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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2000年6月成立，長期關心臺灣各個環境受害的
角落，關注並E質監督台灣的核電議題、河G流
域議題、廢棄物處理政策，始終秉持「議題結盟、
社區串連、公民行動、永續社會」的理念，推動
以環境正義和社會公平為目標的社會行動。以科
技追蹤企業污染S據與環境表現：透明足跡、掃
了再買、ESG檢測儀檢視企業在 ESG－環境、社
會、治理－三個大方向的表現，讓企業的環境資
料更為全面。
長期關注能源轉型議題，關注再生能源爭議問題，
於漁電0生發展2期6與，及倡議環社檢核機制。



進入社區前的準備

怎麼思考「拒訪」與「溝通」

對於因應對策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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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社區前的準備1



資料性的準備

感受性的準備

訪談前的準備



資料性的準備

•是認識地方的第一步，對於要接觸的社區、社
群、對象等，有大致的輪廓。
•包括文獻蒐集、政府公開資訊、社區聚落、村
里位置、信仰場所、公共建設；魚塭分佈、養
殖物種與型態、產銷、與氣候相關的重大事件。
•資料不是全部，需要實地走訪、訪談，對照這
些資訊性，呈現變動性的地方狀態。



• 蒐集文獻與次級資料
1. 已1版(當地生態環境、社會、產
業狀況 含養殖漁業、農業及其)當地
特有產業發展)(調查報告與學術期2；
2. 中央或地方政府(相關研究報告及
統計資料；
3. 報章雜誌及數位新聞媒體報載資料；
4. 已公告或規3中(空間發展計畫

• 土地使用、公共建設與服4、 生計經
濟、社會關係、文化景觀及其)社經
議題等.大面向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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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性的準備
• .有限的時間內，需要完成某些任務或目的，會
很快的進入框架。
• 先緩一緩，2基這些資料，找「地方感」
1.方向、方位；2.對地方感覺à可能的同理
• 建立對地方初步的感受、好1或疑問
• 養殖漁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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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觀察的重要 vs 案場規劃設計
• 可以透過訪談、對話得到跟主題相關的
看法，但很多實際現況是存在於現場。
• 太快切入目的，會看不到很多東西跟需
求。打開空間，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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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的準備：設定訪談問題（訪
綱）

• 目的：確認內容跟訪談架構，提醒自己訪談時不
要偏離架構

• 訪談者會有主題需要達成，針對這些主題擬定具
體的問題

• 問題包含：基本資料、探索式的問題、具體化的
問題、反思性的問題

• 問題由淺入深，從廣泛背景資訊詢問，逐漸聚焦
具體實例，再進入到反思層次的感受與價值判斷。



舉例
1.你是哪一年開4養魚？à2本資料
2.你從小就想養魚1？是什麼3機讓你想養魚呢？
à探索式
3.你怎麼選擇養什麼魚？養魚最重要的是什麼？
à具體化
4.真的養下去之後，你覺得養魚跟你當初想像的、一
股腦熱情想投入的狀況，有什麼不一樣？à.思





小心使用訪綱
• 要注意，訪綱是提醒不要偏離訪談主軸，實際訪談還是需要以對話形式進
行，非逐字逐句念，訪綱是確保受訪者故事能夠流暢的進行。訪談是一個來回
的過程，按問題順序問不是一件道德的事。

• 要留意，訪談者的研究發問或計畫主題（例如：能源轉型下的公正轉型）不
能直接當作問題問受訪者，必須要轉化、設定實際詢問受訪者的問題。

• 訪綱要多詳細？依經驗多寡。經驗少，需要準備詳細的訪談須知，可能包括預
期追的問題。若熟悉問題，訪談過程可專心聆聽，不需擔心下一個問題要問什
麼。（建議可有兩份訪綱，一份有提醒的給自己，另一份給受訪者）

• 有可能訪問下來，訪談者會發現大部分都不是原來設定的問題，而是針對受訪
者回答而追問的問題。



訪談前的準備-聯絡與了解受訪者

• 聯絡過程是預調的一部分，讓訪談者可先勾勒受訪
者樣貌、訪談議題與相關知識背景。例如，使用臉
書的長者，可能對於學習與使用新工具有動機；約
訪地點與時間，可知受訪者的日常工作規律與生活
場域等。

• 受訪的地點跟時間，可了解日常生活與工作規律。





約訪到實際訪談前

• 如果受訪者有某些特殊知識，像是專業身份或在地知識
的漁民，要先讀這類的專業基本資料。像是漁船、漁港、
捕撈方式等資料，以及重大風災與環境災害爭議事件。
在網上可查到的資料，在訪談時能了解漁民的敘事脈絡。

• 有些資料來自現場觀察，像是工作空間、魚塭環境等，
訪問時適時引用這些觀察，可拉近跟受訪者的距離，甚
至帶出新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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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是田野重要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
• 田野調查涉及不同層次的互動，觀察、共作到訪談，
必須要投入時間。
• 訪談主軸仍需緊扣核心，而不是無邊無際、天南地
北的隨意漫聊
• 訪談大綱設定了訪談的框架，過程不可能事前預測，
必須隨機調整自己。需關係的建立、對話的往來、經
驗的開採，以賦予訪談與研究更活生生的意義。
• 訪談著重「人與人的交會」





怎麼思考「拒訪」與「溝通」2



• 任何田野訪談都有被拒絕的可能
• 沒有人有義務要接受陌生者的來訪
• 受訪者接受訪問並非理所當然
• 建立「拒訪是人之常情」的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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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思考被拒絕的原因，了解田野的社會
特性
• 1.整體社會氛1
• 2.技巧？倫理.題？
• 3.對業者不信任
• 4…
以目前再生能源的社會氛1，要順利的約
訪或進行訪談，確4不23易。



• 拒訪會帶來挫折及自我懷疑。但從被邀請
方來思考，拒訪不是件難以理解的事。用
「拒訪是人之常情」的平常心，非把拒訪
當作對自己人格的否定，才會更珍惜提供
給你資訊的受訪者。

• 如果受訪者是關鍵人物，其他人際網絡可
能提供的協助à間接利害關係人可能是關
鍵人物



有準備的「閒聊」

• 參與觀察結識可能受訪者，之後再約正式訪談。
透過自然交談的方式，降低被拒訪的可能

• 受訪者通常不是經常接受訪問，開場自我介紹
後，最好不要直接切入訪談問題，閒聊形式帶
入正題，有助於受訪者更自在或建立信任



將「溝通」視為互動，傳遞訊息

•過去可能將「社會溝通」的最終目的視為案場
可順利開發， 不過以目前的社會氛圍，要順利
約訪或進行訪談都不太容易。
•將「溝通」的目的視為能夠有所互動、傳遞訊
息跟建立關係，就是一種溝通的達成。
•田野調查涉及不同層次的互動，觀察、共作到
訪談，必須要投入時間。





對因應對策的一些想法3



從在地來的意見多元

•存在已久、業者無法處理：土地所有權（例如
魚塭用地屬國有財產署）
•個人經驗：缺乏光照影響養殖物種
•針對政策、資訊釐清、設施建議等等
•有沒有可能從多元意見中找出共作、共好的機
會？





光電作為在地問題的解方：防災
低氣壓、南風天，最怕池底溫度上升，微生物繁殖加速，機
質腐敗加速，耗盡池底氧氣，造成養殖生物大量的病變及死
亡。養殖漁民會很關切水車的運作跟溶氧
à光電提供魚塭不斷電供電系統



問題的橋接與傾聽
• 許多來自民眾的意見，非業者可以處理，但可作為
橋接角色給相關單位。例如：土地問題；轉業議題；
政策的釐清與延續…等

• 許多共作、共好的可能，來自養殖與生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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