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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能源治理的革新的在地觀察

• 民間（能源轉型）倡議的「社會治理」

• 社區（大學）作為「能源治理」的一個重要節點

• 台灣其他公共政策轉型經驗，應作為重要參考



在地觀察：能源治理的革新

• 能源轉型與爭議的Issue book（審議式民主操作概念）：
– 社會溝通、社會對話的重要，盤點外界提出的質疑有哪些
– 「國家層級」現階段的最佳解答為何？
– 避免錯誤訊息的不斷流轉

• 中央與地方：
– 中央與地方主管對口單位：經發局？環保局？各局處
– 「爭議」，在台灣類似型態縣市、其他國家類似經驗的調查、彙整、

比較、成敗原因、可複製性與否。各縣自己做？中央政府統一做？
– 有多少中央政策、法規、智庫計畫、商業科技的資訊、資源的滾動更

新平台？
– 如何建構一個全國與地方的「支持體系」？樣貌為何？「支持團隊」

的建構為何？

• 未來20XX願景下的路線圖：產業配比、能源配比、能源自主性、
能源分散性藍圖，需要多少情況的pilot-study？什麼樣的情境與試
驗？國內外有多少科技與技術學術或商業機構願意參與？如何媒
合？



「能源治理」不只政府說了算：
民間（能源轉型）倡議的

「社會治理」







給予中央的政策規劃建議

• 中央政府更應提供常態的資源與必要輔導，
並給予地方合適的能源治理權限與責任，
讓地方有能力進行長期而穩健的規劃與執
行，並逐年累積成果與專業。

• 中央提供的補助資源應該要更符合地方的
需求，並統籌規劃節能、綠能與減碳的補
助方案，地方政府主責單位可以更因地制
宜的訂定適合自己的做法，發揮地方能源
轉型的綜效。



給予地方和中央的政策規劃建議

• 儘速成立專責單位與納入民間社會力的平台

• 提高整合與上位規劃能力，讓官方與民間共同商擬
以整個城市為尺度的城市能源轉型計劃（含括階段
性策略、目標、範疇、做法、民間資源與創新可能
性，並訂定出清楚的願景指標）

• 應該要有常態性的預算編列，也才能讓相關主責放
心的規劃中長的目標與工作計劃。

• 綠能方面，應該要設計更多協助市民參與的機制，
讓城市生活與空間容納更多再生能源

• 節能方面，應逐步建立更具體的能源效率管制工具，
結合數據資料應用，才能讓城市步入智慧節能管理
的階段，而不只是停留在宣導。



民間平台培力與co-work
～一個進步組合的可能性

• 社區大學

• 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

• 進步國家型智庫（國內國際政策研究團隊）

• 開放且願意配合的地方政府

• 開放且可以友善互動的朱央政府部門

• 實地前往首爾並深入研究的地方政府團隊

• 盤點地方、盤點中央政策

• 「民間能源轉型推動委員會」



社區大學作為一個
能源轉型「日常」的節點



社區大學「能源轉型」公共性社團實際運作

• 產、學、民，實務課程充電
• 聰明用電之「生活節能、制度性節能」：台灣經驗、國際他山之石
• 聰明用電之「再生能源」：台灣經驗、國際他山之石
• 與綠能產業業者、能源轉型「社會企業」夥伴對談

• 校內、戶外與公部門對話、反饋
• 新北正在轉型：與經發局、環保局對談
• 經濟部能源局智庫：能源政策白皮書、再生能源爭議
• NEP-II團隊分享
• 戶外教學、實地參觀：示範社區、能源教育景點、公民電廠、能源爭議實地

參訪

• 社區思維與社區行動
• 聰明用電、智慧生活：社員生命經驗主題分享
• 提出「參與式預算」改造計畫
• 社區觀察分析演練：社區「熱點」、酷涼地圖、都市規劃、能源貧窮
• 網路上的「能源消息」識讀
• 走出去：社區參與行動，「節電社區交流」與「太陽能屋頂盤點」



社區（大學）作為
「能源治理」的一個重要節點

• 是否願意參與政府所設計的線上/現場能源課程?
• 65%沒意願

• 社大社團參與者長期觀察：
– 校外參訪課程，民眾討論、專注度、經驗分享、效果好
– 能源現場、同理心、渴望完整更好方案
– 周末的「能源教育景點」，幾乎都不開放
– 能源轉型離生活太遠
– 不可能「一次性課程」就有效
– 社區完整能源轉型課課程，尚在摸索中
– 社大現實問題與地方政府的相互回饋與博奕

• 新北市社大交流（差異性、共同性、特殊性）：淡水社
大、蘆荻社大、永和社大



能源轉型之困境與對策探索1

第一線的能源教育困難重重

• 能源轉型與常民生活嚴重
脫節，只是「開課」，問
題重重，且效果難以複製

誠實盤點與解決第一線問題

• 1.如果要在社區開一門課，
要達到什麼目的？考量為
何？內容如何設計

• 2.公部門、民間的很多示
範點，如何做更好的教育
參訪對話的設計和推動？



台灣公共政策的轉型「操作」經驗，
應該是重要的社會資產與參考



能源轉型之困境與對策探索2

其實大家都害怕改變

• 能源現況為什麼非改不可？
以前這樣有什麼不好嗎？
會影響（到我）什麼？

釐清改變必要性跟大家的關係

• 1.希望有的社會基本認知
為何？路徑為何？包括：
能源問題定義與話語、未
來能源正義、能源願景基
本共識的建構

• 2.（包括空污和核安）梳
理釐清真實的改變的必要，
激起人民共同對的使命感

• 3.對「弱勢」的焦慮的真
實了解與主動化解解決



廢棄物政策轉型 vs 能源政策轉型
廢棄物政策 能源政策

抗爭 ⚫ 焚化/掩埋
⚫ 空污、水污、戴奧辛

⚫ 電廠
⚫ 空污、核廢輻射

民眾切身可及性 ⚫ 每天、垃圾袋
⚫ 從無到有收費

⚫ 低價
⚫ 每兩月

社會治理 ⚫ 社區
⚫ 循環產業
⚫ 環保局

⚫ 較少
⚫ 節能、綠能產業
⚫ 地方無特定部門

政治性 ⚫ 較低 ⚫ 對立嚴重
政府治理 ⚫ 行政區域、區域處理

⚫ 縣市政府負責
⚫ 地方對抗性

⚫ 全國電網
⚫ 中央議題
⚫ 縣市政府無關

論述壟斷性 ⚫ 較多元分散 ⚫ 台電、智庫
關鍵性軸線翻轉論述 ⚫ 「零廢棄」 ⚫ 「用電零成長」

⚫ 打破電業壟斷
公民素養 ⚫ 垃圾、廚餘、可回收 ⚫ 量的替代？

⚫ 缺電vs管理
產業界 ⚫ 企業責任 ⚫ 國家責任
社會轉型關聯性 ⚫ 經濟成長與垃圾力脫勾

⚫ 翻轉「一次性」消費模式
⚫ 經濟成長與「高用電高排碳」脫

勾
法律框架 ⚫ 廢清法

⚫ 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
⚫ 電業法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 電價/躉購委員會

離尖峰 ⚫ 較少
⚫ 節日（日）

⚫ 傳統離尖峰（每日）
⚫ 多元調度（即時）
⚫ 鴨子曲線
⚫ 智慧電錶/網



誠實面對：
以「犧牲的體系」檢視過去

全面探索
以「支持的體系」建構現在與未來

啟動社會/能源/產業
的「系統性」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