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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環境與社會檢核議題辨認協作圈運作機制 

一、 協作圈成立目的 

(一) 漁電共生環社檢核協作圈旨在結合政府、學研及民間能量，透

過公私協力集思廣益，協助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完善環社

檢核之議題辨認工作。 

(二) 另為使辦理環社檢核議題辨認有具體一致之操作程序、方法及

建議時程，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應以經濟部能源局指定之

操作程序，作為執行依據。 

二、 協作圈委員組成及權利義務 

(一) 協作圈以一縣市成立一協作圈為原則，協作圈委員原則由 7 至

14 人組成，說明如下： 

1. 地方主管機關能源、漁業、生態等業務單位代表，合計 1 至 3

人； 

2. 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特生中心、水試所等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合計 3 至 5 人； 

3. 具在地特性之養殖團體代表 1 至 2 人； 

4. 長期關注能源、環境與社會經濟議題之民間團體代表 1 至 2 人； 

5. 具有生態、環境、社會、都計等專門學識經歷之專家學者 1 至 2

人； 

6. 另協作圈之組成，應考量各領域之聲量衡平，以促進環境生態、

養殖漁業、社會經濟發展之多元對話。 

(二) 政府機關代表不能親自出席者，可指派代理人出席；專家學者、

民間及養殖團體代表，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不能親自出席

者，得提供書面意見。 

(三) 協作圈委員均為無給職，出席費及交通費應按「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覈實支給。 

三、 協作圈任務 

協作圈應就下列環社檢核議題辨認階段之工作項目，提供意見： 

(一) 針對各項議題辨認工作(如：基礎資訊檢視、圖資挑選與套疊、

社會經濟意見蒐集、圖資比對調整、履勘規劃等)，主動提供執

行建議，或於專業團隊諮詢時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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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檢視議題辨認報告初稿內容(如：分區及議題說明、生態與

社經議題綜合評估表、議題辨認地圖等)及書件完整性。 

四、 協作圈運作 

(一) 主持人選定方式及議事說明： 

1. 採雙主持人共同主持會議方式進行，若協作圈委員針對部分意

見有不一致之情事時，雙主持人應盡量協調爭議，必要時得以

書面敘明雙方理由，並作為議題辨認送審報告附件。 

2. 民間主持人於起始會議推舉，過半數出席委員同意後擔任。 

3. 官方主持人原則由地方主管機關代表指派 1 人擔任，如有特殊

原因，經溝通協調後，可改由中央主管機關代表指派人員替任。 

4. 協作圈委員每次發言最多以５分鐘為原則，第 2 次(含)以上發言

者以不超過３分鐘為原則；發言順序以舉手先後排序，但同時

舉手時，以尚未發言或發言最少者為優先順序發言。 

(二) 協作圈起始會議：於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開始執行相關工

作後召開，就其基礎資料蒐集、圖資套疊暫行版、訪談及現勘

規劃等階段成果，以及後續意見徵詢會等規劃提請討論，需有

過半委員出席始召開。 

(三) 協作圈履勘： 

1. 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提交圖資比對調整建議表後，應邀請

協作圈就該表列項目進行履勘核對，逐一確認，若當地有重要

社會經濟議題點位亦可安排現場勘查。 

2. 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原則應於協作圈履勘後 5 個工作日內，

提供履勘紀錄及相關補充資料。 

(四) 協作圈工作會議： 

1. 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於完成議題辨認報告(初稿)並送協作

圈委員檢視後 5 個工作日內，應詢問委員是否需就報告內容召

開會議討論，如多數委員認有開會之必要，則需安排協作圈工

作會議，反之，則以書面方式提供意見即可。協作圈工作會議

需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2. 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執行者原則應於協作圈工作會議召開後 5 個

工作日內，提供會議紀錄及相關補充資料。 

(五) 協作圈履勘及協作圈工作會議，可視委員出席情形、議題複雜

程度等，個別擇期辦理或併於同日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