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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24 年度工作成果 

1、 背景 

「資訊連結行動 Connect Information and Action.」 

我們相信「人們因了解而行動，環境因行動而改變」，希望藉由環境資訊的交流與環境信託的推動，關

懷環境、參與行動，建構「人」與「自然」間的和諧關係。協會結合了環境資訊、環境教育以及環境信託，

本著「建構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推動環境資訊公開、推廣環境公益信託與環境教育工作。因此，本

會發起「2024守護台灣棲地，擴大環境議題閱聽眾」勸募活動，希望藉由勸募活動的過程提升全民的環

境意識，也能將勸募所得作為守護台灣3%棲地，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台灣民眾關心環境議題等各項

工作之經費，以持續推動更多有效的環境守護活動。 

 

尤其是自2020年起，我們分析社會環境趨勢，討論未來十年願景時，也關注到下列變化： 

1. 環境問題從單一污染地點，擴展及影響到全球的狀況更為明顯。 

2. 社會變遷隨著網絡技術與應用的普及，資訊傳播不再受限於傳統媒體。 

3. 假新聞或商業訊息的大規模且迅速擴散。 

4. 台灣將面對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轉型。 

 

因應整體環境議題現況及未來趨勢，及組織內部治理，訂定本會發展策略如下： 

1. 擴大環境資訊傳播面向 

2. 增加並經營管理環境信託土地，推動民間保育地運動 

3. 促進跨界交流合作與公民參與，擴大環境保護力量 

4. 研究關鍵環境議題，向大眾呼籲以及提出解決方案 

5. 提高本會創新研發的投入，因應環境變化速度加快 

6. 透過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提升本會執行能力 

2、 計畫目標 

本年度之工作目標有： 

 

1. 經營環境資訊中心，希冀藉由環境資訊的交流，關懷環境、參與行動，以建構人與自然

之間的和諧關係。自2000年開始發送環境新聞電子報，並持續至今。因應閱聽眾日異月

更的閱讀習慣，2024年計畫著手改善新聞網站界面，並加強對外合作關係，建立更多線

上與線下管道，增強與民眾溝通與互動的機會。 

 

年度預期效益： 

(1) 每天寄送環境資訊電子報 

(2) 每天編譯一篇國外環境新聞 

(3) 促成至少一個議題的討論或改變 

(4) 增加5%的閱聽眾，達成月平均網站瀏覽人次突破56萬 

(5) 開發國內各地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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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往2024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現場採訪、報導並製作專題新聞 

 

2. 經營環境信託中心，保存、保護或復育自然資源。無論是民眾私有土地，或是透過民間

集資、來自機構或是企業的資金專款等等，都能運用環境信託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擴大台灣民間保育地的面積。秉持環境信託宗旨及理念，本會自2014年受託信託基地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2022年受委託經營阿里磅生態農場，皆持續管理經營。 

 

年度預期效益： 

(1) 持續管理自然谷，保護低海拔森林生態系，並結合在地社區，共同擴大保護周遭

棲地 

(2) 持續經營阿里磅生態農場，維護低海拔森林及溼地生態系，並逐步朝向環境公益

信託 

(3) 倡議改善並健全環境信託法制，推動信託法及相關法律修法 

(4) 承接新的環境信託案例 

(5) 協助育成至少2個環境信託案例 

 

3. 經營環境議題中心，落實本會之社會責任。工作內容為分析、研究及聲援環境議題，推

動相關資訊的公開及流通，產生行動方案，以解決問題。2024年延續本會已投入的環境

議題，包含「珊瑚礁體檢」、「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減廢計畫」三項主要目標，進行倡

議、研究與行動。 

 

年度預期效益： 

(1) 珊瑚礁體檢是一項公民科學家行動，記錄及搜集海下調查資料，做為保護海岸的

參考數據，以及推廣保育概念。2024年為行動第16年，工作包含持續調查既有26

個樣點，產出各場次成果報告，以及年度報告書；推廣在地潛店認養樣區，擴大監

測範圍；增加全EcoDiver場次達40%。預計辦理EcoDiver培訓課程2場，增能工作坊

3場，培訓16位生態潛水員，擴大公民科學家人數及調查數據品質。 

(2) 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本會長期關注全台海洋及海岸議題，提出倡議及因應方案

，預防天然海岸損失。2024年工作重點為持續關注和倡議特定海岸地點，參與相

關會議及記者會，避免海岸開發破壞；關注並參與相關法案及政策進程，包含《海

洋保育法》、《海域空間管理法》等。 

(3) 減廢計畫：本會自2013年開始關注海洋廢棄物，2019年開啟濱海掩埋場調查，運

用數據資料呼籲治理廢棄物，並積極減塑。2024年將延續過往方向，監督並促成

落實2030限塑政策；參與掩埋場查核行動；參與海廢平台會議，積極推動《資源循

環促進法》修法；整理歷年廢棄物相關數據資料，完成台灣廢棄物數據資料圖表。 

 

4. 實踐環境教育，本會自2004年舉辦全台第一場生態工作假期，帶領志工走進自然，親身

守護自然；2014年起舉辦環境教育講座，引導大眾透過不同角度的思辨權衡環境議題、

強化資訊判讀能力，進而做出明智且負責任的決定，解決環境問題。 

 

年度預期效益： 

(1) 於自然谷信託基地及阿里磅生態農場舉辦生態工作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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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外部場域合作舉辦生態工作假期，廣邀企業及民眾參與，擴大環境知識與議題

影響力，內外部場域共40場 

(3) 舉辦環境教育講座，提供民眾迫切需要的環境議題與知識，預計30場 

(4) 於街頭、車站、市集以及博覽會等場域宣講環境議題，預計24場 

 

 

5. 本會以環境教育「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行動」作為目標，經營三大面向「環境資訊傳

播、棲地守護行動、環境公民行動」，帶來上述預期效益，更透過具體行動推動多項永續

發展目標： 

SDG 4 永續發展教育：環境資訊中心、信託經營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管理阿里磅生態農

場、環境教育、全國環境NGOs會議。 

SDG 11 永續城市與社群：環境資訊中心、珊瑚礁體檢、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信託經營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SDG 13 氣候行動：環境資訊中心、珊瑚礁體檢、減廢計畫、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信託經

營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管理阿里磅生態農場。 

SDG 14 保育海洋：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減廢計畫、珊瑚礁體檢。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系：推廣環境信託、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經營管

理、管理阿里磅生態農場、環境教育。 

3、 活動日期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4、 活動地區 

台灣全國各地。 

5、 勸募方式 

搭配年度環境節日與重要環境議題，並以下列募款形式進行活動： 

1. 記者會或行動參與，進行現場及媒體勸募。 

2. 搭配本會全國各項活動，進行定點勸募，並接受民眾主動捐款。 

3. 公益網站即時捐: 免費公益網路平台合作，透過網站用戶直接捐款予本會勸募活動。 

4. 放置發票箱：於企業所提供之辦公處所、營業通路、店面擺放發票箱。 

5. 募款活動：以行動藝術裝置、網路串聯、園遊會、展覽等各類形式，舉辦募款活動。 

6. 街頭勸募：於有人潮的公共場合中，以面對面方式遊說非同溫層的民眾。 

7. 電話勸募：透過電話遊說本會過往捐款者、活動參與者、志工、會員...等，成為本會捐款

者。 

8. 異業合作：透過企業／團體／學校／入口網站／媒體／機構等各類管道，傳播環境保

護、生態保育相關訊息及進行勸募活動合作。 

9. 公益廣告／短片︰製作、刊登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相關宣導／募款廣告／短片。 

10. 電子發票愛心碼：宣傳本會電子發票，以提供民眾多元的捐助方式。 

11. 印製相關文宣品：印製勸募相關文宣品、單張、小卡。 

12. 小額零錢捐：製作零錢箱供民眾索取，蓄滿後再寄回或送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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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手機即時捐：與電信業者合作，手機用戶透過直撥捐款代號，即可捐款本會。 

14. 社群媒體及電子郵件：透過社群媒體與電子郵件發佈募款訊息。 

15. 透過信用卡及其他相關會員卡紅利積點平台，進行募款宣導活動，接受民眾將信用卡及

會員卡之紅利點數轉做捐款。 

16. 拜訪街頭店家，邀請捐款支持。 

17. 其他有助於募款之方案。 

6、 徵信方式 

1. 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公開徵信時，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人之基

本資料及辦理情形。遇重大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勸募時，應至少每月刊登之。勸募活動

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本會網站公告或刊物中刊登。 

2. 財物使用(含賸餘財物)期間結束後，除將收支報告及執行成果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一

併於本會官網(或官方臉書粉絲團)公告及公開徵信。 

7、 勸募活動所得財務使用成果及效益 

1. 經營環境資訊中心： 

(1) 達成每工作日寄送環境資訊電子報 

(2) 每工作日編譯一篇國外環境新聞 

(3) 10月推出國內專題《在理想中擱淺的鯨豚觀察員》，促進後續民間與官方的關注，海

保署在11月中表示，2025年年初將修改鯨豚觀察員相關規範，並在12月寄出海保署

修訂「台灣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第四版（草案），請各界提供意見。 

(4) 特派（特約）記者，常駐全台二名、東部與南部各一名。 

(5) 由於cop29主辦方國家地理位置遙遠，旅費較昂貴，故改委任有前往的專家學者配

合供稿。 

 

2. 經營環境信託中心： 

持續管理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面積約1.2公頃，除保護低海拔森林生態系，並結合在地社

區，共同擴大保護周遭棲地，完成社區路死動物調查、筆筒樹工作坊1場 

 

3. 經營環境議題中心 

(1) 珊瑚礁體檢調查既有26個樣點中僅1樣點因天氣因素無法調查。增加全EcoDiver進

行調查的穿越線比例達37.5%。辦理EcoDiver培訓課程2場，增能工作坊3場，培訓16

位生態潛水員。 

(2) 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 
1.海岸踏查記者會一場次（11/15辦理） 

2.海廢展一場次（4/19-21DRT展） 

3.參與海岸開發議題報告：寶盛、滿地富、都蘭段休閒度假村、美麗灣 
4.相關文章與觀點共計7篇，回應時事共計2篇 

(3) 減廢計畫： 

1.籌辦三場海廢平台會議：確立海廢治理行動方案第三版、菸蒂減量、市場減塑、漁

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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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場源頭減量工作小組會議：網購包裝減量、蔬果裸賣、循環容器試辦、玻璃瓶器

重複裝填獎勵措施、旅宿用品減量、提高平板包材回收費率 

3.舉辦海廢展及講座各一場，參與人數至少150人次 

4.完成專欄文章共5篇 

 

4. 實踐環境教育 

(1)於自然谷信託基地舉辦生態志工活動8場、11場免費公益導覽、5場里山講座、5場學

校戶外活動、29場校內分享會 

(2)於街頭、車站、市集以及博覽會等場域宣講環境議題，共計40場 

 

5. 本會以環境教育「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行動」作為目標，經營三大面向「環境資訊傳

播、棲地守護行動、環境公民行動」，帶來上述效益，更透過具體行動推動多項永續發展

目標： 

SDG 4 永續發展教育：環境資訊中心、信託經營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環境教育。 

SDG 11 永續城市與社群：環境資訊中心、珊瑚礁體檢、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信託經營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SDG 13 氣候行動：環境資訊中心、珊瑚礁體檢、減廢計畫、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信託經

營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SDG 14 保育海洋：海洋及海岸守護計畫、減廢計畫、珊瑚礁體檢。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系：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經營管理、環境教育。 

 

8、 服務對象 

環境保護事業。 

9、 勸募活動收支成果 

1. 勸募活動收支報告 

勸募收入10,054,482元；勸募活動依法定比例內支出819,817元。 

 

2. 所得財物支出報告 

勸募所得財物總支出9,234,665元。 

 

3. 公開徵信 

於本會網站(https://tnf.org.tw/financial-and-conference)公開兩個月前之徵信資料，並於

每月電子會訊提供徵信連結。 

 

4. 募款活動及所得財物支出表 

本報告統計期間：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科目 預算金額  募款金額  自籌金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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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捐款收入-指定用途-公益勸募 25774595 10,051,274   

利息收入  3,208   

收入小計 25774595 10,054,482  　 

募款

活動

支出 

薪資支出  2640000 819,817  人事費819,817元 

募款活動支出小計 2640000 819,817  募款活動支出佔8.15% 

　 經營環境資訊中心 5558000 2,888,934 
 人事費1,888,934元 

業務費1,000,000元 

所得

財物

使用

支出 

經營環境議題中心 3531800 1,751,022 
 人事費751,022元 

業務費1,000,000元 

經營環境信託中心 5276500 3,073,826 604,058 
人事費2,677,884元 

業務費1,000,000元 

環境教育 8768295 1,520,883  
人事費510,106元 

人事費1,010,777元 

所得財物支出小計  9,234,665 604,058 所得財物支出佔91.85% 

10、 其他參考資料 

依法規及配合公益勸募平台作業，直接將底下各項資料，上傳公益勸募平台，供公眾檢視 

一、捐款人資料 

二、所得財務支出明細表 

三、專戶封面及內頁 

四、徵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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