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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12年度工作報告書 

計畫名稱 計畫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績效 

打造永續

友善且具

調適能力

的食農環

境 

112.01-12 1.無基改聯盟—以基因編輯新物種及

保種作為今年活動要點，藉由種子交

換活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增加農業調適

與農業生產韌性。2023年為國際小米

年，因為小米的遺傳多樣性具有適應

生產環境，提供均衡、營養的食物，

有助於部落小農生計與糧食自給，達

到多項永續發展目標。並以國際小米

年活動喚醒大眾對原住民文化的重

視。 

1.國際小米年推廣活動規畫與

串聯：舉辦國際小米年的各項

活動，讓政府與民間充分瞭

解，加強原住民族的普遍復育

小米文化與種植，以及國人認

識小米在提供糧食與營養的重

要性，促進小米生產利用的研

發，有助於邁向永續發展目

標。 

2.倡議與政策監督：持續參與

基因編輯新技術之管理。 

2. 食農教育實踐行動—提出建構在地

「綠色飲食生活圈」的概念，要讓飲

食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打造綠色飲

食生活圈，不僅要注重食安，更要關

照農業發展、在地文化與環境永續價

值。 

1.食農教育推廣企劃徵件評選

補助：徵選 5 個示範點，進行

陪伴輔導，藉由實地訪視、線

上諮詢輔導、現場參訪驗收，

與每個示範點一同找出 5 個利

害關係人，規劃溝通模式。 

2.跨部門及跨領域對話：12 月

辦理 1 場成果展，邀請相關部

會、地方政府及地方推動團

隊，提出目前推動食農教育業

務的資源與困境，共同討論，

創造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促成

協力合作或治理調適的各樣可

能。 

3. 永續飲食文化—以「打造臺灣永續

飲食文化的在地未來式」為願景，從

飲食、農業、生態、營養、生活美學

與文化等面向交織出綠色飲食生活圈

的實踐，結合農/漁村落產地文化脈

絡的溯源，推動在地特色飲食文化的

傳承與創新。 

1.培力課程與活動規畫辦理：

增加地方創生團隊對飲食文化

的了解，辦理永續飮食小旅

行、「你我的餐桌，未來的想

像|綠色飮食×產業創新公民」

論壇、「社區風味輪、食農曆

的繪製」工作坊及「溯源•盤

整•激盪：留味」工作坊。共

有 221 人現場參與，158 人次

線上參與 。 

2.將永續飲食議題融入地方創

生推動：輔導 7 個在地創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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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績效 

隊提出與飲食文化議題方案，

將臺灣多元且富含智慧的飲食

文化融入地方創生推動，進一

步拓展在地的永續治理，支持

更多以永續飲食創生行動。 

淨零新未

來與生活

實踐 

112.01-12 4.永續惜食，倡議延伸—彙整過往 3

年明日惜食主廚經驗，針對餐飲科學

生辦理惜食教育課程成果，還有社區

實踐惜食行動的分享，延伸惜食倡議

議題，並梳理可持續發酵的社群，集

結社會智慧，討論出可能行動。由教

育到文化到社會影響民眾的行為改

變。 

1.惜食議題跨域對話：透過前

期的舉辦 4 場座談會，邀請惜

食 App 的創辦人，惜食餐廳的

業者，校園午餐的團膳業者與

營養師及食安專家與食物銀行

業者，擴大社群連結，觸及不

同領域，讓民眾更加認識惜食

議題的多元性。 

2.論壇舉辦：10 月 14 日辦理

「邁向淨零新生活—剩食到續

食的城市解方」論壇，邀請政

府與民間單位相互對談，彙整

歸結出 5 項朝向惜食行動的共

識與行動方向：提升倉儲冷鏈

技術、提升全民食品識讀能

力、研擬法規保障捐贈、開發

食物多元利用以及整合資源加

強推廣等項目努力。 

5.綠桌遊志工培訓與推廣—延續 2022

年綠桌遊志工培訓成果，藉由開辦新

志工培訓課程及既有綠桌遊志工回

訓，擴大現有綠桌遊志工基礎，辦理

公益場次，擴散綠食育理念，讓志工

有機會進一步成為專業講師，擴大影

響力。 

1.辦理 7 堂的綠桌遊志工初階

班與 8 堂的進階班，由淺入深

的讓志工學習如何結合桌遊與

環教，並有 14 位志工順利結

訓。 

2. 以「綠色飲食小達人」為主

題，辦理了 8 場次的公益場

次，讓近 200 位的孩子體驗綠

桌遊的樂趣。 

6.給孩子的環境教育計畫—以過去所

奠定的工作為基礎，持續進行幼稚園

環境教育入班推廣課程，以空氣、海

洋污染與環境生態平衡為主題進行教

育廣課程，深根 3-6 歲學齡前兒童環

境教育。 

辦理20班次幼稚園食農教育課

程，以紅蘿蔔為主題，帶入自

創繪本故事及互動遊戲、真實

食物品嘗等五感教學。 

本項計畫成果： 

1.產製 1分電子繪本及教案。 

2.與台南及高雄地區 4 所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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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績效 

及非營利幼兒園合作。 

3.影響 300 位幼稚園學童及其

家長。 

7.永續生活起步走：綠繪本培訓計畫

—培力本會綠繪本推廣小組新成員，

建立聯合國 SDGs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與環境教育工作的連結。 

1.辦理志工講師回訓與增能共

學，並辦理雙北國中、小、幼

兒園綠繪本食育小學堂公益場

24場次，共 703人參加。 

2.台中分會辦理 16場次綠繪本

故事列車，440 人參加；10 場

次綠繪本故事屋，221 人參

加；【SDGs 桌遊工作坊】從

SDGs 出發：實踐永續覺醒的

力量，22人參加。  

3.持續更新教案。 

8.餐桌上的永續海洋《食魚教育推廣

計畫》—台灣食農教育推行已久，從

農產品產地到餐桌，民眾相對容易觀

察，然而食魚從海洋環境、漁船捕撈

到養殖，卻不易進到民眾日常，究竟

如何「食魚」對人的健康好、對海洋

的環境也好？一場給大人小孩的食魚

教育課。 

1.辦理 4 梯次食魚小神廚活動

營，60 人參加；理食魚講師教

案設計~腦力激盪工作坊，共

16 人參加；食魚講堂~餐桌上

的魚市場學 2場，23人參加。 

2.開發食魚小神廚教案設計 1

式。 

9.臺中市垃圾費隨袋徵收公民審議行

動計畫—雙北「垃圾費隨袋徵收」實

行以來，對於垃圾減量有一定的成

效，但對於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全利

用的民眾溝通仍然不足，而遲至今日

其他縣市也尚未有大區域推行，希望

在政策推行前透過公民審議，將公民

意見納入。 

1.辦理臺中市 27 區(石岡區及

和平區除外)垃圾費隨袋徵收

民意調查及評估報告，共蒐集

6,352 份問卷做為資料分析來

源，並提供分析結果讓台中市

政府作為未來政策執行方向之

參考。  

2.辦理臺中市 27區說明會，深

化政策溝通，釐清及盤點政策

實行時公眾可能遇到的疑惑及

困難。總計 30場次，10,616人

次。另辦理 2 場講座，1 場焦

點論壇。  

3.在 2023年 10月 12日召開臺

中市垃圾費隨袋徵收徵收公民

會議，產出公民結論形成政策

建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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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績效 

4.隨袋徵收訊息或圖卡發布宣

導 10則。 

能源轉型

與淨零綠

生活 

112.01-12 10.公民參與能源轉型之政策建議—

2050淨零路徑下，2050年再生能源要

占六至七成，然而並未將公民參與列

入能源目標中，因此，延續本會參與

能源轉型推動聯盟2022年縣市評比工

作之成果，以及推動台北市「干豆

好」公民電廠示範案成果。將透過工

作坊記者會及論壇舉辦，討論縣市政

府推動公民電廠之機制設計。 

2023 年透過和推動公民電廠組

織間的經驗交流、資訊分享；

並對相關政策提出建議，具體

完成工作項目包括： 

1.公民電廠組織策略共識交流

1場次。 

2.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成

功納入新建物加裝光電之要

求。 

11.臺灣氣候行動網絡計畫—計畫內

容為推動公民電廠發展、倡議中央能

源轉型相關政策；以及因應淨零戰略

政策等。 

1.因應住商部門淨零趨勢，舉

辦 1 場工作坊，倡議未來新建

物應加裝光電，61人參加。 

2.因應環境部推動公民電廠，

串聯社區及公部門，舉辦 1 場

次工作坊，共 97人參加。 

12.國中能源教育—2022 年度，我們

與關渡國中的教師共同編撰、執行 15

週共 30 堂課的 108 課綱能源教育教

案。今年度我們將持續進行關渡國中

能源教育，並透過修正現有教案的執

行方式與內容。透過關渡國中的執行

案例，將能源教育推廣至更多的學校

與社區。 

結合 108 課綱，開發 15 堂適用

於 8 年級生的氣候與能源教育

課程，在課程中進行了 2 款桌

遊、手作體驗活動。透過遊玩

桌遊將課堂知識與生活結合，

讓各種不同的元素能夠在同一

堂課呈現。 

1.安排學校用電盤查小實驗，

利用瓦特計測量學校電腦、投

影機、冰箱、飲水機等，並透

過實驗數計計算校園的電費。 

2.參訪干豆好公民電廠，認識

公民電廠的理念與何謂公民參

與。 

3.學期末由學生們分組 DIY 設

計自己的太陽能車，並且分組

競賽。 

13.農電共好研究—透過國際、國內

交流建立對農電共生的看法透過共

學，與關心國內農地種電規範、衝突

等問題的團體建立對農電共生的看

法。 

為了避免推動地面型光電政

策，因缺少對農漁村需求的考

量，發生光電侵害農地的狀

況。本會於 2022 年起進行

「營農光電研究計畫」，從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