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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屆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西元 2016 年研討會主題為「彈性與永續發展」（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本次研討會報告範疇為環境對天然災害復原能力、人為災難

之準備、恢復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影響評估、國際永續發展合作、亞洲地區永續發

展合作及環境資訊基礎設施的永續發展等多元主題，以冀提高對環境的緊急應變

能力及抵禦傷害的彈性能力，並藉由國際間合作，與各國經驗交流，增進環境的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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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

成立於 1980年，為一國際性民間組織，其涉足之領域涵括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生

態及健康風險等各項領域，在國際間之影響評估範疇中，為最具規模者。本次除參與 2016

年研討會議外，並以海辦及說明方式展示我國「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一廠為例」環評審查經驗，與其他國家相互交流，分享我

國核能發電廠除役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重點，並期藉由參與本次會議，瞭解國際間環

境影響評估發展之趨勢，作為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檢討與改進之參考。 

 

貳、行程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5月 10日 臺北至日本（名古屋） 啟程 

5月 11日 日本（名古屋） 報到，海報張貼 

5月 12日 日本（名古屋） 研討會 

5月 13日 日本（名古屋） 研討會 

5月 14日 日本（名古屋） 研討會 

5月 15日 日本（名古屋）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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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於日本名古屋 

名古屋市位於日本中部愛知縣西部，瀕臨伊勢灣，是僅次於東京、大阪和橫濱的第

4 大城市，也是日本的工業重鎮和著名港口城市，且因為它是中部地區的商、工業，交

通的中心地，而且位於東京和京都的中間，所以又被稱作中京。 

名古屋市古名為「那古野」，於 1889 年設市，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城區

大部分被炸毀，戰後重建成為一個面積約 376 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目前約 219 萬人。

全市劃分為 14 個行政區。中區、熱田區及其毗鄰地帶是市中心。而市中心的名古屋城

屬於日本 3 大名城之一；該城建於 1609 年，由歷史知名的德川家康將軍下令建造，並

於 1612 年完工。然而該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毀，戰後當地政府為重拾人民信念，

並因應人民要求，於 1959 年將這代表名古屋精神象徵的古城重新再建造，現為名古屋

重要的觀光景點。當地其他古蹟有熱田神宮、大須觀音寺（即真福寺寶生院）等。 

過去，在幕府時代名古屋誕生了有日本戰國 3 英傑之稱的偉大著名武將－織田信

長、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二次大戰時期，也因為製造彈藥、兵器及飛機而成為工業重

鎮。從近代到現代，從陶瓷器、紡織品等傳統產業到汽車、飛機、機床等支持現代社會

經濟發展的產業都很發達，工業年產值更僅次於東京和大阪。現在，名古屋因位於日本

中央位置，是重要的交通轉運點，往往也成為旅遊的中繼站；作為一個擁有豐厚歷史背

景的國際都市，名古屋當地也相當重視文化資產的保存，因此被視為融合傳統與現代的

國際城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7%9F%A5%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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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地點及內容 

西元 2016 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年會」於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4 日在位於名古屋大學的名古

屋國際會議中心（Nagoya Congress Center）舉行。 

本次會議內容共有 13場主題討論會議（Theme Forums）、100場次以上的分項座談

會（Concurrent Sessions）、360篇以上論文發表（Papers）及 36篇海報展示（Posters）

等，大會議程詳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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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舉辦地點 – 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Nagoya 

Congress Center） 

 

 

 

 

 

 

 

 

 

 

 

 

 

 
圖 2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舉辦地點 – 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Nagoya 

Congress Center）入口處(左)及中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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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加人員 

本次年會參加人員包含日本（地主國）、義大利、英國、丹麥、冰島、瑞典、挪威、

德國、芬蘭、阿根廷、瑞士、荷蘭、西班牙、法國、中國、香港、韓國、泰國、美國、

加拿大、澳洲、墨西哥、巴西、秘魯、印度、南非、巴拿馬、迦納…等國家的人員參加，

共約 770餘位。我國除本署派 2人代表參加外，另有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 2名人

員參加，及國立臺灣大學馬鴻文教授團隊於會中發表論文。 

 

 

圖 3 我國參加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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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IAIA 2016 年會概要 

一、本次會議主題 

本屆研討會會議主題為「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彈性及永續發

展）」，在「彈性及永續發展」的議題中，研討會的引言人說明，「彈性」為 21

世紀全球最重要新興關鍵詞之一，自生態系統領域發展，且普及運用於環境影響評

估、社會和健康影響評估、國際發展、氣候變遷、天然災害及人為災難應變等各項

領域。另根據西元 2011 年日本東北地方大地震及核電廠事故的經驗顯示，增加抵

禦傷害之彈性能力，是日本社會目前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僅在日本，對世界各

地而言亦如是，提高對環境的緊急應變能力，為經營永續發展所面臨之常見問題。 

 

圖 4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開幕式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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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Theme Forums） 

本次會議主題論壇共有 13 場，本次會議主題進行討論議題包括天然災害及復

原能力(Natural disasters and resilience)、人為災難之準備、應急應變及復原

(Man-made disasters: preparedness,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habilitation)、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影響評估(Biodiversity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人口變化和永續發展評估(Population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國際永續發展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亞洲地 區的永 續發展合作

(Collabor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in Asian region)、環境資訊基礎設施的永

續 發 展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交通運輸、土地利用與永續發展(Transportation, land use and 

sustainability)等議題之探討，並依各議題之相關性，透過論壇方式，分不同會

場討論，藉以瞭解分享各個國家在影響評估領域之意見及經驗。 

 

圖 5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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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發表內容 

本次年會本署代表以海報展示及說明方式，分享我國「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一廠為例(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Nuclear Power Plant Decommissioning : Using Chin 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as Example)」之經驗，依主辦單位安排，

海報展示及說明於開幕當天下午舉行，全部與會者均參與展示，參與人員多對我國

海報分享內容表示興趣。 

 

 

圖 6 海報發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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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國與繪者詳讀我國發表海報情形（一） 

 

 

 

 

 

 

 

 

 

 

圖 8 各國與繪者詳讀我國發表海報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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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項座談會（Concurrent Sessions） 

本次會議論文發表相當踴躍，總計有 360 篇以上的論文發表，100 場以上的分項

座談會，大會安排同時間不同場次的分項座談會進行分組探討，主要議題除包含「亞

洲日」發展夥伴論壇(Asia Day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um)、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

態影響評估(Biodiversity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亞洲

地區的永續發展合作(Collabor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in Asian region)、面對

新問題的彈性及永續發展(Emerging issues on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環境資訊基礎設施的永續發展(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國際永續發展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人為災難之準備、應急應變及復原(Man-made disasters: 

preparedness,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habilitation)、天然災害及復原能力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silience)、人口變化和永續發展評估(Population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交通運輸、土地利用與永續發展(Transportation, 

land use and sustainability)、企業管理和風險管理(Corporate stewardship and 

risk management)、企業永續發展(Corporate sustainability)、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災害和衝突(Disasters and conflicts)、能源(Energy)、健康(Health)、

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m)、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及戰略環境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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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議參與情形摘述 

本次主辦單位因應於日本舉辦此次研討會，除邀請許多亞洲國家專家學者發表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研究外，另特別安排 5 月 12 日舉辦「亞洲日」座談會活動，該

分項座談會係安排讓亞洲各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緬甸、

印尼等）出席與會人士齊聚一堂，針對亞洲各國環境影響評估、國家及相關團體間

相互支援之辦理方式、政策環境影響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及文化影響評估(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 CIA)之運作情形、建設容量

及國家體制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作經驗分享。 

有鑑於國內近年來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制度中，公眾參與之議題、環境影響

評估辦理審查單位及開發單位扮演角色議題，陸續引起各界討論與關注。故本次會

議除參與本次會議主題之論壇外，亦參與多場次涉及公眾參與及開發單位自行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與當地民眾溝通經驗分享之座談會議，以下就日本政府及其他國家環

境影響評估之公眾參與、資訊公開及開發單位與各方溝通之經驗案例等相關內容摘

述如下，其餘內容，請詳見附錄。 

 

圖 9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情形-臺灣大學馬鴻文教授團隊論文發表 



12 

（一）分項座談會參與情形 

分項座談會之論文發表中有日本學者發表「日本面臨社會影響評估之挑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hallenges faced by Japan)，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

推動公眾參與，然使用分析和管理計劃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目前在全球被稱為社

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並說明數個日本實際案例，自西

元 1970 年以來，日本已有相關社會基礎設施（包括公路和機場）之建立、維護和

改進，是透過民眾有效性的參與討論，進而採納其必要性的建議；此外說明北海道

二風谷(Nibutani)大壩施工對當地社區的影響，亦進行了包括環境、農業和文化等

項目的影響評估。日本法規規範社會影響評估相關事宜，始於西元 1992 年的「城

市規劃法」修正案，規範由當地市政府負責實施提供城市規劃強制性公眾參與措

施。另在西元 2003 年及西元 2008年，分別為國土交通省公布「國土交通省負責之

公共項目規劃階段公眾參與的程序之指導方針」和「起草規劃階段過程公共項目之

指導方針」，特別是西元 2008 年的指導方針中提出了廣泛的評估分析方法，不僅

包括自然科學，還包括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等範圍。 

發表者亦說明是社會影響評估應依據「官方意見」，或需藉由廣大市民的意見

推動參與式方法，或由公共管理部門所主導，一直是非常爭議的部分。目前在社會

影響評估的共識是，有效的公共參與方式是一個好影響評估的條件之一。涉及影響

的社區分析可能會納入各種潛在的重要的社會影響，例如：社會關注、利益、信念、

價值觀、期望、對利益相關者的緩解策略及當地現況等，其中大部分是無經專家分

析過程。一些科學家堅信，定量方法更科學，比定性的方法更嚴謹。但是，定性方

法不應該使用在社會影響評估，而是應需要充分體驗社會影響程度。 

此外，在分項座談會中另有香港學者發表「在數位時代中意外抵抗之香港新社

會 政 策 面 貌 」 (“Unexpected” Resistance Under Hong Kong’s New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Digital Age)，主要為提醒政府、政府顧問

及城市規劃單位對香港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環境，在數位時代的時代下，民眾參與

是反應社會、經濟及政治之最直接方式，並且透過推特(Twitter)及 Facebook等網

絡社交平台，社會運動已獲得更快的傳播，「新的」全球性社會運動正在積極挑戰

現況的新自由主義，且係直接透過民間基層發起的行動，並透過橫向參與民主實踐

這個充滿活力的「開放式社會過程」開始，目標是促進建立新自由世界之社區認同。 

社交網絡如 Facebook、Google+，以及微博、推特(Twitter)等，在同一時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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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眾參與的同步討論和論壇討論兩種功能，為了跟上 Web2.0 的發展步伐，世界

各地之地方和國家各級政府都熱衷於引進電子政務的理念到他們的制度中。電子政

務是指政府利用技術，特別是基於網絡的互聯網應用，以提高政府信息和服務公

民、業務夥伴、員工、其他機構，以及政府對公民增加傳遞資訊的機會，將更加有

效和符合成本效益；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關係亦將透過更容易參與的民主方式而有改

善。 

然而在香港，經過無數次的政治衝突事件，市民和政府之間的信任度，創下新

低。人民對香港政府信任程度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2016 年 3 月）顯示，有 44.3

％的人表示對政府「很不信任」或「極不信任」，比起 10 年前同項目的調查結果

7.1％顯著提高。為解除兩者之間的緊張局勢，建立「獨立顧問」的模式（類似我

國現有之「專家會議」及「第三方意見」方式），可能會有幫助。因為專業機構和

民間學者能夠在參與各階段的政策規劃過程中，透過資訊及利用先進通信技術之公

眾參與，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前述「獨立」的意思是指專業機構或民間學者，僅

依據本身擁有的專業知識及現有證據提出建言，不受到利益引誘或其他各種形式的

迫害方式而改變最終建議。 

圖 10 2016 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情形-香港學者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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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報展示參與情形 

本次會議海報展示中亦有日本學者發表「永續社區利用三維虛擬實境技術自願

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範例」，說明藉由與經營者合作協助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的案例辦理較小規模環境影響評估，採用三維（3 Dimensions, 

3D）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評估潛在影響，並邀請當地居民進行討

論，進行溝通以確保達成對環境保護的目的。其定義自願性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為不

受政府法規規定之強制性環境影響評估，係由經營者與當地居民在各活動項目之環

境影響規模較小項目所自願發起之環境影響評估，並與當地居民溝通，使得社區規

劃過程提升環保意識及貢獻，且因屬於自願發起之環境影響評估，故無嚴格之規則

及程序作為依循。在論文中列出數個真實案例作為說明，包括礦場、太陽能發電廠

及垃圾焚化爐等開發行為。 

前述由魚苗孵化池改建為太陽能發電廠的開發案例中，提及當地政府最初考量

此開發案恐對當地景觀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不同意開發，惟經開發單位自行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並公開與當地居民討論影響評估項目，將各種利用 3D VR模擬之景觀

變化及陽光反射等結果登載於公開網站。同時舉行各種研討會議，密切與當地居民

進行討論，以求找到解決方法或減輕對策。最終，以評估後提出的新方案獲得政府

同意開發。然而，在另一個開發單位被居民提起訴訟的案例中，開發單位亦經由自

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充分有效地與民眾溝通，向民眾說明交通影響的因應對

策，最終亦得到民眾認同。 

該篇海報中亦提到日本政府於西元 2015 年 4 月開始建立網站，提供開發單位

填寫確定開發行為是否須進行環評的簡易問卷、評估開發影響之免費軟體、參考文

獻及各項環境背景資料等資訊，鼓勵並協助開發單位自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此官

方網站亦對一般民眾開放，這也使得開發單位可即時評估政府機構及民眾所提出之

建議，作為商業規劃參考。同時為了推廣自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的觀念，日本政府

也舉辦各種研討會及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網路協助及雲端服務。 

我國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規也已建立完善資訊公開制度，如建置環境影響評

估開發案論壇及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查詢系統，提供民眾於開發案件環境影響評估進

行前及進行階段，預先瞭解開發行為內容，並充分表達意見及建議，使開發單位可

即時評估民眾意見，或作為商業規劃參考，落實公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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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6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閉幕式-介紹 2017年研討會議 

圖 12 2016 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暨研討會閉幕式-介紹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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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及建議 

一、分享臺灣經驗，強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我國環保形象： 

在環境影響評估領域中，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AIA)年會為國際間最具規模之大

型國際研討會，其每年皆廣邀各國人士進行專題演講、發表論文及經驗分享，每年

皆有近百國、500人以上參與，為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國際交流與學術研討之重要平台。該年會今年參與之人員除歐美人士占大多數

外，因於日本舉辦，故亞洲鄰近國家參與度提升許多，並積極透過各分項座談會分

享成功之環境影響評估經驗，並藉此宣揚各國之環境保護績效。 

我國自 83年公布環境影響評估法至今，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已實行 20餘年，規

範各種開發行為，在規劃階段應同時考量環境因素，無論是環境影響評估承諾及審

查結論之落實、標準化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流程、專業之審查技術規範、多元化之

公眾參與管道、資訊公開及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推動…等皆有相當之成果，上述成

果如能透過專家學者、開發單位、環保團體、其他政府機關代表及本署代表…等，

以專題演講、發表論文或海報展示等方式，多元展現於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AIA)年

會上，相信將可吸引更多國際人士進一步認識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制度及環境保

護上之努力，對於我國政績之宣揚極有助益。因此，建議未來可考量透過補助計畫，

鼓勵專家學者或環保團體積極參與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AIA)年會，或於能源政策、

石化高值化產業、電廠開發及高科技產業園區開發等重大開發案環評審查結束時，

邀請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科技部或國營事業等單位，一同參與該年度之年

會，適度擴大參與程度，並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分享我國在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努力成果。 

二、與世界接軌注重環境災害應變在環境影響評估之課題 

本屆研討會會議主題為「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在「彈性及永

續發展」的議題中，研討會的引言人說明，「彈性」為 21 世紀全球最重要新興關

鍵詞之一，自生態系統領域發展，且普及運用於環境影響評估、社會和健康影響評

估、國際發展、氣候變遷、天然災害及人為災難應變等各個領域。根據西元 2011

年日本東北地方大地震和核電廠事故的經驗顯示，增加抵禦傷害之彈性能力，是日

本社會目前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僅在日本，對世界各地而言，提高緊急應變能

力，為經營永續發展所面臨之常見問題，希望藉由本次研討會中來自世界各地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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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表，一同分享這個主題的訊息及相關經驗，並進行討論及交流。 

今年的會議共約有 770 餘位各國人士參加，總計有 13 場主題討論會議，100

場次以上之分項座談會，360篇以上的文章發表，36篇海報展示，除彈性及永續發

展的影響評估主題外，主題討論議題亦包括天然災害及復原能力、人為災難之準

備、緊急應變及復原、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影響評估、人口變化和永續發展評估、

國際永續發展合作、亞洲地區的永續發展合作、環境資訊基礎設施的永續發展、交

通運輸、土地利用與永續發展等，且有許多與議題相關之案例分享。主辦單位依各

議題之相關性，透過論壇方式，分不同會場討論，與會人員可以選擇當日有興趣之

議題參與，藉此瞭解其他國家在影響評估領域之意見及案例。因與本署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所涉及議題相關，並可得之目前國際間環境影響評估主要發展趨勢，有

助於推動相關業務。 

本屆會議主題為彈性及永續發展，研討會中有學者指出「彈性」意即在社會、

環境面對災害時，透過制定實質的保護對策及調適方案，作為抵抗、適應的一種調

適能力及系統應變方式；然而，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及實際作法上的應變能力，建

議應以政策週期性調整並維持政策的彈性為發展及制定的方向。又指出政策的實踐

是需要藉由過去經驗，由政府各層單位進行仔細的評估和審查。此概念亦符合我國

現針對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著手進行由政府各層以分權分責方式執行的檢討方向。 

此外，在研討會參與過程發現我國在公眾參與的制度上，已領先他國許多，然

而我國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規雖已建立完善的公民參與機制，提供民眾申請報名

旁聽審查會議、提供完善方便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訊查詢系統，充分落實資訊公

開及公眾參與，仍針對公民參與機制不斷改進，以冀有更多管道供各方表達觀點。

今年研討會參與聆聽多篇論文發表及詳閱海報內容後發現，各國針對環境影響評

估，不僅由政府單位提供各種軟、硬體資源及教學，提供公眾參與管道外，更有開

發單位自辦環境影響評估，主動增加與民眾溝通及交流的機會，並藉此提供評估資

訊，供政策執行與否之決策單位作為決策參考。為因應世界潮流，建議未來我國可

參考他國經驗，鼓勵並協助政策執行單位自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參考他國面對

災害及環境變遷的評估經驗，進而考量我國可能面對的環境變遷及災害，納入我國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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