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永續 

                      -建立共識、產業調整、非核家園、綠色經濟 

  追求「永續發展」是 21 世紀的國際潮流。「永續發展」不只是應否保護環境的

問題，而是和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活動有關。探討「永續發展」不可能與經

濟發展策略切割，傳統經濟發展策略鼓勵資金、物品及人力資源的迅速累積，其

實是建築在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與破壞之上；後者往往是不可逆的過程，自然資

源逐漸耗竭與破壞，日漸衝擊現代人基本生活的安全，更增加後代生活的風險挑

戰。 

 

  台灣在過去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思維下，這些相互關聯的根本問題被忽視，讓

問題累積、惡化。受到全球氣候變遷與全球資源極限日益顯著影響，許多問題的

嚴重性加劇，如能源、糧食、淡水、傳染病與醫療、洪水與乾旱等。正視環境問

題，不是因為這是個國際性的熱門議題，而是要認清變動中的全球自然環境與社

經環境可能對我們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智庫認為國家應以建構全民共享、世代

共享的永續環境為核心價值，從而提出下列四項「永續發展」為目標的 21 世紀

的國際潮流；健康、生態優先的國家發展；產業結構朝向綠色經濟調整；善用能

源，減低污染以及建立非核家園。 

 

  就此而言，本智庫針對國際社會目前氣候變遷、能源匱乏以及因而引爆衝突的

現況進行闡述，並進一步對台灣是全球最易受天災影響的國家之事實，就台灣是

全球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大國；過度仰賴進口能源，危及國家安全；高能源密集的

產業結構是環境污染的元凶；以核能減碳的「飲鴆止渴」政策；萬年無解的核廢

料等嚴重問題提出批判。因為瞭解台灣現況與所掌握的資源與能力，才能對未來

的發展方向做出正確選擇，邁向全民共享、世代共享的永續環境。 

 

  同時，本智庫更基於追求「永續發展」的國際潮流，針對此點提出：（一）建

立資源與環境利用極限的共識；（二）調整產業結構，降低能源密集產業比重，

以創造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局面；（三）節約能源、發展綠能，建立非核家園；（四）

發展綠色經濟等具體主張，希望政府能有決心與魄力，不將危險的核能四廠商轉，

並將既有核能一、二、三廠立刻停機安檢，進而發展綠色能源，建立非核家園，。 

 

  另外，政府應該要引導財富分配以達社會公平，才能夠平衡個人跟公眾利益，

改變財務分配的政策，削減或取消破壞環境的補貼，利用公共投資在綠色產業、

綠色採購，修改環境的法令規範等，發展綠色經濟，邁向永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