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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資訊中心》（2010/07/07）「全民來認股‧守護白海豚」行動，從4月12日發起至今，已有超過3.5萬人、1
50多萬股的認股數，發起團體於7月7日向內政部提出申請案，這不僅是台灣首件的環境信託申請案，象徵人民願共
同出資1.8億餘元向政府購買彰化海岸保育權，也是環境信託運動在台灣推動10年來的新里程碑。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首任理事長、台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盧道杰表示，這次的行動，讓公眾認識到環境保育
事務可以著力的空間，從各行各業響應的情況來看，也有高度的環境教育和推廣效果，「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環境資訊協會副秘書長夏道緣回憶，當初創會的會員為了環境信託的理念聚在一起，透過工作坊等形式，但引起的迴
響和關注仍然有限，因此先從資訊教育開始，並於2004年起效法國外信託機構，累計辦理50多場「生態工作假期」
。對早期推動的困難，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認為是整個社會對「環境信託」真義的認識不足，社會上並非
沒有「信託」概念，而是缺乏「事物型」（如土地、溪流）的委託案例，「也就是沒有把土地留給野生動植物的觀念
。」

而對於此次運動獲得迴響，陳瑞賓認為原因有：(1)參與門檻降低，每股119元的認股金，民眾易於參與。(2)白海豚
本身是非常討喜的物種，容易吸引關注及好感。(3)
各方團體不計各自立場，動用資源，為達到保護環境而共同努力，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

盧道杰表示，保育信託在民間團體的操作機制或空間上，有非常大的助益，特別是對要有成本控管概念的非營利組織
而言，信託能夠針對特定項目來做委託的動作，其實是非常前進的想法。他認為，環境信託可應用在生物多樣性、土
地、資源、文化、襲產方面。他指出，信託總是要有物件、財產，有產權的東西，比較容易來進行，基本上通通可以
適用；比較麻煩的是CO2、海洋，這類比較難用產權概念涵蓋的，可能還需要更多討論。

談到生態工作假期與環境信託的關係時，環境信託中心專案執行李子君認為，在環境信託成立之後，生態工作假期是
很好的棲地管理工具，在招募資源、資金以及推展更多人實地參與的的優勢上，工作假期會是很好的介面。這樣的生
態工作假期和其他活動有所不同，是因為「有了環境信託當背景，生態工作假期因此有了靈魂，不是一個營隊或教育
活動而已，在全民參與棲地守護的角色上，增加了很多內涵。」

深入資訊：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20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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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的社會企業範例
以「全民來認股‧守護白海豚」行動為例
《台 灣環境資訊中心》（2010/07/07）「全民來認股‧守護白海豚」行動，從4月12日發起至今，已有超過3.5萬人、
150多萬股的認股數，發起團體於7月7日向內政部提出申請案，這不僅是台灣首件的環境信託申請案，象徵人民願共
同出資1.8億餘元向政府購買彰化海岸保育權，也是環境信託運動在台灣推動10年來的新里程碑。 （全文：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7,6857 ）

Business Model:
全民集資購買「棲地保育權」並以「生態工作假期」為手段一方面將所購得權利作為可營利資產（生態觀光產業），
另一方面介此營利活動使消費者也成為「棲地守護者」，同時以此權利捍衛野生動植物的棲息權。

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反省，此次活動成功的三個要素：
（1） 低進入門檻
（2） 目標本身價值：白海豚本身討喜
（3） 參與團體不計個己得失與立場差異，專注於努力目標，藉此養成正面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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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海豚股東同樂 堅定守護環境心意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2010-11-07]
白海豚股東同樂 堅定守護環境心意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2010年11月7日台北訊，詹嘉紋報導
http://e-info.org.tw/node/60808

「哇，我買的地在那裡耶！」
「第一次看到這片濕地，感覺真奇妙。」

週六（11/6）午後，來自各地的白海豚股東齊聚芳苑鄉漁民廣場，參加由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
金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王功蚵藝文化協會、番挖61號信義社區營造創意產房等團體主辦的「濁水溪口生態文化
祭」，結合國民信託行動，以「白海豚股東同樂會」為主題，讓「股東們」到這片自己認養的寶貝泥灘地走一遭，體
驗漁民的撒網捕魚樂。現場另安排樂團演出、乘牛車、導覽社區等活動。讓許多初次來到這裡的股東瞭解當地生態及
產業文化，體驗質樸的風土之美，更加堅定反對國光石化在此興建八輕工廠的心意。

就讀於靜宜大學日文系大三的池家霖走訪濕地後表示，這是她從未有過的體驗。「看到招潮蟹，很開心，接近自然，
很舒服！」。而高醫醫學系大四的王稟荃則直說：「撒漁網好難！」他認為這裡的農、漁民都很專業，這片土地餵養
廣大民眾，絕對不能消失。

蚵殼‧白海豚 牽起人與土地

1點19分，股東們在漁民廣場，用蚵殼排出白海豚圖案，象徵以當地食材守護濕地，也說明養殖漁業是很多在地人得
以生存的原因。彰化縣環保聯盟總幹事施月英則躺在圖案當中，強調人與海豚共存的理念。活動主持人也鼓勵民眾手
拿蚵殼，聞一聞它的味道，這些蚵殼都是新鮮採下，雖然有些腥臭，但這就是自然的氣息，比石化業產生的空污廢氣
好得太多。

擔任當天活動主持人、出身彰化的林明樺表示，無法接受國光石化以創造3萬就業機會做為在這裡蓋工廠的理由，因
為大多數居民都不具備化工背景，增加的只是「少數就業」的機會，而環境一旦遭到污染，對當地居民來說卻是一輩
子的夢魘。她指著地上的蚵殼說，雖然沒有光鮮亮麗的外表，但「鄉下土生土長的自然資源是生活最好的老師。」

盼政府重視農漁產業 永續發展

面對國光石化和政府不斷鼓吹興建八輕所能創造的經濟效益，前任鄉民代表洪新育表示，政府一點都不重視農、漁業
的發展，未針對在地產業進行輔導轉型、擬定好的配套行銷策略。也因為生產者利潤微薄，所以「年輕人才不願留下
」。而當地居民以農漁業為生，提供不屬於他們專業的工作機會，等於是抹煞他們的專業。

記者走訪在地社區時，見到幾位老人家坐在庭院裡剝蚵殼，她們一聽到「國光」二字便猛搖頭，高齡70歲的曾姓阿
嬤說：「蓋起來就完蛋，人死光光。」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指出，如果不能保住這塊濕地，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砂石車及高聳的煙囪進駐，天空
會更灰、在地的農、漁養殖業也會因水源遭到污染而日漸蕭條，今日所見之美好將會消失殆盡，只能在記憶裡回味。

用詩歌、用行動 表達捍衛環境的決心

在股東們走訪濕地時，漁民廣場的舞台上也沒閒著，由吳志寧、拷秋勤樂團、農村武裝青年、山狗大後生重唱等樂團
輪番上陣，以國、台、客語唱出捍衛環境的決心。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說：「希望政府能聽見人民的聲音！」

而作家吳晟也以股東身份來參加活動，朗誦〈只能為你寫一首詩〉時，他說：「這是第一次在濁水溪口的土地上朗誦
，別具意義。」他強調，從麥寮六輕的例子就知道石化業應要停止繼續設廠。當無法以文字阻止石化開發時，只有站
出來實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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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詩、聽著歌、嗅著蚵殼帶來的「海的氣息」，太陽漸西下。蔡嘉陽呼籲眾人，在第一階段200公頃白海豚迴游廊
道認領完畢後，也要繼續支持認領第二階段800公頃的水鳥覓食區。同時相約11月13日上台北，在「石化政策要轉彎
環保救國大遊行」中再相聚。本次遊行預計要募集1萬人上街頭，希望能告訴總統，人民不要工廠，要保存這塊孕育
著豐富生態及食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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