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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化 

人類進化從能人（工具

人）到智人約2百萬年 

製造石器及使用火形成

部落生活 



人類進化-續 

一萬年前從畜牧及採集食物到農耕定居 

生物圈生活文化 

祭師、士（戰士、文士）、農、工、商 

文化凌駕科學的時期 



歐洲黑暗時代到文藝再興 

歐洲黑暗時代到文藝再興─人性的解放與創新 

（西元6世紀羅馬帝國末年～15世紀） 



三百年的工業革命時代 

第一次工業革命 

• 西元1750年 

• 機器替代人力 

• 工業成型 

• 化石燃料、蒸汽機 

第二次工業革命 

• 西元1850年 

• 電力時代─科學大躍

進 

• 化石燃料、內燃機 

第三次工業革命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 飛機、電腦及網路 

• 全球化、數位化 

• 能源、馬達 



三百年的工業革命時代-續 

蒸汽機取代人力→勞資階級成形，新中產階級

出現 

電力時代→資本主義社會化，共產主義專政 

電腦、網路時代→全球化、永續發展新思潮 



永續 V.S. 滅絕 

地球環境 

生態 

系統 

社會價值 

個人 

群體 

經濟活動 

人們從事物質生產及其相應的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 

沒有追求永續，就是走向滅絕 



永續 V.S. 滅絕 

2009年9月出刊的國家地理雜誌特刊
“State of the Earth 2010” ，預測地
球： 

• 每天20萬人的出生造就地球上人口
達到68億人 

• 5.4顆地球才能滿足地球上每個人的
生活及消費方式像美國人，然而印度
人的生活及消費方式只需要0.4顆地
球就能滿足 

• 地球有3%的人口居住在非出生地 

• 2010年，可能有5億人因環境災變
流離失所 

• 21世紀中，地球上人口將達92億人 

 



永續 V.S. 滅絕-續 

2017年7月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份
研究表明，近 50 年來地球約有一半物種被認為
已經滅絕，科學家將這稱為「地球歷史上的第
六次大規模滅絕」。 



永續 V.S. 滅絕-續 

2018年5月發表在美
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
一份研究表明，全世
界 76 億人口加起來
也不過只占地球生物
總量的 0.01%。 

 

「我們的飲食選擇對
動物、植物和其他生
物的棲息地有巨大的
影響。」─ R. Milo 



核能發電─核分裂、核融合 

安全及核燃料尚無法處理─世代正義 

安全風險是社會問題，不只是專業科技問題 

保險產業的興起 



氣候變遷─溫室效應 

由工業革命開始 

改善人類生活─環境汙染、勞資階級分立 

用更好的科技─循環經濟來解決？ 

新生物圈生活方式，文化進化跟上科學腳步 

軟體主導硬體 



電腦大數據及網際網路 

全球化，所有人、物、資訊透明流通 

貧富落差兩極化 

假訊息、假身分、責任風險低 

 



科學文明─科學精神與方法 

創新與複製：從創新中再創新 

獨立思辨與溝通的理性與感性 



科學文明─簡約生活文化的追求 

人性解放、尊重大自然制約的生活方式 

循環經濟是目前的努力方向 

所有的原材料之應用及回收必須能形成循環再利用的模式 

節省硬體之耗費(模組化)、軟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