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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醒哲／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有永續發展的概念，在1983年聯合國第三十八

屆大會，更通過設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WCED），當成推動永續發展的正式組織。根據WCED的定義，永續

發展就是要達到「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代的需求，且不致危及到我們子孫滿足其需要

的能力」。簡言之，就是自己發展自己求，不要向子孫借錢、借資源。更積極來說，還

要替後代創造更多讓他們也能永續發展的條件及資源。1992年聯合國召開「聯合國環境

與發展會議」（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UNCED），1993

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

稱UNCSD）。 

  於永續發展是一種理念，甚至是一種觀念革命，其層面就不能只涉及經濟思維，一

般認為要達到永續發展，必須在經濟層面上保護地球現有的資源，但也要能在經濟上有

利可圖，否則也難以永續。在社會層面上則主張應有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

人民的基本需求。在環境層面上為了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應該要保護環境，減

少破壞。有的人更致力於增加生物層面的永續發展，認為應維護生物多樣性、生態平衡

及生物資源。 

  如果以WCED的理念來從事永續發展，則挖掘煤炭、石油不僅是把祖先千萬年來的

累積能源用掉，也向子孫預支了他們的自然資源，更不要說開發的過程造成的地殼環境

及生物生態的破壞。以能源來看，只有使用源源不絕的風力、水力、太陽能才合乎永續

發展的理想。 

  在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代，行政院在2000年提出「永續發展策略綱領」，2002

年提出「台灣永續發展行動計畫」，2003年提出「台灣永續發展宣言」及「台灣永續發

展指標系統」，也在行政院成立了「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由環境面（節能減碳、國

土資源、生物多樣性），經濟面（能源與生產、交通與生活、科技與評估）及社會面

（城鄉發展、健康福祉、教育宣導），三面向囊括八個相關部會共同努力。 

  但在政黨輪替後，台灣永續發展的成果如何呢？馬政府一方面持續大量地向子孫借

錢，挪用後代資金揮霍，真的有益經濟的永續發展？馬英九不斷地擴大社會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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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符合社會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上，日本三一一災難後核能外洩，全球都在反省

核電政策之際，馬英九還堅持核四要商轉，真的有符合環境永續發展嗎？台灣不是聯合

國成員，我們民間團體（包括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同心協力要

將台灣國家推進「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以針對地球高峰會議的各項承諾，包括全

球、區域、國家及地方的種種永續發展方案做追蹤及報告。UNCSD努力讓永續發展的理

念能在聯合國內持續受到重視，也努力協調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困難與矛盾。

加入聯合國，要和世界同步，要擴展台灣外交，當然也要遵循UNCSD的理念，讓台灣的

經濟、環境、社會及生物多樣性（台灣排名全球第二）均能永續發展。但反觀馬英九政

府，不但外交休兵，更大幅刪減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的活動及宣傳經費，馬英九以自

外於聯合國來討中國歡心，有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理念嗎？ 

  因此，今天我們在此開座談會研討，希望能帶來世界及台灣的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