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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氣候、全民經濟與普及能源

 

人類已經進入新的紀元，科技實力帶領我們來到抉擇的交叉路口。我們承襲了兩世紀以來，如浪潮
般席捲而來的日新月異的工藝技術，如蒸氣動力、鐵路、電報、電力、汽車運輸、航空、工業化學
、現代醫學、電腦，以及現在的數位革命、生物科技和奈米科技。這些科技的進展使得世界經濟的
型態逐漸轉變為都市化與全球連結的經濟，也成為越來越不平等的經濟。

然而，如同人類在十九世紀工業時期面對「革命性改變」那樣[1]，如今人類也造成自然環境的巨大
變遷，科學家因此將現今時期重新界定為「人類紀」時代，這也說明人類因使用化石燃料為地球帶
來決定性的影響。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不變，我們在本世紀將會看到前所未有的氣候變遷與生態破
壞，全球人類也會受到嚴重衝擊。

對自然缺少尊重的行為就像回力鏢那樣反擊人類，不但造成不平等，也擴大教宗方濟各所稱的「冷
漠的全球化」與「排斥弱勢的經濟」[2]，這兩者已經危害到現在與未來兩個世代之間的團結。

原本期望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各部門生產力的進步可以終結貧窮，共享繁榮，同時延長人類的壽命
，不過不公平的社會結構[2]已經阻礙生產組織的合理化與永續化，其成果也因此未能獲得公平分配
；而生產組織的合理化與永續化卻是要達到上述榮景所不可或缺的。由於我們對個人的活動所帶給
現在或未來世代的後果缺少深思熟慮，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因此充滿難題，社會環境的進程也未能自



我修正。假如沒有倫理規範和集體行動，單靠市場機制是無法解決相互糾結的貧窮、弱勢及環境的
危機的。所幸不以大眾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機構也因其市場機制的失敗而功敗垂成。

目前完全以國內生產毛額 (GDP) 來衡量的經濟活動並未考慮到地球所遭到的損耗，也未考量國家內
部或國際間令人絕望的不平等現象，問題因而更形險惡。伴隨GDP的成長而來的是令人無法忍受的
貧富差距，窮人並未因時代的進步而受益。舉例來說，地球百分之五十的能源僅由十億人所使用
，但是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波及三十億用不到能源的人。三十億人幾乎享用不到現代的能源
，他們必須利用有害健康的方法來煮食、取暖和照明。

以大量化石燃料為核心的全球能源系統已經嚴重影響地球的氣候，海洋也開始酸化。我們的下一代
將經歷空前的全球暖化及其引發的惡劣氣候災情，而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窮人在全球污染上扮演極
小的角色，卻可能成為最大的受害者。以企業規模經營的農業正在大幅度改變全球的地貌，影響生
態系統，甚至威脅很多生物的多樣性和存活。然而，儘管人類以前所未見的規模不斷開發與利用土
地，很多地方卻依然糧食不足：至少有十億人飽受長期飢餓，另外約有十億人因缺乏最低的營養素
而處於隱性飢餓狀態。可悲的是，人類生產的糧食卻有三分之一被浪費了，教宗方濟各即將此形容
為「從貧窮和飢餓者的餐桌上偷取食物」。

有鑑於貧困無法改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繼續擴大，以及環境不斷受到破壞，各國政府將於2015年
通過新的全球目標——「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作為2015年
之後全球性行動方案的依據。為達到這個目標，人類有必要加強全球合作、創新科技、支持國家和
區域層面的經濟社會政策（例如對環境濫用的抽稅與管理）、限制跨國大企業的龐大權力，以及重
新公平地分配財富。無庸置疑，我們必須由地方、區域和全球各個層面彼此合作，並集體參與重建
人類和自然的關係。

真正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技術與作業基礎其實已經存在，而且垂手可得。透過有目標的投資，給予窮
人永續的能源、教育、衛生、住宅、社會基礎建設與生計，可以終結極度貧窮的現象。透過維護人
權，注重法治，強化民主參與，全面普及公共服務，重視個人尊嚴，大幅改善財稅與社會政策的效
能，推動合乎倫理的財政改革，大規模提升適當工作機會的政策，整合非正式與熱門的經濟部門
，促進國內和國際合作以根除強制勞動和性剝削等新的奴隸制度，就可以降低社會的不公不平。建
設更有效率的能源系統，大幅減少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可以避免氣候變遷，保護海洋
，同時淨化受煤煙污染的空氣。糧食生產可以更有成效，減少土地和水源的浪費，更尊重農民和原
住民，降低環境污染。大量減少糧食的浪費可以裨益社會和生態。

最大的挑戰也許在於人類的價值觀。達成永續發展和人類彼此包容的主要障礙就是不公不平、貪腐
及人口販賣。日益擴大的國內與國際的貧富差距已經使我們的經濟、民主、社會及文化付出極高的
代價。在很多國家，所得與財富差距的擴增帶來的最大傷害就是讓機會不均繼續惡化。更重要的是
，不平等、全球性的不公不義和貪腐正在浸蝕我們的倫理價值、個人尊嚴及人權。我們必須改變我
們的信念與態度，對抗冷漠的全球化，以及此全球化所造成的浪費文化和資金閒置。我們應堅持優
先照顧窮人，強化家庭和社區關係，尊重和保護萬物，這是我們對後代無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有足
夠的創新和科技能力，可以成為萬物的守護者。人類迫切需要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SDG) 以改變
我們與自然的關係，促進永續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包容。從倫理美德的角度看來屬於健康的人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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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是有助於自然的永續發展與環境的平衡的。我們必須建立互利共生的關係：真正的價值應該
滲入經濟活動之中，而對萬物的尊重應該增進人類的尊嚴與福祉。

所有善良的宗教和個人都應該贊同這些議題。這些議題也是全球年輕人所願意認同的，他們要以這
些議題來塑造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我們的訊息其實是個急迫的警告，因為「人類紀」的危機是千
真萬確的，而冷漠的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公不義已經非常嚴重。然而，我們的訊息也帶著希望和喜樂
。一個更健康、更安全、更公正、更繁榮而且能夠永續發展的世界已經近在咫尺。我們當中的教友
們祈求天主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我們的肉身和心靈的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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