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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不是新鮮事。當代的氣候變遷儘管不是地史上最為劇烈的，卻也是有史

以來人類觀測、記錄最完整的一次，並且在人類社會都市化和工業化極盛的時

刻，對人類智力以及社會組織能力形成巨大挑戰。 

 

提「氣候變遷」這一個名詞即不正確，也不完整。「氣候變遷」一詞在語法上沒

問題；但是，符號不是說出口就正確。「氣候變遷」一詞在語意和語用兩方面並

不正確。「氣候變遷」一詞在語意上不正確，這是因為當代「氣候變遷」和地球

其他環境因素的改變有直接、深刻的關聯，特別是人類長期改造地表環境條件所

引發的連鎖反應，已經回頭直接傷害到人類的生命和財產。舉例來說，大約半個

世紀以前地理學者卡爾遜就指出工業產物污染環境，傷及生態的事實。這不是單

單「氣候變遷」一詞所可以涵蓋的問題。 

 

「氣候變遷」一詞在語用情境上也有誤導之嫌，因為把「氣候變遷」當作眼前的

大問題來處理，好像是說氣候以前不變，現在變了，變得厲害，所以是個大問題，

要動員社會集體力量來處理這個大問題。其實，具有基本地史常識的人都知道，

氣候從來沒有「不變」的道理。深入研究第一手的探測資料的專家更清楚，當前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推論是立基於相對較短的觀測，以及較不確定的長期猜

想。當代海洋鑽探資料顯示，古海洋史上北極本來就可以沒有冰，水溫更可以高

達攝氏 23 到 25 度，全球二氧化碳含量的高低與全球溫度的相對冷暖，也沒有簡

單的線性正相關係。 

 

眼前觀測到的融冰、破記錄高溫、強降水、旱災等事實，就僅僅是地理事實，如

果把眼前觀測到的氣候變遷「完全」歸因於都市工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

又把氣候變遷的後果直接指向海水面的上升，這麼做，不但會障礙我們對於地理

事實的認識，也妨害地球科學追求地史真象的視野。正確來說，我們當前面對的

是快速環境變遷或全球變遷，並且它們已經直接威脅到我們的生命、生活以及生

產活動；這才是事實的全貌。 

 

抄襲英國創設官位，設立「氣候變遷調適辦公室」來給專家輪流坐一坐，把臺灣

這一個小國家的中央政府弄成一個疊床架屋的大怪獸，絕對是行政院的不智之

舉。當前國家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果斷裁簡中央政府體制，成立環境資源部門，

把永續會、能源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國家公園、各單位管理山林、河川、海

岸的部門，全數整編一起，從即有的區域計畫、綜合開發計畫以及相關法令中，

貫徹均富原則、公平合理原則、均衡原則、永續原則，並且將平均地權的想法推



及所有資源的開發利用。是在這樣的一個裁簡體制中，我們建議一個與經建會協

作的「環境變遷調適辦公室」作為行政決策幕僚的操作平台，審議、監督一切環

境資源與土地開發的行政議題。這才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