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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相扣，共創新局」 

彰檢舉辦國土論壇，展現政府團隊執法信念及成果 

建立公私協力共識，迎接氣候變遷新挑戰 

   本署於今（3）日假彰化縣文化局員林演藝廳舉辦「彰檢國

土論壇」，以齊柏林導演在 102年執導之紀錄片「看見台灣」

為出發，檢視 10年來，政府在環境執法與政策之躍進。法務部

徐錫祥政務次長、環境部施文真政務次長、沈志修常務次長、

彰化縣政府林田富副縣長、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及全

國多位檢察長均到場共襄盛舉。本次論壇除邀請檢、警、調、

環、稅各執法機關代表講述跨域團隊之合作模式、分享多年來

累積之實戰及偵查技術外；更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李聖傑教授剖

析環境法律及天下雜誌劉光瑩資深主編撰述多年來觀察、採訪

環境問題的心得，大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面對 2050淨零目標、

國家永續、民眾對環保食安的深切期盼，政府團隊如何完成「國



家環境希望工程」，論壇共計有 230餘人報名參加，現場幾乎

座無虛席，顯示各界對環境永續之重視。 

    法務部徐錫祥次長致詞時指出：台灣擁有美麗的高山、海

洋，檢察官有幸成為打擊環保犯罪的一員，法務部建置有環保

知識庫，介接環保資訊系統，期盼善用科技的力量，與警、調、

環、稅等各單位共同努力，有效查緝環保犯罪。並且善用刑法

沒收新制，查扣不法犯罪所得，以剝奪犯罪行為人的不法利得

為執法目標，同時強力要求犯罪者負起回復土地原狀的責任。

不管是卜蜂食品污泥案、無機污泥假處理案、木材廢棄物假再

利用案、營建廢棄物一條龍案等等，希望透過執法的過程，削

弱不法集團的犯罪能力，阻絕廢棄物犯罪的不法事件再次發生。 

    環境部沈志修次長致詞時指出：環境保護意識抬頭，環境

部會運用各項新型科技與法務部、警政等各單位共同攜手合

作，共同維護國土安全，希望能更有效能的壓制環保犯罪，讓

台灣更美好。 

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致詞時指出：國土環境與人

民息息相關，臺灣高等檢察署設有國土犯罪查緝督導小組，並

且在各地檢署設有國土犯罪查緝小組，透過查緝小組與環保單

位等各部門通力合作，共同打擊環保犯罪，近 10年來更透過各

種會議，針對環保犯罪各項議題進行討論，尋求解決之道，從



法規面、制度面及科技設備等各方面入手，進行溝通交流，有

效打擊環保犯罪。 

    彰化縣政府林田富副縣長致詞指出：彰化縣建縣迄今 300

週年，自 1719年八堡圳開鑿完成，灌溉彰化平原後，彰化縣即

是全國糧倉。但也因為是農業大縣，加上人口老化、交通便利

等因素，使不法犯罪集團將廢棄物傾到在彰化縣的農地上，對

這樣的犯罪問題，實有賴於檢警調環稅等各部門共同努力，防

止廢棄物污染我們的土地。均在在顯示政府機關對國土保護責

無旁貸之使命感及願景。 

    本次論壇以下列四大主題進行： 

（一）天下雜誌，以公私協力、對「政府環境保護作為、媒體

如何提供協力」之雙向期待，進行簡報，隨即在臺灣高等檢察

署張斗輝檢察長主持下，與環境政策擬定、法規制定、環境執

法相關等樞紐機關首長及天下雜誌，就環境保護作為議題，進

行與談。 

（二）緊接著，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林錦村檢察長

主持下，以檢察機關國土案件成效為引，再由本署鄭文正檢察

官、彰化縣環境保護局黃維祥副局長、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謝慧



美副局長、員林稽徵所蘇勇全稅務員及本署林慧真檢察事務官

講解查緝環境犯罪之偵辦技巧及心得。 

（三）下午場，在本署張曉雯檢察長主持下，探索廢棄物清理

法第 46條之法律規範問題。邀請環境管理署顏旭明署長、許正

雄組長、政治大學李聖傑教授與本署高如應主任檢察官共同就

實務面遭遇問題及法律面解決之道進行探討，並帶出「適性犯」

概念之介紹。 

（四）第四場，「氣候變遷」專家環境部施文真次長為大家科

普氣候變遷，概述「排放/碳權交易」制度，再由本署王銘仁主

任檢察官接力說明檢察官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之責任及努力途

徑；最後，由我國未來環境大法「資源循環促進法」制定機關

資源循環署林健三副署長登場，為大家親自解說未來環境法規

之整體規劃。 

    本署期待藉由本次研討會分享團隊合作經驗，大家共同思

考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國際減碳責任的工作都是環環相扣，

基於政府一體、公眾利益優先的重要性，如何遏止環境犯罪，

同時強化回復環境，讓世界不只看見臺灣的 AI科技，更希望世

界看見美麗寶島-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