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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專案工作報告 

 

壹、核廢處置論壇系列 

1. 他山之石：德國篇 

時間：4/9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頤賢館 108 室 

主講人：德國聯邦國會暨國會環境委員會霍恩主席、德國聯邦國會暨國會環境委

員會杜普議員、全國廢核行動聯盟崔愫欣發言人、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

郭慶霖執行長、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徐光蓉理事長 

合作單位：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參加人員：一般社會大眾、學術研究界人士、NGO 環保團體人員，以及電力產業 

          相關人員。 

主題：德國的廢核之路與長期挑戰，德國所累積的核廢處理經驗、台灣核廢 

          處置現況。 

主要成果：透過兩位德國議員分享德國的廢核之路與長期挑戰，指出德國從過去

處理核廢的經驗，並從中學到寶貴的教訓後，德國政府決定放棄過往

以政治凌駕民意及科學專業的老路，重新從公民參與、公開透明、尊

重科學專業、全面法規等各面向的改革處理核廢問題，瞭解德國的做

法與經驗之後，隨即由長期致力於核廢推動的全國廢核行動聯盟崔愫

欣發言人分享過去幾次的「民間核廢論壇」所達成的核廢處理共同意

見。 

 

   

兩位德國國會重量級議員出席核廢論壇讓周日的講座意外的大爆滿 

 



   

                NGO 團體與關心台灣核廢料處理的民眾熱情參與 

 

2. 2017 核廢講座:正視高階核廢的危機 

時間：2017 年 5 月 26 日 

地點：福安紀念館 11 樓會議廳（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58 號 11F） 

主講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核子物理學家馮希普爾教授(Dr. Frank von Hippel)、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徐光蓉理事長 

合作單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參加人員：一般社會大眾、學術研究界人士、NGO 環保團體人員，以及原能會、

電力產業公司相關人員。 

主題：藉由國際核分裂議題研究權威人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核子物理學家馮希普 

     爾教授 (Dr. Frank von Hippel) 第一手研究、分析資料與數據，具體而 

     微的說明高階核廢料的風險以及危害。 

主要成果：透過 2011 年日本 311 福島核災發生的實際例證，解析核輻射以及核 

          廢料處置上的複雜性與挑戰性，透過實際氣象資料記錄，經由精密的 

          電腦演算模型，模擬三種天候狀態下，日本福島核災所引發的輻射汙 

          染擴散分布的嚴重性與影響層面，讓與會的人員以及新聞媒體記者深 

          入理解核輻射污染議題的正確理念以及合適的解決方案，透過與會人 

          士的管道將這些重要訊息傳播出去，擴散到社會各階層讓民眾知悉。 

Dr. Frank von Hippel 分析核廢處理 

  



  徐光蓉理事長說明台灣核廢處理現況            

 

貳、環境議題專案 

2017 環境教育工作坊（台北場、台中場、屏東場） 

時間：5/02（台北場）、5/04（台中場）、5/05（屏東場） 

地點：立法院（台北場）、台中市大墩社區文化中心（台中場）、屏東縣衛生局會議

廳（屏東場） 

主講人：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莫梭教授 (Dr. Timothy Mousseau)、媽媽監

督核電廠聯盟徐光蓉理事長、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楊順美秘書長 

合作單位：黃國昌立法委員辦公室、台中市政府環保局、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參加人員：立法委員、立院法案助理、NGO 環保團體人員、縣市政府公務人員、

教師、一般社會大眾 

主題： 

(1)輻射影響與食品安全 (2)輻射影響與能源政策 

主要成果： 

(1)莫梭博士從 2000 年開始實地進駐烏克蘭車諾比核災災區，並且在 2005 年將

研究調查範圍擴大到白俄羅斯受災區，長期深入的針對輻射污染災區的野生

物種做田野追蹤調查，查證輻射對於健康和環境的各種短期、長期影響。莫

梭博士的團隊是目前極少數獲得允許可以長期進駐車諾比災區進行田野調查

的研究團隊。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莫梭博士將車諾比研究計畫再擴

展出「福島研究計畫 」(Fukushima Research Initiative），截至目前為止

研究團隊已經在車諾比核災區進行超過 30 次深度田野調查，在福島核災區進

行了超過 10 次的深度田野調查，累積了大量的研究數據與發現。 

(2)透過莫梭博士珍貴的第一手科研成果，讓台灣的民眾了解與掌握輻射對於生

物健康以及環境生態長期而深遠的影響，並藉以檢視、省思開放日本核災受

污染地區食品進口台灣的可行性與安全性。再次檢視核能發電存廢的議題，

探討台灣能源轉型，發展再生能源發電的關鍵性與重要性。藉由科普知識以

及透明的資訊，協助社會大眾理解事態的影響層面，凝聚共識。 

 

不同風向會影響日本福島核災的疏散人數 



      

立法院場次 

        

台中場次 

       

屏東場次 

 

叁、COP23專案 

時間︰11/6-11/17         地點︰德國波昂 

代表︰徐光蓉理事長、楊順美秘書長 

主題︰參與 COP23 會議+與國際組織連結 

主要成果︰ 

(1) 參與 COP22 協商與法律擬定過程。 

(2) 與 COP 會議的性別族群、Ringo、與德國國會議員暨史瓦濟蘭團聯結。 

(3) 拜訪德國民間環境 NGO、參訪能源轉型實例組織與城市。 



  徐理事長獲邀 side event 討論                                                      

 

肆、2017 年台灣地區能源使用調查 

調查目的： 

    委託趨勢民意調查公司針對台灣地區民眾進行電話調查訪問。調查項目包 

括：815 停電的主責、電力資訊主要來源、2025 綠能發電量佔比知曉度、2016  

年底台灣風力加太陽光電佔比認知情形、台灣綠能發展較日本和德國緩慢的 

原因、主要交通工具等。藉由民調結果了解民眾對於台灣電力發展趨勢、政府

綠能政策的認知是否正確，以及使用大眾運輸的意願。 

調查方法； 

  ※調查對象 

    戶籍在台灣地區 20 個縣市，年齡 18 歲以上的民眾。 

  ※調查方法 

    採用電話調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調查時間 

    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06 年 10 月 17 日，18:30~22:00 進行。 

  ※抽樣方法 

    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抽樣誤差 

    共完成 2,145 份有效樣本，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 個百 

      分點。 

  ※樣本代表性分析 

   

   

與駐德代表會面 與德國希望之翼團體會談 

徐理事長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 參訪德國鋼鐵公司 參訪能源自主社區 



    依內政部 106 年 08 月人口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加權處理。 

主要發現： 

(1) 45.3%的民眾認為『815 大停電』的主責部分，是中油跟台電的管理疏失。 

(2) 小英政府 2025 年能源政策的發電能源比：煤 30%、天然氣 50%、再生能源

20%。在此次調查中發現，有 60.5%的民眾不知道這項綠能發電量的占比； 

57.8%的受訪者認為這項能源占比沒有可能達成，只有 24.5%的受訪者認為有可

能達成。受訪者中知道台灣風力加太陽光電到 2016 年底只占發電比百分之一的

民眾，只有 17.9%。大多數的民眾都高估了占比：32.4%的受訪者認為有百分之

五，甚至有 12.9%的受訪者認為台灣綠能佔比應該有百分之十。 

(3) 55.6%的民眾認為政府能源政策反覆不定是造成台灣綠能發展較日本和德國

緩慢的原因；其次依序為台電設置行政障礙(29.5%)、業者能力不足或技術落後

(25.5%)。 

(4)電視新聞或新聞性節目是民眾獲得電力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占受訪者

54.6%)，其次依序為網路新聞(12.0%)、網路上網友轉載(7.6%)。 

(5) 受訪者中有 80.5%的民眾住家及工作場所周遭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包括公

車、捷運、輕軌、或鐵路)，19.4%沒有。 

周遭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者且常使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者有 43.8%，不常使用

者高達 55.3%。這些不使用大眾運輸者，有 64.0%的民眾表示習慣使用私人交通

工具；其他不使用的原因依序為路線規畫不佳、時間不容易掌握(14.4%)、班次

太少(8.5%)等。 

(6) 周遭目前沒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但當建設完成後，有 65.8%的民眾表示

願意搭乘；而願意搭乘的原因以交通更便利的比例較高，占 85.0%，其次依序

為環保、節約能源(21.7%)、可掌握搭乘時間(7.9%)、價格(票價)便宜(6.6%)

等。 

周遭目前沒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當建設完成後，有 25.8%的民眾表示仍然不

會搭乘，不願意的原因仍舊是習慣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比例佔較高，占

54.1%，其次依序為路線規畫不佳(25.4%)、時間不容易掌握(9.5%)、攜帶物品

多，不方便(7.9%)等。 

新聞發布記者會：11/29 上午 10 時於台大校友會館 4 樓 

 

 



伍、能源政策專案 

1.「非核減碳 能源轉型記者會」 

時間：2017 年 1 月 16 日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主題： 

(1)電業法修法後廠網分離時限太久，無助於能源轉型。 

(2)民眾對於節電的意願，政府應該以政策回應。 

參與人員：徐光蓉理事長、楊順美秘書長、黃嘉琳理事 

效益：新聞露出如下圖 

 



      

2. 他山之石：韓國經驗之社區能源工作坊 

時間：2017 年 10 月 10 日                 地點：福安紀念館 11 樓 

參與人員：首爾綠能社區媽媽團體、台灣環境議題 NGO 夥伴 

主題： 

(1)首爾減少一座核電廠的成功經驗分享。 

(2)綠能公民電廠概念分享及家戶如何發展小小綠能。 

主要成果： 

(1)與首爾的節能媽媽團體聯結，增加非核減碳的聯盟。 

(2)增加議題 NGO 夥伴間的經驗與智能增長。 

首爾媽媽團體分享節能及發電經驗 
 

 



陸、2017 年度臉書粉絲專頁成效分析報告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為止，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臉書粉絲頁（以下簡稱媽盟

臉書）累計獲得 59,304 位按讚粉絲。在 2017 年當中，臉書公司執行臉書帳號實

名制措施，導致許多並不是以本人真實姓名登錄帳號的用戶，臉書帳號被臉書公

司註銷，導致整個臉書用戶群組數目持續下降。總攬 2017 年全年的按讚粉絲數

目，增加和流失的粉絲大致相仿。 

 

2.媽盟臉書在 2017 年度當中，持續進行改版，調整內容，推出新的專欄，例如

一系列簡潔、聚焦的「媽盟釋疑」系列，試圖以短、小、精、準的型態，針對核

安、能源轉型等重大議題，透過透明、公開、持平的訊息，讓民眾了解真相，喚

起社會的關注，並且凝聚向前改革的共識。 

 

3.媽盟臉書每一天平均都會有數千次的點閱率，在媽盟主打特定專欄議題的時

期內，點閱率都會明顯大幅增加，尤其是當社會遭遇重大能源相關議題的時

候，媽盟所發表的內容，經常獲得極高度的點閱率，顯示媽盟長期堅持以客

觀、持平的觀點協助社會大眾理解、掌握台灣能源轉型相關議題的經營方向，

  



獲得眾多的認同。 

 

最明顯的兩個例證就是當 2017 年 8 月 15 日晚間台電大潭燃氣發電廠發生中油

天然氣供氣中斷事故，造成全台大跳電的重大突發狀況時，媽盟在第一時間掌

握事故的原因，並且立即發文說明、解釋問題的癥結，並且提醒社會大眾再生

能源分散式發電的模式是可行的解決方案的觀點，從臉書的統計資料可以明顯

的觀察到，社會大眾的反應相當熱烈而正面，媽盟文章的分享觸及人數高過 18

萬人以上。 

 

此外，在 2017 年 9 月間，媽盟推出「媽盟釋疑」系列專題內容期間，媽盟臉書

的流量也會明顯比平常時期增加許多倍。 

 

在 2017 年 12 月中期，PM2.5、霧霾等空氣污染議題在台灣社會引起廣泛的討

論，在這時期，媽盟臉書粉絲頁所製作的一則中、南部環境空氣品質實地空拍

的紀錄短片，也曾經引發關注，獲得極大的迴響，顯示媽盟運用多媒體傳播的

特色經營議題的能力持續增強中。 

 

 

4.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為止，根據媽盟臉書紛絲用戶背景資料（分佈地區、性



別、年齡層、使用語言）分析統計表中的數據顯示，目前媽盟臉書紛絲男性佔

比 52%，女性佔比 47%，最主要的幾個粉絲年齡層分布在： 1. 35~44 歲年齡

層，人數佔整體粉絲比率 30%（與 2016 年時ㄧ樣是佔比 30%），第二大粉絲分佈

年齡層為 25~34 歲年齡層，佔比為 25%（較 2016 年時 26%減少 1%），第三大大

粉絲分佈年齡層為 45~45 歲年齡層，占比為 19%（較 2016 年時 17%增加 2%），

第四大粉絲分佈年齡層為 18~24 歲年齡層佔比為 10%（較 2016 年時 12%減少

2%），其次為 55~64 歲年齡層，占比為 9%（較 2016 年時 12%減少 3%）。 

 

 

 

 

 

 

 



柒、其他活動 

分類 內容 參與者 

記者會 1/3電業法修法記者會 

地點：台北賓館旁人行道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2/13 廢核遊行記者會 

地點：台北賓館旁人行道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3/2 民眾參與平台 

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3/10 核安演習協調會 

地點：原能會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3/24 拜訪黃國昌委員(核廢法) 

地點：時代力量黨團辦公室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4/12 第一屆台德環境對話論壇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4/15 2017全國 NGO環境會議 

地點：立法院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6/2反對核二改裝記者會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6/5 電力系統問題與改善研討會 

地點：台電電力研究所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講座 6/7 食與農講座(日本輻射食品) 

地點：女青年會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6/8 看見台灣 2 開鏡記者會 

地點：華山文創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6/12 反對核二改裝重啟 

地點：行政院門口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7/3 反對草率前瞻計畫 

地點：立法院群賢樓門口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7/5建立永續穩固之台灣再生能

源市場發展國際論壇(Green Peace

主辦)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7/22新北市能源對話 

地點：新北市消防局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7/27台灣永續峰會 

地點：遠企飯店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8/9能源政策白皮書預備會議 

地點：台大集思會館 

楊順美秘書長 

會議 8/18媽盟會員大會 

地點：福安紀念館 11樓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9/3環保聯盟 30周年系列論壇 

地點：台大應力館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記者會 9/7縣市能源政策評比起跑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9/28國際氣候外交圓桌論壇 

地點：新光人壽新板金融大樓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10/22 永續科學論壇 

地點：中研院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11/21 2017能源願景高峰論壇 

地點：世貿中心 

楊順美秘書長 

 

論壇 12/13 轉型能源綠色經濟 

地點：遠企飯店 

徐光蓉理事長 

楊順美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