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 

「2021促進社會公義、創造永續環境」勸募計畫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目的： 

    透過本計畫預計募資新臺幣一千萬元整以資助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用於非核

家園、能源轉型、透明足跡－資訊公開透明，污染無所遁形的研究、調查、教

育推廣、政策倡議及遊說工作。 

我們秉持「議題結盟、社區串連、公民行動、永續社會」的理念，長期致力於

台灣環境政策的建構和環境議題的推動，期望達到永續的生活環境。 

 

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10/03/24 至 111/03/18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10/03/24 至 111/04/18止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01362630號函 

 

募款活動期間： 

期間為 110/03/24至 111/03/18 

 

  



所得及收支： 

收入 

募款收入 (110/03/24-111/03/18 )  640,816 

利息收入 (110/12/21 )  7 

  

收入合計 640,823 

 

支出：勸募活動支出 $ 82,595 元 + 活動計畫支出 $ 558,825 元= $ 641,420 元

（活動計畫支出不足額 $597 元由協會自籌吸收） 

 

支出 

勸募活動支出 

網路行銷管理費  33,075  

捐款作業行政費  42,403  

雜支  7,117  

小計 82,595 

活動計畫支出 

（所得財物使用） 

人事費  475,825  

專案研究活動費  5,000  

網路建設  78,000  

小計 558,825 

支出合計 641,420 

 

淨收入 

募款收入 640,823 元 

利息收入 7 元 

支出 641,420 元 

  

合計 - 597 元 

  

  



成果說明： 

一、 非核家園 

在台灣持續多年的核四爭議，終於在 2021年末公投畫下句點，未來我們將

持續努力推動核電歸零，將核四送進歷史的終結。核電廠除役需耗時 25

年，我們必須確保期間落實環境安全與資訊公開，同時督促政府積極尋找

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方案，推動立法、社會教育讓停滯不前的核廢政策獲得

社會關注。 

⚫ 出版 

◼ 翻譯《2020世界核能產業報告》。藉由分析全球核電產業長期發

展的實際數據，指出全球核電年年衰退，已不敵持續茁壯的再生

能源，今年更以專章呈現全球核反應爐在極端氣候下的脆弱性。 

⚫ 活動 

◼ 擔任「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秘書處 

◆ 舉辦「福島十年、告別核電」音樂會＆市集，邀請關心核能

議題的音樂人、NGO、立委共同紀念福島核災十周年，一起了

解十年過去後服島居民的現況、反思核電的成本，希望災難

不要再次發生。 

◆ 舉辦「齊心鞋力反核有力」無人鞋運動，募集近兩千雙鞋

子，以鞋子取代萬人集會，擺放於自由廣場，並有歷年反核

布條、標語牌佈置在行列中，象徵歷年反核遊行景象。 

◆ 與綠色和平共同舉辦「核四大爆走」活動，21位步行者從貢

寮核四廠出發，步行到終點凱達格蘭大道，象徵著核災發生

時，核四緊急撤離區內有人居住的 21 個里，以及背後的 

2.1 萬住民，每一位步行者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承載著千人

的重量。 

◼ 舉辦「福島核災十年－省思全球核能」論壇，邀請四位國際核能

研究者參與，向台灣關心核能國際現狀的大眾說明核能產業已進

入衰敗期，且除役、核廢料處置成本節節攀升，再生能源發展勢

在必行。 

◼ 參與核電除役環評，並與其他團體發表聲明，要求台電強化自然

災害預防對策、強化在地參與機制，把乾淨的土地還給人民。 

⚫ 講座 

◼ 持續推動「核電影」紀錄片各界申請放映 11場，受邀參加超過

50場核電與能源演講。 

◼ 【核四公投：夏日大作戰—校園巡迴。講座展開】共計超過 20場 

◼ 《福島媽媽、核電歸零》紀錄片放映座談-兩場 

◼ 《貢寮你好嗎？》紀錄片放映座談-兩場 

◼ 《核你到永遠》紀錄片放映座談-兩場 

⚫ 記者會 



◼ 舉辦《2021 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摘要中文版發布記者會，提

出實際的客觀數據來澄清闢謠。報告中呈現全球核電營運、供

電、興建、除役和各國發展等詳盡完整的資訊，為國際上觀測全

球核電產業發展的權威性分析。 

◼ 參與「核三除役環評會議 民間聲明記者會」，聲明已有 24個團體

共同連署，此份聲明亦將於範疇界定會議中遞交給環評委員參

考。 

◼ 參與「綠能結合公益  打造地方創生新願景－國境最北陽光電廠

正式啟用」記者會，歷經 433天的努力，於 2021年九月完工、十

月落成啟用，不但是台灣本島最北的屋頂太陽能公民電廠，也將

成為金山特色一景，未來結合在地深度導覽，成為永續能源教育

基地。 

◼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 「核四公投前的重要考題：台灣有應對核災的方案嗎？」分

手吧！我們不核四－官網上線記者會。 

◆ 「COP26前夕國際齊呼籲：極端氣候來襲，核電不能救急」

記者會，聯合共同連署的國內外團體召開記者會公布訴求與

連署名單，也邀請澳洲與日本的組織代表連線參與，以國際

觀點反對核電作為氣候解方。 

◆ 「核四斷層事證確鑿 地質學家：核四耐震遠遠不足！」邀請

國內地質科學專家陳文山教授、李錫堤教授與李昭興教授，

以地質學界的專業角度，針對核四的地質問題、耐震問題，

進行專業且完整的說明。 

◆ 「跨科系學者齊呼籲，核四公投不同意」記者會，來自國立

清華、中山、中興、東華、政大等跨科系學者於今日舉辦記

者會，針對核四公投提出專業見解，駁斥公投提案方諸多錯

誤資訊與論點。 

◆ 「最長的告別 為下一代呼籲 終結核四」藝文界齊聲反核四

記者會， 

◆ 「回應公投結果記者會」糾纏台灣 40年的核四，終於在

2021年末畫下句點，感謝所有堅持反核四的台灣人民，一起

走完這最後一哩路，未來讓我們持續努力監督政府，將核四

送進歷史的終結。 

⚫ 工作坊：   

◼ 與政大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合作，於兩所新北市高中進行「核四

的未來，合適的未來？」工作坊，藉由情境模擬的模式，讓學生

探討核四在科學、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各種面向，並了解

到公共議題溝通與決策過程的複雜性。 

二、 能源轉型 



綠盟能源轉型小組去年與其他團體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修法之外，也持續監督環保署提出修法草案。經過一年多的多方

努力，環保署終於預告了《溫管法》的修法草案，並將其改名為《氣

候變遷因應法》。我們將持續努力，期待台灣可以盡快加入國際淨零競

逐的隊列。 

⚫ 推動百分之百再生能源情境研究 

◼ 與美國西北太平洋實驗室、台大風險中心 共同產出台灣未來百分

之再生能源情境研究報告，以報告所設定的目標年進行政策盤

點，分析台灣能源現況與未來發展潛力。 

⚫ 地方能源轉型倡議 

◼ 與工研院交流地方氣候能源治理之經驗，進行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團體培力。 

◼ 發起地方氣候治理六大訴求並邀請議員聯署，獲得 44位跨黨派的

地方議員連署支持。 

⚫ 推動再生能源健全發展 

◼ 針對政府屋頂光電政策與開發機制給予建議，例如工業區屋頂加

裝光電板、農地工廠光電適法性等。 

◼ 協助推動北海岸公民電廠示範案場「金山皇后鎮森林公民電廠」，

並協助後續推廣教育。 

⚫ 氣候變遷法案推動與政策監督 

◼ 監督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與部門行動方案。 

◼ 與其他民間團體共同提出《溫管法》修法草案並督促環保署提出

官方版本、要求 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預計 2022年上半年將

修法通過。 

◼ 與其他環保團體成立「氣候行動應變小組」，進行跨組織氣候政策

倡議串聯工作。 

⚫ 能源社會溝通與社會教育 

◼ 進行教師培力，舉辦高中教師氣候與能源教育研習，提供教師氣

候與能源教學資源並進行互動教案示範培力。 

◼ 與政大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靜宜大學生態系老師合作開發針對

高中生之節電主題情境模擬互動教案。 

◼ 進行五十場以上校園、社大、團體組織等進行能源轉型與氣候行

動主題演講。 

◼ 不定期舉辦氣候危機、能源轉型、電力管理等議題講座。 

◼ 針對藻礁與核四公投，與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團隊共同建立議題資

料庫、懶人包、網站、簡報、文宣摺頁、臉書貼文、投書等倡議

溝通素材。 

三、 透明足跡 

推出「掃了再買」App改版，希望大家可以在購物前，花一點時間使用



「掃了再買」檢視買的商品是否有破壞環境，也可透過 App要求企業承諾

改善。我們不只從消費者的角度要求企業改善，2017年所創建的透明足跡

資料庫也逐漸擴充為 ESG永續資料庫，成為各行業挑選合作對象時的新指

標；並且推動更多的污染資訊公開透明，讓污染無所遁形。 

⚫ 污染治理 

◼ 成功推動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大幅加嚴。 

◼ 盤點 2020年度污染嚴重企業並頒發金害獎，促成企業說明違規原

因及改善狀況。 

⚫ 中高污染農地工廠監督 

◼ 促成經濟部公開中高污染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名單。 

◼ 促成經濟部公開申請轉型、關廠或遷廠的中高污染未登記工廠名

單。 

◼ 促成經濟部公開未登中高污查處結果及各縣市清查狀況。 

◼ 推動經濟部加嚴重大污染違章工廠申請用地變更管制。 

⚫ 掃了再買 

◼ 累積下載達 15000次，建檔將近 20,000筆。 

◼ 改版新增同類比較、監督企業改善功能，讓消費者更容易找到對

環境友善的商品，也更易於要求企業改善污染。 

⚫ 透明足跡網站/資料庫 

◼ 年度使用量 102萬人次，近期每月將近 10萬人次使用。 

◼ 擴充為 ESG永續資料庫，推動透明企業、綠色供應鏈、綠色金

融，提升企業減碳成效，促進產業轉型。 

◼ 推動經濟部彙整並公開工安事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