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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引發的熱效應在2030年可能帶來7,200

萬個工作損失；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及相對弱

勢工作者，如移民工以及原住民族群等，首

當其衝，亦即，環境永續成為社會正義問

題。

由於產業引發的環境外部性，全球企業

轉型至對環境友善的循環經濟有其必要性，

然而，在轉型過程中，政府及企業面對現有

勞動力及其應具備的技能，如何無縫接軌，

是各界關心的焦點；根據國際機構估計，

2030年，全球就業人數將成長0.1%；其中，

歐盟地區因推動循環經濟，預計可新增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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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循環經濟之全球勞動力趨勢

全
球產值於1999年至2015年間成長近

80%，實質工資亦增加42%，童工減

少，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增加（國際勞動組

織，2018）；然而，產值提升也帶來若干負

面衝擊。根據統計，2000年至2012年間，溫

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排放量增

加33%，2000年至2013年間，原物料開採規

模增加62%，資源密集以及碳密集的經濟活

動造成沉重的環境負擔，恐導致經濟活動無

法永續。另外，地球升溫的情況若不加以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