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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光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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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彰基婦產部主治醫師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發起人(2011)暨創會理事長(2016-)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環境與婦女健康委員會創會召集人(2019-) 

經歷：彰基婦產部主任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人力委員會創會召集人(1998-2010) 

慈林教育基金會董事 

2011 醫療事故之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研討會總策劃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董事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長(2014-2016) 

 
緊急有效行動，攜手共創永續醫療淨零婦產科新世代：綜論 

 

葉光芃醫師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醫學會(TAMIG)前理事長(2014-2016)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TAOG)環境與婦女健康委員會創會召集人(2019- ) 

 

截至 2022年 10 月，全球 127國 預計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氣候變遷，已被世衛組織描述為 21 世紀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脅。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 ·克里

John Kerry – 在 2023 年 5 月世衛年會的視頻演說強調：“Make no mistake, it is a battle.”定義氣候變

遷為一場戰鬥。“There’s really no polite way to put it, the climate crisis is killing people.” 專家稱，

目前世界各地的極端高溫正在加劇的趨勢將在幾十年內使地球大片地區無法居住。 

所幸，在聯合國的努力之下，初見生機，世界各國分別努力減排溫室氣體。據統計，至 2022 年 10 月，

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86%的 137 個國家承諾淨零排放；其中 127 國預計在 2050 年達成此一目標。 

台灣也跟上世界的腳步，蔡總統在 2022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宣誓，將與民間共同努力，啟動「碳

定價」及完備「碳盤查」的機制，朝「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大步前進。立法院也在隨後通過氣候變遷

因應法，明定 2050 達成淨零排放。 

 

醫療是救人行業，卻潛藏殺人、殺地球的風險！ 

醫療是救人行業，卻也是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的行業！換言之，在救人背後卻潛藏著殺人殺地球的

風險！據統計，美國衛生部門的碳足跡佔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8.5%。主要歸因於兩個因素：高醫療廢棄

物和高溫室氣體排放。醫療廢棄物焚燒爐是美國汞和戴奧辛排放的前 5 大來源之一。然而，美國並非特例！

綜觀全球，醫療部門每年碳排放量，約佔全球淨排放量的 4.4%，相當於 514 座燃煤發電廠一年的總排放量。

如將全球醫療部門視為一個國家，它將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國！而台灣醫療部門碳排放也不落人後，約占國

家碳排放總量的 4.6%，比各國平均值（4.4%）略高。據統計，臺灣醫院大戶的能源消耗占全國非生產性能

源大戶的 16.76%，高居全國非生產性行業的第一名。 

手術室溫室氣體排放約佔醫院整體的 2至 3成, 可說是醫院的排放大戶！手術時最大溫室氣體排放來自

能源, 而手術室使用能源約為醫院其他部門的 3 至 6 倍；此外，醫院廢棄物約 3 至 5 成是手術室產生，如果

將產房及待產室的醫療廢棄物加進來，更可高達 7 成。 

 

英美醫療體系，Mass General Brigham、輝瑞藥廠等，競逐淨零 

有鑑於此，英國將「全國 2050 年淨零排放」入法的同時，英國的國立醫療體系(NHS)也同時宣布在 2045

年前達成醫療部門的淨零排放，並在 2022 年將醫療淨零正式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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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方面，拜登總統上任不久，即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指示衛生部長設立氣候變遷和健康平等辦

公室。此辦公室在 2022 年 4 月地球日當天宣佈美國醫療體系，如 Mass General Brigham (MGB, 為麻省

總醫院與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合併)、波士頓兒童醫院、加州的史丹佛大學醫院、加州卅立大

大學醫院、輝瑞藥廠、AZ 藥廠等已承諾：將在 2030 年前將其各自的溫室氣體減排一半，並在 2050 年達到

淨零排放，且每年均須公開說明這一目標的進展。此外，每一宣誓單位均須指定一位高管負責 2023 年減排

工作；到 2023 年底前須制定並發布持續運營的氣候適應計劃，預測社區中遭受氣候相關損害風險過高的群

體的需求；並在 2024年底前針對最難管控的範疇 3排放 (佔全體污染排放源 73%的供應鏈及其他間接排放）

進行盤查。目前，拜登政府的醫療淨零行動至少已獲得代表 872 家醫院的 116 個組織簽署。英國入法，美

國官方認證簽署，看來，英國、美國的醫療淨零是來真的！ 

 

2023 COP28首創“健康日”：將健康納入議程的主流、對話的中心 

世衛組織在淨零醫療也非常努力，在聯合國的支持之下，世衛組織於 2021 年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

COP26 (聯合國第 26 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創設了「氣候與健康變革行動聯盟」(ATACH)，致力

於利用世衛會員國和其他國家的集體力量，建立適應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的衛生系統，並促進將氣候變化與健

康的關係納入各自的國家、區域和全球計劃。截至 2023 年 5 月，已有 65 個國家 (其中 22 個國家承諾建立

淨零衛生系統）加入 ATACH。總的來說，ATACH和 G7做出的淨零醫療承諾已佔全球醫療保健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近一半 (48%)。 

2023 年，將在杜拜舉行的 COP28 官方已宣布要“大規模調整方向”，將“健康日”納入今年 COP28

議程。COP28 將提升氣候與健康關係的政治形象，並將健康問題納入全球氣候變化議程的主流，將健康置

於氣候對話的中心，將健康積極納入整個氣候決策過程。官方宣稱這是個飛躍的創舉！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

塞博士表示，COP28 還將舉辦首次氣候和衛生部長級會議，各國衛生部長不僅出席並積極參與氣候峰會，

而且確保健康成為氣候行動的主要關鍵，突顯 COP 最高層已意識到健康是氣候討論的核心支柱。世衛組織

將繼續與氣候變化與健康變革行動聯盟（ATACH）成員合作，繼續推動致力於建設適應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的

低碳衛生系統。 

 

截至 2023年七月初，全台至少三成醫學中心已誓言淨零醫療 

台灣方面，各大醫院的努力，也有目共睹。至 2023 年七月初為止，全台 20 家醫學中心已有 6 家(佔三

成) 誓言淨零醫療，這 6 家醫學中心是：新光醫院、亞東醫院、林口長庚、台北長庚、高雄長庚、台中榮總，

再加上其他醫院共 15 家已宣示競逐淨零醫療。這是台灣醫療史上偉大的一頁！這 15 家醫院宣誓的日期值

得分別記載如下：2023/3/8－新光醫院；2023/3/13－北醫附醫；2023/5/5－亞東醫院；2023/5/18－林

口長庚、桃園長庚、基隆長庚、台北長庚、雲林長庚、嘉義長庚、高雄長庚、高雄市立鳳山醫院、新北市立

土城醫院；2023/7/1－台中榮總與嘉義暨灣橋分院、埔里分院。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努力競逐淨零婦產科 

婦產科是外科體系的一部份，也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醫療行業！因此，當 2019 年，全球開始倡議競逐

淨零 (race to net zero) 行動時，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也開始反思與行動！首先，2019 年，在時任 TAOG 理

事長黃閔照、黃建霈秘書長及會員代表的支持下，婦產科醫學會成立了「環境與婦女健康委員會」。2021 年

底，在 COP26 之後不久，與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TAMIG)合作，在台大兒童醫院舉辦一場「台

灣淨醫療初探」的演講；更在 2022 年 10 月亞太婦產科內視鏡(APAGE)年會在世貿舉行時，與 TAMIG 及

APAGE 合作，舉辦一場四個半小時「刀上救病人 刀下救地球」的專題討論會，除了國健署副署長及醫事司

劉司長，我們也邀請到淨零醫療、淨零台灣的重要推手之一的簡又新董事長，及牙科醫學會及麻醉醫學會，

共同討論「淨零牙科」「淨零麻醉」的可能性。 研討會之前，我們舉行了記者會，倡議 2040 台灣淨零醫療

的可能性。除了蔡壁如立委和洪申翰立委，及 APAGE 董事長李奇龍教授等出席外，當時即將就任新會期的

https://www.who.int/initiatives/alliance-for-transformative-action-on-climate-and-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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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G 理事長陳思原教授也親自出席加持。2022 年年底，新成立的 TAOG 會員代表大會也通過了提案：授

權婦女健康委員會草擬永續淨零婦產科共識及行醫指引。 

 

2023的 TAOG 年會醫法倫「淨零醫療」專題，講師均為一時之選 

今年，2023 的 TAOG 年會更在陳理事長及黃秘書長的要求及支持之下，在醫法倫單元有了「氣候變遷 

淨零醫療」的專題討論，此專題請到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以下稍做簡介： 

學界：諾貝爾獎得主，前中研院長李遠哲教授。李教授不僅到處演講提醒氣候變遷危害人類、危害地球、

危害萬物，呼籲台灣各界要盡速採取緊急有效的行動，台灣及人類才能免於浩劫；也親自出席參與「反空污 

抗暖化 無煤台灣」等遊行；更時常對執政當局提出諍言，是台灣能夠全面翻修空污法及淨零氣候立法的最

主要推手。 

法界：立委洪申翰：洪委員年輕有為，當立委之前，長期在環團紮根，對環境氣候有很強烈的使命感，

當選立委後也不負眾望，在立法院內穿針引線，促成台灣的氣候立法，他應該是本屆立委在氣候立法裡面的

最大貢獻者。 

產界：林名男醫師，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家醫科醫師。他是淨零醫療的先行者，自 2010 起，即在偏

鄉大林默默奉獻，深耕此領域達 13 年。他是全球推動淨零醫療最有影響力 (影響聯合國、世衛組織、G7、

G20)、最具論述能力及最強行動力的組織“Healthcare without Harm"的台灣代表人物。近年，更常參與

聯合國的活動，分享競逐淨零醫療的經驗。大林慈濟醫院 2022 年得到國際醫院聯盟肯定，獲頒卓越綠色醫

院銅獎，是臺灣首獲此殊榮的醫院。 

醫學倫理：江盛醫師，他是婦產科醫學會倫理委員會最具代表性的委員，學識淵博，關懷弱勢。他是

COP26 舉行地點 Glasgow 大學的遺傳學博士，在蘇格蘭住了至少 4 年，蘇格蘭 NHS 是全球最早(2019)

宣布的淨零醫療體系，已設定在 2040 年之前達到淨零醫療。由江醫師來分享氣候引起的健康不平權，是不

二人選。 

 

一場波瀾壯闊全新的淨零醫療革命已經開始，婦產科醫師任重道遠 

以醫療廢棄物而言，每一個病例，婦科產出 11.1 公斤廢棄物，是眼科 0.3 公斤的 39 倍，ENT1.7 公斤

的 7 倍；就碳排放而言，以美國子宮切除手術為例，每例子宮切除產生 424 公斤的二氧化碳，約等同駕駛

汽油車約 2,000 公里。如此高醫療廢棄物及高碳排手術，已然突顯出婦產科在醫界競逐淨零醫療的關鍵角色。 

以新世代的眼光來看，只有環境永續的淨零醫療才是好的醫療！ 

一場波瀾壯闊的醫療革命已經開始，永續醫療就從淨零婦產科做起！醫師身為醫界的領導者，讓我們共

同思考如何以身作則，採取緊急有效行動，攜手共創「無煤台灣」、「無化石燃料的台灣」，共同建構一個

人人都能獲得清潔空氣、清潔水和健康環境的台灣未來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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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 
SY29 

中央研究院榮譽院長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全球暖化與世代交替 
 

從人類社會開始高度工業化之後，由於人口暴增，人均消費的急速增加，人類社會與大自然

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人類已不再只是大自然的一部份，人類已開始主宰地球，地球也

進入地質學家所稱的「人類世(Anthropocene)」。 

地表的許多改變確實令人擔心，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人類正在改變地球的大氣層這件事。隨著

在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目前地球表面從陽光吸收的能量，

比地表排放出去的多，也就促使地球表面溫度的不斷升高。 

對很多人來說，地表升溫兩、三度（攝氏），並不覺得那麼可怕，畢竟早晚溫度的差別與一年

四季溫度的變化，也遠超過兩、三度。不過他們並不瞭解，導致平均溫度升高的是地球表面能量的

大量累積，這累積的能量的推動，可能帶來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例如氣候變遷，尤其是極端氣候，

像熱浪、大颱風、洪水、森林大火與物種的消失，將嚴重威脅到人類文明在地球上的永續生存。 

最近世界各國對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已慢慢的覺醒過來，每個國家幾乎都同意。我們必須在

公元 2050年前，達到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標。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排放的溫室氣體，都能為地

表所吸收，同時大家也同意地表的升溫也要限制在人類社會工業化之前的 1.5℃。 

有個共同目標讓全體人類攜手並進，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可是我們確實有責任讓我們年輕

的一代瞭解，2050 年，即便達到淨零排放，地表升溫 1.5℃的世界，並不是更美好、更理想的世

界，但是如果不朝這個方向努力，人類社會在地球上會變得更糟糕，人類文明在地球上的繼續生存，

將會受到非常嚴酷的考驗。 

我們這個世代，交給下一個世代的地球，是有嚴重問題的，不管我們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從

事任何行業，急速減碳的步伐要更加緊。我們真的已沒剩下多少時間了。 

人類社會應該很清楚的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是全球的問題，需要全體人類共同合作才能解決。

如果我們從人類社會生產與消費的角度來看，整體來說，人類社會已過度開發，未發展或發展中的

國家，絕不能跟隨過度開發的國家的路徑而走入過度開發的國家的行列。在科技的領域裡，我們要

加速步伐學會捕捉、轉化與儲存太陽給我們的巨大能量，並有效率地分享給所有的人類。 

在人口密集的台灣，人均能夠享受的陽光，畢竟相當有限，能源轉型的過程將會極端困難，

也會受到更多的壓力。社會的轉型，生產與消費的減少，綠能的進口等，都將是我們要認真探討的

一些事情。 

我們確實不能再繼續改變地球的大氣層，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很大的改變，我們已經沒有剩

下多少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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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申翰 
SY30 

現職：中華民國第十屆立法委員 

經歷：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專家委員 

新北市智慧節電委員會專家委員 

環保署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專家委員 

台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 

 
 

淨零世代下的健康因應及氣候變遷治理 

  
洪申翰 委員 

中華民國第十屆立法委員 

 

長期任職於環境組織，並在 2020年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投入在能源轉型、氣候變遷

與環境政策，所屬專業委員會為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持續監督及推動環境、勞動、醫療、

公共衛生等領域之法規與政策。洪申翰自上任以來，在立法院大力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等修法

工作，期盼讓立法院在環境議題上，持續進行跨黨派合作，讓淨零排放和氣候變遷議題可以有更多

元且更良好的發展。 



■專題演講——醫療倫理法律 

 

林名男 
SY31 

大林慈濟醫院 副院長 

健康醫院與環境工作小組召集人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 

 

Climate Change and UN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s-the Role of 

Healthcare Sector 
 

Ming-Nan Lin, MD, MPH 
Vice Superintendent, Buddhist Dalin Tzu Chi Hospital, Taiwan 

 

Climate change pose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n human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Goal 13), while simultaneously ensuring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ing wellbeing for all ages (Goal 3). 

The healthcare secto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ddressing these intertwined goals. Firstly,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at the frontlines of dealing with the health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range from direct effects, like heat-related illnesses and injuries from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o indirect effects, such as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compromised nutrition from declining food security,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stemming from climate anxiety and displacement. 

Moreover, the healthcare sector itself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refore, a transition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and climate-resilient 

healthcare systems is essential. This includes minimizing the sector'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through measures like energy efficiency, waste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lso have a powerful role in advocacy. They can influence 

policy decisions, lead public discourse on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behavior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Finally, integrating climate risks into health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health workers in understanding climate change, and investing in 

climate-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are other key roles the healthcare sector must play. In 

essence, healthcare's role is not just in treating health problem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in mitigation,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effort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multiple SDGs. 

More climate actions are necessary for reducing climate impact from the healthcare 

sector in Taiwan. Involvemen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keys to 

achieve the goal. 

Keyword: climate chang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limate actions. 



■專題演講——醫療倫理法律 

 

 

江 盛 
SY32 

馬偕醫院婦產部 (1989-2017) 

英國 Glasgow大學醫學遺傳博士 (1997-2001) 

馬偕醫院教師培育中心倫理法律組組長 (2007-13)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醫學人文教師(2009-13) 

台灣婦產醫學會倫理紀律委員會委員(2007-22) 

部立台東醫院(2022-) 

 

環境倫理與人文 

 

 

婦產醫學會在前任黃閔照理事長，黃建霈秘書長任內，設立婦女健康和環境小組，由葉光芃

醫師擔任組長，堪稱台灣各醫學會之先驅。號稱台灣 PM 2.5先生的葉醫師經歷十多年的街頭奔走，

呼籲民意和政客重視空汙防治，近期更朝向減碳，醫院淨零排放，永續能源期程，以利改善暖化及

氣候變遷的環境教育領域。 

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是哲學的一個學門，挑戰以人為本的傳統倫理思想，研究

與自然，其他物種及其和人互動的道德與價值議題。 

環境倫理學也嘗試運用傳統的倫理學說，包括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義務責任論

(deontology)和美德倫理(virtue ethics)來支援當代關切的環境面向。 

環境倫理的出現始於 1960 年代，是社會、政治、學術和國際開始重視響應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1907-64)等科學家的研究和著作，並且開展類似 1970 校園第一次世界地球日事件(4 月

22日)，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1997) 到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2015)。 

環境倫理學歷史不長，迄今出現許多思想家和行動家，關注並進行廣泛議題的討論和行動，

包括人口，荒野、建築與環境，動物權，護樹，貧富差距的政治，永續能源，暖化與氣候變遷等等；

探討領域經常涉及法律、社會學、宗教、經濟、生態、地理、公共健康和醫學科學。 

2023婦產醫學會年會醫倫法場次，首次的環境倫理與人文演講，講者將濃縮當今國內外關注

的環境倫理，包括歷史，人物，媒體，政治，醫學，健康和哲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7%E5%88%87%E5%B0%94%C2%B7%E5%8D%A1%E6%A3%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C%B0%E7%90%83%E6%97%A5

	截至2022年10月，全球127國 預計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氣候變遷，已被世衛組織描述為21世紀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脅。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 克里John Kerry –在2023年5月世衛年會的視頻演說強調：“Make no mistake, it is a battle.”定義氣候變遷為一場戰鬥。“There’s really no polite way to put it, the climate crisis is killing people.” 專家稱，目前世界各地的極端高溫正在加劇的趨勢將在幾十年內使地球大片地區無法居住。
	所幸，在聯合國的努力之下，初見生機，世界各國分別努力減排溫室氣體。據統計，至2022年10月，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86%的137個國家承諾淨零排放；其中127國預計在2050年達成此一目標。
	台灣也跟上世界的腳步，蔡總統在2022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宣誓，將與民間共同努力，啟動「碳定價」及完備「碳盤查」的機制，朝「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大步前進。立法院也在隨後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明定2050達成淨零排放。
	醫療是救人行業，卻也是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的行業！換言之，在救人背後卻潛藏著殺人殺地球的風險！據統計，美國衛生部門的碳足跡佔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8.5%。主要歸因於兩個因素：高醫療廢棄物和高溫室氣體排放。醫療廢棄物焚燒爐是美國汞和戴奧辛排放的前5大來源之一。然而，美國並非特例！綜觀全球，醫療部門每年碳排放量，約佔全球淨排放量的4.4%，相當於514座燃煤發電廠一年的總排放量。如將全球醫療部門視為一個國家，它將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國！而台灣醫療部門碳排放也不落人後，約占國家碳排放總量的4.6%，比各...
	手術室溫室氣體排放約佔醫院整體的2至3成, 可說是醫院的排放大戶！手術時最大溫室氣體排放來自能源, 而手術室使用能源約為醫院其他部門的3至6倍；此外，醫院廢棄物約3至5成是手術室產生，如果將產房及待產室的醫療廢棄物加進來，更可高達7成。
	有鑑於此，英國將「全國2050年淨零排放」入法的同時，英國的國立醫療體系(NHS)也同時宣布在2045年前達成醫療部門的淨零排放，並在2022年將醫療淨零正式入法。
	在美國方面，拜登總統上任不久，即於2021年1月27日，指示衛生部長設立氣候變遷和健康平等辦公室。此辦公室在2022年4月地球日當天宣佈美國醫療體系，如Mass General Brigham (MGB, 為麻省總醫院與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合併)、波士頓兒童醫院、加州的史丹佛大學醫院、加州卅立大大學醫院、輝瑞藥廠、AZ藥廠等已承諾：將在2030年前將其各自的溫室氣體減排一半，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且每年均須公開說明這一目標的進展。此外，每一宣誓單位均須指定...
	世衛組織在淨零醫療也非常努力，在聯合國的支持之下，世衛組織於2021年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 (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創設了「氣候與健康變革行動聯盟」(ATACH)，致力於利用世衛會員國和其他國家的集體力量，建立適應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的衛生系統，並促進將氣候變化與健康的關係納入各自的國家、區域和全球計劃。截至2023年5月，已有65個國家 (其中22個國家承諾建立淨零衛生系統）加入ATACH。總的來說，ATACH和G7做出的淨零醫療承諾已佔全球醫療保健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近...
	2023年，將在杜拜舉行的COP28官方已宣布要“大規模調整方向”，將“健康日”納入今年COP28議程。COP28 將提升氣候與健康關係的政治形象，並將健康問題納入全球氣候變化議程的主流，將健康置於氣候對話的中心，將健康積極納入整個氣候決策過程。官方宣稱這是個飛躍的創舉！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表示，COP28還將舉辦首次氣候和衛生部長級會議，各國衛生部長不僅出席並積極參與氣候峰會，而且確保健康成為氣候行動的主要關鍵，突顯COP最高層已意識到健康是氣候討論的核心支柱。世衛組織將繼續與氣候變化與健康...
	台灣方面，各大醫院的努力，也有目共睹。至2023年七月初為止，全台20家醫學中心已有6家(佔三成) 誓言淨零醫療，這6家醫學中心是：新光醫院、亞東醫院、林口長庚、台北長庚、高雄長庚、台中榮總，再加上其他醫院共15家已宣示競逐淨零醫療。這是台灣醫療史上偉大的一頁！這15家醫院宣誓的日期值得分別記載如下：2023/3/8－新光醫院；2023/3/13－北醫附醫；2023/5/5－亞東醫院；2023/5/18－林口長庚、桃園長庚、基隆長庚、台北長庚、雲林長庚、嘉義長庚、高雄長庚、高雄市立鳳山醫院、新北市...
	婦產科是外科體系的一部份，也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醫療行業！因此，當2019年，全球開始倡議競逐淨零 (race to net zero) 行動時，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也開始反思與行動！首先，2019年，在時任TAOG理事長黃閔照、黃建霈秘書長及會員代表的支持下，婦產科醫學會成立了「環境與婦女健康委員會」。2021年底，在COP26之後不久，與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TAMIG)合作，在台大兒童醫院舉辦一場「台灣淨醫療初探」的演講；更在2022年10月亞太婦產科內視鏡(APAGE)年會在世貿舉行時，...
	今年，2023的TAOG年會更在陳理事長及黃秘書長的要求及支持之下，在醫法倫單元有了「氣候變遷 淨零醫療」的專題討論，此專題請到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以下稍做簡介：
	學界：諾貝爾獎得主，前中研院長李遠哲教授。李教授不僅到處演講提醒氣候變遷危害人類、危害地球、危害萬物，呼籲台灣各界要盡速採取緊急有效的行動，台灣及人類才能免於浩劫；也親自出席參與「反空污 抗暖化 無煤台灣」等遊行；更時常對執政當局提出諍言，是台灣能夠全面翻修空污法及淨零氣候立法的最主要推手。
	法界：立委洪申翰：洪委員年輕有為，當立委之前，長期在環團紮根，對環境氣候有很強烈的使命感，當選立委後也不負眾望，在立法院內穿針引線，促成台灣的氣候立法，他應該是本屆立委在氣候立法裡面的最大貢獻者。
	產界：林名男醫師，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家醫科醫師。他是淨零醫療的先行者，自2010起，即在偏鄉大林默默奉獻，深耕此領域達13年。他是全球推動淨零醫療最有影響力 (影響聯合國、世衛組織、G7、G20)、最具論述能力及最強行動力的組織“Healthcare without Harm"的台灣代表人物。近年，更常參與聯合國的活動，分享競逐淨零醫療的經驗。大林慈濟醫院2022年得到國際醫院聯盟肯定，獲頒卓越綠色醫院銅獎，是臺灣首獲此殊榮的醫院。
	醫學倫理：江盛醫師，他是婦產科醫學會倫理委員會最具代表性的委員，學識淵博，關懷弱勢。他是COP26 舉行地點Glasgow大學的遺傳學博士，在蘇格蘭住了至少4年，蘇格蘭NHS是全球最早(2019)宣布的淨零醫療體系，已設定在2040年之前達到淨零醫療。由江醫師來分享氣候引起的健康不平權，是不二人選。
	以醫療廢棄物而言，每一個病例，婦科產出11.1公斤廢棄物，是眼科0.3公斤的39倍，ENT1.7公斤的7倍；就碳排放而言，以美國子宮切除手術為例，每例子宮切除產生424公斤的二氧化碳，約等同駕駛汽油車約2,000公里。如此高醫療廢棄物及高碳排手術，已然突顯出婦產科在醫界競逐淨零醫療的關鍵角色。
	以新世代的眼光來看，只有環境永續的淨零醫療才是好的醫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