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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結束－令人大感失望 
 

哥本哈根 18日電 

 

  COP15結束了，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在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對歭僵持

下，會議大部分時間呈現停擺狀態，最後聯合國僅公佈了一個微弱的共識，對解

決全球暖化的議題幫助不大。在哥本哈根見識到各國政府的自私自利和聯合國的

自大無能，對全球的未來深感憂心。 

 

  氣候變遷影響全體人類，臺灣當然也無法倖免。暖化所帶來的災害如洪水和

乾旱等，臺灣目前已經深受其害，往後臺灣甚至可能面對海水上升、疾病增加等

議題。雖然如此，感覺大部份台灣人還是生存在井底，對這世界議題或是不知道，

或是漠不關心，令人心寒。在哥本哈根的這幾天，上網看臺灣的新聞時發現到，

當世界各大新聞機構都把 COP15的消息當頭條新聞關切時，臺灣卻對 COP15的報

導很少，而且很難在新聞首頁看到，間接地反應了大眾對此議題缺乏興趣。臺灣

一心一意想走出世界，積極地尋求管道想加入 UNFCCC等聯合國組織，但台灣人

民對國際議題的漠視，令人不禁懷疑，如果撇開政治因素不談，臺灣到底憑甚麼

加入國際組織？此外，臺灣在減碳方面其實做的不盡理想，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

不下（世界排名約 22名），但臺灣政府卻常常沾沾自喜，在國際上宣揚自己減

碳方面所做的努力，希望能達到環保外交的效果。但相較於大部份已開發國家，

被列為已開發地區的臺灣所做的努力實在微不足道，臺灣又憑什麼得到國際社會

的認同？尤其這次會議中，我們也聽了不少美國代表的減碳成果的報告，對於他

們的自大和自滿感到很不以為然，美國在節能減碳方面的作為遠遠落後歐盟，但

美國代表們卻在歐洲班門弄斧，實是貽笑大方，臺灣應以此借鏡。 

 

  身為臺灣人，很了解臺灣想要走出世界的心情，但臺灣不應該只為了政治或

外交去講求環保。環保是超脫國界及政治的，不應淪落為外交的一種手段。臺灣

當務之急應把自己身為地球一份子的本分做好，努力訂定嚴格的減碳目標及能源

政策，做好全民教育，實在不必要太在乎聯合國的減量政策。以臺灣的實力，我

們不應該只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而已，更要做到超越別人，如這次 COP15主辦國丹

麥，它雖然是一個小國，GDP也少於臺灣，但它的風力發電，廢物電熱共生系統

(waste-to-energy combine heat and power system)是世界第一，備受國際所

認同。如果臺灣也能在節能減碳方面展現優越的成果，即使無法加入 UNFCCC，

也會得到世界的尊敬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