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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助教： 
	
課程說明 
作為世界最大排放國的中國大陸，近年在氣候變遷、污染防治及綠色（低碳）經濟等方面

皆開始積極行動，並已然成為國際環境治理之關鍵要角。中國大陸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於 2015 年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強調發展和保護相互促進。從 2021年開

始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簡稱十四五計畫) ，環境與能源也為其中重要議題。中國大陸承諾

將在 2060 年實現氣候中性，而新的五年計劃將擴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推進電動車等產

業以落實其永續發展目標。 

 

本課程將探討當前全球和中國大陸在因應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挑戰之具體作為，並思考台

灣在此宏大變遷脈絡中，可能有的新發展契機。課程主題將涵蓋：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

的趨勢與制度、中國大陸於國際氣候治理之立場與角色、中國大陸氣候政策、低碳轉型與

綠色經濟發展策略、能源革命與市場改革、低碳社會與低碳城市、污染防治、綠色科技與

產業規劃、環境公民參與、台灣環境治理經驗與低碳轉型，以及兩岸於因應氣候變遷與能

源轉型領域之合作機會等。 

 

本課程鼓勵以田野實作與跨學科的觀點，來探究當代中國大陸在面對環境議題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發展，並將其當作與台灣進行比較研究之對象。在學理上，開創出「具有台灣特

色的中國大陸研究」，使台灣成為國際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社群中關鍵且獨樹一格的角色，

促成嶄新的關於兩岸關係的研究脈絡、與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而在實務與研究影響上，

也期待研究成果，可激起共同思考台灣當前綠色發展之轉機與契機。 



課程目標 

1. 讓同學理解當代中國大陸所面臨之環境與永續挑戰，以及其治理模式之歷史發展 

2. 理解中國大陸在國際環境治理，從氣候變遷、再生能源到自然資源等領域，所扮演

之重要角色，以及近年國際談判上之立場與策略 

3. 理解中國大陸在十四五期間之環境與能源規劃、中國大陸氣候政策、低碳轉型與綠

色經濟發展策略、能源革命與市場改革、低碳社會與低碳城市、污染防治、綠色科

技與產業規劃、環境公民參與等面向議題 

4. 理解與盤點台灣過往環境治理經驗如何轉成軟實力，如何將氣候變遷之危機，變為

轉機與商機？以及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低碳轉型與永續發展可扮演何角色 

5. 訓練同學對中國大陸在永續脈絡下的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有獨到之觀察分

析能力，以及於當地從事田野調查研究之能力	

	
課程要求 

1. 本課程採理論講授與案例實作並重的方式進行，所有修課同學必須在學期內完成各階

段所需提交的平時作業，參與期中考試，並在學期結束時，分別期末報告，或其他書面

成果報告或多媒體成果展示。 

2. 平常作業進度將會搭配課程講授進度，使同學能夠透過課堂解說與實際案例，搜集資料、

閱讀、獨立思考與撰寫習作問題。因此，請同學務必每週準時上課，課堂採不定期點名。 

3. 本課程要求與配分比重如下：平常作業 A︰如平時參與課堂討論、上台報告、文獻評析

或案例分析，佔學期總成績 30%、期中報告 B：就課程前半部內容撰寫之書面報告，佔

學期總成績 30%、期末總報告 C：為期末自選與中國大陸環境與永續議題相關之專題報

告，佔 40%。平時成績的計算方式也一併考慮出席率與課堂表現。 

 
教學方式 

1. 課堂講述與討論(40%)  
2. 個案分析(40%) 
3. 專題演講、影片欣賞、機關參訪(20%)  

 
評量方式 

1. 平常作業(30%) (說明：平時參與課堂討論、上台報告、文獻評析或案例分析)  
2. 期中報告(30%) (說明：就課程前半部內容撰寫之書面報告)  
3. 期末報告(40%) (說明：期末自選與中國大陸環境與永續議題相關之專題報告) 

 



主要教材 

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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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有任何課業上的問題，歡迎用 email (chunghan.yang@mx.nthu.edu.tw)跟老師聯

繫。任何一位同學詢問的信件，我們都一定會親自回覆，請務必確認收到老師的

回覆信件，以免因系統誤認為廣告信件而遺漏。 
2. 請善用老師每週的晤談時間，提前跟老師約定討論時間。 
3. 整學期無故缺課三次，平時成績以零分計算。 

 

課程進度安排 
在此基礎上，本學期課程會分為兩個主要學習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期中報告前對於當代

中國大陸環境與永續議題的理論介紹。第二階段則是期中報告後針對個別議題，進行主

題式的研討。詳細的分週規劃如下： 
 

周次 單元類型 課程單元主題 授課老師 
1 課堂講述與討論 課程導論 楊宗翰 
2 校外參訪或專題演講 與中國大陸環境與永

續議題有關之政府機

關、企業與民間團體 

楊宗翰 

3 案例研習 中國大陸之氣候政策 楊宗翰 
4 課堂講述與討論 中國大陸於國際氣候

治理之立場與角色 
楊宗翰 



5 課堂講述與討論 中國大陸國內之低碳

轉型與綠色經濟發展 
楊宗翰 

6 案例研習 中國大陸低碳能源轉

型與科技發展 
楊宗翰 

7 課堂講述與討論 中國大陸能源市場自

由化與低碳化 
楊宗翰 

8 專題演講 再生能源發展、綠色

科技、產業變遷 
楊宗翰 

9 課堂講述與討論 中國大陸對外能源與

基礎建設投資 
楊宗翰 

10 期中報告 期中報告 楊宗翰 
11 案例研習 空氣污染防治 楊宗翰 
12 課堂講述與討論 森林、礦業、生物多

樣性、動植物保育 
楊宗翰 

13 專題演講 水資源與濕地 楊宗翰 
14 案例研習 環境公民參與 楊宗翰 
15 課堂講述與討論 台灣環境治理軟實力 楊宗翰 
16 課堂講述與討論 兩岸於氣候與能源領

域之合作與競爭 
楊宗翰 

17 校外參訪或專題演講 與中國大陸環境與永

續議題有關之政府機

關、企業與民間團體 

楊宗翰 

18 課堂講述與討論 期末總結 楊宗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