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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綠能產業園區」設置計畫公聽會暨座談會 

會議紀錄 

一、 開會時間：111 年 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二、 開會地點：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3 樓大禮堂 

三、 主持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副局長富仁 

四、 簡報：略 

五、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六、 出席單位及民眾意見： 

（一）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黃素美區長 

1. 謝謝關心本開發案之各位貴賓蒞臨，本案去年年底已召開

兩場次，這次會議為增加場次，係市政府針對本案之相關

人士仍有相關意見，認為需一溝通平台，因此辦理這場會

議進行說明。 

2. 所有與會人士都可以發表意見，不過在市政府聽取你們意

見，也請你們聽取市政府回覆，讓彼此取一平衡點，共同合

作進行，這是給仁德區可以發展的一個地方，所以也希望

今天的會議可以很平順、很平和的進行。 

（二） 臺南市仁德區中洲里 葉清仁里長 

1. 中洲里在這之前的公聽會沒有發言過，本里算是在仁德區

最南邊，再過去就是高雄，是一個農業區，中洲里跟歸仁區

大潭里都有參加農村再生，農村再生是指都市計畫區外之

農業區，為了自力更生，參加農村再生，係為推動社區農產

品。中洲里在地老化嚴重，今天與會之志工媽媽，都七、八

十歲還在做志工，是因為年輕人都去外地工作，剩下老人，

老人怎麼辦？  

2. 今天我一再強調經濟發展和環保絕對沒有衝突，剛剛顧問

公司有提到樹木的問題，這件事情我要來做一個說明，因

為我是在農業區，所以我很清楚，民國 87 年政府有推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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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休耕轉作，另外就是平地造林，平地造林補助 20 年，休

耕轉作一年補助 9,000 元；我的意思是這些樹木，市政府承

諾存活率達 80%，讓我們覺得很放心，對於未來社區的發

展，我們要的是就業，城鄉差距不要太大，讓我們的年輕人

可以不要去外地工作，不要讓社區只剩下老人，如果年輕

人可以回來和長輩一起生活，我們社區會越來越繁榮，我

相信民間團體對於在這開發工業區有許多訴求，如果覺得

沒有處理好的部分，提出來要監督，我都樂觀其成，因為生

態、淹水等問題，這些都不是一天兩天的事情了，所以我支

持這個開發案。 

（三）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園區開發除創造就業機會，也帶動區域發展，在環境部分，

市府已提出相關保護對策；至於植栽之議題，未來園區會

保留一半以上的樹木，並建立平台提供區內樹木供公共工

程使用，希望可以達到經濟跟環保並重的目標。 

（四） 臺南市歸仁區大潭里 林文鍠里長 

1. 大潭里在歸仁區末端，過二仁溪就是高雄，這裡以前是邊

陲地帶，後因高鐵站開發帶來熱鬧跟繁榮，最近這幾個月

有活動或事情，我都跟地方長輩們報告，我跟長輩們說在

沙崙智慧綠能科學城旁邊要開發一個工業區，因為沙崙智

慧綠能科學城發展的是研發技術，有中央研究院、科技部

等相關單位，旁邊開發工業區可以帶動地方的發展與繁榮。 

2. 長輩們回應兒子、孫子都在新竹、高雄上班，因交通不方

便，很少回來，自己在這裡感到很孤單，這個開發案可以帶

動地方發展與繁榮，他們都是樂見其成，非常支持。 

3. 環保團體提出植栽、生態、淹水等議題，市府是不是可以解

決，達到雙贏，讓這塊地可以開發，帶動地方發展與繁榮，

創造就業機會。希望市府或是相關團體可以重視人口老化

外移的問題，其實中洲里跟我們大潭里問題都差不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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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鄰里是百分之百支持，所以這個開發案要繼續開發。 

（五） 臺南市大武崙綠能園區促進會 張○禎總幹事 

1. 針對這個案子跟大家報告，我退休後在社區做社區營造已

經 10 幾年，我們立場是中立，沒有為私人利益，我們跟中

洲里二仁溪沿岸發展協會、濕地聯盟等都有接觸，我們在

地方營造就是環保議題，希望廢棄物不要再丟到河川。 

2. 去年我做農村再生，在提案時，委員跟我們說科學城就在

你們社區旁邊，為什麼你們沒將這個議題寫到計畫？委員

說人文、科技是不是要放到計畫？為什麼成立促進會？目

的是跟綠能產業有關，利用科技的方法導入到社區，希望

社區因為綠能產業引進後，當然不能說社區可以馬上發展

起來，但產業深耕後，相關議題會影響到地方全盤的發展，

所以很重要。 

3. 我跟各位講我親身經驗，我在南科管理局做清潔隊管理主

任時，南科至少種了一百萬棵樹，南科有沒有鳥類？有，什

麼鳥？憤怒鳥，專門在追我們，我特別強調南科管理局樹

木種的實在太多，樹其實要管理，要有計畫性去規劃，不是

讓它滋溢生長，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在南科管理局最常聽

到的投訴：為什麼蚊子這麼多？有沒有病媒蚊問題？有沒

有登革熱問題？所以我希望這個產業園區進來之後，好好

規劃，由主辦單位管理或成立管理局，與廠商共同把這個

場域整理好。我們社區是站在監督角度看這件事情，地方

希望發展，也希望環保能夠兼顧，成為社區亮點，一個社區

沒亮點，怎麼發展社區營造，這就是我們促進會今天跟各

位團體很理性地來溝通，好好重視這些問題。 

（六） 臺南市二仁溪沿岸發展協會 歐○果總幹事 

1. 民國 90 年二仁溪又黑又臭，但經過 20 年整治及我們的鞭

策後，在這個基地南側有一個港尾溝溪疏洪道，這個疏洪

道完成後，這 10 年來沒有泡過水，也不會淹水。社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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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不是嘴上說說就好，而是要透過政府推動跟民間團體的

監督，慢慢的修正。 

2. 現在是民間團體監督社會的時代，不是去阻止，阻止是沒

用的，這個基地會有滯洪設施，變成不會有淹水的機會，設

置滯洪池，甚至可能會有水鳥，環境會再更好，民間團體應

該繼續監督，讓這個社會繼續進步，有更好的環境，這樣不

是很好？像我兒子到南科上班，騎機車要 20 到 40 分鐘，

地方沒有工作機會，致使無法謀生，所以我們這些長輩應

該要提供一個更好的生活環境，這是我們的責任。 

（七） 臺南市歸仁區武東里 劉延欽里長 

1. 現在的時空環境，有這個機會，高鐵的發展，配合工業區開

發綠能產業，站在我們地方的角度是非常贊成，也非常感

謝市政府要來開發這塊土地，就像剛剛其他前輩報告，可

以帶動地方就業機會，為了我們的子子孫孫，這點我非常

贊成。 

2. 我們這裡的樹木是這 20 多年來造林，其實以前是沒有這些

樹木，是政府補助 20 年，現在 20 年到了也有處理權，這

是地主之權利，另外有關鳥類在這覓食，食物鏈議題，我認

為人要生活，動物也要生存，相信承辦單位會研究一套共

存之方法，後續我們會持續監督有關排水、空氣等環保議

題，不能危害到我們生活。 

（八）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臺南在綠能產業具有優勢包含日照優勢及產業優勢，目前

臺南綠能產業計有 273 家，為全國最多綠能產業地方，所

以中央特別選擇沙崙來設置沙崙智慧綠能科學城，包括科

技部的研發示範中心、經濟部的示範場域、中研院南部院

區等，投入金額超過上百億。 

2. 市政府也特別重視整個園區，包含交通、教育、住宅、生活

等各領域發展，大潭交流道改善工程預定今年完成，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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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跟歸仁之延伸後段工程也已經完成，在住宅部分，台

糖之循環住宅已經完工，在教育部分，目前爭取到雙語學

校也已經核定，在商業部分，原預計年底完工之三井 Outlet，

目前進度在年後內部裝潢好會開始營運，另外會展中心在

4 月份也會開始舉辦活動，希望把沙崙打造成國際級示範

基地，另大家特別關心醫療設施不足情形，目前已經核定

會在沙崙設置醫療園區，未來園區由公部門開發，市府會

在園區內設置服務中心跟污水處理廠，對整個園區之污水

統一處理，由市政府進行管理，市政府會跟大家一起關心、

共同監督，關於環境議題，會依環評承諾事項確實執行。 

（九） 李○和先生 

1. 我是專門做土地規劃開發，我跟大家不太一樣，一個計畫

要成功，規劃與執行很重要，所有規劃要能執行，那這規劃

才是對的；依照我目前對這個計畫之了解，主辦單位剛才

的報告，交通問題沒有講，那塊地在上崙交流道跟大潭交

流道之間，北邊是單行道，南邊沒有路出去，新開道路沒納

入計畫，請問計畫聯外道路系統怎麼做？ 

2. 市政府說跟台糖合作，請問是跟台糖撥用土地？還是台糖

幫市政府開發？如果工程沒有詳實，台糖要怎麼通過其國

營事業轉投資計畫？台糖的計畫依我們以前在做，最少都

要 3 年，光一個短投資計畫就要做 3 年，那這個計畫做了

之後，台糖再來做轉投資計畫，台糖如果是撥用，工程經費

是怎樣？到後面給廠商的錢是多少？不要拿竹科出來講，

竹科全部都是用租的，臺南市政府可以撐嗎？科學園區給

廠商的租金，比我們一般外面租金低很多。 

3. 臺南市政府在這個地方開發，說樹木要移植，講的很容易，

你知道搬一棵樹要多少錢嗎？有地讓它假植嗎？或是工程

規劃有做到那麼精密嗎？就是說做的時候，哪些樹要搬走

開路，而留在廠區內的樹，可以等廠商開發的時候再做，那



6 
 

就要移植兩次，請問臺灣有哪個案子這樣做？我做過甲方

代表，幫政府做規劃，高鐵特定區之都市設計我有參與，那

個計畫從做到現在裡面的地，50%都是政府的，然後剩下

25%~30%是台糖的，為什麼停了那麼久沒有開發？不是說

你今天挖了廠商就會進來；臺南市有多少工業區還有多少

閒置土地，依照工業區的設置管理辦法，工業地一定是歸

工業法人持有，如果不做工業使用，政府要依法徵收的，為

什麼市府不去辦，然後一直說要開新的工業區，然後一直

說要發展，要發展哪有那麼容易；當初開發南科，如果不是

奇美擋在前面跟台積電壓著，南科開發得起來嗎？路都開

多久了，裡面進去誰？第一個進去比較有名的廠商叫做電

信協會，是公部門、公法人。 

4. 市府說這個開發案要做綠能產業，有需地計畫嗎？廠商的

需地計畫拿出來，廠商敢簽給你嗎？做綠能的廠商，市府

現在說的都是後端的組裝，做後端組裝的沒有專門做綠能，

全部都是兼的，本業做得好好的，搬來這邊有什麼立基點，

為什麼要遷移工廠？如果要擴廠的話，今天擴一個廠跟下

一個廠，總經理騎摩托車巡視都要 20 分鐘，要怎麼巡？那

市府為什麼不在保安工業區對面再開？如果只是因為台糖

的地方便，主席剛才也講過，健康園區也在那邊，沙崙科學

城也在那邊，交大研發中心也在那邊，沙崙農場還有多大

的地，沙崙農場 1,000 多公頃，大家都搶那邊的地，反正台

糖不種甘蔗了，你為什麼不把它變成一個聚落，高鐵特定

區因為開發已經變成一個生態城市的基本雛形，市府有沒

有想過去把它再強化，變成生態跟產業共存的園區，另外

再找一塊地來做，市府有那麼大的本事嗎？ 

5. 所有的發展都不是跳躍式，一定是滲透式，為什麼會選到

這一塊？因為從所有開發可行性的模組來講，市府選這塊

絕對沒有比選沙崙農場來的容易，沙崙農場本來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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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什麼計畫都敢做，因為台糖知道那麼大的地一定很

有用，所以有什麼計畫要搬進去台糖都不敢搬。它上面有

造林計畫，剛才那位大哥說植了以後，隨便 20 年以後說能

砍就砍，市府去看看林業法，植了以後要砍還要有計畫，中

華民國目前是禁止伐木的，平地造林計畫是 APEC 向下的

補助計畫，可以容許市府這樣做嗎？ 

6. 每個東西都小小的蠶食鯨吞掉，這就是現在臺灣很亂的原

因，市府為什麼不把它集中在一起，讓它去做滲透計畫呢？

保安工業區北邊一邊是仁德都市計畫文賢地區，一邊是台

南都會公園特定區計畫，兩個計畫夾在中間的那一塊農業

區為什麼不做都市計畫融合，那地方比較封閉，交通狀況

也比這一塊好，市府開發這塊地，後面要銜接的道路，如果

有開闢計畫，市政府是不是要並行，一併辦理變更，道路用

地都不敢辦理變更，那後面什麼時候可以開闢？往南武東

三街那條路，拓寬 10 米夠嗎？最少要 20 米，20 米一定要

徵收土地，有問過那邊的人願不願意被徵收？ 

7. 我之前一個臨時建築被高雄市政府卡住，那塊基地 6,700 多

平方公尺，只有一個 300 多平方公尺滯洪池，卡了一年，

現在基地每公頃要設 7,000 立方公尺，滯洪池水深 1 公尺

的話，7,000 立方公尺滯洪量，面積就是 7,000 平方公尺，

等於 70%需地面積，市府如果這樣做，根本不會有廠商進

駐，因為所有做低階組裝工廠，沒有那麼大成本蓋樓房，不

要以為做綠能，都能像台積電花個幾億蓋廠房，沒有那種

東西，市府沒有做那種東西，滯洪池寫在都市計畫裡面，把

它管制住了，它只有 30%必須要蓋樓房，那合理嗎？工業

區 70%已經是大家想要再擴充，如果去看其他工業用地，

符合法規有幾個？哪一個沒有違建，因為大家都是平面。 

8. 太陽能面板組裝，生產零組件一定有重機台，有誰敢搬上 2

樓，一定沒有！我上次做國巨，國巨一個廠的機台 7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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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 樓，梁柱要用鋼樑，做 HRC 跟鋼筋混凝土，所以設計

上滯洪量如果挖超過 1 米 5，就會構成生活上的危險，大概

簡單的提出技術性問題，麻煩主辦單位注意；尤其跟台糖

之間如果沒有協調好，直接撥用就拿來做計畫，等計畫做

完要去跟台糖談條件時，臺南市政府就會知道要花多少政

治力去壓台糖，麻煩注意一下。 

（十）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謝謝指教，在民國 102 年之後園區的開發就不能徵收私有

地，所以這也是您剛剛提到一些區位為什麼沒辦法執行的

原因，目前多數的園區，包含經濟部目前正在推動的園區，

都是選擇台糖可以釋出的農場或是農地之範圍，這部分基

本上也是依照經濟部發布「政府機關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

業機構合作開發產業園區處理原則」辦理，將來這個園區

開發單位是臺南市政府，台糖提供土地的部分是屬於合作

開發，將來可能分配回部分土地，由台糖去做相關招商的

動作，這部分臺南市政府已經跟台糖公司有初步協商，也

有簽 MOU，後續這個計畫編定完成，中央審議通過後，市

政府跟台糖公司會依照經濟部的合作開發原則，訂定將來

相關台糖配回的土地，或是台糖配回土地後還是委託由臺

南市政府來管理，這個細節的部分會在下一個階段完成，

雙方是已經有 MOU 的部分。 

2. 另外您提到植樹工序，其實市府在園區開發時，本來坵塊

就是一塊一塊，就是一區一區慢慢出售，會配合將來廠商

進駐的進度，在 105 年高雄和發產業園區也有執行過類似

移植計畫，原則上我們會在基地內選擇 1~2 區可能是比較

後段才出售的土地來做為假植區，如果公共工程可以配合，

像行道樹、周邊綠帶等，那會先行配合開發工程持續辦理，

園區出售其實是 5~6 年時間，所以一定會有比較後段才出

售部分，就會暫時作為假植區，所以整個植栽移植計畫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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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事實上市府編一定經費是假植費用，目前全區植栽移

植部分，大概編列 2.5 億到 2.8 億經費，在整個園區開發成

本裡，整個開發工程執行原則上是臺南市政府委託開發商

或自辦，後續開發模式市府會再進行相關評估。 

3. 聯外道路部分，基地聯外道路是西側 20 米的道路，這部分

跟工務局、交通局都有初步會勘過，北側台 86 及橋下的部

分，公路總局跟工務局也現場會勘過，後續會配合整個進

度的執行，去探討相關的經費分配。至於武東三街部分，當

初規劃是以連結高鐵車站跟沙崙科學城，以小型車為主，

也避免徵收太多土地，所以目前規劃是 10 米，主要在拓寬

時比較不會拆到民房，這個現場都確認過，這是目前規劃，

後續整體的開發量，交通服務水準都可以在 D 級以上。若

後續有需求，市府會考量到科學城道路系統完備再做調整。 

（十一）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今天原本是設定針對淹水、植栽等議題討論，您關心道路

部份，包含聯外道路，還有配合橋下道路的拓寬等，規劃公

司跟各位做簡單說明，園區土地權大部分都是台糖，按照

經濟部訂定「政府機關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

發產業園區處理原則」，市政府會按照這個原則辦理，台糖

提供土地投資，市政府會投入公共設施，雙方按照比例分

配土地，這部分已經取得台糖同意。 

2. 有關工業區部分，事實上未來工業區在報編跟開發都有一

定的困難度，臺南由市府開發的工業區包含柳科、樹谷、七

股等，另外新吉工業區土地也已經出售完畢，出租或是設

定地上權的部分也剩下最後一批，所以剩下既有的工業區

土地量算是蠻少的；因應工業用地的不足，所以結合沙崙

來報編綠能產業園區，產業類別跟樹谷、沙崙、七股之性

質、屬性、區域不太一樣，也因為工業用地不足，經濟部也

推出工業區立體化，希望工業區的樓地板面積、容積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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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以解決產業用地不足的問題。 

3. 另外也感謝您關心南科，在台積電 3 奈米、5 奈米的投資，

還有台達電、群創、艾司摩爾等等的投資，一、二期用地已

飽和，所以中央也特別核定三期用地，目前在報編程序中，

預計明年會進行開發，謝謝您提供寶貴意見，我們會納入

後續進行參考評估。 

（十二） 馬○煌先生 

1. 我代表甜心牧場，3 萬棵樹裡面有一半以上被市政府直接

評定為外來種，這個球員兼裁判相當嚴重，桃花心木被評

定為有害樹種，我看開發單位才是外來種，各位同不同意？

白千層也變成外來種、有害植物，這是哪門子的道理？要

移植，3 萬多棵全部是臺南市市民的寶貝，1 棵都不能少，

1 棵都不能丟，3 萬多棵樹全部要移植，移植計畫要寫好，

而且要開說明會，什麼叫做非原生種有害，那全部都是原

生種，都是臺南市政府苗圃提供，陳唐山縣長任內由台糖

主持，全部是臺南縣政府的，我非常清楚，哪個植栽不是臺

南縣政府提供的，自己做的還說是非原生種，太誇張了，聽

不下去。 

2. 地下室做儲水槽，天方夜譚第一次聽到，工業區土地是私

有化，是賣給人家，你什麼權限、什麼法規，可以要求廠商

做滯洪池、貯水桶？廠商沒辦法做、不做，這個法規在哪

裡？自己講講，自己聽，自己相信，呼攏老百姓這是不可以

的。 

3. 淹水問題，我在這說明一下，滯洪池要挖多深？填土借方

要多少，滯洪池在 2 公頃的面積要容納多少水量？完全沒

有在計畫，淹到誰，淹到我們，我們是第一個受害者，你說

保證不會？大冠鷲有 4 隻現在是繁殖狀態，你們說沒有，

整個計畫裡面全部都是謊言，生態保育把它放在整土計畫

裡面？你再看一次整土計畫，全部要剷平，1 棵都不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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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田變成滯洪池，我是做有機畜產臺灣第一名，亞洲唯

一，臺灣關鍵有機畜農事業，不靠我們靠誰，我們是大功勞

者，你們說我無用，臺南市仁德區要再開工業區，區長就坐

在這裡，你問他缺不缺地？整個區域排水有沒有影響到港

尾溝溪疏洪道第三滯洪池水量，一句話都不說，要怎麼相

信不淹水，第六河川局都沒出來講，這樣開說明會，這不是

你們講講就可以，臺南市政府無權。  

4. 有機農田被工業區包圍，這行的通嗎？我們先來的，我們

肩負著臺灣農業的發展，我們肩負著整個臺南的發展，臺

南市政府把農業搞成什麼樣子，剛剛很多人都講了，你們

不覺得委屈嗎？做的那麼努力，結果農民這麼慘，市政府

不覺得委屈嗎？臺南市在植樹、砍樹的部分，上次還說廠

區上面要做綠能板，可以節能減碳，先砍了樹再講，砍樹是

減歸零，做工廠是加，工業區用電是多少？把大家都趕跑

了，還說會再回來，全部連草都不留，還說大冠鷲會再回

來，那是我們養十幾年了，我們那塊地是全臺南中央有機

公園，好寶貝，你跟我說沒用，你們的價值有問題，臺南不

缺地，找一個不淹水的，不砍樹的，讓老百姓喝采的，贊成

的，大潭、武東那邊還有很多塊土地沒在做，讓我們所有的

鄰里高興不是很好，中洲里也一堆，你們說沒地，但我們來

做有一堆。 

5. 9 公頃有機農場你們目前還沒提出相關做法，上次有叫市

政府提出相關辦法，而且要說明，但市政府還是沒做，我想

請問一下今天開完會後，還有沒有書面報告可以提，依規

定有沒有？為什麼這個公聽會沒有依法規在指定網站上公

告？市政府說有，但我怎麼看都沒有。 

（十三） 葉○祥先生 

1. 我支持園區開發，我最欣賞樹谷園區，它的樹木是南科的

兩倍，南科在夏天太陽很大很熱，到樹谷園區的樹谷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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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涼爽，是誰在管理的，是奇美。因為有人在管理，所以

管理的人很重要，不是說園區蓋好就好，仁德保安工業區，

甚至安平工業區與樹谷園區比較看看，我剛剛仔細看這個

規劃有注意到細節，為了道路、植栽等，工業用地其實是不

多的，如果建設起來，里民可以去看，會跟其他園區不同，

我是非常支持。 

（十四）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有關甜心農場的指教，簡單說明一下，甜心農場是在基地

周邊，這邊有一個 9 公頃是跟台糖租用土地，在基地東北

角也有甜心畜牧場的部分，沒有位在基地開發範圍內，而

是在基地外側，東側的地方，主要是有機或轉型期的芻作

雜糧為主。在基地勘址的時候，確定這邊會受到有機農業

促進法保障，所以在基地範圍劃設的時候就把它劃出基地

外，所以整個 9 公頃的地不在園區開發範圍內，同時為了

降低對甜心農場的影響，把生態滯洪池跟綠地劃設在這邊，

北側及東北側的綠地都比法定 20 公尺更寬，約劃到 40 米

以上，所以基地在開發的時候是提供非常充足的緩衝來避

免對鄰近農業造成影響。 

2. 另外在引進產業部分，係以低污染且無煙囪產業為主，將

來這個基地進駐的產業類型跟廠商不會有固定污染源排放，

影響周邊農業；至於剛剛一直提到，也是前面有位先進有

提到的，這基地裡面要求廠商設置雨水貯留設施，不是這

個園區獨特的，在民國 95 年樹谷園區開發的時候，因應整

個極端氣候的影響，廠商自己做雨水貯留池也是對自己有

好處，像去年發生旱季缺水的時候，這個雨水貯留池就提

供了短期應急水源使用。在水利署的用水計畫審查，目前

都是要求園區至少要做到 4+1 或是 3+2，也就是整個園區

在自來水相關儲留水量的部分，要能夠支應園區至少 5 天

左右需求，這個園區原則上在規劃也是跟著這個精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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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量這個基地過去有淹水的紀錄，再加上整個區域的排

水，目前也還在治理檢討當中，所以除了配合整個港尾溝

溪的區域排水的治理之外，也配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劃設

雨水貯留設施，在很多比較新的園區都有這樣的規定跟要

求，像現在臺北市所有的建築物，只要達到一定規模，必須

要設雨水貯留設施，這對廠商來說是有利，如果真遇到旱

季缺水，他們會有自己儲備水，不用到處去找水。 

3. 再來是基地開發過程，因為擔心對東側的農業使用造成影

響，所以在滯洪池逕流量計算的時候，有顏色的區域是有

納入基地的滯洪池要裝多少水，要貯留多少逕流，是有納

入計算，而且考慮到極端氣候的影響，在出流管制規劃審

查時，也有特別要求在東南側加設抽水機，就是避免萬一

真有很極端氣候產生時，協助周邊農業用地，把積水直接

抽到港尾溝溪疏洪道放流；園區開發對於周邊的影響都是

要降到最低，在出流管制審議時，都有被提出來討論，也有

特別納入設計，以南科還是樹谷的開發經驗可以證明，這

些設施在園區開發完成之後，是會降低周邊區域淹水機率。 

（十五）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孫元勳老師 

1. 我可以理解農場主人的心情，的確每種樹都有它的價值存

在，對我們做野生動物來講，樹木一般是會結果，也是我們

一般會特別想要留下來，其實基地有些樹種結的果鳥類是

不吃，所以一般我們在選樹種都會選擇對動物比較有幫助。

這邊種的樹種，有的是臺灣本土，以前就有出現的，有的是

以前有人從國外引進的，所以在定義上原生種跟非原生種

是這樣區分，但我們並沒有說非原生種是有害，這點要澄

清，每個樹種多多少少都可以吸引一些野生動物，所以我

沒有說他是有害，現在的保育潮流，都希望種臺灣的原生

物種，這是現在的趨勢。 

2. 大冠鷲的部分，我們調查的時候沒有看到大冠鷲有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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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說有這部分我沒有辦法去反駁你，但我們在生態的理想

上，有時候會盡量去排除情感因素，我可以說這地區開發

後，大冠鷲應該不會繼續在這個地方繁殖，因為牠需要連

續性大面積的森林，所以我覺得如果牠有繁殖的話，應該

不會繼續繁殖了，以後會不會來？還是有機會，什麼樣的

大冠鷲會到這邊呢？像在屏東有時候也會從山邊飛到農田，

大部分都是比較年輕的鳥類，有時候也會來平地，但也不

是說常常會來，所以以後還會不會有大冠鷲出現，不排除

有這樣的機會，但是應該是不會在這邊繁殖。 

3. 對臺灣大冠鷲的影響，可能就是你說的那幾對，我們看整

個生態系，如果有受到干擾，有時候會從另外一個層次去

看，就是對臺灣整個的大冠鷲，它的衝擊是在哪裡？通常

會用這個角度去看，如果因為開發需要，棲地不見了，從這

個角度來看的話，是不會影響到整個大冠鷲族群的狀況。

我的說明大概是這樣，但這 1~2 對的大冠鷲離開，在情感

上我可以理解，也會覺得不捨，但是我會從另外一個族群

的角度去看這件事情，謝謝。 

（十六）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確實大家關心淹水的問題，對鄰近農地的影響，淹水的部

分剛有跟各位報告，滯洪需求量體是 40.8 萬，這個園區特

別把周遭淹水補償量體都納入設計滯洪量體，以 50 萬標準

來劃設，出流管制計畫也已經主管機關同意。 

2. 另外周邊也特別針對隔離設施、綠地的寬度加嚴處理，就

是把寬度再增加，也把滯洪池設置在旁邊，讓它跟生產區

域可以做更大的隔離，園區針對高污染產業是完全拒絕進

駐；另外設置雨水貯留槽，這是未來的趨勢，在後續工業區

出售手冊，關於這點會嚴格納入，廠商建廠必須提出對策

計畫，達到規定才可以建廠。 

（十七） 甜心有機牧場 徐○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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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實你們講了大概一個小時，說對有機農業不會有污染，

其實我想說的是你們不需要跟我講，你們去跟我的有機驗

證單位講好不好？我有三個有機驗證，從東北角是全國唯

一跟唯二有機畜牧場，到東南角的有機試作場，三個有機

驗證單位，你們去跟三個有機驗證單位的政府講園區從開

發到營運過程都不會影響到我有機驗證資格，不會使我的

有機驗證撤銷，可以嗎？今天這不是我的問題，你跟我講

沒有用，有機驗證不是我在驗證，有機驗證有環境檢核，你

要跟我們的有機驗證單位講，請他提出證明，說你要他保

證我的三個有機驗證單位證明，你們的開發水、空氣污染

到之後廠商等等，都不會影響到我的有機驗證，作為綠能

產業園區開發的必要條件。因為我們有機驗證在臺灣現在

是有機同等性條約，跟國際符合，所以這個不是地方的問

題，有機農業促進法跟美國、紐西蘭、澳洲、日本、印度有

簽有機同等性條約，這個有機標準是舉世艱難，不是國內

的問題，還有農委會的問題，你跟我講再多，我可以理解但

沒有用，有機驗證不是我在核，今天講那麼多是沒有用的。 

2. 我再重申一個問題，今天這個爭議從頭到尾都是一個選址

不當的問題，不要把擋開發的帽子扣在我們身上，為什麼

不找一個不用砍 60 公頃森林，不用砍 3 萬多棵樹，每移植

1 棵樹，就要花好多人民的公帑，然後還要治水，我問經發

局副局長，我從一開始兩年前到現在，請問這個選址是 10

選 1 還是 5 選 1，還是就只有港墘？我可以告訴大家，就

只有港墘，我說這個不叫選址，叫做圈地。 

3. 我也質疑為什麼今天的公聽會沒有依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第 15 條，這個都叫做公開會議，公開會議在法

規裡面要在十日前公布於指定的網站，指定的網站是環保

署規定的開發論壇網站，請問今天的公聽會為什麼連臺南

市政府的網站公告都沒有？這樣蠻損害人民的權益，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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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經發局要維護人民的權益。 

4. 關於選址不當，剛剛李先生有說，我們沒有反對綠能沙崙

科學城，不要扣帽子在我們身上，為什麼不去跟它做一個

聚落，或是中洲里要發展我們沒有反對，中洲要發展也可

以到那裡去，還不用砍樹那邊也不會淹水，我的意思是要

多處選址，然後鼓勵里民出來爭取開發。 

5. 再重申一次，仁德沒有缺地、歸仁沒有缺地，不要把阻礙開

發扣在我們帽子上，如果臺南市政府不會選址，讓人民來

幫你，好的公務員是替人民謀福祉，不是來罵人民說阻礙

地方發展，可以嗎？區長妳同意嗎？我想我今天講的是很

公道，因為你們沒有公開，所以只有少數人來今天的公聽

會。 

6. 還有質疑一點，我知道你們有規劃地下貯水池，但我們的

意思是土地是廠商的，要怎麼保證他們一定會蓋地下貯水

池，而且去找一個不用蓋地下貯水池不是更好嗎？找一個

不用砍樹不是更好嗎？你知道砍樹、治水要花人民多少錢

嗎？你們這樣做是最適的規劃嗎？那我再重申台糖的土地

是公共財，是國家政府的土地屬於公共財，要做最適的利

用，目前這裡就是對農業的最適利用，謝謝。 

（十八）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有關剛剛提到有機驗證的部分，基本上農委會目前相關規

定也是有放寬，目前主要是針對產品來認證，徐小姐您目

前取得驗證的部分，我們在系統上也都可以看的到，目前

取得驗證部分是產品的驗證，那沒有關係，因為基本上我

們也非常認同，這也是當時農委會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政

策。針對這塊基地，因為它原本是屬於農牧用地，所以它的

變更一定要徵求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以及中央農委會同意農

地變更，目前這案子進度是農業局原則上是審視整個計畫

的內容是符合相關規定，接下來會陳轉到中央農委會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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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變更審議。就農委會平地造林計畫，在去年 7 月平地造

林，因為要做太陽光電，砍樹有比較大的爭議之後，農委會

的系統也有公告整個平地造林盤查的初步結果，港墘農場

這塊在農委會的平地造林盤查的結果裡面，是不屬於具棲

地生態的，這個是在網頁上，我們從系統上看到的是這樣，

如果後續報告書送到農委會之後，農委會的林務局及特生

中心等相關單位會去審視我們的規劃是不是適切，然後基

地的選址是不是有問題，報告書在近期就會轉到農委會去

做相關審議，我們在這邊說的是目前的想法，後續都還要

到中央審查。 

2. 至於剛剛提到依環評法規定，我們在 11 月 22 日已經召開

過公開會議，我們今天會議並不是依照環評法舉辦的公開

會議，這個部分是依照產創相關規定，設置法源叫作產業

創新條例，原本已經辦過一次公聽會了，可是因為覺得還

是有一些沒有說清楚，還是收到很多民眾關切，希望我們

有機會再來做一次交流，所以我們是依據產創相關規定來

辦理公聽會，這不是環評的公開會議。所以再重申一次，這

在開始的時候就講過了，環說書環評法是 10 天前公告，土

徵是 7 天前公告，產創沒有這麼嚴格規定，就是要求辦理

公聽會，我們已於 11 月 22 日上午舉辦，也有在市府網站

上公告。 

（十九）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開宗明義就跟各位說去年 11 月 22 日按照土徵法、環評法，

公聽會跟說明會都已經辦過，這次是因為有很多團體還有

鄉親關心目前規劃的進度狀況，還有一些議題想要進一步

了解，所以我們才辦理這次說明會。 

2. 第二個剛有提到整個計畫裡面，有關於選址疑義，那針對

園區開發之公益性、必要性、需求性、適當性，上次都有報

告過；剛剛關心設置地下雨水貯留，這部分會納入環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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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是環評承諾必要條件，未來在出售、出租時廠商就是

要做這個設施，會在土管部分嚴格要求。 

3. 在地的鄉親或是相關的社團都很關心這些議題，在園區開

發包括經濟發展、就業、區域、交通、環境保護等議題，我

們都會納入評估做因應對策。今天農業單位沒有出席，我

們也歡迎各位，如果有相關問題或是建議都可以提出，我

們轉達給農業單位，請農委會還有農業局能夠現地來做輔

導，希望園區的開發可以降低對周邊的衝擊。 

（二十） 反璞歸珍社團 劉○慈小姐 

1. 我們社團是在 2015 年成立開始關心地方，我們的著重點是

在於綠能園區最後發展的狀況，那我也很感謝之前開完公

聽會後，因為在 2017 年參加完相關會議就有提出訴求，其

中一個就是希望多用在地人，謝謝在去年底有為我們當地

多爭取一場徵才活動，非常謝謝這樣的回應。 

2. 但是我們之前提出的一個訴求，我有去聽成大舉辦有關綠

能園區的議題，發現我們其中有一個要求是希望能源局能

進駐綠能園區，但發現現在綠能園區的管理中心有點想推

給歸仁區公所來管理，這是一個這麼大的投資計畫，如果

讓歸仁區公所來管理，我也是蠻錯愕，替區長感到為難，既

然這計畫已經跨部會到中央，我覺得還是要由中央單位來

管理綠能園區，這樣才是對的。 

3. 那為什麼我們一直不太贊成開發仁德港墘農場，要回歸到

綠能園區這個計畫到底有沒有成效？我去查了一下目前招

商的單位很多是太陽能產業，太陽能產業不是屬於高科技

業，它是屬於低污染產業，我就看了一下那些廠商的資料，

加上去年底的徵才活動，我發現綠能產業園區徵才的薪水

只有 2 萬多元，然後還要加班或是做其他的工作，我們在

地的鄉親才會有 3 萬以上的薪水，也就是說我看到綠能園

區是一個低技術、低科技、低利潤，還有低薪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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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什麼在 2017 年的訴求到現在都還沒達到，我當然

是希望成功，所以才會提出相關的訴求，但是目前我所看

到的是低技術、低薪的工作，這樣不是很好。 

4. 之前有關心將軍蘆竹溝的事情，那件事情剛好是農業局跟

經發局合作的，我也很高興在關心之下，目前臺南市已經

公布禁止 61 公路西邊設置太陽能開發，我非常高興。反璞

歸珍會繼續爭取這方面的福利，這邊的長輩最關心的就是

子孫可以回來這邊工作，所以我們爭取的就是高科技、高

薪的工作，所以才會站在這跟大家做說明，謝謝。 

（二十一）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您所提到的應該是指沙崙科學城，市府有聽到上次您在 11

月說明會的說明，所以特別把徵才活動辦到歸仁這邊，但

事實上沙崙科學城進駐的單位都是科技部的國研院、經濟

部的工研院，進駐的大部分都是以研發人才為主，大部分

是以北部的研發人員進駐為主，如果按照之前的意見，可

能會有 1,000 名以上博士級的研究人員，不管是科技部國

研院、經濟部工研院、綠能所等相關單位會進駐到那個基

地，以研發為主，建築物可能有一些是屬於租賃的空間，可

能會引進一些合作的廠商，但那一端都是比較都是研究型、

試驗型的工作，釋出給在地的工作機會會比較少。 

2. 回應剛剛選址問題，當時主要評估在這個區域範圍內的台

糖農場，再重申一次，在 102 年以後園區開發不能徵收土

地，我想徵收私人土地對民眾影響是更大，所以從 102 年

之後，不管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開發園區，都是找台糖公

司可以釋出農場農地來討論，當時在沙崙科學城也就是現

在高鐵特定區的周邊，有沙崙農場以及港墘農場等幾個農

場位置在評估，因為沙崙農場原本就有很多掩埋物，基地

比較零星破碎，加上沙崙那邊有很多的保育團體，長期在

那邊做鳥類觀測，發現非常多的物種，所以市政府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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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研商了一個原則，基本上是以港墘這個基地為優先，把

沙崙放在 5 年後，就是中長程的計畫裡面，這個部分簡單

跟您說明選址的過程，目前沙崙因為有成大醫療體系可能

有一個新的計畫，也會提出用地計畫，這個部分後續市政

府會協助處理。 

（二十二）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整個沙崙綠能智慧科學城，有經濟部、科技部及中研院，現

在的人口是既有的高科技人才直接南下，那未來我們希望

研發的量能可以跟生產的量能做結合，所以才會就近作綠

能產業園區的規劃，將研發的量能可以放到實證量產的基

地。 

2. 沙崙有這麼多的中央單位，後來行政院協調由經濟部擔任

窗口，但是臺南市政府是地方最為熟悉，所以由經發局來

承接這個業務，成立沙崙管理平台辦公室，這個平台除了

園區經營管理，也作為臺南市政府對接中央的窗口。除了

沙崙智能科學城，周遭還有醫療園區，未來周遭還會有健

康產業園區的規劃，後續有詳細規劃後或有更進一步的進

度會再跟各位報告。 

（二十三） 李○和先生 

1. 臺南綠能產業園區跟經濟部在沙崙科學城一個 200 公頃的

綠能產業園區一樣的名字，一樣的工作項目，經濟部網站

有，他有一個 280 公頃產業園區是供生產廠商使用的。 

（二十四）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該基地目前正著手進行健康產業園區的規劃，後續健康產

業園區如果有更詳細的規劃會再跟各位說明。 

（二十五） 賴○豪先生 

1. 我算是這幾天才關注到這個消息，臺南市的治水問題一直

以來都是大家很苦惱的問題，在計畫書看到這一帶淹水的

承受水體是三爺宮溪，這個三爺宮溪從 2006 年開始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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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年 800 億、6 年 600 億的預算，然後一直在過去十年來治

理，可是治理的成效一直不是很好，這兩年有爆出新聞說

我們市長這兩年治水有成，是因為這兩年乾旱的關係沒有

淹水，不是他治水有成，而是因為這兩年降水量比較低，這

邊想提問一個簡單的問題，綠能產業園區計畫書說要外界

120 萬立方公尺土來填高，那請問這些土是從哪裡借？然

後預算又花了多少？原本這些造林可以去吸收這些積水，

為什麼不去用？硬要開發一個園區，硬要多花一筆大預算，

花人民納稅的錢，然後去做一個多此一舉的東西，謝謝。 

（二十六）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臺南市整個產業結構的改變，是從 90 年設置臺南科學園區

為主，科學園區所在的善化、新市，以前也都是淹水區域，

為了那個計畫，不管中央的水利署或是臺南市政府，在周

邊整個鹽水溪排水，花了非常多的經費，設置 10 幾處的滯

洪池，讓整個區域不會再淹水，提供不管是產業或是居民

一個更好的環境；這就是我們要說明的一件事情，如果大

家覺得臺南科學園區的存在是沒有必要、是不重要，那或

許就可以用您剛剛的角度來討論這個議題，因為所有的基

地在開發，我們工業區避免徵用民眾的土地，不管是科學

園區，都是盡量選擇台糖或是公有土地來開發，事實上產

業的需求是持續實際存在的。 

2. 臺南市政府這幾年平均 3 到 4 年開發一個工業區，每個工

業區目前都已經銷售完成，提供上百家的廠商在那邊製造

生產，創造就業機會，也創造整個經濟產值，所以我們還是

要講，在這個基地的選擇上面，主要前提就是不要徵用民

間的土地。 

（二十七） 社團法人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蔡○芸小姐 

1. 我是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的志工，依目前看到的簡報想

詢問兩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生態調查保護對策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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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上沒看到留設的草地面積是多少？這會影響到動物的

生存，還有生態的形成。 

2. 第二個是關於移植存活率達 80%，因為沒有科學數據去確

保這 80%是有辦法達成的，如果低於 80%才去補植，是不

是就失去原本植樹的減碳效益；然後看到第四季生態調查

結果，不曉得有沒有補足冬候鳥的生態調查？ 

3. 最後一個問題是因為昨天有問承辦說會不會提供簡報，但

今天又說簡報還沒有改完，請問是不是因為這個會議召開

過於倉促，沒辦法先提供簡報讓我們這些團體先了解，這

樣才有辦法提問，謝謝。 

（二十八）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我可以為我剛才說話太急道歉，可是我也必須要講，我從

80 幾年參與南科開發、樹谷園區開發，我們在整個園區規

劃上面是充分照顧到不管是生態、文化資產、更方面的問

題，我們都是很認真在回應跟面對，這也是我要說明的。 

2. 園區產業用地建蔽率大概是 60%左右，也就是說在每一塊

廠商建廠的坵塊裡面會有 40%左右是法空，我們也會盡量

建議他們盡量維持透水率跟綠覆率的要求，這個在開發計

畫的土地使用管制裡面都有，後續也會提內政部審查。 

（二十九） 民眾 1 

1. 今天都發局有來，我想詢問仁德人是不是只能跟垃圾山一

起，今天把很寶貴的 60 公頃森林劃下去做工業區，把旁邊

20、30 公頃的垃圾山劃出範圍外，現在仁德跟永康人口慢

慢越來越多，所以以後不只工廠在這邊，還會有其他人選

擇來住這邊，那這些人只能跟垃圾山一起生活，這樣對嗎？

所以我想要了解一點，為什麼台積電可以把上百公頃土地

挖起來燒一遍來蓋廠房，我們臺南卻是把上面的東西清掉

來做綠能園區，這到底是什麼原因？我不能理解，為什麼

垃圾山一定要留在仁德，這樣對仁德人公平嗎？垃圾山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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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港尾溝溪疏洪道旁邊，一個在河流旁邊的垃圾山，那

是有多危險，那是不定時炸彈，一個天災地變垃圾就從上

面下來，既然今天臺南市政府有這麼好的德政要來做這個

綠能園區，那就做真正的綠能，把所有的垃圾全部處理掉，

用這塊垃圾山做產業園區，我會說臺南市政府真的讚，就

是有遠見，因為我們看的到，今天開完這個會，綠能園區設

置後，旁邊會慢慢住人，越住越多人，垃圾山會關場，關場

後才在上面種樹，把已經 20 年的森林挖掉，然後幾年後在

垃圾山上面種樹。 

2. 第二點一直說樹木要保留，我上次開會就有說過那不是叫

保留，是全部都要移植，這個 60 公頃的森林剛好在工業區

的蛋黃區裡面，全部都是工廠，沒有綠地，你們看你們的圖

就知道，森林的核心區都在工廠的蛋黃區，所以全部是移

植完全沒有保留，那邊照你們算的就好，算 3 萬棵，剛剛

有說要花幾十億，但是我大約估算，依照臺南市樹木移植

規範移植樹木，最近有一個剛開標的案子，大約 10 棵樹花

了 200 萬，就是按照臺南市的移植規範去做的，最後還沒

有完全成功，那這樣算 3 萬棵要大約 60 億，市府準備要編

多少預算？因為我知道臺南市政府想用一棵 3 千元來處理，

你們要依據什麼規範來處理這些樹木都沒提出，前面有聽

到花 10 幾億，請問這錢要用在哪裡？另外，說存活率 80%，

什麼是存活率有沒有定義？樹木移植後剩一片樹葉是綠色

的就叫做存活嗎？要不要定義一下存活率，一棵樹要怎樣

才算是活的？從剛剛到現在一直都把這塊土地當樹木來看，

60 公頃不是只有樹木而已，它是森林，是有機生命體的大

森林，而且沙崙農場最大塊的就這塊，沒有第二塊了，你去

看虎山現在的環境，跟港墘這塊能比嗎？這 60 甲是我們臺

南的寶，仁德的寶，真的要把它挖下去嗎？所以，請問你們

要做這件事情，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60 甲的損失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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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多少損失，對臺南人有多大的損失，一個都會區裡面

有 60 甲的綠地，對我們多好，你去看臺北大安森林公園，

這邊 20 年的森林這麼美，為什麼不把它留下來，把它挖掉

有比較好嗎？對我們仁德民眾比較好的是森林留著，以後

越來越多人搬進來，有這塊森林，生活環境優質，地皮絕對

會漲價，為什麼你們不要？要用一個工業區，你看五期當

初被你們挖去做工業區，現在五期有沒有發展，你去看旁

邊的居住環境你就知道，我們臺南有經驗，又不是沒有。 

3. 第三點你們說樹木要移植，你們有進去調查嗎？你們知道

裡面的樹木浮根超過 30 公分，你們要怎麼移？如果你要相

片我都有，這裡的樹木因為這邊的土地地表逕流很嚴重，

所以這裡的樹木都很大棵，但每一棵都浮根，浮根超過 30

公分，這裡有移植的專家，請問浮根超過 30 公分，而且根

都外漏，這樣有沒有辦法移，現在裡面最健康的樹種都是

原生種，你們計算的是用之前台糖種的數量去算的，裡面

自己長的都好幾棵，不只 3 萬棵了，如果不相信大家來數

看看，樹木的現狀你們有辦法移嗎？不要空口說白話，如

果真的有辦法移，你們把裡面的狀況講出來讓大家知道是

怎麼移的，那個樹木種的很密要怎麼移？存活率要怎麼

80%？你們說要假植，我們來說台江文化中心，那棵大葉合

歡也是用假植，現在還在嗎？所以說不要騙人，今天比較

好的規劃是把森林保留，用其他可以開發的土地開發，這

才是正確的做法。台積電把這邊都包下來，外國人要來住，

他們是要好的環境，還是壞的環境，大家都要好的環境，把

60 甲的森林砍掉，這樣環境會好嗎？請仁德的鄉親好好想

一下，我們不要跟垃圾山住在一起，我們需要 60 甲的森林

公園。 

（三十）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有關基地西側的掩埋場，在原本基地評估時是有考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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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掩埋場還沒有達到穩定的狀態，考量園區的開發期程，

掩埋場北側是比較早期鄉公所時代掩埋，南側是環保局清

潔隊還在使用的基地，所以當時市府內部討論時，因為那

個掩埋場還沒有到穩定安定的年限，未來在各方便的技術

都可以時，也有可能把這個園區擴編納入，當然這個都是

後續可以考慮的問題，可是現階段要把掩埋場納到基地裡

面的話，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園區開發的進度，所以目前是

把西側兩處掩埋場劃出範圍。 

2. 移植部分原則上目前匡列的經費是 2.5 億到 2.8 億，所以您

剛剛說 10 幾億應該是有誤，然後單價原則上是參照公路總

局一些移植規範來做，至於您剛剛特別提到移植一棵要兩

百萬，您上次有來，我們後續也有去了解臺南市相關案例，

那個可能都是直徑 1 公尺以上，就是樹徑超過 1 公尺以上

比較大的樹，基地這邊樹木主要樹徑分布大概是 20 到 30

公分最多，也有部分是 30 到 40 公分，40 到 50 公分，目前

匡列的經費是 2.5 億到 2.8 億，已經有因應樹木的樹徑，所

以如果樹徑 20 公分以上的，絕對不是您說的 3 千元，3 萬

棵有些部分會透過樹木銀行交換的方式給公共工程使用，

這是目前提出來的規劃，如果在環保署審查時，委員有更

高的要求，或更高的期待，這部分市府都會評估能不能執

行，後續會再做適當的調整跟規劃。 

3. 另外提到的填土來源，目前臺南市幾處園區開發包括剛完

成的新吉工業區及正要執行的七股科技工業區，原則上都

是與六河局協調，這邊鄰近就是曾文溪或二仁溪，這部分

六河局原則上已經同意，每年都會以清淤的土方，給基地

作為後續的填土來源。 

（三十一）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抱歉，今天表定的時間是到 4 點，感謝各位踴躍的發言，

現在的時間快 4 點半了，非常感謝各位先進今天的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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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關心綠能產業園區的報編規劃，提供很多寶貴的意見，

請業務單位務實的納入整個評估。 

2. 綠能產業園區開發規劃的目的是希望連結沙崙智慧綠能科

學城，創造一個完整的產業聚落，裡面有產業、經濟、就業

的發展，我們也會務實的針對環境保護、植栽、淹水、生

態、交通等議題，妥善納入評估。 

3. 有機認證的部分，我們會請農業局及邀請中央農委會來協

助，很感謝各位團體支持園區的開發，也感謝各位寶貴的

建議，包含對環境的衝擊，這部分我們當然也必須提出一

些對策及相關的輔導措施，我們都會謹慎妥善的納入規劃，

再次感謝各位的參與，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會議到這邊，

也祝各位新春愉快，謝謝各位。 

（三十二） 甜心有機牧場(書面意見) 

1. 依據綠能產業園區開發案環評計劃書將於台南仁德港墘農

場開發，本人徐紫珊於港墘農場承租台糖 9 公頃種植有機

飼作雜糧以及本開發案東北角尚緊鄰甜心有機畜牧場第二

分場的事實，緊鄰距離僅僅只有 4 公尺之差(產業道路)，本

場要求臺南市政府同時取得三個有機驗證單位之證明，證

明工業區開發與未來運作能通過有機驗證環境檢核，不致

使本場有機驗證資格被撤銷，作為開發必要條件，且依有

機農業促進法，我國現行與美國、加拿大、紐西蘭、澳洲等

國家簽訂有機畜產品同等性條約，意即我國有機畜產品驗

證條件及環境檢核標準與簽約國互相承認，為屏除因工業

區開發導致本場有機驗證資格遭撤銷之疑慮，要求市府同

時取得三個有機驗證單位之證明，三個有機驗證單位分別

為「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國立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

心」、「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2. 聯外道路開闢計畫未確定也未具體，也缺失 20 米聯外道路

徵收計畫，途中要徵收農地作為聯外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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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6 橋下側邊平面道路闢建至少 12-15 米，才足夠大卡車通

行和迴轉，目前只規劃增設 5 米側車道。 

4. 會中開發單位宣稱既有林木處理規劃：「規劃於園區內及周

邊地區近地移植，保留至少 50%約 14,608 株喬木，區內移

植 10,641 株，區外移植 3,967 株原生種，其餘林木由公共

工程優先取用。」然而基地面積 87.72 公頃，僅規劃 12.62

公頃綠地，如何容納移植 14,608 株喬木??顯示出不合理移

植規畫。 

5. 要求臺南市綠能產業園區環境影響說明書規劃「60 公頃假

植區」，合理規劃 29,215 棵喬木移植，以及制定存活率 9 成

並定義存活率標準，並非有幾片葉子長出來即代表存活。 

6. 根據 111 年 2 月 9 日農委會淨零碳排策略大會訂出 2040 年

前增匯目標，保存現有林外，將再新植造林 66,000 公頃增

加森林碳匯增加排碳權，顯示此臺南市綠能產業園區選址

於臺南仁德港墘農場砍除 60 公頃造林設置綠能產業園區

選址荒謬無當，與中央農委會 2050 淨零排碳國家政策悖逆，

倒行逆施。 

7. 會中仁德區中洲里里長極力爭取綠能產業園區設置，市府

應設置綠能產業園區於緊鄰中洲里居民住處內另一處台糖

農場，近百公頃，沒有造林不用花費 2.5 億~2.8 億公帑移

植，也不會淹水亦不用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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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現場照片 

主持人致詞 仁德區公所區長致詞 

簡報說明 與會者意見表達 

規劃單位意見答覆 規劃單位意見答覆 
 

八、 散會：111 年 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