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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工作成果與報告 

新冠疫情進入第二年，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讓環境工作益發艱困，難以

辦理活動，推動倡議與進行專業討論。在人力精簡、推動方式調整下，本會仍運

用有限資源，持續推動為環境教育、環境政策與環境法治監督、國際參與等三部

份工作，以下報告工作成果與相關效益。 

㇐、環境教育活動 

(1) 「森林大偵碳」巡迴課程與展覽（新北市，12 所國小） 

突然加劇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學校上課節奏。為避免增加傳染風險，各級學校陸

續於 4、5 月停課，或轉為視訊授課，也讓本會已安排好到校服務的國小《森林

大偵碳》環境教育巡迴，必須及時調整。 

考量與疫情共存已是現實，今年本會嘗試使用線上環境教育服務方式推動，並另

外製作與線上課程相關之展覽內容，搭配教師說明，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使用。 

《森林大偵碳》巡迴課程，延續本會關心環境的初衷，從自然的環境、人為的環

境、人文的環境三個角度開始提問，帶領學生認識貫穿三個環境角度的樹木，於

城市或生活中的特殊位置；透過根、莖、葉等學生熟悉的植物部位開始思考，樹

木所能帶來的多樣環境與生態效益；引導學生們認識國際間熱議之「以自然為基

礎之解決方案」，認識森林碳匯及其氣候調適角色，提高孩子們的氣候素養。 

即使視訊授課比較不方便互動，我們仍然鼓勵同學踴躍舉手，或用抽號碼、視訊

列出問題與答案，請同學複誦等方式，增加臨場感；課程簡報呈現方式，以及搭

配之展覽內容設計等，也因應視訊方式而有所調整。期望在問答之間，有助於培

養兒少自主思考，關心周遭環境變化，思考自身權利與環境永續關係，回應《兒

童權利公約》之精神。 

為期兩個月的《森林大偵碳》環教活動於 2022 年 6 月上旬圓滿落幕，在夥伴美

錦老師與本會同仁參與下，造訪 12 所學校，視訊授課服務約 550 位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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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數 時間 服務學校 間數 時間 服務學校 

1 5 月 11 日 新北市直潭國小 7 6 月 06 日 新北市豐年國小 

2 5 月 24 日 新北市南勢國小 8 6 月 08 日 新北市溪洲國小 

3 5 月 27 日 新北市雙峰國小 9 6 月 09 日 新北市金山國小 

4 5 月 27 日 新北市重慶國小 10 6 月 09 日 新北市汐止國小 

5 6 月 01 日 新北市頂埔國小 11 6 月 10 日 新北市新和國小 

6 6 月 02 日 新北市⾧安國小 12 6 月 10 日 新北市鶯歌國小 

 

森林大偵探視訊上課概況 

 

展版授課與學童分享討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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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鄉氣候教育」巡迴展覽（西部縣市，15 所國小） 

兒童可以是改變環境的重要推手，維護重要公共利益；原住民族可以對氣候做出

巨大貢獻，並且積極守護。但很可惜的，兒童與原住民在氣候變遷時代的角色尚

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其氣候貢獻也多被埋沒，甚至忽視。 

延續 2020 年東部「原鄉氣候教育」國小校園巡迴服務，開啟原鄉兒童氣候視野，

思考氣候時代下原鄉面臨的挑戰與有利發展方向初衷，本會並因應新冠疫情發展，

改採自導式展覽方式推動。 

展覽內容包含認識福爾摩沙臺灣、森林的寶藏、認識森林碳匯、維持並善用大自

然的力量、我們都是氣候世代認識氣候變遷調適等單元，本會並製作、提供給國

小教師說明與備課參考文件，以利引導學童觀展並融入既有課程。 

本活動於 2022 年 5 月圓滿落幕，順利的於原鄉地區偏遠、特偏遠國小辦理「森

林碳匯-臺灣的自然寶藏」展覽，服務新北（1）、桃園（1）、新竹（1）、苗

栗（2）、南投（2）嘉義（1）、高雄（1）、屏東（3）等縣市，共計 15 國小，

約 860 人次國小學童。謝謝各校老師協助配合，本會將持續嘗試疫情下的環境

教育，並邀請更多朋友投入、關注。 

間數 時間 服務學校 間數 時間 服務學校 

1 5/02–5/06 新北市烏來國小 9 5/22–5/28 嘉義縣山美國小 

2 5/02–5/06 桃園市巴崚國小 10 5/22–5/28 嘉義縣達邦國小 

3 5/02–5/06 新竹縣新光國小 11 5/30–6/03 高雄市興中國小 

4 5/16–5/20 新竹縣秀巒國小 12 5/22–5/28 高雄市寶山國小 

5 5/02–5/06 苗栗縣清安國小 13 6/13–6/17 屏東縣望嘉國小 

6 5/02–5/06 苗栗縣東河國小 14 5/16–5/20 屏東縣武潭國小 

7 5/09–5/13 南投縣東埔國小 
15 5/16–5/20 屏東縣北葉國小 

8 5/09–5/13 南投伊達邵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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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報：環報（117-128 期）、氣候少年（7-18 期）編輯發送 

「環報」是本會首部電子報，於 2012 年創立至 2022 年底已出刊超過十年。 

我們的目標是創造「先環境、後法律」的新時代法治思維。先了解環境問題所在，

再找出適當的法治手段，從「人的法治」向「自然的法治」演進，改變傳統法學

思維，為法治永續注入新生命。 

「氣候少年」則是 2021 年 7 月創立，是本會繼「環報兒童版」（全 90 期）後，

第二份屬於青少年認識、關注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的免費優良讀物，希望創造新

的語言來與自然和諧共處，邀請「氣候少年」成為為環境創造新語言的㇐代人。 

「環報」、「氣候少年」兩份電子報以每月㇐期方式，於月初與月中，分別透過

本會電子報系統發送與大家見面，至今本會電子報網頁已有 253 萬人次瀏覽。 

每期「環報」、「氣候少年」均收錄四篇精彩文章，精彩內容請參本會官網：

http://www.eqpf.org/envinews/index.aspx。 

 

 



 

5 

二、環境政策與環境法治監督 

(1) 2/18、2/23、2/25「森林碳匯、原住民與氣候變遷」議題交流會 

2021 年底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之聯合國氣候大會，代表全球 90%森林面積，多

達 141 個國家簽署（截至 11 月 10 日）的「格拉斯哥森林與土地使用領袖宣言」

（Glasgow Leaders’ Declaration on Forests and Land Use）宣示：2030 年

提供資金停止和扭轉森林砍伐，以因應氣候變遷。 

各國政府也許仍在猶豫如何捨棄燃化石燃料、進行碳定價，但他們必然願意擁抱

森林，因為森林碳匯是基於土地、可表彰國家自然資源主權，且能賦權地方社區

與惠益原住民族，是讓人民有感而有利於氣候公正轉型的減碳方案。 

格拉斯哥森林宣言，提醒台灣淨零路徑上森林碳匯是不可忽略的正向因素，是台

灣可以優化的強項，但如何發展具有「碳視野」的政策，為自己的國家與企業打

造㇐個更韌性的未來，尚待商議研析。 

為此，本系列活動於台北、台中、屏東等三地舉辦，邀請前林務局局⾧李桃生、

前立法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邱祈榮、

Ettoday 新聞雲社⾧陳國君、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何彥陞、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森林系名譽教授陳朝圳、永在林業生產合作社副總經理林家鼎、國立中

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南島民族社會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台邦．撒沙勒、原住民族

青年陣線余奕德、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總幹事劉烱錫、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特聘教授柳婉郁、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辛年豐、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盧崑宗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共同討論、邀請民眾廣泛參

與，深化此議題之對話交流。 

地區 時間 地點 

台北 111 年 02 月 18 日（五） 臺北 NGO 會館，青島東路 8 號 

屏東 111 年 02 月 23 日（三） 屏科大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 CE21 室 

台中 111 年 02 月 25 日（五） 臺中火車站 85 大樓教室 10 樓 C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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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交流會概況，每場五位專家與民眾交流 

 

議題交流會關注森林與原民議題，原民台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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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0 「氣候變遷與人權」國際研討會 

2015 年通過之全球氣候公約《巴黎協定》，前言指出：承認氣候變遷是人類共

同關心的問題，締約方在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遷時，應當尊重、促進和考慮它們

各自對人權、健康權、原住民權利、當地社區權利、移徙者權利、兒童權利、身

心障礙者權利、弱勢權利、發展權，及性別平等、婦女賦權和代際公平等的義務。 

《巴黎協定》不是傳統意義的國際人權公約，其沒有定義人權，也沒有檢視與促

進人權的機制。但是，《巴黎協定》確實為實現人權作出了重要貢獻，透過國家

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納入人權因素，將之

導入國內政策與法律之中，形成氣候行動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2022 年 5 月，台灣通過首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將氣候變遷與人權列入八

大人權議題之㇐，突顯台灣積極處理氣候變遷對人權產生之衝擊人權之決心。但

究竟，所謂有氣候與人權視野的計畫、行動與政策是什麼？從實體人權或程序人

權角度，又各有何著重之處？國際人權法可以提供什麼樣的理論依據與政策支撐？

都是值得進㇐步探討的議題。 

為此，本會透過線上研討會舉辦，邀請六位國內外重要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並製作影片於研討會網站與 TEED 平台，希望豐富氣候變遷與人權的思考與國內

討論。相關內容請參見研討會網站：http://www.eqpf.org/c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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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10「氣候變遷、國際人權法、原住民」論壇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有別於總統府、監察院將焦點置於威權統治時期、政治

受難者「權利回復」等政治議題，由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台灣國際法學會主辦，

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協辦之「氣候變遷、國際人權法、原住民論壇：從原住民

角度看 COP27 氣候大會」則將關注重心，進㇐步放到氣候與人權、氣候正義、

損失損害與調適，以及原住民權利等國際氣候談判重要新興課題，擴展台灣對於

人權議題的討論。 

本會謝董事⾧感性分享《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點滴，最早行政院提出版本沒有

森林碳匯與原住民角色，因為政府還沒想到氣候變遷的自然解方，不知道地方與

原住民參與、賦權的意義，這㇐切都必須改變。環境團體多且立場也不㇐，但討

論環境主體性如何促進台灣公正轉型，不能避開自然權利與原住民這題，沒有權

利關係人，討論自然解方顯得不實際且缺少正義視野。這也是本會舉辦論壇的初

衷，期望更多法律人、環境團體與原住民族群參與。 

為此，本論壇特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楊宗翰助理教授、國立台

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鄭川如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事務

與發展學系施正鋒教授、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發起人高潞˙以用˙巴魕剌，以

及本會副秘書⾧鄭佾展進行專題演講，希望引導、開啟對話交流，促使台灣做出

有效的應對轉變。 

論壇紀實請詳見本會最新消息：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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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意見發表：2022 年媒體刊載本會意見，共 19 篇 

1. 從日本木製衛星看台灣林業淨零。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1-06。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32 

2. 國發會淨零碳排路徑隱憂。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1-26。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35 

3. 森林碳匯 淨零目標的關鍵。聯合報 / 謝英士。2022-02-23。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36 

4. 淨零路徑 不透明難究責。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3-31。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37 

5. 不及格的地球日獻禮，別讓淨零願景淪為空話。ETtoday 新聞雲 / 謝英士。

2022-04-26。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40 

6. 投資自然、推動樹權，氣候時代下的新森林治理。ETtoday 新聞雲 / 謝英

士。2022-04-26。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39 

7. 台灣森林碳匯還有潛力。中國時報/ 謝英士、鄭佾展。2022-05-08。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41 

8. 為健康開張環境處方箋。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5-26。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46 

9. 北市開響城市淨零第㇐槍，以「增匯」投資自然。ETtoday 新聞雲 / 謝英

士。2022-06-30。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49 

10. 投資自然 加大力道因應極端氣候。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7-18。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51 

11. 連用水都為特定企業服務。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08-30。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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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淨零 未來市⾧迫切課題。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10-10。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1 

13. 氣候績效非常差 台灣只想漂綠？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11-15。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8 

14. 難產中的氣候決議與遺珠之憾。中國時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11-18。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7 

15. 檢視「損失與損害」機制 台灣實現氣候正義的契機。聯合報 / 陳⾧文、謝

英士。2022-11-24。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6 

16. 農委會的森林碳匯憑證 不倫不類。聯合報 / 鄭佾展。2022-11-15。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65 

17. 非核家園政策背景不合時宜 核二核三延役呼應以核養綠。ETtoday 新聞雲 

/ 謝英士。2022-12-16。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49 

18. 向人權、原住民更靠近的生態治理觀。聯合報 / 謝英士、鄭佾展。

2022-12-22。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71 

19. 淨零支票不能隨便開。中國時報 / 謝英士、鄭佾展。2022-12-30。

http://www.eqpf.org/news.aspx?dsn=1173 

更多環境論述，請見本會「地球觀點」專網，內有近 9 百篇各式主題之環境文章：

http://earthopin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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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參與 

COVID-19 疫情逐漸受到控制，人們也開始摸索如何與病毒共存。今年本會亦恢

復實體參與，於 2022 年 11 月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7 屆會議，前

往埃及夏姆錫克辦理官方會場內週邊會議、設置攤位等行動，與國際友人交流，

以下概述參與成果。 

(1) 「從氣候正義與原住民權利角度來看，國家調適計畫與基於自然解方的財務

支持」週邊會議（2022/11/11，18:30-20:00） 

本會與友邦帛琉、媽媽氣候行動聯盟共同舉辦場內週邊會議（side event）。本

會副秘書⾧鄭佾展認為氣候變遷是本世紀重大課題，也是民主體制與人權正義觀

的重大挑戰。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今年 3 月積極提出「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總說明」立意極佳，但其內涵不能只從部門減量著手，必須同時兼顧自然

碳匯之維持與精進。 

鄭副秘書⾧認為，去年「格拉斯哥森林與土地利用領袖宣言」承認森林的多重價

值，同時承認原住民族和當地社區的權利；台灣可以積極響應，在談論森林碳匯

時，勿將原住民族排除在外；未來「氣候變遷因應法」修制時，可從「歷史累積」

與「逐年新增」兩方面考慮原住民族在氣候變遷下的特殊地位與角色。不管是森

林碳匯的投資、回饋與治理，都應該回應原住民族的貢獻，以利推動原住民族的

轉型正義，深化台灣的民主體制。 

本會顧問，同時也是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發起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Pacidal）身著阿美族服飾，指出全球數億原住民族人口，大多居住在易

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區域，卻是碳排最少的族群，因此成立聯盟呼籲台灣氣候政策

要讓原住民族有參與機制。 

高潞顧問認為，今年，臺灣政府積極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如能在氣候政策

納入原住民族權利、納入原住民族氣候調適基金，可以讓世界知道台灣是原住民

族事務的領頭羊，執世界之牛耳，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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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森林碳匯、原住民與人權，以及台灣氣候行動」攤位（2022/11/14-15） 

為期兩週的埃及 COP27 氣候大會第二週，會場人潮更多，談判代表腳步明顯加

快，為前途荊棘的大會產出奔走。 

雖然今年埃及現場混亂，行政作業錯誤百出，本會還是順利申請到場內展攤，於

埃及時間 14、15 日兩天第 35 號位置展出，與各國友人分享本會過去兩年於東

西部原鄉國小所推動之原住民氣候教育服務，以及去年底成立之原住民族氣候變

遷聯盟與其訴求。 

大部分的外國朋友們對於台灣原住民狀況感到好奇，也驚訝於台灣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 20-23 條，已經有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知情同意、惠益共享、共管等機

制；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各國共通問題是執行，或者是還沒有足夠資源支持原住

民實現這些機制，以及因土地使用所衍生，與氣候變遷有關之森林管理等能力建

構。原住民族基本法，加上正在修法之氣候變遷因應法，兩相結合或許是實現原

住民氣候正義與氣候轉型的契機。 

為了增加交流效果，本會也特別製作三款以原住民為主題之明信片，以及寫有森

林碳匯四個中文字之口罩（Made in Taiwan）作為小小贈品；明信片上更留下

㇐首據說是改編自印度詩人泰戈爾飛鳥集的小詩，以趣味的方式傳達對原住民與

氣候議題的關注，頗受好評。 

We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Sun for the day, Moon for the nigh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for climat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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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帛邊會講者與貴賓大合照（左四副秘書⾧鄭佾展；右三顧問高潞·以用·巴魕剌） 

 

與外國友人交流臺灣環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