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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臺灣環境教育法

臺灣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目標為培養國人瞭解自身
與環境間的倫理關係，增進國人對於環境保護的
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進而促進國人珍惜
環境，並採取行動以達成永續發展。

這份案例研究將呈現：

 •  臺灣環境教育法如何讓國內環境教育擁有穩
定資金及人力，從而促成永續發展

 •  環境教育如何成為國家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的核心要素

 •  環境教育人員、機構、設施、場域的認證如
何確保並提升環境教育品質

這份案例研究主要內容為實行臺灣環境教育法的過程。臺灣環境教育法於2010
年6月5日公布，並於隔年2011年6月5日正式實施。

概要 相關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關鍵目標

1
實行臺灣環境教育法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背景
臺灣環境教育法正式立法前歷經將近18年的準備過程。表一簡單紀錄此過程。

表一、臺灣環境教育法立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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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環境保護五年中程施政目標計畫」，中央政府應推動制定環境教
育法  

•  環保署第一次指定進行環境教育法研究
•  參考美國1990年國家環境教育法，制定第一版臺灣環境教育法草案

• 環保署再次開啟環境教育法立法規劃

•  環保署與各地環保局、專家、學者、地方組織及相關部會討論環境教育
法草案內容

•  環保署第一次將環境教育法草案送交行政院審議

•  環保署與各地環保局、專家、學者、地方組織、相關部會招開研商會議
與公聽會，討論環教法草案內容

•  環境教育法草案第二次送行政院審議

•  行政院審議認為環境教育無專門法也可實行，決議環教法草案無立法必
要性

• 統候選人將環境教育立法列為政見

•  立法委員在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協助下於立法院提案

•  行政院將環境教育立法列為優先處理案件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教育組針對環教法草案進行討論

• 環教法草案再次送行政院審議

•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合辦論壇，討論環教法草案
內容

• 中華環教學會舉行環教法草案公聽會

•  行政院決議通過，將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臺灣環境教育法於2010年6月5日公布

臺灣環境教育法於2011年6月5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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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
結構
臺灣環境教育法共有五章：1) 總則、2) 環境教育政策、
3) 環境教育辦理機關之權責、4) 環境教育推動及獎勵、
5) 罰則。

策略
臺灣環境教育法採行幾項重要策略。其一為規定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
法人之所有員工、教師、學生每年均應接受四小時以上之環
境教育（第19條）。此規範下所觸及民眾占臺灣總人口數的
1/6。其二為建立相關專業認證制度（第10條），由環保署
與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如：教育部等，辦理環境教育機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環境教育人員之認證。過去五年間已認
證愈10,000位環境教育人員及超過140處環境設施場所。最
後，關於罰則部分，違反環境保護法的個人或機構，被處以
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需接受一小時以上
八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

臺灣環境教育法重點條文如下：

•  確立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根據臺灣
環教法第二章第5條，環保署應擬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並送行政院核定，以推廣國家環境教育政策。此綱領應
每四年通盤檢討一次。

•  分配預算為環境教育基金。各級主官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以支持環境教育活動，
如：環教講習、環教教材編制、推動國際環境教育交流、補助環教相關畫、補助人員培
訓等。基金來源為：1) 每年至少自環境保護基金提撥5%、2) 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
款項之10%、3)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罰鍰收入之5%、4) 基金孳息、5) 人民、
事業、團體或機構之捐助。

•  環境教育人員之認證與指派。環境教育人員可透過六種途徑取得認證，包含學歷、經
歷、專長、舉薦、考試及受訓；而且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必須指定環境教育人員負責推動環境教育。

•  提供環境教育諮詢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以提高非正規環境教育品質。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由中央主管機關認證，並需要至少聘用一名具認證之環境教育專職人員。

•  認證環境教育機構以提供培訓課程。臺灣還教法規範下，須由環境教育機構提供環境教
育人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所需培訓課程，及其他相關環境教育課程。

•  實施並追蹤每年至少四小時之環境教育。臺灣環境教育法規範政府部門、企業、機構級
學校每年須至少實施四小時環境教育課程，並向環保署回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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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
臺灣環境教育法之檢討與評估為環保署之責任，評估策略包含：

•  環境素養之全國性調查。為瞭解執行
環境教育法之效果，環保署過去三年
每年均會進行國人環境素養調查。

•  量化分析每年所頒發之認證數量。過
去五年環保署每年統計環境教育人
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機
構認證數量。

•  檢視法定環境教育時數課程品質。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
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每年進行該年欲執行之環境教育提
案，相關成果報告須於下一年度前送
交中央主管機關。由環保署檢查該類
報告，以評估環境教育課程品質，最
終會彙整各機關、機構、學校之年度
環境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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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透過每年至少4小時之環境教育，臺灣環境教育法觸及臺灣總人口的1/6，環境
教育法的影響無疑是全國性的。環境教育法的影響包含：

•  多種提升環境保護意識的活動獲得全國性的參與。自2011年施行環境教育法以來，五年間
(2011-2015)以多種不同形式推行的環境教育活動（圖一）。其中手做課程占大宗，約為所
有活動的24%。第二常見的活動型態（占17%）為環境教育體驗，以可直接與自然接觸之活
動取代自書籍等教材學習。其他活動，如：講習、課程、影片觀賞，也是提升環境意識常
見的環境教育選擇。

•   環境教育認證 
至2016年4月為止，臺灣環教育法已促使9,278位環境教育專業人員、135處環境教育設施場
域、27間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

•   違反環境保護法人員必須參加環境教育講習 
自2011年6月11日至2016年4月底，違反環境教育法第23與第24條規定而接受環境教育講習
之人數為69,990人次。

•  環境教育基金 
環境教育基金年度預算3.6億屬中央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另有總合為40億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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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1年至2015年環境教育活動類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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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訂立環境教育法以前，臺灣環
境教育缺乏有效整合機制，因
此常有環教政策與職務重複的
情形，更沒有穩定資金與促進
環境教育發展的專門研究中
心。另一方面，各部門環教聯
絡對口人員也難有精進環教知
能的機會，從而限縮了環境教
育執行與推廣成效。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若要持
續發展環境教育，落實環教法
以整合資源勢在必行。而臺灣
環境教育近10到20年間面臨的
許多困境，也確實因環境教育
法的設立而獲得改善，環境教
育人員、設施場所與機構獲得
有效整合，也有了穩定資金 
來源。

執行環境教育法所獲得的經驗包含：

 
   環境教育應該成為職業，只依靠志工與義工運行的系統難以
穩定法展。年輕人應該要有機會，透過環境教育工作增進其
環境保護意識。

  
   國家環境教育法促使環境教育領域有穩定的人力與資金，進
而也對於國家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有所助益。

 
  依照環境教育法所進行的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機構之
認證可確保環境教育推動品質。經認證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
具備相關知識與能力，得以培養國人的環境素養，包含對於
永續發展的瞭解、認識多元的環境保護議題、對於環境保護
的正向態度，以及負責任的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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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http://web.epa.gov.tw/en/ 

聯絡資訊
張子超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tcchang@gap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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