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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耀文主教全程參加台中場研習會，並帶動台中教

區修女、各社福機構主管及靜宜大學等代表與會。

■文／趙英珠 圖／天主教修會會長聯合會全人發展組

受到溫室效應影響，地球正在

發燒！全球平均氣溫以每10

年0.064℃的速率增溫，地狹人稠
的台灣，暖化的速度、幅度更達

到每10年0.14℃，足足是全球平均
值的2倍。長此以往，台灣將成為

名副其實的「火燒島」，減碳愛地

球、愛台灣已經是燃眉之急。天主

教修會會長聯合會全人發展組，

以「減碳愛地球」為主題，舉辦研

習會，邀請各教區代表們一起學

習節能減碳的具體方法、鼓勵教

會事業單位盡早建立組織型溫室

氣體盤查制度、規劃綠色財務、

長期減碳、廢棄物減量等，藉此

研習，期許台灣天主教會主動為

地球共同家園的永續貢獻心力。

研習會分台北、高雄、台中三地舉

行，修會及教區事業單位都派出

高階管理或是財務人員，熱切參

與學習。

高雄場首先由道明會會長、修

會會長聯合會男修會主席季安士

神父致詞勸勉；接著是天主教修

會會長聯合會全人發展組執行祕

書、仁慈聖母傳教會韋薇修女，將

教會呼籲氣候危機、關懷節能減

碳的歷史進行連結。教宗方濟各

在2015年《願祢受讚頌》通諭中

談到氣候危機，認為：「忽略、剝

削和在拋棄式文化中不可持續的

消費，威脅到地球上的自然平衡、

社會和諧以及生命的存在。這種

情況必須在「生活方式、生產與

消費模式，以及今日支配社會的

既有權力結構做出深度改變。」

大地是我們共同的家，我們需

要覺悟到大地如何受到虐待和破

壞的，大地痛苦呻吟，「生態危

機」產生「氣候難民」；並為基督

徒指出一條靈修的道路「生態歸

依——生態靈修」，來改變、個人

及團體歸依。教宗方濟各更呼籲：

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COP28，
COP29），應快速能源轉型到清潔
能源並合乎國際間的和平、正義。

政府的「綠能政策」、財務的「碳

揭露」都是從結構面去因應氣候

危機。教會應發揮如此的社會責

任。

接著，研習會由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會計學系林宜君副教授進入

正題。主題談到：「企業倫理與

ESG與循環經濟」。我們生活在這
個網際網路的時代，空間和時間都

屈服於無所不在的「現在」。很少

有時間像亞西西聖方濟《造物讚》

中的清澈視野，去觀察欣賞四季的

變化、動物的生命。但是教會歷來

執行其使命的作風，是一面檢討

時代局勢，一面在福音神聖的光

照下，替人類解釋真理。

基於氣候變遷與環境污染，人

類生存和國家安全的威脅愈來愈

大，也愈來愈緊迫，全球已有130

多個國家提出「2050年淨零排放」

的宣示與行動作為全球的趨勢。

「2050淨零轉型」也是台灣的目

標。政府隨後於2022年公布《台

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

明》以及《12項關鍵戰略行動計

畫》，並於2023年核定《淨零排放

路徑2023——2026年綱要計畫》，

針對淨零碳排目標，進行各面向的

減緩與調適。

同時，2023年《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

正草案，亦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公布施行，名稱

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

法》，納入2050年淨零排

放目標、提升氣候治理層

級、徵收碳費專款專用、

減碳愛地球研習會 號召教會戮力環保

▲林宜君副教授為與會者講解企業倫理、循環經濟與碳盤查的意義，演說發人深省。▲高雄教區劉振忠總主教鼓勵與會者趕

上時代，維護地球永續發展。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納入碳

足跡及產品標示管理機制，不僅

對外展現我國邁向淨零排放目標

之決心，對內也建構更為韌性的

氣候法制基礎。這樣的過程，教會

應該明瞭。

在這樣的觀念下，我們會看到

國家的一些政策與路徑規畫，例

如：電力能源與非電力能源去碳

化，使能源轉型更加安全，產業轉

型更具競爭力，除加速電氣化進

程外，亦將投入創新潔淨能源的

開發，例如：以氫能與生質能取代

化石燃料，並搭配碳補存再利用

技術；同時積極規畫山林及濕地

保育，擴增自然碳資源。因此，必

須瞄準全球淨零轉型商機，使生

活轉型更永續：提升全民對氣候

變遷及淨零轉型的認知與共識，

進而引發全民的行為改變，從食、

衣、住、行各面向著手，改變生活

型態、落實低碳生活；同時誘發

廠商建構低碳商業模式，創造綠

生活產業鍊。這些都需要社會轉

型更具靭性，強化「公正轉型」與

「公民參與」之治理機制，以落實

建立社會支持體系。

 （下期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