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土規劃 「 政策環評與民眾參與 」 研討會

以永續發展思雄實踐台灣海島重建
政府與民間對話突顯公眾利益聲音

敏督利颱風與艾莉颱風 民眾參與 」 研討會，以永續

重創台灣土地，引發 發展的思維，商議出真有前

多處水災，土壤在大量雨水 瞻性及可執行性之策略 。

沖刷下，造成多起土石流，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

石鬥水庫原水混濁無法使 範英認為在九二一震災後，

用;天然災害逐年加劇，人 台灣土地經歷過風災 、 水災

民苦不堪言 ，不僅造成連年 的摧殘，對於自然環境遭受

經濟損失、人員死傷，脆弱 破壞，國土規劃的運作不應

敏感的自然環境更禁不起一 只是停留在治標的工作，必

而再、再而一的打擊 。 須繼續向前邁進 、 落實相關

管制工作， 此時政策環境評

在治標之外落實管制 估更顯重要 。

由此，時報文教基金會認

為國土規劃已是刻不容緩的 法令制度11.1U央政黨政策取

工作，去年十月十六日及十 ;央價值觀

七日與經建會、內政部 、 交 前行政院長游錫惜以大甲

通部、環保署及經濟部水利 溪流域大量土石堆積及九一

署 ，共同主辦 「 前瞻與決 一水災為例，指出前者未能

斷﹒國土規劃政策環評與 馬上解決疏濤的問題出在搶

。歐琶{惠/台北智慧卡公司董事長 .林盛豐/行政院政務委員

通費時費力，無奈天災難

料，往往好不容易完成的工

程在一夕間沖毀泡湯;後者

則是缺乏永續發展的導洪 、

治洪及分洪的觀念，並不能

重新以生態工法的方式完備

解決 。

游撰說明，行政院樂於遵

循永續發展準則，推動相關

工作，然而法令制度取決於

政策、政策取決於價值觀

念，行政院在推動永續發展

工作的同時， 也促成各行政

組織內化價值觀念 ， 閉幕式

發言指出 ，經過四個議題的

討論，不只要解決過去所累

積的重重弊病，更要面對轉

折，為台灣的國土規劃願景

付諸行動。

。歐陽幅暉/台灣水環境再生理事

長

兩天的研討會，由成功大

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溫清

光主持，他在研討會一開始

便表示國土規劃包括國土計

畫和國土利用，涵蓋的範圍

極為廣泛，並非一次研討會

可竟全功 ， 要完整研議出國

土規劃的策略並促使推動實

行，須仰賴社會各界達成共

識及實踐的決心 。

時報文教基金會恃別邀

請 ，行政院七二水災勘災復

建小組召集人暨台灣大學土

木系教授陳振川，及中央研

究院副院長劉翠溶發表精彩

專題演說 。

正視環境長期不穩定

站在勘災專案小組的角

。馬以工/監察院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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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陳振川分析，經過勘災 國土規劃與民眾參與」及

調查，多處高風險地質及生 「 水水台灣 水資源組織再

態敏感地區，如中橫谷關 造 、 污水下水道與河川整

德基段，以及事實上已不宜 治 J '共同形構出完備的國

人居的松鶴部落 ，無論在工 土規劃政策藍圖 。

程重建或居民棲居，都應考

量震災 、 風災及水災之後， 與世界接軌一國土規劃與永

該區所呈現出的環境長期不 續發展願景

穩定問題 。 針對 「與世界接軌國土

劉翠溶提出台灣山坡地開 規劃與永續發展願景 J ' 台

發的初期，未致力於水土保 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持，已鑄下現今土壤嚴重沖 於幼華認為，在全球都高呼

蝕的根基 ， 又歷經旱田擴張 永續發展的同時，部分大國

時期，環境更加惡劣，後期 卻對京都議定書的意向不

歷經超墾及種植大量檳榔 明，顯示永續發展的落實知

樹，雨水入滲率減少、逕流 易行難，台灣雖成立永續

增加， 土壤流失率大增 ， 對 會 ，但外界卻普遍不了解永

台灣山坡地環境造成嚴重衝 續會的目的和任務 ，永續會

擊; 111坡地開發少了水土保 在關起門做事之餘，應爭取

持觀念，終將引爆土石流 。 全國對永續發展的認同 。

在國土規劃研討部分，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產 、 官 、 學各界相關領域專 研究員蕭新煌教授則表示，

家代表，分就四議題 ， 包括 台灣是個海島 ， 自然環境具

「 與世界接軌 國土規劃與 有生態脆弱的特性，對各種

永續發展願景 」 、 「國土規 天災更具被侵略性和低防禦

劃體系檢討 」 、 「草根行動 性，應記取天然災害的教

/ 、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胡兆康/台灣下水道協會理事長

訓，以永續發展觀念推動重

建海島工作 。

國土規劃體系檢討

有關「國土規剖體系檢

討 J ' 台灣大學大氣系教授

柳中明列舉近年重創台灣環

境的異常氣候事件，他表

示 ，氣候變遷和異常氣候慢

慢變成常態，國人應把異常

氣候對人與環境的影響視為

「風險 J '並針對氣候變遷訂

定適當的「風險評估與管理

策略 J '做好預防及因應工

作 。

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計畫

研究所教授李永展主張，面

對國土規劃時應跳脫道德勸

說)J式，訂定罰責並加強地

方行銷 ，避免城鄉失衡 、過

度開發及破壞鄉村土地 ; 中

央大學客家政經研究所所長

丘昌泰 ，提出因應國土規劃

管理機制三大瓶頸的三項對

策， 一因欠缺政策整合一貫

性，須加強國土計畫管理機

。劉小如/中研院動物所研究員

制中的政策整合力， 二因欠

缺 「 由下而上 」 的執行機

制，故須加強管理機制的計

畫執行力， 三因欠缺住民投

入，須加強民眾參與力 。

台灣大學地理系教授王鑫

認為，近年生態旅遊過度商

業化，已漸變為大眾旅遊，

不僅缺乏教育性質，對環境

也會有潛在影響;應把生態

旅遊當作保育工具，而非營

收工具，並須針對政府、管

理者 、 業者 、 居民及遊客

等 ， 訂立應遵守行為準則 。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教授

姜渝生直指，交通與國土發

展之間的整合不足，就當前

台灣現況來看 ， 值得重視的

關鍵在於，交通政策須明確

具體 、 建設計畫決策需納入

整體運輸系統規劃中 、 對計

畫的目標達成應有所評估，

以及地區發展須有完備的配

套措施等 。

草根行動一國土規劃與民眾

。陳錦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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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在「草根行動國土規劃

與民眾參與」中，新港文教

基金會創會會長陳錦煌及經

濟部德基水庫集7.)<.區管理委

員會執行秘書鄧英慧 ，舉德

基水庫集7.)<.區為例，認為各

項建設涉及影響民眾生活

時，不要只交給當地少數環

境保護團體去發聲，除要舉

辦公聽會外，更應開放一般

民眾參與;他們期望公眾利

益的聲音能夠突顯。

行政院環保署張祖恩署長

表示 ， 目前政策環評實施對

象仍過於窄化，在政策 、 計

畫或方案推行之初內容分野

不明，在界定執行時機或範

園時易引起爭議，政策環評

在制度及技術方面需有所突

破，未來考慮、擴充政策環評

適用對象，並建立全國環境

資料庫以為後盾 。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所所長

夏禹九以蘇花高速公路為

例，指出目前環評視野狹

。何東波/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教授

隘，僅聚焦於公路沿線對環

境的衝擊，未發覺興建高速

公路可能造成花蓮將被導入

台灣西部相同的發展模式，

陷於指令與控制式管理的迷

J目'"、 。

水水台灣一水資源組織再造

在 í 7.)<.水台灣」方面，針

對 「 水資源組織再造 J '行

政院經建會顧問黃金山回顧

台灣過去五十年來的水資源

音| 畫 ;他表示，水資源計畫

和社會經濟發展關係密不可

分 ，但必須因時、因地制

宜 ， 今後水資源本身及水資

源利用系統都應永績利用，

在軟硬體相互配合下，不斷

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減少

利用過程對環境及生態體系

的負面fillÏ擊 。

具工程專業背景的台灣大

學土木系教授李鴻源指出，

工程手段已無法解決現有困

境，台灣水環境的變遷和社

會經濟迅速發展 ， 導致水利

。華昌宜/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業務面臨重大挑戰，未來關

鍵在於 「 政策研擬 J '長期

屈居弱勢的水利單位未來若

併入環境資源部，提出的政

策也要反應在國土規劃上 。

污水下水道與河川整治

至於「污水下水道與河川

整治 J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

會理事長歐陽崎日軍說， 污水

下水道普及率為象徵國家進

步的重要指標，政策在實施

方案核定不過半年時卻突然

急轉彎， 採政府自辦及民間

ßOT各半的方式辦理，使

用戶接管率將不升反降，有

失提高效率及有效控管的原

意 ，若政府訂定專法並有完

整配套措施，籌措財源推

動，將可創造污水下水道建

設多元效益。

成功大學教授溫清光及成

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何

東波則強調，不同的土地利

用會產生不同污染量，為求

保護水資源，國土規劃在重

.李永展/文化大學建築豎都市計

畫研究所教授

要河川集7.)<.區應劃設特定區

域，在區域內土地使用方式

須採用分級分區管制方法，

並由專責機構作有效統籌管

理 。 經過兩天密集研討，與

會人員達成共識包括，應加

強國土調查並建立國土資料

庫 、國土規劃應以永續發展

為理念 、 國家重要政策應先

進行政策環評並納入民服參

與的機制 ; 此外生態、旅遊應

著重於生態 、 人文及環境教

育 、 政府應須加入推動污水

下水道普及率 、 政府組織再

造不能連背改造之目的 。

研討會中民眾參與踴躍、

回應熱烈，並有環保團體到

場為環境發聲請命 ， 時報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認

鳥，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對

話，兩造各述對國土規劃的

想法，便是雙方合作交流的

契機，國土規劃政策構思又

向前邁一大步 。

。夏禹九/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

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