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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明令公布修正之《行政院組織法》，明定

行政院應設立環境資源部，希望藉由環境資源部成立，將國內現有原

分屬不同部會主政之環境保護、污染管制、水、土、林及空氣等資源

管理及保育等事務整合，解決事權無法統一，政府施政效率受到影響

之問題，希望達到加強環境資源保護，維持生態環境平衡。 

但，環資部成立後環保署如何擺脫過往一直扮演解決各種活動所

產生之環境問題的角色，轉變為主導環境資源管理及保育政策，協助

各部會在環境永續的架構下，訂定兼顧生產、生活與生態願景及目標

的國家發展計畫，減少環境問題的產生。有鑑於此，本社選定環資部

定位與戰略架構、水資源、土地資源利用對環境資源之影響及保育管

理、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及資源循環共 5 項主題，分別邀集鄧

家基教授、駱尚廉教授、張長義教授、楊之遠教授及張祖恩教授共同

探討，並配合 2013年環境資源部成立，提出對環資部的期望及具體建

議方案。謹彙整 5位專家相關看法及建議如下，提供 貴單位參考： 

一一一一、、、、    環資部的定位與戰略架構環資部的定位與戰略架構環資部的定位與戰略架構環資部的定位與戰略架構要明確要明確要明確要明確 

(一) 擺脫既有以管制為主之思維，展開環境資源部的大格局 

環境資源部成立，首重思想變革，推動『環境文明』，建立

環保信仰，內化創造永續發展動力，進入環境主義的新時代，

組織上，應該跳脫環保署既有之組織架構，因為環保署目前之

任務職掌，只是其中之一小部份；環境資源部的思維、格局，

都要放大；抓住大方向，展開大格局，才能做大事。 

(二) 開創低碳轉型，引領綠色經濟發展 

環境資源部機關之定位、願景、任務、目標應明確，才能

為台灣開創新局，迎接環境變遷與挑戰。但絕不能演變成包山

包海、雜牌聯軍的龐然大部，應該開創低碳轉型、綠色經濟，

引領國家前瞻與創新的國際競爭力。 

(三)  扮演跨領域整合之角色，引進各項專業人才 

人口、土地、能源、核安關鍵項目未納入環境資源部，應

有因應對策。環境資源部屬跨領域之工作統合，未來人才引進

除專業領域外，更應重視法律、經濟、政治、社會、資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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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二二二二、、、、    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應朝應朝應朝應朝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及及及及變遷變遷變遷變遷調適調適調適調適作規劃及作規劃及作規劃及作規劃及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一) 落實流域上、中、下游整合式管理 

為有效經營及管理水資源，並落實河川上、中、下游之整

合式水流域管理，環境資源部應設有「水及流域司」、「污染管

制司」、「生態環境司」、「水利署」、「水保及地礦署」、「下水道

及環境工程局」。 

(二) 部會橫向協調合作 

水資源之經營管理仍需環境資源部、農業部、經濟部共同

建立協調機制及辦法；保護水源，確保民生用水之質量，嚴格

管制抽取地下水；並將灌溉水道公告為「水體」之一，使水資

源利用發揮最大之效益。 

應儘速協調環境資源部內單位及其他部會，整合「自來水

法」與「飲用水管理條例」，並與國際接軌，統一用「公共給水

工程法」、「飲用水水質標準」等名稱。 

(三) 中央及地方縱向垂直整合 

五都及縣市之水資源相關局處應配合檢討，是否做一調整

或權責配合劃分與調整；環境資源部主要以水資源的運用、管

理及規劃為主，但若屬局部設施工程的施工或維護，宜轉由地

方政府管轄。 

三三三三、、、、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土地資源土地資源土地資源土地資源永續永續永續永續利用及保育管理利用及保育管理利用及保育管理利用及保育管理之精神之精神之精神之精神 

(一) 建立事權統一機構及制度 

擬定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土地資源復育條例、海岸法)

並落實其精神；設立國土規劃與管理署，統籌全國土地資源之

規劃與管理，從事自然保育、文化保存、污染防制之上位計畫。

設立事權統一之河川流域集水區之專責管理機構，依法落實河

川上、中、下游之整合式水、土、林、海岸地區之流域管理。

設立土地資源監測中心以統籌整合並提供相關決策之土地資源

資訊；建立中央自然生態保育軸。 

(二) 限制非必要之開發建設 



 

 3

加強國有林及河川地等公有土地之管理，嚴格取締濫墾濫

建；禁止山區新闢道路及產業道路；保護水源集水區，確保民

生用水之質量；保護海岸及濕地，不再填海造陸及增建漁港；

嚴格管制抽取地下水，以防地層下陷。 

(三)  因應氣候變遷，落實調適工作 

因應全球暖化環境變遷，應強化改善低窪地區、都市及區

域之排水系統；因應全球暖化環境變遷，通訊系統、堤防、橋

樑與水庫安全設計應重新加以檢討與定期檢查；落實山地原住

民之照護與生計保障；實行節能減碳之綠生活、綠生產之全民

運動，並落實城鄉生態社區之規劃。 

四四四四、、、、    健全健全健全健全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 

(一) 建立明確防災及救災分工  

我國現行負責防、救災業務單位多，權責分工複雜及不易

執行。 環境資源部將氣象局及水利署業務納入後，對於氣象及

水文資料之掌握將較以往整合及有效，除原有環境議題外，更

可藉此將氣候變遷議題充分考量。 

內政部既有消防署過去在救災工作已有充足經驗，人員編

制及應變機制已有常規可循。建議環境資源部負責防災工作，

內政部負責救災業務，並由行政院防災辦公室負責整合協調。  

(二) 減少自然災害首重預防，防救災結合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工作，可分為災害發生前的減災及災害發生後之

救災二個階段，由於各類災害的減災工作，事涉專業分工包括

水土保持、河川疏浚、各項基礎工程品質等問題。因此防災減

災工作應由各相關部會負責辦理。 

由於災變天氣頻率增加，自然災害已成常態，目前防救災

體系未成一條鞭，許多資訊未有平台進行整合，因此往往導致

延誤救災。環境資源部成立後，建議成立 24小時專責防災中

心，並由事務官主政。災害應變範圍不應只注重颳風災害，亦

應納入核災、水災、震災及各項環境災害等，並且都應該有完

整配套措施。建議必要時修訂「災害防救法」、「氣象法」，除颱

風外、豪雨、乾旱以外，極端溫度(包括寒潮高溫熱浪等)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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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讓氣候變遷議題與防救災課題結合，將環境資源部特色

加以發揮。 

(三) 強化科技研究量能  

減少災害風險是一個跨領域、複雜的發展問題。它需要公

眾的理解、科學知識、認真的發展規劃、對政策和法律的執行、

以人為本的早期預警系統以及有效的備災和反應機制。另氣候

變遷導致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的頻率、強度、空間範圍、發生

期間、時間等均發生改變。 

目前環境資源部籌編僅著重在員額及組織之調整，對於所

轄業務重點討論卻較為缺乏，更無規劃研究量能提昇的工作。

未來實應強化科技研究量能。 

五五五五、、、、    強化資源循環提升資源生產力強化資源循環提升資源生產力強化資源循環提升資源生產力強化資源循環提升資源生產力 

(一) 採行正面價值觀之永續資源管理 

節能減排與資源循環為當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環境課題。

為提高資源生產力並減低環境負荷以建構循環型社會，政府所

訂法規、制度，應以能讓事業者發揮最大的創造力與活力為目

的，並排除過多的介入與管制。環保署整併中的「資源循環利

用法」草案，宜採正面的管理，將所有日常生活與產業活動的

副產物(傳統所稱廢棄物)皆先認定為資源物質(稱為循環資

源)，積極鼓勵循環再利用，再配合徵收廢棄物處置費(或稱為

資源循環利用促進費)，並以嚴格的管理標準來進行廢棄物清理

與處置；務求資源循環最大化，廢棄物最少化。此外建置永續

資源管理指標與環境衝擊定量資訊，亦為落實永續資源管理之

要務。 

(二) 建立資源循環產業鏈厚植競爭力 

以戰略資源儲備而言，台灣目前資源循環並未做最佳化的

管理，且資源循環再生產品之品質管理尚未取得消費者/使用者

的信任。因此，宜積極進行資源循環策略的布局，配合國際上

資源循環市場區域合作的框架，評估循環資源(廢料)之國際市

場狀況，依國內產業需求與技術能力，檢討現行廢棄物輸出/入

管制貨品之合理性，適度局部開放輸入品目，以促進靜脈產業

發展並確保國內必要資源之供應。此外強化循環資源、料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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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分類，建立原料允收標準、產品(再生製品或二次料等)品

質標準及驗證制度等，以確保資源循環產品的功能與安全；建

置循環資源資訊平台，強化料源、產品供需調節能力，結合相

關資源循環業者，從上游料源集中與品質管控，中端配套技術

媒合與後端市場通路掌握，藉此形成多元資源循環網絡，建立

資源產業市場模式。 

 

註：更詳細內容請閱「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專題報告(如附)，或上本社網站

（www.ctci.org.tw）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