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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亚洲太平洋地区能源技术伦理工作组的邀请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曼谷的机构谨代表包括泰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和

能源部在内的项目合作伙伴，邀请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参与到教科文组织能源技

术伦理亚太地区项目工作组。 
 
项目简介 
 
能源与我们的环境，其资源的利用以及经济活动中的几乎各个层面都有着密切

的关系。当全世界的决策层在奋力与气候变暖抗争的同时，人们对能源再生和

消费形式的选择对气体排放量的程度，环境健康以及方便民众使用能源居家取

暖制冷，交通，工作和节假休闲的程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个项目的意图不在于重复此前召开的无数次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会议，而在于

打开了探讨以往被忽略了的伦理和价值问题的大门。其目标在于通过对环境伦

理问题非政治化地进行探讨从而产生关系与长远政策的制定挂钩，实质性的，

跨文化，跨学科的内容。 
 
亚洲太平洋地区正经历着世界范围内对能源需求的年增长 快的现状，而在今

后的二十多年中满足这一需求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随着油价的断续飙升，各

国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明确国家能源政策和取得能源保证的压力。选择所有种类

的能源，包括矿物燃料，生物燃料，核能，燃料电池和可再生能源在内，其背

后的伦理问题需要有整体性的考量。能源的生产过程会如何影响环境和其他生

物群体？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又将如何影响贫困百姓？什么是我们为当地老百

姓做咨询工作的伦理职责呢？什么是对后代的伦理责任；什么又是我们对未来

的前瞻？亚洲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所承载的环境价值观影响我们人类与环境的可

持续性关系吗？ 
 
2007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的机构诚蒙泰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和能源

部的合作，在曼谷主办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其间该项目正式 启动。二十 个国家

的一百多位与会者来自多个部门有着许多不同的专业背景；并带来了一系列对

相关问题的观点。 
 
有关工作组 
 
根据会议结果产生的十四个临时工作组拟定了以下的主题（其更详细的内容在

后面）： 
• 共通性和环境价值 
• 大自然的伦理世界观 
• 对未来的前瞻和希望 
• 代表方与决定方 
• 社区的参与 
• 利害关系方的责任 
• 能源公平和人类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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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效益分析和经济建设 
• 能源技术的采用和发展( 新研究现状的回顾) 
• 与研究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相关的伦理框架 
• 环境伦理的教育框架 
• 有关核能源的对话 
• 能源转化过程，环境和肉类生产的伦理含义 
• 水伦理和水资源管理 

 
工作组的目标是围绕这些例举的问题以环境伦理和人类安全为重点开展对话。

各组将产生出可供决策者，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考虑能源政策的伦理层面时所

需的的报告。 
 
我们的工作对象 
欢迎对加入工作组有兴趣的人士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在能源和环境伦理领域的各

种经验。相关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工程界，政府，机构的咨询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与能源相关的企业界，教育界和学术界。 
 
对于有高度学术造诣活力有正直感的个人，其有关的工作组报告将通过同行审

阅的程序，而将不代表伙伴组织的观点。 
 
我们也欢迎与该项目有关的机构和单位帮助和支持审议，咨询和对话过程。 
 
工作组成员的报酬不以时间来计算，尽管通过教科文组织在曼谷的机构及项目

合作伙伴有部分项目基金可用于支付有形的和实际会议及相关会议组织费用。 
 
需要了解更多吗？ 
 
有关该项目更具体的信息，请联络 Darryl Macer 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和人文科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区域办公室

（RUSHSAP）曼谷 
电话：+66（0）23910577， 转内线 147 或 
电子邮件地址：d.macer@unescobkk.org. 
另一个雅虎电子邮件地址: unesco_eet@yahoogroups.com 
 
各工作组的内容说明 
 
共通性和环境价值 
亚太地区的环境价值是从多样化而丰富的哲学和宗教遗产中汲取了养分。在联

合国寻求落实普遍权利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机制下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共同

立足点呢? 是否应该寻求普遍的或多元化的环境价值？是否存在能建立和促进

进一步可持续经济增长基础的所谓“亚洲环境精神？ 
 
大自然的伦理世界观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当中有没有可以形成自然伦理关系的固有

的世界观？它们是以人类，以生物还是以经济或以宇宙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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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是如何对人类，植物，动物以及他们的生物圈来安排价值赋予意义的

呢？这些世界观的持有者与决策者作出的实际决定之间、或他们代表的民众的

日常生活之间是如何的关系？ 
 
对未来的前瞻和希望 
用来考虑环境伦理问题 适当的时间尺度该是多长 —几年、十几年、几个世纪

或几代人？我们对“千年发展目标”以后，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有什么共同的

前瞻目光呢？如何以一个整体眼光来平衡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和对其他的未来

期望？ 
 
代表方与决定方 
当国家的决定可能对周边邻国，对地区或对所有的国家产生环境或安全风险

时，国家代表他们的人民就能源技术方面的决定能行使什么权力? 什么是省

级，社区和少数民族在地理区域内建能源基础设施的权力？ 
 
社区参与 
我们如何能使社区参与决策过程？社区是否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环境价值观呢？

是否为社区成员了解有关能源技术及其风险利弊信息提供了合情理的便利呢？

教育在帮助 社区为决定自己的未来起了什么作用？妇女和年轻人参与进来了

吗？能源项目的社区咨询应有哪些适当的步骤？化适当的时间做咨询是否加快

了项目落实的速度呢？遇上大规模的能源基础建设，我们“别在我后院”的观点

是如何形成的？社区参与是如何反映正在势头上的、由家长作风的原则通过知

情同意实现向知情选择原则的模式转移？ 
 
利害关系方的责任 
什么是利害关系方对环境和后代应负的责任？当强调责任成为更重要的因素

时，以权益为基础的框架真的对环境伦理适用吗？当地区或全球无法达成共识

时，即便 是没有别人愿意，国家有责任采取伦理角度上正确的行动吗？作为跨

文化视角的例子，这个组将明确科学家，政策决策部门（资金和规章），公众

（包括各种不同产品的顾客和非顾客），投资者，公司，机构，特别的利益相

关团体（如地理位置靠近电力厂，相关职业群体，信仰团体），以及其他的生

物群体各方所负的责任。 
  
能源公平和人类能源安全 
能源制造在扶植经济增长和维持高水平生活的同时，其本身也有财务和环境方

面的成本。如何调解发达国家不成比例的能源消费造成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整

个亚太地区提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富裕国家鼓励欠发达国家限制能源消

费，避开豪华生活方式是否合理？有没有合适的途径让发达国家开发的、制造

出高效能源的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为发展中国家所用呢？在社会层面，政府是否

应该提供能源优惠政策，使低收入者经济而方便地用上能源呢？政府的能源补

贴政策是否有补贴无效益的能源使用的风险呢？ 
 
成本效益分析和经济建设 
如何将环境和文化价值 有效地与能源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结合在一起？什么

是 “廉价能源” 真正的成本？如果我们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或土地占有面积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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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本及包括废物、处理和安全成本在内的产品生命周期能源总成本，什么才

是任何一种能源形式的真正成本呢？ 
 
采用和发展能源技术( 新的研究回顾总结) 
这个有关地方和国家级项目的替代能源研究回顾重点放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能

源生产和供应方面固有的伦理含义。回顾研究包括了新科学的创新发展和基础

学科研究成果向应用学科研究的转换、技术融合和能源多样化。回顾还将涉及

全球联网和信息技术，对不同的替代技术的要点进行剖析。 
 
与研究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相关的伦理框架 
决策者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来决定采用某种能源技术的，而伦理考量又如何受

到重视？决策者应该如何制定和执行谨慎原则？决策者如何在性别敏感方面做

好工作，在从计划、落实到效果评估的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的

环境和能源管理方面的有利地位(UNEP)。 
 
这个组通过透视包括研究人员的伦理准则，社会价值，参与者（利害相关方）

的权益，原著民的权益，宗教价值，法律问题在内的关键性伦理问题，加上对

以上各个专门工作组所作结论的考虑，将检验察看对各伦理框架的不同理解。

这个组在总结了所有的政策后，将分析文件内在的伦理框架目的是起草一个伦

理框架的范本。 
 
环境伦理的教育框架 
这个组把各方的长期工作和成果连贯起来；通过办试点，编制和试验环境伦理

教育的教材及其相关策略。主题与以上各组所涵盖的内容相连。 
 
有关核能源 的对话 
该组从伦理角度透视和分析具特殊敏感度的核能源辩论。 
 
能源转化过程，环境和肉类生产的伦理含义 
肉类作为食物是人类的一种能源形式；然而，为了生产足够的肉类来满足全球

的需求，巨大的能源储备以饲料，肥料，药物生产，运输和制冷保鲜的形式 被
消耗。这个组将分析肉类企业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矿物燃料的消费，以及这些

问题背后的人文与环境的伦理含意。 
 
水伦理和水资源管理 
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伦理问题包括了许多国家已优先考虑的有关水在能源和其

他领域里的利用。其他相关的问题涉及公平用水，节水保水方法，以及如何对

被广泛认为是公共资源的水进行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