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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特刊-國際篇： 21世紀所面臨的全球的挑戰 記2006年美國世界未

來學會年會有感  
特刊

 

未來所助理教授　紀舜傑

 

2006年未來學年會的主題在於為人類的未來發展出全球性的策略，與會者的背景涵蓋

不同地區的不同專業，共同的特點都是前瞻性的思索各種議題，創意無限，於是希望

無窮。會中碰到許多老朋友，與其中幾個未來學者見面的次數甚至多於跟台灣好友的

會面次數。特別是碰到幾個2006年5月間一起在以色列一起開會的學者。 　

 

參加這種同一時間多場次的研討會，最根本的挑戰就是如何選擇自己興趣的議題，而

且在正確的時間到達正確的場地。開會期間不斷有人跑錯地點，或是在進入會場後才

發現所討論的議題不是自己原先所希望聽到的。因為開會前必須好好研讀會議手冊

，主辦單位經驗老到，提供的資訊非常詳實，內容的安排非常豐富，最晚場到近10點

才結束。

 

2006年會議我發表「民主的未來：一個致力於維持現狀的社會故事。」大部分的人都

知道台灣是個民主的國家，也都知道淡江大學在推廣未來學的制度化的努力，但是對

於我們社會的分歧議題則很少人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有位顯然是左派的學者問我台灣

可能成為下一個古巴嗎？我回答他，在面對一個帶有敵意，且國力強大的鄰國的處境

上，台灣的確與古巴有相似之處。但是台灣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與堅持共產主義的古

巴是極為不同。有趣的是，一個與會的印度人，在會後主動與我交談，他大加撻伐中

國的蠻橫無理，也對台灣的處境極為同情，正當我對他產生好感時，他竟然向我推銷

購買他的T-shirt，一件要價20美金，我非常禮貌地回決他。

 

除了發表論文外，我也聆聽了許多研究報告。其中一篇較宏觀的討論提到人類在21世

紀所面臨的15項全球的挑戰，包括全世界的永續發展、地球上足夠的乾淨的飲用水、

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取得平衡、藉著改善婦女的地位再提升人類的文明、利用科技突

破來改善人類的生活、提升道德倫理在全球事務的決策中的地位等等。   

 

另一場讓我極為欣賞的報告，是由幾位實務界的人士分享戰後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的運動習慣與未來發展的關係。這篇研究本來是受某家大型運動器材公司

委託進行，主要想瞭解嬰兒潮世代在邁向退休的階段，他們運動習慣與嗜好與前世代

有何差異。我極為羨慕這種本來是商業考量出發的研究，可以轉成非常有意義的未來



學研究。嬰兒潮帶領運動健身的生活形態，生意人非常有眼光地想到，如何賺取這些

事業有成的世代退休後的養生投資。難怪有人開玩笑地說，所有成功的生意人都可說

是未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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