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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 Environment

從大歷史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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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決定論 環境可能論 環境共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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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決定論

人受制於天的觀點

個人或集體的行為都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

即受到環境制約或決定(順從於支配地球的自然法則)，自然環境的

影響表現在食、衣、住、行及其他文化的影響至為明顯。

採集
狩獵

留給人類敬天愛人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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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可能論

人定勝天的觀點

注重人類活動改變環境的一種理論。當考察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生

活之相互關係時，著重於人類社會的主體性與歷史性的一種理論。

 環境可能論是以人類的需求及技術能為前題的發展。

 工業革命帶來技術的進步而增加了可能論的說服性，造成人對環境的大規模改變。

 過度的以人為主體的去改變環境結構而失去其平衡時，則環境衝擊便反撲至人類。

農耕
畜牧

工 業
科 技

使人類有進步的推力，
但也產生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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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比其他地球上的動物聰明

工業革命後

開始大量改變自然資源的原型

請問各位師長

在目前現場

有看到哪些原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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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類在怎麼聰明

也沒想到

這些被改變的自然資源原型

而製成的產品

要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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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拋棄型社會邁向資源循環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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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管肉 人造肉 未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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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uj.shu.edu.tw/blog/2021/11/22/%E7%BE%8E%E5%91%B3%E7%9A%84%E4%BB%A3%E5%83%B9%E7%95%9C%E7%89%A7%E6%A5%A
D%E6%81%90%E6%88%90%E5%85%A8%E7%90%83%E6%9A%96%E5%8C%96%E5%B9%AB%E5%85%87/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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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

溫室
氣體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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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
金會（WWF）
發表報告
《Living 
Planet 2018》
（地球生命
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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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利
、
快
速
、
利
益
、
慾
望

世界自然基
金會（WWF）
發表報告
《Living 
Planet 2018》
（地球生命
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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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
(協調)論

生態平衡的觀點

人是生態系統的一份子，故人必需適應其生活的環境系統，減少環

境的反撲(環境災害)，也適當的改變環境，藉以取得生活的利益

• 以生態系統的觀念討論人和自然環境的平衡關係

• 以環境承載力的觀點為人和環境共生的基礎

• 以減少環境災害，永續經營為目的

生 態
永 續

看見與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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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寂靜的春
天。

 環境議題
公共參與。

 美國環境
保護署成
立。

1972

 成長的極限。
 聯合國開始

召開人與環
境會議。

 我們共同
的未來。

 定調永續
發展的核
心價值。

1987
2005
2014

2015
2030

2000

千
禧
年
目
標

 永續發展教
育十年計畫。

 以尊重為核
心，環境、
經濟與社會
三大主軸。

 永續發展目標。
 回到教育關懷。

反思的脈絡與價值
貧窮
飢餓

教育

性
平

兒
童

產
婦

疾
病

環
境

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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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wY3Q3A7wvUE


跨世代 的 責任 與 課題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
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在《我
們共同的未來》定調永續發展

一個滿足當代
需求，而不危
害未來世代滿
足其需求之能
力的發展。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文件中

"希冀建立一個普遍尊重人權和
人類尊嚴、法治、正義、平等和
不歧視的世界：尊重種族、民族
和文化多樣性。一個公正、公平、
寬容、開放和社會包容的世界，
同時也能全面關照到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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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己到
他人

面對未來
的思維

環境的關懷
與連結

制度與反思

意識到全球
夥伴與關係

SDGs的五大面向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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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除貧窮 2消除飢餓 3良好健

康與福祉

4 優質教育 5性別平等 6 潔淨水

資源與衛生

7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8尊嚴就業

與經濟發展

9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

10 減少不平等 11 永續城

市與社區

12 負責任的

生產與消費

13 氣候行動 14 水下生命 15 陸域生命 16 和平正義

與制度

17 夥伴關係

多元族群
弱勢族群

永續農業 身心健康與
社會福利

教育普及與
永續發展教育

性別平等課題

能資源課題 在地產業 產業創新
觀點與發展？

環境公平
正義？

友善、韌性、
防災、文化
資產保存

極端氣候變
遷課題

海洋與河川
課題

生態環境、 
生物多樣性

水資源議題？

消費與生產
循環課題？

反思當前制
度性的課題

多元夥伴
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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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會

威
脅

氣候行動與發展政策可以相互促進。

堅決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並最小化其影響，對於實踐永續發
展目標（SDGs）相當重要。

例如：土地復育、生態系統保護和氣候智慧農業可減少排放，同時
確保生計，尤其對於小規模生產者（SDG2）而言如此。

自然災害和逐漸惡化的環境破壞
導致減少貧窮和破壞生計。不採
取行動以及氣候政策不足會減弱
永續發展。

例如：氣候變化很可能會擾亂食品安全（SDG2）和水資源供應
（SDG6）。由於婦女在食物和水的供應方面承擔著不成比例的負擔，
氣候變化可能會削弱性別平等（SDG5）。氣候變化還可能加劇由於
資源短缺而產生的抱怨和衝突（SD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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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
得獎者
示警：

氣候變遷
是人類
面臨的
巨大威脅

永續發展
是重要的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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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排放最遲必須在 2025 
年之前達到峰值，到 2030 年
減少 43%

我們不能允許任何新的化石
燃料基礎設施 我們需要在所有系統中快速轉型以避免最嚴重的氣候影響，

包括：擴大規模綠色能源; 投資於減碳；鼓勵綠色建築；
重新設計城市；轉向低碳交通；保護生態系統和改善糧食
系統。

到 2030 年，氣候融資必須提
高 3 到 6 倍，以將警告限制
在至少 2度C

無論是透過恢復碳匯或是未來的技術，
需要去減碳以將升溫限制在 1.5C

富裕的人們需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

Schumer et al., ‘6 Takeaways from the 2022 IPCC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Repor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4 April 2022, https://www.wri.org/insights/ipcc-report-2022-mitigation-climate-change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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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ri.org/insights/ipcc-report-2022-mitigation-climate-change


人為導致的
全球變暖
1.1度，引
發了地球氣
候的變化，
這是近代人
類歷史上前
所未有的。

氣候對人
類和生態
系統的影
響比預期
更加廣泛
和嚴重，
未來的風
險將隨著
變暖而迅
速升級。

適應措施可以有效
增強抵禦能力，但
需要更多資金來擴
展解決方案。

一些氣候影響已經
嚴重到無法適應，
從而導致損失和損
害。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將在 2025 年之前達
到 1.5 攝氏度的峰值。

世界必須迅速擺脫燃
燒化石燃料—這是氣
候危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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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需要緊急的全系統轉型，以確保實現
淨零排放、具有氣候適應能力的未來。

降低碳排對於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 1.5 度相當關鍵。

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的資金在這十年必須大幅增加。

確保公平正義的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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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行為決定相關排放，也決定未來溫度

This figure from figure SPM.1 in the United Nations IPCC's AR6 Synthesis Report shows the observed and possible projected global
temperature trends and how they would impact different generations. Image: UN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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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候危機發展氣候韌性的三大元素包含：

氣候、生態系以及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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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

城市發展

透明度

價值觀和標準

能源生產和
儲存

教育系統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提出六種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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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邁向永續發展關鍵的鑰匙。

教育是每個國家的基本權利和進步的基

礎。透過夥伴關係，領導力和對教育的明
智投資，我們可以改變個人生活，國民經
濟和我們的世界。

沒有比教育更強大的變革力量 - 促進人

權和尊嚴，消除貧困和深化永續，為所有
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建立在平等權利和
社會正義，尊重文化多樣性和國際團結和
共享的基礎上責任，這些都是我們共同的
人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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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關鍵因素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 開展有關氣候變化的教
育和公眾意識運動，並確保公眾參與有關該問題的計畫。

教育可以鼓勵人們改變態度和行為；
有助於做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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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如何倡議和實踐有效的氣候變遷教育

֍ 青年可以成為氣候變遷教育的倡議者
和領袖，透過社交媒體和其他管道，
向其他青年和社區成員宣傳氣候變遷
教育的重要性。

֍ 青年可以參與氣候變遷教育的設計和
實施，例如參與學校或社區組織的氣
候變遷教育計畫，提供自己的想法和
建議，並且參與實際的行動和計畫。

֍ 青年可以透過參與社區活動和項目，
例如能源節約運動和氣候變遷行動，
來實踐氣候變遷教育的理念和價值觀。

֍ 青年可以透過參與國際氣候變遷會議
和活動，例如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
約，來發揮自己的聲音和影響力，推
動全球氣候變遷教育的發展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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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教育

課程整合

教育者的教學
和培訓材料

具有抗災能力的
教育基礎設施

社區參與

辨識關鍵的氣候政策和教育政策，以建立
相互協調性

將現實世界的氣候和環境議題納入教
育課程

• 解決氣候變化知識的缺口和教育者短
缺的問題 • 學習那些開發教師培訓工具
的國家的經驗，包括教師手冊、電子學
習平台、教材、策略和人力發展措施

• 發展教育機構的基礎設施，使其能夠
更具抗災能力，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 利用已建成的基礎設施進一步提高學
生和社區的意識

• 與廣大社區互動，將氣候目標轉化為
教育內容 
• 利用本土知識，發展社區實踐氣候適
應目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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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30教育：
仁川宣言與行動架構》

教育是開啟美好

生活的鑰匙，是每
個強大社會的基石，

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的關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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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及大學本體，在社會的發展
過程中，有著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職業和
高等教育，包括大學教育

確保所有進行學習的人都掌握永續
發展所需的知識、態度與技能，具
體做法包括開展永續發展、永續生
活方式、人權和性別平等方面的教
育、彰顯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
全球公民意識，以及肯定文化多樣
性和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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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促使人的心態和世界觀
發生積極轉變的關鍵途徑

教育可以協助整合永續發展的不同面向-包含經濟、社會和環境、
文化。確保發展軌迹以地球上所有成員的福祉爲目標，而不是僅
僅以經濟增長爲導向，從而造成對地球的損害。

永續發展教育必須以尊重自然以及人權、民主、法治、非歧視、
公平和性別平等爲基礎。此外，永續發展教育還應倡導不同文化
間的理解、文化多樣性、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包容以及負責任和
積極的全球公民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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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育改變人，人再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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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技能

態度
價值

學科
跨域
認知
脈絡

認知、
後設認知
社會、
情感
身體、
實用

期待

行動

反饋

創造新價值，

包括：適應力、創意、
好奇心、開放思維。

承擔責任，

包括：自我管理、
自我效能、責任
感、解決問題能
力。

調適矛盾
和困境，

包括：同理心、
系統思考。

OECD核心素養直指面對SDGs

OECD在學習框架2030文件中，提出核心素
養重要核心價值，關鍵在於目前學子的學習，
希冀透過核心素養的促進，能面對未來的環境
與促進人類未來的福祉，而OECD直指最關鍵
與重要的便是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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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化轉譯與多樣化
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
力相結合，以解決社
會問題並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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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感和海
洋學數據
的利用

氣象和其他觀
測數據的利用

智慧城市

全球創新生態系統

互聯網建設

智能電網系統

賦予婦女權力

數位學習系統

預警警報系統

智慧農業

科技與技術是為了面對回應社會議題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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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者
溝通倡議者

行動支持者
熱情傳播者

改變創造者
教育傳遞者

未來創新者

期待

貢獻合作者
激勵影響者

領導變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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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革創新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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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氣候危機的認識不斷加深，
很明顯，如果沒有環境正義，

社會正義就不可能存在，
社會企業正在對此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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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家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非常關切。其中84
％的人認為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緊急情況。在這個
群體中，有75％的人主張採取迫切行動，做出一切
必要的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97％的社會企業家非
常或稍微擔心氣候變遷將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對他們
個人產生負面影響。

對於氣候變化的擔憂正在轉化為實際行動。社會企業
家不僅正在塑造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還積極採
取措施來減少他們企業運營所帶來的負面環境影響。
66％的社會企業家積極參與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組織，
旨在對抗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同時68％的企業家正在
積極採取措施來減少他們企業運營的負面環境影響。

85%的年輕社會企業家在推進氣候行動的努力中遇到
挑戰。在這個群體中，有68%的人認為缺乏財務資源
是最常見的障礙，其次是缺乏與相關合作夥伴的聯繫，
分別佔55%和缺乏教育和培訓，佔46%。

然而，年輕的社會企業家仍致力於推進氣候行動，並
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出貢獻。儘管面臨多
重障礙，80％的年輕社會企業家希望透過他們的組織
更積極地應對氣候變遷。同時，受訪的年輕社會企業
家中有56％已經開始採取行動，為他們的組織應對氣
候變化的影響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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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era
這是一家開發農業技術的企業，能
夠在不受氣候條件限制下穩定生產
蔬菜作物。他們的專利技術
「Moisculture」允許作物在使用傳
統農業所需資源的一小部分情況下
生長。他們的Moisculture纖維充當
偽土壤，增強植物毛細根的潛力，
使其能夠種植高產作物。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Encamp Adventures 
一家以面對氣候變遷使命為驅動的企業，提供印度東北部的旅行體驗。他們是「旅遊
業宣佈氣候緊急狀態」倡議的簽署者，並正在開發自動化的碳足跡計算機，以實踐從
旅行行程中全面測量碳排放。重要的是，這個計算機使用科技介入和涉及造林和以自
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來建議碳減排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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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家在組織中推進氣候行動時面臨多重障礙。

同時，許多年輕人希望透過他們的組織更多地應對氣
候變化及其影響。領先的創新研究、設計氣候智能解
決方案、推動氣候行動的倡議以及擴大現有的氣候倡
議計畫成為增強氣候參與的最常見領域。

年輕人以其創業精神，積極努力，致力於解決氣候變
化對他們社區的影響。年輕社會企業家保持樂觀，並
準備與氣候行動者合作，加強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
化，為所有人建設一個具有彈性的未來。

年輕人是未來。當我們談論永
續的未來時，年輕人承擔著在
氣候行動上產生影響的責任。
改變從我們自己開始。

年輕人正在參與全球氣候解
決方案的對話，積極參與並
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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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意識到現實充滿困境時時，我也同時瞭解到，這也是唯一能找到真正幸
福的地方。因為現實是真實存在的。」

”That was when I realized, as terrifying and painful as reality can be, it's 
also the only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true happiness. Because reality is 
real.“

---《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人類每次正視自己的渺小
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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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自我覺察

僅
限
Le
t’
s T
alk
 ：
「
環
境
永
續
-淨
零
排
放
」
分
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何昕家

永續。淨零。科技
反思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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