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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名稱	
      	  論環境倫理的存有論奠基──以漢斯‧尤納斯的責任理論為線索
(On an Ontological Grounding of Environmental Ethics--Take as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of Hans Jonas an Example)
      	   
	相關論文		★ 論康德定言令式的程序性詮釋	★ 從道德運氣看道德責任與運氣均等主義
	★ 論環境可持續性的生態公民權進路──
以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生態公民觀為例	★ 他者甦醒之路-列維納斯倫理學研究
	★ 哈伯瑪斯的審議民主理論	★ 論道德知覺理論與關懷倫理學之奠基
	★ 以J. Baird Callicott的生態永續進路論國土保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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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試圖從漢斯‧尤納斯的存有論倫理學理論，討論其對環境倫理的道德奠基。預期成果是透過漢斯‧尤納斯的存有論倫理學，突顯環境危機受到科學技術影響特色，並因其受到技術此一後果不可逆、難以預測的巨大行動，來要求一個新的倫理型態，而這個倫理的最終義務是要求環境與未來人類世代的永續。並且最終思考環境倫理學在尋求人類對自然的最終義務之時是否須要存有論奠基。



	摘要(英)	The ethics with ontology of Hans Jonas is involved the basic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his theory, I will try to exhibit how his though in the thesis indicates the characters of technological results. As far as the immenseness of technological force, a new type of ethics will be required in Technological Modern Century. And the new ethics will point out the ultimate duty which belongs to human being. It means how people treat our environment by preven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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