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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第九屆全球會議於 112 年 7 月 8 日至 11 日在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

學舉行，由 IPSI 秘書處、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秋田國際

教養大學（AIU）及日本環境省（MOEJ）共同舉辦。本屆會議受到 COVID-19 疫

情影響，距離前屆大會（2019 年 9 月 2-6 日）已間隔將近 4 年時間，透過來自全

球各地的會員組織共聚一堂，使各會員相互交流學習，了解自前次會議至今各地

夥伴發展進程。會議議程包含 IPSI 全體會員重要事項報告、公共論壇、主題演講、

分組交流工作坊及日本里山實地考察，臺灣有 13 個 IPSI 會員組織共 41 人參加。 

本屆會議通過了國際里山倡議「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包含五

大策略目標和優先行動：(一)知識共創、管理與應用 (二)制度建立及培力 (三)棲

地保育措施（含保護區、有效保育地 OECM） (四)生態系復育 (五)市場機制。這

些目標與行動將指導 IPSI 未來幾年的工作，以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遷和

永續發展議題，各項策略目標將訂定指標衡量達成情形，以量化評估對總體政策

的影響。IPSI 秘書處預計在 2030 年提出最終執行報告，評估 IPSI 在昆明-蒙特婁

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貢獻與影響。 

本屆會議著重在探討如何透過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實現

GBF 的 2030 年對應之 23 項行動目標，就 IPSI 推動里山倡議的角色與貢獻進行議

題交流，並以工作坊形式交流各 IPSI 會員對於「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

畫」之看法，讓與會者深入探討各策略目標主題。透過這些互動會議為 IPSI 會員

提供一個平台，分享各自在地實踐經驗及實施過程中遭遇的挑戰，讓參與者經驗

交流，了解在解決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及 SEPLS 復育工作相關問題時，不同的方

法、最佳實踐和經驗教訓。 

本次會議除交流國際里山倡議推動經驗、維持國際夥伴聯繫外，也藉此機會

向國際組織展現我國連結社區資源，以空間策略推動國土復育成果，並拜會秋田

國際教養大學副校長熊谷嘉隆（Yoshitaka Kumagai）教授，也是現任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IUCN）世界保護區委員會（WCPA）東亞區副主席，與其交流 GBF 目

標 3 各國需達成 30%受保護面積（30x30）的策略及我國施政規劃，藉此國際交

流提升我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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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是在 2010 年第 10 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OP10）

中，由日本環境省（MOEJ）與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共同

發起的國際性倡議組織，透過會員間經驗交流與合作計畫，推動農、林、漁、牧

生產地景保全與活用，維護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謀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之

願景。全球加入 IPSI 的會員組織已達 304 個（統計截至 2023 年 5 月），會員組成

涵蓋國家和地方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團體、原住民和在地社區組織、學

術教育研究機構、企業和私部門組織、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等，分布於全球各

地並來自不同的層級和部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從 2009 年開始推動水梯田生態保全與復育，與里

山倡議（the Satoyama Initiative）理念不謀而合，2010 年正式向民間推介里山倡議，

結合社會、生產環境與生態協同發展的理論基礎，以永續精神管理土地和自然資

源，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居民生計。本局於 2016 年以建立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

係網絡（TPSI）獲得國際認同，加入成為 IPSI 會員。隨著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網絡（TPSI）在國立東華大學的協助下，發展日趨成熟，2018 年本局與法鼓文理

學院、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國立東華大學合作，建立臺

灣北、中、南、東推動里山倡議四區交流基地。每年邀請有志於實踐里山倡議的

實務工作者和相關組織，辦理臺灣里山實地踏查及交流工作坊，促進在地實務工

作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構、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之知識力與實踐力，

增能培力並發展適地適用的實踐案例。 

臺灣目前有 23 個組織加入 IPSI，在 IPSI 相關會議、案例報告（Case Study 

Report）分享、會員合作計畫（Collaborative Project）提送、年度里山發展機制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計畫獲選、年度里山倡議主題論文彙

編（Satoyama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SITR）獲登載等方面，皆有傑出表現。 

本屆 IPSI全球會議為第九屆，於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舉辦，受到COVID-19

疫情影響，距離前屆大會（2019 年 9 月 2-6 日）已間隔將近 4 年，期間經過了第

15 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 COP15（2022 年 12 月 7-19 日），通過昆

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本次會議

也將著重在探討如何透過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實現 GBF 的 2030

年對應之 23 項行動目標，就 IPSI 推動里山倡議的角色與貢獻進行議題交流，並

交流各 IPSI 會員對於「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之看法，邀請青年共

同參與公共論壇，就青年創新對於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貢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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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世代對話。 

本局透過 TPSI 架構推動國家層級里山倡議計畫，輔導案例社區運用 SEPLS

韌性評估工具找出社區議題，並與本局推動社區林業計畫、山村綠色經濟永續發

展計畫整合，更進一步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建構空間策略藍

圖，成為我國搭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生物多樣性公約 2030 年全球目標之重要

政策工具。藉由參與本次會議，交流國際里山倡議推動經驗、維持國際夥伴聯繫

外，並向國際組織展現我國連結社區資源，以空間策略推動國土復育成果，藉此

國際交流提升我國能見度。另本次會議舉辦地點秋田國際教養大學的副校長熊谷

嘉隆（Yoshitaka Kumagai）教授，亦為現任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世界保護

區委員會（WCPA）東亞區副主席，藉由參與本次會員大會期間，與其交流 GBF 目

標 3 各國需達成 30%受保護面積（30x30）的策略及我國施政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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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及行程表 

一、出國人員名單 

表1、 林務局參與 IPSI-9 會議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組長 羅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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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員 張韋雅 

二、行程表 

表2、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112 年 7 月 7 日 臺北 – 日本秋田 

112 年 7 月 8 日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 

(一) 開幕致詞 

1. 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所長山口

忍 

2. 秋田國際教養大學（AIU）副校長熊谷嘉隆教授 

3. 日本環境省（MOEJ）副局長 

4. 秋田縣政府副知事神部秀行 

(二)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主席報告 

會員資格和合作活動－Alfred Oteng-Yeboah 教授（加

納國家生物多樣性委員會議長） 

(三) IPSI 秘書處報告 

1. IPSI 秘書處進行事務－副主席柳谷牧子（聯合國大學

永續性高等研究所計畫負責人） 

2. 將景觀方法納入 NBSAPs 制定與實施指南－研究員

Suneetha Subramanian 

3. 里山倡議主題彙編第 8 卷（SITR-8）「透過管理社會-

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復育生態系統」－聯

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研究員 Ma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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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hi 

(四)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子委員會報告 

2023-2030 年 IPSI 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IPSI 秘書處

主席渡邊綱直 

(五) 拜會熊谷嘉隆教授訪談 30%受保護面積（30x30）策略

方向（大會議程外行程） 

(六) 公共論壇：青年賦權和為與自然和諧相處做出貢獻 

(七) 接待晚宴－IPSI 與秋田國際教養大學主辦 

112 年 7 月 9 日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 

(一) 主題演講 

1. 生物貿易倡議（The Biotrade Initiative）－聯合國貿易

和發展會議（UNCTAD）計畫管理員 Lika Sasaki 

2. 亞洲開發銀行進行保護和復育自然與生態系統服務－

亞洲開發銀行（ADB）環境專家 Isao Endo 

(二) SDM 項目案例研究報告 

1. 在安第斯高原恢復和利用駱駝及其纖維作為改善當地

生計的潛在資源－VICAM 主任 Bibiana Vila 

2. 保護吉爾吉斯山區的濕地生態系統和牧區與社區－永

續 發 展 策 略 公 共 基 金 研 究 所 計 畫 經 理 Anara 

Alymkulova 

(三) 分組交流工作坊 

112 年 7 月 10 日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 

日本里山考察：以秋田縣內發展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

景（SEPLS）地點分組考察 

112 年 7 月 11 日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 

(一) 青年公共論壇報告 

(二) 未來重要事項報告 

(三) 閉幕致詞 

1. 日本環境省（MOEJ）環境大臣政務官囯定勇人 

2. IPSI 指導委員會主席 Alfred Oteng-Yeboah 教授 

3. IPSI 秘書處主席渡邊綱直博士 

112 年 7 月 12 日 日本秋田 – 臺北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詳細議程，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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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說明 

一、 IPSI 全體會員重要報告事項 

(一)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主席報告：會員資格和合作活動 

報告人：Alfred Oteng-Yeboah 教授（加納國家生物多樣性委員會議長） 

1. 2023 年加入 IPSI 的新成員，其中包含來自臺灣的 3 個成員「節點

共創有限公司（Node Creative Company）」、「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

林業暨勞動合作社（Miaoli County Saisiyat Indigenous People 

Forestry and Worker LLC）」、「宜蘭縣政府農業處（Yilan County 

Government）」，全球總計共 304 個成員，其組成類型以 NGO 占 135

個為大宗，其次為教育或研究機構 59 個；區域分布則以亞洲占 163

個為主，其次為非洲占 56 個，成員組成分析如下圖： 

圖1.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IPSI）會員組成 

2. IPSI 成員間的合作計畫中，提到了由國立東華大學自 2020 年提出

與林務局、屏東科技大學、法鼓文理學院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共同合作，進行「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主流化於臺

灣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TEN）」，這項計畫也包含與水

土保持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學會、台灣生態

工法發展基金會、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

金會、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富里鄉農會、中華民國環境教育

學會、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等多個臺灣 IPSI 成

員共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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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PSI 秘書處報告 

1. IPSI 秘書處進行事務 

報告人：副主席柳谷牧子 Ms. Makiko Yanagiya （聯合國大學永續性

高等研究所計畫負責人） 

(1) 說明面對 COVID-19 疫情的 IPSI 成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文化

和傳統活動最容易受到減少和破壞，但密切的社區聯繫和強烈

的自主獨立意識，是社區在 COVID-19 疫情下恢復活力的關

鍵，因此社區具備面對挑戰與變遷的韌性及彈性，是相當重要

的能力。 

(2) 介紹 IPSI《里山倡議主題彙編》（SITR）的新模式，及 2022 年

申請里山發展機制計畫（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透過網路學習進行 SDM2022 啟動研討會，同時也邀請

IPSI 成員組織申請 2023 年度 SDM 計畫，藉此可獲得相關的專

案補助。 

(3) IPSI 也和 CI-Japan（日本國際自然保護協會）、UNU-IAS（聯合

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MOEJ（日本環境省）合作，結合

產官學界，共同研議政策「強調文化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重

要性」，呼籲認可並支持透過維持人與自然永續關係，創造生物

多樣性效益的當地文化，借鑒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與海景

（SEPLS）的經驗，提出了針對土地利用永續管理政策建議，

並納入傳統知識的應用。 

(4) 在第 15 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BD COP15）

上，探討 OECM（有效保育地）和綠色經濟：與自然正向發展

生產型地景、透過保護和恢復多種服務的紅樹林生態系統來應

對氣候變遷和其他社會挑戰、里山倡議對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的貢獻等多項議題；並在 COP15 上宣布啟動里山倡議

社區發展和知識管理（COMDEKS）第四階段，COMDEKS 為

里山倡議的旗艦項目，旨在與當地社區一起促進生物多樣性與

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自 2019 年以來，第三階段的重點是景觀

和海景保護活動的制度化和永續融資，以確保這些措施的長期

永續性。在過去的十年中，COMDEKS 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秘書處和聯合國大學永

續性高等研究所合作實施，COMDEKS 第四階段是里山倡議十

年合作的頂峰，將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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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為聯合國生態系復育十年和永續發展目標

做出貢獻，並持續建構關於 SEPLS 韌性指標應用在 OECM 及

COMDEKS 第四階段上。 

2. 將景觀方法納入 NBSAPs 制定與實施指南 

報告人：研究員 Suneetha Subramanian 

(1) IPSI 正和 IGES（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和 SCBD（生物多樣性

公約秘書處）合作研擬一份關於將景觀方法納入「國家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s）制定和實施的指南文件，該文件承認了

提供的多重功能，這些功能指示了多種用途和多個使用者的需

求，並在「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背景下，將它

們納入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NBSAPs）的制定和

實施中，並確定了目前可用的指標和工具，以幫助各方實施這

種方法： 

 不同生態系統之間的連通性及治理體制（例如保護區、

OECM、管理地景/海景）－GBF 目標 1、2、3。 

 不同部門優先事項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及各自政策和活動對

彼此產生的影響（例如基礎設施發展、水資源調節、食品安

全和健康、災害脆弱性）－GBF 目標 5、10、12、18。 

 解決方案需要來自不同知識和經驗領域的專業知識，並建立

在不同權益關係人價值觀間的相互尊重互動基礎上－GBF

目標 9、14。 

 以不同權益關係人的面向、參與和包容性進行規劃，培力各

權益關係人所能提供不同類型之能力－GBF 目標 20、22、

23。 

 該指南還確定了目前可用的指標和工具，以幫助各方實施這

種方法。 

(2) IPSI 秘書處將推廣這份指南文件，提升各界對指南的使用和接

受，並支持與 GBF 一致的 NBSAP 發展相關倡議和網絡，進行

合作並建立夥伴關係（例如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

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NBSAP 加速夥伴關系、目標 3 的

夥伴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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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山倡議主題彙編第 8 卷（SITR-8）「透過管理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與海景（SEPLS）復育生態系統」 

報告人：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研究員 Maiko 

Nishi 

(1) 里山倡議主題彙編（SITR）是彙集了 IPSI 成員所提供關於社會

-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相關的知識及經驗的案例研

究報告精選。收集基於實地活動的經驗和相關知識，包括一份

綜合報告，以澄清與政策及學術討論的相關性，並幫助將所學

經驗回饋到實地。藉以增進大眾對 SEPLS 的理解，加速和促進

SEPLS 的活動，將 IPSI 知識傳播到國際社會，並對政策建議做

出貢獻。 

表3、 歷屆里山倡議主題彙編（SITR）主題 

編號 主題 

Vol. 1 Enhancing Knowledge for Better 

Management of SEPLS (Tools and 

approaches) 

增進對 SEPLS 更好管理的知識（工

具和方法） 

Vol. 2 Mainstreaming the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of SEPLS into 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Mainstreaming strategies) 

將 SEPLS 的概念和方法納入政策和

決策制定（納入主流策略） 

Vol. 3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SEPLS 

(Natural and social resilience) 

SEPLS 中的永續生計（自然和社會

韌性） 

Vol. 4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in 

SEPL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Contribution to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SEPLS 中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及

其對有效保育地的貢獻（對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 11 的貢獻） 

Vol. 5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Values 

Associated with Sustainable Use in 

SEPLS (Contribution to IPBES Value 

assessment) 

理解 SEPLS 中永續利用所關聯的多

元價值觀（對 IPBES 價值評估的貢

獻） 

Vol. 6 Foster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for 

Sustain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SEPLS (Contribution to IPBES 

在 SEPLS 的背景下促進永續發展的

轉型變革（對 IPBES 轉型變革評估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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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ve Change assessment) 

Vol. 7 Biodiversity-Health-Sustainability 

Nexus in SEPLS 

SEPLS 中的生物多樣性-健康-永續

發展關聯 

Vol. 8 Ecosystem Restoration through 

Managing SEPLS 

通過管理 SEPLS 復育生態系統 

(2) 關於聯合國生態系復育十年（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聯合國宣布 2021 年至 2030 年為「生態系復育十年」，旨在

支持和加強預防、停止和扭轉全球生態系統退化，並增進人

們了解生態系統復育的重要性。 

 「復育生態系統」是一個過程，扭轉生態系統的退化，恢復

其生態功能，換句話說是提高生態系統的生產力和能力，以

滿足社會的需求。 

 聯合國生態系復育十年呼籲全球保護和振興生態系統，造福

人類和大自然。只有擁有健康的生態系統，才能改善民生、

應對氣候變遷，並阻止生物多樣性崩壞。 

(3) 如何透過管理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復育生態

系統，關鍵重點是「地景可以協同促進生態系復育」，方法包含：

利用社會生態多樣性、運用原住民和在地知識、加強參與SEPLS

管理相關活動的權益關係人間之合作，將生物多樣性結合地景

方法復育生態系統，維持生物文化遺產和多樣性，同時維護人

類福祉。它介紹了運用在地知識的生產活動有助於維持生物多

樣性，同時可持續支持當地社區的生計和福祉。匯集了全球 12

個案例研究報告，借鑑於地方在地活動，為從事永續發展的學

者、政策制定者和專業人士提供寶貴資源，尤其關注永續發展

目標 15（陸域生態系統）和目標 17（全球夥伴關係）。 

(4) 實現復育生態系統目標的挑戰、機會與建議： 

【挑戰】 

 確保或提高啟動這項工作所需的能力和資源。 

 在不同利益相關者間協同一致地推動和促進這項倡議。 

 持續努力並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機會】 

 通過地景方法將多個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個共同平台上。 

 協商不同的需求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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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知識並互相學習。 

 積極主動地採取行動，動員資源並在復育工作上進行合作。 

 每個利益相關人（包含原住民和在地社區、青年、婦女、私

部門、政府、專家）在規劃和實施復育工作中都扮演著關鍵

角色。 

【建議】 

 生態系統復育過程中的管理 SEPLS 應是多方的、反覆的、

包容的，透過與不同領域和層級的權益關係人進行溝通與互

動相互引導。 

 以下三個步驟（並非互相排斥）可以在整個規劃週期中重複

並修改： 

a. 從地景或海景尺度開始。 

b. 促進同儕學習和知識共享。 

c. 將在地解決方案制度化建立一致的政策與框架。 

(三)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子委員會報告：2023-2030 年 IPSI

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報告人：IPSI 秘書處主席 Dr. Watanabe, Tsunao 渡邊綱直 

1. 這是由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成立一個由 15 位 IPSI

成員組成的子委員會，在 2021~2023 年間召開多次討論，研擬 IPSI

「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草案，並在本次 IPSI-9 大會

上與所有 IPSI 成員說明、討論後確定內容。 

2. 在政策修訂上，將更加強調與全球目標的協同作用，例如 2030 年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昆明-蒙特婁

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聯合

國生態系復育十年（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方法是

將 SEPLS 概念納入主流，並支持 SEPLS 管理工作在實地進行。 

3. 願景： 

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的願景是實現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社會。在這

樣的社會中，人類社區實踐、發展和維護與自然過程一致的社會經

濟活動，記取生物多樣性喪失、沙漠化、氣候變化和疾病傳播等影

響。透過永續管理與利用生物資源，維護和培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系統的適應能力，人類將體驗具成效的地景與海景，為未來提供穩

定的生態系統服務與供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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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命： 

(1) 在夥伴關係成員及與進行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SEPLS）

的非成員網絡或組織合作，促進和支持 SEPLS 的概念，並針對

其振興和永續管理採取行動，建立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知識

和文化基礎上。 

(2) 加強 SEPLS 對實現里約公約目標和其他相關國際協議的貢

獻，包括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昆明-蒙特婁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聯合國生態系復育十年等。 

(3) 促進 SEPLS 對環境和社會的具體益處，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

復原和永續利用、減緩與適應氣候變遷、降低災害風險、支持

生計、與健康的相關性、永續糧食系統和人類福祉。 

5. 2023-2030 年發展策略： 

(1) 目標 1：增加對 SEPLS 的認識和理解。 

(2) 目標 2：解決造成 SEPLS 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生態和社

會經濟服務下降或喪失的根本原因。 

(3) 目標 3：增強 SEPLS 的效益。 

(4) 目標 4：增強實施里山倡議的人力、機構和財務永續能力。 

6. 2023-2030 年行動計畫： 

(1) 目標 1：知識共創、管理與應用 

進行地景和海景方法相關的研究與知識管理，以解決造成

SEPLS生物和文化多樣性以及社會經濟服務喪失的直接和潛在

原因。 

(2) 目標 2：制度建立及培力 

加強制度框架與發展能力，將地景和海景方法納入與生物多樣

性、氣候變遷、永續土地和海洋管理、衛生、糧食系統和減少

災害風險相關的政策和跨部門策略，以維護或增強 SEPLS 對有

效實施環境和社會政策目標的貢獻。 

(3) 目標 3：棲地保育措施 

通過保護區和其他有效保育地（OECM）促進有效的保護和管

理，適度承認原住民傳統領域，融入更廣泛的地景和海景，以

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相關目標。 

(4) 目標 4：生態系復育 

促進 SEPLS 的恢復，並為聯合國生態系復育十年的目標和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相關目標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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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標 5：市場機制 

促進永續實踐、基於市場機制的價值鏈，以支持永續生產，包

括永續利用傳統知識和文化價值習慣，從 SEPLS 為實現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相關目標作出貢獻。 

圖2. 里山之父 Tsunao Watanabe 竹內和彥教授為 IPSI-9 大會開場 

圖3.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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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熊谷嘉隆教授訪談 30%受保護面積（30x30）策略方向 

(一) 參與人：秋田國際教養大學副校長熊谷嘉隆教授（現任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IUCN）世界保護區委員會（WCPA）東亞區副主席）、國立東華大學

李光中教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尤娟組長、謝小恬技正、張韋

雅科員 

(二) 拜會簡報摘要說明： 

1. 首先說明 CBD COP15 提出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GBF），在 2030 年的 23 項行動目標中，目標 3 提出到 2030 年至

少有 30% 陸、海域藉由保護區域或 OECMs（有效保育地）方式被

有效保育與經營管理，同時肯認與尊重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權利（簡

稱 30x30）。 

2. 對於達到 30x30 的目標，我國規劃推動策略包含：擴大保護區範圍

與經營品質、制定 OECM 認證與推動機制、重新檢視與盤點我國陸

域受保護區域、透過基於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空間規劃實施棲地連接

（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等。 

3. 我國現行保護區域約為陸域範圍的 19.2%，保護區外的國有森林，

由政府依法進行管理，並透過分區經營與土地利用限制，實質達到

棲地保護的效果。同時，透過國土生態綠網計畫，指認出生態關注

區與保育廊道，這些區域可以作為 OECM 潛力點盤點的標的，並達

成生態系復育與棲地串聯效果。 

4. 說明我國的林地分區，分為下列 4 種，其中第 1、2 項為具有保護目

的的國有林，第 3、4 項則為具有生產與遊憩目的的國有林： 

(1) 生態保育區：經營目標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如保護區、天然林），

經營方式為嚴格管理與保護資源。 

(2) 國土保安區：經營目標為國土安全和公共利益（如水庫集水區、

地質敏感區），經營方式為嚴格管理與適度疏伐。 

(3) 森林育樂區：經營目標為環境教育（如森林遊樂區），經營方式

為自然資源合理使用與地景保育。 

(4) 林木經營區：經營目標為長期經營人工林（如人工林、租地造

林），經營方式為永續利用自然資源。 

我國「具有保護目的的國有林」應可符合 IUCN 對於森林保護區的

定義。 

5. CBD 對有效保育地（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的定義為"除保護區以外的地理區域，其治理和管理方式



16 

 

能夠為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護取得積極和持續的長期成果，並具有

相關的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在適用情況下還具有文化、精神、社

會經濟和其他當地相關價值"。我國的 OECM 認證機制主要會參考

日本環境省訂定的 OECM 作業規範及 IUCN 提供 OECM 認定指引

進行，未來推動路徑規劃如下： 

(1) 2023 年－制定 OECM 的驗證方法，包含參與方式、評估方式、

獎勵機制及重新驗證機制等。 

(2) 2024 年－識別 OECM 潛力點，主要範圍包含國土生態綠網區

域保育軸帶及具生產和遊憩目的的國有林個案，並預計由臺灣

IPSI 會員、TPSI 參與單位、社區林業參與單位及其他政府機

構、NGO 或私人企業等共同參與。 

(3) 2025 年－預計完成至少 30 處 OECM 驗證。 

(4) 2030 年－預計完成至少 100 處 OECM 驗證。 

(三) 訪談問題與交流重點： 

1. 提問：對具有保護目的的國有林納入保護區的 Ib 分類的看法？ 

回應：認為我國國有林的部分分區（生態保護區與國土保安區）可

認定為保護區，IUCN 尊重各國政府的判斷，但對應到 IUCN 保護

區的分類時，因目前建議的分類 Ib（Wilderness area）為沒有人工干

預（包含遊憩行為）的區域，建議可經由第三方學術單位協助進行

認定或評估，較具公信力。 

2. 提問：為陸地和海洋區域制定單獨的 OECM 認證標準是否合適？ 

回應：陸域與海域的 OECM 辦法可分別訂定，但認定是否為 OECM

的原則建議應一致，並符合 IUCN 標準。 

3. 提問：IUCN 提出的 OECM Guideline，是否可在地化彈性調整？ 

回應：保護區和 OECM 的定義和評估方式，IUCN 都已有明確的說

明文件，各國雖可因地制宜推動相關認定辦法，但建議仍應符合

IUCN 之定義；如日本環境省推動的「自然共生地」，雖日本政府似

將其與 OECM 直接連結，但站在 IUCN 的角度認為較不妥適，應更

嚴謹看待。另外，雖各國均可自行將保護區與 OECM 的資料上傳至

IUCN WPDA 的保護區資料庫進行統計，IUCN 也不會逐案進行內

容檢核，但考量到臺灣的政治局勢，建議臺灣要能被世界各國認可，

可更嚴謹建立相關認定機制，以作為其他各國參考的範本。 

4. 提問：臺灣的地質公園是依法劃設，具有保護標的，並訂有管理維

護計畫經營之，但為了擴大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並未設有相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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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罰則，是否可認定為保護區？ 

回應：應回到個案認定，視其分區管理的方式與保護標的是否符合

保護區定義，而非全區逕為認定為保護區。例如：利吉惡地地質公

園的核心區域若有相對的管制機制，或許可認定為保護區。 

5. 其他看法與分享： 

(1) OECM 需思考對在地居民的激勵方式，獲得在地理解與支持是

OECM 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熊谷教授強調對於推動人員與在

地居民的能力建構（capability building）都很重要。 

(2) 30x30 的目標多數國家多把重點放在 OECM 上，但熊谷教授認

為我國重新檢視現有受保護區的策略更為務實，可透過 GIS 分

析找出保護區串聯的潛力區域，擴大現行保護區，亦可有效達

到 30x30 的目標。 

 

 

 

 

 

 

 

圖4. 大會中途拜會熊谷嘉隆教授訪談 30x30 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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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會議重點摘要 

(一) 公共論壇：青年賦權和為與自然和諧相處做出貢獻 

由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

（GYBN）、秋田國際教養大學（AIU）、日本環境省（MOEJ）共同主辦，

論壇以英語和日語同步翻譯進行，並開放 IPSI 會員以外的大專院校、專

家學者及各界關心青年議題者共同參與論壇。論壇由 UNU-IAS 及 IPSI 

秘書處專員 Alexandra Franco 演講「里山倡議在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的角色」、GYBN 聯合創始人 Melina Sakiyama 演講「青年在昆

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實施的力量」，以及兩場青年小組會談，

分別以「青年參與 SEPLS 和世代知識轉移的潛力」及「青年參與的障礙

與前進之路」，邀請國際上 5 位青年從事里山倡議、生物多樣性及社區推

動工作者，進行主題對談。 

(二) 主題演講 1：生物貿易倡議（The Biotrade Initiative） 

演講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計畫管理員 Lika Sasaki 

生物貿易倡議（BioTrade Initiative）由聯合國環境署（UNEP）和聯合國

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共同發起，旨在促進生物多樣性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貿易。以發展永續生產價值鏈，促進生物多樣性衍生產品與服

務之貿易為目標，訂有 7 項生物貿易原則：(1)保育生物多樣性、(2)生物

多樣性的永續利用、(3)公平公正分享利用生物多樣性帶來的惠益、(4)社

會經濟永續性（生產、金融和市場管理）、(5)遵守國家與國際法規、(6)

尊重參與生物貿易活動參與者的權利、(7)明確自然資源的使用權和取得

權。（詳細介紹詳 UNCTAD 生物貿易倡議-生物貿易原則和標準手冊，連

結：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ted2020d2_en.pdf）。 

而生物貿易倡議和里山倡議有幾項共通點，兩者均重視生物多樣性的社

會、經濟與環境面、公平公正的利益分享、傳統知識、原住民與在地社

區、所有參與者間的對話與包容性、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等。 

(三) 主題演講 2：亞洲開發銀行進行保護和復育自然與生態系統服務 

演講人：亞洲開發銀行（ADB）環境專家 Isao Endo 

亞洲開發銀行推動「保護和復育自然與生態系統服務」，旨在幫助亞洲國

家保護和復育其自然環境，以改善人民生活，促進永續發展。以透過污

染控制、自然資本投資和環境治理，停止和扭轉自然與生物多樣性喪失，

並利用生態系統服務面對發展挑戰（例如環境退化、天災、氣候變化、

食品安全等）為願景。其核心環境計畫包含 4 大項：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ted2020d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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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洲清淨藍天計畫（Asia Clean Blue Skies Program）：通過增強機構

能力，擴大對空氣品質管理的投資。 

2. 健康海洋行動計畫（Healthy Oceans Action Plan）：承諾到 2024 年在

沿海復育、無塑海洋、環保海鮮和海洋金融方面投資 50 億美元。 

3. 區域飛行路徑倡議（Regional Flyway Initiative）：在 10 年內投資 30

億美元，擴大濕地管理和保護。 

4.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計畫（Nature-based solutions program）：將綠色

基礎設施和非結構性措施主流化。 

亞洲開發銀行目前支持的計畫包含中國萍鄉市的海綿城市計畫、越南結

合生物工程和傳統基礎設施，於斜坡種植香根草強化堤防保護措施以面

對洪水等天災，沙灘加固、沙丘建設和植物種植以擴大並穩定沙灘等。

其資助自然的措施包含：提供策略性優惠貸款和補助支持生態系統復

育、運用創新的金融工具（如綠色和藍色債券、生態服務給付 PES、生

態補償、碳信用）增加自然保護的資金、提供補助和技術支援，促進自

然資本投資，使財務流向從灰色轉向綠色解決方案。亞洲開發銀行也將

持續與 IPSI 會員合作，增強亞太地區環境永續的創新與支持。 

(四) 分組交流工作坊：討論 IPSI 國際里山倡議 2023-2030 年五大策略目標 

各與會者於會前由大會隨機分為五組，分別在五間教室討論 IPSI

「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的五大策略目標。每間教室討論其

中一項策略目標，每個主題進行 1 個小時的交流討論，共輪替 3 個回合，

每位與會者會參與到 3 項策略目標的討論。每間教室有 2 位主持人及 1

位記錄人，同步記錄每場討論重點，每間教室交流的進行方式均不同，

由主持人決定這間教室的討論規則。經過三回合工作坊的討論後，各策

略目標主持人將討論的重點與結論，在當天進行彙總報告，而 IPSI 會員

們意見交流後的結論，也作為 IPSI 秘書處納入修正「2023-2030 年發展

策略與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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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臺灣 IPSI 會員東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孫夏天(左三)及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工程員陳希軍(左四)參加公共論壇第 2 場與談 

圖6. 公共論壇會後國際教養大學學生於會場演示秋田傳統祭典-竿燈季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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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IPSI 大會說明分組交流工作坊進行方式示意圖 

圖8. 分組交流工作坊策略目標 5-市場機制主題小組討論 

 



22 

 

四、 會議成果：通過「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本屆會議通過 IPSI「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包含五大策略目標

和優先行動，這些目標將指導 IPSI 未來幾年的工作，以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

氣候變遷和永續發展議題。IPSI 秘書處將訂定指標衡量各項策略目標達成情

形，並評估對於總體政策的影響。預計在 2026 年提出期中報告，檢視成果並

調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提供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

台（IPBES）相關報告、全球和地方生物多樣性展望相關資訊；於 2030 年將

提出最終執行報告，以評估 IPSI 在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貢獻與影響。國際里山倡議五大策略目標和優先行

動如下： 

(一) 知識共創、管理與應用： 

1. 透過 IPSI 收集、發布與分享 SEPLS 保全及知識傳承，特別針對原

住民族與在地社區進行案例研究，強化由社區主導的 SEPLS 經營管

理。 

2. 鼓勵應用地理空間資訊、建模工具。 

3. 促進 IPSI 會員間合作活動與綜合研究發展行動。 

4. 利用媒體、國際會議與活動向外傳遞里山倡議、IPSI 與 SEPLS 概念。 

(二) 制度建立及培力 

1. 將 SEPLS 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等相關國

際環境協定。 

2. 制定指南工具，將 SEPLS 納入國家政策、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

動計畫（NBSAPs）及跨部門策略。 

3. 將 SEPLS 納入 COVID-19 恢復、健康和減少災害風險計畫與策略。 

4. 邀集決策者提供 SEPLS 管理訊息，包含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GBF）。 

(三) 棲地保育措施（含保護區、有效保育地 OECM） 

1. 建立 SEPLS 對保護區、OECM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知識。 

2. 透過宣傳、教育和活動，提升具資格的 SEPLS 了解作為保護區和

OECM 的效益。 

3. 加強與國際組織、政府、企業與民間團體合作，發展 SEPLS 認證為

OECM 的潛力。 

4. 推廣 SEPLS 韌性評估指標，確保有效管理保護區與 O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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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系復育 

1. 促進地方到國際間不同權益關係人採取行動，以恢復 SEPLS 和生態

系統服務。 

2. 促進 IPSI 會員合作研究，補強 SEPLS 於科學、技術、傳統知識上

的不足，並強調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結合的效益。 

3. 支持出版 SEPLS 案例研究、政策與論文。 

4. 支持恢復退化的 SEPLS 在地行動，並展開公民教育，加強恢復 IPSI

會員活動。 

(五) 市場機制 

1. 跨領域整合經濟和政策鼓勵措施，創造有利於循環經濟、永續價值

及城鄉聯繫的政策環境，以支持 SEPLS 產品。 

2. 找出目 IPSI 會員當前面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挑戰，複製成功案例的

市場機制。 

3. 促進消費者理解永續生產與消費，及 SEPLS 的作用與價值。 

4. 加強政府、企業、金融部門及國際組織間的合作，開發以生物多樣

性為導向的價值鏈，如可負擔的起的綠色認證品牌。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IPSI）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2023-2030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完整內容，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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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促進所有與會者參與討論，學習交流模式 

  本次參與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為期四

天與 IPSI 各組織會員進行熱烈討論與知識交流。IPSI 會議最為特別的是除了

以演講形式由台上演講人單向傳遞想法觀念外，更加的重視在所有參與人的溝

通與交流，因此透過許多不同的形式來增進所有與會者的參與度。包括運用現

代科技讓參與者透過智慧型手機或電腦，對於現場討論議題即時以文字輸入意

見在共通網頁平台上，即時呈現在大螢幕上並加以統計；提供展示空間讓各

IPSI 會員張貼海報、準備宣傳摺頁、手冊、宣導品等，在中場休息等空檔時間

自由交流各地從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的在地案例；分組交

流工作坊模式是最大亮點，由於 IPSI 各組織會員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及組成，

透過分組交流討論特定議題的模式，讓每個與會人可以深入了解不同的風俗民

情與文化下，推動 SEPLS 的差異與關心的重點大不相同。而 IPSI 會議進行的

各種促進參與互動模式，在後續本局推動相關研討會、工作坊、交流會議等活

動上，可借鏡參考進行模式，讓每位與會者有效融入參與重要議題的討論。 

二、 臺灣夥伴積極參與，在地案例熱絡分享國際 

  本屆會議臺灣有 13 個 IPSI 會員組織共 41 人參加，包含本局與 TPSI 四區

基地團隊（法鼓文理學院、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

東華大學，法鼓文理學院及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尚未加入 IPSI）、水土保持

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台灣景觀環境學會、中華民國

野鳥學會，及今年剛加入 IPSI 的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節點共創有限公司。臺灣參與 IPSI-9 的組織中，涵蓋了政府機關、學術機構、

NGO、企業、原住民社區，臺灣的與會夥伴們在會議前幾天接獲 IPSI 秘書處

通知提供一個空間展示里山倡議推動案例，均準備了豐富的在地實踐案例海

報、摺頁、工藝品、出版書籍等，整個展示空間儼然成為了臺灣館，充斥滿滿

臺灣人情味，臺灣也是本屆會議除了地主國日本之外，參與人數最多的國家，

從中也可以發現臺灣的夥伴在里山倡議推動上的積極參與，並努力向國際宣揚

臺灣的本土案例。 

三、 臺灣密切夥伴關係，權益整合成果驚艷國際 

  本局準備臺灣里山倡議宣傳摺頁與海報（詳附件三），介紹臺灣以全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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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動的里山倡議，建立北、中、南、東四區交流基地，透過國土生態綠網建

立空間策略藍圖，以平地及淺山地帶人口稠密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地景維護

為主要目標，從高海拔的森林向下串聯起淺山森林、農田、濕地、埤塘、河流，

並延伸至海岸，建構完整的自然保育網。透過國土生態綠網計畫連結社區資

源，串聯森川里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國土復育成果，支持多功能及韌性的「社

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將我國各 IPSI 會員推動里山倡議案例，

於空間標示並對應國土生態綠網重點關注區與保育軸帶，運用空間規劃策略提

供實務工作所需圖資及區域內重要生態系、議題及關注物種資訊；並強調原住

民和當地社區（IPLCs）的參與，藉由國家政策工具如生態服務給付（PES）、

社區林業、友善生產輔導，組成多方權益關係人平臺，進行資訊分享與經驗交

流，促進實務案例之推動。另外也分享本局透過 8 個林管處進行 SEPLS 韌性

評估案例，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支持在地參與，促進權益

關係人交流合作。 

  在分組交流工作坊上，來自臺灣的各組織夥伴不約而同分享臺灣國土生態

綠網及生態服務給付政策，在會上展現了臺灣政府與民間密切的夥伴關係，不

論學術機構、NGO、企業及社區均共同合作實踐在地並響應國家政策執行，

足見我國公私協力、在地整合、國土生態綠網及里山倡議政策推動成效，每年

定期辦理的里山倡議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與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議，有效

維繫夥伴關係。各國參與組織對於臺灣上下一體整合權益關係人，合作實踐在

地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的案例感到驚艷，對於其他國家而言，

要能夠整合各方權益關係人實為困難，更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場合中，因此對於

臺灣的夥伴關係及空間整合策略讚嘆不已；但他國參與的會員組織多數非政府

機關，他們也在工作坊的議題討論上表示，臺灣的案例雖然很棒，但我們所分

享的經驗無法在他們國家適用，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在維持生計下保護生物多

樣性資源，突破當地法規或政策困境。 

四、 強化國際參與行動，多元管道讓臺灣成果展望國際 

  參與本次會議後，可以清楚感受到臺灣在里山倡議、生物多樣性、棲地保

育與復育推動上，比許多國家做的更好，資源整合、跨域合作、公私協力的案

例與經驗均具有良好基礎，我們需要更加積極地將臺灣推動成果與經驗向國際

分享，建議可多加運用網路資源，將在地社區推動案例分享到國際案例分享平

台，如 IPSI、Panorama－Solutions for a Healthy Planet、IPBES（生物多樣性和

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等，與 IPSI 會員間交流合作（線上討論、

實地踏查、合作研究等），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及周邊會議發表等各種管道對外

說明，讓國際了解我國進展與促進國際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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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扣合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應用於我國施政規劃 

  本屆會議通過 IPSI「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主要項目扣合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GBF），本局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

關係網絡（TPSI）」後續可參酌國際里山倡議五大策略目標和優先行動，重新

審視 TPSI 運作架構與工作面向，並建議可邀請臺灣 IPSI 會員共同參與討論，

蒐整各界意見，並連結到 OECM 等相關政策的建立與推動，將夥伴關係從在

地實踐提升到公民參與政策規劃的高度。另外也可加強企業參與層面，例如推

廣企業參與里山倡議模式建立、推動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合作項目（與

企業推動 ESG 合作），加強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相互依存關係與資源投入。 

 

圖9. 林務局及 TPSI 四區基地現場展示 

 

圖10. 林務局代表介紹臺灣里山

倡議與國土生態綠網 

  

圖11. 臺灣夥伴積極參與，向國際分享在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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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臺灣 IPSI 會員與會夥伴合照 

 

圖13. 臺灣 IPSI 會員公私密切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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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日本秋田男鹿市安善寺里山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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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第九屆全球會議（IPSI-9）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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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IPSI 國際里山倡議 2023-2030 年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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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灣里山倡議政策與實踐英文摺頁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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