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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摘要 

雲林縣縣內地形主要為平原，經濟產業大多以農業為主，農漁畜戶人

口的比率佔臺第三高。三大產業農業、漁業、畜牧業的年產量更是全

國前三。自 110 年雲林縣自我檢視報告書中可知，亮眼成績產生的同

時，也注意到農、漁、畜牧業生產中伴隨而來的農業廢棄物、畜牧廢

水、沼氣、沼渣、貝殼廢棄物等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環境問題

亟待解決，因此廢棄物循環、節水、綠色能源、永續農業、食農教育、

環境教育及產業人才培育為重要的課題。雲林縣也為響應聯合國

SDGs，於 109 年 12 月 17 日縣務會議中正式宣布「啟動 SDGs 在雲

林」，透過 SDGs 指標檢視過去的施政成果。 

本計畫為促使縣內各機關(構)、學校、民間團體與企業共同推動環境

教育，並呼應聯合國與國家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所屬農業廢棄物循環、

節水、綠色能源、永續農業、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及產業人才培育等

業務，因此擬定二大工作項目、多項工作成果，包含建立五項適用於

農、漁、畜產業之永續發展教案、培育 20 名環境教育師資、及至雲

林縣 15 家農漁畜產企業進行環境教育推廣，以深耕與強化縣內居民

對保護環境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並採取各項環境保護行動；

輔導 15 家雲林縣農企業進行碳中和輔導，提供有意願之企業進行組

織型溫室氣體排放盤查並藉由輔導的過程中提供企業碳中和路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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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建立及減碳的建議，最終輔導 3 家農企業取得第三方稽核認證。

本計畫同時透過設計「碳中和及循環經濟小學堂」繪本，協助雲林縣

政府於淨零議題的推廣教育可以加速、普及化並可使教育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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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雲林縣為農業大縣，依據 110 年雲林縣自我檢視報告書，列出經

濟優勢及造成之環境問題如下表，農業廢棄物循環、節水、綠色能源、

永續農業、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及產業人才培育為重要課題。 

表 1 雲林縣產業特色及衍生環境問題 

項目 經濟面優勢 環境問題 

農業 年產值 383 億全臺第 1 高 塑膠網布等廢棄物超過 1 萬 3 千

公噸 

畜產 年產值約 326 億，全臺第 1

高 

畜牧廢水、沼氣、沼液及沼渣。 

漁業 年產值約 83 億，全臺第 3

高 

漁業耗水、貝殼廢棄物 

資料來源：110 年雲林縣自我檢視報告書 

依據雲林縣特色，直接對應之永續發展目標如圖 1，包括 

(1) 環境面：循環經濟、碳中和、節水、綠色能源，對應 SDG6 淨水

與衛生、13 氣候行動、14  海洋生態、15 陸域生態、12 永續生

產及消費。 

(2) 經濟面：農業、畜產、漁業，對應 SDG 7 可負擔能源、 8 就業及

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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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面：食農教育、永續環境教育、產業人才培育，對應 SDG3 健

康與福祉、4 優質教育。 

(4) 經濟＆環境面：SDG12 永續生產及消費；經濟＆社會面： SDG2 

消除飢餓；環境＆社會面：SDG11 永續城鄉；經濟＆環境＆社會

面：全球夥伴。 

因此本計畫之推動，短期可展示雲林縣亮點，為長期永續發展打下深

厚基礎。 

 

圖 1 雲林縣永續發展環境教育建議推動架構 

 

經濟面

•農業、畜產、漁業

•SDG 7 可負擔能源、 8 就業及
經濟成長

社會面

•食農教育、永續環境教育、
產業人才培育

•SDG3 健康與福祉、4 優
質教育

環境面

•循環經濟、碳中和、節水、

綠色能源

•SDG6 淨水與衛生、13 氣

候行動、14  海洋生態、15 

陸域生態、12永續生產及消

費

SDG12永
續生產及
消費 

SDG2 消除飢餓 

 

SDG11  
永續城鄉 

SDG17 
全球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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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工作項目及執行情形說明 

 本計畫為促使各機關（構）、學校、民間團體與企業共同推動環

境教育，並呼應聯合國與國家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所屬農業廢棄物循環、

節水、綠色能源、永續農業、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及產業人才培育等

業務，並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民眾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

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重視環境，專案執行內容分成

兩部分，包含永續發展環境教育及碳中和方案推動，計畫期程及詳細

工作項目整理如下表。 

(一) 計畫期程 

表 2 計畫期程表 

工作項目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教案

設計 
      

 
環境教育師資

培訓 
     

  辦理企業環境教育    

    
永續發展問卷

與分析 
  

循 環 經

濟 及 碳

中和 

碳中和路徑繪本      

   輔導企業循環經濟及碳中和  

 企業進行碳盤查及固碳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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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末檢核指標 執行情形說明 

期末指標檢核如下表所示。 

表 3 項目執行情形說明 

進度

規劃 
大項 細目 內容 實際達成情形 

期中

報告 

永續

發展

環境

教育 

永續發展環境教

育教案 

3 項教案 

2 次試教 

已完成 

5 項教案及 2 次試

教 

環境教育師資培

訓 
培訓 20 名 

已完成 

培訓師資 55 名，

其中雲林縣師資 21

名 

規劃辦理教案現

場觀摩及座談會 
擇優 15 家辦理 

已完成 

15 間現場觀摩及座

談會 

農業、畜產及漁業

永續發展現況 

彙整農業、畜產

及漁業永續發展

現況、目標及問

卷 

已完成 

期末

報告 

碳中

和推

動方

案 

碳中和與循環經

濟繪本 
製作繪本一式 

已完成 

碳中和及循環經濟

繪本並印製 250 份 

輔導各行業落實

低碳、循環經濟 
至少 15 家 

已完成 

15 家企業碳盤查、

碳中和方向建議 

ISO14064-1 碳盤

查 
擇優三處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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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間企業碳盤查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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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續發展環境教育 

本計畫透過建立教案、訓練環境教育師資、辦理環境教育課程

推動，以提高從業人員永續發展之環境素養，並收集利害關係人之

回饋，建立永續發展政策依據。 

一、環境教育教案內容 

教案設計劃分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在地特色兩大類別教

案，共計 5 項教案，說明如表 3，內容概述如下，詳案如附件。 

表 4 環境教育教案 

類別 時數 教案名稱 教案內涵 

聯合

國永

續發

展目

標 

2 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介紹 SDGs，及桌遊遊戲問答，了

解 17 目標對應之世界、台灣、雲

林永續發展問題。 

2 SDG14 海洋生態

及 SDG15 陸域

生態桌遊 

透過遊戲問答，了解 SDG14 海洋

生態及 SDG15 陸域生態之子目

標，台灣面臨問題、雲林縣政府

解決方案及未來對策。 

2 SDG12 責任消費

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桌遊 

透過遊戲問答，了解 SDG12 責任

消費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之

子目標，台灣面臨問題、雲林縣

政府解決方案及未來對策。 

在地

特色

教案 

2 碳中和教案 介紹產業如何達到碳中和路徑 

2 循環經濟教案 如何透過循環經濟，降低漁業、

畜產及農業之碳排放，達到碳中

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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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一、發展理念 

世界冬天來得愈來愈晚、夏天高溫創下歷史新高，颱風暴雨，或

是乾旱、水污染、空氣污染、生物滅絕、貧富差距擴大、國際間的衝

突，這些人類引起的氣候變遷議題，該如何處理？聯合國於1992年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994 年3 月

21 日生效。該公約第二條規定，「本公約以及締約方會議可能通過

的任何相關法律文書的最終目標是：根據本公約的各項有關規定，將

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

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

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範圍

內實現」。 

該公約締約方自1995年起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1997 年，《京都議定書》

達成，使溫室氣體控制或減排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法律義務。在2015 年

聯合國氣候峰會，辦理第21次締約方會議（COP 21）中通過《巴黎協

定》(Paris Agreement），期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協議第二條

指將通過以下內容「加強《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把全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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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

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1.5℃之內，同時認識到這將大大減少

氣候變遷的風險和影響。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並以不威

脅糧食生產的方式增強氣候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使資金流

動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 

此外，人類在過去半個世紀，迎來了興盛的時代。城市變大，為

了能源，開採石油，燃燒造成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為了資源及土地，

砍伐森林，造成生態浩劫；為了方便，製造大量塑膠、農藥，污染環

境，種種人類的足跡已蔓延至世界的每個角落。當有人能坐在空調良

好、裝潢典雅的餐廳內大啖來自遠方食材製作的美饌，世界上卻有另

一群人面臨貧窮、飢餓與疾病的威脅。他們簡陋的居所無法抵抗天災，

也沒有好的就業機會，只能拓墾貧瘠或受汙染的耕地，或是在危險的

礦場與工廠過勞工作。因此COP21 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有17個永續發展目標，其

中又涵蓋169項細項目標、230個參考指標，藉此引導政府、企業、民

眾，透過每次的行動與決策，一起努力達到永續發展的可能。 

面對地球這樣的現況，我們能做的改善其實可以很多。本教案整

合聯合國永續發展17 項目標，並從中發展桌遊項目，使學員可以了

解永續發展目標的內容。本課程首先介紹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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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態系之生存空間造成之影響，進而點出由於人類的破壞、經濟飛

快成長造成氣候變遷、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等諸多影響並同時帶出

氣候變遷所伴隨而來的連鎖反應進而透過實際參與桌遊，從而認知如

何在食衣住行育樂能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而提出提出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落實方案。 

二、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 

1、以雲林縣企業為主，課程著重於環境技能的培養。 

2、依場域特色、自然領域相結合。 

圖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3、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教案流程如下圖所示，首先透過永續發展目標說明，讓學員對

於永續發展目標有初步認識，並能反思。隨後以放大版桌遊遊戲，

課程目標

環境教育內涵

教案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環境知識

了解目標

環境態度

落實目標

環境技能

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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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員實際參與，進一步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有具體認識，最後

進行分組討論，以回饋與反思。課程方案彙總表如下表所示。 

圖 3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教案流程圖 

表 5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課程方案彙總表 

課程名

稱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實施對

象 

大學以上及社會人士 課程時數 2 小時 

課程人

數 

20人 師生比 1:20 

課程目

標 

I.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說明人類造成全球環境變遷及對環境造

成的破壞，培養學員對因人類行為造成全球暖化、環境破壞

及污染的覺知與敏感度。 

II. 環境概念知識：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歷史、內容及各

項目標。 

III. 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建立學員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之態度。 

課程大

綱 

本課程單元透過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對人類及生態系之生存空

間造成之影響，進而點出由於人類的破壞、經濟飛快成長造成

氣候變遷、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等諸多影響並同時帶出氣候

變遷所伴隨而來的連鎖反應。接著透過分享使學員認識聯合國

永續發展的演進及 2030 聯合國永續發展之目標，並透過實際參

與桌遊，從而認知如何在食衣住行育樂能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進而提出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落實方案。 

4.教案簡報 

請參附件二 

永續發展目標
認知及反思

永續發展目標
遊戲體驗

永續發展目標
之回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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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遊戲如下圖，每一個目標，有一對應問題，為使玩家不重複回答

同一問題，每個目標有三題可選擇，答對可以再玩一次，直到 2030 目

標為止。 

圖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圖卡 

(二) SDGs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s13 氣候行動 

1.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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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來愈來愈晚、夏天高溫創下歷史新高，颱風暴雨，或是乾旱、

水污染、空氣污染、生物滅絕、貧富差距擴大、國際間的衝突，這些

人類引起的氣候變遷議題，該如何處理？聯合國於 1992 年 5 月在紐

約聯合國總部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縮寫作 UNFCCC 或 FCCC），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該公約第二條規定，「本公約以及締約方會

議可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律文書的最終目標是：根據本公約的各項有

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

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

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

間範圍內實現」。 

該公約締約方自 1995 年起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1997 年，《京都議定

書》達成，使溫室氣體控制或減排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法律義務。在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辦理第 21 次締約方會議（COP 21）中通過《巴

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期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協議第

二條指將通過以下內容「加強《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把全

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 2℃之內，並努力將

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 1.5℃之內，同時認識到這將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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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氣候變遷的風險和影響。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並以

不威脅糧食生產的方式增強氣候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使資

金流動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 

COP21 同時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有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其中又涵蓋 169 項細項目標、

230 個參考指標，藉此引導政府、企業、民眾，透過每次的行動與決

策，一起努力達到永續發展的可能。 

台灣位處災難發生頻率高風險或極端高風險的地區，面對這樣的

現況，我們能做的其實很多！雲林縣為農業大縣，依據 110 年雲林縣

自我檢視報告書，列出經濟優勢及造成之環境問題，其中農業及畜產

值全台灣第一，漁業全台灣第三，但因而導致之廢棄物循環、節水、

綠色能源、永續農業、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及產業人才培育為重要課

題。 

本教案整合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兩項子

目標，本課程首先介紹人類生活中常見的行為及其所造成的影響，點

出人類行為不當導致全球暖化進而產生極端氣候。廢棄物污染環境、

極端氣候導致生活受影響及自然資源匱乏等問題，進而引出如何從日

常生活的生產與消費中改善資源的使用及面對自然災害的調適，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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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桌遊，了解雲林縣在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之

問題、成果及未來方向，最終達到生態永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 

2.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 

(1)以雲林縣企業為主，認知自然資源永續運用及氣候變遷的重要

性。 

(2)依場域特色，與環境自然保育領域相結合。 

 

圖 5 SDGs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s13 氣候行動課程架構 

3.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教案流程 

教案流程如圖所示，首先講述教地球資源及氣候因人類的運作產

生變化，使學員認知到嚴重性，然後講述如何落實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氣候行動，再透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2 永續消費及生產及目標 13

氣候變遷之桌遊，讓學員了解如何身體力行，減少對糧食的浪費、地

球資源的濫用，並創造良好的永續循環，以改善氣候變遷帶來的危害，

並透過分組討論反思與上台報告，培養講述永續消費及生產及氣候變

內涵目標名稱

責任消費生產及氣候行動

覺知 人類造成地球的環境破壞

知識 說明責任消費及生產及氣候行動

態度 願意節能減碳落實責任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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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減緩及調適之能力。此教案及教具設計亦將融入雲林縣在地案例及

相關氣候變遷之對應政策，供學員以實際面臨之現況進行問題討論及

解決方案，最後進行回饋與反思，了解氣候的正常運作對於人類生存

的高度關聯性，建立對於善用地球自然資源的價值觀與態度。 

 

圖 6 SDGs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s13 氣候行動課程流程 

(2)教案內容 

A.基本資料 

實施對象：雲林縣農企業 

課程時數：2小時，課程人數：20人，師生比：1:20 

B.課程目標 

(A)環境覺知與敏感度：以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及天然資源逐漸

匱乏等問題，說明人類造成全球環境變遷及環境的破壞，培養學員

對全球生態破壞及環境破壞的覺知與敏感度。 

(B)環境概念知識：如何落實責任消費及生產及氣候行動。透過責任消

費及生產及氣候行動桌遊，培養改善環境汙染、資源的永續利用達到

調整氣候變遷的知識。 

人類行為
造成環境、
氣候的問

題

如何落實
責任消費
及生產及
氣候行動

永續消費
及生產及
氣候變遷
之桌遊

雲林在地
案例討論、
發想實際
解決方案

責任生產
消費及減
緩、調適
氣候變遷
之回饋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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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培養學員減緩全球暖化及天然資源運用對永

續發展的態度。 

4. 教案簡報：請參附件二 

遊遊戲如下圖，每一個目標，有一對應問題，答對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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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DGs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s13 氣候行動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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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DGs14 永續海洋及 SDGs15 陸域生態課程方案 

1.發展理念 

面對生態系統的破壞逐漸擴大影響到了人類的生活，聯合國在

2019 年通過「聯合國十年生態系統恢復」計劃，並訂定於 2021 至 2030

年實施，以解決全球濕地、水生及陸域生態系統景觀的嚴重退化問題。

此計劃也將以公眾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及經濟和民生等方面

的需求為基礎，去遏止和扭轉海洋及其生態系统的健康和生產力的下

降並執行保護和恢復海洋的復原力和生態的完整性。聯合國也在會議

中強調指出生態系統恢復和養護有助於落實《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及其他相關的聯合國成果文件和協定，最終助於實現全球生物多

樣性目標及框架。 

台灣位處亞熱帶與熱帶交界，氣候宜人，全島四周環海，周圍更

有洋流交會。因此不論陸域或是海洋生態豐富、物產富饒，致台灣在

漁、農、畜牧業皆有不錯的發展。伴隨著人類在養殖、耕作的發展過

程中，因過份捕撈、砍乏樹林、隨意丟棄農漁業廢棄物等諸多人為因

素，使得海洋及山區環境、生態資源面臨受到影響，生態物種的生存

也承受破壞的挑戰。台灣在生態保育的步伐上也緊跟聯合國積極努力

著，不但進行海洋環境及山區環境之保育整建，透過提倡物種保育、

限時捕撈與產業發展互達平衡，在陸域方面透過造林、增加森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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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陸域及內陸水域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雲林縣為農業大縣，依

據 110 年雲林縣自我檢視報告書，列出經濟優勢及造成之環境問題，

其中農業及畜產值全台灣第一，漁業全台灣第三，但因而導致之廢棄

物循環、節水、綠色能源、永續農業、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及產業人

才培育為重要課題。其中海洋生態及陸地生態復育，為雲林縣永續發

展重要課題。 

此外，2015 年在巴黎舉行的第 21 次締約國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有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其中又涵蓋 169 項細項目標、

230 個參考指標，藉此引導政府、企業、民眾，透過每次的行動與決

策，一起努力達到永續發展的可能。其中 SDG14 永續海洋與保育及

SDG15 陸域生態，對應於陸域及海洋生態保護。本教案整合 SDG14

永續海洋與保育及 SDG15 陸域生態兩項子目標，本課程首先介紹生

態系平衡及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環境的重要性，點出人類行為不當、氣

候變遷導致海洋、陸域環境污染及物種逐漸滅絕、生態不平衡問題，

進而引出對於海洋生態系統、陸域生態系統的改善方式，最終達到生

態永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進而發展桌遊。 

2.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 

(1)以雲林縣企業為主，認知海洋及陸域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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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場域特色，與環境自然保育領域相結合。 

 

圖 8  SDGs14 永續海洋及 SDGs15 陸域生態課程架構 

3.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教案流程 

教案流程如下圖所示，首先講述教案海洋生態、陸域生態對人類、

地球環境之重要性，讓學員對於生態保育有初步認識，並透過聯合國

永續發展 14 海洋生態系保育及目標 15 陸域生態系保育之桌遊，讓學

員了解如何身體力行，降低海洋、陸地廢棄物及生態系保育，以改善

全球海域及陸域生態系統，並能藉此反思。此桌遊規劃設計融入雲林

縣在地案例及相關保育政策，供學員以實際面臨之現況進行問題討論

及解決方案，最後進行回饋與反思，了解全球生態系的正常運作對於

人類、地球的高度關聯性，建立對於海洋及陸域生態系保育之價值觀

與態度。 

內涵目標名稱

海洋及陸域生態保育

覺知 生態系統失衡問題

知識 說明生態保育的理念及作法

態度 建立愛護生態保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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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SDGs14 永續海洋及 SDGs15 陸域生態教案流程圖 

2、教案內容 

A 基本資料 

實施對象：雲林縣農企業 

課程時數：2小時，課程人數：20人，師生比：1:20 

B 課程目標 

(A)環境覺知與敏感度：以全球物種逐漸滅絕導致生態系不平衡問

題，說明人類造成全球環境變遷及環境的破壞，培養學員對全球生

態破壞及環境破壞的覺知與敏感度。 

(B)環境概念知識：了解生態不平衡及海洋、陸地資源減少之調適方

法。 

(C)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培養學員保護海洋及陸地資源及對於生態保

育的態度。 

4.教案簡報：請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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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永續發
展目標及
桌遊

海洋、陸
域生態保
育之回饋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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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遊戲如下圖，每一個目標，有一對應問題，答對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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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DGs14 永續海洋及 SDGs15 陸域生態桌遊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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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碳中和課程方案 

1. 發展理念 

碳中和是企業、組織或政府在一定時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植

樹、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所累積的減碳量相互抵換，過程中需透過碳

盤查掌握碳排放量／碳足跡，接著採取減量措施或抵換行動，使大氣

的碳排放量維持現狀、無增無減，達成「碳中和」的狀態。本教案以

碳中和為主軸，培育學員碳中和的觀念及態度。透過分組討論，並利

用實際案例，達成環境教育目標。 

2.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如下圖所示，說明如下： 

 

 

 

 

 

 

 

圖 11 碳中和教案目標與內涵 

3.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教案流程 

碳中和教案

覺知 碳排放問題及碳邊境稅衝擊

知識 碳中和概念及樹木固碳應用

態度 建立碳中和必要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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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碳排造成溫室效應問題，引入碳中和概念，並以透過台灣產業，

了解達成碳中和之方法，並透過分組討論，進行反思與回饋，建立

碳中和的概念與基礎，教案流程如下。 

圖 12 碳中和教案實施流程 

(2)教案內容 

A.基本資料 

實施對象：雲林縣農企業 

課程時數：2小時，課程人數：20人，師生比：1:20 

B.課程目標 

(A)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碳排放問題及碳邊境稅衝擊。 

(B)環境概念知識：台灣產業碳排放問題，及碳中和路徑之範疇。 

(C)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培養學員落實碳中和之理念。 

4.教案簡報：請參附件二 

 (五)循環經濟課程方案 

1.發展理念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相較於線性模式，重視資源再利用、

降低浪費、減少廢棄物等原則，透過產品設計、物流優化、鼓勵回收

了解過多
碳排造成
溫室效應

國際碳邊
境稅之衝

擊

農業部門
調適及減
碳策略

樹木固碳
實作

碳中和之
回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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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讓每項資源的副產品或損壞的商品，都能進入新的循環，成

為新的原料或素材，除了更環保之外，也能降低生產成本，幫助企業

與資源共生，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本教案以商業模式為主軸，

說明七項循環經濟概念，培育學員循環經濟的觀念及態度。透過分組

討論，並利用實際案例，達成環境教育目標。 

2.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如圖所示，說明如下： 

 

 

 

 

 

 

圖 13 循環經濟環境教育教案目標與內涵 

3.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教案流程 

透過從了解地球超載的問題引發學員關注資源耗竭並提升對資源循

環再利用的重視，同時透過牡蠣殼粉的實驗實作加深學員對於循環

經濟的印象，教案流程如下圖所示，說明如下： 

圖 14 循環經濟教案流程 

(2)教案內容 

循環經濟

覺知 循環經濟對永續發展之重要性

知識 循環經濟概念及應用

行動 牡蠣殼循環經濟實驗

了解地球
超載之問

題

循環經濟
概念知識
介紹

循環經濟
實驗實作

循環經濟
之商業模
式及台灣
發展趨勢

循環經濟
分組討論
及回饋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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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資料 

實施對象：雲林縣農企業 

課程時數：2小時，課程人數：20人，師生比：1:20 

B. 課程目標 

(A)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以循環經濟概念，說明循環經濟議題。 

(B)環境概念知識：循環經濟概念應用範疇。 

(C)環境行動經驗：透過分組討論實際案例，培養循環經濟概念之應

用經驗。 

4.教案簡報：請參附件二 

二、師資培訓及兩次試教辦理成果 

 師資培訓及教案試講試教採取為期三天之環境教育師資培訓共

識營辦理，開放雲林縣農、漁、畜牧業等相關企業及對環境教育教案

設計及教育有興趣之民眾報名參加。因考量疫情影響本次辦理採實體

及線上同步進行授課及討論。 

(ㄧ)共識營規劃及試教 

共識營規劃及試教時程安排，說明如下表，並製作海報如下

圖，同時因為南華大學為環境教育機構，本課程同時申請環保署環

訓所環境教育人員展延，參與學員如有環境教育人員資格，可獲得

25 小時環境教育展延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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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共識營時程安排 

(a) 第一天 

教案名稱 時間 課程內容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08:00-10:00 

講師授課 

10:00-12:00 
學員試教及討論 

SDG14 海洋生態及

SDG15 陸域生態桌遊 

13:00-15:00 
講師授課 

15:00-17:00 
學員試教及討論 

(b) 第二天 

教案名稱 時間 課程內容 

SDG12 責任消費

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桌遊 

08:00-10:00 講師授課 

10:00-12:00 學員試教及討論 

碳中和教案 
13:00-15:00 

講師授課 

15:00-17:00 
學員試教及討論 

 

(c) 第三天 

教案名稱 時間 課程內容 

循環經濟教案 08:00-10:00 講師授課 

10:00-12:00 學員試教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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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回顧與討論 13:00-14:00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14:00-15:00 

SDG14 海洋生態及 SDG15 陸域

生態桌遊 

15:00-16:00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及

SDG13 氣候行動桌遊 

16:00-17:00 循環經濟教案 

綜合討論 17:00-18:00 利害關係人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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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共識營課程宣傳海報 

(二)執行成果照片 

三天共執行三個面向教案，包括 SDGs、碳中和及循環經濟，同

步辦理線上教學，課程施行方式及活動照片如下： 

1. 教師教學：由洪耀明教授示範教學。 

2. 學員實作及報告：配合課程進度，學員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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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員試教：由學員重複教授教學方式，進行課程教學。 

4. 綜合討論：針對課程內容，進行討論及回饋。 

 

  

洪耀明老師試教聯合國永續發展教案 學員認真聽講 

  

學員試玩 SDGs 桌遊 學員試教聯合國永續發展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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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議題討論 學員分享討論結果 

(a)聯合國永續發展教案 

洪耀明老師試教碳中和教案 

 

 

 

 

 

 

 

 

 

 

學員實際操作固碳量測 

學員討論分享 學員試教碳中和教案 

(b)碳中和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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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耀明老師試教循環經濟教案 牡蠣殼循環經濟實作説明 

牡蠣殼循環經濟實作 牡蠣殼循環經濟實作-2 

(c)循環經濟教案 

線上學員分享討論結果 線上學員討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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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討論分享 學員試教循環經濟教案 

(d)綜合討論及分享 

圖 16 共識營活動照片紀錄 

(三) 培訓師資 

 本次共識營及至企業辦理企業環境教育課程共計培訓環境教育

師資 55 名，其中雲林縣佔 21 名，名單如表 6。 

表 7 環境教育師資培訓名單 

編號 縣市 單位 姓名 

1 雲林縣 社團法人雲林縣自然農業發展協會 莊貴枝 

2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林俞蓁 

3 雲林縣 雲林縣大埤鄉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謝岱芳 

4 雲林縣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坑有機生產合作

社 
王儷蓉 

5 雲林縣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坑有機生產合作

社 
張舒詠 

6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吳政勳 

7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林美君 

8 雲林縣 小豬漫步 張世旻 

9 雲林縣 口湖魚類生產合作社(台灣鯛) 許益誠 

10 雲林縣 弘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黃玉嬋 

11 雲林縣 弘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吳美津 

12 雲林縣 月光下農場 郭慧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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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雲林縣 莿桐合作農場 李首清 

14 雲林縣 農緯果菜有限公司 黃謙一 

15 雲林縣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 黃威騰 

16 雲林縣 糧莘庇護農場 陳韋誠 

17 雲林縣 圃祥實業(良作牧場) 黃秭璇 

18 雲林縣 銘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智暐 

19 雲林縣 銘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勳諺 

20 雲林縣 晁陽休閒農場 林政緯 

21 雲林縣 晁陽休閒農場 袁賴秀 

 22 嘉義縣 菁埔社區發展協會 蔡榮錦 

23 嘉義縣 竹崎高中 郭婉茹 

24 嘉義縣 阿里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姿瑢 

25 嘉義市 宏昇營造公司 阮美鈴 

26 嘉義市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劉嘉晃 

27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新店里 梁仁豪 

28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新店社區發展協會 陳禹彤 

29 彰化縣 溪湖高中 許淑媛 

30 彰化縣 鋒樺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張延璟 

31 彰化縣 鹿港國小 施淑津 

32 台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陳瀅世 

33 台中市 中平國中 林瑪莉 

34 台中市 德化國小 劉善德 

35 苗栗縣 後龍鎮外埔國民小學 黃莉芸 

36 桃園市 易煒網路知識管理顧問(股)公司 陳羿文 

37 高雄市 六龜鬍鬚蕭農場 魏秀玲 

38 高雄市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陳寶渠 

39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韓長龍 

40 高雄市 海洋國家公園 蕭滌榮 

41 高雄市 高鳥協會 黃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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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雄市 高雄市環保局 黎匡時 

43 高雄市 莊敬國小 陳美雯 

44 屏東縣 北斗企業社 鄧之文 

45 新北市 山林水環境工程 王融雍 

46 新北市 海霞您的家 吳惠君 

47  自由講師 蔡麗玲 

48 台北市 林試所 鄭叔娟 

49 台北市 北觀處 吳芳盆 

50 屏東縣 彭厝國小故事志工 林亮妏 

51 嘉義縣 築夢森居 湯怡楓 

52 嘉義縣 築夢森居 劉朝維 

53 台北市 共耕食代 詹凱毓 

54 高雄市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潘秀貞 

55 臺南市 聯翔精密工藝社 蔡健輝 

(四)課程問卷回饋 

A.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學員對於本堂課程最有印象的是在桌遊體驗及現場學員試教演練，並

提出可將 SDGs 桌遊針對不同條件及環境設計修改後帶回應用於工

作之中。 

B. 12-13 責任生產與消費及氣候行動 

學員針對本堂課最有印象的是在團隊分組討論讓每個人可以分享意

見、並同時把資源浪費、廢棄物及極端氣候的產生連接深植心中。亦

有學員表示將「雲林縣產業特色及衍生的環境問題」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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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4-15 永續海洋與陸域生態 

透過討論分享，可增加講述的經驗、藉由桌遊、教學、討論、演練創

新教學深刻了解對於海洋污染的防治及森林的保護該有的態度 

D. 碳中和 

學員針對本堂課更了解固碳和碳中和對於環境的重要性、淨零碳

排及 2026 年歐盟碳稅的課徵對經濟的衝擊。更透過量測樹木樹

高樹徑知道樹木的固碳量，學習到從生活中節能減碳。 

E. 循環經濟 

學員於上課後對於循環經濟的概念有更具有深度了解，再透過實

作深度體驗到「垃圾變黃金」，同時亦可達到降低生產成本、永

續經營循環的最終目的。 

整體課程學員們希望可以多多辦理桌遊課程以增加課程的活潑性，更

希望可以增加小組討論或群組的討論以加深印象提升認知，也提出可

事先提供研習資料讓學員可以更快進入學習狀態。 

三、規劃辦理環境教育 

本計畫以農業、畜牧業及漁業三類，進行企業環境教育課程推廣，

並擇優 15 處辦理。本單位為順利規劃企業環境教育 4 小時，先與雲

林縣企業辦理線上會議，再前往推動環境教育及碳中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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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上或實體共識會議 

首先與企業聯絡，確認時間後，由計畫主持人進行簡報，說明環

境教育課程內容，及對企業宣導優勢，同時說明碳盤查、減量、循環

經濟及碳中和，讓企業了解永續發展、推動碳中和及碳匯之重要性，

從而願意讓團隊前往辦理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並協助給予碳中和方案

建議，會議活動照片如下。 

弘陽食品 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麥寮月光下友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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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莘農場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

社 

 

莿桐合作農場 
水林小陳的田畦邊果菜園 

 

農緯果菜生產合作社 

 

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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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東合作農場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 

 

銘安科技 

 

有朝一日西螺小農 

 

晁陽綠能休閒農場 

 

圖 17 企業環境教育推動共識會議 

(二)企業環境教育課程 



41 

 

為使農企業了解本計畫專案，並由選擇合適企業之環境教育教案，

首先拜訪雲林縣農企業，辦理實體或線上會議，瞭解企業需求，經實

際會議後，最後與具備意願之 15 家農企業，一起推動環境教育及碳

中和，企業名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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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環境教育企業名單 

編號 企業名稱 共識會議 環境教育辦理時間 

1 弘陽食品 06/07 10/20 

2 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漁類

生產合作社 

06/17 9/28 

3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坑有機

農業生產合作社 

06/24 10/20 

4 糧莘庇護農場 08/12 10/6 

5 麥寮月光下友善農場 08/12 10/17 

6 水林小陳的田畦邊果菜園 08/16 因農忙無法配合 

7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08/19 因農忙無法配合 

8 晁陽綠能休閒農場 9/6 10/25 

9 銘安科技 9/12 10/26 

10 有朝一日西螺小農 9/12 10/17 

11 農緯果菜生產合作社 09/12 10/17 

12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 09/12 10/13 

13 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 09/12 10/27 

14 嘉東合作農場 09/12 因農忙無法配合 

15 莿桐合作農場 09/13 10/5 

16 麻園有機生產合作社 - 因農忙無法配合 

17 水林阿甘藷叔 - 因農忙無法配合 

18 祥圃實業 - 10/21 

19 鵝媽媽生態農場 - 10/28 

20 鈺統食品有限公司 -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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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辦理情形 

本次推動企業環境教育的過程中，總計與 20 間企業進行溝通與

洽談，在經歷名單的更迭，最終與 15 間企業進行企業環境教育課程，

相關辦理情形、分析困境及推動的修正策略，如下表： 

1. 企業環境教育課程辦理情形 

  

10/20 弘陽食品有限公司 9/28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10/24 麥寮月光下農場 10/5 莿桐合作農場 

 
 

10/17 有朝一日西螺小農 10/25 晁陽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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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祥圃實業 11/2 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17 農緯果菜有限公司 10/20 古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10/13 永興生產合作社 10/6 糧莘庇護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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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銘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7 麥寮生產合作社 

  

10/28 鵝媽媽生態農場 
 

2. 企業環境教育課程簽到表：請參見附件四 

3. 推動面臨困境及修正策略 

在推動企業環境教育課程過程中，因農企業對於環境教育的認

知程度較低，導致較不願意配合環境教育課程。其次，正處農

忙時節，小農企業人力不足，無法一次抽出 4 小時進行環境教

育訓練。有鑑於此，在推動的過程中，同時提供額外實施溫室

氣體盤查之服務，藉此提高農企業接受環境教育課程的誘因，

並尋找有意推動環境教育的農企業進行合作推廣，以延續對環

境保育的傳承。 

四、永續發展關注度問卷 

本次計畫對於雲林縣農、漁、畜牧業等產業發展從經濟面、環境

面及社會面進行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意見調查表設計，並統計民眾對

於個面向之關心程度，以提供府方未來永續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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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意見調查表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意見調查表 

感謝您支持雲林縣政府辦理之 111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期望藉由問卷

回覆，了解利害關係人之建議與指教。感謝您撥冗填寫問卷。謝謝! 

 

一、基本資料 

□產業營運管理人 □產業員工 □產業股東 □雲林縣社區居民 □消

費者/客戶 □配合廠商 □媒體 □政府機關/民意代表 □非營利組織

/NGO □外縣市居民 

 

二、經濟面 

1. 您對本縣關於農、漁、畜牧業之治理運作實務(產業運作、道德

與利益衝突、內控制度、產銷評估等)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2. 您對本縣關於農、漁、畜牧業之營運財務績效、氣候變遷所產生

的財務影響、退休福利計劃的準備金及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的

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3.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聘用當地的管理階層人員比例及基

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率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4. 您對本縣關於農、漁、畜牧業的基礎設備投資、技能發展、社會

公益參與及重大的間接經濟影響等作為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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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對本縣關於農、漁、畜牧業當地消費者在營銷據點的消費支出

比例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6.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進行反貪腐的風險評估、辦理反貪

腐之教育訓練及針對貪腐事件採取之行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7.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涉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反托拉斯與壟斷

行為等法律行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8.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揭露稅務政策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三、環境面 

1.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包材及農業廢棄物

是否有回收及管理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2.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從生產到營銷的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

減量、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減量等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3.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的用水量與排水量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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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因生產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產

生顯著衝擊，及是否參與生態復育活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5.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及其他空污物質排放管理

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6.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違反環境法條規定，而遭受重大

罰款或非金錢的裁罰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7.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針對具有負面環境衝擊之供應商所

採取的行動等管理準則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8. 您對於本縣農、漁、畜牧業為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所採取之相

關緊急應變措施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9. 您對於本縣農、漁、畜牧業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

減少廢棄物產生，以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降低對環境衝擊

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四、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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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人員新進率、離職率、福利與育嬰留職

停薪後復職率等變化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2.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的營運變更(如歇業、資遣)最短預告期

或因產業爭議、罷工、封廠所損失工作時間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3.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發生嚴重的職業傷害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4.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接受教育訓練時數、定期績效與職業發

展檢核，及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5.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的治理單位成員與員工的多元化、男女

基本薪資與薪酬平等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6.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發生歧視事件以及公司採取的改

善行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7.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以及有效

廢除童工所做出的貢獻與措施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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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強迫勞動之重大風險，以及有效

廢除強迫勞動所做出的貢獻與措施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9.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侵犯當地居民之人權事件和已

採取之行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0.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在生產、營運據點中，是否對當地社區

進行溝通、發展計畫及負面衝擊評估等行動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1.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對於面對勞動條件、人權、社會條件的

衝擊所採取的行動等管理準則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2.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無政治捐獻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3.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評估產品和服務對健康安全的

衝擊，以及是否有產品、生產違反法規事件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4.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提供之產品是否符合標示，以及是否違

反標示法規與行銷傳播法規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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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違反重大法規事件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6.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在為生產過程對社區的健康生活促進、

生產健康營養及價格合理產品的投資、改善地區需要之福利等

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7.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有關動物生理改造、麻醉、抗生素使用

及動、植物基因改造、荷爾蒙及生長激素使用等的關心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8. 您對本縣農、漁、畜牧業在產品及服務中投入創新之研發的關心

程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19. 您對於本縣農、漁、畜牧業在善用土地資源，協助提供安全、營

養之糧食以消弭飢餓，及開發農業技術，促進永續農業的關心程

度？ 

□非常不關注 □不關注 □普通 □關注 □非常關注 

 

(二)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分析(共識營師資) 

本問卷首先於師資共識營，辦理永續發展關注度分析，以了解

學員學習後，對於雲林縣永續發展關注重點，依照經濟、社會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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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三面向，其中環境面關注度平均分數最高，經濟面次之，社會面

最低，說明如下： 

1. 經濟面 

依據經濟面統計數據如下圖，種子教師關注度排名前兩名如下。 

(1) 農、漁、畜牧業的基礎設備投資、技能發展、社會公益參與及重大

的間接經濟影響作為 

(2) 當地消費者在農、漁、畜牧業營銷據點的消費支出比例。 

 

圖 18 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經濟面 

2. 環境面 

依據環境面統計數據如下圖，種子教師關注度排名前三名如下。 

(1) 農、漁、畜牧業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產

生，以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降低對環境衝擊的關心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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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次為對農、漁、畜牧業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包材及農業廢棄物是

否有回收及管理。 

(3) 農、漁、畜牧業是否因生產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產生顯著衝擊，

及是否參與生態復育活動 

 

圖 19 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環境面 

3. 社會面 

依據社會面統計數據如下圖，關注度差異不大，種子教師關注

度排名前兩名如下： 

(1) 農、漁、畜牧業產業是否有評估產品和服務對健康安全的衝擊，及

是否有產品、生產違反法規事件的關心程度最高。 

(2) 其次為對於雲林縣縣內農、漁、畜牧業是否有違反重大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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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社會面 

(三) 企業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雲林縣在地企業及社區居民) 

本問卷同時於辦理環境教育針對企業負責人、主管、員工及社區民

眾辦理永續發展關注度分析，以了解學員學習後，對於雲林縣永續

發展關注重點，依照經濟、社會及環境三面向，其中環境面關注度

平均分數最高，經濟面次之，社會面最低，說明如下： 

1. 經濟面 

依據經濟面統計數據如下圖，企業與社區民眾注度排名前兩名

如下： 

(1) 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是否進行反貪腐的風險評估、

辦理反貪腐之教育訓練及針對貪腐事件採取之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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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程度。 

(2) 對雲林縣關於農、漁、畜牧業之營運財務績效、氣候變

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退休福利計劃的準備金及取自政

府之財務補助的關心程度。 

圖 21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經濟面 

 

2. 環境面 

依據環境面統計數據如下圖，企業與社區民眾關注度排名前三

名如下： 

(1) 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及其他空污物質

排放管理的關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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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違反環境法條規定，而遭受

重大罰款或非金錢的裁罰的關心程度。 

(3) 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包材及農業廢棄

物是否有回收及管理的關心程度 

圖 22 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環境面 

3. 社會面 

依據社會面統計數據如下圖，關注度差異不大，企業與社區

民眾關注度排名前兩名如下： 

(1) 對於雲林縣農、漁、畜牧業在善用土地資源，協助提供安全、

營養之糧食以消弭飢餓，及開發農業技術，促進永續農業的關

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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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是否有強迫勞動之重大風險，以及有

效廢除強迫勞動所做出的貢獻與措施的關心程度。 

圖 23 利害關係人關注統計-社會面 

綜整以上資訊，就經濟面而言，大多數民眾對於農、漁、畜牧

業之營運財務績效，以及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退休福利

計劃的準備金及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的關心程度較為重視；環境

面大多數民眾對於雲林縣農、漁、畜牧業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包

材及農業廢棄物是否有回收及管理的關心程度較為重視；而社會

面而言，大多數民眾對雲林縣農、漁、畜牧業在善用土地資源，協

助提供安全、營養之糧食以消弭飢餓，及開發農業技術，促進永續

農業的關心程度及重大違紀的問題較為關注，透過利害關係人問

卷可以了解所有面向利害關係人對雲林縣努力實踐各項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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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與想法，藉此增進縣政府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與互動，亦

可為未來縣政府永續發展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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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中和方案推動 

為因應環保署氣候變遷法、2026 年歐盟碳邊境税及聯合國 2050

碳中和目標，推動企業碳中和，制定雲林縣碳中和因應對策，首先建

立碳中和推動原則如下圖，拜訪企業以便了解企業需求，落實輔導企

業碳中和，同時了解企業碳排放資料品質，是否具備足夠資料，最後

由 15 家農企業中，選出 11 家具備完整資料企業，進行碳盤查，並擇

優三間企業進行 ISO14064-1:2018 之碳盤查，最後建立雲林縣碳中和

路徑繪本，辦理雲林縣碳中和推動課程。 

 

圖 24 雲林縣落實企業碳中和路徑 

 

企業拜訪
以了解碳
中和需求

篩選具備
碳盤查資
料企業

辦理11間
企業碳盤

查

3間取得
ISO14064
-1證書

完成雲林
縣碳中和
路徑繪本

辦理雲林
縣碳中和
路徑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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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碳中和方案規劃 

為順利落實雲林縣企業碳中和輔導方案，推動之初將先與企業辦

理線上會議，取得企業共識，各企業之合作規劃如下，共有 15 家推

動碳中和，同時因本團隊同時承辦農糧署農企業碳盤查計畫，選擇其

中11家辦理碳盤查，將完成碳盤查報告書，三家申請 ISO14064-1:2018

查證。 

表 9 企業碳中和方案 

編號 企業名稱 碳中和方案 

1 弘陽食品 碳盤查、ISO14064-1 證書、碳

中和方向建議 

2 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漁類

生產合作社 

碳盤查、ISO14064-1 證書、碳

中和方向建議 

3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坑有機

農業生產合作社 

碳盤查、ISO14064-1 證書、碳

中和方向建議 

4 糧莘庇護農場 碳盤查、碳中和方向建議 

5 麥寮月光下友善農場 碳盤查、碳中和方向建議 

6 水林小陳的田畦邊果菜園 碳中和方向建議 

7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碳中和方向建議 

8 晁陽綠能休閒農場 碳中和方向建議 

9 銘安科技 碳中和方向建議 

10 有朝一日西螺小農 碳中和方向建議 

11 農緯果菜生產合作社 碳盤查、碳中和方向建議 

12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 碳盤查、碳中和方向建議 

13 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 碳盤查、碳中和方向建議 

14 嘉東合作農場 碳中和方向建議 

15 莿桐合作農場 碳中和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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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雲林縣碳中和路徑講習 

為使雲林縣企業順利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控制、減量及碳中和

的規劃，及讓企業更了解如何透過自身數據資料的搜集、計算得以瞭

解企業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本計劃於 111 年 10 月 22 日於銘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7 小時的碳中和路徑講習，其中內容包含「碳中

和分享」、「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內稽人員」訓練課程，因疫情及場地

之考量，本次課程採用線上及實體同步之上課方式。 

表 10 碳盤查課程大綱及時間分配課程規劃 

時間 地點 主講者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10:20 銘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洪耀明教

授兼執行

長 

前言 

碳中和國際發展趨勢 

碳中和政策與相關法規 

10:2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00 銘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洪耀明教

授兼執行

長 

ISO 14064-1 part1 

認識 ISO 標準介紹 

溫室氣體報告書應具備內容 

12:00-13:00 用餐 

13:00-14:00 銘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洪耀明教

授兼執行

長 

ISO14064-1 part2 

名詞說明、案例說明 

14:00-14:2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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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6:00 銘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洪耀明教

授兼執行

長 

ISO14064-1 part3 

填表說明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計算 

16:00-16:20 休息時間 

16:20-17:00   溫室氣體管理人員證書考試 

17:00 賦歸 

 

圖 25 碳中和方案規劃文宣 



63 

 

本次培訓課程報名人數達 190 位、實體到場參與人數共計 54

位，線上參與人數有 130 位。其中，雲林縣企業及環境教育

人員共佔 36 位。 

  

  

圖 26 碳中和路徑授課情形 

四、 碳中和與循環經濟繪本 

計劃未來希望將碳中和與循環經濟之知識推廣並向下扎根，

以利後續推動雲林縣淨零碳排目標，將碳中和路徑講習之課程內

容整理繪製成冊，並印製至少 250 本供雲林縣政府推廣使用，完

整版繪本內容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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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碳中和路徑繪本 

四、企業碳盤查 

本計畫輔導企業，推動碳中和方案，協助三間企業於計畫期程 111

年 11 月完成組織溫室氣體排放查證作業，古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於 111 年 11 月 7 日取得英國標準協會頒發之 ISO14064-1：2018 查證

證書。弘陽食品有限公司亦於 12 月 9 日、保證責任雲林縣口湖漁類

生產合作社於 12 月 6 日皆取得溫室氣體排放查證證書。 

1. 輔導廠商碳盤查認證流程 

透過本計畫環境教育推廣的過程，依據業者意願及配合程度，共計挑

選 8 間業者完成以 110 年度(110/1/1~110/12/31)為基準年的溫室氣體

排放盤查，輔導廠商盤查認證流程如下： 

 

圖 28 輔導廠商碳盤查認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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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盤查憑證彙總統計表 

溫室氣體盤查流程中開立線上啟動會議，爾後成立溫室氣體盤查

推動小組，並界定組織範圍以確保盤查的範圍，同時須著手進行

活動數據的蒐集，以利後續排放量的量化、清冊及報告書的撰寫

製作。 

團隊依據本次輔導企業取得溫室氣體查證證書類別彙整統計所需

資料如下表 

表 11 溫室氣體盤查憑證類型彙整表 

溫室氣體盤查

類別 

排 放 源

類型 

可能之排放源 憑證/標籤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

排放量及逸散

量 

固 定 排

放源 

發電機用油、鍋爐用油、液

態天然氣、粗糠燃燒 

購買汽 /柴油

憑證 

移 動 排

放源 

公務汽車、貨車、農機用車

等企業擁有主控權之車輛 

購買汽 /柴油

憑證 

逸 散 性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源 

冷氣、冷藏(凍)庫、冰箱、

飲水機、化糞池、滅火器、

車用冷媒 

物品標籤 

類別 2 

能源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外 購 電

力 

外購電力 電費單據 

類別 3 

能源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1. 運輸中

的間接

員工通勤、出差 距離公里數 

乘車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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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

體排放 

表 12 碳盤查時程 

盤查規劃 弘陽食品 保證責任雲林縣

口湖漁類生產合

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古

坑有機農業生產合

作社 

線上啟動會議 06/07 06/17 06/24 

公司數據搜集 06/24 07/15 08/01 

書面審查 11/04 11/07 09/29 

S1 實地審查 11/14 11/14 10/11 

S2 實地審查 11/22 11/23 10/26 

取得證書 12/9 12/6 11/7 

此三間企業依據盤查清冊及報告書可統整出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總和

如下表 

表 13 古坑有機、弘陽食品、口湖漁類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數據展現 

公司

別 項目\類別 

類別一 

直接排放

源 

類別二 

間接排放

源 

類別三 

運輸間接

排放源 

總計 

古坑

有機

農業

生產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84.86 29.98  4.59 120.05 

氣體別占比

(%) 
74.04 % 25.96 % - 100.00% 



67 

 

合作

社 

弘陽

食品

股份

有限

公司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591.7433 1767.49  38.176 2397.4093 

氣體別占比

(%) 
28.43 % 71.57 % - 100% 

口湖

漁類

生產

合作

社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1,251.25 2,295.39  38.27 3,584.91 

氣體別占比

(%) 
35.28% 64.72% 

- 

100% 

 

 

 

古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盤查過程 古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溫

室氣體盤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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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盤查過程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溫室氣

體盤查證書 

 

 

弘陽食品有限公司盤查過程 弘陽食品有限公司溫室氣體

盤查證書 

圖 29 溫室氣體盤查成果 

五、 雲林縣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綜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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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工作項目，綜整得出以下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類別 2

之排放量之總結，並針對總結內容，分析困境及提供規劃建議。 

（一）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統整 

依據公司經營型態可分為加工廠、合作社及農場，統整如下表： 

表 14 農企業盤查結果 

經營型

態 

公司 類別 1 

直接排放(%) 

類別 2 

能源間接排

放(%) 

年總排放量 

(公噸 CO2e) 

加工廠 弘陽食品 25.08 74.92 2359.23 

台灣鯛 24.02 75.98 3027.4 

合作社 古坑有機生產

合作社 

73.21 26.79 123.6 

永興果菜生產

合作社 

39.79 60.21 32.07 

麥寮果菜生產

合作社 

0.04 99.96 527.653 

農緯果菜有限

公司 

46.02 53.98 68.88 

農場 糧莘庇護農場 92.20 7.80 0.56 

麥寮月光下農

場 

71.11 28.89 22.36 

 

（二） 面臨困境與企業碳中和規劃建議 

1.對於農企業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所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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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不足：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盤查的認知及知識普遍不

足，致使在溫室氣體盤查數據統計及未來執行溫室氣體

減量上不知該如何執行。 

(2)會計制度不完善：除具規模之大型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盤

查所需之憑證單據有留存外，其餘小型農企業對於單據

較無留存之習慣。同時企業對會計紀錄較不完善，致使

統整上較為困難。 

(3)契作代耕：為節省人力及農機具購買成本，部分小型農

企業會與農民進行契作，或於農耕、收成期多與代耕業

者合作，使在溫室氣體盤查的計算較為困難。 

2. 碳中和規劃建議 

針對以上 8 家企業盤查結果，綜整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

與原因，並提供以下建議 

表 15 碳中和規劃建議 

經營

型態 

公司 溫室氣體

主要來源 

原因 建議 

加工

廠 

弘陽食品 主要來自

外購電力

(類別 2) 

需耗用大量電

力且大型冷藏

庫使用的冷媒

GWP值較高。 

1. 採用再生能源，則可

降低碳排 

2. 制定節電計畫及更

換老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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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鯛 主要來自

外購電力

(類別 2) 

養殖過程需耗

用大量電力 

採用再生能源，則可降

低碳排 

合作

社及

食品

包裝

廠 

古坑有機

生產合作

社 

類別1約佔

總排放量7

成。 

冷藏車用油排

放，導致直接排

放量高 

運送路線規劃以減少

用油排放 

永興果菜

生產合作

社 

外購電力

(類別 2)佔

總排放量 6

成 

包裝機具的運

作需要電力 

定期汰換老舊耗能設

備 

麥寮果菜

生產合作

社 

主要來自

外購電力

(類別 2) 

包裝過程採半

自動化省工系

統需用大量電

力 

採用再生能源，則可降

低碳排 

農緯果菜

有限公司 

類別 1.2 佔

量各半 

冷藏庫多而使

用量高 

制定節約用電計畫，並

更換老舊耗能設備 

農場 糧莘庇護

農場 

類別1約佔

總排放量9

成。 

農場耕犁機具

用油 

更換用油機具，使用電

力機具 

麥寮月光

下農場 

類別1約佔

總排放量7

成。 

農場耕犁機具

用油 

更換用油機具，使用電

力機具 

總整以上可列出以下幾項幾項： 

(1) 節電推廣：依溫室氣體盤查數據顯示，多數企業因製程

需要大量機具及冷藏冷凍設備，因此外購電力之需求佔比

較高，未來建議推廣企業節電計畫，並建議定期檢修及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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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耗電器材，並同時建議採用再生能源，以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 

(2) 落實會計及採購制度：為便利未來更準確地計算溫室氣

體排放量，建議企業落實會計分項紀錄及採購紀錄等制度。 

(3) 提升碳中和認知：提升對溫室氣體排放之數據統計及未

來執行淨零排放規劃，建議企業組織碳中和推動小組，並定

期提供教育訓練培育內稽人員，以更落實企業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的執行。 

(4)更換用油農機具：汽柴油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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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章節推動環境教育與農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現況，最

後再針對質性與未來發展可行性等課題，進行整合歸納出以下要點，

供後續縣府團隊參考： 

一、結論 

本計畫根據雲林縣 110 年雲林縣自我檢視報告書，列出經濟優勢及造

成之環境問需求，並據此發展出環境教育及碳中和方案兩大面向，說

明如下： 

(ㄧ)環境教育 

1. 教案設計包括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在地特色兩大類別教案，共

計 10 小時教案，完成兩次試教，及 15 家企業環境教育，教案可

提供企業內部使用。 

2. 部分農企業環境保育之覺知及敏感度較為薄弱，且推動環境教育

較難看見立即性效果，致使單只推動環境課程上農企業較不願撥

冗參與；其次，中、小型農企業因員工人數較少，故無法進行整個

企業的環境教育推廣。 

(二)落實企業碳中和 

方案推動，包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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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溫室氣體盤查程序繁瑣且憑證資料不齊 

對於農企業而言，對溫室氣體排放等知識普遍不足，

且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所需蒐集之憑證、物品標示

等過程十分繁瑣。同時，除大型加工廠或具規模之企

業在會計、ERP 制度較為完整，其餘企業在憑證的保

留及採購資料的建立均不確實。 

一、 執行建議 

(一) 環境教育推動結合碳盤查、循環經濟 

依據團隊本年度於面對環境教育推廣缺乏意願之因應

調整策略，環境教育推廣結合溫室氣體盤查或循環經濟

等可使農企業較有立即性感受之建議，透過輔導過程提

供相對議題之環境教育，希冀可提昇民眾對環境保育的

意識並可同時給予企業有感的數據分析及建議。 

(二) 碳中和內部稽查人員培訓 

為有效達成淨零排放，提昇企業碳中和意識相對重要，

定期提供教育訓練培育內部稽查人員；同時建立企業內

部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應具備之資訊建構，自日常企業便

可自行進行彙整計算，以加速對企業的自我提醒，並於

日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過程會相對順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