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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前幾年開始，許多戶都收到了一張類似的傳單，詢問家中是否有土地，要不要「種電」，之後也

陸續聽到一些親戚家中開始有人上門拜訪，找他們承租土地，要將他們家的土地轉為「種電」的場所。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家的屋頂開始放置太陽能板種電，甚至聽老師提到學校也有人來說要在學校的屋

頂上設置太陽能板，提到了許多的好處。 

  然而，在我們報名小論的前幾個月，光復地區大片的土地要種電的議題被駁回，沒有要繼續推行。

有許多居民及環保團體認為會破壞這邊的土地、影響生態、使兒時記憶中的土地消失。 

  我們很好奇「種電」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會有許多人想利用光復地區來種電。於是我們在網路上

蒐集了種電的資料，發現上下游、地球公民基金會、公視我們的島都有大幅的報導，內容牽扯了許多

較深奧的問題，例如土地變更、農地農用等等。我們認為網路上的訊息大多是負面的消息，但是我們

認為政府在規劃政策之前應該也有過考慮，而且不僅是屏東、台南地區有大規模種電，與我們相鄰的

台東縣也開始實施種電。 

   因此我們想要利用這次小論文競賽，來認識種電，因為這個議題的範圍很廣，所以我們就專門討

論我們所在的土地－花蓮光復，透過居民、地主以及業者的角度來討論，分析種電在光復有什麼優缺

點，適不適合在當地發展。 

  最後，我們也希望將我們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淺顯易懂的內容，於學校的朝會跟師生們分享，讓

大家可以更了解這個議題，不會被網路消息、道聽途說的內容牽著走。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何謂「種電」。 

（二）了解花蓮光復地區種電的情形與政策。 

（三）綜合分析種電在光復適不適合。 

（四）了解花蓮光復地區民眾對於種電的觀點。 

（五）藉由行動讓學校師生更理解種電的議題。 

 

三、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在網路上其實有許多關於種電的資料，但是資料討論的大多是屏東、台南地區的，較少討論花蓮

地區，更不用說光復的區。所以我們想要實際去走訪鄰近地區，從三個不同方向討論，分別為地主、

官員以及光電業者，實際針對光復地區種電議題分析，了解目前光復種電的政策、民眾對於光電的看

法與懷疑、業者對於種電的解釋。另外，也可以經由我們的訪談，將民眾與業者的觀點作對話，去釐

清一些不實的傳言，讓大家更認識這個議題。最後，客觀的分析種電在光復地區有什麼樣的優缺點，

適不適合發展，也呈現不同的價值觀，讓大家可以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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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們訪談的對象及時間整理如下表 1-1： 

表 1-1：訪談對象詳細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編碼 

瑪布隆農場主人柯阿姨 110 年 9 月 15 日 17 點 00 分至 18 點 30 分 訪-佃農柯阿姨 

光電廠仲介范先生 110 年 9 月 16 日 19 點 00 分至 20 點 00 分 訪-仲介范先生 

光電廠仲介、民代鍾主任 110 年 9 月 16 日 20 點 00 分至 20 點 45 分 訪-仲介鍾主任 

光復鄉鄉長林清水 110 年 9 月 22 日 13 點 30 分至 15 點 00 分 訪-林鄉長 

大馬村張頭目 110 年 9 月 22 日 16 點 00 分至 17 點 30 分 訪-地主張頭目 

荒野協會吳永斌老師 110 年 9 月 22 日 18 點 30 分至 20 點 00 分 訪-荒野吳老師 

光電業務林先生 110 年 9 月 25 日 10 點 00 分至 11 點 30 分 訪-業者林先生 

 

 

（二）問卷調查法 

 

  我們在臉書「光復人」社團、「花蓮光復國小」粉絲專業張貼網路問卷，以及請學校老師們利用

教師的 line 群組、家長的 line 群組宣傳，蒐集光復地區的居民（不論戶籍是否在光復），對於光復地

區種電的看法，進一步的去思考光復地區是不是適合發展種電，以及在發展之前該考慮些什麼。 

 

（三）文獻研究法 

   

  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我們聽到了很多不同的資訊，有地主的擔憂、民眾的意見、業者的澄清，

有時候對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可能是相反的，我們會試著在能力範圍內，試著做一些查核（主要以官方

資料、法規、學術論文），讓我們的小論文分析可以更加可靠，也讓我們不要成為假新聞的推手。 

 

貳、正文 

 

 一、文獻回顧 

 

 （一）、綠能政策 

   

  政府強調「非核減煤」的綠能政策，目標在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設定在 2025 年的時候臺灣的

電力結構為「煤：氣：綠=30：50：20」（蔡卉荀，2020），也就是大家俗稱的 352 政策。依據中華民

國經濟部（2017）提出的「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中提到，在 2025 年，臺灣的太陽能發電希望能

達成發電量 20GW，其中地面型的太陽能發電量要達到 17GW。計畫中提到的地面型太陽能，也就是

我們這次的主題「種電」。因為政策鼓勵，太陽能公司大量進入農村，租用土地進行種電。 

   而我們所在的花蓮呢？光復鄉林清水鄉長告訴我們，其實東部的日照時數比西部少，但是光電廠

到花蓮地區架設太陽能板，發的電賣給台電可以多 15%的價格補助（可於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2021）

的法規資料庫找到資料），所以會有大量的廠商到花蓮種電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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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過去種電的案例 

 

  1、屏東「養水種電」 

 

  臺灣最有名的種電案例是屏東的「養水種電」，當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屏東縣的林邊、佳冬地

勢低窪和地陳下陷的區開始淹水，於是屏東縣政府推動了養水種電計畫，讓原本養殖業者不再養魚、

不抽地下水，讓土地休息，而這些休息的土地上則開始種電，讓漁民仍然有收入。（潘美玲，2013） 

  此計畫，在短時間難以恢復的農地和魚塭上，建設了高架或浮動式的太陽光電板，同時解決災後

農民生計與恢復地力。對於環境來說，減少化石燃料的成本的同時，不會發出噪音與輻射汙染（謝佳

璇，2016）。對於在地居民來說，可以得到土地租金之外，也可以參加因為架設太陽能板而產生的工

作如：環境維護、清洗電板等工作，每個月可以有將近 2 萬 5 千元的收入（鄭富璁，2016）。 

   

  2、農電共生農改場 

 

  太陽能板結合農業的案例在屏東、桃園推行成功，太陽能板架高至溫室屋頂，光電板可以按照太

陽方位自動調整方向。底下可以種植高單價的溫帶蔬菜如：芝麻葉、蝦夷蔥、甜菜根等。這些原本不

適合生長在臺灣的作物，因為上方太陽能板遮蔽陽光後，讓這些蔬菜可以在臺灣生長良好。 

  過去對於太陽能板的遮蔽率並沒有法規規範，導致業者都會將太陽能板蓋滿，讓底下的陽光嚴重

不足，只能種植菇類；現在法規規定遮蔽率最高只能到 40%，底下可以生長的物種就變得很多，而且

因為太陽能板有自動追日的功能，可以固定遮蔽太陽，使得底下陽光照射穩定。當地的農民也表示光

電一簽就是 20 年，這也會讓他們使用底下的空間會很穩定。（公共電視我們的島，2017） 

 

 （三）過去種電的爭議 

 

  1、政策錯誤導致良田變色、生態受損 

   

  當種電搶佔濕地、農田、造林地種電，地主在業務能言善道及高額租金的誘惑下直接放棄耕種，

改種光電。有些轉種電的土地並不一定是不利耕作區，只是因為過時的法規規定，讓業者可以鑽漏洞，

說服地主轉種光電。導致許多佃農沒有土地耕作、農田生態系也受到影響（蔡佳珊，2020）。 

  在台南官田，地主因為利益較大，將菱角田改為種電，導致水雉的棲息地消失，大大打擊了原先

水雉復育的成果（羅良惠，2019）。在苗栗的通霄，原本是瀕臨絕種的大田鱉的田地、山區石虎的家

園，現在因為大規模的種電，導致這些動物的生存空間受到壓迫，甚至消失（公共電視我們的島，2020）。 

   

  2、一案一公司、業者跑票 

 

  在許多業者努力搶地種電的時候，有些地主會因此提高租金，廠商又要付仲介費、繳交回饋金給

地方政府，讓業者實行起來很困難。地主要種電的合約一簽就是 20 年，每個案子都是不同的業者負

責，有些業者資金可能無法運轉，就因此倒閉、轉讓，使得農民的權益無法保障。（彭杏珠，2018） 

  過去有過承租、建設以及後續營運都由不同公司負責，這樣會發生土地仲介說大話欺騙地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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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但承租和後續建設、營業問題不歸土地仲介管理，導致地主求助無門（訪-業者林先生）。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蒐集的資料整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種電」，也將居民的疑問、種電的迷思與業者

及網路資訊比對，讓大家更了解種電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探討種電在光復地區的優缺點，再進一步

思考光復適不適合種電；第三部分討論居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普遍看法，將不同的價值觀來比較。 

 

 （一）種電的基本介紹 

 

  1、名稱由來及三方合作方式 

 

  現在所談的「種電」是指在平地、屋頂空間上架設太陽能板。因為大多使用農地來架設，就像是

在農田上種東西一樣，因此稱作「種電」。PGE 太平洋綠能（2021）的網站表示種電的參與者有民眾

（地主）、光電業者和政府單位（台電）。其中地主是提供土地給光電業者架設太陽能板，收取地租；

光電業者則是架設太陽能板，並將發的電賣給臺電；台電的則是向業者購買 20 年的電力，支付費用。 

   

  2、設備維護責任 

 

  在種電的過程中，地主提供土地、收取租金。而土地上的太陽能板架設、維護（除草）、清洗都

是由業者來負責，發電的效率好壞，是光電業者自己負責。有人會誤傳說「阿公阿嬤要自己去光電板

上除草、清洗，不然發電效率差就收不到錢」，這是錯誤的。（訪-仲介范先生） 

  也有人提出花蓮地區日照時數不多，導致太陽能板的發電效率差，人民會沒辦法賺到錢。從居民

的角度來看這件事，這也是蓋太陽能板的廠商要自行評估、負責的，因為地主只是收取租金，太陽能

板發的電都是由廠商販售給台電的，並不影響到地主的租金。（訪-業者林先生） 

   

  3、設備清潔 

 

  有許多人擔心清潔太陽能板的時候會使用強酸、清潔劑，這樣清洗過後的液體會流進土地中、破

壞土地、影響地下水質。擔任仲介的范先生告訴我們酸洗過程是在製造太陽能板時才會用到，是在工

廠中加工，並不會在農地上進行，平常清洗太陽能板都是使用清水在清洗（訪-仲介范先生）。 

  我們訪談業者林先生時，他提供了公司的影片來解釋清洗太陽能板就是靠雨水和清水清洗（力暘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林先生也向我們解釋清潔劑會破壞太陽能板上面的結構，導致太陽能板

損壞、發電效率降低，因此在清潔時也是嚴禁使用清潔劑的，一律是使用清水清洗（訪-業者林先生）。 

 

  4、退場機制 

 

  訪談過程中另一個大家常提起的困擾則是解約後的情況，也就是在 20 年之後土地的情況、太陽

能板如何處理。業者林先生告訴我們在 20 年約滿之後，合約書的內容有寫明在 20 年後將會恢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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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貌，而且上面的太陽能板也會拆除回收，是由廠商負責（訪-業者林先生）。 

  我們針對這部分查核，每塊太陽能板在購買的時候會有一組編號，當壞掉或者使用期限到了，要

將板子送到指定的回收場，不然業者會收到罰款（環保署，2020）。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2020），業者要繳交給政府 1,000 元/KW 作為回收費用，如果業者倒閉，政府也要代為處理。 

  至於太陽能板的回收，台灣是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可以回收太陽能板，可將太陽能板上的材料（玻

璃、太陽能電池、銅、鋁）拆解回收再利用，並不像是歐洲國家將太陽能板壓碎燃燒產生有毒氣體（台

客劇場，2021；章采甄，2021）。但是太陽能板回收的技術門檻高，再利用方式也有限，目前台灣僅

有兩家回收廠可以回收。預估，在 2031 年之後可能會有上萬噸的太陽能板等著回收，到了 2039 年更

預估會超過 80 萬噸的太陽能板需要回收，所以可能會對台灣的回收廠是個挑戰（黃思敏，2021）。 

 

 （二）種電在光復的好處 

 

  1、不利耕作地再利用、增加農民收入 

 

  種電的土地是不利耕作的土地，不會選好的田來種電，對於土地來說，當它已經無法再耕作的時

候，土地沒有利用的價值，農民也無法從土地獲得利益，這時在上面建設太陽能板可以讓土地不會廢

棄在那，也讓農民可以靠這塊土地收取租金賺錢。 

  對沒辦法耕作的人來說，他們可以將土地租給太陽能廠來收取租金，收取的金額會比租給一般的

佃農高 15 倍左右，老人家可以不用那麼辛苦也可以有收入。（訪-仲介范先生、訪-業者林先生） 

 

  2、提供在地就業機會 

 

  當太陽能板架設之後，會有大面積的太陽能板需要清理表面、除草，這些都必須由人工來完成，

因次在當地蓋好了太陽能板之後，會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來協助這個產業，可以讓許多的學生、待業

人口有一份工作，讓當地的就業機會增加。（訪-業者林先生） 

 

  3、降低碳排放量 

 

  太陽能屬於乾淨的能源，發電的過程中不會產生噪音、廢氣。而火力發電則會排放二氧化碳，造

成空氣汙染。我們訪談業者林先生的時候，他也告訴我們同樣面積下，建造太陽能板比起種樹還更能

對「減碳」有貢獻。（訪-業者林先生）。 

  我們後續查證中，也有新聞指出「太陽光電的減碳效益是種樹的 50 倍」（孫文臨，2021）；另外，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2020）也提出台灣常將「減碳」、「減少空汙」當作目標，

但是卻同時不願意土地上設置太陽能板、不願意砍樹蓋太陽能板，這樣仍然會使用碳排放量高的火力

發電，對於減碳沒有幫助；在一篇研究太陽能板減碳的論文中，也提到了建設太陽能電熱水器，每平

方公尺之集熱板一年約可減少 220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量（黃欣惠，2004）。 

  我們後續思考，得知這樣的計算方式是將太陽能發的電量，當作可以減少火力發電的電量，藉由

這樣推論蓋太陽能板可以減少的碳排放量。而這樣的計算方式是否正確，我們並沒有看到相關的研究

資料可以直接證明，所以說砍樹種電是否恰當還需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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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電在光復的不適合之處 

 

  1、佔地面積大，影響景觀 

 

  要建設太陽能板發電，達到與核能發電相同的電量，太陽能所需要的面積將會是核能的數倍，若

是要取代核四，太陽能使用的面積將會是核四的 100 倍（陳立誠，2018）。在我們訪談過程中，許多

人都跟我們提到了太陽能板很佔空間，要發常大片的面積，而且蓋在農地上東一片、西一片的，非常

地不美觀，很影響視覺。（訪-仲介范先生、訪-佃農科阿姨、訪-荒野吳老師）。 

  支持光電業者的鍾主任也提到說，他也不支持這樣沒有規劃的種電，這樣沒有整合的種，真的不

好看，應該要規劃集中的區塊來種電，還可以開發成教育的場所讓大家認識種電（訪-仲介鍾主任）。 

 

  2、日照時數短 

 

  柯阿姨告訴我們說，花蓮地區並不適合發展太陽能，因為花蓮地區濕氣高、太陽日照時數短，過

了中午之後太陽會受到中央山脈的阻擋，因此日照不多（訪-佃農柯阿姨）。 

  相關的資料在交通部的觀測網月資料中可以得知花蓮地區的每月日照，在冬季時大約會比起恆

春、台南等少 100 小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21）。從 1961-1990 年的觀測資料也可以看出花蓮的

年日照時數只有 1540 小時，比起恆春、台南等地區，大約少了 900 小時（徐天佑、曾鴻陽，2007），

因此可以知道在花蓮地區的日照量的確比起現有建設太陽能板的西部地區來的少。 

 

  3、對土地的潛在影響 

 

  當土地種電時，多少都破壞了當地的生態，例如在光復的馬太鞍溼地，裡面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若是將太陽能板建設在這，將影響到許多生物的棲息地。吳老師告訴我們，馬太鞍溼地是重要的物種

基因庫，上頭有著傳統的巴拉告文化，若是種電在上面，將大大破壞此處。（訪-荒野吳老師）。 

  業者也告訴我們說，建設太陽能板將會蓋在土地上 20 年，這 20 年間土地照射的太陽量將會受到

阻擋，這樣的情況也不能夠保證土地不會有影響，但這也要讓地主自行去思考判斷（訪-業者林先生）。 

 

  4、政策不可預測 

 

  光復鄉長從官方的角度跟我們談種電，他說從公所的角度，只要是合法申請的廠商，公所沒有權

力去阻擋或是同意他們種電，因為這屬於私有地，他也不知道縣府為什麼沒通過（訪-林鄉長）。仲介

范先生告訴我們，目前花蓮縣府因為民眾的抗議太多，許多業者建設好太陽能板之後，反而遲遲無法

營業（訪-仲介范先生）。 

  鄉長從他個人的角度告訴我們，他覺得 20 年太長了，無法預料政策會如何轉變，如果經歷政黨

輪替導致政策變動，那後續的情形就很難預測，因此他不會想要種電。（訪-林鄉長） 

 

  5、饋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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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架設太陽能電板，最重要的就是饋線，因為太陽能發出的電屬於直流電，必須經過電壓轉換後

彙入台電的電網當中，饋線必須足夠才行，許多偏遠地區就因為饋線不足因此不適合種電（陳立誠，

2018）。業者在我們訪問時也跟我們坦承，光復地區其實沒辦法建設大面積的電廠，主要就是饋線不

足，光復也沒有足夠大的土地可以架設太陽能板，讓業者會願意投資建設饋線（訪-業者林先生）。 

 

 （四）民眾的看法 

 

  1、民眾對於種電議題的了解程度 

 

  我們透過網路發放了問卷，詢問光復地區民眾對於種電議題的了解程度和看法，我們蒐集到的

106 份問卷結果請參考檔案庫。大約 60%的民眾對於此議題的了解不深，我們研究後，想要將我們的

結果跟同學、民眾宣傳，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種電是什麼，在認識這個議題的前提下，再做後續的討論。 

 

  2、光復地區民眾對於在光復種電的支持度 

 

  從網路問卷的結果來看，民眾對於在馬太鞍濕地、大農大富地區、光復市區的空地，都是比較不

支持種電的，但有較多人同意建設屋頂型的。大部分不支持種電的民眾會表示會「破壞環境、景觀」，

一部人則是認為開發農田後會「影響糧食生產」、「農田不易回復」。 

  針對糧食生產的問題，業者告訴我們，種電選擇的田地是不利耕作區，並不影響原有生產糧食的

土地，加入 WTO 可能對糧食產量的影響更大（訪-業者林先生）。在網路上查證後，加入 WTO 以來

我國糧食自給率會隨著糧食進口而下降，近年有回升，但糧食自給率都是停留在 35%左右，算是偏低

的（周妙芳、韓寶珠，2013）。因此，我們認為種電是否導致糧食產量少，這還有待討論。 

   

 （五）不同的聲音 

 

  1、綠能是為了環保還是賺錢？ 

 

  我們訪問荒野協會的吳老師時，我們原本以為老師是環保團體的成員，會農地種電很反對。但是

老師反而提供了我們一個不同的想法，他認為綠能對環境友善很不錯，只是臺灣目前的作法很奇怪。 

  在國外的綠能應該是架設後發電自用，這樣可以減少自家中使用火力發電的電量，用剩的電力再

賣出。然而臺灣現在種電都是因為廠商可以將電高價賣給台電賺錢，但是廠商自己、農民都還是在使

用台電提供的便宜的電（核能、火力發電），所以蓋太陽能板的目的變成了賺錢，並不是為了環保，

而中間的價差還是要靠政府的稅收來彌補。（訪-荒野吳老師） 

 

  2、與土地的感情 

 

  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聽到不同想法，我們也常因為訪談者的說法而變動立場。面對業者與仲介，

他們都會清楚的解釋每一個問題，讓我們知道種電並不像外面大家說的那麼壞。但是為什麼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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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都不會因此而放棄耕種改種電呢？我們發現這是對於土地的情感。 

  柯阿姨在介紹她的農場的時候，是很有活力、很開心的，她介紹了許多當地的生態讓我們知道，

也很惋惜我們從小生長在光復，卻不知道光復的這些特產。她認為土地就是應該要耕種，因為她在這

片土地上有著許多的回憶，她會希望讓後一代的人也對這片土地有感情、有回憶。（訪-柯阿姨） 

  地主張頭目已經 75 歲了，仍然持續的耕種水稻，他從 13 歲開始就在這邊耕種，對土地有著濃濃

的情感。頭目在訪談過程中告訴我們這片土地需要耕作，不能拿去種太陽能板，在頭目的心中，我們

要耕種土地，才能夠和土地建立情感，應該要在土地上勞動所以得到收穫，他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們也

可以這樣持續下去和土地培養感情。（訪-地主張頭目） 

  一篇訪問農業科技研究員的文章令人再深思，過去社會對於農地的期待就是耕作，討論農地使用

時沒有太多的空間。然而現在年老的農民面臨農地無人繼續工作的焦慮，種電是否可以緩解這些焦慮，

成為農田的另一種可能？又或者光電進駐又是農地的另一破壞？（吳勁萱，2021） 

  當談到土地的情感時，這不單純是「利益」的比較，而是價值觀的不同，沒辦法由外人來評判對

或者錯。只是在談到種電議題時，似乎也不能這麼容易的二分為好或者不好，這牽扯的面向、內涵都

太過廣大，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去認識這個議題，再做更深入的思考。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何謂種電？ 

 

  種電指的是光電廠商和地主租地，並在上方蓋設太陽能板，之後透過太陽能板發電，並將電賣給

台電賺錢。因為大多選在農地上，就像是種植作物一樣，所以稱作種電。廠商與地主會簽約 20 年，

簽約過程中土地上的設備維護與清潔都由廠商負責，清潔過程禁止使用清潔劑，一律使用清水清洗。

20 年過後，太陽能板將由法定的程序回收、再利用。 

 

 （二）花蓮光復地區種電的情形與政策 

 

  光復只在市區的幾塊地有在種電，不論是馬太鞍濕地或者大農大富地區的種電議題都被否決。因

為土地屬於私有地，鄉公所沒有權力告訴鄉民要種或者不種，也沒有權力審核，都是送交縣府審核，

目前並沒有通過。 

 

 （三）種電在光復的適當性 

 

  在光復種電可以將不利耕作的土地重新再利用，讓年老的農民可以不用辛苦下田就能夠有收入。

另外，種電可以為當地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因為太陽能板需要許多人力清潔維護。然而，種電佔地

面積較大，光復並沒有足夠的土地、日照時數不長，也會破壞馬太鞍溼地的生態、影響到這邊的景觀。

最重要的是光復地區的饋線並不足夠，對於廠商來說誘因不大。 

  因此，考量到土地的情形以及擔憂未來政策的變化，我們認為光復並不適合發展地面型太陽能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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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光復地區民眾對於種電的看法 

 

  藉由網路問卷的調查結果，大部分的民眾並不支持建設地面型的太陽能板，主要的原因是認為會

影響生態以及景觀，讓人感覺不舒服。在除去生態與景觀的影響之外，更有人表達出了對土地濃厚的

情感，認為人們要與土地互動、與土地連結，才會有對於自己家鄉的回憶，希望將這樣的情懷傳遞給

下一代，不希望下一代的人們只是將土地放著種電賺錢。 

 

 （五）宣傳與推往種電議題 

 

  民眾對於種電可能有些陌生，網路上也有些真真假假的訊息，希望透過我們的研究讓大家更認識

這個議題，用公正的角度一起去討論它。我們在全校朝會時與全校師生分享，也利用課堂時間，進入

五年級、六年級的教室與同學討論、接受提問，希望大家能更認識這個議題，並可以回家與家人討論。 

 

 二、研究建議 

 

 （一）應該多方了解，再做判斷與評價 

 

  研究過程中，我們接收了很多不同資訊，有些誇張不實言論，卻被大家廣為流傳，很多人因此以

訛傳訛，讓民眾對事情更不了解、不信任，因此沒有辦法好好站在同一個平面上來討論議題。對於網

路的資訊、別人傳遞的訊息，應該要多做一些確認與查證，以免自己被欺騙，也避免協助傳遞假訊息。 

  在我們看來，其實種電與不種電的人都會有他們的考量，這些考量可能跟他們背後的想法、所處

在的環境有關。有人可能為了生活選擇種電、有人為了與土地互動而選擇不種電，這是每個人可以擁

有的不同選擇，我們不應該站在自己的這一個立場，去隨意的批評對方的想法就是不環保、就是腦袋

不清楚，這對於討論事情是沒有幫助的。 

 

 （二）應該做社區的整體規劃來回應綠能政策 

 

  目前的國家政策要推動綠能，以我們的能力，沒有辦法去討論這樣的政策是對還是錯，但是如果

今天地方政府需要回應國家政策時，我們認為應該要有整體的考量，而不是讓業者、仲介去打游擊戰

說服地主來種電，這樣一方面會讓土地景觀不整齊，也會因為資訊不對等而產生衝突。 

  地方政府應該主持說明會，統一規劃哪些區域要種、哪些不種，而不是完全讓地主自行決定，這

樣可以有比較完整的區域電廠概念，也能夠建置類似花蓮光榮博物館那樣的產業與教育合作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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