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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 加坡參與之研討會主要提供各國產業界 學術界和

府機構交流並 享可再生能源和環境方面的經 和研究 果，展示

和討論降 氣 變 衝擊所遭遇的實 挑戰與研究 效之解決方案

本署以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to Explore Core Task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為主題投稿獲錄 發表，

會中發表簡報 容獲得與會者認 ，會後與 他國家發表者 泛

交換意見，並 本署以科學 驟提供組織改造決策之 作方式表

讚許，並提供 他科學決策工 ，以供 國未來 組織改造決策

程中之考慮 用建議，茲 本次 果與心得彙整如  

 本次研討會主要提供各國產業界 學術界和 府機構交流並

享可再生能源和環境方面的經 ，包括環境退 氣 變 以

綠色能源等議題，為人類的未來提出更好更優質的環境科學

方法，或是為現在尚無法 效解決的環境問題，提出可能的解

決方案 研討會 來自不 國家的發表者提供環境問題相關發

表，希望透 彼 激盪與交流，嘗試發現更好的環境發展方式

或可供實行之計畫 本次發表 題包括電子產品製造程序之酸

性 水回收銅方式 洪水災害模型建造和氣 模擬 度東海

岸沉積物與底棲生物研究之環境意義 城 固體 棄物的能源

回收潛力 綜合鎳可持續性與環境創 的關鍵 礦和加工方法

耕作方式 稻 土壤養 種植序列之穩定性 相關性研究等13

項 題發表  

二、 本署發表主題為 用德菲法 討 府組織改造的 心業務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to Explore Core Task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 容為面 球氣

變 的 挑戰，臺灣 府 推動組織改造，規劃 立環境資源

部，從原 的環境保護觀念走向環境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部

整合 個 不 掌理 項的 府部門，為了解 府部門

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的看法，以德菲法進行調查 本研究

之 調查者提供62項 納為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經整併 中

類似 可能 複之項目後，共 28項 調查結果顯示高度



 

 

要和高度 性項目 是 環境資源之利用 永續管理

生態保育 調查結果展現 調查者 環境資源部 立後，

在環境資源基礎資料建置 資源利用方面的期待，故本研究

資訊可以作為環境資源部的 要參考  

 經會議討論建議未來可納入 他科學方法供決策 析使用，該

科學方法 稱為層次 析法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20世紀70 代中期 美國 籌學家托馬 ·塞

蒂 式提出 基本思考方式與人類面 複雜決策問題的思維，

以 斷 程本質相 ，是 種定性和定 相結合的系統

層次 的 析方法  

關鍵 心業務 德菲法 環境資源管理 組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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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研討會主要作為提供各國產業界 學術界和 府機構交流並 享可再

生能源和環境方面的經 和研究 果，展示和討論降 氣 變 衝擊所遭遇的

實 挑戰與研究 效之解決方案 本署以 用德菲法 討 府組織改造的 心

業務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to Explore Core Task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為主題投稿獲錄 發表 2019ESCC會議主題為可持

續發展之 球 大挑戰，在 倫特蘭報告 們共 的未來 中，人類可持續

發展的要求，在 人類不損害後代所需的情況 ， 備滿足當前需求的能力

從本質 來說，要滿足 定義的要求，就需要轉變 球現行的制度 思維，

且需要從 本做起 因 ，為社會變革創造催 劑，以提高人們 後代可持續

發展的能力，迫 需要 靠認識自然資源管理 展望未來，人類必須制定 策，

包括能夠克服 礙以實現更大可持續發展的 治 環境 社會和經濟激勵措

就像馬 路德所說 朝 義目標邁進的每 都需要犧牲 痛 奮鬥

們每個人都需要努力不 的熱情，嘗試慢慢改變世界，以 們所關注的地球

環境  

 



2 

 

貳、 行程 

研習時間 108 9 9日 9 12日  

研習地點 加坡 

日期 工作 容概要 

9 9日 啟程，出發 加坡  

9 10日 

 

2019 環境科學與氣 變 研討會 開幕式 員

嘉賓合影  

9 10日 

 

2019 環境科學與氣 變 研討會 進行 題發

表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to Explore Core 

Task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參與

他多項 題發表 意見交流  

9 11日 

 
影片 題發表 電子海報 題發表 意見交流  

9 11日 

 
會議資料整理  

9 12日 返程，回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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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內容 

本次赴 加坡行程主要目的為發表投稿並獲錄 之 題，主題為

用德菲法 討 府組織改造的 心業務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to Explore Core Task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會

中與不 國家 題發表者交流，聆聽 關環境相關議題之 題演講，透

彼 激盪與交流，嘗試發現更好的環境發展方式或可供實行之計畫  

圖 1  專題發表者合照 

一、 研討會介紹 

2019 環境科學與氣 變 研討會 非盈利組織 Episirus 

Scientifica 舉辦，該組織為了 進研究進 ，匯集各界 家 研究人

員 工程師和科學家，希望 國 會議 活動和展覽讓世界每 個想

要了解或參與 球科學動態變 的人 機會參與 了解，期望創建 個

學者 研究人員和行業 家組 的連結， 為 球環境 醫學

科學議題努力  

隨 環境污染日益嚴 ，氣 變 球暖 加劇，越來越明顯的

次性 棄物問題，為了使 們 擇為環境問題創造解決方案和尋找

替代解決方案 如果替代方案像是轉向可再生能源，如 陽能，風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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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能， 些方式如果能夠大幅降 污染水 ，或是火力發電廠每 都

會大 燃燒煤炭 當 世界的另 個問題是處理城 次性 物，因為

大片土地因填埋而 到污染 物主要含 塑料 物， 些 物是不可

解的物質，並嚴 污染了土壤 2019 環境科學與氣 變 會議是

類活動之 ，旨在舉辦獨特而科學的活動，為 們的環境退 ，氣 變

嘗試尋找綠色能源以獲得更好和更優質的可能解決方案 會議主題

在討論 關影響和減少 球暖 的方法，希望能夠 不 的可再生能

源或替代能源或 他發現，以便人類能夠更均衡環境 發展  

圖 2  研討會主持人 Robert D.F. Thomas, PhD.c 

 

二、 發表主題 

1987 立行 環境保護署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因 球氣 變

暖和氣 變 的 挑戰，行 推動組織改造，規劃 立 環境資源部

MENR ，從原 的環境保護觀念，走向環境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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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國研討會參與者 

環境資源部 整合6個與水 礦產 森林等資源相關的機關與業務，

包括行 環境保護署 部營建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礦務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交 部中央氣象局 行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水土保持局 特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行 國軍退 役官 委員

會 透 組織改造，環資部 整合不 機關間與環境資源相關的決策，

以提 行 效能 府資源配置效率  

德爾菲法是 種被 泛使用和接 的方法，收集 訪者 業領域的

資訊 該技術被設計 群組交流的程序，以就特定問題 意見

它非常適合作為建立共識的方法， 使用 系列調查問卷來收集 定

主題 組的數據  環境資源部 MENR 多樣 掌理 項，推動環

境 自然資源的保護，包括流域綜合治理 因 極端氣 的災害預防

環境品質維護等議題， 麼 該是 MENR 的 心業務是值得 討的議題，

因 ，本研究主題就 個問題進行討論，並收集來自被納入 MENR 的部

門的12 訪者的數據  

德菲法 紹 

德菲法主要 Dalkey 和 Helmer 1963 1950 代 蘭德 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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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3] 在德菲法的調查中最適合的人數 該超 10人，但如果超 30

人， 人數眾多，很容易 難以得出的結論[7] 在[6]中，作者以

德菲法 討臺灣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審議機制，提出評估的主要和次要

因素 在[7]中，作者 用德菲法為 球治理 國家 共 策影響指

標的建構  

些研究 大 文獻彙整的問卷 代需 統整 家意見而設計出的

問卷，以修 式德菲法進行調查 因為衛生護理人員 工作角色 策

推動與實務工作 容的落差， 用德菲法 析 共衛生護理人員工作

容[8] 在[9]中，作者還使用改進的德爾菲技術來 索團購行為的關鍵

因素 MENR 合併 個 各種掌理 項的 府部門，每個部門

MENR 心業務的看法可能都不 樣，德菲法是獲 共識的好方法  

德菲法程序 

第 回合問卷是開 式問題，第 回合問卷 容如 :請您就所屬

機關業務，提供1-3項您認為 納為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之項目 另外，

您想像中的環境資源部 備哪些 心業務？請您提供1-3項您認為

列為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之項目  

1. 第 次問卷開 式問題，第 回合問卷 容如 : 

1  請您就所屬機關業務，提供1-3項您認為 納為環境資源部 心

業務之項目  

2  您想像中的環資部 備哪些 心業務？請您提供1-3項您認為

列為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之項目  

2. 第 回合問卷結果， 調查者提供62項 納為環境資源部 心業務，

經整併 中類似 可能 複之項目後，共 28項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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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2項整併為28項 

編號 項目 

1 環境與資源基本資料調查與建置 

2 各項環境品質指標監測 

3 環境資源之利用 永續管理 

4 多元開發利用砂石資源確保供需 衡 

5 加強礦業安 管理依法審查礦業開發案件 

6 推動 國海域非生物資源調查評估計畫 進國土資源永續利用 

7 河川流域整體調查 整合管理(水 土 林資源 流域 中 游 水質保護 地質) 

8 水資源管理 

9 水再生發展 用 管理 

10 水 發展 管理 建設，因水利包括水資源利用和防 水的災害，已 列 項

目，故不另列  

11 水土保持 

12 義氣象觀測 預報 服務 

13 災害防治 

14 氣 變 因  

15 推 綠能 節能減碳 

16 溫室氣體減 管理 

17 生態保育 

18 集水區之森林經營 

19 生態 憩與環境教育之推動 

20 生物與棲地環境監測 

21 生物多樣性資源之調查與永續利用 

22 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育之 策擘劃 

23 國土管理 自然 濕地 人文地景之保育 

24 地質敏感區劃定 

25 區域與資源地質調查 含礦產 地 水 地熱  

26 地質災害調查 活動斷層 山崩 土壤液 火山等  

27 環境保護 水體 空氣 棄物污染防制 害處理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監督  

28 資源偱環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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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2回合問卷請 調查 象就 述28項議題進行 非常 要或非常不

要 給予1到10 的評定， 調查者給 的統計如表2  

表 2 各業務項目調查之統計結果 

業務項目 眾數 四 距 均數 標準差 

1.環境與資源基本資料調查與建置 8 2.25 8.33 1.31 

2.各項環境品質指標監測 8 2.25 8.17 1.28 

3.環境資源 水 土 林 之利用 永續管理 8 0.25 8.25 0.72 

4.多元開發利用砂石資源確保供需 衡 7 1.25 6.92 0.76 

5.加強礦業安 管理依法審查礦業開發案件 5 2.25 6.42 1.32 

6.推動 國海域非生物資源調查評估計畫 進

國土資源永續利用 
7 1 7.42 1.11 

7.河川流域整體調查 整合管理(水 土 林資

源 流域 中 游 水質保護 地質) 
10 2.25 8.42 1.44 

8.水資源管理 10 2 8.75 1.09 

9.水再生發展 用 管理 7 2.25 8.08 1.32 

10. 水 發展 管理 建設 7 1.75 7.42 1.71 

11.水土保持 7 1.25 7.92 0.95 

12. 義氣象觀測 預報 服務 7 1 7.33 1.37 

13.災害防治(水 旱 土石流 水污染 森林

火災 氣象 地質 災 複合型災害) 
9 1.25 8.75 0.92 

14.氣 變 因  7 2 7.92 1.26 

15.推 綠能 節能減碳 8 1 7.50 1.38 

16.溫室氣體減 管理 8 1.5 7.58 1.61 

17.生態保育 8 0.25 8.00 1.08 

18.集水區之森林經營 8 2.25 8.17 1.28 

19.生態 憩與環境教育之推動 6 1.25 6.92 1.26 

20. 生物與棲地環境監測 7 1.25 7.58 1.19 

21.生物多樣性資源之調查與永續利用 7 1.25 7.67 1.11 

22.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育之 策擘劃 6 2.25 7.42 1.50 

23.國土管理 自然 濕地 人文地景之保育 7 1 7.50 1.12 

24.地質敏感區劃定 8 2 7.42 1.55 

25.區域與資源地質調查 含礦產 地 水 地

熱  
6 2 7.33 1.55 

26.地質災害調查 活動斷層 山崩 土壤液

火山等  
8 1 7.75 1.36 

27.環境保護(水體 空氣 棄物污染防制

害處理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監督) 
8 1.25 7.92 1.04 

28.資源偱環永續利用 8 1.25 8.50 1.04 

4. 第2回問卷調查結果中，所 業務項目的 均數均大 6，顯示 調查

者認為 些項目都是環境資源部的 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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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據[4] and [5]，當 家群 某能力項目的意見 佈四 差

0.6，則 項目 家意見 高度 性 0.6和1.0之間，則

中度 性 大 1.0，則表 家群 該題項的意見並未 到

性的共識，在共識程度部 析如  

6. 高度 性項目 2項: 

1 環境資源之利用 永續管理 第3項  

2 生態保育 第17項  

7. 中度 性項目 5項: 

1 推動 國海域非生物資源調查評估計畫 進國土資源永續利用

第6項  

2 義氣象觀測 預報 服務 第12項  

3 推 綠能 節能減碳 第15項  

4 國土管理 自然 濕地 人文地景之保育 第23項  

5 地質災害調查 活動斷層 山崩 土壤液 火山等 第26項  

8. 以 均數大 8 四 距 1來看，環境資源 水 土 林 之利

用 永續管理 第3項 生態保育 第17項 屬 要度高且共識程

度高之項目 外，本調查結果在 環境與資源基本資料調查與建

置 環境資源 水 土 林 之利用 永續管理 資源偱環永

續利用 等項目呈現較高之 均值，也展現 調查者 環境資源部

立後，在環境資源基礎資料建置 資源利用方面的期待  

結論 

德菲法請 家提供 業知能 經 意見，以凝聚 特定議題的共

識，它可 用 機關業務整合 本計畫納入環資部機關的12 以 家

身份提供意見，或許因 業知能 經 雷 ，問卷進行2回合即獲共識，可

能會侷限調查 析的結果，未來研究可考 擴大 調查 象如增加 家學

者，以交 比 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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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署人員於研討會發表剪影 

 

 

 

 

 

 

 

 

 

圖 5  其他國家參與人員發表剪影 

 

肆、 心得與建議 

在研討會中，討論時間較多的主題 以雷射雷 模擬洪水災害

模型 電子製造 程之銅回收實 城 垃圾能源回收潛力之

棄物管理方案 以雷射雷 模擬洪水災害模型是基 建立 檢測和測

距之 型洪水模擬系統準確性，期待能夠預測 農業 水產 林業和

他自然資源的影響，並在洪水實 發生之前，用 洪水諮詢 預測 電

子製造 程之銅回收實 ，嘗試使用酸性 水回收酸等相關物質，在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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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水實 中，以鐵替代反 回收固體銅，碳酸銅污泥則使用氯 鐵進

行氧 並回收硝酸，在硫酸 水實 中，以鋁為 質進行回收銅，硫

鋁則作為產品生 該研究結果 從各行業 水中回收高銅 價值

城 垃圾能源回收潛力之 棄物管理方案則是研究城 棄物 環境的

害，以 人類健康造 潛在風險，研究大 能源回收和縮 能源需

求供需差距是 篇 題的 心  

本次參加該研討會的簡報 容獲得與會者認 ，會後與 他國家發

表者 泛交換意見，並 本署以科學 驟提供組織改造決策之 作方式

非常讚許，並提供未來可 之 他科學方法進 提供組織改造決策

之參考 他國與會者提供之相關科學方法中，以層次 析法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最多人表示支持，該 析方式 20世紀

70 代中期 美國 籌學家托馬 ·塞蒂 式提出 基本思考方式與人

類面 複雜決策問題的思維，以 斷 程本質相 ，是 種定性和定

相結合的系統 層次 的 析方法 在處理複雜的決策問題

的實用性和 效性，是 種得到 視的科學 析法， 用已 經濟計

劃和管理 能源 策和 配 行為科學 軍 指揮 輸 農業 教育

人才 醫療和環境等領域 從 複雜決策問題的評估結構 系統 ，

從列出相關因子，並建立層級結構開始，進 建立評估屬性和各屬性

不 方案的 比較矩 ，後續計算各屬性之相 權 和各方案的相

評估值並且檢定 性，是 種透 合理的框架結構來決定問題，評

估思考替代性解決方案的科學 析方式，可 府組織改造 程中，

在尋找相似或替代性解決方案時，可嘗試使用的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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