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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運動的興起 

   1970~1985年，環運力量以知識份子為主，
訴求以生態保育為主，以反公害為輔。
當時與環境、公害議題有關的民間團體
只有「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和「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 



台灣第一個民間反公害團體 

1985年6月，台中縣大里鄉反對三晃農藥廠
污染的鄉民，以闖入工廠的直接抗議行
動，揭開了台灣地方住民反公害「自力
救濟」運動的序幕；他們在1986年4月成
立了台灣第一個民間反公害團體─「台
中縣公害防治協會」。  

 





環境權意識的覺醒 

‧1950年代台灣開始工業化，環境污染和
破壞逐年嚴重，公害問題加鉅。 

‧1980年代中期反公害自力救濟運動興起，
環境權意識開始覺醒。 

‧1985年6月台中縣大里鄉反三晃農藥廠。 

‧1986年初鹿港反杜邦二氧化鈦廠。 

‧1986年8月新竹反李長榮化工廠 

‧1985年反核四。 





 





表一、1980年代重要環境運動團體  
團體 成立日期  團體 

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  1986年4月 反三晃農藥廠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  1986年初  反杜邦二氧化鈦廠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  1987年初  反李長榮化工廠  

新環境雜誌社  1986年初  反核、環保理念倡導  

後勁反五輕自力救濟委員會  1987年7月  反五輕  

新環境基金會  1987年9月  反核、環保理念倡導  

主婦聯盟基金會  1987年9月  綠色消費、反核、環保理念
倡導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987年11月  反核、反五輕、反六輕、搶
救森林、反水泥東移、環保
理念倡導、支援地方反公害。  

台灣綠色和帄組織  1988年初  搶救森林、反五輕、反核  



環境權的爭取 

‧1987年台灣解嚴 

‧反公害運動催生環保運動 

‧環保運動與民主化、本土化運動結合，前者豐
富了後者的內涵，後者增加了前者的力量 



環境權的爭取 

‧議題：核電、核廢料、石化、水泥、森林、高爾夫球      

                場、地方公害、法令、理念宣揚。 

‧方法：請願、公聽會、說明會、遊行、靜坐、圍廠。 

‧重大反公害抗爭事件件數 

     1988年 − 60 件 

     1989年 − 108件 

     1990年 − 42件 

     1991年 − 44件 

     1992年 − 24件 

     1993年 − 24件 

     1994年之後，每年約10件  











1998 年12 月27 日 

搶救森林大遊行 

 
  















環境權的爭取 

‧公民投票結果不被尊重 

    1990年5月月6日 − 高雄後勁，五輕 

    1994年5月22日 − 貢寮鄉，核四 

    1994年11月27日 − 台北縣，核四 

    1996年3月23日 − 台北市，核四 

    1998年12月5日 − 宜蘭縣，核四 

‧核四公投促進會(1994.9.13)三次千 

    里苦行，全國性核四公投尚未成功 

‧環境權和非核條款入憲(1991以來) 

    未能成功 

 

 



表二、環保行政機關沿革及重要法案與政策  

1971  03  行政院衛生署成立，下設環境衛生處  

1972  1110  制定飲用水管理條例  

1974  0711  制定水污染防治法  

1974  0726  制定廢棄物清理法  

1975  0523  制定空氣污染防制法  

1982  0129  衛生署環境衛生處改制為衛生署環境保護局  

1982  0701 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成立環境保護局  

1983  0809  台灣省衛生處環境保護局成立  

1986  0701  行政院環境保護小組成立  

1986  1126  制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表二、環保行政機關沿革及重要法案與政策(續)  

1987  082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成立  

1987  1002  行政院核定「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  

1988  0115  台灣省環境保護處成立  

1988  0701  台北縣等12縣市成立環境保護局  

1991  0501  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項(經濟與科
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1991  0701  全省21縣市環境保護局完成設立  

1992  0201  制定噪音管制法  

1992  0201  制定公害糾紛處理法  

1994  1230  制定環境影響評估法  

1997  0823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  



表二、環保行政機關沿革及重要法案與政策(續)  
1998  0702  行政院核定「國家環境保護計劃」  

1999  0120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三次修正，增訂環境行政
訴訟條款  

2000  0202  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00  1027  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後因立法院決議反對，
於2001年2月14日宣佈復工續建  

2001  0426  行政院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成立  

2002  05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改組，由行政院
長擔任主任委員  

2002  0913  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成立  

2002  1211  制定環境基本法  



環境現況 

‧環境現況仍然不佳 

‧民眾陳情事件仍高居 

   不下，帄均每年約九 

   萬多件，且有上升趨 

   勢。 

‧主要陳情之污染項目 

   ：廢棄物與環境衛生 

    、噪音、惡臭、空氣 

    污染、水污染。 

 



結論 

   在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的危害下，台灣環境
人權意識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覺醒。人民經由
反公害抗爭、環境運動和反核運動，促使政府
改變環境與經濟政策，建立環保行政體系，並
強化環保法令的執行，而使台灣環境的保護和
環境人權的保障逐漸獲得改善。但整體環境品
質離健康、安全、舒適的狀況尚遠，仍有待繼
續改善；同時，人民直接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
權利仍有待繼續爭取，以完整落實當代及後代
子孫環境人權的保障 。 

 



  

•謝謝指教  !!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