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2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3 期 院會紀錄 

三、因此，本席鑑於蘭嶼鄉原住民地區長期以來，遭政府佔用作為低階核廢料儲存場所，因

裝桶年代久遠，設備已多有損壞，已引起居民不安。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台電公司、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相關單位能儘速合作，儘速提出「蘭嶼核廢料外洩災變時之應變報告」

（必須包括逃生路線、應變措施、後送方式、收容醫院等等具體說明），以平息蘭嶼當地民眾

疑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簡東明  陳學聖  呂玉玲 

連署人：陳超明  徐耀昌  孫大千  蔣乃辛  鄭天財  

丁守中  羅明才  詹凱臣  盧秀燕  廖正井  

馬文君  陳碧涵  孔文吉  呂學樟  林佳龍  

李貴敏  吳育仁  蔡錦隆  楊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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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2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宜臻、林淑芬、蔡其昌、楊曜、王惠美

等 23 人，有鑒於陸續發生風力發電機設置引起地方爭議之事件，其中主要爭議是部分已設置風

力發電機之周邊居民因長期受到風機引起之低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

、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不適感，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

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境與住民安全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

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健康影響評估，以昭公信。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第三十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林淑芬、蔡其昌、楊曜、王惠美等 23 人，有鑒於陸續發生風力發電機設置引起

地方爭議之事件，其中主要爭議是部分已設置風力發電機之周邊居民因長期受到風機引起之低

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不適感，影響生

活品質與身心健康。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

境與住民安全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

健康影響評估，以昭公信。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環保署資料，低頻音（特性：200Hz 以下）對人體會產生壓迫感，對睡眠及心理的影

響卻相當大，甚至可能導致神經衰弱、憂鬱症等，尤其對年紀較大者容易產生影響。 

二、部分已設置風力發電機（如苗栗縣後龍鎮、新北市石門區）之周邊居民曾反映因長期受

到風機引起之低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

不適感，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甚至需要長期醫療。 

三、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境與住民安全

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健康影響評估

，以昭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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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宜臻  林淑芬  蔡其昌  楊 曜  王惠美 

連署人：廖正井  鄭麗君  田秋堇  陳亭妃  何欣純  

黃偉哲  邱志偉  李俊俋  陳節如  陳唐山  

柯建銘  姚文智  吳秉叡  邱文彥  陳其邁  

劉建國  徐欣瑩  黃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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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三十一案，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劉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三十二案，請提案人蕭委員美琴說明提案旨趣。 

蕭委員美琴：（17 時 3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李委員昆澤、葉委員宜津、劉委員櫂豪等 15

人提案，有鑑於日前經濟部表示，據其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台灣加入 TPP 對產業影響報告

顯示，台灣若成功加入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初步估計將使台灣農業損失

700 多億台幣。但目前行政部門面對農業龐大損失該如何因應，相關資訊及配套措施不僅完全不

透明，受害產業如何救濟亦令外界毫無所悉。為提升經濟產業結構體質升級轉型，經濟部應整

合農委會等相關單位，應誠實揭露台灣與各國貿易夥伴談判之層面與問題、積極與相關產業部

門及社會大眾溝通、公開且精確計算產業補貼公式與額度，並進一步提升台灣農產品外銷產值

與競爭力，以因應台灣加入 TPP 後所受之各項產業衝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二案： 

本院委員蕭美琴、李昆澤、葉宜津、劉櫂豪等 15 人，有鑑於日前經濟部於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備詢時表示，據其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台灣加入 TPP 對產業影響報告顯示，台灣若成功

加入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初步估計將使台灣農業損失 700 多億台幣。但目

前行政部門面對農業龐大損失該如何因應，相關資訊及配套措施不僅完全不透明，受害產業如

何救濟亦令外界毫無所悉。為提升經濟產業結構體質升級轉型，經濟部應整合農委會等相關單

位，應誠實揭露台灣與各國貿易夥伴談判之層面與問題、積極與相關產業部門及社會大眾溝通

、公開且精確計算產業補貼公式與額度，並進一步提升台灣農產品外銷產值與競爭力，以因應

台灣加入 TPP 後所受之各項產業衝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ITC，為 WTO 及聯合國聯合成立之機構）資料庫統計，

2012 年 TPP11 個成員國占我國貿易額 23.43%，若以 TPP12 國（含日本）計算，其占我國貿易額

將提升至 40.10%，對我國對外貿易之影響力不言可喻。 

二、此外依經濟部所提送之資料中所言，我國如加入 TPP，可深化與成員國間之經貿關係，等

於同時與數個主要國家簽署 FTA，消除各國對我產品及服務之歧視待遇，企業可享受關稅減免

及擴大出口市場之效益，並避免被邊緣化。另我國亦可藉推動加入 TPP 之機會，全盤規劃加速

國內產業升級、推動我國法規與國際接軌，創造有利市場開放之條件。 

三、惟 TPP 對於台灣產業仍有相當程度之衝擊，其中農業成為台灣受害最深的產業，估計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