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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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的： 

透過本計畫預計募資新臺幣壹佰萬元整以資助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用於非

核家園、淨零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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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募得款將用於淨零轉型、非核家園、推動環境資訊公開透明之政

策倡議、環境教育、研究調查、遊說、講座、記者會、工作坊等活動。 

 

預期效益： 

透過實體與網路公眾參與活動，多面向的倡議，與台灣民眾和其他組織

交流，使其認識並關注台灣的環境，並連結各項資源，提升民眾對環境

的認知。 

 

收集多方面族群的生活處境與經驗，匯集成本會進行環境倡議工作的經

驗基礎。  

 

希望透過全民共好的力量，改變企業為了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的經營模

式，推動企業不只符合政府寬鬆的環境標準，更願意負起環境社會責

任，重視環境價值，落實環境永續以提升企業競爭力，朝向真正永續經

營的發展方向。 

 

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13/01/01 至 113/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13/01/01 至 113/12/31 止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21364581 號 

 

募款活動期間： 

期間為 113/01/01 至 113/12/31 

 



所得及收支： 

收入 

募款收入 $291,220 

利息收入 $647 

收入合計 $291,867 

 

支出 

勸募活動支出 

捐款作業行政費 $21,063 

雜支 $21,637 

活動計畫支出 

（所得財物使用） 

網路建設 $29,484 

圖文設計印刷 $57,225 

辦公室行政庶務 $162,487  

支出合計 $291,896 

 

淨收入 

募款收入 $291,220 

利息收入 $647 

支出 $291,896 

合計 -$29 元 

（勸募支出不足額 $29 元由協會自籌吸收） 

 

 



成果說明： 

 

2024 工作成果 

 

一、「淨零轉型」工作項目與成果 

臺灣正面對迫切的淨零轉型需求，我們透過影響中央、地方政府及社會

大眾三個層次著手，努力推動更健全、更強韌的氣候政策，並建構與地

方發展需求、以社區為核心的再生能源發展機制。 

 

1. 促使中央與地方訂定更積極的氣候與能源治理 

為了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訂定更積極的氣候政策、建立更健全的治理模

式，綠盟透過政策研究、倡議、記者會、參與公聽會發言、投書等方

式，監督淨零政策的推動。包括積極倡議有效的碳定價機制、監督地方

政府的調適與減碳政策等等。本年度舉辦地方調適議題 NGO 培力工作

坊，以訪談與問卷方式追蹤地方政府調適行動方案現況，舉辦地方政府

能源責任培力工作坊，參與地方政府溝通會、專諮會，協助地方政府的

第一線執行者制定因地制宜的能源轉型政策與推動相關規劃。 

 

本年度舉辦了多場公眾論壇和記者會，凝聚各界力量，呼籲政府積極應

對氣候危機，提高碳費價格，持續追蹤企業的自主減量計畫。在碳權交

易正式施行一週年舉辦碳權品質講座，與不同領域的講者創造對話空

間。除此之外，我們也與各個政府部門進行了多次研商會和溝通會議，

就氣候政策的設計和實施進行深入討論。 

 

2. 深化能源社會教育 

我們透過能源教育推動公民社會積極參與淨零轉型，以教師作為合作對

象，提供氣候議題專業知識與教學素材，促進教學方法與經驗的討論交

流，強化第一線教育者的氣候教育職能。也透過舉辦氣候臨界影展全台

巡迴，並結合討論會，深化公眾對於能源議題的認識。藉由在校園、社

區、店家的全台巡迴放映，促進能源轉型的公共討論，深化社會大眾、

多元社群對於氣候危機的理解與討論。 

 

3. 創造再生能源發展的更大空間 

綠盟長期關注臺灣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的發展，走訪申請公民電廠示範獎

勵辦法的社區，透過現地參訪與觀察，釐清臺灣公民電廠發展困境。我

們透過多方合作建立公民電廠創造民眾利益共享的再生能源發展與參與

模式，讓光電利益能夠嘉惠地方，達到區域平衡發展。 

 

 



二、「非核家園」工作項目與成果 

關注核電帶來的風險與危害，推動廢核的具體規劃與進程，監督政府擬

定核廢料處置之可行時程表，全民共同面對社會爭議與汙染風險。 

 

1.反對危險老舊核電廠延役，監督核電除役 

台灣三座核電廠陸續進入除役階段，面臨長達 25 年以上的除役工作，需

要長期的安全監督與環境監測，特別是核電除役相關進度。反對老舊危

險核電繼續使用，展開國會遊說及社會對話，讓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大眾

了解核電延役的危害與風險。 

 

2.以專業報告與分析揭露核工業鏈的現況與真相 

持續研究並翻譯國際上關於核工業、除役、安全、核廢料處理等最新資

訊與報告，不定期發布文章與投書於媒體，如翻譯並公布世界核能產業

現況報告繁體中文版，並邀請國際學者舉辦講座促進國際交流。 

 

3.推動民間版核廢料處理與選址法案，力促全民共同思考與關注核廢料最

終處置問題 

台灣使用核電逾四十年，卻始終找不到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因此綠盟

與其他團體共同啟動核廢立法行動，期望開啟社會討論關注，提出高階

核廢料選址條例修法，推動民間版草案，力促政府提出核廢料最終處置

方案。 

 

 

三、「透明足跡」工作項目與成果 

透明足跡是以數據為核心的專案，彙整企業污染紀錄，建置「透明足

跡」網站、「掃了再買」App，及 ESG 資料庫，並開發系統追蹤減碳承

諾，及推估企業未來減碳趨勢能否達成 2050 淨零目標。 

  

1.推動工安資料開放、建立氣候績效資料庫，促進公民參與監督及利害關

係人議合。 

 

環保工安不可分，環境管理不當有可能將勞工暴露於高風險作業環境，

而事前採取預防作為，避免工安事故發生，是追求永續發展企業最基本

的經營要件。因此，在我們關注永續議題的同時，即與關注職災的勞工

團體合作，共同推動工安資料開放。過去勞動部表示「無工安事故資

料，未蒐集建置，無法開放」，如今職安署已公開資料，只是資料品質不

佳無法使用，我們仍持續要求資料品質，未來將整併入「透明足跡」網

站。 

 



過去已推動公開：企業環保違規裁處事由、違規改善情況、有無欠繳罰

單、煙道與放流口即時監測資料、農地中高污染工廠名單。現正進行中

的有：職場重大災害紀錄、職場重大傷亡情形。 

 

2. 推動反漂綠指引，減少漂綠風險，持續發布企業永續追蹤報告，推動

企業落實永續轉型的社會責任。 

 

連續兩年追蹤上市櫃企業及排碳大戶的淨零承諾與減碳目標，發佈「企

業永續追蹤報告」，檢視永續獎獲獎企業的永續績效，及評比機構的漂綠

風險。永續不再是企業說了算，政府治理漏洞也無法再推拖。藉由資訊

公開的力量，讓消費者、品牌供應鏈、金融機構、評比機構等利害關係

人參與監督，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讓台灣擺脫高污染、高耗能的經濟型

態。 

 

3.從數據找出環境管制漏洞，填補污染治理缺口。 

  

藉由推動環境資料的公開透明，攤開企業的污染排放情況與違規記錄，

找出政府環境治理的漏洞，開啟與企業、政府對話的第一步。並將資料

彙整於「透明足跡」網站，讓民眾共同參與環境的監督。推動修法加強

空污管制措施；也找出大量農地工廠就地合法的審查漏洞，推動重新清

查農地工廠，強化資料勾稽與審查機制；也從明揚大火悲劇，指出工廠

管理制度一連串的管制漏洞與稽查陋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