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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2 年 3 月 30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圖」，並與國際能

源總署（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圖使用相同的架構，描繪建築、

運輸、工業、電力以及「負碳技術」等五大項目，從現在到 2050 年的碳排放量下降路徑與策略。

2021 年 422 世界地球日蔡英文總統宣示，「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

今年國慶演說上，強調 2050 淨零轉型是國家重要任務，這番宣示為台灣的氣候治理錨定了更積極

的目標。 

台灣是極端氣候的受害者，從 2009 年莫拉克的洪災到 2021 年百年大旱，極端氣候已真切危及

國人身家安全，造成農漁產銷失序，環境地景變動。敏感脆弱的台灣，迫切需要更積極的氣候減

緩與調適作為。台灣是高排碳的國家，需要負起減碳責任，2017 年台灣人均排碳量達 11.62 噸，遠

高於日本 9.32 噸、歐盟 7.05 噸，總排碳量全球第 23 名。 

近年台商回流、外商進駐，推高了能源、土地與水資源的需求，在疫情下經濟正逆勢成長，

如果無法擺脫經濟與碳排掛鉤成長的模式，將難以因應碳關稅與全球綠色產業要求。因此，減碳

不僅是為了環境保護，也是台灣生存競爭的關鍵行動。 

面對極端氣候，需要有國家層級的氣候政策，引導人們改變生活和生產模式。環境 NGO 組織

的責任，是提出政策方向及具體建議，讓更多人瞭解認識攸關台灣未來三十年淨零排放路徑與策

略，讓公部門、企業與民眾積極加入淨零行列。地球公民基金會檢討過去台灣減碳失敗的原因，

分析台灣的製造、住商、交通運輸、能源等四大部門，在減碳上應該做的事，與社會共同商討氣

候緊急下的減碳行動。 

貳、企劃目的 

台灣確立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後，環境 NGO 組織除了持續監督各部會、地方政府、企

業等單位的執行進度，地球公民基金會長期關注台灣環境問題，從山林保育、改善工業污染、農

地違章工廠、水資源、永續花東、氣候變遷等多層面的環境現況倡議，也在不同議題內看到因氣

候變遷帶來的極端氣候，對每一種議題環境現場帶來影響，更察覺除了在國家的政策制定外，每

一位民眾都有所行動才有機會帶來減緩氣候變遷的可能，因此，期待擴大影響民眾在淨零排放的

認識及具體行動。 

 

在巨大的減緩氣候變遷的課題下，民眾雖然理解氣候危機的事實，但因淨零排放議題龐大複

雜，對一般民眾仍有距離，我們除了倡議及監督台灣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的相關政策，更注重與各

界社會大眾對話的機會。因而規劃之教育推廣活動朝向更多元性，擴散至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引

起民眾的動機與共鳴。籌備教育推廣講座、邁向淨零相關小旅行，及透過學者、公部門及民眾的

論壇形式進行社會溝通，提供新的知識觀點和生活實踐方式，進而在知識的認識與累績後，創造

民眾都能參與的實踐方案。民眾從生活端切入，開始淨零減碳的行動，期待全民一起邁向 2050 淨

零的目標。 

 

 

叁、計畫期程：2022 年 6 月~2023 年 8 月 

 

 

 



肆、企劃內容 

 全球面對氣候危機，已有許多國家承諾 2050 年邁向淨零排放，國際大廠紛紛提出產業淨零排放的

具體方案，中小型企業更因為國際碳稅、國際訂單等全球因應 SDGs 永續發展目標積極投入淨零

排放做為企業發展目標，因此，淨零排放所涉及範圍已是全球，無論政府、校園、企業都在評估

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路徑。 

 

淨零排放涉及面向廣泛，地球公民基金會在倡議的行動中，增加與不同產業類別的對話，透過串

連有共同目標，擴散淨零排放實踐的影響力在不同類型的產業間。因此，教育推廣活動規劃所邀

請的講者，都是來自社會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增加教育推廣講座的多元性，也透過講者各自網

絡，擴散每場演講要帶給社會的觀點。 

 
一、第一階段：2022 年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 

面對氣候緊急，全球都在思考如何達成淨零排放，台灣也制定出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為抑制極

端氣候做出貢獻，但減碳不僅只是國家、企業的社會責任，更是一種生活形式的改變。不遠的將

來，手機可以透過模組化，讓消費者直接更換損壞的鏡頭、充電座；建築物的建材在製造時，就

會規劃未來再利用的價值，不再淪為無用的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與碳排；更健全的大眾運輸服

務，讓我們在交通時不僅可以低碳減污，更能享受舒適的環境；家中的電器可以透過 APP 進行管

理，減少不必要的電力浪費。 
 

你是否也一樣好奇，邁向淨零排放，會怎麼改變我們的生活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想前往這

樣的未來，我們現在能夠怎麼做？地球公民規劃「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從食衣住行育樂

的方方面面切入，邀請你與地球公民一同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想像一個不僅公平還更美好的零碳

生活。 
 
(一)場次規劃 

場次 日期/人數 講座名稱 講座簡介 講者 

1 2022/6/28 

 

報名 158 人 

參與 141 人 

汽機車大國，

公共運輸如何

可能？ 

從公共運輸發展、自行車

空間、人行空間、路權與

道路設計等面向，盤點台

灣推動綠色運輸的願景、

現況與挑戰。 

1.地球公民基金會／楊書容 

2.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

助理教授／鄭祖睿 

3.台灣交通安全協會副理事

長／林志學 

4.新北市汐止區湖興里里長

／郭書成 

2 2022/7/16 

 

報名 181 人 

參與 66 人 

可拆了再用的

循環建築 

循環建築從建築設計時就

考量到建材的永續。從國

際趨勢和台灣的發展，了

解循環建築如何成為未來

淨零生活的一部分。 

1.循環台灣基金會倡議總監

／董敏筑 

2.九典聯合建築事務所主持

建築師／李金威 

3.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

卉荀 

3 2022/8/27 

 

報名 139 人 

參與 53 人 

善用每一度

電！輕鬆上手

家庭能源管理 

聯齊科技帶著在日本市場

的經驗，將家戶能源管理

的應用在台灣推行。分享

讓民眾、企業都能輕易上

手的創新能源管理行動。 

1.聯齊科技資深行銷專員／ 

邱佑傑 

2.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

卉荀 



4 2022/10/2 

 

報名 69 人 

參與 41 人 

讓我們重修舊

好-修理咖啡

館（Repair 

Café） 

在修理咖啡館，永遠能期

待修繕工藝的維修達人賦

予物品新生命。延長物品

的使用年限，用維修運動

行動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小家電診所創辦人／黃武

就 

 

 
(二)     講座執行內容與媒體露出 

1.第一場「6/28 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 

 
 

上班通勤開車騎車很塞很惱人，但公共運輸又不夠便利？良好的公共運輸不僅能讓交通更便利、

更安全、更包容，還能同時大幅減碳、減少交通空污。 
 

政府在三月底剛公佈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運輸部門的減碳將是重中之重。但除了減碳以外，

是否有可能同步改善我們的交通環境。我們從公共運輸發展、自行車空間、人行空間、路權與道

路設計等面向，盤點台灣推動綠色運輸的願景、現況與挑戰。 
 

到底政府目前在運輸部門減碳做了哪些努力，公民又可以發揮什麼樣監督的角色？在講座透過不

同領域專家學者我們看到問題的根源和發展的願景。 

❖【講座紀錄--影片+PPT】6/28 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 

(1)時間：2022 年 6 月 28 日  

(2)主講人：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專員楊書容、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鄭祖睿助理教授 

(3)與談人：台灣交通安全協會林志學副理事長、新北市汐止區湖興里郭書成里長 

(4)報名人數：報名線上 137 人、報名現場 21 人，總計 158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線上出席 124 人、現場出席 17 人，總計 141 人參與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146


(6)媒體報導 

I.20220701 環資/李蘇竣--綠色交通如同均衡飲食 環團籲公共運輸優先：全部轉型電動車無濟於事 

II.20220707 關鍵評論(環資/李蘇竣)--綠色交通如同均衡飲食：公共運輸才是「主食」，全部轉型電

動車無濟於事網 

備註：.關鍵評論的 FB(沒下廣告) 引起討論，有 110 留言、315 按讚與 14 分享  

III.聯合報運輸小專題報導 

A. 20220712 聯合 A5 刊頭 / 邱瓊玉--私人運具量創新高 碳排不樂觀 (地球公民受訪) 

B. 20220712 聯合/ 邱瓊玉、盧逸峰-- 大眾運輸偏低…運輸部門 挨轟減碳敗家子 

C. 20220712 聯合/ 邱瓊玉--淨零目標好遠…電動化慢 三大挑戰待解決 
 

 
 
 

 

2.第二場 「7/16 可以拆了再用的循環建築」(線上講座) 

 

建築物的建造與使用，消耗了全球 36％的能源。建造產生的能源消耗、礦石採取，以及建築淘汰

時的廢棄物，已逐漸超過環境所能負荷。而循環建築從建築設計時就考量到建物、建材的使用效

能，透過模組化設計讓建材能循環再使用，以及強調以｢使用」取代「擁有」的服務化商業模式，

打造一種新的永續模式。 
 

我們邀請到長期關注台灣循環經濟發展的循環台灣基金會，以及打造台糖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

園區的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帶我們認識循環經濟的國際趨勢和台灣的發展，分享

循環建築的潛力和案例，了解循環建築如何成為未來淨零生活的一部分。 

https://e-info.org.tw/node/23445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938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938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9380
https://www.facebook.com/TheNewsLens/posts/pfbid02VcNUvQp1sR7g3Z99W98wDGjTL9hxTdydDcUeGK5SpoEdbCxodFjQSqrFNsTVWvABl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35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35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35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453842


❖【講座紀錄--影片+PPT】7/16 可以拆了再用的循環建築 

(1)時間：2022 年 7 月 16 日 

(2)主講人：循環台灣基金會倡議總監董敏筑、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李金威、 

                    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 

(3)報名人數：報名線上 181 人 

(4)出席人數：線上出席 66 人 

 

 

3.第三場「8/27 善用每一度電！輕鬆上手家庭能源管理」 

 

我們邀請在日本成功推動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的聯齊科技，分享在日本與台灣用手機就能輕鬆管理

家庭用電經驗，帶民眾看見串聯家家戶戶的智慧電網，如何提高你我的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做到

更穩定供電的科技管理，提供更多元的能源服務。 

 

聯齊科技公司，帶著在日本市場的經驗，將家戶能源管理的應用在台灣推行。智慧電力管理，仰

賴用電發電儲電的可視化、用電樣貌和自動化。也就是在我們可以隨時掌握有多少電力可以使

用，又能在電力需求的調配下將自家發電賣給電力公司因應用電尖峰時刻，這是整合電力資訊，

並自動化用電的智慧功能。 

❖【講座紀錄--影片+PPT】8/27 善用每一度電！輕鬆上手家庭能源管理  

(1) 時間：2022 年 8 月 27 日 

(2) 主講人：NextDrive 聯齊科技資深行銷專員邱佑傑 

(3) 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156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168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168


(4) 報名人數：報名線上 135 人、報名現場 4 人，總計 139 人報名 

(5) 出席人數：線上出席 48 人、現場出席 5 人，總計 53 人參與 

 

 

4.第四場「10/2 讓我們重修舊好-修理咖啡館（Repair Café)」 

 
 

這個鼓吹消費的時代，物品已不如以往耐用。計畫性淘汰的產品設計，讓產品無法維修而成為廢

棄物。甚至維修費用與再賣新品價格差不多，明明還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因為維修困難而丟棄。 
 

起源於歐洲的修理咖啡館，在台灣持續捲動民眾參與。從有小家電維修需求的民眾，到專業維修

師傅的投入，維修咖啡跨越了廠商不到位的產品維修服務，讓產品直接送到修理師傅手上進行整

頓。 
 

無論物品是否可修復，在修理咖啡館內，彼此也因為對東西的珍惜，而有了特別的交流經驗。活

動現場邀請民眾想要修繕的小家電、玩具前來。透過志工和民眾共同的合作一起修復小家電。 

(1)時間：2022 年 10 月 2 日 

(2)主講人：小家電診所創辦人、楠梓國小教師黃武就 

(3)維修志工：小家電診所志工團隊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30 人、報名線上 39 人，總計 69 人報名 

(5)參加人數：現場人數 24 人，線上人數 17 人， 總計 41 人參與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178


 
 

(6)媒體報導 

I.20221002 中央社／曾以寧--國小師業餘學修家電 盼轉變拋棄式文化減緩氣候變遷 

II.20221002 聯合(含影片)／徐如宜--草根維修運動起跑 以修理轉變當前拋棄式文化 

III.20221009 壹蘋新聞網／涂建豐--獨家｜欠修理的台灣！他們免費維修小家電 也修理你的腦袋  

 

二、第二階段：淨零生活起步走-農電共生小旅行 

 

 

 

 

 

 

 

 

 

 

 

 

 

 

甜點常使用的香草，是植物香莢蘭的果實經過清洗、乾燥等繁複的處理才會成為美味的香草莢，

世界最大產區在非洲馬達加斯加。現在台灣也有多處培育種植，這次要帶大家到屏東林邊看看，

種在太陽能光電板下的香莢蘭園，一起來當採收小幫手。 

莫拉克風災後，長期關心林邊的在地民眾開始思考光電發展可以帶給林邊的幫助。從涵養水源開

始的養水種電，到近幾年於結構堅固的光電場下實驗農作的香莢蘭種植。都在思考光電、環境永

續、農民經濟共存的最大效益。 

在今年 3 月開了第一朵花的香莢蘭園，將在 11 月中旬後分兩次收成。我們將帶志工、關心能源轉

型的民眾走一趟光電下的香莢蘭園小旅行，認識林邊的自然環境和產業轉型的選擇，了解光電除

了能源轉型外，可以創造的經濟價值，最重要的是透過採收香莢蘭，參與香草精緻農業的生產過

程。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10020163.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6656473?from=udn-ch1_breaknews-1-0-news
https://tw.nextapple.com/life/20221009/0183A212CB22F29F537C6D8D51490EF7


(二)、講座執行內容與媒體露出 

【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2022 年 11 月 19 日 8:30-18:00 

活動地點：向陽香莢蘭園（屏東縣佳冬鄉佳園路 456 號之 6 號） 

參加對象：限定地球公民基金會志工、捐款會員 

自付費用：交通及餐費 

 
【講師介紹】 陳錦超醫師／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理事長 

在牙醫執業外時間外，陳錦超醫師全心投入林邊鄉的環境教育行動。從養水種電到微型電網，林

邊光采濕地曾經是南臺灣很重要的能源教育現場。八八風災後，看見家鄉林邊幾乎全鄉泡在水

裡，仍澆不熄陳醫師讓林邊變好的熱情，結合在地力量逐步改善環境問題。 

 
【活動流程】 

8:30 集合-高鐵左營站集合 

9:30 抵達目的地－向陽香莢蘭園（自行開車者抵達時間） 

9:30-10:30 認識香莢蘭園／陳錦超醫師（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理事長） 

10:30-12:00 採收香莢蘭 

12:30-13:30 午餐-海產粥（素食者須另自備） 

13:30-16:00 戶外走踏林邊參訪 

⚫ 佳冬塭豐堤頂看地層下陷與林邊溪口 

⚫ 養殖專區，海水供應站 

⚫ 吳武達的魚（蝦）電共生 

16:00-17:00 活動收尾與交流 

17:00 返回高鐵左營站   

 

【參加人數】報名人數：29 人，含 2 名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成員(吳銀條 、蘇惠美) 

 

                                                                     

 

 

 

 

 

 

 

 

                                                                     

 

 

 

 

 

 

 

 

 

 

 



 

 

 

 

 

 

 

 

 

 

 

 

 

 

 

 

 

 

 

 

 

 

 

 

 

 

 

 

 

 

三、第三階段：2023 年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 

2022 年地球公民籌辦之四場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吸引不同族群對大眾運輸減碳、建築減

碳、家庭能源管理及維修運動等有效利用資源及減少廢棄物產生等議題的認識和參與。從生活面

向提出可實踐的減碳行動，拉近民眾關注氣候變遷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在民眾的會後回饋問卷

中可以理解這系列講座為參加者帶來新知與改變的動力。有鑑於淨零生活的範疇仍有許多案例可

分享給大眾，因此我們籌劃從更多元角度認識邁向淨零的路徑，期待有更多民眾透過講座獲取知

識且願意共同參與。 
 

我們籌備給喜愛旅遊的你另一種旅遊的視野；設計良好的行人空間提供更安全友善的行走空間；

追求個人風格的同時，也能掌握永續時尚的精神；享受台灣小農美食，也認識減碳的料理方式；

大量塑膠廢棄物漂流海上的氾濫，我們可以提出什麼解決方案；積極減碳的大學，如何翻轉校園

的高耗電；異常氣候下，將對健康帶來什麼樣的風險。 
 



地球公民規劃了「2023 年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從食衣住行育樂多元面向切入，邀請你與

地球公民一同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融入公平且更美好的零碳生活。 
 

(一) 場次規劃  

由於地球公民花東辦公室期待東台灣民眾也能學習了解淨零碳排生活 ESG，因此調整其中三場講座。原本

規劃「適應極端氣候的植物料理--台灣油芒」、「從校園邁向淨零」、「氣候異常下的健康衝擊」講座，

調整成「2023 年氣候穿搭學」、「淨零路上的幸福與代價」、「工業減碳這樣做-花蓮五大碳排的挑戰與

展望」，實體講座地點在花蓮。 

場次 日期 講座名稱 講座簡介 講者 

1. 2022/12/27 

 

報名 228 人 

參與 93 人 

享受吧!一場

永續的旅遊 

全球 8%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旅

遊，在後疫情時代大量增長的旅

遊活動，如何減碳有能玩的盡

興。 

1.台灣永續旅行協會秘

書長／陳盈潔 

2.原森旅行社副執行長

／黃俊翰 

3.地球公民基金會山林

組主任／黃靖庭 

2.  2023/02/02 

 

報名 229 人 

參與 45 人 

2023 年氣候

穿搭學！ 

新的一年，就從認識淨零碳排開

始！環境在變，你也得跟上，兩

小時內搞懂什麼是淨零，搞清楚

花蓮人跟淨零的關係，互相討論

與學習，讓花蓮成為永續與淨零

的城市！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 

3. 2023/3/30 

 

報名 232 人 

參與 73 人 

塑膠沙西

米，是我們

的下一餐

嗎？ 

巨量的海洋垃圾，反映了漁業行

為和生活型態。在台灣及多國統

計的海廢種類中，塑膠製品、漁

業廢棄物占大多數。塑膠源頭的

石化產業，帶來便利的生活，也

帶來環境的負荷。在長期監測海

廢調查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找

到解決的方式？ 

1.澄洋環境顧問有限公

司執行長／顏寧 

2.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

行長／王敏玲 

4 2023/04/15 

 

報名 250 人 

參與 142 人 

 

工業減碳這

樣做-花蓮五

大碳排的挑

戰與展望 

花蓮的五大碳排來自三大企業，

分別為台泥、亞泥與中華紙漿。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特別

邀請在花蓮的這三間企業，與花

蓮鄉親分享各企業的碳排數據與

趨勢，進一步說明淨零措施與策

略。 

1.和平電廠&台灣水泥

和平廠 台泥企業集團永

續長／葉毓君 

2.亞洲水泥花蓮廠 首席

副廠長／陳志賢 

3.中華紙漿花蓮廠 主任

／李昂軒 

5 2023/04/22 

報名 273 人 

參與 85 人 

 

來吧! 地球公

民永續餐桌

營業中 

保有餐桌上的美味食材除了安全

的生長環境，生產過程對環境友

善且永續應用都是我們在享用美

食的同時也可實踐的環境行動。 

1.作家、食農教育推廣

者／王南琦 

2.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

長/李根政 

6 2023/5/21 

 

報名 18 人 

參與 18 人 

淨零路上的

幸福與代價 

以遊戲與角色扮演間學習再生能

源的各種利弊，深入學習能源轉

型與不同尺度思考模式，邊玩邊

學，一起了解台灣將要面對的未

來吧！ 

1.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

長／蔡中岳 



7 2023/07/15 

 

報名 162 人 

參與 59 人 

擺 脫 行 人 地

獄 ， 打 造 永

續 健 康 的 交

通環境 

台灣的道路設計以車為本，身為

一位步行者需要承擔的風險極

高。有一群相當重視行人路權的

朋友，為了改善台灣的用路環境

而默默努力著。 

1.貳本規劃設計顧問公

司主持人／徐佳鴻 

2.標線改造台灣路臉書

粉專小編、高雄市政府

交通工程科技士／莊哲

維 

8 2023/8/11 

 

報名 155 

參與 44 人 

永續時尚中

的我們 

永續時尚，開始出現在時尚界，時

尚領域的設計者和追隨者，開始有

意識的在追求個人喜愛的風格時，

也找出與環境平衡的方式。 

1.循環台灣基金會網絡

總監／田欣怡 

2.picupi 挑品創辦人／張

倞菱 

 

(二)     講座執行內容與媒體露出 

1.第一場「12/27 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 
  

 

 

 

 

 

 

 

 

 

 

 

 

 

 

 

 
長時間忙於課業、工作的你， 

想趁著放假，出遠門散散心──這是一定要的！ 
 
但當你開始規劃旅程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消費導向的觀光景點，只能表面走馬看花； 

千篇一律的制式化行程，你要去的地方大家都去過了； 

長距離移動的交通成本，搭車/飛機搭到屁股痛之外，也在無形中增加碳排放量； 

娛樂、住宿過程的所享用的用品與服務，造成環境的衝擊和汙染。 

想好好出去玩，有這麼難嗎？關於旅遊，這裡有一個 Good Idea！ 
 
地球公民邀請了旅遊界的專家們來分享自己的經驗，教我們如何安排一場更有品質，同時也兼顧

環境的旅程，我們稱之為──「永續旅行」。 
 
全球共有 8%的碳排來自旅遊，而且還逐年增加比例中。根據 2015 年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

標」（SDGs），期待旅遊產業應充分考量現在及未來的經濟、社會與環境衝擊後，同時又能滿足

旅客、產業、環境與當地社區需求所進行的旅遊活動。  
 



在這場講座當中，講者將會更詳細的介紹永續旅行的概念，以及永續旅行的實作方案。來來來！

趕快跟上這股全球永續旅遊的潮流！ 
 
❖【講座紀錄--影片+文字側記】12/27 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 
 

(1) 時間：2022 年 12 月 27 日 

(2) 主講人：台灣永續旅行協會理事長陳盈潔、原森旅行社副執行長黃俊翰 

(3) 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黃靖庭 

(4) 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18 人，報名線上 210 人，總計 228 人報名 

(5) 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12 人，線上人數 81 人，總計 93 人參與 
 

(6) 媒體報導： 

2023 年綠主張 5 月號投書: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 曹伃君) 

 

 

 

 

 

 

 

 

 

 

 

 

 

 

 

 

 

2. 第二場「2/2 氣候穿搭學」 

久雨乾旱，氣候變遷與花蓮人的關係是什麼？越來越熱、越來越冷，天氣與土地都出現了更極端

的降雨與乾枯。地球怎麼了？台灣怎麼了？花蓮怎麼了？煩惱明天該怎麼穿的你，得先煩惱極端

氣候下的花蓮，是否還是熟悉已知的生活樣貌。 

 

2023 年氣候穿搭學，學的是文化，文化來自風土與生活，風土鑲嵌在氣候變遷中。全球暖化、碳

中和、能源轉型、綠能、淨零碳排等各種名詞常常聽到政府與新聞提到，但在好山好水的花蓮，

到底有什麼關聯？這些名詞背後又有怎麼樣的意義？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216
https://www.hucc-coop.tw/monthly/MONTHLY138/22478


 

 

 

 

 

 

 

 

 

 

 

 

 

 

 

 

 

身為花蓮子弟的戴興盛教授，於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任教，來跟大家聊聊地球怎麼了，氣候變遷

將會如何影響到台灣，而花蓮又將面臨什麼狀況。其他國家、台灣跟花蓮縣府做了哪些努力，這

些政策有什麼改變的機會？ 

 

新的一年，就從認識淨零碳排開始，2023 年的氣候穿搭學，學不到消費時尚卻能掌握潮流。環境

在變，你也得跟上，兩小時內搞懂什麼是淨零，搞清楚花蓮人跟淨零的關係，互相討論與學習，

讓花蓮成為永續與淨零的城市！ 

 

❖【講座紀錄--影片+文字側記】2023 年氣候穿搭學！氣候緊急與台灣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1)時間：2023 年 2 月 2 日 

(2)主講人：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蔡中岳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18 人，報名線上 211 人，總計 229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10 人，線上人數 35 人，總計 45 人參與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story/4261


3.第三場「3/30 塑膠沙西米，是我們的下一餐嗎？」 

 

海洋廢棄物的龐大數量在世界各處海域不斷出現，在長期監測海廢調查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找

到解決的方式？許多國際研究也顯示海洋廢棄物分布在海灘、海面和海底等海洋的不同深度，已

對海洋生態和人體健康帶來風險。 

巨量的海洋垃圾，反映了漁業行為和生活型態。在台灣及多國統計的海廢種類中，塑膠製品、漁

業廢棄物占大多數。塑膠源頭的石化產業，帶來便利的生活，也帶來環境的負荷。在長期監測海

廢調查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找到解決的方式？ 

這場講座，邀請長期關注海洋議題的澄洋環境顧問公司分享國際及台灣海洋廢棄物現況和管理，

也透過地球公民從塑膠製品源頭看到石化產業的問題。在邁向淨零生活的路上，我們一起探究海

洋廢棄物現況的同時，看到改變正在發生。 
 

❖【講座紀錄--影片】3/30 塑膠沙西米，是我們的下一餐嗎？ 

(1)時間：2023 年 3 月 30 日 

(2)主講人：澄洋環境顧問 執行長／顏寧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13 人，報名線上 219 人，總計 232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10 人，線上人數 63 人，總計 73 人參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KwM896-iFg


4.第 4 場 4/15 工業減碳這樣做-花蓮五大碳排的挑戰與展望 

 

 

 

 

 

 

 

 

 

 

 

 

 

台灣的工業及能源排碳排比例占約六成。那你知道花蓮也有工業嗎？你知道工業及能源占花蓮整

體碳排多少比例嗎？ 
 

台泥為了減碳，積極發展循環經濟；亞泥為了減碳，推動綠色港埠；華紙為了減碳，積極發展生

質能等再生能源。氣候變遷與 2050 淨零碳排推動下，這些花蓮的企業們，在減碳與轉型上究竟做

了哪些規劃與努力？ 
 

儘管工業與能源部門作為台灣最大的排碳來源，卻也是淨零碳排中最積極的角色，不僅承諾自主

減碳，也有長期的淨零措施或者各項減碳政策。花蓮的五大碳排來自三大企業，分別為台泥、亞

泥與中華紙漿。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特別邀請在花蓮的這三間企業，與花蓮鄉親分享各企

業的碳排數據與趨勢，進一步說明淨零措施與策略。 
 

台灣在淨零的路上，充滿挑戰，非常歡迎大家與地球公民一同認識花蓮工業的碳排情形，深入了

解工業減碳。 
 

❖【講座紀錄--影片】工業減碳這樣做？花蓮五大碳排的挑戰與展望 

(1)時間：4/15(六)15:00~17:00 

(2)主講人：和平電廠&台灣水泥和平廠 台泥企業集團永續長／葉毓君、 

亞洲水泥花蓮廠 首席副廠長／ 陳志賢、中華紙漿花蓮廠／李昂軒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黃靖庭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50 人，報名線上 200 人，總計 250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40 人，線上人數 102 人，總計 142 人參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HQ4Gv1uA


 

 

 

 

 

 

 

 

(6)媒體報導 

I.20230416 自由/花孟璟--花蓮 4 碳排大戶 民團盼減碳資訊透明 

II. 20230417 環資/劉庭莉--花蓮工業碳排佔九成 環團邀碳排大戶台泥、亞泥、華紙談淨零策略 

III.20230417Yahoo 新聞(環資/劉庭莉)--花蓮工業碳排佔九成 環團邀碳排大戶台泥、亞泥、華紙談淨零策略 

 

5.第五場「來吧! 地球公民永續餐桌營業中」 

 

 

不敢相信！透過飲食的選擇，也可以為氣候變遷帶來一點正面的改變！ 
 

全球討論已久的永續餐桌，多年來是否有新的觀點來面對日益急迫的氣候變遷呢？永續環境的各

項實踐路徑中，永續農業和飲食也積極納入邁向淨零的具體行動。 
 

全世界因應極端氣候最前線的北歐國家，可持續性的生態系統已經內化於民眾的日常生活，友善

的糧食種植，將在地食材發揮最大的特色融入於飲食文化中，創造地方代表的風味餐點。此外，

也將廚餘處理和能源使用納入循環系統中。在台灣，我們也有許多在地特色的糧食生產和飲食文

化，可以進一步從餐桌出發思考永續的飲食方式。 

 

https://news.ltn.com.tw/news/Hualien/paper/1577841
https://e-info.org.tw/node/236547
https://tw.news.yahoo.com/%E8%8A%B1%E8%93%AE%E5%B7%A5%E6%A5%AD%E7%A2%B3%E6%8E%92%E4%BD%94%E4%B9%9D%E6%88%90-%E7%92%B0%E5%9C%98%E9%82%80%E7%A2%B3%E6%8E%92%E5%A4%A7%E6%88%B6%E5%8F%B0%E6%B3%A5-%E4%BA%9E%E6%B3%A5-%E8%8F%AF%E7%B4%99%E8%AB%87%E6%B7%A8%E9%9B%B6%E7%AD%96%E7%95%A5-084401298.html


這一場講座，除了帶給大家國際上永續餐桌的最新進度，也會將目光拉回到我們日常的餐桌上，

實作在地食材的運用與飲食思維。我們邀請到時常旅居北歐、芬蘭，關注食農教育的戰鬥媽媽王

南琦分享永續餐桌的實踐，現場也將請李根政董事長，實際料理台灣永續餐桌的在地食材，並透

過實作無塑餐具品嚐根政首度公開的金門料理，一起用吃改變世界！ 
 

❖【講座紀錄--影片】不敢相信！透過飲食的選擇，也可以為氣候變遷帶來一點正面的改變！ 

(1)時間：2023 年 4 月 22 日 

(2)主講人：資深主婦、食農教育推廣者／王南琦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20 人，報名線上 253 人，總計 273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20 人，線上人數 65 人，總計 85 人參與 

 

 

 

 

 

 

 

 

(6)媒體報導 

I.2023 年 7 月綠主張投書：來吧！永續餐桌營業中(地球公民基金會教育推廣部主任陳嘉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TGPKVZhhEA
https://www.hucc-coop.tw/monthly/MONTHLY140/22508


II.20230614 聯合報願景工程系列報導~~餐桌上的碳排-出一張嘴救地球 ( 李根政董事長受訪) 

 

 

 

 

 

 

 

 

 

1.【餐桌上的碳排】低碳轉型從吃開始 飲食碳排計算機 (王南琦受訪)~ 

2.【餐桌上的碳排】被低估的飲食碳排放 

3.【餐桌上的碳排】走進稻田，算出一碗飯的碳足跡 

4.【餐桌上的碳排】食在永續，選購低碳農產品 

5.【餐桌上的碳排】低碳海鮮如何選？小心碳排誤區 

III.20230814 ESG 今周刊(綠主張投書/陳嘉雯)--標明食材產地、能源選擇，就連廚餘怎麼處理都告訴你！歐

美如何做「永續餐桌」低碳料理？ 

 

6.第六場「淨零路上的幸福與代價」 

 

再生能源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是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方法？那應該放在哪裡，可以讓社區與大眾

共榮共生？民眾、學者、企業、政府與綠能業者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共同創造地方的再生能

源想像藍圖？淨零與能源轉型路，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努力，但當代的我們又該付出怎麼樣的

代價與選擇，是非常重要的學習與思考過程。 
 

透過工研院《新能源島冒險》桌遊，認識各類型再生能源的知識，以及在面對不同能源需求、環

境特性下，社會上各個角色（政府、民眾、用電大戶...）怎麼彼此溝通和共同思考。 以遊戲與角

色扮演間學習再生能源的各種利弊，深入學習能源轉型與不同尺度思考模式，邊玩邊學，再生能

源的全面思考，一起了解台灣將要面對的未來吧！ 

https://visionproject.org.tw/project/carbon-on-table?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20230620&fbclid=IwAR3V7wYkqc5roaXbM1Gakr5EuMouUo-xa7uw1RIIjUx_ucq0OOFGqyfoxAM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735?fbclid=IwAR3EYLnMS8EDZLPd_l8-ZBU01NF8TeIw6eomlVJ35Bfiq8PE2W94wmGk_T8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738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741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739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742
https://esg.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7312/post/202308140026/%E6%A8%99%E6%98%8E%E9%A3%9F%E6%9D%90%E7%94%A2%E5%9C%B0%E3%80%81%E8%83%BD%E6%BA%90%E9%81%B8%E6%93%87%EF%BC%8C%E5%B0%B1%E9%80%A3%E5%BB%9A%E9%A4%98%E6%80%8E%E9%BA%BC%E8%99%95%E7%90%86%E9%83%BD%E5%91%8A%E8%A8%B4%E4%BD%A0%EF%BC%81%E6%AD%90%E7%BE%8E%E5%A6%82%E4%BD%95%E5%81%9A%E3%80%8C%E6%B0%B8%E7%BA%8C%E9%A4%90%E6%A1%8C%E3%80%8D%E4%BD%8E%E7%A2%B3%E6%96%99%E7%90%86%EF%BC%9F
https://esg.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7312/post/202308140026/%E6%A8%99%E6%98%8E%E9%A3%9F%E6%9D%90%E7%94%A2%E5%9C%B0%E3%80%81%E8%83%BD%E6%BA%90%E9%81%B8%E6%93%87%EF%BC%8C%E5%B0%B1%E9%80%A3%E5%BB%9A%E9%A4%98%E6%80%8E%E9%BA%BC%E8%99%95%E7%90%86%E9%83%BD%E5%91%8A%E8%A8%B4%E4%BD%A0%EF%BC%81%E6%AD%90%E7%BE%8E%E5%A6%82%E4%BD%95%E5%81%9A%E3%80%8C%E6%B0%B8%E7%BA%8C%E9%A4%90%E6%A1%8C%E3%80%8D%E4%BD%8E%E7%A2%B3%E6%96%99%E7%90%86%EF%BC%9F


(1)時間：2023 年 5 月 21 日 

(2)主持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蔡中岳 

(3)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18 人 

                                                                            

 

 

 

 

 

 

 

 

  (羅凱凌攝影)                                                    (羅凱凌攝影) 
 

7.第七場「7/15 擺脫行人地獄，打造永續健康的交通環境」 

 

 

 

 

 

 

 

 

 

「馬路如虎口」是寫實殘酷的日常：提醒用路人要小心兇猛的來車，卻忽視行人的用路安全。 
 

長期以來，台灣的道路設計以車為本，身為一位步行者，需要承擔的風險極高。根據統計，平均

每天都有將近五十位的行人僅僅只是行走，就遭遇導致自身傷亡的交通危機──但其實，有一群

相當重視行人路權的朋友，為了改善台灣的用路環境而默默努力著：像是長期關注行人路權的民

間團體提出更友善的道路規劃方案；也有規劃界的專家，正在嘗試以行人為主體的空間規劃。 
 

從減碳的角度而言，步行是最低碳的運輸方式。但是因為用路環境等諸多因素，台北已是全台步

行環境最友善的城市，但步行比例始終低於各大國際都市。倘若道路的設計對行人更安全、有更

多人願意以步行代替其他運具，那將對交通的淨零轉型也會有極大助益。 
 

因此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場講座，思考如何打造對行人更安全的交通環境，不只要擺脫行人地

獄，更要打造永續健康的行人用路空間。 



❖【講座紀錄--影片+文字側記】7/15 擺脫行人地獄，打造永續健康的交通環境 

(1)時間：2023 年 7 月 15 日 

(2)主講人：貳本規劃設計顧問公司主持人／徐佳鴻、標線改造台灣路臉書粉專小編&高雄市政府

交通工程科技士／莊哲維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黃靖庭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29 人，報名線上 133 人，總計 162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20 人，線上人數 39 人，總計 59 人參與 

 

 

 

 

 

 

 

(6)媒體報導 

I.20230715 中央社/吳欣紜--改善交通增步行意願 高市交通局技士：從標線下手(黃靖庭受訪) 

II.20230715 聯合/(中央社/吳欣紜)--改善交通增步行意願 高市交通局技士：從標線下手(黃靖庭受訪) 

III.20230715 國語日報/沈育如-- 擺脫行人地獄 專家：先改造標線    

 

8.第 8 場「8/11 永續時尚中的我們」 

  

穿著自己喜愛的衣著，打造個人風格的同時，回頭看到服飾品製作過程的代價，開始有人思考，

這些衣服從哪來，又要到哪裡去？ 

永續時尚，開始出現在時尚界，時尚領域的設計者和追隨者，開始有意識的在追求個人喜愛的風

格時，也找出與環境平衡的方式。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story/4341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307150170.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7302971
https://www.mdnkids.com/search_content.asp?sn=12176&keyword_=%E5%9C%B0%E7%90%83%E5%85%AC%E6%B0%91%E5%9F%BA%E9%87%91%E6%9C%83


全球快時尚帶來什麼樣的環境及人權問題？面對越來越極端的全球氣候變遷現況，我們要如何在

買衣服與衣著風格中找到生活和環境的調適方式。 

這一次，我們將透過紮實的研究和實務工作經驗帶大家看到問題根源，也認識時尚愛好者的反思

及行動，與大家一起思考永續時尚的實踐方式。 
 

❖【講座紀錄--影片+文字側記】永續時尚中的我們 

(1)時間：2023 年 8 月 11 日 

(2)主講人： picupi 挑品創辦人／張倞菱、循環台灣基金會網絡總監／田欣怡 

(3)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吳沅諭 

(4)報名人數：報名現場 13 人，報名線上 142 人，總計 155 人報名 

(5)出席人數：現場人數 9 人，線上人數 35 人，總計 44 人參與 

 

 

 

 

 

 

 

(6)媒體報導 

I.20230816 環資/李宥妍--時尚面前人人平等 你我也能做到的永續時尚 

II.20230816 Yahoo 新聞!(環資/李宥妍) 時尚面前人人平等 你我也能做到的永續時尚 

III.20230813  VOCUS/地球小白--永續時尚｜當衣物壽命已盡，它們該往哪裡去？  

IV.20230812 客家電視/陳郁心、蔡奕輝--快時尚週週推陳出新 產業碳排占全球 10%  

【客家新聞 YT】快時尚週週推陳出新 產業碳排占全球 10%   

V.20230812line 新聞(客家電視/陳郁心、蔡奕輝)--快時尚週週推陳出新 產業碳排占全球 10% 

 

伍、成果 

一、讓台灣跟上淨零排放國際趨勢，有更多民眾認識瞭解台灣淨零路徑與策略，食衣住行育樂能

實踐淨零生活。 

二、地球公民高雄、台北、花蓮三個辦公室，共舉辦 12 場講座、1 場農漁共生小旅行，報名人數

達 2,094 人(原預計 1,000 人)，參與人數達 889 人(原預計 700 人)。 

三、發講座活動通知給媒體，透過媒體報導刊登，增進社會大眾在淨零生活的學習，媒體報導達

19 則露出。 

四、每場講座以文字、照片影像來記錄，供機構內部做為議題交流學習之指引，並書寫會勘報

告，已登載於地球公民官網及 FB 上。 

五、活動農、漁電共生小旅行有 2 位消費合作社成員出席參加。有二篇講座投稿「來吧！永續餐

桌營業中」、「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到綠主張月刊。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4335
https://e-info.org.tw/node/237434
https://tw.news.yahoo.com/%E6%99%82%E5%B0%9A%E9%9D%A2%E5%89%8D%E4%BA%BA%E4%BA%BA%E5%B9%B3%E7%AD%89-%E4%BD%A0%E6%88%91%E4%B9%9F%E8%83%BD%E5%81%9A%E5%88%B0%E7%9A%84%E6%B0%B8%E7%BA%8C%E6%99%82%E5%B0%9A-064808499.html
https://vocus.cc/article/64d85018fd8978000195a9a1
https://www.hakkatv.org.tw/video/169182103059034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q4JK64Z18&t=1s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XYPjPLQ


陸、經費報告 

2022~2023 淨零生活起步走 

邁向台灣 2050 淨零排放~食衣住行育樂 ESG 

地球公民基金會 

111/06/01-112/08/31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補助款 

日期 明細 補助款  支出  餘額  

0111/11/14 主婦聯盟合作社補助款-2022~2023淨零生活起步走專案                               100,000      100,000  

0112/01/07 淨零生活-卉荀 1月薪資/研究專員                                  
     

5,345  
     94,655  

0112/01/07 淨零生活-敏玲 1月薪資/研究專員                                  
     

5,655  
     89,000  

0112/01/07 淨零生活-伃君 1月薪資/教育推廣                                  
     

7,695  
     81,305  

0112/01/07 淨零生活-思妤 1月薪資/教育推廣                                  
     

6,678  
     74,627  

0112/02/08 淨零生活-伃君 2月薪資/教育推廣                                  
     

5,260  
     69,367  

0111/06/28 
淨零生活-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講

師費/鄭祖睿   
  

     

2,000  
     67,367  

0111/06/28 
淨零生活-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講

師交通/鄭祖睿 
  

     

1,350  
     66,017  

0111/06/28 
淨零生活-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講

師交通/鄭祖睿 
  

     

1,350  
     64,667  

0111/06/28 
淨零生活-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講

師費/郭書成   
  

     

2,000  
     62,667  

0111/06/28 
淨零生活-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講

師費/林志學   
  

     

2,000  
     60,667  

0111/07/16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起步走/可以拆了再用的循環建築/

講師費/董敏筑 
  

     

3,000  
     57,667  

0111/07/16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起步走/可以拆了再用的循環建築/

講師費/李金威 
  

     

3,000  
     54,667  

0111/07/18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可以拆了再用的循環建築/講師費

匯款手續費    
  

        

14  
     54,653  

0111/08/25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善用每一度電/

高鐵/邱佑傑  
  

     

1,330  
     53,323  

0111/08/27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善用每一度電/

講師費/邱佑傑 
  

     

4,000  
     49,323  

0111/08/27 
淨零生活-【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善用每一度電/

交通費/邱佑傑 
  

     

1,330  
     47,993  

0111/10/02 淨零生活-讓我們重修舊好-修理咖啡館/講師費/黃武就               
     

6,000  
     41,993  

0111/11/17 
淨零生活起步走專案-農電共生-香莢蘭小旅行/旅平險/

嘉雯         
  

       

928  
     41,065  

0111/11/19 
淨零生活起步走專案-農電共生-香莢蘭小旅行/車資/嘉

雯           
  

     

8,820  
     32,245  

0111/12/27 
淨零生活起步走-北辦/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李芸直

播手工作費   
  

       

528  
     31,717  



0111/12/27 
淨零生活起步走-北辦/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講師費

/黃俊翰      
  

     

2,000  
     29,717  

0111/12/27 
淨零生活起步走-北辦/享受吧!一場永續的旅行/講師費

/陳盈潔      
  

     

2,000  
     27,717  

0112/02/02 淨零生活-花辦講座氣候穿搭學講座直播工作費/藍君偉               
     

1,584  
     26,133  

0112/03/27 
淨零生活起步走講座/0415工業減碳這樣做./wifi機

(路由器)租賃/斐悅 
  

       

736  
     25,397  

0112/03/30 
淨零生活起步走講座-塑膠沙西米，是我們的下一餐

嗎?/講師費/顏寧 
  

     

4,000  
     21,397  

0112/04/15 
淨零生活起步走講座-工業減碳這樣做-花蓮.../講師費

/李昂軒      
  

     

2,000  
     19,397  

0112/04/15 
淨零生活起步走講座-工業減碳這樣做-花蓮../直播工

作費/藍君偉   
  

     

2,112  
     17,285  

0112/04/20 
淨零生活起步走-4/15工業減碳這樣做/工研院 OMEGA 

ZONE場地費/小男 
  

     

4,000  
     13,285  

0112/04/22 
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來吧! 地球公民永續餐桌營

業中/食材/根政  
  

       

520  
     12,765  

0112/04/22 
淨零生活起步走系列講座-來吧! 地球公民永續餐桌營

業中/檳榔葉鞘 
  

     

1,900  
     10,865  

0112/05/20 
淨零生活-北辦/回花辦主持淨零桌遊工作坊-台鐵去程/

中岳         
  

       

440  
     10,425  

0112/05/21 淨零生活-花辦/淨零桌遊工作坊/桌長工作費/王堉嘉                 
     

2,000  
       8,425  

0112/05/22 
淨零生活-北辦/回花辦主持淨零桌遊工作坊-台鐵回程/

中岳 67+2     
  

       

276  
       8,149  

0112/07/15 淨零生活/北辦/擺脫行人地獄/講師費/徐佳鴻                       
     

2,000  
       6,149  

0112/07/15 淨零生活/北辦/擺脫行人地獄/講師交通費/莊哲維                   
     

1,445  
       4,704  

0112/08/11 淨零生活/永續時尚中的我們講座/直播手工作/鍾嘉雯                
       

704  
       4,000  

0112/08/11 淨零生活/永續時尚中的我們講座/講師費/張倞菱                    
     

2,000  
       2,000  

0112/08/11 淨零生活/永續時尚中的我們講座/講師費/田欣怡                    
     

2,000  
               -  

合計 
 

  100,000 100,000   

地球公民基金會自籌款 

日期 明細 自籌款  支出  餘額  

  地球公民基金會自籌款         252,158       252,158  

0111/06/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6 月薪資*0.2   6,678    245,480  

0111/06/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6 月薪資*0.2   6,678    238,802  

0111/06/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6 月薪資*0.1   5,273    233,529  

0111/06/28 
能源轉型-北辦/汽機車大國，公共運輸如何可能？/工作

費/李芸 
  1,008    232,521  

0111/07/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7 月薪資*0.2   7,278    225,243  

0111/07/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7 月薪資*0.2   6,678    218,565  

0111/08/05 教育推廣-曹伃君 8 月薪資*0.2   7,278    211,287  

0111/08/05 教育推廣-陳思妤 8 月薪資*0.2   6,678    204,609  

0111/09/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9 月薪資*0.2   7,278    197,331  



0111/09/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9 月薪資*0.2   6,678    190,653  

0111/10/07 教育推廣-曹伃君 10 月薪資*0.2   7,779    182,874  

0111/10/07 教育推廣-陳思妤 10 月薪資*0.2   6,678    176,196  

0111/11/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11 月薪資*0.2   7,445    168,751  

0111/11/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11 月薪資*0.2   6,678    162,073  

0111/12/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12 月薪資*0.2   7,445    154,628  

0111/12/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12 月薪資*0.2   6,678    147,950  

0112/02/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2 月薪資   2,435    145,515  

0112/02/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2 月薪資*0.2   6,678    138,837  

0112/02/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2 月薪資   2,500    136,337  

0112/03/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3 月薪資*0.2   7,695    128,642  

0112/03/08 教育推廣-陳思妤 3 月薪資*0.2   6,811    121,831  

0112/03/08 設計美編-楊于心 3 月薪資*0.1   3,655    118,176  

0112/03/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3 月薪資   4,500    113,676  

0112/04/07 教育推廣-曹伃君 4 月薪資*0.2   7,695    105,981  

0112/04/07 教育推廣-陳思妤 4 月薪資*0.2   6,811      99,170  

0112/04/07 設計美編-楊于心 4 月薪資*0.1   3,655      95,515  

0112/04/07 研究專員-王敏玲 4 月薪資   2,500      93,015  

0112/05/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5 月薪資*0.2   7,695      85,320  

0112/05/08 教育推廣-陳嘉雯 5 月薪資*0.2   9,222      76,098  

0112/05/08 設計美編-楊于心 5 月薪資*0.1   3,655      72,443  

0112/05/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5 月薪資   2,500      69,943  

0112/05/21 能源轉型-花瓣/淨零桌遊工作坊茶水/莊慕華                          352      69,591  

0112/05/21 
能源轉型-花辦/淨零桌遊工作坊講師、志工、工作人員

午餐/梁聖岳    
  299      69,292  

0112/05/21 
能源轉型-花辦/淨零桌遊工作坊講師、志工、工作人員

午餐/梁聖岳    
  1,439      67,853  

0112/06/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6 月薪資*0.2   7,695      60,158  

0112/06/08 教育推廣-陳嘉雯 6 月薪資*0.2   9,222      50,936  

0112/06/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6 月薪資*0.1   5,655      45,281  

0112/07/07 教育推廣-曹伃君 7 月薪資*0.2   7,695      37,586  

0112/07/07 教育推廣-陳嘉雯 7 月薪資*0.2   9,222      28,364  

0112/07/07 研究專員-王敏玲 7 月薪資*0.1   5,655      22,709  

0112/08/08 教育推廣-曹伃君 8 月薪資*0.2   7,832      14,877  

0112/08/08 教育推廣-陳嘉雯 8 月薪資*0.2   9,222        5,655  

0112/08/08 
 

研究專員-王敏玲 8 月薪資*0.1   5,655                -  

合計   252,158 252,158   

 

 

 

 

 

 



附件一、組織簡介 

 

組織介紹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台灣本土環境公益團體，關注於山林國土與花東永續、工業污染、氣候變遷與

能源轉型等三大範疇。我們是台灣第一個透過大眾募款成立的環保基金會，公正獨立、財務自

主、公開透明，經費來自大眾捐款，不接受政府資助。 

 

我們是一群專業的環境工作者、董監事、志工組成的團隊，累積了超過二十年守護台灣環境的經

驗，堅持環境與世代正義，壯大公民社會，深化民主等共同的核心價值。地球公民基金會總會設

於高雄市，並於台北市、花蓮市設有辦公室。 

 

我們透過調查研究、提出解決方案，理性堅定的促進社會對話，集結公民力量，採取有力的行

動，達成環境個案與法令政策的改變。我們深信每個人都可以為環境付出一份心力，只要有更多

人加入環保行動，台灣就有機會達成環境永續、面對氣候變遷，並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 

 

宗旨 

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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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山林國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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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污染與產業轉型」：揭露監督後勁溪的台塑、日月光公司，霄裡溪的友達和華映等公

司的水污染，成功推動法規的修正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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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邁向循環經濟，希望打造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

永續的經濟模式。 

 

三、「花東永續」:串聯花東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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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et-taiwan.org/info/news/2384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00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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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50 淨零排放與非核家園」: 2011 年 311 日本福島核災後，開始投入反核運動，在與社會共

同促成 2025 年邁向低碳非核的能源轉型、核四封存不重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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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已宣示要邁向 2050 淨零排放，我們倡議邁向安全潔淨、公平民主的能源轉型，積極推動能

源、工業、住商、交通的節能減碳；倡議大型企業要付出相對的減碳與綠電責任，再生能源與生

態環境及農漁業融合發展；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強化台灣面對氣候變遷的韌性，達成 2050 淨零

排放的目標。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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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 南臺灣廢核減碳系列--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獲得 100,000 元 

2020.10 中高污染農地違章遷廠課不容緩-全民守護農地食安，獲得 1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