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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新閣揆繳出
漂亮的淨零成績

生態滅絕罪入法鯨落與巨樹之死

比增設垃圾桶
更重要的事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身體的調適與國家的調適

身體就是㇐個綜合的調適器，讓人的㇐生可以適應各種環境的挑戰，只是現在人們不

但要經歷各種自然環境的變化，更多時候面對的是來自夾雜環境在內的社會經濟挑戰。

台灣是屬於高度脆弱的國家，即使不刻意強調，但實質上每年面臨的自然環境挑戰不

少，颱風、地震、土石流、洪水等。人要怎麼變得更有韌性？涉及到人的三觀，價值

觀、人生觀、世界觀。同此道理，國家怎麼變成更韌性的國家？涉及到法治觀、自然

觀、未來觀。

培養韌性的人生是最好的投資，而不是成本。國家也是。沒有法治的國家，不會有澄

明的吏治；沒有自然觀的國家，不會成為可⾧可久的國家；沒有未來觀的國家，不會

有茁壯的世代；脆弱性是變化多端的，當你以為自己是剛強的性格時，另㇐波無名的

悲傷再度侵襲。

平等權是㇐種出生權？出生那㇐瞬間就是平等的基礎？還是根本是不平等的化身？天

生不平等，社會制度淡化之、稀釋之、導正之、救濟之，於是不平等不會成為㇐個隱

藏基因，不會成為㇐種循環倫理，更不會限縮自由意志。所以，社會制度不能成為不

平等的孵化器，㇐切有不平等催化劑之可能的社會制度，就是邪惡的制度。為政（人）

之道，在於洞察機微，不助紂為虐，不讓不平等成為個人與國家無法調適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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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設垃圾桶更重要的事

在大中央小地方的政治現實下，城市首

⾧經常低估了自己對於環境議題的影響

力。加以環境議題經常帶有禁止與限制、

動輒裁罰的刻版印象，不失分、擴大服

務、討好市民，往往是城市首⾧最安全

的選擇。

日前臺北市增設垃圾桶之辯，即是最好

的例子。而增設與否的政策過程，反映

出地方缺少環境中心思想、政策連貫與

優先順序的老問題，也與去年通過之

「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所列

源頭減廢原則相背。

北市行人垃圾桶多半分為㇐般垃圾與資

源回收兩類，在垃圾爆炸情況下，資源

回收字樣僅供參考；在垃圾尚未爆炸之

前，垃圾也經常混丟，需由清潔隊協助

分類。事實上，增設與否只有垃圾丟入

人行道或是家裡垃圾桶的差別，廣設不

但無助於垃圾減量、更會擴大垃圾外溢，

汙染者不必付費的不公現象。

從市民環境意識、環境正義角度，反而

應該逐步減少、淘汰才對。

以北市2千個垃圾桶、每桶每日垃圾10

公斤推估，約佔總垃圾量2%，並不是

非常迫切的議題。

北市研考會2020年調查，當次民調除

反映七成四民眾認為要放垃圾桶外，但

認為路上垃圾太多不夠乾淨，造成市容

不滿意者僅占17%，相比之下建築物外

表破舊高達52%、汽機車亂停佔18%，

都比亂丟垃圾更為民眾在意。

臺北市自民89年7月1日
正式實施㇐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費隨袋徵收



新市⾧對環境的態度動見觀瞻，會影響

市府團隊的決心。北市既然為全臺首個

通過淨零自治條例的城市，就應該以氣

候變遷為治理中心思想，依照「氣候變

遷因應法」規定盡速籌備成立北市「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以碳預算思維進

行市政審視，據以發展評估機制並兼顧

氣候人權考量，以完善年度「減量執行

方案成果報告」。

如此㇐來，諸如增設垃圾桶，或是元宵

節八萬盞拋棄式小燈籠等負面倡議或政

策，自然會逐步減少。

而在以氣候變遷為治理中心思想的引導

下，各地方政府必然會注意到諸如電動

車基礎建設不足、大眾運輸電動化與現

有都市規劃扞格、都市更新與綠建築及

再生能源之結合，以及公園綠地碳匯管

理等等課題，才能逐步實現比中央更積

極之淨零自治條例目標，落實城市所需

的氣候調適方案。

臺灣的氣候風險是迫切的，相對於政治

人物的冷感，日前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2023氣候變遷與能源民意調查」

結果卻顯示，超過六成民眾支持將氣候

議題作為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重要政見；

29歲以下青年更有近七成支持，遠比㇐

成不支持者為高。承擔起氣候責任不僅

是有為的城市首⾧要務，也是為未來世

代謀福利，呼應新民意潮流的良治。

「垃圾隨袋徵收」？

臺灣垃圾清除處理費，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4條徵收， 「㇐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並規定有按用水量計算、按戶定額計算與按垃

圾量計算等三種收費方式，依地方自治決定。

隨水費徵收最為普遍，每度水費付徵垃圾處理費約2.9至4.1元不等；但

按垃圾量計算，也就是隨袋徵收，被認為更符合污染者付費精神。



期待新閣揆繳出漂亮的淨零成績

有「聖騎士」封號的虔誠天主教徒、新

任閣揆陳建仁院⾧就職後，所簽署的第

㇐份公文為「淨零排放路徑112-115綱

要計畫」，頗有宣示氣候議題為新團隊

工作重心的寓意。這或許與他身兼梵諦

岡宗座科學院院士，篤信「人類造成的

氣候變遷是經過科學驗證的現實，人有

道德義務予以決定性的遏止」所做成的

決定。

天主教是最入世、積極回應氣候議題的

宗教。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5年所發

布之通諭《願祢受讚頌》（照顧我們共

同的家園），闡明「氣候是㇐項公益」，

要有勇氣採取措施，解決氣候變遷所帶

來之社會與環境威脅，以此文告指引全

球12億天主教徒。

在《氣候變遷因應法》甫通過，2050

淨零排放成為國家法定目標的此時，㇐

位有信念、有科學人文學養的閣揆，能

否引領行政團隊致力有效的淨零任務，

仍有多道難關留待克服。

首先，建議新揆即刻召開行政院永續發

展委員會，要求各部會就主責業務擬定

時程、作法、檢討效益之機制，奠定日

後問責的基礎。當前的氣候政策龐雜，

疊床架屋名實不符情況嚴重，多有新瓶

裝舊酒、新舊混酒、更名重新上市的問

題。過去不問效益、實為補助討好的政

策宜剔除，量化效益與推估方法學應公

開，併入《氣候變遷因應法》每年之中

央部門行動、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及地方減量、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等

機制，收整合之效。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也有出版、

傳頌《願祢受讚頌》的內容



其次，經費運用應依循「成本有效與包

容」原則，建立繁簡不㇐的成本效益評

估機制，盡可能以最低成本達成。這些

政策和措施且應考慮到不同社會經濟情

況，具有普遍性並兼顧人權考量。監察

院審計部職能應予重視，強化氣候相關

審計與方法學認識；行政院人權及轉型

正義處應推動氣候人權工作，協助政策

掃描。

再者，新舊政策的銜接與透明度框架亟

需建立。例如「淨零排放路徑112-115

綱要計畫」四年743億元，與農曆年前

國發會提出之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

八年8,627億差異？如何與《氣候變遷

因應法》銜接？只聽聞計畫名稱，不見

計畫文本、經費內容，民可使由之的行

政慣習，無助有意義和知情的公眾參與。

最後，是務實面對能源結構與「去化石

燃料補貼」，逐步實現外部（氣候）成

本內部化、汙染者付費原則。《氣候變

遷因應法》碳費徵收，排除供應電力的

直接排放源，將碳費轉嫁到消費者上，

有豁免國營事業責任（如台電）之慮，

無法真實反映環境成本。無差別的能源

補貼是劫貧濟富，變相鼓勵用電的不智

之舉。

在僅剩㇐年多的任期裡，懇切期望陳院

⾧別當看守內閣，在淨零政策上㇐掃沉

痾，儘速建立制度。為國家，肩負起淨

零轉型重擔，為信仰，回應聖座諭令，

視地球為自己的姊妹，繳出㇐張漂亮的

淨零成績單。

梵諦岡宗座科學院對氣候議題有深刻認識



鯨落與巨樹之死

巨鯨落，萬物生

海洋養育了鯨魚的㇐切，在生命最後，

鯨魚的軀體也回歸海洋。在鯨魚緩緩沉

入海底的過程，它的身體為貧瘠的海洋

帶來營養，孕育著各種不同獨特的生態。

新生，是喜悅、充滿期待的。死亡，則

是陰暗，被人們下意識忽略的㇐環。

每個生態系都有它獨特的故事。對於自

然，新生，或者死亡，兩者界線也許並

不哪麼明顯，有生就有死，死往往也帶

來新生。

物質，孕育自然生命的有機或無機物質，

在生死之間流動。在這個以碳為主要構

成的星球上，碳被大量儲存在生物體內，

成為你我的血肉，以生物質（Biomass）

稱之。

鯨落也是海洋生態系碳循環的㇐環。研

究認為，鯨落將海洋表層的碳帶往向深

海，讓海底成為穩定固碳的環境，對於

減緩氣候變遷竟然也有幫助。而捕鯨業

將海洋碳，帶向陸地並釋放到大氣，有

著負面影響。

鯨落（Whale fall）

巨大鯨魚的屍體跑去哪裡？這個疑問，直到

1970年代，隨著潛水與海洋科學技術發展而得

到解答。目前全球已知鯨落處地點不到50處，

對於深海生態的認識，我們還很不足。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相對於海洋鯨落，巨樹的倒下也有同樣

的意義。

自然是競爭的，競爭陽光、空間，競爭

水與土壤。小樹的成⾧，雖然不見刀光

劍影，但也是血流成河。㇐般來說，新

植造林㇐公頃兩千、兩千五百株樹苗，

在成林、林相鬱閉之時，僅有不到八百

株留下。

而這些樹木，在往後的㇐百年、兩百年，

甚至千年之間，將繼續競爭。最終，或

許只有那麼萬選之㇐，可以成為人們眼

中的巨樹。

在那麼㇐天，或許是時辰到了，巨樹悄

悄躺下。又或者是天雷地火，為巨樹的

㇐生獻上最後的精彩。巨樹終將回歸大

地，褪去青綠的枝梢，還天空㇐抹空白。

沒有濃密的林蔭遮蔽，陽光灑下，再度

照射地面。新㇐輪的生命又悄悄躁動，

在這林隙之間茁壯、萌芽，再度競爭，

形成生命的循環。

有別於海洋的沉寂，倒木更顯熱鬧。直

接啃食木材的生命不多，讓倒木成為小

動物躲藏、植物附生的良好場所。大氣

當中的碳，也被儲存於倒木之內，延⾧

了碳釋放的時間，也減緩了氣候變遷。

當人們視樹木為搖錢樹，爭相工具化森

林碳匯效益的時刻，也許巨樹之死將消

逝於自然，如同捕鯨業對於鯨落之衝擊

㇐般。這恆陳萬年的生命循環，就因人

們的貪（碳）念而中斷。

將自然、碳匯過度工具化，

是正確的道路嗎？



生態滅絕罪入法

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的『公民自由、正

義與家園事務委員會』，㇐月二十五日

通過「生態滅絕罪」轉入各國刑法的第

2477號決議，此㇐發展值得重視，特

別在重大環境破壞事件的回應上，將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依照程序，歐盟的法

律事務委員會將在本月底接續投票，屆

時正式文本就會排進歐洲議會，由議會、

委員會與部⾧會議三方會商決定。

儘管此項決議對於歐洲議會的46個會員

國以及27個歐盟會員國並不產生強制要

求立法規制生態滅絕罪的效果，但勢必

影響日後歐盟決策。

2023/01/25 通過的這項決議（2477）

內容為：嚴重的破壞或毀損自然、該當

生態滅絕罪的行為，在和平或戰爭時期

都可能發生，有必要將此概念立法。

『自然總是像㇐個戰爭的沉默見證者與

受害者。』由於俄烏戰爭的影響，促使

這個正在形成的概念提早進入歐洲各國

的立法議程。烏克蘭在受到俄羅斯的武

裝攻擊之後，環境已然遭受重創。例如

大規模森林火災、農業與河川的油污等。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也提出報告指出，烏

克蘭的環境樣貌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環

境危機既深且廣，化學物質、軍火、武

器設備等污染持續惡化，導致水、能源、

廢棄物、都市、農業、自然保護區嚴重

受害。未來的重建任務艱鉅。

之前，議員大會的『社會事務、健康與

永續』委員會提出㇐份『武裝衝突的環

境衝擊』報告，指出「武裝衝突造成的

環境破壞，是多面向的、嚴重的、⾧期

的、多數無可回復的。不僅是生態系統，

且包括人類健康，影響範圍超出衝突地

區，且影響是持續的，破壞生命與健康

環境的基本人權」。

決議呼籲46個會員國，在國內、歐洲及

國際層次上，打造法律框架，強化武裝

衝突期間的環境保護。寓意提高法律的

裝備，將生態滅絕罪繩之於法，並有效

訴追，在國際上則是修訂國際法院羅馬

規約，增列生態滅絕罪。

歐洲法律機構也針對生態滅絕罪進行研

究，希望儘速提出「生態滅絕示範法」，

以供歐洲理事會各會員國參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