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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動機 

 

不久之前在國家地理雜誌上有一篇關於“地球七大挫敗”的介紹，於是引發起了

想多探討相關細節的念頭。最近也越來越多關於“大地反撲”的報導，因我們過

度開發、過度進步而導致的災害，真的是非常嚴重，讓我生起多深入了解的動機，

以期待我們能從本身做起，實踐永續發展，為下一代的子孫著想。我先從台灣本

島的研究出發為主。 

 

二、摘要 

 

目前這七大災害是： 

 

01. 溫室效應 

 

02. 石油需求 

 

03. 溼地消失 

 

04. 大壩起建 

 

05. 珊瑚礁 

 

06. 過度漁撈 

 

07. 核廢料 

 

我會一一的探討，進一步研究有無解決或減輕方法。 

 

貳●正文 

 

一、溫室效應 

 

01.起因 

 

台灣方面，根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的資料顯示，1990年台灣地區能源供給結構
中，含碳高的能源如煤炭與石油的總耗用量高達 78%，無碳能源如核能與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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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括水力與新能源)則僅占 14%及 4%。公元 2000年，煤炭與石油的消耗量仍
占總能源供給的 74%、核能與再生能源則分別占 12%與 3%。其中含碳量最高的
煤炭所占比例不降反增；自 1990年的 23.6%提升至 2000年的 29.2%。此意味著
台灣地區在未來能源整體供給規劃上，勢必將無法有效抑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數

量。在此情況下，如何調整能源類別的結構，逐漸降低高碳能源的比重，提升天

然氣及無碳能源的比重，實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02.解決方法 
 
A.人類經濟活動少用或不用能源（節約能源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B.採用低碳或無碳能源取代高碳能源。 
C.調整產業結構（擴充低能源密集度的產業比例，抑制耗能產業的成長）。 

 

二、石油需求 

 

01. 起因 

 

全球石油蘊藏有三分之二在波斯灣地區，該地區政治不穩定，加上隨時可能爆發

衝突，都危及到石油的輸送。 

 

02. 解決方法 

 

為了避免石油問題衝擊經濟，各國曾積極尋求降低對石油的依賴度，尤其是希望

不要過於依賴中東石油。而因為中東地區的石油蘊藏量極為豐富，而許多地區的

石油生產卻已面臨瓶頸，現階段政經情勢不穩定的中東地區之石油占全球石油供

應的比重，也將重新提高。 

 
三、溼地消失 
 
01. 起因 

 

近年來，許多企業也注意到大肚溪河口潮間帶這廣大無邊的處女地，打算進行開

發。民國八十一年省政府通過「台灣省加速推動海埔新生地計劃」，希望能開發

西海岸廣大的潮間帶，西部濱海公路的開發，成為產業進駐的指標，路開到哪裡，

產業就在哪裡生根，缺乏任何環境影響評估的開發結果就是造成潮間帶的生態系

消失，並帶來整個水資源的破壞。 
 
大肚溪口沿海潮間帶大部份已開發，北邊是火力發電廠，南邊有全興工業區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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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發的彰濱工業區，計劃中還包括三百公頃的垃圾填海。彰濱工業區以抽海砂

填海為路的方式，讓原有的潮間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水泥堤防與消波

塊，造成沿海地質改變，破壞海洋生態也嚴重威脅沿海陸地。 
 

02. 解決方法 

 
A.提出一套大肚溪溼地復育計劃，希望恢復更多大自然的土地，至少要阻止垃圾
填海計劃，減少溼地的再受破壞。 

B.到溼地為民眾擔任解說義工，希望將溼地與觀光農場結合帶動人們關心溼地及

對溼地土地規劃的看法。 
 

四、大壩起建 

 

01. 起因 

長江是世界第三長、也是哺育最多人口的河流；為了防洪，三峽大壩工程於一九

九四年開工、預計二 OO九年竣工。從重慶至宜昌全長一百九十三公里、水位將

達一百七十五公尺、總容量三百九十三億立方公尺的水庫，將淹沒湖北縣與重慶

兩地二十個區縣市，需大規模遷移一百一十三萬人口，影響三峽地區的生態與人

文至深且劇；包括豐富的三國遺址、峽江險灘壯麗風光及豐厚的千年文明，淹沒

於滔滔江水中，古老三峽成為歷史名詞。長江今天順利截流，雖然象徵著三峽大

壩第一期工程的結束，但同時也代表著庫區移民工作的日益迫切。  

02. 解決方法 

 

A.移民安置有足夠的環境容量，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改善都是可能的。 
B.環境保護工作分工。 
C.施工區環境保護（採用相應保護和控制措施）。 
D.移民安置區環境保護工作 
 

五、珊瑚礁 

 
01. 起因 
 
A.東北角的自然環境較差（冬天水溫可能低於 18度，另有東北季風和颱風侵
襲），過漁及高度的遊憩壓力，是這裡珊瑚和其他生物數量較少的原因。 
B.東部海岸就調查的地點而言，有幾項特徵：一是海藻多，這是優氧化的現象；

二是許多地點混濁狀況嚴重，這與台 11線拓寬工程、水土流失有關，這兩項皆
導因於人為活動；第三則是今年有大量珊瑚白化的現象，水深 3公尺處，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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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5%的珊瑚受此影響。 
C.全球氣候異常是導致蘭嶼珊瑚嚴重白化的主要因子。 
D.墾丁這些地點的珊瑚礁已遭受污染或人為破壞。此外，核三廠出水口附近有大

規模白化的現象，水深 5公尺以內的珊瑚礁幾乎全部白化，眺石等地 5公尺以下
也有堆積達數公分以上的泥沙，顯示這裡的沈積物污染嚴重。 
E.小琉球近岸破壞嚴重，但無漁港及遊客的地點則狀況較佳。由於全台灣均有此

現象，與地方性環境因素無關，而與黑潮帶來異常暖水有直接相關。 
F.澎湖珊瑚礁衰敗與過度漁撈及急增的遊憩壓力有關。 
 

02. 解決方法 

 

A.加強沿岸土地開發管理、海域活動管理、污染防治。 
B.設沿海陸地生態工法以改善沿海水土保持效力及提升沉機物沉降效率為主。 

C.妥善處理家用廢水以淨化過程中所獲得之有機質以堆肥方式供給農民作為天

然肥料或用以產生沼氣能源之來源。 

D.海水溫度的影響以降低廢熱水排放時之溫度可利用夜晚之低溫及提高廢熱水

與外界之散熱面積來達成。 

E.人為的干擾以妥善調整遊客數量及降低其不當的觀光行為，有助於珊瑚海域生

態環境之維護。 

 

六、過度漁撈 

 

01.起因 
 

科技已使得人類捕撈的漁獲量超出海洋更新的能力，因而像鮪魚、石斑、鱈魚等

於種族群正急速減少。 

 

02. 解決方法 

 

A.呼籲保護魚源乃至放流魚苗。 
B.舉辦以「海洋與台灣的互動」為主題的一系列講座，製作海洋小手冊，讓民眾

更了解海洋的習性及生態，並從學術研究方面為海洋請命，擬結合國內有關海洋

事業的工作者，就海洋資源、漁業、運輸及近岸水域之安全管理等各項實務，研

擬具體可行之政策，以促成海洋部的成立。 
C.不在海面隨意棄置垃圾、不濫捕、以維持海洋生態平衡。 
D.魚及漁產品之捕撈、處理、加工及流通應以能維持其營養價值、品質和產品安

全、降低浪費和將對環境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之方式來進行。 
E.所有海洋和淡水生態系統之關鍵漁業棲息地，例如濕地、紅樹林、礁石、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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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及產卵區域，應被保護及必要時儘量的予以復原。應特別努力以保護此等棲

息地免於毀滅、退化、污染及其他威脅漁業資源的健康及生存之人類活動所產生

之重大衝擊。 
 

七、核廢料 

 

01.起因 
 

小小一個台灣，現有和建造中的核電廠就有四座，在生產電力之外，也產生惱人

的副產品：核廢料。到核四廠於民國 134年（或 136年，因工程進度延誤）停止

運轉時，全國的低階核廢料，包括核電廠運轉與除役所產生的廢料，存放在核能

研究所內來自醫、農、工、研究單位的廢料，以及蘭嶼貯存場的廢料，將總共有

97萬桶 ; 而用過的核燃料將達 7600公噸。 

 

02. 解決方法 

 

A.採取與世界各國相同的深層地質處理技術，就是將廢料深埋在地底約 300至

1000公尺處的適當岩層中，再配合工程設施，形成“多重障壁”以隔離放射性

物質。 

B.節省用電也是個好方法，能減少發電，減少廢料。 

 

參●結論 

 

許多專家認為人口、消費與科技驅動了人類對地球的衝擊，而人類對地貌所造成

的衝擊是全球性的，規模不亞於火山作用和地殼變動。我們台灣目前正受著： 

一、溫室效應 

二、石油需求 

三、溼地消失 

四、大壩起建 

五、珊瑚礁 

六、過度漁撈 

七、核廢料 

而最主要的解決方法是： 

一、“永續發展”觀念深深植入人心 

二、節約使用 

三、環境保護 

四、加強管理 

上述各點都要從日常生活本身做起，台灣和地球將會漸漸改善。日前公佈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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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五年環境永續發展指數」報告中，台灣在一百四十六個國家裡，名列倒數第
二。這表示我們對環境規劃的不足，在環保方面的用心不夠、投資不足 ; 可是
台灣在全球「開發中國家富有指數」卻排名第五，這表示台灣有能力提升環境永

續的經營，只是沒積極去落實，因此這些觀念應從小時候就要培養，喚起覺醒的

心，全民一起來，每個人從自己做起，再擴散出去，相信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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