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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發動公投

 忽視再生能源發展速率不足以滿足國內電力需求

 無視全國電力產生與輸送結構

 忽視大幅採用天然氣發電所造成的成本上升與能源安全隱憂

 強勢推動天然氣接收站計畫，忽視生態衝擊

 棄核電資產不用，更擬以電業法95-1條強勢終止核電

 政府始終強調，非核家園乃是全民共識



電業法第95條

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
轉。

政府應訂定計畫……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
訂定。



第三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會
議記錄

 公共事務討論與溝通-由本學會組織推動公投案立案工作，
擬討論以下事項：

 提請理事會討論，以50萬元為上限，支助第一階段聘用專責
人員及相關行政事務費用，本案人員將協助網路平台及相關
事項實施。費用支出期限，即日起至公投立案與成立辦公室，
至依法可進行募款時止；

 本公投案將走複決案方式進行；

 命題將以「以核養綠」為訴求，廢除電業法第95條有關2025 
非核相關文字；

 公投案初期由本會組織推動，完成連署或成案後，視情況調
整本會的角色

 不排除同時推動兩個公投案，另外一案將以環保為主要議題



第一階段工作

 2018年3月2日，由李敏、黃士修和中華民國醫學物
理學會理事廖彥朋共同發起（黃士修領銜）

 主文為：「您是否同意：為避免非核家園政策所導
致之空氣污染與生態浩劫，應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
一項；以終止非核家園政策，重啟核電機組，進而
保障人民享有不缺電、不限電、不斷電與低廉電價
的自由？」

 門檻：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
以上

 2018年3月27日完成提案書整理與造冊

 2018年3月29日10點假 台大集思召開記者會後，於
11點將提案書送交中選會

2018.03.15



達標記者會



第一階段送件

 共計254冊2337張，經中選會送戶政機關
查核，不合率約為9%。

 各縣市提案數量分佈如下



中選會的繁複審查程序

 中選會於4/17開委員會進行討論，席間本案未
通過審查，需進行聽證會。

 聽證會於5月8日召開

 5月15日得知會議決議，要求補正。

 5月24日收到中選會要求補正函。

 6月6日前進行主文補正。

 於6月底正式拿到連署書



 6/27正式開募

 完成FB網頁架設

 完成連署書電子檔上線

 後續持續開設

 連署書索取表單

 地區性志工組織

 認證連署點

 侯選人合作

第二階段



初期的慘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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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天僅收得11880張電業法/10280張
核四案。

• 即使到第20天仍然維持近乎線性的增
加。

• 學會同意核用的50萬亦幾乎告罄。
• 理事長憂心忡忡。

第一批回郵



魔鬼就在細節裡

 隨著連署書的增加，
整理作業中發現許多
致命的細節問題

 損失了不少連署書
要命的折疊線

核四提案書背面
是空的電業法連
署書欄位



香蕉大挑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CM4GA6diY&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RH2gzPddxcI37rVClQh2FlDn47b_WuXKrv4h1cwzmkAJpAo95Jcz9_Rg


連署書hen難募 …
是專業的傲慢?溝通技巧待提升?
還是有不為人知的原因…

募集連署書戰力大PK

專業教授 10%

“男”研究生 20%

小學生 30-40%

“女”研究生 80%

非相關科系女大生 100%

非正式研究結果指出

連署書包含許多個資，第一時間
取得連署人的信任非常重要。



改變策略



志工眼中的惡夢

 連署書很難拆!很難拆!很難拆!

 上膠的連署書更難拆

 上膠+特殊膠帶的連署書更難拆

 上膠+膠帶+電工膠帶四面封口+釘書機的連署書是挑戰

 拆開之後卻發現是空白連署書時，真的是

地獄!地獄!地獄!
 平均志工每分鐘能拆約4-6份標準封裝的連署書。

 上膠，則每封需2分鐘以上

 上膠+膠帶+電工膠帶+釘書機，則需超過5分鐘以上



面對成山成海的連署書，所有人一進門主動的拿起一
把刀，找個位置，默默的開始拆連署書。

PM 10:00



從每天工作場所的整潔度能推
估日期

8月30日 9月3日8月3日



每天的最後一件事



大爆發前的庫房

乾淨、整潔但理事長看到連署書數量，只
會一直搖頭



8/25圍車站
全台都看到的本尊





國際友人伸出援手



回郵大爆發

郵局業務負責人
已經哭了N遍了!



抽到大獎了?!



兵分多路
 同時佔據所有可用空間

 同步進行新收連署書的整理、
分區與造冊。

 暫停精確統計連署書

 改掌握造冊/複印完畢數量為優
先



這是逾20萬張核四
案提案書；電業法為
其1.5倍!
總計在第二階段期間，
印制近60萬份連署
書，處理約55萬張
連署/提案書



喝了再上!
偶要去繳錢了!
超開薰der~~



9/2~9/4最後衝刺階段

 這個階段沒有留下太多照片，因為大家都忙翻了

 大家都忙著

 收取各地來的連署書

 整理、分區、造冊

 送印、取件

 裝箱、統計

 淩晨2-3點結束，隔天7點再開工



數量是達標了，可是都還攤在桌上呀~



準備
運送

盤
點

9月5日送件



鳥瞰



偶要讓中選會多忙
一天

忙著拍世界奇觀的志工們



抵達&卸貨



記者會與點收



清點與收據

共計點交314,135張連署書



第二階段延長賽

• 送件後仍陸續有
遲到的連署書來
報到

• 為爭取時效，轉
至台北進行整理

• 準備第二次送件



第二階段延長賽



第三階段

• 學會角色轉為：
• 正確資訊的提供
• 民眾宣導/教育的規
劃

• 所有完成的簡報、影
片皆可無償取用

• 共計辦理
• 16場網路直播
• 數十場校園/社團演
講



多場講座



能源大小事



特別篇

方先生您慢慢講，別擔心!
我只是正好想拉拉袖子而
已



第三階段文宣



志工活動



奧步!



投票&開票
達標瞬間



最終投票結果&重點地區結果

電廠已營運40年之區域支持率比新電廠更高。
仍需持續努力宣導、釋疑!



態度不一





經費匯報

 所有開支與單據皆經會計師查核

 以上開支不含學會同意撥用之50萬



未來策略

 提出電力政策建言

 政府電力政策的不應再以「非核家園」為首要目標；

 依據反空汙公投案結果，每年減少20億度的火電，五年減少的發電量即等同於核一
廠的年供電量

 中電不再北送將造成5%的尖峰電力的缺口，以今年夏天3735萬瓩的尖峰用電估計，
北部將短少187萬瓩，等於缺了核二廠兩部機組的裝置容量。

 深澳電廠停建，將造成120萬瓩電力缺口。

 停止核四廠燃料棒的外送，並立即著手核四兩部機組的重啟作業；

 一號機最快可於2~3年內商轉發電，提供135萬瓩供電

 二號機尚餘5%工程，最晚於5年內亦可商轉，再提供135萬瓩供電

 台電應重新提出核一廠的執照更新申請

 修改「核子反應器設施院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內規，縮短延役申請期限，俾
利核二廠提出延役申請。

 早已完成延役規劃的核三廠，即刻依法提出延役申請。



未來策略(續)
 持續加強宣導與民眾溝通

 撰寫

 社區大學/人民團體演講

 各級學校師生核能知識教育

 電視媒體宣導

 消彌國人對核廢料的疑慮
 延續優良的法規制度國內核安文化

 持續推動與其他核電使用國家相同的核廢料照管作業

 推動最終處置場選址回歸專業層面

 推動工商團體提出建言

 國際學者的交流與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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