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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撐起地球的支點 

李若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112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氣候變遷對策：地球急轉彎 

------------------------------------------------------------------------------- 

在晴雨不定，時而日光熾烈，時而大雨傾盆的夏日，我修習了〈氣候變遷對策：地球急

轉彎〉。課名很有趣，「急轉彎」不只象徵著，在日趨嚴重的氣候變遷情勢中，我們必須抓住

最後的機會挽救頹勢；它其實也表示著，在棘手的氣候拯救行動中，人類必須像玩著腦筋急

轉彎一般，跳脫工業革命以來的既有概念，在生活中處處留心，尋找每一絲可能並大膽嘗

試。這堂課有充分的小組討論機會，給了我們很自由的思考空間，在這些腦力激盪中，「急轉

彎」不是表面的名稱，更是我們思考對策的方法。這門課的最後，我意識到地球環境的危

急，卻也同時相信了人類的可能。 

 

正視我們所在的星球 

這個暑假裡，因氣候變遷所起的駭人新聞層出不窮，巨型颱風、夏威夷大火和巴拿馬運

河大乾旱，皆為氣候變遷的警訊。然而，為減輕心理壓力，我們傾向否認這些災難和氣候變

遷的關聯、認定它們只是偶發的人為意外。 

第一堂課上，老師發起提問：「科學家是如何推估未來的氣候情形?」這個問題彷若當頭

棒喝，我們意識到，雖然自己口中常說著氣候變遷，卻從不知這個現象具體為何、又是從何

而來？最終，在資料搜查後，我才真正認識了觀測氣候的大尺度工具和模型，如 HiRAM、

TaiESM。 

連結到許多人聲稱「氣候變遷是假消息」的現象，我發覺，如果沒有科學證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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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就只是模糊而遙遠的印象，我們可以輕易質疑它所形成的影響。唯有真正剖析

且理解數據，人們才能走出鴕鳥心態的困境，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在具體作為之前，坦然且

科學化地觀察氣候變遷情形，應是最重要的事。 

 

永續是一艘載著所有人的方舟 

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行動中，永續是最重要的關鍵詞。然而，在永續這艘大船向著美好願

景出發時，總會有掌舵的人，和被遺留下的人。 

課堂上，我認識到「氣候正義」的概念。氣候變遷本應是全人類共同承受的命運，然

而，因為貧富差距、後殖民主義等因素，在氣候變遷之下，人類仍面對著天差地別的處境。

舉例而言，歐盟將開始試徵收碳稅，但這對於依賴出口貿易的開發中國家而言，無疑是格外

沉重的負擔。氣候變遷很大程度應歸咎於歐美經年累月的碳排放，然而，吞下苦果的卻是地

理環境不利的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的路上，西方國家仍是掌舵者，而南亞、非洲等國家的

利益仍然被漠視。 

一堂課上，老師帶我們體驗「氣候談判」，當天的氣氛意外和諧，扮演美、中的同學大方

地撥出資金並立下自我貢獻承諾，而身為開發中國家的組別則盡情提出資金要求。但就算是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仍是在感到緊繃的條件中（如各國皆承諾「100%禁止砍林」）才終在

C-Roads氣候模擬器中，達成「2100年前氣溫僅增 1.5度」的目標。 

這樣的結果令人憂心。教室裡，我們可以輕易「橫跨大洋」，直奔他國元首；但在現實

中，開發中國家的代表需要跨越地理、文化和國際地位的巨大鴻溝，方能與他國領導者會

面，要達成共識更是難上加難。遊戲中，開發中國家可以任性「喊價」，但現實中這些資金究

能否取得？又該如何管理運用？我想，這些都是開發中國家難以處理的政治課題。 

在國際關係的規則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可以劃清界線，然而，在大維度的自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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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無疑是一體的：巴西雨林是全球的肺、非洲為人類蘊藏著豐富生態…氣候變遷牽一

髮而動全身。因之，如何賦予開發中國家保護環境的動機與能力，絕對是重要的功課。 

 

「調適」，一片新的大洋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人類不可能完全遏止氣候變遷的發生，因此除了「減緩」的策略

外，我們也應另闢蹊徑，採取「調適」的思路。舉例而言，在小組討論時，我們談到：當海

平面上升成為無可避免的未來，「海水製氫」的技術即可因應海水倒灌等威脅，維持海岸的動

態平衡；我們也討論到，氣候變遷造成極端夏季高溫，台北深受都市熱島之苦，政府應積極

發展都市風廊，自綠地、河道引進涼風，助城市退燒。 

減緩氣候變遷發生之餘，如何與之共處、在變動中尋求配合之道，常常是政府、氣候團

體所忽略的，但如同那句老話：「做最好的期待，做最壞的打算」，我們不能對淨零碳排保持

盲目的樂觀，反之，在惡劣的情勢下，積極思考如何與大自然和解、從環境中借力，可能是

更有效的應變策略。 

 

帶著種子出發 

最後一堂課上，老師問我們各自的系所專業與氣候變遷對策的關聯。一開始大家感到十

分困惑：休閒產業或外文系能和氣候變遷有何關係？經過老師的提點後，我們才意識到，氣

候變遷議題無所不在。如，休閒產業系的同學可以透過設計場館燈光，減少耗電量，以達減

低碳排的目標；而外文系同學則可藉科幻或荒野文學喚醒大家對永續的關注，如近年翻拍成

電影的《沙丘》即為一著例。 

而我來自法政領域，在這個專業中，能對氣候變遷因應有所助益的方式亦甚多。藉由完

善〈環境法〉等法規，抑或是透過憲法訴訟承認並重視人民的「環境權」，都是法律人可以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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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方式。 

氣候變遷從來不是單一的命題，而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處境。盼望我們都能帶著這堂課

所收穫的意識與知識，將其如種子般灑入自己熟稔的領域，讓氣候變遷對策凝聚全人類，並

讓人們從各個角落，找到足以支撐起地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