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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2年3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139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行政院政府組織改造工程已逾

20 年，尚有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環保署、原

能會「五部一會」仍待整合，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自 2011 年、

2012 年、2016 年、2018 年，四度送入立法院，始終未完成審

查。聯合國 2050 淨零碳排及永續發展共識，面對氣候風險、

環境污染、人為生態災害日益嚴峻，既有組織編制，未能跨

部門橫向整合、水平分工效能不彰，為收統合事權之效，提

升國際競爭力。爰提出「氣候及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

提升氣候及環境資源治理效能，奠定永續發展治理基礎。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吳欣盈 陳琬惠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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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及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聯合國 2050 淨零碳排及永續發展共識，因應全球極端氣候、環境污染、生態危機日益嚴峻，

環境資源議題亟待跨部門整合，解決過往行政組織水平分工效能不彰窠臼，以收統合事權之效。行

政院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自 2011 年起，四度送入立法院，始終未完成審查。 

「氣候及環境資源部」組織改革迫在眉睫，我國為中小型出口經濟體，全面性檢視並推動自

然生態、水土保持及資源利用，永續發展思維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爰台灣民眾黨擬具「氣候及環

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草案第一條） 

二、本部之權限職掌。（草案第二條） 

三、本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草案第三條） 

四、本部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四條） 

五、本部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構）之名稱及業務。（草案第五條） 

六、本部因業務需要派員駐境外辦事。（草案第六條） 

七、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七條） 

八、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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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及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氣候、環境及資源業務

，特設氣候及環境資源部（以下簡稱本部）

。 

氣候及環境資源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氣候、環境與自然資源政策、制度之綜

合規劃、法規研擬、推動及督導；氣候、

環境與自然資源永續發展及國際合作；綠

生活轉型與淨零排放關鍵戰略、環保標章

產品與綠色採購；環境科技發展；公害糾

紛處理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推動執行

及督導。 

二、空氣品質保護管理、空氣污染防制、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噪音及振動管制、環境

中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污染與光害管理之

政策規劃、法規研擬、執行及督導。 

三、水質保護與總量管制、水污染防治、水

體水質低污染衝擊創新技術、事業廢水創

新處理技術與資源化之政策、新興污染物

質管理、飲用水水質及廢污水污染源管理

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執行與督導；流

域及水資源統合管理之協調。 

四、環境影響評估、環境涵容總量管制、污

染防治許可整合管理、非政府組織管理、

環境教育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執行及

督導；永續發展、自然保育與生物多樣性

之協調。 

五、氣候、環境資源資訊及環境品質監測與

預報之政策規劃、整合、推動、執行、督

導及資訊公開全民參與。 

六、所屬機關辦理氣象、氣候變遷、水資源

保育、水土保持、溫泉管理、下水道、森

林、野生動植物及自然資源保育與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資源循環再生與管理、廢棄

物源頭減量及清除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環境整潔綠美化與優質環境營造

、環境管理、環境執法、化學物質登錄及

管理、環境用藥管理、國家化學物質資料

庫、化學事故預防應變之督導、協調、推

一、本部之權限職掌。 

二、2050 淨零碳排及永續發展國際趨勢，強化

本部氣候變遷職能，並強調源頭減量、環

境涵容、總量管制、資訊公開、公民參與

、基礎科研等重要概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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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資訊公開全民參與。 

七、所屬機構辦理氣候、環境、生物多樣性

與森林及自然保育基礎研究、環境政策研

究發展、環境檢測、鑑識、認證機構管理

及人力發展、環境教育、地質礦產及地熱

資源研究調查與經營管理事項、地震測報

之研究發展執行、建立國家氣候、環境及

生態資料庫之督導、協調、推動及資訊公

開全民參與。 

八、其他有關氣候及環境資源保護事項。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本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

職等。 

本部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構）及其業務如下

： 

一、氣候變遷署：規劃與執行全國氣象、溫

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 

二、水土保育署：規劃與執行水資源保育、

水土保持、溫泉管理及下水道事項。 

三、自然保育署：規劃與執行森林及自然生

態保育、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自然資源永

續利用事項。 

四、環境管理及資源循環署：規劃與執行環

境管理與執法、督導地方環境保護工作、

環境管理數位資訊整合、環保技師簽證案

件查核、全國環保設施智能化及互聯網、

海岸髒亂清潔維護、全國環境事故及天災

緊急應變、土壤及地下水底泥污染整治、

永續利用及碳匯水土復育、廢棄物源頭減

量及清除管理、資源回收與循環利用、廢

棄物再生能源策略事項。 

五、化學物質管理署：規劃與執行化學物質

管理、化學事故預防及應變、化學物質登

錄管理、環境用藥管理、綠色化學轉型、

化學物質流布、危害及供應鏈資訊完整揭

露、分享利用與風險評估、國家化學物質

資料庫事項。 

六、國家環境資源研究院：氣象及氣候變遷

研究發展及衝擊影響評估、淨零排放策略

一、本部依職掌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二、聯合國 2023 年 3 月 8 日宣布聯合國世界

氣象組織（WMO）將負責全球溫室氣體

監測，結合天氣預測與氣候分析，成為歷

史上重大一步，為接軌全球趨勢，爰將我

國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併入本部。 

三、水資源治理事權統一： 

(一)我國水資源保育、水土保持及水患治

理的結構性問題，未以流域觀念統合

，治水機關事權分散，各單位橫向協

調不彰，中央與地方縱向聯繫不足，

一般民眾也難以理解。近三十年來，

學界及實務界均有共識，應加以整合

，達成國土保育、防災、氣候變遷調

適等目標。 

(二)目前中上游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山

坡地、野溪及農路等）及林務局（國

有林班地）辦理，還可能牽涉原住民

族委員會所轄原住民保留地、國有財

產局所有土地。下游則由經濟部水利

署（中央管河川）、農委會農田水利

署（農田排水）、內政部營建署（雨

水下水道）分別辦理。地方政府辦理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因地方財政

困難，多分別向水利署及內政部申請

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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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培育發展、溫室氣體查驗認證、地質

礦產及地熱資源探勘調查及研究發展、地

震測報之研究發展及執行、環境資源政策

研究發展及計畫之研擬執行、資源回收及

循環利用研究發展、環境污染治理及技術

方法研究發展、環境檢測、鑑識及認證機

構管理及人力發展、環境保護教育機構與

人員培訓、認證及管理發展、氣候、環境

及生態保育與工程技術之基礎科學研究、

建立國家氣候、環境及生態資料庫。 

 

(三)監察院 2009 年 8 月 5 日糾正，行政

院長期未以流域觀念統合水患治理事

權，各主管機關各行其是，水患治理

資源難有效整合。同一條河川必須分

由不同機關在不同時期編列預算對於

不同區段加以整治，造成某區段雖已

完成整治工作，卻因其他區段未加以

整治而無法達成防災防洪之目的。 

四、山林土地管理及自然保育經營事權統一： 

(一)山林土地機關權責重疊課題，與水土

治理的情況類似。自然生態性的關聯

性，以及野生動物的移動，會跨越不

同主管機關的土地，而國家公園中也

還有林務局的林班地。應由單一機關

，整合相同性質、自然保育業務的機

關，以達成自然保育、棲地維護及生

物多樣性的目標。 

(二)退輔會森保處掌管數個森林遊樂區和

農場，2022 年政院版環境部組織法已

納入農委會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內政

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掌理國家公園

業務，在學理上，及國際上的實務經

營管理，都是保留區概念，而不是建

設開發遊憩的功能。若留在內政部，

是從土地管理的角度，但國家公園的

棲地經營，和許多野生動物保育的業

務，很難分割，現況下有限的研究能

量也因為政府單位管理權責的界線而

分散與重複，應整合進入自然保育單

位。 

五、礦業：幾十年來礦業相對忽視山林水土保

育，造成民意反撲，礦業法修法已有共識

，未來整合水土保育的礦業轉型，在本部

會較為順利，爰併入本部水土保育署。 

六、地質探勘：地調所在經濟部下屬，對於活

動斷層的調查與確認，被學界認為過度牛

步。過去地質探勘主要為採礦，未來應與

環境資源調查及地震測報整合，避免產業

和政府公共建設，在不適當地點開發，產

生巨大風險和損失，爰整合探勘調查及

測報研究量能，連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地震測報中心，併入本部國家環境資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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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 

七、依本條文，下列機關相關業務應進行移撥

或整併： 

(一)氣候變遷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二)水土保育署：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

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經濟部礦物局 

(三)自然保育署：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

組、農委會林務局、特生中心、林試

所、退輔會森保處 

(四)國家環境研究院：經濟部地調所、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第六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

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

則規定辦理。 

本部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

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第七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

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四條規

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

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 

本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