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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人類世呼喊淨零
當你下功夫做了一副可以改變觀點的鏡片，你很難不用這副眼鏡去看萬事萬物。

－ James C. Scott 1999 ／梁晨譯 2023: #98

「氣候變遷的問題是可以充分解決的。」在為減碳所苦的年代，這無疑是人人都想聽到的

消息，只是，當東京大學學者齋藤幸平寫下這段話時，大概沒有一絲喜悅──因為，他

要訴說的並不是可預期的未來，而是無可挽回的過去。1988 年 6 月下旬，NASA 科學家

James Hansen 在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時指出，全球暖化確實存在，而且幾乎無疑是人類排

放的二氧化碳等氣體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我們那時就正視這個警吿，世界會不一樣嗎？齋

藤推算，只要全世界在 1988 年後就以每年減少 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積極行動，氣候變遷

將可解決。但現實是，隨著冷戰結束，資本的力量在世界各地瘋狂找尋新的獲利空間，資

源耗用不僅沒有因為 Hansen 的警吿而降低，相反的，人類在 1989 年冷戰結束後消耗的化

石燃料，約達到人類歷史上使用總量的一半。1 換言之，對環境的倡議在資本的輾壓之前猶

如螳臂擋車──直到發現這很有可能是一輛失速列車時，才倉皇無措。

不過，就永續論述與建制來說，我們所擁有的也比過去更厚實，得以成為面對無可迴避

的轉型議題時的重要理路。1987 年《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出版後，永續發展日受重

視、1991 年的地球高峰會簽訂各種環境與氣候相關的協定、2000 年前後的 8 項「千禧

年發展目標」，到 2015 年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永續發展的內涵也已發展到能體察結構差異，面對不同群體在政治、社會與經濟

的落差，從而鼓勵行動者選擇更細緻的方式，呈現出永續議題所涵納的幽微張力與可能潛

力，從中尋找到前進的路徑。2

 1  參見齋藤幸平（2020 ／林暉鈞譯 2023: #602），齋藤的碳排數據引自 Wallace-Wells（2019 ／張靖之譯 

2020）；關於 James Hansen 參與聽證會的報導，可見 Shabecoff（1988.06.23）。
2 《我們共同的未來》對永續發展提出了經典而模糊的定義成為理論家在思考永續議題時重要參考，相關實證
的方法可參考 Nordhaus（2021 ／周宜芳譯 2022: ch8）。對《我們共同的未來》的批評也不少，可參考：
紀駿傑（1998: 146）、曾裕淇、徐進鈺（201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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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念到行動需要時間醖釀與社會對話，今日的我們已能更淸楚地拒絕線性的發展思維，

也更願意去思考如何讓人的基本需求與地球環境都受到支持。在我們應該如何前進的議題

上，Kate Raworth 利用「社會基底盤」與「生態天花板」而設計出的「甜甜圈」（圖 1），

提供了較為系統且全觀的思考：

•社會基本盤：構成甜甜圈的內圈，關注：水、能源、人際網絡、和平正義等人類生存必

備的基礎，當這些基礎匱乏時應透過行動盡力補足，確保正義。

•生態天花板：構成甜甜圈的外圈，關注：氣候變遷、臭氧層破壞、空氣汙染等環境議題，

當生態超限時，應積極行動避免持續傷害環境，確保安全。

圖 1 顯示，我們應努力讓人們「在生態上安全，就社會的角度來說也符合正義」的空間之

內，3 這因而是一個雙面作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當倡議者與行動者意識到內、外圈的議

圖 1：甜甜圈：二十一世紀的指南針
重繪自：Raworth（2017 ／范堯寬、温春玉譯 2020: #721）

 3 引文出自：Raworth （2017 ／范堯寬、温春玉譯 2020: #705-17）。事實上，Raworth 所提出的觀點並非
思想實驗而已，在甜甜圈經濟學所涉及的人類福祉與生態超限的兩個面向，的各指標都是可以被測量的，
討論可見齋藤幸平（2020 ／林暉鈞譯 2023: #1173-82）對 O�Neill 等人研究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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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實彼此交織時，將有機會讓我們收穫甚豐，擧例來說，當人們體認到強迫勞動不只是

嚴峻人權剝奪，更會造成難以挽回的環境破壞時，那些為了終結奴役而來的行動，將不只

提升社會基底盤諸多短缺的人權議題，也回應生態天花板的超限問題。4 但這種兩面性有時

也會產生張力，能源轉型可能是最好的例子。能源轉型是回應氣候變遷的關鍵行動，不過，

要實現能源轉型則需要更多的關鍵礦物，但大量開採關鍵礦物必然會對環境與社會產生挑

戰，除了影響到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土地利用模式，以及產生更多的廢棄物外，更有不

少礦物是由童工手工挖掘，5如果沒有妥善管理供應鏈，將會連帶產生更多難題，一有不愼，

能源轉型與人道危機將只有一線之隔。

正因為是在急需行動的緊要關頭，我們更應重申永續淨零與社會公正的連結，讓人們得以

在行動時從不同的視角彼此回望、相互提醒。畢竟，「我們如何看待最陌生、最無助和最

無聲的人，將決定我們在這個路口做出來的選擇」。6 這也是我們在討論淨零時，不能忽視

社會轉型的原因。

4 奴役與環境議題的分析可見：Bales（2016 ／江玉敏譯 2019）。 

5  Daniel Yergin（2020 ／季晶晶譯 2022: #5271-82）。
 6  Bales（2016 ／江玉敏譯 2019: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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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轉型作為方法
治理議題的決策，需要受影響的各個利害關係人彼此協商，極可能曠日廢時，但這就是民
主與多元包容的社會，邁向更美好新科技的代價

－ Frank Pasquale 2020 ／李姿儀譯 2023: #391

在《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下稱：《淨零路徑與策略》）的規劃中，

我國的淨零排有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與社會轉型等四大策略，每種轉型策略都

有相應的效果，齊頭並進促成淨零的成功，7 當中，社會轉型的工作積極叩問，如何透過細

緻的社會對話、弱勢盤點、強化參與等不同的努力，讓淨零討論能深化為「化衝突、風險

為機會的社會轉型工程」。中央研究院也在《臺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中強調，透

過參與和對話，「使社會大眾認同零碳轉型的概念並願為之付出」，以及盤點衝突並設定

相應機制，「減少淨零轉型成本與風險的不均勻分配，以及可能引發的衝突抗拒」，才能

讓減碳轉型兼具公平正義。8 該建議書也進一步指出，社會轉型所欲回應的淨零社會議題可

概分為兩大層面（圖 2）：

•個人認知／行為層面：價値觀轉換、提升意識／感知、改變行為。

•社會制度／機制層面：強化公民參與、促進社會溝通、落實轉型之公正性。

個人認知／行為層面 社會制度／機制層面

改變行為

提升意識／感知

轉換價値觀
（長期）

落實轉型之
公正性

促進社會溝通

強化公民參與

政府誘導作為

設施
科技
資訊
法規
誘因

…

淨零排放
社會轉型

政府需要誘導並促成諸多、
有效的減碳行動

增加助力  增進個人
社會認知與接受度

減少阻力  降低社會
抗拒紛爭、不公平及負
面衝擊

個人參與作為

利益
態度
信任
資訊

…

圖 2：淨零排放的社會面向議題。
重繪自：中央研究院（2022.11: 351）。

7 參見：國家發展委員會等（2022.03.30: 12）。
8  參見：中央研究院（2022.11: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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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顯示，無論個人行為還是社會制度，都有著層層遞進的關係，同時這兩個層面其實也

彼此影響：政府也許不容易促成價値觀的轉化，但能夠透過規範促成人們改變行為，而公

民則透過一次次的參與來表達自身的態度、獲取資訊，從而影響政府作為，並由此確保轉

型過程的公正性。

總體而言，無論是強化個人的認知、產生行為改變，還是透過制度性的設計，強化公民的

參與及落實轉型過程中的公正性，都會需要國家保持開放，鼓勵社會透過有創意的方式介

入其中，才能促成這些成果。而國家保持開放的第一步，即是透過公民參與來實現。

（一）公民參與

在淨零轉型中落實公民參與，是尊重公民作為能源使用的主體，邀請公民為自己想要的未

來發聲，更能盡可能化解矛盾、實現共好。更進一步說，公民參與能使社會團體得以提供

自身的經驗與觀察，促成更好的決策品質，同時，也邀請受到衝擊的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

產生影響，從而提升課責性。9 因此，當公民社會能夠被賦權成為淨零工作中的積極行動者

時，才能「發揮社會力之豐沛能量、彈性與創造性，互補行政部門角色之不足，提高轉型

過程整體社會之韌性，眞正落實『盡力不遺落任何人』。」10

不過，我國在公民參與的工作上還有許多待努力的空間。針對公民參與的實踐狀況，吳心

萍提出「由社區直接主導公民電廠」、「再生能源應由農村居民主導及參與」及「學校屋

頂應結合能源敎育，公有屋頂應和都會區居民共享」等建議，力求強化公民對話，並將公

民電廠納入我國的淨零目標。11 而就公民參與的品質來說，不少團體在參加完社會溝通會

議後看見社會溝通會議有僅流於意見蒐集、缺乏發展規劃難以評估成效，缺乏經費使用說

明等缺失，因而要求政府修正社會溝通會議的辦理方式，並規劃長期溝通。12

只有良好的公民參與才能確保轉型的公正，因此，在公民參與的工作上，應持續擴大連結的

不同利害關係人，更系統性的思考如何透過公民參與，同時促成其他淨零目標的實踐。13 更

9 參見：吳心萍（2022.04.28）；周桂田、王瑞庚（2022.11.28）；吳奕辰、張朝翔（2023.01.17）；中央
研究院（2022.11: 359）。
10  本段引言出自：國家發展委員會等（2022.03.30: 53）。
11 參見：吳心萍（2022.04.28）。
12 參見：地球公民基金會（2022.10.17）。
13 例如，中央研究院（2022.11: 365-7）曾比較自行建置、廠商承包與公民電廠等三種模式的優缺點，在彙
整比較後指出：公民電廠的模式「較傳統自行建置及廠商承包較能兼顧社區居民、養殖業者、地主等之利益，
達到公正轉型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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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辦理社會溝通的相關單位更應體認到，有品質的社會溝通仰賴人們能夠對議題有

所了解、對願景有所想像、對策略有所對話，14 只有齊聚這些要素，才能避免社會溝通流於

空談。最後，政府在規劃公民參與時也應更具公平性與包容性，才能有效的回應《巴黎協定》

精神，確保淨零轉型能在公民參與的支持下，同時促成人權的保障與社會的賦權。

（二）公正轉型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在 2015 發布《公正轉型指引》

（Guidelines for a just transition）指出，低碳轉型會對就業與生活產生正面效益，但也會對

勞工就業、企業營運，民生能源使用等面向有所衝擊，因而應透過公正轉型的原則與政策

確保轉型的公正與包容。15 我國亦將公正轉型列入「淨零轉型 12 項關鍵戰略」中，並強

調公正轉型有三大要素（圖 3）：

•肯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習慣、需求與觀點的「肯認正義」。
•確保利害關係人能夠有效參與，並有相關機制能解決爭端的「程序正義」。
•如何補償與分配淨零轉型的成本與利益，盡可能達成公平的「分配正義」。

圖 3：公正轉型三要素。
重繪自：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04: 7）。

公正轉型

程序分配

肯認

14 這些要素出自賴偉傑在接受訪問時的觀點，參見：吳奕辰、張朝翔（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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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踐公正轉型，我國也識別出勞工就業、產業轉型、區域發展、民生消費、政府治理

等五大課題。以「勞工就業」為例，淨零轉型極可能影響到高碳排產業勞動者的就業前景，

此外，淨零雖然會產生綠色就業的機會，但也可能衍生不同的就業技能，因此，勞動者需

要在適當的技職調整之下，才有可能順利回應淨零的衝擊。16

在這條實現公正社會的路上，公正轉型的任務並不僅於描述直觀的衝擊圖像，更要能促成

對不平等的細緻觀察，作為社會轉型時的重要參照。因此，無論是辨識能源弱勢、將排放

與階級的議題納入分析、將平等視角引入氣候政策，甚至是區辨淨零對哪種年齡區段、哪

種就業模式、哪種企業規模的勞動者將有著更大的影響，都會是我國公正轉型必須更仔細

謹愼處理的議題。17

15   參見：ILO（2015: 5）。
16 參見：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04: 20-4）。
17 參見：陳禹嫺、劉仲恩（2023.07.16）；趙家緯（2023.07.16）；吳奕辰、張朝翔（202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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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零與心智障礙服務的交互影響
再迷人的理論或概念辭彙、知識，都仰賴其與不同生命現場和地方的來回參照

－魏明毅 2023: #1316

在淨零永續的議題中，障礙者的權利與參與日漸受到重視。18「如果不明確關注為障礙者

創造機會，」ILO 在 2022 年 11 月發布了探討障礙議題與公正轉型的政策簡報中強調：「社

會包容的綠色經濟目標將難以實現。」19 為了實現此目標，ILO 也說明了政府、企業、障

礙團體等不同利害關係人應扮演的角色。20 但也許是議題尙在發展，台灣目前仍較缺乏探

究淨零與障礙議題的討論。為了描述淨零與心智障礙服務的互動，我們將依循著公正轉型

的步驟：辨識對象、辨識影響、構思配套（圖 4），提出一些觀察與思考。21

處理公正轉型的重要工作

圖 4：公正轉型的基本步驟
重繪自：張朝翔（2023.01.17）

以心智障礙者來說，年齡、支持密度、居住與就業等經驗、經濟條件等面向的差異，可能

會影響心智障礙者在面對淨零議題所遭受的衝擊。我們不難想像，一位「與家人居住、在

紙箱廠工作」的 45 歲心智障礙者，跟一位「在社區中獨自居住、在加油站工作」的 29 歲

心智障礙者，或另一位「接受社區居住服務，在庇護工場工作」的 35 歲心智障礙者，他

們對淨零永續的認知、所遭遇的衝擊、應變的韌性等都會有所差異。

在此，我們的目的並非逐一說明潛在的交織特質，而是希望勾勒出淨零議題在障礙服務中

必然存在的複雜性。這樣的複雜性會迫使我們提出細緻的行動，而非幻想一體試用的配套，

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這種複雜性不會只出現在障礙議題上，因此，從障礙議題入手進

受衝擊之
對象

細緻辨識不同的
受影響群體，優
先辨識脆弱群體

辨識
影響大小

實際衝擊與影響大
小、規模、範圍

配套
措施

公民參與機制、
經濟投資或補
償敎育輔導

18 關於障礙議題與環境議題間缺乏對話的討論，可參見：Imrie 與 Thomas（2008: 478），較系統性的對話
則可以參見：Jodoin et al.（2020）。
19 參見：ILO（2022.11: 3）。
20 參見：ILO（2022.11: 14-16）。
21 這三個步驟參考了劉仲恩在接受訪談時的觀點，該訪談也分析了台灣的公正轉型熱點，以及如何進行更好
的決策設計與社會溝通，可參見：張朝翔（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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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也許乍看之下難以連結，但終究能成為整體社會在思考社會轉型時的參照。再接

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嘗試先了解心智障礙者對淨零（及衝擊）的認知、行動。

1. 先把衝擊放進括號裡
就業相關的影響可能是最容易想像的衝擊，那麼，就心智障礙者的感受來說，實際衝擊會

是什麼？我們認為，也許要「先把衝擊放進括號裡」。我們發現，儘管我們相信未來一定

會產生衝擊，但在當下，也許是因為我國近年才發布淨零相關的政策文本，淨零的相關政

策仍在發展中，而可能會產生較大衝擊的變化，則要再等十年的時間才會出現，22 因此，

就目前的狀況來說，淨零造成的衝擊更常被認為：

•不明顯：自動化、數位化相較下可能會產生更明顯的衝擊。

•不急迫：還要很長的時間才會發生。

•不容易想像：因為資訊不夠，無法評估衝擊的大小。

2. 無意識的永續行動者
從生活面來討論，我們也發現，心智障礙者往往是「無意識的永續行動者」。整體來說，

心智障礙者對氣候變遷其實有所察覺（更細緻的說，極端氣候的感受較強、暖化的感受性

弱），同時，也對節能減碳、回收環保、保護地球等詞彙朗朗上口，只是，大多沒有辦法

說明為什麼要節能減碳，在生活經驗中，也很難察覺有什麼是跟節能有關的事情。但就行

動上來說，心智障礙者則幾乎是綠生活的實踐者──無論是攜帶環保杯、環保餐具、搭乘

大眾運輸系統、設定適當的冷氣溫度、不過度消費等，只是，我們必須指出，心智障礙者

往往不是出於理念而做這些事情，更多時候，是由於被要求或跟著同儕行動。

3. 再了解一點點，才能說什麼
事實上，只要支持者願意提供適當的資訊，支持心智障礙者從生活中的經驗去思考生活的

小難題，或者，從現在去想像未來可能的衝擊，心智障礙者就能淸楚地掌握淨零轉型可能

會產生的衝擊。那麼，心智障礙者有可能針對淨零的事情有所發言、倡議或參與嗎？心智

障礙者對此的信心則較低，往往表示自己需要「再了解一點點，才能說什麼」。因為，淨

零的議題大多只能從新聞中偶爾得知，無論是在同儕間的討論，還是專業工作者的活動設

計上，往往不會被當成重點，同時，也沒有既有的易讀工具，更讓心智障礙者在討論上出

現難題。

22 如 2040 年會禁售燃油車，可能影響一般性就業。在此，我們尙不容易評估可能性的高低，一方面是因為，
心智障礙者比起其他障別較少擔任加油員，更可能從事洗車相關的工作，其衝擊的狀況似乎無法與加油一概
而論；第二，中油現在也出現來速咖啡等新型服務，是否有機會成為心智障礙者可順利轉換的業種，也値得
留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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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致盤點心智障礙者對淨零的認知之後，下一步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因為衝擊不顯

著就額手稱慶了？我們認為當然不是，因為，心智障礙者無法具體的描述淨零的衝擊，而

專業支持者同樣難以察覺，這背後的落差正顯示了我們目前的公正轉型論述只停在提供言

之成理的敘事，未能更細緻的辨識差異，同時，也顯示了公民參與的不足，無論是心智障

礙者還是提供專業支持的人，都沒有被納入社會溝通的範疇之內──「我們現在只是想不

到衝擊，」專業支持者如此提醒我們：「但等到衝擊眞的來了，我們可能早就來不及了。」

在淨零的路上沒有人有全知視角，因此，尋路共行也就成為在落地支持過程中的緩步調適。

我們認為，可以把淨零與心智障礙支持的關聯以三個同心的行動圈加以整合，分別為：反

思現況提出個別化服務的「落地支持圈」、反思支持經驗進而提出培力策略的「協作培力

圈」，以及從反思障礙服務與永續的關係而積極行動的「作伙修補圈」，如圖 5。23

在最後的討論中，我們會簡單說明不同行動圈的可能內涵，希望拋磚引玉，成為未來深化

心智障礙服務與淨零討論時的參照之一。

（一）落地支持圈

1. 如何在日常中帶入永續議題？
以心智障礙者在社區生活中的經驗為基礎、設計支持，是最能結合永續與障礙服務的視角。

包含：買早餐的時候要不要拿塑膠袋（或者自備環保袋）、如何節約能源使用（有時候冷

作伙修補圈

與心智障礙者
尋路共行

協作培力圈

落地支持圈

圖 5：整合支持、培力與修補而促成行動
出處：由團隊自行繪製

23 這裡的分析方式參考了《循環台灣》一書中針對循環圈的觀點，循環圈的原型資料可參見：黃育徵、陳惠
琳（2021: 272-4）。作伙修補的概念則參考了 Mol（2008 ／吳嘉苓等譯 2018）在討論照護實作時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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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溫度設定也會成為衝突點），認識惜食標章，甚至是操作循環回收機（以相關設備確

實存在於心智障礙者所生活的社區中為前提）等，都可以作為活動設計時的基礎。

2. 如何在日常活動中加入淨零或永續的小行動？ 
在適當的設計下，將個體能夠實踐的淨零小行動融入志工活動、共融活動中，也許能成就

障礙者參與永續社會的另類想像。比如，在心智障礙者的經驗中，淨山或淨灘即是一個能

在社區中自然被看見、有互動、收穫正向回饋的經驗。

3. 如何克服淨零的資訊壁壘？
在提供心智障礙者支持時，應協助轉譯專業的詞彙、盡可能的具體，並與生活有所連結。
24 除了課程與討論之外，搭配有趣的活動設計（包含遊戲、參訪等）也能產生不同效果。

此外，不同參與者的生命經驗也會有所差異，對於衝擊的理解也可能不同，而專業支持者

的任務，即是以促成心智障礙者討論為核心，以產生培力的效果。25

4. 如何推介綠領就業？
綠領就業雖然備受重視，但目前應持續了解相關職種的屬性、與障礙者的適配度等，另外，

比起既有的就業選項，因應淨零而來的綠領工作可能仍較不穩定，但既有的就業模式也有

可能在未來遭遇淘汰的壓力。因此，除了找尋並經營能讓障礙者參與的綠領工作之外，在

專業工作的規劃與執行上，必須比起以前更容許挫折、風險及不確定性。

5. 如何掌控案場的能源轉型趨勢？
在淨零轉型的要求下，必然牽涉到工作現場的調整，從保障心智障礙者就業權力的角度出

發，我們有必要釐淸這些調整是否會影響到障礙者的就業權利、以及如何提供支持，讓心

智障礙者能夠更平順的克服轉型挑戰。

（二）協作培力圈

1. 如何擴大議題的縱深、連結不同社群？
為了因應淨零的挑戰，我們應該找到能一起合作的對象，包含但不限於：長期投身障礙工作

24ILO（2022.11: 7）指出，芬蘭在提供氣候變遷資訊時，即有提供包含易讀、手語等的資訊平權措施；
另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亦關心氣候變遷下的障礙人權議題，並將相關資訊製作成易讀本，相關資料參見：OHCHR（n.d.）。
25 了解障礙者的實際經驗，將之納入我們對氣候變遷、淨零議題的知識體系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觀點調整。
如 Abbott 與 Porter（2013）反思既有的討論皆強調障礙者在面對氣候變遷時的脆弱性，反而忽略了障礙者在
面對災害時的知識與韌性。類似的觀點亦可見：Bell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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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群、環境倡議的夥伴、關注勞工權益的團體，以及關注弱勢（移工）的社群。只有擴大

連結，才能讓障礙議題持續被看見，同時，避免淨零轉型的衝擊轉變成弱弱相爭的困局。

2. 如何提升專業人員的淨零認知？
要在一線服務現場提供淨零相關的支持，對目前的專業工作者而言並不容易，因此，應當

先提供專業人員、行政人員相應的課程與培力，才能在實務工作的現場有所覺察、將淨零

的議題帶入工作現場，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3. 如何把握循環經濟產生的機會與挑戰？
隨著循環減廢的模式日漸成熟且受重視，我們發現，相關企業也將價値鏈中的淸潔工作交

付給社福團體，26 這既是社福團體在淨零永續上的協力實踐，更有可能納入既有支持模式

中。但隨著循環的商業模式擴大、27 待處理與淸潔的循環物增加，如何鼓勵企業持續選擇

與社福團體合作，可能會是未來的挑戰之一。

4. 如何將無障礙帶入淨零的脈絡？
因應氣候變遷與淨零，將可能會有更多的基礎建設、公共服務的開展。我們應留意並倡議

相關資源的投入應兼顧無障礙的需求，以利於障礙群體的資源近用；在提供重要與緊急資

訊時，亦應考量相關資訊的無障礙，以確保障礙者能夠了解與自身相關的重要或緊急資訊。

（三）作伙修補圈

1. 如何把握時機、擴大公民溝通？ 
如果我們可以預期淨零會對就業產生衝擊，同時，我們也知道心智障礙者也會在衝擊之列

中，那麼，在相關工作的推展上，就應該要有心智障礙者的聲音。28 肯認心智障礙者有權

利參與淨零討論，擴大「社會溝通會議」的參與對象，能包含心智障礙者、障礙團體，以

及專業工作者，才有可能盡可能不遺落任何人。

2. 如何回應社福團體的脈絡，提供可能的彈性？
社福團體的能源使用議題往往與勸募、補助等結構相依。比如說，當社福團體需要勸募二

手設備、在陳舊的大樓中辦公，這些都可能會導致社福單位的能源耗用居高不下。另外，

26 如配客嘉與第一基金會、伊甸基金會合作；台灣萊雅與中華基督敎救助協會合作。
272023 年 07 月 01 日起，正式施行「網際網路購物包裝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要求大型的網購平台
需著手規劃包材減量，有機會成為循環包材的重要利基。
28 相關案例如辛巴威，可參見：UNDP（2022.11.0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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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與核銷的規定，也會影響到社福團體在淨零時代的調適，29 因此，如果期待社福

團體能有所調適，主管機關的態度將是重中之重。

3. 如何擴大綠電公益？
當前已有不少結合綠能與公益的行動，連結不同的資源，支持社福團體取得「永續」財源，

或回應能源脆弱性的問題。30 但以建置屋頂光電為例，受贈團體須先有「自有屋頂」才行，

相較之下，公辦民營的場地便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這些公有屋頂是否釋出，釋出後的合

作模式為何，都會是公民參與的重要議題。

4. 如何思考淨零趨勢下的障礙服務？
為了讓社會轉型更為平順，政府有必要盤點手中的政策資源，開展多元的布局可能。比如，

使用綠色金融的工具，在引導企業轉型時，同樣鼓勵企業重視員工的權益，增加轉型的公

正性。31 我們認為，障礙服務的建制同樣値得留意。為了支持障礙者順利就業，就業服務

員在開發就業機會時，往往也會需要投入心力經營雇主，了解案場的需求。如果我們結合

淨零轉型的經費資源、適度調整對專業工作者的案量要求，鼓勵其了解淨零政策、把控案

場趨勢，或能成為心智障礙者在面對淨零衝擊時候的協助力量之一，更可作為淨零趨勢下

的創新模式。

5. 如何形構更健康的夥伴關係？
社福團體除了仰賴民眾善款與政府補助，也非常依賴企業端的資源挹注。在淨零的趨勢下，

無論是對政府、企業，還是民眾來說，都會改變經費使用的布局，這將會對社福團體產生

巨大的衝擊：大企業的經費分配狀況是否足以維持既有的公益協作模式？ 32 民眾是否可能

為推升的能源價格而減少捐款？在結構性議題的交互影響之下，公益團體將要如何維繫自

身的價値與服務？如果社福團體無力在提供基本服務，終究會衝擊到整體的社會安全議題，

因此，討論如何建構夥伴關係，現在也許正是時候。

29 如，當政府補助款需要用購置設施設備時，單位就不會選擇「以租代買」的循環經濟模式；當核銷不能使
用電子帳單時，單位就會避免使用相關工具；當評鑑必須要影印大量紙本資料時，節約能（資）源的耗用有
時更像是空談。
30 如陽光伏特家、太陽人全民電廠等。
31 關於綠色金融的觀點，我們參考了 ILO 的建議，可參見：ILO（2022.11: 15）。
32 另一個更艱難的問題可能是，如果要求企業矢志追求成長的（股東）資本主義，正是環境遭受傷害的根本
原因，只有大幅修正既有發展模式才能實現淨零永續，那麼，翹首盼望企業支持的社福團體，將如何在淨零
時代思考自身的境遇？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成長與環境破壞的討論，至少可以參見：Raworth（2017 ／范堯
寬、温春玉譯 2020）；Hickel（2020 ／朱道凱譯 2022）；齋藤幸平（2020 ／林暉鈞譯 2023）；Ross（2021

／周怡伶譯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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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故事開啟對話
生命不需要我們事事校正－ Richard Powers 2021 ／施清真譯 2023: #64

淨零也許是一個比較新的議題，但思考這個社會要如何轉型、如何在轉型的過程中公正的
關注每個人，卻從來不是陌生的討論──畢竟，那些關於產業轉型的故事，在這座島嶼上
流轉已久。33 就此來說，在社會轉型的路上我們欠奉的，可能是進入不同的故事裡，以共
同體的視角出發，去尋求更多的提問與更好的對話。

在此，我們關注公民參與及公正轉型，希望從社會轉型的策略上，期許臺灣可以有更具包
容性的綠色未來。同時，我們也期待透過這些討論來澄淸，所謂的包容性，並不是純粹指
向一群人的權益，而是有機會開啟另一種思考政策的典範。

首先，如果我們重視參與、包容性，我們會知道，每個人的參與都將開啟不同的可能，此時，
與其去敘說一個鉅細靡遺的宏大圖像，倒不如透過完善的制度設計去預留空間，眞誠的鼓
勵每個行動者在這個議題上為自己做出選擇──當然，比起選擇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自
己只是人，是會犯錯、很難每次都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因此，我們必須允許犯錯、反思，
並肯定大家能在重新對齊價値與目標之後，一起照護這個星球。

第二，透過包容性的淨零路徑，我們也可以為既有的政策路徑提供補充。針對碳排大戶的
管理相當重要，也是勢在必行的政策趨勢，但在此之外，如果也同步培力民間的力量，利
用推力鼓勵大家在自身的脈絡中進行創新的嘗試，整合不同團隊的潛能。我們認為，社福
團體不僅能在能源使用上為淨零略盡棉薄之力，更能在公私協力中，運用專業了解並整合
不同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讓淨零的知識與實踐更多元、更草根，更貼近民主的精神。

最後，我們也想要自我揭露：在故事的起點，我們是帶著「心智障礙者一定會被衝擊」的
預設去尋求驗證，但在幾次諮詢之後，我們發現，淨零對心智障礙者的影響，對大家來說，
遠遠不如缺工、數位化、自動化，乃至於 AI 來得明顯。這雖然與我們原先的假設不同，但
也提醒我們，現在正是鼓勵社會參與、共同投入思考淨零的時機──畢竟，在每個場域的
淨零未來，其實是取決於數百萬個如何發展淨零的小決策。34 因此，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
聆聽故事、開啟對話，在淨零的工作中尋路共行。

33 因此，臺灣永續棧在探討公正轉型時，就特別回顧了臺灣的經驗，包含從 ECFA 的經驗來思考 CBAM（吳
奕辰、張朝翔，2023.07.16），或探究煤礦業退場經驗（吳奕辰，2023.07.16），都旨在引導我們從這座島
嶼的故事中，去找前進的方向。
34 此處挪用了 Pasquale 探討 AI 時的觀點，原文可參見：Pasquale（2020 ／李姿儀譯 2023: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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