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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台江學園入圍世界建築獎 年底荷蘭揭曉得獎名單 

 

位於台南市安平區的台江國家公園，以台江國家公園行政中心及遊客中心（統

稱：台江學園）入圍美名「建築界奧斯卡獎」的世界建築獎。台江國家公園本

身是台灣第八座國家公園，也屬獨一無二的溼地型國家公園，其設計結構採用高腳屋的

構造，以保留既有的地貌，避免地景遭破壞。建築底下的水路也連通串接成魚塭，提供

浮游生物一個優質的棲息環境。此獎項為世界規模最大的建築榮譽盛事，本次獎項的實

際獲獎名單則將在今年底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揭曉。 

 

國內焦點二  

司法改革里程碑 台灣正式啟動大法庭制度 
 

最高法院「大法庭制度」於本月４日上路，從去年底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後，

新的法官席終於完修，設有共 11位大法庭法官席位，同時也已經於本月 5日

遴選出第一屆的大法庭法官人選，任期兩年。大法庭誕生後，當法庭在審理案件時，如

果經過討論，認為法律見解和先前判決的法律見解有

爭議時，則有義務向大法庭提案，由大法庭來作出最

終裁定。此一新制度預期能夠穩定法律見解，大幅改

善過往判決前後不一、判決結果有所爭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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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三 

守護司馬庫斯生態 清大聯手部落打造友善燭光路燈 

 
 

位於新竹縣尖石鄉、海拔高一千五百公尺的「司馬庫斯」部落，自 1970年後

陸續建置路燈、照亮環境，同時吸引許多遊客前往造訪。但是，部落頭目接

受訪問時表示，儘管當地的路燈照亮了環境，許多昆蟲卻因光害死於燈下、或是飛鼠因

被光線吸引而衝撞上路燈死亡。為此，清華大學的類燭光 OLED照明團隊便募集 260盞

無藍光的類燭光 OLED路燈，捐贈予司馬庫斯部落，再以在地的朽木製成虎頭蜂窩造型的

燈罩，打造出與環境融合的友善路燈。其無藍害的光源除了對生態友善以外，也相當省

電。 

 

 

 

 

 

 

國外焦點一 

印度新德里陷缺水危機 貧富差距更顯嚴重 
  

印度首都新德里有超過 2000萬的居住人口，卻面臨日趨嚴重的缺水危機，尤

其在市內的貧民區及未經規劃的龐大住宅區，人們都需要為了取得限量的水資

源奮鬥，甚至是使用水車來運送水資源，水資源的供應價格也因為水源快速減少而不停

飆漲。相較之下，住在首都的政客、公務員，以及企業主，卻能夠每天在豪宅或公寓內，

以每月約台幣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價格，取得無限量供應的水資源。此一情形顯示出，政

府採取措施節約水源的同時，也須審慎思考印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司馬庫斯部落 

「司馬庫斯」在泰雅語中指的就是銳葉高山櫟（塔塔加櫟）。這種

高山櫟普遍生長在現今司馬庫斯、新光、鎮西堡山區，落葉肥沃了

土壤、櫟果提供了動物充足的食物來源，形成豐富的生態，也因此

地水源豐沛、獵物種類多，吸引了馬里闊丸群部分的先祖到此定

居，第一眼所見盡是 Smangus樹，便以此命名。 

 

「司馬庫斯」地名，延伸意即「櫟（橡）樹茂密，獵物豐厚、土壤

肥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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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二 

美墨聯手阻擋非法入境 6 月邊境被捕人數下降 28% 

 

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了六月於美墨邊境所拘留的移民人數，顯示相較於五月份，

人數總計已下降 28%之多。根據人數統計，五月份遭拘留的移民人數達 14萬

4000人，六月分則有 10萬 4344人，目前每天也仍有至少千位中美洲移民，為逃離

原生國家的貧困及暴力窘境而來到美國邊境。此人數削減的部分原因之一在於，川普政

府揚言凍結雙方貿易關係，才由墨西哥同意加強邊境管制。 

 

國外焦點三 

全球暖化若不積極遏止 2050 倫敦將和馬德里一樣熱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科學團隊，使用了 19種反應溫度及降雨的變數，作為

檢視全球 520座主要城市的氣候預測。該團隊先建立了一套較為樂觀的預測

系統，假設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會在全球團結進行的綠能政策下有所穩定，再假設全球

氣溫平均增幅為攝氏 1.4度。儘管已經設定像這樣的樂觀範圍，運算結果卻顯示，2050

年各大城市的氣候將會越趨赤道地區的氣候，例如，歐洲的夏冬兩季可能更暖活，溫度

增加幅度從 3.5度到 4.7度。連夏季從來不炎熱的倫敦，也將可能和低緯度的馬德里一

樣高溫。此報告主筆人也表示，報告的重點是期望種人能夠接收到此資訊，並且將這份

危機意識轉化為全球行動。 

 

 

 

 

 

馬德里 

國家：西班牙 

人口︰350萬 

氣候︰屬內陸性氣候，空氣乾燥宜人，夏季平均氣溫 30℃；冬季平均氣溫

2-11℃，一年中最宜人的季節是春天(4、5月)和秋天(10、11月) 

地方節慶︰秋天節(每年 9-10月)、聖伊西都羅節鬥牛節(每年 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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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我們應該注意世界的難民問題 

選自 李家同校長 國際觀專欄(132) 108 年 7 月 9 日 

 

 的確，歷史上有很多次的嚴重難民問題。越戰結束以後，非常多的越南人

要逃離越共的統治，因此有大批的船民，他們漂流在海上，但是多半獲救，而且

很多國家願意接納他們。美國就是其中之一，因為美國曾經參與越戰，在道義上

無法拒絕這些反共的越南人。 

 可是最近卻有很多國家不願接受難民。美國邊境一直有人要從中南美洲偷

渡進入，最近有一對父女想過河進入美國，結果被淹死。父女二人始終緊抱在一

起，這張照片引起了舉世注目。中南美洲並沒有嚴重的戰亂，可是有嚴重的貧困

問題。很多中南美人民沒有工作，但物價卻一直飛漲，唯一的辦法就是逃離家園。

可是富有的美國也不能無限制的讓這些人入境，因此才有眾多的中南美人流落他

鄉，無家可歸。 

 非洲的問題更加嚴重，中東的不安加上非洲國家人民的貧困，使得地中海

永遠有難民船。有一些人道主義者專門設法到海上救援那些危在旦夕的難民。在

過去，義大利永遠接受這些難民。可是義大利換了一個右派的政權，這個政權效

法川普，拒絕救援船入港。 

 幾乎每一週都有難民船翻覆的新聞，一艘難民船上總有 30 人以上。最令人

感到難過的是利比亞的難民營，這些難民營都在首都郊外，最近利比亞的首都外

圍有叛軍，叛軍不是游擊隊，而是相當正規的軍隊，由一位軍閥指揮。叛軍有空

軍，不知何故，這些難民營遭遇到空襲，很多難民無緣無故地被炸死。如果一個

國家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就不會想要離開家園。難民之所以產生，貧困是最重要

的原因。國家有大批窮人，一定有其原因，貪污腐敗無能的政府、內亂、種族糾

紛、外國入侵等等，都會造成貧困，一旦民不聊生，就有難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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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1962 年到美國去，當時很多台灣人會跳船，也就是說，他們用觀光

的名義到了美國，就在美國做苦工，不回台灣了。這些人是蠻可憐的，因為毫無

尊嚴可言，現在我幾乎從來沒聽說過台灣人在美國跳船。十幾年前還常常聽到中

國大陸的窮人在美國跳船，時常害怕警察來訪，最近聽說這種人也少了。 

 只要世界上有窮人，這個世界就絕對不可能安定。貧困造成了難民問題，

難民問題在歐美又使得種族主義復活，很多政客利用這種問題堅決反對移民。在

東歐，很多政客公開宣稱要保衛他們的基督教文化和傳統，因此不願意讓其他宗

教的人進入。如果沒有難民問題，這種高唱種族主義的政客大概也不會崛起。 

 我們知識份子應該關心全世界的問題，西方知識份子認為基本人權是要能

夠擁有言論自由，好的國家一定要自由民主。他們常常忘了，人的基本人權是要

能夠活下去，而且要能夠活得有尊嚴，貧窮的人根本沒有人類應有的基本人權。

我曾經寫過一本書─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由五南出版社出版。貧困問題絕對是

重大的問題，我很誠懇地希望各個大學應該討論這一個問題，也希望教授們知道，

如何解決人類的貧困問題不是簡單的事，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都會造成這個問

題。 

 

 

 

 

 

 

 

 

 

 同學們可以想一想 

一、內文提到難民問題會造成歐洲的種族主義

復活，請問你認為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二、你覺得有什麼方式能解決人類貧困的問題

呢？說說看你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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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本次新聞提到了台江國家公園以及司馬庫斯部落，這兩個地

標都富有豐富的台灣在地自然資源，請問各位同學，你曾經

造訪過哪些富有自然生態的臺灣景點呢？請分享一下你的所見所聞吧！ 

 

（提供教師參考：老師可以和同學分享中心附近的自然生態景點，也

讓同學分別分享自己出遊的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 小張這次的期末報告想要介紹台江國家公園，請你協助小張檢查，

下列哪一段介紹內容正確？ 

  (A) 台江國家公園地點位於台南市安平區，今年獲得了世界建築

獎，同時也是台灣唯一一個濕地型國家公園。 

  (B) 台江國家公園是台灣的第八座國家公園，採用高腳屋的構造，

提供浮游生物一個較為健全的棲息環境。 

(  ) 2. 請問，關於「印度新德里陷入缺水危機」這則新聞，應從下列哪一

選項推測其國家所面臨的貧富差距問題？ 

  (A) 在水資源分布不均的情況下，較富有的國民依然能夠繳付尚可

負擔的費用，自如地使用水源，較貧困者則否。 

  (B) 較富有的國民將水資源以財力壟斷，使原先充足的水源不足以

分配給全國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