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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次係林務局受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邀請，赴泰國曼谷參加「亞洲區域會議及開放科學與資料使用研討

會 (Asia Regional Engagement Meeting and Symposium on Open Science and Data 

Use)」，會議中以「國土生態綠網(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為題，於研討會「有

效的決策系統(Systems for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主題場次進行 30 分鐘專題

演講、專題座談，發表演講之石芝菁科長並受邀參加會後之高階圓桌會議，參與

討論亞洲國家推動生物多樣性資訊納入政府決策之推動策略。 

本局的專題演講完整介紹我國如何透過分析歷年生物多樣性資料、規劃整體

國土保育藍圖(國土生態綠網藍圖)，並進而整合跨單位資源以政策層級推動整體

棲地連結之具體作法。為將生態資料應用於綜合空間規劃與政府施政決策之良好

範例，係惟一以國家尺度進行整體國土空間規劃之演講。該場演講極獲迴響、各

國與會人員紛紛希望借鏡臺灣執行經驗，除藉此機會與充分交流外，亦有效提升

我國保育政策成效之國際能見度。 

 

 

 

關鍵字：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國土生態綠網、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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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以下簡

稱 GBIF)，為一由全球政府資助而成立的跨國合作網絡及研究基礎建設，成立宗

旨為提供大眾公開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並以參與國、合作組織作為節點，將收集

的生物資料以共同標準、開源格式提供給全球的資料中心。目前 GBIF 在亞洲包

括臺灣在內共有九個會員，但僅有韓國為具有投票權的國家會員 (Voting 

participant)；越南與柬埔寨為國家副會員(Associate country participant)；其餘皆為

以組織或經濟體加入的其他副會員(Other associate participant)，因此 GBIF 近年來

一直努力希望提升亞洲國家的正式參與。我國雖然因為政治因素無法以國家名義

參加 GBIF，但早在 2001 年即以經濟體作為 GBIF 的創始會員之一，並於中央研

究院設有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TaiBIF)，作為 GBIF 在臺灣的正式節點。目前由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擔任我國 GBIF 的會籍代表。 

相較歐美國家對於生物多樣性資料開放與應用的成熟發展，亞洲地區受限多

元文化、語言限制而參與度較低。因此 GBIF 近年積極強化推展亞洲區域之參與

及資料應用，並籌畫 111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於泰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朱

拉隆功大學) 舉辦「Asia Regional Engagement Meeting and Symposium on Open 

Science and Data Use (亞洲區域會議及開放科學與資料使用研討會)」，此期間也同

時召開 GBIF 亞洲區域節點會議。GBIF 希望透過實際案例與經驗的分享，展現開

放資料協助保育決策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角色，藉此增進亞洲國家與機構的參

與度，因此特別針對生物多樣性資訊應用於決策為主題，邀請相關單位或成員分

享經驗。 

在各個政府部門與研究機關努力下，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累積與開放相較

於其他亞洲國家發展更為先進與成熟。奠基於此，林務局自 107 年推行迄今的「國

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下稱國土生態綠網)，已充分應用生物多樣性資

料做為空間規劃之基礎，據以作為我國跨機關環境治理與生態保育決策參考。 

自該研討會籌備之初，本局即透過中央研究院與 GBIF 秘書處聯繫，說明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料應用與國土生態綠網計畫。GBIF 極為肯定國土生態綠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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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認為將對於亞洲各國及與會成員具良好啟發，因此邀請本局人員實體出席

研討會，於「有效的決策系統」場次以國土生態綠網（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為主題進行 30 分鐘專題演講，並參加亞洲如何強化開放資料與決策連結之專題座

談。本局發表演講之石芝菁科長亦獲邀參加研討會後 11 月 24 日召開之高階圓桌

會議，參與討論亞洲國家推動生物多樣性資訊納入政府決策之推動策略。 

本次會議除由林務局獲邀出席外，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BIF) 亦由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端木茂甯代理執行長、同時為 GBIF 亞洲節點副

代表出席 GBIF 亞洲區域節點會議。本次出國主要目的為向 GBIF 等國際組織與

亞洲各國具體展現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應用與提前佈署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目

標之施政成果，並與參與此次研討會之各國代表充分交流。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設定目標如下： 

1. 展示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基礎設施（如 GBIF）給地方和區域經濟帶來的惠益。 

2. 強化亞洲區域 GBIF 社群連結。 

3. 分享開放生物多樣性資料幫助保育及其他永續發展（如人類健康和糧食安全）

之決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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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及行程表 

一、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科長 石芝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正 謝小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張晉嘉 

 

二、行程表 

日期 行程 

111 年 11 月 21 日 臺北 – 泰國曼谷 

111 年 11 月 22 日 研討會議程 

1. 開幕致詞 

(1)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科學

院院長、泰國國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主辦方) 

(2) 日本環境部代表(主要會議經費贊助) 

(3) GBIF 理事會理事長、GBIF 秘書處副主任 

2. 開場演講 

3. 國際政策平臺的資料使用 (Data use for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for policies) 

4. 亞洲生物多樣性基金 (BIFA) 計畫-概述和影響 (The 

Biodiversity Fund for Asia (BIFA) programme - 

Overview and impact) 

5. 開放科學、生物多樣性、健康一體及食品安全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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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biodiversity, One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6. 專題討論：全球開放生物多樣性資料基礎設施的惠益 

(Panel discussion: Benefits brought by a global open 

biodiversity data infrastructure) 

111 年 11 月 23 日 研討會議程 

1. 亞洲 GBIF 中介資料的使用介紹 (Introduction to use of 

GBIF-mediated data in Asia) 

2. 解鎖相關數據 (Unlocking relevant data) 

3. 有效的決策系統 (Systems for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林務局 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演講) 

4. 專題討論：亞洲如何強化開放資料與決策連結 (Panel 

discussion: How can GBIF strengthen the links 

between open data and decision making in Asia?) 

5. GBIF-來自 GBIF 社群和夥伴的觀點 (GBIF,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Perspectives from the GBIF community and partners) 

6. 強化區域能力 (Enhancing regional capacity) 

7. 專題討論：亞洲的 GBIF (Panel discussion: GBIF in 

Asia) 

111 年 11 月 24 日 1. 高階圓桌會議 (High-level round table)- 林務局石芝菁

科長獲邀出席 

2. 亞洲節點會議 (The Asia Nodes Meeting 2022) 

111 年 11 月 25 日 泰國曼谷 – 臺北 

11 月 22 日與 23 日研討會詳細議程，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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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說明 

一、 開場演講 

(一) 演講者：GBIF 秘書處副主任 Tim Hirsch 先生 

(二) 摘要說明： 

1. GBIF 成立的任務目標係為建立政府間的網絡和資料基礎設施，讓

任何人均可免費且開放地取用所有數據、增進合作。GBIF 資料發

布機構以美國、哥倫比亞、英國等歐美國家為大宗，而資料取用則

以美國、中國大陸及墨西哥等國家為多，顯示亞洲區域多數國家屬

於資料使用者而非資料提供者，可見全球之資料分享與取用仍有不

均衡狀況，期望更多的資料發布機構加入組織、共同參與合作。 

2. GBIF 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可廣泛應用於環境保護、食品安全、氣候

變遷、人類健康等多種支持永續發展的研究或應用面向。GBIF 也

同時與生物多樣性公約訂定的後 2020 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相互支持。(後 2020 全球

生物多樣性框架於 2022 年 12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的第十五屆締

約方大會後，已正式定名為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3. 不分國界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共享及合作非常重要，資料公開讓資料

得以被不同方式重複利用、提高資料本身的價值，可支持對應全球

的目標，並可節省管理資料、平臺優化等成本。跨國的資料運用可

用於處理跨國的保育議題，如瀕危物種保育、外來種防治、遷徙物

種保育等，需持續強化國際合作，提升生物多樣性資料的使用價值。

本次研討會將使與會者了解全球尺度生物多樣性資料合作的重要

性，並了解各資料使用者及區域的需求。 

4. GBIF 目前於全球的推動經驗，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應用較成功的

參與者，多具有跨部門合作、有生物多樣性專責機構、資料鏈健全

等共通特質；跨部門的隔閡則是目前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面臨的最

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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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GBIF 秘書處副主任 Tim Hirsch 先生開場演講 

 

圖2. 簡報內容- GBIF 目前參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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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簡報內容- GBIF 目前資料上傳數量分布（紅色代表生物多樣性資訊

分享的熱點，臺灣為亞洲區第二） 

 

圖4. 簡報內容- GBIF 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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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土生態綠網(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專題演講 

(一) 演講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石芝菁科長 

(共同發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石芝菁科長、謝小恬技正、張晉嘉

技士、陳佳慈專員) 

(二) 摘要說明：(完整簡報內容詳附件二) 

1. 介紹臺灣生態環境概況與林務局自 107 年起推動「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建置計畫」之背景。以國家整體政策尺度，運用生物多樣性

基礎資料進行空間規劃，並透過跨部門整合與合作，有系統進行國

土復育與重要棲地串聯。 

2. 國土生態綠網計畫充分運用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中研

院等單位累積之生物多樣性資料，透過生物分布預測模型與 GIS 空

間分析，指認出全臺 44 處陸域綠網關注區 (Priority Biodiversity 

Area)、98 條關注河川、127 處關注農圳埤塘及 56 處重要溪流廊道，

並進一步聚焦出 45 條區域保育軸帶 (Conservation Corridors)，作為

後續政策推動與跨域合作重點。 

3. 前揭生物多樣性資料也透過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BIF) 節

點，上傳至 GBIF 平臺提供國際共享，截至 111 年 9 月，臺灣已提

供超過 1 千 4 百萬筆生物多樣性資料，提供資料總數為亞洲第二。 

4. 以石虎為具體案例，介紹綠網區域保育軸帶內，跨域合作改善與保

護石虎棲地之作為，並透過生態服務給付政策推動友善農地，與在

地社區、農民共同推動保育工作。 

5. 以臺灣西南海岸為案例，該區域位處遷徙性水鳥遷徙路線之一，透

過生物多樣性熱點分析，找出水鳥重要棲息區域，並藉由跨單位合

作與保育策略整合，如：保護區、重要濕地、生態服務給付、友善

農地及社區保育等、建立大尺度之水鳥保護廊道。 

6. 未來將持續改善生物多樣性資料缺口、強化跨機關資料庫合作及擴

大保育軸帶的規模，可具體回應生物多樣性公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尋求臺灣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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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會人員提問與交流重點： 

1. 提問：臺灣從生物多樣性資料整合，到促成跨部門決策合作的經驗，

是否可複製到其他區域？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 

答覆：促成跨部門決策合作的重點為生物多樣性資訊開放與實質合

作案例。不同部門的決策者在開放的生態資訊背景下，才有共同討

論基礎。必須注意從原始資料到政策資訊之間的轉譯工作是其中關

鍵，生物多樣性的原始資料需要被分析成可解讀使用的資訊，才能

讓政策決策者理解、納入決策並進而支持更多開放資料。跨域合作

的推動也須有實際的案例，不同權益單位才可透過案例的操作經驗

逐步建立合作共識。 

2. 提問(印尼代表)：印尼與臺灣同屬島嶼國家，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

運用政府決策的成功經驗，有無可供印尼參考的具體建議？ 

答覆：臺灣推動以生物多樣性資訊為基礎的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為

符合各地方區域特質，會以各地的區域綠網合作為基礎、依各地議

題推動實質的合作案例，再於全國尺度進行綜整與策略調整。印尼

有更為複雜的島嶼型國土，可參考分區適地推動的經驗。 

3. 提問：臺灣如何促成生物多樣性資料整合與共同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機構？ 

答覆：臺灣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原本隸屬於政府不同部門，政府部門

間從建立夥伴關係開始，進而建立跨機關的資料庫合作，並設置共

同對外的單一窗口。資料整合與便於取得，讓使用資料的政府單位

更理解開放資料的重要，因而形成持續投注資源的正向循環。除了

臺灣國內的資料庫與生物多樣性資料整合外，同時也由政府支持於

中研院建立 TaiBIF 節點機構，透過 TaiBIF 將資料分享至 GBIF、供

國際社群使用。 

4. 提問：臺灣整合生物多樣性資料與有系統跨部門推動國土復育的經

驗十分難得，希望可以於國際發表、供其他國家參考。 

答覆：十分樂意與各國交流相關經驗，於本次研討會的分享即是實

例，後續也將有發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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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石芝菁科長進行國土生態綠網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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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與會者就演講內容進行提問 

 

圖7. 專題討論：亞洲如何強化開放資料與決策之連結（左 2 為石芝菁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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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重點演講摘要 

(一)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 IPBES)： 

由 Shiva Devkota 博士介紹 IPBES 評估野生物種永續利用的經驗，以尼

泊爾野生真菌物種保育為例，運用原住民在地知識與既有資料庫（包含

GBIF），分析永續利用與優先保育策略。 

(二) 國際平臺和政策的資料使用 (Data use for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and 

policies)： 

由 IUCN 亞洲區域主任兼大洋洲中心主任 Dindo Campilan 博士介紹

IUCN 任務和生物多樣性資料對該組織的重要性，IUCN 作為全球最大

的保育組織與研究平臺，建立了各式保育工具手冊與標準文件(如 NbS 

Standard 等)，IUCN 並與 GBIF 合作，共同推動開放科學與資料使用，

並持續擴展亞洲和大洋洲的合作機會。 

(三) 用於管理與擬訂策略的外來入侵種開放清單 (Open checklist data on 

invasive alien species for policy and management)： 

由 Melodie McGeoch 介紹 GRIIS (Global register of introduced and 

invasive species)組織與任務，該組織透過建立各國的外來種與入侵種名

錄，與 GBIF 物種資料相互比對，來檢視全球外來入侵種的數量與變化。 

(四) 亞洲區GBIF中介資料應用簡介(Introduction to use of GBIF-mediated data 

in Asia)： 

由 GBIF 秘書處 Andrew Rodrigues 先生介紹亞洲區 GBIF 開放資料的現

況及其應用性(圖 8)，應用層面包含指認資料缺乏的物種、規劃關鍵生

物多樣性區域(Key Biodiversity Areas，KBAs)、監測外來入侵種等。 

(五) 蘇門答臘植物相的數化及資料庫化(Digitizing and Databasing Flora of 

Sum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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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達拉斯大學植物標本館(Herbarium Universitas Andalas)的 Try Surya 

Harapan 先生介紹植物資料數位化的方法及後續應用，包含以 GBIF 資

料製作瀕危植物的物種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DM)，用

以指認其可能的野外生育地，可藉此挑選與野外生育地物候環境類似的

植物園為主要的保種復育地點，以及後續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

族群再引入(reintroduction)的適當區域。 

(六) 應用全球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於生物安全決策(Global Open Biodiversity 

Data for Biosecurity Decision Support)： 

由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 Arman Pili 先生介紹如何運用開放

資料於菲律賓的外來種兩棲類風險評估，其透過蒐集各國貨物進口量及

旅客量、由 GBIF 資料製作物種分布模型、從 GRIIS 及文獻蒐集各國入

侵歷史，綜合分析外來物種的觀察名單(圖 9)；並以調查資料及 GBIF 資

料製作的物種分布模型及入侵各地之時序，分析菲律賓各地被入侵之潛

在風險(圖 10)。 

 

圖8. 簡報內容- 亞洲各國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密度圖，可見我國開放資料密度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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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簡報內容- 結合開放資料及文獻，將能到達菲律賓、有入侵其他國家紀錄及經預測能適

應菲律賓氣候之物種納入外來種觀察名單 

 

圖10. 簡報內容- 以海蟾蜍為例，依照入侵時序及物種分布模型，分析菲律賓各地被入侵之風

險，據以擬定對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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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應積極進行國際交流與發表，對外說明臺灣生物多樣性與國土生態綠網等政

策推動進展：此次縱觀整場研討會各國內容，多以個案研究或小規模推動經

驗為主，本局發表之國土生態綠色網絡建置計畫，透過生物多樣性資料分

析，規劃整體國土保育藍圖，並已整合跨單位資源於全國尺度有系統推動棲

地連結與復育工作，深獲國際組織及與會各單位迴響。後 GBIF 秘書處截取

本局報告部分內容於 2022 年 12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之第 15 屆聯合國生

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OP15)進行發表，作為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應用

於保育決策的良好範例。可見臺灣多項生物多樣性相關政策在世界各國中已

屬先進，實應積極運用各種管道對外說明，讓外界得以了解我國進展與有效

經驗分享。 

二、 加強支持 TaiBIF 運作，藉此強化與 GBIF 之連結合作：臺灣雖然因為政治

因素無法以國家名義參加 GBIF，但做為創始會員並透過 TaiBIF 多年的良好

運作，使臺灣成為推動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開放最有成效的亞洲會員。GBIF

為各國政府所支持之國際組織，惟其組織文化較不具政治性、對臺灣尚屬友

善，此次由 TaiBIF 引介，本局出席人員以臺灣與本局全銜(Taiwan Forestry 

Bureau)與會，簡報亦可充分說明臺灣現況與相關推動進展，有效提升臺灣

相關工作的國際能見度。後續可透過此管道持續進行國際交流，藉由加強支

持 TaiBIF 運作，維持與 GBIF 的密切合作與連結。 

三、 適度調整生物多樣性國際捐助方向，評估與 GBIF 等國際組織合作，有效支

持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推展與提升國際露出：GBIF 近年來持續努力提升亞

洲國家的參與，其中日本政府以資助 GBIF 設立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und 

for Asia (BIFA)取代應繳交會費，BIFA 提供獎助支持亞洲的研究團隊收集並

發布生物多樣性資料，或舉辦相關培訓工作坊，此亦為日本政府生物多樣性

國際捐助的一環，因而獲得相當的國際露出。日本政府將從明年起停止 B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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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經費捐助，GBIF 因此需要爭取其他經費來源支持 BIFA 或類似計畫

運作。於此時機我國可評估適度調整生物多樣性國際捐助方向，考量與 GBIF

等國際組織合作，延續 BIFA 計畫推展生物多樣性資料開放流通的成效，同

時亦能提升臺灣在國際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伍、 其他 

本次研討會之影片及與會人員簡報資料，可至活動專頁上參用：

https://www.gbif.org/event/1S51uST0VKKxu5T062iVFU/asia-regional-engagement-m

eeting-and-symposium-on-open-science-and-data-use 

 

https://www.gbif.org/event/1S51uST0VKKxu5T062iVFU/asia-regional-engagement-meeting-and-symposium-on-open-science-and-data-use
https://www.gbif.org/event/1S51uST0VKKxu5T062iVFU/asia-regional-engagement-meeting-and-symposium-on-open-science-and-dat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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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 月 22 日與 23 日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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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土生態綠網(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專題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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