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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如果這裡是要千篇一律，不如就留白吧！」妳對自己這麼說。然而，妳非

在這裡留下一點墨跡不可，因為妳比任何人都清楚，那是生成這本論文的脈絡與

元素。沒有這些，這本論文無法完成。細細將架構這篇論文的點點滴滴串聯起來，

一段故事就此鮮明地浮現在眼前。 

    第一個出現的主角是周桂田教授。是他引領妳走進風險的探索世界，妳隱隱

約約對那看似獨立實則關係緊密的世界感到好奇，一方面又對過去從未意識的種

種問題心驚不已，把自己陷在到底是風險構成問題還是問題構成風險的胡同裡打

轉；都還沒來得及釐清，周老師又鼓勵著在座所有的學生：「你應走出教室，用行

動去關心你所意識的問題。」周老師他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示範。那時環盟的環

境議題實務工作坊正巧舉行環境公共事務人才培訓活動，妳無意間看到簡章便報

名了，哪怕從環盟上完課回到新竹家時至少都會是半夜十二點，而隔天又要趕火

車來台大上課，現實層面全擱置在一旁，妳憑藉的是一股突生的決心。環盟裡，

全球暖化的問題討論得沸沸揚揚，而年底全台環保團體串連起來要辦遊行。可是

妳還對「全球暖化」似懂非懂啊，於是慚愧地把台大課表翻出來，找到了「氣候

變遷與環境生態」課程，歡歡喜喜「加選」了。 

    選修理工科系的課，那是研究所以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裹足不前、

天人交戰是每次去上課前的戲碼，毫無相關背景知識的自己跟得上腳步嗎？一度

萌生要打退堂鼓了。然而那門課的老師卻 180 度扭轉了妳原本封閉的想法，授課

的老師就是童慶斌教授。童老師的上課方式既系統而條理，無論多艱澀的概念，

他都能以幽默的語調搭配著 ppt 帶領學生輕鬆去理解，這門課讓妳大開眼界。那

時妳才見識到一個熱愛教書的老師是如何站在台上將枯燥的知識內容轉化成生動

有趣的課程，這樣的課是會連喝一口水的時間也捨不得浪費的。童老師的課活生

生就像是一場藝術表演，妳聽得十分盡興，且收穫豐富，原來全球暖化是這樣那

樣啊，妳總算清楚了；也才領悟，只有勇敢跨出去學術領域的小圈圈，才能夠真



 

 III

正學到更多，那絕不是一個數字上的成績所足以論斷的。 

    再後來是抗暖化大遊行了。妳和一群環盟伙伴舉著標語旗幟走在隊伍裡，一

位伙伴推推妳的手肘興奮說：「看！那是子倫老師！」妳的眼神循著伙伴所指的方

向移過去，一個拿著相機在隊伍內外前後穿梭不停、努力捕捉畫面的人就是林子

倫教授，那是妳對林老師的第一次印象。第二次印象則是，林老師受邀來環盟演

講，講題就是全球暖化。林老師正好國外剛開完氣候會議回來，深入淺出地說明

目前國際上的因應，那場演講精采無比，不僅感動妳，也啟發妳從制度面的角度

來看待全球暖化問題。當天妳的論文主軸因此而確立。 

    於是妳要感謝周老師、童老師和林老師，如果不是他們的啟發，妳的論文會

是何種架構何種內在，恐怕還在未定之數。妳從三位師長身上學到的或看到的，

遠比自己所知道的還要多。因而妳也慶幸自己多幸運，能遇到如此的好老師！妳

要感謝的還有朋友。例如劭芸和若喬，不只自己給妳許多問卷上的意見，還帶著

妳去找劭芸學校的訓導主任，劭芸說，他也是做研究的人，且關心全球暖化的議

題很久了！也還記得那個晚上在汐止泡沫紅茶店裡，劭芸、若喬和妳ㄧ起絞盡腦

汁思考如何將問卷的學術用語轉化成對學生的溝通語言，直到店家暗示要打烊了

才結束，且她們明天一大早都還要上班呢！朋友幫人幫到底的熱心腸，讓妳每逢

想起就忍不住要熱淚盈眶。還要感謝任鎗、家鴻、素梅、淑麗、佳齡、怡萍、旭

澤、宜芳、信耀、美毓，為妳打氣加油之外，還幫忙張羅問卷的發放，讓妳不用

煩惱找不到施測的對象，妳由衷感謝這群好朋友。當然更要感謝家人和駿廉，允

許妳放下工作整整兩年，讓妳全心全意地優遊於校園生活裡。沒有家人和駿廉，

就不會有今日的妳！最後妳亦當感謝這篇論文本身，它讓妳誠實地低下頭來，看

清自己巨大的不足。台大四年之路行來，的確讓妳收獲滿載，不論是在學術研究

上的，亦或是學術研究之外的。滿滿的感動和感謝一起交織著這一段故事。 

                                                               于 台大 

                                                            范博淳謹誌 

                                                             2009 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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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影響，及社會強

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國小學生行為反應的影響。根據文獻的研究結果，

本研究初次架構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

以便利取樣的方式對 97 學年度台北縣的公立小學高年級學生進行問卷調

查。經由階層迴歸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正

向的顯著影響；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正向的顯著影響；社會強

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正向的顯著影響。最後透過階

層迴歸模型的聯合檢定，可以得知在社會強化與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之間，「全

球暖化風險感知」此一變項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綜合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

有關單位對全球暖化相關決策之參考，以提升全球暖化風險管理之品質。 

 

關鍵字：風險、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社會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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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alize how social amplification  

affects  risk percep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behavior.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mplification , risk percep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behavior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two questionnaires are 

developmen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data comes from a surve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ounty finished in January,2009（n=936）.  

After data analysis ,major result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social amplific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isk perception 

of global warming. 

2.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of global warming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behavior. 

3. The effec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behavior is partially mediated through the students＇risk 

perception of global warming.  

 

Finall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nalysis provided several managerial 

suggestion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unit and some discuss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risk,global warming ,risk perception ,social a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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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正發生著劇烈的改變。我們已經擁有著手 

解決氣候危機所需的ㄧ切條件，唯一可能缺少的，大概就是採取行動的決心了。 

~~艾爾．高爾 / 不願面對的真相 

 

第ㄧ節  研究背景 

    當全球的互動日益頻繁，經濟逐漸走向全球化，風險也悄悄越過國際的

疆界。近年來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日漸嚴重，而成為大家所關注的焦點，諸如

全球暖化、生態破壞、資源枯竭、環境汙染等問題，其所衍生的風險成為現

代社會下的新興挑戰。這些環境問題中，「全球暖化風險」可說最受到各界

矚目。全球氣候變遷異常是敲響全球暖化之警鐘，近年來劇烈的極端天氣變

化已奪走數以萬計的寶貴生命。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內容講述因為全球暖化導致全球氣候變遷異常而引發一連串的

連鎖效應，壯觀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然而，大自然反撲形成地球大災難等

駭人聽聞的內容，似乎已非單純的電影情節，而是陸續在現實生活中上演的

劇情。 

 

    2000 年智利發生罕見的大水災，上千人被迫遠離家園。2002 年中歐與

東歐國家也發生百年來少有的大洪水，隔一年，2003 年卻出現罕見的熱浪，

熱浪侵襲整個歐洲，奪走將近約三萬人的生命，痛擊歐洲富裕國家。2005

年卡崔娜颶風水淹美國澳紐良，居民死傷慘重，重創當地社會經濟。也是

2005 年，號稱「全球之肺」、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亞馬遜河雨林竟發生

了百年來難得一見的大乾旱，部份支流已完全乾涸。2006 年，不論歐洲、

中國大陸、美國等國家皆遭遇了前所未有的熱浪侵襲，熱浪溫度竟高達攝氏

40 度，除了引發嚴重的旱災，也造成多人死亡；而同一年的莫斯科卻經歷



 

 2

了 26 年以來最冷的寒流，溫度甚至降至攝氏-34 度（葉欣誠，2006）。2007

年位於熱帶區，向來四季如夏的新加坡竟下起七月雪，讓人嘖嘖稱奇。2007

年中國大陸的年平均氣溫異常偏高，創下 1951 年以來的最高值，刷新了氣

溫高值的歷史紀錄（中央日報，2007）。然而 2008 年年關將近，中國大陸

卻發生了 60 年來最大的暴風雪，雪災影響遍及大陸 14 省，受災人數甚至高

達數千萬，不論是風雪的規模還是受災的地區及人數都是歷年來少有的紀

錄，堪稱中共建政以來最嚴重的天災（大紀元，2008）。 

 

    氣候的異常變化，陸續在世界各地傳出災情，台灣也無倖免。2001 年

路徑異常且挾帶龐大降雨量的納莉颱風，入境臺灣後頓時讓大台北地區成為

「水鄉澤國」，納莉颱風所經之處也陸續傳出災情，著實讓台灣慘遭淹水之

苦，而納莉颱風同時還創下了最大單日降雨量，滯台時間最久、氣象警報次

數發布最多等之多項紀錄，也是台灣百年來所僅見；2007 年台灣各地還接

連發生多起因為炙熱或被雷擊而傷亡的案例。台灣氣溫近百年來約上升0.98 

至 1.43℃，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表示：台灣過去百年的長期溫度變

化，與全球暖化的方向一致，近一個世紀平均溫度的上升速度約 1.4 度，是

全球百年平均值 0.6 度的兩倍以上（中廣新聞，2007）。除了溫度上升，氣

候異常之外，植物生長也出現失序狀態，類似玉山四月雪，櫻花八月開的景

象不再是「遙不可及」的「奇蹟」。 

 

    由於氣候系統本身所具備的複雜性與不確定性，使得少數科學家對於氣

候變遷異常是否起因於全球暖化這樣的說法仍持懷疑的保留態度。然而，近

年來全球各地的確陸續出現不太尋常的氣候「異相」，除了前述所提的熱帶

區域國家夏季下雪、極端氣候頻繁、全球氣溫上升，還包含了四季時序紊亂、

植物生長期嚴重錯亂、冰河冰山冰川冰冒以驚人的速度融化等等。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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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陸續在各國引發災害並造成相當程度的衝擊，不僅讓生態環境飽受其

害，也對人類生命安全造成威脅。根據聯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的報告，全球暖化的趨勢將是越來越顯而易見的事實。 

 

由世界各國科學家與政府代表所共同組成的聯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為 IPCC）

自 1990 年起陸續針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之關係與影響作出科學性的

評估報告，強調全球暖化對氣候與生態造成的「威脅」，促使各國當局對「全

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加以關注。IPCC 在 2001 年的報告指出，人類活動

造成全球暖化的可能性高於 66％，而最近一次 2007 年，在報告中則指出人

類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可能性高於 90％。這表示人類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

可能性越來越高。若根據 IPCC 對全球暖化所做的災害評估來看，暖化的影

響除了將對地理區域造成嚴重的自然危害，後續還可能對可用水、糧食、衛

生健康、社會經濟造成衝擊。 

 

    2006 年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製拍的環保紀錄片「不願面對的真相」，

將全球各地「全球暖化」的明顯跡象透過鏡頭真實呈現在世人面前，帶動全

球世人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關注，該片並拿下奧斯卡最佳紀錄片的桂冠而引發

國內外的廣大迴響。隨著高爾「不願面對的真相」影片與書籍問世，引發越

來越多人關心全球暖化問題。2007 年挪威諾貝爾委員會更將該年度之諾貝

爾和平獎頒發給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與聯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 IPCC，

表彰其對揭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危機所做出之努力與貢獻。亦是同一年，

好萊鎢的電影明星李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的新片「第十

一個小時」熱鬧問世，引人注目的不是傳統電影宣傳的噱頭，而是聚焦在全

球暖化下世界各地真實發生的天災其赤裸裸聳動人心的畫面與相關論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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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內容充實題材完整的環保紀錄片，亦為電影界拉開新的扉頁，「全球暖化」

ㄧ時之間成為社會當下最熱門之話題。 

 

    為了因應全球暖化時代的來臨，世界各地的民間環保團體相繼舉辦一連

串的活動，呼籲大家重視減緩暖化的問題，提倡節約能源與生活減碳。國際

政治上也陸續開始針對減緩暖化課題制定了相關的規約（如京都議定書），

以降低各國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各國社會則有不少企業公司趕搭抗暖化熱

潮，紛紛開發標榜節能少碳之環保產品以為因應。同時間媒體較過去更常報

導全球暖化的議題，以全球暖化為主題製播的相關節目或專題報導也越來越

多。 

 

    如果全球暖化是地球人類逃避不了的共業，任何人都無法置身事外。如

何面對全球暖化將是我們此刻必須嚴肅看待的課題。減緩全球暖化的衝擊，

「行動」是必須的。除了科學層面的持續探究和政府的政策因應之外，更需

要「社會大眾的參與」。唯有喚起社會大眾對全球暖化的關注與風險意識，

並且展開行動，才能有效減緩全球暖化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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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 IPCC 之評估報告，因為人類的活動增加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

強化了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後果將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類產生不利影

響，甚至可能帶來嚴重的衝擊，產生災難之效應。因此，如何管理全球暖化

之風險成為當今最重要的全球性議題。為了因應全球暖化，並為後代保護氣

候系統，避免剝奪後代的生活環境品質，國際上簽訂全球性條約「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來處理此一問題。除了對溫室氣體進行管制、對可能的災

害做好防治為因應目標之外，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協議的條文中，

同時也提到締約國家應促進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教育，以提高公眾的意識。另

外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 2005 到 2014 年所推動的聯合國永續發展

教育十年（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DESD），就以全球暖化做為該教育的核心主題之ㄧ，強調應

透過教育來提升民眾與學生對全球暖化的知覺並促進其對全球暖化的的衝

擊做好調適。 

 

全球暖化既非過去式，亦非未來式，而是現在進行式！面對全球暖化，

除了國外以實際的行動來迎接挑戰，國內學者也展開呼籲，政府應建立全面

性的因應措施，人為政策的「調適措施」不可不備（林子倫，2008；童慶斌，

2007；許晃雄，2007；徐光蓉，2007；柳中明，2007；葉欣誠，2006；劉銘

龍，2006）。對抗暖化，需要社會大眾的參與，若政府能提高民眾對全球暖

化的風險感知，將有助於後續的調適行動迅速開展。因此，在「抗暖化」的

具體實踐上，政府除了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量、制定相關政策來協助社會大

眾對全球暖化做好調適之外，也應傳遞全球暖化資訊，對大眾進行相關的教

育，以強化民眾對全球暖化之風險感知。長遠來看，因應全球暖化風險所思

考的在地行動必須要靠教育來紮根與落實，而教育的基礎發展從國小階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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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國小教育是樹立觀念與養成習慣的關鍵時期。全民抗暖化的社會參與，

研究者認為應從小學教育階段開始起步，若個人從小就體認「全球暖化」的

嚴重性，及早培養他正確的環保觀念和節能減碳的習慣，進ㄧ步在生活行動

中來落實環保生活，「抗暖化」才能真正由下而上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運動！  

 

   從風險管理的角度來看，政策制定者或相關的專家學者對全球暖化的風

險感知不ㄧ定與大眾一樣，政府在形成相關的風險政策或因應措施前，有必

要先了解民眾對風險的感知情形，以免錯估形勢，制定出不合宜的政策。同

樣地，在制定相關的抗暖化教育政策時也有必要先了解學生對全球暖化風險

的感知與行為反應情形，如此才能協助政策制定者體認在教育制度上風險溝

通或風險管理不足的地方，以進行對策的改善與因應。目前國內關於全球暖

化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較為闕如；即使是對全球暖化的概念與知識認知研究

也以大學生或國小老師為主要研究對象，國小學童的觀點卻是很少被討論到

的。從過去到現在，國小學生如何看待全球暖化的問題不得而知，相對地，

也欠缺應有的重視。台灣的教育思維，傳統上總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實踐，然

而，國小學生個人對於全球暖化問題本身是否有所察覺，甚而形成何種感知

和態度，有無調適行動都是吾人應該關懷的焦點。 

 

    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認為，資訊的傳遞會強化風險感知並影響行為反

應。本研究藉由對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之探討為基礎，來了解社會強化情形

是否會影響國小學生的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與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並嘗試從社

會強化與風險感知的角度來建構一個系統性的相關模型，來解釋國小學童對

全球暖化風險的行為反應。藉由本文之探討，希望在目前因應全球暖化風險

的相關治理上，提供政府教育有關單位一個有別於「政策本位」的思考，而

從「個人本位」的感知經驗出發的思考徑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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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本文的研究目的為： 

一、了解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之影響。 

二、了解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之影響。 

三、了解在社會強化與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之間，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是否  

具有中介效果。 

四、綜合研究結果，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對全球暖化相關決策之參考，以提升 

全球暖化風險管理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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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台北縣國小高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首

先蒐集有關全球暖化的相關文獻統整出全球暖化風險的具體意涵，同時提出

七項全球暖化具有的風險特性，並就當下社會的風險強化情形進行整理。其

次對心理測量範式理論、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進行歸納與整理，進而建立研

究架構與決定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方式得到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與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研究資料後，進行統計與分析，最後作為結論與建

議。本研究流程如下圖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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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本研究流程圖 

研  究  方  法   與   問   卷   設   計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主題 

文 獻 回 顧 全球暖化風險分析與整理 

心理測量範式理論 

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 

全球暖化風險與特性 

暖化風險的社會強化 

社會強化情形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情形 行為反應情形

問   卷   完   成     

預   試   問   卷    

修正問卷

正 式 調 查 與 統 計 分 析

結   論   與   建   議 

建 立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風險與感知 IPCC 評估報告與國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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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風險與風險感知 

一、風險 

風險（risk），以多種型態存在，它無所不在也無時不在。以前人們對

風險的認知主要來自於外部的自然界，如遭遇乾旱、暴雨、洪水等各種天災

的危害，具有客觀性與偶然性。現在，隨著科技社會的發展，越來越多伴隨

著人為因素的風險也相繼而來，尤其是不當的政策決策或行動的後遺症所衍

生出來的風險，例如政治風險、經濟風險、高科技技術或產品隱含的健康風

險、各種人類對環境不當破壞或過度開發所造成的生態風險等，這些風險已

悄悄滲透到個人的生活之中，形成了生活上的風險。 

 

    風險(Risk)一詞在韋伯字典的定義為：「無法預知的偶然危險，或逼近

中的大危險；有損失或傷害之虞者」（陳國裕，2006）。與財務金融貿易有

關的風險，通常指稱財貨損失的可能性。為了規避或掌握不確定的環境變化

所帶來的損失，保險學透過保險商品來管理風險。經濟學、會計學則藉由風

險模型或函數來對風險作技術分析，以報酬率或成本效益的邏輯來看待風

險，透過數量分析去評估損失或獲利的可能性（損益程度）、未符合期望結

果或與實際結果差距的機率。而在統計學上則常利用變異數之標準差的分析

方式來計量化風險。 

 

    上述這些學科將風險置於一個可計算性的理性框架內，透過數據的衡量

來表示風險。ㄧ些相關的風險公式即說明了風險的大小得以透過計算的方式

衡量出來。然而，隨著新型態的社會風險不斷衍生，影響程度也逐漸擴大，

甚至廣及全球，而漸漸超出人類所能掌控的範圍，尤其潛在風險的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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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可量化性更大大提高了風險計算的複雜性與操作上的困難度，從而使得

探討風險的面向需要以更多元的角度來分析和了解，甚至需要以跨學科或跨

領域的方式來研究。 

 

    從社會學的角度而言，其對風險的解釋比較傾向於將風險視為現代社會

過程的產物，風險的觀念被認為與現代性有關。由於八十年代後期以來，風

險意識逐漸覺醒，西方社會學家已逐漸脫離舊有的「現代工業社會」模式，

朝向另一波「反省的現代化」方向演進（顧忠華，1999）。在不斷發展的現

代化工業社會過程中，科學生產技術所衍生出的許多風險形成人類社會的一

大挑戰。 

 

於 1986 年發表《風險社會》一書的德國社會學者 Ulrich Beck，其所

提出的「風險社會」概念，對風險的討論聚焦於現代社會中，技術對環境可

能產生的威脅或破壞上，以說明工業化社會下帶來的技術性風險，如：核能

風險、基因工程風險、生態災難風險等，因為無法計算又往往超出處理能力

之外，而造成跨區域的、全球性的及難以彌補性的災難。Beck 認為，風險

雖源自危險的概念，但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危險開始變形，其所指涉的概

念不再是確定性高、可控制性高的危險，而是不可確定性高、不可控制的風

險。風險意識是一種主觀的感受，由個人的風險意識來決定風險是否存在，

當風險被人們所意識到時才會構成實際的危險，其以「高度個人化的風險」

來描述風險論述的轉變（Beck，2003）。除此之外，Beck（1992）還提出風

險由社會所定義與建構的看法，其強調風險與預測的、尚未成型但卻有破壞

性威脅的東西有關，而風險也是人類行為控制和預測未來後果的ㄧ種方式，

因此風險意識的核心不在當下而是在未來，風險可說有了一層新的性質

（Beck，19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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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Luhmann 認為風險與人的決定有關，它不同於危險，乃是一種人類去

理解或認知事物的形式，Luhmann 以高科技技術與人為決策所累積的潛在效

應引發風險來區分風險與危險二者之間的不同。若未來可能發生的損害與目

前的決策相連繫，可稱為風險；若損害由外界環境所造成，和人類決策行為

無關，便是危險（Luhmann，1991、1993；顧忠華，1999；孫治本，2001）。

Giddens（2001）也同樣認為風險不同於損失或危險，它涉及了許多的未知，

通常指的是依未來的可能性來積極估算損失。因此，風險的觀念與或然率、

不確定性的觀念密不可分。Giddens 則把風險區分為兩種。一是外在風險

（external risk），指的是所感受到風險來自於傳統或自然；另一為人為風

險（manufactured risk），意指為人類所干擾的物質環境風險或由瞭解世界

越多，因知識的衝擊所造成的風險（Giddens，2001）。因此，現代風險與過

去認識的風險不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現代風險超越了國家疆域的界線和

既有的知識體系所能理解的範圍，形成了對專家的權威、制度的設定及技術

的保證上前所未有的挑戰。 

 

    另外在 Slovic（2005）較早期關於風險的研究中，他假定風險的產生

是主觀的；其指出風險不是客觀獨立存在於「那裡」，等待被測量的東西，

而是用來幫助人們理解和處理日常生活中不確定性的危險。而 Renn（2007）

則認為風險總是意指著兩種元素的結合：「潛在結果的可能性」及「人類活

動和自然事件的嚴重性」，這樣的結果可能是有益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判斷

的標準視人類的價值觀而定。因此，Renn 認為「風險」不是一個真實的現

象，但源自於人類的心智與思維。人們可以自由組合來自現實世界的不同訊

息。風險同時象徵著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觀察和體驗。換句話說，透過實際

發生的災害經驗，如人們生活損失、健康衝擊、環境破壞、達成風險與現實

這二者之間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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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學界將風險來源視為既來自自然界也來自人為因素所產生（如技

術發明或制度安排等），但更強調的是後續的潛在效應與主觀的感受。雖然

傳統上，對風險的認定大多指涉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在現代社會裡，風險

在很大程度上卻涉及了主觀的認知；認知一個風險的存在，與個人或社會的

價值觀有關。任何事情可能沒有風險也可能充滿風險；沒有認知到風險，並

不代表風險一定不存在。因為許多隱藏於社會裡的風險，需要靠知識和技術

來加以辨別，如食用基因食物的風險、吸煙或嚼檳榔的風險等。因此，風險

之所以成為風險，也與人們如何分析風險、看待風險有關。在現代風險社會

裡人們如何看待風險可能比風險本身更重要。由上述的探討可知，不同的人

對風險的概念有不同的定義。本研究綜合上述社會學者及一般社會學界對風

險所持的觀點，於本文中將風險一詞之定義概略界定為主要涉及以下四個概

念： 

1、風險涉及「未知」：對風險知識之客觀了解性 

2、風險涉及「主觀」：個人意識風險本身之感受性 

3、風險涉及「不確定性」：對風險結果之無法掌握性 

4、風險涉及「潛在效應」：風險結果之可能嚴重性 

 

圖 2-1-1 風險概念定義圖（來源：本文整理） 

主 觀 風 險 

不 確 定 性

潛 在 效 應

未 知 



 

 15

Renn（2007）認為，風險是由人類心智活動所建構出來的，因此須要以

更廣泛多元的建構原則來概念化風險。不同科目的自然與社會科學形成各自

專屬的風險概念，不論是利害相關者、市民社會代表乃至於一般大眾各自依

據他們自己的風險建構和圖像來對風險作出反應；這些圖像在心理學或社會

科學就被稱之為“感知＂（perceptions）。在 Renn 的觀點下，風險感知是

屬於一種脈絡性的觀點，人們的行為主要受“感知＂所驅使。 

 

二、感知 

    「感知」（perception）的定義可以從心理學的角度來瞭解。張春興

（1986）指出心理歷程得到的經驗為知覺（perception），而感覺（sensation）

則由生理歷程經驗所獲得。感覺是由各種感覺器官來獲取訊息，而知覺則是

對感官得來的訊息給與分析與解釋。張春興進ㄧ步解釋感覺與知覺之不同在

於，知覺經由感覺而獲得，其間要經過一個選擇的歷程，即從感覺資料中選

取一部分加以整理與解釋，同時在知覺歷程中把現實的資料與個人以往的經

驗與慾望統合在一起。因此，知覺是一種統整並解釋感覺資料的心理活動歷

程，知覺除了會受到生理因素的影響之外，也會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如學

習與經驗、注意（動機）、需要與價值等等。 

 

姚一葦（1991）也對感覺與知覺的差異做出比較，其認為感覺乃立即發

生於感覺器官間的神經系統僅止於「感」；而知覺（即感知）則由感覺轉化

而來，必經由感覺器官，同時必須包含腦部位的活動，才能形成意識。故知

覺可說來自思維，但會受到個人屬性（如社會地位）、經驗、及文化等外在

環境所影響而有所不同（曾明遜，1994）。而饒見維認為知覺（perception）

與感官刺激有關，但知覺還會經過選擇性的注意與進一步的辨認作用，辨認

作用後產生的整合結果即知覺，可以說辨認是過程，知覺是結果。外來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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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刺激無法決定最後知覺的結果，一個人需依賴內在的知識與經驗，把外來

的感官刺激建構成某種有意義的知覺。因此，知覺會受一個人已備的知識與

經驗所影響（饒見維，1994）。 

 

此外，高尚仁則指出個體因察覺（detect）有關的資訊而意識到環境的

物件或事件，稱之為知覺（perception）。要有知覺，必須要有物理能量

（physical energy）對人體不同感官的感受器產生刺激作用。研究物理能

量與知覺的關係，也就是感官的收納器對刺激的感受性，稱為心理物理學

（psychophysics）。其中，心理量（psychological scaling），說明相對於

物理能量的增減而有的知覺幅度的改變，為心理物理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之

一。人的知覺情形有何不同，又受何種因素所影響，透過心理物理學

（psychophysics）中的心理量（psychological scaling）研究，有助於瞭

解感知量與物理刺激量的關係（高尚仁，1996）。 

 

從以上討論可知，國內心理學家多將 perception 譯為知覺且認為與感

覺不同。從感覺到知覺的過程，感覺資料在內心會經歷選擇、整理、解釋、

辨認、整合等活動，最後方形成知覺。換言之，知覺趨向於對感覺資料進一

步的作用，在知覺過程中將涉及主觀的經驗解讀、組織最後並形成判斷。由

此可見，知覺過程中會受到許多外在訊息、因素所影響。另一方面，知覺除

了決定一個人的思考模式之外，也決定了一個人的行動。歷來心理學家們都

認為個人對環境中人、事、物的知覺，是決定他行為方式的主要因素（張春

興，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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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感覺與知覺在心理學上的定義有所不同，但一個人的行為反應，可

能與個人的感覺及知覺皆有關係。而認知能力還在起步學習階段的學童，對

感官訊息不ㄧ定皆具備良好的解釋分析及判讀能力，故學童的反應行為可能

來自於更直接的感官訊息，即感覺歷程；但也可能來自於自身對感覺訊息的

解釋與判斷，即知覺歷程。本文並不區分感覺與知覺對學童行為反應的影

響，相反地，為了能將感覺與知覺兩種層面不同之心理歷程同時涵蓋進來，

故在本文將 perception 譯為「感知」ㄧ詞，用以強調在本文中 perception

的意涵同時包含感覺與知覺兩種心理歷程。如下圖 2-1-2 所示： 

 

    圖 2-1-2 感知概念定義圖（來源：本文整理） 

 

    國內已有學者針對「感知」進行相關研究，如周桂田（2007）「公眾信

任與風險感知：以 2003/2004 年基因改造產品為案例分析」，即是以一個公

眾感知經驗和社會學習的發展過程為基礎，來探討公眾對基因改造食品的風

險感知。 

 

三、風險感知 

若按照上述對感知ㄧ詞的定義，感知包含生理歷程的感覺及心理歷程的

知覺二種歷程。依此定義來看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即是指個人對

一件風險事件進行「感覺」與「知覺」二種歷程交互作用的結果。另外依社

會學上對風險感知的定義則是人們對一項風險進行理解、解釋、評估和判斷

等等的過程。本研究所界定之風險感知同時包含心理學與社會學的定義，將

心理歷程 

（知覺） 

生理歷程 

（感覺） 
感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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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感知的概念整合為對一件風險事件進行生理歷程的感覺及心理歷程的

知覺（包含理解、解釋、評估和判斷）的過程。如下圖 2-1-3 所示： 

 

 

圖 2-1-3 風險感知概念定義圖（來源：本文整理） 

 

面對一項風險，個人不同的感知，決定他對風險採取不同的定義、判斷

與後續的行為。如 Beck 即認為對風險威脅的感知將決定人們的思想與行

動。個人或社會對風險如何有不同的感知，風險感知的相關理論企圖從不同

的觀點下來找尋答案。例如，心理測量範式的研究認為風險的特性會決定民

眾的風險感知（Slovic，1987）。文化論者則認為民眾的風險感知深受文化

價值與社會背景的影響。Beck 同樣也認為風險感知為社會文化所建構，但

強調專家知識、專家理性所產生的知識不確定性與民眾風險感知的緊密關

係。周桂田亦認為知識欠缺或資訊不足會造成模糊不清的風險感知（Beck，

2000；周桂田，2007）。 

 

對一項風險事件進行管理時，客觀的科學評估固然不可或缺，但涉及主

觀的風險感知研究也同樣重要，因為風險感知是屬於一種脈絡性的觀點，當

個人決定要如何對風險採取行動時，風險感知將是一個重要的趨使關鍵。

Renn（2007）認為風險表現在有不確定結果的活動和事件上，同時與人們的

期望、想法、希望、害怕等情緒有關，大多時候人們創造出和風險有關的圖

像來評估它，而這些圖像通常和一些處理危險的情況有關；於是當面對緊急

風險感知 
風險事件 

（知覺） 

風險事件 

（感覺） 

理解

解釋

評估

判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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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人們通常會反應出：逃避、抗拒、若無其事等，此即說明了人們對

一件風險作出回應的行為所依據的並不一定是客觀性因素分析的科學評估。 

 

風險感知不但與外在環境的影響有關，更與個人的價值、思考脈絡有

關。由心智所建構出來的風險型態深深影響了風險如何被看待。面對一個風

險事件，為了降低風險的衝擊或結果的嚴重性，必須對風險進行分析、溝通

與管理。傳統上，進行風險管理往往決定於科學專家或行政高層的決策，然

而這種從上而下的風險治理，有時並無法真實反映出民眾對風險的真實感

受，而有誤判情勢之虞。決策時需要有組織系統地從社會得到回饋，包含對

於一個風險議題決定是否因應，風險感知為其重要的關鍵依據。（Renn，2007） 

 

    一些研究指出，科學專家的風險感知與ㄧ般大眾的風險感知有所不同。

例如臺灣的實證研究指出民眾對環境問題的危險評估和專家、政府環保官員

不甚一致（劉錦添，1994）。專家對風險的判斷與一年的災害統計或頻率的

計算密切相關，並用以合理推斷一個活動或科技的風險。然而，ㄧ般民眾的

風險判斷並不盡然如此（Fischhoff et al，1979）。大眾的風險感知往往與

科學評估結果有落差，被科學專家評估為低風險的事件有時甚至引起大眾高

度重視，如爭論不休的基地台電磁波風險的爭議。另外國外的例子如：美國

環保署於 1987 年所公佈的一項研究報告，其目的在於制定出環境風險政策

上的優先順序。該研究由 75 位不同領域的科技專家評估美國 31 個環境問題

的危險性，結果發現這些環保署專家對全球暖化風險評估為高度生態風險與

高度民眾福祉風險。而美國 Roper 公司於 1984 至 1986 年也對美國社會進行

環境風險的民意調查，而美國民眾對全球暖化風險卻評估為低度風險（劉錦

添，1994）。從美國環保署所做的研究來看，科技專家與社會大眾對全球暖

化的風險感知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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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風險管理的角度來看，大眾與政府必須建立起共識才能有助於政府治

理風險。若大眾與政府對風險事件有落差，甚至是懷疑或衝突時，風險治理

將無法順利進行。因此，政府在形成相關的風險政策或因應措施前，有必要

先了解民眾對風險的感知情形，以免錯估形勢，制定出不合宜的政策。  

 

    為了填補科學專家的風險評估與大眾的風險感知二者之間的差距，風險

感知的研究可以幫助社會科學家、風險溝通者、制訂風險決策者來了解一般

社會大眾對於風險的基本認知，除了真實反應出民眾適應風險之情形，還可

以用來闡明民眾對於一些風險事件的反應原因，並解釋同樣的風險事件為何

造成不同的行為反應，進一步協助風險評估分析者了解在做相關的風險評估

分析時是否有民眾重視但卻被政策制定者忽略之問題。因此，民眾風險感知

研究之結果可以作為風險管理或風險決策之參考，用以提升政府風險管理或

風險分析決策之品質。風險感知相關研究還可貼近民間社會基層，觀察民眾

面對風險的處理態度，是一種蒐集民間風險意見之重要管道，藉以增進民眾

與風險評估或政策制定者之風險溝通。總之，風險感知研究在現代民主社會

中已扮演著一個不容忽視的角色。 

 

國外對風險感知的研究已有ㄧ段時間，且分別從不同的角度切入來分

析。例如心理學的觀點，進行風險測量範式的研究，將風險視為一個多面向

的心理現象，以多變量分析技術來辨識並說明民眾的風險感知。另一主要的

理論為社會及文化的風險理論，此一觀點認為，ㄧ個社會群體如何辨別風險

是社會活動不斷變化的產物，與社會結構本身有關。這樣的觀點說明了風險

分析的範圍是社會學式的而不是心理學式的。解釋的順序從社會背景到個

人，人們對風險的選擇與決定和他們身處的社會文化制度相關聯。換言之，

風險感知是一個社會集體建構的過程，社會脈絡和文化會形塑個人的風險感



 

 21

知。（Douglas and Wildavsky，1982）。此外還有「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

其所採取的是一個整合性的概念架構來探討風險感知。 

 

由於本文聚焦在學童個人主觀對風險事件之接受度或感知上，故本文採

取心理測量範式（Psychometric paradigm）的理論與方法來了解目前學童

個人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情況。基於本文研究之需要，僅就與本文研究需

要之理論做扼要回顧。本節將先探討心理測量範式（Psychometric 

paradigm）理論之內涵；下一節則對「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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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心理測量範式理論 

一、心理測量範式（Psychometric paradigm）  

    從心理學的角度來探討風險感知的研究，研究途徑為心理測量範式

（Psychometric paradigm），其使用心理物理量度（Psychophysical 

scaling）和多變量分析技術來呈現風險感知或態度的量化反應。 

 

心理測量範式的研究源自於 Starr（1969）對風險利益的分析，為了回

答「多安全才夠安全」的科技風險問題，而發展出一種測量風險對收益影響

的方法；透過檢驗八種活動的風險（如吸煙、滑雪、打獵等），Starr 發現，

風險的接受與是否可從中獲益（benefit）有關，且民眾從自願的活動（如

滑雪）中接受風險的容忍力約為有相同獲益程度之非自願風險活動（如食物

防腐劑）的 1000 倍。但由於 Starr 太過關注於風險與獲益的探討層面，使

其研究遭致批評。 

 

其後，Slovic、Lichtenstein、Fischhoff、Read 與 Combs（1978）超

越風險和獲益的研究層面，從心理學的觀點來探討「多安全才夠安全」的問

題。首先受試者被要求對 30 種不同的活動與科技風險（如期腳踏車、吸煙、

X-光等）做評估，包含了 a.對社會的好處。b.對風險的感知。c.對目前風

險的接受度。d.對八種風險特性的態度。其中，研究風險感知的部份，請受

試者評估該活動或科技造成死亡的威脅性，風險的感受度從 0到 10 共分為

10 個等級的評估，然後再請受試者就這些活動項目的風險感受度大小由高

至低排列出來。另外，在研究對八種風險特性的態度部份，請受試者評估八

個被假設為會影響風險感知的風險特性，評估範圍從 1到 7做為區分之程度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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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指出，這八個一開始被假設為會影響感知判斷的風險特性，與

接不接受風險之間的確存在著很高的相關性。且風險若具備了前五項的風險

特性（包含人們自願的、風險立即的、被高度了解的、人們可控制的和熟悉

的），那麼即使極大的風險也能被容忍和接受。八個最早假設為會影響風險

感知的風險特性，其內涵描述如表 2-2-1。 

 

表 2-2-1 八種風險特性內涵 

項

次 
特性 內涵描述 

一 
面對風險的自願性 

（1為自願，7為不自願） 
人們是自願暴露在風險的情況中嗎？ 

二 
風險效果的立即性 

（1為立即，7為延遲） 
人們會立即還是延後面臨到死亡的風險？ 

三 
民眾對暴露於風險的了解程度（1

為完全了解，7為完全不了解）
暴露於風險的人對風險的了解程度為何？ 

四 
對風險的控制性 

（1為無法控制，7 為可控制） 

暴露於風險時，藉由個人能力，人們能夠避免死

亡的程度為何？ 

五 
新奇性 

（1為新的，7為舊有的） 

這些風險是新奇的嗎？還是熟悉的？舊有的？ 

六 

潛在性－毀滅性 

（1為潛在的慢性傷害，7為毀滅

性的災難性傷害） 

風險每次導致一個人傷亡（慢性傷害）？還是立

刻造成大量的人傷亡（災難性傷害）？ 

七 

普通或恐懼 

（1為普通的，7為恐懼的） 

人們對這個風險已知道如何與之共處並能理性

而冷靜地看待它？還是會做出相當恐懼的反

應？ 

八 
後果的嚴重性 

（1為非致命的，7 為致命的） 
當風險被視為災難時，後果是致命的嗎？ 

資料來源：整理自 Slovic 、Lichtenstein、Fischhoff、Read、Comb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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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 Slovic、Lichtenstein 與 Fischhoff 繼續使用特性分析的方式

來表明風險特性與內在感知的關連性，並對先前感知風險的研究作進ㄧ步的

延伸，將探究的風險活動項目從三十種擴充為九十種，風險特性也從上述的

八種風險特性增加為十八種。此十八種風險特性的內涵描述如表 2-2-2： 

表 2-2-2 十八種風險特性內涵 

項

次 

特性 內涵描述 

1 面對風險的自願性 人們是自願暴露在風險的情況中嗎？ 

2 風險效果的立即性 人們會立即還是延後面臨到死亡的風險？ 

3 民眾對暴露於風險

的了解程度 

暴露於風險的人對風險的了解程度為何？ 

 

4 對風險的控制性 暴露於風險時，藉由個人能力，人們能夠避免死亡的程

度為何？ 

5 新奇性 這些風險是新奇的嗎？還是熟悉的？舊有的？ 

6 潛在性－毀滅性 風險每次導致一個人傷亡？還是立刻造成大量的人傷

亡？ 

7 普通或恐懼 人們對這個風險已知道如何與之共處並能理性而冷靜

地看待它？還是會做出相當恐懼的反應？ 

8 後果的嚴重性 當風險被視為災難時，後果是致命的嗎？ 

9  預防控制性 災難可以被防止嗎？ 

10 嚴重失控性 災難發生時，損害可以被控制嗎？ 

11 反應暴露在災害中

的人數 

多少人暴露於這個災害中？ 

12 對下一代的威脅性 災害會威脅到下一代嗎？ 

13  對個人的影響性 這個災害對你個人而言有危險嗎？ 

14 風險與獲益的不公

平性 

災害中，獲益是公平地分配嗎？ 

15  全球災難性 災害會威脅到全球嗎？ 

16 不可見性 災害在發生的過程中可以被觀察到嗎？ 

17 風險增加性 風險是持續增加還是減少？ 

18 不容易消除性 風險容易減少嗎？ 

資料來源：整理自 Slovic、 Lichtenstein、Fischhoff、Read、Combs（1978）；

Slovic、Lichtenstein、Fischhoff（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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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vic 等人認為上述的風險特性運用統計方式的結果可以藉由三維度

的空間架構來呈現出彼此的相關性，風險因素的歸類說明風險特性相關度高

之集合名稱，分別以因素一恐懼性風險、因素二未知性風險與因素三暴露在

災害中的人數稱之。如圖 2-2-1 所示，在空間架構中呈現出十八種風險特性

的關聯性，橫軸為因素一為恐懼性風險，恐懼性風險所包含的風險特性有失

控性、恐懼性、全球災難性、預防控制性、命運決定性、風險與獲益的公平

性、災難性、對下一代的威脅性、風險消除性、風險增加性、自願性、對個

人的影響性等共十二種風險特性，在空間架構圖中恐懼性風險以橫軸之左右

為相互對應關係。（如橫軸之左為可控制、沒有恐懼的風險特性；而橫軸之

右為不可控制的、令人恐懼的風險特性等等）。 

 

縱軸為因素二為未知性風險，未知性風險包含了不可見性、暴露的未知

性、影響立即性、新奇性、對科學的未知性等共五種風險特性。在空間架構

圖中未知性風險以縱軸之上下為相互對應關係。（如縱軸之上為不可見的、

新奇性的風險特性，而縱軸之下為可見的、已知的風險特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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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風險因素架構圖：因素一恐懼性風險與因素二未知性風險在空間架構中

呈現出十八種風險特性的關聯性。（資料來源：Slovic、Lichtenstein、Fischhoff，

1980） 
 

 

Slovic 等人對上述這些風險特性所做的分析中，因素一「恐懼性風險」

的風險特性被感知的風險性最高，其中又以「恐懼性」這一風險特性的風險

感知度最高。此外，Slovic 等人對上述這些風險特性與感知風險、適應風

險之間的關連性做了更深一層的探討，尤其聚焦於受試者對風險感知的判斷

和風險特性之間的相關性。早期的研究顯示，風險感知可以從對活動項目之

恐懼性與嚴重性的適應來預測。這一次的研究也同樣顯示感知風險和威脅下

一代、全球潛在災難、個人威脅、不公平等風險特性密切相關。在一至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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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因素一最能預知風險感知。 

在對 90 種活動的風險感知評估中，發現風險感知越大，需要將風險達

到可以接受標準的適應度就越大，反之亦然。這個情形在對風險特性所做的

風險感知評估中也有同樣的對應關係；即對風險特性的風險感知越大，要將

風險達到可以接受標準的適應度就越大。由於風險感知、對風險的適應度及

風險特性有高度的相關性，從這裡，Slovic 等人推論風險感知是評估適應

風險的主要決定者；對風險的適應大部分決定於對風險的感知並且會受到風

險特性的影響。因此，風險特性的風險感知可以預測對事件或活動的風險感

知，也可以預測對該風險事件或活動的風險適應度。 

 

Slovic 等人的研究也支持 Starr 認為民眾樂於忍受高獲益風險的論

點。然而， 相對於 Starr 認為自願性、獲益性是接受風險的關鍵因素，Slovic

等人的研究則指出除了自願性之外還有一些風險的特性，如：熟悉度、控制

度、災難性、公平性、知識性等等也會影響對風險的感知和對風險的接受度。

整體而言，Slovic 等人的研究結果指出透過心理測量範式的研究可獲得數

個重要的結論： 

 

1. 風險感知可以被確認與預測。 

2. 分辨團體對風險感知中的相同性和相異性。 

3. 觀察民眾和專家對風險的感知有何不同。 

4. 影響風險感知的風險特性可集合成三個層面的因素，分別是恐懼

性、未知性和暴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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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也陸續提出。（Vlek＆Stallen，1981；

Renn＆Swaton，1984；Johnson＆Tversky，1984）相關研究指出風險的特性

與構成風險感知的輪廓有關，研究同時指出感知風險是可以被量化和預測

的，運用問卷調查直接向民眾蒐集資料，再透過統計方式剖析風險感知的情

形，許多的風險感知研究都是透過這樣的方式來進行。（Slovic，1987）  

 

Slovic（1987）指出在風險特性的分析中可觀察出特性之間彼此的相關

性，例如自願暴露的災害常被判斷為可控制性的風險，相反的，影響延遲的

災害常被視為造成未知的風險。分析風險特性彼此之間相關性的調查研究中

已顯示廣泛領域的特性可以濃縮為小範圍有層次的特性。因此，1987 年風

險感知的研究中，Slovic 將風險特性範圍濃縮為 15 個特性，用以分析 81

種活動項目的風險感知情況。Slovic 也以恐懼性風險與未知性風險的程度

別來作為建構風險感知的二維度空間分析。橫軸為因素一恐懼性風險，包含

了可控制性、恐懼性、全球災難發生性、結果致命性、公正性、獨特性、對

後代造成的風險性、易產生性、風險削减性、自願性等風險特性。而縱軸為

因素二未知性風險，包含了可見性、風險暴露的了解性、影響的立即性、新

奇性、對科學風險的了解性等風險特性。 

 

Slovic 透過這十五種風險特性來反映風險被認知及引發人類恐懼的程

度，並藉以分析與建構民眾的風險感知。研究中指出，專家和民眾的風險感

知有所不同，例如在對各種活動的風險排序上，大學生、俱樂部成員和專家

對這些活動的風險性排序便有所不同。專家判斷風險多依據每ㄧ年災害的科

學評估而來，而一般民眾則不然，他們對風險的感知及適應度判斷與風險的

特性有更大的關連（如災難潛在性、對後代的威脅等）。圖 2-2-2 可說明一

件風險事件的衝擊與其風險特性所隱含的訊息有關。一件風險事件是否會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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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對社會的衝擊，從對它的風險特性所做的解釋而來。 

 

圖 2-2-2  A model of impact for unfortunate events（資料來源：Slovic，1987） 

 

除了 Slovic 等人從風險特性的觀點來從事一連串的風險感知研究之

外，Renn 同樣也從風險特性與其影響方向此一角度來觀察風險感知，並且

認為在風險管理上，風險感知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其研究指出，大

眾的風險感知會受不同的風險特性所影響。例如沒有任何事前徵兆、突如其

來的風險，在短時間之內難以調適，會促使人有害怕及反抗的反應，如大災

難屬此類風險；若民眾考量自身對風險的控制能力，而在自願的情況下暴露

於風險之中，民眾對風險的感受程度相對來說會比較不強烈，如吸煙、喝酒

開車。 

 

Renn 所提出的風險特性中，有同於 Slovic 等人所提出的風險特性（如：

個人控制能力、自願度、熟悉度、懼怕、風險分布的公平性等等），也有不

同的風險特性，（如：習慣性控制、人為的風險來源、責難等等）。風險特性

中個人控制能力、自願度、熟悉度會提高民眾對風險的忍受力；而懼怕、人

為的風險來源則會降低民眾對風險的忍受力；另外，習慣性控制、風險分布

的公平性則會因民眾的個人因素而有所不同；最後責難則是可強化社會的回

應（Renn，1998；簡慧貞，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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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n 最近對風險感知的分類研究，則是以『語意的風險圖像』來稱之，

包含了：1.立即的威脅：例如與核能有關的風險 2.突然發生的災禍：例如

自然災難 3.挑戰人的意志力或耐力的風險：例如運動相關活動 4.如同賭博

般的風險：例如保險 5.潛藏災害的暗示：例如食物添加劑等等（Renn，2007）。 

 

從 Slovic 多年來對心理測量範式的相關研究可知，做為民眾風險感知

的判斷依據是災害的風險特性。儘管風險的感知因人而異，但透過對程度評

估，態度詢問的標度方式來量化影響主觀感知的內在因素，仍能對民眾的風

險感知有所了解。而這一種對風險特性做定量分析的技術研究與內在的理論

則構成了心理測量範式（Psychometric paradigm）的架構，用以闡明個人

或社會面對風險時的心理反應。 

 

二、心理測量範式的應用研究   

    對風險感知進行研究的一個目的是想要了解民眾對風險的反應，這樣的

研究也試圖去說明民眾對某些風險的反應可能不同於專家之情形。心理測量

範式的研究聚焦在個人主觀對風險事件之接受度或感知上，為了能將風險感

知予以客觀確認，通常先對風險進行特性的描述，再透過詢問受訪者對不同

的科技或活動做風險特性的等級評估，以量化的研究方式來了解民眾個人對

風險概念之感知與態度。在心理測量範式的相關研究中，透過對風險作特性

評估的模式相繼被提出來代表風險感知。儘管研究者選取作為風險感知研究

的風險特性有所不同，但若調查工具設計合理，當中的很多因素和他們之間

的內在關係仍可以被定量和被模式化（Slovic，2005）。 

 

心理測量範式利用心理測量的物理排列方式、多種價值的分析技術來產

生量化的結果，已經研究出個人風險感知的基本模式並確認潛在影響個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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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風險特性（Slovic，1987）。在進行對風險感知的量化研究中，風險測

量範式已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研究途徑（Starr，1969；Otway、Cohen，1975；

Lowrance，1976；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 et al，1978；

Fischhoff et al，1984；Slovic，1987； Renn，2007）。 

 

在國外許多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中，心理測量範式的方法已被廣泛運用

於探索個人主觀感知風險的情況。國內這近十幾年來也有不少的研究開始應

用心理測量範式來了解民眾的風險感知。例如：劉錦添(1994)「環境風險的

知覺－台灣的實證研究」參考Slovic一系列研究並加以修改為十種風險特性

來進行對環境汙染物或污染性的設施之風險感知調查。劉錦添(1996)「石化

專業區民眾之環境風險知覺與風險變動的價值評估」根據Slovic等人的觀

點，將風險感知分成不同層面來瞭解民眾心目中的主觀看法。汪銘生、方之

光（1994）「公眾對開發建設之風險知覺與其管理－以高雄地區公眾為例」

藉由18項風險特性來研究高雄地區民眾對開發建設之風險感知。 

 

莊惠勤（2003）「醫院員工對醫療廢棄物風險知覺之關係研究－以嘉義

地區區域醫院為例」為了瞭解嘉義地區區域醫院的員工對醫療廢棄物的風險

知覺，其以十五項風險特性來作為風險感知的因素分析。劉祥熹、莊慶達、

陳均龍（2007）「從核四建廠風險認知觀點探討貢寮地區漁業經營對漁村經

濟之影響」利用心理測量範式（psychometric paradigm）進行核能建廠於

貢寮地區的風險感知研究，檢視該地區漁業經營對其漁村經濟成效之衝擊與

影響效果。劉文琦（2007）「從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認知觀點探討臺灣地區營

造綜合保險對營造業經營發展之影響」利用心理測量範式來探討台灣地區工

程業主及營造業界對於施工風險的認知程度及營造綜合保險的認同程度，做

為工程業主在發包營造工程時有關營造綜合保險發包策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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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測量範式從個人的觀點出發，以多變量的分析技術來量化風險感

知，可具體闡明個人主觀面對風險事件時內心的想法與反應，因此不論國內

外，心理測量範式已廣泛運用於學術研究上，增進研究者對民眾風險感知情

況的分析。由於本文想瞭解目前國小學生個人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情形，

心理測量範式無疑提供了一個適切的途徑。本文將先對全球暖化風險進行風

險的特性描述，再透過國小學童對全球暖化風險特性的評估情形來了解國小

學生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 

 

三、小結 

雖然心理測量範式的研究有助於了解個人對風險感知的情況，但心理測

量範式對風險感知的描述方式過於靜態，較少考量到風險管理不當或社會互

動的動態關係對風險感知造成的影響，及忽略了社會與文化網絡對人的影響

等等（Douglas，1992）。事實上，心理測量範式的研究是對個人主觀認知的

探究，並不是個人實際行為的評估；而這樣的調查研究充其量反應出個人心

理的現況，但不能做為普遍原因的解釋。又因為所描述的特性多是表面的分

類，所以儘管有著廣泛的特性描述，但並不能解釋何以如此的實質問題，如

為何對某件風險感到恐懼？為何認為無法控制風險等問題，解釋這些風險感

知何以如此的實質問題有必要以不同的分析方法來尋求解答。 

 

    促成風險感知的產生、反應並非僅由單一種因素可決定；其他如個人的

經歷、社會文化、人際團體互動及資訊獲取等不同的因素也可能會對風險感

知有所影響，多種不同的因素往往會產生相互作用，並決定了個人或社會對

風險的反應；這些交織在一起的不同因素要分別提出做分析並不容易，因此

多維度多領域的整合研究是需要的（Slovic，2005）。為了能將包含心理的、

文化的、風險溝通與社會學習等理論與觀點結合起來應用之，以彌補彼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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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不足，「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嘗試在文化的、社會的、風險溝通的等

各家理論基礎之上，做出一個整合性的概念架構來分析風險感知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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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 

在發展一個綜合的框架理論上，「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顯然取得了相

當大的進展；它不僅包含了個人經驗的與社會群體的風險概念，同時也涵蓋

了不同的風險感知理論。「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觀點認為風險的強化與淡

化，乃是各種風險事件與心理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制度的因子相互作用下

所導致的風險結果。因此，風險感知的形塑過程是動態的，透過與人類互動

的關係，在社會強化的過程中形塑出對風險事件的定位，進一步可作為人們

對風險判斷的基礎。以下就 Kasperson 等人的「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重點

作概略的說明： 

 

一、強化的概念 

      由 Kasperson, R.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Kasperson, J.X., & Ratick, S.（1988）等人結合心理、

社會、制度和文化等因素，提出一個整合性的概念架構來說明風險溝通過程

中風險訊息的轉移及社會的反應機制如何和風險相互作用，進而強化或弱化

社會大眾對風臉事件的感知並進ㄧ步導致個人相關的行為轉變。這個想法源

自於企圖想要整合零碎的風險感知和風險溝通研究，希望能藉由發展一個整

合的理論架構，來包含各面向的研究發現，因此理論的觀點廣泛包含了大眾

媒體研究、心理學和文化學派的研究、制度組織對風險回應的研究等等，以

描述一個風險感知和社會回應的動態過程。 

 

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中對風險訊息的強化概念來自於溝通理論裡的強

化象徵，並用以分析各種的社會網絡節點如何產生、接收、解釋、和傳送風

險訊息。在溝通理論中，強化代表在資訊傳送的過程中，從資訊的起源到中

間的訊息傳送者再到最後的接收者，訊息被增強或減弱的過程。（DeF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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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一項風險資訊源通常會釋放出一連串的風險訊息給資訊傳送者或直接

給最後的接收者。為了要能了解這些風險資訊，部份的風險訊息有時候會被

傳送者或接收者轉換。每一個風險訊息都可能包含對風險的推理、相關價值

和象徵的意義。但是在風險訊息傳遞與轉換的過程中，會因為強化或弱化一

些最早的訊息，因而改變了原本的風險資訊源。溝通理論已經證明訊息中象

徵意義是引起潛在接收者注意和形塑他們訊息轉換的關鍵因素。（Hovland，

1948） 

 

依照上述的觀點，Kasperson 等人認為，風險事件或風險事件的特性藉

由各種風險訊息來表示，這些訊息包含了影像、前兆、與象徵。風險訊息透

過社會或個人等網絡結點的過濾，是使風險訊息預測發生轉換的主要原因。

每一次的轉換都能增加或減少關於一個風險事件的資訊量，因而強化或弱化

風險訊息某方面的特性，或者是重新解釋和詳細說明可用的風險象徵和圖

像，然後與心理的、文化的、社會的、制度的過程進行相互作用，最後增強

或減弱風險的感知。因此，在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中，強化同時包含了強化

與弱化這兩個概念。風險訊息透過社會的強化作用能增強民眾的風險感知而

造成社會劇烈的反應；相反地，若風險透過社會的弱化作用將可能降低民眾

的風險感知而致使社會低估風險。風險訊息的強化在社會強化的整體架構中

扮演了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 

 

二、社會強化的架構 

對於一件風險或風險事件，風險資訊往往起源於民眾直接經歷或藉由直

接、間接的資訊溝通與訊息接收而顯現。在社會強化的過程中，風險一開始

經由資訊傳遞的系統來產生；透過多元的溝通管道產生和傳送資訊，例如電

視、面對面交談等等。訊息傳送中透過社會網絡節點來產生風險感知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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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包含對個人及群體所接收的風險訊息強化或弱化以及過濾許多與風險

有關的特性與重要性。在社會強化的架構描述中，風險資訊會藉由在風險訊

息管道、社會網絡節點、個人的網絡節點、制度與社會行為等這些機制過程

中共同形塑成風險的社會經驗，並藉由不斷的反饋與重複最後來達到風險感

知強化或弱化的結果。依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強化風險的機制過程包含： 

 

1. 資訊來源（含個人經歷、直接溝通、間接溝通） 

2. 風險訊息管道（含個人知覺、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和專業的資訊中間人） 

3. 社會網絡節點（含輿論領導者、文化與社會團體、政府組織、弱勢團體、

新聞媒體） 

4. 個人的網絡節點（含個人對資訊的過濾、解讀、直覺探索、評估與解釋） 

5. 制度與社會行為（含態度轉變、政治與社會行動、團體組織的回應、社

會抗議） 

 

由上可知，架構社會強化的網絡結點極為廣泛，諸如個人、社會團體、

行政制度，科學家、科學機構、評估報告和大眾媒體、政治人物、和政府機

構或其他的社會團體及其參與者等等都涵括在內。風險感知的強化透過這些

網絡結點來發揮作用，每一位接收者都可能是風險資訊的強化者。風險的社

會強化概念框架如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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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風險的社會強化概念框架圖（資料來源：Kasperson 等人，1988） 

 

此外，Kasperson 等人並假設組成風險強化的步驟有以下七項： 

1.過濾風險訊息 

2.解釋風險訊息 

3.處理風險訊息 

4.於風險訊息中附加社會價值 

5.與個人文化脈絡的交互作用後進一步去解釋和確認風險訊息。 

6.管制行為，意圖以容許風險或採取行動來對抗風險。 

7.致力於團體或個人行動去接受、忽視、忍受或改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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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七個強化步驟皆會促使一些行為轉變產生；個人的強化弱化反應過

程的結果將導致第二影響，包含了持續性的心理感知、意像、態度，對當地

商業經濟活動的衝擊，政治和社會壓力，風險在自然物理機制上改變（如擴

大或減弱風險的回饋機制），在教育上的改變、使個人取得必須的資訊而能

有所回應，監測和規範風險方式的改變及其他科技上（如大眾接收度降低）

和社會制度上（如損害公眾信任、對體制失去信心）的反應等等。 

 

    第二影響之後被社會團體和個人察覺，間接又導致第三個風險衝擊產

生；這個風險衝擊就像是丟一顆石子到池塘，結果產生像漣漪一般擴散開來

的現象，因而將風險傳播給其他外圍團體，甚至是後代子孫。 

 

三、資訊轉移與回應機制 

   在社會強化的架構下，Kasperson 等人認為風險的社會強化過程包含兩

個主要的階段：第一是關於風險資訊的轉移；第二是社會的回應機制。社會

強化的根本在於風險的社會經驗，包含直接的個人經驗或間接的風險訊息接

收。個人的直接經驗能直接強化風險。ㄧ般而言，戲劇性的意外或風險事件

的經驗會增加對危害的記憶與想像，因而提高風險的感知。（Slovic，1986）

直接的經驗將對危害有所回饋，例如產生避免風險的能力。但是事實上，許

多人都沒有直接的風險經歷；當個人缺乏直接的風險經驗時，常常透過兩個

主要的網絡節點來獲取風險資訊：一是新聞媒體，二是個人網絡。社會團體

中的情誼關係及媒體觀點會影響風險資訊如何被個人看待。因此，資訊流在

大眾反應上變成一個主要的組成成分並扮演著一個主要的強化機制。風險資

訊接收的差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網絡不同將導致風險感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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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風險的社會強化中第二個過程階段是解釋與對資訊的回應。

這些回應機制包含社會、制度和文化脈絡。Kasperson 等人假設四個啟動回

應機制的路徑包含啟發探索與價值標準、社會團體關係、信號評估、污名化。

透過這些回應機制將導致大眾的強烈反應和政府管理風險的回應，從而提供

一個強化風險的循環過程。假若過程中媒體大量報導，將會更激發與強化公

眾的風險感知。例如一個意外或不幸事件的嚴重性，得到媒體的報導，報導

所發出的風險訊息將對民眾的風險感知造成影響，並因此決定社會是否對該

衝擊回應的原因。此外，往往一個具備權威性的溝通來源，能補強瑣碎的事

實訊息，深化民眾對風險的感知。例如當溝通源是被描述為一個獨立的科學

家或者一群諾貝爾得獎者，因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與公信力，因此他們所發

表的訊息內容被認為是可信賴的，通常能夠引起大眾的注意與回應。 

     

綜合而言，在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中，風險強化的過程不只一個路徑，

它可能始於一場真實事件的發生，也可能只是假設意外的風險事件開始，甚

至始於一項生態環境或科學上的風險評估報告。風險的社會強化架構中包含

了風險事件的物理性衝擊、資訊流、社會團體的動員及後續的漣漪效應。不

論個人或團體通常依照他們對風險事件的感知來選擇描述風險事件的特性

並解釋它們。而這些對風險感知的描述與解釋會再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

流來相互影響。訊息交流的過程免不了產生所謂的訊息加工情形，當這些訊

息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可能使他們開始致力於與風險相關的行為，或者可

能改變他對風險原來所持有的信念、增加額外的知識、甚至去採取行動來因

應等等。 

 

不管是個人、團體或社會機構，對於所接收到的風險資訊都是透過行為

來作為回應，進ㄧ步使風險情境更加擴充、使風險變得更加具體。例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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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或組織團體在社會強化中的作用是定位和型塑風險，透過活動使風險成

為社會關注的議題。因此，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內涵指的不只是物理性的傷

害，更可看作是個人和團體獲取、學習或創造風險訊息的結果，同時透過與

社會的、文化的過程相互影響後而被評估，形塑出個人與社會對風險的解

釋，並進ㄧ步產生第二或第三的後續衝擊，促使管理者和政治有所行動和回

應。 

 

四、社會強化理論的實證研究 

Roger E.Kasperson 和 Jeanne X.Kasperson（1997）以風險的社會強化

觀點來探討工業意外發生時應如何進行風險溝通。作者認為公眾對於風險的

感知來自於個人實體的損害經驗、風險資訊的獲取以及社會文化過程中個人

或團體對風險的詮釋。個人或團體本身對風險資訊的掌握，進而去蒐集或散

佈、分享都是一種風險強化的作用。在社會強化的過程中，風險資訊透過各

種社會網絡連結點來進行風險溝通，ㄧ方面產生了漣漪現象，促進了資訊的

傳播，另一方面則強化了民眾對風險的感知。風險溝通是否成功依賴於民眾

對風險的感知與行為。因此，工業意外的風險溝通上必須包含社會整體的資

訊流通與行動，納入多元的社會管道（包含公眾個人、政府行政單位、社會

團體組織等等）來強化或弱化民眾的風險感知。 

 

    Jeanne X. Kasperson and Roger E.Kasperson（2001）同樣以風險的

社會強化觀點來研究跨越國界的風險。文中列舉數個例子來說明，不同的政

府處理態度、相異的風險資訊提供和解釋，都將藉由風險的社會強化而導致

民眾不同的風險感知和行為。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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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gnalina 核能電廠：Lgnalina 是立陶宛的核能電廠，位置比較靠近車諾

比爾（Chernobyl），而且距離瑞典海岸將近 700 公里，但瑞典民眾對該

核能電廠的關心高於國內境內的其他環境議題。文中指出民眾對該風險

的關心來自於社會強化的結果。因為立陶宛媒體對 Lgnalina 核能電廠安

全問題大幅的報導，使得當地民眾對 Lgnalina 核能電廠的安全感到憂

慮，而提高了瑞典民眾對 Lgnalina 核能電廠的風險感知。 

 

2. 狂牛症（Mad cow disease）：狂牛症的爭議，主要來自於英國政府處理

狂牛症的相關問題時出現種種的失誤與拖延，如：英國政府面對狂牛症

的風險威脅時，顯露出貧乏的背景知識，說詞隱含相當大的不確定性，

也未及時採取明確的行動，因而導致了社會大眾對該風險的強化效應，

造成社會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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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風險問題是否存在，常常會有許多不同的定義方式，所獲得的資訊也常

常蘊含著不一致的意義；從風險事件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界定了風險的問

題概念也定位了風險的警訊意涵。因此，風險感知的型塑過程是動態的。在

「風險的社會強化」觀點下，風險訊息的強化發生在傳送和接收的資訊轉移

過程中，傳送者架構傳去接收者的訊息，然後接收者解釋、消化吸收並且評

價訊息。傳送者可能也是新的資訊來源。因此民眾如何感知風險其實相當程

度上也反應出他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所接觸到的資訊、團體組織所傳達的

觀點。 

 

「風險的社會強化觀點」也指出風險的強化效應導因於媒體的大幅報

導、個人網絡、社會團體、組織機構、政府部門的回應行動等；因此，風險

在強化過程中受到了包含心理、社會、制度、文化價值等因素而增強或減弱

大眾的風險感知並型塑組織團體或個人的行為轉變。另一方面來看，不同的

個人直接經歷及社會網絡之資訊接觸情形對個人的風險感知及行為影響亦

會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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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暖化風險 

第一節  IPCC 評估報告 

一、全球暖化與人類活動 

    大部分的大氣氣體成分（氮、氧及氬等佔大氣的 99％），並不會妨礙

或吸收地球的熱輻射，但少部分的氣體，如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

亞氮 N20、氟氯碳化物 CFC 及水蒸氣 H2O 等氣體，容許太陽向下的短波輻射

通過，同時吸收地表向上之長波幅射，阻礙其返回到太空，這些能量圍堵在

地球上，具有加溫作用。這些氣體被稱為溫室氣體，因其作用有如溫室，故

稱溫室效應。若無溫室效應，地球的平均溫度約僅有-18℃。正因為溫室效

應之作用讓地球系統溫度上升為 32.5℃，使地球目前觀測到的平均氣溫為

14.5℃（童慶斌，2007）。 

 

    溫室效應本來就存在於地球系統，但自從工業革命以來，世界經濟大幅

成長，人類大量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料，砍伐森林，使用含氟、

氯的碳化物，用以提供工業生產、商業活動和生活所需；包括熱、電、動力

等的能源，結果造成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氫氟碳化物

等易吸收長波輻射的氣體大幅增加。尤其，二氧化碳排放量更由 1950 年的

每年約 50 億公噸，大幅增加到 2004 年的 300 億公噸（徐恆文，2007）。這

些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量進入大氣中，增加溫室氣體的濃度，進而強化了

溫室效應的作用，使更多的熱輻射被保留在地球系統，結果地球溫度上升形

成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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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PCC  

目前各國對全球暖化的相關了解大多是根據 IPCC 的評估報告而來。世

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和聯合國環境計劃（UN 

Environment Programme）於 1988 年聯合成立「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

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為 IPCC。IPCC

的評估報告是世界各地在氣候研究上各有所長的專家之工作成果，其以先進

的科學技術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進行評估，研究力求反映世界各地氣候變化

情形，並提出公開且透明的建議。 

 

    IPCC 從成立以來，已編寫了一系列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廣泛成為各

國決策者、科學家和其他專家、學童廣泛使用的參考書目。到目前為止 IPCC

已在 1990、1995、2001 及 2007 年相繼發表共四次評估報告。因為 IPCC 氣

候評估報告之研究證據越來越充分，被反駁的聲浪相對越來越少，因而成為

學術研究者必讀的聖經，更是課堂教學最佳的課本。報告中所繪製的各類圖

表，幾乎成為學術界溝通交流的基礎符號。（柳中明，2007） 

 

    IPCC 所發表的四份評估報告，同時成為國際合作應付氣候變化問題的

里程碑。如 1992 年在里約熱內盧制定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

稱 UNFCCC，以 IPCC 委員會第一次評估報告為討論基礎。1997 年的《京都議

定書》（Kyoto Protocol）要求締約國達致減低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

排放標準，其動力來自第二次評估報告。UNFCCC 締約國周年大會則以第三

次評估報告的最新資料作為討論的基礎。（劉雅章，2007）而第四次衝擊評

估發表後，二氧化碳減量再度成為世界共同關心的議題。「2007 年聯合國

氣候變化會議」就溫室氣體減量標準展開熱烈討論與協議。在協議的附註中

提及 IPCC 所做的研究，強調目前極需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遏止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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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上升。（中國時報，2007）由此可知， IPCC 評估報告不論在科學界或

國際上所具有的指標性意義及重要代表性。 

 

三、IPCC 對全球暖化之評估報告 

    根據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氣候變化 2001：綜合報告「決策者摘要」中

指出最新的科學觀測，地球的表面正在變暖，1990 年代非常有可能是紀錄

中有史以來最熱的十年。更新的證據顯示在過去 50 年來所觀察到的大部份

增溫可以歸咎於人類活動。多數研究發現，在近 50 年裡，由於增加的溫室

氣體引起的增溫速率和幅度估計值與觀測到的升溫值相當，或比後者略大。

而在近 140 年中，當把所有人為和自然強迫因子都考慮進去時，氣候模式模

擬與觀測的結果一致性吻合。下圖 3-1-1 可以看出過去 140 年來平均地表

溫度的變化趨勢。 

 

圖 3-1-1 過去 140 年來平均地表溫度變化趨勢圖 
過去 140 年的全球平均溫度的變化。紅色直方圖代表年平均溫度，黑色垂直線代表 95﹪可信

賴區間。黑色平滑曲線代表長期的變化趨勢，週期短於十年的變化已經去除。（資料來源：

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氣候變遷 2001：科學基礎」；台灣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

http://www.tri.org.tw/unfccc/clime/clime02.htm） 

     

IPCC 於 2007 年公佈了第四次的評估報告（AR4），延續 2001 年第三次

評估報告的主張，但提出更完整、更充分的分析資料及可信度更高的科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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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明全球不但持續在增溫，而且平均溫度上升速率越來越快，尤其 1979

－2005 全球暖化跡象十分明顯。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 及一氧

化二氮 N2O 等溫室氣體自從 1750 年以來顯著增加而且與過去 1萬年中的任

何一段時期比較起來都要來得高。2005 年 CO2、CH4 濃度更遠遠超過過去 65

萬年的自然變化範圍。 

 

IPCC 的評估報告對導致全球暖化原因的可能性高低以數個不同的描述

性詞語代表不同程度的相關性，如：「可能」（likely）代表超過六十六％

的可能性，「非常可能」（very likely）代表九十％的可能性，「幾乎確

定」（virtually certain）則是九十九％可能性。ＩＰＣＣ在 2001 年的報

告中指出人類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可能性高於 66％，「人類活動『可能』

導致暖化」，而根據ＩＰＣＣ在 2007 年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人類活動造

成全球暖化的可能性高於 90％，全球暖化的趨勢「十分明確」，而且「非

常可能」肇因於人類活動。IPCC 措詞強烈、語氣堅定，以更多更精確的科

學證據肯定了人類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事實。 

 

IPCC 認為因為人類活動過度消耗化石燃料，排放大量溫室氣體至大氣

中，強化了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不可逆之趨勢。根據 IPCC 第三次評估

報告提供所觀測到的變化實例，如極端的氣候型態越來越多見，強度也越來

越大，冬天越來越冷、夏天越來越熱。另外對自然環境生態的變化如：全球

平均海平面上升、冰川退卻、海冰面積及厚度縮小、非極地冰川大範圍縮小，

極地和山地一些地區永久棟土解凍和退化，植物、昆蟲、鳥類和魚類向極地

和高海拔移動，北半球植物開花提前和遷徙、昆蟲繁殖季節提前、氣候變化

和海平面升高預計會改變生態系統的生產力和生物多樣性，ㄧ些脆弱性物種

滅絕的風險增加，部分脆弱性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遭破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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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這些改變與地球表面變暖的氣候現象一致。顯示全球暖化下，

溫度變化已影響了許多物理和生物系統；不僅全球氣候型態改變，同時也引

發自然界的連鎖反應。 

 

    除此之外，全球暖化還可能對社會經濟造成衝擊。例如： 

1. 氣候變化對人類健康的威脅會增加，特別是對分布在熱帶/亞熱帶國家的

低收入人口。直接影響人類健康者如：在洪水及暴風雨中喪生；間接影

響人類健康者如：疾病傳染媒介（蚊子）的範圍改變、食物供給改變等

等。 

2. 氣候變化加劇世界上許多水資源缺乏地區的水短缺。海平面升高增加沿

海洪災和海水侵蝕的風險，對居住在小島或低地沿海地區人口的社會和

經濟影響尤其嚴重。 

3. 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和所有國家內的貧困人口的影響並不均衡，因而

加劇人們在健康狀況、獲取充足食物、可飲用水及其他資源方面的不公

平；並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人口暴露在相對較高的負面風險之下。 

 

此外，IPCC 第四次的評估報告提出更多更具體的證據，來說明全球暖

化所帶來之衝擊。科學家所觀察到的衝擊如： 

1. 暖化速度持續加遽：第三次評估報告的地球正以「每百年上升攝氏 0.6

度」的速度在暖化，第四次評估報告則修正為每百年上升攝氏 0.74 度，

暖化速度提高了許多。多數區域不論大氣、陸地或海洋正逐漸趨向暖化。 

2. 冰河縮小，海平面上升的現象持續進行：冰河正在迅速融化。上世紀暖

化情況，如：海面上升：1961 到 2003 年，海面每年上升 1.8 公釐；1993

到 2003 年加速為每年 3.1 公釐。 

3. 氣候變異：自 1970 年代起，乾旱範圍擴大、持續更久且情形更嚴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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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美東部、北歐、北亞、中亞降雨「大幅」增加，但非洲南部、南亞部

分地區降雨減少。 

4. 北極冰層：永凍土表層的溫度自 1980 年後上升攝氏 3.0 度；北半球隨季

節變化的結凍區域，比 1900 年時減少 7%。北極海冰平均每 10 年縮減

2.7%。（自由時報，2007） 

 

    若按照 1980 到 1999 年全球暖化的發展趨勢，IPCC 對未來 2100 年全球

氣候狀況提出預測為，到時溫度可能上升攝氏 1.1 至 6.4 度；海平面可能上

升 18 至 59 公分，海岸城市未來可能被海水淹沒；熱浪發生將會更頻繁；颶

風強度可能增強，極端天氣事件更多見。另外對地球生態所受的衝擊是：近

30%的物種可能滅絕；冰川快速融化，極冰層可能會完全融解；水源供應將

比現在更稀少，數億人將用水短缺；靠雨水耕種的農作物產量將減半；非洲

糧食短缺危機將會升高；珊瑚礁普遍受到嚴重破壞等等。 

 

四、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 

    除了 IPCC 針對全球暖化風險問題做了長期的觀察與研究，提出一系列

的科學評估報告之外，國內學者也就全球暖化對台灣造成的各層面衝擊提出

觀察與研究，結果整理如下表 3-1-1： 

表 3-1-1 國內學者相關研究之摘要整理 

項別 對台灣的影響與衝擊評估 

大氣

方面 

吳明進（1992）以統計方法分析台灣過去百年來的氣候資料，顯示台灣的

氣溫除了冬季外有增加的趨勢，夏季尤為顯著。吳明進、柳中明（1995）

的研究顯示台灣百年來全島平均溫度明顯上升，夏季尤為顯著。其採用全

球環流模式研究結果指出台灣氣溫將與全球氣溫一起上升，夏季上升幅度

大，冬季較小。根據許晃雄（1999、2000、2001、2003）的研究亦指出台

灣的增溫趨勢在夏季比冬季明顯，年溫差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且在全球暖

化的趨勢變遷下，台灣長期的氣候趨勢已起了變化，台灣的暖化現象，與

全球暖化趨勢一致；台灣的暖化現象，不只發生於都會區，玉山、東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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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無明顯開發的地區也有顯著的暖化現象。 

柳中明（2007）指出，如果全球暖化持續，台灣南部的高溫日子將只增不

減，降雨時間和水量則會減少，未來台灣可能更仰賴颱風帶來的雨水，而

中南部將面臨最大的缺水衝擊。 

水文

方面 

童慶斌等人（2002）就台灣水文環境短、中、長期所受氣候變遷之衝擊評

估的研究結果顯示，無論是集水區流量、水資源供需、地下水補注量、防

洪系統都將受到氣候變遷產生深遠的影響。謝龍生（2004）研究結果指出

大漢溪及新店溪流域因受氣候變遷之影響，其200年重現期之尖峰設計流量

將普遍增加，將可能超過防洪設計標準。童慶斌（2005）的研究亦指出，

氣候變遷最直接影響即為水文系統。不論河川流量或地下水補注量

均會受到氣候變遷之衝擊，流量與地下水補注量改變會進一步影響水資源

供水能力。由於氣候變遷導致氣候與水文呈現極端化之趨勢，如台

灣豐枯水期的流量差異變大，各期作水田灌溉用水需求有集中化之傾向，

此ㄧ趨勢將加重台灣未來防洪、灌溉需水分布及水資源供給調配操作的

困難。其他如土石流災害亦可能加劇。當水文系統受到影響而改

變，則過去設計之水資源系統將面臨失敗之風險。 

生態

方面 

李宗祐（2003）、楊奕岑（2005）與童慶斌、楊奕岑 （2006）分析全球暖

化對生態所造成的衝擊，研究指出若水溫持續上升將改變環境生態，影響

台灣櫻花鈎吻鮭的適合棲地，造成櫻花鈎吻鮭魚群數量減少。就物種層面

而言，生物可能消失或改變其分布。此外，童慶斌（2002、2005）的研究

成果亦顯示全球暖化將對台灣的鳥類、植物、兩生類、生物多樣性造成潛

在之衝擊。王立志（1995）的研究顯示全球氣候的改變，干擾頻度增高，

將使台灣的各種森林生態體系發生結構與功能上的變動，進而促使台灣未

來的森林分布也發生變化，大氣氣溫的增高對台灣森林生態體系的衝擊

如：海岸林的變遷、植群組成改變及植群帶遷移、高山林木界限向上遷移

等。  

根據陳玉峰（2007）的研究指出，全球暖化造成台灣生態急劇變遷，不少

植物為避高溫而北移，台灣溼地的原生指標植物 30 年來北遷將近 70 公里，

海岸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穩定度降低。不僅海岸植物出現異常情況，高

山林木也因為氣候暖化而出現大規模猝死現象。 

公共

衛生 

柳中明、王玉純等人（2005）對台灣都會區心血管及吸吸道疾病死亡率與

氣象因子之相關分析顯示，多數的氣象因子的確與台灣都會區疾病死亡之

間存在相關性。尤其在極端氣象值上，缺血性心臟病死亡人數與每月最低

溫度相關性最強。而腦血管疾病與溫度、風速、相對濕度、大氣壓力等均

呈現相關。氣象因子對健康形成潛在的衝擊。 

全球暖化的影響層面擴及疾病的傳播。2007 年春初，台灣南部已經出現多

起登革熱案例，若未來持續高溫的情況下，又不加以注意，可能暴發大流

行（柳中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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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林乾坤、陳培詩（2008）「氣候變遷對公共衛生的衝擊」研究同樣

指出臺灣南部地區未來長期暖化趨勢，極可能助長登革熱在都會區的地方

性流行。而溫度增加會改變疾病的分布，當氣溫上升一度，過去只存在於

北回歸線以南的登革熱、埃及斑蚊將會出現在北台灣。全球暖化使公共衛

生面臨新的危機。此外，該研究亦指出，近年來受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

大陸沙塵暴發生頻率及強度增加。由於沙塵暴發生時空氣中懸浮物質急遽

增加，在短時間內造成大規模空氣品質惡化。而地區位處大陸沙塵暴下游

的臺灣空氣品質深受其影響。該研究發現在沙塵暴事件發生後第 1 ~ 3 

天，臺灣因心肺疾病而急診就醫人數明顯增加。 

海平

面上

升 

根據吳明進、柳中明（1995）的研究，台灣各地海平面各有升降，以西南

部海岸上升較為嚴重。蘇國旭等人（2002）的研究，海平面上升會造成海

岸線產生變化、濕地保護區損失、地下水位上升及鹽化情形更趨嚴重等等。

而海平面上升會增加海水倒灌的機會，減少陸地使用面積，對淺海養殖業

生態產生衝擊，加上台灣沿海地區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將帶給台灣

更劇烈的衝擊（呂鴻光，2003；黃啟峰，2007）。 

海洋

生態 

氣候變遷影響海洋水溫與洋流的改變，也會影響海域中魚類及其他生物的

生態。近年來台灣週邊海域的水溫持續增高，造成烏魚無法南下產卵，甚

而改變生態迴游至宜蘭產卵（呂鴻光，2003）。 

資料來源：吳明進（1992）、許晃雄（1999、2000、2001、2003）、柳中明（2007）、

童慶斌等人（2002）、童慶斌（2002、2005）、李宗祐（2003）、楊奕岑（2005）、

童慶斌、楊奕岑（2006）、陳玉峰（2007）、柳中明、王玉純等人（2005）、蘇慧

貞、林乾坤、陳培詩（2008）、蘇國旭等人（2002）、呂鴻光，（2003）；黃啟峰，（2007）。 
 

全球暖化下，不同領域的國內學者已提出相關的研究來佐證台灣所受的

影響與衝擊，不論是從環境系統、大氣系統、水文系統、陸域生態、海域生

態系統等皆可見全球暖化風險可能造成的危害。除此之外，童慶斌（2007）

還指出氣候變遷對國土復育與永續發展之衝擊，其指出氣候變遷將是國土復

育與永續發展推動之最大障礙。可見全球暖化影響所及，涵蓋的層面更甚於

以往的任何環境問題，台灣不但無法從全球暖化中置身其外，且不得不面對

這項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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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暖化風險與特性 

一、全球暖化潛藏之風險 

    綜合 IPCC 的評估報告與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可知，全球的暖化趨勢從

空氣和海洋的全球平均溫度上升、各地的冰山冰川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升

高等層面可觀察出。而全球暖化不僅造成氣候變遷異常的現象，也對物種、

生態造成影響。由於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即使很小

的溫度變化，也可能對脆弱性生物帶來相當大的效應。氣候變化和海平面升

高預計將會改變生態系統的生產力，增加物種遷移，森林結構改變，棲地消

失，而ㄧ些脆弱性物種滅絕的風險更相對增加，使生物多樣性銳減。 

 

除了自然生態的影響變化之外，全球暖化在國家安全方面也可能帶來負

面的衝擊如： 

1. 生命財產安全風險：全球暖化造成全球氣候驟變，各種極端的氣候事件

頻傳，颱風、熱浪、豪雨、乾旱強度增強，高溫熱浪發生的頻率更頻繁

且威力也更強。部分降雨「大幅」增加的地區，容易造成洪水暴發或水

災事件；而其他降雨減少的地區，乾旱範圍不僅擴大，且持續更久情形

更嚴重。這些氣候型態的改變與衝擊都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高度的

危害。 

 

2. 衛生健康風險：植物、昆蟲、鳥類和魚類向高海拔、高緯度移動；疾病

傳染媒介（蚊子）的範圍也跟著改變，登革熱問題可能擴大範圍延伸至

溫帶地區，造成流行疾病蔓延，疾病衛生問題堪慮，構成對人類健康的

衝擊，分布在熱帶及亞熱帶國家的低收入人口尤其首當其衝。另外，因

熱浪、乾旱、洪水、風暴所引起的罹病率及死亡率都有可能增加，也對

各國人民健康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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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土流失風險：全球暖化下，冰山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尤其位

於地勢低窪的國家海岸濕地可能喪失，國土面積及人民生活範圍亦將隨

之減少。而海平面升高同時會增加沿海洪水氾濫和海水侵蝕的風險，這

些風險對於居住在小島或低地沿海地區的人口來說，無疑是枚不定時炸

彈，國家與社會經濟安全面臨巨大威脅。 

 

4. 食物、水資源短缺或分布不均衡風險：全球溫度升高，加劇地區沙漠化

的現象。而氣候變化影響糧食作物的生長，植物生長季節脫序，全球穀

類產量減少，對其他作物產量也造成威脅與破壞，量產歉收使食物供給

發生改變，全球糧食分配不足更形嚴重。另外，全球暖化使極端氣候事

件增加，大澇或大旱情形增加，造成豐枯水期極端化，地下水位下降，

許多水資源缺乏地區水短缺的問題更嚴重。而全球溫度升高致使熱帶與

高緯度地區可用水增加，少雨區缺水之風險卻更加提高，全球用水需求

分配將更不均等。而食物、飲用水及其他資源獲取不足的問題，發展中

國家的人民相對暴露在較高的負面風險之下。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暖化將影響許多物理和生物系統，對全球糧食作物

與水資源、國家安全及人類衛生健康、生命財產等層面造成日益明顯的威

脅。因此全球暖化可說是人類有始以來所遭遇最大的潛在災難風險，全球暖

化所造成的災害衝擊是全球性的，影響範圍涉及社會各個層面。此外，根據

IPCC 評估報告指出即使最低程度的全球暖化，都將改變地球運作的方式；

一旦溫度上升超過 2°C 之門檻，全球將可能出現不可逆轉之威脅性災難，

屆時暖化所引發的連鎖反應將加劇地球機制控制氣候系統的失控力，成為徹

底改變人類生活的臨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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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暖化之風險特性 

一項風險事件是否造成後續的效應與衝擊，可從其風險特性來觀察。研

究者根據 IPCC 的評估報告及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的研究綜合整理出全球暖

化風險至少具備下列幾項特性： 

1.空間全球性： 

    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規模遍及全球各地，從北極到南極，從陸地到

海洋，從平原到沙漠，從富裕的先進國家到貧窮的落後國家，地球上的每ㄧ

個角落，每ㄧ個國家，甚至每ㄧ個人都無法自外於全球暖化的影響下。全球

暖化風險影響的空間範圍非常廣泛，其所造成的災害衝擊是全球性的。 

 

2.影響全面性： 

    全球暖化風險所影響的層面也廣及各個領域。全球暖化將造成冰圈融

化、海平面上升、靠海陸地低窪地區遭海水淹沒、生物滅絕、疾病傳染、糧

食與可用水不足的結果發生。因此，無論是生物圈、地圈、氣圈、陸地圈、

海洋圈、水圈，每ㄧ個地域都難逃全球暖化之波及。此外，全球暖化對人類

生活的衝擊也是全面的，影響範圍涉及社會、經濟、衛生健康、國家安全、

食物資源等各個層面。 

 

3.潛在災難性： 

    全球暖化的後續效應及最終影響構成了未來的潛在災難性；全球溫度升

高對生態的影響如：林木資源枯竭、土壤沙漠化、生物多樣性及生物棲息地

消失；全球溫度升高並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沒全球的海岸城市，淹沒人

類生活棲地，嚴重威脅居民的生存與生命財產安全，流離失所的人增加，無

家可歸者將成為全球暖化下的氣候難民。而全球暖化對氣候的干擾頻度增

高，可能引起氣候系統發生異常的改變，威脅人類生活的強度將越來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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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極端氣候成為常態，發生風暴、豪雨、洪水、熱浪的頻率越來越多，更多

人可能更常遭受這些天災的侵襲，這同時也意謂著人類面臨氣候災難的可能

性越來越高。另外，隨著全球暖化的惡化，改變了糧食生產量與可用水的分

配量，當糧食或可用水不足時，為了爭取僅有的生存資源，可能引發世界社

會與政治的動蕩與不安。科學界更擔心如果全球溫度持續升高，將啟動嚴重

的惡性循環，使得氣候平衡機制徹底崩潰，而這一旦成真，將帶給地球人類

比戰爭更為殘酷的傷害。因此，全球暖化可說是人類有始以來所遭遇最大的

潛在災難風險。 

 

4.科學不確定性： 

即使 IPCC 及其他很多的科學研究認為全球暖化與氣候系統有著高度的

相關性，並對全球暖化提出警訊，然而全球暖化是否就是人為因素所造成，

目前仍存在著不確定的因素。科學界另有一派看法就認為全球暖化現象的確

存在，但科學上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人類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兇手。其

中批評主流觀點最力者是兩位加拿大的科學家 Steve McIntyre 和 Ross 

McKitrick。而加拿大氣候學家 Timothy Ball 也指出，氣候變遷是自然現象，

由太陽溫度的變化所造成，並非人為造成。聖彼得堡 Pulkovo 天文台的太空

研究實驗室負責人 Habibullo Abdussamatov 認為太陽輻射增強，使海洋溫

度升高，釋放大量二氧化碳，才是全球暖化的主因。 

 

另外義大利科學家 Antonino Zichichi 在 4 月底於梵諦岡舉行的「氣候

變遷與發展」研討會上直言，IPCC 所採用的模型前後不一，以科學的觀點

來看毫無意義（徐麗玲，2007）。此外，英國「全球暖化大騙局」紀錄片更

邀訪了許多不同領域的頂尖科學家共同提出不同的論述與主張來駁斥主流

的抗暖化論述，引發各界的震撼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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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氣系統的不穩定性及高度非線性之混沌（chaotic）動態特性，

很難以精確預測（童慶斌，2007）。縱使是最尖端的科學技術工具如超級電

腦，仍很難準確推估出未來可能出現的氣候模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類的

生命和知識有限的侷限，無法充分掌握千百年來的氣候變遷。因此，科學界

對於如何造成全球暖化的看法仍有分歧，迄今尚無一致的共識。許晃雄就認

為科學上全球暖化爭議至少存在下列幾個原因：空間尺度越小、變化越劇烈

的天氣現象，準確度越低。許多影響氣候的物理機制仍未為人類所瞭解。氣

候模式仍不夠完善。自然變遷與人為變遷之界線尚無定論等等。因此目前對

全球暖化的發展研究是情境推估，而不是真實預測。一旦情境不成立，科學

的推估也就站不住腳，科學界在對全球暖化所做的情境推估的論述上仍存在

著不確定性因素。（許晃雄，2007）。 

 

5.結果未知性： 

如果全球暖化情況持續惡化，最後地球究竟會如何發展，無人能知，因

為全球暖化風險是地球有史以來首次因人為因素破壞地球大氣系統平衡而

產生的風險，地球人類從沒有過這樣的經驗，也未曾體驗過這樣的事實，以

目前所累積的人類知識尚不足以回答。而且氣候本身是非線性系統，難以量

化，即使目前科技一日千里，也不易用任何科學儀器精確推估出未來的氣候

模式，更違論能夠做出準確的預測。加拿大科學家大衛．歐瑞爾（David 

Orrell）在其新書《阿波羅的弓箭（Appollo＇s Arrow）》就提出對科學的

質疑：以現代科技預報三天後的天氣都可能不準，科學家又如何能夠預言未

來的氣候變化？科學家真的能夠預知未來嗎？（徐麗玲，2007）正因為科學

的有限研究往往趕不上大氣系統的變化，目前來看，全球暖化未來的結果會

如何仍是一個未知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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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立即影響性： 

科學的研究顯示，全球暖化所顯現的問題並不是一時的變化，而是從工

業革命以來積年累月的轉變過程，是長期的累積變遷導致後續的效應。而全

球暖化對人類或自然生態的影響亦非立即性的。如周昌弘（1995）針對「地

球溫暖化與長期生態研究」指出，由於生態系統結構十分複雜，很多生態變

遷的速度緩慢，生物對干擾的反應隨時間的延長而有不同的變化，還有一些

生態事件發生的頻度很低且無法預測。因此若要了解環境變遷之因果關係，

需要進行長期的監測及分析，如此才能充分了解生態系的本質，其受到人為

或自然干擾時，所產生的反應、變化及其機制。 

 

目前科學家對於全球暖化的未來發展，以情境推估為主，對於災難的描

述多是從未來全球暖化持續惡化後的結果而來。如 IPCC 對未來 2100 年全球

氣候狀況提出預測為，到時溫度可能上升攝氏 1.1 至 6.4 度；海平面可能上

升 18 至 59 公分，海岸城市未來可能被海水淹沒；熱浪發生將會更頻繁；颶

風強度可能增強，極端天氣事件更多見。另外對地球生態所受的衝擊是：近

30%的物種可能滅絕；冰川快速融化，極冰層可能會完全融解；水源供應將

比現在更稀少，數億人將用水短缺；靠雨水耕種的農作物產量將減半；非洲

糧食短缺危機將會升高；珊瑚礁普遍受到嚴重破壞等等，而對各國政府提出

警告。 

 

雖然目前全球暖化對人類社會造成的災難衝擊與結果，不一定短期內皆

可看出，若未來全球暖化沒有改善，氣溫不斷升高，難保人類未來不會面臨

氣候平衡機制崩潰的狀態。IPCC 及其他科學家便呼籲全球暖化繼續惡化的

結果將可能影響後代的生活環境品質，促使氣候系統變遷異常更頻繁、極端

氣候更常出現，傳統生活方式從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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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不可控制性： 

由於全球暖化的速度決定於全球氣溫上升的幅度，地球每上升一度都會

加快冰山冰原冰冒區融化的速度，當氣溫持續升高，海水溫度也將隨之上

升，進而強化全球暖化之機制。又因為氣候系統有著高度的複雜性，全球暖

化形成的災難會何時出現，多快出現，以何種形式出現，在哪裡出現，又會

造成何種衝擊皆非人類所能預測與控制。人類無法控制的還包括全球暖化對

各地影響的程度與範圍。 

 

    因為暖化的效應衝擊因時因地有所不同。亦有研究指出，地球暖化因地

域不同，全球暖化影響有所差異，如中緯度地帶將比目前乾燥，可能影響農

業生產，陸生植物也受衝擊。溫暖化現象，高緯度地區影響大於低緯度，如

當溫度上升，降水量在中高緯度地區增加，而熱帶及亞熱帶地區之變化較

小。全球變暖，則原來多雨的地方雨量更多，原來雨少的地方降雨更少（楊

盛行，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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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之情形 

依照「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來看，風險的社會強化包含資訊轉移與社

會的回應機制兩階段。透過這兩個強化階段的循環過程構成風險的社會經

驗，最後促成風險的感知結果。以此觀點來看，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可起源

於個人的直接經歷或藉由間接的資訊溝通來型塑，而政府、社會的行為回

應，將擴充全球暖化風險的情境，使該風險變得更加具體，進而強化個人對

全球暖化之風險感知。以下將從全球暖化風險之資訊轉移與對全球暖化風險

的社會回應這兩部份來觀察目前台灣全球暖化風險的社會強化情形。 

 

一、全球暖化風險之資訊轉移 

全球暖化風險之資訊轉移分為二部份，一為直接的個人經驗，二為間接

的訊息接收。在直接的個人經驗部份，如果親自感受到或察覺到全球暖

化下的氣候系統或環境生態的改變，如察覺氣候異常變遷、極端氣

候出現、氣溫越來越高等，對全球暖化風險的感知會有較深刻的印

象。在間接的訊息接收部份包含了大眾媒體的資訊管道及社會的資訊

網絡。 

 

    大眾媒體的資訊管道部份包含電影、報紙雜誌、電視節目與電

視新聞、網際網路資訊等等。報紙部分如：自由時報、中國時報、

聯合報、蘋果日報、民眾日報、國語日報等等。雜誌部分如：牛頓

雜誌、科學人、科學月刊、商業週刊、遠見雜誌、天下雜誌、遠見雜誌等

等。這些報紙或雜誌藉由新聞報導或專題報導世界各地關於全球暖化

之最新訊息，也刊載學者專家對全球暖化的最新科學研究。在電視

節目的部份例如公共電視製播的「生活綠主張」、「十點全記錄」、「真

愛家園，節約能源」，三立電視台製播的「全球暖化專題報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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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理頻道製播的「改變世界的 6 度 C」等等，透過節目內容的設計

與介紹，帶領觀眾瞭解當前全球暖化的風險問題。電視新聞報導如

最近新聞報導全球暖化造成冰山融化、物種絕滅、植物時序錯亂、氣候變遷

異常、夏季酷熱氣溫創下歷史新高、夏天越來越熱冬天越來越冷、花朵提早

綻放、植物提早落葉、夏季出現不尋常的打雷、冬天過冷導致養殖漁業魚群

暴斃、蚊子出現於北部冬季、候鳥過境台灣季節異常等等。 

 

在網際網路的部份，平面或電視新聞媒體將全球暖化資訊藉由無國界的

資訊網路平台傳送到世界各地，除了新聞媒體對全球暖化的各種報導，其他

還有民間 NGO 組織、政府相關單位也透過網路方式提供全球暖化資訊，並在

網路上進行節能減碳之宣導。在電影部份如：「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這部科幻片裡，內容講述因為全球暖化惡化導致極區冰棚融化，

全球氣候變遷異常而引發一連串的連鎖效應，最後世界甚至幾乎冰封使得人

類難以存活，內容有真實有虛構，鋪天蓋地的災難場面令人留下高度的視覺

震撼。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有感於全球暖化的惡化，於世界各地進行巡迴演講，

透過幻燈片將世界各地遭受全球暖化浩劫的證據真實呈現出來，讓人了

解全球暖化可能帶來的毀滅性後果，並拍成「不願面對的真相」這部電影，

該部電影還榮獲 2006 美國奧斯卡金像獎最佳紀錄片。還有好萊鎢電影明星

李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的新片「第十一個小時」等，這

些電影都是以全球暖化風險作為背景內容，強調因為全球暖化嚴重，而導致

氣候系統與地球生態產生空前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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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眾媒體管道因為在空間、時間、金錢方面的限制較少，

資訊傳播的覆蓋面比較廣泛，因此在風險資訊的傳達上具有很大的

力量。透過上述的大眾傳播媒體可立即將世界各地全球暖化的真實

跡象呈現在觀眾眼前，或把科學的最新相關研究報告等資訊立即傳

達給廣大社會。若透過大眾媒體大量的密集性報導，將能增加全球暖化

風險相關議題的能見度，引發社會的關注與討論，並進ㄧ步型塑民眾對風險

之感知。 

 

    全球暖化風險的強化，會經由資訊的轉移來產生；除了透過大

眾媒體多元的溝通管道來傳送全球暖化風險的相關資訊進而達到風

險感知的強化作用之外，個人資訊網絡亦是影響個人對全球暖化風

險感知的重要一環。以國小學生而言，與其較為密切相關的資訊網

絡節點包含了學生個人對全球暖化風險資訊的解讀探索（例如因為自

己的好奇想進ㄧ步探索而去蒐集相關資訊或翻閱書籍）、學校活動、教師

教學（對全球暖化的時事說明或教科書的課程教學）、朋友（討論）、家

人（家庭活動）及民間社會各種 NGO 組織、社教機構、鄉鎮圖書館等

等。全球暖化風險之相關訊息在傳送的過程中透過這些網絡節點產

生風險感知的強化作用。 

 

二、對全球暖化風險的回應 

1、國際的回應 

 全球暖化的影響是全球性且不可量化的，每個國家都有可能遭受全球暖

化的衝擊；為了因應全球暖化時代的來臨，如何減緩全球暖化及其所可能造

成之衝擊成為世界各國無法逃避的挑戰，同時也是各國此刻必須嚴肅看待的

課題。世界各國陸續開始針對減緩全球暖化課題制定了相關的規約，以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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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排放為目標。背後的動力來自於有權威的科學性評估（IPCC 評

估報告），而增強民眾對全球暖化風險的可信度。 

1990 年聯合國大會回應 IPCC 之建議，設立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政府間

談判委員會， 1992 年 5 月 9 日於紐約的聯合國總部通過了「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簡稱 FCCC），公約中做出全球性管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

的宣示，希望在穩定溫室氣體濃度的前提下，生態系統可以自然適應氣候變

化，以確保環境能永續發展。1992 年 6 月在巴西里約舉辦的「聯合國環境

發展大會」（即地球高峰會議），ㄧ共有 155 個國家簽署此一公約，並於

1994 年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 

為了讓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能確切落實，1997 年 12 月於日本京都召

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屆締約國大會」，會中並通過具有法律效

力的「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議定書中規範了包含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 OECD 成員國及東歐共 38個國家未來溫室氣體之減量責任，須在 2008

至 2012 年將人為排放包含 CO2、CH4、N2O、HFCs、PFCs 及 SF6 之六種溫室

氣體降低至以 1990 年為基準之 5.2%，以達成具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目

標；同時議定書也訂出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e,ET）及共同減量 (Joint Implementation, 

JI)等三項「京都機制」，並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從「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到有法律效力的「京都議定書」不難看出管制溫室氣體排放成為

國際因應全球暖化問題的主流發展與趨勢。 

除了國際的規範之外，不同國家也展開對民眾或學生的教育宣導。歐盟

以『預防原則』處理即將到來的問題；除了將『調適』和『減碳』的目標一

起放進所設定的願景裡，同時將氣候計劃納入到國家發展的政策脈絡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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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家社會對全球暖化的調適能力和減緩全球暖化的能力都能得到加強。

另外也對大眾進行全球暖化風險之溝通，喚醒民眾對氣候變遷的危機意識，

教育民眾氣候變遷的相關知識，建立民眾節能減碳的觀念。而為了喚起學生

對全球暖化的注意，並讓學生參與對抗暖化的行列，歐盟特別針對學生規劃

出讓學生認識全球暖化的學習文冊，名為「Change」。文冊中指出氣候變遷

異常的原因且帶給地球生態與人類社會的衝擊如極區冰冒融化、冰川後退、

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脆弱性物種消失等等。 

為了因應氣候變遷，減緩全球暖化，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Change」

文冊中清楚標示出學生能夠參與對抗暖化的方法，包含了減少浪費（turn 

down）、關掉電源（switch off）、選擇可以重複使用的物品（recycle）、多

走路（walk）等等。為了鼓勵學生身體力行，文冊後面有讓學生可以共同簽

署的承諾文件。此外在網路上歐盟亦有針對學生而規劃的學習網頁，網站名

稱為「You control climate change」讓任何地區的學生都可以下載與學習。 

在德國，「節能」是學校生活的日常話題。由德國聯邦環境與自然保護

部(Federal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in Germany)

所主導的「學校節源計劃」，不僅提供誘因讓學生們學習節能，更提供孩子

們許多觀察能源的好機會，讓學生自己估計能源耗損量、號召老師和同學加

入一起節能、與他人合作共同達成節能目標，並鼓勵從日常生活的小地方節

能做環保，例如隨手關電關水、垃圾回收等等（翁鳳英，2008）。除了德國

的「節能」教育，日本亦於 1986 年實施能源教育，以因應世界能源情勢之

變化，並保護地球環境資源。 

能源消費大國－美國同樣於 1982 年開始實施「能源教育」。為了因應氣

候變遷，美國環保署「氣候計畫與行動」（U.S. Climate Policy and 

Actions），一方面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加強科學、技術與制度及提高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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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作為計畫執行的三個基本目標，另ㄧ方面則是教育社會大眾降低溫室氣

體排放的行動，計畫中提供生活中（包含在家庭、工作、路上及在學校等四

個方面）25 個可以隨手做到的節能減碳方法。其中，在學校（At School）

不論是學生、教育者、管理者都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在學生方面，

宣導將科學帶入生活，美國環保署利用兒童網站（EPA＇s Climate Change 

Kids Site）提供遊戲和相關的資訊讓學生了解氣候變遷的原因及如何透過

行動來減少溫室氣體的方法。 

在 EPA＇s Climate Change Kids Site 網站內容傳達的重點如下：什麼

是氣候變遷、氣候與天氣、溫室效應、什麼是氣候系統、氣候的歷史變遷、

氣候探測、氣候如何改變、如何行動等。學生的行動方針如閱讀相關書籍、

省電、走路、騎腳踏車、坐公車、與家人或朋友討論氣候變遷、種樹、資源

回收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說明氣候變遷來龍去脈的文字敘述中，文章中

特別強調科學家不是未來的預言家，他們不曉得未來氣候到底會變得怎麼

樣，也不確定氣候變遷將會帶給人類怎樣的衝擊，氣候變遷的結果可能有好

有壞（例如有些寒帶地區氣候將變得溫和適宜人類居住，但也可能對人類健

康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文字特別點出氣候變遷發展與結果的科學不確

定性與未知性。 

2、國內政策制度的回應 

我國因為不是京都議定書會員國，沒有溫室氣體減量的責任壓力，然而

受到國際潮流的影響，台灣仍然無法置身事外。況且氣候變遷衝擊，台灣也

無法倖免。因此為了善盡地球村公民之責任，政府部門也著手開始推動各項

氣體減量的工作並制定「節能減碳」相關政策。如：2006 年行政院審查通

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同年經濟部設立「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

公室」。2007 年行政院將「節能減碳」正式列為國家重大施政方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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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環保署成立「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辦公室」。除了政府部門所推動的相關政

策外， 行政部門也設立相關網站來提供社會大眾全球暖化之相關資訊。如

環保署的「全民二氧化碳減量資訊站」、「NGO 對抗暖化行動資訊網」、「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經濟部的「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資訊網」、「能

源資訊網」等等。 

 

2008 年六月行政院通過經濟部所提出「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永續政策

的推動綱領將由能源供應面「淨源」與能源需求面「節流」來做起，可說是

政府推動「節能減碳」工作計畫之藍圖。例如在政府部門、住商部門、運輸

部門、產業部門、社會大眾等將推動實質的「節能減碳」措施。在推動全民

「節能減碳」運動中，鼓勵民眾「一人一天減少一公斤碳足跡」，並希望紮

根「節能減碳」環境教育，推動全民教育宣導及永續綠校園。經濟部能源局

「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則計畫政府機關及學校率先推動「節

能減碳」行動，以示範引導民間採行。 

為了協助社會大眾更加了解全球暖化，行政部門相繼推出各項「節能

減碳」的宣導活動，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企劃的「觀光旅館業節能減碳自

願行動宣導說明會」、「二氧化碳減量宣傳設計比賽」、「2007 年低碳節能親

子體驗活動」；教育部的「2007 夏至關燈活動」；農委會「一生一樹．綠海

家園」97年植樹節主題活動等等。透過這些行政窗口來加強對社會民眾的

宣導，促使社會大眾了解全球暖化風險並體認溫室氣體減量之重要性。在

宣導家庭減碳部份，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提供『生活小撇步，一起來減量』

行動準則，教民眾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減碳；提醒民眾注意生活上的小細節，

就能輕鬆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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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生活小撇步」的全民減碳運動，強調「一個小改變，可以更環

保」，不管是資源回收、水資源節約、節約能源等，都可以減少 CO2 的排放

等等。此外 2008 年行政院環保署還陸續推動「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行動

方案」之十大無悔措施（包含：冷氣控溫不外洩、隨手關燈拔插頭、省電

燈具更省錢、節能省水看標章、鐵馬步行兼運動、每週一天不開車、選車

用車助減碳、多吃素食少吃肉、自備杯筷帕與袋、惜用資源顧地球等）。以

提升民眾的環保意識，帶領民眾往「低碳社會」邁進。 

透過生活環保節能的方式，即使是一般的國小學童也能對防治地球暖化

盡一份心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全民二氧化碳減量資訊站也特別列舉出國小

學生能夠身體力行的「節能減碳」方式，如：關緊水龍頭，再刷牙洗臉；自

備水壺；不買碳酸飲料；爬樓梯代替坐電梯；提醒父母購買並認明「環保標

章」的產品等等。還有其他方式，如：多種樹、不要砍樹；以腳踏車或大眾

交通工其代步、能步行更好；不用氟氯碳化物噴霧產品；盡量減少使用冷、

暖氣機；節約用電等等。  

 

    在地方縣市的部份也著手展開「節能減碳」的相關活動，如：台北縣政

府推動上班服裝以輕便、節能為主，鼓勵建商採取白熾燈泡換省電燈泡，採

取白熾燈泡換省電燈泡。除此之外，台北縣政府更宣布將於世界地球日（4

月 22 日）的前一個月，訂為「低碳城市啟動月」，並首先推動新板特區成為

全國第一個低碳示範區，同時還宣布多項減碳措施。期能達到實質的減碳效

益。4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為了喚起民眾對全球暖化的關注，進而提升

民眾使用綠色能源的環保意識，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推動

「2008 旅行台灣年」活動，特別配合「422 世界地球日」，以「健康、環保、

生態、知性」四大主題推出「2008 日月潭美利達單車逍遙遊暨星光螢火季」

活動，為國內歷年來規模相當盛大的單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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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行政院並預計 2009 年以 1000 億元的總預算經費來推動包括經濟

部、交通部、教育部、內政部、環保署、國科會等相關單位的節能減碳計畫

（中華日報，2008）。「節能減碳」儼然已成為政府施政之主軸。 

3、市場經濟的回應 

全球暖化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其所衍生的一連串效應正悄悄改寫整個

人類歷史，除了在國際框架下對各國的的溫室氣體排放有所約束外；另一方

面，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經貿與金融逐漸呈現國際化之趨勢，全球市場已經

成形，全球市場意味著全球經濟流通，市場活動的空間打破了國家與國家之

間原有的地域疆界，與過去以一國為單位的經貿範圍大相逕庭。在全球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的潮流下，為了確保產業的國際競爭力，部分企業也開始擬定

對於自身有利的「減碳目標」與因應策略，紛紛開發標榜「節能減碳」的產

品。 

 

    同時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國際上逐漸意識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轉而在經濟工業上對削减產品有害物質，降低環境負荷有了更高的要求，同

時帶動「綠色產業、綠色製程及綠色消費」興起的新趨勢。許多新推出的產

品如環保家電、環保汽機車的廣告皆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全球暖化

風險」為最大訴求，透過電視頻道或平面媒體向社會傳送「全球暖化風險」

資訊。透過經濟制度－市場機制的運作下，一方面改變了國內綠色產業轉型

與開發綠色商品的趨向，間接引導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也藉由

廣告宣傳來推銷其產品「節能減碳」之訴求，同時也傳達了消費者全球暖化

風險之訊息。例如：台達電子的商品廣告、歌林冷氣、東元冷氣標榜省電節

能的新廣告。就連投資基金也搶搭全球暖化熱潮，例如：ING 全球氣候變遷

基金、日盛全球抗暖化基金、再生能源基金等等。此外不少公司也發起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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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運動，期望由公司同仁自身做起，進而影響同仁眷屬與社會。 

 

4、社會組織的回應： 

民間 NGO 組織如：佛教慈濟基金會、主婦聯盟、看守台灣、綠色陣線協

會、台灣環境保護聯盟、千里步道、荒野保護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

灣環境行動網 TEAN、台灣生態學會、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地球公民協會

等等民間組織有各自的專屬網站與社會互動，這些網站上都提供關於全球暖

化之相關資訊、新聞、研究、分享對抗暖化的方法等等讓社會了解全球暖化

風險之後果嚴重性及讓民眾知曉抗暖化如何從本身做起。 

 

有些 NGO 還發行電子報、編印相關的文宣及手冊等等提供給社會大眾關

於全球暖化風險的相關知識與資訊。此外佛教慈濟基金會推動「減碳三三三」

計劃，宣導民眾在日常生活中來落實節能減碳。其他如國內 NGO 也透過舉辦

一些活動來讓社會直接參與對抗暖化之學習。如：志工培訓、進修課程、講

座、環保論壇、座談會、研討會、演講、抗暖化之大遊行等等一連串的宣導

活動，讓社會大眾透過活動直接參與，讓社會大眾了解全球暖化之風險，同

時教育大眾如何透過生活減碳來減緩全球暖化的發展趨勢。 

 

    其他社教機構：如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舉辦「全球暖化與節能減碳特

展」，透過全球暖化所引起的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為社會大眾作完整的介紹，

目的是希望能推廣「節能減碳」行動的重要性。公共電視舉辦的「讓地球

cool 一下」系列活動：如「拔插頭、抗暖化音樂會」、「暖化議題影音報導」、

「拯救地球小尖兵國小師生部落格競賽」、「牽手貼紙串聯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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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制度的回應： 

依據教育部所頒訂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課程內涵包含

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數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

等七大學習領域，此外還將包含性別、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發展

等六大議題融入各領域課程的計劃與教學中。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領域」、「社會學習領域」皆為國小學生七大學習領域課程之ㄧ，各領域課

程的基本內容、課程設計與實施教學，乃依據課程綱要中的課程目標和能力

指標來進行。課程目標和能力指標可說是學生學習之主要內涵與實施原則；

但在課程綱要的原則架構下，教師仍可自主的安排適當的教學情境和選編教

材來進行教學活動規劃，以達成課程目標。近年來，教育部所推動的九年一

貫教育課程中，除了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課題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領域」、「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中，另外也在重大議題－環境教育上將氣

候變遷課題融入課程設計裡，以提高學生對全球環境變遷的知覺與關心。 

 

除了課程綱要的規劃之外，地方縣市政府也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以台北

縣政府為例，其於縣內各學校積極推動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教育、學校本位

生態課程探索、落實生活實踐的環保行動等等。許多小學也開始關注全球暖

化的問題，而在學校透過全校活動或班級教師教學的方式讓學生來了解全球

暖化的嚴重性，同時向學生宣導如何減緩暖化的方法，包含如何節約用電用

水、廢電池回收、垃圾減量、資源回收、採用綠色建築。許多國小更已發展

出具有學校本位特色的「節能減碳」方式，例如校園興建「水撲滿」透過雨

水回收宣導節水、制訂校園環保生活公約、落實相關的能源教育行動，以達

到節約能源之目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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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全球暖化風險之相關研究 

全球暖化風險的問題迫在眉睫，促使越來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一個議

題。Anthony Allen Leiserowitz（2003）的研究從對衝擊的判斷、意像與

文化世界觀的角度來探究其風險感知、政策偏好與個人行動，以說明美國人

如何來看待全球暖化。研究指出從對衝擊的判斷、意像與文化世界觀可以用

來預測美國人的風險感知、政策偏好與個人行動。研究也指出，雖然目前美

國人並不認為全球暖化和健康影響有關，但美國人察覺並關心全球暖化問題

並傾向於透過政黨政策來支持政治領導者及其相關的調適政策。 

 

國內研究如簡慧貞（1999）「環境議題之比較社經風險分析及其健康風

險共同因素探索－以台灣專家認知為例」一文，以五項不同的風險評估指標

來對各項環境議題進行風險評估，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略有涉

及，其研究結果顯示，全球暖化風險在社會安全、生活品質上台灣專家皆評

估為低度風險，在生產成本、投資意願、經濟資源等層面則評估為中度風險。 

 

其他研究如陳昭安（2005）「預測全球暖化造成的熱帶乾旱」，從了解影

響區域降雨變化的物理機制，進而預測全球暖化對區域降雨，尤其是降雨減

少地區之影響。陳昱伶（2005）「企業於全球暖化下之風險管理認知與對策

研究-台灣的經驗」針對國內耗能較高的石化、鋼鐵、水泥、紡織與造紙等

五大產業進行全球暖化下之企業風險管理對策之認知與實際作法的問卷調

查。曾慶揚（2006）「企業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研究─ 以石化、電子及金融

保險業為例」分析、比較，並彙整國外三大產業(石化、電子與金融保險)

在因應全球暖化上具領先地位的企業之經驗作法，提出建議，以做為台灣企

業未來急起直追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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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憶姍（2003）「台灣中部地區國小師資生溫室效應概念之認知研究」，

針對臺灣中部地區國小師資生對溫室效應的認知與迷思想法來探討。王逸欣

（2006）「我國大學生的全球暖化現象之相關知識、態度與行為意向的研究」

針對不同背景的大學生，探討其對全球暖化之相關知識、態度與行為意向的

綜合表現及差異情形，以瞭解我國大學生對於全球暖化議題的認知情形。張

凱惠（2006）「台北市國小教師全球暖化相關概念之調查研究」，主要探討

台北市國小教師在全球暖化相關概念上的了解情形，並分析台北市國小教師

背景與暖化概念了解之關係。 

 

    國內對於全球暖化風險之相關研究為數不少，而且探討的層面廣及各個

學科領域。除了水文環境、大氣科學外，也廣及企業金融、環境教育面向上

對全球暖化的認知、態度的相關研究。但相對於 Anthony Allen Leiserowitz

（2003）的研究，國內針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目前則並不多見。

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簡慧貞（1999）「環境議題之比較社經風險分析及其健康風險共同因素

探索－以台灣專家認知為例」一文，研究對象以專家為主，至於台灣民眾、

包括各教育階段的學生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情形目前則尚不清楚。其他對

全球暖化的概念與知識認知研究也多以大學生或國小老師為主要研究對

象，國小學童的觀點則很少被討論到。但以教育觀點來看，因應全球暖化風

險所思考的在地行動必須要靠教育來紮根與落實，國小階段正是樹立節能減

碳觀念、培養生活環保習慣的關鍵時期，故在研擬全球暖化風險溝通的相關

教育政策前應先了解全球暖化之資訊轉移是否可以強化國小學生對全球暖

化的風險感知並形塑其進一步的相關行為。此為研究者興起研究的動機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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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資訊強化會提高風險感知進一步促成

行為的回應，本研究想要驗證，台灣的資訊強化情形是否如理論所言也會提

高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並影響行為反應，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出於上述三項之研究動機，本文從「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角度切入來

探究國小學生在資訊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與行為反應這三者之間是否存

在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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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在制定抗暖化的相關教育政策前有必要先了解學生對全球暖化風險的

感知與行為反應情形，如此才能協助政策制定者體認在教育制度上風險溝通

或風險管理不足的地方，以進行對策的改善與因應。依據「風險的社會強化

理論」得知風險的社會強化主要透過資訊強化來影響風險感知，並促使一些

行為反應產生。因此，本文依據理論，實際上以「資訊強化」作為社會強化

之內涵，嘗試去了解社會的強化是否會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與行為反應造成

影響。 

 

其中，社會強化對行為反應的影響假設有兩種影響途徑：一是社會強化

直接影響行為反應；二是社會強化先影響風險感知，再由風險感知影響行為

反應。在這個架構下，社會強化作為自變項，並分為資訊接觸管道與資訊接

觸程度兩個構面；中介變項為風險感知，依變項則為行為反應。除了社會強

化、風險感知之外，個人特質屬性或經歷也可能影響行為反應，但由於這非

本論文研究重點，因此不列入假設命題中。而個人屬性中的性別與年級是作

為控制變項。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圖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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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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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本文將對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及節能減碳行為反應

三者之間的影響關係進行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假設命題： 

假設一：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顯著影響。 

    根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風險一開始會經由資訊的傳遞來產生，

透過多元的溝通管道能產生和傳送風險資訊，資訊傳送中透過社會網絡來產

生風險感知的強化作用，進而增強民眾的風險感知。尤其當個人缺乏直接的

風險經驗時，常常會透過社會網絡節點來獲取風險資訊。因此，風險感知的

形塑過程是動態的，「資訊流」是一個最主要的強化機制，風險資訊接收的

差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網絡不同將導致風險感知的分歧。若是接觸越多相關

的資訊越能強化對風險之感知。因此本文第一個假設為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 

根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不管是個人或團體與社會機構，其對於

所接觸的風險資訊都是透過行為來作為回應，進一步使風險變得更具體，換

言之，社會強化能形塑個人行為的轉變或者採取行動來因應。因此第二個假

設為社會強化會直接影響行為反應。 

 

假設三：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 

    根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社會對資訊的解釋和回應會強化或淡化

民眾的風險感知，進而引起民眾的注意或回應，例如風險的社會強化過程

中，若媒體不斷地大量報導，將能更激發或強化民眾的風險感知，從而促使

民眾對風險採取下一步的行動。由文獻的探討可知，社會強化會影響風險感

知與行為反應，因而本研究將社會強化的影響途徑分做直接影響（即假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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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透過風險感知的間接影響兩種。因此第三個假設為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

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                             

 

假設四：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此一假設乃根據假設一至假設三而來，透過階層迴歸分析的聯合檢定來

觀察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此一變項是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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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測量工具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社會強化，中介變項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依變項為

行為反應。採用自編問卷及量表方式來蒐集資料，測量工具為（一）社會強

化問卷，計 2題，用以測量受試者的社會強化情形。（二）「全球暖化風險感

知量表」，計 7題，用以測量受試者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三）「節能減

碳行為反應量表」，計 5題，用以測量受試者因應全球暖化風險所採取之行

為反應。（四）個人屬性部分，計 2題，用以分析受試者個人背景。各變項

之操作型定義及測量工具如下： 

 

一、社會強化： 

（一）、社會強化之操作型定義 

    根據「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風險一開始會經由資訊的傳遞來產生，

透過多元的溝通管道之下，能產生和傳送風險資訊，「資訊流」是一個最主

要的強化機制，而風險資訊接收的差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網絡不同將導致風

險感知的分歧。因此，資訊接收的差異及資訊接觸管道可以用來觀察社會強

化的內涵。本研究以「資訊的接收程度」及「資訊的接觸管道」兩個構面來

作為觀察社會強化差異的內涵。 

 

（二）、測量工具：「社會強化問卷」 

    1、「資訊的接觸管道」之問題內涵： 

       我覺得自己所接觸到的全球暖化資訊管道很多元？ 

2、「資訊的接收程度」之問題內涵： 

       我覺得自己所接收到的全球暖化資訊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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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從整體上來評估問題，圈選一個與自己經驗情形

最相符者。記分方式為「李克特氏五點量表」，依「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到 5 分。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

者與該層面之敘述越符合，資訊強化情形愈佳。 

 

二、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一）、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之操作型定義 

    由「心理測量範式理論」可知，藉由個人對風險特性的評估可以建構個

人的風險感知，其中又以「恐懼性因素」的風險特性感知度最高。因此本研

究以理論中「恐懼性因素」的風險特性為依據，以研究需要選擇八個恐懼性

風險特性來評估受試者對全球暖化風險之內心反應，藉以建構全球暖化風險

感知。 

 

（二）、測量工具：「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 

本文首先對全球暖化風險進行特性描述再請受試者評估對該風險特性

的態度，風險特性描述與問題內涵如下表 4-3-1 所示：  

 

表 4-3-1 全球暖化風險特性描述與問題內涵 

恐 懼 性 風 險 特 性 描述 問題內涵 

風險特性ㄧ、全球災難性： 

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規模遍及全球各地，影響的空間範圍非

常廣泛，其所造成的災害衝擊是全球性的。透過此ㄧ風險特性可

了解受試者對全球暖化基本特性之認知。 

1、我覺得全球暖化

會對所有人類的生

命安全造成威脅 

風險特性二、個人影響性： 

地球上的每ㄧ個角落，每ㄧ個國家，甚至每ㄧ個人都無法自外於

全球暖化的影響下。透過此ㄧ風險特性可了解受試者是否感知全

球暖化對其個人有影響 

2、我覺得全球暖化

對我而言有危險 

風險特性三、後代的影響性： 

全球暖化的後續效應及最終影響構成了未來的潛在災難性。IPCC

3、我覺得全球暖化

會持續影響到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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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科學家便呼籲全球暖化繼續惡化的結果將可能影響後代的

生活環境品質。透過此ㄧ風險特性可了解受試者是否認為全球暖

化的影響會持續到下ㄧ代 

來的生活 

風險特性四、後果嚴重性： 

全球暖化將造成冰圈融化、海平面上升、靠海陸地低窪地區遭海

水淹沒、生物滅絕、疾病傳染、糧食與可用水不足的結果發生。

因此，無論是生物圈、地圈、氣圈、陸地圈、海洋圈、水圈，每

ㄧ個地域都難逃全球暖化之波及。此ㄧ風險特性在於了解當全球

暖化被視為一個災難時，受試者是否認為其後果是嚴重的？ 

4、我覺得全球暖化

會造成很嚴重的災

難後果 

風險特性五、恐懼性： 

此ㄧ風險特性在於了解受試者對全球暖化產生的反應，是否能冷

靜看待還是會做出恐懼的反應。 

5、我很害怕面對全

球暖化的問題 

風險特性六、對風險的控制性： 

此ㄧ風險特性在於了解，在全球暖化風險之下，受試者是否認為

個人能避免或遠離其風險所造成之災害 

6、我覺得我無法遠

離全球暖化可能引

發的災害 

風險特性七、風險增加性： 

若按照 1980 到 1999 年全球暖化的發展趨勢，IPCC 對未來 2100

年全球氣候狀況提出預測為，到時溫度可能上升攝氏 1.1 至 6.4

度；海平面可能上升 18 至 59 公分，海岸城市未來可能被海水淹

沒；熱浪發生將會更頻繁；颶風強度可能增強，極端天氣事件更

多見等等。此ㄧ風險特性在於了解受試者認為全球暖化風險會持

續增加還是減少？  

7、我覺得全球暖化

會持續惡化，對人

類的威脅會一直增

加 

風險特性八、風險預防性： 

因為氣候系統有著高度的複雜性，全球暖化形成的災難會何時出

現，多快出現，以何種形式出現，在哪裡出現，又會造成何種衝

擊皆非人類所能預測。此ㄧ風險特性在於了解受試者是否認為全

球暖化之災害可以被事先預防 

8、我覺得人類無法

預防全球暖化災害

的發生 

 

此部分由受試者根據自己的感知和經驗來評估八個風險特性的風險感

知，記分方式為「李克特氏五點量表」，依「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到 5 分。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者與

該層面之敘述越符合，風險感知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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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為反應： 

（一）、行為反應之操作型定義 

    約翰．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2007）將「反應」按常識分

成二類：外顯反應（overt response）與內隱反應（implicit response）。

外顯反應意指人類通常所表現的可見行為，而內隱反應則是指體內的肌肉和

腺體系統，包含了情緒、思考。本文所指的行為反應採用約翰．華生對「反

應」的廣泛分類來作成問題依據，包含了外顯的可見行為及內隱的認知、態

度。一般而言，「節能減碳」是指「節約能源」與「減少二氧化碳」。為了因

應全球暖化、降低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國際上、政府、民間組織多

以「節能減碳」做為行動的努力目標。 

 

另外，根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能源教育計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能

源教育資訊網，2008）的研究指出，就教育過程而言，國小階段的學生最適

合認識能源教育，以樹立國小學生能源態度、觀念與行為。國小的能源教育

以建立學生節約能源的正確觀念、態度認同與行為習慣之養成為主。主要內

涵如傳達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及迫切性，宣導珍惜能源的概念，進而能以實際

的行動來節約能源保護地球。基於上述，本研究以「節能減碳」來作為提問

之主軸，以了解全球暖化風險下，學生行為反應的具體內涵。 

 

（二）、測量工具：「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 

本研究以「節能減碳」來作為行為反應量表提問內容之主軸，以了解全

球暖化風險下，學生行為反應的具體內涵。施測者在對受試者進行施測前，

先了解受試者對「節能減碳」的認知情況，其後施測者總結「節能減碳」的

定義，但不深入加以具體說明，以了解學生的實際情況。 

行為反應的問題內涵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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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知道什麼是「節能減碳」？ 

2、我知道為什麼要「節能減碳」？ 

3、我知道「節能減碳」的方法有哪些 

4、因為全球暖化，我的日常生活習慣已經變得很環保 

5、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做到「節能減碳」 

    依據題意，由受試者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圈選一個與自己經驗情形最

相符者，記分方式為「李克特氏五點量表」，依「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到 5 分。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

者與該層面之敘述越符合，行為反應之表現愈佳。 

 

四、個人屬性變項 

    為了了解受試者之個人背景，屬性變項包括性別與年級。變項區分如下： 

1、性別：分為男、女二個類別 

2、年級：分為五、六年級二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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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北縣在學的國小學生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之相關研

究，故研究之母群體為 97 學年度台北縣之國小高年級學生，包含了五、六

年級的學童。研究範圍以台北縣為主。樣本之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說明如下： 

一、預試樣本 

根據王保進（1999）指出：適當的樣本，題數與樣本數之比例通常至少

需 1：5。本研究預試問卷題目共 14 題，應回收至少 70 份有效預試樣本數。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以便利取樣的方式選取臺北縣國民小學之五、六年級班

級學生作為施測對象，預試問卷發放 384 份，實際回收.384，回收率.100.

％，有效問卷.384 份，佔回收問卷.100％。預試樣本的分配情形如下表 4-4-1

所示： 

表4-4-1預試樣本的分配情形 

學  校 板橋市中山國小 石門鄉石門國小 汐止市保長國小 

年  級 五年級 六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班級數 4 4 2 2 2 2 

出席人數 112 116 33 37 42 44 

回收問卷數 112 116 33 37 42 44 

總回收問卷數 384 

 

二、正式樣本 

由於本研究並未探討城鄉差異對不同變項的影響，因此受試的學生不作

不同地區的比較。但為了能夠更客觀而且更全面地反映出台北縣國小學童的

普遍意見，避免施測對象全部都是都市化學校學生，或全部都是鄉村化學校

學生，致使台北縣可能潛藏的城鄉差異因素影響研究結果之判讀，因而本研

究之正式施測，先依「都市學校」及「鄉村學校」對台北縣的縣立國小學校

進行分層。 



 

 83

依照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修正公布的「地方制度法」之規定，「縣轄市」

的定義為人口聚居達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業發達、自治財源

充裕、交通便利及公共設施完備之地區。鄉、鎮目前在地方制度法中並無嚴

格之區分，但鄉、鎮的人口聚居皆少於十五萬人。因此，本文中所界定的「都

市」學校為「縣轄市」學校，即十個縣轄市中的學校；而「鄉村」學校

則包含了鄉、鎮學校，即四鎮、十五鄉內的學校。一般而言，「縣轄市」都

市化程度較高，人口密度較高，工商業較發達，資訊也比較流通。而鄉、鎮

地區人口密度較低、地理位置較為偏遠，從事農業的人口比率較高，資訊較

不流通、公共建設也較為欠缺。 

 

依照此「地方制度法」台北縣共有十個縣轄市、四個鎮、十五個鄉，詳

述如下： 

1. 縣轄市：板橋市、三重市、中和市、永和市、新莊市、新店市、土城市、

蘆洲市、汐止市、樹林市。 

2. 鎮：鶯歌鎮、三峽鎮、淡水鎮、瑞芳鎮。 

3. 鄉：五股鄉、泰山鄉、林口鄉、深坑鄉、石碇鄉、坪林鄉、三芝鄉、石

門鄉、八里鄉、平溪鄉、雙溪鄉、貢寮鄉、金山鄉、萬里鄉、烏來

鄉。 

 

    本研究先對台北縣國小學校做出分層之後，再採取「便利抽樣法」從都

市學校與鄉村學校分別各抽取數個學校來做為施測樣本。礙於研究的時間、

經費與人力，研究者無法採大規模的施測。本研究從「十個縣轄市」中選取

5所學校，再另外從「四鎮、十五鄉」中選取 3所學校。最後從選取的這 8

所學校中抽取該校五、六年級的班級學生進行問卷調查。預計發放 975 份問

卷。 



 

 84

    第五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15.0 版統計套裝軟體為統計分析工具，資料回收之後

將受試的各項測驗分數及問卷登錄並進行分析。本研究使用的統計分析如

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是用來描述資料特性的方法，藉由平均數、標準差、百分比、

次數分配的樣本結構分析，來了解樣本的特性與樣本的分布情形，及受試者

在各變項的反應情況。 

 

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所要掌握的是問卷的構念效度。它能夠將為數眾多的變數，濃

縮成較少的幾個精簡變數，即抽出共同因素（張芳全，2008）。透過因素分

析的抽取，可以用以表示原先資料的結構，同時又保有原資料結構所提供的

大部份訊息（何金銘，2001）。 

    本研究對初次架構的「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

表」進行因素分析，用以對量表之內部進行共同性檢定，從而建立量表的建

構效度。 

 

三、信度分析 

    信度是指所使用的問卷調查測量工具所衡量出來結果之穩定性及一致

性。（周子敬，2007）一個具有高信度的測驗工具，即使是在不同時間或

不同環境下接受同樣的測量，所得的結果誤差才會越小。Cronbach（1951）

所提出之α信賴係數，評估整個尺度一致性的診斷測量，是目前行為研究

最常使用之信度測量指標，通常α值在 0.7 以上表示有高信度。（周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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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吳明隆（2000）亦指出當α值在 0.7 以上，表示為可以接受之信

度，若α值在 0.8 以上，則表示所回收之問卷具有極高之信度。由於信度

分析完全要依據統計分析方法，因此預試問卷回收後對「全球暖化風險感

知量表」、「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進行信度分析，用以對量表之結果進

行穩定性檢定，從而建立量表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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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效度分析 

效度是指測量工具的有效程度。即一份測量工具所能正確測量到的特質

程度。評估效度的高低程度，可用內容效度來加以評判。內容效度是指衡量

工具的內容是否能反應出符合研究主題的程度（周子敬，2007）。為了建立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及「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之內容效度，本研

究藉由專家專業知能檢驗本問卷之內容效度；在進行預試施測之前，先請三

位相關領域之大學教授及九位教授自然科學或社會領域的國小教師針對本

問卷題目之正確性與適切性進行評估及修改，不適當之題目加以修改或予以

刪除。以建構本問卷之內容效度。進行內容效度審核之專家及國小教師名單

如下表4-5-1所示： 

                表4-5-1  預試問卷內容效度之專家及國小教師名單 

姓  名 職   稱 

周桂田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童慶斌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林子倫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黃劭芸 台北縣國小教師 

許淑麗 台北縣國小教師 

溫素梅 台北縣國小教師 

羅任鎗 台北縣國小教師 

林家鴻 台北縣國小教師 

劉世和 台北縣國小教師 

謝宜芳 台北縣國小教師 

邱怡萍 台北縣國小教師 

余素如 桃園縣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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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歸分析 

    為驗證根據理論所提出之假設是否成立，因此將設立下列六項迴歸模

型。 

模型（一）個人屬性是否會影響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模型（二）社會強化是否會影響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模型（三）個人屬性是否會影響節能減碳行為反應。 

模型（四）社會強化是否會影響節能減碳行為反應。 

模型（五）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節能減碳行為反應。 

模型（六）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是否會影響節能減碳行為反應。 

 

    根據以上假設，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法分析，同時採用階層式迴歸

來進行假設的聯合檢定，逐一將自變項置入迴歸模型中，藉以觀察不同模型

分別對依變項的整體解釋力及各個自變項對依變項解釋力的變化，之後再對

單一變數進行 t值檢定。 

 

假設一中，為了檢測「社會強化」變項是否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顯著

影響，首先把控制變項「個人屬性」放在第一個模型，再將自變項「社會強

化」放入第二個模型中，檢視 R平方的增加是否通過顯著水準的考驗。 

假設二與假設三中，為了檢測「社會強化」變項是否對對行為反應有顯

著影響，及「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是否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

顯著影響，首先在模型三放入「個人屬性」變項，觀察 R平方值的解釋力與

F是否顯著。在模型四控制了「個人屬性」變項後，放入「社會強化」變項，

觀察 R平方值的解釋力與 F值是否顯著，同時檢視 R平方值的增加與 F值變

動的情形是否顯著，以了解加入「社會強化」變項所增加的解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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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五控制了「個人屬性」變項及「社會強化」變項後，再放入「全

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檢視 R 平方的增加值與 F 值變動的情形是否顯著。

最後並以模型六來觀察「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在控制了個人屬性變項之

後，其 R平方的增加值與 F值變動的情形是否顯著。最後綜合各模型的統計

結果檢定「風險感知」是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依 Baron＆Kenny（1986）之觀點，檢驗變項是否具中介效果的方法包

含三步驟：第一步驟，前因變項對中介變項之迴歸分析，但不包括結果變項；

第二步驟，前因變項對結果變項之迴歸分析；第三步驟，前因變項與中介變

項同時對結果變項之迴歸分析。若前因變項－中介變項－結果變項關係成

立，將會符合以下情況：第一、前因變項必定會影響中介變項；第二、前因

變項也一定會影響結果變項；第三、中介變項必定影響結果變項；第四、前

因變項對結果變項的影響在第三情況會小於第二情況。此外，在中介變項被

控制之下，若前因變項對結果變項無顯著影響，則具完全中介效果（full 

mediation），若前因變項對結果變項的影響小於第二情況，但仍具有顯著

性，則稱為部份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ion）（何武恭，2003；杜佩蘭，

1999） 

 

因此，如果假設一、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顯著影響；假設二、

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假設三、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

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三者同時成立的情況下，且社會強

化在假設三的影響情況小於在假設二的情況，但仍具有顯著性時，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此一變項便是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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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測量工具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之測量工具為初次之架設，預試前先經過相關領域專家進行內容

效度檢核，在預試問卷回收後進行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結果如下： 

 

一、「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 

本研究針對.384.位預試對象的資料，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進行因素分析，依據文獻構念強制抽取一個因素，再以最大變

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經統計軟體分析

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值為..857，已經達到 Iser（1974）提出KMO值的決

策標準，介於「有價值」到「極佳」間之標準（王保進，2006）。Bartlett

球面性檢定值為946.686，在自由度為28時，已達顯著水準，因此可以拒絕

淨相關矩陣不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也表示這份資料相當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在未刪題的情況下，累積解釋變異量為.44.202%。因為累積解釋變異量

在50％以下，代表所保留題目無法有效解釋研究者所期待之因素（張芳全，

2008）。因此決定將該試題因素負荷量於該因素中小於..30 者，予以刪除。

最後，原設計8題之量表，刪除第8題，餘下7題再做因素分析，此時KMO

為..859，Bartlett球面性檢定值為933.338，在自由度為21時，已達顯著水

準，因此可以拒絕淨相關矩陣不是單元矩陣的假設，表示這份資料相當適合

進行因素分析。依理論萃取一個因素後，累積解釋變異量達50.422 %。此因

素命名為「恐懼性因素」。而因素之Cronbach  ＇α值為0.815，α值在0.7

以上表示有高信度，整體而言量表內在信度具有相當一致性。但因第5題因

素負荷量小於..50者，因此斟酌修改題目使題意表達更清楚。修改完成，此

量表即命名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下表4-6-1即為此一量表信、效

度值整理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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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預試樣本之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預試量表題號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正式量表題號

1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對所有人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

脅 
.809 1 

2 我覺得全球暖化對我而言有危險 .814 2 

3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影響到我未來的生活 .738 3 

4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造成很嚴重的災難後果 .774 4 

5 
原題目：我很害怕面對全球暖化的問題 

修改後題目：我害怕全球暖化的情況會持續惡化
.365 5 

6 我覺得我無法遠離全球暖化可能引發的災害 .778 6 

7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惡化，對人類的威脅會一直

增加 
.573 7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3.53 

50.422% 

50.422% 

Cronbach  ＇α值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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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 

本研究針對.384.位預試對象的資料，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進行因素分析，依據文獻構念強制抽取一個因素，再以最大變

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經統計軟體分析

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值為..812，已經達到 Iser（1974）提出KMO值的決

策標準，介於「有價值」到「極佳」間之標準（王保進，2006）。Bartlett

球面性檢定值為452.083，在自由度為10時，已達顯著水準，因此可以拒絕

淨相關矩陣不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也表示這份資料相當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在未刪題的情況下，累積解釋變異量為.52.745 %。因為累積解釋變異量在

50％以上，而且因素分析結果每一因素負荷量於此因素中皆大於0.6，因此

決定所有試題予以保留，此因素命名為「節能減碳行為反應」。而因素之

Cronbach  ＇α值為0.775，α值在0.7以上表示有高信度，整體而言此量表

內在信度具有相當一致性。此量表即命名為「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此

一量表之信、效度值整理摘要如下表4-6-2所示。 

   

 表4-6-2「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預試樣本之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預試量表題號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正式量表題號

1 我知道什麼是「節能減碳」 .764 1 

2 我知道為什麼要「節能減碳」 .714 2 

3 我知道「節能減碳」的方法有哪些 .770 3 

4 因為全球暖化，我的日常生活習慣已經變得很環保 .725 4 

5 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做到「節能減碳」 .651 5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2.637 

52.745% 

52.745% 

Cronbach  ＇α值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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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在97年12月初以便利取樣的方式針對臺北縣的國民

小學進行選取。下表.5-1-1.即為正式樣本的學校基本資料，在所選取的學

校中，包含鄉鎮與都市學校，再從各校五、六年級抽取兩班以上的學童進行

施測，共計發出.975份問卷，回收後刪除無意義填答或作答不完整者，計.39.

份，獲得936份有效問卷，回收率.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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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1 正式樣本的分配情形 

鄉鎮市 
學  校 年  級

總班級數

（取樣）

班  級 

人  數 

填答問

卷數 

有效問

卷數 

五年級 25（2） 68 68 61 
新莊市 光華國小 

六年級 25（2） 70 66 63 

五年級 15（2） 67 67 67 
板橋市 埔墘國小 

六年級 16（2） 68 66 66 

五年級 12（2） 68 61 55 
三重市 厚德國小 

六年級 12（2） 66 45 43 

五年級 18（2） 64 64 63 
新店市 安坑國小 

六年級 19（2） 64 62 53 

五年級 2（2） 66 64 64 
汐止市 北港國小 

六年級 3（2） 50 48 47 

五年級 10（3） 87 87 87 
淡水鎮 新興國小 

六年級 10（3） 98 97 95 

五年級 5（2） 50 48 48 
金山鄉 金山國小 

六年級 5（1） 30 24 20 

五年級 4（2） 56 56 54 
萬里鄉 萬里國小 

六年級 4（2） 52 52 50 

總計 185（33） 1024 975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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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936 份，經由次數分配進行樣本結構分析結果如下： 

在年級部分，五年級的受試者為 499 人，佔有效樣本的 53.3％，六年

級的受試者為 437 人，佔有效樣本的 46.7％，受試者以五年級學生略多於

六年級學生。在性別部份，男性受試者為 482 人，佔有效樣本的 51.5％，

女性受試者為 454 人，佔有效樣本的 48.5％，受試者以男性學生略多於女

性學生。個人屬性統計分析如下表 5-1-2 所示。 

           表 5-1-2 個人屬性統計分析表 

個人屬性 類別 樣本數 百分比 

男性 482 51.5％ 
性別 

女性 454 48.5％ 

五年級 499 53.3％ 
年級 

六年級 437 46.7％ 

     

此外，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及行為反應此三個變項經由統計分

析後得知的總平均數與標準差如下表所示。整體而言，台北縣國小高年級學

生對社會強化此一變項的反應平均數為 3.23，標準差為 0.99。而在「全球

暖化風險感知量表」及「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的平均數和標準差各為

3.81、0.99 及 3.63、1.05。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行為反應變項

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分析如下表 5-1-3 所示。 

 

表 5-1-3 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行為反應變項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分析表 

變項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會強化 2 3.23 0.99 1 5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7 3.81 0.99 1 5 

行為反應 5 3.63 1.0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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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之測量工具經過相關領域專家進行內容效度檢核，又經預試問卷

回收後進行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成為正式問卷。但由於受試的樣本及對象

不同，信效度會有所差異，因此正式問卷回收之後進行樣本信效度的檢定，

分析如下：  

一、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的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針對.936位正式受試對象的資料，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進行因素分析，依據文獻構念強制抽取一個因素，先萃取特徵

值大於1的因素，再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經統計軟體分析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值為..930，已經達到 

Iser（1974）提出KMO值的決策標準，介於「有價值」到「極佳」間之標準

（王保進，2006）。Bartlett球面性檢定值為4064.134，在自由度為21時，

已達顯著水準，因此可以拒絕淨相關矩陣不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也表示這份

資料相當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整體累積解釋變異量為.65.596%。因素之

Cronbach α值為0. 908，為高信度，此問卷內在信度具有相當一致性。下

表5-2-1即為此一問卷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表 5-2-1「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正式樣本之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對所有人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 .876 

2 我覺得全球暖化對我而言有危險 .830 

3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影響到我未來的生活 .866 

4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造成很嚴重的災難後果 .872 

5 我害怕全球暖化的情況會持續惡化 .842 

6 我覺得我無法遠離全球暖化可能引發的災害 .708 

7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惡化，對人類的威脅會一直增加 .644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4.592 

65.596% 

65.596% 

Cronbach  ＇α值 .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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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反應量表的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針對.936位正式受試對象的資料，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進行因素分析，依據文獻構念強制抽取一個因素，先萃取特徵

值大於1的因素，再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經統計軟體分析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值為..864，已經達到 

Iser（1974）提出KMO值的決策標準，介於「有價值」到「極佳」間之標準

（王保進，2006）。Bartlett球面性檢定值為3628.266，在自由度為10時，

已達顯著水準，因此可以拒絕淨相關矩陣不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也表示這份

資料相當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整體累積解釋變異量為.75.609%。因素之

Cronbach  ＇α值為0.919，為高信度，表示此問卷內在信度具有相當一致

性。下表5-2-2為此一問卷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表 5-2-2「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正式樣本之信、效度值整理摘要表 

題

號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知道什麼是「節能減碳」 .906 

2 我知道為什麼要「節能減碳」 .908 

3 我知道「節能減碳」的方法有哪些 .892 

4 因為全球暖化，我的日常生活習慣已經變得很環保 .805 

5 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做到「節能減碳」 .833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3.78 

75.609% 

75.609% 

Cronbach  ＇α值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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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 

一、「社會強化」對風險感知的迴歸分析 

分析「社會強化」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將以「風險感知」為依變項，「社

會強化」變項的兩個構面「資訊接觸管道、資訊接觸程度」為自變項，控制

「個人屬性」變項的階層迴歸模型分析之。「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

知的迴歸分析如表 5-3-1 所示。首先在模型一只放入「個人屬性」變項，此

迴歸模型一的 R平方值為 0.001，F 值為 0.688，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個

人屬性」變項對整體迴歸模型沒有顯著影響，而個人屬性中不論性別或年

級，其迴歸係數β值皆不顯著，表示「個人屬性」變項對風險感知皆沒有顯

著影響，即風險感知並不會因為個人屬性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模型二中，控制「個人屬性」變項後，加入「社會強化」的兩個構面「資

訊接觸管道與資訊接收程度」時，整體迴歸模式之 F值為 110.194，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社會強化」變項對整體迴歸模型有顯著影響。而資訊接

觸管道之迴歸係數β值為 0.222，資訊接收程度之迴歸係數β值為 0.418，

皆達 0.05 的顯著水準，又二者同為正數，表示「社會強化」變項對風險感

知都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即資訊接觸管道越多元與資訊接收程度越充分，其

風險感知越高。其中，又以資訊接收程度對風險感知的影響較大。 

 

在 R平方部分，R平方值由 0.001 提升為 0.321，增加了 0.32 的解釋變

異量，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社會強化」變項可解釋風險感知的總

變異量為 32％。由於調整後的 R平方值大於 0.3，表示此一模式適配度十全

十美（周文賢，2004；周子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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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模型二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假設一「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

險感知有顯著影響」成立。 

 

 表 5-3-1「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風險感知 

模型一 模型二 
迴歸模型 

迴歸係數 T值 迴歸係數 T 值 

常數項 3.669 26.322*** 1.782 12.167***

性別 .013 .388 .025 .936 個人

屬性 年級 .036 1.100 .038 1.404 

資訊接觸管道   .222 6.988***社會

強化 資訊接收程度   .418 13.133***

R 平方 .001 .321*** 

R 平方改變量 .001 .320*** 

調整後的 R平方 -.001 .318 

F 改變量 .688 219.376*** 

F 檢定 .688 110.194***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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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 

    為了想了解「社會強化」是否會影響行為反應，及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

項是否在「社會強化」與行為反應之間的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將「社會強

化」對行為反應的影響分為兩種假設，一為假設「社會強化」會直接影響行

為反應，二為假設「社會強化」會透過風險感知來間接影響行為反應。本研

究以階層迴歸分析法來對這兩個假設進行聯合檢驗，從逐次加入的自變項

中，觀察增加的 R平方是否顯著，以了解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是否為社會

強化與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之間的中介變項。模型三先放入「個人屬性」作為

控制變項，模型四放入「社會強化」的兩個構面「資訊接觸管道」與「資訊

接收程度」為自變項，模型五放入「風險感知」為中介變項，各模型皆以「節

能減碳行為反應」為依變項。 

 

    在模型三先只放入「個人屬性」變項時，此迴歸模型一的 R平方值為

0.001，F 值為 0.499，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個人屬性變項對整體迴歸模型沒

有顯著影響，而個人屬性中不論性別或年級，其迴歸係數β值皆不顯著，表

示該變項對行為反應皆沒有顯著影響，即行為反應並不會因為個人屬性的不

同而有所差異。 

 

    模型四中，控制個人屬性變項後，加入「社會強化」兩個構面變項時，

整體迴歸模式之 F值為 162.491，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變項對整體

迴歸模型有顯著影響。「資訊接觸管道」與「資訊接收程度」的迴歸係數β

值皆為.367，係數β值皆為正，且皆達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此二個構面

對行為反應都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即資訊接觸管道越多元與資訊接收程度越

充分，其行為反應越佳。模型四中 R平方值由 0.001 提升為 0.411，增加了

0.41 的解釋變異量，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社會強化」可解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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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的總變異量為 41％。由於調整後的 R平方值大於 0.3，表示此一模式適

配度十全十美（周文賢，2004；周子敬，2007）。由模型三、模型四的迴歸

分析結果可得知假設二「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成立。 

 

在模型五，加入「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後，整體迴歸模式之 F值為

290.903，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變項對整體迴歸模型有顯著影響。「資

訊接觸管道」、「資訊接收程度」與「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迴歸係數β值分

別為.141、.247 及.541，係數β值皆為正，且皆達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

此三個變項對行為反應都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即資訊接收管道越多元、資訊

接收程度越充分，及風險感知越高其行為反應越佳。但加入「全球暖化風險

感知」變項後，「社會強化」各個構面的迴歸係數值略微減少。以變項的相

對重要性而言，在模型五的各變項中，由於「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迴歸係

數β值大於「資訊接觸管道」、「資訊接收程度」的迴歸係數β值，表示「全

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邊際影響力大於「社會強化」對行

為反應的邊際影響力，可見「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此一變項在模式五中，對

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影響力最大。 

 

此外，在模型五中，R平方值由 0.411 提升為.610，增加了 0.199 的解

釋變異量，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由於調整後的 R平方值大於 0.3，表示

此一模式適配度十全十美（周文賢，2004；周子敬，2007）。而模型五較模

型四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解釋變異量多增加了 19.9％，表示「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變項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可以提升 19.9％的總解釋變異量。「社

會強化」與「全球暖化風險感知」二者可解釋行為反應的總變異量共增加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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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增加「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的確能提升整體對節能減

碳行為反應的解釋能力。換言之，社會強化在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此一變項同

時存在的情況下，整體模型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影響將變得更大。由上述

可知，假設三「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

響」成立。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如表 5-3-2 所示： 

 

表 5-3-2「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行為反應 

迴歸模型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迴歸

係數 

T 值 迴歸

係數 

T 值 迴歸

係數 

T 值 

常數項 3.707 25.101*** 1.434 9.919*** .412 3.25** 

性別 .007 .222 .031 1.233 .011 .512 

年級 -.032 -.978 -.038 -1.495 -.051 -2.503**

資訊接觸管道   .367 12.402*** .141 5.381***

資訊接收程度   .367 12.409*** .247 9.994***

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 

    .541 21.776***

R 平方 .001 .411*** .610*** 

R 平方改變量 .001 .410*** .199*** 

調整後的R平方 -.001 .409 .608 

F 改變量 .499 324.137*** 474.197*** 

F 檢定 .499 162.491*** 290.903***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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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若再單獨由風險感知對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知，模型六

中控制個人屬性變項後，加入「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時，整體迴歸模式

之 F值為 345.517，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此變項對整體迴歸模式有顯著

影響。風險感知此變項之迴歸係數β值為 0.725，達 0.05 的顯著水準，為

正數，表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變項對行為反應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即全

球暖化風險感知越高，行為反應越佳。模型六中，R平方值由 0.001 提升為

0.527，通過 0.05 的顯著水準，說明了此變項可解釋行為反應的總變異量為

52.7％，表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確有顯著的解釋能

力。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如表 5-3-3 所示： 

 

      表 5-3-3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迴歸分析 

依變項 行為反應 

迴歸模型 模型三 模型六 

 迴歸係數 T值 迴歸係數 T值 

常數項 3.707 25.101*** .888 6.610*** 

性別 .007 .222 -.002 -.086 個人

屬性 年級 -.032 -.978 -.058 -2.576** 

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 

  .725 32.163*** 

R 平方 .001 .527*** 

R 平方改變量 .001 .525*** 

調整後的 R平方 -.001 .525 

F 改變量 .499 1034.449*** 

F 檢定 .499 345.517*** 

註：***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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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檢驗結果： 

從上述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假設一、假設二及假設三皆完全成立。另外

由於假設一、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顯著影響；假設二、社會強化

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假設三、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

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顯著影響；模型六、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

反應有正向顯著影響；上述條件同時成立下，且社會強化在模型五的影響情

況小於在模型四的情況，但仍具有顯著性，顯示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此一變項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假設四完全成立。迴歸分析結果彙總整理如下表

5-3-4 所示：  

 

表 5-3-4 迴歸分析結果彙總表 

迴歸 

模型 

迴歸分析結果 假設結果 

模型一 性別、年級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沒有影響  

模型二 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一完全成立 

模型三 性別、年級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沒有影響  

模型四 社會強化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二完全成立 

模型五 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

應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三完全成立 

模型六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正向

顯著影響 
 

模型二、模型四、模型五、模型六皆有正向顯著影響 

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假設四完全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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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為了因應全球暖化、降低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的衝擊，「節能減碳」近

年來已成為全球性的重要議題，同時也是政府目前要努力的目標，「節能減

碳」一詞儼然是時下最「響亮」的口號。然而節能減碳行為如何有效推廣及

落實，需要一些策略性的方式來進行。目前政府所提出之對抗暖化方法多是

要求民眾配合節能減碳之措施。但作者認為若只是單方面的官方宣導與一昧

地呼籲民眾配合並不容易產生深遠的效益，因為當民眾處於被動配合的角

色，容易緣於固有的生活習慣而難以展開自發性的徹底實踐，因此作者認為

對抗暖化的治本方法在於要讓民眾個人在調適暖化的過程中扮演一個主動

積極的角色。而從本文獻探討可知，社會強化與全球暖化風險感知是型塑個

人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關鍵。 

 

    基於此，本研究嘗試以台北縣的國小學生為例，從社會強化與全球暖化

風險感知的角度來建構一個系統性的相關模型，用以解釋台北縣國小學生節

能減碳的行為反應。從本研究結果可知，「社會強化」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

有正向的顯著影響，當資訊接收程度越充份及資訊接觸管道越多元時，全球

暖化風險感知就越高，對節能減碳的行為反應也越佳。 

 

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社會強化」除了對節能減碳行為反應有直接的

正向顯著影響之外，也會透過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中介效果間接對節能減碳

行為反應造成影響。因而可知本研究結果與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所主張的觀

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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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本研究結果可知，欲達到積極的節能減碳行為反應，可從社會強化

與風險感知兩部分來著手規劃相關的策略。以歐盟而言，其因應全球暖化的

策略之ㄧ，即是積極提高民眾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而為了提高民眾對全

球暖化的風險感知，在其中一項名為「You control climate change！」的

計畫中，其以四項的方式來協助民眾「控制」氣候變遷；並策略性地透過電

視、報紙、網際網路、廣告、電子信件等各種不同的大眾傳播媒體來引發大

眾的關注。歐盟的作法頗值得國內政府及教育有關單位借鏡。 

 

    解決問題，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同時也需要能正確認識問題、理解問

題，最後展開實踐的行動；因為如何正確看待全球暖化風險，有時可能比全

球暖化風險本身更重要。因此，在社會強化部分，一方面政府有關單位可積

極從不同的管道提供社會大眾正確的相關資訊，另一方面則可計畫性地深化

社會大眾對正確知識的認識程度，藉此讓全球暖化風險被清楚而正確地認識

以提升大眾與學生的風險感知，進而促成節能減碳行為反應之實踐。 

 

然而，提升民眾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並不是要造成民眾恐慌，相反

地，是要民眾能正確理解全球暖化的風險特性及其所可能衍生的效應。因此

在全球暖化風險感知部分，政府在制定相關的政策前，宜先對社會大眾的全

球暖化風險感知進行了解與掌握，從而提出有效的相關策略，以提升民眾與

學生的風險感知，進而全面提升全球暖化的風險管理品質。 

 

    為了因應全球暖化，減少二氧化碳，環保署、經濟部、經建組及地方縣

市政府相繼規劃不同措施來鼓勵各級產業與全體民眾節能減碳。然而長遠來

看，因應全球暖化，減少二氧化碳的在地行動需要靠學校教育來向下紮根。

學生的風險感知及節能減碳之思維習慣可以在教育過程中透過學校老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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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力量來培養。學校教育可說是進行調適暖化行動一個重要的推動機制，

也是因應全球暖化問題相當關鍵的一步。因此，如何調適與因應暖化的政策

應整體納入國民教育中，從小學教育階段就開始起步，讓學生於校園生活中

正確培養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及節能減碳的思維習慣，進而推廣至家庭與社

區，民間社會的適應能力便可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如此，「調適全球暖化」

方能由下而上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運動。 

 

尤其，對國小學生而言，其大部分的學習資訊是從學校教育來獲取，學

校教育可說是提供學生風險訊息的主要網絡節點。若能藉由學校的教育，可

以使學生個人取得必須的相關資訊，而知道面對全球暖化問題能如何回應。

從本研究可知，社會強化中，資訊接收程度對於行為反應的邊際影響大於資

訊接觸管道；由於學校教育對學生的資訊接收有直接的、深刻的及持續的影

響，因此，對國小學生而言，學校教育是進行社會強化與提升全球暖化風險

感知的重要平台。 

 

風險的社會強化理論中假設風險強化的步驟有七項，全球暖化風險可應

用此七步驟來進行強化，步驟如下: 

 

一、先過濾全球暖化風險訊息 

二、解釋全球暖化風險訊息 

三、處理全球暖化風險訊息 

四、學校教育者於全球暖化風險訊息附加社會價值 

五、學校教育者與個人文化脈絡交互作用後進一步解釋和確認風險 

六、學校教育者管制學生行為、鼓勵或帶領學生採取行動來對抗全球暖化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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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教育者致力於全校或班級學生去調適全球暖化風險 

 

然而，上述七項步驟若皆由國小教育者來進行，對國小教育者而言，恐

怕並不容易，因為每一位老師接觸相關的訊息知識程度不一，有深有淺，若

在教學者個人資訊不夠充分及個人能力有限的情況下對全球暖化風險訊息

進行過濾、解釋與處理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著技術性的難度，自然在教學上難

以進行。而且由於目前全球暖化風險仍是一個不確定的、未知的風險，為了

避免各校或不同老師對全球暖化訊息有不同的過濾、解釋與處理，造成不同

受教學生因而產生不同的感知與行為反應，因此，前三項步驟應先由教育政

策有關單位做好完整的統一規劃，亦即教育政策有關單位宜先對全球暖化訊

息進行過濾、解釋與處理。 

 

教育政策有關單位擬定出對訊息過濾、解釋程度與處理方式的準則後，

供各校、老師依循，如此情況下教學目標成果才能普遍一致。最後再由各校、

老師於學校教育中進行後面四項風險強化之步驟。因此，本研究主張風險強

化之步驟在實際融入學校教育前應針對不同的步驟進行系統分工，如此才能

達到可預期的成效。 

 

而進行資訊強化及提升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的學校教育，除了上述步驟之

外，還可從下列三方面來著手推展： 

 

一、九年一貫課程教材 

學校課程教學設計與課本編排內容乃依據九年一貫課程目標與分段能

力指標來進行。近幾年教育部雖然已陸續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題納入

國民教育，但其學習階段僅主要設定於第三學習階段（即國中），因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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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暖化議題之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在國中階段有比較深入且完整的課程主

題規劃。相對地，國小教育階段則未見編列全球暖化議題的專題課程。在國

小教育階段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及「社會學習領域」中雖然對

全球暖化議題略有論及，但僅止於整體環境變遷的概略描述，尚未規畫可帶

領學生深入去探究的課程。關於全球暖化環境議題之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

力內涵分別整理於後（見附錄一至附錄四）。雖然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

題存在許多艱澀的專業知識，但本研究認為在國小教育階段的教學，還是可

以讓學生慢慢由淺入深學習，循序漸進來了解。同時藉由學校老師靈活的教

學方式來傳達簡單易懂的概念。因此，本研究認為，九年一貫課程應在國小

教育階段便規劃專題性的全球暖化之相關課程，透過國小教育多多提供學生

相關資訊，以強化學生對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同時培養學生關心全球暖化

議題，儘早養成學生節能減碳的生活習慣。 

 

二、學校的自主活動 

除了九年一貫課程的規劃之外，學校可自主規劃系統性的教學，透過全

校性的活動來積極推動相關的資訊教育，讓學生了解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同

時向學生宣導如何減緩暖化，方法如：廢電池回收、垃圾減量、資源回收、

如何節約用電用水、制訂校園環保生活公約、並進一步落實生活實踐的環保

行動等等，以達到節能減碳之行為目的。例如建安國小的＂省＂政府活動、

深坑國小的減碳抗暖化學習中心等等。 

 

三、敎師的主導 

班級中，教師的主導教學，有助於全球暖化資訊強化的進行，同時提升

學生的風險感知，進一步落實相關的實踐行動。因此，教育單位應多鼓勵教

師進修，或者舉辦相關議題之研習活動，讓老師有此管道可以正確學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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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唯有老師對全球暖化風險具備了正確的認識與觀念，才能將這正確的

認識與觀念傳達給學生。老師在獲得了相當的正確知識水平之後，教育單位

應多鼓勵教師將全球暖化風險之資訊融入教學、並開發適切的教學教案，將

全球暖化較專業或艱澀的知識轉換為有趣的、生動的、容易了解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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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強化問卷」、「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及「節能

減碳行為反應量表」，為本研究初次所建構，在問題導引的設計上受制於研

究者，無法總括所有可能的因素，量表項目與問題之選擇有其不可避免的預

設性與侷限性，未臻理想和完備處，還有待後續研究的修正與補充。研究結

果上，因受限於時間、人力、經費等因素限制，暫時無法擴大研究範圍和人

數，因此對象僅以 97 學年度台北縣的國小五、六年級學生為主；因為是針

對台北縣國小五、六年級學生來做結論，因此，不宜推論於其他縣市及其他

年級之學生，也不宜作為過去或未來學生對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及節能減碳行

為反應的論斷。 

 

此外，本研究經統計分析與假設驗證而獲致結論，綜合本研究之限制後

對後續研究者建議如下： 

1、本研究所建構的「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只針對「恐懼性風險因素」

來設計問卷，並不包含「未知性風險因素」。因此建議未來的後續研究可

以增加「未知性風險因素」的問卷來探討，以擴充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

表的因素內涵，讓全球暖化風險感知量表更完備。 

2、本研究所建構的「節能減碳行為反應量表」係針對節能減碳的概念方向

來設計，內涵層面甚為狹隘，建議往後的研究可以針對不同的行為意涵

及類別來多元設計，全球暖化行為反應量表方更具有全面性。 

3、本研究所建構的「社會強化問卷」係根據風險強化的理論內涵而來，設

計資訊接觸管道及資訊接觸程度兩個項目來提問，但題項略為不足，建

議往後的研究可以繼續擴充相關題項，萃取資訊強化的因素及類別進一

步架構出資訊強化量表。 

4、本研究的施測對象僅侷限於台北縣的國小學生，建議未來的施測對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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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擴展至不同縣市的國小學生及不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如：國中、高中

與大學；甚至是國小老師和一般社會人士。而施測對象可以進行跨縣市

的比較、不同教育階段（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比較、及老師或

社會人士的比較，以了解台灣不同教育階段的學生、不同工作領域的社

會人士，其資訊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及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的差異情

形。 

5、本研究並未將城鄉差異因素納入研究範疇，因此建議未來的相關研究可

以就城鄉差異對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和行為反應等不同變項的

影響做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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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關於全球暖化與節能減碳之相關教材內容要

項 

課

題 

主

題 

次主題 

自

然

界

的

作

用 

交

互

作

用 

220 全球變遷 

溫室效應 

4a.知道溫室效應的意義。（第 4階段） 

4b.嘗試解釋造成溫室效應的原因。（第 4階段） 

氣候變遷 

4g.知道即使大器與海洋組成中的些許變動，只要時間夠長，便會對氣候產生重大的影

響。（第 4階段） 

4h.知道聖嬰現象。（第 4階段） 

生

活

與

環

境 

環

境

保

護 

421 環境污染與防治 

空氣污染與防治 

2b.知道什麼是空氣污染（第 2階段） 

3d.體察空氣受到污染會對生物產生的影響，並能知道空氣污染防治的簡易方法。（第 3階段） 

4d.能夠收集資料歸納空氣污染的種類及污染來源，並比較防治與改善方法。（第 4階段） 

廢棄物質與資源回收 

2c. 知道垃圾分類的重要，並由生活中具體實踐，減少廢棄物與響應資源回收的行動。（第 2 階

段） 

3e.知道垃圾處理不當是造成水、空氣污染的來源之ㄧ，進而提出日常生活如何進行垃圾

減量、物品重複使用、資源回收的可行辦法並具體實踐。（第 3階段） 

4e.能在生活中具體實踐，減少廢棄物與資源回收的行動。（第 4階段） 

永

續

發

展 

保

育 

510 生物和環境 

生物生長所需的條件 

4c.了解生態穩定的意義和造成生態系不平衡的原因。（第 4階段） 

511 人類與自然界的關係 

人類活動和環境 

3a.知道人類活動會改變環境，這種改變可能破壞自然環境，並了解森林面積的減少對大

氣、土地等的影響。（第 3階段） 

人和其他生物的關係 

3b.知道人類活動會影響其他生物（第 3階段） 

人類與自然界的平衡 

4a.知道目前人口成長衍生的諸多問題，並能探討人類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同時知道

人類必須做好自然保育才能維持生態系的穩定。（第 4階段） 

生物多樣性的保持 

4b.了解瀕臨絕種生物的定義，並知道台灣的自然保育要項及國際自然保育的趨勢。（第 4階

段） 

 

512 資源的保育與利用 

資源有限 

1a. 能知道一些日常生活中可回收或再利用的資源（例如紙張、鋁罐、塑膠、保麗龍）

（第 1階段） 

2a. 能知道地球只有一個。（第 2階段） 

3b.體認自然景觀、水土等自然資源一但破壞，極難恢復。（第 3階段） 

 

自然資源 

3a.認識各種自然資源（例如土、岩石、石油、煤、淡水、空氣、陽光、各種動植物），

其用途及資源之有限性，進而了解「地球村」的理念。（第 3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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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能源的開發與利用 

節約能源 

1a.體察日常生活中，節約能源的重要。 

2a.知道什麼是能源，並認識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能源(例如瓦斯與電能)。（第 2階段） 

2b.覺察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燃料(例如木炭、酒精、固態酒精、汽油、天然氣等)。（第 2階段） 
2c.能養成節約能源的態度，不隨意浪費水電、瓦斯。 

3a.知道煤、天然氣、石油、核能、水力與太陽能為重要能源。（第 3階段） 

3b.知道我國各種發電能源依賴進口的情況(例如火力發電、核能發電)，並收集有關我國各式發電

廠、近年發電量、及各種發電方式佔我國發電量的排序(火力、核能、水力)的資料。（第 3階段）
4a.體會可利用的能有多種形式(水力、風能、木材、核能…等)，並能區分非再生性的能源(例如

化石燃料與核能)與再生性的能源(例如水力與太陽能)。並認識瓦斯、煤礦與汽油(如 95、92 無鉛

汽油、高級汽油等)的性質，並透過小組活動討論油價調價對民生的影響。（第 4階段） 

 

節約能源與開發新能源 

3c.察覺陽光是最大的能源，並收集有關利用太陽能的例子，同時能收集各種在家庭中節約能源的

方法並進行創造性思考，提出嘗試解決能源問題的方案(例如假設現在地球所有燃料都用光了)。

（第 3階段） 

4d.收集並討論生活中節約能源的技術或方式。（第 4階段） 

備註：（  ）表示學習階段別，第 1階段為一、二年級、第 2 階段為三、四年級、第 3 階段為五、六年級、

第 4階段為國中一、二、三年級 

資料來源：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fields/2003/natureScience-sour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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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社會學習領域」關於全球暖化環境議題之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力內涵 

階段\ 

能力

指標\ 

基本

能力\ 

第一

階段  

(1-2

年

級) 

第二階段  

(3-4 年級) 

第三階段  

(5-6 年級) 

第四階段  

(國中 7-9 年級) 

文化

學習

與國

際了

解 

  9-3-4 

列舉全球面臨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保、飢餓、犯罪、

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

科技研究等），並提出問題

解決的途徑。 

 

運用

科技

與資

訊 

 8-2-2 

舉例說明科學和技

術的發展，改變了人

類生活和自然環境。 

  

獨立

思考

與解

決問

題 

  1-3-10 

列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

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

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9-4-5 

舉出全球面臨與關心的課題

（如環保、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

等），分析其因果並建構問題解

決方案。 

資料來源：.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fields/2003/society-sour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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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中七至九年級社會領域基本內容 

 主題軸 內容 說明 

七年級基本內

容 

人與空間 台灣的生態特

色 

1. 臺灣的環境問題  

說明臺灣各生態環境系統的環境問題與解決方案。

九年級基本內

容 

全球關連 全球性議題 2. 全球環境議題  

說明在高度經濟發展下造成的全球環境問題 ( 如

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水資源 ) 及其解決方案。 

資料來源：. 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fields/2003/society-sour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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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環境教育議題中有關於全球暖化之分段能力指標 

課程目標 課程核心內容 學習階

段 

(1) 環境覺

知與敏感

度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第二學

習階段 
 

(2) 環境概念

知識 
2-3-1 能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類社會的影響。 

2-3-2 認識經濟制度、傳播與政治組織與環境管理行為的互動。 

2-3-3 認識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後的文化差異。 

第三學

習階段 

(3) 環境價值

觀與態度 
3-2-1 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個人

興趣、嗜好與責任。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立積極的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3-3-3 能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並積極參與的態度。 

3-3-4 能關懷未來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第二學

習階段 

 

 
第三學

習階段 

(4) 環境行動

技能 
4-1-1 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 

4-1-2 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與認識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

並能具體提出生活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4-2-1 能歸納思考不同區域性環境問題的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4-2-2 能草擬一份社區環境保護行動計畫。 

4-2-3 能分析評估國內區域性環境問題發生原因，並思考解決之道。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

的議題。 

4-3-3 能藉各種媒體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環保議題與策略。 

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行策略。 

4-3-5 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遷。 

第一學

習階段 

 

 

 
第二學

習階段 

 

 

 

 
第三學

習階段 

(5) 環境行動

經驗 
5-2-1 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5-2-3 執行綠色消費、環境保護節目及環境關懷行動。 

5-3-1 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5-3-2 具有參與地區性和國際性環境議題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經驗。 

第二學

習階段 

 
第三學

習階段 

備註：上列「a-b-c」的編號中，a代表課程核心內容序號，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c代表流水號。

第一學習階段為一至三年級，第二學習階段為四至六年級，第三學習階段為七至九年級。 

資料來源：.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discuss/discuss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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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國小學生社會強化、全球暖化風險感知、節能減碳行為反應研究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首先感謝你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的目的是想要了解以下三個部份： 

ㄧ、你個人接觸全球暖化資訊的情形。 

二、你個人對於全球暖化風險的感覺和想法。 

三、面對全球暖化風險，你實際做出的行為反應。 

這份問卷並沒有標準答案，也不會影響到你的成績，問卷的結果僅只作為學術研

究之用，所以請你完全依照自己的真實情形來作答，你的答案和資料都不會外洩

出去，請放心作答喔！  

                          國立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指導教授：周桂田  博士

                                                  研究生：范博淳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

【填寫說明】這份問卷包含背面一共有四部份，每一部份各有數個問

題，請依相關提示來作答，每ㄧ部分的題目都要作答喔！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一、學校：台北縣            市/鄉/鎮          國小       年級 

二、性別：□ 男生  □ 女生 （擇一打「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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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資訊接觸 

小朋友，請你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在「非常不同意 1」、「不同意 2」、「普通 3」、

「同意 4」、「非常同意 5」五個等級中，選擇一個最符合你現在情況的答案。並

將代表的數字填在（   ）裡。例如：第 1題：（   ）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從不同

的資訊管道接觸有關全球暖化的資訊？如果你覺得你非常不同意上面這句話的

說法，請在題目前的（  ）中，填入 1 這個數字。下面問題依此類推。 

題      目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自己所接觸到的全球暖化資訊管道很多元？ 1 2 3 4 5 

2.（   ）我覺得自己所接收到的全球暖化資訊很充分？ 1 2 3 4 5 

 

第三部份：感覺與想法 

小朋友，下面的題目是想了解你個人對於全球暖化的感覺與想法，請

你根據自己的感受從右邊 1到 5的號碼選項中，選擇一個最能描述你現在

感覺或想法的敘述，把號碼填入（   ）中。例如第 1題：我覺得全球暖化

會對所有人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如果你非常同意這種說法，請你在題

目前的（  ）中，填入 5 這個數字，依此類推。 

題      目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1.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對所有人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 1 2 3 4 5 

（   ）2.  我覺得全球暖化對我而言有危險 1 2 3 4 5 

（   ）3.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影響到我未來的生活 1 2 3 4 5 

（   ）4.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造成很嚴重的災難後果 1 2 3 4 5 

（   ）5.  我害怕全球暖化的情況會持續惡化 1 2 3 4 5 

（   ）6.  我覺得我無法遠離全球暖化可能引發的災害 1 2 3 4 5 

（   ）7.  我覺得全球暖化會持續惡化，對人類的威脅會一直增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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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行為反應 

小朋友，請你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在「非常不同意 1」、「不同意 2」、「普通 3」、

「同意 4」、「非常同意 5」五個等級中，圈選一個與自己經驗情形最相符合的答

案。 

題      目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1. 我知道什麼是「節能減碳」 1 2 3 4 5 

（   ）2. 我知道為什麼要「節能減碳」 1 2 3 4 5 

（   ）3. 我知道「節能減碳」的方法有哪些 1 2 3 4 5 

（   ）4. 因為全球暖化，我的日常生活習慣已經變得很環保 1 2 3 4 5 

（   ）5. 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做到「節能減碳」 1 2 3 4 5 

 

※親愛的小朋友，謝謝你的填答！最後請你再仔細檢查一遍，所有的問題都

一定要填答完整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