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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夠在恒生管理學院為大家做一個恒管傑人講座，我覺得非常欣慰。

前一陣子看到貴校校長何順文博士談起私立大學辦學的“彈性”與“自由度”能夠

擺脫一些制式的競爭，確實有它優點，這觀點我完全同意。在一個民主多元化

的社會裡，我們有足夠的空間讓每一個學院都成為最好的，培養的學生也是最

好的。這次到貴校來，除了感謝貴校的邀請外，我的前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也

是網球社的球友，袁國華教授，細心安排了我的行程，也在此表示感謝。 

今年，2015年，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關鍵的一年，人類社會在地球上的過

度開發使我們的地球超載了。人口的暴增，人均消耗的增加，能源使用的方式，

以及財富分配的不均，使我們在世代交接上面臨很大的問題。我們必需急速改

變我們在地球上的發展模式，照以前的發展模式行禮如儀是行不通的。今年年

底在巴黎將召開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 — 第 21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21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Climate Change, 也稱 COP21)，如果在這個會議裡我們還是沒能得到共識，共同

急速減碳，人類的未來將會是非常暗淡的。讓我們先從人類歷史發展來討論這

件事。 

宇宙大爆炸後，經過了約 95億年才形成太陽系，而太陽系形成後到現在，

也經過了 45億年。在太陽系形成後不久，由於地球所處的特殊位置而有了生命

現象的發生，經過光合作用，物質的循環在地球表面也開始了。另一個有趣的

事是地球繞行太陽的軌道並非圓形而是橢圓形，也受到其他星球的影響。而地

球自轉與公轉(繞太陽運行)的軸心並非與黃道面垂直，而是傾斜了一個角度，這

幾種因素造成太陽對地球能量的輸送產生週期性的改變。從過去歷史的氣溫狀

況來看，大概每 10萬年左右會進入一個冰河期，而目前我們正在地球溫度較高

的時段，也看到氣溫正在快速上升中。有人或許會問，氣溫上升後就會進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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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期，屆時氣溫不就會下降了?但是一個冰河期到下一個冰河期要經過很長的時

間，地球週期性的冷卻可能是幾千年或一萬多年前的事，但我們目前遭遇到的

地球暖化可能帶來的嚴重災害卻在四、五十年後就會發生的，所以我們無法等

到地球自然冷卻，而且過往自然的變化周期也將因為人類的活動而發生很大的

變化。 

人類的祖先從人猿進化到人類也不過是 200萬年左右的事，而人類的活動

在那時也是大自然的一小部份，即使到了 1萬年前開始了農業時代，人類活動

對於大自然開始有些影響，但影響也不大。農業時代的人類活動，不論是食衣

住行，大概都是大自然，也就是陽光，所供應的，所需要的能源，也是來自於

陽光。250年前，在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人類活動所需要的能源的來源，

有了很大的變化，蒸氣機、紡織機所需要的能源，慢慢地變成由地底下所挖出

來的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所供應，自此之後，人類的生活脫離了太陽，

脫離了大自然。在 1850年，居住在美國的人類所使用的能源，9.3%來自於地底

挖出來的化石燃料，而燃燒木材還佔了 90.7%，但短短的一百年，我們可以看到

在 1955年時，燃燒木材僅佔 2.6%，而化石燃料則上升到 93.7%。在這 100年間，

其實就是人類慢慢脫離大自然，脫離太陽，依靠地底蘊藏的化石燃料來發展社

會的時期。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利用了化石燃料來創造物質，提升了醫藥水

準，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提高人類壽命，也讓人口快速增長。在 20世紀初，全

球人口也不過 15億人，到 20世紀結束時就已經成長到了 60億人。以目前的生

活方式，需要 1.5個地球才能滿足 68億人的生活。而今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了 72

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要以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來發展，則需要 5.4個地球才有辦

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過去不論是日本、台灣、還是現在的中國大

陸，大家還是以追求美國的發展模式來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從目前的角度來

看，這將會行不通的。進入 20世紀以後，透過大量生產，物品變的更便宜，讓

人們更容易消費，例如目前的許多電子產品，生命週期都很短，像是 iPhone、iPad，

每隔不到一年就推出新產品，於是鼓勵了人們為了更新而消費，製造了許多廢

棄物，產生了許多污染。 

聯合國預測，到 2050年全球人口將增加至 95億，也由於開發中國家飲食

的改善，肉類消耗增加，使得農作物的產量需求將提高 80%至 100%。有些科學

家認為這個問題可以藉由基因改造工程來達到，但許多環境變遷的專家卻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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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為氣候變遷的緣故，極端天氣事件反而會讓農作物的產量減少。我們現

在看到的這些現象，包括人口太多、消耗太多、環境汚染多到地球無法承受，

人類走到現在，其實存在很大的困境。而這些現象的惡化，也不過就是在這 50

年來發生的事情。不論是溫室氣體的快速增加、沿海地層下陷、洪災發生頻率

的增加，都看到非常明顯的惡化。 

我先從溫室效應開始談起。過去 1萬年，地球的氣溫都維持在一個很穩定

的狀態，即使將時間拉近到兩百多年前工業革命開始之前，也都是如此。工業

革命後，尤其是最近的 50年間，地球的氣溫上升得非常快速，十年前有人認為

這不是溫室氣體造成的，但是最近從事環境研究的專家來看，超過 98%的專家

都認為，這是人為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所造成。地球接受太陽輻射所帶來的能

量，經由紅外線的形式將地球吸收的熱量散到外太空去。一定濃度的溫室氣體

是扮演在地球散熱時將紅外線阻擋下來的功能，藉以保持地球的人類適合居住

的恆溫狀態，不至於過度的寒冷。大氣中如果沒有溫室氣體，我們地表的溫度

將會是-15℃。但現在溫室氣體大量增加讓熱量過度留存在地球，所以造成氣溫

逐漸上升的現象。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在 2007年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

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不應超過 450 ppm，而那時地球大氣層中二氧化碳

的濃度是 390ppm，且每年以 2 ppm的速度增加中，也就是 30年後就會達到這

個臨界點，最近是已超過了 400ppm，而 450ppm也代表屆時地球平均氣溫比工

業革命前高出 2℃的機會將會有 50%。從 2007年到現在又經過了 7年多了，去

年的第五次 IPCC的報告更進一歩驗證了氣溫逐漸上升確實是人為的因素。去年

全球氣溫又破了紀錄，人類所做的努力仍很不足，很多科學家都認為這 2℃的目

標可能是做不到了。 

有許多人也許不認為升高 2℃有什麼問題，但就像人一樣，從 36.5℃的正常

體溫升高 2℃到 38.5℃，許多人就會覺得不舒服要躺在床上休息一樣，如果地球

溫度也上升 2℃，缺水人口將達 20億，20%~30%的物種將瀕臨絕滅。氣候變遷

的衝擊已經在全球各地發生，舉例來說，過去 50年來，各地發生嚴重洪災的次

數都有很明顯的增加，過去以為安全的澳洲，在 2011年也面臨非常嚴重的洪水

災害，2009年台灣的莫拉克風災，在短短 48小時內，降下了 2.3公尺的雨量，

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2013年菲律賓的海燕颱風帶走了約 6000個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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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科學理事會就是希望在未來 10年結合科學家的力量，對未來氣候變遷

所帶來的衝擊進行更明確的預測。 

若要談影響人類存亡的因素，除了剛剛提到的氣候變遷之外，另一個關鍵

就是物種消失的問題。許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大自然替人類製造的財富，大約

是2倍人類所創造的GDP。我們的糧食有三分之一要靠花粉授精才能生產出來，

所以如果蜜蜂、蝴蝶消失了，我們的糧食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所以如果熱帶

雨林、農地、濕地繼續消失，人類從地球上消失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們今

天應該要覺醒，今日的人類社會已經過度開發，過度使用資源、造成環境極大

的汙染。過去我們把國家分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這

些已開發國家應該叫做過度開發國家。例如剛才我曾提過的全球如果都以美國

人的生活方式來過活，就需要 5.4個地球，不是正代表了美國是個過度開發的國

家?事實上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也都已過度開發，雖然我們工業化

的程度還落後美國，但台灣人民生活的浪費方式已經與美國人無異。 

許多人談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但其實是著重在發展兩字，

以為永續就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進行微調，做一些再生能源，節能的努力就可以

了。但這不是如此單純的事，應該思考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應該要朝美國

的方式來進行，以無限制的消費來發展經濟，在僅有的一個地球下，這應該是

行不通的。我們擔心的是，即使地球的資源還沒被我們消耗殆盡，但人類可能

已先消失了。要維持過度耗費能源與物質的生活方式，還是回歸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關係，就待我們深思了。人類的未來該怎麼走下去，以永續發展的觀點，

決不是在既有的發展路徑上做出些微的調整而已，必須要進行整個社會的轉變，

要走向低碳社會。所謂的低碳生活、低碳經濟就是大量減少使用化石燃料，所

以我認為永續的觀點，就是回歸太陽懷抱(Back to Sunshine)，我們現在談的綠色

能源不論是太陽能或風能，都是來自於太陽。太陽就是一個核融合的“發電廠”，

1小時供給地球表面的能量就足以提供人類 1年生活所需。 

另一個方向在於我們現在的消費都強調個人消費的模式，例如早期看電影

是去電影院，幾百人或上千人一起看，但現在許多人都是在家一個人自己看電

影，這就是造就個人消耗愈來愈大的例子，因此科技的創新應該也要從社區的

發展來思考，而不是一昧的從個人的發展來考慮。過去的老祖先，依靠著陽光

與四季變化來生活，社會的轉變也應該要積極地去學習過去文化中的智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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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另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大家一定要趕緊坐下來討論，該如何來改變整個社會，

但絕對不是讓未開發國家仿照美國目前的生活型態來發展，而是以一個低碳、

低資源消耗的方式來提升生活。因此，一個回歸簡單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

大概就是我們社會整體轉變的一個大方向。 

我們要一個轉變的社會，是要達到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這其中除了經濟

的發展之外，還要保護環境，降低貧窮。以目前一碰到經濟蕭條，就開始不斷

的鼓勵消費，如果地球是無限的，也許這個方式可行，但我們也都了解地球資

源的有限性，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妥當，有待深思。兩年前里約熱內盧大會中，

大家都有個共識，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否則人類未來的發展將

不可能平順。所以今天我在這裡與各位所談的內容，並不是要反工業、反商業、

回歸原始的生活，而是希望觸發各位思考，如何以現有的科學與技術來改變我

們的社會，以更少的能源、更少的資源來改善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的生活更豐

富。舉電冰箱的例子來說，現在的冰箱較 15年前的冰箱可能省電達到不止 10

倍，以我家最近剛換的一個冰箱，一年只要消耗 350度電，一天平均不到一度

電。一個人維持基礎體溫大概只需要 100瓦特的能量，但從化石燃料的使用可

看出美國現在平均一個人要消耗 10千瓦特的能量，而台灣每人平均也要 6千瓦

特，我們可以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這麼多的能量。 

談到永續能源的三贏就是增強經濟競爭力，也就是提高對能源的使用效率，

另外兩個層面是減碳與創造就業機會。以減碳來說，台灣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 1

年 12公噸，美國大約是 20公噸。但發展再生能源來說，以太陽能為例，美國

每人可分配到的陽光是台灣的 20倍，澳大利亞更是台灣的 200倍，所以我們的

減碳如果僅靠自身發展的再生能源是不可能的。如果台灣還是維持這樣高密度

的人口，未來還是有能源輸入的問題，所以台灣的能源政策應該提早進行相關

的規劃。 

另外談到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的三贏，第一個面向是維持生態

系統服務對經濟的貢獻，這代表不要為了眼前的經濟發展而破壞生態系統長遠

為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第二與第三個面向則是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增加

在地居民的收入。這其中也可以思考，如果我們要依賴太陽來生活，過去往都

市集中的這種生活型態可能就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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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來，「綠色經濟」被談論了許多，綠色經濟的原則及路徑圖

(Roadmap)，以及世界各地綠色經濟的模範政策與工具，都值得我們參考並塑造

自己的策略。最近談到台灣農產品的自足率僅有 28%，也就是 72%要靠進口，

過去在美國開會，常會聽到美國人來謝謝台灣，因為台灣是除了美國之外，人

均美國農產品消費最高的國家。看到非洲常常有飢荒發生，台灣的農地不斷地

休耕領政府補助金，這其中的矛盾也值得思考。韓國在 2008年後制定了「綠色

成長」計劃，期望藉由此計畫，從面對環境變遷、能源短缺、與經濟蕭條三重

挑戰中，成為全球綠能環保科技領導者。事實上，這也是許多國家在追求競爭

力上所採用的策略，但我卻憂心，綠色成長只怕是成長遠大於綠色。 

從外太空看地球，只看的到五大洲、三大洋，但如果我們身處地球就了解

整個地球劃分了許多不同國家的疆界。目前全球各項事務，都是以主權國家為

單位來進行的，於是不免牽涉到國家間的利益保護，很難用全球性的角度來思

考。但我們也了解，以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應用來說，就必須要進行全球性的優

化配置，某些區域適合進行太陽能發電，某些區域適合風力發電，再一起整合

在全球性的電網上。 

全球每年的國防預算大約在 1.5兆美元之譜，但過去的敵人是從其他國家來

的，所以需要買武器來抵抗敵人，但慢慢地，我們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未來

的敵人不論是氣候變遷或是生態系統的退化，都要靠我們全球人民的共同改變

才能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