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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年環境教育綠客松環境議題說明 

項次 主題 方向 說明 

1 食在有綠 

惜食教育 

根據聯合國報告指出，有 1/3的食物，還沒

進入人們的胃，就在生產、收割、運送、消

費的過程中被浪費了，且逾 50%的食物浪

費是集中在餐廳及消費者端。而大量的食

物廢棄物，產生廚餘、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

問題，造成地球環境的負擔， 

環保署推廣十大惜食行動「主動說、可以

選、可打包、吃格外、吃全食、愛地球、吃

在地、惜食材、愛分享、愛推廣」。期達到

珍惜食物資源、減少廢棄物、節能減碳並提

升健康飲食之態度，號召餐飲相關業者及

民眾響應惜食行動，一同為臺灣建構惜食

的環境，為下一代留下永續的未來。 

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指的是降低食材的「碳排放」。低

碳飲食的做法可以是「吃在地」多選擇在地

食材，減少食材運送產生的碳排放；「吃當

季」，依序自然生產的當季食材可減少肥料

及農藥的使用；「吃多少點多少」珍惜食物，

減少剩食。一同落實低碳飲食，減少浪費，

降低碳排放。 

食品安全 

近年氣候變異情形嚴重，許多作物在原先

的生長季裡生長的不盡理想，但是糧食又

極其重要，許多單位因而投入基因改造食

品的研發，好讓糧食能不受氣候、季節、病

蟲害等影響，但經過基因改造的糧食，是否

會造成基因外流或與非基改糧食雜交的情

況？從基因改造糧食的角度，鼓勵民眾認

識食材與農夫並珍惜食物，也從自身做起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行為，共同減緩氣候變

遷。 

2 風雲變色 
氣候變遷的 

衝擊與調適 

經濟發展快速，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全球

暖化葉日趨嚴重。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的

全球氣候異常，北極冰融化導致北極熊棲

地遭受破壞，海平面上升，低窪的城市漸漸

消失。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造成人類生

活習慣及自然環境的衝擊，我們應該如何

面對衝擊，並分析及提出因應的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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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題 方向 說明 

及策略，如何達到經濟和環境的永續，應是

全人類優先正視的議題之一。 

減緩氣候變遷

策略 

為減緩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氣候，從個人

生活習慣到國家經濟發展再到國際間的環

境公約，透過政策規範或綠色能源的開發

減少甚至防止碳排放。 

3 防範未染 

公害預防策略

與管理 

為預防及整治因人為因素導致生存環境破

壞或國民健康損害，所採取之行為或措施，

涵蓋科學事實、公害整治、公害預防及政策 

法規。公害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污染、土

壤污染、海洋污染、噪音、振 動、異味污

染物、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光害、地盤

下陷及非游離輻射公害。 

透過擬定相關政策及環境教育推廣，以期

降低公害發生機會，讓環境及資源永續發

展 

公害整治方法 

過去，人們對於公害污染的嚴重性並不瞭

解，經過臺灣與國際間發生的案例如著名

的 RCA污染事件、二仁溪綠牡蠣事件或日

本水俁病等，影響到人類健康的大事件後，

逐漸重視公害污染防治及整治。已形成的

公害只能透過政策法規懲治相關單位，並

以科學方法降低及改善污染狀況，因此除

了公害預防外，研究公害整治方式也非常

重要。 

4 周而復綠 

資源永續利用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類一直都是採用線性

且無法循環利用資源的方式，從事生產及

消費活動：開採原物料、加工製造成商品、

購買商品、使用商品然後直接丟棄，因此有

限資源不斷被消耗。 

為了防止資源耗竭，相較於線性模式，循環

經濟透過廢棄物再利用創造新的原料或素

材，開發再生能源等方式讓資源循環重複

利用。 

減少廢棄物 

減少廢棄物在循環經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生產者可以從能源、原料階段減少廢棄

物產生，更可從產品設計與開發階段產品

思考永續使用的方法。消費者可以改變消

費習慣，減少使用一次性產品，自備環保購

物袋及容器消費減少浪費，達到廢棄物減



 

3 

 

項次 主題 方向 說明 

量。 

企業永續經營 

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不僅讓企業獲利，更

能妥善運用能源減少消耗，達到企業永續

經營目標。如共享經濟透過產品共享讓使

用頻率較少的人能透過短租增加生活便利

性，讓企業獲利更減少浪費；透過產品修復

及翻新的經營模式，讓將要淘汰的產品延

續生命週期或翻新後進入新的產品循環，

以達到產品永續使用；使用再生原料取代

原生物料，讓資源再至減少浪費，發揮最大

產值。 

5 續世代發 

社區永續經營 

為促進社區及社會之環境永續發展，增進

居民福利，需透過社區居民凝聚社區共識

並發展長才。彼此互助下了解社區特色及

擁有的資源，共同關心社區環境議題、環境

正義，改造社區環境規劃未來發展，透過居

民的參與下，提高生活品質，達到永續社區

的目標。 

環境教育推廣 

環境教育可分為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

非正式教育三大類。正規教育指得是學齡

前至大學，具有層級架構及系統的教育體

制。非正規教育指的是正規教育以外，可以

執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的相關組織，如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而非正式教育則為透過

眾媒體、多媒體、大眾溝通等方式。 

在這個多元學習方式的年代，如何透過多

元方式推廣，讓環境教育融入生活，成為人

們的日常，達到環境永續的目標，是值得大

家多方探討的議題之一。 

全民綠生活 

綠生活是一種友善環境的生活方式。推廣

全民綠生活又分為五大面向「綠色飲食」

「綠色居家」「綠色消費」「綠色旅遊」「綠

色辦公」，透過五大面向的宣導推廣，鼓勵

全民支持本土產業和推廣環境友善產品及

場所，讓全民落實生活環保，達到環境與經

濟永續發展的生活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