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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的兩千位科學家四日結束在泰國曼谷的會議，針對減少溫室氣體等議題達

成共識，並發表「緩解氣候變遷報告」。與會專家認為，人類有能力也必須積極研發生質燃料、利用太陽

能等再生能源，以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避免物種消失、海平面上升等因為氣溫急遽上升造成的災難。  

報告指出，在二○一五年之前，世界各國必須攜手合作，使地球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含量保持穩定，以避免

地球氣溫不斷升高，比前工業時代地球氣溫高攝氏兩度。  

與會專家表示，各國專家代表通過此報告，顯示這份報告足以駁斥那些認為解決地球暖化問題所費不貲、

人類只能坐以待斃的悲觀論調。  

大會分組會議主席戴維森直言：「如果我們不停止現在的作法，人類肯定萬劫不復。」德國環保部長蓋布

瑞爾也表示，新出爐的報告顯示，氣候大災難並非無法避免，只是時間所剩無幾，人類必須立刻採取行動。

  

與會專家認為，報告中的政策宣言是極具權威價值的國際共識，提供的政策方案足以取代二○一二年就期

滿失效的京都議定書內容。  

然而，這份權威報告也引起部分環保團體議論。報告中說，發展核能是減少溫室氣體、對抗氣候變遷的方

案之一。報告雖然提到發展核能有安全顧慮，而且核武擴散與核廢料處置都是核能應用的缺陷，仍有專家

反對這種為核能背書的說法。  

綠色和平組織氣候與能源部門主管艾德華茲透露，美國方面曾經積極遊說施壓，希望這份報告將核能科技

列為減少溫室氣體的有效措施，但是德國、奧地利等國都表示反對。  

除核能議題，此報告也首度明確指出，改變生活形態有助於對抗地球暖化。雖然報告沒有詳列相關實例，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主席帕卓里表示，關閉溫度自動調節器減少耗電、少吃紅肉以減少動物甲烷排放量都

可行。  

這份報告出爐之前，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的兩份研究報告顯示，按照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到二一○

○年，地球氣溫將上升攝氏六度。新報告也指出，到二○五○年，地球氣溫可能上升攝氏兩度，屆時恐怕

會造成廿億人缺水，並且使百分之廿到卅的世界物種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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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能源 不見得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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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主要是因全球暖化造成，暖化則肇因溫室效應氣體。如何解決廢氣排放問題拯救地球，是聯合國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曼谷會議的重點。不要排放廢氣，就得使用乾淨能源，問題是乾淨能源也利弊互

見。  

核能 三利三弊  

●核能：曼谷會議吵得很厲害的一點是，核能可用，但可用到什麼程度？大略而言，核能發電有三利三弊。

三利是成本低、燃料體積小運送容易、排放的廢氣（二氧化碳、二氧化硫）少。三弊是熱汙染高、輻射廢

料難處理、核能災變嚇人。  

風力 妨礙鳥類飛行  

●風力發電：十分乾淨，但興建機組的土地需要量很大，而且可能離用電最大的城市地區較遠，輸電成本高。

此外，破壞景觀，以及噪音、妨礙鳥類飛行，甚至使鳥類撞死等生態問題也要考慮。  

水力 築壩衝擊生態  

●水力發電：和風力一樣乾淨，是取之不盡的用生能源，技術成熟，能提供較低廉的電力，有助防洪灌溉，

但大壩造成水流侵蝕與河川變化加劇，有生態衝擊。築壩、移民遷村，基礎成本大。  

生質 得用化石燃料  

●生質燃料：當今環保寵兒，但生質燃料還是要添加化石燃料，而且還是會產生二氧化碳，不是絕對省能又

乾淨。此外生質燃料用意良善，但要慎防適得其反。  

印尼、馬來西亞為了增產棕櫚油供應歐洲，大量濫伐森林；巴西為了增產黃豆，大砍亞馬遜雨林，造成的

生態災難不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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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各國排放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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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各國排放現況 

大氣的溫室效應其實是地球可以讓生物生存最重要因素，但若溫室氣體含量過高，將攔截

過多的地球輻射，使得地表氣溫過度上升，讓地球變得不適生物生存。 

 

大氣中吸收長波輻射能量及產生溫室效應的氣體稱為溫室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全氟碳化物 (PFCs)、氫氟碳化物 (HFCs)及六氟化

硫 (SF6)等 6 種經聯合國認定的溫室氣體，其中以二氧化碳對輻射的吸收貢獻最大。  

 年總排放量占全球比例 人均年排放量 

排名 國家 
比例 

(%) 
排名 國家 

排放量 

(單位：公噸 CO2) 

1 美國 22.1 1 卡達 49.64 

2 中國 18.1 2 科威特 26.36 

3 俄國 6.0 3 盧森堡 24.94 

4 日本 4.8 4 阿聯 23.86 

5 印度 4.3 5 巴林 23.68 

6 德國 3.2 6 美國 19.73 

7 英國 2.2 7 澳洲 17.53 

8 加拿大 2.0 8 加拿大 17.24 

9 南韓 1.8 9 千里達 17.03 

10 義大利 1.7 10 
荷屬安

地列斯
16.79 

2004年 

22 台灣 
0.96 

(2.671 億噸) 
18 台灣 11.26 

排名 國家 
比例 

(%) 
排名 國家 

排放量 

(單位：公噸 CO2) 

1 美國 22.9 1 卡達 50.9 

2 中國 14.9 2 科威特 24.4 

3 俄國 6.1 3 阿聯 23.8 

4 日本 4.8 4 巴林 22.7 

5 印度 4.2 5 盧森堡 22.0 

6 德國 3.4 6 美國 19.7 

2003年 

7 加拿大 2.2 7 加拿大 17.5 



8 英國 2.2 8 澳洲 17.4 

9 義大利 1.8 9 
荷屬安

地列斯
16.7 

10 南韓 1.8 10 千里達 16.1 

 

22 台灣 
1.0 

(2.5 億噸)  
19 台灣 10.9 

資料來源：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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