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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主要包括五個章節，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中，初步釐定個人的問題意識，並且在照應「全球暖化」關懷之下，轉而選擇「普世倫理」的探究進路進行研究，隨後於交互參照工作較趨完備時，擇定Küng的「全球倫理」作為研究主題，並把觀點集中在倫理規範的「可普遍性」和「可實踐性」上，以期解開學界相關議題的爭議，以及輔之以其他領域之洞察，對Küng的陳義有所開發。


第二章「Küng之『全球倫理』的典範轉移分析」，主要是以「典範轉移分析法」來分析展示Küng「全球倫理」思想的發展梗概，就其基本結構層面的「全球重大危機」意識、「人道精神」基本預設皆加以釐清，再就其上層結構層面之檯面議題所呈現糾結，凡以透過宗教對話化解各方對立、疏通「現實政治」、「極端自由主義式經濟」對倫理關懷的忽視等方面加以釐清，最後，再就基本理念之分析，說明Küng雖然相信有普遍倫理共識，但是也清楚橫亙其間的阻擾，而進一步提倡追求「最小主義式的倫理」。


第三章「Küng之全球倫理的『可普遍性』探究」，主要是嘗試釐清學界對全球倫理「可普遍性」的質疑，如根據「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兩進路的辯難。而根據我的研究和發現，可以斷言Küng是以「普遍萬有之根源」作為其倫理規範之基礎，是以，其以宗教作為例示的「人道金律」，也正是以各種宗教來例示此一根源性，而不是單純的歸納操作。再者，我也藉由劉述先的「理一分殊」說法，最後終於釐清「人道金律」乃是一規約的形式原則，它一方面能普遍地適用於各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文化參與、承擔與解釋，而使一元價值的全球倫理與當今多元價值的潮流相互彌合。


第四章「Küng之全球倫理的『可實踐性』探究」，主要是透過倫理規範的實踐之討論，以探究人如何體現「萬有的根源性」，以及如斯體現的原動力來自何處。論述分別就《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之詮釋說明：(i)人與萬有根源的關係；(ii)人的道德行為的根源性依據；(iii)道德實踐的根源動力。凡此以《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以補全球倫理「可實踐性」在實踐論述方面的不足。再來，就Crowther的「生態藝術理論」的「自我-意識」的需求，以及個體透過「自我-決定」、「自我-創造」，而自由地歸屬於這個世界，而說明人與世界存有論地相互作用地體合為一之道，以補全球倫理「可實踐性」在理念論述方面的不足。


第五章「結論」，提出反省與展望，說明本論文的後續研究工作應可以著眼於全球倫理與環境倫理學的接軌。而根據本論文的研究而言，初步的見解應可以把全球倫理定位成一個基礎倫理，它可以確立人作為道德能動者（moral agent）的地位，並說明人對世界必須承擔種種義務。之後再透過孟子與Crowther的見解說明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如此便可以透過此關係把人對世界的義務切實地開展出來，如此方能建立起一套更具切己意義的環境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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