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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高溫屢創新高、森林大火、百年大旱、貧

富差距擴大、國際衝突不斷……，這些發生在你我身

邊的問題，大家並不陌生。當衝擊迫在眉睫，追求「永

續」成了全球一致目標，聯合國在2015年宣布「2030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全球提出行動指南，攜手邁向永續。

這份永續清單包含消除飢餓、促進性別平權、

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減緩氣候變遷等 17 項目標，

其中又涵蓋了 169 項細項目標、230 個參考指標。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邱祈榮認為，

不管世界趨勢如何轉變，全球有個共同渴望達成的目

標―永續。永續不只是政府或企業的責任，更和每個

人息息相關，善用圖書館認識正確的永續內涵，更進一

步內化為生活態度，身體力行，讓永續成就美好未來。

撰文╱陳怡如　

圖片╱柳婉郁、邱祈榮、趙恭岳、程家平、Shuttersto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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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OVER STORY 封面故事No. 171

SDGs 具體指出「永續不只有單一目標，而是

一組綿密的目標網，彼此相互支持且共通。」

投入永續研究10多年的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教授柳婉郁，有感而發的說：「SDGs不是口號，

也不只是倡議，更不是唱高調，這是一個讓地

球『永續』下去的方針。」很多人以為 SDGs

只談環保、做公益，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但若

細看目標就知道，前兩項是消除貧窮與飢餓，

而不是生態保育。換句話說，追求永續發展並

非放棄經濟發展，而是希望經濟發展、環境永

續、社會公平三者並存，才能達到真正的永續

發展，這也是為什麼 SDGs 涵蓋了這三大面向。

兩大對策　因應氣候危機

在所有永續議題中，氣候變遷毫無疑問是

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甚至在解決問

題的前提下，都需優先考慮是否影響到氣候。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ICDI）執行長趙恭岳指

出，如果從第 13 項目標「氣候行動」去看其

他的永續議題時，就會發現新觀點和新解方。

如第 2 項目標「消除飢餓」，趙恭岳說

明，氣候變遷的影響，對經濟作物習以為常

的種植方法和生長區域，會發生巨大改變，

間接影響人類的糧食安全，「氣候行動和其

他目標已交織成一個矩陣。」他認為解方必

須追求以科學為本、以人為本、以自然為本

這三大構面的平衡，善用新技術解決這個世

紀難題。

目前全球減緩氣候變遷，主要有「減量」

和「調適」兩大方法。減量就是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目標 2050 淨零排放，全球已有 150

個國家提出相關作法，臺灣在 2023 年初通過

《氣候變遷因應法》，成為全球第 18 個將淨

零入法的國家。

柳婉郁認為，

SDGs 不 是 口

號也不只是倡

議，是一個讓

地球得以「永

續」的方針。

公共圖書館在傳

播媒介上應該與

時俱進，柳婉郁

建議，應透過社

群媒體吸引不同

族群的人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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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則是對現在及未來，因應可能發生

的氣候風險採取作為或預作準備，降低衝擊。

例如氣候變遷會造成熱島效應，因此在都市中

積極種樹、降低水泥鋪面等。目前臺灣也有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針對八大受

衝擊領域，各有不同的調適作為。

在氣候行動這個制高點下，與氣候息息相

關的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氣象署），

角色也有所轉變。氣象署署長程家平指出，過

去氣象署大多著墨在天氣預報，現在還需扮演

提供氣候核心資料的角色，「也就是對過去的

理解、現在的監測、未來的掌握。」氣象署不

僅提供基礎客觀的氣候資料，也在跨領域的相

關計畫中，協助各部會進行減量或調適。

關於糧食安全，氣象署和農業部合作，提

供長期的月季預報，協助農林漁牧預防乾旱、

水災或寒害。針對高溫衝擊，則和衛生福利部

及中央研究院合作，發展健康氣象應用，提出

高溫傷害指標。針對靠天吃飯的再生能源，也

跟能源局合作，提供風力、日照預測。

教育向下扎根　推行永續意識

永續不只是政府或企業的責任，而是和

每個人息息相關。為了進一步和公眾溝通永續

理念，ICDI 從 3 年前開始舉辦「臺灣氣候行

動博覽會」，集結產官學和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實踐永續作為。

第 1 屆特別選定在高雄舉辦，希望讓永

續散播到更多城市，並結合臺灣最受歡迎的棒

球主題，喊出「同島一隊」，比喻每人守備不

同位置，都有可以貢獻之處。每個攤位也設計

闖關遊戲，不少父母帶著小孩同樂，或是老師

帶隊參觀，既貼近生活，又寓教於樂。2023

年舉辦第 3 屆，更吸引 3 萬人參與，位於臺中

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首

次踏出館外，到現場設攤，向民眾宣導、溝通

永續理念。

透過教育的力量，也讓永續意識提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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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扎根。氣象署的南區氣象中心，結合中

部及南部地區的氣象站，深入中南部的偏鄉小

學，推行了將近 10 年的到校服務，由氣象署

的專家親自到校，和同學說明氣候變遷，10

年來至少已服務 3、400 所學校。

邱祈榮也從 2013 年開始，負責教育部氣

候變遷教育推動計畫，前 7、8 年重點擺在大

專校院，在大學裡成立了 9個教學聯盟，目前

全臺聯盟教師約有 400 位，開設永續發展及氣

候變遷的相關課程，1年最多開設近100堂課，

10 年來深入超過百所學校，教導逾萬學生。

精煉複雜資訊　加速永續知識傳遞

身為知識寶庫，公共圖書館也是一個讓

大眾認識永續很好的管道。程家平認為，當永

續成為顯學，相關資料也隨之暴增，圖書館除

No. 171

了收錄相關圖書之外，還需要很好的索引系

統，分門別類整理，「讓民眾可以很容易的查

找、取用、理解，更進一步產生交流、分享、

激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程家平提出，永續議題的表達，不一定

用文字，可能是圖像、影音或動畫，甚至是懶

人包，關鍵是如何精煉，才能把複雜資訊變得

簡單易懂，「這其中牽涉到知識管理的問題，

圖書館可以著力。」特別是以資訊科技為核心

的國資圖，數位化程度相當高，可以善用數位

科技整理訊息，讓使用者更容易存取。

資料整理完畢，又將如何吸引大眾關注？

圖書館可以透過活動、展覽、講座或主題工作

坊的方式，甚至是長期的教育培訓，跟不同政

府機關、NGO 合作，吸引各式各樣的族群參

與；也可以思考走出圖書館，把知識帶到館外，

3
2 41

邱祈榮（左 4）同時是 ICDI 理事長，在 2023 年與國

泰金控攜手，舉辦第 3屆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藉由課程教導學生創業、並結合生態與經濟，邱祈榮

認為財務是永續發展重要的基石。

程家平提出，永續議題的表達，關鍵是如何精煉，其

中牽涉到知識管理的問題，圖書館可以著力。

2021 年中央氣象局曾在臺南市永華國小進行「空氣

砲」活動，傳達「氣壓與風」的概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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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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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金控攜手，舉辦第 3屆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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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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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區或學校的參與，「變成主動出擊」。

趙恭岳則從國際角度切入，他認為當全球

在談淨零時，很重要的關鍵是「Awareness」，

也就是對永續的「認知、意識」，如果民眾

能夠理解永續內涵，意識到永續和自己切身相

關，便會感同身受，更有意願投入。對此，公

共圖書館即扮演重要的教育功能，透過知識存

取，有效提升民眾的「Awareness」。

另一方面，「國際談淨零轉型，已經和

數位轉型合流。」可透過數位工具強化數據分

析、提升效能或災害預警。國資圖身為資訊圖

書館，未來可以運用資訊工具做很好的教育推

廣，像是運用數位方式建置展示專區，或是推

動淨零相關的計畫與行動落實。

善用AI 技術　打造圖書館智慧搜尋

邱祈榮期待未來公共圖書館能加入更

多新科技的運用，像現在正夯的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以往民眾輸入

關鍵字後，便出現成千上萬筆資訊，民眾面對

如此龐大的資訊量，反而不知從何找起，這時

若能透過 AI 自動歸納、整理出搜尋最多的關

鍵字或關鍵問題，「就是所謂的智慧搜尋」。

也可以解決民眾去圖書館查詢時，常常

不知道要搜尋什麼關鍵字的問題，如果能在圖

書館的檢索系統運用 AI 相關技術，不僅能精

準過濾民眾的疑問、搜尋，還能自動媒合相關

的有效資訊，加速知識搜尋與傳遞的效率；系

統也能藉由不同的檢索詞累積搜尋紀錄，讓

AI 知識庫不斷更新進化。

雖然現在透過網路查找資訊很方便，但

邱祈榮認為，「圖書館永遠不會被淘汰！」

因為知識需要經過整理、傳遞，才能發揮最

大價值，這正是圖書館扮演的角色，「網路

上的爆炸資訊，反而是造成知識傳遞的最大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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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例如在適當位置，建構永續資訊牆公布全

館電力使用狀況，與太陽光電或綠電的比例；

計算人數統計與碳排放數值，建立館內食物里

程、書籍碳排里程等數據；設計減碳活動甚至

打造零碳市集、零碳路跑；也可以在館舍外種

樹，並告知碳匯，「這些都是一種環境教育，

也是一種圖書館展現永續發展與減碳決心的作

法。」柳婉郁分享。

「永續應該要『由下而上』，每人都能

貢獻一己之力，就像拼圖，你負責拼你那塊，

我負責拼我這塊，這世界不只是政府或企業

有責任。」趙恭岳說。一旦在每個人的心中

種下永續種子，就能在世界遍地成長茁壯，

SDGs 不僅是目標，而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生

活指南。

溝通媒介與時俱進　力求傳播最大化

除了新科技，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柳

婉郁也建議，公共圖書館作為知識傳播的媒

介，在數位時代要善用不同管道提供知識，

「傳播媒介應該與時俱進。」比如官方網頁、

社群平台、影音、文字，盡量吸引不同族群的

人收看。

她認為，永續發展是一個大眾議題，傳

播重點在於範圍需廣闊且普及。公共圖書館可

以在各平台定期發送「永續發展」最新書目、

雜誌、文章，讓民眾隨時隨處「看見」永續發

展趨勢；或是每年定期規劃「永續週」，進行

專題演講或工作坊，加深民眾對永續發展的知

識深度。

不只向大眾溝通，館舍落實永續也很重

ICDI 執行長趙恭岳於 2023

年前往杜拜參加第 28 屆聯

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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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恭岳於 2023

年聯合國氣候變

遷大會期間，主

持周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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