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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次主管會報暨雲林縣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2次會議

暨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6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紀錄：賴怡潔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委員意見： 

一、張委員嘉玲 

(一) 雲林縣為農業大縣，建議可以加強說明本縣在推動淨

零碳排工作之特色。 

(二) 針對本縣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分期目標之達成情形，建

議建立滾動式檢討機制。 

(三) 許多行動方案之推動需有跨局處合作，建議說明推動

方式現況及未來強化之作為。 

二、郭委員昭吟 

(一) 縣長推動農工大縣值得肯定，請一併考量溫室氣體管

制方案。 

(二) 台灣 2050淨零轉型，四大策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及兩大基礎(科技研發、氣候法

制)，四大轉型策略：1.能源轉型：風力、太陽光電系

統整合及儲能新能源(氫能等)；2.產業轉型：高科技

產業、傳統製造業、建築營造業、運具電氣化、食品

農林、資源循環；3.生活轉型：綠運輸、電氣化環境

營造、住商生活型態(行政改變)；4.社會轉型、公民

餐與(社會對話)，請編列一定經費推動。 

(三) 製程及能源使用韌性考量請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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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鍾委員松晉 

(一) 對於縣府減碳作為，營建署推動相關政策上，要求在

一定規模建築 30%的屋頂要加裝太陽光電，若能配合

植栽，鼓勵民眾屋頂加裝太陽光電，將能達到建築減

碳效益。另外除了種樹的固碳量外，屋頂光電對於達

成 2050淨零排碳目標是有機會的。 

(二) 若要推廣建築屋頂光電，有以下幾點建議改善事項：

1.改善台電饋線問題；2.太陽光電申請流程、手續簡

化；3.辦理說明會，並從教育方面讓民眾了解太陽光

電並不會造成危害。以上若能改善，雲林在建築減碳

方面將能達到淨零排碳之目標。 

四、林委員啟文 

(一) 十大永續行動目標： 

1. 第 20頁預計 2022年完成 30座工業鍋爐汰舊惟本

年度尚未有申請工業鍋爐。建議分析原因、加強輔

導力道。是否已規劃具潛力之目標廠商？。 

2. 第 21頁一般的廢棄物產製 SRF，2022年規劃 1萬

噸左右去化管道的完整性評估？使用業者的滿意

度？如何後續品質再提昇、增加成品量或降低廢料

產出之積極方案規劃或修正。宜提出滾動式檢討方

案。 

(二) 因應淨零、環境教育、低碳： 

1. 企業環境教育課程及問卷調查的部分，建議加入質

性與量化成效分析以確認企業環境教育之成果及

未來可改善之層面。 

2. 企業永續發展問卷建立與分析的部分由於調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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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十分多元社區居民、生技廠、員工、客戶、供應

商、廢棄物處理商、政府機關與民意代表，建議問

卷設計需周延且應建立信效度，爾後統計分析能呈

現質與量的成效分析成果應可回饋到未來各項策

略與方案的修正與有效推動。 

3. 低碳永續家園部分，各類低碳社區之評比是否已納

入節電指標，以強化雲林縣住商部門之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值及住商部門減碳之責任。 

(三) 檢視雲林縣第 2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 雲林縣對溫室氣體管制相當多元包括能源、製造、

住商、農業、環境部門。雖然能源與製造部門是溫

室氣體排放大宗但是住商部門節電應是最直接且

相對容易達成及讓人民有感的策略，建議依部門類

別訂定各年度或短中長期之減量百分比與策略。 

五、鄒委員篪生 

(一) 所訂定的十大行動目標，內容豐富，可行性很高，以

地方政府的能量有決心訂出這樣的目標及行動方

案，難能可貴，值得肯定。 

(二) 雲林良品為雲林產品的品牌，所訂十大目標之一，是

輔導雲林良品取得碳足跡標籤是一重要施政目標，對

產業影響深遠，建議將”低碳”定位為雲林良品的品牌

特色之一，以”雲林良品優質又低碳”為品牌形象的

slogan，宣傳產品也宣傳雲林對淨零的重視。 

(三) 獎勵推動使用可分解性農地膜及蔬果包材為十大目

標之一，或可擴大到全縣的”減塑運動”，減少市場上

一次性塑膠品(袋)的使用，此一運動因台塑在雲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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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意義。 

(四) 為達成減碳 100萬公噸的目標，農業作物生產的減化

肥、減農藥也很重要，建議在土壤分析等已有的基礎

上建立現況調查，檢討化肥使用量的精準性，逐步降

低化肥用量，導入農民認同低碳生產及低碳生活。 

(五) 農業為弱勢產業，但具碳匯的潛力，可與耗碳高的工

業結成產業聯盟，或可鼓勵企業認養具碳匯潛力的農

業共同改良技術及經營模式，導入新的經營概念及方

法。 

(六) 與試驗單位合作建立土壤碳含量地圖，作為將來碳匯

效果的基本資料。 

六、羅委員朝村 

(一) 永續發展推動辦公室，在這幾個月積極推動減碳排事

務，令人感佩，尤其在最近歐盟已通過貿易碳稅法

案，更顯重要。特別積極減少碳排，都有考核標的，

應是國內最有績效的推動者。 

(二) 農業碳排熱點及廢棄物盤點，是個好的起步，但必須

有數據來比較與評估優缺點，尤其農業有不同作物及

生產模式，如土壤質地與添加物，水源與耗能，肥料

與農藥使用量，採收及儲存…等操作模式皆可能有差

異，都需要嚴格的追蹤，才能對症(熱點)來處理。 

(三) 同樣的雲林食品加工家數也相當多，如何幫助或利用

智慧化來收集資料，才能讓業者改善及減排，而產生

減碳效益，同樣廢棄資源如何轉成碳匯也應考量。 

(四) 推動生物可分解資材，如地膜使用，建議也應考慮使

用時間以利未來處理及減碳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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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業廢棄物，以大宗、大面積為主，優先評估很好，

但處理則會影響碳排與碳匯量產生，尤其就地掩埋，

難增加有機質，但也應考慮存在的缺點，如可能造成

作物缺氧，而影響植物生長，以利未來如何鼓勵農

民、企業樂意參與執行，及增加未來碳匯收入。 

(六) 從碳排量佔比，農業僅佔 3.95%，顯減排變化不大，

若從碳匯評估可能更重要。 

七、顏委員瓊芬 

(一) 根據「雲林縣第二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推動策

略」王經理報告簡報第三頁，雲林縣溫室氣體現況：

1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3785萬公噸二氧化碳，而以能

源部門 96.3%最高(工業能源 88.6%，而住商及農林漁

牧才佔 3.95%)，為何在「雲林因應氣候變遷專案辦公

室業務報告」林秘書報告簡報第 5頁是從”農業”開始?

而王經理提出的策略也全聚焦在簡報 24 頁農業部

門、簡報 30頁教育處? 

(二) 強力建議應該透過永續發展教育讓雲林縣居民，包括

中小學生、社區居民了解他居住的家鄉是如何被縣府

「因應氣候變遷」專案研究所提出的研究結果：如資

源盤點、跨域溝通以及相關成果，因此縣民可以更清

楚自己做為地球公民的可以做出永續的氣候行動。 

(三) 建議縣府跨局處協調，系統性的推動”永續發展教育”

的實踐。 

八、主計處 

請各局處在辦理活動時，若活動需邀請長官、議員等

貴賓參加，請事先徵詢是否改成電子邀請卡，並請各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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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紙本邀請卡及電子邀請卡的實用性與效益性，若活動

僅限本府各局處參加，建議以電子邀請卡、Line、e-mail

等方式通知，就不另外寄送紙本邀請卡，以落實本府減碳

行動。 

九、計畫處 

有關環保署的環境保護績效考核-永續發展類，其中幾

項考核項目需請各位單多方協助宣傳環境相關的永續發展

目標(SDG6、SDG12、SDG13)，例如各局處辦理內部識能

教育訓練時，或是辦理活動、發布新聞稿、相關宣傳影片、

宣傳出版品，皆可結合宣傳及推廣環境相關永續發展目標

(SDG6、SDG12、SDG13)，亦可包含多項永續發展目標。 

陸、 結論 

本次建議事項將納入下次委員會進行回覆與說明。 

柒、 散會(上午 11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