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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  生活的  公義的 

壹壹壹壹、、、、桃園在地聯盟桃園在地聯盟桃園在地聯盟桃園在地聯盟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桃園在地聯盟由一群長期關心桃園公共事務的在地社團及各界人士共同組成，先於 2012年 4

月份於【觀音不要煉油廠自救會】任務達成後宣布成立。經過 15個月的運作並醞釀籌備後，

在 2013年 9月正式立案登記為非營利組織(NPO)， 組成了「桃園在地聯盟」。致力社區人民權

益、環境議題的改善，以及札根公民意識的推動。 

在地聯盟的成員多元，有對公義堅持、樂於行善的個人，也有深耕議題、長期發揮蹲點精神的

社區團體。目前（2017）的團體會員是：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龜崙嶺

環保愛鄉會、桃園親子共學團、RCA工傷關懷協會、大堀溪文化協會、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

會。聯盟除正常會務運作之外，另設環境關懷小組及公民監督小組。 

鑑於桃園在 2014年年底升格為直轄市後，許多政策、法令等都有重大的改變；反觀我們的生

活環境，許多攸關人民權益、土地正義、環境生態等等的問題仍持續浮現，一再讓我們感到執

政部門的顢頇與一意孤行，對環境污染和對民意的輕忽似乎與前朝無異。因此，聯盟希望未來

幾年可以在既有的運作上持續精進，以發揮出更積極有效的行動成果。 

如前所述，由於開發、發展的面向思維沒有改變，公民團體面臨了越來越大的挑戰，更需要匯

集各方的力量，互相協助，才有促使改變的機會，桃園在地聯盟在 2015年 1月，除了本身的

團體會員外，串連了更多團體，其中有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桃園藝文陣線、荒野桃

園分會、桃園野鳥學會、搶救南崁珍貴的老樹老房子聯盟、機場捷運A7站自救會、桃德小蜜



 

 

蜂、中壢小蜜蜂、台灣客家聯盟、桃園公民記者、奪回桃園青年陣線、大溪體育會、大溪愛鎮

協會、航空城反迫遷聯盟、龍潭公民當家，總共有 20個團體，大家帶著各自關心的議題，共

同擕手至桃園市政府，與新任鄭文燦市長會談溝通，並取得其部份承諾。至此，在地聯盟已稍

具平台雛型，期許能持續進步成長，並藉由長期建立的各種管道，適時串連、傳遞各項議題訊

息予各友好團體，進而互相協助進行各種倡議行動。 

貳貳貳貳、、、、走過的走過的走過的走過的足跡足跡足跡足跡 

聯盟的結合來自 2011年末的【觀音不要煉油廠自救會】運動，該運動集結數個社團和觀音、

新屋兩鄉的社區民眾，成功的遏阻桃園煉油廠遷建在觀塘工業區，讓觀音大潭藻礁逃過被活埋

的劫數。嗣後本想用藻礁當工具來持續遏阻汙染事業進駐觀音，後來經過特生中心劉靜榆博士

的深入介紹，發現具有世界自然遺產價值的藻礁本身就應該是目的，聯盟內成員也多以守護珍

貴藻礁地景生態，做為終生的職志，於是一路以來以搶救桃園藻礁為主軸進行；但在搶救的過

程裡發現行政體系確實守舊顢頇，若不有效監督，公權力反而是吞噬人民權益的大怪獸，於是

開啟了議會監督的行動。以下是走過的步履足跡： 

一一一一、、、、搶救桃園藻礁搶救桃園藻礁搶救桃園藻礁搶救桃園藻礁 

2012年【搶救搶救搶救搶救觀新藻礁觀新藻礁觀新藻礁觀新藻礁】】】】，要求行政單位盡速畫設【自然保留區】予以有效保護。首先辦理

認識藻礁研習營，接著透過引介，在立委國會助理的牽線下，促成 4/24【觀音藻礁畫設為

自然保留區】公聽會，搶救藻礁成了全國關注的環保生態事件，藻礁知名度因此大增。 

當年 6月，我們發起【【【【珍愛桃園藻礁健行活動珍愛桃園藻礁健行活動珍愛桃園藻礁健行活動珍愛桃園藻礁健行活動】】】】，來自台灣南北的觀新藻礁夥伴 300餘人走

在藻礁海岸，呼籲政府及早畫設【觀新藻礁自然保留區】。因為活動順利圓滿，我們發現這

項活動可以為藻礁做很好的宣傳，於是此後每年都辦理這項活動，而參與人數也逐漸增加到

超過千人；2013年還吸引適時剛卸任不久的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到現場來鼓勵打氣。 

之後，蔡英文前主席的一張觀察生態的照片，觸動了來自 250公里外的台南大學附設小學

【彩虹斑馬河川巡守隊】的好奇。2013年六月，該團隊發起全校小朋友【【【【一人一信請總統一人一信請總統一人一信請總統一人一信請總統

救藻礁救藻礁救藻礁救藻礁】】】】活動，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霎時把藻礁的珍貴和保育問題推到前所未見的高點。 

除了年度的健行活動，聯盟還接受各單位【【【【認識藻礁簡報解說認識藻礁簡報解說認識藻礁簡報解說認識藻礁簡報解說】】】】的邀約，會做此邀約的大部

分是學校機關，因此藻礁的資訊開始進入校園。五年來，認識藻礁的推廣教育超過上百場。 

【【【【認識藻礁的現場導覽認識藻礁的現場導覽認識藻礁的現場導覽認識藻礁的現場導覽】】】】是最實際感受藻礁珍奇與生態的活動，五年來也辦理過不下 100

場的藻礁現場導覽解說活動。其中夜觀的場次最受歡迎，一旦報名訊息發出，上百的名額約

一個小時就額滿。我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志工投入這項廣宣藻礁的活動。 

近兩年來，我們致力於【【【【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這個最早被發現台灣有藻類造礁也是全台甚至是

全球最壯闊的藻礁群，因為非核家園的電力缺口加上中南部PM2.5空汙嚴重，導致天然氣

電廠必須增加產能因應，位於大潭電廠旁邊的【觀塘工業區】就被便宜行事當作第三天然氣

接收站的站址要強硬開發。搶救這片美麗的自然地景要面對結構綿密的政商關係，的確是一

項超級的挑戰，但是聯盟仍會義無反顧的投入，盡力而為。 



 

 

宣揚藻礁、讓藻礁資訊有個關心者的互動平台，我們建立了 FB【【【【珍愛桃園藻礁粉絲團珍愛桃園藻礁粉絲團珍愛桃園藻礁粉絲團珍愛桃園藻礁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aoyuanalgalreefs?fref=ts），持續耕耘下，目前也已吸引超過

4500位粉絲共同關心桃園藻礁的美麗與哀愁。 

 

二二二二、、、、支持人權支持人權支持人權支持人權聲援航空城反迫遷聲援航空城反迫遷聲援航空城反迫遷聲援航空城反迫遷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2013年夏季，桃園縣政府配合中央的愛台建設【桃園航空城】計畫啟動。我們的夥伴團體

「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因為關注被迫遷學校的師生權益，意外發現這項計畫根本是炒地皮

計畫，受到計畫波及將被徵收的民間土地面積超過 3000公頃，而面臨迫遷的人口超過數萬

人。於是在契而不捨的研究調查下，發現這個計劃內容粗糙，徵地計畫明顯忽視土地正義，

遂陪同當地反迫遷團體一起對抗行政體系。初期的戰果是讓徵收條件達到「先建後拆」、「提

高農地轉建地補償」等，為當地居民爭取回不少權益。之後再和熱愛土地的反迫遷團體一起

抗衡行政體系的不當徵收至今。目前行政體系被迫辦理全區聽證，也釋放將對不願畫入的住

戶儘可能剔除的回應。 



 

 

 

三三三三、、、、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 

2013年關注【桃園航空城】議題初期，夥伴們曾討論過議會的功能，發現行政單位固然顢

頇，但作為民意機關的議會也沒有盡到應有的監督之責，否則不會讓不當的計畫被順利推

動，坊間更瘋傳議員都加入炒地皮行列，於是興起議會監督之議，並從 2014年第一個會期

開始徵召志工進入議會旁聽，每年投入超過 400人次志工，進行開議影片的錄影後製、質

詢摘要整理、各項記錄統計彙整等耗費人力、時間的工作。 

議會監督提升了議員的質詢率議會監督提升了議員的質詢率議會監督提升了議員的質詢率議會監督提升了議員的質詢率 

我們開始把議會旁聽的心得分享在聯盟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tyunion?fref=ts），初期議員們都很錯愕，也明顯的以不太友善

的態度透過網路粉絲團回嗆，但我們不為所動。會期結束，我們整理出議員的口頭質詢率並

發布新聞稿，經媒體以地方版頭條批露後，讓不少議員跳腳；但也從此喚醒議員重視自己為

民喉舌的責任，出席質詢變得積極起來。於是議會的口頭質詢率從 2014 第一會期的 25%

逐漸成長，第二會期就進步到 43%，到 2016的第二會期，全體議員的口頭質詢率已經高達

80%。 

桃園市議會口頭質詢率成長一覽表桃園市議會口頭質詢率成長一覽表桃園市議會口頭質詢率成長一覽表桃園市議會口頭質詢率成長一覽表 

會期 2014-1 2014-2 2015-1 2015-2 2016-1 2016-2 

口頭質詢率 25% 50% 68% 70% 79% 80% 

議會監督促成了議會監督促成了議會監督促成了議會監督促成了 IVOD 讓讓讓讓資訊更公開透明資訊更公開透明資訊更公開透明資訊更公開透明 

網路發達時代，民主社會資訊應該更公開且快速的方便人民獲取才對，聯盟從監督議會開始

就倡議要求議會建置 IVOD 隨選視訊隨選視訊隨選視訊隨選視訊系統，但市議會守舊顢頇始終不得要領。但經過聯盟不

斷的透過粉絲團發表論述，同時發公函要求建置議會直播系統後。議會終於從善如流，先是

從 2015年第二會期起開始做現場網路直播，開啟了桃園議會直播的新里程碑；同時在聯盟

後續不斷衝撞後，議會並已於今年（2017）四月第一會期的正式會議開始做 IVOD 隨選視



 

 

訊了。花了三年走完這段路程，雖然辛苦，但是眾夥伴們都深感欣慰，從最初桃園議會驅趕

旁聽公民、阻擋公民於議會進行開議時之錄影，到各議員皆以聯盟之監督記錄為其個人問政

績效依據、議會進行直播安排、到 2017年 4月隨選視訊(IVOD)正式上線，在在都呈現出與

過去蹣頇封閉的氣象有很大不同，至此，也豎立了桃園公民監督的重要里程碑！ 

臉書粉絲團臉書粉絲團臉書粉絲團臉書粉絲團是堅守崗位的小尖兵是堅守崗位的小尖兵是堅守崗位的小尖兵是堅守崗位的小尖兵 

桃園在地聯盟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tyunion?fref=ts）創立於 2013年

12/10，成立的宗旨在普及公民意識，至今已有 6200多位粉絲。平常以轉貼新聞或加眉批

表達對時事的看法，遇到議會開議期間則提供議會直播錄影並發表觀察心得。雖然沒有驚人

的點閱率，但堅信戲棚下站久就是我們的，也將持續為公義、為弱勢發聲。 

 

叁叁叁叁、、、、未來計畫未來計畫未來計畫未來計畫 

一一一一、、、、環境關懷環境關懷環境關懷環境關懷 

1.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搶救大潭藻礁 

過去全力搶救的觀新藻礁已於 2014年 7/7 劃為野生動物保護區，雖不滿意，至少已有法源

保障，不會再被海岸開發霸凌。但去年以來，位於觀新藻礁北方的大潭藻礁又面臨開發的厄

運，即將因為中油要在觀塘工業區設置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初期工程就要填海造陸活埋 77.2

公頃的藻礁地形；未來若全面開發，將有超過 200公頃的珍貴藻礁地景被活埋。由於地方主

官選前把藻礁當寶，選後不但對大潭藻礁不鳥，甚至還有默許中油來開發的背信行為，讓這

項搶救行動變得更為艱鉅。 

目前正努力串聯全國環團，並與地方居民交流，試圖透過人民的力量讓不當的政策轉彎，期

待這最早發現台灣有藻礁，並且是全國最壯闊的藻礁群得以保住，儘可能完整的留給下一代。 

2.推廣推廣推廣推廣藻礁藻礁藻礁藻礁海岸環境教育海岸環境教育海岸環境教育海岸環境教育 

1.持續辦理年度【珍愛桃園藻礁健行淨灘音樂會】 

2.辦理藻礁現場導覽，包括日觀與夜觀活動 

3.接受各方邀約推廣認識藻礁室內介紹 

3.以行動守護家鄉以行動守護家鄉以行動守護家鄉以行動守護家鄉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 

1.成立環境關懷小組 

2.辦理環評工作坊，深入了解環評攻防，以遏阻或減輕開發案對環境生態的影響。（目前

進行的是搶救大潭藻礁、反對國一甲線興建。） 

3.聲援全國重要議題如農地違章工廠氾濫、PM2.5空屋危害、環境知情權、原住民傳統領

域….. 



 

 

4.辦理海岸生態調查，累積海岸生態數據，做為海岸環境變化的保育資料 

5.招募水質檢測志工投入河川水質檢測工作 

6.辦理區域計畫法研習，希望招募到更多年輕朋友投入家鄉護衛的工作 

二二二二、、、、持續深耕持續深耕持續深耕持續深耕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監督監督監督監督    

1.1.1.1.    議會監督議會監督議會監督議會監督：：：：        

近三年來的公民監督，已使議會作法越朝透明、公開的方向進行。未來議會監督將試圖由

單一量化的評鑑朝向增加質化的多元評比，進行對議會及市政的合理監督。 

2.2.2.2.    一周一周一周一周時事評論時事評論時事評論時事評論直播直播直播直播：：：：    

鑒於臉書已有直播功能，為了擴散公民監督效能，讓桃園市民對家鄉的各項公眾議題有另

類吸收管道，預定自今年起開辦一周評論直播。希望透過在地團體或邀請的學者專家展開

多元角度的評論，讓市民對議題有更深入的思考，從而提升公民意識。 

3.3.3.3.    公民講座公民講座公民講座公民講座－－－－公民意識札根公民意識札根公民意識札根公民意識札根        

由威權社會過渡到民主社會，最根本的變化乃在公民自身的主體意識之覺醒與否。當今台

灣社會仍漠視政商勾串，導致資本主義的魔爪無孔不入的剝削底層弱勢民眾的權益。本講

座希望邀請國內深耕議題的學者專家，就環境生態、土地正義、轉型正義、司法改革……

等各層面議題之申論探討， 

    4.4.4.4.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分區座談會分區座談會分區座談會分區座談會    

與網路較無緣的市民不在少數，為了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感應社會改革的必要，也為了讓我

們的改革理想可以更貼近社區民眾，到社區現場與市民面對面互動是個實際的作法。本活

動可以印證並檢視活動的成效，同時讓聯盟夥伴不至僅止於紙上談兵。預計每年選五個

區，借用當地集會場地做面對面的互動交流。 

為使各面向計劃能更有效執行為使各面向計劃能更有效執行為使各面向計劃能更有效執行為使各面向計劃能更有效執行，，，，並達到預期目標並達到預期目標並達到預期目標並達到預期目標，，，，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2012012012017777 年年年年 4444 月開始租賃辦公空間月開始租賃辦公空間月開始租賃辦公空間月開始租賃辦公空間，，，，以及聘以及聘以及聘以及聘

任一專職人員主辦各項事務運任一專職人員主辦各項事務運任一專職人員主辦各項事務運任一專職人員主辦各項事務運作作作作，，，，雖然此安排雖然此安排雖然此安排雖然此安排，，，，讓本會承讓本會承讓本會承讓本會承擔擔擔擔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但仍對但仍對但仍對但仍對這樣的安這樣的安這樣的安這樣的安

排排排排，，，，抱持高度的信心抱持高度的信心抱持高度的信心抱持高度的信心，，，，期許能帶來長足進步期許能帶來長足進步期許能帶來長足進步期許能帶來長足進步！！！！    

肆肆肆肆、、、、經費預估經費預估經費預估經費預估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年） 總價（元） 說明 

藻

礁

珍

愛

藻礁摺頁 DM  15,000 3 45,000  

紀念品 22,500 3 67,500 15元*1500*3年 



 

 

海

岸

環

境

教

育

推

廣 

桃

園

藻

礁

健

行

淨

灘

活

動 

來賓紀念品（手工皂） 3,600 3 10,800 60元/塊*60*3年 

歌手演出、車馬費 6,000 3 18,000 3000/人*2*3年 

野臺戲道具 3,000 3 9,000 3000*3年 

舞台、音響、主題布條、

帳篷座椅租用 

35,000 3 105,000 35,000*3年 

接駁車 2,000 3 6,000 2000*3年 

流動廁所 6,000 3 18,000 6000*3年 

志工餐點 12,000 3 36,000 60元/份*150*3年 

場地活動險 6,000 3 18,000 6000*3年 

補充飲用水 2,000 3 6,000 2000*3年 

文具、郵費 3,000 3 9,000 3000*3年 

雜支 5,000 3 15,000 5000*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363,300  

知

性

導

覽 

導覽解說費 48,000 3 144,000 1600*5人*6 次*3年 

志工交通費 10,800 3 32,400 300*6人*6 次*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176,4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539,700  

公

民

監

督 

議

會

監

督 

議事影片剪接製作 36,000 3 108,000 3000/月*12*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108,000108,000108,000108,000 
 

時

事

評

論

直

播 

主持人、來賓車馬費 30,000 3 90,000 300*2人/次*50*3年 

專案執行秘書 60,000 3 180,000 5000/月*12*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270,000270,000270,000270,000  

公

民

講

座 

講師費 19,200 3 57,600 3,200/場*6*3年 

茶水、雜項支出 3,000 3 9,000 500/場*6*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66,60066,60066,60066,600  



 

 

三年計畫總經費為二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元(2,364,300)，經費上的缺口將由幾個部分來補足： 

一、募款、自籌：50% 

二、相關單位補助：25% 

三三三三、、、、希望獲得希望獲得希望獲得希望獲得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補助社補助社補助社補助：：：：25%(約約約約 600,000 元元元元) 

肆肆肆肆、、、、三年計畫成效預估三年計畫成效預估三年計畫成效預估三年計畫成效預估 

在維護環境生態方面在維護環境生態方面在維護環境生態方面在維護環境生態方面，當務之急是遏阻海岸開發對藻礁地景的影響。大潭藻礁的存亡之戰是

守護桃園藻礁最重要的一役，由於現今行政權力巨大，經濟開發的思維仍駕凌環境保護意識，

我們無法評估是否能完整的把大潭藻礁保護住，但是我們會窮盡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爭取捍

衛。其他例行的工作看似瑣碎無奇，但持續而穩定的觀察、紀錄、現場導覽、臉書粉絲團孜

孜矻矻的經營，點點滴滴的努力自然會累積出影響人心、改善環境的力量。 

我們認為有偉大的人民才有偉大的政府和國家，台灣雖有華人最民主國境之譽，事實上仍屬

形式上的民主，公民素養若未能積極提升，權與錢還是成為少數人的禁臠；因此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公民監督和和和和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就成為有意識公民必須去推展的義務。距離 2018地方選舉只剩一年半多，在民進

黨中央地方完全執政的桃園，目前執政單位的聲勢民調很高，議會佔多數的反對黨似乎也被

收服，府會和諧隱然透露出資源正在被有默契的分食；此時也正是聯盟公民監督小組發揮功

能的最佳時機。我們沒有精確的數據可以推論今後推動相關活動能帶來多少量化的成效，但

是我們會以行動來具體展現於促進社會改革、提升公民素養的努力。 

 

分

區

座

談 

場地租用 15,000 3 45,000 3000/場*5*3年 

茶水、雜項支出 5,000 3 15,000 1,000/場*5*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60,00060,00060,00060,0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504,600  

辦

公

事

務 

人

事

費 

執行秘書 338,000 3 1,014,000 26,000/月*13*3年 

差旅費 18,000 3 54,000 1,500/月*12*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1,068,0001,068,0001,068,0001,068,000     

事

務

費 

辦公室租金 60,000 3 180,000 5,000/月*12*3年 

水電、網路電話、郵資 24,000 3 72,000 2,000/月*12*3年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252,000252,000252,000252,0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1,320,0001,320,0001,320,0001,320,000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2,364,3002,364,3002,364,3002,364,300  



 

 

伍伍伍伍、、、、與與與與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一起走過的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一起走過的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一起走過的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一起走過的路，，，，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 

一一一一、、、、在地公民團體的串連實績在地公民團體的串連實績在地公民團體的串連實績在地公民團體的串連實績 

  如前文第壹部份所述，本會已初步架構出桃園各公民團體的協力平台，適時串連、共同

行動。而與 貴社一起行動的部份，也有具體的實績。在 2015年 1月 8 日，串連在地 20

個團體進桃園市政府，與鄭文燦市長溝通的行動中，也將 貴社提出的議題—『校園午餐行

動訴求』，帶入討論並獲得市長初步的承諾，當日在議題的提出及市長的回應可參考記錄影

片（https://youtu.be/TX_cFRiEiIM），後續，桃園市政府經過數次電話聯繫溝通後，也擬定執

行方案並正式行文通知，如下圖所示 

 

  近期內，還有與沃草共同在桃園辦理的『立委給問嗎』活動，也已邀請新竹分社教育委

員會共同參與。日後，仍有許多機會與 貴社合作， 貴社倡議的議題，可讓更多人民與團

體能接收到，一起關心並採取適當行動。 

二二二二、、、、共同守護全球珍貴資產共同守護全球珍貴資產共同守護全球珍貴資產共同守護全球珍貴資產---『『『『桃園藻礁桃園藻礁桃園藻礁桃園藻礁』』』』 



 

 

  本會在了解桃園藻礁的重要性與珍貴性後，即邀請 貴社一起守護，在 2012年首次辦

理藻礁健行活動時，新竹分社即給予相當大的協助，不但一起進行籌備會議，還動員社員一

起參與，演出藻礁行動劇，至今，仍有許多還在使用的道具是當初新竹分社所協助製作。在

2014、2015、2016的健行活動，也有幸獲得 貴社的公益金補助，讓活動能順利進行。歷

年來的健行及導覽推廣行動，也收到不少成效，彙整如下表所示 

年度 健行人數 健行團體數 主要協力單位 導覽參與人數 機關學校宣導 

2012 300 10  200 8場/次 約 400人 

2013 1200 15 蔡英文受邀參加 400 12場/次 約 600人 

2014 2000 25 南大附小、復旦

中學、中大壢

中、中原大學、

健行科大、中央

大學，及長庚大

學、台大等多所

外地學校 

600 16場/次 約2000人 

2015 1500 20 復旦中學、中大

壢中、平鎮高中 

800 18場/次 約2000人 

2016 1500 20 復旦中學、中大壢中 800 20場/次 約2000人 

2017 1100 20 復旦中學、中大壢中  15場/次 約1200人 

  今年，由於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計劃，大潭藻礁（桃園藻礁生態最活躍的區段）面

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威脅，很有可能全面因填海造陸及建港工程而被掩埋，因此，我們密集不

斷地採取各項手段及行動，如：舉行記者會、請願活動，參與環評會議、成立環評/環差讀

書會、搶救藻礁工作小組、水質檢測志工隊、探索大潭訪調營、空拍記錄研習營等等，甚至

有一週內連續舉行三場記者會的記錄，相當緊湊。其中探索大潭訪調營有幸得到 貴社公益

金的補助，但卻因太多的行動安排，而無充裕的時間如期完成出版品的發行，深感抱歉，目

前也如火如茶進行中，預計九月中完成。 

  在不斷的努力之下，藻礁的守護行動，已成為全國重要議題，曝光度相當高，相關事件

可參考【桃園藻礁】網站 http://algalreef.weebly.com/，這兩個月因更為頻繁的行動以及策略

上的考量，還不及更新。接下來，因為桃園藻礁生態系統本身的獨特及重要性，以及有許多

重量級學者的參與調查，藻礁議題將躍上國際舞台，已有學者投稿國際重要研究期刊即將完

成審查發布，近期也邀請國外友人實際探訪藻礁，請參考由陳昭倫博士為外籍友人介紹藻礁

的影片 https://goo.gl/C5fNmN，在此同時也成立國際聯署網站

http://140.109.28.23/SaveAlgaereef/，此網站雖尚未正式發布，但已備妥中、英文說明，待適

當時機發布，供國內外人士、團體參與連署。基於過去數年 貴社持續性的鼓勵支持，以及



 

 

雙方累積之情誼，也希望能邀請 貴社，在未來的關鍵時刻共同攜手，讓桃園藻礁在國際間

發光發亮！ 

  將來，我們也能以過去累積的調查資料，在 貴社的需求之下，共同進行相關環境教育，

讓 貴社社員及國人能了解海洋資源的重要，以及桃園藻礁生態系統的獨特風貌！ 

三三三三、、、、公民監督面向公民監督面向公民監督面向公民監督面向 

  本會在過去三年多的努力之下，公民監督小組也有相當好的發展，未來三年在此一領

域，會再投入進行質的提昇，雖然，至今與 貴社在此面向仍未有實質合作安排，但深知公

民意識的紮根與推動，也是 貴社念茲在茲的重要事項，待本會更能掌握此一領域，定能與

貴社有更多合作的空間，一起推動，讓台灣成為一個有成熟公民意識的國家。 

四四四四、、、、更密切的夥伴關係更密切的夥伴關係更密切的夥伴關係更密切的夥伴關係 

    在獲得貴社奧援期間，相關活動會將貴社掛名協辦或贊助單位，以彰顯兩單位間為公民

社會共同努力的夥伴關係；同時，若有公開的重大活動也將邀請貴社代表蒞臨共同主持參

與。期待在這樣的密切合作下，彼此的理念可充分落實，公民意識得以有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