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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會議（IPSI-5）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李光中副教授 

 

(一) IPSI-5 會員大會及公共論壇  

第五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IPSI-5）於 2014 年 10 月 4-5

日在韓國平昌（Pyeongchang）併同本次第十二屆生物多樣公約締約國

大會（CBD COP12）舉辦。首先是 2014 年 10 月 4 日下午舉辦 IPSI-5

會員大會，接著在 10 月 5 日上下午舉辦公共論壇。本年度 IPSI 公共

論壇主題為「生產地景和海景永續發展的進一步行動 (Furthering 

action in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年度會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修訂 IPSI 運作架構 (Operational 

Framework)、通過新的 IPSI 憲章 (IPSI Charter)和新版運作準則

(Operational Guidelines)。公共論壇分為「能力培育」和「生計支持」

等兩個子題，分別由四位會員組織代表報告相關案例成果。下一屆 (第

六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 IPSI-6）將於 2015 年在柬甫寨舉

行。 

(二) IPSI 相關邊會 

第十二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 (CBD COP12)於 2014 年 10 月

6 日開幕，IPSI 分別在 6 日及 8 日舉辦了相關邊會。 6 日下午 90 分鐘

的邊會主題是「由實地而上貢獻愛知目標」，主要是展示 IPSI 會員對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的成果發展； 8 日晚上 90 分鐘的主題是

「活用資源促進生產地景和海景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主要報告 IPSI

兩個合作計畫：「里山發展機制(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以及「里山倡議的社區發展和知識管理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COMD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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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發展機制(SDM)係由全球環境策略機構 (IGES)、聯合國大學高

等研究所(UNU-IAS)以及日本環境省(MOEJ)於 2013 年 5 月聯合啟動的

IPSI 合作計畫。計畫的目的在於提供種子基金 (seed funding)，鼓勵

IPSI 會員提送具成功潛力的計畫，申請美金一萬元內的小額補助。提

案計畫類型分下列四種：社區本位的實作計畫、研究計畫、促進會員間

合作的觸發計畫（例如舉辦會議、工作坊和大型研討會）、能力培育和

IPSI 宣傳計畫（例如製作環境教育相關資料、傳播和外展活動等）等。

2013 年共有 19 項提案計畫，通過補助 6 項，其中之一是國際自然生態

保育協會的提案「將茶園害蟲轉為盟友：台灣花蓮一處里山地景案例  

(Converting pests to allies in tea farming- a potential case 

of Satoyama landscape in Hualien, Taiwan)」，令在場的台灣與會

者感到十分光榮。台灣各地尚有其它實務案例，若能以里山倡議概念架

構加以整理和論述，相信還有許多處可以和國際社群分享並獲得肯定。  

里山倡議的社區發展和知識管理（ COMDEKS）由聯合國發展計畫署

（UNDP）推動，結合全球環境基金小額贈款計畫（ GEF-SGP），協助各

球各地社區發展健全的生物多樣性經營和永續生計活動，以維護、重建

和活化地景和海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