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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讀書人對談】 打造《永續力》  
一流讀書人

 

#### 主持人：黃瑞茂（建築系教授兼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社會實踐策略組

組長）

 

#### 與談人：李奇旺（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兼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

 

#### 與談人：林彥伶（ 經濟系教授兼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

 

<br />

 

#### 對談現場：112年11月3日（週五）AM9:10（建築系大三「都巿計劃概論」課堂

，E409）

 

<br />

 

#### 前言

 

面對全球暖化及排山倒海而來的環境丕變，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無可選擇的必須正

視回應。

 

<br />

 

當代經濟成長需要兼顧社會包容性、環境永續性，在追求發展的同時亦不可犧牲未來

世代的生存需要。為建立一個資源生生不息、人人皆享平權與福祉的未來，每個人都

需要具備基本「永續素養」（Sustainability Literacy）並採取行動。

 

<br />

 

本對談將透過國際、台灣的企業及個人如何落實聯合國《2030年議程永續發展》17項

目標及169項指標的分享案例，討論本書所定義的「永續力」，並找出新世代工作者

應該具備的「永續素養」。

 

 

 



<br />

 

#### 引言：關注永續 與專業連結

 

#### 黃瑞茂（以下簡稱黃）：

 

今天有關永續力的座談，我想在都市計畫這個議題算是核心，我們一直強調都市計畫

不是一個技術，比較關鍵的是我們對未來有什麼想像，而永續這幾年幾乎關注於氣候

挑戰所引起的地球環境議題，相信這個大家都不會太陌生。

 

<br />

 

今天導讀這本書，是由臺灣的一個 NGO 團體「社企力」出版，他們從臺灣的經驗來

談永續，之前曾出一本書叫社會企業「社企力」，這次主題則是有關「永續力」。

 

<br />

 

#### 李奇旺（以下簡稱李）：

 

最近永續發展目標議題非常受歡迎，其實我們每天做的事，都有辦法跟它作連結，裡

面的17項目標與細項，基本上都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比照。有時候自己去想一想

，你所做的事有沒有達成對社會的永續發展目標？從現在開始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可以設立一個永續目標去實現，賺錢賺得心安理得，將來你在做專業的同時也能夠

跟永續發展目標作連結。

 

<br />

 

![](https://photo.tkutimes.tku.edu.tw/ashx/waterimg.ashx?im=EA3E68C168E0EB

16DDD7C340BE446B343683A4FD8853448B215BB5BAEE6827509609A9C25782B227838F35D6

95EC4CB5501BD0F221EE149A21C3728990665CE5)

 

 

 

<font color="#670400">主持人：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社會實踐策略組組長 黃

瑞茂（攝影／賴映秀）</font>

 



 

 

<br />

 

#### 永續是責任、承諾、選擇、使命

 

#### 林彥伶（以下簡稱林）：

 

我覺得這場對談安排我跟李老師，其實蠻巧妙的，因為環境跟經濟發展一直是互相衝

突的議題，像我喜歡帶經濟系的學生去淨灘，因為在那個沙灘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樣

經濟發展的產品，最後變成垃圾，破壞美好的沙灘環境。所以，生態的議題到了經濟

發展的課程裡面很多是利益導向，在追逐利益的情況下，我們大部分是忽略對社會環

境的關懷。現在大家開始談永續這件事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把經濟發展跟環境緊

扣在一起，而在經濟發展歷程裡面的我們要更長遠的去思考怎麼做出改變。除了是政

府的改變、大環境的改變和企業本身的改變外，最重要的是自己自身的改變。今天的

對談會談到我們個人本身，尤其是年輕人在整個永續發展歷程上，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讓世界開始有一點不同。

 

<br />

 

關於「永續」我覺得它是四個層面，第一它是責任，因為沒有人能夠放下永續這件事

情，現階段所有人都必須把永續當作責任扛在身上；第二，永續它是一個承諾，對自

己的承諾、對未來的承諾、對所有世代，以及對這個地球所有的承諾；第三，它是一

個選擇，因為它會回到我們生活，所以我們應該要開始做出一些與過往不同的選擇

；第四，它是使命，每個人都已和永續緊緊連繫在一起，所以責任、承諾、選擇，及

使命，就是今天我們對談的四個重點。

 

 

 

<br />

 

#### 經濟衝擊環境？ 國際企業的生活實踐

 

黃：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第二題，因為這本書裡面，第一部分是談有關SDGS每一項與

分項的說明，第二個部分是談有關國外企業跟個人實踐的部分，我們就先從林老師來

做說明。



 

<br />

 

林：南韓有一個社會企業叫做YOLK，它在非洲設計了一隻太陽能的牛，因為非洲地區

非常的缺乏電力，為了電力和生活，小孩子沒辦法受教育，他們很早就要進到工廠裡

面去工作，因此童工問題很嚴重。企業就把電力跟解決童工兩件事情結合起來，首先

蓋一個學校，裡面設計了一隻乳牛造型的太陽能板，下面接了許多插座，鼓勵小朋友

帶著家裡的充電器來學校，上課時插在太陽能板下面的充電，下課後就可以帶回家使

用。這樣日復一日的讓小朋友藉著要充電這件事情，來到學校裡面上課，也解決了家

裡的用電需求。

 

<br />

 

這個案例連結我在海外的經驗，我這五年都帶著學生到柬埔寨跟當地的NGO合作教育

服務，在當地居民也是以同樣的概念在實施這件事情。但柬埔寨除了缺電也缺水，尤

其水資源問題比較嚴重，於是他們與韓國和日本的NGO合作蓋一所小學，在小學裡面

放了一個經過濾水後的集水處，鼓勵附近的居民來學校取水。很多人來取水的時候會

帶著自己的孩子，當發現學校裡面有人在教書，他們就會把孩子送到這裡學習。當地

因為這所小學和集水處，小孩擁有了學習的機會，當地童工的問題獲得解決，且改善

了當地缺水情況。

 

<br />

 

另外，書裡面提到一個巴拿馬的案例，兩個海外留學生回國後，針對巴拿馬的缺水問

題進行改善。他們決定在屋頂裝設渠道，把水汲取起來，過濾後儲存於儲水桶中。看

似是很簡單的設計，但是在當地非常缺乏，他們且不僅教導居民如何將水留下，還花

時間講解設計構造與功能，解說該設施的運作過程，讓當地人在遇到問題時可以自己

去解決，不需花費多餘人力。

 

<br />

 

李：剛剛有講到，書裡面內容模式都是固定的，先解釋永續目標，然後接著說明國外

案例及臺灣案例，所以都能夠去比對。到底我們做的事跟永續有沒有關係？讀完這本

書之後就會比較清楚的概念，而基本上書中國外例子，都在一個英文網站上，而臺灣

案例則是呈現於「企流站」網頁。

 



<br /> 　

 

我今年4月去美國開會，是有關廢棄物處理再資源化的會議。會議找了一位

YouTuber討論他們想要做的「負責任的消費」，裡面就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以

前在美國70年代，有一種職業是「送牛奶小孩」，小朋友會騎著腳踏車到各家送牛奶

，他以此為發想，說明我們去超市買洗髮精或洗手乳，裡面的濃度其實非常低，自廠

商運送這些洗髮精直到超市上架，大部分90%都在運水，根據這件事他想能不能在超

商裡面販賣這些產品的濃縮液，每個人只要來裝添這些濃縮液，回去再自行加水不是

很好嗎？如同以前牛奶奶瓶材質都是玻璃，送牛奶拿回去要花費很多心思清洗，清乾

淨後再拿去裝牛奶，那為什麼不自己帶一個瓶子來裝呢？如此整個運輸過程的碳量就

大幅降低，而這做法對於未來的永續發展目標也有效果，可是大品牌當然不會同意

，因為直接與現在的商業行為會有抵觸，商業需要賺錢。

 

<br />

 

稽核長提到，經濟領域跟環境是互相衝擊的，我的看法不一樣，經濟跟環境會有衝擊

，是因為現在商人在賺這些錢的時候，沒有把環境的成本考慮進去。但當國家意識到

所排放的碳是需要付出成本時，就會去做減碳的行為。所以我認為將來不必然會是衝

突，做減碳的同時也會賺到錢，我想從這個觀點來告訴大家，只要去找到利基點，那

看待這件事的角度會是非常不一樣的。

 

<br />

 

![](https://photo.tkutimes.tku.edu.tw/ashx/waterimg.ashx?im=EA3E68C168E0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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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對談人：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淨零碳排推動組組長 李

奇旺（攝影／賴映秀）</font>

 

 

 

<br />

 



#### 臺灣企業經驗 專業入手永續商機

 

黃：我想用李老師最後這個觀點來說，自從國際企業全球化之後，每個產業都串在一

起，很多企業開始關注減碳問題，從採購上開始就有規範。包括電、能源及勞工等等

，一些較大的企業用這些要素當作準則，永續發展在這一次的討論裡面，已經是一個

全球性、共同的行動。接下來我們再請兩位針對臺灣案例，就你們所看到和自己的經

驗來作說明。

 

<br />

 

李：我有一個碩專班學生，幾年前開始接觸環境產業。他發現黑水虻吃廢棄物的能力

非常強，且擁有豐富蛋白質，使他看見進入製藥產業或高蛋白產品的市場商機，轉而

投入相關實驗。

 

<br />

 

進行這方面的實驗要考慮到如何解決廢棄物的問題，我們開始去發想，譬如統一豆漿

一天可以產生好幾噸的豆渣，這些豆渣之前可能直接掩埋，或再找一些廠商把它處理

掉；而現在就是把這個豆渣變成一個資源，讓這個黑水虻去吃豆渣，而黑水虻從卵直

到成蟲結蛹後乾燥變成蛋白粉的這個過程形成一個循環，廢棄物在其中就變成了黃金

。在合作生產黑水虻的過程中，我關注的重點是我們所用能源如何盡可能的去減少

，然後提高產量，所以說將我們的專業融入永續實例並非難事。

 

<br />

 

另一個是環工專業的例子，我們有一個這個程序叫CDI，用電把水裡面的離子分開

，出來的水會變淡水，它其實就是兩塊電器充電之後，一邊帶正電一邊帶負電，負離

子會往正極，正離子往負極，最後拿出來的水就乾淨了。我們想要將這個技術用在非

洲國家，但因為當地缺電，所以這時就要去思考該怎麼解決，於是幫他們架設太陽能

板，然後整合並製造出水來，有了這種設備之後，取水已經不再那麼困難，當地孩童

也可以開始接受教育。

 

<br />

 

林：這本書提到一些臺灣的企業實例，有幾個議題我覺得非常棒，第一個就是Teach

for Taiwan（TFT），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有聽過這個社會企業，它是一心想要為臺灣



偏鄉教育做出改變的劉安婷，留學回來後投入偏鄉教育所成立的企業。我覺得成立

NGO這種社會企業，還是需要商業模式，不可能一直靠著捐款來維持想做的事。你需

要讓足夠的資金持續支持行動，能夠做到這一點真的不容易。

 

所以TFT一開始就和國泰金控合作，一同招募員工。國泰金控需要金控人才，而TFT需

要教育人才，若是同時錄取兩家企業的員工，國泰金控就付工資，讓錄取者到偏鄉教

書兩年，兩年之後再優先回到國泰金控任職。等於是由國泰金控支持TFT這樣的合作

概念來推動偏鄉教育。正如TFT的理念：「你拿幸運做什麼？」大部分的我們都是很

幸運的，但是這個幸運用在什麼地方？我們有沒有可能讓這個世界有一點改變？這句

話讓我很感動。

 

<br />

 

還有一個例子是家樂福，大家只知道它是量販店，但它現在開始有一個「影響力概念

店」。在賺這麼多錢之後，家樂福認為應該為世界作回饋，所傳達的理念就是要讓消

費者在心態上去改變世界、改變未來。所以這個影響力概念店販售的商品都是有故事

的，目的是要讓消費者知道產品背後的故事。如果不知道這些事，你可能就會默默的

做了很多傻事，比如：如果你不知道每一個巧克力都是非洲的血汗童工為你製造出來

的，你不斷的購買巧克力，就是不斷的在剝削這些血汗童工。所以家樂福想要讓你知

道這些故事，然後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br />

 

![](https://photo.tkutimes.tku.edu.tw/ashx/waterimg.ashx?im=EA3E68C168E0EB

16DDD7C340BE446B3459D7529820DA3DAB9972F16E8865059A029EC49D6A1E777EEF396508

FB67165D95F4EE6554FFC67B0397730360009019)

 

 

 

<font color="#670400">對談人：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 林彥伶（攝影／賴映秀

）</font>

 

 

 

<br />

 



#### 永續素養  成為永續行動的倡議者

 

黃：大家常講說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就業方向不一定會跟所學相關，這個現象可能是

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跟挑戰與過去不太一樣，出現了不同的企業形態。剛剛教

授們提到了偏鄉和社區議題，今天透過社會的資源讓這個無償善事變成一種事業，這

樣的產業在未來就會需要有金錢上的支持。

 

<br />

 

李老師提到學生看見商機去研究黑水虻的例子，在他的實驗過程中需要很多跨領域的

能力，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提醒同學的——必須要多元學習。當選擇踏入新領域時，一

定要去學習，面對問題的時候才能夠順利解決。接著我們再來談一個新世代工作者的

永續素養。

 

林：我們來談談年輕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永續素養？大家可以想想「永續」對你來說

到底是什麼？在二三十年後的未來生活，是不是還能過得像現在一樣美好？是否依然

能夠享有地球提供給你的許多恩惠？我覺得有幾點是年輕世代可以去行動的面向：

 

<br />

 

#### 一、真切的去理解永續發展到底是什麼，然後成為永續行動的一個倡議者。自

己先從一個小小的習慣開始改變，再慢慢影響到家人朋友，最後讓它形成一個逐漸在

你周遭改變的狀態；

 

#### 二、支持對環境更加友好的產品跟公司。現在也有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有永續發

展的行動，那透過你的消費行為，用新台幣去改變未來，是個很具有影響力的方式；

 

#### 三、在生活中減碳。你來到學校的交通方式，或者是平常移動的方式，都可以

透過自己做出的選擇，讓這個碳足跡開始減少，使影響環境的層面開始有些不同；

 

#### 四、資源再利用。要盡量減少一次性使用的發生，也可以進一步參與創意設計

循環回收相關的計畫；

 

#### 五、參與社區活動。像學校裡面有很多的USR計畫，或是跟社區連結的活動，大

家可以透過這些活動去培養自己的永續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和領導能力，藉著參與活

動去瞭解及體會生活周遭的環境；



 

#### 六、參與政策決策。現在很多政策都希望年輕人可以參與進來，從中學習，對

你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透過這本書裡的案例，去換位思考自己有沒有可能也在永續發展的概念之下，走出屬

於自己的就業模式。我覺得這些都是在現階段的你們可以去培養的，不管做了什麼樣

的選擇或行動，期許我們將來都能夠有一個更加健康公平、繁榮的世界。

 

 

 

<br />

 

#### 結語：永續力帶動生活模式改變

 

黃：剛才幾乎是從「我們能夠做些什麼？」進行討論，另一方面，永續行動一定會引

起生活模式的改變，關於這一點對都市建築的啟發，怎樣才能讓建築本身更融入人性

？我們主要可以思考三點：首先要善用科技，因爲現在科技很便利；接著是要怎麼去

負擔其成本，資源在慢慢減少，我們不可能去做一個用不起的東西；最後就是所謂永

續人性的考量，慢慢的永續發展就不會只是聽聽別人如何達成，而是由我們親手實現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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