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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類的自私、貪婪、過度使用與掠奪地球資源，破壞生態，使生命支持系統已超過負荷能力，人類正處於地球歷
史中空前未有的關鍵時刻，台灣亦遭到同樣的命運。做為世界公民與台灣公民的我們，必須靜下心來思考「人類將往
何處去？」「台灣將往何處去？」我們在此希望提供一個初步的想像，做為大家討論的起點，共同建構一個未來台灣
理想的圖像，並為這個目標，盼望大家都願意負起應盡的責任。

壹、我們的理念與對未來世界及台灣的想像

一、基本理念

1.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共生。
2.尊重人性尊嚴與價值。
3.人人均有在優質環境成長及發揮生命潛力的權力與機會。
4.人人都應對人、生命、社會、生態有深度關懷。

二、對未來世界及台灣的想像

1.學習型社會
建立以公義、民主、人權、環保、多元、美學為核心價值的和平共存的永續發展的世界，以及學習型的生態公義社會
，成為理想的多元開放的海島台灣。

2.相互尊重，共同合作
每位地球公民與台灣公民都應互相尊重、協助合作、共同創造適合人類居住生存的優質環境，人人都能健康、快樂、
安全、有尊嚴、有意義，自由自在的活出自己。

貳、台灣未來社會建構

一、 建立符合公義的社會

1.深入探討與凝聚人民的核心價值、理想與信念，提出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行動綱領及重大決策。
2.深化民主、法治與人權，由公民參與制訂或修訂合乎全民福祉的憲法、法律並徹底執行。
3.制定合理稅制、合理分配資源及全民所得，縮小城鄉及貧富差距。
4.尊重各族群的語言、文化與生存發展權利。

二、建立安全的社會

1.國防安全：從謀求台海及全球和平出發，研擬保衛台灣的新思維，早日脫離「武器至上」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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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安全：消滅貧窮、增加適才適所就業率、合理分配資源及提高全民素質，才是社會安全、降低犯罪率根本之道
，加重刑罰只是過渡時期的手段。
3.社會安全

1)儘速制定國土計畫法，使全國土地能夠得到合理規劃、使用及維護。
2)對全國環境應進行總體檢、並向全民公布結果，同時盡速改善，使天然災害降至最低：

a.嚴防山地崩塌及土石流所帶來的災害。
b.加速治水、防洪工程與有效運用水資源。
c.增強公共工程的抗震力，慎防海嘯可能帶來的災害。

3)成立完善而有效率的全國性防災、防疫系統及救護系統。

4.食品及用品安全：食品是維持生命唯一的直接能源，含毒的食品及不安全的用品則是殘害身體的殺手。一般人民不
易覺察它們的潛在危機，唯有靠政府嚴格把關：

1)應推動「良好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立法，任何販售之食品，皆須將原料、產地生產、加工
、包裝運輸以及檢驗過程詳細記錄與標示，進出貨紀錄應詳實並保存。
2)政府應對任何食品及用品都嚴格檢驗及認證，可與民間認證機構合作。
3)對製造危害健康食品與不安全用品的業主，應嚴加懲處。

三、制定合乎永續發展的經濟政策

1.積極宣導教育民眾節能、節水觀念，使能源、水資源都能被有效運用。
2.推動綠能及綠色產業：代替火力發電、核能發電及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的產業。
3.發展知識密集及台灣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知識密集及具有台灣特色文化產業的創新產業，打造「台灣品牌」。
4.積極發展在地經濟，讓在地活力得以充分發揮：

1)為下一代鋪路：台灣必須發展「在地經濟」，讓在地的活力能夠充分發揮，完成台灣下一階段工作機會以及經濟動
力的來源之一。
2)發展在地農業：

a.台灣糧食自給率只有32％，因氣候變遷，全球糧食生產極不穩定，台灣應守護計有農田，並停止步當徵收與休耕政
策，使農業人口回流。
b.發展永續農村生活圈：

◎健全農耕體制

i.增加水道耕耘面積，研發新品種，保障糧食的自給自足。
ii.禁用農藥，合理的施用有機肥料。
iii.利用包含豆科植物的輪作制度，提升地力。
iv.利用雜作或兼作以及生物防治法減少病蟲害損失。
v.產品必須經過嚴格檢驗與認證，或透過參與是保障體系打造台灣品牌，提升台灣農產品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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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農村優質的生態環境

i.適度種植適合當地環境樹木。
ii.善用生態池及濕地，使無毒污水可以循環利用，並可引進大量罕見動植物，形成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

◎恢復與創新部落經濟

i.進行文化教學：繼承傳統，研發創新。
ii.推廣生技產業：尋找部落資源，研發創新技術。
iii.推動部落新環境：生態景觀培育，創新現代部落風貌。

c.結合城鄉在地特色，包括城市、農業與景觀以及衍生的文學、藝術與創新文化。讓傳統農業注入現代元素及知識成
分，讓原本的文化更多元，更強化，使城鄉形成就業/生產/消費共同體。
d.發揮台灣海島經濟優勢：

i.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海岸線有1,139公里。它是開放的，外來種和本土種交錯的，本應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特有的
天然海洋景觀。由於過去長期戒嚴，台灣的島民並未享受過海洋生活，而且西部海岸線已遭沿海工業嚴重污染，今後
我們必須認真維護海洋的生態環境，使黑色的海岸能早日恢復生機，能成為國人休閒的首選以及國外遊客觀光的聖地
。
ii.台灣共有230個漁村，平均6公里就有一個漁村。但由於沿海污染及過度捕撈，近海資源日漸枯竭。政府應大力協助
漁民恢復過去台灣漁業的榮景。
iii.從地球位置來看，台灣面向了全球，美、歐、中、日、東協五大經濟體的4個。在簽訂ECFA之後，我們應儘量利
用這優越的優勢，積極對外擴展，成為區域經濟的樞紐。
（下週續，新北市板橋社區大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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