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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

個福島」—這就是民意！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房思宏／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2013年的3月9日這天，全台灣北中南東四地一共有超過二十二萬人走上街頭，高聲

喊出核電歸零的反核心聲，這絕對是台灣反核運動近三十年來的重大成果。之所以說這

一天重要，不僅是因為這天創下台灣反核遊行有史以來最多人數的紀錄，同時也因為這

股方興未艾的反核浪潮中，有「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核災難民」的急切感受，以及太多來

自民間的豐沛創意與能量。 

  比方說，「我是人，我反核」這句讓許多人朗朗上口的口號，就是柯一正導演等人

在去年五月時，因為不滿馬英九總統一句「我們的核能政策沒人反對」，因而激發出的

創意。在凱道快閃排出人字形並高呼「我是人，我反核」的快閃行動後，此一口號已經

激起許多不同形式的迴響，而這簡潔有力的口號也在遊行中處處可見，並衍生出各種形

式，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們，都可以大聲喊出：「我是○○，我反核！」3月10日這天，在

凱達格蘭大道上，上千群眾在升完反核旗後，更是排出巨大的人字形，一起高呼反核口

號。馬總統大概很難想到，這個在民間耳熟能詳的口號，竟是被自己一句話所激出來。 

  另一個出乎意料的公民力量，則是狂銷熱賣的反核旗。反核旗的發想來自一位年輕

的咖啡店老闆，由於福島核災後她一直感到憂心，因而有了設計製作反核旗的念頭，希

望能號召有相同理念的店家，一起在去年的國慶日當天掛旗，清楚表達反核理念。旗幟

設計也很簡單，就是台灣及外島離島的圖樣為底，寫上「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

的中英文字樣。在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綠盟）談到這個構想時，旗子已經設

計好，這個老闆也已經辛苦地聯繫全台約一百個願意加入掛旗的店家，當時綠盟只覺得

這個構想很好，因而也跟著在網路上幫忙宣傳，希望時雙十那天能有更多人一起掛上旗

幟。事後證明這面旗子受歡迎的程度遠超出想像，到國慶日時已經有上千人購買，也因

為訂購數量實在太龐大，後續接單製作寄送的工作才由綠盟接手。 

  然而，這面旗子在民間社會受歡迎的程度，連綠盟也料想不到，國慶日後的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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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又再度湧進幾千筆訂單。由於綠盟有限人力實在無法處理這龐大的行政作業，因

而後來作業模式改成綠盟製作好一批旗幟後，交給全台各地由不同店家組成的反核旗鋪

貨點，有需要的民眾可以直接到不同地點購買。即使如此，在今年309遊行前，反核旗還

是熱銷到全台缺貨，遊行當天在現場提供數百面旗子開放購買，更是有民眾在遊行集合

前兩個小時，已經在大熱天中到現場排隊等候購買。3月9日遊行結束，台北主辦單位在

晚會之後還在凱道上辦了多場論壇，並且號召數百民眾一起參加大型反核旗的彩繪活

動。如前所述，第二天早上有數千位民眾帶著自己的反核旗來到凱道，一起跳完反核操

後，以自己的反核旗迎接完成彩繪的大型反核旗進場。截至目前為止，全台已經有超過

萬面反核旗，在這塊土地上飄揚，之前網路上也發起「募集台灣百景」活動，鼓勵民眾

帶著反核旗，在自己喜愛的景點拍照上傳，共同表達守護家園的心願。而遊行時由民眾

共同彩繪完成的大反核旗，現在也到全台各地升旗，繼續宣揚反核的理念。 

  以上這兩個例子，其實只是這一兩年來無數個動人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在福島核災

後重拾動能的反核運動，雖然有著運動中一貫的堅持，但在過去一兩年裡，也讓我們看

到許多不同於過去運動模式的創意，如果政府真想要推廣文化創意產業，那麼真的該好

好看看這一兩年裡方興未艾的反核文創，及其中蘊含的豐富民間能量與智慧。光是過去

一年裡，有台灣插畫家以各種畫作表達反核訴求，也有許多音樂人創作反核歌曲，更難

得的是投入反核運動中的音樂人，涵蓋主流非主流領域，也讓更多反核的聲音被聽見。

不少導演也拍攝發人深省的影片支持運動。由柯一正導演發起的「不要核四，五六運

動」，則號召民眾在遊行過後，每個週五傍晚六點到自由廣場去，透過一個又一個的藝

文表演，持續凝聚反核的動力。從「我是人，我反核」到反核旗到一個又一個的創意行

動，這些都是自發性的，一次次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感動。 

  更重要的是，這些源源不絕的民間創意，除了吸引媒體的目光外，也鼓勵了更多沉

默的社會大眾，勇於講出反核的心聲。3月9日這一天的遊行訴求早就公佈，但行政院卻

在遊行前不到兩週，宣佈可將核四議題交付公投，並在公投前暫停核四相關工程。行政

院應該認為此一作為可舒緩民間越演越烈的反核聲浪，削弱309遊行的聲勢。然而，由於

現行公投法存在諸多缺陷，長期以來一直被諷為是「鳥籠公投」，行政院想透過核四交

付公投的方式，以命題及高門檻設計技術性地化解停建核四的壓力，斧鑿痕跡實在太過

明顯，此種政治算計反而激起更大的民間反彈，這應也是行政院拋出公投議題前始料未

及的。 

  不僅如此，雖然行政院看似放低姿態，表示願意將核四交付公投，然而我們看看江

宜樺院長當時是怎麼表示的。他說如果在政府盡一切能力確保核四安全的前提下，人民

還是不信任，寧願選擇「放棄重大投資損失、承受電價上漲、未來限電的危機，導致經

濟下滑，並且放棄低碳家園理想」的話，那行政院願意將核四續建與否交付公投。換句

話說，江院長已經將一個未來投入運轉只佔6％發電量的核電廠，視為台灣未來經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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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命脈，而且連減碳目標也得靠核四廠才有希望達成。曾幾何時，一個施工過程問

題百出，總共被開出超過二千萬罰款的核電廠，居然彷彿成為台灣經濟的救世主一般，

這種現象真是讓人感到又可悲又可笑。 

  江院長可能忘記了，就在他宣佈核四公投不久前，台電才在民間團體的逼問下，承

認未來電價上漲與否與核四關聯不大，即使核四投入運轉，電價仍將可能因為國際能源

價格上漲而跟著大漲。更重要的，綠盟根據政府內部資料估算，如果照目前官方規劃的

未來用電需求成長模式走下去，2025年時的全國用電量，將比現在增加將近五成，換句

話說，就算核四透入運轉，電力還是不夠用，因為照這種規劃，我們還需要至少五個核

四廠。同樣的，如果用電需求繼續這般毫無節制的成長，就算有核四，2025年時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還是會比現在增加三成以上。江院長講得那席話，我們早已習慣，過去三十

年來，台灣政府就是不斷以核電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性來恐嚇民眾，要破解這種話術其實

不難，只要反問行政院：難道只要核四投入運轉，未來就不會面臨限電危機，電價就不

會上漲，也能順利達成減碳目標嗎？ 

  綠盟根據官方數據而製作的報告中已經清楚指出，有核四沒核四，這些危機都會在

十幾年後浮現。江院長如果不察這個事實，那就是台電持續提供錯誤資訊誤導決策；如

果江院長知道這些資訊卻還是延續過去的恐嚇手法，就證明這個政府無心面對這些終將

到來的危機，而寧願讓台電這個巨型國營企業，繼續壟斷能源政策的發言權，繼續阻撓

藉核四爭議來讓台灣的產業及能源結構徹底檢討轉型的可能。將國家的未來押寶在一個

安全堪慮、核廢料無解的核電廠上，而不思投入發展替代能源、提昇能源效率、節電及

強化用電尖峰負載管理等措施，這樣的行政團隊，真有能力帶領我們走過目前經濟低迷

的情景？ 

  所幸，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民眾越來越不相信官方種種基於恐嚇基礎上的資訊。

各種手段用盡，309那天依然有超過二十二萬人走上街頭。隨後政府時而說可考慮在公投

前停建核四，時而又說有違憲可能，各種自相矛盾的立場一再浮現，但看來民眾真的已

經看破這一切，反核的心意越來越堅定，最近幾個不同單位做的民調中，要求核四停建

的比例已經達到七八成之譜。我們要清楚地告訴政府，這就是主流民意，繼續玩弄各種

政治算計，只會離人民越來越遙遠。這些堅定的反核聲音，這就是民意！政府聽到了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