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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關心兒童要口惠而實至

4月是兒童月，但我們真的關心兒童嗎？為了避免肥胖，教育部訂有「校園飲品及點心販

售範圍」規定，禁止國中以下學校販售高糖含量，以及碳酸飲料。但造成肥胖的因素很多，

與「環境」相關的有城市規劃、交通運輸與學校、電子產品使用等等，尚有不良的生活作

息以及習慣。

氣候變遷的熱，讓肥胖更不健康，更容易生病，為了兒童好，要治標也要治本，面對肥胖

或是健康環境權的概念，是否也要隨之擴展？

2022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承認清潔、健康、永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這項基本人權與各國

的氣候義務如何連結？聯合國卻還沒有清晰完整的答案，正等待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聯

合國想知道：各國是否有義務確保為當前及往後世代保護氣候系統免受溫室氣體影響，以

及違反這些義務的法律後果為何。氣候少年們又是怎麼看呢？

在增溫的世界裡，許多事物正在改變，許多人的處境也正在惡化。例如，在山林勞動的人

們，特別是原住民，會不會有更高機會遇到豪大雨、山崩，豔陽下，他們的勞動條件有受

到重視嗎？其他戶外工作者、農友們亦然。如果這些情況無法得到關注，談自然解方好像

有些不切實際。

面對高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警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有超過2.43億的兒童，

在未來幾個月將會迎來再創新高的夏季，面臨高溫相關的疾病和死亡風險，這是因為兒童

調節體溫的能力不如成年人，更易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氣喘和心血管疾病等。英國精算

師協會認為，不考慮連鎖效應，未來每十年的保險損失也將超過2000億美金，總經濟損失

突破一兆美元。

氣候變遷會對兒童健康，未來成長的社會經濟環境產生劇烈影響，如果真的關心兒童，不

能不談這件事情，但四月兒童月，這些討論非常的少。如果國家真的要為兒童做點什麼，

絕對不只是招待兒童看場電影、免費遊玩，甚至發放禮卷鼓勵消費這些表面功夫，而是擘

劃對兒童最有利的願景，並致力實現之。

煙火般的慶祝方式，是舊時代的思維，兒童要的，不僅於此。



關心森林碳匯，從原民勞動者開始

關心氣候變遷的人，對於氣候相關的新

聞難免會多瞧上幾眼，但通常不一定會

看到什麼特別積極振奮的，反倒是常出

現仍在否定氣候變遷的，或者，政客屈

就現實，只管經濟，不管未來的。

哪怕是南極冰棚的溶解比北極還驚人的

新聞；或者，洋流的變化超乎尋常，瀕

臨崩潰；又或者，已經略感麻痺的「創

紀錄高溫」，「哪個物種又瀕危了」；

好像愈多這樣聳動的新聞，人們關心氣

候變遷的熱情就愈會降低。

夏天就要來臨，降溫的途徑不是、不能

只有冷氣，那是惡性循環，壞處多多。

怎麼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台灣的自然

生態，特別是在城市、在森林，既維護，

又提升台灣這座島嶼的韌性，又對減緩

氣候衝擊有貢獻？

按理，利用自然生態作為調適的解方應

該是不難理解的事，但是，「科學」本

來應該是助力之一，卻反而常常成為阻

礙。要談方法、要有驗證、效果要好。

這些都對，但也要看程度、看輕重，看

「極端正確、精準之必要」。

以森林為例，假如原住民的林地有不砍

伐獎勵金的話，那肯定是出於對森林有

益，對固碳有利的考慮。不砍伐獎勵金

的發放，有那麼多科學在內嗎？如果沒

有，那麼，這些錢發出去了，效果呢？

是建立在「假設為好」之上嗎？有「查

驗」機制嗎？如果沒有，那麼，在談台

灣的森林碳匯，台灣的自然解方之前，

是不是應該先看「誰」是維護、保存這

片「護國神山」的主要角色？最優先出

現的，應該是跟森林關係最密切的原住

民族，以及仰賴這片森林工作的「原住

民森林工隊」。

青翠自然的山林，不是理所當然的
存在，需要有人去經營維護



假如自然解方有更多的財務支持的話，

最重要的回饋，應該就是這群護林、固

碳的先鋒部隊。財務應該挹注在這裡，

這也是政府要推動自然碳匯的基礎工程，

是「公正轉型」的一環。否則，縱使科

學談得再多，如果沒有人造林、護林，

有用嗎？本末不應倒置，道理在此。

自然解方之中，看的不純然只有科學，

還有人，尤其是像原住民這樣的「重度」

利害關係人以及其他「隱形」的森林受

益人，例如我們一般社會大眾。除了科

學之外，還要問自然解方所需的勞動，

是不是受到合理對待？有無反應其更高

的ESG價值？即使不講「原住民氣候轉

型正義」這樣的議題。

藉由對森林工作者（例如原住民族等）

的氣候貢獻的肯定，回報更高的勞動薪

酬與保障，是自然解方的一部分，也是

森林碳匯科學驗證環節中不可忽略的

「社會正義」的核心。

下次我們如果看到跟氣候變遷有關的新

聞，假如出現原住民森林工隊待遇提高，

保障更好，森林被照顧的更好這樣的消

息，相信我們不但會非常高興，台灣這

座島嶼的永續也會更有依靠，不是嗎？

從公民保衛隊到公民氣候隊

1933年，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成立

「公民保育隊」(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計

畫，廣招青年，在全國植樹。超過3億株的樹木，保護

天然資源，解決沙塵暴，更提供生計支持。

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宣示推動「公民氣候隊」

（Civilian Climate Corps, CCC），向公民保育隊致敬

鼓勵民眾投身自然碳匯經營、強化氣候韌性，並期望與

促進氣候正義行動。



聯合國的提問，法律可有解答？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不斷上升，聯合國不

但發生嚴重警告，還要求國際法院

（ICJ）提供諮詢意見。

聯合國想知道：各國是否有義務確保為

當前及往後世代保護氣候系統免受溫室

氣體影響，以及違反這些義務的法律後

果為何。

聯合國注意到其2022年通過決議，承

認清潔、健康、永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

這項基本人權與各國的氣候義務如何連

結？聯合國卻還沒有清晰完整的答案。

當前各國的法律制度已對人類與自然產

生廣泛的不利影響，並造成許多損失與

損害。科學家的紛擾大致已經平息，氣

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影響已經是現

在進行式，但法學界卻還沒有共識。

通常，一般人很難抽象指出何種具體的

環境基本權利受到傷害，比如超出法定

的環境相關標準（甚至沒有法定標準），

損害結果與原因的因果關係等；因此，

將氣候義務與健康環境權加以連結並做

出解釋，或有助於確保減量成果不致造

成其他不利後果，並且給予法律更多的

自信才對。

由於氣候機制的交叉作用屬性，國際法

與國內法各有著重之點，當然，也各有

其限制與盲點。因此，以法律對應氣候

政策並不是一項純熟的司法技術。簡言

之，進行氣候訴訟者必須涉獵不同領域

的知識，靈活運用，且道理相通，無法

侷限於一隅。

跟環境一樣重要的事

國際法院ICJ是聯合國機構，由15位來
自不同國家，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所選
出之法官組成，負責處理國與國之間的
紛爭與提供聯合國機構法律意見



國際法院雖可從聯合國憲章、人權法

（世界人權宣言、公政盟約、經社文公

約、身障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海

洋法、盡職調查、習慣法等來源，推敲

國家的氣候義務及範疇，但是法律義務

會否因此有「分散」的風險？亦即，碎

片化的各個法律領域如何融貫，將是國

際法院的極大挑戰。

透過人權法界定國家的氣候義務，應該

有助於理解國家與企業之氣候責任。如

果氣候系統指的是氣圈、水圈、生物圈、

地圈之相互作用整體，那麼，如何在整

體責任的分擔中，梳理個別國家的責任？

每個國家都有保障氣候系統穩定的義務，

且此安全穩定的氣候系統是健康環境權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福祉之所繫，

即可導出個別國家的責任分額？

不用考慮歷史發展之際遇、人口、經濟

社會文化條件等？即使承認代際正義，

但其程度與作法，如何細緻並具體化？

如何界定特別脆弱的群體？

各人權公約承認的生命、自由、家庭生

活、文化等權利，能否有一致的標準？

是否會一舉突破「集體權利」的禁錮，

為更廣泛的人權保障闢出一條道路？國

家與企業同體承擔氣候義務？或者兩者

分殊？都是可能的判準。



肥胖已成世界性問題

想像一下最胖的國家是哪些？美屬薩摩

亞、東加、諾魯、紐西蘭屬地托克勞、

庫克群島。

這跟大家想像的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以前世界上吃太

少的人比吃太多的人還多，但是，現在

天平已經傾斜了。

醫學期刊《刺胳針》 2 月 29 日發表的

一項研究顯示，至2022年止，全球超

過十億人以上被歸類為肥胖，這是從

190個國家的2.2億人口的體重與身高測

量所得結果。

研究人員發現，自1990年以來，成年

人的肥胖率增加了一倍，兒童和青少年

的肥胖則增加了四倍。相當可怕的數字。

很多國家的「未來主人翁」都有肥胖的

問題。

肥胖與否，通常是由體重與身高的平方

比決定，稱之為體重指數（BMI, Body

Mass Index）。BMI高於30就是肥胖。

研究顯示，BMI超過30的人，比BMI23

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等疾病。高的

BMI值會導致超過十種的癌症風險。

分析指出，中低收入的國家肥胖率高於

高收入國家。波里尼西亞以及密克羅西

亞的成年人有超過60％患有肥胖症。這

自然是飲食習慣與文化所致。即使眾所

周知的營養不良地區：非洲與中東國家

也都一樣面臨體重增加的問題。

多吃蔬果、多運動
對健康、氣候與環境都好



根據經濟學人的研究，土耳其是歐洲女

性的肥胖國家，肥胖率是43％。法國的

男性與女性則是歐洲地區最苗條的，只

有10％的人被認為是肥胖的。美國則比

法國高出四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富裕國家，兒童肥胖

症集中在貧窮家庭；而貧窮國家的中產

家庭則反而有更多兒童超重。不幸的是，

許多貧窮國家有營養不良與肥胖的雙重

趨勢。

可想而知，大量廉價加工食物、久坐等

引發暴飲暴食，減肥藥雖已上市，但並

不是大多數人可以消費得起的。

造成肥胖的因素很多，與環境相關的有

城市規劃、交通運輸與學校、電子產品

使用等等。不良的生活作息以及習慣，

導致營養不均衡、污染、速食、外食、

數量、甜飲等等，都有影響。

既然引發肥胖的環境因素眾多，就值得

推廣環境教育者思考，如何可以獲致身

心均衡的環境觀念，避免過多炫目的電

子產品影響情緒與作息，源頭的食物生

產是不是值得信賴？消費廣告是不是有

所節制？

這場肥胖的戰鬥正在發生，該如何應對

105年修訂之「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已
禁止國中以下學校販售高糖含量，以及碳酸飲料



氣候毒蠍來襲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警告，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有超過2.43億的兒童，

在未來幾個月將會迎來再創新高的夏季，

面臨高溫相關的疾病和死亡風險，這是

因為兒童調節體溫的能力不如成年人，

更易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氣喘和心血

管疾病等。

不知道國內有多少人會「重視」這樣的

警告？還是因為台灣雖然位處高溫的熱

區，但兒童有冷氣可吹，所以並不擔憂

會有上述東亞或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

兒童將遭遇的問題？

這個警告背後，蘊藏一個道理：那就是

我們此代必須「發明」我們的未來，而

方法則不能再循以前的作法，一味追求

『成長』。

事實上，舊的成長模式也不太可能行得

通了。過度掠奪引發社會不平等的動盪，

氣候危機則會衝擊既有的社會結構與整

個系統，影響超乎想像。

現在不行動，而且是相對正確的行動，

將會犧牲未來的可能性--正面積極的可

能性。

在萬物齊漲的此刻，生活成本的危機將

成為新的日常，經濟的不平等將會更加

劇烈，社會動盪及其影響將更不可預測，

兒童除了高溫之外，將會迎來什麼的一

個「新的恐怖的世界」。

有研究指出，到2070年，目前一半以

上的經濟體將會被消滅，這將不會僅是

經濟性的，而是災難性的未來的預警。

英國精算師協會（IFoA）不會被認為是

一個任意危言聳聽的組織，他們認為氣

候變遷是難以承受的風險，也許從歐洲

的熱浪開始，全球的高溫風險將成為保

險業的惡夢，也會在各個層面產生相當

不利的影響。

氣候急刻



該協會是以「氣候毒蠍」形容氣候災難。

他們指出，最嚴重的在尾部（如同毒蠍

的尖尾端最致命）。

2023年全球暖化速度加快，且對全球

造成更嚴重的影響，即使不考慮連鎖效

應，未來每十年的保險損失也將超過

2000億美金，總經濟損失突破一兆美

元。該協會認為地球超過1.5度增溫的

可能性極高，因為各國的淨零碳預算與

實際需要的落差太大，同時影響變暖的

速度也加速。

地球的重要臨界點，包括格陵蘭、南極

西部、喜瑪拉雅山冰蓋、永凍土、主要

洋流環流停止、亞馬遜進一步瀕危，一

旦超越，將難以回復。這些都是當前氣

候模組尚難預測的、實際可能更為嚴重

的「真實氣候災難組合」。

從某個層面講，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破

壞氣候的歷史，農業、毀林成為人類文

明的主旋律，加上兩個世紀前的工業革

命，這條文明的軌跡就象徵一步一步走

向滅亡之路。地球曾經很熱過，但那是

幾千年的「累積成果」。人類卻以不到

兩百年的時間，「加速了」這樣的進程，

人類所製造的東西，其重量勝過人類以

外其他生物的重量，這樣的結果，能不

怵目驚心嗎？

當我們離氣候災難愈近，各種極端的表

現，包括氣候、政治、社會等無一例外，

兒童應該會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當政

者還能裝聾作啞或

英國精算師協會（IFoA）

以毒蠍的尖尾端來形容那

些機率雖低，卻致命不可

忽略的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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