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的
環境議題

專題報導 環境保護

回顧國際近五十年來發展的環境保護運動，

其實就是對工業革命以來，

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環境破壞的反省，

也因此環境思潮已逐漸形成新的社會認知及規範。

■顧洋

國際的
環境議題



人類在環境品質的涵容範圍內，有追求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

同時為了目前及未來世代，也負有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嚴肅責任。回顧國際近五十年來

發展的環境保護運動，其實就是對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環境破壞的反

省，也因此環境思潮已逐漸形成新的社會認知及規範。尤其面對近年來臭氧層破壞、

溫室效應、酸雨、熱帶雨林的消失及沙漠化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使人類體會到以往

追求資源無限制使用的經濟成長，勢必危及自然環境與人類的平衡，唯有確保環境生

態的永續穩定，才能達到人類社會的永續

發展。

許多國家都曾樂觀地期望可以同時達

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目標，以國內來

說，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高經濟成長對

創造社會財富確實有具體的貢獻，但卻由

於水土資源不當使用、環境負荷過重，造

成環境品質的惡化和不斷發生的公害事

件。最近幾年，國內環境保護工作已有具

體績效，然而所有的檢討都顯示了「鋸箭

式」或「套裝速食式」的環保策略，忽視

了環境管理所強調的「適法、溝通、專

業、持續改善」。使我們體會到國內環境管

理的運作，已經面臨「調整觀念、修正腳

步、重新出發」的重要關鍵。

因此展望環境理念的演變，傾向於滿

足民眾對環境資訊「知的權利」，以「科技

導向」為思考的基礎，彙集各類利害相關

者參與環境政策的討論，依循自然生態的

原則，共同規劃環境資源的維持及公平使

用，訂定符合永續原則的環境政策。此

外，須建置一個積極成長、有彈性的管理

系統，確實地掌握重大環境考量面，配合 由於人類的破壞，熱帶雨林正逐漸消失中。

酸雨會對森林造成嚴重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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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送、回收及處置來達成環保目的。而所管

制的有害廢棄物從醫療廢棄物、金屬廢料到有

機鹵化物等，涵蓋的種類相當廣泛。

該公約強調「責任延長」及「妥善處置」

的原則，有害廢棄物的產生者須負起妥善處置

的責任，其責任並不能因委託處置而把它賣斷

或轉移。至於「妥善處置」方面，則主要針對

環境危害物的描述、處理方法的適合性、廢棄

物減量及回收的可行性等進行評估及考量，以

確保有害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減到最低，公約

更明文禁止已開發國家輸出有害廢棄物至開發

中國家。

全球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京都議定書

由於工業快速發展，能源使用量大增，加

上土地資源的開發，大量砍伐森林，使得地球

環境的碳循環遭到破壞，造成全球氣候溫暖

化，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也逐漸明顯，例如聖嬰

現象、北極冰帽溶解等。為因應這一環境危

機，國際間積極研擬

對策，聯合國於一九

九二年召集簽署全球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及減量工作，以減

緩全球溫暖化，並於

一九九七年在日本制

定具有約束力的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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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國際環保公約、規範及其他活動略做說

明。

巴塞爾公約

全球每年產生有害廢棄物數量已超過四億

噸，不同國家處置有害廢棄物的方式、技術及

成本差異頗大，因此有害廢棄物的跨國越境轉

移行為相當普遍。由於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引

發的環保糾紛不斷發生，聯合國於一九八九年

召集簽署巴塞爾公約，以系統管制有害廢棄物

技術研發和經濟誘因來有效執行既定的環境政

策，提升人類社會體系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容

性，以達成環境永續的目標。

而環保工作的推動仍需考量區位、政治、經

濟和產業等因素，對於國際層次的環保議題，這

些因素更為重要。以區位為例，溫帶國家是否了

解熱帶國家的環境與社會期望？以政治而言，所

謂大國是否真的能在國際環保議題中尊重其他國

家的權益？以經濟而言，開發中國家能否達到且

負擔已開發國家的環保水準？對產業來說，環保

管制嚴格國家的產業能否和管制寬鬆國家的同業

競爭？由這些方面來看，國際間的差異確實相當

極端，不易建立一致的環保管制標準。

然而藉著科學研究、抗爭糾紛、法規管制和

其他方式，人類持續以建設性的做法解決環境問

題。國際環保議題的管制也是依據同樣的路徑尋

求共識，重要趨勢之一即是未來國際貿易和國際

環保的關聯性會更加密切。

過去三十年來，發生了許多全球性的環境議

題，而這些議題也逐漸藉著系列的公約及規範來

解決。任何環境公約或規範的訂定，必須各參與

國或組織對環境議題建立共識。依據統計，從一

九八○年來持續建立的環保或保育相關的多邊和

雙邊協定多達一百八十種以上，以下僅就較常討

廢電腦產品多

含有重金屬，

大量廢棄物會

造成污染，若

能進行回收，

可減少對環境

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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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在日本

制定具有約束力的

京都議定書，限制

了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衝擊各國的能

源配比與產業結

構，影響各國經濟

發展，甚至損及國

際競爭力。



議定書，限制了二氧化碳排放，直接衝擊各國

的能源配比與產業結構，影響各國經濟發展，

甚至損及國際競爭力。

公約對於各締約國採取的減量原則是「共同

努力，但責任與能力不同」，因此京都會議後，

很清楚地發現國際態勢轉變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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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地球生態圈的多樣性，是永續發展的基礎。 各國有責任保育其國內生物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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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球高峰會議期間，召集簽署「生物多樣性

公約」。依照公約的規定，各國對其國內的生物

資源擁有主權，但也有責任保育其國內生物界

的基因、物種、生態系以至於地景的多樣性，

以便全民永續、公平、合理地分享生物資源所

產生的惠益。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華盛

頓公約）在一九七三年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簽

署，並於一九七五年正式生效。該公約的主旨

是以管制國際野生動植物的交易為

手段，達到保護稀有或瀕臨絕種動

植物的目的。

該公約為了有效保護野生動植

物，把野生動物植物劃分為三級，

採行不同程度的貿易管制方式，目

前共管制近四萬種瀕臨絕種的野生

動植物。對於違反公約規定的國

家，會員國大會可提出管制建議，

甚至包括貿易制裁等措施。我國由

於對犀牛角交易的管制未能落實，

一九九四年曾遭美國依此議定書以

培利修正案抵制部分產品的貿易，

抵制行動雖在一年後解除，但已損

及我國經濟及國際環保形象。

維也納公約與蒙特婁議定書

基於使用氟氯碳化合物等化學

物質，會導致破壞地球臭氧層的共

識，聯合國於一九八五年召集簽署

維也納公約，並於一九八七年簽署

「蒙特婁議定書」。蒙特婁議定書是

為保護臭氧層，管制國際間臭氧層

破壞物質的使用，並逐年禁用破壞

臭氧層物質。

公約管制物質的項目和時程已

經多次修改，目前管制的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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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的對立。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三

成的美國，由於布希政府拒簽京都議定書，對

於國際間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及減量工

作，造成嚴重的衝擊。

生物多樣化公約

維護地球生態圈的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

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性，是永續

發展的基礎，然而人類活動卻造成基因消失、

物種滅絕、生態體系劣化等現象。

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國際間應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及減量工作，避免造成全球氣候溫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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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輔導—訓練體系，以因應其

對國內經濟發展的衝擊。

建構及推動環保策略

國際環境保護的潮流對國內

環保工作的推動及國際貿易的拓

展有重大的影響，在進行環境評

估及推動環境改善之際，必須能兼顧到國際趨

勢，以前瞻性、整合性、公開性等為前提，積

極建構及推動環境保護策略，才能有效提高整

體的競爭力。

前瞻性 面對高漲的國際環保趨勢以及日

漸嚴格的法令規範，推動環境保護活動時的前

瞻性更顯重要，若只有被動強制性的法規命

令，而沒有積極主動的預防減量觀念，則環境

保護成效必定緩不濟急。

整合性 面對不同的環境衝擊以及污染物

間的轉移，除了廢水、廢氣和廢棄物等傳統環

境污染物必須處理外，有關毒性物質的使用、

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節約用水等的考量，也必須

納入環境改善規畫中，以確保環境保護工作的

完整性。

公開性 在因應國際環保議題時，須考量

環境現況及因應策略的公開性，以廣徵不同領

域、層次的意見，由不同的角度來評估其影響

程度及策略推動時的可行性。

環境永續與人類發展息息相關，但是面對

未來，全球許多環境問題似乎都會持續惡化。

環境管理相關課題的挑戰，其實是極為複雜

的，絕對不只是環境工程師的責任，也有賴於

人類調整過去被動的態度，改以主動前瞻的方

式因應環境管理相關課題，進而建立符合生態

共生的社會體系。更期望從環境管理相關技術

的開發及使用經驗，學習環境生態的互利、共

享以及公平的精神。

顧洋
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全氟氯碳化合物（CFCs）、海龍

（Halons）、四氯化碳、非全氟氯碳

化合物（HCFCs）、非全氟溴碳化

合物（HBFCs）、三氯乙烷及溴甲

烷等。這議定書有貿易限制的規

定，各國須加強管制臭氧層破壞物

質的使用，以避免產品輸出時遭遇

非關稅性的環保障礙。

二十一世紀議程

一九九二年在巴西所舉行的地球高峰會

議，針對永續發展的理念，決定以「二十一世

紀議程」做為各國推動的行動綱領。聯合國要

求各會員國提交永續發展國家規畫報告或二十

一世紀議程，它的內容主要包含四大部分。（1）

社會經濟面：包括消除貧窮、改變消費型態、

保護並合理使用森林資源、保護人類健康以及

把環境與發展議題納入決策過程。（2）資源保

育與管理：涵蓋綜合性土地資源利用、保護並

合理使用森林資源、保護山區生態系以及保護

及管理水資源。（3）參與成員的加強：加強婦

女、勞工、農民以及企業界等的參與角色。（4）

實施方法：資金來源創造環境友善技術、提升

環境意識、訂定國際法規工具與機制以及建立

全球資訊體系等。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於一九九六年起陸續公

告有關環境管理系統等相關國際標準，迄今已

在全球各地形成風潮。

「環境管理」是近年來先進國家積極發展推

動的環境保護策略，以配合過去行之已久的

「排放管制」策略，其目的在鼓勵從組織內部規

劃其環保改善及污染預防措施，以期達到永續

發展的目標。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一向以對外

貿易為主，國際環境管理標準對我國的出口貿

易有極大的影響，因此應建立完整的標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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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婁議定書是為

保護臭氧層，管制

國際間臭氧層破壞

物質的使用，並逐

年禁用破壞臭氧層

物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