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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教育審議委員會 108 年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8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參、主席：彭副召集人振聲       紀錄：陳雅芳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結論及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為實際發揮本委員會功能，請幕僚單位於 109 年第 1次會議

提報本市 109 年度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暨 108 年度環境教育行

動方案執行成果；爾後則建立每年第 1次會議提報上年度環

境教育執行方案執行成果，第 2次會議提報次年度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之審議機制。 

柒、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市生物多樣性保育宣導情形報告。 

結論： 

（一）洽悉備查，請產業局（動保處）參照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内 

（二）請環保局會後洽秘書處安排市政會議邀請郭委員城孟演講

本市自然史專題。 

報告案二：本市多元環保自然葬推動情形報告。 

結論：洽悉備查，請民政局（殯葬處）參照委員意見持續推動。 

捌、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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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教育審議委員會 108 年第 2 次會議 

委員意見摘要 

一、 高委員翠霞： 

(一) 建議重新檢視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與聯合國 2030 年永續

發展目標與方案內容的連結。 

(二) 規劃行動方案時，將 SDGS 17 項目標做盤點與檢討，哪些是

符合本市的需求，再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行動方案。

每年累積成果希望至 2030 年，可以讓世界知道臺北市是一個

永續的城市。 

(三) 氣候變遷、海廢及海洋資源保育的議題，是全世界聯合國所

關切的，可納入明年的行動方案中，規劃逐步的、多年期的

方案，提升本市民的氣候變遷素養。 

(四)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的範疇很多，不必僅著重於自然生態方面

而自我設限。 

二、 袁委員孝維： 

(一) 動保處很努力執行多樣與多面向的環境教育活動，然而可能

需再以大的總體目標來歸納與規劃。 

(二) 建議之總體目標如下: 

(1) 都市生態系(urban ecosystem):UN預測 2050年 70%人扣

聚居在都市中，臺北市擁有真正的自然環境(陽明山、

郊山等)以及都會公園(大安森林公園、植物園等)。教

導臺北市民「如何與自然相處？」，除了對於有益、可

愛具吸引力的動植物之宣導教育，對於有害動植物(鴿

子、老鼠)如何用「不餵食，保持衛生」等宣導教育活動，

來減少市民對動物的負面情緒。 

(2) 可食地景、食農教育:這是與都市居民非常貼近的議題，

同時都市農田也是提供了小型昆蟲、蝴蝶等地生活棲

地，是另一個可以發展的環境教育生物多樣性的面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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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委員思岑： 

(一) 建議各處室的環境教育成果報告，可先給予年度的系統規

劃，環保局有大架構，但如動保處也該有其被分配做生物多

樣性教育的整體規劃，而非是片面各類活動的呈現，小活動

不論人數多少，也不過是與其他單位的合作，由那些單位操

心即可，但動保處的層級應該提高，思考並報告其推動的策

略(且有短中長期)包含推動的「策略」，如何與臺北市學校、

輔導團及設施場所鏈結，有系統的推動策略。此外，應該有

設定年度目標，我們應該能看出推動成果，成果不是人數，

而是更具體希望達到市民對多樣性要有如何反應，希望能看

到?最後推動的主題，應該更貼近「都會」生物，以及能協助

市府政策的宣導。 

(二) 關於環保葬的推動，目前硬體規劃很具體(海葬的定位)，但

軟體部分可再加強，不只是經費補助，而是能更了解支不支

持的原因，且是否有參考其他縣市的成敗因素，再針對相關

組織進行宣導，以及與宗教團體合作，當師父與牧師說了什

麼，可能比我們教育大家高齡化、土地利用等知識來的有用。 

四、 顏委員秀慧： 

(一) 報告案一生物多樣性保育宣導: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數量

甚多，本宣導活動如有與環教設施場所合作或運用其場地

者，可加以統計說明。 

(二) 報告案二環保自然葬推動:環保自然葬之推動，可同時宣導低

碳民俗活動(如祭拜時少用或不用紙錢、拜香等)。 

五、 郭委員城孟： 

看不到比較有架構性的思維，亦即臺北市環境教育的重點是

什麼？為什麼會有這些重點，報告的重點似乎較看重場次及

人數，此一觀念包含環境教育場域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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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歐陽委員嶠暉 

(一) 生物多樣性的環境教育，應從認識社區的物種為起點，但臺

北市的社區公園都很小，並缺乏綠色廊道為連結，形成孤島，

致其物種稀少。宜從長遠的作法如何連結各社區公園與都會

公園的連結，促進生物的遷移，以形成物種的多元，增進地

區生物共生之自然度。 

(二) 要推動環保葬，緣起於土地的不足，但無論樹葬或花葬仍有

土地問題，若能將海葬做得更加溫馨，如能於淡水河口做一

個眺望塔，讓家屬有需要可於忌日、生日或清明節前往遠眺。

或會更加周延，可與新北市聯合辦理。 

七、 李委員培芬 

(一) 建議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育之推動，可強化公民科學家之訓

練，結合已發展良好的公民科學家運動。讓更多的市民參與

生態調查活動，達到更深入的自然保育教育目的。 

(二) 目前動保處所舉辦的活動，出席人數大約不到市民人口的

5%，仍有許多可以發展的空間，建議可加強辦理，並結合正

在發展的議題，例如關渡自然保留區的紅樹林課題、外來種

的課題、社子島的開發案…等，均是可以加強宣傳教育的內

容，讓更多的市民參與了解。 

(三) 有關環保葬的宣導，仍請多加宣傳，並加強網站方面的介紹

和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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