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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兆漢:

「永續發展 」 這個議題，在近

年來已成為人類社會所公認的最重

要的課題之一 。 這個世紀中，幾乎

社會任何一層次都會談到永續發展

的議題 ， 並加以重視 。 當我們這一

代在追求各種社會發展之時，能夠

。劉兆漢 注意不超越地球目前的承載力，使

得下一代子孫也有機會進行他們發展的選擇，這就是永

續發展的定義 。 建構永續發展的環境，除經濟的相關活

動之外，我們還得注意到環境的保護以及社會的正義，

這三個面向支撐起永續發展的重要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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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曹聲且，單!.，.，章，

會第四場研討會由工研院副院長楊日昌主講「 :永續發展環

境之建構 J 0 (金燦偉攝)

190 
。



匹題主。
永
續
發
展
環
境
之
建
構

令天的主題要和大家討論如何在台灣建構永續發展

的環境 ， 我們邀請到工研院副院長楊日昌博士為我們進

行主題演講，他是國內這方面具有相當研究背景及修養

的專家 ， 而兩位與談人分別是台大土木系李鴻源教授和

台大法律系葉俊榮教授 。 現在請楊日昌博士開始 。

發展的環境建構

主講人楊日昌:

永

在我們談永續發展的 「 環境建

構 」 之前 ， 我們必須先要知道 「 永

續發展 」 這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

思 。 「 ;永績 」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問題?為什麼好像這麼嚴重?它到

底要尋求什麼答案?我們要多永續

了 ?

多久?

永續發展看似很複雜 ， 其實它的道理卻是非常的簡

A'" ~ 
目E7.K.

才真正

人

.楊 白昌

單 ， 它的症狀很多 ， 病因卻只有一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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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也就是說每一年大約成長 3. 79毛，這個成長率和現

在的 「正常」經濟成長率差不多 ，如果繼續以這個速度

成長下去， 100 年就又要再成長 40 倍，因此到 2100

年，人類的經濟活動量就是 1900 年的 1 ， 600 倍 。 單是

經濟成長倒沒什麼關係，問題是經濟成長會同步帶動天

然資源的消耗 。

今天人類經濟活動是 100 年前的 40 倍，環境承受

的壓力已經夠大了， 100 年之後將是 1 ， 600 倍， 200 年

之後 64 ， 000 倍， 300 年之後 256 ， 000 倍，天哪，才 300

年有可能一直這樣搞下去嗎?人類要「永續」至少該要

能再撐個 500 年， 1000 年吧!這就是永續發展為什麼叫

「永續」發展的原因 。

現在世界上流行把永續發展說成一種從經濟發展，

到環境保護，到社會正義，幾乎無所不包，所有好事全

都一把罩在裡面的偉大理念 。 其實這種包山包海的搞法

是體藏7 、掩蓋了一個真正嚴重的大問題 。

多永績才夠永續?

男外一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 譬如 「 清潔生

產 J '它是一件對永續發展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的工

作 。 可是當你問「需要多少清潔生產才能達到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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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J 就好像從來沒有人想過 。 其實 ， 這個問題不只不

是故意找碴 ，如 果你有心真要把永續發展實現

( implement )的話 ， 這幾乎是你應該要問的問題裡最重

要的一個 。 就像我們知道磚頭對造房子很重要 ， 可是更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知道這房子到底有多大 ， 需要多少

塊磚才蓋得起來 ， 如果我們永遠都停留在只知道磚頭有

用 ， 卻不去想需要多少塊磚頭 ， 這房子不要說是蓋不出

來了，就連藍圖都沒有 。 今天永續發展大概還是停留在

發展的所謂 「 環境建構 J '其實第這個境界 ， 要談永

一個要探討的也就是這個問題 。

這問題乍問之下大概很少人能答得出來 ， 但是它的

答案卻是再簡單不過了 。 我們不可能承受 256 ， 000 倍，

64 ， 000 倍 ， 1, 600 倍， 40 倍 ， 甚至幾倍的天然資源消

耗，那要怎麼辦呢?很簡單，只有兩個答案 。 一個是把

經濟成長慢下來 ， 要慢多少呢?要慢到幾乎停下來 。 這

可能嗎?不可能 。 造成經濟成長率的只有兩個東西 : 人

口成長率和生產力的成長率 。 姑且假設人口不成長 ， 生

產力的成長卻是沒有什麼辦法硬要它慢下來的 。 要去解

決以前解決不了的問題，要找出新的 ， 更好的做事方

法 ， 要創新 ， 要發明東西是我們人最愛做 ， 也沒法子停

止做的事 ， 只要一天我們不去扼殺這種 「 人性 J '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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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就一直會成長 。 道德的勸說是全然使不上力的 。

永續發展的 Governing Equation 

既然經濟成長停不下來，那麼答案就只剩下一個

了 。 那就是經濟成長有多快，我們使用物質的效率就必

須至少跟它成長得一樣快 。 如果經濟每年成長 3% '我

們使用能源、水資源、土地、砂石. . . . . . 的效率也能成

長 3% '我們消耗天然資源的速度就不會隨著經濟成長

而年年升高 。 如此我們的財富與生活水準可以逐年提

高 ， 100 年之後經濟成長 40 惜 ， 而天然資源的消耗卻始

終還停留在原點，這就是永續(至少是第一步) 。 把它

寫成公式就是 :

使用天然資源的效率成長率=經濟成長率

這個公式一方面可以說是「永續 」 的定義 ， 另一方

面則是替 「 永續發展的挑戰到底有多大? J 這個問題做

一個定量 。 如果我們每年經濟成長 3% '能源效率只成

長 0.3 9忌，那麼要達成能源永績的挑戰，就是每年要找

出足夠的新做法 ， 把能源效率的成長率提高 2. 7 9忌 。

前面問的問題「需要多少清潔生產才能達到永續發

展?」答案就是 「 如果你公司的營業額平均每年成長

5% '那你所作的清潔生產就必須使你用水、用電、用

土地. . .的效率也都每年成長 5% '才算是盡了你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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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最起碼的責任 。 」 這也就是 「 多永續才夠永

續? 」 的答案 。 永續發展就是這麼的簡單 ， 也是這麼的

台灣的環境建構問題

以上是對永續發展環境建構這個議題定性和定量 。

困難 O

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台灣的永續相關的環境建構問題 。

我們的永續問題很多 ， 也許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 但

是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 ， 人均 GDP 離已開發國家還有很

大一段距離 ，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已經在全世界名

列前茅了 。 過去這幾年我們快速的超越了法國、日本、

英國、德國、荷蘭 ， 現在就只剩美國和澳洲比我們高

了 。 除此之外 ， 大部分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最

近這幾年都不是已經成長趨緩 ， 就是在逐步的下降 。 甚

至原本與我們同病相憐，人均排放量比我們還高的南

韓 ， 都已經趨向緩和 ， 而且比我們低了(表一) 。 這個

問題並不是今天才知道 ， 3 年前的全國能源會議就已經

提出 ， 可是似乎激不起任何的興趣 。

我們這個小小的祕密 ， 幾年之內終究會紙包不住

火 。 到時候華爾街日報登一登 ， 聯合國公開的譴責，我

們老百姓的國際形象會怎麼樣?美國財大氣粗，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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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世界各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與趨勢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J奧 115. 14 15. 5 15.36 15. 35 16.25 16. 81 16.57 

中國 2.08 2. 25 2. 35 2.49 2.59 2.54 2.3 

法 6. 5 6. 16 5. 77 6.37 5.97 6.38 

拉 12. 19 10.85 10.68 10.61 10.88 10.55 10.45 

日 8.48 8.58 8. 98 9.03 9.23 9.2 8. 92 

荷 10.49 10. 81 10.9 11. 06 11. 49 11.23 10.92 

紐 7. 16 7.49 7.48 7. 51 8.35 8. 05 
英 9.94 8.47 9.39 9.42 9.57 9. 12 9.28 

美 19.38 19.57 19.59 19.46 19.82 20.49 20. 1 
南 5.42 6.98 7.36 7.98 8. 75 9.2 7.97 
戶口 5.56 6.93 7. 14 7.6 7. 95 8. 53 8.99 

資料未揖 lntemational Energy Agency,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Po \icies and Measures in lEA Member Countries, 2000 

能這樣做嗎?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遲早會爆發 。

如果我們現在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到時候至少可以說

我們在努力 。 不然，就只有 「 忍辱負重 」 了 。

這問題的解答也就是「能源效率的成長率必須追上

經濟成長率」 。 我們經濟每年要成長多少，能源效率就

也要跟著進步多少，要做到這點必須全盤的重新檢討我

們的經濟政策和能源政策，而且要提供非常積極的誘

因，困難度非常高 ，但是別的國家都在努力的做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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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一直不做嗎?

台灣永續發展環境建構問題的男外一個尖銳的例子

是砂石 。 我們現在每年砂石的消耗量 ， 看建築業景氣好

還是壞 ， 大概每年在 6 千萬噸到 l 億 2 千萬噸之間 ， 而

河川從上游流下來 ， 一路沖刷出來的「永續」砂石供應

量卻只有每年 2 千萬噸左右，兩者之間有幾倍的差距 。

無怪乎現在超挖到很多橋的橋敬都裸露出來，到了炭炭

可危的地步，有的人說解決的方法是進口砂石，後來算

一算 ，發現全台灣的碼頭承載量都不夠 。 這個砂石問題

其實是整體永續問題的一個很標準的例子，永續問題

(砂石超採)是經濟活動(營建)過分擴張的下場

最基本的環境建構:水土資源

台灣的水土資源環境建構正在面臨它長年以來最大

的挑戰 。 九二一地震與桃芝、納莉的豪雨在社會大眾的

觀念襄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災難 。 就統計上來看，這

個說法應不為過 ， 但就建構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的觀點

來看 ，把這些天然災害看成偶發事件其實是掩蓋了一個

事質 : 我們必需因應台灣的特殊地理地質條件 。

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推擠形成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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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每次地震都顯示這個作用正在持續進行中 。 但這並

不表示台灣的山峰可以無限的長高，因為男一個龐大的

自然力一水，會不斷地把土石向下移動 。 既然這兩股力

軍在台灣這個地理位置都特別的大，可以想見的是它們

交互作用的結果會來得特別的劇烈，什麼是它們交互作

用的結果?不外乎土石流、山崩、地滑 。 如果不體認這

些地質災害是一項必須長期因應的環境因子，我們就不

能建構所謂的永續發展策略 。 不幸的是，地狹人楠，寸

土寸金的台灣，經常會忘記對這個環境因子應有的敬

畏 。 過去的僥倖心態已經帶來越來越頻繁的生命財產損

失 。 但是如果仔細解讀九三一地震與桃芝、納莉的長期

影響 ，過去的災害恐怕還是相對微不足道的 。

九二一為害劇烈，我們正在努力的從它的短期效應

(如房屋倒塌)中復原，但是它的長期效應還會不斷的

顯現。 九二一發生後因為震動的直接作用而產生的裸露

山坡地的分布狀況(圖一) .從此可以看出這現象很普

遍;而南投縣九九峰是其中最著名的地區之一(圖二) 。

這種直接肇因於地震的裸露地，還只是一連串後遺

症的起點而已 。 圖三顯示地震造成的局部裸露地面，在

颱風豪雨的作用下，全面發展成為土石流 。 未經詳細研

究之前，這個趨勢會延續多久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

許多學者都會以「數十年」來回答 。 這似乎是雖不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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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矣 。

因為九三一地面擾動的短期效應形成處處鬆散的土

石 ， 但這些鬆動的土石並不全都會立即造成大規模的土

石流，而是要等到也許兩年後豪雨再襲時才第一次發

作 。 然後兩次 ， 三次 . . . 的持續發生 O 原來在山坡上的

土石先流到河谷，然後繼續向下移動 。 由於累計的土石

量極大，每次移動都是一股無堅不摧的力量 。

•• u ~ ~ .: Mt一
盟 ，

.....- •• _:L" ." " c. 

圖二:九份二山在九二一前後的衛星通測影像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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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與桃芝、納莉再度證明 : 自然條件的限

國土調查與國土

制很少在國土開發利用的決策過程中被考慮 。 我們常常

看到耗水量大的新工業區選址卻在極端缺水的地區 ， 或

者新都會的選址常常是選在地質災害地區這種現象 。 當

然 ，兩千三百萬人生存發展需要空間 ，這是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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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南投信義鄉安村地區在九二一之前(左土)原本真有

植被的山坡地，因地震造成部分裸露(右上) ，雖經

過約兩年時間未見大幅變化(左下) ，但卻在校芝颱

風豪雨下全面發展為土石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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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鳥來山區山崩造成的土石流書示著我們，若缺少智慧與

謙卑和大地共處，超越7其承載力，那「永續發展 」 之路走

起來必定艱辛 。 (柯承息攝)

， 同樣也是一股難以抵禦的力量 。 唯一合理的作法就是

要對於有限的國土做全面性的深入了解與記錄 ， 在尊重

自然條件的限制之下 ， 合理的開發利用 。 要做到這一點

就必須要做國土調查與國土規畫 。

過去談到這個主題，雖然都深獲有識者的認同，但

是由於牽涉層面廣泛，從來沒有真正其體的行動 。 其

質 ， 如果能先就水資源和土地這兩個項目著力 ， 在水的

方面著重流域性的潛力與經濟發展的平衡、在土的方面

著重地質災害的趨避 ， 就已經是往前邁了一大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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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戰後為了有效與合理的開發國土，成立了

「國土調查法 J '將國土資訊作為開發的先決條件，並

且建立以科學與理則為基礎的決策精神 。 台灣到現在從

事建設，還常有 「 依賴日據時代資料 」 之說，真是一件

我們應該引以為恥的事 。 不要說納莉颱風，九二一地震

了，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台灣這片先天就多變的土地，

不知道已經變了多少了 。 政府做錯了決策，只是幾個人

丟官下台，老百姓的身家與財產呢?

在資料的整理利用方面，我國雖然有所謂的 「 國土

資訊系統 J '但它只是由下而上的集結各機構現有的調

查工作及資料組成，沒有共通的格式，沒有明確的應用

標的，也沒有系統化的規畫與架構，因此它缺乏規畫 、

管理、執行的功能，而且不利於資料的互通和資料規格

的相互匹配，以致原本即有限的資料也沒法子做有效的

分享與利用 。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依據應用目的成立實質

化、電腦化的資料中心，由應用目的主管機關設置制

度，確保基本資料能與行政決策程序密切的結合 。

這項工作也需要在科技面投入許多國家的資源 。 目

前高解析度的衛星遙測已經民營化，應該可以大力發展

資料解析與應用技術，航空遙測僅是聊備一格而已 。 日

新月異的多譜掃描、雷射地形，以及利用重力、磁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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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探測地下構造等，都還有待國人努力以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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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兆漢:

我們的題目是如何建構永續發展的環境，但是楊副

院長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家都知道的實際情形，其實都是

在說明台灣目前並沒有永續發展的架構，這的確是值得

大家思考的問題 。 現在請李鴻源教授發言 。

收集資料國土規畫首步

與談人李鴻;原:

就楊副院長的演講內容，提出

一些個人的評論 :

一 、 經濟成長與人定勝天的迷

厚、

在歷經九二一地震、桃芝颱風

及納莉颱風之後，必須深刻檢討我

們對經濟成長及人定勝天所抱持的.李鴻源

迷思 。 過去 20 、 30 年來 ， 我們所沾沾自喜的成就，如

養殖業、高山茶的經濟利益，以及將產業道路開闢至人

煙所不及的地方等行為，今天該如何面對期待來的後

果?很顯然地 ， 這是相當困難的問題 。

二 、 整體政策面的缺失

目前發生如此多嚴重的災害，大家都在談論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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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什麼?技術層次當然沒有問題 ， 最關鍵的仍是整

個國家的政策 ， 以及政治面的問題 。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 ， 在口蹄疫蔓延之時，高屏溪的

水質堪稱最佳 ， 我們曾呼籲趁此機會減少豬隻養殖數

量 ， 畢竟台灣的經濟成長並非依靠養豬業的維持，但很

遺憾的是農業單位並不贊同 。 另外 ， 養殖業造成西部沿

海 1 / 10 的地面低於海平面，我們仍然無法禁止沿海養

殖業的發展，因為基本上農業單位和工程單位的看法即

不相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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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山摯地或與河旱地，常會遭到大自然無惰的反撲，人

定勝天的迷思，在這一連串的地震、風災後應更有醒悟。

(柯承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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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清楚告訴決策者，台灣到底出了什麼問

題?這其中即包括基本資料的收集，而我們在這方面的

成績並不好 。 從象神、桃芝，到納莉風災，我們可以發

現 200 年、 400 年的頻率洪水是不斷在發生;又九二一

震災之後，集水區究竟有多少泥砂流出?這些轉變我們

尚不能確知，如果沒有完整的資料，工程師應該依據什

麼來設計防洪設施?基本資料的收集是很寂寞、很辛

苦，又沒有掌聲的工作，但今天我們必須予以扭正，讓

決策者知道其重要性 。 美國設有地質調查所，長期負責

各種資料的收集，但很遺憾的是台灣目前在這方面只有

片面、短期且小規模的資料收集，基本資料的收集是我

們必須加緊進行的工作 。

完成基本資料的收集，才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國土

規畫 O 事實上，台灣要進行國土規畫是相當困難的工

作，因為外國空間大，在國土規畫完成之後，還可進行

都市規畫 ，而台灣地狹人祠，導致所有流程顛倒 。 例

如，汐止行水區並不能居住，但是目前已在該地定居的

民眾該如何安置?國土規畫是一個重要但困難的工作，

在台灣更是如此 。

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如何落實執行?這不僅是工

程面的問題，更是政治面的問題 。 基本上，我認為目前

尚無可能做到國土規畫的層次，但至少要完備基本資料

的收集 。

颱
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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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經驗的借鏡一 、
一

過去的防洪措施以截彎取直、興建水壩等為主 ， 但

近來美國卻努力將其直線渠道恢復腕蜓面貌 。 而人類興

建水壩其實只有很短的歷史 ， 但許多水壩己屆使用壽命

期限 ， 必須設法拆除 。 蓋一座水壩是很簡單的工程，要

拆除它卻需相當複雜的技術 ' 但是我們遲早要面對這樣

美國例子救災如同戰爭

四 、 防災體系的建構

的難題 。

救災防災工作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處理的問題 。 一

直以來 ， 我們多以救災任務進行編組，缺乏一套系統性

的防災措施 。 所謂的防災，指災害未發生以前 ， 就使其

不可能發生 ; 而在發生之後 ， 能夠有效率的進行處理 。

府建構一套完九二一地震之後，我們即不斷呼

整的防災體系 ， 但顯然台灣目前的傷痛還不夠我們覺

醒，大家不能真正了解問題的重要性 。 以美國為例，防

災與國防處於同等重要地位 ， 因為現在國家發生戰爭的

機率並不大 ， 但是災害發生頻率卻相當高 。

一套完整的救災體系必須包括人員的平時訓練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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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的操練一般 ， 必須明確定出基本的操作準則 。 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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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北捷運車站因納莉颱風而淹7.1<嚴重，前往支援的國軍

弟兄手持著簡便工具，以一字排開的隊形清除積水 。 (柯承

患攝)

掌溪為例，救難人員到達現場卻束手無策，即是因為平

時缺乏演習 。 我們不斷強調防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工

作，遠比救災更為複雜，並牽涉政治面以及政策執行面

等問題，這也是我們國家所需面對的課題之一 。

永續發展是一個理想，台灣因為過去盲目地追求經

濟成長、建設開發，造成今天如此複雜的問題 ， 我們如

何痛定思痛在複雜的難題中尋找解決的辦法，需要大家

將聲音傳遞出去，工程師確實扮演工程師的角色，並一

同整合政治等各個層面，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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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兆漢:

在永續發展的課題中 ， 世界各國都有一項重要的工

作，亦即推動永續發展的第一步一永續發展指標的設

定，其目的在於評量一個社會或國家是否真正朝向永續

發展 。 圍內近來亦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葉俊

榮教授所領導的圓隊 。 我們現在就請葉教授為大家講解

永續發展的課題 。

環境建制一個制度問題

與談人葉俊榮:

發展的決策條件- 、 方〈

楊副院長的報告，主要是從永

頒發展的觀點來尋找我國環境建制

的辦法，但是從災害的角度看永續

發展，我們要探討的究竟是一個環

境問題或者制度問題?「永續發

展」的環境，並非等同於我們一般
﹒葉俊榮

所指的「環境問題」的環境二字，而是一個大環境，所

以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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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是土的問題;土也並非土的問題，而是背後的制

度問題、人為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 。 目前已有許多學

者提出同樣的觀點，但是，提出政治面的缺失並非只是

在哀聲嘆氣，而是我們如何積極面對它 。

事實上，永續發展本身也在談論這個問題，如何將

永續發展的觀念納入決策之中，讓民眾、政府機關及學

術部門在針對資源配置問題時，有一引導方向 。例如，台

灣需要多少漁港?很少人知道台灣漁港的密度可以擠進

世界前三名;又台灣需要多少個工業區?我們如何降低

做出後悔決策的機率，這就是推動永續發展的精髓所在。

永續發展並非一個單純目標，而是不斷努力的過

程，我們一般稱之為 r institutional capacity huilding ap

proach J 制度量能不斷提升一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同

時降低後悔決策的機率 。 今天才來後悔彰潰工業區的開

發，已經為時太晚 。 換言之，現今面臨的發展狀況，事

後加以諸葛並不能解決問題 。

建設台灣要有說“不"勇氣

二 、 當前發展模式的檢討

對照永續發展的精神，當前的發展模式有幾個需要

檢討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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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雜亂漸增主義

雜亂漸增主義是我們政府決策的基本邏輯 。 每一項

個別的決策都有其理性存在及需求，但是在逐漸增加決

策的過程中，當我們發現問題時已經沒有勇氣去改變，

也不敢提出行動，因為大家都是參與者、共犯 。

各種需求仍不斷加入，政府部門缺乏一個堅強的論

證可以駁斥或拒絕這樣的需求 。 例如，民眾表示隔壁村

內設有漁港，因此該村也需設置，但是政府卻沒有勇氣

予以拒絕，或者缺乏一套指標以衡量是否確有設置漁港

的需求 。

缺少這樣的機制，事後才來責怪工程單位，和美漁

港與金沙灣的例子將永遠循環不斷 。 我們必須等到一次

大災難的發生，才有機會重新檢討 ， 這種歷史時刻在我

有生之年也不過幾次，如果不能把握，如同九二一的教

訓一般，這個時刻還是會過去，我們不知道下一次的檢

討機會是在何時，但又不希望是另一次重大災難的促

成 。 其實我個人感到相當悲觀，依照目前的邏輯，我們

似乎無法突破惡性循環的命運 。

評估指標 :台灣應有幾個漁港?又台灣需要多少個

工業區?一般稱之為 「 工業區的利用率 J '我們是否興

建太多根本不必要的工業區?這些問題都應該再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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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豪雨颱風造成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土石流的肆虐，前省

長宋楚瑜在任內前往視察 。( 柯承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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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亦討論過不少這方面的問題 。 中華民國在台灣

發展的過程中，即是依靠技術官僚及軍人的聯手打拚，

逐漸展現今天的成績，但我們今天面對的是愈趨複雜的

已不像過去一樣簡世界 ， 同時我們內部也在轉變 ， 問

單，工程導向的思考必須改變 。

評估指標 : 淡水河整治的總經費中，置於規畫與人

文政策分析的比例為多少?基隆河截彎取直的總經費

中 ， 用於影響評估方面的比例是多少?國家公園的工程

費占多大的比例 ， 又保育及研究的比例分別是多少?這

些「多少」已經反映出我們看問題的方法及態度

3. 永續發展導引的欠缺

何謂永續?不僅在於降低後悔決策的機率，更重要

的是轉動方向盤的時候，是否有一個方向可以指引我們

往左往右的調整 。 當指標不清楚 ， 欠缺論證時，大家各

取所需 ， 政治系統便從中取巧，各種外力亦趁機介入 ，

我們無法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後，悔，假若再加上一次更大

的後悔 ， 就會形成今天的局面 。

這次風災之後，負責研究永續發展指標的團隊，一

心一意地想將研究的成果用於檢證 ， 以找出此次淹水背

後真正原因，並不是只有玉成抽水站無法運作的因素而

已 。 其實這項研究尚在發展中 ， 由劉兆漢校長在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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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總主持人 ， 並由於幼華教授、蕭新煌教授以及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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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 : 環境影響的評估雖然個案理性 ， 但是整

體政策影響的評估卻欠缺 ; 決策理性中，政治高度抑壓

的問題，如水價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 我們是用何種角度

去考量是否增設一個中科、一條道路、一個漁港、一個

核電廠，必須發展出一套永續發展指標來加以衡量 。

4. 對海島地理條件的敏感度不足

許多天災的發生並非單純的人為因素，當然人為因

素在某些問題上亦扮演重要角色 。 舉例說明我們對海島

會住在淹水區的民眾，每遇豪雨大7.1<即有行不得之苦，機

車族最怕拋錯，除了要牽著笨重的機車前行之外，更要忍受

汽車通過時，水花四潑的痛苦 。 (柯承惠攝)

。 一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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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條件的敏感度，我小時候居住在大漢溪旁的江子翠

地區， 一直到初中才知道颱風並不等同於淹水，生活在

淹水區使我們對颱風相當敏感，颱風要來之前就頻頻注

意，只要有任何動靜就會通報各家 O 而大漢溪旁的潮和

宮，即有希望「潮能和 」 的意涵 。

評估指標 : 天然海岸線的比例逐年下降一台灣是一

個海島，但是許多海岸線已非天然 。 從總體的角度來觀

察，難道還不能透露出一點訊息嗎?我們必須具備天然

較東南亞便宜

三 、 永續發展指標之說明

災害的危機意識 。

台灣水

關於永續發展的指標，目前一共發展出的項，分

為 1 8 個群組，這些指標對我們具有相當警示作用 。 以

下舉例數項以說明 :

l. 天然海岸線比例 : 根據資料顯示，天然海岸線的

比例逐年下降，但有一年因統計方式改變而突然升高，

這又顯示我國統計方法的科學性問題 。

2 汙水下水道普及率 : 臺北市的汙水下水道普及率

不斷進步中，但其他它城鄉地區仍維持在 5%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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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環境生態占總經費的比率 : 我們的環境生態保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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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永遠在 5%以下擺盪 。

4. 能源使用效率 :雖然能源使用效率已從每度 70

多元提升到 90 多元以上 ， 但成長速度仍屬相當緩慢 。

5. 有效水資源 : 水庫愈葦愈多 ， 水的流失卻也愈來

愈多 。

6. 汙染性產業占製造業產值比重 : 汙染性產業占製

造業產值的比重是逐年提升中 。

7. 水價的永續性 : 水質水量的問題背後是產業結構

的問題 ， 而產業結構的問題背後其實是水價的問題 。 若

以 2000c . c . 的礦泉水售價 35 元去計算 ， 相當於自來水

的 2500 倍 ， 而日本一度水相當於 40 、 50 元，比起鄰近

東南亞國家 ， 我們的水價相當便宜 ， 長期以來都沒有調

整 。

試想為什麼我們可以享有這麼便宜的水價?因為背

後有高耗水產業的存在問題，當高耗水產業繼續存在 ，

水質水量的問題亦將不斷延伸 。

今天報告的重點是希望提出一些導向 ， 並提醒政府

部門深刻地面對永續發展的問題，努力的成果是逐漸累

積而成 ， 期望政府部門及各界共同努力耕耘 。

主持人劉兆漢:

方才大家都表示政府應該負起責任 ， 好好思考如何

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事實上，目前已有這樣的機構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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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行政院底下跨部會的永續發展委員會 ， 由行政院副

院長擔任主席，今天參與演講的多位學者亦是其中成

員 。 雖有委員會存在 ， 並不代表事情一定會落實推動 ，

還需大家的關心及重視 ， 才能真正發揮其功能 。

的: 俄羅斯聖彼得堡有一條河川穿越 ， 此都市幾年前也

EE目EE---7

曾淹水高達 10 幾公尺，但在當地政府用心整治的

結果 ， 兩岸建設

十分美麗且可通

船行駛，這就是

永續發展的精神

。

其次，南投九二

一地震之後， 地

表裸露，但無人

了解地質條件改

變的狀況 ， 利用

2
F甜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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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子島是台北市最易淹水的地區之

一，商家在積水退後清理店面，已是必

做的苦差事 。 (柯承患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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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影像圖是無法檢查出地表下有無斷層，必須

使用其它方法 。

最後，社子島某處堤防在納莉颱風侵襲時出現龜

裂，水利處馬上調動消波塊 ， 而全省多處海岸的堤

防也是相當脆弱 ， 顯示平時檢查工作未善全，這也

是必須改進之處 。

曰: 方才提到各單位在進行決策時，應將永續發展的指

標納入考量，請問目前是否有單位負責考核?此

外，關於全國水利治理層級的問題，我認為即使水

利處與水資源局合併，層級仍然太低，無法進行永

續發展的整體規畫及國土規畫工作 。

A: 葉俊榮一我們當然希望有考核的機制 ， 但問題是目

前評分標準尚未訂出，加上我們面臨的個案情形皆

不相同，有時候利益團體是明白顯現，有時則是隱

性的，更增加困難度 。 而政府決策程序中有絕大部

分是黑箱作業，我們無法確知問題的關鍵處為何，

致使大家互相猜測 。

有人認為上層早已定下結果而不願再深入探討，相

反地 ， 有些人卻更想找出政治上的影響力何在 。 黑

箱作業的決策過程造成論證上的不上軌道 。 此外，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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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否能夠掌握問題的核心 ， 或者只是將焦點放

在那些你來我往的辨證過程，以上這些因素都將決

定我們決策品質的好壞 。

談了這麼多，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成熟的市民

社會，能夠對公共政策的論辯抱持非常成熟的態度

，而不是說何人可以將問題剖析得十分清楚，然後

站出來說我們該怎麼做才是對的，我們目前似乎尚

無法建置這樣一個考核的機制 。

主持人劉兆漢:

關於永續發展的議題，行政院己經設置跨部會的永

續發展委員會，剛才提出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

會裡找出解決辦法及制定相關政策，我們希望永續發展

委員會可以真正發揮其效能，確實推動各項建構任務 。

此外，關於國土、環境及經濟發展等基本資料的收

集，以及國土規畫等工作，都還等待我們儘速去努力，

發展是國家發展趨勢，相信未來還有許多機會可以刀〈

219 。

一起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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