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 動 報 導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7期／2007.04.30 190  

新世紀基金會舉辦「台灣研討

會」 
 

●游秉陶／新世紀基金會（New Century Institute）助理執行長 

 

 新世紀基金會（New Century Institute），

於2007年2月9日，舉辦第二次「台灣研討

會 」。此次邀請到台灣南華大學應用社會

學系何明修副教授，以「台灣民主化下的環

保運動」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Democratizing Taiwan, 1980-2004: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為主題進

行演說，探討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環保

運動與政治變遷的關係。會議由基金會理

事長陳隆志博士主持，共有十五位來自紐

約、波士頓和華盛頓 DC等地的留學生一

起參與討論。  

 試圖解釋這些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社會

動員，是如何與台灣整體政治變遷相關，

何 明 修 教 授 從 政 治 機 會 結 構 （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觀點出發，提

出國家公權力、政策途徑、抗議處理與政

治結盟等影響國家與環保主義互動關係的

四個面向。在此分析架構下，環保主義在

台灣政治變遷情形下有著不同的特色。其

特色可分為四個階段：發酵階段（1980～

1986，柔性威權主義時期）；激進化階段

（1987～1992，自由化時期）；制度化階

段（1993～1999，民主化時期）；吸納階

段（2000～2004，民進黨執政時期）。何

教授在結論指出，台灣環保運動的確受政

治力影響，但是它也不只是被動。環保運

動雖然不總是如環保運動支持者所預期，

但是在民主化下的台灣，它的確也對政治

環境產生一些衝擊，彼此相互影響著。  

 在場引起熱烈討論。來自波士頓許同學

提問民進黨在執政前後與環保運動團體的

關係；哥大張同學則認為，在民進黨執政

時期，把一些環保改革運動無法成功直接

歸咎於舊官僚體制與少數政府，似乎有討

論空間。哥大黃同學則提問，台灣未來環

保運動全球化問題，並指出民間團體應建

立一套機制去影響政府。哥大沈同學強調

結構性影響的問題。紐約大學陳同學認為

民進黨與環保運動團體近似於一種不快樂

的婚姻。哥大許同學則強調台灣環保運動

具有高度政治化。  

 陳隆志理事長最後指出，台灣環保運動

已經具有全球化性質，儘管環保運動與政

治變遷很難存在一個因果關係，但是的確

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環保運動屬於公民

社會的範疇，在台灣官方外交空間有限的

情形下，民間社會應致力於發展一個可靠

的新策略，來達成短期、中期與長期的目

標。將近三小時的台灣研討會，在陳理事

長總結下，圓滿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