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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永續發展」的定義

「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需求滿足的發展」
應符合下列三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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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應考量跨世代間與同世代的公平。

自然資源與環境有限，發展不能超越環境承載力。

公平性與永續性應是共同的原則。

公平性

永續性

共同性



2015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ab_channel=foodBA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ab_channel=foodBANK




小桃的SDGs知性之旅
2020.9.21  禾大國際管理顧問



2021「SDGs x 希望與行動的種子展」啟蒙影片
2021.4.23  台灣創價學會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近年來，在「永續」思維下，
有了以生態系為本的漁業管理，
經濟漁撈行為不僅關注漁撈行為
對環境的衝擊、以資源養護避免
竭澤而漁的觀念，亦涵蓋經濟行
為的勞動者—漁工的勞動條件。

P.143

百億漁港下的漁工 15’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mjbzPajO8&t=154s&ab_channel=%E6%B0%91%E8%A6%96%E8%AE%9A%E5%A4%AFFormosaTVThumbsU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mjbzPajO8&t=154s&ab_channel=%E6%B0%91%E8%A6%96%E8%AE%9A%E5%A4%AFFormosaTVThumbsUp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2018.7.17，國際勞工組織(ILO)
發布第一起漁船違規被扣的案例
臺灣船(福甡11號)因惡劣的勞
動條件等在南非開普敦被罰款及
扣船

發生地是該公約締約國南非，
我國雖非該公約之締約國，但仍
受其規範與影響

漁撈工作公約
（ILO188）

將漁工保護納入
港口國檢查體系，
並同時要求港口
國對其停靠之所
有漁船一體檢查。



地獄船虐漁工日操14小時、月薪9千
福甡11號遭重罰255萬元 2018.10.5 蘋果新聞網



上述內容中所討論的永續議題可以對應圖中
哪些永續發展目標？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上述內容中所討論的永續議題可以對應圖中哪
些永續發展目標？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1 消除貧窮
外籍漁工薪資低且船東延遲發薪
多數漁工有的不識字
不懂得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陷入貧窮惡性循環

2 消除飢餓 船上無充足且乾淨的飲食，以致船員可能挨餓

3 健康&福祉
遠洋漁業長途作業，無充足飲食/飲用水補充體
力、睡眠時數又低，且居住衛生條件差，
漁工容易出現生病等健康問題

6 淨水&衛生 宿舍環境骯髒，也無充足飲用水

SDGs



海洋漁工的血淚漁場

10
減少不平
等

船東可因漁獲而獲得大量利潤，但卻苛扣或給予
外籍漁工極低薪資，是一種剝削、經濟不平等
外籍漁工會遭到船長施暴虐待，屬權力不平等

14 海洋生態
漁船會捕獲瀕危的鯊魚並任意丟棄屍體，破壞海
洋生態

16
和平與正
義制度

魚撈工作公約：維護全世界漁工的安全與權利，
建立正義的檢核機制，對違反公約的漁船開罰或
拘留，至限期改善為止
農委會漁業署應檢討並真正落實漁工的人權保障，
進行漁船的查核機制，防止後續問題再次發生

SDGs



二

面對全球暖化現象，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觀之，
國際組織、國家乃至個人
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個人
層次

國家
層次

全球
層次

我們可以怎麼做？─以全球暖化為例



全球暖化快於預期台灣恐失去四季 2021.8.13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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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2通過

締約國197個
每年召開締約國會議
1995-1st /COP 1柏林

COP 3

COP 18

COP 21

COP 20

將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皆納入減排中



A.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縮寫

B. 中譯為「締約國會議」

C. 原文是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A



A. COP1是指1995年首次會議

B. 京都議定書是COP3簽訂

C. 巴黎氣候協定是COP21簽訂

D. 2021年在英國召開的是COP27
D



COP26
2021.10.31~11.13
@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
(原訂2020年底 / COVID-19延後)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1.明(2022)年重新審視減排計劃，嘗試讓1.5攝氏度的目標保持
在可達到的範圍內

2.首次明確計劃減少煤炭用量承諾-各國同意「逐步減少」煤炭
3.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援助，幫助其適應氣候影響

全球碳排放六十年追蹤



A. 全球排碳量最大國是中國

B. 全球排碳量第三大國是印度

C. 2005年的排碳最大國是美國

D. 2020年日本是排碳第四大國
D



COP26 落幕 2021.11.15  BBC News



A. 大會主席對此次會議結果感到失望

B. 結論之一煤炭逐步淘汰

C. 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非常仰賴煤炭

D.「格拉斯哥」氣候協議英國地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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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與全球化之間的緊張關係三

全球治理
國家利益

→可彌補舊有
國家治理的不足 →以自身利益考量

強國具主導權及影響力



1997，京都議定書，簽署國

2001，布希宣布退出議定書

2015，巴黎協定，簽署國

2016，川普宣布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