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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15 日召開「綠能你不能的生態浩劫座談會」。（記者王超群攝） 

 

『綠』能你不能的生態浩劫座談會 
(記者王超群／台北報導) 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15 日召開「綠能你不能的生態浩劫座談會」，專家指出，當
光電板肆無忌憚鋪在西海岸魚塭上，農地和魚塭的破碎化導致黑面琵鷺無法覓得過去友善的棲地，荒謬的能源政策不
但沒為台灣增加任何籌碼，還將台灣推向無電可用的窘局中，綠能也摧毀了生態。 
 
國政基金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陳宜民表示，民進黨提到潔淨能源是希望強化再生能源，並各訂明比例，但目前光電過
去幾年比例上升，風電比光電少很多，光電板汙染棲息地卻造成生態浩劫，不能不重視。光電板還有 20 年大限，回收
方式和技術台灣遠不如國外，這也是潛在隱憂。台南七股是漁電共生的重災區。 
 
國政基金會教文體育組召集人陳學聖則以影片呈現「滄海桑田變廢墟」的人為浩劫。影片中可見到大量水田已放乾，
這是選擇的問題，早年台北關渡的開發也曾有爭議，結果是生態派贏了，成為台北的肺，但在台南，這正是歷史的關
口。人為粗暴的方式「種電」，台南也反映台灣會不會光電為害蔓延。 
 
國政基金會內政法制組召集人高思博則指出，台南的綠能光電並不是純正的公共政策困難選擇，而是執政的官和財團
的商以及圍事的黑勾結在一起，分食的大餅。這是台南的大浩劫。他指出，近來連串的社會事件，包括正副議長賄選
案在內，台南 88 槍案，不僅是生態也是政治的汙染，其背後共同的特徵就是光電。 
 
高思博說，外界都知，這些官員涉貪、恐嚇等，都與台 61 線以西是不是成為光電示範區有關。上屆議會曾有決議否決，
但官員有心人就是大力想突破。原因正由於其中涉及龐大的利益。這些勾結一旦曝光，外界才發現地方政壇也臭不可
聞。 
 
此前七股鄉親曾大舉北上行政院陳情光電與漁業爭地，4 年過後光電爭議不只無解還層出不窮。七股沿海土地資源保
護協會楊惠欽理事長表示，七股的文蛤養殖面積是全台第一，占全國四分之一，同時豐富的生態養殖資源更是黑面琵
鷺的故鄉。經濟部及農委會不斷表示光電政策是一地多用可以創造多贏，但光電現今卻已在七股造成三輸：「生產輸、
生活輸、生態輸」，破壞七股獨特的生態養殖產業、豐富的漁村景觀觀光資源、黑面琵鷺的棲地。 
 
楊惠欽說，政府一直宣稱養殖為主、光電為輔，但現今行政院缺乏產業配套，造成光電拉抬魚塭地價，且承租養殖戶
不斷被洗牌而失去養殖魚塭。行政院在有漁電示範區，明確認定漁電共生在養殖技術、產銷市場、社區共榮、生態共
存的可行性，並可造成多贏局面前，應立即停止七股光電繼續增設，避免對七股土地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 
 
文藻外語大學助理教授李昱宏表示，蔡政府上台後，荒謬推動所謂綠電，不管是風電或是光電實際只是金錢非常態流
動的窗口，荒謬的能源政策不但沒為台灣增加任何籌碼，還將台灣推向無電可用的窘局中，綠能也摧毀了生態。 
 
李昱宏還表示，風電本身有高度不確定性，以台灣而言，每年總發電量可估計得出，但一天或數天內可能有很大變化。
尤其夏季，去年夏季高雄就遭遇全市停電一天慘況。 
 
光電板入侵台南，風機與光電板已成為生態殺手，李昱宏指出，儘管黑面琵鷺的遷徙也可能隨季節轉移，但諷刺的是
總數量減少約兩百隻，且主棲地的數量竟然銳減至 141 隻，以往幾百隻的規模已不復見。 
 
明道大學講座教授王鎮東表示，太陽能的熱度不足，很難發電充沛。但花下如此龐大經費，結果卻如此不堪。近 3 年
綠電爆發嚴重官商勾結，風電七年來投入資金超過兩兆元，但發電量微乎其微不到一趴。核二二號機正式停止運轉，
但大潭電廠八九號機組並不能如期補上，今年供電吃緊必然出現，他認為今年必將有停電危機。蔡賴政府雜亂無章，
操之過急的能源政策，造成嚴重後遺症，暗黑政治在綠電產拉著台灣向下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