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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臺灣桃花源─看見里山》專書將國內八處執行里山的具體成果做出

整理及專訪介紹，除書面資料研讀，每一處據點皆由採訪人員深入社區、

民間團體，將接受林務局補助或輔導落實執行里山倡議的相關工作，進行

實地訪查撰述與拍攝，103 年進行花蓮縣吉哈啦艾、花蓮縣石梯坪、嘉義

縣布袋、新北市坪林等 4 地的實地訪查，以及補足 102 年進行之新北市八

煙、新北市貢寮、雲林縣成龍溼地、台南市官田等地所需訪查資料及拍攝

工作；同時完成專文邀稿 2 篇，包括里川專文 1 篇，以及中央研究院生物

多樣性研究中心執行長─邵廣昭研究員的里海專文 1 篇，102 年由林業試

驗所趙榮台研究員所撰寫之里山專文因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主題

重覆，故最後並未收錄。全書業已完成 4 次校稿，以及編排設計與印刷共

計 1,000 本。



 

目  錄 
 

成果摘要 ...................................................... 1 

ㄧ、前言 ...................................................... 1 

二、目的 ...................................................... 1 

三、效益分析 .................................................. 2 

四、執行情形及成果 ............................................ 3 

五、檢討與建議 ................................................ 5 

六、活動經費來源、額度及會計報告（表） ........................ 6 

七、活動照片 .................................................. 7 

附件一 ....................................................... 10 

 



 

1 
 

ㄧ、前言 

2010年生物多樣性第十屆大會，於日本名古屋召開時首度揭櫫「里山倡

議」，2012年生物多樣性第十一屆大會接續以「實踐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之貢

獻」為主軸，諸多作為與行動無非是希望依循自然過程，建立傳統知識與現代

科技、經濟間的合作；我國參與生物多樣性國際會議十餘年，行政院永續會生

物多樣性組也因推動工作方案與22個公部門結為夥伴關係，共同致力於相關事

務政策擬定與實務推動；其中「里山倡議」與我國固有經濟生產模式(包含里

山、里海等)類似，都兼顧土地生態、生產方式與民眾生計。「里山倡議」的具

體落實與地方行動、民眾參與最為相關，而如何讓所有進行「里山倡議」工作

的夥伴，有互相取法、分享，或成果發布的管道，又與推動「里山倡議」工作

最後的成敗有直接關係。因此，林務局希望在推動「里山倡議」工作三、四年

後，藉由編採本專書，除了與國人們分享我國推動里山的成果外，更重要的是

讓同行的夥伴們可經由書中的報導，互相有探討學習及勉勵的機會。 

 

二、目的 

編採印製《臺灣桃花源─看見里山》專書1,000冊。彙編國內推動生物多

樣性─里山倡議之地方行動歷年成果，對接受補助輔導之社區或民間團體，恰

可藉此機會檢視其執行成果；同時，本專書可作為國際會議時之說帖，回應「里

山倡議」與「愛知目標」，適時提出我國落實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具體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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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成效。 

 

三、效益分析 

(一) 具體績效： 

重要工作項目 單位 成果 

採訪拍攝 地 4 

專文 篇 2 

生物多樣性 2020 戰略─

實踐篇《看見里山》專書 

本 1000 

(二) 不可量化效益： 

1. 促進地方、學術及政府等多方的參與，以實現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的永續

生產與消費精神。 

2. 本專書可於國內、外相關會議展現我國生物多樣性政策的推行成果，並與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中，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導理念結合。 

3. 期盼藉由《臺灣桃花源─看見里山》專書的編印與分享，從實務面具體地

介紹受輔導單位的執行成果，希望再次引發其他團體及社區地方起而效尤

里山精神，回歸到互助互惠的自然資源經營原則，實乃世人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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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 《臺灣桃花源─看見里山》專文 2 篇 

103年度應收到之文稿為：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邵廣昭研究員、左

承偉先生撰寫之專文。邵老師以「里海」為題，介紹日本延續里山倡議中關於

里海的論述，也舉出日本「里海倡議」的案例，由於臺灣的海岸線近幾十年來

不斷地水泥化的結果，破壞里海的自然景觀，也干擾了人對里海資源的經營管

理，藉由日本的里海案例，正好提供臺灣未來恢復里海生產模式可行的方向，

達到人類永續利用里海資源的和諧關係。左承偉先生則介紹英國、日本、奧地

利等國的河川管理案例，並指出國內過去對於河川資源的管理值得改善之處，

認為河川及其生態資源應可用更開放的利用模式，但須建立在合理、有效的管

理制度之下，左承偉先生最後參考國外案例及本土民情之下，整理提出一套適

合我國里川管理的流程，作為未來經營方向的參考。 

(二) 《臺灣桃花源─看見里山》據點採訪拍攝 

103年度配合各地之特定活動或農忙時節進行採訪、拍攝作業，已完成4

處，分別為花蓮縣吉哈啦艾、花蓮縣石梯坪、嘉義縣布袋、新北市坪林等地，

並更新補充102年已完成據點之採訪與影像內容。 

103年度執行工作進度甘特圖：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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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據點採訪

拍攝 

            

里山專文撰寫             

校對             

編排設計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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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建議 

本專書作為 2010 年里山倡議提出後，在臺灣實際操作里山倡議的階段性

成果回顧，由於受輔導的八個團體所在地的生產模式除了「里山」外，還包含

「里海」，因此在委員們的建議下，將本書書名更改為《臺灣桃花源─看見里

山》，以更全面的視野來分享各團體的成果，並邀請委員之一─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邵廣昭執行長撰寫「里海」專文，將「里山、里海」倡議

做更完整的介紹，並藉由專書中布袋濕地、成龍濕地的實際案例提供具體的參

考。同時，本書更進一步的引入「里川」專文，雖然國內尚未有里川模式的實

際案例，但里川處於里山與里海之間的橋樑，對於里山倡議的推廣是不可或缺

的一環，亦讓未來有意投入里川生產模式的潛在團體有明確的脈絡可循。 

書中藉由資深編輯實際走訪各團體的執行情況，詳實且具體的報導各地的

階段性成果。由於各地開啟里山經營模式的契機不同，各陪伴團體的性質(在

地居民主導或外圍團體主導)與所操作的方法也有所差異，因此目前的成果及

受民眾關注的程度也不盡相同，但本書以持平的角度如實呈現，除了介紹各地

值得學習之處，亦點出各地經營所遭遇的困難，最終仍希望讓國內更多的團體

與民眾找到適合各地的操作方式與步調，永續地經營具在地特色的社會─生態

─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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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經費來源、額度及會計報告（表） 

計畫名稱：生物多樣性 2020戰略-實踐篇《看見里山》二 

計畫編號：103林發-07.2-保-22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日    期：103年 12月 31 日 

結案會計報告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預算科目代號 科          目 

林務局 其他配合款 

備註 核定預算

(1) 

累計實收(付)數

(2) 

差額

(1)-(2) 

實支累計金

額 

收 

入 

  1.經費撥款 1,052,000 1,052,000 0 (空白) 1.租金流出

$2,270、按日

按件計資酬金

流入$570、雜

支流出$8、國

內旅費流入

$1,708計畫結

餘款為$0元。 

2.計畫利息

$711，總計退

款 711元" 

 

 

 

 

 

 

 

 

 

 

 

 

 

 

 

 

 

 

 

  2.利息收入   711 -711   

           

            

            

  
合           

計 
1,052,000 1,052,711 -711 0 

支 
 
  

出 

20-00 業務費 1,052,000 1,052,000   29,000 

21-10 租金 20,000 17,730 2,270   

23-00 
按日按件計資酬

金 
258,000 258,570 -570 29,000 

26-10 雜支 662,000 661,992 8   

28-10 國內旅費 112,000 113,708 -1,708   

        0   

        0   

        0   

        0   

        0   

  合    計 1,052,000 1,052,000 0 29,000   

結             存             

        

單位首長                主辦會計                 計畫執行人                  製表 



 

7 
 

七、活動照片 

(一) 103 年度採訪拍攝情形 

1. 花蓮縣吉哈拉艾 

  

  
2. 花蓮縣石梯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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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義縣布袋鹽田 

4. 雲林縣成龍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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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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