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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評因美麗灣轉彎
2、 蘭嶼核廢料廠輻射外洩嚴重,日本專家來台嚴重
       關切,原子能委員會不以為然
3、 核二廠大修發現螺栓斷裂後原子能委員會強行
       運轉環保團體訴願擬提告
4、 核四預算追加101億47399000立法院會47比
       45票通過
5、 美麗灣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公民訴訟勝利
6、 阿塱壹古道畫為自然保留區
7、 核一廠高放射性廢料乾式貯存廠未經居民同意
       即將運轉
8、 藝文界為反核及反美麗灣發聲
9、 台塑六輕廠房多次爆炸,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
       料”零”
10、 新北市議會通過地方公投法第一個適用於新
         北市核四公投連署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製表

2012年度十大環境新聞票選結果分析
        環保聯盟從1月1日開始分別向1000位會員及台
灣環保團體和一般社會大眾發出問卷票選活動，經

過14天的結果統計出十大環境新聞如上表
根據結果分析如下
1. 民眾普遍關心核電危機及美麗灣的違法環評議題
2. 政府對民眾關切的議題沒有正面回復,行政權逾
    越司法權及立法權顯示台灣政府蠻行無感,不願公
    開透明資訊給人民,公民從地方受害者,教授知識
    份子,到去年藝文界都對環境議題發聲
3. 台灣環保運動團體已經朝多元方向發展,不只局
    限於地方污染問題呈現,還加上立法院預算監督
    及”公民訴訟議題””公民投票運動””已穫得
    民眾廣大支持
4. 核電問題關注所佔比率高應該是台灣最嚴重的環
    境議題
5. 阿塱壹古道列入自然保留區,環保團體樂見其成
6. 台塑六輕廠房汙染嚴重政府主管機官環保署竟束
    手無策,嚴重失職

參與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反核召集人高成炎 教
授、學委 劉俊秀 教授、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 謝和
霖、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秘書長 黃嘉琳、台灣
環境保護聯盟副秘書長 李秀容

2012年度十大環境新聞票選結果

環盟需要您的支持
捐款方式：1．ATM轉帳、電匯 (轉帳後請來電確認)：帳號：118-20-079113-0 華南商業銀行公館分行
  （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郵政劃撥：劃撥帳號：19552990   戶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3．線上信用卡捐款：請至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網站：www.tepu.org.tw 點選左上角「請捐款給環保聯盟」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5週年記者會
2012年10月28 日 NGO會館
林文印（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教授
      歡迎大家蒞臨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5周年的記者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成立於1987年11月1日，歷經了反核、反
公 害、生態保育及反不當開發，而我們在各地的分會也陸續成立發展，25年相當於一個世代， 我們也感謝當初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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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創立環保聯盟的前輩，也感謝滋養環保聯盟能夠成長、茁壯的所有朋友，誠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在從二
十世紀的八零年代開始，環保運動一直是台灣提升社會的重要指標，「凡存在過的必會留下痕跡，凡努力過
必會留下影響」，所以我們在會場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相片，還有一些影片，這些都是這段歷程我們的共同
記憶，建構一個優質的環境生活也是我們大家所期待的未來，當我們面對複雜的變遷以及通常會充滿衝突的
環境議題，怎麼在事先來預警、預防是相當重要的。我們覺得環境價值的深化跟建構環境普世人權是台灣現
在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內涵，我們相信如果羅斯福總統來到台灣，他會在「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後面加上一個
叫作「免於汙染的自由」，我們也相信金恩博士如果在台灣也一定會和大家一起投入環境正義的民權運動。
然而不管現在的政治力、經濟力多麼紛亂，多麼無感，但是環保一直都是引領我們前進的正向力量。所以我
們今天在這裡不只是要反省，要前瞻，要環境風險評估的分析，我們還會持續地和外界溝通與實踐實際地努
力行動，我們環境聯盟會秉持著「知識的、草根的、行動的」創會理念，結合民眾貼近土地，守護台灣，成
為一個21世紀的環保大國。

施信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創會會長）教授
  各位記者先生女士，大家早安，很高興各位能夠出席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5周年的記者會，25年前的11月1
日，創立環保聯盟的目標就為了維護環境，維護人們的生存，我們知道25年前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些都還沒有
出生，那麼25年前的環境和現在的環境，不論是生態還是都市都截然不同，就像25年前還沒有手機，現在
卻幾乎人手一機，同樣的，25年前的生態環境是烏煙瘴氣，垃圾掉得滿地。但是25年前和現在也有相同的地
方，就是中央執政的政黨還是國民黨，執政者的理念也還是和25年前差不多，以開發為主，環境其次，事實
上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例如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環境風險因素的評估的職責，是應該要交由經濟部還是環保
署呢？結果我們的環保署署長好像就認為應該要交給經濟部比較適當，理由是因為這樣環保署才可以比較站
在環保團體的立場，不過這樣卻造成環保署原本擁有的權利就消失了。也就是說原本我們環保署對開發案是
有最終決定權的，但是因為這個權力太大，造成環保署不敢承擔。如果環保署放棄了這個權力，也就等於代
表我們正在回到25年前的過去的情況。25年前的7月，環保署也才剛成立，台灣各地的環保局也都還沒有誕
生，25年之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現在各地都有環保局，垃圾也有適當的清除，河川與空氣也都有環保
單位的處理、把關，相對的，空氣也就會乾淨點，河川也比較沒有汙染，環境髒亂的情況也比較沒有。這些
當然都是我們台灣的人民，25年來大家努力的成果，而環保聯盟25年前之所以會誕生，主要是比25年前更早
的時候，台灣環境的破壞和汙染的情況是非常嚴重，以至於我們各地的民眾受到公害的威脅，甚至因此受到
健康損害的影響，因此各地開始風起雲湧，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急需一個能夠做推動整體環境政策與制度
的環保團體，當時剛成立的自我地位即是剛才會長提的「知識的、草根的、行動的」。

  我們認為在學術界裡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只在象牙塔裏面，只為論文、廠商、政府服務，而是應該要走出校
園為我們廣大的民眾服務，回饋他們學到的知識。所以知識的面相即是我們有許多大學裡的老師願意為環境
保護這件事情貢獻他的心力，其次就是我們要落實和民眾要求生活改善的環保制度訴求，所以我們才會在各
地成立分會。所以當時知識和草根結合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改變當時的政策，為了改變，因此付出行動。雖然
這些行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有的還在繼續，從海報上我們可以看到過去這些許許多多的痕跡，這些都有
背後非常辛苦的故事，像是宜蘭的反六輕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反核的運動從三十多前開始的，包括反核四
運動，直到現在都還沒成功，只能繼續努力。在這些過程中，我們一直都很感謝媒體朋友幫忙傳播重要的訊
息，得以讓人民的心聲和環保團體的訴求能夠傳遞到各界，喚起社會各階層對環保認知的意識，形成對政府
的壓力，促使政府在環保的制度和政策、法令有所改進，在此感謝這麼多年來媒體朋友提供的努力和協助。
當然，雖然現在汙染防治已有所改進，但在改進政府對開發方面的心力仍然需要多方努力，從中央到地方都
需要被監督，例如這次台東美麗灣的開發，即是一個開發至上的想法的結果。雖然我們從過去到現在都很努
力，但假如民眾的環保意識不夠高，仍然會被某些企業蓄意的注重環保形象所騙，實際上仍然還是以開發為
主，這也是我們所有環保團體的戰役，也是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其實25年前我們環保團體本來以為到達某個進度就可以結束，但沒有想到我們其實還是需要繼續奮鬥，所
以我們還是會繼續為環境的美好而努力。希望大家都能永遠擁有美麗、健康的永續生存環境。
     今天這裡也有我們許多老朋友來參加，包括現場有余勝津醫師，他是在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剛創立時，
正在為財務困難傷腦筋的時候，二話不說就贊助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經費，在我們艱鉅的時候，正是像余醫師
這樣熱心的人幫助下，才能夠誕生。在此再次向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們表示感謝。

陳曼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謝謝你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今天辦了這樣一個記者會，其實我常常在外面都說環保聯盟和主婦聯盟就像是
夫妻關係，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因為主婦聯盟的創辦人叫作徐慎恕，她的老公即是張國龍，同時也是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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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環保運動的參與者。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二十多年來，感覺環保聯盟因為裡面有許多的學者，所以呢，當
這些學者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知識散播到台灣各地，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一個汙
染，但一般老百姓是搞不清楚這個污染到底是什麼，大家都只會覺得不舒服，而環保聯盟的學者們則就會在
這個部分提出很多的解釋，甚至也在這個部分提出改善的方案，甚至到政府單位去做一些要求。我覺得這個
部分，把知識為人民所用，能夠讓更多人在這邊學習到更多有關環境的議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包括培
育許多人才，像是老師在學校裡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力，讓很多學生進入社會以後，在人生事業的規劃裡加
入環保信念。我覺得這個知識種子的擴散正代表著學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是個重大
的影響，包括對未來社會的想像，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講一個我自身的例子，我在20幾年前看過一個瓶子
的樣品，裡面裝的就是有點像咖啡色的水，那個水的來源就是高雄後勁中油公司排出來的水，他們那個時候
真的是很沒有良心，把那些不要的東西就直接打到地下去，然後後勁的又再把地下水抽上來喝，接著他們就
發現水怎麼會有味道，而且像是有毒的味道，但中油就說我們不是惡質企業，我們不會做那樣的事情。所以
他們就將那些東西蒐集起來，送到施老師在台大的化工實驗室做檢驗，結果就是裡面的分子結構和高雄後勁
中油公司是一樣的。憑著這些東西，居民找上經濟部說，你們必須要解決高雄後勁的汙染，雖然後來事情的
確是有解決了，但實際上還是沒有解決完畢，我們可以看到高雄地區直到現在仍然還是在承受這些痛苦。所
以你們看，像這樣這些事情的點點滴滴，如果沒有學者把證據找出來，讓政府知道不能再乎巄老百姓，要必
須去面對老百姓的問題。所以學者的力量讓老百姓在面對政府時，更有力量，更有根據。所以為什麼主婦聯
盟會一直密切地和環保聯盟相輔相成直到現在，就是因為早期真的很多環保訊息、資訊，例如核能電廠的問
題，我們幾乎都是從環保聯盟的身上學習。學習到後來，我們當然都希望我們的後代子孫能生活在一個乾淨
又平安，能夠快快樂樂長大的環境。這樣的理念，實際上是每個組織都能互相協力的，所以在這裡，我也希
望環保聯盟未來能有更多學者繼續提供給我們更多的子彈，讓我們在社會上打仗的時候能夠有很多子彈可以
用，然後看見有更多的年輕人持續加入這個行列。因為我們環保運動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問題，所以也需要有
更多不同的人來幫忙。在這裡祝福環盟聯盟長長久久；當然如果問題都能盡快順利解決是最好！

張炎憲（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教授
      在座所有環保聯盟的前輩和各位朋友大家好，剛剛有提到資料非常珍貴，所以在當任國史館館長的時候，
就拜託施信民教授和李秀容副秘書長幫忙，來整理一些環保運動的資料，所以在卸任之前，就出版了兩本
書，裡面的圖片和資料都是相當珍貴的，包括運動過程中留下來的經驗和紀錄。我認為環保運動是台灣本土
相當重要的運動，因為愛護台灣的環境，自然就會對台灣這塊土地產生感情，產生感情以後，我們就會關懷
台灣，關懷台灣以後，我們就會想要了解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但不管你的想法是怎樣，其實保護台灣的生
存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所以我認為台灣80年代本土的環保運動崛起，跟當時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也有相關
聯，即使現在政府的積極開發主義仍然在危害台灣的自然環境，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的經濟越來越衰
退，或者說我們甚至已經面臨經濟是不是要轉型，因此這種時候討論環保問題是最好的時機，因為環保議題
跟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連性，也許現在來談的話，大家比較能冷靜下來，談論我們過去從蔣介石、蔣
經國一直延續到李登輝、陳水扁，到現在的馬英九政策，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認為應該追求經濟開發，是國
力最重要的指標，但這是真的嗎？是時候我們需要改變了，因為環境議題更重要，所以我認為現在是最適合
的時候。像現在環保聯盟已經25周年了，25周年當然是段很長的時間，但這時間剛好是台灣本土化運動崛
起最重要的時間，所以環保聯盟這段時間所走過的歷程記錄，和台灣人民一起生死與共關懷台灣這段土地的
感情都應該要得到肯定。台灣教授協會比環保聯盟晚成立3年，所以當時包括施信民教授、張國龍教授、高
成炎教授都是台灣教授協會的創始會員，因此其實台灣教授協會和環保聯盟也可以說是有姊妹關係，因為許
多環保聯盟的成員都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會員，而台灣教授協會其中一個宗旨就是要維護台灣的生活環境永續
發展，這也和環保聯盟最重要的宗旨契合，所以現在台灣教授協會只要舉辦活動，環保聯盟也會參加，而如
果是環保聯盟舉辦活動，台灣教授協會也會鼎力相助，所以我們兩個應該要算是姊妹團體才是！所以今天就
讓我代表台灣教授協會祝福環保聯盟長長久久，繼續努力下去，而且我相信絕對可以繼續下去的，因為台灣
環境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心願，而且肯定也還會繼續被汙染下去，環境也會繼續再被開發下
去，因此環保聯盟也一定會繼續為台灣的環境付出心力努力。再次祝福環保聯盟，因為從今天的照片和過去
的文件可以看到這些都是環保聯盟努力下的痕跡，所以今天的活動不但很有意思，也希望大家都能珍惜這些
得來不易的成果！

徐光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委召集人)教授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成立到現在25周年，我們過去參與了很多工作，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事情都還沒成
功，所以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做環保運動的人心情都應該不是很好，因為這些東西大家都講破嘴
了，但情形都沒有改善，當然還是有一些是成功的，但我覺得雖然我們很多事情沒有達到想要的目標，可是
在環保意識確實是有在逐漸提高。



地址：100台北市汀州路3段107號2樓          電話：02-23636419          傳真：02-23644293          email：tepu.org@msa.hinet.net

  但我們現在其實正在面對三個問題，例如我們的水、空氣看起來似乎有得到改善，但其實以前那些臭味，
現在已經變成空氣的污染，例如東西被燒掉或是被埋掉，變成是讓我們更難去感覺的形式出現。那麼這樣到
底是好還是壞呢？我覺得是不好，可是對大眾來說，似乎只要是看不到就沒關係，所以我認為不是只有環境
保護聯盟去努力，而是應該要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都認為環境問題，就是要回歸原
始，這當然某些環保團體也有這樣的概念，可是這樣卻會讓其他很多人認為我們做環境保護就是不能用電，
就是大家要做得很辛苦，什麼事情都是要走路或是騎腳踏車，這樣才是叫作環境保護，錯！我個人認為環境
保護應該是指，我們在現有的資源、環境下讓這些資源永續地被使用，然後給我們的子孫也有這樣的資源利
用，而不是我們現在就給它用光。所以有沒有辦法讓我們在現有的情況用有限的資源過得還算舒適，用很少
的資源或是最少的資源。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現在應該是要講如何減少資源的消耗、怎樣善用我們的資源，
而不是說我們要求都不要用，這樣當然會很難被大家接受。所以現在應該都有很多的技術去減少使用資源，
但卻可以過上還不錯的生活。
  
  另外一個很錯誤的觀念，也是我認為為什麼現在我們環境保護直到現在都還受到很大的阻礙，我們大家一
直都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衝突的，包括大部分人也都是有這種觀念，尤其是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官員
們更是有理由說要去做硬體建設，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些做硬體建設的錢都像是被丟到水裡面，可是當然有
些人是很喜歡這些錢被丟到水裡面。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應該要去打破這個觀念，事實上現在全球也都有陷
入這種想法的窘況，自己哪天不會也變成弱勢的人？今天你的土地哪天會不會被徵收，誰也不知道。說實在
話，現在的政府和以前比起來可以說是更見本加厲，而且更加惡劣！就拿土地徵收的事情來講，我私人的
土地被政府拿走賣給財團，那為什麼不乾脆我自己拿去賣給財團就好，自己賺？因為可能政府要賺，財團要
賺。所以這整個體系都出了問題，所以其實不只是核四、焚化爐、六輕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現在開始培養
大家看待很多事情時，不只是說那是我們自己的事，或是別人的事，而是跟大家的事都有關系，只有大家站
出來，政府才有機會了解大家的想法。絕對不要認為那些事情都跟我們沒有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點都是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的，一起來落實，這樣我們台灣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福爾摩沙。謝謝大家！

捐款徵信11月1 日~11月30日
．捐款收入
$200徐詩閔.張馨璟 $250林幸蓉 $300徐佳永 $500.劉俊秀.吳慧瑜.吳月鳳.蘇冠賓.廖卿如.許惠悰.吳怡儒.
徐薇謦.廖金英.林暉凱. $794好工作有限公司 $1,000許富雄.劉烱錫.李源珍.王俊秀.吳焜裕.廖彬良.王秀文.
王淑芬.郭姿君 $1,605楊振銘 $2,000林文印.王顯德.陳香育.洪輝祥.廖崇禮 $3,000徐千紅.李建畿 $3,200董建宏
$4,807無名氏 $5,000郭梅子.林子倫 $20,000萬國法律事務所 $50,000禮文股份有限公司
．義賣收入  $ 800CD$3,090書籍.$4,000測試器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250書籍

2013/01/13 火大嗆馬遊行 2013/01/13 火大嗆馬遊行

2013/01/15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尾牙餐會

近期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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