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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與飲水　從生活看浪費

2017-04-28  記者 張芳語 文

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 2.5）超標使台灣中部的天空整天灰濛濛，嚴重影響中南部民眾的健

康，環保團體與呼吸道患者紛紛站出。2017年2月19日在台中和高雄分別舉辦反空汙大遊行，要

求政府改善空氣污染，且要求台電降載、政府立法並提出空污解決辦法，希望減低各種工業廢氣

的排放。儘管空氣污染成為全台熱門且重要的議題，民眾不停呼籲政府要立法限制PM 2.5的排放

量，碳排放的來源也大多來自燃煤發電廠，若無需求怎麼會有供給？燃煤發電廠的限制再多，電

價不漲，民眾用電仍無法適可而止，蓄意浪費的行為不改，碳的排放量問題依然會存在。

 

空氣污染　全民有責空氣污染　全民有責

越來越多民眾關心空污問題，遊行、聲援、連署屢見不鮮，其中，位於空氣檢測紫爆最嚴重的中

部民眾把空污元兇的矛頭指向台中火力發電廠。科技人文雜誌指出，台中的火力發電廠直至今日

都是全東亞最大的火力發電廠，負責台灣五分之一的電力資源，也是PM 2.5的製造者之一。

環境資訊中心調查結果顯示，空氣污染源自工業，其次是交通工具排放的廢氣，最後才是來自中

國大陸的霾害。根據遠見雜誌2016年的報導，有73.6%的民眾贊成停止燃煤發電，增加再生能

源供電數量，不怕漲電費；也有52%的民眾願意多繳稅改善空污。無論是中央、地方政府、企業

或是民眾，都一致認同改善空汙人人有責，但有認知不一定代表具有行動力，也不一定能做出具

體犧牲。

隨著智慧型手機進步，如今每人人手一台，機不離身，隨著使用量增加，每日手機充電兩次皆屬

稀鬆平常。加上全球氣候變遷，嚴酷夏日裡的冷氣雖然讓人覺得神清氣爽，但溫度越調越低、開

啟時間也越來越長，也意味著提高電力的消耗。人民用電量的增加，所需的電力也必須增加。台

灣現在以火力發電廠為主要供電來源，電力需求的增加意味著必須燃燒更多煤，二氧化碳排放量

也隨之增加。

延長線上插滿插頭是居家常見的情景，也間接造成電力浪費。（圖片來源／The Green Optimistic）

從電費來看，和其他國家的電費相較，台灣電費相對便宜，平均一度電只要2點8元台幣，與同樣

需要大量用電的工業國家德國相比足足便宜了五倍，低價的電費與用電的便利間接造成了電力資

源的浪費。國際能源總署統計，2014年台灣平均每人每年用電量，在主要國家中只比美國和加拿

大還低；相對的，中國大陸每年產出5649.6兆度電，相當於台灣的25倍，但是中國人數有13億

人口，人口數與用電量相除後，台灣人的用平均電量足足多了中國2.4倍，這足以證明台灣人用

電相當誇張。

跨國顧問公司麥肯錫也表示，若台灣將能夠做的水力、風力、太陽能以及全部再生能源所有的最

大資源都投入發電，加上四座核電廠一同運作，連同全國燈泡都換成耗電量少的LED，並提高企

業能源使用效率，就算將所有的技術層面算進去，一旦台灣民眾沒有減碳意識，隨手不關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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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宜婷郭宜婷

本期喀報為263期，
以「月琴護土　客庄

鈴聲響」為頭題，文

中不時穿插歌詞，字

字句句凸顯客家音樂的鄉土情懷。

另外本周有3篇與「情緒表達」相
關的文章，值得讀者仔細閱讀、深

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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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張芸瑄張芸瑄

阿美族女孩，喜歡大

海。一生若不經得風

浪哪叫人生。有種就

靠自己，人生最大的

懲罰是後悔、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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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一直開著等用電習慣不改變，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標絕對無法兌現。

 

不當用水　浪費造成匱乏不當用水　浪費造成匱乏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的水資源，蘋果日報報導顯示，台灣的水費全世界排名第四低，洗澡時泡澡、

廁所空無一人時水龍頭嘩啦嘩啦流不停、到遊樂場玩水等在生活中屢見不鮮，其中，由於水在經

營成本中佔的比例相當低，因此台灣的農業大多採「粗放式灌溉」。粗放式灌改又稱「大區輪

灌」，就是用有分支的渠輸水道或埤塘的水圳，按輸水支幹的分渠系統，加上埤圳分別實施間歇

輪流配水的方法；雖然這樣的方式最方便也最普遍，但並不能充分有效利用水資源，從水道支幹

流出去的水，有四分之一蒸發了，又有將近一半的水因設備簡陋而漏掉，稻田裡真正使用到的水

只有25%，實在並非一個有效省水的灌溉設施。

另外，台灣不比南韓以大型工業為首，政策可以較方便限制廢水再利用，台灣的中小型企業很多

為了節省廢水循環使用的過濾系統成本，直接將有毒廢水排入河川中。以彰化及鹿港的民生用水

為例，近幾年來彰化和鹿港的市民皆以飲用罐裝水為主，地下抽取的地下水因彰化有許多電鍍

業、工業與種植林地使用的廢水，過去幾年排放毒廢水而滲入，使地下水內含重金屬等有害身體

的物質，而彰化縣有98%的生活用水皆取自地下，使得當地民眾在用水方面皆膽戰心驚。

不法工廠將廢水排放至河川，導致水源變色。（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顯示，其實台灣一點都不缺水，只要台灣人懂得如何省水，讓水少漏兩成，台

灣就有足夠的水可用；但也因為水費太便宜，民眾不懂得珍惜，浪費、濫用的行為屢見不鮮，一

旦政府提高水費民眾就哀聲遍野，久而久之政府為了平息反對聲浪，原來應該限制水費價格卻渺

無音訊，台灣的缺水問題也因此沒有結果。台灣許多政策提供民眾許多便利，也讓有些低收入戶

面對生活上的需求沒有太大的壓力，但在這資源逐漸匱乏的年代裡，人們是否應更加珍惜現在擁

有的方便，為後代建立更安心的未來？

 

價格便宜　仍應珍惜價格便宜　仍應珍惜

因為價格便宜而浪費資源的狀況在台灣十分常見，除了電力和水資源，舉凡食物、醫療健保、用

紙等，都是民眾唾手可得的生活必需品，也由於這些東西的價格與他國相比明顯偏低，使得台灣

人民不懂得珍惜，導致逐漸匱乏的現象。政府希望通過提高物資價格藉以限制人民的使用量，但

民眾一味埋怨漲價無法體會其真正用意，直至感受到浪費資源的後果後才了解要珍惜資源。

浪費食物也是台灣常見的現象。（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如同最近積極推廣的太陽能發電，目前全球只有德國的太陽能發電慢慢可以與燃煤發電廠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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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仲珊的嘻哈帝國葛仲珊的嘻哈帝國

2013年最佳金曲獎頒獎典禮上，葛仲珊抱回
了最佳新人獎，如同歌詞中說的他是「女力嘻
哈，華語歷史上第一位」。

Crispy脆樂團　堅定的力量脆樂團　堅定的力量

用照片記錄Crispy脆樂團「你，快樂嗎」專
輯巡迴台北場。

成為主要再生能源供電來源，台灣政府也期望在2020年將再生能源發電從百分之四提高至百分之

二十，再生能源中，雖然台灣屬熱帶國家，夏日豔陽高照，太陽能發電的確是最沒負擔且目前最

先進的再生能源設備。但是德國的電價足足比台灣多了五倍，這一切的數據又將浪費電力資源和

碳排放的最源頭轉移到民眾身上，等到PM2.5影響了生活健康，才有了環保意識，但天空已被細

懸浮微粒瀰漫而黑茫茫一片，裝了太陽能發電板但照不到太陽又有何用？台灣並非一個自給自足

的島嶼，大多的資源都必須從國外進口，台灣人民應該對資源的匱乏有危機意識，對現在的浪費

現象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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