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人權教育小組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是瑞典16歲的中學生。8歲時，她第一次聽到氣候變遷。當時

她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人對氣候變遷有所行動。11歲時，她開始選擇性緘默，她了解到開口說話這個動

作所擁有的力量。

 2018年8月，桑伯格15歲，她開始在每個禮拜五翹課，到瑞典國會前舉牌抗議，要求瑞典政府必須

實際減少碳排量，以達成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人們質疑她沒有去上學，她回應：「事實已經一點

都不重要了，政客們不看重科學家所呈現出來的事實，我何必還要在學校學習呢？」

 她的行動如野火燎原，很快地許多年輕人在世界各地一同響應。2019年5月24日，全球超過百萬的

年輕人加入「Fridays for Future」罷課行動，台灣也沒有缺席。這項行動不會停下，桑伯格繼續呼籲年

輕人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未來。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庫米˙奈度（Kumi Naidoo）表示：「世界各地青少年運動者的堅定使我們深

感謙卑且深受啟發，他們用決心逼迫世界正視與面對氣候危機的現實。每個參與『Fridays for Future』

運動的年輕人都體現了為良心行動的價值。他們提醒了一件事：我們遠比想像中強大，且生而為人我們都

負有使命，要在氣候災害中捍衛人權。」

 桑伯格得獎時表示：「這個獎不屬於我個人，它屬於每個人。我們很高興能獲得認可，看見我們努

力爭取的事物正在發揮影響力更是令人開心。」「憑你的良心行動，指的是為你認為對的事情去奮鬥。我

認為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們都正在實踐這件事，因為我們有責任試圖改善這個世界。」

  

 Z世代的年輕人（7到22歲）的世界不是只有滑手機和打手遊，對於地球的未來，他們看得比誰都還

清楚。有了網路科技的串連，這群年輕人動員得更快，影響得更廣。為了自己的未來，這群年輕人還會繼

續奮鬥下去，直到大人們做出改變。

事件地點：瑞典

國家概況：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雅半島。

政治為君主立憲制，現任首相為勒文（Stefan Lofven），

為歐盟的一員。主要語言為瑞典語，貨幣為瑞典克朗。

「我們的房子著火了！」桑伯格在2019年世
界經濟論壇當中對「大人們」說：「大人總是
一再地說：『我們虧欠年輕人，沒能給他們希
望。』但是，大人們，我不要你們的希望。我
不要你們感到未來是有希望的。我要你們體會
到我每天所感受的恐懼。然後，我要你們有所
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史上最年輕良心大使獎得主
格蕾塔・桑伯格

如果你16歲，你會為改變世界做什麼？

人權議題：人權捍衛者、氣候變遷

十二年國教融入議題：人權、環境、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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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特赦組織一起行動

要求我們的政府

＋竭盡所能阻止全球氣溫上升少於1.5度C。

＋確保任何行動不會危害人權，並減少不平等。

＋團結合作能共同分擔氣候變遷的重擔，富裕國家要做得更多。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人權教育小組

國際特赦組織史上最年輕良心大使獎得主
格蕾塔・桑伯格

如果你16歲，你會為改變世界做什麼？

名詞解釋

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獎：此獎宗旨為頌揚實踐良心之聲、對抗不公不義、以自身才能鼓舞他人，
最終促進人權的個人與團體。頒發此獎的目標在於發揚具啟發性的故事和人權議題，並鼓勵公眾行
動。歷屆獲獎者特質包含：以良心行動對抗不公不義、運用其才能啟發他人和進一步促進人權推動。

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2015 年在巴黎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議決定，簽
署協定的各國有責任讓地球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與前工業時代相比最多攝氏 2 度內的範圍，且
應努力追求升溫幅度標準續減至攝氏 1.5 度內的更艱難目標。

延伸資料

【良心大使】氣候變遷運動者格蕾塔與 Fridays for Future 抗議活動榮膺國際特赦組織最高
榮譽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zJTKXuCphg

【氣候變遷】我 15 歲。為了讓我這一代能有工作和完好的星球，我決定擋住你的通勤路。

https:/ /www.amnesty.tw/news/3148

【全球】不該再忽視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https:/ /www.amnesty.tw/news/2907

【News】Announcing the f i rst  ever global  summit on human r ights and cl imate 
change

https:/ /www.amnesty.org/en/ latest/news/2019/07/announcing-peo-
ples-summit-on-cl imate-rights-and-human-survi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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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思考

＋人權和氣候變遷的關聯在哪？

＋誰的人權會因氣候變遷而衝擊最大？已開發與未開發國家？不同
種族與階層？不同性別？不同世代？不同社群？

第 3 條：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我們有權過著自由而安全的生活。
第 17 條：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財產。
第 25 條：每個人都有權利享有基本的生活水準，在生病時能得到醫療照顧。

相關世界人權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