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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雲林縣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建構生態廊道之土地利用模式及其可行性評估計畫，其中提

到當地現有氣象站與空氣品質監測站僅能提供點源之觀測資料，無法顯示溫度、雨量及空氣品

質在不同空間位置之變化狀況。爰建請國發會應偕同環保署，就我國現有氣象站與空氣品質監

測站之數據收集與應用，研謀改善以提升數據應用分析效能，並於 2 個月內送交報告至本委員

會。 

提案人：蘇治芬  蘇震清 

連署人：高志鵬  邱議瑩  王惠美  黃偉哲  邱志偉 

4、 

依照國發會的人力推估報告，養豬業人力不足肇因於學用落差，新進人員所學之知識無法應

用在實作上，代表農委會針對技術教育訓練之補助成效上仍需加強。爰要求國發會應持續就養

豬業人力培訓議題與農委會持續研商改善方案，於一個月內將改善方案送本委員會。 

提案人：蘇治芬  蘇震清 

連署人：高志鵬  邱議瑩  王惠美  黃偉哲  邱志偉 

5、 

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已針對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央投資公司及欣裕台公司，召開首場聽

證會，俟黨產委員會確定中央投資公司為國民黨附隨組織後，恐移轉中央投資公司資產為國有

。鑑於國發基金與中央投資公司目前有許多共同投資關係，若黨產委員會確定中央投資公司為

國民黨附隨組織後，國發基金未來恐有被牽連凍結之疑慮，國發會應在一個月內，組織專案小

組，全面清查國發基金所直接投資公司、間接投資公司和創投公司的股權結構、董監事名單，

並說明是否與國民黨相關黨營企業有關，並與黨產委員會商議進一步處理股權。 

提案人：徐永明 

連署人：蘇治芬  黃偉哲  蘇震清 

6、 

鑑於東部地區發展有其特殊性、阻礙性，而連接台東與屏東唯一交通要道的南迴公路，近年

由於海岸線退縮、強降雨不斷，面臨前所未有危機，學者專家預言，在天災、人禍夾擊下，根

據近日報導指出，最快五十年南迴臨海路段將消失，為了避免台東成為台灣陸上孤島，建請國

發會督促交通部規劃新南迴公路計畫，同時並建立南迴公路地區具特色風格之道路景觀，使新

南迴公路發展成為安全便捷的特色道路；並要求經濟部水利署加強海岸防護，以利於台東與屏

東公共運輸發展，促進地方觀光及產業發展，提升醫療救援速度、確保防災救護路網的完整性

等。 

提案人：廖國棟  王惠美  孔文吉 

7、 

台灣東海岸位於大陸棚邊緣，具有地理位置之優勢，所以臺東擁有優越深層海水資源。經濟

部為整體性推動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特擬定「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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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98 年 7 月動工興建「經濟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至民國 100 年 12 月完工啟用

。然 101 年 5 月發生取水異常後便無法取水，時至今日仍無法解決，不僅影響業者投資意願，

更打擊臺東縣的產業發展。為促進臺東地區的深層海水產業發展，提高臺東地區民眾整體收入

，爰要求國發會於一個月內主動協助經濟部與農委會，澈底解決臺東深層海水布管取水問題，

促進東部的產業發展。 

提案人：廖國棟  王惠美  孔文吉 

8、 

有鑑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歲出計畫「支應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編列 1,212,200 千元辦理補助

花東地區觀光及文化建設、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及環境之改善……等計畫與措施。由於僅編列

科目，並無執行項目與金額，實過於簡略，完全無法顯示執行方向與預期成效，請國家發展委

員會於兩週內提出完整計畫與預算執行細項，並向本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孔文吉 

提案人：王惠美  張麗善 

9、 

有關內政部─殯葬設施示範計畫第三期、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此兩個計畫對於原鄉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影響甚鉅。然而，目前殯葬設施示範計畫第三期將於

（105）年終止、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地方配合款提高，未考量地方預算不足。故建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兩週內主動邀集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檢討賡續編列或增加預算方式，

以促進原鄉地區之發展與建設並扶植原住民經濟產業發展。 

提案人：孔文吉 

連署人：王惠美  張麗善 

10、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日前在工商早餐會指出，創新與分配有矛盾，創新其實是分配問題的罪

魁禍首，新政府以創新、就業、分配為三大主軸，但創新和分配有矛盾；要是沒有成長，就業

問題非常難解決，引發各界的討論。 

國發會主委陳添枝回應此議題表示： 

1.我們需要創新來驅動成長，創新、就業、分配，談的就是成長跟分配，也是經濟發展最原

始的兩個議題。 

2.目前台灣需要有創新性與就業成長，物聯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台灣產業的核心還是在

資通訊，像是台積電公司市值已經快要超過英特爾，也是台灣賴以競爭的基盤，但是需要產業

與更多的應用跟生活相結合，才有辦法帶動創新，物聯網就是答案。 

但馬雲日前表示，「電子商務」一詞很快就會被淘汰，未來「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新

技術、新能源」五大創新將會深刻影響世界。整體來看，新零售、新製造、新技術及新能源都

是將「網路數據」運用在傳統的零售及製造產業中加以創新，以適應網路時代。未來商業的變

革，愈來愈仰賴新技術的創新；在人工智慧、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IOT（物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