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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2019 南台灣廢核減碳系列活動 
 
緣起 

去年第 16 案公投通過後，「2025 非核家園」條款正式失效。擁核團體藉此宣稱「發展核電是

民意趨勢」，現在更將提出他們所謂的「增核減煤」以及核四重啟的公投，企圖利用民眾害怕

燃煤發電暴增使空污更嚴重的情緒，強化核電在台灣發展的正當性。 
 

然而，全台七成民眾不知核電只佔 10%，也不知道台灣核能與燃煤十年來都在遞減，反觀再

生能源與天然氣正蓬勃發展，重啟核電遠比發展再生能源更耗時耗經費！南台灣廢核行動聯

盟決定今年舉辦「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遊行，訴求向 10%核電說掰掰，我們有更好的

選擇：透過再生能源、增加天然氣和推行節能，多管道並行，台灣沒有缺電危機，也能擁有

好空氣。 
 

今年 4 月 27 日，車諾比核災 33 周年隔日，全國廢核平台與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將在台北與

高雄同步舉辦廢核遊行。這是繼去年公投挫敗後，第一場反核運動集結，也預告反核運動的

再起。呼籲社會重新關注核電的風險與危害，看見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成果，並呼籲所有政

黨與政治人物勿短視能源課題，應提出長遠的能源轉型藍圖。盼台灣社會早日重拾邁向非核

減煤未來的信心與責任！ 
 

計畫目的 

透過舉辦「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遊行活動，讓社會各界明白「向 10%核電說掰掰，

綠能減煤才是國際趨勢，不要被核能減煤的話術騙了」；要求政黨勿以錯誤資訊恐嚇民眾、抹

黑能源轉型的成果來騙取選票；為明年能源議題公投之戰打響第一炮！邀請民眾與各政黨參

加遊行，一起負起責任、堅定地推動能源轉型。 

 
活動對象 

南台灣社會大眾、公民團體、各政黨 

執行時間 

2019 年 3~6 月 
 

主辦單位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 
 

計畫工作內容 

一、 【國家保護不了我：福島大學教授的核災經歷】講座 

311 之前，北海道出身的村上雄一老師，就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對能源議題並沒有太多關

注。他在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80公里外的福島大學教書，這正好也是高雄市到核三廠的距離，

雖遠猶近，核災及其後續影響，讓他親眼見證核電的巨大風險，以及國家無法保障人身安全，

受災者於其中躊躇、不安的苦境。 



 

 

311 之後，他獨自一人留在福島教書，讓他的台灣太太帶著兩個小孩回台避難，一年後家人

團聚了，但他們沒有回福島市，而遷居隔壁縣的仙台市，新幹線通勤成為新的日常。他曾懊

悔為何漠不關心，輕易地相信國家和電力公司的安全神話，而沒把 NGO 等民間組織的警告

放在心上，這八年來他不斷思索著這場災難之於自己的意義。 
 

本來研究日本與澳洲關係的他，意外地在澳洲研究中找到線索，澳洲是鈾礦產地，鈾礦開採

不僅侵害原住民領域也傷害勞動者的健康，原住民的長老更在災後向世人表示他們對 311 核

災的道義責任，沉痛指出反對開採鈾礦的運動如果成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憾事。於是村上

老師逐漸看見答案，核電不只是能源選項，也無法單單歸為經濟問題，它是……… 

(一)活動時間：2019 年 3 月 5 日（二）19:00~21:30 

(二)地點：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中華四路 282 號 5 樓） 

(三)主講：村上雄一/福島大學教授  

PS.演講全程以日文為主，有現場口譯。(翻譯：謝惠貞助理教授/文藻大學日本語文系) 

 

 

 

 

 

 

 

 

 

 

 

 

 

 

 

 

 

 

 

 

 

 

 

 

 

 

 

 



 

 

二、【福島現況與日本能源政策的未來】講座 

日本地球之友（FoE Japan）在核災後長期支援災民與調查現地的民間組織，每年定期出版

福島現況的專業調查報告。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秘書處地球公民基金會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合作，邀請日本地球之友秘書長滿田夏花女士來台，分享核災八年後的福島現況，避難居民

遇到什麼樣的困境？輻射污染的狀況如何？以及 311 事件後日本在國內停止興建核電廠，重

啟並不順利，海外出口也受到重挫，日本能源政策的未來又將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一)活動時間：2019 年 4 月 20 日（六）14:00~16:30 

(二)地點：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中華四路 282 號 5 樓） 

(三)主講：滿田夏花 (日本地球之友 FoE Japan 理事 滿田夏花) 

演講全程以日文為主，有現場口譯。 

 

 

 

 

 

 

 

 

 

 

 

 

 

 

三、【漫長的告別──核電廠除役跟你想的不一樣】講座—高雄、屏東 

核電廠應除役或延役，在這一年來成為台灣社會對能源議題辯論的題目。然而，核電廠要怎

麼除役、延役又要克服哪些問題，民眾卻所知有限，這不僅有礙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理性討

論，更延宕社會面對核電不論存廢的未來之準備功夫。核一廠已經進入除役作業、核二廠也

已啟動除役程序，電廠與北海岸社區刻正面對除役期間的各種社會情境，這些經驗或可供恆

春地區未來面對核三廠存廢之參考。因此本活動邀請北海岸在地居民與長期協助的民間團體

分享，盼與恆春在地居民與團體進行南北交流。 

(一)高雄場活動時間：2019 年 5 月 17 日（五）19:00~21:30 

(二)地點：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中華四路 282 號 5 樓） 

(三)屏東場活動時間：2019 年 5 月 24 日（五）19:00~21:30 

(四)地點：屏東綠書坊(屏東縣屏東市信義路 17-2 號) 

(五)主持人：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負責能源議題） 

(六)主講：郭慶霖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 

          謝蓓宜(環境法律人協會專員) 

 



 

 

 

 

 

 

 

 

 

 

 

 

 

 

 

 

 

 

 

 

 

 

 

(七)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說明 講者 

3min 開場 除役是個漫長的過程，不管核三要不要延

役，未來都還是要面臨除役。究竟該如何除

役？要花多少錢、時間？會遇到什麼問題？

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社區如何看待除役？ 

主持人 

20min 主談：除役的困難、風

險與風險控制 

除役的基本法規與環評要件、除役的程序、

乾貯卡關與除役、核廢料的處理、除役後的

未來(土地) 

謝蓓宜 

20min 主談：核一除役的社會

溝通與復原 

核一建廠過程與社會除役、對除役與核廢料

處置的看法 

郭慶霖 

7min 簡評 核三延役前需克服的現實因素：核廢料、地

質、西屋破產。 

主持人 

60min QA   主持人 

  

 



 

 

四、【核廢料去哪裡？】行動劇 

    台灣使用核電 40 年，至今找不到一處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八成民眾反對核廢料放自己的

家鄉，顯示台灣使用核電，卻不負起責任處理核廢料的矛盾。今年反核方提出「您是否同意，

在『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啟用前，不得提出或執行新建、續建、擴建或延役核電廠

之計畫？」公投案，盼社會重視核廢料問題，抵制核電復辟。為宣傳本公投案與廢核遊行，

規劃「核廢料去哪裡」行動劇，由穿著全套防輻射設裝備的演員，帶核廢料桶道具在高雄火

車站、左營高鐵站、台鐵新左營站、台南火車站進行快閃行動藝術，拍攝民眾的反應與回饋，

剪輯成短片，在網路上傳播，進行能源教育、宣傳反核廢料公投與宣傳廢核遊行。 

 (一)拍攝時間：4 月 6 日 

 (二)地點：高雄火車站、左營高鐵站、台鐵新左營站、台南火車站  

 (三)腳本內容： 

前提 

1. 心態：我們是演戲，到各個車站快閃定點行動藝術，以肢體動作及訪問與民眾互動。 

2. 「繞繞蛇」：移動時適時停步、擺姿勢 3~5 秒，吸引民眾目光。 

【高雄車站快閃】 

方案：四散集合＞B1 大廳中心定點 15 秒＞分繞大廳＞分進東西售票口定點 15 秒＞進

閘門搭火車往新左營站（或離開搭貨車） 

1. 小貨車在高雄車站東側入口下貨，表演者推桶子分別前往一樓兩個電梯，著裝，糾

察隊向警察說明：「這是演戲，等一下會在幾個定點擺 pose 15 秒，表演娛樂觀眾，

不會影響到任何旅客」 

2. 主控透過簡訊宣布集合，表演者推桶子進電梯直接往 B1 大廳中心點集合，定點演

出 15 秒，演出橋段為 part 1*6 + part 2*6。 

3. 沿大廳「繞繞蛇」，A 組目標台鐵東入口，B 組目標台鐵西入口，訪問者訪問民眾。 

4. 在東西入口定點演出 15 秒，action 1~6 擇二，進閘門刷卡進站，搭去新左營，在月

台 1 車位置集合。 

可能的突發狀況與因應沙推： 

1. 被攔截盤查數小時：開蓋給警察看，說明這是演戲，要去新左營演出，避免被盤查

數小時浪費時間。優先方案是爭取上火車，不然就離開搭貨車。 

2. 進閘門售票員來檔：「我們要搭火車去新左營排練，這是戲劇演出的道具」 

3. 全部都進不了閘門：將桶子送去小貨車，人員搭捷運去新左營，所有人車在新左營

高鐵往捷運地面彩虹市集樓下集合。 

4. 一組上車，一組沒上車：手機聯繫，沒上火車的組別將桶子送去小貨車，人員搭捷

運去新左營，所有人車在新左營高鐵往捷運地面彩虹市集樓下集合。 

【高雄往新左營火車上】 

方案： 

1. 進入一個車廂前，糾察隊先宣告：「等一下有一個表演，請大家不要緊張」 

2. 表演者推桶子在車廂內「繞繞蛇」，訪問者訪問旅客。 



 

 

【新左營快閃】 

方案： 

1. 第一快閃停留點：高鐵往捷運地面定點演出 1 分鐘，part 1，訪問者訪問民眾。結束

後搭手扶梯移動到 2 樓。 

2. 第二快閃停留點：星巴克前定點演出 3 個 pose，不訪問，移動。 

3. 第三快閃停留點：台鐵廣場定點演出 1 分鐘，part 2，訪問者+表演者一起分組繞繞

蛇 1 分鐘，往後站電梯集合。訪問者訪問民眾。 

4. 桶子上小貨車，人員搭乘台鐵，台南火車站出口集合。 

可能的突發狀況： 

1. 在高鐵站內被盤查驅趕：說明「我們的貨車在對面站前路，只是要把這些道具送去

貨車，不會影響到任何旅客」或「這是快閃演出，只會定點擺 pose 15 秒，娛樂觀

眾」，必要時開蓋。 

2. 主控需主動向警方說明。糾察需主動向觀眾說明。 

【新左營往台南火車】 

方案： 

1. 進入一個車廂前，糾察隊先宣告：「等一下有一個表演，請大家不要緊張」 

2. 表演者推桶子在車廂內「繞繞蛇」，訪問者訪問旅客。 

【台南火車站快閃】 

方案： 

1. 第一快閃停留點：出站口定點演出 1 分鐘，part 3（打太極操）、小霧之舞，訪問者

訪問民眾，往大廳移動。 

2. 第二快閃停留點：台南車站大廳內，「繞繞蛇」與民眾互動+訪問。 

 (四)攝影照片參考 



 

 

五、【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遊行計畫 

 (一)時間：4 月 27 日(六)14:00~17:30 

 (二)集合地點：高雄捷運凹子底站 1 號出口 

(三)遊行 X 集會 X 擺攤：13:30-17:30 集合: 14:00 

 (四)遊行路線：神農路--博愛路--明誠路--自由路--新莊仔路--博愛路--神農路 

 

 

 

 

 

 

 

 

 

 

 

 

 

 

 

(五)活動流程： 

時間 節目 備註 

11:30 音響準備就緒  

12:10 彩排（主持人）  

12:40 彩排（生祥）  

13:10 彩排（打狗亂）  

14:00 開場 NGO、生祥準備 

14:05 發起團體與 NGO 代表發言  

14:15 表演（生祥） 發言團體、打狗亂準備 

14:35 學術界發言  

14:40 地方首長發言  

14:45 表演（打狗亂）  

15:05 整隊、呼口號、大合照  

15:15 出發  

17:00 遊行隊伍回到集合點，逛攤位、自行解散  

 

 



 

 

(六)當天遊行公民攤位 

現場除了有 NGO 攤位，也邀請多年支持廢核的南部冰品名店--小露吃義式冰淇淋、1982 de 

glacée 法式冰淇淋，為大家消暑、打氣。    

團體 攤位介紹 

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 台權會致力於人民有言論、集結的自由，環境權益受損時，人民有

監督政府、發表言論、提出訴求的權利。 

線。作／Sunline Design 阿線愛地球，努力減少垃圾製造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國際家協成立於 2006 年，是婚姻移民、台灣家人與本地支持者組

成的團體，廢核無國界。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 南部辦公室 

同志諮詢熱線於南部之辦公室，成立至今已經邁入十一年。長年服

務同志社群、同志父母與性少數族群。並且進行社會對話，政策倡

議，關心南部在地同志友善與相關政策。 

高雄同志大遊行 高雄同志遊行聯盟是個非營利組織，由性別友善的個人或團體代表

所組成，秉持著「讓高雄成為一個同志願意回家的城市」，一群默默

生活於南部的夥伴不辭辛勞地與社會溝通和對話，期望喚醒大眾對

性別議題的重視。 

屏東縣農往直前發展協會 「屏東農往直前發展協會」2016 年 4 月由屏東縣青農陳安茂與屏東

縣政府、屏科大共同開辦農業大學畢業的 47 位學員共同成立。協

會努力結合志同道合、具有相同理念的農民，一同結合彼此的產品

及共享資源，但農民常遇到如何行銷及如何在生產時兼顧銷售等問

題。因此希望藉由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計畫強化屏東農特產品的共

構行銷，協助屏東的農民不僅是地產地銷，也能將產品帶至外縣市，

讓其他人看見屏東農特展品的優質。這樣不僅解決了農忙無法自銷

的問題，同時也能讓農民更安心地種植及生產，創造更多的產值及

提升農業人口的就業率 

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

促進會 X 歐巴桑聯盟 

透過親子共學機制，發展新的教育及教養方法，期待能逐步推展民

主、正義、尊重差異及生態永續之概念與這些概念的落實。目前全

台有 40 個親子共學團，皆以核心精神：「不打罵、不威脅、不利誘」、

「大人要先觀察、了解小孩，再談教育小孩」，帶領相同理念的親子

們從教養困境、生活環境中發現問題、理解問題並解決問題。 

小露吃義式冰淇淋 用好吃的在地食材做屬於台灣風格的義式冰淇淋 

1982 de glacée 法式冰淇淋 以老少咸宜的冰淇淋讓人們開啟與生態環境的對話，嚴選友善環境

食材並以無添加方式製作，美味又健康。 

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 「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是以「監督議會、評鑑議員」為主的

專業社團, 

鳳山社大 自然農粉絲團的小農，無施肥藥的友善耕作，留給下一代健康食安。 

台灣城鄉公民培力協會&中

山放狗社 

我們是關心城鄉永續發展、公民社會建構的在地團體，以及關心社

會議題的學生所組成的異議性社團。 



 

 

主婦聯盟基金會南部辦公室 我們是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南部辦公室，我們長期致力於綠食

育、環境教育等工作項目，也致力於能源民主議題，深耕南臺灣這

片土地。 

台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聯盟 倡議自主發電，一度換一度。 

台南新芽 關注台南在地議題的地方組織，討論在地的議題，也將全國議題帶

回地方討論。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樂學農

園社 

第一社大樂學農園社，是以教育為目標，非以營利為目的的自主性

社團，不僅提倡有機農耕的正確認知及生產安全，對於城市農耕的

推廣更是不遺餘力。 

地球公民基金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推展環境保護的公益團體，也是台灣第一個透過

大眾募款成立的環保基金會。透過調查研究、揭露環境問題，提出

解決方案，並據以進行政策施壓、國會遊說、教育推廣等，期望能

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 

(七)發起團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聯盟、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社區大學

研究發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心家長協會、社團法人

高雄市綠色協會、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  

六、廢核遊行造勢記者會 

(一)時間：4 月 18 日（週四）上午 10:00 

(二)地點：捷運凹子底站 4 號出口  

(三)主持人：李根政(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三)記者會內容： 

民調顯示，七成民眾以為核電高達 50%、甚至 80%，誤以為台灣不能沒有核電，擔心

2025 年非核家園做不到，也擔心燃煤發電會暴增、空污更嚴重。事實上，這些都是被誤導的

錯誤的認知，卻嚴重傷害台灣能源轉型，並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今年 4 月 27 日，車諾比

核災 33 周年隔日，台北與高雄將同步舉辦廢核遊行。這是繼去年公投挫敗後，第一場反核運

動集結，也預告反核運動的再起，接下來將在能源議題上展開強力的宣傳與行動，呼籲社會

重新關注核電的風險與危害。 

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舉辦記者會一一破解能源流言，闡釋非核家園也能有好空氣，呼籲

民眾與各政黨勿再被錯誤資訊誤導，邀請民眾與各政黨參加遊行，一起負起責任、堅定地推

動能源轉型。記者會中會有幾可亂真的核廢料桶、穿著全套防輻射裝備的人，與會者將在核

廢料桶上貼「掰」字，象徵與只佔 10%的核電分手，期許台灣勇敢迎向再生能源的未來。 

(四)記者會發言名單（依發言順序）： 

鄧宇佑(台灣城鄉公民培力協會理事) 

李翰林(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 

林元笠(台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聯盟理事長) 

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 



 

 

(五)記者會布條 

 

 

 

 

 

 

 

 

(六)出席團體：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南部分社、主婦聯盟基金會南部辦公室、台灣人權

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台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聯盟、台灣城鄉公民培力協會、台灣國際家庭

互助協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社

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時代力量高雄黨部、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高雄市綠色協會、高雄市鎮港園社區大學，共 15 個團體。 

 

 

 

 

 

 

 

 

 

 

 

 

 

 

 

(七)媒體露出 

公視：廢核遊行 4/27 登場 

環境資訊中心：「核電沒有這麼神！」 高雄廢核遊行 427 登場 要 10％核電掰 

蘋果日報：廢核遊行周六登場 力拼「核電 10%掰」 

自由時報：反核再起 27 日南北廢核遊行 

中央社、芋傳媒：廢核遊行將登場 要求核電掰再生能源來 

聯合報：427 廢核遊行逢媽祖誕辰 總指揮：媽祖指示廢核保台灣 

中國時報：廢核行動聯盟 4 月 27 日北高串聯遊行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9266
https://e-info.org.tw/node/217543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18/1552982/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82555
https://taronews.tw/2019/04/18/313802/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76310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9000697-260107?chdtv


 

 

七、宣傳與設計品 

（一）FB 封面 

 

 

 

 

 

 

 

 

 

 

 

 

 

 

(二)攤位牌 

 

 

 

 

 

 

 

 

 

 

 

(三)雙面手舉牌  



 

 

(四)活動頁 

 

 

 

 

 

 

 

 

 

 

 

 

 

 

(五)FB 大頭貼 

 

 

 

 

 

 

 

 

 

 

 

(六)舞台主視覺 

 

 



 

 

八、網路宣傳(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 

 

 

 

 

 

 

 

 

 

 

 

 

 

 

 

 

 

 

 

 

 

 

 

 

 

 

九、預期效益： 

（一）「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遊行活動人數 3,000 人，共同合作之團體 15+N 個。 

（二）培訓「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志工：35 人（大專院校學生、高中職同學、社會

人士、中小學教師、家庭主婦……） 

（三）【福島現況與日本能源政策的未來】講座內容將摘要文章，投稿綠主張，預期觸及位社

員、工作人員及社員家屬。 

（四）透過活動，民眾將體認到我們有更好的選擇：透過再生能源、增加天然氣和推行節能，

多管道並行，台灣沒有缺電危機，也能擁有好空氣，完全不需靠核電！核災是全人類

的問題，不會只有車諾比、日本，能源使用與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世代正義息息相

關，需追求永續的未來，一定要進行能源改革與產業轉型；也將了解台灣能源使用現

況、國際能源轉型趨勢、能源轉型與空污的關聯、台灣即能潛力與再生能源發展挑戰…

等能源轉型的課題。我們需一起監督民進黨政府推動「非核家園」政策、制度，瞭解

除了廢核外，在個人、企業、社區、國家制度面上，如何推動節能減碳，實際行動參

與；民眾將更認識南台灣在地 NGO、綠能業者，也了解南台灣推動能源改革與產業轉

型的現況與前景。 



 

 

十、經費概算表 

 

類別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人事費 

行政統籌（3-6 月，3 月工作占比 30%， 

4 月工作占比 70%，5-6 月工作占比 30%） 
70,501 1 70,501 

宣傳統籌（4 月專職） 30,240 1 30,240 

網路宣傳及影片製作人員(3-6 月，3 月工作占比 30%， 

4 月工作占比 70%，5-6 月工作占比 30%) 
58,741 1 58,741 

遊 

行 

舞 

台 

帳篷 630 20 12,600 

桌子 210 19 3,990 

圓椅 10.5 55 578 

流動廁所 1,200 5 6,000 

無障礙流動廁所 1,500 1 1,500 

舞台音響 

 

1 10,000 

教 

育 

推 

廣 

＆ 

宣 

傳 

主視覺設計 
 

1 15,000 

活動手持牌 5.5 3,000 16,500 

CF 影片製作費用(拍攝/剪接/道具) 

 

1 20,000 

村上雄一：國家保護不了我：福島大學老師的核災經歷

講座翻譯費 5,000 
1 

5,000 

滿田夏花講座(交通費 1490*2、講師費 1600*2.5、翻譯

費 3000) 9,980 
1 

9,980 

除役講座(交通費 1490*4、講師費 2000*2) 9,960 2 19,920 

雜 

支 

義工晚餐 100 100 10,000 

請滿田夏花用晚餐 2,000 1 2,000 

行政雜支(保險、郵資、電話…等) 

  

15,000 

經費預估 307,550 

自籌款（遊行現場民眾捐款） 207,550 

申請補助 100,000 

 

 

 

 

 

 



 

 

組織簡介 

一、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 

「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是由來自台南、高雄、屏東三縣市、共 100 多個跨領域民間團體組成，

自 2011年起每年舉辦南台灣廢核遊行，持續凝聚公民力量，提醒政府和社會勿忘福島核災，強

化推動能源和產業轉型的政治決心，給人民安全乾淨的能源未來。 

二、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秘書處：地球公民基金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0 年由 174位捐款人捐助登記成立，台灣第一個透過大眾募款成立的環保基

金會。1998年李根政先生與一群關懷環境保護的教師，在高雄市教師會成立「生態教育中心」；2007

年，李根政、蘇振輝先生集結高雄地區 40位環保人士，創辦了地球公民協會主要關注保護山林、水

資源，減緩與改善工業污染等環境議題。1998年台灣環境行動網為留美學人組織的網絡，2006年

正式回台灣立案，致力於推動責任科技、氣候變遷等議題。2011年 1月兩會合併為地球公民基金會。 
 

宗旨 

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職責  

願景 

透過積極的行動，重建台灣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建立一個永續的社會，善盡台灣做為「地球公民」

的責任。 
  
 

工作業務、關注四大議題： 

§促進法令制度、政策、生活方式的改變，以滿足當代基本需求，保留未來世代的生機。 

§以和平方式實踐守護地球的公民行動，促進公民參與與環境決策。 

§透過調查研究、揭露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發行刊物、專書，舉辦活動、講座等，以普及環境教育。 
 

一、「保護山林」：揭露台灣水泥 1/3外銷，西部關西復礦，在氣候變遷劇烈下，國土保安受到嚴重

威脅，推動修改礦業法要求政策環評，請參考修改特權礦業法，拒當財團提款機、發起 撤銷亞泥違

法展延  立即修改礦業法 21 萬人連署，舉辦 625 看見台灣遊行。揭露『砍大樹、種小樹』的毀林歪風，

促成政府訂定《獎勵造林審查要點》，出版【保護天然林 復育國土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們吃

掉多少森林？台灣伐木養菇議題之調查研究】。 
 

二、「降低工業污染」：促成政府修訂《石化業放流水標準》，列管含氯致癌物及塑化劑。反對大林

燃煤電廠，減少 800多萬噸 CO2增排。與友團共同推動推動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資訊公開，推出民

間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在立院三讀通過。推動高屏空污總量管制這杯滿水豈容再倒？回顧空污

總量管制推動歷程。【產業轉型、低碳永續，儉樸正義新社會】【美好生活少不了它？台塑仁武廠和

PVC的故事】。 
 

三、「守護花東」:串聯花東社區、團體，成功刪除「國有土地財團化」條款，並監督 400 億基金運

用。出版「我們海在一起」折頁，舉辦「太陽的孩子」電影放映全台巡迴講座，邀請民眾共同守護花

東好山、好水。 

 

四、「建立非核家園」:主辦南台灣廢核大遊行、協助北部廢核大遊行，締造全台 22萬人上街廢核紀

錄。 

http://www.cet-taiwan.org/info/news/2384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002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00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48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48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260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260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8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7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7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303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286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286


 

 

歷年與消費合作社互動事項說明 

時間 內容 

2009.1~2009.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0.1~2010.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1.1~2011.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1~2012.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03~04 以「環境教育藝術宣導計畫」申請公益金，獲得 10萬元補助。 

2013.01~2013.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4.06.21 2014合作綠學堂蔡卉荀主任擔任「伸進農村的開發怪手」講師 

2015.02 以「廢核。重生~2015南台灣廢核大遊行」申請公益金，獲得 10 萬元補助。 

2015.04 以「如何省下一座核電廠？因應氣候變遷的城市節能課題」獲得 98,754元。 

2016.10 以「公民的力量決定國土未來 動身打造美好家園」獲得補助 99,640元。 

2017.03 南臺灣廢核空污遊行，獲得 100,000 元。 

2017.07 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青年在地發展的想像~花蓮高中營隊，獲得 70,000 元 

2018.04 『勿忘福島‧能源事急』~2018 南台灣廢核減碳系列活動，獲得 50,000 元 

2018.04 
公民力量決定國土未來 動身打造美好家園--動身護土全國國土計畫深水區，獲得 

10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