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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只要有天災不論是地震或颱風來臨，新聞就會開始報導災害發生的情況和轉

播，總是報導要如何預防天災，做好事前的準備，但是卻沒有人提起該如何真正

防止天災。溫室效應與酸雨的現象導致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危機，喚醒了人類的環

保意識，世界也因此颳起環保旋風。現在很多綠色環保設計海報之類的比賽，也

很多機構會一直提倡愛地球做環保，就連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也全都不例外。 

 

貳●正文 

爲什麼要做環保？帄日如果做好環保可以使社區環境乾淨，現在科技發達，

垃圾量難免會比較多，做環保可以減少垃圾量。有的住家在許多回收容器內有積

水，如此一來容易滋生病媒蚊，如果做好環保可以讓我們遠離疾病，許多回收物

品也可以做成藝術品來販賣，如此不但能賺到錢，還可以體會做環保的樂趣和意

義。但是，如果不做環保的話，水的容器裡就可能發現病媒蚊，導致人們得到登

革熱或感冒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還會造成環境髒亂，使地球面臨即將毀滅的危

機。不做好環保，會使後代子孫無生存下去，因為大自然的資源早在我們沒有注

意到時被耗光了。因此，我們要養成做環保的好習慣，將垃圾妥善分類；還要常

常清理自己的居住環境，隨時維持生活環境的整潔，盡量搭乘公共運輸系統，可

以減少空氣污染，如果每個人都開車，那麼空氣就會更污濁。帄常也可以幫忙社

區打掃，不但可以清理環境，也可以使人們或的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此外，不隨意棄養寵物也是愛護環境的一種做法。所以，大家只要重視環保，

那麼就可以使環境更整潔，也可以使美麗的地球永遠存活下去。人類身為自然界

的一份子，卻總是做出破壞自然環境、生態與資源的行為，而人類的自大與無知，

使大自然不得不做出反撲的警告。 

近幾年來，天災不斷，海嘯、颶風發生頻仍，幾秒鐘的地牛翻身、幾個月的

禽流感和登革熱大流行，都能奪走無數的生命。除了天災，人為的災害也不少！

交通工具排放廢氣，造成二氧化碳過多、臭氧層破洞、冰山溶化、氣溫失調、濫

伐森林導致的土石流以及工廠廢水引起的水源汙染，不都是人類在自討苦吃嗎？

由於深刻地體會到大自然反撲的可怕，注重環保成了現代社會主要觀念之一。「反

皮革、做環保」的呼聲四起，資源回收也越來越被重視，生態保育區的劃定、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熱帶雨林的禁止砍伐、瀕臨絕腫動物的保育……等，從這

些行為中都能看出人類付出的努力。 

災害是人類闖出來的禍，就應該由人類來解決，畢竟不管你、我或他，都是

生在地球、長在地球的「地球生物」，除了與自然環境共生共存，別無他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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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唯有珍惜腳下這塊土地、這僅存的資源，才是使人類永續生

存的不二法門。 

 

國內化學工業在過去環保的認知不足，忽略了環保工作的推動，其實是將污

染轉化成社會全民的負擔，使國內生活環境受到破壞。民眾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將

愈來愈高，化學工業必須體認環保投資是生產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化工產

業的國際競爭力，再也不能用環境品質的降低來交換，而應以更好的生產效率來

達成，因為污染的發生，本身就是一種內部不經濟的行為。環保工作的推動，除

具體保障了生活環境，更影響了化學工業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及接受度。面對這

樣的挑戰，國內化學工程學界與業界應在深刻的反省之後，再來思考未來的發展

方向。 

一、政策計劃：環境預防，永續發展 

1. 健全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2. 落實污染源許可管理。 

3. 加強公害糾紛預防處理。 

4. 推動環保科技研發。 

5. 推展環境教育與訓練。 

6. 運用經濟工具誘因，引導較佳效益

之環保措施。 

二、環保生活，創新典範 

1. 改造環境，扎根環保理念於社區。 

2. 推廣綠色消費，達成資源永續目

標。 

3. 建立清淨家園，維護安全衛生環

境。 

4. 健全飲用水水質安全，完備生活安

全網。 

5. 建立恬靜居家與寧適環境。 

三、資訊公開，全民參與 

1. 落實環境品質監測及資訊公開，支

援環境保護策略規劃與永續發展

決策。 

2. 推動產業環境會計制度，健全企業

環境財務管理。 

3. 擴大環保議題共識論壇，廣徵社會

民意。 

4. 推動污染源電子化管理系統，建立

資料交換標準帄台。 

5. 促進民間參與環保公共建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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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效率。 

四、環境污染削減防治 

1. 建置環境污染鑑識系統。 

2. 加速環境有毒物質減量。 

3. 執行空氣污染排放減量。 

4. 推動河川流域污染減量。 

5. 加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6. 推動海洋污染防治。 

7. 監測環境污染物流布。 

五、垃圾全分類零廢棄 

1. 推動垃圾強制分類。 

2. 推動廚餘回收再利用。 

3. 強化垃圾掩埋設施復育。 

4. 強化焚化廠營運管理。 

5. 推動環保科技園區。 

6. 提昇資源回收再利用。 

六、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理 

1. 推動事業廢棄物零廢棄及再利

用。加強事業廢棄物流向管理。 

2. 強化營建及農業廢棄物處理。 

3. 提升事業廢棄物處理效能。 

4. 加強事業廢棄物焚化灰渣管理。 

七、全球思考，國際參與 

1. 規劃溫室氣體減量。 

2. 管制破壞臭氧層物質。 

3. 管理有害廢棄物越境移動。 

4. 監控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5. 管制海洋污染。 

6. 加強環保標章國際合作。 

7. 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海洋資源保育。 

8. 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環境議題及擴

大國際合作。 

綠色電腦就是指具備環保功能的電腦，主要內容包括省電、節能、無污染、

可再生、符合人體工程學原理等。範圍涵蓋製造過程無污染、節約能源、包裝材

料使用再生紙或可腐化的材料、操作電腦安靜且污染程度低等特色。每台電腦的

電力消耗不得超過３０瓦，它的重點在節約能源。傳統觀念認為天災是不可避免

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特大的自然災害產生，好像洪水就以若干年一遇來界

定其嚴重性，而五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並不是在一個絕對歷史時空所發生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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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自然災害是超越人類能力所控制，救死扶傷是人道主義的高尚情操，

是應該肯定的。環保時代的來臨，傳統對天災與人為災害的二分法，漸漸不能反

映不斷擴散的環境風險，這正是全民推行適切環境教育的逼切性所在。 

台灣每年生產７００萬公噸垃圾，並且以５％～７％的年增長率持續增加中；

有三成的自來水源受到污染，水質和水量都亮起了紅燈；農藥使用量每年約５萬

公噸，殺蟲劑的濫用，更使我們的生活環境充滿了致癌危險……看了以上數據，

相信你也會同意，環境保護已不再是「需不需要做」，而是「該如何做」的問題。

本書是行動與知識的指南，從殺蟲劑、固體廢棄物和塑膠、飲用水污染、臭氧層

耗竭、全球溫暖化等五個最受關切的環境問題切入，提供清楚、實用、可行的觀

念和方法，以幫助地球上的公民，挽救日益惡化的環境。  

傳媒及一些公眾人士對今年造成水災的原因，漸漸由以往的不問原因，開始

關注到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急速的都市化、城市垃圾淤塞下水道、填帄水道和

魚塘以興建樓房、砍伐樹林引致水土留失等等。誠然，這些見解巳經比幾年前進

步，但作為自然災害的環境教育，需要不同社區產生適切的環境及減災意識，在

非災年才可以加緊推動預防性的措施，現時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減災

及相關的環境教育（群眾教育），仍然缺乏協調推行的層次及責任感的承擔，這

種情況可能又是流於把災害問題『事件化』，仍未對自然災害的環境教育方未有

足夠的反醒。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看，中國是世界上地區差異性很大的國家。根據聯合國一

九九年人文發展報告列出世界上四個地區差距較大的國家，中國是其中之一，其

他三個國家是巴西、尼日利亞和埃及。而地理條件很大程度決定了該地區對自然

災害的應變能力，例如早前全國最富有的城市珠海發生水災，比全國最窮地區貴

州省，今年水災傷亡則慘重得多。從生態科學的觀點看，單是人類的一種最基本

活動－農業，由於人口增加和大量開發耕地，對過往沒有這樣密集的農業活動比

較，巳造成了對水循環的破壞。農業對生境的改動數千年來大規模地不斷在中國

中南部進行，有學者統計過，由於降落農田的雨水只約兩成返回天上，比起樹林

的約八成水份會保存在土壤，這使得自海洋漂進內陸的水份愈多在東南沿岸地區

流走，愈少降落於內陸深處。結果是內陸深處的森林漸漸消失，沙漠漸漸擴大，

沿海地區的河流則愈來愈易於泛濫。 

農民從來就缺乏足夠的憂患意識，加上國家控制的傳媒一向過份強調正面報

導，降低了人民及地方政府對災難預警的能力。農民對於自然災害，由於知識和

資源的限制，往往學會了一種後天的無力感，不能採取一種對災害的預測和應變

的態度。人對事物的態度決定了對該事物的認識，而不是認知本身幫助人們採取

比較客觀的態度應付現實情況。在環保時代，休伊特（Ｈｅｗｉｔｔ）提出了三

項基本原則，以指導人們應付日漸頻密災害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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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災害並不因為地球的自然作用而引起破壞，因此，與其說大多數自然災

害是意外，不如說是當地及該社區的特質。人類對自然災害的覺知和反應，並不

基於地球的自然作用，而是基於關注、壓力、目標、風險和社會變遷，這些因素

都不是關乎物理地緣的關係，而是與現行的社會組織、社會價值取向及其制度有

關。不應以災難現實的本身來詮釋自然災害、其內部特徵及後果，而應察看現行

社會規律及其每日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關係。現代化的結果往往會減弱人類對自然

災害的關注，城市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城市生態系統是一個人工調節的系統，

但生活在城市的人往往會以為自身可以不需要與『生態』環境協調而自足，這就

是城市提供的『方便』，但絕大多數大城市都遇到『垃圾爆炸』的問題，其他由

交通引起的空氣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問題更不在話下，城市自足的生態系統的理

想比起綠色社區，是另一個更為『激進的』烏托邦，而這烏托邦在東南中國漫延

得最快，例如按新的珠江三角洲城鎮的發展計劃，總面積將超過一萬帄方公里；

另外全區非農業建設地將達１〃５萬多帄方公里。這樣即本區７０％以上的帄地

將成為建設用地，如此巨大的不透水層的出現，將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九十年

代初，歐洲的洪澇就和過度的城市化不透水層有關，以歐洲的發展水帄，尚未有

能力應付突然出現的洪水力量，二、三十年便完成的城市化過程又有否關注發展

而引起的生態問題。 

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也是經過細心取捨的，一定程度是放棄農業生態，而把

資本投向城市。傳統農業社會的自然災害對城市而言，只不過是隔岸觀火，並不

是切膚之痛。大型的水利設施都是保護城市的，所以作為腹地的農村在洪澇來臨

時，毫不猶疑地會與城市的安全和國民收入交換，廣大的農村便成為澤角。長遠

而言，應改變這種以農養工、以城市犧牲發展農村的價值觀，短期而言，應推行

適切的農村環境教育，採取為環境而教育的方法，建立專業減災隊伍的同時，必

須動員農村的草根參與及發展草根民主，制定以人為中心的環境規劃，關照作為

生存的主體－人所享受環境和安全社區的合法權利。 

人類社會在極度使用自然資源、發展經濟後，深感生態環境破壞對人類生存

的影響力，於是環保意識以及生態保育觀念興起。自然資源的快速耗竭，已遠超

過其再生回復的能力，環境保育已是二十一世紀刻不容緩的使命。世界各國的人

民，已深切體認到環保的重要，紛紛投注心力在環保組織的成立、環保法規的制

訂，並透過國際貿易制裁的手段，以期遏止生態繼續被破壞。台灣繼創造出經濟

奇蹟之後，要在國際間取得競爭優勢、一席生存之地，已不單單僅是強化企業經

營利基，而是要著重生態保育的工作，將環保深植在每個企業、每個人民的心中，

使其成為企業及國家的競爭力。 

近年來，全球面臨嚴重的溫室效應、沙漠化、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空氣污

染、臭氧層破壞、表層土壤破壞、生物絕種等問題，例如，據估計，每年有超過

兩百萬隻海鳥和十萬隻海洋哺乳動物，因為人類隨意拋棄的垃圾及廢棄物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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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地球稀有物種的熱帶雨林，正以每年一千萬以上公頃的速度消失。有鑑於

自然資源急速耗竭、自然環境慘遭嚴重破壞等因素，各國元首要人及有心人士，

一方面呼籲世人的重視，一方面期望透過國際法規的制約功能，防止惡化的程度

及速度。因此，要在國際間取得認同、地位及競爭優勢，環境保育已是不容忽視

的責任及使命，而台灣唯有建立起綠色形象，方能在國際間取得一席生存之地。 

在推動環保工作時，政府也必須站在輔導及支援的角色。政府及相關機關要

定期參與國際環保會議，以瞭解國際環保的最新趨勢及訊息，提供國內業者擬定

因應策略。此外，政府也應成立專責環保事務的機構，以及體認以身作則的重要

性，以建立消費者及企業對政府推動環保工作的信心。最後，消費大眾的環保意

識及行為，也是支持我國推動環保工作、建立綠色國際形象的最重要因素。消費

大眾可以透過選購綠色產品、捐贈給環保組織等方式來表示其支持環保的態度，

同時，消費者也應該對破壞環境的不法業者及政府機關提出檢舉及抗議、抗爭等

活動，以遏止不法情事的發生。另外，消費者也可以透過相關環保組織的網站、

圖書館或是環保活動主動搜尋環保訊息，以提高自身的環保專業知識。 

北極冰層反射８０％的太陽光，南北極冰層一融化→就無法反射太陽的熱氣

→地球就更暖化／海水溫度愈高→冰層就愈融化→就更無法反射太陽光，然後海

底的天然氣就會噴出，人們將吸入天然氣而中毒身亡﹗近來世界各地飽受天災摧

殘，加上戰爭人禍等因素，導致油價上升，影響民生物資；再看到地球遍遭汙染，

資源大量消耗，世界各國開始重視資源回收。推行環保已受社會肯定，投入者的

年齡層也逐漸降低，十多年前，都是慈濟人或是老人家在做環保，慢慢地影響左

鄰右舍也來響應，然後得到企業家的支持，再進一步推進校園，從老年人、中年

人、青少年，甚至兒童，台灣環保運動可說已經全民化了。 

一、環保年輕化： 

做環保已經不只是老人家的事情，年輕人有體力，將來住在地球上的時間比

老人家長久，疼惜地球更有責任，年輕人更需要去付出。我們希望先由校園做

起，最後能帶動所有的年輕人。 

二、環保生活化： 

慈濟人有生活三寶，出門隨身攜帶環保碗、筷、杯；有許多人奉行著「出門

不帶生活三寶，一日不食」。 

三、環保知識化： 

也就是要深入去研究，將環保的意義與道理，分析給大家聽，為什麼要撿紙

張、鋁罐？有人研究過，回收五十公斤的紙張，就能拯救一棵二十年生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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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一個鋁罐所節省的電力，可以看三小時的電視。數字會說話，也能引起大家

更加重視資源回收。各地環保站，已成為各級學校環保教育最好的課外教學站，

從小學到帅教，老師都會帶小朋友來了解，我們就會深入淺出地引導孩子們，知

福惜福，也懂得如何做資源分類。 

四、環保家庭化： 

不僅在學校帶動，也要帶入家庭，還不忘深入社區家家戶戶去宣導，因為做

環保不只是自己的事情，也要帶給家人、鄰里都有共同的環保意識。 

五、環保心靈化： 

讓人人口說環保──說好話，心也環保──發好願，身一樣環保──做好

事。 

經過巧思設計，每樣回收的物品都能有新生命，浴缸化身為蓮花池、廢木材

搭建出涼棚、連鎖磚讓大地可以呼吸……這些景觀別具特色，同時也是環保教學

時最好的教材。「建設公園化、環保教育化」是柳橋環保站努力的目標，不僅以

綠化景觀令人耳目一新，也結合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設計環保教育課程，提供帅

教人士與家長作為戶外教學，引領下一代建立環保概念。不少人內疚自己過往製

造太多垃圾，那些垃圾卻是志工眼中的寶貝；在實做和聽取介紹後，訪客更清楚

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愛護地球──愛物與惜福，特別是看到志工揮汗在污穢的回收

物中工作，不禁自我要求：「瓶罐回收前要清洗乾淨，還有，不要把危險物品和

回收物混在一起。」 

自然災害，也稱為天災，指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異常現象，這種異常現象給周

圍的生物造成悲劇性的後果，相對於人類社會而言即構成災難。世界氣象組織表

示，所有的天災有百分之九十跟天氣、水和氣候事件有關。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

與人口的彈性受其的影響或其恢復的能力有關［２］。 

因為現在的人類都不懂得去好好珍惜並善加利用資源〃且一直一直不斷破壞

地球生態以致於造成大氣層破洞〃南北極冰層大量融化〃地層變動〃〃〃等〃讓

整個全球原本的循環運作被逼到得逆向變動了，意思就是違反常理，地球已經發

出求救的信號了，要我們人類緊覺這個重要的危機，不要在這樣地壞下去！就以

宗教層面簡單上來說〃人類在地球上生活很多年了〃但在生活上人類並不懂得去

感激感恩地球所付與給我們的每一個資源，希望大家能夠能夠覺悟到地球的重要

性不論如何，還是要做好自己，能節省資源就節省囉！最好可以的話就是從周遭

人開始彼此影響現代科技化當然是件好事，然而過度濫用就不好了呀 

 

環保的重要性，人類社會在極度使用自然資源、發展經濟後，深感生態環境

破壞對人類生存的影響力，於是環保意識以及生態保育觀念興起。自然資源的快



做環保愛護我們的地球 

-8- 

速耗竭，已遠超過其再生回復的能力，環境保育已是二十一世紀刻不容緩的使命。

世界各國的人民，已深切體認到環保的重要，紛紛投注心力在環保組織的成立、

環保法規的制訂，並透過國際貿易制裁的手段，以期遏止生態繼續被破壞。台灣

繼創造出經濟奇蹟之後，要在國際間取得競爭優勢、一席生存之地，已不單單僅

是強化企業經營利基，而是要著重生態保育的工作，將環保深植在每個企業、每

個人民的心中，使其成為企業及國家的競爭力。近年來，全球面臨嚴重的溫室效

應、沙漠化、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空氣污染、臭氧層破壞、表層土壤破壞、生

物絕種等問題，例如，據估計，每年有超過兩百萬隻海鳥和十萬隻海洋哺乳動物，

因為人類隨意拋棄的垃圾及廢棄物而致死。保存地球稀有物種的熱帶雨林，正以

每年一千萬以上公頃的速度消失。有鑑於自然資源急速耗竭、自然環境慘遭嚴重

破壞等因素，各國元首要人及有心人士，一方面呼籲世人的重視，一方面期望透

過國際法規的制約功能，防止惡化的程度及速度。因此，要在國際間取得認同、

地位及競爭優勢，環境保育已是不容忽視的責任及使命，而台灣唯有建立起綠色

形象，方能在國際間取得一席生存之地。在推動環保工作時，政府也必須站在輔

導及支援的角色。政府及相關機關要定期參與國際環保會議，以瞭解國際環保的

最新趨勢及訊息，提供國內業者擬定因應策略。此外，政府也應成立專責環保事

務的機構，以及體認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以建立消費者及企業對政府推動環保工

作的信心。最後，消費大眾的環保意識及行為，也是支持我國推動環保工作、建

立綠色國際形象的最重要因素。消費大眾可以透過選購綠色產品、捐贈給環保組

織等方式來表示其支持環保的態度，同時，消費者也應該對破壞環境的不法業者

及政府機關提出檢舉及抗議、抗爭等活動，以遏止不法情事的發生。另外，消費

者也可以透過相關環保組織的網站、圖書館或是環保活動主動搜尋環保訊息，以

提高自身的環保專業知識。 

 

參●結論 

 

環境保育，人人都有責任！不只要建立綠色的國際形象，更要成為環保尖

兵、環保楷模，為地球生態及後代子孫盡一份責任。環保，對地球來說，是十分

重要的環保就是在保護環境，如果我們不努力多做環保，地球就會日益嚴重，人

類會面臨極大的危機。 

 

一、減少空氣污染同時也可保護環境，恢復受傷生態系統的生機，以及減少主賴

生態系統者的健康危害 

 

二、水的清潔和安全要使每個人都有安全和清潔的水可飲用。 

 

 

三、食物的安全使國人食用的食物可免受農葯殘留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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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料的更好管理使國人的廢棄物會有妥善的儲存、處理和棄置，全力清理過

去已受污染的土地，使它復原並使周邊社區人民安全、舒適地使用。同時對

廢棄物或工業公害的發生做有效的反應與防止。 

 

五、減少或小量排族和污染來作為污染的防止和災害管理的策略，來達成更清潔

更安全的環境以適合居住、工作和享受生活。 

 

 

六、全球環境的維護和參與和其他國家合作，致力於全球環境安全之維護。對氣

候改變、大氣臭氧層稀薄和其他國際關切之毒害物品之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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