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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倫理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理想狀態，環境倫理就是尊重環
境的行為。人類對環境的關切日益重視，因而興起了環
境倫理，這也促成了許多環境法規的產生。在人類道德
感的前提下，法律才會產生效力，這也是環境教育的終
極目標。

 本課程期透過了解環境倫理，將之導入休閒遊憩之規劃，
提升遊憩之品質與體驗，並進而使環境資源得以永續利
用。

參

考

書

籍

環境倫理學概論（楊冠政，2011，大開資訊）

分水嶺:環境倫理學的10個案例（牛頓，2005，清華大學出

版社）



上課時間
 本課程為每週一上課（56堂課）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與內容 備註
01 2/13 課程說明；倫理學基本概念

02 2/20

03 2/27 和平紀念日調整放假

04 3/6 人類中心主義
05 3/13 動物倫理
06 3/20 生命中心倫理
07 3/27 生態中心倫理概述

08 4/3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放假

09 4/10 期中考試：期中報告
10 4/17 大地倫理
11 4/24 深層生態學
12 5/1 生態倫理學
13 5/8 生態女權主義與社會生態學
14 5/15 可持續發展與環境倫理
15 5/22 儒家與道家的環境倫理思想；宗教的環境倫理
16 5/29 端午節調整放假
17 6/5 期末專題報告
18 6/12 期末考試

環境倫理學



評量方法
 課堂中的隨堂測試--10%
 期中課堂實作演練--20%
 期末報告/論文撰述--20%
 期末考(筆試)--30%
 作業撰寫--10%
 其他--出席率10%

每一次評量完成後都會公布在系統中
各項分數加總後即為同學的學期成績
請同學把握各項分數



注意事項
 學期成績為每次作業、出席、期中末等各
項表現累計，請自行掌握狀況。

 點名以下課前之隨堂測驗或心得報告收件
方式完成。

 請假請依學校程序，勿口頭向老師報告。
 上課中為免影響上課秩序，請同學配合：
勿聊天、勿進食、手機靜音！
謝謝大家！



第一章
倫理學基本概念
The basic concepts of ethics



• 第一節 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 第二節 倫理學重要概念

• 第三節 倫理學的重要學說

• 第四節 為何要研究倫理學？



倫理學的定義

• 倫理（Ethic）這個名詞是來自希臘文Ethos，本指品格
（character）。「道德」則出自拉丁文的moralist，意思是習
俗（custom）或禮儀（manners），或以「倫理」似乎比較適
合於個人的品格，而「道德」則似乎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
兩個名詞在字義上稍有不同，但是普遍的用法是將這個兩個詞視
作同義詞（林火旺，1999a）。

• 所謂倫理學（ethics）就是對道德（morality）、道德問題
（moral problems）及道德判斷（ moral judgments）所做的
哲學思考，為哲學的一部分，（楊照雄，1990年）。故倫理學
又稱為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

第一節 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案例思考



玩臉書等同犯下通姦罪？！敘利亞少女遭處石刑

NOWnewsNOWnews – 2014年2月18日上午10:54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深入我們的生活，不管是等公車、搭捷運，
有事沒事都要低頭滑手機逛逛臉書或打卡，但在中東國家並非如此，玩臉書可能
會受到當地嚴重的刑罰如同犯下「通姦罪」，敘利亞日前就有一名少女因為玩臉
書而受到「石刑」遭人用石頭活活砸死。
根據英國《每日星報》（Daily Star）報導，敘利亞北拉卡鎮(Raqqa)一名少女
日前因為被「基地」組織(al-Qaeda)的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發現使用臉書，並將她逮捕到當地伊斯蘭法庭接受審訊，沒想到法官裁定，這名
少女玩臉書的行為等同犯下「通姦罪」並處以石刑，據稱以行刑完畢。
此外，佔領敘利亞北拉卡鎮(Raqqa)的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在當地推行嚴苛的伊斯蘭法律，除了要求女性外出時都必須戴上面紗或用布遮掩
整個臉頰之外，還會限制居民個人自由和嚴禁播放音樂、禁止吸煙等。

http://tw.news.yahoo.com/%E7%8E%A9%E8%87%89%E6%9B%B8%E7%AD%89%E5%90%8C%E7%8A%AF%E4%B8%8B%E9%80%9A%E5%A7%A6%E7%BD%AA-%E6%95%98%E5%88%A9%E4%BA%9E%E5%B0%91%E5%A5%B3%E9%81%AD%E8%99%95%E7%9F%B3%E5%88%91-025443205.html


第二章
環境倫理學導言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 第二節 美國環境主義的崛起

• 第三節 環境倫理學的產生

• 第四節 環境倫理學的學科性質及特徵

• 第五節 環境倫理學需求的迫切性



環境（environment）：

•圍繞一個有機體（包含人類）的所有事物。

•依據我國民國91年頒佈的《環境基本法》，對
「環境」界定的定義如下：所謂環境，係指影響
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
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
陸地、礦產、森林、野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
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跡及生態系統等。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西方學者對環境倫理學的定義約可分為兩種：關係說，義務說。

關係說

• 泰勒在其著作《尊重自然：環境倫理學說》中認為環境倫理學關切的是存在於人與自然之
間的道德關係。支配著這些關係的倫理原則決定著我們對自然環境和棲息於其中的所有動
物和植物的義務、職責和責任。

義務說

• 羅斯頓認為「從終極的意義上說，環境倫理學並不是資源使用的倫理學，也不是關於利益
和代價以及他們公正分配的倫理學；也不是關於危險、污染程度、權力和侵犯、後代需要
的倫理學。」這些問題在倫理學中認為環境是人類的次利益（secondary interest），環
境僅俱工具性與輔助性功能，即使它是基本的和必須的。只有當人們不僅是提出對自然的
謹慎使用，而且是適當的尊重和義務，這才是環境倫理的主要意義。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環境倫理學的名稱是1979年《環境倫理期
刊》（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thics）創刊後方正式確定這個領域，不
僅限於倫理探討，也涉及美學的、科學的、
經濟的和政治的議題。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的定義與內涵



第三章

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c



• 第一節 人類中心主義的涵義

• 第二節 人類中心主義的起源

• 第三節 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信念

• 第四節 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危機

• 第五節 結語



1960年代當環境危機出現時，哲學家們開始應用傳
統的倫理學思考環境問題，他們常遭遇到兩個問題：

• 其一，存在於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適當的關係是什麼？

• 其次，這個關係的哲學基礎是什麼？

• 哲學家們發現傳統的倫理學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曖昧。

• 依據西方傳統的哲學觀點，通常是否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有直接
的道德關係存在，並認為只有人類具有道德地位，所有其他東西
被人類使用時方具有價值。這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sm）的哲學觀點。

第一節 人類中心主義的涵義





第四章

動物倫理
Animal Ethics



• 第一節 西方傳統的動物倫理思想

• 第二節 動物倫理的主要學說

• 第三節 動物倫理學說之比較

• 第四節 動物權利運動

• 第五節 動物倫理的理論侷限

• 第六節 動物倫理與動物保護



西方傳統的倫理思想認為動物缺乏道德地位，不值得人類的道德關懷。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動物與奴隸制度》曾作下列敘述：

•植物是為動物而活，所有動物是為人類而活。馴化動物是為役使牠們，當然也可作為食物；至於
野生動物雖不能全部都可食用，但有些還是可作為食物，而且可以提供衣著和各種工具。如果自
然不會虛造萬物，我們可以推論自然為人類而生產動物。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是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笛卡兒認為所有現實的東兩可以簡化為兩種基本類型，即心智（minds）和物體（bodies）。
•心智包括所有的思考、感覺和意識
•物體包含物理的空間的一切事物，它被認為是純機械的，毫無意識可言。
•笛卡兒並不否認動物是活的，但卻依然認為牠們只是機器，並曾寫「動物是機器」一文。
•依笛卡兒的觀點，意識是判斷道德地位的基準，任何缺乏意識的事物僅可認作是物理東西，不必
為它的福祉而關切。

第一節 西方傳統的動物倫理思想



問題思考



1.某地區，野兔過多損害農作物，你認為將牠們捕
殺，有無道德上問題？為什麼？

2.如果你遇見一個會傷人的野生動物，牠有權利吃
你嗎？為什麼？

3.為了人類自身的營養，宰殺動物合理嗎？為什麼？

請回答



第五章

生命中心倫理
Biocentric Ethics



• 第一節 生命中心倫理的涵義與特徵

• 第二節 史懷哲的尊重生命倫理學說

• 第三節 泰勒的尊重自然學說

• 第四節 結語



生命中心倫理學說主張尊重生命個體，並給予道德
考量。此派學說理論已獲舉世贊同，各國政府非但
給予生物道德考慮，並制定法律保障其生存與自由
的權利。倡導此派學說之主要學者有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和泰勒（Paul Taylor）等。

第一節 生命中心倫理的涵義與特徵



第六章

生態中心倫理概述
Ecocentric Ethics



• 第一節 生態中心倫理的涵義和信念

• 第二節 生態學與生態倫理

• 第三節 結語



生態中心倫理（ ecocentric ethics）係以生態系整體的觀點
討論人與自然環境的倫理關係，並認為自然生態有自身的價
值，應接受我們人類的尊重與道德關懷。生態中心倫理係以
生態學為基礎，故又稱生態倫理學（ecological ethics）。

生態中心倫理的主要學說有

李奧波（Aldo Leopold）的大地倫理（Land Ethics）、奈
斯（Arne Naess）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羅斯頓
的生態倫理（Ecological Ethics）。

第一節 生態中心倫理的涵義和信念





一、自然世界具有內在價值，人類應給予道德考慮
• 生態中心倫理認為自然世界的動物、植物和生態系均有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
不能以對人類是否有價值予以衡量，而且自然世界的萬物均有自身的利益，應給予道
德考慮。

二、強調生態系整體的倫理關係
• 生態中心倫理考慮生態系整體，包括生物、非生物、生態系和生態過程。
• 且此生態中心倫理重視生態系的整體性，並非生物或非生物的個體。

三、重視價值觀的改變
• 生態中心倫理認為今日的環境危機是起源於現代人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要解決環
境危機必須要改變人類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李奧波認為人類必須改變視自己為地
球上的征服者，或優越物種的成員的觀念，應視自己只是生命社區的普遍成員。奈斯
認為環境危機的解除，必須藉改變現代人的哲學觀點，改變個人和文化的意識形態結
構。

第一節 生態中心倫理的涵義和信念 生態中心倫理具有下列信念：



第七章

大地倫理
The Land Ethic



• 第一節 李奧波與大地倫理

• 第二節 大地倫理內容概要

• 第三節 大地倫理思想的主要觀點

• 第四節 大地倫理思想的整體主義及其評論

• 第五節 結語



李奧波（Aldo Leopold，1887~1948）是美國著名的森林學者、保育運動者、
大學教授和生態學者。他的名著《砂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
被學界認為二十世紀保育運動具影響力的鉅著。在該書中，李奧波建立的大地
倫理，被視作尊重大地和保存其完整性的圭臬。

• 李奧波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州。他從耶魯大學獲得森林學碩士後，在
美國森林署服務。

• 李奧波被認為是美國建國保育歷史中野生地觀念創始人之一。1935年他創
立野生地協會（Wilderness Society）和「活的野生地」（Living 
Wilderness）雜誌，宣稱這是新態度的焦點之一，以理智和謙虛的態度看
待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第一節 李奧波與大地倫理



第一節 李奧波與大地倫理

• 李奧波被尊稱為「美國野生物管理之父」。他在1933年曾出版
《野生物經營管理》（Wildlife Management）一書，至今
本書仍在出版並被普遍地使用。在這書中他創立野生物經營管
理的架構，提倡以自然界生態關係為基礎的保育。他認為對於
資源的保育及妥善的管理的原理，非但可應用在野生物管理，
並對所有保育領域一樣的重要。

• 李奧波為現代環境倫理學之父，一位創造了一種把所有自然物
以及作為整體的大自然，包括進化倫理體系中的倫理學典範作
家。



第一節 李奧波與大地倫理

• 李奧波的《砂郡年記》於1949年出版，本書享有「環境運動的
聖經」之榮譽。在這本書中他以優雅的文筆描述生態學上生硬
的概念，例如：食物鏈、金字塔及生命群落（biotic 
community）等，他將基本的生態概念延伸成激進的觀念，
以塑造人類的思想與行為。

• 李奧波的《大地倫理》概念源自生態學上的community，在
生態學上譯作群落、群聚或群集。

• 他認為所有的倫理是基於一個前題：個體是群落的成員。而大
地倫理僅擴大群落的界限，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動物，二者
合稱為大地。最被讚賞的詞句就是：凡是保存生命群落的完整、
穩定和美麗的事都是對的，否則都是錯的。



第八章

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



• 第一節 奈斯與深層生態學

• 第二節 深層生態學對環境議題之觀點

• 第三節 深層生態學的實踐



奈斯（Arne Naess）是挪威哲學家及自然學者，也是深層生態學運動的創立
者。他於1912年出生於挪威的奧斯陸。他在巴黎索邦大學修完大學課程後，
在維也納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和奧斯陸大學研究，1938年在奧斯陸大學獲
得博士學位，並在該校擔任哲學教授。

• 在1970年代，奈斯開始關切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這種興趣的產生與挪威的
環境、文化和政治有密切關係。挪威是歐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而且90%
的土地未開發。因此統治著挪威的不是人類而是自然。挪威的內陸完全是荒
野，混合著山岳、冰川、森林、凍原和少量的人口棲息。挪威的政治常因生
態與資源的利用發生衝突。奈斯熱衷於環境運動，成為活躍份子，參與抗議
行動曾遭逮捕。他曾出版許多環境主題的書籍，包括生態哲學、環境政策和
保育生物學。

第一節奈斯與深層生態學



第一節奈斯與深層生態學

• 1973年，奈斯在《探索》雜誌上發表「淺層和深層 長程的生態
運動」一文，對環境倫理學中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作了區分和分
析：

• 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淺層生態運動（shallow 
ecological movement）：以人的利益為目標的價值倫理觀及其
生態運動。

• 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 ）和深層生態運動（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以整個生態系統及其存在物（包括人
類）的利益為目標的價值倫理觀，和這種世界觀指導下的生態運
動。



第九章

生態倫理學
Ecological Ethics



•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之父一羅斯頓

• 第二節 自然的價值與權利

• 第三節 生態倫理的道德原則

• 第四節 結語-生態學是一門倫理學



羅斯頓（H.Rolston III）從哲學的觀點解釋自然世界的價值，具有卓越的成就。
他被認為是自然的哲學、科學和宗教的世界級領導者之一。他早期研究自然的
價值以及創辦《環境倫理》期刊。他不但建立現代環境哲學，而且不斷充實和
衛護它。

• 在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
界的價值》中，羅斯頓提出價值中心的生態倫理（value-
ecological ethic）。他清晰地敘述內在價值是客觀地存在於自
然界物種、生物群體和個體中，這些價值賦予人類有直接的義務
對待非人類實體，例如物種和生態系。這些義務並非由於自然有
工具性價值，更不是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護環境。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之父一羅斯頓



第一節 環境倫理學之父一羅斯頓

• 羅斯頓於1932年出生於美國維基尼亞州山區，並就讀於戴維森學院，
修習物理學。後進入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研究神學與宗教，並獲博士
學位。最後羅斯頓返回美國，在長老教會擔任牧師十餘年，一邊佈道，
一邊體驗維基尼亞州山區的自然美景。1968年起在科羅拉多州大學
任教，並於1992年他成為該校第一位文科終身榮譽教授。

• 羅氏是環境倫理領域中著作最多的作者，也是宣導環境倫理學最多的
演講者。他的足跡遍布七大洲。他是運用倫理學說於實際環境問題的
大師級人物，也是美國數十個保育團體顧問，包括美國國會和美國總
統顧問小組。

• 2003年，羅斯頓因對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傑出辯護而獲得坦普敦獎
（Templeton Prize）獎金為120萬美金。這是世界上頒給個人的數
額最大的獎金。



第十章

生態女權主義
Eco-Feminism



• 第一節 生態女權主義



生態女權主義（Ecofeminism）最先為法國女權主義者依
奧邦妮（Francoise D' Eaubonne）於1974年所創。它是
由多種女權主義運動發展而來。

•生態女權主義企求結束各種形式的壓迫，包括種族主義、
性別主義以及自然的濫用。它特別強調性的偏見（sex 
bias）。而這些壓迫是來自父權的、男性價值導向的階
級制度。這種架構是社會建構的思想傾向，它塑造我們
對自然世界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

第一節 生態女權主義



第一節 生態女權主義

• 生態女權主義源自兩種主要的相關運動：

• 1.草根性的婦女引發的活動，其目的在消除對婦女及自然
的壓迫。它是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的生態女權
主義；

• 2.將女權主義與環境倫理作為基本的研究主題，亦即環境
哲學，它是理論導向（theory-oriented）的生態女權主
義。

• 無可諱言的，生態女權主義是一門嶄新的理論學門，它至
今仍在繼續的成長中。但是所有生態女權者具有共同的承
諾，就是不認可人類控制與濫用自然的倫理信念。



第十一章

永續發展與環境倫理的實踐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第二節 永續發展的定義與目標

• 第三節 永續生存原則與倫理要素

• 第四節 環境倫理的實踐-環境道德教育

• 第五節 環境道德規範



過去的數十年，地球上已發展前所未有的科技進步，它給
人類帶來莫大福祉，也帶來嚴重的世界性的環境災難。這
種現象雖然是由少數國家人民的行為引起。然而影響到整
個地球的人類。科技迅速進步和環境的崩解，也伴隨著前
所未有的經濟繁榮，特別是在極少數的國家。假若現在的
趨勢繼續，到了21世紀以後，世界將更擁擠。

• 回顧永續發展理念的形成，是經由人類的覺醒、省思而產生永續
發展的方向。從下面所述文獻可看出永續發展理念形成的過程。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一、《寂靜的春天》覺醒人類的環境意識

• 二、《增長的極限》激起發展的省悟

• 《增長的極限一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是由羅馬俱樂
部在1972年發表的報告。此俱樂部是一個非正式的學術組織，由
百餘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及作
家組成，旨在研究地球和人類的未來。

• 在這篇報告中指出我們人類正面臨莫大的困境，由於地球的各種
環境因素都是有限的，例如土地資源、非再生性資源、污染承載
能力等。如果我們人類仍舊繼續遵循過去發展的方式，我們人類
將遭逢巨大的全球性災難。要避免這種全球性災難的最好方法，
就是限制人口增長。世界上的人口是以指數方式增長，當2030年
時，世界人口將是1970年代的4倍。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三、《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

• 這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表的報告。該
會成立於1983年，其任務是負責制定「全球的變革日
程」，針對公元2008年，乃至以後，提出實現永續發展
的長期環境政策；對於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和在經濟及社會
發展處於不同階段之間，提出將環境問題的關心，轉變為
更加廣泛合作的方法，進而實現共同的相互支持的目標。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四、《里約宣言》倡導永續發展所需環境倫理價值信念

• 聯合國於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會議
（Earth Summit），全世界百餘位國家元首出席。會後
發表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以及21世紀議程（Agenda 21）。這兩
項文件均與環境永續有密切關係。

• 宣言內容從認識人類的共同家園一地球的整體性和相互依
存性出發，強調建立一種新的、公平的全球夥伴關係的重
要性，提出了各國應當共同遵守的原則。包括：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四、《里約宣言》倡導永續發展所需環境倫理價值信念

• 人類處於普遍關注的永續發展的問題中心，他們應享有以與自然
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

• 各國擁有按照其本身的環境與發展政策，開發本國自然資源的主
權權利，並負有確保在其管理範圍內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動，不致
傷害其他國家或在各國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環境責任；

• 為了公平地滿足今世後代在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求得發展的
權利必須實現；

• 環境與發展領域的國際行動也應著眼於所有國家的利益和需要；

• 各國應本著全球夥伴精神，為保護和恢復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和
完整進行合作。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 五、《21世紀議程》揭示實現永續發展的行動計畫

• 《21世紀議程》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重要文
件。這「議程」的目的是指出人類當前所面臨的緊迫的環
境與發展問題。並為各國提出相應的目標、活動和實施手
段，促使全世界為下一世紀的挑戰作好準備。

第一節 永續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



第十二章

儒家與道家的環境倫理思想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 第一節 儒家的環境倫理信念

• 第二節 道家的環境倫理信念



倫理信念在華人的歷史中延綿不斷，尤其是今日環境倫理
中的主要信念「天人合一」、「尊重生命」、「順從自然」
在儒家經典文獻中屢見不鮮。

•一、天人合一

•二、尊重與愛護生命

•三、順從自然

第一節 儒家的環境倫理信念



第二節 道家的環境倫理信念

• 一、物順自然

• 二、萬物平等

• 三、天人合一

• 四、否定人定勝天

• 五、節制物慾



第十三章

宗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Environmental Ethics Religion



• 第一節 佛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第二節 基督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第三節 回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第四節 結語



• 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隨著時間不斷地演變。從人類早期
原始的崇拜到各種宗教的產生，它是一部複雜的人類文化思想史。

• 佛教、基督教和回教是世界的三大宗教。

• 雖然各種宗教的教義有顯著的差異，但是都可從教義中看出人們
受到社會環境的壓迫，而乞求解脫苦難，把希望寄託在天國或極
樂世界。

• 要達成這個希望，必須遵守教義的規範以及奉行教義指示，從信
念的堅守到行為的表現必須符合教義的要求。因此，各種宗教中
有關環境倫理的信念，都是信徒們行為的指針。



第一節 佛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一、佛教對自然的看法
• 二、佛教對動植物的態度
• 三、佛教對人類使用自然資源的態度
• 四、佛教對污染的態度
• 五、小結



第二節 基督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一、生態神學家對聖經的詮釋
• 二、近代基督教的生態覺醒



第三節 回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一、回教的基本教義與環境認知
• 二、回教環境保護的基礎
• 三、回教的環境倫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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