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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本細部計畫為四年期「 臺灣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規劃 」海域部分第四

年度之發展。本年度之發展重心除持續更新及維護本計畫基本架構中的指標與資料

層面，如更新本計畫指標系統與最新版臺灣永續發展指標間之對應、以及持續就未

有資料對應的指標提供相關建議外，也需進一步完善本計畫前端網站中海域部分的

內容，包括補強對指標層面之論述、以及指標內容的視覺化等；更重要者，在於明

定整體維運架構及內容的交接事宜，分別就本計畫基本架構中的「指標」、「資料

」及「資訊系統」三層面提供相應的後續維運機制。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is  the  fourth  year  of  the  integrated  project  "Taiwa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 (TaiBON)". In addition to continually

upd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indicators"  and  "data"  phase  in  its

framework,  such  as  mapping  TaiBON  indicators  to  Taiw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iving advice to those indicators lacking

related data, we are also sup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ent of marine

indicators in TaiBON portal. Moreover, we will set up mechanism to

maintain the "indicators", "data"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phase of this

network after this project, respectively.   

 

 

三、計畫目的：

持續彙整、更新國外海域相關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發展；並持續分析生物多樣性行

動計畫工作項目與績效指標執行成效，並提出可能替代或新增的指標，以盡可能

協調、契合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工作項目績效指標－釋出

相關生物多樣性監測開放資料集三者間的連動關係。 

持續分析現有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與所需相對應觀測資料的可及性，確認可用於

計算國家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的資料來源。  

以GBIF ROC委員會的組織運作為基礎，協調相關權責單位開放或收集海域生物多

樣性監測資料，持續改進資料品質管理機制，並建議改善資料品質的方法，或建

議建置與生物多樣性指標相關的長期觀測系統。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或訪談，以檢討海域生物多樣性資料開放與生物多樣性指標計

算的成效，持續「國家生物多樣性觀測(TaiBON)資料整合小組」的運作，以制訂

各項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資料提交規範。  

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合作，針對動物或植物類群，參照IUCN瀕危物種評估準

則，持續更新紅皮書(瀕危物種)資訊系統。  

彙整海域相關的生物多樣性指標、資料集和指標計算方式，提供「國家生物多樣

性監測與報告系統」資訊平台保存資料與計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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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與台灣大學研究團隊(陸域)協同合作辦理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成果發

表會1次，推廣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與資訊整合系統。 

參加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Taxonomic Databases Working Group,

TDWG）國際會議，交流制定與解決更多生物多樣性資料交換與整合的問題，透過

國際合作機制，促進我國生物相關資訊可以更廣泛地、有效率地普及、整合與應

用。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 配合國家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發展情形研擬相應的海域生物多樣性監測指標方

案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1 項。由於 107 年度為本計畫執行最後一年

，原則上不再進行較大幅度的指標增刪工作，但視國內新的永續指標訂定進度，如

有需要，將配合永續會針對國家報告層級之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發展，持續滾動修正

我國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並強化與愛知目標具體連結。 

 

(二) 補強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說明及相關論述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2 及第 3 項。為能在 TaiBON 網站清楚呈現

海域指標之內涵，以利網站瀏覽者能正確地理解海域指標之內容，本年度將針對海

域指標說明及相關論述，包括計算所用的資料來源、資料清理與處理過程，以及指

標及資料的侷限性等資訊進行補強。  

 

(三) 完成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結果的視覺化呈現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3 項。本年度將針對有計算所需資料的海域指

標完成資料的視覺化呈現。目前 TaiBON 網站已有各指標之視覺化圖表，唯不同指

標及資料在視覺化的方法上存在很大差異，有鑒於此，本團隊選擇於必要時以 R 語

言的 Shinny package 實作各指標內容之視覺化，並將視覺化成果嵌入 TaiBON 網

站，以完成對 TaiBON指標內容的視覺化呈現。  

 

(四) 針對海域生物多樣性指標呈現方式及資料品質改善蒐集意見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2 及第 3 項。本年度擬透過與資料提供單位

各別訪談、逐項展示各項海域指標之說明及視覺化內容的方式，進行經驗分享與意

見交流，期令資料提供單位對資料之於指標的侷限性更為瞭解，並希望帶動資料提

供單位本身對改善資料品質的討論。  

 

(五) 針對目前缺乏資料的海域指標建立資料收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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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2 項。依據去年度所收集各資料提供單位針對

資料狀況的回覆，與相關單位進行訪談，以進一步說明所需資料的內容與格式、盡

量取得現有資料，並就資料的提供方式進行意見交流。  

 

(六) 針對計畫結束後海域指標計算所需資料的提供模式提出建議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4 項及第 6 項。本年度為此計畫執行最後一

年，故明定後續的維運機制非常重要。為能在計畫結束後，海域指標的計算能持續

更新並呈現於 TaiBON 網站，今年度將辦理訪談，以檢討海域生物多樣性資料開放

與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的成效，分析評估後續資料提供方案，並提出建議。 

 

(七) 針對管考系統及紅皮書評估系統提出後續維運機制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5 項。目前已完成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線上管

考系統及紅皮書評估系統，並於去年度完成管考系統的使用說明文件。本年度將提

供後續維運之建議，以利計畫結束後系統的交接。  

 

(八) 辦理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成果發表會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 7 項。本年度將與陸域團隊共同舉辦成果發

表會，廣邀生物多樣性專家學者、政府機關、相關研究單位、NGO人員參與，會議中

將針對團隊依據指標評估原則篩選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進行討論、檢視以評選

最適合未來採用的指標；同時透過生物多樣性監測報告與系統網站展現指標動態的

成果，據以反映我國生物多樣性的變遷趨勢。  

 

(九)參加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 TDWG 2018 ) 

 

    本工作項目對應年度計畫目標第8項。本年度將參加8月25日至9月1日在紐西蘭

但尼丁舉辦的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 TDWG 2018 ) ，透過一系列研

討會與專家座談分享、交流制定與解決更多生物多樣性資料交換與整合的問題，透

過國際合作機制，促進我國生物相關資訊可以更廣泛地、有效率地普及、整合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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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一、配合國家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發展情形，持續彙整及更新指標草案 

 

    由於本計畫全程目標為建立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與本計畫相關的國家永續

發展目標主要為核心目標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並防止海洋環境的劣化

」，以及核心目標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

地劣化」。目前海域共發展四個議題，分別為【漁業資源】(14項)、【海洋保護區

】(9項)、【海洋污染】(8項)、【特定物種豐度變化趨勢】(5項)，以及新增的兩項

指標。2018年10月17日版「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中，14.2.3「進行生物多樣性

維護管理及監測的流域比率」指標，本年度調整為永續指標15.1.3，因此於陸域指

標再作討論。指標14.1.2與14.b則在指標名稱與具體目標上做了勘誤與調整

，14.2.1與14.6.1在文字上做了修正。更新後的永續指標已重新評估發展TaiBON指

標的可能性。 

 

二、指標資料成果及品質評估 

 

    本年度根據本計畫指標資料發展的現況，將指標資料提供分作三大等級，並針

對海域各項指標的資料來源及資料現況進行盤點，做為TaiBON網站呈現指標計算結

果及釐清現有侷限性之基礎。 

 

三、選定一項指標說明趨勢變化 

 

    本計畫海域選定一項屬於資料提供分級Ⅰ的指標做說明，選中指標為「沿近海

鯨豚族群量」指標。 

 

四、針對生物多樣性指標呈現方式及資料品質改善蒐集意見 

 

    海域團隊以訪談指標管理單位方式進行，分別於2018年7月27日至漁業署及

2018年10月3日至環保署訪談完成。 

 

五、完善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TaiBON) 

 

    網站開發至今，已完成大部分的開發項目，包含系統網站架構及網站內容規劃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主要集中於完善資料介接機制及撰寫網站編輯手冊以利後續

交接，其中海域指標描述與視覺化內容也已更新。 

 

六、針對管考系統及紅皮書評估系統提出後續維運機制 

 

    執行團隊對管考系統網站的開發於2017年底已告一段落，林務局亦函請相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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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2017年7月起持續上系統填報所屬工作項目的執行情形。就監測網的長期維運而

言，建議委辦單位與單位內部協調，令系統可搬遷至更利於長期維護的處所，並改

由隸屬於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管考相關的人員進行維護。紅皮書評估系統後續由特

生中心於必要時進行更新，以評估系統批次計算各物種的受脅等級，建議由

TaiBIF團隊負責。未來是否需要相關領域專家及資訊人員來進行評估檢核，擬進一

步討論。 

 

七、參加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 

 

    本計畫於2018年度參加8月25日至9月1日在紐西蘭但尼丁舉辦的生物分類學資料

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 TDWG 2018 )，計畫團隊參與此次研討會，除了吸取他人經驗

，亦透過諸多議題走向掌握到國際趨勢，對於本計畫之後續運作具有相當大的參考

價值。 

 

八、辦理TaiBON成果說明及交流座談會 

 

    本計畫於10月24日舉辦成果說明及交流座談會，藉由此座談會討論本計畫未來

可規劃之方向及展望，與各指標管理單位出席人員確認指標資料收集及長期庫建立

的可行性，會中亦強調了公民科學參的重要性。  

 

 

六、結論：

針對今年重要工作項目的執行成果，以下分別依「指標面」、「資料面」及「資訊

系統面」進行重點摘要： 

 

 (一)指標面 

在「配合國家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發展情形研擬相應的生物多樣性監測指標方案」

的部分，除了將部分舊有目標進行更改及在指標名稱與具體目標上做了勘誤與調整

外，亦針對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尚未對應到的TaiBON海域指標，分別建議納入2項為

發展TaiBON指標。本年度海域指標總數更新為36項。 

在「補強生物多樣性指標說明及相關論述，並選定指標說明趨勢變化」方面，本年

度對指標說明內容的補強工作可分三部分： 

1.為調整指標說明內容，並調整流程為「指標層面」的內容維護者先在HackMD 上撰

寫指標說明內容，再由「前端網站」的內容維護者將內容轉成HTML文件後置入前端

網站指標頁面。 

2.為持續對其內容補充與修訂，統一將指標說明內容切分為「關於此指標」、「指

標資料說明」及「參考資訊」，並提供海陸域各一個指標範本作為報告內之呈現。 

3.為選定指標說明趨勢變化，挑選具代表性指標之一(沿近海鯨豚族群)來進行資料

的趨勢變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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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面 

關於「針對生物多樣性指標呈現方式及資料品質改善蒐集意見」，海域團隊採取訪

談資料維護者進行細部討論之方式，先針對海域指標資料現有的問題草擬改善方案

，而後於2018年7月27日與10月3日分別與漁業署及環保署的承辦人當面討論與意見

交流。 

本年度依據指標資料的提供情形，將海陸域指標分作「資料提供穩定且資料品質評

估尚可(Ⅰ)」、「已有資料但尚待加強(Ⅱ)」、「尚待發展資料收集方法學及建立

資料收集機制(Ⅲ)」三大等級，屬於第Ⅰ級的指標共29項；屬於第Ⅱ級的指標有

25項；屬於第Ⅲ級的指標則有12項。在「針對缺乏資料的生物多樣性指標建立資料

收集機制」的部分，即歸類為第Ⅲ級的指標，本團隊盡最大努力保存資料清理過程

，並於TaiBON網站清楚交代其資料來源及資料本身之侷限性。 

在「針對計畫結束後指標計算所需資料的提供模式提出建議」方面，本團隊於指標

資料盤點成果中，已詳細探討各指標的侷限性及可改善之方式。 

「參加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由海域團隊代表出席於2018年8月25日

至9月1日在紐西蘭但尼丁舉辦的生物分類學資料庫工作小組國際會議(TDWG 2018

)。會議除了與眾參加者交換心得外，亦由議題走向掌握到國際趨勢，特別是關於資

料ID、學名使用、資料標準的發展方向與可用工具的選擇等，可謂相當寶貴的經驗

。 

 

 (三)資訊系統面 

在「完成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結果的前端呈現」上，將本計畫監測指標的發展現況

分做三個類別，並在前端呈現上採取不同策略： 

1.屬於資料提供穩定且資料品質評估尚可(Ⅰ)的指標，將指標說明內容及視覺化成

果呈現於前端網站。 

2.屬於已有資料但尚待加強(Ⅱ)的指標，則先以既有資料完成其視覺化，並在網站

上指標說明內容中描述所用資料集本身的侷限性，這些內容不會立刻嵌入前端呈現

。 

3.屬於尚待發展資料收集方法學及建立資料收集機制(Ⅲ)的指標，需有資源持續投

注在資料蒐集及後續維護才可能產生統計圖表等實質內容，執行團隊將持續保存這

些指標於系統後台，不顯示內容於前端，以利網站維護者可持續對其進行發展與維

護。 

「針對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網站的維護作業提出建議」及「就監測網後

續的維運方式提出建議方案」部分，本團隊針對指標面建議後續仍以HackMD進行指

標說明編輯與維護，此外亦建議日後新增指標如有必要，可使用Shiny Server免費

服務來建構與網頁瀏覽者互動式的統計圖表。針對資料面，本團隊分別對資料蒐集

者、資料維護者及資料清理者提出理想業務分工，並分析目前指標資料介接與自動

化之困境，提出改善建議。針對系統面，本團隊提供網站操作說明書，以使後續接

手的TaiBON網站管理者能更快速上手後台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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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管考系統及紅皮書評估系統提出後續維運機制」部分，就系統長期維運而

言，本計畫結束後建議委辦單位與內部協調，令系統可搬遷至更利於長期維護的處

所，並由其隸屬於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管考相關的人員進行維護；紅皮書評估系統

的開發已於2017年底完結，並於2018年底由特生中心提供彙整之資料，再由

TaiBIF團隊完成最後測試。本計畫結束後，各類群的評估流程與匯入系統的資料

，仍由特生中心持續關注IUCN最新發展及國內生物族群調查資料的彙整與累積，並

於必要時進行更新。至於以評估系統批次計算各物種的受脅等級，建議由TaiBIF團

隊負責。  

「辦理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成果發表會」的部分，本團隊於2018年10月

24日(三)於林務局舉辦「TaiBON成果說明與交流座談會」，邀請了政府機關部會代

表、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NGO組織出席與會，會中由林務局夏榮生組長開場介紹，接

著分別由台大團隊說明本計畫的緣起、歷程及陸域四年指標成果；由中研院團隊介

紹海域四年指標成果；最後由嘉大團隊說明TaiBON網站平台建置成果等，並於會前

發放TaiBON介紹摺頁，讓與會人員瞭解臺灣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現況，以及生物多樣

性監測與資訊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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