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綠能觀光示範島

曾旭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澎湖將觀光產業結合風力、太陽能

發電及綠色運輸，形塑成為特有的智慧

綠能觀光示範島，不僅是臺灣第一個低

碳城市典範，更藉以打開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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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　行政院院長

創新政府績效管理

澎湖縣在 2016年完成為期五年的低碳島計

畫後，隨即在行政院的支持下，接續推動構建為

期四年的「國際觀光低碳島亮點計畫」，預估

包括綠能低碳、觀光產業和海洋產業三大面向。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指出澎湖雖然只是一個離

島，但相關的自然、人文條件，加上地處臺灣

海峽擁有絕佳的風場，從全世界來看都具有一

定的獨特性，國發會在進行規劃時，就有與會

委員提出「我們只有一個澎湖」概念，顯現其

重要的獨特性。

2018「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國
際年會在澎湖

澎湖的智慧低碳國際觀光島的目標，就是

藉由觀光結合低碳和綠色能源的使用，打造結

合智慧、低碳和國際觀光「三合一」功能的智

慧低碳示範島。曾副主委說，一直以來澎湖的

獨特性始終未被重視，直到近些年政府開始推

動低碳島，澎湖特殊的風土、自然、人文才開

始吸引眾人的目光。尤其澎湖縣爭取到 2018年

「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國際年會的主辦地後，

如何藉由這次聚集世界三十多國會員的大型會

議，塑造出符合國際海灣環境進而打開國際低

碳形象至為重要。

「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隸屬於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所支持之 NGO組織，宗旨為致力推

動保護全球海灣天然與文化資源。目前該組織有

30個國家共 39個海灣加入，儘管澎湖在 2014

年成為該組織的成員，但曾副主委認為以澎湖

目前的海岸和水岸景觀，在保護上仍有加強改

進的空間，而推動中的低碳觀光規劃正是要強

化自然景觀與低碳模式的結合，也讓旅客親身

體驗維護自然的低碳生態島。

而觀光與智慧的結合首重基礎建設，行政

院長林全就指示明年美麗海灣的年會活動期間，

大部分的景點都應該具備 FREE WIFI功能，

其次要整合旅遊和交通資訊，透過簡單好用的

APP，讓所有旅客或是參與年會成員能隨時取

得最快、最新的訊息。

「智慧低碳國際觀光島」計畫新
策略

曾副主委強調，以往「建置澎湖低碳島案」

在面向上儘管論述十分完整，但整體執行成果

卻不如原本預期，其中又以低碳生活的落實和

海岸景觀的強化最為關鍵。為了要突破推廣上

的瓶頸早日達成澎湖低碳島的目標，策略上的

調整已是無可避免。

首先，過去的做法都是以整個澎湖來思考，

以馬公做為出發點，但實際上民眾普遍對低碳觀

念不夠，又沒有實質成功案例可供依循，導致執

行成效總是事倍功半。曾副主委指出，經過檢

討後了解，低碳是一種生活方式，唯有民眾清

楚理解才能真正落實到人民生活，也才會成功，

不是單單依靠政府經費投資就能達到。因此在

策略上應調整為階段性，先選擇周邊較小的島

嶼如七美島，推動全島交通採行自主能源模式，

再擴及民眾生活、觀光旅遊，實際感受低碳的

生活方式，讓民眾與遊客了解什麼是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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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進一步將成功結合低碳、旅遊的模式做為

典範，推動至全澎湖。

其次在強化海岸景觀方面，過去對於海岸

景觀的打造與保護並沒有明確方向和策略。即

使澎湖成功取得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認證，但

比較其他海灣會員國在環境和景觀的投入，可

以發現澎湖的海岸、水岸的條件距離世界標準

尚有努力空間，因此海岸景觀的強化也成為落

實低碳觀光的重點項目。

相較於日本著名的瀨戶內海，澎湖本島、

白沙嶼、西嶼環繞形成類似瀨戶的「內海」海

域，曾副主委強調，澎湖秋冬季節深受強烈東

北季風影響，風浪都大，而內海海域有澎湖本

島及周圍島嶼包圍影響最小，如果可以將內海

沿岸的景觀加以形塑，除了在夏季旅遊旺季時

可以吸引更多國內外觀光旅客外，也能在秋冬

旅遊淡季擴展新的水上及岸邊旅遊活動。

打造「一去再去」的澎湖觀光

2018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國際年會舉行在

即，澎湖也將展現智慧低碳國際觀光島成果，

歡迎遠到而來的各國貴賓。像澎湖縣政府針對

馬公港旁的國際廣場景觀改造以及「內海」沿

岸景點，進行國內、外的競圖比賽，就是希望

透過國內外更多人才的投入，為澎湖內海打造

新的風貌。

除了明年有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的年會外，

行政院長林全看好澎湖每年舉辦一些重大活動

的條件，而澎湖縣政府也著手比照日本瀨戶內

海的藝術季，推出類似的「跳島藝術季」活動，

提供某些小島做為各方藝術人士揮灑使用，除了

可以製造旅遊觀光話題外，也可以從原本既有

的觀光經驗中找出創新且吸引國際目光的活動。

為了讓澎湖觀光成為「一去再去」的旅遊

景點，中央和地方政府用心打造體驗綠色、低碳

的觀光模式。曾副主委認為澎湖除了有絕佳的

自然景觀外，可以再融入生態體驗，像海底珊

瑚礁的復育就可以結合旅遊變成一種新奇、低

碳的旅遊模式，澎湖水試所發展出人工水泥塊

栽種珊瑚的母株，水試所可以幫旅客把有自己

名字的珊瑚母株放到海底，半年後再回來觀看，

促進二次旅遊的機會。把旅遊結合生態復育既

凸顯當地特色，也提高民眾對海洋生態的重視，

這正是推動低智慧綠能觀光示範島目的之一。

澎湖水上活動是澎湖觀光重要的一環，海

底清潔的重要，才符合低碳和友善環境。但澎

湖海底的髒亂情況顯然不符合這項標準，就連

當地民眾也對長年以來海底散落嚴重的廢棄漁

網和各種廢棄物感到憂心，恐將破壞來訪旅客

及明年參與年會各國會員對澎湖的印象，因此

政府部門也確定投入較多的精力淨潔海底，讓

美麗海景可以再現。

階段性推動「智慧綠能觀光示範島」

從政府推動低碳島迄今，儘管政府部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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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少人力、物力，但成果並不如預期，除了

需在策略上進行調整外，政府低碳宣傳和溝通

不夠深入，也是低碳觀念難以被民眾接受以致

陷入瓶頸的主因。

曾副主委舉例說政府鼓勵澎湖家戶裝設太

陽能發電板，其用意就是要形塑澎湖低碳生活的

型態，讓每位來訪的遊客把澎湖和低碳印象連

結在一起，打造出與其他城市不同的風貌。但

是澎湖家戶用電原本就有補貼，電費不會太貴，

裝設意願自然不高，加上政府也未深入宣傳裝

太陽能板發電的優點，裝設就很難普及。

宣揚觀念是影響低碳觀光島成敗很重要的

關鍵點，像七美島若是做到電力百分之百依靠

風力及太陽能發電，並構建綠色運輸的自主能

源模式，自然會帶動家戶裝設太陽能板，就會

成為帶動澎湖低碳生活最佳活宣傳。事實上民

眾多半也誤解裝設太陽能板只是自家用電使用，

其實家戶可以將剩餘的電力以高於現行電價的

價格賣回給台電，「一舉兩得」。

曾副主委強調，林全院長十分重視澎湖發

展，除了中央會匯集相關部會全力協助澎湖的

發展外，民間能量的匯集也甚為重要。尤其從

澎湖博奕公投結果可以發現，不管是在地或是

旅外鄉親對澎湖的關心程度，絕對是推動智慧

綠能觀光示範島一股重要的力量。希望先從七

美島自主能源規劃、執行尋求民間參與合作並

找出官民合作的模式，進而將七美成功的案例

推廣到澎湖其他島嶼，形塑屬於澎湖特有的智

慧綠能觀光示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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