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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特刊

2014/4/1 vol. 63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為了迎接世界地球日的到來，本期電子報特別以「世界地球日特刊」做為
主題，期待透過多篇文章分享，帶領您來一同瞭解環境問題。

 為持續深耕校園，人權電子報也常設「校園觀察」專欄，長期連載學生自治、
學生運動相關文章，提供給學務工作者以及莘莘學子們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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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地球「城」諾一個未來
 文／劉欣維（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教育講師）

  地球日這個耳熟能詳的環境節日，已經在世界運作了44個年頭，有鑒於我國長期推動「都市更新拆你家」、「苗栗國王
毀農地」、「美麗海灣蓋飯店」等拼經濟政策，讓國民對環境議題認知上約莫是停留在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就好棒棒的兒童小
確幸階段，令環境意識先趨國著實望塵莫及。筆者斗膽在此冒著「經濟敗類」罵名的風險，分享地球日組織關注的環境議題與
台灣如何跟上世界脈動！

 谷歌大神說：「1970年4月22日當天，美國有2000萬人走上街頭，就為了向政府訴求乾淨的水與空氣，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
規模群眾性環境保護運動，也催化了人類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看到陽光的時候》集結政治受難故事
 2014/2/25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2. 推廣人權教育 教育部線上諮詢
 2014/3/4 中央社

3. 台灣指標民調：近6成贊成停建核四
 2014/3/13 新頭殼 newtalk

4. 為土地發聲《白米炸彈客》即將上映
 2014/3/14 新頭殼 newtalk

5. 花蓮首場人權論壇 探討原住民權益
 2014/3/22 聯合報

6. 服貿如何影響台東？ 在地自主論壇說分明
 2014/3/28 環境資訊中心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印度棉花田雇童工 人權團體注目
 2014/2/25 聯合新聞網

2. 震災3周年 日代表：台灣是真正的朋友
 2014/3/11 新頭殼 newtalk

  

人權

 1. 【講座】台灣事業廢棄物何去何從
 主辦單位：地球公民基金會

 活動地點：慕哲咖啡（台北市中正
區紹興北街3號）

 活動日期：103/4/2（三）19：00
 主講者：黃煥彰（臺南市社區大學

研究發展學會環境行動小組召集
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
授）

2. 向地球「城」諾一個未來-台北地
球日綠色藝術市集       
主辦單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廣場、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http://hre.pro.edu.tw/8-2-1.php?id=80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3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68
http://news.ner.gov.tw/index.php?act=culnews&code=view&ids=160803
http://pnn.pts.org.tw/main/2014/01/27/%E7%AA%81%E8%A5%B2%E7%B6%93%E6%BF%9F%E9%83%A8-%E8%8B%91%E8%A3%A1%E4%BA%BA%E8%A6%81%E9%A2%A8%E8%BB%8A%E5%AE%89%E5%85%A8%E8%B7%9D%E9%9B%A2/
http://newtalk.tw/news/2014/03/13/45202.html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5257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7/8563836.shtml
http://e-info.org.tw/node/98275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5/8509871.shtml
http://newtalk.tw/news/2014/03/11/45133.html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06
http://www.earthday.org.tw/taipei/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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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島第1核廠報廢 預計耗時30、40年
 2014/3/11 新頭殼 newtalk

4. 反黑箱服貿聲音 響徹紐約街頭
 2014/3/21 新頭殼 newtalk

5. 氣候變遷會議 暖化衝擊遠比預估嚴重
 2014/3/25 公視

  
 

活動時間：103/4/19-4/20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那些CP值以外的事情 | 
 文／陳亭亘（國立成功大學第11、12屆學生會新聞部部長）

 不參加學生組織、學生社團也不會死，只是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你錯過
了什麼。

   時常在與學弟妹互動的過程裡，聽到這樣的問題：「學姐，參加
學生組織對我有什麼好處？」、「學生組織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嗎？」、「聽說國外研究所如果有社團經驗會比較容易上是嗎？」我
有種感覺自己活像是見梁惠王的孟子，差點脫口而出回應「王何必曰
利」的時空錯亂感。

 我們都算得太精，以至於我們時常走了一遭卻不知道熟知的世界之外
還有什麼。

 一路走來，我們在這條「棄保」的路上嫺熟地揀選著安穩且確實的道
路，認真地思索、反覆地研究什麼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確實地讓
自己的分數都可以落袋為安，於是，這成為了我們的習慣，我們必須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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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你不覺得很不公平嗎？── 那些核電背後的故事 | 
 

文／Karin（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校友）
 

書名：天空之蜂
 

作者：東野圭吾
 

出版社：皇冠
 

在讀這本書時，我一直不斷地聯想到戴立忍導演的《不能沒有你》（該電影取材

於2003年一則臺灣單親父親為爭取女兒監護權，抱女兒欲跳天橋的社會新

聞）。雖然這不是可以比較的東西，但或許，在這位歹徒極端行動的背後所隱藏

的感情，是比《不能沒有你》的那名單親父親更沉重的憂心，所以，我無法打從

心底將他定罪，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 … …。
 

「你不覺得很不公平嗎？若狹建了那麼多核電廠，生產出來的電力都是大阪和京

都人在用。那些都市人只知道鄉下地方有核電廠，根本不會考慮當地居民的心

情。不，他們根本不願意考慮。他們想都不想，連刷個牙，也要用電動牙刷那種

莫名其妙的東西。難道這不是不公平嗎？」...（繼續閱讀）

 

  

http://newtalk.tw/news/2014/03/11/45125.html
http://newtalk.tw/news/2014/03/22/45536.html
http://e-info.org.tw/node/98273
http://hre.pro.edu.tw/campus/4903
http://hre.pro.edu.tw/core/4524
http://hre.pro.edu.tw/core/4525
http://hre.pro.edu.tw/bedu/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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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認識福島兒童健康疑慮的開始：《A2-B-C》 | 文／宋竑廣（文字工作者）
 

影片簡介
 

A2-B-C
 

導演：Ian Thomas Ash
 

資訊：日本 | 2013 | Color | 71 min
 

科學為人類帶來度量世界的客觀標準，但有心人卻以客觀凌駕人

性，以數據掩蓋事實。福島核災發生的18個月後，除汙工作投入大

量金錢與人力，不斷進行，政府聲稱生活已恢復原貌，但事實是，

無形的威脅仍然存在，孩子們開始出現各種症狀。這時，孩子的母

親們，挺身而出，決心揭露政府刻意忽略的真相。（官方網站：

http://www.a2documentary.com/）
 

影評：
 

《A2-B-C》，是導演Ian Thomas Ash，於2013年推出的一部、關

於日本福島核災災民的紀錄片，內容有幾個子題，如核災歧視、除

污、政府欺瞞災情等，但最吸引人的部份、預告片的重心，應是災

區兒童的健康狀況、甲狀腺嚢胞比例為主，由於這方面的重要資訊很多，對解讀本片很有幫助，而篇幅有限，我不易再從

感性的省思發揮，以下僅就這部份做資訊整理，請讀者見諒；另外，即便未看過本片，本文也可以作為福島兒童健康危害

概述，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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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2documentary.com/
http://hre.pro.edu.tw/vedu/4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