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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能源科技的影響部分 

1. 能源分類 

初級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 

化石能源 非化石能源 源自太陽的能源 源自地球地心的

能源 

源自星球互相牽

引的能源 

石油、煤、天然氣 核能 太陽能、風能、水力 地熱能 潮汐能 

 

 

非再生能源 

能源 優點 缺點 

煤  蘊藏量豐富 

 開採及使用技術成熟 

 價格便宜 

 燃燒時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放射性粒子及有毒的汞，造成氣候暖

化、酸雨及煙霧等環境污染問題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不能完全燃燒，部分能量被浪費掉，能

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30% 

石油  用途廣泛，副產品量多 

 容易開採、儲存、運輸陳提煉 

 開採及使用技術成熟 

 燃燒時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空氣

污染 

 能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41%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石油資源分佈高度集中 

 供應量及價格不穩定 

天然氣  燃燒時釋放的二氧化碳比煤及石油

少 

 土地使用量低 

 易於以管線運輸 

 能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30%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產量不多，有待開發 

 價格較高 

核能  排放很少的二氧化碳 

 核電廠佔地面積少 

 電力供應量非常大 

 核廢料及退役核電廠的處理方法存在

極大的爭議 

 冷卻過程中排放熱廢水令水質惡化 

 技術欠成熟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可再生能源 

太陽能  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生產規模大小皆可，使用靈活，用

途廣泛 

 受日照時間限制，無法連續不斷地供

應，需要儲蓄系統 

 發電廠建造成本極高，並需要廣闊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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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日趨成熟 

 用之不盡 

地收集陽光 

 

風力能  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能源效益頗高，可達50% 

 用之不盡 

 風渦輪下的土地可用作耕種及放牧 

 渦輪噪音大 

 風車扇葉運轉時易令雀鳥受傷 

 電力供應不穩定 

 地域限制 

水力能  對水和空氣污染極少 

 使用效益極高，達90% 

 用之不盡 

 運作成本低 

 蓄水庫可供釣魚及休閒化用 

 提供農地終年的灌溉水 

 蓄水庫淹沒有量農田 

 需要高及穩定的流水量、落差大的水位

及峽谷作興建水壩之用 

 水電站建造時間長、建造及維修費高

昂，而且半地居民必須遷居 

 水壩存在倒塌的危險 

生物質能  如處理得當，不會增加二氧化碳 

 可減少農業及城市廢棄物及其佔用

的土地供應量 

 易於儲存 

 處理不當便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糧食供應 (玉米、小麥、甘蔗)，

造成糧食短缺 

 燃料體積大而不易運輸 

地熱能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化石燃料低 

 在有利的熱點發電成本低 

 土地利用低 

 製造嘈音及氣味 

 有可能造成地面沉降 

 探索地熱相當危險 

潮汐能  發電過程不會產生環境污染 

 發電效能高 

 佔用較少的土地資源 

 興建海洋能發電廠成本高昂 

 技術發展尚未成熟 

 設施可能會危害海洋生物的安全 

 只適用於一些海岸線較長的國家 

 

 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 

安全性 低 大部分低 

供應穩定性 較高 大部分較低 

供應量 現時仍充足 現時仍較少 

對環境的影響 較大 大部分較少 

技術複雜性 較低 較高 

大眾習慣 配套較多 配套較少 

價格 開發成本低，原料成本高 開發成本高，原料成本低 

 

2. 使用化石燃料的問題 

環境問題 空氣污染  開採煤礦及運輸煤都會釋出煤屑污染空氣，增加人們患呼

吸道疾病的機會，增加醫療開支 

 開採煤礦釋出煤層中的廢氣含有烷，屬於溫室氣體，加劇

全球暖化 

 燃燒化石燃料會產生空氣污染物等，引致酸雨和全球暖化 

 水污染  開採石油過程出現洩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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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開採後的煤產生含煤粉及重金屬的廢水，引起水污

染，廢水若用於畜牧及灌溉農作物，會令污染物進入食物

鏈，影響人類健康 

 破壞自然景觀  開採較接近地面的煤層時需要大規模移走表面的土層，導

致大量砍伐樹木 

 土壤缺乏植物覆蓋，會容易被風吹走或雨水沖走，引致水

土流失，流失的土壤積聚於河流，便會造成河道淤塞，甚

至出現泛濫 

 煤礦採空後容易出現地表塌陷，更會破壞附近的房屋及農

地 

 影響自然生態  開採化石燃料過程會破壞生物的棲息地，令生物的數目減

少甚至絕種，影響生態系統的平衡 

 石油運輸過程中出現漏油事故會令大量海洋生物及鳥類死

亡，生態系統要多年後才可回復原狀 

能源危機   化石燃料的蘊藏量下降及消耗量上升，各種化石燃料可能

會出現求過於供的情況。 

 影響化石燃料供求因素： 

油價： 

油價上升令開採石油利潤增加，會鼓勵石油公司開發開採成本

較高的油田，增加供應 

勘探及開採技術： 

發現更多新油田及煤礦或勘探已發現的油田及煤礦，均能增加

供應，甚至可改善開採的效率，增加產量 

經濟發展速度： 

發展迅速會令石油消耗增加，反之，若經濟出現衰退，石油需

求會減少 

發展其他能源： 

減低對化石燃料的需求 

 石油危機的影響： 

小國經濟提升： 

現時國際市場對能源的需求上升，加上中國這一個新興工業國

的出現，對不少小國家來說，透過這些工業國家間的資源爭奪

競賽，令其經濟獲益，如阿聯酋等國家，便透過販賣石油，瘢

得豐厚利益 

阿拉伯國分裂： 

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說，雖然可以透過跟西方國家進行石油貿

易，藉以瘢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做法令阿拉伯內部引起爭

議，因為美國偏幫以色列、打壓巴勒斯坦的做法，令部分阿拉

伯國家的不滿，又如埃及親美國，亦引起不少中東國家的不滿 

劇化貧富懸殊： 

於競搶之下，能源價格被推高，部分能源藏量不多的國家，需

要用較高的價格購買才可以發展，有些缺乏足夠的能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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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其發展的阻礙，劇化貧富懸殊，例如中國不少省份的電力

供應不足，造成發展阻礙，而於南非等發展國家，更由於能源

價格上升引致通脹，令居民生洞素質低下，阻礙社會發展 

國際爭議加大： 

於資源爭奪過程中，各國難免出現衝突，例如中國對出海岸的

主權及開發權等，如東海的春曉油田(1)，跟日本展開爭議，

不利國家之間的合作 

引發國家戰爭： 

確保石油供應，成為不少戰爭的原因之一，如美國於2003年的

伊拉克戰爭，被不少人批評美國確保伊拉克供應石油予美國的

手段，同時，歷史上也有不少戰爭，是由於石油爭議所引起的，

如早在1950年代，中東國家間便由於爭奪石油開發權，造成大

大小小的衝突 

助長恐怖義： 

資源的爭奪一方面造成衝突，但另一方面就讓一些小國獲得經

濟等方面的利益，在小國有一定實力、同時也有明確的仇敵對

象下，他們會嘗試以不同行為，向大國作出報復，例如，伊朗

作為一個具有石油資源的國家，便跟不少恐怖主義組織有所關

連 

 

注 (1) 

春曉油田對中、日的重要性： 

石油資源不足 現時估計化石燃料將於未來50年枯竭，即石油為稀有資源，並不足夠供予

所有國家，故引致爭奪 

欠缺代替產品 石油現時並沒有相關的替品，特別是於推動飛機等運輸工具上，電力、可

再生能源等，均非可靠的代替品，令其顯更珍貴 

幫助國家發展 中國與日本均屬工業為主的大國，對石油的需求特別殷切，為了要確保石

油供應，他們均對春曉油田十分重視 

避免依賴其他國家 若春曉油田的開發權落入其他國家，日後若需石油的話，中日兩國便有機

會受制於其他國家，現時確保石油開發權，是要免受日後遭他國要脅 

 

3. 解決化石燃料引發的問題 

發展能源科技  發展新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 

 發展新式的交通工具，如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車 

 開發能源效益較高的產品，如慳電膽及環保引擎 

改變國家能源結構  減少對某單一能源的依賴 

建立石油儲備  美國、法國、德國及意大利等國都擁有石油儲備穩定石油供應及油價 

提倡節約能源  已發展國家物質充裕，資源使用上較少限制，有較大空間節省能源 

 從教育開始提倡節能，以提升社會大眾的節能意識 

國際間合作  如國際能源署(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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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響發展可再生能源 

地理環境  興建可再生能源系統需要大面積的土地，發展不同種類可再生能源需要不

同的地理及環境條件 

 受土地所限制，香港適宜發展一些不佔用額外土地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如

太陽能 

資金及科技因素  需要大量資金，用作興建及購買設備。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比傳統的發

電方式為高，會令上升，和傳統發電廠競爭時有一定困難 

政策因素  政府透過制定政策訂立發展目標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提供資金協助

及補貼 

環境保育因素  興建可再生能源的相關設施需要考慮及評估設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如風力渦輪機十分巨大，又會破壞自然景觀，所以選址興建風力渦輪機時

必須顧及這個因素 

 

5. 中國使用化石燃料情況 

情況 煤 使用方面： 

需求大幅增加，因為用電量大幅增加，而電力主要來自以煤作為燃料

的火力發電廠 

供應方面： 

主要來自中國本土，因為其煤蘊藏量豐富，煤亦較其他化石燃料廉宜 

 石油 使用方面： 

需求不斷增加，但是中國的石油生產量增長幅度卻遠遠追不上消耗量

的增加 

供應方面： 

倚賴外地，例如中東、非洲。風險是中東戰爭令價格和工業生產成本

持續上升 

 天然氣 使用方面： 

逐漸增加，預期到2010 年，佔中國總能源消耗量的 6 % 

供應方面： 

發展南海崖城天然氣田，為香港及海南島提供天然氣，展開「西氣東

輸工程」 

問題 人均能源資

源短缺 

 使用量持續上升，然而生產卻比需求慢 

 過度側重煤  中國煤蘊藏量仍以煤為主，其產生問題很多，如空氣污染、公共衛

生問題、水資源污染及國際社會壓力等 

 使用能源的

效率偏低 

 煤的質素偏低，燃煤技術、設備和能源管理水平落後，浪費化石燃

料令化石燃料短缺，加劇污染。亦間接增加產品成本，影響產品在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能源資源分

佈不均 

 化石燃料多在偏遠的內陸 北部及西南部，遠離人口密及需求大的

沿海地區。但西北地區交通網絡落後，而煤的體積較大且笨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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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能源困難，成本又高。 

 輸電網絡未完善，重要經濟中心電力供應不足、停電及管制，局限

經濟發展 

 

6. 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 

正面因素 土地充足 

 

 如中國西部的沙漠有大量空置的土地，可興建大型的大陽能

發電廠及風力發電廠 

 可再生能源豐富  中國的太陽能、風能、水力發電及生物燃料資源都非常豐富 

 中國西部的沙漠日照充足，有利發展太陽能。而中國的農業

每年製造大量農作物廢料，可用作生產生物燃料 

 政策配合、資金 

充裕及科技交流 

政策配合： 

中國政府重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並訂立了政策支持 

資金充裕： 

中國政府近年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可再生能源。2007年中國投入

的資金全球排名第二，僅次德國 

科技交流： 

中國近年積極其他國家合作發展及進行科技交流，以加快可再

生能源技術的發展 

 傳統能源價格 

上升 

 以往可再生能源的價格一般較傳統能源為高，但近年國際能

源價格大幅上升，縮減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差距，令可再生

能源更容易普及 

負面因素 發展速度有限  中國能源需求增幅驚人，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有限，難

以滿足需求的增加 

 科技水平相對 

落後 

 中國能源科技和歐美先進國家有一定差距，同時亦缺乏大量

的專門人才 

 

7. 化石燃料對環境的影響 

7.1  全球暖化 

7.1.1 全球暖化的原因 

溫室氣體增加  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及氯氟碳化合物等，它能令

大氣層吸收愈來愈多熱能，引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燃燒化石燃料時會釋出大量二氧化碳 

 工廠活動頻繁，排出不少溫室氣體 

大量砍伐樹木  人類不斷濫伐森林、開闢土地作社會發展，而能夠吸收二氧化碳的樹

木大幅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亦急劇上升，加劇溫室效應，導

致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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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全球暖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  氣溫上升會加速水份蒸發，增加全球的總降雨量，影響大自然中的水循環 

 降雨的規律亦會受影響，因此某些地區的降雨量會增加，造成泛濫，而某

些地區的降雨量則會減少，導致旱災 

 全球暖化令海水的溫度上升，增加了風暴的強度，造成更大的破壞 

 全球暖化亦會影響海洋中的水流（海洋環流），令全球出現更多氣候反常的

現象，如厄爾尼諾現象及拉尼娜現象等 

海平面上升  南北兩極冰層融化及海水受熱膨脹，令海平面上升，目前居住於沿海和島

國的全球三份之一人口，會因上升的海平面而失去居所 

疾病增加  某些疾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增加，如腦炎及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病率 

 溫度上升有利蚊蟲生長，因而更易爆發經蚊隻傳播的疾病，如登革熱、瘧

疾等 

生物多樣性下降  不同生物對於氣候變化的適應力也不同，部分生物因無法適應全球暖化而

死亡，甚至絕種，如珊瑚會因不能適應較高的水溫而死亡 

 

 

 

 

 

 

 

 

經濟問題  旱災、水災等阻礙農業活動，影響農業國家經濟收入 

 疾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增加，蚊蟲細菌更易滋生，傳染病增加，亦增加醫

療開支 

社會問題  旱災、水災等阻礙農業活動，影響糧食供應 

 疾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增加，蚊蟲細菌更易滋生，傳染病增加，影響國民

身體健康 

政治問題  海平面上升，淹沒土地，居民失去居所，影響國家穩定 

環境問題  氣候變化使生物不能繼續生存，使生物多樣性下降，物種消失，破壞生態

環境 

 

7.2 酸雨 

7.2.1 酸雨的原因 

酸雨 (酸鹼值 < 5.6) 原因： 

二氧化硫 + 水 = 碳酸 

 

來源：火山、燃燒化石燃料 (煤、石油)、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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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酸雨的影響 

樹林生態  酸雨落入泥土中會使泥土變酸，會妨礙生物生長而死亡，或是溶解泥土的

礦物質，使養份流失 

河流、湖泊生態  酸雨使水的酸性增加，殺害水生動植物，加上酸雨能溶解河流邊石頭的重

金屬等有毒物質，毒害河中動植物 

建築物侵蝕  酸雨腐蝕金屬及石造物件，損害建築物，使文物面目全非，價值不再 

影響人體健康  酸雨溶解水中有毒金屬，被水果、蔬菜、動物吸收，人類吃下有機會造成

嚴重影響，如：累積在動物器官和組織中的汞與腦損傷和神經混亂有關聯 

 

7.3 臭氧層損耗 

7.3.1 臭氧層損耗的原因 

臭氧層可以阻擋大部分來自太陽的紫外線，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免受過量的紫外線所傷害。隨着工

業發展，人類發明了一些工業用物質，但這些物質會破壞臭氧層，令臭氧被破壞的速率高於其形成

的速率，因而令臭氧濃度下降，導致臭氧層出現損耗。有些地區（如南極上空）的臭氧濃度便大幅

下降，令臭氧層變得異常稀薄，出現所謂的「臭氧洞」。 

 

氯氟碳化合物（CFCs）是破壞臭氧層的主要物質，它並不易燃、沒有腐蝕性及毒性，故此以往在

工業上有多種用途，如用作冷卻劑、噴霧器內的推進劑、清潔劑及製造發泡膠的發泡劑等 

 

7.3.2 臭氧層損耗的影響 

對人類的影響 健康問題  過量的紫外線可導致白內障及皮膚癌，現時全球每年有

數以千計的人因照射過多紫外線而死亡，其中絕大部分

都是因為罹患皮膚癌而喪生。一些熱帶國家，紫外線增

加令人類免疫力下降，因而導致傳染病的發病率增加。 

 建築物老化  過量的紫外線會令建築物、噴塗、電線及電纜等加速老

化，縮短它們的使用壽命 

 空氣污染  過量的紫外線還會加速光化學煙霧的形成，造成空氣污

染，例如印度的德里 

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土地  過量的紫外線照射會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及生長，亦會

令植物更易受蟲害，使農作物減產，影響食物供應及經

濟發展。而森林和植物減少，更會危害生態平衡及減少

生物多樣性 

 海洋  過量的紫外線會妨礙浮游生物的生長，使其數量減少。

由於浮游生物是一些魚類及貝類的食糧，因此浮游生物

減少會間接導致其他海洋生物死亡，嚴重影響整個海洋

的生態系統 

 加速溫室效應  臭氧層變薄，極地吸引熱力多了，冰川融化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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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冰川亦未能反射過多的熱能，使地球保存多了熱力，

加速溫室效應 

 

7.4 荒漠化 

7.4.1 荒漠化的原因 

氣候變化 溫室效應等因素造成氣候變化，使地區的天氣變得乾燥，空氣和泥土缺乏水份，

久之形成局部地區的荒漠化 

人口增長 為了滿足大量人口對食物和土地的需求，土地被過份耕作及畜牧，由於土地養

份過份被抽取，導致土地枯竭，使土地不再適合耕作，成為不毛之地 

過度砍伐 為了開發森林成為耕地、城市等以配合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大量機木被砍伐，

現時全球森林面積正每年減少730萬公頃，令土壤變得鬆散，容易流失，造成荒

漠化現象 

 

7.4.2 荒漠化的影響 

耕地減少 受損的土地土壤品質下降，令可耕作土地減少，而且氣候乾燥，農作物的收成

也大大減少，使糧食供應量大減 

引發饑荒 荒漠化使農作物大減，人民面對飢餓、營養不良等問題，甚至可能出現饑荒，

或引致死亡 

沙塵暴增加 沙漠出現強風的話，會引起沙塵暴，在中國，沙塵暴經常出現，主要餘中於西

北的甘肅、內蒙、新彊等，沙塵暴會降低空氣的質素及能見度，甚至破壞家園，

影響人民的生活和健康，農作物同時也受到損害，造成經濟損失 

影響生態 很多植物和動物都不能在極端乾旱的氣候下存活，因此荒漠化會使生物流離失

所，甚至滅絕，破壞生物多樣性 

 

8. 解決化石燃料帶來問題的方法 

全球暖化 國際合作 

 

 1997年：《京都議定書》 

簽署的國家必須按議定書的條款實施各種減排措施，減少溫

室氣體的排放量。各國的減排幅度並非相同，已發展國家會

首先承擔減排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則不需承擔減排的責任。 

設有配額買賣制度， 鼓勵已發展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排

放溫室氣體 

 發展能源科技 改善發電技術： 

提升發電效率，令發電廠使用較少的化石燃料便可產生同等的電

力，同時亦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改善能源使用效率： 

研發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車 

發展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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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例如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泵入地底

儲存 

 減排 推行政策及計劃： 

 推行「碳交易計劃」，已發展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技術

協助，發展中國家所減少了的排放量轉移給已發展國家 

 推出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政策，主要針對一些溫室氣體排

放量較高的行業，例如發電業、航空業、煉鋼業及水泥業 

 推出節能計劃及舉辦環保活動，如無冷氣日、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 

臭氧層損耗 國際合作 

 

 1987：《蒙特利爾議定書》 

全球已有191 個國家簽署了該議定書，這些國家多年來按議

定書的協議逐步取締消耗臭氧層的物質，已成功削减了約

95% 消耗臭氧層的物質的使用率，阻止臭氧層進一步受破

壞，《蒙特利爾議定書》被廣泛認為是迄今為止成效最好的國

際環境公約之一 

 立法管制  立法管制使用破壞臭氧層的物質，例如禁止使用、實施限制

或 配額。香港政府於1989 年制定了《保護臭氧層條例》，管

制消耗臭氧層物質進出口 

 回收  利用科技提高回收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效率，以減少棄置。研

發替代品取代破壞臭氧層的物質 

 

9. 國際對環境的合作事件： 

二氧化碳的減排合作 日期：1980年代 

內容：歐洲多國、美國及蘇聯同意大幅減少二氧化硫排放，藉以控

制「酸雨」，成效顯著，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了50%。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日期：1985年 

地點：維也納 

內容：呼籲各國政府合作保護臭氧層 

《蒙特利爾議定書》 日期：1987年 

地點：加拿大蒙特利爾 

內容：各國同意減排損耗臭氧層的化學物質 

地球高峰會議 日期：1992年 

地點：巴西里約熱內盧 

內容：最大型的世界領袖會議，179個國家承諾落實「可持續發展」，

要求減排二氧化碳。 

《京都議定書》 日期：1997年 

地點：日本京都 

內容：唯一一個以法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共有186個國

家簽署，但美國總統布殊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會影響美國經

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有責任」社由，拒絕執行此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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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工業國集團減排宣言 日期：2009年 

地點：意大利拉奎拉市 

國家：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英國 

內容：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最少減排50%，已發展國家減排80%以

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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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部分 

1. 甚麼是「可持續發展」 

把「可持續發展」界定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能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模式。 

 

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向度： 

社會 滿足人類的各種需求，例如提高生活質素、改善公共衛生、房屋及教育等 

環境 包括減少污染、消耗天然資源、破壞自然生態和環境；增加使用可再生資源；加強

環境生態保育及環保教育以及發展有助環保的科技等 

經濟 包括發展不同行業、為社會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發展科技及國際經貿合作等 

 

 

 

 

 

 

 

 

 

 

 

 

 

 

 

 

 

 

 

 

 

 

 

 

 

 

 

 

 

 

社會 
社會與經濟的相互影響 

公平、穩定的社會有利經濟

發展；經濟繁榮令社會富

足，可以有更多的資源投放

在教育及公共衛生等項目上 

社會與環境的相互影響 

過度側重社會發展會耗用過

多天然資源及造成過量污

染；環境問題會影響社會發

展，例如令疾病爆發和帶來天

然災害等 

經濟 環境 

經濟與環境的相互影響 

經濟繁榮可有更多資源投放在環

境保育上；良好的環境保育可減

少因環境問題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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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藍圖 -《21 世紀議程》 

 

保護大氣層  控制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限制使用損耗臭氧層的物質、改

善能源的開發及使用效率等 

保護森林  停止濫伐樹木，進行植樹以修復受損的森林等 

保護生物多樣性  推行各種保育措施維持生物的多樣性，以保持生態系統平衡，使我們

可獲得足夠的生物資源，如食物、藥物及原材料等 

保護海洋  保護海洋環境以保障人類所依賴的海洋資源（例如海產）不致缺乏 

保護淡水資源  管理淡水資源的使用，以確保人類有足夠且潔淨的水供應，同時維持

生態系統的平衡 

保護土地沙漠化  透過土壤和水源保護來防止土地沙漠化及修復已沙漠化的地區 

土地資源管理  有效地利用及保護土地資源，以防止土地退化而影響農業生產 

管理山區發展  山區蘊藏很多重要的資源，包括礦物，水源及動植物資源等。透過管

理山區的發展以防止重要的生態地區受人類發展所破壞 

促進農業及農村發展  促進農業及農村發展以提高糧食產量，以滿足全球不斷增長的人口 

廢物處理  減少廢物的產生及改善廢物處理，以減輕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 

 

2. 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生活素質上升  已發展國家的消費模式普遍受物質主義及消費主義主導 

 有些人藉着購買物品或服務來建構個人身份，從而希望得到別人及社會的認

同，又或是期望利用消費品去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另外，很多人會經常購

買非生活的必需品，透過消費及擁有物質而獲得快樂 

地域差異  天然資源分佈不平均影響不同地域的工業及農業發展，從而影響對環境所造

成的破壞 

 發展中的貧窮國家較已發展國家更依賴天然資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然而由

於教育水平低、生產技術落後，以及過度及不合理使用資源，使資源消耗及

環境破壞過 

文化差異 習俗： 

 各地方都有獨特的傳統文化，某些習俗會增加資源的消耗及破壞環境，例如

派利是的習俗耗用大量紙張 

重視環保的文化： 

 不同政府對環境保護的態度會影響國民對環保的重視程度，例如日本政府經

過多年於教育和政策上的努力，國民已培育出強烈的環保意識，在生活細節

上也加入環保元素，又如日本境內多年前已採用家居廢物分類的措施，方便

處理及循環再造廢物，充分利用所有資源 

重視生態旅遊的發展： 

 不少政府為發展旅遊業，在風景區內大興土木，修建酒店及其他各種人工設

施，破壞自然環境，影響原居民的生活及文化承傳 

 不少政府發展生態旅遊，透過發展旅遊業增加居民的收入，改善生活，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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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地區獨有文化，間接宣傳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欣賞生態及文化的多樣

性時，亦可提升人們保護它們的意識，從而達致多贏的局面 

 

3. 推行可持續發展的限制 

自然定律的限制  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所能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人口急劇增

加、生活水平提升、工業及農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污染超越了大自然所

能承受的限度，形成環境污染及生態失衡等問題 

技術限制  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尚未成熟，令多種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相對較化石燃

料為高，加上不少可再生能源只適合於某些具特殊條件的區域發展，大大

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化 

 處理固體廢物亦受到技術所限制，雖然焚化固體廢物可迅速處理大量廢

物，減少堆填區的負荷 

資源限制  發展中國家由於受資源所限，投入科學研究的資金較已發展國家為少，因

此能源科技及環境保護技術相對較落後，環境問題較嚴重 

社會、經濟和政治

的影響 

 推動可持續發展要有政府的政策、社會各界以及市民的配合，才會取得成

功，但有些地方的政府為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對環境保護並不重視，例

如香港政府過往開徵排污費時便受到飲食界反對，認為排污費會增加其營

運成本，對飲食界造成打擊 

 人口可為社會提供生產力，但同時亦是消費者，當人口過多，食物、水、

土地、能源等可能會供不應求，同時亦會加劇環境惡化 

 國與國之間往往由於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因素，存有利益衝突，未

能合作保護環境 

道德的考慮  如果市民普遍的環保意識較高，在選購產品時會選擇較環保的產品，這樣

便可提高這些公司及其產品的競爭力，減少環境污染，而更多企業會針對

消費者的意向設計較環保的產品，令環保產品更加普及 

 企業的道德價值觀對推動可持續發展亦有重大影響，有些企業只追求最大

的商業利益，在生產過程中忽視環保，甚至將生產工序轉移至環保限制較

寬鬆的發展中國家，以節省環保方面的開支，對環境會造成嚴重破壞 

 

4. 不同持份者推行可持續發展的角色 

國際 訂立國際條約  各國可透過舉行國際會議，一起討論環境問題，並訂立 國際

條約，約束各締約國以承諾及採取實際措施去解決問題，例

如：1975年的《華盛頓公約》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 

 科技交流  已發展國家已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可再生能源技術及環保技

術，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及解決環境問題，亦可

為已發展國家的可再生能源及環保企業開拓龐大的國際市場 

政府 說服及策劃  政府在推行可持續發展時扮演說服者及策劃者的角色，政府在

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時，應協調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平衡各

方的利益協調各方共同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 



16 
 

 制定政策  政府制定環保政策推動環保技術的研究及應用，並透過立來約

束生產者，亦立法令消費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如停車熄匙及

徵收膠袋稅等 

 宣傳教育  政府可透過各種電視、互聯網等媒體，或舉辦社區活動、環保

運動、展覽會及論壇等，宣傳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資源調配  開發新的環保技術需要大量資金及人力資源 

工商界 減少污染  開發及使用新的環保技術，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例如發電企

業、造紙業、化工業及鋼鐵業等高污染工業可轉用新的環保技

術來減少污染 

 改善企業的運作及管理，以節省日常運作時所耗用的資源及減

少污染 

非政府組織 教育市民  舉辦社區活動提高大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舉辦展覽向市民

介紹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監察社會  進行各項調查研究和發表報告，積極引起社會各界對環保的關

注，監察政府及工商企業 

市民 減少耗用資源  選擇購買注重環保的企業的產品，減少耗用資源之餘，亦可鼓

勵企業重視環境保育 

 節約能源，如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能源效益較高的電

器，並養成良好的節能習慣，避免長期開動非經常使用的電器 

 節約水、木材、金屬等重要資源，如養成良好的用水習慣、減

少使用紙張 

 減少產生廢物  減少使用即棄產品，如即棄餐具、發泡膠容器、電池等 

 選購耐用程度較高的產品，以減少產生廢物 

 實踐4R 策略： 

減少（Reduce）、再用（Reuse）、再造（Recycle）、取代（Replace） 

 參與環保活動  多參加環保講座、展覽等，加深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