾消費

行為，建立「廢物有價」的公眾意識。而上述做法，也需要政

府和學界建立量化減碳量的方法學，並以產業輔導計畫協助

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