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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綠色和平 ─

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的理念與實踐
2011/04/30 vol. 33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響應4/22世界地球日，本期電子報主題特別訂為「邁向綠色和平：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的理念與實
踐」，封面故事邀請台南大學鄭先祐教授和我們分享《環境人權的實踐：地方治理與預警原則》。

 另外針對當前社會最關注的環保議題：『國光石化』，我們也特別轉載了朱淑娟小姐的《國光石化五百天—九大程序不正
義》，希望和大家一同來關注、瞭解環境人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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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持續提供更好的服務，我們亦特別製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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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人權的實踐：地方治理與禁漏原則
 文／鄭先祐（國立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授）

  「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與「禁漏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落實「環境人權」的基石。「環境人
權」的落實，是各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邁向可持續未來（Sustainable future）的途徑。

 「環境人權」，即「環境權」（Environmental rights），是「人權」（Human rights）的重要成分。「人權」，凡人皆享有的
權利，是倫理（ethical）道德權利（moral rights）的主張，現代民主國家的普世價值，經由國際宣言和公約，而顯現於民主國
家的憲法和法律中。維護每個人的「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是人權倫理推定（ethical presumptions）的源頭。（繼續閱
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程式歧視同性戀 蘋果挨批
 2011/3/22 法新社

2. 重視人權 總統：兩公約入法與國際接軌
 2011/3/24 中廣新聞網

3. 廢死聯盟：政府不懂兩公約 籲暫停死刑
 2011/3/28 中廣新聞網

4. 勞團邀共進窮人早餐 吳揆：歡迎
 2011/3/29 台灣新生報

5. 同志影展開幕 領民眾走入彩虹的風
 2011/3/30 台灣立報

6. 追思鄭南榕殉道 小英籲堅守人權
 2011/4/7 NewTalk 新頭殼

7. 精障人權調查 工作教育被忽略
 2011/4/17 中央社

8. 狗權勝人權？ 愛狗人士攔車惹爭議
 2011/4/18 中時電子報

9. 同志教育列課綱社團家長掀論戰
 2011/4/20 中時電子報

 人權

 1. 【明日家園】主題影展-地球公民的
綠色狂想曲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活動時間：2011/4/25─29、5/2─6 

19：00
 活動地點：成功大學醫學院2F第四

講堂
2. 從「為巴比祈禱」談母愛的性別思維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To．拉酷社
 活動時間：2011/5/5 18：00─

21：00
                
活動地點：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第
一演講室

3.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徵件
 主辦單位：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活動時間：即日起─2011/5/31
 活動地點：參展報名相關資料寄送抵

達或親送至台灣女性影像學會辦公室
（台北市大同區興城街10巷16號3

 

http://hre.pro.edu.tw/8-2-1.php?id=49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3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3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22/19/2ohqc.html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rti/20110324/index-13009087202187149001.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28/1/2otsc.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29/128/2ous8.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29/131/2ousn.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07/135/2peh1.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17/5/2pzjs.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18/4/2q00i.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0/4/2q4h0.html
http://artcenter.ncku.edu.tw/files/14-1021-77321,r48-1.php
http://www.wretch.cc/blog/themosttrue
http://hre.pro.edu.tw/epaper/www.wm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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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醫改會公布血汗醫院 長庚北榮上榜
 2011/4/20 新頭殼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性感風暴！國際羽聯強制女選手穿短裙 不從就罰錢
 2011/3/25 今日新聞網

2. 基因變專利 人權組織不以為然
 2011/4/9 中央社

3. 美人權報告：中柬緬越 亞洲最差
 2011/4/10 旺報

4. 美國人權報告 點名台灣恐龍法官
 2011/4/9 TVBS

5. 大陸發表「美國人權紀錄」 籲美國改善人權
 2011/4/10 聯合新聞網

 
時事專討 Issue
國光石化五百天──九大程序不正義！

 文／朱淑娟（獨立媒體人）

 

樓）
 活動內容：今年徵件主題為「女性與

身體展演」、「酷兒影像」、「女性
新潮流」，邀請優秀女性導演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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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漫談學生組織與企業之合作 | 
 文／王茀婷（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五年級）

 學生活動與企業合作已成常態，從特約商店、企業參訪、各成果發表
會到校慶，處處可見企業｢參與｣的痕跡。企業提供活動所需經費、學
生提供各種宣傳曝光或攤位是最為常見的合作模式。｢我想找大企業
合作，要怎麼談呢？｣ 最近L小姐問了我這個問題，我想這也是很多
人的疑問，就以此為題，提供各位參考。

 。
  1、揚棄迷思：企業贊助不是只有錢

   傳統上，與企業往往只有｢金錢贊助｣一途，長期下來企業對學生
活動印象也淪為｢要錢｣。但大公司年度預算早在半年、一年前就編列
好，內部既定活動都不一定有多餘預算可支配，更遑論提供學生贊
助。然而，以合作代替金錢，就讓雙方合作機會大增！例如該公司本
來就有新品試用（飲）會，勢必有舞台、音響等設備支出，還提供贈
品。對公司而言，學生族群號召力強大，藉由參與活動能輕鬆為試用
會吸引人潮；對學生而言，雖然並不是直接獲得金錢，但省下設備的
費用（可能還獲得更好的器材），也是一種｢贊助｣收入。以合作代替
傳統拉贊，提升合作層次，也能讓活動更圓滿。多元贊助之下，合作
有無限可能。

 。
   2、知己知彼：打造完整企劃書

   知己是要了解我方條件：我們的需求有哪些？能提供的曝光有哪
些、禁忌有哪些；知彼則指瞭解目標企業的產業特色、是否已和他校
合作過類似方案？企業推出新品時，投注於相關行銷活動的經費較
多，也較願意和同學合作。但校內禁止商業性販售行為，企業能否接
受只展示而不販售？或者有何解套方式？類似問題在別校是如何解
決、能否比照辦理？這是所謂｢知己知彼｣，你要什麼？我要什麼？有
基礎的認識才能繼續談下去。這是談合作前，一定要做的功課。

 合作模式多元，但雙方沒有共識則一切免談。企劃書是企業用以考量
是否合作的第一個媒介，一份合作企劃書對於活動流程不需要鉅細靡
遺(事後再補充即可)，但要能明確讓企業了解我們邀請對方參與什麼
樣的活動、這活動能為企業帶來什麼樣的效益。筆者本身從事派對設
計、佈置工作，常遇到學生拿著企劃書來拉贊助，十幾頁的企劃書
中，關於贊助的部分只有薄薄一、兩頁，內容虛無縹緲、畫大餅，那
種天馬行空的文字在企業見得多了，他會願意合作嗎？上萬的預算對
企業而言都只是清粥小菜，他們考量的是：這個錢花得值不值得？而
時間就是金錢，對方幾乎不會從頭看完你的企劃書，但特別著重合作
模式的部分。所以我強烈建議，企劃書不能一份走天下，...（繼續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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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3703
http://www.nownews.com/2011/03/25/11622-2699627.htm#ixzz1HaTYDLF0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09/5/2piw5.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10/140/2pjq5.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09/8/2pj32.html
http://udn.com/NEWS/MAINLAND/BREAKINGNEWS4/6264596.shtml
http://hre.pro.edu.tw/zh.php?m=16&c=1302484761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2463
http://hre.pro.edu.tw/campus/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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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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土地的心跳與文學的胎動——當代「自然書寫」的意義與啟示 | 
 

文／簡義明（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是當代台灣文學中最有活力與創造力的類型之一。它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互動的理智建構

和情感結果。在傳統古典文學中，文人通常是將「自然」當作是心志的寄託對象，用以抒情，表達內心風景，「自然」本

身的存在價值與環境意義容易被忽略與架空。而當代的「自然書寫」則會把「自然」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理解和觀察對象，

作家藉由知性的態度與方法，重構自然世界的生態秩序，並用以反思當前世界的生存與環境問題。
 

人類科技文明的發展，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有著前所未有的進步與飛躍，同時，財富的積累模式與經濟發展至上的

精神，從先進國家一路向外蔓延。台灣，這個二十世紀初便在殖民國日本的帶領之下進入世界體系的島嶼，當然也逐步與

全世界唱著同樣的生活旋律。就歷史事實而論，現代化與工業化絕對強化了「人定勝天」的信念，但也加速地摧毀了環境

因子的平衡，面對時代的變局，有人敏銳地意識到人類生存的危機，提出一些對策與呼籲，在西方，我們可以舉出類似梭

羅（Thoreau）、李奧帕德（Leopold）與卡森（Rachel L.Carson）這樣的名字，並且他們的著作也在近幾年進入到台灣的

知識界、出版系統，並或多或少影響了一些本地的作者。底下便先就這幾位西方「自然書寫」的重要作家與代表作品進行

扼要介紹。...（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正負2度c──台灣人不願面對的真相（99年度教育部人權影片徵文比賽高中職組第一名） | 文／陳韻心（台

北市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影片簡介
 

由孫大偉、陳文茜監製的紀錄片《±2C》，是第一部記錄台灣氣候變遷的紀錄片。關於製作此片的動機，陳文茜表示，很

多氣候相關的紀錄片，如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法國導演盧貝松的《拯救地球》和英國BBC的紀錄片

等，從未將亞洲列入討論範圍，特別未提到台灣。但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是，台灣人口密度過高、土地侵蝕率高等，恐怕

是氣候變遷下「全世界的第一批難民」。
 

因此陳文茜號召籌拍這部屬於台灣氣候變遷的紀錄片，是

為了讓台灣民眾面對自己的危機、自己救自己，而且她也

要號召認同這部紀錄片的觀眾，一人寫一信到總統府「拯

救地球、拯救台灣、拯救孩子」，將台灣氣候安全提升到

國家安全的層次，並且進行綠色的大革命。
 

紀錄片取名《±2C》，源自日前哥本哈根會議的結論，即

是未來人類如果要生存，就必須將氣溫控制在攝氏兩度以

內。片中模擬台灣未來在全球暖化影響下的可能處境，也

分析了台灣的各種「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等問題。陳文

茜表示，籌拍此片純粹是為了教育下一代。 ...（繼續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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