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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能源會議第二階段分區因應策略徵詢會議正在各地展開，我受邀擔任四場的綜

合座談主持人，心裡原本想自己對能源議題涉入不多，能否當主持人工作？後來覺得這

也是公民參與的機會，擔任主持人也可以確保公正性，所以就答應下來。 

  我參與全國能源會議第一階段議題審查和第二階段分區因應策略徵詢會議，在外頭

還有環團表舉牌揶揄政府在辦的是【天龍國能源會議】。可是我看到的卻是政府在啟動

能源會議後，每個單位每個人都可以提供討論議題，不管政府部門或是民間團體的遊戲

規則一樣，每個議題都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審查會議就邏輯性和背景資訊的可靠性做審

查，審查時，需全數審查委員全數否決才不會參採，只要有一位委員同意參採，就得納

入，不參採還需要所有委員擬定具體不參採意見，所有會議過程和決論都上網供所有人

瀏覽驗證。 

  在一次會議中，看到大會秘書處可以為了三位提案人而動員了五位專家學者和十幾

位工作人員，花了一個下午時間來做意見溝通和審查，這不得不讓我佩服。 

  第二階段政府預計辦理三場團體（學研、產業和社會）以及八場的分區因應策略徵

詢會議，任何關心能源課題的人都可以上網報名參加會議。會議中也開放八十分鐘綜合

討論時間，讓與會人員可以就因應策略提供建言，與政府官員進行雙向溝通。 

  參與幾場下來，對於這次能源會議的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部分，給予高度肯定。日

前到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和碩博班的學生對談【我所看見的台灣未

來】，我和所長李堅明教授也談到能源會議的議題，我們都認為會議的資訊公開和公民

參與部分做得還不錯，但還是有調整空間的地方就是—— 核心議題設定，三個核心議題

包括需求有效節流、供給穩定開源、環境低碳永續。每個核心議題之下再設立兩到三個

子題，包含未來能不能限制民生用電不增加？如何能發展產業又能抑制用電不成長？台

灣再生能源到底還可以在增加多少？燃煤、燃氣及核能要如何選擇才符合全民利益？什

麼才是合理電價？在國際減碳趨勢下我國能源選項與減碳路徑的決策應有哪些考量？如

何評估各種能源配置之環境衝擊及因應配套？ 

  我和李教授都認為設定議題之初如果就開始公民參與，應該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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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資訊背景參採和因應策略徵詢會議大家所提的意見，如果只是放在網站上供瀏

覽，而在後續大會上沒有歸納整理出綜合意見，可能會讓原本的美意打了折扣。 

  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長在參與台東區因應策略徵詢會議後，就強烈質疑這次分區

徵詢會議是在宣導？還是蒐集意見？是作樣子說有徵詢民意？還是凝聚共識？或是辯

論？ 

  在我主持的幾場綜合座談中，我也注意到有幾個熟面孔，幾乎每場出席，而且都踴

躍發言，發言主軸也幾乎都支持核一、核二和核三，在核四封存狀況下應該要延役，這

就讓人有這些人士是被動員來的疑慮。 

  其實，政府傾向核一、核二和核三，在核四封存狀況下應該要延役的政策是很明顯

的，可是我仍然認為既然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和資源辦理全國能源會議，如果無法落實公

民參與的機制，恐怕這場會議的效益將無法彰顯。 

  回顧2014年以來台灣在公民社會的進展上，三一八學運是重要的里程碑。那段日

子，只要我有空幾乎都會到現場外圍去陪著學生，即使當時有人認為我參與政治活動，

但基本上，我把這次學運視為重要的公民行動，而且它將會影響著台灣未來的前途。 

  我在現場也發現到一個和過去很不一樣的地方，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期間，如果有

青年學子到現場支援，通常會被家長告誡或勸阻，可是這次學運我看到有些家長甚至主

動送孩子來參與，而家長如果時間允許，也會留下來陪伴。 

  在3月23日晚間，另一群示威者衝至鄰近的行政院大樓，破窗而入，24日零時起陸續

遭警方強制驅離（三二三佔領行政院事件）。這之後，抗議者號召全台民眾3月30日至台

北市凱達格蘭大道靜坐、遊行。數十萬以黑衫為標誌的抗議者湧入博愛特區及立法院周

邊，那天我看到的公民力量，真的讓人感動。當天我已經提前兩個小時到達現場，可是

出了捷運站，密密麻麻自動而來的黑衫軍，讓主辦單位差一點措手不及應付。 

  最特別的是這麼多人竟然能在兩小時內平順解散，地上沒有留下任何垃圾。4月10日

學生從立法院有秩序離開的時候，把議場復原，當時還有民眾自發性義務到現場修復受

損公務，這就是部分媒體或媒體人口中的暴民？ 

  這可是我眼中看到台灣成熟的公民，他們讓我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 

  2011年反國光石化成功，我和柳中明老師都認為這是台灣邁向成熟公民社會一個起

點，過去曾經有濱南工業區在民眾抗爭下停止開發，但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以姓陳

為首的集團債留台灣落跑到大陸，而國光石化案卻是實實在在由公民串聯各界成功阻擋

破壞生態環境的開發案。 

  歷經反國光石化、洪仲丘白色浪潮以及太陽花學運後，公民在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

選舉中，再一次用選票告訴政客與財團，民主台灣作主的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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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後，我還發現另外一個現象，許多枱面上有頭有臉的人，再也不敢輕忽公民的

力量、婉君的力量。像郭台銘、嚴凱泰…等還設立臉書粉絲頁，希望和鄉民做朋友。 

  12月25日柯P正式走馬上路，我的一些公民運動朋友（許多都是柯P競選時的公民顧

問團成員）選擇不起立不鼓掌的方式參與，因為公民就是要來監督政府的，柯P靠公民力

量坐上市長位置，接下來就是我們要監督他為市民做了哪些事？ 

  這就是我認識的成熟公民朋友。 

  再分享一個故事，環保團體在十年前發起了一個全國NGOs環境會議，邀請各環團共

聚一堂來商議我們關心的環境議題，然後把會議共識提交政府，要求政府能在政策上評

估執行。在2007年陳水扁總統蒞臨NGOs環境會議開幕致詞，卻大言興建蘇花高，在場綠

人一片愕然。2008年新上任的馬總統出席NGOs環境會議，對談中馬總統答應每年和

NGO團體進行環境議題國是對話。2009年眾環團籌備NGOs環境會議時，共決擬聯合組

團把會議共識遞交給總統。其後幾年透過這樣的對話產生了以下幾個效益：2011年政府

宣布國光石化園區停止興建、2012年召開氣候變遷國是會議、2013年對反核議題產生間

接效應、2014年行政院長和總統於地球日（Earth Day）隔天即前往義光教會探視林義雄

先生，並於2014年4月28日政府宣布核四安檢完成後封存。行政院於103年8月6日第26次

永續發展委員會會議。 

  我們主張每年地球日總統（不管總統是哪一個政黨）要和環團見面討論環境議題，

是希望養成「台灣每年4月22日地球日，環保團體（做為一個整體）和領導人（一個代表

性的位置）例行性的會面」，這還能是世界性的首例 ，台灣可能成為第一個每年國家領

導人接見環團代表的地方，並具有推動全球一起進行的前導機會。 

  會面的重點其一是儀式（沒錯，的確是儀式），但其二是把NGOs環境會議共同擬出

的「環境國是宣言」透過呈遞給總統的動作加值 ，更重要的是出府後向媒體公告這一份

環團一年一度的大宣言。 

  我們認為每年4月開全國NGOs環境會議，好不容易把大家湊在一起了，不擬出個共

識宣言豈不白搞？擬出來了沒有國家的高度豈不白搞？擬了個國家高度的宣言不遞給總

統豈不白搞？ 

  成熟的公民社會應該是超越政黨的，應該可以在政策規劃階段就可以讓政府聽到人

民的聲音，進而推出利益廣大公民的政策。 

  因為2014年太陽花學運，讓我天真地相信台灣邁向成熟公民社會，有了樂觀的理

由。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賴榮孝於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