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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年代，臺灣在高度追求經濟
發展的同時，伴隨著接二連三的重大公

害事件，各地反公害自力救濟團體紛紛

成立，民眾也開始關心切身居住權益，

提升了環境意識。74年，一群涵蓋各領
域的學者專家，如柴松林、馬以工、張

國龍等人合力成立「新環境雜誌社」，

發行第1本環境期刊《新環境月刊》，
將國內外環境事件傳播給民眾。

當時，跟隨這群學者專家張羅大小

事、記錄會議、收集資料的徐慎恕女士

愈發覺得光發表言論，不參與實際行

動，是無法滿足社會期待的。於是她開

始找尋親友同好，成立志工團，決心從

自身做起，改善周遭環境品質，提升生

活素質，使下一代健康、安全地生存下

去。新環境雜誌社成立未足1年，原隸
屬雜誌社下的婦女志工團已漸漸擴大人

力，也想更自主發展，於是76年1月6日
正式成立「新環境主婦聯盟」。之後更

在78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
境保護基金會」（下稱主婦聯盟）；79
年成立臺中工作室（下稱臺中分會）；

102年成立臺南分會籌備處，並於103年
於高雄改設南部辦公室。目前全國有13
位工作人員，志工人數超過120人，運
作經費多來自一般民眾的小額捐款。

主婦聯盟以環境保護為首要工作目

標，並主張「勇於開口，敏於行動，樂

於承擔」，所以鼓勵加入的會員向他們

的鄰居、朋友、親戚介紹和灌輸環保觀

念及可行的環保行動，督促民意代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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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用綠色女力，實踐友善循環的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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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關機構共同為環境保護而努力。

另外，組織運作精神乃藉由參與者合作

思考、共同決策、分組執行，打破社會

對主婦傳統保守的刻板印象，創造主婦

積極、熱情的形象，並勇於實踐理想。

除了是臺灣第1個以女性角色推動環保
工作的非營利組織，更透過長期人員培

力，催生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社、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及全國家長

團體聯盟等組織，近年也致力協助青創

團體及社會企業投入食農教育及公民發

電的工作。

31年來，主婦聯盟見證臺灣環境與
社會巨變，滋養生息的各種需要：水、

空氣、土地與氣候更形惡化，這些崩解

歷程的脈絡與關聯，讓主婦親身體會與

自然環境資源的關係更為複雜。所以，

從垃圾分類做到減塑、減少食物浪費；

從節水、節紙、節能、節電到公民參與

發電；從無毒、吃在地食物到拓展綠色

飲食生活圈，主婦聯盟一直秉持初衷，

企求在艱困的社會裡尋找一條可以實踐

低碳生活之路。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31年來，主婦聯盟同時肩負政策監

督及倡議和環境教育工作。然而，面對

環境、食安、農業、能源、女性等多方

議題，主婦聯盟必須有更清楚的願景來

聚焦行動。因此，從105年起，主婦聯
盟嘗試將議題收攏在面對和回應氣候變

遷的「社群低碳飲食」及「低碳綠能生

用綠色女力，實踐友善循環的低碳生活

78年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正式掛牌

邀請國際專家來臺協助帶領能源相關的利害

關係人，討論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的議題

透過建置社區能源教育基地，讓民眾瞭解

生活節能的實務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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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兩個大框架下，同時透過培育種子

志工來協助主婦聯盟執行環境教育，將

保護環境的訊息推到更遠的地方。

推動「社群低碳飲食」

「菜籃的安全」，是每個家庭照顧

者最關注的議題之一，也是很容易引起

大眾共鳴和集結行動的議題。90年代初
的進口毒葡萄、鎘米事件，開展了「共

同購買」運動，並花了8年時間籌組合
作社。31年來，主婦聯盟透過綠色合作
消費、綠色飲食教育及監督政府食安政

策，致力確保從產地到餐桌的無憂無

患。然而，餐桌上的食物日益受到氣候

變遷的威脅，加上近年食安事件頻繁，

大眾對飲食議題變得更加關注。

一般的飲食教育大多著重食物的美

味、營養與烹飪技巧，為讓民眾進一步

瞭解食物和環境的緊密關係，主婦聯盟

於101年提出「綠色飲食教育」倡議及
104年提出「綠色飲食生活圈」倡議行
動，除了讓個人瞭解健康飲食的知識

外，也希望大眾透過不同的教育活動，

瞭解多元飲食文化、人與人間的互動、

環境永續和符合社會福祉生產方式的重

要性。推動方式包括以綠繪本進入國小

課堂及培力學校親師、以自煮課程串聯

有機農夫及專業廚師等食農工作者進入

餐飲學校與社區和大學社團等，更鼓勵

社區、大學在閒置用地或屋頂以友善環

境的方式打造都市田園。另外，主婦聯

盟也透過出版食農教育手冊、低碳飲食

手冊及線上地圖，協助大眾在生活中實

踐低碳飲食生活。106年更串聯餐飲業
推動「惜食餐廳計畫」，邀請餐飲業者

成為環境教育的一份子，鼓勵外食族在

消費時更瞭解惜食生活的重要性。

除了關注城市人的飲食教育外，

106年起與農委會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合作，以多年期計畫進

入全國農會培力農村家政班指導員，成

為在地食農教育的導師，並協助農會發

展更具在地特色的食農教育活動。而與

生產者的連結和學習，也豐富了主婦聯

盟對農地和食農教育議題的想像空間，

以及監督政策的方向規劃。

倡議「低碳綠能生活」

主婦聯盟長年秉持非核家園信念，

從早期「我要孩子，不要核子」，到近

年開始思考「臺灣超過9成的能源仰賴
大量進口，如果民眾想要擺脫對火力與

核能的依賴，身為一

個公民要做什麼才能

改變？」借鏡國外經

驗，要打破能源窘迫

的現況，節能教育與

綠能推動刻不容緩。

能源轉型需要每

一個人的努力，先把

不必要的用電減到最

低，再以合理的方式

使用能源，才能幫助

臺灣的能源結構調整

體質。在節電方面，

主婦聯盟透過建置與青創團隊、社區大學及國小合作，以友善耕作方式於

閒置用地打造都市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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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能源教育基地」，展示生活中節

能的實務作法，如冰箱整理術、冷氣節

能、低碳料理等，讓大家可以在家裡如

法炮製節能的生活方式。106年更與中
央研究院、臺北市明興里和新北市婦女

服務中心合作，以系列課程和互動展覽

方式培力社區民眾和新北市的婦女，在

生活中實踐不勉強、不影響生活品質的

低碳節能生活。

在發電方面，為打破電力長期被集

團壟斷的現象，主婦聯盟嘗試以群眾集

資方式裝設太陽能屋頂及催生綠電合作

社成立，利用公民力量建造公民電廠。

這些經驗讓主婦聯盟在協助社區建置

「能源教育基地」的過程中，與社區一

同討論如何走向「自己的電自己發」。

106年10月，更邀請荷蘭專家協助帶領
地方政府、社區居民、發電業者、民間

團體等一起討論能源轉型的議題，開創

臺灣公民參與能源討論及規劃的新頁。

其他環境教育作為

31年來，主婦聯盟推動環境改變的
努力備受國際肯定，104年獲婦女權益
基金會邀請前往法國COP21，分享臺灣
社區婦女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動；105年
獲農委會邀出席APEC專家諮詢會議，
分享臺灣婦女減少食物浪費的行動。同

年，主婦聯盟推動的「綠色飲食生活圈

計畫」，受到關注女性及氣候變遷議

題的國際組織婦女與性別社群(WGC)肯
定，於全球90個非政府組織(NGO)中，
榮獲第2屆全球「性別正義 氣候良方」
創新方案入圍，成為首個獲獎的臺灣女

性環保團體。除宣揚本國國民積極參與

環境教育有成，也與其他國家交流及分

享經驗，共同為守護地球村而努力。

推動心得
76年，我們從臺北市臨沂街10坪不

到的地下室基地開始，推動垃圾分類、

使用環保袋、反核、關懷婦幼權益、廚

餘堆肥、水資源、森林保護、食品添加

物、硝酸鹽及反對基因改造食品，31年
來，只要與生活永續性有關的議題，統

統都成為我們這群主婦的守備範圍。

104年，多國簽訂的《巴黎協議》
彷彿宣告著全球將走向減碳、開發綠色

能源來共同抗暖化的新時代。雖然，大

眾漸漸認知到氣候變遷和我們生活的關

係，可是我們不敢大意，因為面對城市

人長工時，資訊每天大量地湧進人們的

腦袋，要如何爭奪大家僅存的記憶體？

如何感動大眾，擠出時間和走出舒適圈

往前落實環保行動？都是我們必定要面

對的重要課題。

以群眾集資方式，建造公民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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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社會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

讓我們開始不斷思考要給自己與下一代

的願景是什麼？我們究竟能不能勇敢擘

劃、真誠許諾，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繼續走下去？106年是主婦聯盟30週年
的日子，我們在回首過去主婦聯盟的長

輩們推動「共同購買運動」「社區家戶

廚餘堆肥」等計畫時，突然明白蹲好馬

步，群體合作及群策群力的重要性。

於是，過去幾年，新的行動志工種

子不斷穿梭全會，除了進入社區，或尋

找新社群外，新舊志工也忙著分享生活

脈絡、觀點思辨、澄清差異。每個構思

從發現到操作演練，過程繁複。雖然讓

我們的行動變得緩慢，卻得由孩子到長

者，更觸及最不認識我們的大學生族

群。為了尋求更多創新推展模式，每個

環境教育行動計畫都充滿了實驗性，同

時也預留彈性空間，讓參與的社區和社

群能配合自己的需求和特色，發揮更多

不同推廣環境教育的可能。

這樣的嘗試，讓我們變成如八腳章

魚般，能一直伸手跨領域、跨地區去作

串聯，除增加我們的影響力，也開拓了

一起對話與團結的路徑。更重要的是，

透過低碳飲食的環境教育行動，我們在

過去幾年成功接觸不少年輕大學生族

群，他們的參與及加入，讓我們有更多

機會和視角去面對跨世代的環境正義問

題及環境永續發展與他們未來的關係。

107年起，我們的合作範圍更從城市連
結到全國農會和南部空污的重災區，希

望透過陪伴和培力，嘗試協助生產者和

空污受影響的居民找出能永續面對環境

的路徑和方法。

我們知道未來的路難行，難如上青

天。但為了下一代的未來，再艱難的路

也要走，無論是上坡下坡，只要目標與

視野清晰，只要堅定在生活縫隙中持久

行動，我們沒有任何藉口。

未來展望
這幾年的環境教育行動經驗讓我們

明白，透過串聯不同的團體，彼此相互

支持，才能讓改變大眾和社會的力量不

會快速地消磨。在這看似快速的年代，

我們透過一個又一個點的嘗試和連結，

藉由食物，從國小家長會，走到了餐飲

學校和餐廳，然後遇到了大學生社團；

另一頭，則用閒置空間跟社區里長接上

線，讓我們可以跟里民一起種菜、一起

聊能源、一起發想社區變成發電廠。雖

然我們已經31歲，志工媽媽都變成志工
阿嬤，但我們不怕麻煩或孤單，我們想

透過綠色合作消費及綠色飲食教育倡議，

讓親子、學生瞭解食物和環境的關係

進入全國農會培力農村家政班，指導員

成為在地食農教育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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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走下去，還想走到更遠的地方。因

為我們知道可以利用串聯和網絡，讓我

們的力量壯大，讓更多年輕人願意跟我

們走在一起。

未來，主婦聯盟在環境教育的推動

將以推動低碳社會轉型及深化低碳生活

為目標，並以推動低碳綠色飲食生活圈

和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為兩大發展主軸，

最終希望能建立一個「支持在地友善農

食及區域能源自主循環系統」。

短期目標

1.  往中南部推動社區能源教育及社區
公民電廠。

2.  提升農村女性農食知識，發展多元
在地食農教育。

3. 提升年輕族群對土地及飲食意識。
4.  推動餐廳及企業進行廚餘查核，以
減少食物浪費。

中、長期目標

1.  推動不同特性的社區能源教育，促
發集體行動，以食農教育協助農村

連結社區發展。

2.  推動大學成為食育基地，讓年輕人
進入社會後持續發揮影響力。

3.  為消費端的食物浪費提出可行減量
策略及目標建議。

孩子是寶，臺灣要好！主婦勢單力

薄，合作聯盟就有力道！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如此，綠色消費、共同購買亦

是，發展綠能、非核家園當如是，綠色

飲食、食農教育也一樣。以上種種都是

為了寶貝孩子，更是為了疼惜臺灣。

31年來，主婦們對孩子的關愛與對
臺灣的真情始終如一。一路走來，並非

全然順遂，但能讓臺灣開出希望的花朵

和散發生命的芬芳，就是主婦聯盟持續

不斷的力量來源。

協助農會發展更具在地特色的食農教育活動 嘗試結合繪本讓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與社區、農夫、食農教育工作者合作

培力大學生飲食自主能力

邀請餐飲業者成為「惜食餐廳」，讓外食

消費也可以實踐惜食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