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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蒙論壇指導委員會會議 

一、 時間：2016 年 4 月 20 日，13:30-17:00，2.96 室 

二、 地點：歐洲地球科學聯盟總會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2016，貝蒙論壇

指導委員會會議地點為奧地利維也納 Austrian Center Vienna (ACV)之 2.96 室舉行。 

 

三、 參加會議經過 

貝蒙論壇指導委員會議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召開，會議中針對治理與行政、策略發展、對外推

廣與溝通、多邊合作研究方案、多邊合作研究方案之外部建議：程序與討論、會議與工作會議、

會議回顧、即將參與的會議及最終要點等項目進行討論。參與人員包括 Kurt Vandenberghe(EC)

及 Gilberto Câmara(FAPESP, Brazil)兩位共同主席，Yoshiko Shirokizawa(JSR, Japan)、Magnus 

Tannerfeldt(SSEESS, Swdedn)、Maria Uhle(NSF, USA)及 Yue-Gau Chen (MOST, Chinese 

Taipei)4 位指導委會成員，Hiroshi Tsuda(JSR, Japan)、Yuji Kato(JSR, Japan)及 Yu-Pin Lin(MOST, 

Chinese Taipei)3 位成員，與 Erica Key、Mao Takeuchi、Paul Vossen、Kim Von Hackwitz、Roel 

Marsman、Kelly Watson 等 6 位祕書處成員。 

四、 會議預定議程： 

 治理與行政 

 新成員合約進度 

 經費總覽與花費提案 

 會員及合夥申請更新 

 會員擴張與分類：並討論 2016 年 2 月 11 日指導委員會會議提過的初期交換 

 討論會員名單進度及 members in waiting 之審核程序 

 

 策略發展 

 貝蒙論壇白皮書內容調整之進度 

 獎項之定性分析時間表 

 主流化科學研究與創新、科技與創新行動：由歐洲科學學會 EURO science consortium

創立的”Responsible Research & Innovation Toolkit”之案例 

 近期內與 Future Earth、SDSN、S&T Alliance 及其他組織間之發展 

 提升貝蒙論壇活動的區域平衡 

 PI 與利益關係者會議之計劃建議 

 

 對外連結與溝通 

 更新外部連結內容與路徑、註冊商標之構想與內容 

 討論 EGU 上之展示 

 

 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ons 

 目前與未來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之時間序與進度 

 未來會議與里程碑 

 為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規劃新的章規 

 計畫中與未來的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 

 社會永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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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都市化的鏈結方法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聯名之海洋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Oceans CRA) 

 E-infrastructure 工作會議與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 

 第二階段生物多樣性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 (Biodiversity CRA) 

 第二階段北極觀測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 (Arctic CRA) 

 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之外部建議：進度與討論 

 災害風險 

 非洲之區域性徵求 

 重新審視食糧安全 

 

 主會議與工作會議 

 貝蒙論壇 2016 年成員大會 

 卡達爾 Qatar 會議之後勤 

 邀請名單確認 

 初期議程構想書 

五、 會議討論 

 AGU/ASLO 海洋科學會議 Ocean Sciences Meeting (2016 年 2 月 21 日至 26 日 美國路易

斯安那州 Louisiana) 

 北極科學高峰會週 Arctic Science Summit Week (2016 年 3 月 12 日至 18 日 阿拉斯加 

Alaska) 

 於 EU-Africa Research & Innovation Partnership 上所舉辦的利益關係者論壇 (2016 年 4 月

6 日至 7 日 衣索比亞 Ethiopia) 

 歐洲地球科學聯盟會議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meeting (2016年 4月 17日至 22日 奧

地利維也納 Vienna) 

 近期出席 

 發展中國家婦女科學家組織成員大會 Organization for Women in Sc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lenary Meeting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19 日 科威特 Kuwait)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 日之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及同年 6 月 27 日至 30 日之 Future 

Earth 相關核心計畫與科學委員會會議 

 綠色週 Green Week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 多個會場) 

 第五屆國際生態高峰國會 International EcoSummit Congress 之 2016 年高峰會-生態永

續 (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 法國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歐洲生態系統服務 European Ecosystem Services 2016 年會議 – Helping nature to help 

us (2016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 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 

 歐盟 EU 之貝蒙論壇資訊活動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比利時布魯塞爾 Brussels) 

 

六、 各項議題討論重點 

1 治理與行政 

(1) 新會員合約進度：秘書處目前正積極處理 BMWFW、MOES 及 FAPESP 三個尚未簽署多邊合

作合約書 (Collaboration agreement)的合約書定稿事宜。 

(2) 財務綜述與提議支出：秘書處目前正等待 ANR 財務辦公室回報貝蒙論壇活動開銷，並預計在

多哈（Doha）成員大會前完成籌備詳細報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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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員籍與合作夥伴申請、會員拓展與分類之進度更新：討論 2016 年 2 月 11 日指導委員會之

初期意見交流。 

 會員（Members）：因泛美學會(Inter American Institute；IAI)在拉丁美洲人脈廣泛，G. Câmara

將與其進行初步接觸。此外，為避免歧視，在弱勢地區拓展會員籍，將不為其發展＂快

速途徑 fast track＂，並且需透過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開發更多非洲與亞洲成員，但不

鼓勵在成員國中招募額外會員，僅建議協調該國組織。 

 合作夥伴（Partners）：新合作夥伴可透過由成員或合作夥伴介紹（推薦人制度），並由指

導委員會審理（快速途徑）或是透過已落實正常制度加入。秘書處長將為此修訂初稿，

並於 2016 年多哈會議中進一步討論相關事宜。無資源之組織仍可透過電子郵件申請成為

會員或合作夥伴，工作程序將耗時數禮拜不等，而持有潛在資源之成員，申請則需由指

導委員會議審理。 

 會員籍程序討論與等待成員（members in waiting）之核准程序：已於上述討論中說明。 

 

秘書處工作人員 

 

Belmont Forum co-chair (左一)、林裕彬教授、陳于高司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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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財富召集人(左一)、陳于高司長(左二)、Belmont Forum Co-chair、美國 NSF 代表(右一) 

 

SSC 會議(左四陳于高司長) 

2 策略發展 

(1) 貝蒙論壇挑戰白皮書修訂上面臨兩項難題，包括因專案組（task force）成員尚未公開且各成

員時區不同，無法參與視訊會議。 

(2) 指導委員會認為白皮書內容過長，需精簡至 1000 至 2000 字內，指導委員需討論白皮書內應

收錄之關鍵訊息，並於 5 月 15 日前將討論結果交給 P. Vossen。專案組將依據指導委員會指示

籌備定稿事宜，並視訊會議中討論擬於下屆指導委員會議中討論修訂版本。下屆指導委員會

議將討論白皮書初期版本與修訂之白皮書精簡本，修訂版可使廣泛科學社群、利益關係者及

大眾受益，如更方便找到潛在利益、可用於政策裁定或透過海報、傳單與社交媒體提供有效

溝通之基礎。 

 

(3) 獎項定性分析時間序：已採納歐盟委員會同仁所提出之建議，E. Key 將與歐盟委員會合作，

整合相關意見提供給 RFP，指導委員會在公布提案前將進行簡單審查。Future Earth 將跟進 RFP

後續情況，但 RFP 內容將不因其回饋做更動。此外，已發展其他物價穩定措施－主題辦公室

之獎項管理中的定案報告表格與所學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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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科學、科技及創新行動中主流化相應研究與創新： 

已決議邀請歐洲科學學會（EuroScience consortium）於多哈舉行之成員大會發表其所建立之”

負責任的科學與創新途徑工具 Responsible Research & Innovation Toolkit”(RII Toolkit)，並進一

步討論如何在貝蒙論壇中推廣/鼓勵負責任的科學與創新原則。 

 

(5) 近期與 Future Earth 及 S&T Alliance 之發展 

 G. Câmara 將以貝蒙論壇主席名意參與 2016 年 6 月底在瑞士伯恩(Bern)所舉辦的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議，P. Vossen 則代表 K. Vandenberghe 參與此會議，除了強調貝蒙論壇

與 Future Earth 間互補性，並表示全力支持重要議題上之協同效應與主流共識，同時促進

聯名多邊合作研究方案之效益。此外，G. Câmara 也歡迎成員透過電子郵件，為貝蒙論壇

與 Future Earth 間合作關係與訊息提供建議。並於後續提出三項既有議題：1)組織在 Future 

Earth中是否需要國家型與區域型代表? 2)我們在 Future Earth核心計畫中之未來角色為何? 

3) 我們如何察覺 Future Earth 對外推廣? 貝蒙論壇雖已計畫於下屆治理委員會議上與

Future Earth 正面會談，但貝蒙論壇仍需堅持 Future Earth 需安排活動順序，並開始傳遞

其目標，需滿足多數科學社群等許多社群之期望。 

 治理委員會議議程將由秘書處公佈。林裕彬教授將籌備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在中華台

北之結構文件。 

 P. Vossen 已參與三個 Future Earth 會議（2015 年 11 月於 Innsbruck 與 2016 年 1、2 月於

柏林），三項會議皆明確表示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在多概念上達到共識。 

 S&T Alliance：2015 年 10 月於奧斯路所召開的貝蒙論壇年度大會中，會員要求貝蒙論壇

聯合主席聯絡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聯合邀請 S&T Alliance 成為提高 STI 效益並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之關鍵角色。實質上，貝蒙論壇會員籍與國際認可的 S&T Alliance 確實在

此行動上具備特殊地位。 

 於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議（2015 年 11 月，東京）中，Future Earth 同意與貝蒙論壇合

作，聯合向 S&T Alliance 提出此需求，而貝蒙論壇聯合主席也受邀為此行動籌備構想書，

指導委員會需於 2016 年 5 月中前提供秘書處構想書意見、建議及修訂事項，經所有回饋

定案後，將提供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更新版本構想書，並由其進一步修訂與更正。構

想書最終版本將由貝蒙論壇聯合主席與 Future Earth 執行長一同向 S&T Alliance 提出。 

 

(6) 在貝蒙論壇會員籍中提升地區性平衡 

 （見＂會員籍與合作夥伴申請、會員拓展與分類之進度更新＂章節）。目前嚴重缺乏非

洲、拉丁美洲及哥倫比亞區域之會員籍、資助機構及合作夥伴，因此秘書處長正為此議

題籌備初步計畫書，如為多邊合作研究行動界定主題等一系列改善平衡之建議，以利吸

引上述大陸資助機構。計畫書將依貝蒙論壇指導委員會討論內容修訂，並於 2016 年度大

會上與全體會員討論。 

 在貝蒙論壇出席議程中，有過多的歐盟主辦活動（如各式會議），如可多參與歐盟外活動，

將有益改善會員籍在地理上的平衡。 

 

(7) 在貝蒙論壇會議中提升地區性參與 

指導委員會、秘書處及白皮書修訂專案組之電話會議時間應更彈性化，同主題但具多區域參

與之會議，需適時為不同時區參與者安排協商會議時間，以利提升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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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兩年期貝蒙論壇科學會議之規劃提案 

 秘書處長已為此議題籌備構想書，包含於 2018 年起，兩年期會議主題將在區域型與國際

型主題上交替，如 2018 年會議可在不同地區主持，並由各區域討論其著重之議題；2020

年會議則可針對國際議題舉辦一個國際型會議。 

 指導委員會依資源與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既有成果，評估計畫書之可行性。依貝蒙論

壇在過去 10 年累積經驗，決議於 2020 年召開國際貝蒙論壇高峰會與 2020 年度成員大

會，地點待定。 

 2017 年除舉辦成員大會外，也需為會員、合作夥伴及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 PI 組織科學

會議。 

 

3 對外推廣與溝通 

(1) 對外推廣素材與管道、品牌概念及語言之進度更新： 

網站已於今年 1 月成功切換至新伺服器與承包商，並持續進行更新。為滿足不同知識程度之

讀者，貝蒙論壇需準備多元素材，然而目前此類對外推廣素材仍顯不足，而此類素材也需供

會員組織查閱並使用，或利用此資源招募新會員。並可考慮建立貝蒙論壇錄音精選（soundbite）

短片，或電梯海報（elevator pitch）。指導委員會也要求秘書處額外籌備或額外佈署籌備對外

推廣之高品質素材與展示。 

 

4 多邊合作研究方案 

(1) 既有與已籌備之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之時間序與進度 

 近期會議與里程碑：無回饋。 

 

(2) 籌備中或即將執行之新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 

 社會永續轉型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Sustainability： 

計畫主題辦公室為 Dutch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WO，其也負責領導 ERA-NET，並

以歐盟名意資助此多邊合作研究行動。目前合作夥伴共計 18 名。除歐盟成員國資助機構

貢獻外，歐盟額外透過＂ERA-NET Cofund”為此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募得 3,0 M 歐元，

擬邀請有興趣但非隸屬於歐盟之貝蒙論壇成員，成為歐盟 ERA-NET Cofund 之合作夥

伴，但因其不符合歐盟聯合資助標準故須自行提供資金。當 ERA-NET 之行政與合約程

序完成時(預計 2016 年 9 月)，此合作夥伴關係將成為貝蒙論壇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

並與 ISSC 及 NORFACE 網絡落實合作。預計於 2017 年公佈研究計畫聯合徵求。 

 

 永續都市化之水－能源－食糧鏈結方法 A Water-Energy-Food (WEF) Nexu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主題辦公室為美國 NSF，歐盟 ERA-NET 則由 InnovateUK 所領導，至今合作夥伴共計 26

名。除歐盟成員國與相關國家資助機構貢獻外，歐盟額外透過”ERA-NET Cofund”為此多

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募得 5M 歐元。當 ERA-NET 之行政與合約程序完成時(預計 2016 年

9 月)，貝蒙論壇將與 JPI 及 Urban Europe 合作落實此行動方案。預計於 2017 年初公佈研

究計畫聯合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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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Earth－貝蒙論壇聯名之海洋多邊合作研究方案： 

Future Earth 目前正進行 uture Earth-貝蒙論壇聯名之海洋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籌備，該

研究方案著重於海洋永續性科學，預計於 2016 年 6 月前提供初步構想書，較完整之版本

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並於 10 月年度成員大會上討論，後續將為貝蒙論壇與 Future 

Earth 安排工作會議。 

 

 E-infrastructure 工作會議與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 

目前正籌備 2016 年年度大會 E-infrastructure 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計畫書，預計於 2016

年 9 月舉行最後一個範疇界定工作會議，而初稿將於 9 月前籌備完畢，並供各成員傳閱。

如貝蒙論壇決議資助此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指導委員會堅持計畫書聯合徵求需包含

牽涉開放取用、數據資料庫、數據管理、操作型數據分享等相關實際科學議題。P. Vossen

也邀請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初步小組在範疇界訂過程中積極與貝蒙論壇成員交流。 

備註： K. Vandenberghe 告知指導委員會，歐盟接受歐洲雲端初步行動－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歐洲建立具競爭力之數據與知識經濟，在此，歐盟提出願與全球型夥伴合作，而

過程中三次提及貝蒙論壇，其中兩次強調兩者合作可實現最佳實踐。 

 

 生物多樣性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之第二階段： 

2015 年 10 月奧斯路年度大會決議將生物多樣性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發展至第二階

段，並將於 2016 年卡達爾年度會議上進一步討論細項。（備註：歐盟已將”生物多樣

性”ERA-NET Cofund 列入其 2017 工作計畫中，預計於 2016 年 10 月公佈）。 

 

 北極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之第二階段： 

有機會於 2016 北極科學高峰周發展 2018 年北極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另外，也已與

白宮討論，為美國北極理事會部長發展多線性貝蒙性質之北極計畫書爭求。而秘書處將

持續紀錄表示興趣之組織，並邀請有興趣成員挑選領導機構，為此安排後續發展。 

 

5 多邊合作研究方案之外部建議：程序與討論 

(1) 災害風險： 

E. Key 與隸屬於 START 的 Hassan Virji 已為論壇中之發展型國家交流進行最佳實踐之討論， 

Hassan 為此提出幾項方案，同時強調界定與發展型國家相關之行動方案主題尤佳。繼 3 月仙

台減災會議，Key 提議應針對災害、為害及風險建立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而因許多會員

在此主題上具備經驗，提議將此主題列入 2018 年或 2019 年潛在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並

在成員中尋找此活動領導者。 

 

(2) 重新審視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 

E. Key 與 M. Takeuchi 赴 Addis Ababa 出席 EU-Africa 利益關係人論壇，討論糧食安全與營養

議題，貝蒙論壇提議其可發展貝蒙類型之募款機制，以利為非洲糧食安全規劃流程。在此會

議中，也詢問貝蒙論壇是否有意願為食品安全與營養（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增設第二個

食糧安全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為此，Takeuchi 與 PAEPARD、非洲委員會及埃及之代表於

巴黎會面協商，會議結果指出，可視增設徵求為貝蒙論壇與弱勢成員國之交流活動，並招募

新成員與合作夥伴。 

建議在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之糧食安全與災害風險中，涉及多元合作夥伴，包含工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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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以及發展型銀行。NRF 將持續發展策略，說服南非領導此徵求。在此也建議將新主

題想法告知會員，並視此想法是否可在成員大會前有進一步發展。目前需了解誰將負責發展

此事宜－秘書處或有興趣之成員可在成員大會上主持討論。 

指導委員會提議為未來與潛在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建立時間表，以利安排未來幾年的多邊

合作研究行動方案數量。 

 

6 會議與工作會議 

(1) 2016 年貝蒙論壇成員大會（Plenary Meeting）： 

 卡達爾會議議程： 

時間為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鑒於秘書處議程初稿，會議至少需耗時三日，且因考量

到國內班機來回時間，秘書處建議會議於 31 日午餐後開始，並於 11 月 3 日中午結束。

根據卡達爾會議議程資訊說明，入住飯店可提供簽證，Takeuchi 將與卡達爾確認簽證申

請程序。 

 

 出席確認書： 

秘書處將依聯絡人名單寄發邀請函。 

 

 議程初稿： 

秘書處將籌備議程初稿，並透過電子郵件提供給指導委員會參考，而委員需以電子郵件

向 E. Key 提供意見。 

 

 貝蒙論壇聯合主席選舉： 

秘書處將盡快告知成員選舉與提名相關事宜。因新聯合主席將取代 K. Vandenburghe，故

希望人選為北半球國家，且並未無規定歐盟不可提名。 

 

7 會議回顧 

(1) AGU/ASLO 海洋科學會議 (路易斯安那州, 2016 年 2 月 21 至 26 日) 

貝蒙論壇在此會議以講義型式綜整論壇資助之海岸與魚類科學，但多數出席者仍對貝蒙論壇

不是很熟悉。社群強烈表示有意願維持資助，其中以觀測系統、大型多領域且多年長期募款

及海洋系統回復力探索為重。此會議可作為推廣與溝通 Future Earth 聯名之海洋多邊合作研究

行動方案很好的潛在會議地點，但因本會議為兩年期會議，下屆將於 2018 年 2 月舉行，故此

項提議需徵求會員同意。 

 

(2) 北極科學高峰會周（阿拉斯加，2016 年 3 月 12 至 18 日） 

被蒙論壇受邀出席此會議，並發表新開放數據政策，此已於成員大會及多次小型會議中提及。

已與 E-infrastructures 秘書處一同為開放數據政策籌備白皮書，並呈交至國際合夥會議中。貝

蒙論壇在此社群中知名度非常高，且社群對後續北極多邊合作研究行動表示高度興趣，而極

地數據論壇也在落實討論中，與貝蒙論壇 E-infrastructure 小組有密切討論。白宮也詢問過去

貝蒙論壇之北極獎項，以利為美國北極理事會部長在 2018 年推廣後續多國競爭。在會議中，

利益關係者也向論壇提出對貝蒙論壇與利益關係者間長期承諾之疑慮。引述會議中一段話＂

建立能力如同建造一棟房子，你需要正確的材料與獲取性才可建造。如果房子已建立，那你

必須定期維修維護，而或其將倒塌。＂ 



 10 

 

(3) EU-Africa 研究與創新合作關係之利益關係者論壇（Ethiopia，2016 年 4 月 6、7 日） 

秘書處受邀參與兩場利益關係者論壇（共三場），在會議中，秘書處綜述貝蒙論壇在非洲糧食

安全研究與開放數據政策中的投資，並製成講義傳閱。會議出席者包含政府部門代表、學術

界、資助者、小型商業組織、農夫及發展型銀行。以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過程的彈性度為

範例，在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及營養之多概念上透過多線性資助與 54 個非洲國家接觸。其中，

社群對為食品安全與營養發展額外食糧安全多邊合作研究行動方案表示高度興趣，其中特別

是 PAEPARD、非洲聯盟及學術界。雖在會議初期，非歐盟組織對貝蒙論壇不太熟悉，但因此

會議形式鼓勵出席者交流與連結，故大幅提升社群對貝蒙論壇活動之興趣。 

 

(4)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議（維也納，2016 年 4 月 17 至 22 日） 

EGU 科學社群似乎不太熟悉貝蒙論壇，因此秘書處應持續參與此類會議，以利提升貝蒙論壇

知名度，透過發佈多邊合作研究方案聯合徵求似乎是個很好的機會提升論壇知名度與交流。 

 

8 即將參與的會議 

(1) Organization for Women in Sc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成員大會（科威特，5 月 16 至 19

日）： 

M. Takeuchi 將發表女性學者在貝蒙論壇多邊合作研究方案上的貢獻，此舉將可建立與中東潛

在會員之接觸契機。 

 

(2) Future Earth 治理委員會（2016 年 7 月 1、2 日）及 Future Earth 相關之核心計畫與科學委員會

議（2016 年 6 月 27-30 日） 

G. Câmara 與 P. Vossen 將出席此會議 

 

(3) 綠色周（多地點，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 

R. Marsman 預計出席星期三於布魯塞爾的會議。 

(4) 第五屆國際生態高峰國會之 2016 生態高峰會－生態永續力（法國 Montpellier，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 

T. Takeuchi 將出席此會議，出席此會議需繳交 600 歐元與額外素材費用。 

 

(5) 2016 歐洲生態系統服務會議-Helping nature to help us （比利時 Antwerp，2016 年 9 月 19 至

23 日） 

貝蒙論壇可能不發表簡報。 

 

(6) EU 之貝蒙論壇資訊會議（Brussels，暫定於 2016 年 11 月 28 日） 

P. Vossen 將為指導委員會提供背景資訊與議程初稿。可於此會議後安排指導委員會會議，以

利後續討論多哈成員大會事宜。 

 

(7) 11 月 28、29 日將在巴黎舉辦一場 Future Earth 委員會議，兩位貝蒙聯合主席皆需出席此會議。

可延後布魯塞爾會議日期至 11 月 30 日，或由 M. Uhle 代替出席巴黎委員會議。 

 

9 最終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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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EESS 擬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於瑞典首都斯德哥摩爾(Stockholm)主辦世界社會科學報告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 世界水周(World water week)擬於 201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 

(3) 是否可於 2016 年 10 月在厄瓦多（Ecuador）所舉行的人類會議上公佈都市化徵求? 

(4) 此會議記錄應於全體成員中傳閱 

(5) 下屆指導委員會議預計於今年 6 月中舉行(在 Future Earth 會議之前)，會議時間將透過 Doodle

行事曆安排。 

 

七、 與會心得 

1. 參與 Belmont Forum SSC會議一年，代表成員對於相關事務甚為瞭解。 

2. 支援 Belmont Forum 相關國際活動，並積極參與目前以參與之 CRAs。 

3. 協助 Belmont Forum白皮書之撰寫。 

4. 舉辦 Belmont Forum Asia FEW Call workshop。 

5. 提供本國永續發展及核心計畫推動之相關資料。 

6. 建議及早商議參加 2016 Belmont Forum於多哈舉辦的年度會議，本國參與之人員及相

關議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