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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普拉斯PLUS+，尋找農漁村氣候韌性

台灣環境規劃協會podcast 專題頻道經營

一、計畫名稱及目的

「光電普拉斯，尋找農漁村氣候韌性」podcast 專題節目經營

計畫目的：

自2022年5月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創立了podcast節目「地球好辣Super Hot」，節目播出後

獲得了不錯的迴響，緊接著我們於2023年6月全新啟動「光電普拉斯第二季」的企劃，並

希望能延續2022年的節目聽閱數及基礎上，能持續將環境、永續、氣候、能源的議題，以

聲音以及輕鬆的方式帶入大家的生活中。

過去兩季「光電普拉斯」的節目，我們關注台灣光電發展與土地空間競合等相關議題，同

時秉持著「共融光電」的理念，從空間規劃的角度出發，梳理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秩序，

同時不能忽略在地價值及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光電普拉斯節目內容，也是本協會長期對

於台灣光電發展的關注和參與。製作podcast節目，其目的除了梳理協定對相關議題觀

察紀錄，同時也希望透過輕鬆的談話性節目，讓再生能源議題不再那麼嚴肅，可以面向

大眾並讓大眾能夠直接參與其中，藉以降低個案開發與環境社會的衝突爭議，建立起一

個「光電如何做到普拉斯（Plus）」的能源永續、穩健發展的社會藍圖。

目前台灣的再生能源議題討論與溝通，經常處於「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導

向指引光電的發展。過程中再生能源政策的落實與實踐，土地空間經常處於「斷裂」

(Disjuncture)和衝突狀況，特別是「農地」+「光電」的討論還處於，「理論」上的推估。就此

，新一季的光電普拉斯內容規劃，我們試著以「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的方

式，進入農鄉地區，並讓農民或在地民眾，透過本節目平台訴說自己的故事。藉此更進

一步的釐清台灣各農鄉地區不同世代、不同經營模式的農友對於農電結合的看法，目的

在於蒐集了解台灣農村的主體性與發展，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的討論「農電」的可能性

及「光電」能否作為農鄉抵抗氣候變遷的韌性？

我們希望透過podcast節目持續記錄我們的工作經驗及對於再生能源及淨零轉型的觀察

，並期待提供台灣淨零轉型發展過程，與環境社會共融的依循，做到真正的「公正轉型：

不遺落任何一個人」。這彰顯著不僅只是再生能源的發展如何做到普拉斯（Plus），而是



整個社會面對轉型的過程，能夠朝向能源永續、穩健發展的社會藍圖邁進。

二、組織簡介

台灣環境規劃協會成立於2020年，致力於再生能源開發的環境與社會衝突解決，並曾參

與漁電共生環境與社會檢核制度的機制倡議。團隊成員來自生態保育、環境工程、社會

經濟、公共行政等不同領域的青年專業者，我們深感光電開發衝突背後，有複雜的土地

空間議題、環境生態議題以及社會脈絡條件的因素。因此，我們參酌分析台灣與英、美、

日、歐等再生能源先行國家的綠能政策，針對商用型光電場的規劃與開發制度與評估，

提供太陽光電與環境共融的規劃方法、溝通工具與政策論述，並以獨立專業第三部門的

角色，參與公部門、開發商與公民組織間跨域溝通的中介協調。

本會秉持著「共融光電」的理念，從空間規劃的角度出發，梳理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秩序

，同時不能忽略在地價值及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期待綠能開發形式可以多元並

進，並促進在地參與或社區為主導型態的光電案場。除此之外，本會也積極參與淨零轉

型路徑的探討，經常受到產、官、學界邀請針對國內外氣候政策提出比較分析，研擬推

動淨零轉型所需政策工具，包括碳稅、碳費、能源稅的制定，以加速台灣從仰賴化石能

源的褐色經濟，邁向低碳綠色經濟體，並在推動能源轉型的過程，確保社會公正與環境

永續價值的實踐。

三、主辦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光電普拉斯以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的團隊成員為執行團隊，我們將負責節目企劃、議題設

定、錄音、剪輯後製及宣傳工作，節目各集都將公開宣傳作為社會共享的資產。此外，

我們也會安排田野中接觸的的農友及各夥伴團體上節目對談。

四、服務對象

「第三季光電普拉斯-尋找農漁村氣候韌性」節目的對象可以為光電業者、政府、公民團

體、光電案場在地居民及一般想要了解淨零轉型、農漁電與農鄉困境相關議題的社會大

眾。我們透過Podcast的方式針對環境、氣候、永續以及光電議題進行輕鬆對談及概念梳

理。

五、工作內容

第三季的光電普拉斯節目內容安排，我們將討論台灣農漁電的發展現況，以及我們對西

部農漁村田野調查後的發現與經驗作為企劃主軸，並以輕鬆的方式進行對談。另外，我

們也會延續先前兩季的節目基礎，邀請夥伴團體組織的環境工作者，針對光電議題的瞭

解，與我們分享他的工作歷程、以及環境倡議研究題目。因此，本季內容可分為兩個大

主軸，1.）呈現田野經驗中，農漁村農業的生產現況、威脅與機會，以理解現今農業和農

村經濟困境；2.）探究綠能能否提高農漁村社會的氣候韌性？進一步的了解漁電發展過

程與現況。

表一 節目預擬及安排（預計10集）

節目集數 內容安排及議題設定



集數預計企劃 ● 第一部分：農漁村經濟生產現況、威脅與機會

○ 台灣農業願景與政策

○ 農漁村的產業需求與困境

○ 農漁民人物專訪

● 第二部分：設置綠能能否提高農漁鄉社會的氣候韌

性？

○ 農漁民投入綠能發展的動機

○ 農漁綠能目的不在於淨零？而是。。。

○ 啟動漁電發展的社會溝通與矛盾

○ 農漁電如何促進地方發展與城鄉平衡？

● 本季小結：台灣從核電火電走到再生能源：社會對於

能源轉型有何累積與學習?

協會一直以來致力於關注再生能源發展的議題，特別是在光電的議題上，我們提出「共

融光電」的概念，透過輕鬆對談的方式，將議題可以擴及至整個環境、氣候、永續及淨零

面向的關注。前兩季的「光電普拉斯」節目內容主要集中於，環境面向及社會面向來探究

，台灣光電發展觸及到相關議題與困境。透過節目的對談及分享，我們公開與聽眾朋友

分享協會的觀察及想法，並藉由這樣的討論，協會除了是單方面分享資訊者之外，亦有

邀請夥伴團體的環境工作者們上節目分享，我們也期待聽眾朋友的意見回饋，共同集結

對於淨零轉型、光電發展及能源使用不同的思考。

第三季的「光電普拉斯」我們試著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Podcast談話性節目呈現我

們進入農漁村的田野經驗及讓農漁民自己訴說當前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結構的威脅、

限制與機會，並深入探討能源轉型在農業生產區投下的威脅，以及農民與農村在能源使

用和轉型過程中的具體需求和困難。在宣傳方面，協會也將透過臉書及網站的宣傳，將

淨零轉型及光電議題的發展透過不同形式宣傳和推廣。

表二 工作內容

負責項目 預計人員 工作內容

節目企劃 2人 負責節目整體構想，與各集內容安排，撰寫節目腳本

節目執行 2人 負責節目錄製、後續宣傳及頻道經營及節目行政庶務

節目與談 1人 負責節目錄製的進行、節目內容設定、主持及對談

影音技術 1人 負責音檔的後製剪輯

視覺設計 1人 負責整體節目和頻道的美術及視覺設定



六、經費預算表(含經費來源)
項目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節目出席費 2名X10集 1,000元 20,000元

交通費 2名X10集 2,000元 40,000元

器材租借費 2小時X10集 500元 10,000元

錄音室租借費 2小時X10集 1,000元 20,000元

後製剪輯勞務費 10集 2,000元 20,000元

節目設計費用 1次 20,000元 20,000元

執行企劃勞務費 2名X20集 1,000元 40,000元

雜支 30,000元 30,000元

光電PLUS+專案計畫費用小計 200,000元

協會自籌部分 100,000元

公益金申請經費 100,000元

七、節目效益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數位節目與串流平台的經營推廣，透過多元的方式打破傳統的學習

疆界，透過運用聲音的錄製，帶領聽眾朋友們進入台灣環境協會的工作經驗及光電議題

經營的理解之中，透過節目及聲音得以進一步了解本會團隊所關注的焦點議題及內容。

光電普拉斯第三季的節目將於2024年7月開始至2025年01月結束，完成第三季的錄音

及剪輯宣傳，節目預計至少有10集的節目安排。我們期待第三季的節目至少能保有每集

百次的聽眾次數，並具體把台灣農漁村居民們對「農電」與「漁電」想像與困境呈現出來。

Podcast節目亦會透過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的社群媒體，傳遞節目上架最新消息及內容動

態，並開設問答區以增加議題的討論及互動的可能性，與社會共同學習和分享。後續我

們亦將秉持著「光電普拉斯plus+」的概念，持續錄製精實的節目並與社會對話，讓光電



及能源議題討論與關注能夠持續，讓社會大眾對環境議題有感，進而能一起參與，為台

灣淨零行動一起努力。

八、計畫執行期程

本計畫預計於2023年6月開始執行，並於12月執行完畢。依據上述內容訂出工作執行甘

特圖，以確實掌握工作進度，如下表三。

表三 方案執行進度表

工作項目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一）專題準備與節目企劃 V V V V

（二）節目邀約與錄製 V V V V V V V

（三）剪輯與上架 V V V V V V

（四）宣傳與推廣 V V V V V V



九、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互動事項說明

協會自2020成立以來，我們從空間的角度探究環境議題，並希望能就夠一個與自然共融

的永續生態社會。協會過去四年以來發展出「共融光電」的具體內涵，我們借鑑國外制度

經驗，對應台灣能源政策及社會脈絡，並實際參與個案的發展經驗，在共融光電、淨零

轉型的議題中持續努力。

我們也積極與各個團體交流合作與學習，尤其協會工作團隊特別久仰貴社長期在食品

安全及實踐綠能生活的理想與行動力，並期待能像貴社學習，一起努力實踐永續美好生

活藍圖。過去我們獲得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的支持，讓我們得以在組織

的草創期間能有足夠的資源發展podcast節目，並收穫成果。這次是我們第三次向提出

與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申請公益金計畫案，我們希望台灣的光電發展能秉持

著「共融光電」的理念，並重新梳理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秩序，同時不能忽略在地價值與

環境生態的重要性，因此透過錄製節目的累積，讓我們能持續在「共融光電」的議題中耕

耘，確保台灣在推動能源轉型過程裡，落實社會公平與環境永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