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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者專家組成與專家會議議事相關事項 

一、 爭議各方推薦之學者專家組成：得由當地政府、環境部、衛福部（有民眾因

公害致健康受害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經濟部、交通部、農業部

等）、受害民眾（或當地鄉鎮市區公所、村里辦公室）、可疑污染事業（或其

廠商聯誼會、協會、公會等代表組織）為之。 

二、 設置各小組之類型及其目的、成員： 

（一）  污染事件查證小組：為協助查明與事件關係密切之污染源，並對當地可

能潛在之污染提出改善建議，進而防範未來可能污染之再發生。本小組

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公害事件之污染類型為主，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廢

棄物污染、噪音及振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非游離輻射及公

害鑑定等方面。 

（二）  健康影響評估小組：釐清本事件之污染物對當地受害民眾造成之症狀與

污染成因之關聯性，及透過當地受害民眾健康訪視、身體健康檢查等相

關之檢驗分析，研判與事件關係密切之污染源排放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

流行病學上影響及個案之關係。本小組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醫學、毒理

學、職業病學、流行病學、環境醫學、環境衛生、公共衛生、人體健康風

險管理及評估、公害鑑定等方面。 

（三）  損害程度評估小組：釐清本事件之污染物對當地受害農林作物、水產生

物或畜產動物造成之症狀與污染成因之關聯性，及透過當地農林作物、

水產生物、畜產動物受害體之檢驗分析及損害程度查估，研判與事件關

係密切之污染源所排放污染物對受害體之損害程度及個案之關係。本小

組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植物病理、獸醫學、水產養殖、畜產、公害鑑定等

方面。 

上述各小組成員由爭議各方推薦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經當地政府核定

後組成。各小組成員至多十人，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小組成員相

互推舉。必要時，得由當地直轄市長、縣（市）長指定之。 

三、 專家會議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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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報告。 

（三） 背景說明。 

（四）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 

（五） 專家指定權益相關人員回答其疑問。 

（六）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離席，主席同意時得列席旁聽。 

（七） 專家就會議議題進行討論。 

（八） 專家結論。 

（九） 研擬下次開會議題。 

（十） 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四、 會議中專家角色定位如下： 

（一）  係基於所具專業與專業倫理，就文獻查考、調查及統計方法與過程、事

實證據可信度之確認、推論及預測方法過程正確性與結果之不確定或確

定之程度等，進行價值中立與利益中立的科學性客觀討論與結論。 

（二）  非基於其推薦單位或團體的利益或價值觀而發言，亦非維護自己的價值

觀而發言。 

（三） 確保其他專家未因其推薦單位或團體的利益或價值觀而扭曲事實或推論，

使審查或評估結果具有公正性，以保障所有權益相關者的利益獲得正當

的對待。 

五、 專家會議針對每次主題以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如議程無法於開會首日完

成，將另訂日期繼續開會，且下次開會時將從前次未完成之議程繼續進行，

視為第一天會議之延續（以下簡稱延續會議）。 

六、 列席團體或人員，如需口頭陳述意見，協助專家澄清議題之背景及本質，提

供專家正確思考及討論之方向，應於首次會議時登記發言，如無法於一次會

議達成結論，延續會議將不再受理列席團體及人員登記發言，如仍有意見應

以書面為之；延續會議時團體或人員仍可列席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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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之登記，應於「議程（四）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

見」之議程結束前完成，否則不予受理。 

八、 專家會議僅就特定範圍之議題進行意見陳述及討論，專家或列席人員與討

論議題無關之討論及意見，將予以記錄，但會議時得不予處理或回應。專家

討論時，主席得同意列席團體及人員繼續列席旁聽；列席旁聽者，不得干擾

專家討論之進行，如有違反者主席得請其離場。 

九、 首次會議時列席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將記錄後予以分類，屬本專家會議特定

範圍之議題者，將納入討論；非屬本次專家會議特定範圍之議題者，將由幕

僚單位於紀錄上以書面回應處理意見。 

十、 已陳述意見者，不得再登記口頭陳述意見，應以書面為之。但專家對議題

本質或背景有疑問時，指定權益相關人員或登記發言之團體或人員回答其

疑問時，不在此限。 

十一、  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時間，由主席視登記發言人數多寡決定之，並

於會議開始時宣布。 

十二、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十三、  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幕僚人員為製作紀錄之需要，得於專家會議召開

中錄音、錄影或照相；其餘出（列）席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或照相。

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四、 其他未盡事宜，由主席決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