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IPSI-9 第 9 屆全球里山倡議大會 與會報

告書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姓名職稱：吳佳宜 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日本

派赴地區：秋田縣

出國期間：民國 112 年 7 月 8 日 至 7 月 11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



1 
 

摘要 
第 9 屆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組織  (the Ninth Glob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9) 大會於今年 (2023) 7月

舉辦，為 COVID-19後首次以實體舉辦，全球會員組織參與踴躍，臺灣會員團體

亦有公部門與 NGOs派員參加。 

聯合國第 15 屆生物多樣性大會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COP15) 於 2022 年甫通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明確擬定未來

10年的工作藍圖、提高審查機制的效率和具體行動策略，以達成 2030年「阻止

生物多樣性流失」里程碑。本次 IPSI 大會依循 CBD COP15 決議，以工作坊形

式，針對草擬的「5個行動策略與計畫」，討論里山工作者於 2023-2030可擔負的

國際角色，以及 SEPLs 理念於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與社區鏈結等面向的因應

對策。並針對青年參與的議題於會中安排半日的互動討論，期待加強年輕世代對

里山倡議與實務工作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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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目的 
奉派赴日本參加第 9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組織大會 (IPSI-9)，本會議為

全球參與、執行及關心里山倡議相關工作者、研究學者與學生交流之大會。IPSI

因受疫情影響已 3年未舉行實體會議，今年為疫後首次舉辦實屬難得。 

本次選定日本東北地區農業大縣秋田縣 (Akita) 為舉辦地，主辦場所國際教

養大學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IU) 鄰近秋田縣立中央公園與秋田縣森

林學習交流館，為當地林業教育與環境保育之重地。秋田市與鄰近周邊亦有不少

郊山與農村，部分聚落更符合或努力實踐里山倡議中「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

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人與環境的互動。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因地緣關係與產業特性長期投入有機農業與生態農業工

作，為最早參與里山倡議的試驗場試所，更為臺灣第一個加入 IPSI 會員的公務

部門，亦為活躍的組織成員之一。本場於 112年 5月向大會投稿更新本場案例，

並獲登於 IPSI 網站上 (附錄一)，恰逢實體會議即將舉行，奉派代表本場出席大

會 (附錄二)。與會期間透過演講提問、工作坊與會後交流，將本場工作介紹予其

他會員，並吸收其他會員組織之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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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過程 
本會議舉辦地點為日本國、秋田市國際教養大學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IU)，由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組織秘書處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UNU-IAS)、

國際教養大學及日本環境省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apan) 主辦，與會學者

和工作者來自眾多國家及地區，包含日本、美國、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

肯亞、迦納、馬拉威和衣索比亞等。大會為期4日，並包含1日實地考察參訪 (議

程請見附錄三)。  

 

一、7/8開幕日 地點：國際教養大學 Suda Hall (圖一及二) 
(一) 開幕典禮：主辦方致歡迎詞 

UNU-IAS研究所所長 Shinobu Yume Yamaguchi歡迎大家至日本參加 IPSI大

會，提到該研究機構在日本有許多研究量能，日本民眾對環境永續的觀念普遍支

持，感謝日本政府及學者的支持 (圖三)。AIU副校長熊谷嘉隆代表致詞，歡迎大

家來到秋田市與國際教養大學交流，大學所在位置很接近郊山，校園內就有森林

步道，生態環境豐富，研究方向也致力於自然保育，是非常適合 IPSI 大會舉辦

之處 (圖四)。秋田縣副知事神部秀行歡迎 IPSI大會在秋田舉辦 (圖五)，作為本

州島東北部的農業大縣，縣內自然資源豐富，人民與自然相處的生活經驗影響當

地的產業發展。IPSI選擇在秋田舉辦，會中安排一日至秋田的鄉村、自然與人文

景點考察交流，可讓大家較為深入地了解東北地區，是難得的體驗。最後，IPSI

指導委員會主席 Alfred Oteng-Yeboah感謝大家出席 IPSI大會，因疫情停辦 3年

之久，秘書處工作小組過去 2年多皆線上遠距工作，於 2021年下半才有舉辦地

區性的工作會議及工作坊，能順利舉辦實體會議給秘書處及各地里山夥伴無限鼓

勵 (圖六)。 

 

(二) IPSI指導委員會主席、秘書處報告 

第八屆大會 (IPSI-8) 之後，雖然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里山倡議相關

工作不中斷，仍有 30幾個會員陸續加入，統計至 2022年 7月，會員已來到 292

個組織和團體，為泛太平洋亞洲區 158個、非洲 54個、美洲 37個、歐洲 29個

與國際組織 14個，分別來自 70幾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指導委員會向會員們調

查加入 IPSI之主要目的，其中以知識分享 85%、找尋合作網及伙伴 74%、受 IPSI

概念、願景及行動啟發 71%，另有研究活動與資金募集等目的，大約也是 5成 。

在 IPSI 會員合作上，大會特別提到臺灣里山工作者、組織們組成臺灣里山倡議

夥伴關係網絡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 (圖七)，有效

促進各會員之間的交流，且更有組織的推動里山輔導工作。秘書處強調，聯合國

宣示 2021-2030「生態系統恢復 10年」，物種保存、環境復育與生態恢復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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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此目標下顯示 IPSI 所努力維護、執行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人與環境的平衡精

神更能彰顯 (圖八)。 

 

(三) 5個行動策略與計畫 (IPSI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2023-2030) 

IPSI為了呼應與配合「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所提出的方針，

擬定了里山工作者可具體遵循與執行的「2023-2030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

由秘書處回顧 2013-2020的行動策略及達成情形，再介紹未來 2023-2030的 5面

向具體策略、擬定的內涵，且開放與會者提問。亦說明翌日 Café shop工作坊的

進行方式，期望參加者能提出這些策略可具體實施的方法或建議之處。 

 

(四) 青年參與和貢獻促進自然和諧共存 

里山倡議相關工作，在各會員組織內的主要皆為農業工作者，而農業不管是

在臺灣或者其他國家，勞動年齡層相比於其他行業，年齡皆偏高。勞動人口的老

化使得保育工作的推行更顯困難。IPSI認為里山倡議的執行與推動，需要重視新

世代的參與與傳承，提高年輕群族對里山倡議的了解，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 (圖

九)。此節的討論不採取單向輸出的演講方式，而更強調雙向的實體互動，透過台

上發問與台下的線上即時回答，讓在場與會者對各議題進行腦力激蕩 (圖十)。 

 此節更邀請幾位投身里山倡議的年輕工作者上台，分享投入契機、成果或遭

遇困難等 (圖十一)，臺灣與會者中，大會邀請東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孫夏天和水

保署陳希軍工程員分享相關經歷 (圖十二)。 

 

(五) 開幕晚宴 

在秋田市全日空皇冠假日酒店舉行，大會安排秋田地區傳統打鼓表演，準備

在地名料理如稻庭烏龍麵及米棒。晚會期間與林業署、法鼓文理學院同行之長官

與老師，一起討論開幕日大會上所見所聞，並討論翌日將進行的 Café shop分組

議題。 

 
圖一、開幕典禮於國際教養大學 Suda 

Hall舉行。 

 
圖二、Suda Hall 為清水模搭配木構裝潢

之建築，十分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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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UNU-IAS研究所所長 Shinobu Yume 

Yamaguchi 致詞，讚賞日本民眾對環境永

續的觀念普遍支持。 

 
圖四、AIU副校長熊谷嘉隆代表校方歡迎

IPSI所有與會者。 

 
圖五、秋田縣副知事神部秀行，歡迎與會

者來農業大縣秋田參加 IPSI，也期待藉此

機會讓大家更了解秋田。 

 
圖六、IPSI指導委員會主席 Alfred Oteng-

Yeboah 提及實體會議的舉行給所有里山

工作者莫大的鼓勵。 

 
圖七、報告中提及臺灣的 TPSI組織，組織

國內的會員交流。 

 
圖八、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 10 年」與

IPSI的相關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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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IPSI希望有實際作為與更積極的行

動，吸引年輕族群投入里山相關工作。 

 
圖十、雙向的問達，並將回應統計即時顯

現，更能提高參與度。 

 
圖十一、不同國家之年輕里山倡議工作者

受邀經驗分享。 

 
圖十二、年輕里山倡議工作者經驗分享，

左三為孫夏天博士後研究員，左四為水保

署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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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9第二日 地點：國際教養大學 Kobelco Hall (圖十三及十四) 
(一) 主題演講 

1. The Biotrade Initiative (由Lika Sasaki分享) 

Lika Sasaki 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CTAD) 的專案管理員，帶來生物貿

易 (biotrade) 的工作介紹，UNCTAD是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實踐者，主要致力

於找尋、輔導及開發蘊涵生物多樣性精神的資源與衍生品，加值並媒合銷售端，建

立公平與永續性的貿易 (圖十五)，更介紹生物貿易堅持與執行的原則 (圖十六)：(1)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2)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3)公平與等值的分享；(4)社會經濟

的永續發展；(5)合乎法律；(6)對工作者權益的尊重；(7)闡明自然資源的使用與取得

的權益。 

 

2.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activities for SEPLS ecosystem restoration (由Isao 

Endo分享) 

Isao Endo 為亞洲開發銀行的環境專員，亞洲開發銀行成立的目地為促進亞洲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發展的同時，該組織也意識到生態保育為經濟發展中不可疏

忽的一環。因此該組織在一些經濟發開區，投入資源去研究，如何在開發時減少對

該開發地的生態影響 (圖十七)。 

 

(二) 里山發展機制 (The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之案例分享 

1. Recovery and use of camelids and their fiber as potential resources to improve local 

livelihoods in the Andean Altiplano (由 Bibiana Vila分享) 

Bibiana Vila 致力於駱駝保育、駱駝品種復育 (圖十八) 與駱駝工作權益維

護。安地斯山脈的阿爾蒂普拉諾高原 (Altiplano) 居民，其生活、交通、農事與

生產都脫離不了駱駝，駱駝是當地人重要的生產工具。但駱駝在當地長期需血汗

工作 (過分負重)，並面臨動物弱化生病問題。Bibiana 與其組織致力於駱駝族群

保育，並希望透過駱毛加工與加值應用能讓當地的經濟提升，一旦經濟狀況提升，

一級生產的需求會稍降低，駱駝工作環境能獲得改善，居民也更願意投入駱駝保

育工作 (圖十九)。 

 

2. Safeguarding wetland ecosystems and pastoral communities in the Kyrgyz 

Mountains (由 Anara Alymkulova分享) 

吉爾吉斯山脈群中，因地勢關係，雪水融化後累積於一些谷地形成高山湖，

這些湖泊面積不大，也可能因每年的降雪量與溫度變異。谷地的湖泊是山地遊牧

民族、登山者與高山野生動物非常重要的水源，Son-Kul湖週邊的遊牧民族仰賴

Son-Kul湖的水源，並從事簡單的農耕維持生計。過去 10-15年亦有遊客與登山

者漸漸造訪該地，旅遊業雖可帶來人潮，但過多的人造設施與土地開發，對脆弱

的高山湖泊造成不小維護壓力。Anara與其夥伴在 Son-Kul湖進行水源與野生動

物保育工作，輔導居民除農事工作外，亦了解當地的自然環境與野生動物群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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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期待往生態旅遊去發展當地的旅遊業，帶來更永續的經濟模式。 

 

(三) 2023-2030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 Café shop分組討論 

IPSI 秘書處為配合推動 CBD COP15「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的決議，研擬「2023-2030 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隨著國際上 IPSI 會員增

加，然各地發展現況不均，為使各地的 IPSI 會員有所依循得在聯合國的框架下

推動里山倡議相關工作，具體的行動策略與計畫有其必要性。IPSI於大會前將草

案寄予會員及與會者，並於大會期間舉辦 Café shop，透過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成

熟度的里山夥伴共同討論 (圖二十一)，使草案可以更加完整，修改後能更符合各

地區夥伴對策略、計畫和 IPS秘書處的期待 (附錄四)。 

5個行動策略與計畫分別如下： 

1. 知識共創、管理和應用 (Knowledge co-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uptake) 

2. 制度架構和能力培育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3. 棲地保育措施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含保護區、有效保育地

OECM) 

4. 生態系復育 (Ecosystem restoration) 

5. 市場機制 (Market-based mechanisms) 

此次參與 1、2及 3組的討論 (圖二十二)，在第 1組「知識共創、管理和應

用」中，與會成員有提及，資訊的普及在英語使用者世界相對簡單，但對其他語

言區的使用者就沒有那麼友善，或者需要花費更多的力氣與時間。在第 2組「制

度架構與能力培育上」，分享花蓮場 IPSI相關工作的執行地點，與本場同仁透過

參加學術演講、研討會與實地的工作去累積相關經驗。第 3組「棲地保育措施」，

大家對 OECM的規範強度討論熱烈，大多支持需有明確的指引與規範。 

 

 
圖十三、第二天之主題演講於Kobelco Hall

舉行。 

 
圖十四、Kobelco Hall 內亦為木構裝潢，

有許多討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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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產值鏈的建立與評估。 

 
圖十六、生物貿易的 7大原則。 

 
圖十七、亞洲開發銀行介紹其投入環境保

育工作之成果。 

 
圖十八、安地斯山脈地區的駱駝品種與族

群，該研究結合物種保育與經濟行為。 

 
圖十九、透過駱毛加工，提高居民收益，

進而使得駱駝的工作環境改善。 

 
圖二十、Son-Kul湖為重要的野鳥棲地，該

地的保育工作需更多當地人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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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以 Café shop型式分組討論 5個

行動策略。 

 
圖二十二、於第 2組「制度架構與能力培

育上」參與發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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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10秋田縣男鹿半島、里山案例參訪 
本次大會總共規畫 5條參訪路線，隨機抽選於路線 2進行參訪。參訪地點分

布在秋田縣北部的男鹿半島。 

(一) 男鹿半島大潟村干拓博物館 

男鹿半島的大潟村，所在地曾為半島上的淡水湖「巴郎潟」，該淡水湖原為

日本第二大湖 (圖二十三)。日本政府於戰後為提升稻米收穫量，及緩解其國內勞

動人口失業問題，在 1950 年代選擇此地進行干拓，即將湖水抽乾、進行土壤改

造、開闢為田畝後耕作 (圖二十四)。潟湖填陸耕作初期，底下之水層之水仍十分

豐沛，需安裝排水管路持續排水。 

(二) 真山傳承館 

男鹿半島上特有的生剝鬼(NAMAHAGE)文化，日文中的字，源自長時間待

在暖爐邊，意指懶散，手腳因被暖爐烘太久而產生斑塊(NAMOMI)的人，生剝鬼

為剝除火斑懲戒懶人之意演變而來。其為神的使者 (圖二十五)，傳說每年除夕從

真山下山來到村莊，至民家中拜訪，將懶散、不事生產的村民帶回山上，同時也

為村莊消災、解厄和除病等 (圖二十六)。至今秋田地區每年除夕仍舉辦生剝鬼節，

該傳統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無形民俗。觀賞完行動劇後，同行的臺灣工作者皆

很驚豔，對於文化保存的努力也很欽佩 (圖二十七)。 

(三) 與咖啡男有約 

本次 IPSI 里山大會上頻繁出現，亦是里山精神實踐者的咖啡男，分享投入

公平貿易咖啡的心得，並展示他前往衣索比亞直接與咖啡農接觸，以近 6倍價格

收購咖啡豆的點滴之紀錄片 (圖二十八)。 

(四) 螢火蟲咖啡 

參訪的最後一站，螢火蟲咖啡，店主為該地土生土長的青農。多才多藝的他，

不僅務農，還會烘製咖啡豆、彈鋼琴與大提琴。經營咖啡館是副業，主要使命為

以環境友善方式耕作，保育當地環境進而保護當地的螢火蟲。 

 

 
圖二十三、巴郎潟原為日本第二大湖。 

 
圖二十四、「干拓」後變成可耕種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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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男鹿半島特有生剝鬼文化。 

 
圖二十六、透過表演體驗生剝鬼拜訪。 

 
圖二十七、同行臺灣夥伴皆很驚艷於生剝

鬼文化與表演。 

 
圖二十八、年輕工作者投身里山咖啡的經

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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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11閉幕日 地點：國際教養大學 Kobelco Hall 
(一)大會與 2023-2030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工作坊總結 

 最後一日，大會請 Café shop討論會的桌長與紀錄，上台分享主持心得與各

組的討論結論(圖二十九)。各桌長與紀錄除了總結外，大多也提到這樣的討論方

式，比單純聽演講來的生動更能激發思考。雖然討論偶有失焦與無法預測，但無

法預測本身就是 Café shop希望能達到的預期之一，大會希望能有人打破框架，

給予他們更多的想法。另外若有人見解紓發不夠，或者經過一日後有其他想法也

歡迎提出(圖三十)。 

(二)閉幕式 

活動皆順利完成，由 IPSI秘書處事務局局長渡邊綱男致閉幕詞 (圖三十一)，

很高興大會所有活動順利舉辦完成，三年多沒有實體會議，但仍然沒有陌生的感

覺，IPSI工作者就像一個溫馨的大家庭。今年度首度以 Café shop 型式舉行議題

觀點分享與討論，透過小組小組的腦力激盪，產生出不可思議的火花，也讓 IPSI

秘書處有更多具體的策略與想法，進而能化為現實。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希望

大家皆有收穫。本次臺灣團陣容浩大，度過充實且收穫滿滿的四天 (圖三十二)。 

 
圖二十九、閉幕式前討論會桌長總結討論

成果。 

 
圖三十、大會鼓勵以便利貼書寫更多對里

山倡議行動策略之建議。 

 
圖三十一、閉幕式由渡邊綱男局長代表致

詞，期勉大家會後繼續推行里山倡議。 

 
圖三十二、臺灣與會夥伴於會後交流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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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間的聯繫 

 臺灣為最早加入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組織的國家之一，國內的 ISPI 會員

組織於今年已達 23 個，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宜蘭縣政府

農業處與節點共創有限公司等 3 個團體是今年剛加入的生力軍。臺灣在林務局

(現林業署)主導下，每年定期舉辦臺灣里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定期分享

臺灣夥伴的研究與工作進度和成果。本次 IPSI-9舉辦前夕，於 6月 20日由林務

局(現林業署)主辦會前會，臺灣會員組織針對「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草案

模擬 IPSI-9中舉行之 Café shop分組方式，就草案內容實際演練討論。這給所有

會員在赴日前即初次了解 2023-2030之行動策略與計畫，並就自己的工作及研究

計畫能著墨的點，去思考未來工作是否切合該策略與計畫。定期舉辦的國內之里

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會議，個人認為非常有意義，不是單純報告最後成果，亦同

時交流執行上各個層面會遇到的問題，不同的單位出發點不同，自然也會看到不

同面向。 

二、會中對於年輕人投入 IPSI之活動討論 

農業人口不足與缺工問題，不只是臺灣的困境而已，此次與會的會員或多或

少亦提出，他們國內推動 IPSI 工作者年齡層並不低。臺灣因推行的較早，在會

議中聽下來，認為臺灣的現況與困境可能較其他會員國有點不同。在某些國家中，

里山倡議仍有考量是否推行的質疑，畢竟戰亂、疾病與糧食安全在那些國家是更

主流的現實議題。但國內則是有心要推行，但相對沒有人力願意投入。如今是經

融與商業社會，農業相對弱勢，欲讓年輕人投入參與，提高吸引力絕對是必要的

切入點，訴諸理念與價值雖是里山倡議的本質，但可能無法獲得立即與大量的認

同。需讓里山價值的勞動能轉換成養家活口的實際產出，是里山工作推行不可不

思考的點。里山價值的勞動成果與消費端串接，在我國相對是更要繼續努力的點，

讓從農且是從友善環境的農作獲得更穩定的收入來源，讓從農不會是弱勢，那麼

就更有機會吸引更多年輕輩的工作者投入。 

三、2023-2030里山倡議行動策略與計畫 

關於 5個行動策略與計畫，臺灣夥伴於討論會的聲音是非常活躍的，幾乎每

個會員皆有分享。國內過去的里山經驗或有參考價值，但也因國情、地區特性不

同，國外各地區夥伴執行上能參酌處應會有調整。往後 IPSI 大會擬定細節的施

行細則後，國內 TPSI會員們預期也會將 5個策略納入執行計畫或案例的依循，

以下為討論後個人淺見，期望在實務推動上能有所幫助。 

1. 知識共創、管理和應用 (Knowledge co-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uptake)： 

一般國人對於 SEPLs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 的知識較陌生，而自然保育相關領域工作者、學生則普遍有所認知，應

可透過舉辦研討會、工作坊或者較無門檻之園遊會、假日市集傳遞相關知能。又

或者國內許多大型企業及國營事業，被期待須承擔 ESGs的社會責任，或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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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家庭日或運動會等場合合作曝光。 

2. 制度架構和能力培育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政府應持續於支持相關科學研究、計畫與活動，且此類的研究需長時間營造

與建構，其效果與產出非一蹴而就，希望在生態保育與里山倡議相關計畫上，

其 OKR或者 KPI的擬定可適度的、非完全要求量化的指標，也可納入與考量

無法具體量化的產出。 

3. 棲地保育措施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含保護區、有效保育地

OECM) 

保護區與保育地的劃設與經營需要人力，不管體制內或體制外的運營，若要

透過政府單位來提升這方面的效益，建議要支持人力(員額或經費)。另外在保護

區內進行工程，不論是維修或再開發，皆需要比一般工程更謹慎的評估，包含需

採納多方意見(縣府、當地居民及保育團體)，及對施工廠商應檢視過去執行生態

相關工程的紀錄。 

4. 生態系復育 (Ecosystem restoration) 

生態系復育是個需要跨領域的議題，應包含動物、植物、生態、海洋甚至是

歷史學者，因此要順利推行，跨領域的合作有其必要性。雖在各自崗位努力，

但有機會面臨相似的困境，透過合作與交流，也許能針對遇到的共同問題找到

合適的解方，又或者在自身領域無法突破的點，能藉由合作迎刃而解。 

5. 市場機制 (Market-based mechanisms) 

生產面的維持除了價值認同的支撐，要持續走下去，生產的糧食或物品需有

穩定的銷路。 

(1) 保育與友善生產，其成本相對比較高，除了提倡價值可讓價格堆疊外，降低

生產成本的方法與策略，應值得投入研究與改善。 

(2) 政府可優先編列預算進行 SEPLs產品的採購，讓這些產品進入校園、公家機

關或國營事業，再逐漸擴展。 

四、本場研究符合 IPSI的精神與價值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明確擬定未來 10 年的工作藍圖，目

標是達成 2030年「阻止生物多樣性流失」里程碑。IPSI大會中各會員熱烈討論

的生態多樣性、保護區設立、瀕危物種保護、林相與農地的維持、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乃至於人文與食農教育等，皆與本場現行之工作息息相關。本次大會本場投

稿的案例，即為生態多樣性與友善環境耕作為出發點，透過當地原民植物的復育，

進行有益昆蟲棲地營造，使得物種多樣性增加。本場植保研究室多年來推動的病

蟲害綜合管理，亦以環境友善為出發點。本場其他工作項目亦緊扣溫室氣體減排

與食農。經過此次的 IPSI 中的 5 個行動計畫討論，IPSI 的成員們應不再侷限於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的維護，而是以此為核心，去推動更大且更符合 COP15 的願景，我想

臺灣的里山工作形式也會以更多元的面向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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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本場投稿案例 

(https://satoyama-initiative.org/case_studies/investigation-and-screening-of-

aboriginal-plants-as-habitat-creation-plants-for-beneficial-insects-in-tribes-in-hualien/) 

附錄二：IPSI邀請函 

附錄三：IPSI program議程 

附錄四：IPSI POA行動策略與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