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科技與倫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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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本次各組統一討論題目
� 課本第八十六頁提出一九九二年的課本第八十六頁提出一九九二年的課本第八十六頁提出一九九二年的課本第八十六頁提出一九九二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里約環境與發展宣里約環境與發展宣里約環境與發展宣
言言言言」，」，」，」，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二十一世紀議程二十一世紀議程二十一世紀議程二十一世紀議程」」」」有哪些項目是根本無法有哪些項目是根本無法有哪些項目是根本無法有哪些項目是根本無法
達成的目標達成的目標達成的目標達成的目標？？？？又有哪些項目是需要即時實行的目標又有哪些項目是需要即時實行的目標又有哪些項目是需要即時實行的目標又有哪些項目是需要即時實行的目標？？？？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臺灣訂定環境法規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處在哪臺灣訂定環境法規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處在哪臺灣訂定環境法規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處在哪臺灣訂定環境法規與其他國家的異同處在哪？？？？

�例如：我個人覺得「消除貧窮」是極需要，但是不能
立即消除的問題，他必須有長遠性的計畫才能達到這
個結果。

�然而，我又覺得「改變消費型態」是需要立即執行，
因為目前有許多新貧族他們已經不願意再消費，想要
以這樣的方式來抑制貧窮。



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一一一一））））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一一一一））））



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當天討論實況（（（（二二二二））））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 共同點：

使環境資源達到有效的利用，以永續發

展。

� 不同點：

以國際公約的角度來說，在發展中的國

家因為生活水準還未達到一定的水平，

所以必須致力於發展工作；以台灣公約

的角度來說，由於已達到一定的發展水

平所以加強科技研發、創新，建立綠色

生產技術，形成高科技製造產業體系。



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

� 共同點：人口與人力資源被氣候所掌

控、能源的使用和企業發展需要兼顧氣候

和生物的多樣性。永續經營環境。

� 不同點：開發中國家債務的沈重負擔

，就地保護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 池田提出-
1. 提倡持續發展與教育
2. 積極推動「地球憲章」理念
3. 統籌環境公約的公署

� 共同點：
1. 持續發展大自然協調，從事健康。

2. 責任保證在管轄內活動不對外造成危
害。

3. 消除貧窮。3. 消除貧窮。

� 不同點：
A. 里約 (1992年)－ 1.履行發展的權力 2.提
倡人口政策 3.有效的環境立法

B. 21世紀議程 (1992年)－ 1.改變消費型態
2.人口動態與永續能力 3.脆弱生態系
統的管理



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

�里約環境發展宣言(地球憲章，1992年)

1. 縮小生活水平懸殊

2. 提倡人口政策

3. 透過科技加強持續發展內生能力

4. 採司法行政程序4. 採司法行政程序

5. 奠定有效立法

6. 種族文化交流

7. 保護受壓迫的環境資源

8. 國際和平可促進環境的永續發展



第五組第五組第五組第五組

�共同點：

1. 延續地球生命，使得環境生態能維持

下去，讓我們的子孫也能感受到大自

然的美好。

2. 皆為聯合國發起

� 不同點：

1. 京都議定書：管制溫室氣體。

�制約是強制性的

人類環境宣言：整個環境。

�保護地球是責任與義務

2. 兩者制定的時間不同



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共同點：推動地球環境採和平方式。

� 不同點：差異性是實施的手段和生物

多樣性公約。



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

�共同點：

1. 人類是環境的創造者，也是塑造者。

2. 保護和改善環境。

3. 要求公民和團體負起環境的責任。

� 不同點：

1. 海島型生態系統

2. 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3. 永續社會－醫療體系健全，文化措施

豐富



第八組第八組第八組第八組

�共同點：

1. 都重視空氣汙染和廢氣排放的問題。

2. 皆重視生態發展。

� 不同點：

1. 台灣較晚簽下公約

2. 台灣簽了「氣候變化公約」，但聯合

國較針對全世界的氣候，例：臭氧層

3. 永續發展的目標不同：

台灣－經濟、資源

世界－生態、氣候

4. 台灣經濟發展資源有限



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

�共同點：

1. 追求永續發展。

2. 關懷人民。

3. 團體共同參與環境保護工作。

4. 保育野生動物。4. 保育野生動物。

� 不同點：

1. 台灣重視長期經濟利益。

2. 台灣提倡資源回收。

3. 綠色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