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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信箱：FAX:(02)2307-2538   E-Mail:sowchair@wilderness.tw

各位親愛的荒野夥伴們：
2021 年，似乎有點忙碌，
因為疫情緊張，忙著防疫，忙著打疫苗，
因為無法聚會，忙著學習在家上班上課，忙著在家張羅三餐，
因為 4 件公投案，忙著釐清相關內容，忙著宣傳著自己的立場，
雖然忙碌的當時，會有點壓力，會有點手忙腳亂，或是會產生摩擦，
回頭想想，因為忙碌及努力，我們也進步很多喔 !
說說藻礁公投案吧 !
因為藻礁不會說話，因為藻礁是珍貴生態系，因為三接興建會影響海流，
為了守護藻礁，在徵求公投連署書時，許多夥伴積極投入獲得 70 萬 3502 張的連署書。
當 12 月 18 日公投開票過後，同意票有 390 萬 1171 張，結果是未通過。
有些人傷心落寞，有些人氣憤填膺，但我認為台灣又更進步了，怎麼說呢 ?
1. 因為在短短一年內，藻礁這個詞讓台灣公民朗朗上口，這是很不容易達到的環境教育成果。
2. 在短短一年內，柴山多杯孔珊瑚、裸胸鯙、造礁藻類，這種生物學上才會聽到的名詞，讓

更多人認識了，是很大的進步。
3. 在短短一年內，也讓台灣人知道我們已有 2 座天然氣接收站，現在正要建三接，也了解「三

接」就是天然氣接收站。
4. 在短短一年內，全台灣更多人關心氣候變遷的問題，也知道能源要轉型。
5. 在短短一年內，全台灣公民更了解公民投票是政策的投票，而不是選人的投票。
6. 在短短時間內，走在街頭上，會討論著藻礁、三接、能源、萊豬，雖然不見得每個都能說

得清楚，但也讓討論的爭點會一一說出。
當然還有很多的進步，您也可以想想看。
因為沒有通過，一群曾經努力為藻礁發聲的大小朋友，心情難免會沮喪，而我也要告訴大
家，公民投票就是公民可以由投票選擇政策的面向，荒野保護協會是環境教育及棲地守護的
NGO，讓大家認識藻礁是我們該做的事。
所以要給夥伴們大大的掌聲！因為：
1. 支持環境守護的人，從 70 萬 3502 人增加到 390 萬 1171 人，增加這麼多人，是聯盟所有

夥伴的共同努力成果。
2. 有 806 萬 4635 人投下有效票，這群人都會一起關心著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工程，這是很

不容易的。
3. 政府在執行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工程及能源轉型的相關推案時，有更多公民會重視了。
公投，讓我們學會甚麼 ?
公投，雖然還沒有辦法跳脫政黨政治。
但公投讓我們更關心我們居住的島嶼、讓我們更關心社會相關議題、也讓台灣民主往前一大
步。

環境守護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