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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看見東京鐵塔午夜熄燈的情侶，將能得到幸福。「點燈」曾經是人們表現希望的方式，但曾幾何時，

「關燈」卻成為了夜裡更顯眼的動作。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曾發佈一系列名為「Night Lights」的地球夜景照片。從外太空俯瞰，地

球就像是一個被億萬燈火所點綴的金球。欣賞璀璨美景之餘，也不禁令人反思：人們，是否過度濫用了能源？ 

為了供應用電需求，台灣人平均每年的碳排放量為 10 公噸，超過全球平均的兩倍。龐大的二氧化碳加劇

了溫室效應，也造成氣候變遷，如果社會大眾都對此無動於衷，政府與企業又豈會願意正視這棘手難題？ 

⚫ 2019 年 8 月，亞馬遜雨林大火造成的煙塵飄到亞馬

遜盆地外 2800 公里處的聖保羅，天空一片黑。 

⚫ 2020 年元旦，澳洲森林野火讓天空一片橙紅，濃煙

甚至跨越到太平洋另一端的南美洲。 

人類長期過度使用地球資源，導致環境自我調節的功能

異常，生態失去原有的運轉機制，接二連三的反撲令人怵

目驚心。如果我們在使用資源的同時，能先想到生態永續

與生命的連結，是不是就有機會避免掉這樣的災害。燈火

最初是為了照明而存在，直到人們賦予它裝飾、造景、廣告等功能，時值今日，當白晝之夜成為都市慣例

時，你是否想過，冗餘的照明乃是在燃燒大地的未來資本？ 

如果，你也希望讓節能議題為更多人所重視，2020 年 3 月 28 日，請您跟我們一起響應關燈一小時。 

 

關燈一小時目標場域 

1、建築標的：企業商辦、營業店家、公部門等建築物。 

2、其它區域：有意願響應之合作單位企業大樓、建築物區域。 

3、2020 年各地目標響應街道：台北西門町徒步區、竹北客家文化保存區範圍、雲林土庫鎮建國路中山路口、

嘉義市民權路、台南市正興街、高雄市明誠二路、宜蘭市倉前路、花蓮市民國路與節約街… 

 

如何響應關燈一小時 

1、我要參與關燈/填寫線上響應表(以響應地圖方式呈現)  

https://pse.is/QEL87 

2、拍攝響應影片 

https://pse.is/QDVAP 

3、提供關燈前、後照片/關燈時刻影片 

https://pse.is/P67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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