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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基礎建設出來，我不相信還會有什麼產業不願意來，產業布局就會方便很多啊！大林蒲

遷村的事情，是你們國發會的職責耶！ 

陳主任委員添枝：跟委員報告，那天張政委有協調過了，請經濟部先把工作計畫提出來，將來我們

會有一個推動小組來推動…… 

管委員碧玲：什麼時候要成立推動小組？ 

陳主任委員添枝：現在經濟部在提案中，所以我們會來督促…… 

管委員碧玲：我等一下提一個案，你們多久之內會成立推動小組，一個月夠不夠？ 

陳主任委員添枝：我不曉得經濟部…… 

管委員碧玲：一個月內…… 

陳主任委員添枝：那一天已經請它們儘快提…… 

管委員碧玲：成立大林蒲遷村推動小組？ 

陳主任委員添枝：我現在不曉得一個月…… 

管委員碧玲：我們就做一個決議，一個月內成立大林蒲遷村推動小組。 

陳主任委員添枝：委員提案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是有關經濟部的時程，因為我不太能夠幫他回

答…… 

管委員碧玲：怎麼樣？ 

陳主任委員添枝：他們叫做新材料產業跟循環經濟產業推動小組，我想是涵蓋了…… 

管委員碧玲：裡面有大林蒲遷村計畫？ 

陳主任委員添枝：我想是涵蓋遷村計畫在內。 

管委員碧玲：就是產業佈局涵蓋大林蒲遷村計畫？ 

陳主任委員添枝：對，涵蓋大林蒲。 

管委員碧玲：好，謝謝。 

主席：謝謝管碧玲委員，也謝謝張麗善委員的體諒。現在先進行臨時提案的處理。請宣讀。 

1、 

有鑑於台大在雲林設分校，時隔 18 年於 105 年 4 月 21 日與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簽

署策略聯盟備忘錄，擬進行農業資材、農業廢棄物轉化生質能、農畜產品副產品技術、基因改

造作物、飼料添加物、動物用疫苗、生物性農藥與肥料應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及醫療器材產

業、健康照護及高齡化之研究、環境資源之研究、乾淨及綠色能源之研究、醫療及生醫科技之

交流合作。建請台大以深化在地產業、在地人才培育，促進產學研合作研發機制與深化在地連

結，爰提案要求台灣大學一個月內提出具體合作做法與落實期程相關報告，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黃偉哲  林岱樺  王惠美 

2、 

台東大學為發展在地生物科技產業，整合在地產業與研究單位，厚植台東深層海水的研究發

展，有意成立「深層海水產業研發中心」，但礙於相關預算問題，使得該中心遲遲無法成立，



 

 487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8 期 委員會紀錄

危及台東深層海水產業的發展，國發會應協助台東大學取得花東基金或其他資源，培育台東在

地的深層海水產業人才，爰要求國發會協助台東大學向花東基金申請相關資源，促進臺東縣深

層海水產業的發展。 

提案人：廖國棟  林岱樺  蘇治芬  黃偉哲  王惠美 

3、 

國家發展委員會負有擘劃國家長遠發展規劃之責，為推動循環經濟，國發會應於兩個月（

8.30(二)前）召集內政部、經濟部及環保署等相關部會就國家發展、國土規劃、產業升級及轉型

、環境永續等面向切入，研議規劃國家級循環經濟計畫之可行性報告，並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報告。 

提案人：陳明文  蘇治芬  林岱樺  王惠美 

4、 

為充分促進台灣循環經濟之發展，請國發會召集經濟部、科技部相關部會就其所屬之各工業

區、科學園區內廠商所產生之廢棄物(氣體、液態、固態)與下腳料處理、回收再利用情形及未

回收再利用之情況於兩週內（7.14(四)前）完成盤整統計情況，並向本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林岱樺  蘇治芬  黃偉哲  王惠美 

5、 

臺東縣擁有廣大的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後可以被廣泛的利用於發電、水產養殖、保健食品、

飲料、化妝品、抗癌藥品等生技產品，有藍金產業之稱，台東縣民眾都把希望寄託在深層海水

上，但時至今日只聞樓梯響，反觀花蓮深層海水產業已有相當的成果。 

又臺灣有 16 族的原住民族，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語言，依據學者研究，臺灣為南島民族的發

源地，顯見臺灣原住民文化是世界的文化資產。2003 年時年行政院長年年 ，於本年年年年時

，也同意在台東縣興建「南島文化園區」，然迄今該計畫胎死腹中。為促進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及產業的發展，實有設立「南島文化園區」之必要。 

綜上所述，為促進臺東區域的產業發展，強化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原住民文創產業，爰要求

國發會、教育部、科技部於三個月內擬具相關書面計畫送本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廖國棟  王惠美  張麗善 

6、 

台灣醫材產業外銷原以歐美、中國地區為主，但隨著全球性的經濟景氣變遷及政策影響，各

國需求也產生結構性變化，進而影響我國醫材產業的出口與營收表現。為降低對單一國家市場

的依存度，目前政府欲積極推動南向政策，開拓東南亞、南亞新興市場。南部科學園區高雄路

竹園區為我國醫材產業重點發展區域，除了透過貿易條件之協商、談判等策略作為，政府更需

要研議完整的政策，如基礎建設的改善、產官學研資源的結合、國際相關法規及產業發展的研

究分析等等，來引導產業的發展。請國發會、經濟部、科技部及教育部等相關單位於兩個月內

提出如何運用南向政策，協助廠商布局東協、印度，為南台灣醫材產業開拓新市場之相關評估

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