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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臺灣該怎麼辦？

◎ 商周出版編輯室

◆ 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生活中有些概念經常是耳熟能詳，但真要解釋清楚，卻總是語焉不詳，「全球暖化」、

「溫室效應」、「溫室氣體」，就是這類專有名詞。

當一個問題各執立場時，便不難看出各自所抱持的心態。有人覺得全球暖化現象迫切且嚴

重，必須立即採取全球性的因應措施；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純粹是炒作出來的議題，地球是否急

遽升溫仍有待科學證據檢驗。

不過，究竟是誰在覺得全球暖化嚴重、迫切且重要？是科學家、環保人士、政治人物，還

是媒體人？無論如何，在這些人的大聲疾呼和道德勸說之下，加上《明天過後》、《不願面對

的真相》等影片，以虛擬或真實的畫面，讓人們目睹且感受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災難，原本或

許覺得事不關己的一般大眾，也開始留心起全球暖化議題了。

◆ 地球到底有沒有在暖化？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NOAA）於 2007 年 3 月公布的氣候報告書，去年冬天是自 1880 

年有記載以來，地球最熱的冬天。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 2007 年 2 月最

新出爐的報告中，則指稱暖化趨勢的證據「確鑿」（unequivocal），而人類活動「很有可能」

（very likely）是過去五十年來氣候變遷的驅使力量。反觀 IPCC 在 2001 年的報告中，則是只用

「可能」（likely）。

光是從新增「very」這個字看來，就反映有愈來愈多科學證據顯示，從煙囪、排氣管和焚

燒森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在促使地球表面平均溫度自 1900 年以來上升超過華

氏1度的這件事情上，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沒有溫室效應，地球根本不可能足夠溫暖到形成生命；然而與日俱增的二氧化碳，使得大

氣加速暖化，自從 1970 年，大氣溫度已經是20世紀平均值的近乎三倍。如果二氧化碳在大氣的

集中量達到 1750 年的兩倍，全球氣候可能上升華氏 3.5 到 8 度。到了 2100 年，海平面可能會上升 

7 至 23 英寸，而如今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將會持續好幾個世紀。

然而，也有專家學者認為，IPCC 所發表有關地球氣候劇變的報告，其實是近代大氣科學數

據加上政治妥協的產物，而地球暖化現象也只是科學見解的一端。縱使全球氣溫的確在暖化當

中，但是箇中原因是否為人為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在科學上並無定論。

的確，每當 IPCC 提出報告時，總有一方學者專家認為言過其實，但也有另一方認為低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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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無論所執的觀點或立場為何，至少都顯現出必須正視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思維。

◆ 臺灣的暖化現象有多嚴重？

這幾年來，氣候變遷的反常現象，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以 2001 年為例，臺灣

便遭受 7 個颱風（包括造成嚴重災情的納莉颱風）的侵襲，水災頻傳，而且在納莉風災之後，

又連續兩年遭逢乾旱。這些極端的天氣與氣候，均促使人們不免懷疑是全球暖化的結果。

根據前述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研究小組所公布的最新報告，臺灣屬於氣候變遷的高危險

群，百年以來，平均溫度增加了 1.3 度，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

許多長期監測臺灣氣候變遷的學者預測，全球暖化對臺灣氣候可能產生的衝擊，包括暴雨

暴旱、高溫日數增加等等；而氣候異常則是會導致生態異常、物種遷徙等等。顯著的變化可能

2020 年以前就到來，進而衝擊到社會、經濟、公共安全等各層面。

雖然也有人質疑上述預測的準確性，並指出臺灣偏高的暖化數據，可能是受到中國大陸燃

煤和工業生產的影響。然而，臺灣近年來溫室氣體排放有增無減的趨勢，仍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 2006 年國際能源總署報導，從 1990 到 2004 年，臺灣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成長率，是全

球成長值的 4 倍，每人平均年排放量超過 12 噸，是全球平均值的 3 倍。上述報導也指出，臺灣

每人平均用電量的成長率，遠比其他國家快速。另根據經濟部統計，臺灣過去十五年來，每人

平均用電量成長了 3 倍。這些人為因素，無疑均對氣候暖化有加乘作用。 

◆ 被迫因應還是防患未然？

關於全球暖化，其實有 3 個基本問題：大氣溫度真的在升高嗎？這是自然變遷抑或人為造

成？全球暖化所可能衍生的天然災害，真的會發生嗎？

關於大氣溫度是否真的持續在升高，科學界的專家學者確實各執一端，難有定論。人與自

然的互動應該是相互融合，而非事後的適應與療傷。即使全球暖化的發生機率不高，或是程度

不嚴重，相信任何維護地球的投資（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都是值得的。

其次的爭論是，大氣增溫真的是人為成分居多嗎？雖然我們仍無法確知溫室氣體的累積將

如何改變地球氣候，但是我們知道人為污染確實可能導致氣候變遷，理由包括：人類的活動造

成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溫室氣體具有暖化地球大氣的特性；溫室氣體的生命期從十多年

到數百年不等，能影響地球氣候數百年之久。

最後一個問題則是，人們常常會問，氣候暖化是否確實造成了更多的異常天氣與氣候，導

致災害更加頻繁？其實，這並非問題的核心。重要的是，地球環境在人類作為的影響下，已經

變得更脆弱。若是全球氣溫確實正趨於暖化，將有可能會造成顯著的氣候變遷，屆時對地球環

境的衝擊，也將更形嚴重。

拉長地球的生命史來看，無論全球暖化是異象還是常態，但是在未受到人類干預時，大自

然有其一定的韻律。然而，人類面臨的問題是，過多的人造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否已經或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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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大自然的韻律，留給後代子孫一個毀滅的未來？

◆ 個人可以怎麼做？

急迫性，並不是要危言聳聽，而是有些時候，說到百年或更久遠之後才會發生的事，人們

很快就會喪失警覺；切身感則是要把全球暖化的「全球」格局縮小，距離拉近，讓人們確實感

受到自身所處的環境，並未自外於全球潮流，而且我們自己很可能就是促成暖化現象的推手，

但同時也可能透過個人或集體的觀念和行為改變，成為緩和暖化問題的助手。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不願面對真相》一書中提到，乍聽到全球暖化這麼大的問題時，很

容易讓人不知所措；然而，這正是我們必須改變的態度，因為唯有每個人都扛起責任時，這項

危機才能得以解決。高爾也整理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採取的具體作為，包括：

一、改用省電燈泡：省電燈泡雖然價格較貴，但是耗電量低，壽命較長，並能提供我們同

樣的照明效果。

二、正確使用家電：購買能源效率高的家電，並改善現有家電的使用效率。

三、少次多量的洗衣原則：待洗衣物累積到洗衣機的滿載量時再進行清洗，盡量避免使用

烘衣機。

四、節約使用熱水：洗澡時不用盆浴，改洗淋浴，並裝設低流量的蓮蓬頭。

五、減少待機時的耗電量：家電用品不使用時請拔掉插頭，或是將插頭接到附有開關的延

長線上。

六、減少因交通運輸而製造的碳排放：以步行、自行車、共乘或是大眾運輸工具取代開車

上路。

七、選擇燃油效率高的車：油電混合動力車可以大幅地降低耗油量，而燃料電池車的效能

比大小相當的傳統車輛高出兩倍，且不會帶來任何污染。

八、減少消耗品的消費：選擇持久耐用而非拋棄式的產品。

九、購物前做到垃圾減量：拒絕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

十、落實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確實做好垃圾分類，並減少紙類的使用。

十一、使用環保購物袋。

十二、減少肉類攝取：製作與運送肉製品所耗的能源，遠高於處理等量植物蛋白質所需的

能源，而減少肉類攝食的同時也可省下龐大的水資源。

十三、購買當地自產的食品：盡量選用當地、當季的產品做為食物來源，以減少運輸過程

中的能源消耗。

十四、支持環保節能產業：進行投資時，將地球環境的永續性列入考慮，以實際的投資行

為表達認同。

十五、參與政治活動：向民意代表施壓，要求政府給我們一個更有力的承諾。

十六、支持環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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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個人和社區實踐低耗能的生活型態時，也可能是重新開發生命活力的契機。

◆ 企業可以怎麼做？

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對策，不外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以及發展

新能源這兩項。在臺灣的主要城市裡，除了重工業密集的地區，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是住商部

門，企業及政府機關立即可以貢獻的努力，包括：在高密度的辦公室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採

用水冷式空調系統、貼隔熱紙；推動日光節約時間（例如夏季提早上班上學）；推廣綠化；推

行共乘制度，鼓勵騎腳踏車洽公或短程通勤等等。

長遠來看，尋找替代能源及減少能源的消耗，是產業必須面對挑戰，也是機會。舉凡無碳

能源的開發（太陽能、風能）、資源回收再利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污染控制等相關技

術，都是值得嘗試或開發的領域。

環境保護與企業成長並非零和遊戲，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僅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也

可以是提升企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尤其，近幾年產業興起綠色革命，加入綠色供應

鏈，更有機會成為國際大廠的合作夥伴。

臺灣地狹人稠，快速工業化及高度都市化，加上落後的環保制度與行政，使得土地吸納天

然災害的能力極為脆弱，即使沒有氣候變遷的壓力，臺灣的環境與生態破壞問題，也已經嚴重

到我們必須痛定思痛。然而，在個人、科學社群或企業之外，政府在因應、甚至解決全球暖化

議題的舉措似乎仍極其有限。一個國家的政策，將會決定整個國家未來的走向與興衰，氣候變

遷的因應措施，若是無法落實於國家政策之中，從能源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政策下手，訂定

長遠的發展策略，成效將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