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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中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環境污

染等風險社會議題頻傳，政府、產業與民間彼此

對立、不信任，使得問題如滾雪球般地擴大直至

難以解決。對此，本中心倡議因應鉅變時代，唯

有強化風險治理研究，提升公眾風險感知，並將

其落實於有效的政策風險溝通，進而提升政府、

公民與產業三方面的信任，如此才能突破困境，

為難解的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即「聚焦風險治理

研究，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鑑此，臺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致力於研究「全球低碳社會經濟、能源與社會

轉型」主議題，在此架構下延伸四個子議題「氣

候變遷能源轉型」、「低碳創新綠色經濟」、「食

品安全」與「新社會風險」。這些議題為當前臺

灣社會轉型的關鍵。本中心以進行研究來提供政

策參考，建立長程政策論述與規劃建言外，本中

心亦企圖將這些學術研究成果轉譯為企業、政府

與公民易懂的知識內容，進行有效知識傳播，打

破學術與社會藩籬，全面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序



為了讓學術不僅只是知識生產，並且實踐知識轉譯，本中心自 2015年

開始年度working paper系列出版，突破學術藩籬讓知識公開傳散。今年 (2017

年 )以一年三期的系統性規劃，並依照中心研究議題和相應重要時事而發刊。

「聚焦風險治理研究、強化風險溝通實踐」是條漫漫長路，唯有邁開步伐、

進行典範轉移，使臺灣能面對鉅變世代下的發展危機，傳散風險溝通知識來

紮根下一世代，才得以突破臺灣社會轉型困境。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卓越的學術位置出發，

希望藉由《THE WORKING PAPER OF RSPRC 2017》系列叢書的出版，一同

為突破臺灣社會轉型的困境努力！聚焦風險治理研究與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促進臺灣社會轉型的想法，仰賴深植臺灣社會、經濟且高瞻遠矚的閱聽眾來

支持。讓我們不僅正視問題也共同面對挑戰，同時將希望的種子紮根於臺灣

社會。希望藉由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來打造更永續的世界，一同朝向臺灣低

碳、美好未來。

風險社會與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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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氣候變遷已給全球帶來難以避免且複雜龐大的風險，臺灣不

單需要配合調適及積極因應，更要重新定位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並

深刻地思考如何在國家、經濟、社會及自然環境之間訂定新的「社會

契約」。我們倡議這個新契約的約定即是「必須朝向低碳社會與能源

轉型一起行動與學習，而且刻不容緩」。本文先說明目前國際最新邁

向低碳轉型的主要趨勢，並分析國際相關政策及治理方向。經比較後，

本文認為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 2011 年提出的深入詳盡報告《變

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最具前瞻性及可行性，應做為臺灣

新發展願景的重要參考。接著，本文蒐集及分析當前我國社會脈絡下

低碳轉型之現況、政策與案例，最後依此進一步對我國未來發展提供

若干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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