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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綠生活、環境教育、公民參與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Go Gre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ivic Participation  
十五、中文摘要  

為因應氣候及環境變遷，本計畫目標蒐集產、官、學、民間團體及一

般民眾各界意見，以此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為達目標，本計畫

工作項目包括舉辦 1 場次桌長工作會議及 2 場次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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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如下：  

(一) 完成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1場次 
1. 於 109年 11月 13日召開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主持人、桌
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其內容包括：確認咖啡館操作方式、討論議題可能

發展，並蒐集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的意見，協助優化實際會議進行流程。 
2. 並於 109年 11月 20日，於「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前提送活動
規劃書至環保署核定。 

(二) 完成辦理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 

1. 已於 109年 11月 23日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完成辦理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
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桌員出席人數共 86人。 

2.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安排並聯絡桌長、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各
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三) 完成辦理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 

1. 已於 109年 11月 30日於台北青少年活動中心流行廣場完成辦理 1場次「全
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出席人數共計 101人。 

2.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安排並聯絡桌長、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各
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十五、英文摘要 

To adapt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is project aims to collec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industry, the public sector, the academia, NGOs and the public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cept of going green and living a greener lifestyle. To reach the 
target, the project plans to hold a working meeting consisting of the host, group leaders, 
and deputy group leaders to two sessions of ‘Green Life Promotion Citizen Coffee Salon,’ 
respectively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The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ed, 
I. Completed the ‘Host, group leaders and deputy leaders working meeting’ 

1. The ‘Host, group leaders and deputy leaders working meeting’ was held on 
November 13th, 2020. The main work content includes: making sure the 
mechanism of the salon, discussing possibi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opics and 
collecting opinions of the host, group leaders and deputy leaders to improve 
process the activity. 

II. Completed the Kaohsiung session of ‘Green Life Promotion Citizen Coffee Salon’  
1. The Kaohsiung session of ‘Green Life Promotion Citizen Coffee Salon’ was held on 

November 23th, 2020. The total count of participants, with the host, group 
leaders, deputy leaders and all the workers excluded, was 86. 

2. The main work content includes arranging the list of group leaders, contacting 
group leaders, creating the slides for the salon, summing up records from each 
group and providing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uch as arranging the 
event location, preparing for the snacks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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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Completed the Taipei session of ‘Green Life Promotion Citizen Coffee Salon’ 
1. The Taipei session of 'Green Life Promotion Citizen Coffee Salon' was held on 

November 30th, 2020. The total count of participants, with the host, group 
leaders, deputy leaders and all the workers excluded, was 101. 

2. The main work content includes arranging the list of group leaders, contacting 
group leaders, creating the slides for the salon, summing up records from each 
group and providing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uch as arranging the 
event location, preparing for the snacks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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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109年度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專案工作計畫 

計畫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計畫主持人：李君如 教授 

計畫期程：109年 10月 19日- 109年 12月 16日 

計畫經費：新台幣 926,000元  

 
摘 要 

本計畫包括兩個工作項目：(1)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

1 場次、(2)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執行成果如下： 

一、 完成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1 場次 

(一) 已於 109年 11月 13日召開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主
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其內容包括：確認咖啡館操作方

式、討論議題可能發展，並蒐集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的意見，協

助改善實際會議進行流程。 

二、 完成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 

(一) 已於 109年 11月 23日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完成「全民綠生活推廣
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1場次，桌員出席人數共 86人。內容包括： 

1. 安排並聯絡桌長 

2. 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 

3. 整理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 

4. 安排場地、餐飲、行政等相關庶務支援。 

（一） 已於 109年 11月 30日假台北青少年活動中心流行廣場完成辦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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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1 場次，出席人數共計 101 人。內

容包括： 

1. 安排並聯絡桌長 

2. 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 

3. 整理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 

4. 安排場地、餐飲、行政等相關行政庶務支援。 

 

前 言 

為在強調永續發展的今天，與國民最為息息相關的則是「綠色生活」。

因為我們所在的世界以及每一天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依據 UNEP 提出對於永續生活方式(sustainable lifestyles)的相關資訊顯

示，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 100 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

食物、穿著、居住、旅行和相關需求也將隨之增加，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

足基本需求。而永續生活方式則是克服挑戰的關鍵。永續生活方式意味著

從瞭解自身的生活方式如何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影響，促使每個人都能

過上好生活的途徑。 

臺灣在西元 1994 年設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其後改為「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並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

以下簡稱環保署）兼辦永續會秘書處幕僚作業，協助永續發展目標的規劃、

籌備、協調與實施。自西元 2002 年以來，永續會均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

是西元 2002 年當年全球僅有 11 個國家設立總統或總理層級的永續發展委

員會或組織之一，充分顯示臺灣對於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視。此後永續會於

西元 2016 年起參照 SDGs 以及考量臺灣的在地條件進行研擬，並於西元

2018 年完成在地化 SDGs–「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熟知永續發展議題動向並肩負臺灣之環境保護要角的環保署，以「清淨

空氣」、「改善水質」、「友善環境」、「永續世代」、「精進生活」及「循環經

濟」為施政主軸，藉由循環再利用及廚餘生質能源的整合連結，以達成永

續及零廢棄之目標；精進強化及落實執行各項空氣污染管制措施，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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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氣品質；執行禁用塑膠微粒與限塑、減塑的政策，並透過淨灘、環

境教育活動加強宣傳海洋保護的作為；推動土壤污染整治與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業務，守護土地與食品安全。更希望透過提倡「綠生活運動」，改變民

眾的觀念，自然而然有環保行為。 

面對氣候及環境的變遷，環保署超前部署 2020 年後的下一個 10 年，以

避免環境的反撲，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邀請國人一起從「綠色

旅遊」、「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色能源」及「綠色辦

公」等六大面向落實綠色生活運動，在各生活層面身體力行，據此特辦理

「全民綠色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邀集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透過共

同討論，激盪問題的集體創新意見，具體實現彙集眾人的力量，更進一步

找出全民綠生活推廣策略。 

 

執行方法 

一、 前置作業：目的在於完成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1

場次、完成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旨在協助管

考處蒐集產、官、學界、民間團體及一般民眾之意見，找出全民綠生

活推廣策略。 

二、 執行內容：本計畫主要完成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

館 台北場」，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一) 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確認公民咖啡館操作方

式及討論議題可能發展、蒐集主持人、桌長和副桌長之意見，協助

改善實際會議進行流程。 

(二) 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安排並聯絡桌長、

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

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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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安排並聯絡桌長、

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

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三、 成果目標：整理各桌討論內容並彙整結論，以利署內作為未來政策制

定之參考。 

 

成  果 

一、 完成辦理「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 

(一) 於 109 年 11月 13日假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與環保署內

會議室，舉辦上、下午各一場之「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會議」。 

(二) 已蒐集主持人、各桌長與副桌長之意見，並作為正式咖啡館舉行之

參考。 

二、 完成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 

(一) 已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完成 「全民綠生活推

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參與桌員為 86 人 

(二) 內容包括： 

1. 聯繫桌長、桌員 

2. 租借場地、會議所需之器材 

3. 餐飲、行政等相關庶務支援。 

4. 彙整各桌討論內容 

三、 完成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 

(一) 已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假台北青少年活動中心流行廣場完成 「全

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台北場」，參與桌員人數總計 101 人。 

(二) 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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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繫桌長、桌員 

2. 租借場地、會議所需之器材 

3. 餐飲、行政等相關庶務支援。 

4. 彙整各桌討論 

 
建  議 

一、 建議環保署可增設任務編組，推動全民紀錄生活所需權責分工，將目前各項環保
署推動之環保政策，進行資源整合(例如：低碳、減塑、惜食等)，並以綠色生活
作為包裝進行整合行銷及推廣。 

二、 有關綠點行銷推廣方式，應明確統一兌換管道，並友善載具介面及操作方式，此
外應增加民眾對綠點 APP 的使用誘因及正當性，兌換綠點獎勵的過程亦能讓民
眾充分瞭解綠色生活的重要性。 

三、 有關綠生活政策行銷方式，建議針對不同年齡層對象常用之接受訊息之方式，採
不同的宣傳工具，包括網路媒體、廣播、電視廣告等。 

四、 建議未來推動綠生活相關政策之層級可再提高，成立專門小組，由部會正副主管
擔任召集人或由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協調各部會透過各部會法令盤點及檢視，

修正與建立全民綠生活推動依據。保署內部亦可增設任務編組，推動全民紀錄生

活所需權責分工，資源整合。 

五、 環境教育是綠生活之根本，環保署目前已通過全國 200多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建議綠生活相關推廣內容可依據不同內容，運用環教能量激盪與建立可行之

綠生活指標，發揮環教人員功能，成為推動綠生活的最大助益。 

六、 綠色生活之推廣，建議未來可與時尚、慢活、淨灘、自行車運動等活動進行融合
推廣，吸引更多民眾在參與各種活動過程中，瞭解並參與綠色生活之重要性。 

七、 目前公私部門辦理相關活動之宣導品經常發送環保產品，例如：環保盒、環保袋、
環保杯等，雖然立意良善，但是過多常造成物品囤積及使用浪費，建議未來可避

免再發送環保袋及環保餐具，或發送前可讓參與者視自身是否需要而領取。 

八、 就綠色消費而言，本次活動參與者認為達成門檻較低，自備購物袋即算是一種實
踐，只要民眾自己養成良好的習慣，政府則協同商家一起推動，達成的難度較低；

而綠色飲食方面，多份回饋提及「飲食為生活必需」、「飲食在生活中所佔比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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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常就有在進行有機飲食」、或「平日自己烹飪可控制」，討論建議可加強

推廣自我烹飪食材「惜食」的概念；綠色居家部分，多名桌員認為可以藉由購買

節能家電達成，建議未來考加強宣傳及相關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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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與目標 

1.1 計畫背景 
經濟發展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促使人類的日常生活有豐富及便利的物質享受；

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的普及，
使身處不同地區之人類的聯繫更為容易以及緊密；飛機等交通工具的發展，促使

同一天在不同國家舉行多次會議的需求被實現；在城市中，電力、水源、天然氣

等自然資源供應，造就多元與便利的生活。另一方面，長期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

發展模式導致環境的破壞，各種環境危機浮現。 

以 1960年已開發國家在非洲及南美大量收購農地種植咖啡和甘蔗為例，雖然
此一收購讓當地民眾得以有金錢購買糧食，但由於土地發展過度且缺乏規劃，令

咖啡和糖的期貨在短時間內貶值，造成南美各國經濟頓時崩潰。同時由於水土流

失、濫用農藥及過度消費行為持續擴大，令土地貧瘠，甚至沙漠化，引致饑荒。 

為糾正過去的錯誤並避免其他國家重蹈覆轍，「永續發展」的概念於 1980 年
代被提出，而 1987 年由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WCED）提出的「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不
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要之發展」則是目前世界對「永續發展」的公認概念。 

審查過程聚焦於環境教育「結合自然、社會兩屬性知識並配合適當策略造就

環境教育機會」1之內涵，並符合環境教育法「促進學習、擴大參與」的核心精神，

以協助環境教育認證制度更臻完善，進而提升國民環境素養，以達國家永續發展

之最終目標。 

此後，陸續有 1992 年的「21 世紀議程」、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MDGs）等全球推動永續發展之重要歷程。 

另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
於 2011年「邁向綠色經濟：通往永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各種途徑（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邁向綠色
經濟：永續發展和消除貧窮的路徑》中，定義了一個名為「綠色經濟」的經濟發

展模式。以為「在環境資源限制條件下，可提高人類福祉和當代及世代公平，同

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稀缺的經濟」為定義並指出「尊重環境資源限制條件」、

「持續改進人類福祉、生活素質，達到幸福快樂的社會」、「注重國際和國內當代

與各世代間之公平、正義與外部性」、「重視包容性、消除貧窮及重建中產階級」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2010.10.30, 我們對於環境教育法推動方向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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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為其核心概念。 

西元 2015 年，聯合國基於世界各國合意的 2030 永續發展議程，承諾消除貧
窮、賦予所有人平等權利，並為建立一個不破壞全球環境且有更好生活的世界而

努力。而西元 2016年至西元 2030年的 15年間，各國致力實現永續願景的具體目
標即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SDGs透過
17 項核心目標及 169 項具體目標涵蓋了經濟、社會、環境三個面向，說明了經濟
活動、社會需求及環境三者間是連動關係，當環境資源耗竭，經濟活動將不再頻

繁，社會需求將無法實現。 

在強調永續發展的今天，與國民最為息息相關的則是「綠色生活」。因為我們

所在的世界以及每一天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依據 UNEP提出對於永續生活方式(sustainable lifestyles)的相關資訊顯示，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 100 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食物、穿著、
居住、旅行和相關需求也將隨之增加，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基本需求。而永續

生活方式則是克服挑戰的關鍵。永續生活方式意味著從瞭解自身的生活方式如何

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影響，促使每個人都能過上好生活的途徑。 

臺灣在西元 1994 年設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其後改為「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並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以下簡稱

環保署）兼辦永續會秘書處幕僚作業，協助永續發展目標的規劃、籌備、協調與

實施。自西元 2002 年以來，永續會均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是西元 2002 年當年
全球僅有 11個國家設立總統或總理層級的永續發展委員會或組織之一，充分顯示
臺灣對於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視。此後永續會於西元 2016年起參照 SDGs以及考量

臺灣的在地條件進行研擬，並於西元 2018 年完成在地化 SDGs–「臺灣永續發展

目標」。 

熟知永續發展議題動向並肩負臺灣之環境保護要角的環保署，以「清淨空氣」、

「改善水質」、「友善環境」、「永續世代」、「精進生活」及「循環經濟」為施政主

軸，藉由循環再利用及廚餘生質能源的整合連結，以達成永續及零廢棄之目標；

精進強化及落實執行各項空氣污染管制措施，以加速改善空氣品質；執行禁用塑

膠微粒與限塑、減塑的政策，並透過淨灘、環境教育活動加強宣傳海洋保護的作

為；推動土壤污染整治與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業務，守護土地與食品安全。更希望

透過提倡「綠生活運動」，改變民眾的觀念，自然而然有環保行為。 

面對氣候及環境的變遷，環保署超前部署 2020 年後的下一個 10 年，以避免
環境的反撲，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邀請國人一起從「綠色旅遊」、「綠

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色能源」及「綠色辦公」等六大面向落

實綠色生活運動，在各生活層面身體力行，據此特辦理「全民綠色生活推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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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邀集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透過共同討論，激盪問題的集體創新意

見，具體實現彙集眾人的力量，更進一步找出全民綠生活推廣策略。 

 

1.2 工作目標及內容 
本計畫分別於臺北、高雄各辦理 1 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邀集

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一般民眾參與，除於辦理前蒐集綠色生活相關討論議

題、桌長（由教授擔任）、副桌長（由署內官員擔任）、桌員名單外，亦協助彙整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作為未來施政相關參考，計畫執行流程如圖 1.1所

示： 

 
圖 1.1  計畫架構圖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專案工作計畫 

1-4 

一、 計畫目標 

(一) 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蒐集各界對於綠生活推廣政策相關

建議。 

(二) 彙整「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成果至少 2 場次，提供全民綠

生活推廣相關施政參考。 

二、 計畫工作內容 

(一) 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邀集產、官、學界及民間團

體參與，蒐集各界對於綠生活推廣政策相關建議。 

1. 撰寫活動規劃書，內容需包括：活動主視覺、會議時間、地點、議程、

桌長、副桌長及桌員擇定方式、討論內容、場地布置、討論方式及相關

設備、餐飲交通等相關作業，且活動規劃書應先提送至本署核定。 

2. 於活動辦理前召開 1 場次工作小組會議，由匯談主持人邀集與會桌長、

副桌長，會議期程至少 2小時，場地租金及布置、交通接駁、平板電腦

租賃費、桌長之出席費及交通費、餐飲及茶水等相關費用由本計畫支付。 

3. 分區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 

(1) 每桌需有 1名桌長、1名副桌長、1名專職記錄人員及 8名桌員，每場

次至少 10 桌，桌員至少 80人，總參加之桌員至少 160人。 

(2) 會議期程至少 3小時，並提供活動當日所需之討論工具及餐飲及茶水

（含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等相關安排，現場須派員拍照、錄音、錄

影，後製作成會議影音紀錄光碟。 

(3) 場地租金、交通接駁、平板電腦租賃費、桌長之出席費及交通費及餐

飲及茶水等相關費用由本計畫支付。 

(4) 配合活動，辦理參加人員聯繫作業、會議紀錄、彙整會議意見、回覆

內容及其他等相關行政事宜。 

(二) 提送「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成果報告 5 份，會議影音紀錄光碟 2
份，以提供全民綠生活推廣相關施政參考。 

(三) 本計畫邀請之與會桌長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給付標準依行政院訂頒之「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支給，且應於當日當場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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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完成進度及查核重點 
本計畫進度及查核重點，請參見表 1.1。 

表 1.1 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年別 109 109 109 
月份 10 11 12 

(一)、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至少 2 場次，蒐集各界對於綠色生活推廣政策相關建議 

1.撰寫活動規劃書，內容需包括：活動主視覺、會議時

間、地點、議程、桌長、副桌長及桌員擇定方式、討

論內容、場地布置、討論方式及相關設備、餐飲交通

等相關作業，且活動規劃書應先提送至本署核定。 

 1 

 

  

2.於活動辦理前召開 1 場次工作小組會議，由匯談主持

人邀集與會桌長、副桌長，會議期程至少 2小時，場

地租金及布置、交通接駁、平板電腦租賃費、桌長之

出席費及交通費、餐飲及茶水等相關費用由本計畫支

付。 

 2 

 
  

3.分區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2 場次： 
(1) 每桌需有 1名桌長、1名副桌長、1名專職記錄人

員及 8 名桌員，每場次至少 10 桌，桌員至少 80
人，總參加之桌員至少 160人。 

(2) 會議期程至少 3 小時，並提供活動當日所需之討

論工具及餐飲及茶水（含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

等相關安排，現場須派員拍照、錄音、錄影，後

製作成會議影音紀錄光碟。 
(3) 場地租金、交通接駁、平板電腦租賃費、桌長之

出席費及交通費及餐飲及茶水等相關費用由本計

畫支付。 
(4) 配合活動，辦理參加人員聯繫作業、會議紀錄、

彙整會議意見、回覆內容及其他等相關行政事宜。 

 3 

 

  

(二)、提送「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成果報告 5 份，會議影音紀錄光碟 2 份，以提供全民綠

生活推廣相關施政參考。 

同上(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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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年別 109 109 109 
月份 10 11 12 

(三)報告 

1. 成果報告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40% 60%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1 於 109年 11月 30日前完成辦理。 提送「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活動規

劃書 

2 於 109年 11月 30日前完成辦理。 辦理會談主持人、所有桌長召開 1 場次工作

小組會議 

3 於 109年 11月 30日前完成辦理。 於 2個不同地區各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

民咖啡館」至少 1 場次 

4 於 109年 12月 16日前完成辦理。 
彙整「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成

果，包括全民綠生活個面向討論紀錄、活動

照片、攝錄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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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方法 

本計畫為協助環保署完成產、官、學、民間團體蒐集「全民綠生活推廣政策」

相關意見彙整，作為未來綠生活推廣相關政策施政參考，已於高雄、臺北各辦理 1

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每場次各 10桌、至少 80位桌員、每桌包含

1位桌長、1位副桌長及 1位記錄，並於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前，

完成邀集桌長召開 1 場次主持人與桌長共識工作小組會議，相關執行方式，分述

如下。 

2.1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規劃與執行 
一、 全民綠生活討論議題規劃 

近年環保署與各部會不斷推出各項綠色生活相關政策，綠色生活是以食、衣、

住、行、育樂、購六大面向為基礎，將民眾之日常生活與節能減碳結合，在推廣環

境保護的同時，促使民眾將減碳、減少廢棄物等環保概念，落實在一般日常生活當

中，嘗試將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調適等作為轉化為全民生活運動。如下圖 2.1所示。 

 
圖 2.1   綠色生活政策六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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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於「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過程能充分針對綠生活內含進行討

論，將綠色生活各大面向彙整於：綠色飲食、綠色旅遊、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

色能源、綠色辦公等 6大議題，並加入 4個執行面向議題，包括綠生活行銷推廣策
略、跨部門合作、公私協力與綠生活新主題，彙整如下表 1所示，並已於咖啡館正
式辦理前，辦理 1場次由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出席之工作小組會議，協助桌長、
副桌長了解進行方式。（議題與參考內容見表 2.1） 

表 2.1  綠生活公民咖啡館 10大主題列表 

 
 

二、 活動主視覺設計 

(一) Logo設計發想理念 

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是源自於人類本身基本需求所產生，而當我

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構想（綠生活推廣）時，是一個驚嘆號、是一個問號、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思考，這是一種情感的產生，而生活，與我們的居住環境與城市密

不可分，因此人、情感、環境，這一切都有所依據著、連結著。在以此概念為構

想的元素去解構、簡化、再重新架構，一個雛型的輪廓便應蘊而生，其形象是三

個元素結構後的意象形象。（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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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logo設計發想理念 

 

(二) 2. 色彩應用發想理念： 

色彩應色彩的應用上，依主要訴求為綠色生活，綠色感覺是清新的、溫和

的、而生活的感覺是多樣的、多彩的，也因此，在色彩的應用上，便參考原先服

務建議書上所提到的色彩來做為主要應用色系。（如圖 2-3 所示）用發想理念： 

 
 

圖 2.3  色彩應用發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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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桌長會議規劃 
一、 桌長名單選定 

桌長名單部分，本計畫團隊初步蒐集符合六大面向之學界、民間團體相關學者

專家，經與環保署多次進行討論，最後聚焦於邀請學界學者擔任桌長並將名單提送

環保署，依據勾選及排序進行桌長意願調查，多次修正後，確認名單如表 2.2，桌
長經歷如表 2.4，皆為該領域專家；副桌長名單由署內各部會長官擔任，名單如表
2.3所示： 

表 2.2  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之桌長名單 

議題 高雄場 臺北場 
第一桌：綠色飲食 高翠霞 教授 林邦文 副教授 
第二桌：綠色旅遊 許毅璿 教授 張馨文 教授/院長 
第三桌：綠色消費 李奇樺 科長 郭財吉 教授 
第四桌：綠色居家 王鴻濬 教授/院長 王鴻濬 教授/院長 
第五桌：綠色能源 周家弘 老師 邱祈榮 副教授 
第六桌：綠色辦公 萬騰州 教授 李元陞 教授 
第七桌：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蔡美瑛 副教授 白子易 教授 
第八桌：跨部會合作 米孝萱 教授 林素華 副教授 
第九桌：公私協力 陳婉娥 主任 吳碧霜 執行長 
第十桌：綠生活推動新主題 賴俊吉 教授 陳起鳳 教授 

 
表 2.3  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之副桌長名單 

議題 高雄場 臺北場 
第一桌：綠色飲食 綜計處  鄭惠文 科長 綜計處  鄭惠文 科長 
第二桌：綠色旅遊 管考處  吳鈴筑 簡任視察 管考處  吳鈴筑 簡任視察 
第三桌：綠色消費 廢管處  邱俊雄 科長 廢管處  王耀晟 科長 
第四桌：綠色居家 空保處  謝仁碩 科長 空保處  謝仁碩 科長 
第五桌：綠色能源 環管處  李維民 組長 環管處  李維民 組長 
第六桌：綠色辦公 管考處  邱慈娟 技正 管考處  李奇樺 科長 
第七桌：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回收基管會  曹芝寧 組長 回收基管會 曹芝寧  組長 
第八桌：跨部會合作 水保處  林宏達 科長 水保處  柯顯文 科長 
第九桌：公私協力 監資處  黃俊銘 科長 監資處  游智淵 科長 
第十桌：綠生活推動新主題 化學局  吳春生 科長 化學局  吳春生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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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之桌長簡歷 

臺北場 
負責主題 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綠色飲食 林邦文 副教授 醒吾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綠色旅遊 張馨文 教授/院長 中華大學旅遊及休閒學系 
綠色消費 郭財吉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綠色居家 王鴻濬 教授/院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綠色能源 邱祈榮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綠色辦公 李元陞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綠色行銷 白子易 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跨部會 林素華 副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公私協力 吳碧霜 執行長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綠生活新主題 蔡俊鴻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高雄場 
負責主題 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綠色飲食 高翠霞 教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綠色旅遊 許毅璿 兼任教授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綠色消費 李奇樺 科長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綠色居家 王鴻濬 教授/院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綠色能源 周家弘 兼任助理

教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綠色辦公 萬騰州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綠色行銷 蔡美瑛 副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跨部會 米孝萱 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公私協力 陳婉娥 主任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南部辦公室 
綠生活新主題 賴俊吉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能源科技研究中心 

 
二、 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小組會議規劃與執行 

本計畫團隊於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前，先行於 109年 11 月 13
日，於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與環保署 4 樓第五會議室，辦理上、下午各

1 場之「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會議」，除確認公民咖啡館操作方式及討論議

題可能發展外，也蒐集主持人、桌長和副桌長之意見，協助優化實際會議進行流程。

（議程與內容安排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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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會議議程 

 
 

三、 活動介紹及報名規劃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參與桌員，由本計畫團隊透過發文邀請與六大

面向綠生活主體相關之各產、官、學、民間團體參加(如表 2.5所示)，最後的邀請
名單涵括企業環保獎、環境教育獎得獎者與環教設施場所相關人員及署內退休人

員，並透過網路報名的方式彙整與會桌員基本資料及類別，報名簡章與線上報名表

單則如表 2.6與圖 2.4所示： 

表 2.6  桌員邀請名單 

編號 類別 說明 
1 產 電動車業者、惜食餐廳、環保旅館、環保商店…等。 
2 官 經濟部、觀光局、地方環保局、交通部、農委會…等。 
3 學 符合綠生活六大面向相關科系的教授。 

4 民間團體 荒野保護協會、主婦聯盟、社區發展協會、低碳社區、環

教設施場所…等 

 

 

時間 議程內容 負責單位/人 
9:20-9:30 報到時間  

9:30-9:45 主持人開場，介紹桌長、副桌長 咖啡館主持人： 
李君如教授 

9:45-10:00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會

議流程、進行方式簡介 環資會 

10:00-10:40 

全民綠生活推廣各面向議題簡介： 
綠色飲食 
綠色旅遊 
綠色消費 
綠色居家 
綠色能源 
綠色辦公 
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跨部會合作 
公私協力 
綠生活推動新主題 

綠生活團隊 

10:40-11:30 
問題與討論： 
調整綠生活推廣各面向議題成果 

主持人、各桌長及 
副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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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簡章及介紹 

面對氣候及環境的變遷，環保署超前部署 2020 年後的下一個 10 年，積極推

廣「全民綠生活」行動，以避免環境的反撲，邀請國人一起從「綠色飲食」、「綠色

旅遊」、「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色能源」及「綠色辦公」等六大面向落實友

善環境的生活。 

本署為集結眾人智慧，尋求推廣全民綠生活的有效策略，邀請產、官、學界及

民間團體各界，透過共同討論，激盪出創新意見，將於 11/23(一)高雄、11/30(一)臺
北辦理「全民綠生活公民咖啡館」活動，邀請您參加公民咖啡館並擔任桌員，提供

寶貴意見，對本署推動「全民綠生活」有所助益，相關議題及議程，說明如後。 

(一) 活動時間及地點： 

1. 11/23(一)下午 1:30-高雄場(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2. 11/30(一)下午 1:30-臺北場(臺北青少年活動中心：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一段 17號) 

(二) 辦理方式簡介： 

預計每場次討論至少 10桌(議題如下表)，每桌 1名桌長、1名副桌長(公部
門代表)、1名紀錄、8位桌員。依據討論議題，邀請產、官、學、NGO 代表參

與。 

(三)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議題 

組別 議題 探討議題(子內容) 

1 綠色飲食 

l 自備餐具：自備餐具、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 

l 惜食推廣：惜食教育、適量點餐減少廚餘 

l 綠色餐廳：推廣綠色餐廳 

2 綠色旅遊 

l 環境教育：推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l 環保住宿：選住環保標章旅館或環保旅店 

l 資訊使用：使用「環境即時通」及「奉茶行動」APP查

詢綠色服務資訊 

3 綠色消費 

l 購物減塑：推廣理性購物，自備購物袋、選擇再生原料

商品 

l 網購循環：推廣網購循環袋、包裝減量標章平台 

l 環保集點：推廣綠色商品集兌點 

4 綠色居家 

l 空氣品質：推廣空氣綠牆、室內植栽、綠屋頂等措施 

l 環保祭祀：推動減香、紙錢集中焚燒 

l 環境安全：減少使用殺蟲劑與化學藥劑、選用環保標章

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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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綠色能源 

l 低碳永續：推廣低碳永續家園與綠能節電措施 

l 汰舊換新：汰舊換新補助，選購電動車、低汙染車輛 

l 節能補助：節能家電與太陽光電系統補助 

6 綠色辦公 

l 綠色採購：選購環保標章商品 

l 辦公節能：推廣冷氣控溫、減搭電梯等辦公節能作為 

l 減少紙張：推廣視訊會議、辦公室無紙化 

7 
綠生活行銷 

推廣策略 
公部門行銷推廣策略相關討論：社區與一般民眾、校園推廣 

8 跨部會合作 公部門跨部會合作推廣研討(中央/地方機關) 

9 公私協力 公私部門合作推廣創意發想(企業、民間團體) 

10 
綠生活推動 

新主題 

除目前規劃以綠色飲食、綠色旅遊、綠色消費、綠色居家、

綠色能源及綠色辦公 6大主題推動「全民綠生活」外，可發

想未來推動其他主題 

 
 

(四) 辦理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報到 報到時間 

13:30—14:00 
說 明咖啡館

操作方式及

規則 
主持人說明 

14:00—14:45 第 1回合分桌
討論 

每桌包括 1名桌長、1名副桌長(公部門代表)、1
名紀錄、8位桌員，共 11人。 
一回合討論 45 分鐘(1 分鐘自我介紹、3 分鐘桌

長介紹討論議題內容，每位桌員進行發言，最後

3分鐘由桌長總結)。 
每桌的桌長、副桌長、紀錄不跑桌，8位桌員進
行跑桌。 

14:45—14:55 換桌、休息 

14:55—15:40 第 2回合分桌
討論 

15:40—16:10 休息、桌長及

主持人彙整 主持人及桌長匯談 

16:10—17:10 各桌主持人

分享  

17:10—17:30 主持人結語  
— 活動結束 — 

 

(五)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m9N5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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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系統樣式 

 
2.3咖啡館議程及場地規劃 

本計畫團隊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咖啡館」，由會談主持人李君如老師進行活

動開場及場控，並主導進行 10 個議題、2 輪的公民咖啡館討論，每場次為達到無

紙化會議、減少資源浪費之成效，每桌發放四台平板電腦作為討論及會議相關資料

閱讀工具，並提供未攜帶筆記型電腦之紀錄筆記型電腦做會議記錄，另準備海報一

張、便利貼數份供桌長、桌員邊討論邊進行紀錄。議程規劃如下表 2.7所示，時間

共計 3小時。並提供與會者綠色生活小物帆再利用提袋（圖 2.4）及環保餐盒（圖

2.5），鼓勵參與者利用環保餐盒裝盛本活動提供之茶點，以此減少取用會議茶點時

的一次性餐具消耗。 

表 2.7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議程執行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報到 — 

13:30—14:00 說明咖啡館操作方式

及規則 長官致詞/主持人說明 

13:50—14:00 大合照 全體人員 
14:00—14:45 第 1回合分桌討論 每桌桌長、副桌長、紀錄、桌員共計 11

人。 
1 回合討論 45 分鐘(每桌成員自我介

14:45—14:55 換桌、休息 
14:55—15:40 第 2回合分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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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桌長介紹討論議題內容，每位桌員

進行發言，最後 3分鐘由桌長總結)。 
每桌的桌長、副桌長、紀錄不跑桌，其

它桌員進行跑桌。 

15:40—16:10 休息、桌長及主持人

彙整 
主持人及桌長匯談 16:10—17:10 各桌主持人分享 

17:10—17:30 主持人結語 
— 活動結束 — 

 
 
 

 
圖 2.4  綠色生活小物-再利用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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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綠色生活小物-環保餐盒 

2.4「全民綠生活推廣咖啡館」高雄場 執行情形 
本計畫團隊已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場次「全民綠

生活，依照 10個面向議題分為 10桌，當天座位安排如圖 2.6所示，場地狀況則如

圖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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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高雄場 座位安排圖 

 

 
圖 2.7  會議中心場地示意 

一、 出席狀況與桌員組成 

高雄場總簽到出席人數共 86人，分別為第一桌綠色飲食桌員 8人、第二桌綠

色旅遊桌員 8人、第三桌綠色消費桌員 8人、第四桌綠色居家桌員 10人、第五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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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桌員 6人、第六桌綠色辦公桌員 8人、第七桌綠色行銷桌員 10人、第八

桌跨部會桌員 9人、第九桌公私協力桌員 8人與第十桌綠生活新主題 11人，桌員

背景多元，分別來自非政府組織(NGO)、公部門、企業、企業（國營事業）、展覽

園區、學校、餐飲業者、環教場所、觀光旅遊與一般民眾（社區民眾）等，其中又

以企業與公部門之參與比率最高，分別占 28%與 15%，詳細比率如下圖 2.8。 

 
圖 2.8  高雄場桌員背景比率分析 

 
表 2.8  高雄場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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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全民綠生活推廣咖啡館」臺北場 執行情形 

本計畫團隊已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於臺北青少年活動中心流行廣場舉辦一場

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臺北場，為確保場地設備無虞，11 月 6 日有先

行前往臺北場地場勘（照片如圖 2.9 所示），同時，根據高雄場獲得之回饋，臺北

場之場地安排有所變更而略有不同，雖一樣依照 10 個面向議題分為 10 桌，當天

實際座位安排如圖 2.10所示。 

 
場地外報到處 

 
場地投影幕與舞台處 

 
放置桌子之主場地區 

 
場地所使用之椅子 

 
場地使用之桌子 

圖 2.9  青少年發展處場地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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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高雄場 座位安排 

 
 

二、 出席狀況與桌員組成 

臺北場總簽到出席人數共 101 人，分別為第一桌綠色飲食桌員 9 人、第二桌
綠色旅遊桌員 10人、第三桌綠色消費桌員 10人、第四桌綠色居家桌員 10人、第
五桌綠色能源桌員 10人、第六桌綠色辦公桌員 10人、第七桌綠色行銷桌員 10人、
第八桌跨部會桌員 10人、第九桌公私協力桌員 10人與第十桌綠生活新主題 11人，
桌員背景多元，分別來自非政府組織(NGO)、公部門、企業、企業（國營事業）、

展覽園區、學校、餐飲業者、環教場所、觀光旅遊與一般民眾（社區民眾）等，其

中又以企業與公部門之參與比率最高，分別占 32%與 23%，詳細比率如下圖 2.11。 

 
圖 2.11  臺北場桌員背景比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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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臺北場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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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執行成果彙整 
 
本計畫辦理兩場次「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參與桌員多為來自不同領域

的相關人員，意見多元、參與熱烈，本章整理各個主題最後的產出建議作為署內

的政策參考依據，另也紀錄參與人員的意見回饋，以確保未來舉辦類似活動時，

能有前例供參酌。 
 

3.1「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高雄場各桌討論成果 
一、 第一桌／綠色飲食／高翠霞老師／鄭惠文科長 

(一) 討論海報 

關注要點 內容 

食材來源 
l 在地食材，產品來源的約束，吃進身體的東西是否是綠色
的？ 

l 關懷據點老人供餐 

減少廚餘 

l 吃到飽餐廳：若吃完無剩食，可提供折扣 
l 推廣共餐、剩食帶回、食物銀行，食品賣不完提供折扣 
l 找出廚餘產出來源以解決問題、推廣廚餘分類，並結合回收

APP 
l 便當使用前先預留無法吃完部分下餐食用 
l 廚餘以事業廢棄物收費 

減廢 

l 自己帶便當 
l 餐廳提供自備餐具優惠、會員禮（實用、低碳足跡） 
l 歐洲：咖啡杯押金，提供重複外帶杯、用完歸還 
l 外送方便但製造許多垃圾，可結合好盒器 

綠色蔬食 l 一週、一個月推動一天蔬食，鼓勵少吃肉 
 

 
圖 3.1  第一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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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簡報 

  

  
 

(三) 桌員筆記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有推薦內容增修建議： 

(1) 可推廣咖啡杯押金制度。 
(2) 可將廚餘歸類為事業廢棄物進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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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部會、公私推廣合作方式 
(4) 針對共餐及食物銀行政策與衛福部合作，減少剩食。 
(5) 針對國旅大量使用一次性餐具問題，與觀光局研議合作方式。 
(6) 行銷推廣、創新建議 
(7) 推廣吃到飽餐廳，針對未將食物浪費的客人，給予直接折扣。 
(8) 其他 
(9) 推廣直接跟小農購買在地食材。 

 

 
圖 3.2  高雄場第一桌討論情形 

 
二、 第二桌／綠色旅遊／許毅璿老師／吳鈴筑簡任視察 

(一) 討論海報 

範例地區 實績 
日本 l 推廣在地產品 

l 深植觀念、改變行為 
l 引領創意時尚，改變社會風氣 
l 學校進行戶外教學並提供獎勵 

中國湖南 l 取消一次性物品 
l 推廣電動車 

台灣現況 建議 
報復性旅遊：品質不

優、無事前規劃，交

通、住宿、餐廳等配

套不足 

l 高檔優質旅遊：獨一無二、品質等於價錢、政府
提倡主題、地域性（在地化）、利潤有限以創造有

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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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旅遊員工教育：

深入了解、實作互

動、再教育、路線安

排 

l 提供「綠旅遊」補助：3萬元、一條路線，促進團
旅生存、共享共乘交通 

l 市場機制、消費者付費 
l 離島帶回垃圾 
l 畢旅＋戶外教育：從環教設施場域著手，教育透
過政策著手 

 

 
圖 3.3  高雄場第二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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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學校教育 

(1) 畢業旅行／戶外教學直接切身體驗、實踐。 
(2) 強調綠色旅遊獎勵並給予優惠。 
(3) 強化學生觀念，讓行為從小改變，並持續深化社會環境教育。 

2. 社會、企業與旅行社 
(1) 塑造居民認同並營造在地特色。 
(2) 引領創意時尚並帶動社會風氣與市場差異性。 
(3) 賞罰制度應分明。 
(4) 建立完善配套措施以創造更有利的綠色旅遊條件。 
(5) 給予導遊領隊綠色相關知識的再教育。 

3. 中央、地方政府 
(1) 積極宣傳、行銷綠色旅遊。 
(2) 鼓勵綠色採購。 
(3) 推廣旅遊的內涵須明確，並重點執行以落實政策。 
(4) 提供經費補助給旅遊業者，創造有利旅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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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高雄場第二桌討論情形 
 

三、 第三桌／綠色消費／李奇樺科長／邱俊雄科長 
(一) 討論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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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4. 現有推廣內容增修建議 

(1) 減少小物的過度包裝。 
(2) 綠點的執行方式，應減少集點分化問題，同時藉由改善載具使用方式
與介面，增加民眾對綠點 APP的使用誘因，並採用現金回饋等更直
接的回饋方式推動綠色消費。 

(3) 受眾應打出同溫層推廣給長輩，並找出潛在消費者進行重點宣傳。 
(4) 不應盲目追求 KPI。 
(5) 行銷推廣、創新建議 
(6) 友善環境原則：推廣適度消費不浪費與源頭減量，並鼓勵消費者選擇
對環境衝擊較小的產品。 

(7) 面對企業、供應商，推動綠色製造與綠色採購，面對民眾則採取鼓勵
措施。 

5. 結論 
(1) 環保集點推動受挫，未來可推動共同載具，集合商家提供付物。 
(2) 增加民眾生活體驗以落實綠生活，並提供誘因讓民眾養成綠色消費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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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高雄場第三桌討論情形 
 

四、 第四桌/綠色居家/王鴻濬院長/謝仁碩科長 
(一) 討論海報 

 回收 室內空氣品質 節能/空間運用 
問題/經驗  鄰居至室外抽菸  
  室內烹飪多油煙  
建議 家戶用油回收

機制，蔬果果

皮掩埋作盆栽

肥料 

飲食改善：養生、不

鹹的飲食、少油煙 
使用節能標章、環保標章

產品， 

 紙箱拆封完畢

才回收 
室內空品示警 都市綠地比率提高生活品

質 
  種植虎尾蘭等可食植

物與香草植物作為室

內盆栽 

善用節能空間（透天採

光、通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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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高雄場第四桌討論海報 

 
(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有推廣內容增修建議 
(1) 透過屋簷進行遮蔽物延伸，達成自然散熱效果，同時善用格局特色進
行綠美化。 

(2) 廚餘分類政府應多督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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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少用化學製沐浴乳、洗面乳等清潔用品，改用天然成分肥皂。 
(4) 跨部會、公私推廣合作方式 
(5) 城鄉差距大，政府應努力推廣資源回收和廚餘、廢電池回收，並善用
社交網路、實體課程等管道增加推廣成效。 

2. 行銷推廣、創新建議 
(1) 推廣在屋頂種植盆栽作物，除可作為綠屋頂抗陽光曝曬，其成熟作物
也可供食用，盆栽不易漏水的特性也讓其適合放在屋頂。 

(2) 植樹節改贈送觀葉植物，當樹木占地飽和時，改種植吊蘭等小型、不
占位子的植物。 

 

 
圖 3.8  高雄場第四桌討論情形 

 
五、 第五桌/綠色能源/周家弘老師/李維民組長 

(四) 討論海報 
l 綠色能源發展與生態衝擊的影響暫無有效解決方式，濕地、農地種電與離
岸風電皆容易影響生態，可多方考慮水力、潮汐能等對生態衝擊較小的發

電方式 
l 能源轉換的耗損值得討論，例如：火力發電->輸送至變電所->配電->家庭
插座->電動車充電，以上過程的能源耗損，與直接汽油燃燒動力車力相
比，是否真的比較綠能環保？ 

l 農用水利水道利用高地差做區域性電網，結合民間相關較高補助 
l 政府補助電動車：車輛保養換節能產品（環保胎等）、提供減少耗油產品
補助 

l 夜間關閉路由器插座、5G耗電改善、基地台人流少時段功率降低，家電、
網路設備待機調整 

l 老車或燃油車效能提升、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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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環保集點升級 
l APP更新到用油、電資訊都能集點，廣為宣傳成為潮流 
l 大眾運輸推廣，環保集點優惠 
l 太陽能板回收再利用方案 
l 每月一日無電日推行（類似飢餓 30），以教育民眾了解能源重要性，進而
推廣綠色能源，並結合學校的綠能使用 

l Ubike普及與便利性能漸漸改變民眾短距離交通選擇，從而不選擇機車當
交通工具 

 
 

 
圖 3.9  高雄場第五桌討論海報 

 
(五)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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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七) 討論綜合整理 
1. 公部門 

(1) 推行綠熱能源政策，提倡再生能源使用與節能減碳，可考慮微水力與
儲能系統。 

2. 企業端 
(1) 配合政府政策，弭平與民眾之間的代溝。 
(2) 主動更換節能裝置，並增加再生能源投資。 
(3) 聚焦循環經濟，並由政府提供節電誘因。 

3. 民眾 
(1) 配合低碳永續家園政策，主動在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 
(2) 進行節能診斷。 
(3) 學習生態觀點，並主動了解環境受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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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行環境教育，學校可推行「一日無電」活動，讓學生了解沒有電的
生活，另外也可討論用電模式改變該如何改變，與綠點的應用方式。 

 
 

 
圖 3.10  高雄場第五桌討論情形 

 
六、 第六桌/綠色辦公/萬騰州老師/邱慈娟技正 

 
(一)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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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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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綜合整理 
4. 制度設計變革： 

(1) 學校應設計新型課程提倡回收再利用（美術課製作再利用藝術品
等），並將廢材、設備以創意方式汰舊換新，舉辦學生創意競賽等。 

(2) 公司：以遠端限時工具關閉電器與電腦；推行電梯奇偶日分別開放鼓
勵員工走樓梯；公司設備（燈具、事務機）以租代買；開會不提供紙

筆等。 
5. 硬體面變革 

(1) 學校：鼓勵學生、教職員使用腳踏車作為代步工具。 
(2) 公司：鼓勵員工多利用電動汽機車，並減少燈具使用，以紅外線感應
方式自動關機關燈，同時在公司內建構綠牆、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3) 社區：社區里民服務中心改用電子化系統，公文交換上減少可以用
紙。 

6. 個人面 
(1) 名片電子化，設計創造時尚感。 
(2) 出外用餐自備餐具。 
(3) 回收使用過的釘書針與筆桿，減少書面印刷。 
(4) 少搭電梯，每日健走一萬步。 

7. 政府策略 
(1) 增加榮譽感並激發個人羞恥心。 
(2) 軟硬兼施、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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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高雄場第六桌報告狀況 

 

 
圖 3.12  高雄場第六桌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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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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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高
雄
場
第
七
桌
討
論
海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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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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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實施方式：針對不同族群設計不同教育方式 
2. 國小以下學童：強化教育。 
3. 大學生：加強教育。 
4. 親子：由小孩向家人傳播概念。 
5. 65歲以上長者：運用電視、廣播、桌遊等傳統媒體宣傳。 

(四) 採用管道： 
1. 網路 
2. APP、FB、LINE、YouTube、Instagram皆可，政府的 APP（奉茶、綠
色消費、環保綠點…等）需要進行整合方便民眾使用。 

3. 電競遊戲。 
4. 地方社群團體。 
5. 傳統媒體 

(1) 上班族：利用廣播媒體宣傳。 
(2) 樂齡族群：電視和桌遊。 

1. 時間軸線分析 
(1) 短期：增加媒體曝光率 

l 以代言性行銷，帶動風潮，形成跟風現象。 
l 透過社群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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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宣導，帶起興致。 
l 辦理大型活動。 

(2) 長期：反覆行銷、追蹤成效 
l APP推行集點，強化 APP之間的整合。 
l 環保宣導活動需符合便利性，並附有誘因讓大眾形成習慣。 
l 藉由學齡兒童學習影響家人。 
l 以公益活動帶動成效。 

 

 
圖 3.14  高雄場第七桌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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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八桌/跨部會/米孝萱老師/林宏達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八桌 跨部會 
文化分享，由當地社區民

眾、宗教團體協助發展，

深耕、落實全民綠生活教

育 

組織任務編組（臨

時抽調各部會人員

支援，任務完成歸

建 

透過民間組織發起綠生活響

應計畫，可召開記者會、集

會遊行，促使公部門執行、

關注 
環保教育向下紮根、學校

教育有效深入日常生活做

起，由基本教育出發推廣

綠生活分享或舉辦活動推

廣 

經費補助的整合，

法規應配合、利基 
環教經費的使用及成果呈現

方式可再更多元（如：數

據、教材、出版、影音

等），經費使用更具效率而

不會流於形式 
問題：部會本位主義讓部

會間意見不一，需透過溝

通、請示上層來協調，部

會可定期會議資訊流通，

以防業務重疊，讓 1+1>2 

各部會計畫方向應

有統一專責組織，

將問題彙整，使大

家不重工，浪費經

費與時間 

爭取同樣適用各部會發給之

補助，如節能家電購買補助

納入環保標章家電，或服務

業效能提升計畫等 

能源局與農委會及民間團

體合作，如：發電方式、

畜牧業豬糞->沼氣發電並
結合在地化觀光推展在地

農產品及節能 

推動綠生活成立跨

部會小組（如食

安），由部會正副主

管擔任召集人，由

行政院政委主持，

各部會一起推動 

環境教育在大學校園推動的

困境：校長決策、人力負

擔、學生方便性等 

大眾運輸，應整合 app搜
尋到公車、Ubike、節運、
台鐵的轉乘方式使民眾查

詢、使用更方便 

 補助環境專業人員與場域，

由上（法律、各部會高層）

而下推動綠生活政策。 

透過研商諮商會議，討論

縣市環保局及教育局業務

重疊部分，並運用各部會

強項合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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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高雄場第八桌討論海報 

 
(一)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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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建議環保署增設任務編組，推動全民紀錄生活所需權責分工，資源整
合。 

2. 推動綠生活，成立跨部會小組，如食安，由部會正副主管擔任召集人或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各部會一起推動。 

3. 透過各部會法令盤點及檢視，修正與建立全民綠生活推動依據。 
4. 教育是綠生活之根本，運用環教機構激盪與建立可行之綠生活指標。 
5. 採用環教實務實作給予經費配合，發揮環教人員功能，推動綠生活的最
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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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高雄場第八桌討論情形 

九、 第九桌/公私協力/陳婉娥主任/黃俊銘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九桌：公私協力 

l 角色：監督者、促進者、協助者、平台（聯絡橋樑）、執行者、
宣導者、實踐者、破壞者（消費者＝環境破壞力） 

l 政府：資源提供者、協調者、媒介者、研發者、策略制定者（訂
出標準規範）、初始推動者、規劃推動整合者（資訊政策由上而下，非多

頭馬車、各自表述）、政府下鄉（資源盤點建構資料庫、連結 NGO傳遞理
念以整合民間力量）、與民間共同推派人力（組成夥伴關係）成立綠生活

倡議小組 
l 民間 NGO：協調、號召、組織、人力提供、策略推動、資源提

供，活動例如綠生活兒童戲劇親子活動、綠色膳食調配課程 
l 里長：搜集社區民眾的建議，與團體研擬推動社區發展，並結合

廟埕、學校社團進行持續方案，例如廚餘集中 
l 國營事業：可扮演領頭羊角色 
l 社區/民間團體：發動結合企業及政府部門資源 
l 個人扮演的角色：可作為輔導人員協助推廣，可能受限於配合

度、經費因素，建議結合社區認養、企業挹注及公部門輔導執行 
l 企業：企業認養服務社會，可提供資源以配合社區執行 

靈活度不足、簡化流程，政策面與實踐面的落差常造成推動失敗，法規限制則

在金錢、資源上受限 
通訊軟體宣傳，實踐環保綠色消費 
私部門行銷困難、民營企業需更多支持，如何將環境保護與企業獲利結合使兩

者同向發展 
從教育面著手 
公部門困境： 

l 過度追求漂亮數字 
l 給資金，不太干預執行過

私部門困境 
l 內部資源利用不當 
l 資源有限，無法用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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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l 政策持續性需更穩定 

口上 
l 執行面上有落差 

 

 
圖 3.17  高雄場第九桌討論海報 

 
 

(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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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1) 研發、拓展政策制定、協助企劃。 
(2) 資訊整理、制度建立。 

2. 政府哪裡做得不夠好？ 
(1) 政府部門無法確實落實、實施環境教育。 
(2) 預算挹注不足，導致常常是政府出嘴巴、民間出錢，民間還要自己找
資源，導致無法長期推動。 

(3) 即使有了經費，也常常沒到正確的部門，跨社會部門時常面臨資源縮
減、不足的問題。 

3. 其他角色該怎麼做？ 
(1) 社區：可以推教案，並請里長提供協助，跳脫表面議題持續紮根地
方。 

(2) 企業：想做但是回饋不高、難以獲得利潤，且常被賦予重任卻無相應
回報，因此經費投入不足。 

(3) 困境：資源的實際狀況與想像落差過大，且難以找到關鍵角色與關鍵
需求。 

 
 
 

 
圖 3.18  高雄場第九桌討論情形 

 
十、 第十桌/綠生活新主題/賴俊吉老師/吳春生科長 

(一)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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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綜合整理 
1. 重點關注新領域：環境倫理、綠色金融、綠色心靈 
2. 定義何謂「綠色」：為融入生活的習慣。 
3. 供應鏈層面： 

(1) 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可提倡「綠色百貨公司」，除革新經營模式並融
合綠色金融的概念外，也可配合推行社會教育，加強廠商與民眾的環

境倫理，以此改變消費型態。 
(2) 人口密度低的地區：偏鄉地區可推行基礎節能、節水與保護自然環境
的教育等。 

(3) 消費鏈層面：由家庭教育做起，以此推行新生活，從家裡改變民眾消
費習慣，達成廢棄物與廢食的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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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高雄場第十桌報告過程（無海報） 

 

 
圖 3.20  高雄場第十桌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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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臺北場各桌結論成果 
一、 第一桌/綠色飲食/林邦文老師/鄭惠文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一桌：綠色飲食 
購物可至環保商

店 
政府推動政策宣

傳品太過氾濫，

如餐具 

環保吸管及餐具的

推廣，自備餐具取

餐給予優惠，一份

折五到十元 

選擇當地當季食

材 

免洗餐具以再生

材質製作 
可將即期食品、

吃不完的食物捐

贈低收入戶、慈

善團體或弱勢團

體，但請以環保

餐具盛裝 

推廣即期品優惠 吃不完食物家收

廚餘處理費 

補助店家自備餐

具給予優惠 
里長向弱勢及獨

居老人宣導提供

愛心食物的店家 

利用 AI算好供餐
份量、成本及售

價，宣導店家幫客

人主動打包 

餐飲業以廚餘產

生量多寡給予獎

勵或處分 

減少加工食品、

管頭食品，盡量

食用原型食物 

公部門所屬機關

進用免洗碗筷，

由員工自備餐具

或機關提供 

環保局處直接發文

給國營事業，有餐

廳的單位辦理惜食

相關活動  

果皮及菜葉可蒐

集當堆肥 

推廣校園自煮，

校園課程可開放

簡單料理課，高

中以上校園設料

理教室及社團 

公部門、餐廳、

學校、社區，回

收剩食，推廣廚

餘分類，鼓勵減

少廚餘量 

推廣格外品蔬果仍

可食用，減少殘貨 
立法限制生鮮食

品包裝 

於學校開設參與

食材（農作物）

生產課程，將食

農教育納入國民

教育課綱 

於社區大樓辦公

大樓等人口密集

處設立綠色廚

房，類似飲食商

圈概念，統一管

理 

外帶容器甲租

（借）乙還，以綠

色餐廳串聯大學社

區 

於大型社區及學

校推廣綠色冰箱

及食物銀行 

加強綠色健康飲

食均痕的標示，

如：營養成分、

有害警語、熱量

極可能副作用

等。 

一次性餐具全面

收費以減少資源

浪費 

辦理綠色市集，讓

各家戶種植產品可

以販賣交流 

倡導空中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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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臺北場第一桌討論海報 

 
(一)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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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各單位投入環境教育： 
(1) 小學：環境教育繪本分享、班級分級廚餘的秤重比賽。 
(2) 大學、社區、辦公大樓：設立綠色廚房。 
(3) 一次性餐具 
(4) 建議推行一次性餐具全面收費。 
(5) 使用再生材質。 
(6) 地方政府啟動綠色消費指引。 

2. 公部門帶頭 
(1) 避免再發送環保袋及環保餐具。 
(2) 帶頭捐贈與響應。 
(3) 會議點心餐盒使用在地食材。 
(4) 標案自評包含綠色飲食提供的方案、過往綠生活的具體作法。 

3. 立法規範 
(1) 設立食物銀行：捐贈免責。 
(2) 確立食物標示賞味期、有效期限，並比照藥品，健康標示、過敏成

分。 
(3) 建立廚餘減量的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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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臺北場第一桌討論情形 

 
二、 第二桌/綠色旅遊/張馨文老師/吳鈴筑簡任視察 

(一) 討論海報 
第二桌 綠色旅遊 
環教場所需用力推

廣 
里長推動綠色旅

遊補助，補助業

者的經費可回饋

給民眾，降低旅

費 

加強向全國 4000
多家旅行社宣

導，推廣綠色旅

遊事宜 

結合各地鳥會在

官網推廣綠色旅

遊，賞鳥旅行者

可配合綠色旅館 

以環境主題作為體

驗式旅遊規劃（主

題式生態旅遊） 

生態導覽網路行

銷，不提供免洗

餐具，聯合業者

發展綠色交通方

式 

推動綠色旅遊：

推出交通及綠色

消費業者套票，

以自由行為對

象，增加綠色業

者營收 

藉由獎勵方式，

推動遊客自主改

變，使其認同綠

色旅遊 

跟隨現有潮流推動

綠色旅遊（登山、

獵人學校、溯溪

等），可由專員余

過程中宣導綠色旅

遊概念（珍惜自然

資源、環教理

念），並以故事包

裝 

淨山淨海融入旅

遊，將盥洗用品

及環保餐具作為

旅遊獎勵送給遊

客 

除了旅行社，還

可以縮小推廣媒

介，如借由里長

社區協助 

補助不是最佳方

式，永續經營才

是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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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要確保配合

綠色旅遊［的遊覽

車領隊及司機可領

導補助，可安排於

綠色旅遊景點照

相，以利推廣 

綠色旅遊導覽人

力推廣，例如旅

行社人員要有環

教人員認證 

降低個人綠色旅

遊門檻，注重公

共設施設備供

給；促進旅遊產

業鏈綠色轉型，

源頭減量避免一

次性用品及耗材 

 

 

 
圖 3.23  臺北場第二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響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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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重啟旅遊」以推動責任旅遊。 
(2) 我國：支持 SDGs與企業社會責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結合。 

2. 推行綠色旅遊 
(1) 將生態旅遊主行為智慧生態旅遊。 
(2) 注意供需關係、市場行銷和推廣。 
(3) 提出 TMA行動計畫：轉型(Transformation)、多個(Multiple)、聯盟

(Alliance) 
 
 

 
圖 3.24  臺北場第二桌討論情形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專案工作計畫 

3-40 

三、 第三桌/綠色消費/郭財吉老師/王耀晟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三桌 綠色消費 
l 行為面： 
l 使用環保杯 
l 減少一次性垃圾

使用 
l 減少源頭浪費 
l 引導、獎勵->實
踐 

l 垃圾袋源頭減量 
l 自備、重複使

用、少用、不用 

l 消費者： 
l 使用ＣＰ值高

且對環境友善

的產品 
l 網購造成更多
廢棄物 

l 大多數對綠色
消費產品認知

不足，應優先

有所謂附加價

值去吸引消費

者（如多功能

等），使消費者

使用並繼續消

費 

l 消費需求->耐

用、品質、價

格 
l 企業->盈利 
l 政府->補助、
強制規定、廢

棄物、鼓勵電

子發票 
l 跨部會結合->
教育部->從小
教學->小孩回
家影響父母 

l 綠色產品的價
值與差異，都

是貴、天然、

環保？ 
l 可信賴的綠色

標章，需有正

確引導的推廣

方針 
l 有什麼選擇？
產品資訊有哪

些？ 
l 減少網購垃圾-

>回收資源、綠
色賣場、電商

回收、環保包

裝 
l 政府角色： 
l 誘因：綠色產品
價格高 

l 推廣跨部會 
l 推行限塑政策->

禁塑 
l 推廣環保集點、

載具 
l 舉辦綠色消費活
動、競賽 

l 補助驗證 
l 鼓勵業者提供誘
因 

l 綠色消費供
需： 

l 供：有商機->
通路增加、循

環是包裝、包

裝減量、進貨

綠色商品，集

中在一區 
l 需：省錢->共
享經濟、以租

代買，自備環

保杯買咖啡折

扣，自備購物

袋購物折扣，

使用電子發票

載具 

l 綠色消費行
為： 

l 購買綠色產品 
l 垃圾袋、包裝

材料再利用、

冰棒棍做杯墊

擺飾 
l 放寬環教場所

認證標準，增

加環教機會 
 

l 環保集點通路
商太少，不是

很便民（尤其

是偏鄉地區），

環保商品數量

太少且退，大

賣場難以找到

需求商品。 
 
l 增加民眾對綠
色商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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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臺北場第三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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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桌員筆記摘要 
 

筆記摘要 

 
 
(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有推廣內容增修建議 
(1) 綠色消費之定義，應屬於節能、省資源、低污染、高回收之產品。 
(2) 綠色商品該如何推行？ 
(3) 綠色商品種類及補助項目更多樣化，並強調其差異化價值。 
(4) 綠色產品陳列更集中，並增加在通路商可獲取的數量，製作環保型錄

可供民眾參考。 
(5) 利用聯名等方式提高其附加價值，以讓綠色消費成為時尚風潮。 

2. 環保集點的改善 
(1) 應竭力增加民眾集點誘因。 
(2) 集點方式應更加多樣化。 

3. 推行回收家具循環利用等以租代買政策。 
(1) 配合教育部環境教育，從小培養綠色消費觀念，並與教育局結合綠色

消費的環境教育時數，提高參加意願。 
(2) 建立各項綠色標章公信力，並補助業者驗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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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臺北場第三桌討論情形 

 
四、 第四桌/綠色居家/王鴻濬院長/謝仁碩科長 

(一) 討論海報 
居家環境安全 居家空氣品質 居家資源節能／水 其他 

環保綠能材質裝

修，環保油漆少乙

醛 

增加綠色覆蓋率，

綠屋頂及綠牆 
使用率建材、節能

標章省電省水產品 
推廣二手衣轉贈

給需要人們使用 

浴室設計防滑，以

免造成跌傷 
環保署空保處可辦

理說明會或工作

坊，教導民眾如何

照顧及種植植栽 

住屋設計採取風向

流通、納入光線，

以避免冷氣燈具對

能源的消耗 

政府能有定點回

收塑膠軟盒、玻

璃及保麗龍（因

為一般回收商不

收這些） 
對小孩的衝撞做防

護設計以及老人行

不便設計 

虎尾蘭有效去除甲

醛吸收室內八成以

上有害氣體，少用

地毯，因易藏汙納

垢 

水源的運用回收，

如除濕機、洗米

水、洗澡水前端冷

水可蒐集再利用，

洗菜水可用來洗抹

布或拖把，減少泡

澡 

民眾教育是基

礎，結合各類宣

導資訊，教導民

眾做到綠色居家 

舊公寓的煮飯及燒

金紙氣味影響鄰

居，形成問題，可

加強宣導並執行減

燒 

應用室內泥土漆，

減少壁癌、發霉、

過敏 

減少外食在家烹

煮，用使用過餐巾

紙擦去油漬，再清

洗 

老年人口增多，

電動輪椅不用後

可以轉贈，不一

定要買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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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公園的綠樹密

度減少陰影區 
居家綠化可減少熱

島效應 
宣導民眾注意每月

紀錄水費及電費收

據，以促使加強省

電、省水措施 

使用免耗材的空

氣清淨機，避免

耗材汙染 

資源回收要及時處

理，居家環境要保

持清潔清爽，以維

持安全 

 上下水管線分開設

計，可將上水用完

的水給下水使用，

兩水蒐集可用來澆

花或沖水 

 

  政府提供補助環保

標章及節能家電，

吸引民眾購買 

 

 

 
圖 3.27  臺北場第四桌討論海報 

 
 
(二)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有推廣內容增修建議 
(1) 強化地方政府資源回收執行力道，並提供民眾資源回收誘因。 
(2) 為改善室內空氣品質，推行少油煙飲食，種植室內植栽（可食植物、

香草植物）、設置綠屋頂與綠牆，並限制有害原物料建材。 
(3) 持續推廣節水節電，建築應配備檢核表，鼓勵使用環保建材，以及符

合綠化規範的綠建築模式。 
(4) 深化環境教育，舉辦環教講座宣傳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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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臺北場第四桌討論情形 

 
五、 第五桌/綠色能源/邱祈榮老師/李維民組長 

(一) 討論海報 
 觀念 實踐 策略 

現有 

提升再生能源運用比

率 
社區巡迴示範及實地

操作 
廢熱回收流程：自空

壓機回收熱源＞熱變

換＞提供需要蒸氣設

備使用 
無法回收廢溶劑，可

以焚化回升期熱源

（汽電共生） 

藉由窗戶設置改善太

陽能板建置 
擴大變頻馬達應用，

如工廠轉動機械、空

調及家電 

建立低碳能源的友善

環境，綠色能源教育

從小做起 
辦公室節能有 led 燈管

使用及窗戶貼隔熱紙 
利用社群媒體平台推

廣現有觀念 
認識再生能源優缺

點，可利用水力及太

陽能 

跨部

會 

 以生命週期跨部門做

為政策整合執行 
跨部會溝通 

綠能相關法規適度調

整及整合，配合政策

跟上時代 

工業用電電費合理調

整，維持用電公平性 

推廣 

配合 108 年課綱，由

教育推廣綠能及節能 
電費的節電量可獲得

獎勵金 
產品設計：電源管理

IC晶片（低耗能、高

效率）、超高壓省電照

明 
鼓勵中南部建商設立

太陽能熱水系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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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桌遊及影片將綠色

能源觀念傳遞給民眾 
勵公司增設充電停車

位 
各大通路共同推廣節

能產品，規劃各項活

動宣導及優惠折扣，

提高民眾意願 

建議鼓勵成立綠能環

教場所，並推廣太陽

能環境教育 
推廣管道：研討會、

觀摩會（工廠參觀）、

輔導專案（產官學合

作） 
民眾購買節能標章產

品之發票，可上網登

入參加抽獎 
 

 
圖 3.29  臺北場第五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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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行： 

(1) 觀念建構：善用多元媒體管道，了解不同綠色能源特色及優缺點。 
(2) 實務執行：以實際案例參訪促進了解綠能，並鼓勵公民電廠觀念遍地

開花。 
(3) 策略思考：從小強化綠色能源教育，建立低碳能源友善環境。 

(四) 跨部會連結 
1. 觀念建構：減少本位主義思維。 
2. 實務執行：克服綠能相關法規障礙。 
3. 策略思考：確立綠色能源生命週期思維，並完善彈性電價機制。 

(五) 未來推廣 
1. 觀念建構：以多元媒體管道進行宣導，並以節能、綠能標章進行推廣。 
2. 實務執行：提供節電獎勵，並結合企業推動綠色能源的使用。 
3. 策略思考：加強低碳產品設計，並安排綠色能源的實例參訪。 

 

圖 3.30  臺北場第五桌討論情形 
六、 第六桌/綠色辦公/李元陞老師／李奇樺科長 

(六) 討論海報 
第六桌：綠色辦公 
綠色辦公室獎勵

計畫：提高公司

員工健康環境認

利用 Iot設備，結
合適當的感測器

及控制邏輯對空

袋袋相傳：紙

袋、塑膠袋專用

辦公室燈源量測

降低，避免人員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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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嘉許參與環

境機構推行綠色

辦公室所做出的

努力 

調、照明、風扇

做及時的控制 
抽屜，可自由取

用及存放 

辦公流程基本設

備共享化與公益

化，例如使用租

賃的印表機 

遠端智慧會議，

減少辦公文具使

用 

辦共識設備，如

桌椅淘汰後可販

賣給同仁 

綠能辦公室透過

AI電網操控濕度

及溫度 

推動公部門無紙

化及電子簽章，

特別是環保主管

機關要求企業提

交的資料 

區塊煉技術的導

入，架構電子化

的安全性，使的

虛擬空間法律維

護維權 

辦公室團購外送

請同仁自備餐具

與店家協調回收 

搭配電子級高純

化二氧化氮，維

持冷凍水塔水源

及散熱鰭片沒有

增生物，可有效

節電 10%以上 
高校用水安全強

化清潔，節省水

資源，水龍頭加

裝節水閥，水槽

下方安裝濾水器

避免汙染水源 

中小型企業可採

納無邊界辦公室

及共享空間，使

設備供益化 

各辦公室外有小

田園種植蔬菜，

認養照顧熟成後

進行烹飪分享及

比賽 

辦理活動不要讓

宣導品成為合理

的廢棄物，以綠

點或植物美化取

代巨量的宣導

品，建議綠點兌

換不拘限於環保

標章商品，讓購

買環保標章商品

成為習慣 
非辦公區域設置

感應式燈控，會

議便當餐盒可回

收再利用（租用

系統） 

辦公室的空氣品

質管理與節能系

統、空調統可互

相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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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臺北場第六桌討論海報 

 
 

(一) 成果簡報 

  

 

 

 
(二)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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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現有推廣內容增修建議 
(1) 確立更有效率的開會機制，落實視訊會議並善用雲端空間，並透過區

塊鏈安全認證機制取代現行文件，落實無紙化。 
(2) 共享辦公室資源，將空間使用最大化。 
(3) 汰舊物品供員工認購再利用，達成資源循環。 
(4) 推行辦公室無塑化（袋袋相傳）。 
(5) 公部門以提供綠點取代宣導品，以租賃系統取代紙容器。 

2. 行政推廣與創新建議 
(1) 結合家庭、辦公場所，以辦公室環保彩繪競賽等創意方式辦理環保活

動並提升環境教育素養。 
(2) 成立工安環保安全意識提升小組，促進環境教育意識的提升。 
(3) 員工旅遊結合環教設施場所、綠色餐廳、綠色旅宿執行。 
(4) 建構照明、空調、智慧控制系統取代傳統遙控器與開關的智慧化辦公

環境。 
(5) 以移動式綠色屏風等方式推動綠色植栽，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營造友

善辦公環境並提升辦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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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臺北場第六桌討論情形 

 
七、 第七桌/綠色行銷/白子易老師/曹芝寧組長 

(一) 討論海報 
近程 

遠程 
利害關係人 工具 

鎖定大型社區管委會推

動綠色生活行銷，包

含：資源回收金回饋給

提供資源回收之住戶 

異業結合（中油會員卡、

green panda） 
部落客意見領袖培養結

合學校品格教育並置入

行銷 

政府有那些綠色生活提

倡住戶如何支持? 
綠色環保標章產品，政

府能以預算補差額。 

利用風能為主的環境教育中

心針對小學高年級推廣 
透過記者會發布新聞

稿，設攤宣傳臉書等方

式進行推廣，從日常生

活、環保責任、價格實

惠等等面向，向民眾宣

導。 
透過宗教信仰推廣綠生

活 
綠色推廣的行銷方式： 

1. 網路、業配、
推廣行銷 

2. 社區團體（里
長、志工隊） 

3. 從小教育品格
教養 

行銷除了網路行銷外，

應該多走入基層，如：

里長、社區發展協會

等。 

結合其他部會，如文化

部來執行綠生活 
針對不同受眾，使用不同行

銷工具，例如：年長者：

line、民眾旅遊 fb；年輕：

ig、youtube 

父母長輩身教環保生

活，從小教育子女，由

家長會父母長輩處宣導

綠生活，不只學校環保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專案工作計畫 

3-52 

教育，公家民間推動由

小教育幼兒於生活養成

習慣。 
結合長照樂齡食堂、宮

廟活動推廣，可送實用

生活用品 

建立公司 fb宣傳環保活動、
環境教育成果 

 

於高齡化社會利用健康

退休人員推廣綠生活 
環保攤位結合環保小遊戲，

寓教於樂。 
 

代間教育推廣綠生活，

長輩種植栽邀孫輩一起

參與，植物提供氧氣淨

化空氣，讓下一代落實

自己溪的氧氣自己栽

種，為社會盡責 

  

 

 
 

圖 3.33  臺北場第七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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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綜合整理 
1. 利害關係人有哪些？ 

(1) 學校有家長會，社區有鄰里長、社區大樓管委會、長照食堂、樂齡機

構，企業則有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與綠色集點點數購買的綠色企業，宗

教團體則可共享辦公室資源，將空間使用最大化。 
2. 可以使用哪些工具？ 

(1) 網路：直播、YouTube 
(2) 綠色集點：結合綠色集點與中油會員卡等異業，或是由環保署贈送綠

點給學校等方式推廣 
(3) 電競遊戲。 
(4) 地方社群團體。 
(5) 其他可能方式 
(6) 與社造、社區規劃師架構結合 
(7) 代間教育 
(8) 里民旅遊 
(9) 巡迴展覽 
(10) 環境教育場域宣導 
(11) 傳統市場 
(12) 外送服務，EX: Green eater/Green Panda 

3. 未來有哪些可能性？ 
(1) QR code與環保集點 APP進行連結 
(2) 從小教育進行紮根 
(3) 學校家長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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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臺北場第七桌討論情形 

 
八、 第八桌/綠色跨部會/林素華老師/柯顯文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八桌：綠色跨部會 
結合交通部觀光

局、內政部營建署

跨部會推廣生態旅

遊 

環保署及農委會

可以結合推廣在

地小農消費及綠

色旅遊 

觀光局及地方政

府可推動社區生

態旅遊 

20%的長官決策

目標要一致，道

德層次須提升 

強化永續發展委員

會的職權與高度，

研擬國家整體環境

政策後，分至各主

管機關執行，並定

期會報及整合 

針對跨部會省水

節電及惜食各部

會提出指標，行

政院定期評比公

布 

跨部會平台層級

要夠，破除本位

主義 

跨部會可考慮提

至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之「生活

與教育分組」及

「綠色經濟分

組」討論執行，

推動跨部會合作 
綠生活共同價值為

SDGs，大家共同參
與並收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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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臺北場第八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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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結合中央、地方資源推動 
(1) 避免中央設定 KPI非地方所需，應讓地方參與制定設計過程。 
(2) 跨部會連結應由誰主導？署長還是行政院長？效果會有所不同。 
(3) 扣合 SDGs重新檢核目標，與國際接軌。 

2. 破除部會本位主義 
(1) 根據各部會推動之業務，設定 KPI並共同推動。 
(2) 綠生活與各部會的業務進行連結，從 SDGs著手 
(3) 至永續會「生活與教育分組」與「綠色經濟組」討論、執行「台灣永

續發展目標」期程至 2030 年，目標應確保永續消費及其生產模式。 
3. 促進推動策略 

(1) 須提供經費、人力的誘因。 
(2) 與其使用 KPI，可考慮使用「OKR」(Objective, Key Result)去做目標

設定。目標本身並不重要，重點在關鍵成果的突破，讓組織下方和基

層人員了解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夠達標，並感受其價值與目的

性，且可以舉辦工作坊達成實際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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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臺北場第八桌討論情形 

 
九、 第九桌/公私協力/吳碧霜執行長/游智淵科長 

(一) 討論海報 
大環境 資源整合 公部門 

無紙化綠色標章，作法

更環保 
整合師資、資金、補助 提升政策傳達的能力 

離島城鄉差距拉平 環境教育融入教材體制內 公部門：申報平台說明

會 
私部門：社會企業責任

配合推廣 
公部門營造利多的大環

境，促使民間單位投入 
設立補助時間軸，讓更多

人參與公私協力 
與科技部合作開發新產

品 
動物園出場地，民間團

體出人的合作模式，例

如動物糞便肥提供民眾

種菜 

環保署、教育部、地方政

府規畫環境體驗教育 
資訊公開：時間、深度 

盤點資源並建立更多公

私協力模式 
網路整合 公開資料，供民眾使用 

讓政策更彈性，以吸引

民眾造林 
公部門：錢、後盾 
私部門：執行、創意 

增加溝通管道，並使管

道順暢 
讓公私協力成為一個部

門 
 公部門與私人企業溝通

技巧 
企業 社區民間團體 環保署 

協助刺激企業資源投入 協助社區形成循環經濟 環保署須更有信心，大

力推廣好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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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業、網紅合作深

入青年環境教育 
建立建物節能管理系統 業務範圍加入新團隊 

與大企業共同尋找 SDGs
目標，與小企業創造雙

贏 

社區設置再生能源回收

站，蒐集足夠量再由公部

門處理 

環保署政策永續 

先由小企業著手尋找合

作契機 
通過綠建築相關標章，提

供補助、減免 
焚化爐周圍資源如何結

合環教推廣 
業界有效期限的展延，

又因筆補助更大 
外帶容器甲租（借）乙

還，以綠色餐廳串聯大學

社區 

公部門的保守為公私部

門無法整合的關鍵 

 讓非營利組織影響性有所

發揮 
 

 

 
圖 3.37  臺北場第九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三)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第二回合筆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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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利害關係人有哪些？ 
(1) 公部門：主導資訊公開並強化溝通方式。 
(2) 企業：指導共同目標，先嘗試開小花，拿到簡單結果，再去尋找願意

合作的夥伴。 
(3) 社區與民間團體：力行循環經濟。 
(4) 環保署：打破舊思維、突破業務範圍限制並容納新創團體的意見。 

2. 公私協力的基礎是什麼？ 
(1) 盤點並整合資源。 
(2) 應建立更多合作、運行模式。 

3. 環保署又應該做什麼？ 
(3) 搬開石頭、掃除障礙，讓公私協力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賦予足夠的
處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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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臺北場第九桌討論情形 

 
十、 第十桌/綠生活新主題/陳起鳳老師/吳春生科長 

(一) 討論海報 
第十桌：綠生活新主題 
後疫情時代： 
l 外賣增加、食物包裝增加，造成
新浪費 

l 室內通風的重要性，應進行建物
改造，但有消防法規問題 

l 疫情期間大量使用消毒劑，對環
境、動植物產生衝擊 

l 生活行為改變、衛生型態改變、
消費型態改變：共享經濟、以租

代買 
l 更需注重對生態的影響 
l 議題：塑膠微粒、空氣品質、化

學藥物、垃圾、水污染等 
l 觀光地區的綠色型態與應著力關
注的關鍵 

讓綠生活思維深植

人心，刺激思想改

變，正確環保觀念

與作為才有效 
考量執行面、納入

人性考量 

種樹之後要知道維

護、修剪，正確使

用環境用藥，更應

預先選定各類樹種

以求其多樣性 

環保概念、議題的

推廣，利用種子教

師深入社區、鄰

里，團體推動才有

成果 

消防機關法規配合

綠建築以及都市去

中心化 
周邊市鎮興起 

綠色化學： 
l 後疫情時代的新主張，安全用藥

對於環境及所有生物的生活思維 
l 從源頭減毒，選購具有綠色標章
產品，降低環境風險與負荷 

在非同溫層推廣綠

生活，用環境教育

方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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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臺北場第十桌討論海報 

 
(二) 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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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桌員筆記摘要 
第一回合筆記摘要 

 
 
(四) 討論綜合整理 

1. 重點關注新領域： 
2. 綠色化學：「安全用藥」、「減少用藥」（避免超用清潔劑等）、「取代用

藥」（以物理、生物做法代替施藥等）三階段。 
3. 綠思維：應讓綠色觀念深植民眾，從學校到社區都需進行宣導，並藉由

讓民眾決定地區路樹樹種等手段，帶入民眾參與感。 
4. 綠色旅遊：從瓶裝水、防曬乳等小地方著手，由上到下徹底落實，針對

旅遊業者的教育更需重點著力。 
5. 綠色消費：強化共享經濟，推廣以租代買，以達成消費減量。 
6. 綠色居家/辦公：改善通風條件與社內空氣品質，並進行建築管理。 
7. 綠色時尚：推行慢活、淨灘、自行車運動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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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臺北場第十桌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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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桌員意見回饋整理 
本計畫辦理兩場次「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提供紙本、QR碼網頁兩種方式，
供桌員提供對本活動相關之意見回饋，惟活動緊湊，僅有部分桌員有確實填寫回

饋表，紙本回饋單與 QR碼網頁回饋單兩場次總共蒐集 69份回饋單（網路回饋
68份、紙本回饋 1份），其中高雄場 24份、臺北場 45份。（參見圖 3-41） 

 
圖 3.41  回饋單桌員場次分佈 

 
一、 桌員經驗分析 

桌員約有 51.5%參與過類似活動，另外的 48.5%沒有，整體組成平均，有經驗的

可以協助無經驗者快速進入狀況，也減輕桌長從頭教起的負擔。（參見圖 3-42） 

 
圖 3.42 桌員經驗分佈 

 
二、 桌員對活動內容滿意度調查 

根據意見回饋，非常滿意者占 44.1%，滿意者占 48.5%，整體滿意度高達
92.6%，剩下為 7.4%的普通、沒意見，活動整體為參與者所接受。（參見圖 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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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桌員活動內容滿意度分佈 

 
三、 桌員對場地滿意度調查 

根據意見回饋，非常滿意者占 52.2%，滿意者占 43.3%，整體滿意度高達
95.5%，剩下為 4.5%的普通、沒意見，活動場地整體為參與者所接受。（參見圖
3-44） 

 
圖 3.44  桌員對場地滿意度分佈 

 
四、 桌員對時間安排滿意度調查 

根據意見回饋，非常滿意者占 39.7%，滿意者占 48.5%，整體滿意度達
88.2%，剩下為 11.8%的普通、沒意見，活動整體為參與者所接受。（參見圖 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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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桌員對時間安排滿意度分佈 

 
五、 桌員認為最易達成之綠生活目標 

根據意見回饋，桌員認為最易達成綠生活目標之前三名依序為綠色消費(26.5%)、
綠色飲食(23.5%)與綠色居家(16.2%)。（參見圖 3-46） 

 
圖 3.46  桌員認為最易達成之綠生活目標分佈 

 
六、 桌員認為最難達成之綠生活目標 
根據意見回饋，桌員認為最難達成綠生活目標之前三名依序為跨部會合作

(36.8%)、綠色能源(19.1%)與公私協力(14.7%)。（參見圖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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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桌員認為最難達成之綠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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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為推廣「全民綠生活運動」，蒐集產、官、學、民間團體及一般民眾各

界意見，以此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為達目標，本計畫工作項目包括舉辦

1場次桌長工作會議及於臺北市及高雄市辦理 2場次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並於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前提送活動規劃書進行核定。以下將針對本計

畫團隊執行成果之回饋結論與建議事項進行說明。 

4.1 結論 
一、執行狀況 

（一） 完成辦理 1場次「主持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 

1. 於 109年 11月 13日召開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主持
人、桌長與副桌長工作會議」，其內容包括：確認咖啡館操作方式、

討論議題可能發展，並蒐集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的意見，協助改善

實際會議進行流程。 

2. 並於 109年 11月 20日，於「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前提
送活動規劃書至環保署核定。 

（二） 完成辦理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高雄場」 

1. 已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完成 1 場次「全民綠生
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高雄場」，桌員出席人數共 86人。 

2. 工作內容包括，安排並聯絡桌長、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

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三） 完成辦理 1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臺北場」 

1. 已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於臺北青少年活動中心流行廣場完成辦理 1
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 臺北場」，出席人數共計 101人。 

2. 工作內容包括，安排並聯絡桌長、製作咖啡館教學所需之簡報、整理

各桌紀錄並進行意見彙整，以及安排場地、提供茶點等行政支援。 

二、各桌意見蒐整 

（一） 有關綠生活政策行銷方式，建議針對不同年齡層對象常用之接受訊息
之方式，採不同的宣傳工具，包括網路媒體、廣播、電視廣告等。 

（二） 建議未來推動綠生活相關政策之層級可再提高，成立專門小組，由部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專案工作計畫 

4-2 

會正副主管擔任召集人或由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協調各部會並透過

各部會法令盤點及檢視，修正與建立全民綠生活推動依據。保署內部

亦可增設任務編組，推動全民紀錄生活所需權責分工，資源整合。 

（三） 環境教育是綠生活之根本，環保署目前已通過全國 200 多家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建議綠生活相關推廣內容可依據不同內容，運用環教

能量激盪與建立可行之綠生活指標，發揮環教人員功能，成為推動綠

生活的最大助益。 

（四） 綠色生活之推廣，建議未來可與時尚、慢活、淨灘、自行車運動等活
動進行融合推廣，吸引更多民眾在參與各種活動過程中，瞭解並參與

綠色生活之重要性。 

（五） 就綠色消費而言，本次活動參與者認為達成門檻較低，自備購物袋即
算是一種實踐，只要民眾自己養成良好的習慣，政府則協同商家一起

推動，達成的難度較低；而綠色飲食方面，多份回饋提及「飲食為生

活必需」、「飲食在生活中所占比率甚高」、「平常就有在進行有機飲食」、

或「平日自己烹飪可控制」，討論建議可加強推廣自我烹飪食材「惜食」

的概念；綠色居家部分，多名桌員認為可以藉由購買節能家電達成，

建議未來考加強宣傳及相關政府補助。 

（六） 目前公私部門辦理相關活動之宣導品經常發送環保產品，例如：環保
盒、環保袋、環保杯等，雖然立意良善，但是過多常造成物品囤積及

使用浪費，建議未來可避免再發送環保袋及環保餐具，或發送前可讓

參與者視自身是否需要而領取。 

（七） 環保署綠點行銷推廣方式立意良善，惟執行方式應減少集點分化問題，
同時藉由改善載具使用方式與介面，增加民眾對綠點APP的使用誘因，
並將綠點行銷策略融入綠生活推廣。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3 

4.2 建議 

立即可行建議 

1.增設任務編組： 

建議環保署可增設任務編組，推動全民紀錄生活所需權責分工，將目前各項環保

署推動之環保政策，進行資源整合(例如：低碳、減塑、惜食等)，並以綠色生活作
為包裝進行整合行銷及推廣。 

2.透過綠點加強推動綠色消費： 

(1)擴大綠點蒐集範圍，同時規範綠點可兌換之項目應符合環境門檻，加強綠點行
銷策略，融入綠生活推廣，俾利有效推廣推動綠色消費。 

(2)為使綠點成為更加吸引民眾的誘因，也應以改善綠點之 APP介面、增加合作商
家等形式，持續加深加廣綠點適用範圍及便利性，讓民眾更願意蒐集綠點。 

3.以經費配合加強推動綠色教育： 

教育是綠生活之根本，運用環教機構激盪與建立可行之綠生活指標，採用環教實

務實作給予經費配合，發揮環教人員功能，以達推動綠生活的最大效益。 

中長期建議 

1.成立跨部會小組共同推動： 

推動綠生活，成立食安等議題的專門小組，並由部會正副主管擔任召集人或由行

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協調各部會，並透過各部會法令盤點及檢視，修正與建立全

民綠生活推動依據。 

2.改善 KPI設定方式： 

避免中央設定 KPI非地方所需，應讓地方參與制定設計過程，並根據各部會推動
業務，設定 KPI並共同推動。 

3.改善目標設定模式： 

使用「OKR」（Objective, Key Result）進行目標設定，關鍵成果的突破應比目標設
定重要，可讓下方組織、基層知道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會達標，並感受其價值和

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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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與目標 

1.1 計畫背景 
經濟發展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促使人類的日常生活有豐富及便利的物質享受；資訊及通訊

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的普及，使身處不同地區之人

類的聯繫更為容易以及緊密；飛機等交通工具的發展，促使同一天在不同國家舉行多次會議

的需求被實現；在城市中，電力、水源、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供應，造就多元與便利的生活。

另一方面，長期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導致環境的破壞，各種環境危機浮現。 

以 1960 年已開發國家在非洲及南美大量收購農地種植咖啡和甘蔗為例，雖然此一收購讓

當地民眾得以有金錢購買糧食，但由於土地發展過度且缺乏規劃，令咖啡和糖的期貨在短時

間內貶值，造成南美各國經濟頓時崩潰。同時由於水土流失、濫用農藥及過度消費行為持續

擴大，令土地貧瘠，甚至沙漠化，引致饑荒。 

為糾正過去的錯誤並避免其他國家重蹈覆轍，「永續發展」的概念於 1980 年代被提出，

而 1987 年 由 聯合國世界環 境 與 發 展委員 會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 WCED）提出的「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

要之發展」則是目前世界對「永續發展」的公認概念。 

此後，陸續有 1992 年的「21 世紀議程」、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MDGs）等全球推動永續發展之重要歷程。 

另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於 2011 年

「邁向綠色經濟：通往永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各種途徑（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邁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和消除貧窮的

路徑》中，定義了一個名為「綠色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為「在環境資源限制條件下，

可提高人類福祉和當代及世代公平，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稀缺的經濟」為定義並指

出「尊重環境資源限制條件」、「持續改進人類福祉、生活素質，達到幸福快樂的社會」、「注

重國際和國內當代與各世代間之公平、正義與外部性」、「重視包容性、消除貧窮及重建中產

階級」四項為其核心概念。 

西元 2015 年，聯合國基於世界各國合意的 2030永續發展議程，承諾消除貧窮、賦予所

有人平等權利，並為建立一個不破壞全球環境且有更好生活的世界而努力。而西元 2016 年至

西元 2030 年的 15 年間，各國致力實現永續願景的具體目標即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SDGs透過 17項核心目標及 169項具體目標涵蓋了經濟、

社會、環境三個面向，說明了經濟活動、社會需求及環境三者間是連動關係，當環境資源耗

竭，經濟活動將不再頻繁，社會需求將無法實現。 

在強調永續發展的今天，與國民最為息息相關的則是「綠色生活」。因為我們所在的世界

以及每一天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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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UNEP提出對於永續生活方式(sustainable lifestyles)的相關資訊顯示，到 2050 年，世

界人口可能達到 100 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食物、穿著、居住、旅行和相關需求

也將隨之增加，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基本需求。而永續生活方式則是克服挑戰的關鍵。永

續生活方式意味著從瞭解自身的生活方式如何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影響，促使每個人都能

過上好生活的途徑。 

臺灣在西元 1994 年設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其後改為「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並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以下簡稱環保署）兼辦永續會秘

書處幕僚作業，協助永續發展目標的規劃、籌備、協調與實施。自西元 2002 年以來，永續會

均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是西元 2002 年當年全球僅有 11個國家設立總統或總理層級的永續

發展委員會或組織之一，充分顯示臺灣對於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視。此後永續會於西元 2016 年

起參照 SDGs 以及考量臺灣的在地條件進行研擬，並於西元 2018 年完成在地化 SDGs–「臺

灣永續發展目標」。 

熟知永續發展議題動向並肩負臺灣之環境保護要角的環保署，以「清淨空氣」、「改善水

質」、「友善環境」、「永續世代」、「精進生活」及「循環經濟」為施政主軸，藉由循環再利用

及廚餘生質能源的整合連結，以達成永續及零廢棄之目標；精進強化及落實執行各項空氣污

染管制措施，以加速改善空氣品質；執行禁用塑膠微粒與限塑、減塑的政策，並透過淨灘、

環境教育活動加強宣傳海洋保護的作為；推動土壤污染整治與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業務，守護

土地與食品安全。更希望透過提倡「綠生活運動」，改變民眾的觀念，自然而然有環保行為。 

面對氣候及環境的變遷，環保署超前部署 2020 年後的下一個 10 年，以避免環境的反撲，

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邀請國人一起從「綠色旅遊」、「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

色居家」、「綠色能源」及「綠色辦公」等六大面向落實綠色生活運動，在各生活層面身體力

行，據此特辦理「全民綠色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邀集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透過共同

討論，激盪問題的集體創新意見，具體實現彙集眾人的力量，更進一步找出全民綠生活推廣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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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目標及內容 
分別於北部、南部各辦理 1 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並於辦理前蒐集綠色生

活相關討論議題、桌長（由教授擔任）、副桌長（由署內官員擔任）、桌員名單，並協助彙整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作為未來施政相關參考，計畫執行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  活動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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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討論內容規劃 

本計畫為協助環保署完成產、官、學、民間團體蒐集「全民綠生活推廣政策」相關意見彙整，

作為未來綠生活推廣相關政策施政參考，將於 2個不同地區各辦理 1 場次「全民綠生活推廣

公民咖啡館」，每場次至少 10 桌、80位桌員、每桌需包含 1位桌長、1位副桌長及 1位記錄，

並於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前，邀集桌長召開 1 場次主持人與桌長及副桌長共

識工作小組會議，相關執行方式，分述如下。 

一、 全民綠生活討論議題規劃 

近年環保署與各部會不斷推出各項綠色生活相關政策，綠色生活是以食、衣、住、行、

育樂、購六大面向為基礎，將民眾之日常生活與節能減碳結合，在推廣環境保護的同時，促

使民眾將減碳、減少廢棄物等環保概念，落實在一般日常生活當中，嘗試將節能減碳與氣候

變遷調適等作為轉化為全民生活運動。如下圖 1所示。 

 
圖 2  綠色生活政策六大面向(草案) 

 

為利於「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辦理過程能充分針對綠生活內含進行討論，將綠

色生活各大面向彙整於：綠色旅遊、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色能源、綠色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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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大議題，並加入 3個執行面向議題，包括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跨部門合作、公私協力

推廣創意發想，彙整如下表 1所示。相關議題規劃，將辦理 1 場次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

作小組會議，並與環保署確認後執行。 

表 1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議題討論規劃表(草案) 

組別 議題 探討內容(子議題) 

1 綠色旅遊 

l 公廁：公廁評鑑分級管理 
l 生態旅遊：完成擬定生態旅遊主題行程 
l 環境教育：推廣環境教育設施 
l 環保旅店：選住環保旅店 

2 綠色飲食 

l 食安風險：加強化學物質源頭管理 
l 食材來源：減少生產供應鏈糧食損失 
l 餐具：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 
l 餐點份量：惜食環境教育、適量點餐 
l 廚餘：廚餘能資源化，開創綠能經濟 
l 綠色餐廳：綠色餐廳認證 

3 綠色消費 
l 減塑：推廣自備購物袋 
l 綠色商店：綠色商店認證 
l 環保集點：推廣環保集點 

4 綠色居家 
l 空氣品質：室內外空氣品質設置空氣綠牆 
l 社區營造：低碳永續家園 
l 綠建築：綠建築標章 

5 綠色能源 

l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l 車用汽柴油販賣進口許可及管理辦法、選

購節能低污染車輛 
l 環保集點納入公共運輸項目、推動公路公

共運輸 

6 綠色辦公 
l 使用環保標章產品 
l 辦公過程減少能資源耗用 
l 辦公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7,8 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公部門行銷推廣策略相關討論 
9 跨部門合作 跨部會合作推廣事項研討 
10 公私協力 公司部門合作推廣綠色生活創意發想 

備註：將於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小組會議進行討論，配合環保

署需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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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主視覺設計 

1. 色彩應用發想理念： 

色彩的應用上，依主要訴求為綠色生活，綠色感覺是清新的、溫和的、而生活的

感覺是多樣的、多彩的，也因此，在色彩的應用上，便參考原先服務建議書上所提到

的色彩來做為主要應用色系。如下圖 3所示。 

 

圖 3  活動主視覺色彩應用發想理念 

 

2. logo 設計發想理念： 

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是源自於人類本身基本需求所產生，而當我們提

出了一個新的構想（綠生活推廣）時，是一個驚嘆號、是一個問號、是一個可能，是

一個思考，這是一種情感的產生，而生活，與我們的居住環境與城市密不可分，因此

人、情感、環境，這一切都有所依據著、連結著。在以此概念為構想的元素去解構、

簡化、再重新架構，一個雛型的輪廓便應蘊而生，其形象是三個元素結構後的意象形

象。如下圖 4所示。後續將配合環保署需求進行修改及應用。 

 
圖 4   活動主視覺 logo 設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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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規劃 

 

本計畫團隊將於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前召開 1 場次主持人、桌長及副桌

長工作小組會議，確認公民咖啡館操作方式及討論議題，工作小組會議規劃如下表 2 所示。

有關桌長名單，初步蒐集符合六大面向之學界、民間團體相關學者專家，桌長名單將提送環

保署，依據勾選及排序進行桌長意願調查。有關「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桌長名單(草
案)如表 3所示。 

表 2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主持人、桌長及副桌長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負責單位/人 

10分鐘 主持人開場、介紹桌長、副桌長 咖啡館主持人：李君如教

授（簡介詳附錄） 

20分鐘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進行

方式、內容說明 環資會 

60分鐘 

全民綠生活推廣各面向議題討論： 
1. 綠色飲食 
2. 綠色旅遊 
3. 綠色消費 
4. 綠色居家 
5. 綠色能源 
6. 綠色辦公 
7. 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8. 跨部會合作 
9. 公私協力 
10. 綠生活推動新主題 

主持人、各桌長及副桌長 

10分鐘 中場休息 環資會 
30分鐘 調整綠生活推廣各面向議題成果 環資會、各桌長及副桌長 

備註：議程內容將依據環保署需求及實際執行內容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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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邀請桌長名單 

臺北場 

負責主題 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綠色飲食 林邦文 副教授 醒吾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綠色旅遊 張馨文 教授/院長 中華大學旅遊及休閒學系 

綠色消費 郭財吉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綠色居家 王鴻濬 教授/院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綠色能源 邱祈榮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綠色辦公 李元陞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綠色行銷 白子易 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跨部會 林素華 副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公私協力 吳碧霜 執行長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綠生活新主題 陳起鳳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土地資源學系 

高雄場 

負責主題 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綠色飲食 高翠霞 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綠色旅遊 許毅璿 兼任教授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綠色消費 陳家榮 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綠色居家 王鴻濬 教授/院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綠色能源 邱祈榮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綠色辦公 萬騰州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綠色行銷 蔡美瑛 副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跨部會 米孝萱 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公私協力 陳婉娥 主任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南部辦公室 

綠生活新主題 賴俊吉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能源科技研究中心 

備註：桌長預計邀請名單將配合環保署需求進行調整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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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介紹及報名規劃 

有關「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參與桌員，將透過發文邀請與六大面向綠生活主體

相關之各產、官、學、民間團體參加(如表 4 所示)，並透過網路報名的方式彙整與會桌員基

本資料及類別，以利活動辦理。初步規劃活動簡章(草案)，如表 5所示。 

表 4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桌員邀請類別規劃（草案） 

編號 類別 說明 
1 產 電動車業者、惜食餐廳、環保旅館、環保商店…等。 
2 官 經濟部、觀光局、地方環保局、交通部、農委會…等。 
3 學 符合綠生活六大面向相關科系的教授。 
4 民間團體 荒野保護協會、主婦聯盟、社區發展協會、低碳社區…等。 

 

 

表 5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活動簡章樣式規劃（草案） 

一、 活動內容 

(一) 活動目的：面對氣候及環境的變遷，環保署超前部署 2020 年後的下一個

10 年，以避免環境的反撲，積極推廣「全民綠生活」行動，邀請國人一

起從「綠色旅遊」、「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家」、「綠色能源」

及「綠色辦公」等六大面向落實綠色生活運動，在各生活層面身體力行，

據此特辦理「全民綠色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邀集產、官、學界及民間

團體，透過共同討論，激盪問題的集體創新意見，具體實現彙集眾人的

力量，更進一步找出全民綠生活推廣策略。 

(二)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 活動日期：將於不同區域辦理，共計 2 場次(分別 10 月份、11 月份舉辦)(草
案) 

(四) 活動地點： 

1.109 年 11 月 23(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地點：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2.109 年 11 月 30(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地點： 

臺北青少年活動中心(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號) 

(五) 參與對象：對本次主題有興趣之公民，與綠生活相關之各產、官、學界

及民間團體代表，或行銷媒體相關學者專家，每場次名額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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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報名 

(一) 報名期間：10 月中旬前 

(二)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網址待補充) 

 

(三) 報名規則： 

1. 請依網頁欄位說明填寫完整基本資料並確認送出，始完成報名作業。 

2. 本次活動將就 9項討論議題，分 10 桌進行 2回合的討論，第 1回合討論，

會依參與者報名先後次序，並搭配興趣議題意願序進行桌次分配，故請確

實依興趣議題之順位進行勾選。  

3. 基於場地空間限制，本次活動名額有限，將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三、 討論主題(議題資料將提供下載) 

(一) 綠色旅遊、 

(二) 綠色飲食、 

(三) 綠色消費、 

(四) 綠色居家、 

(五) 綠色能源、 

(六) 綠色辦公 

(七) 綠生活行銷推廣策略 

(九) 跨部門合作 

(十) 公私協力 

四、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m9N5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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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咖啡館議程及場地規劃 

本計畫團隊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將由匯談主持人進行活動開場及場控，

進行 10個議題、2輪的公民咖啡館討論，每場次討為達到無紙化會議，減少資源浪費，每位

桌員將發 1台平板作為討論及會議相關資料閱讀工具，議程規劃如下表 6所示，時間共計為

3 小時。與會者將贈送環保餐盒(如圖 2.10所示)。場地布置規劃如圖 3所示。 

表 6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議程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報到 報到時間 

13:30—13:50 說明咖啡館操作方式及規則 主持人說明/致詞 

13:50—14:00 大合照 全體參與人員合照 

14:00—14:45 第 1回合分桌討論 每桌包括 1 名桌長、1 名副桌長(公部門
代表)、1 名紀錄、8位桌員，共 11 人。 
一回合討論 45分鐘(包括自我介紹、桌

長說明討論議題內容，每位桌員進行發

言，最後由桌長總結)。 
每桌的桌長、副桌長、紀錄不跑桌，8

位桌員進行跑桌。 

14:45—14:55 換桌、休息 

14:55—15:40 第 2回合分桌討論 

15:40—16:10 休息、桌長及主持人彙整 

主持人及桌長匯談 16:10—17:10 各桌主持人分享 

17:10—17:30 主持人結語 

— 活動結束 — 

備註：將配合環保署實際執行需求進行提案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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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將配合環保署區域、場地需求進行調整。 
圖 5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場地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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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團隊為完成北部、南部各 1 場次辦理「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初步規劃場

地如下表 7所示。後續將與環保署確認後進行場地租借。 

表 7  「全民綠生活推廣公民咖啡館」場地規劃（草案） 

地區 地點 照片 

南部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北部 臺北青少年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號) 

 
備註：將配合環保署區域、場地需求進行調整。 
 
 

 
圖 6  環保餐盒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