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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政策推動說明會(嘉義場)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10月22日（星期四）下午2時40分 

貳、 會議地點：嘉義縣布袋鎮自由路2號3樓禮堂 

參、 主持人：嘉義縣翁縣長章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副主委添壽、

內政部花政務次長敬群、經濟部曾政務次長文生 

肆、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陳奕汝 

伍、 會議結論： 

一、 請經濟部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內政部、

漁民團體及光電業者等利害關係人，一同研議兼顧各方

權益之漁電共生公版契約。 

二、 為協助在地養殖漁業業者消弭疑慮、提高漁電共生試行

意願，請農委會水產試驗所(下稱水試所)提供目前相關

研究成果，並協助以維持規定漁獲量及發電效率為原則

下，持續擴大養殖魚種之試驗，以落實農業為本綠電加

值精神。 

三、 本說明會雖為與在地養殖漁業業者就推動漁電共生施行

溝通互動，亦著重會中倡議團體所提之相關程序機制與

推動作法。爰將另行規劃討論會議，邀請相關團體續行

研商。 

四、 後續請嘉義縣政府持續蒐集當地民眾及養殖業者之意見， 

並適時彙整後轉呈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提供協助。  

陸、 各出席單位與團體代表重點摘要：(附件) 

柒、 散會。(下午4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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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出席單位與團體代表重點摘要 

一、 地方漁業公協會與漁民代表： 

（一）七股產銷班第11班 : 

1. 感謝農委會在疫情爆發造成外銷魚種滯銷遇到瓶頸時，

協助推動漁電共生幫助產業升級轉型，希望光電業者開

發案場時，亦有漁民一同參與，共創雙贏。 

2. 請釐清光電業者在開發案場經濟效益考量下，養殖漁民

於契約規範中負擔相關權利義務。 

3. 請確認光電業者後續若無法妥善維護營運並管理，以致

天災因素造成損害時，地主漁民的處理機制。 

4. 請釐清在甲乙雙方契約下，對原有養殖漁民工作權的保

障。 

5. 建議將漁電共生定型化契約納入先行區規劃之必要條件。 

（二）嘉義縣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 : 

1. 漁電共生政策深涉養殖漁民生計，應以養殖產業團體與

水產相關學術單位意見為主，就整體養殖環境評估務實

可行之設計規劃。環境及動物保育團體之相關建議仍應

尊重養殖業者意願為宜。 

2. 建議農委會漁業署所輔導成立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一

併列入先行區，以提升漁民養殖環境與漁村經濟。 

3. 養殖區域為專業養殖生產使用，涉及國家糧食安全之基

本，若僅以自然生態保育為主考量政策推動，尚無法完

全套用現有養殖環境實務發展所需。 

4. 漁電共生政策既以養殖為主綠電加值，光電業者佈建時，

應以不影響養殖操作並協助建設提升養殖環境前提下共

生共榮。 

（三）雲林縣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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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先行確認台電公司饋線分布及提供現況，避免後續

相關業者進場後供需失衡。 

2. 建議將彰雲嘉南生產養殖區規劃為先行區，加速推動國

家綠能政策。 

3. 鼓勵並支持養殖漁業透過漁電共生機制增加額外收益，

避免氣候因素造成收益變動。 

（四）嘉義縣義竹鄉長 : 

1. 建議在不影響生態環境及不需通過環社檢核條件之合法

養殖用地應全面開放。 

2. 建議劃設漁電共生專區及先行區時，需經漁民及鄉民多

數的同意方能進行規劃。 

3. 希望台電公司配合提供饋線完整規劃，以利漁民及光電

業者申請，加速推動漁電共生。 

4. 公版契約攸關漁民權益，建議由各部會及各養殖魚會、

漁民多方討論確保漁民權益。 

（五）養殖業者 : 

1. 政府辦理漁電共生前提應為保障漁民生計，而非片面參

考營利事業或非營利團體意見，建議將漁民權益為首要

考量，第二才為環境保護；並建議將龍江段皆納入先行

區規劃。 

2. 布袋鎮人口日趨減少，表示土地及經濟開發程度降低，

期待尋求解決方法。 

3. 希望在先行區規劃時，考慮地方經濟需求，避免比例上

的落差。 

二、 環保團體 

（一）地球公民基金會 : 

1. 建議拉長劃設先行區規劃時程，讓在地產銷班及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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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瞭解，加強地方參與。 

2. 針對環境污染疑慮，建立法治化機制、監督與監測系統，

保障在地民眾的權益，並提供民眾監督、糾錯及檢舉平

台。 

3. 希望農委會將適合試行漁電共生之養殖物種、目前的實

驗狀況與成果，及案場設計等資訊，公開於農業綠能網

站，有助於各界瞭解。 

4. 請確認養殖戶定期化契約中應透過多方討論，建立爭議、

糾紛調解、保證人等機制，確保未來設備順利回收。 

5. 建議規劃先行區時，將地方觀光潛力因素納入考量，選

擇適當地點，以避免相互競合。 

6. 建議考量設置區位與場址間相對位置，避免太陽光電設

施過度集中。 

7. 建議漁電共生先行區範圍應暫緩受理土地變更案件，並

請儘速公告環社檢核相關法制作業，及後續審查機制。 

（二）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 

1. 肯定先行區規劃之目的，期能透過環社檢核機制的精神，

針對特定開發區域進行完整議題討論。 

2. 請釐清環社檢核中進行監測、生態爭議及環境補償機制。 

3. 落實農業為本綠電加值原則下，增加專業規劃參與程度。 

（三）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 

先行區劃設時，較不易確認地主與養殖戶是否為同一身

分別，建議釐清避免爭議，或是建立爭議調解機制。 

（四）環境法律人協會提問 : 

1. 肯定環社檢核為良好機制，惟仍應確認其適法性。 

2. 有關先行區劃設之相關意見表達如下 : 

(1)請確認先行區的機制修正之可行性，避免利害關係



5 
 

人未被充分告知。 

(2)請釐清先行區與環社檢核示範區間的關係，以及若

有認知紛爭之因應方式。 

(3)請確認先行區之圖資公開時程，及表達意見的管道。 

（五） 主婦聯盟基金會 : 

1. 建議嘉義及台南大範圍案場中，保留一定空間予地方團

體，例如漁民自治組織可以投入該政策計畫當中。 

2. 建議透過輔導機制協助，讓漁民團體可以集資方式架設

太陽能光電設備，而非皆由業者主導。 

3. 請協助確認可公版契約建立處理爭議機制，避免漁民僅

能透過法律程序爭取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