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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州立法逐步淘汰含塑膠微粒的個人清潔用品後，加州議會亦通過法案，禁止境內販賣任何內

含超過 1ppm（百萬分之一）塑膠微粒的個人清潔用品。美國已有 8 個州宣布禁用塑膠微粒，加

拿大與澳洲也擬禁用。 

二、柔珠會吸收污染物，且經常被魚類和野生動物誤食。柔珠一旦進入環境，表面便開始附

著殺蟲劑、阻燃劑等有毒物質，經過攝食進入魚的組織。一份近期的研究發現，加州市場販售

的魚中，有四分之一攝食過塑膠柔珠，最後這些有毒物質藉由食物鏈，又回到了人類的身上，

危及食物鏈。 

三、台灣針對塑膠微粒的管制目前還找不到負責主管機關，環保署對於是否納入《廢棄物清

理法》管理仍有疑義。主管化妝品的衛福部雖訂有《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但目前塑膠微粒

仍不在管制的約 300 項成分之列。行政院應儘速確定環保署與衛福部之權責歸屬，並提出是否

規範管制之具體結論。 

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陳宜民  王育敏  黃秀芳  簡東明  林淑芬  

陳曼麗  林麗蟬  蔣乃辛  曾銘宗  許毓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林委員為洲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為洲：（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為洲、簡東明等 13 人臨時提案，針對

非直轄市地區，其鄉鎮市快速發展、人口激增下，受限於地方財政拮据之因素，面對迫切需求

增設新校之問題，往往以「減項發包」等方式進行招標，導致學校設施參差不齊，促使家長將

孩童送往其他學區，造成孩童及家長奔波勞累，嚴重影響受教權益。故本席提案要求教育部擬

定補助針對非直轄縣市興建國中校區專案經費，並由中央補助費用為百分之五十，以解決地方

政府無財源建校之窘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林為洲、簡東明等 13 人，針對非直轄市地區，其鄉鎮市快速發展、人口激增下，受限於

地方財政拮据之因素，面對迫切需求增設新校之問題，往往以「減項發包」等方式進行招標，

導致學校設施參差不齊，促使家長將孩童送往其他學區，造成孩童及家長奔波勞累，嚴重影響

受教權益。故本席提案要求教育部擬定補助針對非直轄縣市興建國中校區專案經費，並由中央

補助費用為百分之五十，以解決地方政府無財源建校之窘況。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某些非直轄市地區發展快速，地方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導致重大建設延宕，影響民眾權

益甚深，尤以教育最為嚴重。以新竹縣為例，目前係為快速發展區域，光以竹北市，出生率達

千分之 14.26，居全國前茅，從 95 年至 105 年人口增加率更高達 51.96%。高出生率的情況下，

對於國中小的需求亦日益趨高，然竹北市的國中小並未能完善提供需求。 

二、縣府為解決人口激增的問題，亦積極建設新校區，然受限於經費問題，其發包竟產生「

減項發包」的現象，例如興隆國小建設案投標六次，五次流標，相對於一般發包案都是提高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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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提高誘因來吸引投標相比，新竹縣卻減除某些設施如美術、音樂教室等，才能讓發包作業

順利完成，等同於犧牲了孩童專業學習環境，實質變相懲罰高出生率的非直轄縣市。 

三、再以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為例，台北市 104 年度就獲得國教署 20 多億元補助；反觀新竹縣

在 104 年度僅獲得 8 億元補助，兩者之間的經費落差甚大，新竹縣可動用之經費更顯得稀少。 

四、有鑑於此，為顧及孩童受教之權益，本席要求教育部應針對非直轄市，且擁有高出生率

、成長率的地區，儘速研議補助針對新建國中小校區的專案經費，並以中央補助百分之五十作

為基礎，以維護孩童之就學權益。 

提案人：林為洲  簡東明 

連署人：林德福  林麗蟬  陳雪生  陳超明  鄭天財  

李彥秀  呂玉玲  許毓仁  孔文吉  曾銘宗  

張麗善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繼續處理復議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一會期第十次會報告事項第 52 案至第 58 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陳亭妃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