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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特刊 ─

遠離寂靜春天·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2010/05/03 vol. 27

編輯手記  

 

  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為「世界地球日特刊 ─ 遠離寂靜春天·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的推
廣與落實」，封面故事「台灣環境人權—回顧、現況與未來」，將帶領大家一同瞭解目前台灣的環境狀況，
同時透過時間軸的推移，讓大家對環境人權有一個概括且全面性的了解。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提供人權教育
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網站 http://hre.pro.edu.tw/。

 另外，為了持續提供更好的服務，自本期開始，我們特別製作了「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意度調查表」，還
請大家撥空填寫。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
們。

 

封面故事  

 

台灣環境人權—回顧、現況與未來
 文／陳德鎮（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四年級）

  過去半世紀以來，提到台灣最先讓人聯想到的是飛快的經濟成長，然而在享受傲人發展成果的背後，卻
因為資源的過度濫用與對環境保護的疏忽造成了許多負面效應，空氣被汽機車與工廠排放的有毒物質污染危
害我們的健康，山坡地遭到濫墾在暴雨過後形成土石流淹沒我們的家園，河川被違法排放廢水變得髒臭不堪
甚至流入海洋破壞生態，這些所付出的代價或許將變成往後數代子孫都難以處理的棘手難題，著重發展輕忽
環保的結果不但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的反撲反而對生存權與財產權形成威脅。

 所幸有不少環保人士挺身阻止情況繼續惡化，在他們的大聲疾呼下，台灣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觀念逐步進
展，從早期一板一眼的政令宣導...（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世界公民人權大會師 43國人權菁英齊聚護衛人權
 2010/04/01 今日新聞

2. 雪白配血腥 海狗油太爭議 業者下架
 2010/04/13 中央社

3. 重棍擊殺小海豹 台灣成凶手
 2010/04/14 立報

4. 住宅是基本人權「2010台灣無宅市民運動」來了！
 2010/04/15 自立晚報

5. 個資法開鍘 Facebook貼照恐觸法
 2010/04/22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為巴比祈禱》 人權鬥士瑪麗葛菲斯參與演出
 2010/04/01 自由時報

 人權

 1. 紀念五一勞動節，TIWA文化
展演行動

 PART--I：移工拉子記錄片
【T婆工廠】放映暨【移動/勞
動/情慾流動】座談會

 PART--2：暫停之家—移工攝
影展攝 影師：張榮隆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
會

 2010/05/01─2010/05/31
2. 2010綠島人權藝術季人權與
和平圖文徵集活動

 主辦單位：國立台東生活美
學館

 即日起─2010/05/20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3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52
http://www.nownews.com/2010/04/01/11458-2586910.htm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3/5/23toa.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4/131/23tyu.html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1&catsid=2&catdid=0&artid=20100413joy00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22/4/24bjp.html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348662&type=%E5%8D%B3%E6%99%82%E6%96%B0%E8%81%9E
http://www.tiwa.org.tw/tpfactory.php
http://gicp.nat.gov.tw/news_view.aspx?key=INF_HEADER0000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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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訊：人權團體促以色列撤驅逐令
 2010/04/11 BBC 中文網

3. 太平洋首座垃圾島 將成氣候難民居所
 2010/04/14 醒報新聞網

4. 塞內加爾學校逼5萬童乞食
 2010/04/15 路透社

5. 度假是人權 歐盟補助旅遊
 2010/04/19 自由時報

3. 99年人權教育教師研習∼培養
出懂得尊重與包容的青少年

 主辦單位：中華國際人權促
進會

 2010/01/19─2010/06/19
4. 台灣精神：純正的人道關懷

— 人權五法邀請社會大眾支
持連署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民間司
法改革基金會

 2010/03/31─無限期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友善校園 Friendly Campus

 

誰能優先施打新流感疫苗？ | 
 設計者／林函緹、許雅君、吳旼樺、王 雯

 本教案是《認識正義》課程的其中四節課。教學活動分為兩部份，第
一部份引導學生運用「思考工具」討論二本繪本故事中的分配正義問
題，使學生熟悉「分配正義思考工具」的使用。第二部份則是先運用
「分配正義思考工具」討論H1N1新流感疫苗的施打順序，再在
「INTEL Visual Ranking思考工具」的網路平台上，針對「誰能優先
施打新流感疫苗？」的專案問題，進行排序，以評估他們是否能運用
思考工具，公平的解決分配正義問題。...（繼續閱讀） （教案下載）

情緒管理與幸福生活
 Emotion Management and Happiness

 專家建議 Advices

  

心靈饗宴 - 危機的祝福 | 
 文／張文耀（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輔導組心理師）

 危機處處在，可以說每個人都逃避不了。危機或大或小，持續時間
有長有短，但各式各樣的危機有一個共通點，它會破壞人的日常生
活節奏，帶來不穩定、不舒服的感覺，嚴重者甚至破壞人對世界的
信任感。因此，不論危機的大小長短，人的唯一抉擇就是早一點或
晚一點去解決，否則，小小的危機，終能演變成讓人情緒崩潰的大
危機。

 幾乎沒有人會由衷地喜歡危機（投機客和心態可議者或許除外），
所以...（繼續閱讀）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全國學生自治組織評鑑之我見 | 

 文／吳昌振（國立成功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雇用辦事員）
 今年全國社團評鑑很有意思的把學生自治組織單獨列出來進行評鑑，

恰巧筆者有幸曾在98年10月13日去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發
展與傳承研討會」時參與其中，當下感到台灣的學生會長真是太有
guts了，第一次看到學生團體會主動願意接受評鑑。「我們很有自治
能力，我們要自己評鑑自己」、「學生自治組織的評鑑獎勵當然要比
其他社團還要高」、「這是個創舉，代表我們比別人不一樣，願意接
受評鑑」，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委員用這些口號讓在場
的學生會長們對此表示支持，並很強硬的不顧已經招標，在座談會上
不同意教育部師長說的對量表要再經過多方討論（畢竟經過這次大會
全國也才第一次看到這份評鑑量表），答應在100年慎重辦理。造成
此次有些人誤解為何99年主辦單位在自治組織的評鑑敘獎規格比不上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Environmental rights
 環境權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t

 環境影響評估法

 人權小故事 History
 歷史上的4月

  

2000/04/01
 荷蘭安樂死法律正式生

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
認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1913/04/03
 美國女權主義者潘克赫斯

特夫人被判入獄。

1968/04/0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

丁路德‧金恩在田納西州孟
斐斯的旅館陽台上被槍殺
身亡。

1963/04/16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

德‧金寫出著名的伯明翰獄
中來信。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4/100411_brief_israel_westbank.s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4/115/23v91.html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32/1/1/1490344/1.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9/78/244lk.html
http://www.npo.org.tw/bulletin/showact.asp?ActID=16413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2463
http://hre.pro.edu.tw/materials?page=19
http://140.111.14.131/storage/%E8%AA%B0%E8%83%BD%E5%84%AA%E5%85%88%E6%96%BD%E6%89%93%E6%96%B0%E6%B5%81%E6%84%9F%E7%96%AB%E8%8B%97%20--%20%E5%A6%82%E4%BD%95%E8%A7%A3%E6%B1%BA%E5%88%86%E9%85%8D%E6%AD%A3%E7%BE%A9%E5%95%8F%E9%A1%8C.pdf
http://hre.pro.edu.tw/campus/4861
http://hre.pro.edu.tw/core/4524
http://hre.pro.edu.tw/core/4525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4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5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6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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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又以此大加撻伐，對不知緣由的學生自治幹部傷害很大。...
（繼續閱讀）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不當出生，如何判定？誰能決定生命是否出生？不當出生，如何判定？誰能決定生命是否出生？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書名：小心輕放

作者：茱迪皮考特

譯者：林劭貞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如果妳（或你的妻子）懷孕十八週的時候，透過超音波，發現自

己即將誕生的孩子有可能罹患「成骨不全症」（也就是俗稱的玻

璃娃娃）。
 

罹患「成骨不全症」的孩子，一但生下來，一輩子得承受數百次

甚至上千次的各式骨折，走路不小心跌倒可能骨折，坐下來稍微

用力一點可能骨折，其他人不小心太過大力碰撞可能造成骨折，

甚至從出生一開始，就會因為身體必須通過母親的陰道而被強烈

擠壓導致骨折，以慘痛的哭泣聲來到這個世界。
 

而且，罹患「成骨不全症」的孩子，只能長到約莫九十公分左右，雖然因為身體緣故無法自由移動，但卻

因此在很小的時候就擁有了極強的閱讀能力，心智年齡異常早熟，且懂得許多人所不知道的知識。
 

如果，你有機會透過人工流產，不讓這個孩子來到世界「受苦」，你會做嗎？...（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少女奧薩瑪（Osama）電影筆記 | 文／陳清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影片簡介

影片年份：2003年

出品國：阿富汗、日本、愛爾蘭

中文片名：少女奧薩瑪

原文片名：Osama

導演：西迪．巴馬克 Siddiq Barmak

演員：瑪莉娜．歌芭哈里 Marina Golbahari
 

阿里．哈拉迪 Arif Herati
 

茱白達．薩哈 Zubaida Sahar

片長：127分鐘

背景
 

阿富汗位於歐亞大陸內奧，東接中國大陸，南鄰巴基斯坦，西

界伊朗，北方則分別和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三個獨立國

協伊斯蘭國家為鄰。地理因素使阿富汗成為歐亞大陸的十字

口，是中亞通往南亞大陸與印度洋必經之地。在這層意義上，

阿富汗國家形成的歷史與命運，可說是由「亞洲心臟」的地理位置所界定。
 

19世紀英、俄兩大帝國在亞洲內奧展開的大競賽（The Great Game）以劃界終結，考量的是地緣政治因

 

http://hre.pro.edu.tw/campus/4862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56967
http://hre.pro.edu.tw/bedu/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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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其核心地區正是阿富汗。大英帝國為防衛...（繼續閱讀）
 

劇情
 

影片一開始，出現寡婦上街遊行的畫面，西方記者前來阿富汗採訪，遇男孩艾士潘迪，給付金錢要求採

訪。十二歲少女奧蕯瑪，父親在一場戰役中身亡，母親雖在醫院為人治病，但塔利班政府規定，女人不得

拋頭露面，即使有男性陪同下，也應禁止露出臉部甚至腳踝。之後，由於病患亡故，其母喪失工作機會，

以致全家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在祖母的鼓勵下，奧蕯瑪的母親只好被迫剪去其長髮，並為其變裝，然後帶

她到丈夫生前好友的小吃店幫傭。
 

然而正當奧蕯瑪一家生計有了著落之際，塔利班開始四處強制小男孩到學校集中教育與訓練。女扮男裝的

奧蕯瑪也無法倖免，直接被帶到...（繼續閱讀）
 

影評
 

少女奧薩瑪或者應該說是在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婦女，隱忍在地生活在罩袍下的殘酷世界，她們沒有面

容、沒有身份、沒有人權！但正如導演在片頭所揭示的「我不會忘記，但我會去寬恕。」這是拍攝這部婦

女議題影片的目的，一方面藉由少女奧薩瑪的角色控訴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迫害婦女人權，另一方面，提

醒世人對身處沒有人權保障國度裡的人民，應該用正面的態度去看待。
 

影片對西方記者從事情報蒐集，侵犯國家安全的指控，竟然只是一捲該記者拍攝婦女示威遊行以及艾士潘

迪接受美金的資助的影片，沒有經過完整的法律審判...（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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