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永續發展的在地行動

主婦聯盟的公民發電合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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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從反核到公民發電合作

能源覺醒：培力與節電

打造公民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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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飲食運動 倡議低碳生活
與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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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氣候變遷、能源轉型
邁向低碳生活的行動策略

綠色飲食
生活圈

公民發電
合作運動

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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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1：
打造城市中的「綠色飲食生活圈」

惜食零
浪費

回收與
堆肥

種子無
基改

生態
農業

都市
農耕

低碳

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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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2：
推動公民參與能源合作運動

社區：
節能與綠能
培力

公民：

公民綠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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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參與能源轉
型治理



我們的能源倡議轉型之路

要孩子
不要核子

1.首爾節電參訪

2.參與一人一千

瓦社會企業

公民電廠見學

201520141987~

從反核、到節電、再到發電



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節電與發電

節電就是發電
• 價值：生活實踐
• 目的：減少生活中對
能源的依賴，引發民
眾關心能源問題的第
一步

• 進度：完成能源教育
基地及第一階段

公民參與
能源轉型

公民合作發電
• 價值：社會組織與團
結、共同治理、廢核

• 目的：讓群眾可以選
擇自己的用電

• 資金來源：募資
• 進度：完成「擔仔一
號」募集內政部合作
司申請中



能源覺醒：培力與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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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自我培力，認識綠能
OBS是創客，讓太陽來煮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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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培力社區公民節電知能

18 12 2
位學員 堂培訓 團節電競賽團



共同打造「社區能源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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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診斷遊戲展版
冰箱節電術
居家節電道具示範區
腳踩發電機
節電綠繪本



覺醒後行動：打造公民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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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再生能源需要公民參與?

德國：參與感提高支持度

‧ 超過92%民眾支持再生能源轉型。

‧ 800家以上合作社參與，發電量佔50%

希臘：再生能源不該被獨佔

‧ 人們在外資設的大型風機旁， 插上抗
議標語「風是大家的」

台灣：公民在哪裡?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實施後，
個人參與比例仍低



公民用電不知電，強烈依賴進口

• 人均用電量世界第12高
– 電價第一低
– 能源95%以上是進口



數大便是美?分散、小型屋頂

以農業設施附屬綠能設施
為名的農業大棚下方缺乏日
照，農作物不易生長



2015冬，一組2人到COP21見學



能源與生活創新結合
自己的電自踩自發



拜訪加州
公民電廠，
學習創建與
經營經驗



WECAN：Women Leading Solutions on 
the Frontlines of Climate Change ‐Paris



WGC展區：喬治亞鄉村女性
能源培力專案



理解太陽能熱水器與太陽能鍋的應用



2015冬，一組8人到日本首都圈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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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共同集資，
建立參與與認同感

教會租借屋頂十年，
後續營收全歸教會所有

案例：NPO與地方基層的相互連結，提升在地能源
自給，結合在地資源與『地產地消』理念



案例：生活俱樂部（合作社）
飯田物流中心

天氣多雲 仍然在發電
第一次女性團上屋頂看太陽能板
員工餐廳窗外就看得到太陽能發電



案例：首都圈的合作社，社員投資風機
秋田農村(自治體)，提供土地

強化產消，城鄉互助

首都圈是：東京、神
奈川、埼玉、千葉

風機被命名為「夢
風」，夢風成為該地
農產品的新品牌，很
受都市消費者的喜愛。



食物與綠電結合的生產者之旅



「公民電廠」的價值，只是裝太陽能板發電？
更是社區營造、社會經濟、城鄉互助、永續生活

政策
推動

網絡
建立

社會
溝通



2016：
1.催生「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2.與綠點能創合作，連結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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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綠電合作社籌備，促使獨立

資訊 行政
組織
與

會議



與「綠點能創」社企合作，
建置主婦聯盟第一座公民電廠

30周年里程碑緣 由

‧ 認購30片太陽能板，迎向未來30年

‧ 建立公民電廠，象徵邁入能源轉型的新里程碑

捲動公民參與價 值

‧ 透過集資與資訊透明平台，捲動更多群眾生活中共學能源

‧ 綠點能創為青創團體，連結更多網路世代社群集體參與

推動能源教育效 益

‧參與建造過程，自我培力，每日發電量為重要教育教材

‧收益將作能源教育基地營運之用



「擔仔一號」專案預計進度

6月30日簽約
7月5日完成募集
7月11內部說明會



擔仔一號收益，
促使主聯社區能源教育得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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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活科學帶回女性社群裡
將綠色能源進入家庭生活內
讓草根民主融入女性連帶中
讓社區經濟活絡女性組織間

把集中壟斷打破
能源分散
我們自給自足自主不耗費
公民合作，社區增強彼此韌性！



以上分享，謝謝聆聽！
www.hu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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