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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與地球高峰會：綠領台灣

遇上Rio+20 
 

●王俊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台灣民間代表團團長 

 
 
 

  十年一次的地球高峰會，第一次於1992年在巴西里約舉行、第二次2002年於南非約

翰尼斯堡，第三次2012年又回到巴西里約。台灣民間代表團從未缺席，本次十五人代表

團更以綠領台灣（Green collar Taiwan in Action）為主軸，呼應大會綠色經濟與制度建構

的主題。 

  綠領台灣的主軸企圖凸顯出民間社會在食衣住行育樂的綠色生活方式，Logo上的綠

領由三個台灣組成，以多元之綠來引領台灣的未來， 

  本次參與並邀請了台灣的環境代表樂團「農村武裝青年」，過去針對白海豚運動、

反國光、大埔事件、反核等議題創作環境歌曲，以歌聲讓台灣被聽到與看到，也是頭一

次帶樂團參加世界大會。將安排在台灣攤位、人民高峰會舞台與台灣主辦活動時演唱。

日前在竹蜻蜓綠市集的募款演唱，唱出了前進里約之歌。 

  除了在Pier Maua的展示攤位有十大捲軸的台灣綠領行動外，還有演唱與相關影片放

映，並推動Rio+22運動與民間UN（United NGOs）運動，因此徵求認同者連署，為此製

作了名片，為連署人寫下華文姓名。此外，交換一百五十件團服，未來十年繼續合作與

分享訊息。 

  與聯合國主辦的Rio+20一起同步舉行者為民間社會舉辦的人民高峰會，台灣民間團

在人民高峰會主辦一場討論會：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PPP），並受邀參加各項研討

會與論壇。此外，民間團將參加兩場遊行。睽違二十年，台灣再度參加在里約舉辦的地

球高峰會。 

台灣攤位開展，頭帶搶手 

  里約地球高峰會的正式會議蓄勢待發，之前的預備會議早已如火如荼，但悲觀勝於

樂觀，第三次預備會議結束記者會上的發言了無新意，「千禧年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MDGs））尚未成功，又期待本次大會另設「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簡稱SDGs），企圖以綠色經濟與制度、能量建構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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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我們所要的未來。此次大會並無意簽訂任何新條約，主題放在各國的承諾簽署以及

國際組織、各民間團體的自願承認，以展開可見的行動。在此情況下，另一邊的人民高

峰會，當然對此表達不同聲音，擔心綠色經濟成為新的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還是人類

中心主義的2012里約版，地球仍是被動與被害的客體。那麼地球號台灣小舟呢？ 

台灣樂團，會場開唱 

  台灣民間團參加聯合國高峰會，首次邀請環境主題環境樂團一起出席，農村武裝青

年是台灣環保運動的創作樂團，為台灣土地、弱勢族群而創作演唱。在主要會場內，樂

團本來要到後面公園練唱，自得其樂。在經過主要入口大道時，發現兩邊展覽牆壁有一

些椅子，決定在此地不插電演唱。由於沒有申請，以街頭藝人的心情來演唱，如果被干

涉，就停止演唱，很類似集遊法，第三次舉牌時解散。一開唱，各國代表開始駐足，電

視台也前來採訪。保全與警衛聽到音樂，前來關切，發現農村武裝青年沒有武裝，深情

演唱，也成為觀眾，一唱三十分鐘，台灣樂團首次在聯合國主要會場內勇敢開唱。 

  台灣民間團在人民高峰會（會場在佛朗明哥公園）申請到一個活動，談人民發電廠

（PPP），地點在主要道路上的24號帳篷，邀請農村武裝青年開唱，並準備了音響與麥

克風，一發不可收拾，佈置與歌聲吸引了七家電視台採訪，並將部分演唱實況，播放在

會場的大螢幕上。頭帶與命名名片都被索取一空。政府團的代表也前來參加，見證了演

唱會的熱絡。 

  民間團與政府團前往在Maua港區的NGO展區的台灣攤位，農村武裝青年再度開唱，

由於有創作理念的解說，因此吸引不少人觀賞，先後三次在不同會場開唱，讓台灣環境

心聲被聽到。徵求連署將在未來推動者為Rio+22運動，台灣有22縣市、22種特有種鳥

類，而在世界上，地球日為4月22日，本次聯合國大會主要結論日為6月22日。因此以22

為主軸，規劃22歲環保成年禮、每一個月的22日作為環保行動的開始、每一天22時思考

明天為地球作一件事等。另外所交換的一百五十件團服，將結交一百五十個各國民間團

體，落實與地球建交的民間行動，未來成為UN（United NGOs）在台灣推動的夥伴，誰

說台灣一定要加入聯合國，為何不讓聯合國加入台灣？ 

T-Shirt外交 

  「與地球建交」一直是民間社團的主張，看著國家繼續在全球環境問題上不作為，

由傳統國界轉型至操作性疆界更形重要，人民高峰會會場上，原住民、世界語、世界政

府等主張多少呼應該點。 

  台灣綠領民間團TANGO所規劃的用一百五十件團服交換一百五十件各地NGO的T-

Shirt的活動，陸續在各會場展開，落實與地球建交的民間行動，已完成三分之二的任

務，未來成為UN（United NGOs）在台灣推動的夥伴，誰說台灣一定要加入聯合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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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讓聯合國加入台灣？在農村武裝青年的演唱現場，產生了不少巴西的粉絲，也促進

更多T-Shirt的交換，包括幾件現場脫下者。 

  在台灣攤位上，頭帶與命名活動帶頭，已爭取超過二千人連署支持Rio+22運動，台

灣有22縣市、22種特有種鳥類，而在世界上，地球日為4月22日，本次聯合國大會主要結

論日為6月22日。因此以22為主軸，規劃22歲環保成年禮、每一個月的22日作為環保行動

的開始、每一天22時思考明天為地球作一件事等。頭帶與命名活動帶動攤位的T-Shirt交

換，立下一些交換規則，同一件不交換三次，有些人拿了他們的書來交換，甚至一位女

士要以戒指交換，產生了許多「外交」關係，NGO並留下連絡資訊，以備未來的交流。 

  台灣民間團參加了人民高峰會舉辦的大遊行，走上里約街頭，見識了與台灣很不一

樣的遊行方式，封街加上行動藝術的結合，可以說是遊行嘉年華化的演出，果然是巴

西。 

Rio+20 T5主會場觀察報告 

  Rio+20的正式會議一開場，塞車就成為Rio+20的同義語。各國領導人在主會場的T5

內，以五分鐘的時間輪番上陣，各自表述。會場外的大食堂有一處大銀幕的實況轉播，

因為除了國家代表、聯合國主要組織代表外，一般與會者並無法進出，必須於一個月前

申請所謂的第二通行證，共有七十一位獲得，公民記者申請通過，得到一張通行證。 

  先在外面觀賞大銀幕的實況轉播，看到馬爾地夫與斯里蘭卡的總統先後上台，馬爾

地夫由於海平面上升，已有二百個島嶼無法住人，因此籌劃主權基金，打算向斯里蘭卡

買國土，準備將氣候變遷難民移往新國土：一國變兩國。 

  進入主會場，還得再經一次安檢，入口處居然有粉絲等著高官入場拍照。主會場可

容納二千人，國家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座位，所以最後一排就包括越南（V）、委內瑞拉

（V）等。面對舞台的左邊與右邊都是聯合國組織與區域中心，最後面為媒體區。民間

團體代表的座位在媒體區前，國家區後。由於是聯合國正式會議，見識到了同步翻譯六

種聯合國正式語言（含地主國葡萄牙語），中文頻道在第五。 

  主席一一唱名開講，聯合國禮儀官上前迎接，大部分都是總統出席。 

  玻利維亞總統以太陽節破題，一個太陽下的南北差異，並引用古巴前總統卡斯楚的

名言：結束飢餓，不是結束人類。綠色經濟可能成為有殖民藉口的新資本主義，大自然

怎麼可以論斤計兩？ 

  厄瓜多爾總統說：我們地底下有八十億桶石油的存量，但是決定不開採，就錢來

算，我們損失一百四十億美元，但是我們善待了環境，富國應該負擔環保損失，而維護

環境的國家應獲得補償。這個絕非慈善，而是已發展國家欠我們的，生態補償應設立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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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一直主張自然權宣言，仍未被接受。高峰會不是拯救面子，是要拯救地球。

讓我們南方國家團結在一起。 

  密克羅西亞總統認為：氣候變遷不是我們造成的，卻要小島國家受害，永續發展必

須賦予新的意義，否則只是另一種經濟發展。 

  甘比亞總統代表一直主張和平才是最重要的環保，軍事活動與武器買賣造成許多的

活地獄，在和平下的制度設計才能免除科技成為剝削與死亡的技術。 

  印度尼西亞承諾在2020年時，實現2642減碳模式：自發減碳26％，外面支援可達42

％。並已宣佈暫停砍伐森林許可證，積極保育海上亞馬遜（六國），推進藍色經濟。 

  土庫曼斯坦總統希望聯合國鹹海特別方案。建立區域氣候變遷中心，當地幾個國家

將一起合作。古巴總統重提強人卡斯楚在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時的致詞，一樣反霸權

與野蠻。 

  一出會場，就看到年輕人正集結抗議；The Future We Don't Want，大家一起把一張

寫滿了跨國企業的海報撕掉，並邀請了一位十一歲的女生演講並唱歌，一起表達大會所

說的未來不是下一世代所希望的未來，最後並集結近八十位青年，未刷卡直接衝出場

外，代表與大會決裂，不再回頭的決心。 

結束的開始 

  2012年的地球高峰會開低走低，未能產生如前兩次高峰會一樣的宣言、原則或行動

綱領。只能在二百八十三點的大會結論報告中再確認、再支持上述之各種宣言、原則或

行動綱領。雖然整體了無新意，但仍有幾項新措施，例如在千禧年目標之外又加上「永

續發展目標」（SDGs）、擴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層級、跨政府財務委員會

（包括強化政府開發援助與全球環境基金）、自願註冊系統等，看來我們要的未來越來

越遠。 

  綜合本次高峰會，民間（特別是青年、女性與原住民）各自發表宣言，對大會結果

表示不滿，例如再生權未納入人權、生態智慧未被重視、青年代言人制度被取消等，這

種未來不是我們要的未來。 

 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大會。 

 人類已啟動世界末日板機：一再妥協，一再拖延。 

 國家是氣候變遷最大的障礙，也是地球最大的敵人。 

 核電安全未列入結論，核災不可避免。 

  台灣在此地球現況的相對位置，如何開創一個「結束的開始」，已成為台灣的生命

關卡，民間團體在無政府主義的思維下，理應展開「與地球建交」的論述與行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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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民間培力行動為籌備民間UN（United NGOs），尋找準備廢校之中小學，作為總

部，內容有： 

 UN 旗海（操場周圍：海內外主要民間團體） 

 地球國會（Earth Congress） 

 民間政府（Grassroots Government） 

 民間聯合國大學（UN University） 

 NGO 博物館與圖書館（NGO Museum and Library） 

 第三部門產業促進中心（The Third Sector Empowerment Center） 

 生態創意產業促進中心（Republic of Creativity） 

 能源民主與人民發電廠（PPP）推動中心 

 綠市集與市民菜園（操場） 

 珍古德亞太根與芽中心 

 綠領與野孩子環教基地 

 Rio+22 運動 

  期待更多跨部門與領域的橫向Networking，那也是永續發展的必需過程與結果，讓

民間力量促進台灣與地球建交，並像山海一樣思考，永續台灣的未來也許不是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