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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永續發展目標簡介 

從全球的鉅變到永續發展 

生態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擴大、極端氣候等多重面向風險，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1987年提出永續發展： 

在滿足我們現代發展需要的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發展的權利 

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 

2016年啟動17項永續發展目標，作為全球至2030年的永續發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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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雲林縣接軌永續發展 

雲林縣2020年總人口676,873人 

 性別比例均衡 

♂男性佔51.7%，♀女性佔48.3% 

 高齡城鄉 

• 0-14歲幼年人口佔11.04% 
• 15-64歲青壯年人口佔69.87% 
• 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19.10%，全臺第2高 

• 扶養比43.3%，全臺第2高 
• 老化指數172.97%，全臺第4高 
• 自然增加率-4.53‰，全臺第3低 
• 社會增加率-2‰ 
• 人口增加率-6.53‰ 

凸顯人力資源不足、社會負擔增加、高
齡化因應等不利城鄉發展之重要課題，
永續發展特別注重高齡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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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人口比例高 

• 低收入戶戶數佔2.28%，全臺第4高 
• 低收入戶人口數佔1.65%，全臺第5高 
• 身心障礙人口數佔7.45%，全臺第4高 

弱勢照護為重要課題 

一、序言：雲林縣接軌永續發展 

 農業大縣 

農業廢棄物循環、節水、綠色能源、智慧農
業、食農教育、產業人才培育為重要課題 

• 農林漁牧業就業者佔全縣19.07%，全臺第3高 
• 工業就業者佔全縣34.91% 
• 服務業就業者佔全縣45.84% 

農業年產值約383億 
全臺第1高 

畜產年產值約326億 
全臺第1高 

漁業年產值約83億 
全臺第3高 

每年產出塑膠網布等廢棄物
超過1萬3千公噸 

畜牧廢水、沼氣、沼
液及沼渣 

漁業耗水、貝殼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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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農業、垃圾減量、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等為環境永續努力方向 

沿海地區及高鐵沿線地層歷年最大累積下陷量2.62公尺，全臺第一高 

縣內無焚化爐，垃圾處理一直是一大難題。 

 注重環境保護 

一、序言：雲林縣接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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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林縣VLR檢視方法：方法學 

五生架構 

(實踐倡議) 
策略取向 

SDGs對應 

(價值主張) 
關涉面向 

生命尊嚴 生存保障 1、2、5、10 人權面 

生活無虞 社會和諧 3、4、7、11 社會面 

生產豐饒 經濟成長 8、9、12 經濟面 

生態均衡 環境護育 6、13、14、15 環境面 

生利共榮 治理賦權 16、17 量能面 

＞強調施政在接軌SDGs的改變價值與態度 

＞透過策略取向的推動來達成實踐倡議 

 提出「五生架構」作為SDGs的「實踐倡議」 

 對應實踐倡議，提列「策略取向」 

 扣合永續發展「環境、社會、經濟」三面向，更增生「人權」與「量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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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林縣VLR檢視方法：施政六大核心價值與
五生架構的詮釋連結 

 「幸福雲林，永續上場」是追求「五生」的「幸福永續」 

 要實現幸福永續，「雲林上場」的施政必須具體落實展現在「策略取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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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林縣VLR檢視方法：施政六大核心價值與
五生架構的詮釋連結 

 雲林縣VLR檢視金字塔 

金字塔內側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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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雲林新政
願景擬定會議 

•訂定110年5月3日召集
相關局處訂定本縣永續
發展願景「幸福雲林，
永續上場」 

永續發展內部
教育訓練 

•5月6日辦理永續發展專
業知識講習(二級主管)；
5月31日辦理推動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研討(一級
主管) 

盤點施政亮點 

•5月召開3次會議，初步
彙整為9個亮點領域，最
後以「永續農業」、
「大健康產業」作為兩
大施政亮點 

計畫協調會議 

•初步彙整226個計畫，6~7月
透過10次願景工作坊檢視確認，
新增「雲林綠色典範經濟發展」
施政亮點，最後有491個計畫
納入報告 

建立指標系統 

•參考108年臺灣永續發展
目標對應指標、本縣110
年度暨中程施政計畫及
環境保護計畫等重要統
計指標 

報告撰寫與發
表 

•報告撰寫，並擬定未來
永續發展建議 

 

三、雲林縣VLR檢視方法：啟動雲林縣自願檢視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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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消除貧窮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提供生活扶助 

• 老人：幸福專車服務(共9輛專車) 

因應人口老化趨勢，加上弱勢族群比例稍高，提供相關生活、經濟補助及不同狀況之紓困方案，
改善貧窮問題。 

• 新住民：生活適應課程、移民節 • 身障者：一站式超便民輔具服務、
全國首創「智慧居家情境體驗空間」 

幸福專車服務 新住民移民節 智慧居家情境體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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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消除貧窮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提供急難救助 

• 基本急難救助方案：提供即時性經濟
支持及完整性福利服務 

因應人口老化趨勢，加上弱勢族群比例稍高，提供相關生活、經濟補助及不同狀況之紓困方案，
改善貧窮問題。 

•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方
案：8大紓困措施 

• 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 

•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
助計畫 

8大紓困措施 



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2消除飢餓 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業。 

 提供營養且足夠的糧食 

• 寒假學童幸福飽胃站(全縣186所
國中小學同時推動) 

農業大縣的雲林，注重糧食安全與促進永續農業的同時，關懷並滿足弱勢族群需求。 

• 針對弱勢辦理實物銀行(斗南成立
第一家「超市型」實體實物銀行) 

• 針對長者廣設長青食堂(用餐頻率
全國第一) 

15 
寒假學童幸福飽胃站 實體實物銀行 長青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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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2消除飢餓 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業。 

 實現糧食安全 

• 「雲林良品，必是精品」提供安心的特色及加工農產品 

農業大縣的雲林，注重糧食安全與促進永續農業的同時，關懷並滿足弱勢族群需求。 

 提供穩定產銷環境 

• 改善農水路(10,000公尺) 

• 冷鏈物流體系建置規劃 

雲林良品 冷鏈物流體系建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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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3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人群的福祉。 

 生活保健 

• 預防型宣導及防治作業(自殺企
圖個案30天再自殺率全國最低) 

建構公平且完善的醫療照護體驗、辦理各項福利措施、建立窗口及關懷服務，並重視體育教育，
確保所有民眾的身心健康。 

• 培養全民運動風氣(全國唯一IKO認證的
雲林國際衝浪學校) 

• 促進心理健康幸福感(草嶺石
壁森林療育基地) 

草嶺石壁森林療育基地 全國唯一IKO認證的雲林國際衝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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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3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人群的福祉。 

 醫療救護 

• 全民守護者APP(全台第2個擁
有線上推播公共場所OHCA
案件的縣市) 

建構公平且完善的醫療照護體驗、辦理各項福利措施、建立窗口及關懷服務，並重視體育教育，
確保所有民眾的身心健康。 

• 首創線上指導CPR(DA-CPR)、線上指
導救護技術員 

• 首創5G黃金通道，生命徵象
數據即時傳輸到醫院端 

首創線上指導CPR(DA-CPR) 全民守護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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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3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人群的福祉。 

 關懷照護 

• 社區藥事照護健康營造計畫
(藥師訪視) 

建構公平且完善的醫療照護體驗、辦理各項福利措施、建立窗口及關懷服務，並重視體育教育，
確保所有民眾的身心健康。 

• 智慧村落共享天倫雲林老幼樂融安全社
區計畫(首創天倫D+卡) 

• 藥局據點智能運動處方樂齡
改造計畫 

藥師社區訪視 藥局據點智能運動處方樂齡改造 首創天倫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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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4優質教育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教育的完整性 

• 準公幼簽約率達8成(全國最高) 

致力於落實多元教育，並打造公平且安全的教育環境，確保各年齡層及族群的受教權，也藉以培
育在地產業所需人才。 

• 開設智慧農業大學 (首屆學員共有
197位畢業) 

• 樂齡食農講師培訓(共計培育110名) 

開設智慧農業大學 樂齡食農講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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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4優質教育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教育的公平性 

• 保障弱勢族群及不同民族教育 

致力於落實多元教育，並打造公平且安全的教育環境，確保各年齡層及族群的受教權，也藉以培
育在地產業所需人才。 

 教育的多元性 

• 推動本土語文、英語教育、環
境教育、食農教育、品德教育、
美感教育、家庭及親職教育 

 舒適安心及便利的學習場域 

• 國中小全面安裝冷氣(率先全國落實) 

• 智慧校園3.0啟動 

• 土庫國小打造雲林首座「智慧教育中心」 

黃金蝙蝠生態館推廣環境教育 書法美學教育 多元文化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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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5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 

 增進性別平權意識及認知 

• 組成性別平等委員會 

• 宣導活動及講座 

定期檢視轄內性別友善設施，每年度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並召集專家學者、婦女相關團體等領
域代表，協同各局處成立工作小組，以達到互相尊重與平權的概念。 

 家暴、性侵及性騷擾防治，實現女性生活安全 

• 家庭暴力被害人處遇(第八屆婦幼保護網絡之承諾與行動整合
實踐團隊行動-菁英獎評選活動榮獲全國優等) 

•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處遇率全國之冠) 

性別平權意識宣導活動 



23 

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6淨水與衛生 為所有人提供水資源衛生及進行永續管理。 

 用水管理，減少水資源浪費 

• 持續納管水井輔導合法作業(累積
完成126,396口) 

• 雲林縣國土計畫緩解地層下陷(劃
設全臺首處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 農業用水調配：農業調蓄池、滯
洪池池水再利用 

透過各項前瞻計畫改善淨水與衛生問題，除了供應乾淨公共及民生用水，也發揮園區寓教於樂作
用，負起推動水資源保育教育責任。 

 保護與恢復水生態系統 

• 成立雲林縣河川治理平台推動小組 

• 成立水環境巡守隊(共23隊) 

• 濁水溪出海口打造為鳥類生態濕地
公園 

 廢污水處理與水循環再利用 

•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 雲林科技工業區污水廠放流水循
環再利用(全國工業區首例) 

強化北港滯洪池功能 放流水循環再利用 生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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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7永續能源 確保人人負擔得起、可靠和永續的現代能源。 

 再生能源推動策略 

• 簽核「雲林縣推動綠能政策之指導原則」：
「三不三要」 

• 成立綠能辦公室，協助推動綠能產業(台
西水產試驗所具示範成效) 

透過縣府、投資廠商、民眾建立合作模式，一同打造低碳永續城鄉，展現「一地兩用、地盡其利」
之目標。 

 發展太陽光電 

• 太陽光電裝置容量1093MW、發電量5.26億度(全國前三名) 

• 臺西鄉溪頂社區打造全國首家長青光電食堂 

• 推動畜、農、漁電共生 

台西水產試驗所 畜、農、漁電共生-太陽光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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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7永續能源 確保人人負擔得起、可靠和永續的現代能源。 

 發展風力發電 

• 台灣離岸風場打造國產化示範區
(80座可望於110底全部完工，總
裝置容量640MW，是全臺單一
最大風場) 

透過縣府、投資廠商、民眾建立合作模式，一同打造低碳永續城鄉，展現「一地兩用、地盡其利」
之目標。 

• 推動沼氣發電(全國沼氣發電場數最多，每日可處裡1,190噸
廢水) 

• 零廢棄資源化系統ZWS(全國首創，每日處理150噸垃圾，
產品產製率35~40%) 

 發展生質能 

台灣離岸風場打造國產化示範區 零廢棄資源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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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
得適當工作。 

 創造就業機會 

• 失業者職業訓練(就業率77.4%) 

• 雲林就業博覽會(2020年徵才活動
媒合率46.9%) 

• 女創力基地發展 

• 身障者職業重建(就業率達5成以上) 

積極推動產官學平台，落實地方產業政策；同時爭取地方創生計畫及導入智慧科技、深耕文創及
觀光產業，吸引青年回流。 

 保障勞工權益 

• 推動不同工區區域聯防制度，邁向零
工安災害(道路改善工程獲勞動部第13
屆金安獎優等) 

• 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促進青年在地發展 

• 產業聚落：斗南青年創業基地、雲中街生
活聚落、雲林創設中心、建國眷村文化聚
落 

• 中部區域性青聚點 

• 雲林幸福迴青產業行銷紮根發展計畫 

雲林就業博覽會 雲中街生活聚落 建國眷村文化聚落 雲林創意設計中心Y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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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
得適當工作。 

 促進文化產業繁榮 

• 國家級布袋戲傳習中心(預計112年
完工) 

• 活化歷史空間為地方文化館(已有
33處) 

• 再造歷史現場(獲補助-北港糖廠、
虎尾眷村、斗六舊城) 

• 「1621開台400」系列活動 

積極推動產官學平台，落實地方產業政策；同時爭取地方創生計畫及導入智慧科技、深耕文創及
觀光產業，吸引青年回流。 

 辦理特色節慶活動 

• 地方文化節慶：雲林國際偶戲節、詔安
客家文化節、北港藝陣文化季等 

• 農業節慶：台灣咖啡節、鄉鎮市農業節
慶 

• 自然生態活動：古坑螢火蟲季、林內紫
斑蝶季、草嶺櫻花季 

 觀光旅遊發展 

• 慢遊雲林(109年遊客破千萬人
次) 

• 雲林縣整體觀光發展規劃(三橫、
三縱、生態四角) 

• 擬劃設雲東風景特定區 

國家級布袋戲傳習中心 地方文化節慶 雲林生態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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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
得適當工作。 

 推動地方創生 

• 雲林縣政府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全國率先成立，已
協助7+2個鄉鎮通過地方創生計畫，核定金額逾3億
元，全國之冠) 

• 雲林縣政府創生智庫暨產業數位轉型輔導計畫 

積極推動產官學平台，落實地方產業政策；同時爭取地方創生計畫及導入智慧科技、深耕文創及
觀光產業，吸引青年回流。 

• 口湖鄉：以科技結合太陽能儲能系統，打造出台灣鯛智能光電養
殖區 

• 古坑鄉：運用農業科技翻轉創生，創造出新咖啡六級化產業型態 

• 土庫鎮：以雙語教育與食農教育來開發雲林學習旅遊經濟及打造
可可觀光產業 

• 麥寮鄉：以晁陽綠能產業、休閒農業及生態旅遊為核心，帶動當
地發展，實踐綠色經濟 

• 褒忠鄉：以新湖農場光合沙拉的故鄉結合馬鳴山周邊環境推動食
農基地 

• 大埤鄉：空氣品質區荒地創生，財政解決與場域的活化 

• 莿桐鄉：空心菜設施農業專區，打造新型態農產業鏈 
土庫可可莊園 晁陽綠能+休閒農業 



• 雲林古坑溝子埧產業園區計畫(將提供超
過4000個工作機會) 

• 雲林縣地方型SBIR計畫(109年補助20家
業者，補助金額計2,077萬9,4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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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9永續工業、產業創新、韌性基礎建設 建設具防災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包容性
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 

 基礎建設優化 

• 增設5G訊號縣府辦公大樓 

• 提升道路品質 

• 優質水環境建設：護岸改建、
水門新建抽水站、滯洪池等
防洪治理措施 

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以改善道路品質、城鄉發展等公共發展問題；同時推動永續工業及產業
創新扶植，打造幸福雲林建設藍圖。 

 工商業創新扶植  永續工業發展 

• 109年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
(已汰換95%為天然氣) 

• 未登記工廠納管 

• 工業用水監測 

古坑溝子埧產業園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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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0減少不平等 

 社會包容與共融 

• 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 成立移工諮詢服務中心(減少爭議案件26%) 

• 幸福雲林･新女力･拚出好生活(109年移民節) 

致力於促進社會包容及社會資源平衡使用，讓每位居民有尊嚴且自信地在雲林這片土地快樂生活。 

 公平與便利的財政服務 

• 低收入戶免徵房屋稅 

• 老舊房屋免稅 

• 辦稅案件遠端視訊服務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移工訪視宣導及諮詢服務 美聲比賽 移工訪視宣導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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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1永續城鄉 

 安全住宅與基本服務 

• 大健康智慧醫療健康園區及
跨世代共生宅 

•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推廣安裝
計畫(109年安裝率達到全國
之冠) 

積極導入智慧科技，逐步落實永續城鄉的各個面向，包括：推動智慧城鄉、強化城鄉防災、營造
綠色空間等，讓雲林縣邁向宜居的永續城鄉。 

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永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 

• 縣內16座U4(必須馬上派修)危橋全數
完工(修橋效率全台第一) 

• 「斗六-荷苞村-草嶺」DRTS需求反
應式公車路線 

• 智慧電動車移動共享服務(六都外第
一個導入之縣市) 

• 建築園冶獎(110年計有3件公共建
築獎、1件民間公共建築獎、3件
校園建築獎及8個社區營造獲得建
築園冶獎) 

• 空氣品質淨化區(已設置79處空氣
品質淨化區，總計面積65.2公頃) 

 綠色公共空間 

建築園冶獎 智慧電動車移動共享服務 
大健康智慧醫療健康園區及跨

世代共生宅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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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積極導入智慧科技，逐步落實永續城鄉的各個面向，包括：推動智慧城鄉、強化城鄉防災、營造
綠色空間等，讓雲林縣邁向宜居的永續城鄉。 

 城鄉發展與建設 

• 全國農村再生社區最多的縣市(已有
295個社區參與) 

• 跟著小雨燕趣旅行(民眾自發投入社造) 

• 推動雲林成為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
善模範城市(總成績獲得全國第三名) 

• 雲林Nubi扭一下(雲林縣數位縣民
平台) 

• 航空無人飛行器發展與應用(促進
國土監測、災防預警、急難救助) 

 推動智慧城鄉  減少對環境的有害影響 

• 雲林縣電動機車低碳城市示範計畫
(130輛共享電動機車近半年碳排放減
量14,006公斤) 

• 電動公共運輸車輛 (搭乘率提升近
1700%，每年減少碳排放768噸) 

• 機車汰舊換新電動二輪車加碼補助
(首創補助設籍本縣且就讀在地大專
院校學生新購或換購) 

SDG11永續城鄉 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社造-跟著小雨燕趣旅行 雲林縣數位縣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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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積極導入智慧科技，逐步落實永續城鄉的各個面向，包括：推動智慧城鄉、強化城鄉防災、營造
綠色空間等，讓雲林縣邁向宜居的永續城鄉。 

• 揚塵防制(獲得環保署109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空氣品質
維護或改善工作執行績效評比特優) 

• 離島工業區污染(改善麥寮電廠預計115年完成能源轉型) 

• 廢棄物減量措施：首創「零廢棄資源化系統」、雲林焚
化再生粒料推動計畫、廚餘實施全堆肥化、資源回收持
續推動 

 減少對環境的有害影響  城鄉防災措施 

• 清疏工程(清疏長度約81公里) 

• 水溝蓋智能輔助裝置 

• 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已有70處，全國之冠、104~109
年連續6年獲得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績優縣市) 

•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災害應變其間跨局處作 零廢棄資源化系統 

SDG11永續城鄉 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 農業智慧化生產-微醺農場：創業歸故里
比賽(經濟部創業歸故里比賽全國第一) 

• 漁業智能養殖，打造循環經濟：口湖漁
類生產合作社(每池節省93%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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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2永續消費與生產 

 打造農業循環經濟 

• 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生物可分解膜之運用、廢棄竹子再利用 

• 畜牧廢棄物再利用：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政策(雲林超過328場
為最多)、廚餘全堆肥化 

• 漁業廢棄物再利用：臺西鄉設置文蛤殼暫置場(抑制60%濁水溪
裸露地的揚塵逸散、飼料輔助添加物或製作肥料)；奈米化牡蠣
殼結合回收寶特瓶重新抽絲製成Seawool海毛紗 

為確保能落實永續生產與消費，積極推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朝向零廢棄物目標邁進。 

 智慧農業生產 

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生物可分解膜運用 農業智慧化生產 漁業智能養殖 Seawool海毛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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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2永續消費與生產 

 農業推廣與策略規劃 

• 雲林縣優質農特產品品牌-｢雲林良品｣ 

• 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規劃推動(有機
驗證面積80公頃取得綠色保育驗證) 

為確保能落實永續生產與消費，積極推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朝向零廢棄物目標邁進。 

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  雲林生態四角旅遊 

• 小小解說員培訓計畫 

 生態及綠色旅遊  休閒農業旅遊 

• 打造雲林縣山、海、平原休閒農
業主題遊 

通過劃定：金湖休閒農業區、華山休閒
農業區 

規劃中：草嶺地區、林內鄉 

雲林生態四角旅遊 金湖休閒農業區 雲林縣優質農特產品品牌-｢雲林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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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3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衝擊。 

 氣候變遷措施 

• 2030年目標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2013年減
量20% 

•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9個鄉鎮榮獲銅級評等，本
縣則榮獲銀級評等) 

 

低碳永續一直是重點施政項目之一，低碳永續家園向下落實至社區參與；也因應氣候變遷推動防
災計畫，提升防災意識。 

 災害應變措施 

• 成立雲林數位農業行動平台 

•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自負額全部由政府補助，占全縣農
保人數50.42%，投保人數全國之冠) 

• 農產業保險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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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4海洋生態 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永續發展。 

 保護海洋及濕地生態 

• 濕地生態保育：濁水溪出海口打造為鳥類生態
濕地公園、口湖觀光地區濕地生態保育基地 

推動漁港轉型、海洋環境教育及淨灘活動，促進民眾一同維護海洋資源。 

 海岸環境保護 

• 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友善釣魚、淨灘、淨海
活動 

• 解決雲林海岸塑膠原粒散布 

濁水溪出海口打造鳥類生態濕地公園 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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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5陸地生態 保育和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統，永續管理森林，防治沙漠化，防止土
地劣化，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透過相關環境計畫、調查與監測等業務及規範，維護本縣陸域景觀及生物多樣性。 

 林務造林 

• 全民造林計畫 

• 耕作困難地造林計畫 

 陸地資源保育與利用 

• 衛星影像變異點查證工作 

• 草嶺地質公園-地景保育 

草嶺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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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6和平與正義制度 創建和平與包容的社會以促進永續發展，提供公正司法之
可及性，建立各級有效、負責與包容的機構。 

透過相關環境計畫、調查與監測等業務及規範，維護本縣陸域景觀及生物多樣性。 

• 發展My Data應用計畫 

 預防犯罪措施 

• 警政宣導工作(反詐騙、校園反毒、
婦幼安全、青春專案、交通安全) 

• 成立社區守護站(391村里中設置
960站，村里涵蓋率為100％)  資訊透明制度 

 公平司法保障 

• 法令諮詢服務及法令宣導 

• 爭議受理及陳情服務 

 重視民意及民主參與 

• 落實參與式民主：社造點甄選輔
導、第二部門參與模式 

警政宣導工作 發展My Data應用計畫 社造點甄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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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7全球夥伴 

積極與國際、跨縣市合作，更整合府內局處、在地學術與企業資源，同時落實公民參與，以實現
本縣「幸福雲林，永續上場」之永續發展願景。 

• 成立雲林縣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 成立雲林縣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 

• 成立雲林縣政府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 

• 消衛醫合作平台 

 與國際合作落實永續發展 

• 加入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 

• 加 入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NETEXPLO首屆智慧城市論壇
之成員 

• 加入「AVIAMA」偶戲之友‧友
好城市國際協會 

 府內跨局處合作建立嶄新公務
文化 

 跨縣市合作促進區域觀光 

• 加入中台灣觀光推動聯盟 

• 成立大草嶺區域觀光發展產業聯
盟 

加強執行手段，重振永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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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目標與成果 

SDG17全球夥伴 

積極與國際、跨縣市合作，更整合府內局處、在地學術與企業資源，同時落實公民參與，以實現
本縣「幸福雲林，永續上場」之永續發展願景。 

 學術單位及企業夥伴合作 

• 雲林縣官學合作聯繫平台 

• 與台塑企業共同照護鄉親、豐泰企業社會公益 

 公民社會夥伴 

• 推展志願服務 

• 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 社造三期 

加強執行手段，重振永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 

麥寮小旗艦家族成果展 官學合作聯繫平台 台塑企業捐贈「HPV疫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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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農業 
• 為解決極端氣候、勞動力老化、青年
人口外移等課題，孕育出本縣永續農
業發展。 

• 注重智慧科技投入、農業六級化、品
牌行銷、產業培力、糧食安全等，讓
雲林的農業有更多樣貌的發展，促進
青年返/留鄉。 

五、特色亮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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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產業 
• 為解決人口老化、身心壓力大、醫療
品質與效率等課題，孕育出本縣大健
康產業。 

• 注重從健康管理、疾病預防、品牌行
銷、疾病診斷、疾病治療、療後照護
/復健，並於高鐵特定區進行整合實
踐，讓銀髮族能成功老化。 

五、特色亮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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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亮點呈現 

綠色典範經濟發展 
• 為解決全球暖化、資源耗竭、極端氣
候、缺水等課題，孕育出本縣綠色典
範經濟發展。 

• 注重從再生能源發展、資源循環、節
水與儲水等，展現本縣經濟發展的綠
色典範價值。 



六、未來展望 

45 

85項
(17.31%) 

158項
(32.18%) 

110項
(22.40%) 

60項
(12.22%) 

78項
(15.89%) 

•17個SDGs施政 

•總計491項 

「生命尊嚴」 

共有85項施政

(17.31%) 

「生活無虞」 

共有158項施政

(32.18%) 

「生產豐饒」 

共有110項施政

(22.40%) 

「生態均衡」 

共有60項施政

(12.22%) 

「生利共榮」 

共有78項施政

(15.89%) 

施政較著重在「社會面、經濟面、人權面」，表示本縣

在推動社會福利、文化平等、優質教育、健康福祉、深

化觀光、產業創生、農業循環經濟、智慧農業等施政有

良好的成果，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六、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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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態環境護育 

• 在「環境面」之施政可強化提升「保護與恢復水生態系統」、「海水水質監測」、「海洋環

境教育」、「山脈生態系統保護」及「陸地生態環境教育」等，加強保護縣內自然環境。 

(二) 落實低碳生活 

• 在「環境面」之施政可強化落實「溫室氣體減量」，除了從交通運輸、農業生產減少碳排放

外，更應加強工業區的低碳轉型，落實永續城鄉。 

(三) 促進公民參與 

• 在「量能面」之施政可強化「公民參與」，規劃擾動階段、永續發展參與式預算、永續發展

方案落實三階段，從小方案逐步落實公民參與雲林縣永續發展。 

(四) 建立滾動式VLR檢視機制 

• 將雲林縣的永續發展目標及落實情形進行滾動式檢討，持續定期更新與提交自願檢視報告，

藉由每次的精進與修正，連結中央與國際發展趨勢，逐步實現本縣永續發展願景－         

「幸福雲林，永續上場」。 

提出四大精進方向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