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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29 日赴瑞士伯恩參加全球土地規劃之第四屆開放科學會議

(4th Open Science Meeting 2019 , 

https://glp.earth/osm/osm-2019/schedule-and-program/conference- schedule)，為期 3 天

的會議及 1 天的農產品櫥架加值案例參訪，會議以邀請主要學者演講作議題發散、參

與者分組討論、最後由主講者收斂議題，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會議分三大主軸：

（一）地球土地系統以土地作為應對全球挑戰的樞紐（Land as the nexus for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二）人類想從土地取得什麼：在土地系統中開拓權衡交易和促進

協同增效（Navigating the trade-offs and fostering synergies in land systems）；（三）如何

支持土地系統轉型：土地系統研究與治理土地系統的新領域 (New frontiers in studying 

and governing land systems)。 二、 農產加值：以參訪瑞士佛里堡州 (Fribourg)的沙爾

梅自然公園社區的生態農場為學習農產加值之場域，該社區建立在生態農場經營，主

要農林產為林木及酪農為主。建立友善環境生態服務系、利用農產加工增加產品多樣

化及以故事宣傳吸引訪客或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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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7 年提出「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2017-2020 年）」，針對糧食安

全、食品安全、綠色環保、資源效率等議題，新農業以三大施政為主軸之下，推動十大重點

政策，其包括：推動對地綠色給付、穩定農民收益、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推廣友善環境耕

作、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科技創新強勢出擊、提升糧食安全、確保農產品安全、增加農產品

內外銷多元通路，以及提高農業附加價值，以打造強本革新的新農業等。其中推廣友善環境

耕作之目標在於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此與農業生態環境息息相關，而本場組

織的願景「臺灣農業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的守護者」又與之相呼應。為達成該政策及本場願景，

自該政策推動初本場就與學界合作投入農業生態系服務相關試驗示範推廣及國際合作交流計

畫與活動。本次出國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29 日赴瑞士伯恩參加全球土地方案之第四屆開放

科學會議(4th Open Science Meeting 2019)，藉由發表論文「Current situ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rice friendly farming in Miaoli area of Taiwan 」宣揚我國友善農耕推動成果。 

本出國計畫主要是在完成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 108 年度「提高農產品品質及

櫥架壽命 (計畫編號：MOST 108-3111-Y-225-008)」案下細部計畫「友善農耕及其產品加值化」

執行內容之一。藉由全球土地方案研究團隊所召開之第四屆開放科學會議，與來自世界各國

在友善農耕發展與永續保護土地資源之關聯性研究發展現況。該會議主要內容為國際國土友

善生態服務相關的研討會，且本場發表張貼海報論文（題目：臺灣水稻友善農耕現況及發展

技術），讓與會人士瞭解認識臺灣推動有機友善農耕之近展，將有利於未來有機產品出口。另

吸取國際對生態系統服務之補償付費的社會觀，為未來國內友善農耕下之生態系統評價之參

考。本場於開始執行「生態農業技術發展及農業環境措施之試驗研究」國際合作計畫，透過

研究、社區參與和國際交流活動，拓展臺灣西部生態農業研究和政策發展之國際視野，截至

目前曾派員赴日本參訪與交流，此次目標為歐洲，參訪國家為瑞士，其亦為發展里山倡議的

發源國家之一。藉由不同國家參訪交流，期望未來能成為農委會第 4 個所屬單位加入國際里

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簡稱 IPSI）」，該

網絡交流活動可與國際共同探討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案例與政策，有助於農委會在農業生

態服務系上的推展，並將之與新農業友善耕作聯結。同時瞭解友善農耕農產品櫥架加值在瑞

士的操作模式與實務經驗的參訪等，將參訪所蒐集資訊與經驗為我國在友善農耕推動時提升

農民收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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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程內容及成員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4 月 22 日~23 日 

（星期一、二） 
啟程及路程 

由桃園機場搭乘 22 日 23:15 華航班機 CI61 前往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於 23 日 06:50 抵達 

23 日 10:52 由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搭火車至瑞士

伯恩 

住宿:瑞士伯恩 

4 月 24 日 

（星期三） 
瑞士伯恩大學 

參加「全球土地規劃第四屆開放科學會議（4th 

Open Science Meeting of the Global Land 

Programme）」大會開幕 

住宿：瑞士伯恩 

4 月 25~26 日 

（星期四） 
瑞士伯恩大學 

參加「全球土地規劃第四屆開放科學會議（4th 

Open Science Meeting of the Global Land 

Programme）」張貼論文海報乙張 

住宿：瑞士伯恩 

4 月 27 日 

（星期六） 

瑞士伯恩蘇黎世地

區 

友善農耕農場參訪活動 

住宿：瑞士蘇黎世 

4 月 28~29 日 

（星期日、一） 
返  程 

28 日 7:45 由瑞士伯恩搭火車至蘇黎世，再由蘇

黎士搭乘 11:20 華航 CI62 返國， 

於 29 日 6:10 抵達桃園機場 06:50。  

住宿:瑞士伯恩 

參訪成員： 

機關/單位 姓名 職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張素貞 研究員兼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賴瑞聲 
副研究員兼課長 

（108.7.16 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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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過程  

一、全球土地方案背景 

全球土地方案(Global Land Programme, GLP)是一個跨學科的科學和社區實踐，促進土地系統

研究和共同設計全球可持續性解決問題的方案。GLP 是 Future Earth 的四個研究項目之一，

Future Earth則是世界上最大土地系統的研究網絡。其除了GLP，還有山地研究計劃（MRI），

過去的全球變化（PAGES）及全球山地生物多樣性評估（GMBA）。GLP 組織目前由 25 個

國家（英國、澳地利、德國、南非、埃塞俄比亞、塞浦路斯等）的研究人員組成，其中科學

指導委員會有 14 位成員、國際事務辦公室 5 位成員、駐點辦公室協調員 14 位，其中一位是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林裕彬傑出教授兼系主任，以及等 33 位研究人員。該組

織雖屬臨編組織，卻努力的致力於實施研究，以推動全球可持續性轉型。其中國際項目辦公

室（IPO）由瑞士伯恩大學發展與環境中心主辦擔綱。是什麼讓伯恩大學對這些主題的國際

研究界如此具有吸引力？伯恩大學長期致力於在全球環境變化等緊迫問題上培育卓越中心，

如發展與環境中心（CDE）和 Oeschger 氣候變化研究中心（OCCR）。伯恩市擁有瑞士藝

術與科學學院的主要成員 - 特別是瑞士國家科學院，多年來一直支持全球環境變化研究。

因此，伯恩已成為科學卓越的中心，並為支持此類研究提供了關鍵平台。CDE 就是 GLP 的

核心具點，因為兩者發展有密切的革命情感且相互映襯。伯恩大學創立於 1834 年，共有 8

個系屬於古典式的綜合性大學，目前全球排名 166，國立臺灣大學則排名 70。最近新研究

係其蜜蜂健康研究所和蜜蜂研究協會 COLOSS 的科學家們研究成果，顯示新菸鹼類殺蟲劑

會誘導寄生蟎 Varroa destructor 的抗藥性。今年的亮點是 7 月 6 日榮獲瑞士醫療技術獎機

器人顯微外科技術。 

  

二、第四屆開放科學會議重點 

土地系統科學學者將在全球土地方案的第四次開放科學會議（GLP 4th OSM 2019）

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瑞士伯恩大學舉行，近 700 名參與者，突破了前 3 次

參與人數的紀錄。三天的研討會重點在促進瞭解土地系統如何構成可持續性轉型的

基礎，中心議題  包括三項（https://glp.earth/our-science）：   

 （一）地球土地系統作為應對全球挑戰的樞紐（Land as the nexus for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由大會邀請不同領域的 5 位傑出科學家分享：Land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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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Land System Science: Progress and ways, Land: at the centre of many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When the Land is Needed, but the People are Not : Challenging 

transition narratives 挑戰轉型敘述、Science for Food 等議題，彙整全球土地永續利用

資料，專家提出一些新概念 people to pixels，pillar 等，剛好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

目標的挑戰也正好落在土地系統科學。全球人口增加意味著更多的農田和更少的森

林覆蓋的土地。只有更高的收入（而且不一定更多的人）才能找到相同的結果。相

反的結果，更少的農田和更多的森林覆蓋，來自（或可能兩者）提高作物產量或世

界轉向更純素或素食，減少了對放牧牛的土地需求。一個可能違反直覺的發現是，

從化石燃料的轉變可能導致更少的林地。這將來自向生物燃料的過渡，意味著更多

的農田利用和森林砍伐。地球土地系統用土地為基礎作為應對全球環境變化挑戰的

樞紐，改變人與自然的土地制度  - 需要哪些研究和政策來實現生態，社會和經濟上

可持續的土地系統。  

（二）人類想從土地取得什麼  （Navigating the trade-offs and fostering synergies in land 

systems）：由大會邀請不同領域的 3 位傑出科學家分享：、Land System Science: Progress 

and ways, Land: at the centre of many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When the Land is Needed, 

but the People are Not: Challenging transition narratives 挑戰轉型敘述、Science for Food

等議題，快速發展的土地系統往往會導致以生產為導向的土地利用與社會生態之間

的權衡取得巨大變化，這些權衡在農業和生物多樣性之間往往最為強烈。在農業擴

張和加劇的地方，棲息地轉變和退化通常會導致生物多樣性和許多非供應生態系統

服務受到侵蝕。相反，放鬆土地使用壓力可以轉化為大量的保護機會。我們如何才

能最好地理解和管理動態景觀中的權衡，以便在農業生產和保護之間創造共同利益？

本中心議題探討了我們如何在動態景觀中管理和減輕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權

衡。這些景觀可能發生在整個土地利用過渡範圍內：從農業前沿到可能因技術突破

而出現的自然區域，由於市場一體化，傳統框架景觀迅速轉變為強化的全球綜合景

觀，以及由於製度衝擊而迅速放棄土地。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和環境之間的衝突可

能會增加，但土地系統的空間重新安排也為減少環境影響以及恢復和重建提供了機

會。然而，利用這些機會對研究和決策具有挑戰性。土地使用和保護規劃需要從靜

態轉變為動態態式：當新的參與者進入並出現新的趨勢時，社會經濟模型和土地系

統變化的原因可能會發生變化，而且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數據可能無法獲得或過時。

這些挑戰需要在新的空間和時間背景下大膽地運輸模型，並且明確考慮不確定性是

6 



至關重要的。在此議題中將動態景觀中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權衡糧食安全、碳、

集約化和生物多樣性之間的權衡相關議題之新興的方法和應用，以表徵和分析動態

景觀中的權衡，將工具和見解轉化為與利益相關者和政策制定者相關的信息，從而

通過這些動態未來重新規劃土地系統。就評估西非可可及油棕擴張對生物多樣性帶

來的全球機會和風險。  

（三）如何支持土 地系統轉型：土地 系統研究與治理土 地系統的新領域  (New 

frontiers in studying and governing land systems)。1.可持續性轉型科學需要新的，協作

的知識創造方法。為了實現全球土地的可持續利用和治理，GLP 謀合跨領域科學家

觀察與研究結果，縮小社會和決策者之間的差距。因此，第四屆 GLP OSM 的一個

關鍵目標是在這些參與者之間建立更強大的合作夥伴關係。該會議匯集了世界領先

的土地科學家，共同探討挑戰並確定土地系統變化的政策空間，從而實現可持續未

來的轉變（圖 1）。2.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確定政策空間：首先圍繞三個主要問題構

建會議  - 我們對行星陸地系統的看法是什麼？人們對土地有什麼需求？我們如何

支持土地轉型？這些問題需要具體的政策相關答案。更廣泛地說，OSM 2019 為土地

系統科學家提供了推動研究的機會，這些研究可以告知我們的社會如何駕馭不同土

地系統路徑的固有權衡和協同作用。3.GLP 強調科學家和非科學行為者共同需要共

同生產知識。過去 GLP 的開放科學會議幾乎專注於科學，直到 2015 年 GLP 和其他

全球變化研究計劃成為國際全球變化研究體系的一部分。GLP 是當時唯一一個整合

社會和生態系統的組織，其任務是發展土地系統科學。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伯恩的第四個 OSM 是第一個整合新的參與形式的 OSM。第四屆 OSM 的許多新的

“創新和沈浸式”會議，涵蓋其他社會夥伴的直接參與。舉例如關於“實現零森林

砍伐的行業觀點”的會議包括私營供應鏈參與者的參與，如最大的棕櫚油種植公司

之一 Goodhope Asia。我們關於“非法和 /或秘密交易和土地使用變化的政策和治理”

的討論，包括透明國際津巴布韋等民間社會行為者，致力於建立該地區土地使用能

夠透明化。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人們普遍希望跨越傳統的部門界限。社會行動者

也需要新的伙伴關係，這次會議提供了建立信任和共同理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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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次會議參加科學家所參與研究的範疇與區域，綠

色為區域、黃色為國家、紅色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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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善農場參訪 

土地保育及利用方案議題牽涉層面甚廣，包括農業生產、生物多樣性、歷史文化、經

濟活動等，尤其是不同地區因地制宜的權衡取捨。因此，主辦單位也安排了數個參訪行程供

與會人員參訪，作者二人選擇參加 GruyèrePays-d'Enhaut Regional Nature Park 行程，該公園

位於弗里堡州和沃州，位於日內瓦湖 LaGruyère 和 Pays d'Enhaut 之間，高山奶牛養殖和農業

是其典型特徵。GruyèrePays-d'Enhaut 地區自然公園的面積為 503 平方公里，農業是公園的

經濟支柱，以養牛和牛奶生產為主，其中乳酪加工品更享譽全球。這個公園是在 13 個社區

共識下成立，成立目標在於保持傳統生活前提下，進行生態保育及永續經濟活動，運作經費

來自政府補助款、林木收益及生態導覽，並聘雇專業經理人協助經營管理、導覽及產品行銷，

每年約有 3000 人造訪自然公園，也開發了生態導覽 APP 更方便遊客深度旅遊，包括高山健

行路線、傳統建築物、傳統乳酪加工場域及設備、有機農場、酪農農場體驗、產品介紹及購

買資訊。另一方面則是凸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個別農民在其農場會保留一區不開發，以

維持生物多樣性及保育特殊野花物種。當地傳統建築是一大特色，部分甚至是 17 世紀所搭

建，還有結合生產乳酪的農戶建築，而當地水力發電也頗有歷史(1934 年)，所發電力可作為

木材裁切加工利用及日常生活使用，多的部分也可賣給電力公司。另一方面，木材砍伐也是

公園內重要經濟活動，但森林也具有生態保育功能，採用適當疏伐逐漸形成共識，會針對使

用當地林木給予認證，肯定對森林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的貢獻。養牛產生的牛糞則是另一循環

經濟的來源，部分酪農會收集牛糞集中到沼氣工廠生產沼氣，剩餘殘渣則作為肥料回歸土地。

整個公園永續運作的基礎仍在於經濟活動，在區域內建立白鸛作為產品商標，以高山、草地、

牛隻及農產品共存作為生態農業意象，酪農農場則提供夜宿乾草床等農村體驗集合生態導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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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一)土地利用及保育議題甚廣，研究評估尺度也因不同案例而異，研討會的報告多以國家、

特定區域(如亞馬遜雨林、爪哇雨林)、洲或全球尺度進行研究探討，這方面與全球意識、

經費及人力資源有關。 

(二)相關科學研究需長期投入及累積資料，生態農業是動態變化，有時在短時間很難看出

影響或差異，研討會甚至有以 30 年累積數據進行分析探討，如此長期研究場域及資料

調查是重要的。 

(三)土地議題涉及自然科學、土地科學、政策、社會及經濟，案例評估多為跨學科領域合

作，我國進行相關研究需要要整合及分工策略，臺大團隊、東華大學、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與本場同時參與生態農國際合作計畫，將能產生加乘研究效益，凸顯我國在此議

題之學術貢獻。 

(四)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價格逐漸納入討論，藉由生態農業維持或增加生物多樣性是策略，

但相對造成的產量、產值損失應如何反應，目前已有越來越多國際學者提出生物多樣

性的價值轉換為價格的評估，預期將會形成日後重要主軸，以支持生態農業或土地保

育的永續發展。 

(五)永續經濟發展是土地利用、生態服務重要關鍵，如何將生物多樣性、歷史文化、生態

導覽及體驗納入行銷是重要作法，藉此爭取消費者認同及支持方能永續發展。 

(六)區域自然公園盤點生態資源、活動、飲食、歷史文化特色及休閒體驗資訊，建立納入

生態旅遊 APP 可供我們借鏡，可使消費者更能深度體驗，也能有更多收穫。 

(七)關於農產品儲架壽命加值: 在當地超市未見有機、友善或產銷履歷產品銷售專區，但重

視並標示產地來源，某方面在鼓勵食用當地蔬果，另一方面則重視公平貿易產品，如

巧克力、香蕉等，產品上方有公平貿易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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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OSM 開幕主題導引 與土地利用及保育議題相關層面廣泛 

  

來自各地研究學者及其研究土地範圍尺度 自然、土壤科學及跨學科研究投入較多，而社

會、政策及經濟研究較少 

  

研討會逐案報告研究成果，並邀請主要學者

進行議題主軸討論 

作者張貼研究成果海報，並與其他學者交流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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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實地參訪行程由伯恩大學 HAFL 基金會引

導參觀 

由經理人引導解說地區自然公園發展情形 

  

森林的功能具有生產及生態服務等功能，農

民在自有農牧地保留一區不開發，以維護生

態多樣性及保育特殊野花物種 

當地傳統建築保留文化特色 

  

當地傳統建築(本棟為 1666 年建造)，給予建

築導覽編號並標示其文化特色 

社區生產 cheese 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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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園建置生態導覽 APP 方便遊客深度旅遊，包括高山健行路線、傳統建築物、傳統乳

酪加工場域及設備、有機農場、酪農農場體驗、產品介紹及購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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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建立水力發電系統，目前仍可作為木材處理及日常生活電力來源 

  

林木為當地重要產業，會針對當地疏伐材使用及給予認證 

  

收集牛糞生產沼氣，殘渣做肥料回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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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鸛作為自然公園商品標章，以高山、草

地、牛隻及農產品共存作為生態農業意象 

乳酪是瑞士馳名世界產品，導覽中心提供當

地乳酪選購 

  

  

導覽中心可提供用餐，並陳列當地農產加工品供遊客選購，大部分商品具有白鸛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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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禽畜舍設置太陽能板擷取綠能 當地乳牛畜牧舍 

 

 

酪農戶提供農村體驗、乾草床旅遊行程 參加土地利用及保育實地參訪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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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超市重視產地標示，尤其鼓勵當地種植當地消費 

   
超市農產品產地標示(尤其進口商品)、公平貿易及加工產品 

 

瑞士重視公平貿易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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