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迴避的真相
行政院組織再造之永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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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選後另一個值得全民關注的議

題便是行政院組織再造即將於民

國101(2012)年上路，而此階段各部會

正密集召開各式各樣的會議，希望藉由

組織再造建構足以因應未來挑戰的政府

組織，這也攸關著台灣是否能回應全球

及地方等多元議題，真正脫胎換骨，建

構一個效率、專業的新政府之契機。正

因如此，國人更需嚴肅且慎重地在此關

鍵時刻，提供多方意見以作為行政院在

進行組織再造時之參考。

在環境變遷日益劇烈的趨勢中，顯

然地，組織再造的挑戰在於：如何從

永續發展的觀點因應「全球化」及「

全球暖化」的考驗；具體而言，便是

如何將極端氣候、國土城鄉發展、道

路交通建設、防救災減災等重大課

題，納入行政院組織再造的架構中。

因此在行政院層級便應具備「永續策

略規劃」（sustainable strategic 

planning）的觀念，作為相關部會（

例如環境資源部、內政部、農業部、

經濟部等）的指導原則，並設置相關

的司、署、局，研擬對應的政策／策

略／計畫／方案。

然令人遺憾的是，目前草案中並沒

有相應的上位組織，亦看不到永續策

略的思維，但若要落實上述的組織改

造目標，架構權責相符的推動機制是

必要且迫切的。因此，建議於行政院

設置「永續發展辦公室」，由政務委

員主政，專責國土交通安全、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能源政策、資源總體調

度、流域管理、防救災減災等工作；

此外，把環境資源部的「氣候變遷

司」提升到此辦公室層級，並同時考

量跨國及中央政府為主的「減輕」（

mitigation）措施及中央地方合作的

「調適」（adaptation）策略。倘若

無法在行政院層級設置「永續發展辦

公室」，那麼在「國家發展委員會」

成立「永續發展處」亦是可考慮的方

案之一。

因應內外情勢挑戰 
國家發展委員會在目前的規劃草

案中，擬將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

處、經建會部門處水資源組、及公共

工程委員會技術處（計畫審議）等三

個單位合併為「國土空間及永續發展

處」，然而，組織再造不應只是名稱

調整，最重要的還是要具體回應國土

交通安全、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資源

總體調度、防救災減災等相關議題，

進行跨部會的協調及整合。例如，現

階段的規劃草案中，政策環境影響評

估、資源總體調度及減災便沒有納入

「國土空間及永續發展處」的業務

內。

更具體而言，無論此組織是設在行

政院層級或國家發展委員會，新的政

府組織在回應極端氣候時，務必同時

考量跨國及中央政府為主的「減輕」

措施及中央與地方合作的「調適」策

略。目前地方政府在調適策略上往往

沒有體認到這個策略的重要性，而過

度依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現階段

的作法中，也因法令制度尚未建構完

備，亦無法具體且有效率的提出政策

機制及具體方案策略。

第二個重要議題在於「防災、救

災、減災」三個面向必須整體考量。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及環境資源部災害

防治司只著重防災及救災面向，建議

行政院或國家發展委員會層級應將「

減災」面向視為上位政策之目標。

至於部會下設的司、署、局整合權

責與功能及專業人才的歸屬，應充分

溝通、從寛周延考量。「司」的功能

在於協助部、次長統合部內各類資

源，落實各項政策之規劃、協調及推

動；「署」或「局」則在於落實推動

各項政策。然而，目前現有司署局層

級的調整往往只從人事思考，因此建

議組織改造的部會調整應以「業務」

為優先考量，以建構合宜的組織架

構。

◆河川環境小組李永展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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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業務優先應建構在因應極端

氣候持續威脅下，考量國土及城鄉永

續發展、生物多樣性、道路交通規

劃、防救災減災等概念，具體落實到

各部會的組織架構中；至於「人事編

制」的考量則應由研考會及人事行政

局統籌調整並分年落實。

以環境資源部為例，這是一個全新

的組織，也是最直接回應環境變遷挑

戰的部會，因此在規劃時便應從永續

發展角度著手，整合相關部會的水、

土、林、海等業務，並研擬出各司其

職、分工合作的司、署、局之組織。

首先，環境資源部必須有前瞻性的

設立宗旨、任務與相對應之架構，以

符合永續發展理念並確認環境資源部

主要之核心任務，至少應包含氣候變

遷、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生物多樣

性、水土林海、自然資源保育等內

涵。

明確權責 提升效率 
以目前組織再造的架構而言，環境

資源部將設七個司，為了具體回應極

端氣候、環境生態議題、防救災減災

等目的，七個司建議為：綜合規劃司

（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永續指標發佈

等）、大氣環境司、水及流域司、污

染管制司、生態環境司（包括自然保

育、生物多樣性、濕地保育等）、資

源再生司（有別於經濟部的資源經營

管理觀念，應特別強調資源回收再利

用及生命週期分析的理念）、災害防

治司（包括人為及自然災害）。

司之下再設署，不只落實推動各項

政策，必要時也可以制訂相關的政

策，五個署建議為水資源署（即原來

之水利署）、水保及地礦署、自然保

育署（合併草案中的森林及保育署與

國家公園署）、污染防治署、氣象及

變遷因應局（整併草案中的氣候變遷

司及氣象局）；至於流域治理應循序

漸進並分階段辦理。

此外，農業用水大約占全部用水的

70%，但在農業部組織的規劃中只納

入農田排水，建議參採省政府時代農

田水利會納入水利局的作法，將農田

水利會整併到環境資源部。

面對五都底定，再加上桃園縣升格

為準直轄市，台灣儼然已經成為六都

十六縣，原水利署河川局的定位應再

檢視，例如，淡水河流域是否明定由

中央來管理（如此便不會有組織人力

調整的問題）便應及早確定；此外，

針對各個河川流域的管理或治理應釐

清「中央治理、地方管理」的架構。

六都十六縣的國土空間架構是台灣

因應全球化及區域治理的競爭下必然

的產物，而行政院組織再造則攸關台

灣是否能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最重

要的關鍵。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中央各部會應廣邀學者專家及公務系

統的人員，儘速審慎整各方意見達成

共識，研擬出回應全球化及全球暖化

的政府組織架構。倘若無法妥善處理

且儘速落實，行政院組織再造不只無

法達到精簡人員的初衷，反而會衍生

出更多的行政成本，乃至錯失了積極

回應永續課題的關鍵時刻；而此時機

一旦喪失，恐將導致難以彌補的後果

成為永遠的遺憾。

◆12月14日拜會行政院提供之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圖修正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