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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經濟日報「2010大師論壇」今天登場，邀請到的大師是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歐斯壯（E
linor Ostrom）教授，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首位女性得主針對氣候變遷這一當前最棘手的問題，開出的藥方是：現代
人貪婪自私已達於極點，應找回失落的誠信、利他等倫理道德，從自身做起參與解決嚴重的暖化問題，珍惜共有的環
境、資源，才有永續可言。

誠如歐斯壯接受本報系專訪時致讀者的話：「為我們所有的社區，不管中或小、乃至全球社區的永續發展，一起共同
努力。」她特別提出社區的概念，是認為不管是部落、國家乃至地球，雖然規模有別，但成員間須能找出相互依存的
關係，才能設計出一套「我們的」制度，拋棄爭鬥算計，共享資源，永續發展。

歐斯壯致力「共有財的治理」研究，要證明人類前景並不若1968年哈丁教授發表「共有資源的悲劇」那麼悲觀。兩
位教授結論殊異的關鍵是：哈丁認為人類貪婪、自私，造成竭澤而漁的局面是必然的；解決這個問題，傳統的思維是
靠外來干預，例如交給政府強力管理，或私有化兩條路，才能阻止悲劇發生。歐斯壯則一直對人民「自我治理能力」
有很強的信心，也認為公共事務本質不全然相同，並非都適合交給政府管理，因此設計出「人民參與」的制度，公共
事務要人民參與、關心，一起學習、合作，才會創造出管理效率，這尤其適用在自然資源之類的共有財管理。全球格
局的共有財亦然，必須要地球人都參與，靠政治人物密室交易是談不出結果的。

歐斯壯強調「社區」概念，認為管理共有財絕不能忽略其中文化制約的力量，源於社會互信形成的社會共識，是凝聚
出成功公共政策的前提。共有財不必然走向災難或悲劇，不論規模、範圍大小，只要成員體認大家相互依存的關係，
就會從自己做起，避免共有財災難發生。

今年大師論壇主題「氣候變遷與全球治理」，歐斯壯將針對地球自然資源枯竭、暖化造成非旱即澇氣候災難提出解決
的新思維，不必等各國領袖談出具約束力的行動方案，而是現下從每個人動起，把各個人的經驗當成「社區」更多成
員的學習素材，以誠信、利他的倫理取代自私自利，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歐斯壯的論述正指出此刻共有財管理的困境。就國際約束力的形成而言，先是遏止暖化、控制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1
997年通過，開放各國批准到跨過生效門檻已是2005年二月，各國的利益糾葛，嚴重蹉跎全球的減碳行動；去年底哥
本哈根峰會情況更糟，原本該訂出2012後京都時代具法律約束力的新減碳文件，未料一萬三千人的大會一事無成。

今年四月初，德國總理梅克爾邀集一個小規模的氣候峰會，想把哥城峰會後的紊亂局面先做修補，未料這個會毫不發
生作用，甚至預告年底墨西哥坎昆舉行的氣候公約第十六次締約國大會已經破局。紊亂局面還不止此，美國歐巴馬總
統向國際減碳宣示及推動國內減碳依據的氣候變遷法案，國會竟然不通過，讓1992年地球高峰會以來推動全球減碳
的努力跌回原點。

這一切都證實歐斯壯的信念，共有財的管理不能再以傳統由上而下的思維面對，與其空等世界領袖談出對策，不如自
身先做。歐斯壯的信念源自她四十餘年學術生涯太多的田野調查證據，不論漁場、草場、森林、地下水，乃至警察制
度設計等的管理研究，在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都確認人民有很強的「自我治理能力」，這個能力參與公共事務運作
，是避免共有財災難的關鍵力量。

歐斯壯這趟台灣行，正值台灣社會共有財管理爭議最劇烈的一刻，濁水溪口泥質灘地該留給中華白海豚，或是石化工
業？農地在興辦工業或農用間該怎麼權衡？碳排放台灣不管總量或人均，都是世界大戶，但牽涉到申報、盤查的制度
面建設，溫室氣體減量法至今還在立法院待審；而環境保護的主導權過去在政府，現在也有越來越強人民參與的聲音
。

爭議代表求變，不管是參與全球氣候變遷行動，或是調整台灣公共事務的治理制度，我們期待歐斯壯教授的新思維帶
來關鍵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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