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參加國際環保公約相關會議經驗

顧洋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2

前言

◼ 回顧國際間近年來發展的環境保護運動，
其實就是對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
展造成環境破壞的反省，因此環境思潮
已逐漸形成新的社會認知及規範。

◼ 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間各項環保公約及
協定，以避免我國在國際相關環境議題
被邊緣化、角落化的危機。



3

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準備

◼ 立場(Positioning)
對於各項國際層次的環境議題，應確立
「一個地球」的觀念，但對於不同環境議
題減緩或改善責任的分擔仍然極為重要，
因此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立場，產
業間衝擊的差異，經常產生對立。會議參
與者應該確實考量本身的環境、文化、社
會、產業、以及科技發展的狀況，決定其
參與各種不同國際相關環境議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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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準備

◼ 科學(Science)
以「科學導向」(Science-based)為思考基
礎，才能具體參與國際相關環境議題的溝通
討論，會議參與者應該提供科學資訊及原則，
共同規劃提升人類社會體系與自然生態系統
的相容性。由於國際相關環境議題涉及的科
學領域相當廣泛，因此必須有各相關領域知
識的整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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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準備

◼ 溝通(Communication)
面對間各項環境相關議題的爭議，必須
能夠藉由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管道，
會議參與者以協商、會議、宣示等各種
不同的方式交換訊息，體會不同國家、
不同區域、不同團體的立場，以期對於
特定議題達到建立共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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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準備

◼ 學習(Learning)
會議參與者必須能夠藉由不同的機會，
積極收集並分享彼此在相關環境議題推
動執行的經驗，以作為學習面對國際間
環境議題的參考，及改善本身環境品質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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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準備

◼ 投入(Involvement)
面對國際相關環境議題的討論，會議參
與者必須積極投入各類國際相關活動，
進而以活動的執行成果，來具體表現其
對於相關議題的具體立場及貢獻，以爭
取其他國家或團體的認同及支持，進而
確保本身在相關議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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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觀察

--會議議程通常都豐富緊湊，因此與會代表在會
議前均已提出意見(comment)或立場文件
(position paper);

--與會代表雖立場各異，大致均能遵守國際禮儀
及議事規則，許多爭議大都在會場外協調解決; 

--會議主持人與會議紀錄整理小組(drafting
committee)人員均學養豐富，長於綜合眾人
意見，因此會議討論過程通常相當流暢有效，
並且通常可以順利彙整提出會議的具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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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研商的建議

◼ 確立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的定位
以我國政經發展狀況與國際地緣關係而言，
須思考的是我國是否仍然秉持支持已開發
國家的立場？是否應該思考開發中國家的
立場？應確認我國在國際環保相關議題的
定位，以負起應負擔的環境及其衍生的社
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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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國際環境議題架構的確立
由於國際環保議題牽涉廣泛，因此應對我國
各部會的協調整合多所著力，以收集彙整來
自各部會資訊、以及未來將引進符合國際規
範的監測、申報、查核等標準方法，還包括
建立與國際相關機構的聯繫窗口，以立即有
效因應國際環境相關議題的討論。

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研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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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相關會議資訊的取得及參與
過去我國的參與著重於國際環境公約的相關
會議為主，對於其它國際環境相關會議(如學
術、科技、產業、及其他NGO等部份的會議)
的參與，無法建立較為長期穩定的參與及溝
通管道。參與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的行前，應
針對討論議題有具體完整的規劃，包括與會
人員的確定以及相關文件的完成，並界定與
會人員對於特定議題討論協商的授權範圍。

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研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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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環境議題專業人才的培養
應有系統規劃並長期加強對於包括政府部門、
學術單位、以及產業界各類國際環境相關專
業人員的培養與訓練，因此促進政府各部門
的間人才的交流，加上提供包括語言能力、
國際外交運作(包括國際禮儀、談判技巧等)
及環境相關技術專業部分的完整訓練，應為
我國培養國際環保人才的努力目標。

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研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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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環境議題在國內的落實
我國應針對重要國際議題，儘速檢討現行
管理方式與國際相關環境規範的符合情形，
以強化國內處理相關環境問題的能力，並
探討議題間的衝突事項處理方式。其中包
括國際標準化技術或管理規範的及時引進，
以調整或建立相關的國家面對相關環境議
題的法制體系，以確立「外交為內政延伸」
的理念。

參與國際環境議題研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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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面對未來全球環保問題將持續惡化，世界各
國均需擔負起應負的責任，調整過去被動反
應的態度，改以主動的方式因應環境相關議
題，以前瞻的規劃、周延的策略、健全的制
度、可行的工具，以共同解決相關的挑戰，
進而建立完整的生態共生化社會體系。

◼ 值此國內社會轉型之際，有賴各界建立共識、
共同努力，掌握先機與先行優勢，藉由國際
環境議題的參與，學習環境生態的互利共享
以及公平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