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台灣共舞：永續環境生態之路 

李賢淇
＊

 

                                                        

＊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資深顧問。 

壹、前言 

作者在中央大學通識中心開授「環境

與生態之永續發展」的課程，已然近五年

時光。這緣起於 1998 年一個很偶然的機

會，我與內人毅然決定辭去國外優厚的職

務，接受邀請到中大生命科學系服務。當

我告訴我的同事與朋友們時，他們都很驚

訝我們的決定，但我告訴他們，我們已經

把人生最精華的日子奉獻給美國，協助教

育美國子弟，也該回饋曾養育過我的故

鄉。回國之後，深感台灣的環境污染日益

嚴重，然而一般民眾卻對生態環境過於漠

視，個人認為有必要對此加以宣導；培養

學生具有人本情懷、關懷鄉土與國際意

識，重視全球性和區域性有關環境永續保

護與生態保育之切身議題。近年來，環境

保護與生態破壞和設置廢棄物處理場之議

題，也常因政府或場主與民眾溝通不良，

爭端與抗爭不斷的發生。我期望學生們修

此課程之後也許有一天他們能成為台灣的

「環保尖兵」；應用科學技能及態度來思

考、批判、以及分析有爭議性的環境與生

態的問題。特別是近來隨著經濟高度發

展，台灣用地已經趨於飽和，連帶地環境

生態亦常常遭受到天災與人禍的破壞，著

實對國家未來經濟發展形成困擾，也對台

灣永續發展形成障礙。如果我們能讓民眾

了解到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都是自然界組

織中的一環，它們在物質與能量上均直接

或間接彼此相依存，人們將會以重視環境

與生物互動價值觀的哲理，達成建立永續

環境發展理念之目的。 

與台灣共舞：十六世紀以來，台灣就

被葡萄牙人稱為「美麗之島—福爾摩沙 , 

IIa-Formosa」它的美麗，是因為島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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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傳承著與大自然共舞的生活規律。原住

民的祖先立下了狩獵禁忌，讓族人能夠和

自然共存共榮，島上的居民自此依歲時歷

法作息，尊重自然的運行。台灣因其特殊

的歷史背景與地理景觀，也孕育出豐富的

特有文化。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且多山的

島嶼，其中五岳、三尖與一奇更是享譽盛

名。台灣擁有兩百多座 3000 公尺級的高

山，每一座高山都默默地孕育著萬物山

林，也蘊涵了無限的生態資源。高山的險

峻更是登山客們積極探索與追尋的美景，

高山之嶺有玉山、雪山、向陽山、南湖大

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山脈的

美景。台灣也由於自然環境特殊，蘊育了

相當豐富的野生物資源與生態系統的多樣

性，生物的種類與密度舉世聞名，如此豐

富的生態資源，在學術研究、資源保育，

甚至國際觀光上皆深具價值。 

然而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再加上地狹

人稠且可利用土地有限的狀況下，今天的

台灣，彷彿經過一陣摧殘般，滿目瘡痍，

福爾摩沙這名詞，彷彿不再是美麗島的代

名詞，而是垃圾島的形容詞。祖國台灣生

病了，而且病的很重！不但是環境生態完

全變形，連人文與社會也變質，真令人引

憂。台灣過去的努力，創造舉世囑目的經

濟奇蹟與政治民主的成就，但因忽視環保

的資源損耗型經濟發展策略，也帶來嚴重

的公害與生態破壞的慘痛經驗，例如過去

工程開發在規劃設計與施工時，往往較少

考量到生態環境的因素，也因此導致許多

物種的瀕臨滅絕或甚而消失的狀況。即使

到了工商發達的今天，儘管台灣已成高度

開發的社會，台灣人民在致力從事「經濟

發展」與「拼經濟」的同時，若不再注重

與「自然保育」平衡的發展，未來不僅經

貿科技競爭力會受到國際限制，台灣自然

山林的美景亦將永不復存。 

環境的破壞所衍生的問題不僅是台灣

的問題，其他先進的國家與發展中的國家

同樣也面臨著因破壞天然資源如森林、生

物多樣性、污染水、空氣、海洋等而影響

大氣所造成的氣候的變遷。近年來人口、

工廠、交通車輛與飼養的牲畜等，除了豬

隻的總數有減少外，其餘每一個項目皆逐

年增加。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各種文

明造成的環境污染也在日積月累中。台灣

是一個島嶼，有限的資源與土地是不容許

無止盡地破壞下去的。環境保護的推動，

如何在生活中落實環保，已成為現代人民

追求永續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課題。 雖然

台灣的環保一直是現在社會的重要議題，

但自然環境的破壞造成今日台灣災害的不

斷，無論水災、旱災、與土石流都接二連

三的發生。台灣人對台灣自然環境日積月

累的破壞，已開始釀成這塊土地反撲的勢

力，而昔日的福爾摩沙會變成今日的樣

子，身為台灣人的我們應該好好的檢討並

負起責任。 

永續環境生態之路：在 1992 年里約地

球高峰會後，「永續發展」的理念在世界

各國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的興起。聯合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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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蓋里在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的開幕詞

中，對永續發展的定義是：「發展滿足現

階段的需要，且不損及未來世代的福

祉」，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發展，要滿足

當代、現今的需求，可是必須不損及後代

子孫滿足他們自身需要的發展機會。 要達

成此目標，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路圖 

（Road Maps）;包括產官學以及一般人民

共同協力做好自然的保育、公害的防治、

以及環境規劃的工作。自然保育應落實保

護水資源、大氣、生物多樣性、海洋及濕

地、土地資源、以及防治自然災害的政

策。至於公害防治更應注重大氣公害、水

資源、土壤以及廢棄物公害等等問題。生

活在台灣如果沒做好環境規劃，則不可能

談什麼生態的保護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

要國人合理的土地使用的配合、保留適量

的自然綠地、以及建立生態鄉城、推動生

態工業區，強化綠色產業、鼓勵綠色消費

與採購等，都是可提昇生活的品質好方

法。 

台灣生態環境現況：全島土地面積有

73.6%為高山、丘陵及台地，坡度陡峭河川

下切極深，屬於極容易引發崩塌的自然環

境。在東西寬 144 公里、南北長 394 公

里，幅員 36,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蘊育著

豐富的多樣性原生物種（36,000 種），其

中 33%屬於台灣特有種。台灣地質環境很

脆弱，歷經九二一地震好不容易休養生息

的大地，再經桃芝、納莉、艾利、敏都利

以及今年夏季的海棠颱風接踵肆虐，再度

成為土石流（Debris Flow）的危險災區。

最近的颱風也造成台北縣市淹水和桃園縣

缺水的惡夢！！ 

早期的台灣是佈滿田地的地方，到處

是青山綠水，但經過了從農業國家轉型成

為工業國家到現今高科技產業的過程，隨

著工業科技不斷進步經濟的起飛，人們開

始懂得不斷追求更高層次的享受及更高遠

的目標，伴隨而來的是家鄉的自然環境不

斷的被犧牲，台灣的自然環境也從此漸漸

開始被忽視，並一點一滴地遭受到破壞，

等人們驚覺時才發現到，從前家附近的小

溪已變成人人厭惡的臭水溝，隨處可見的

農地已變成一棟棟的房屋，而眼前所見的

不再是鳥兒飛到農地偷吃稻米或是夕陽將

它美麗的倒影映在清澈的河流上的美麗情

景，取而代之是滿街的汽車、髒亂的空氣

及往來穿梭在馬路間忙碌的人們，經過了

幾十年的變化及進步，人們懂得不再是那

種倘洋在大自然中的悠閒情致，而是開始

懂得如何在最新的科技產品中尋求樂趣，

人們不再是早期的淳樸、可愛及熱情，而

是現今的猜忌、疏離及冷淡，而大自然不

再是只有樹木和綠草而是多了垃圾和污

染，時代不斷的進步，早期熱愛大自然的

人們如今卻變成大自然邁向毀滅的推手，

汙染的河川、山坡地的濫墾、海洋的油

污、空氣的污染都是時代進步先進社會下

的產物。這就是以犧牲美好的環境換取

「經濟奇蹟」的代價！近幾年來，不少台

灣的污染製造者之工廠已外移到中國，但



 

 

‧56‧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三十六期

是生態環境的破壞還是沒有緩和的跡象。 

這些年來，台灣發生了許多災害，都

是因為天然的災害加上人為因素而成。例

如七 0 年代由於農業政策鼓勵開發山坡

地，導致今天中橫山區隨處可見徒坡開墾

種植茶葉、水果、疏菜、山薑、檳榔等經

濟作物，伴隨著墾殖而來的產業道路開

闢，不當開路及拓寬道路 ，增加坡面的裸

露影響地表水的逕流速度，造成崩塌不

斷，山坡地成為潛勢災害的高危險區。再

加上因人多地少及不當的開發，水加加加

扼殺坡地生態，在土壤沖蝕嚴重的地區，

便行成土石流、崩塌、地滑…等等災情！

因此台灣這幾年環境災變發生的原因往往

是人禍多過天災，天災或許我們無法掌

控，但人禍如果我們當初能夠預防便可將

傷害減至最低，但是我們應該要如何避免

將傷害減至最低又是一個問題，人禍造成

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人類從事各項活動。

幸好最近幾年來，因政府大力投入環境科

技與防災應用科技，已減少山坡地的流

失，並設立研判預警系統，早日勸導住民

疏離危險地區，以減少人物財產的損失。 

當前環保問題：台灣地區環境負荷，

在人口、機動車輛、製造業、養豬、初級

能源消費等密度上與歐、美、日等先進國

家相較，頗為沈重。更因環保基礎建設諸

如廢棄物妥善處理設施、污水下水道的興

建、飲用水水源的維護、都會區公園綠地

的闢建，山坡地的開發、焚化爐與核能電

廠的興建與否、以及生態與環境保護等均

未完備，再加上國人「污染防治設施不要

在我家後院」的想法仍相當普遍，以致環

保工作成效不易顯現。許多的企業主到現

在還不能醒悟，他們也許了解自己排放的

化學廢氣會使地球生態受到破壞或是傷害

人體，但是他們以為自己可以倖免於難。

殊不知，地球上所有的生態、生物都是相

依相存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破壞生態

再加上環境衛生的不重視很可能前年的

SARS 再度侵襲台灣，今年的禽流感也隨

時可來臨。 

台灣水資源污染在日益惡化，儘管工

業界有所改進，還是有許多問題有待解

決。今年桃園縣的缺水，因水資源的生態

遭受到破壞、土地不當的開發與森林濫

墾，而冒著水污染與沒水的風險。台灣近

幾年的樹木砍伐嚴重，以致於雨下下來之

後，水份很少被涵養在土裡，而是直接流

入大海中。而在台灣的西部沿海一帶，許

多人都超抽地下水來養殖漁類，似乎以為

地下水庫是看不見的，所以便不把它放在

心上，直到含水層開始乾涸，直到地層開

始下陷或下降。而有的地方一些工廠趁夜

排放化學污水，不但污染了河川、海洋、

甚至更污染了地下水，讓地下水受到重金

屬污染。如果我們不珍惜這些生活中珍貴

的水，台灣遲早會面臨無水可用的窘境。

現在地球環境問題已經十分的嚴重了，我

們應該要建立新的全球環境共識。我們常

可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興建焚化爐或是

垃圾掩埋場時，總是會引起鄰近民眾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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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家

園。我們也要教育大眾用同等的眼光去對

待這個地球，因為地球的污染並不是區域

性的，而是整體性的。我們應要快速的蒐

集資訊，並把這些資訊用來促進民眾了解

全球環境的變遷。群眾必須對現在全球環

境被嚴重破壞的程度有所認知，這樣既得

利益者才不能繼續的破壞下去，我們的地

球需要更多挺身而出，督促政府、企業們

讓地球再度回覆平衡。 

生態與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嚴格：由於

全球人口不斷增加、不當的土地開發及能

源使用，造成臭氧層破壞及地球溫暖化，

進入廿一世紀後，人口、糧食、能源及水

源等問題將日趨嚴重，因此，地球環境保

護成為舉世關注及聯合國積極研商推動的

工作，維持地球長期生態平衡又兼顧人類

發展需要的「永續發展」策略，已經成為

當前世界思潮的主流。綜觀國際趨勢，我

們已見到各種國際環保公約逐步形成，違

反公約的國家勢將遭受制裁；國際公約將

主張工業化國家主動提供財務及技術資源

協助開發中國家，以加速解決其環境問

題；而綠色產品將成為消費主流，環境友

善技術的開發，成為產業持續發展與維繫

競爭力的必然方向。 

另一方面，企業必須快速因應來自國

際非政府組織的自發性環保行動，例如國

際標準組織逐步推出 ISO 14000 環境管理

系列標準，取得符合標準的認證，勢將成

為企業行銷國際必備的護照。在永續發展

的指導原則下，國家建設必須注重大氣層

保護、土地資源、森林資源及海洋資源的

合理保育利用、水資源保護及淨化、廢棄

物妥善處置、敏感生態系統保護及生物多

樣化的維持等等。如何因應環境及生態保

護對競爭力的影響，是國家必須面對的新

挑戰。 

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人類在社會

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可能製造出對於自然

生態系統或人類健康有害的物質。其中包

括廢水、廢氣、生活垃圾、醫療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農藥、重金屬、事業與

農、工業廢棄物及廢熱等。二十一世紀將

是知識爆炸、科技發達、社會結構快速變

遷的時代。誰能掌握科技的優勢，在世界

的舞台上就能扮演著主要演員的角色。多

年以來，台灣經濟享有高度的成長，可是

民眾生活水準的提升速度，相對上顯得不

足。快速發展的結果，使得經濟結構、家

庭與社會結構、以及自然環境產生重大變

革，對人與生活環境、人與生產、以及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重大的衝擊。目前全

球已有一百多個國家著手規劃永續發展策

略，從國家發展到企業競爭與環境污染問

題，由此可知永續環境生態之路已是一項

不能忽視的全球性課題！ 

垃圾戰：當世界資源快速地被消耗時

廢料垃圾以驚人的速度在全球累積，成為

世紀之癌。據我所知，台灣的垃圾之戰，

自 80年代以來，有越演越烈之勢。鄉下村

民為了維護住民的健康；為了阻止飲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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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繼續惡化，不顧一切堅決抵制都市垃圾

往鄉下傾倒。他們有的臥路擋車，有的在

路中間築起水加樁，有的輪流值班以阻止

都市垃圾車夜間偷偷傾倒垃圾。村民們說

他們不願意變成「蒼蠅鄉」、「污水

鎮」，處理垃圾儼然成為台灣政治人物最

頭痛的問題之一。同樣地，核電廠的廢料

也往原住民的蘭嶼島儲存，原因很明顯易

見，無論從經濟或是政治的角度來衡量，

原住民以前都處於弱勢，因此台灣最有爭

議、最危險的核廢料就埋在雅美族的後院

裡。但現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立委們也帶

領群眾以環保與住民安全為由，反抗境內

處置核廢料於他們的鄉土，在社會裡也掀

起大風大浪。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不必要的包

裝，都只是廠商為了取悅消費者而製造出

來的非必需品，其實消費者的習慣是很有

彈性的，除非是特別的商品或是另有用途

的禮品會挑選較為精細的包裝外，像是早

餐店或是速食店過往所採用的泡沫膠容器

都是非常難以處理又非必需的廢棄物，隨

著環保意識的提升，人民對於商品的環保

性有逐漸重視的趨勢，但是這樣還不足

夠，人民的環保意識還停留在被動的階

段，除非是切身的關聯性，不然也還是抱

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 

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垃圾數量極為驚

人，用完即丟是很大的一個人性缺點，為

了求快求方便，卻犧牲了地球的環境，地

球的容量有限，除了我們所知道的合法掩

埋場或是焚化爐，另外有更多更多不為人

知的毒物＆垃圾商人隨意的將廢棄物丟棄

或掩埋，廢水污加就往河川裡傾倒，還有

多少的環境可以承受如此不堪的傷害，先

進國家必須負起更多的環境責任，而並非

將自己家的垃圾傾倒在別人的後院裡就可

以視而不見，我們存在的是同一個地球，

沒有人逃的掉這最後的污染結果，必須一

同承受這嚴重的後果。 

我們的願景：是打造一個安全、健

康、舒適、美麗而永續的生存環境；是建

構一個多元、和諧、繁榮、充滿生機和活

力的社會；是讓台灣成為地球村的優良公

民。我們這塊土地，人才濟濟、活力充

沛，歷史與地理的特殊性，不但孕育多元

的文化，更是我們共同摯愛的母親 --台

灣。目前，台灣正處於能否永續發展的關

鍵點，我們有責任，也有信心克服所面臨

的挑戰。台灣應有更宏觀的視野，認真思

考，未雨綢繆，改變發展觀念，改變國家

經營觀念，以及對生態與生活的態度，以

便挑戰更殘酷的現實困境。我們應決心，

不分族群、性別、年齡、行業和地區，竭

盡所能，攜手合作，以有願景、目標及理

念的行動，共同創造廿一世紀的永續台

灣、活力台灣、魅力台灣及具有愛心、愛

鄉的台灣人民。 

結語：台灣，號稱福爾摩沙的美麗的

島嶼，已經不再青翠碧綠，放眼望去四周

環境，大地籠照在污濁的空氣中，由水加

所建構的灰色城市取代了青山綠水，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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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疾病，骯髒及各式各樣的災禍，台灣

病了，地球也病了，所以我們應該要開始

注意環保問題，從小處做起，拯救我們的

地球。 我們將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提倡節

約簡樸、節約能源、珍惜現有資源、妥善

規劃國土利用、加強生態環境保育，讓後

代子孫永遠保有鄉土之美。未來推動國家

環境保護，應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策

略，推動淨化國土為政策。台灣地區因地

狹人稠，自然資源不豐，如何突破障礙，

建設舒適美好生活環境，如何創造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兼籌並顧的和諧社會，如何

積極主動開創永續發展的清淨國土，都是

我們當前的重要課題。環境保護工作應按

階段逐次提升，持續改善。今後我國環境

保護工作，自當朝生態保育及建立美好舒

適環境方向邁進。告別「想做就做的時

代」，應去除「只要我高興想做就去做」

的荒謬、摒棄沒有公義的自私自利的作

法。今後我國應積極主動發掘問題，溝通

協調及輔導改善，並加強生態環境保育，

提升國民生活品質，邁向永續發展的清淨

廿一世紀，一個可以與台灣共舞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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