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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全球大會(IPSI-7)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李光中副教授 

 

(一) 背景 

1. 研討會內容 

 名稱：第七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全球大會 (IPSI-7) 

 會議時間：2018 年 9月 29至 10月 2日 

 會議主辦：聯合國大學永續高等研究所 UNU-IAS、日本環境省、石川縣政

府 

 會議地點：日本石川縣金澤市 

2. 重要性及參與目的 

2018年 9月 29日至 10月 2日在日本石川縣金澤舉行的第七屆 IPSI全

球會議（IPSI-7），IPSI-7 由 IPSI 秘書處 (聯合國大學永續高等研究所

UNU-IAS) 以及日本環境省共同組織，由石川縣政府主辦。所有與會者通過

IPSI-7「金澤宣言」。該宣言表述了 IPSI全球夥伴對 IPSI工作和願景的承

諾，以及將「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 (SEPLS)」納入 2020 年後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的規劃，並且將 IPSI-7的成果用於 2018年 11月將在埃及沙

姆沙伊赫舉行之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第 14屆會議中宣傳。 

本次會議迫近 2020年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年，大會目標在於彙整 IPSI

全球夥伴自 2010 年 IPSI 啟動後的各方面進展，亦即有關評估里山倡議對

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有必要參加和追踪訊息。 

3. 參加活動經費來源 

經費由本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4. 參加人員 

IPSI-7共有來自全球 27個國家、超過 130位學者專家、政府機構、非

政府組織等代表出席。來自台灣的 IPSI會員計有：國立東華大學、中華民

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水土保持局、慈心有機農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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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富里鄉農會等代表，合計 13人出席。為歷年來

我國出席單位和人數最多的一次。 

5. 研討會主題和議程 

IPSI-7會議包括兩個主要活動：IPSI大會會議和公共論壇。公共論壇

於 2018年 9月 30日週日召開，對公眾開放，提供非成員瞭解 IPSI及其活

動的機會，同時也是討論與 SEPLS 保全活用有關的各種議題的場所。本屆

公共論壇主題為「評估里山倡議對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續發展目

標的貢獻」，邀請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專家分享關於里山倡議和相關進程的廣

泛知識，包括「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

下的評估程序。 

IPSI-7 大會於 10 月 1 日週一舉行，只向 IPSI 成員開放。大會主要討

論有關 IPSI未來發展方向，接著舉行工作組會議，討論愛知生物多樣性目

標的持續和潛在貢獻、未來「生物多樣性公約 2011-2020」的生物多樣性策

略內容、以及國家永續發展目標等議題。與會者分享了大量用於評估和實

現這些全球目標的活動的指標，並就如何確保 IPSI 在 2020 年後的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中的相關性提出了建議，並預計將在上述內容帶到 2018年 11

月於埃及舉辦之第十五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中的相關會議上通過。 

10 月 2 日週二，與會者參加了前往能登半島的考察，由石川縣政府主

辦，得到 UNU-IAS 在石川金澤運營單位（OUIK）的大力支持，與會者親身

觀察日本的里山和里海景觀，以及各地保全活用 SEPLS的案例實踐內容。 

(二) IPSI-7公共論壇及大會 

IPSI-7 公共論壇開幕後，即分別由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所長

Kazuhiko Takemoto、日本環境省自然保護局局長 Yutaka Shoda 以及石川

縣知事 Tananoto Masanori（石川縣政府規劃發展部總監 Hideo Yoshizumi

先生讀稿）等致詞。 

繼而有兩場主題演講：第一場由 UNU-IAS資深客座教授、東京大學 IR3S

計畫教授、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PPT）主席 Kazuhiko Takeuchi 教授，演

講「里山倡議對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第二場由印

第安納大學人類學系、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 (IPBES) 的共

同主席 Eduardo Brondizio 教授演講「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 IP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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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評估概述」。 

 

主題演講後，進行 Panel專題，共計五位專家，包括：澳大利亞國立大

學名譽教授 Simon Ferrier 的「自然未來的多尺度情境模擬」、聯合國開發

計劃署計畫經理 Yoko Watanabe女士的「COMDEKS計劃：實現愛知生物多樣

性目標的社區行動」、日本促進里山倡議網絡秘書處的 Shinjiro Sasaki 先

生和福井縣政府（PPT）自然與環境部、生物多樣性琵琶湖網絡 Yoshinori 

Miyahara先生的「促進里山倡議的日本網絡」、珠洲市永續社會與生態系統

辦公室研究員 Daisuke Utsunomiya博士的「珠洲市里山永續保育活動」。 

IPSI-7大會議程包括：開幕、推選 IPSI-7大會主席、通過議程、IPSI

執行委員會主席報告、宣布新批准會員、新認可的 IPSI合作活動、IPSI秘

書處主任報告、評估 IPSI對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

分組工作會議和全體會議、通過石川宣言、宣布第八屆 IPSI全球會議、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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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工作會議（working groups）依生物多樣性公約策略目標 A、B、

C、D、E分為下列五組，主題包括： 

 CBD策略目標 A：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並促進永續利用 

 CBD策略目標 B：通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和社會的主流，解決生物

多樣性喪失的根本原因 

 CBD策略目標 C：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來改善生物多

樣性的狀況 

 CBD策略目標 D：增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對所有人的益處 

 CBD策略目標 E：通過參與式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加強實施 

分組工作討論的重要結果，已納入 2018 IPSI-7石川宣言1。 

(三) 成果與建議 

本次大會計有七個來自台灣的 IPSI 會員，合計 13 人參與，為歷年來

我國出席單位和人數最多的一次，且成員涵蓋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和學界。

台灣推動里山倡議之進展，已受到國際矚目。 

第八（下一屆）IPSI大會預訂於明年 9月間於日本熊本召開，將是 2020

年前最後一次 IPSI全球會議，台灣應積極參與，主動以各種形式展現成果。 

                                                      
1
 https://satoyama-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Ishikawa-Statemen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