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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特刊
 

 

2017/6/30 vol.88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本期電子報為配合6月5日的世界環境日，特出刊「環境保護特刊」，期藉由環境相關議題的探討，引發大眾對
環境保護的重視。本期電子報封面專欄〈建構循環永續綠建築創新科技發展策略〉特邀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的蔣本基教授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羅時麒教授以及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黃國倉教授協助撰稿，文章內
容主要探討綠建築理念的推廣以及目前執行所遭遇的障礙與困境，作者們並就目前臺灣綠建築構建困境提出循環永
續綠建築的相關發展策略，邀報友共同對永續環境來關注思考。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觀察等相關
文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本期四方觀點〈吸管、微粒、塑膠袋：被人造垃圾淹沒的海
洋〉由荷蘭鹿特丹大學(環境)法律經濟學博士候選人藍之青小姐撰稿，環境的保護在當代來說已是刻不容緩之事，人
類過度便利後所製造出的垃圾，不僅造成環境生態的破壞，連帶的人類最終也將為這些破壞付出代價，作者期藉由
此篇專文，呼籲大家正視自己所生存的環境，透過一些小習慣的改變，可以對氣候變遷、海洋酸化、生物多樣性流
失、土壤和水源汙染等與我們所愛的地球相關的環境議題，做出貢獻。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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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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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循環永續綠建築創新科技發展策略

文／蔣本基、羅時麒、黃國倉（國立臺灣大學碳循環永續技術與評估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摘要

 
      「永續發展」係人類與自然平衡發展之願景，推廣綠建築理念為實踐永續發展之關鍵策略，近年來發展創新綠建
築之環境科技是已成為前瞻性議題。本文彙整綠建築創新技術理論，分析當前臺灣綠建築創新技術的執行障礙與挑
戰，並提出循環永續綠建築創新環境科技的發展策略，為建築綠化、永續發展道路進行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論述。並
可為循環永續綠建築發展方向提供相關參考依據，對於促進永續循環綠建築發展方向具有實質意義。......（繼續閱
讀）

http://hre.pro.edu.tw/8-2-1.php?id=109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97


2019/1/24 90

http://hre.pro.edu.tw/epaper/90 2/4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國人健康危險因子曝光 就算你飲食健康、不抽菸、不喝酒還是可
能中招

 2017/06/07 風傳媒
2. 中華人權協會：保護原住民文化，從尊重與瞭解做起 

 2017/06/05 NowNews今日新聞
3. 遭檢舉精神病「被迫同意」就醫 網拍女模控戕害人權

 2017/05/28自由時報
4. 避污名化「應釐清販童或收養」

 2017/05/27 蘋果日報
5. 人權一大步！大法官：民法未保障同婚屬違憲

 2017/05/24自由時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六四28周年 倫敦中領館前年輕一代談八九精神
 2017/06/09 大紀元

2. 英執法單位擴權 梅伊暗示擬退出《歐洲人權公約》
 2017/06/07蘋果日報

3. 保護家暴高風險受害者 舊金山開始新計畫
 2017/06/07大紀元

4. 川普擬退巴黎協定，市場反逼石油巨頭關注氣候變遷
 2017/06/01 財經新報

5. 分享子女照片須經本人同意！越南兒童福利新法6月1日生效
 2017/05/30 風傳媒

 

 

 

1.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夏季學校」第20回研習
營：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多
元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
基金會。

 活動時間：106年7月15日
~106年7月18日止。

 活動地點：台中霧峰明台高
中（台中市霧峰區萊園路91
號）。

2.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人權好伴─2017暑期兒童繪
本公民營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
備處。

 活動時間：07/08 (六) 10:00-
17:00［第一梯］;08/05 (六)
10:00-17:00［第二梯］

 活動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5樓研習教室）、景美
人權文化園區。
 
 
 
 

3.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 Social Observation
  

吸管、微粒、塑膠袋：被人造垃圾淹沒的海洋|
 文／藍之青（荷蘭鹿特丹大學(環境)法律經濟學博士候選人）

      海龜鼻孔卡著塑膠吸管的照片，你是否還有印象？在台灣，關於
海龜和鯨豚被人造垃圾傷害的新聞層出不窮——解剖擱淺的抹香鯨，
卻發現漁網跟塑膠袋塞滿胃，或是「領航鯨」小梧子過世前吐出塑膠
袋，胃裡全是垃圾。

       各種漁具纏身、吸管、塑膠叉子等異物貫穿氣管、卡在廢棄輪胎
裡窒息而死、被啤酒包裝勒到變形、排便排出塑膠袋，幾乎已不再是
「新聞」了。在1990年代後期，科學家發現了太平洋垃圾帶的存在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到2009年，遙遠太平洋上的中途島
（Midway Atoll），被拍攝到信天翁屍體，以及牠們腹中未一同腐化
的各種塑膠垃圾，才開始讓大眾對此議題有所關注。

        但這些一張張令人揪心的照片，只是全球海洋垃圾這個嚴重的環
境議題中，因報導而引起一點注意的冰山小角。在環保愛地球成為流
行口號的時候，除了減少或拒絕使用塑膠袋和吸管，還有什麼是我們
可以做、應該知道，或是值得關心的？……（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環境影響評估法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t）。

環境權（Environmental
rights）。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6月

1862/06/19
 美國總統林肯簽署禁止奴

隸制法律。

1972/06/05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

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
會議》，並於同年10月，
經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確定每年6月5日為世界環
境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9C%8B%E4%BA%BA%E5%81%A5%E5%BA%B7%E5%8D%B1%E9%9A%AA%E5%9B%A0%E5%AD%90%E6%9B%9D%E5%85%89-%E5%B0%B1%E7%AE%97%E4%BD%A0%E9%A3%B2%E9%A3%9F%E5%81%A5%E5%BA%B7-%E4%B8%8D%E6%8A%BD%E8%8F%B8-%E4%B8%8D%E5%96%9D%E9%85%92%E9%82%84%E6%98%AF%E5%8F%AF%E8%83%BD%E4%B8%AD%E6%8B%9B-080900979.html
http://www.nownews.com/n/2017/06/05/2549769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08198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527/37664326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07777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6/6/n9234046.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hot/20170607/1135307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6/7/n9235810.htm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7/06/01/chuanpu-will-return-to-the-paris-agreement-the-market-against-the-oil-giants-concerned-about-climate-change/
http://www.storm.mg/article/274414
http://www.twcenter.org.tw/archives/1917
https://event.culture.tw/NHRM/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actId=70002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67
http://hre.pro.edu.tw/core/4525
http://hre.pro.edu.tw/core/4524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5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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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06/05 
 香港立法局三讀通過人權

法。

1991/06/17
 南非白人國會通過結束種

族隔離政策。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賴桑的千年之約》 | 
 

文／林彥佑（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小教學訪問教師）
 

 

《書籍簡介》

書籍：賴桑的千年之約
 

作者：陳芳毓
 

        賴倍元先生，人稱「賴桑」。30歲開始，買地種

樹。近30年來，散盡家財近20餘億，至今已於大雪山

購地130餘公頃，種了30多萬棵珍貴的森林！他種樹有

三不政策：不砍伐、不買賣、不留給賴家後代子孫。
 

        賴桑出生於臺中大雅鄉員林村，早年經營運輸服

務業、倉儲、貿易等事業。民國75年起，他深感臺灣

森林面積逐年減少，加上對於樹林強烈且濃厚的執著與

深愛，遂於人生壯年之時，退居各項事業幕後，全心從

事造林運動。
 

        賴桑的林場原先為垃圾山、梨園、梅園、檸檬

園、橘子園、柿子及荒廢許久的香蕉林等。經他整頓、

改造後，種植樹木的種類有臺灣肖楠、臺灣櫸木、臺灣

紅檜、五葉松、雪松、九穹、牛樟樹、櫻花等上百種樹

種。
 

        長期種樹後，復育的真實案例也出現了：樹木行

光合作用時，將水蒸氣排放到空氣中，形成雲霧，而水

蒸氣累積到一定密度，則會開始降雨。當水來了，生命

也就誕生了。不僅山櫻花和保育類昆蟲都來了，連大冠鷲、山豬等食物鏈頂端獵食者也一一現身。
 

        30餘年來，賴桑對造林運動的熱誠不減，被朋友戲稱「樹癡」，他畢生最大願望是：「在我回去之前，要

留下50萬棵「活的」森林大軍。」堪稱是根留臺灣、森愛臺灣的典範人物。
 

《書評》
 

        《賴桑的千年之約》是一本當我還沒有翻閱內頁，便吸引我的一本書; 不知怎地，「千年之約」好像有一種

與人生簽約、與世界共築的一種感覺。「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千年，對世界而言，

只是短促的一段時間，然而，對我們的生命而言，卻是如此的短暫。有什麼事，值得我們立下千年之約?是日月

星辰與我們共享的浪漫時光?是山河海水與我們共譜的美善日子?在作者陳芳毓筆下的這本書《賴桑的千年之

約》中，那「千年」意謂著種樹──簡單的樹、千年的資產。……（繼續閱讀）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3
http://hre.pro.edu.tw/history/124
http://hre.pro.edu.tw/bedu/4325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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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羅雷司》：別忘了便利生活也是用資源打造出來的 | 
 

文／火行者（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片名：羅雷司（Dr. Seuss' The Lorax）
 

影片年份：2012
 

導演：克里斯·雷納德（Kyle Balda）
 

片長：86分鐘
 

出品國：美國
 

發行商：環球電影發行

《影評》
 

      《羅雷司》是一部根據蘇斯博士的童書改編的動畫片，

談的雖然是很嚴肅的環境保護議題，用的卻是很詼諧的呈現

方式，且老少咸宜，很適合爸媽帶著孩子一起觀賞，讓孩子

從小有正確的觀念。
 

      《羅雷司》的背景設定，是在一個叫做「毛樹谷」的地

方，電影把這裡造型得非常可愛討喜，動物和植物都會讓人

看一眼就愛上。但企業家卻為了事業而來砍樹，讓這個世界

上失去了真樹，只剩下人造樹。而電影的重點劇情，就是一

個冒險過程，渴望見到真樹的主角小男孩排除萬難找到企業

家手中的最後一棵樹來恢復生態平衡。......（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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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e.pro.edu.tw/vedu/4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