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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會議（IPSI-4）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李光中副教授 

 

第四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 IPSI-4）於 2013 年 9 月 13-

14 日在日本福井市召開。 IPSI-4 的主題是「向前行：實施 IPSI 策略

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和人類惠益」，共有 68 個會員組織、 124 位代表參

加，台灣有國立東華大學前往參加。第一天上午召開會員大會後，下午

緊接著舉辦為期二天的公共論壇。此外，本次會議籌備期間，IPSI 秘

書處通知並邀請所有會員參加「海報競賽」，鼓勵會員將各自從事的里

山倡議案例，透過案例摘要和海報的圖文加以呈現和分享，計有 43 個

會員組織參加海報展。所有海報佈展在會議大廳旁的廣場，以方便所有

與會的會員利用空檔時間閱讀和投票評選。每一會員組織可投三票，最

後從 43 張海報中選出一位大獎、一位 IPSI 執行委員會主席獎、五位

IPSI 秘書處事務局長獎。  

第一天（13 日）上午舉辦會員大會，由日本環境省副大臣田中和德

先生以及福井縣知事西川一誠先生開幕致詞後，隨即由全體出席會員

推舉聯合國大學副校長武內和彥教授擔任主席。在確認出席會員對大

會議程無異議後，大會主席依序進行 IPSI 執行委員會主席 Alfred 

Oteng-Yeboah 教授和 IPSI 秘書處相關同仁報告會務進展、介紹新加入

會員以及新認可的合作計畫、討論 IPSI 新擬訂的行動計畫等事項，最

後宣布下回 IPSI-5 大會的召開時間和地點。IPSI-5 將於 2014 年 10 月

4-10 日在韓國昌平市舉辦，併同第 12 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

（CBD COP-12）會前和會議期間召開執行委員會、會員大會和相關邊

會。 

本次 IPSI-4 第一日上午的會員大會中，重要訊息有二：第一，所

有會員通過了 IPSI 秘書處研訂的「里山倡議行動計畫 2013-2018（IPSI 

Plan of Action 2013-2018）」草案。由於 2011 年 3 月的 IPSI-1 通

過 了 「 里 山 倡 議 國 際 夥 伴 網 絡 的 運 作 架 構 （ IPSI Operational 

Framework），繼於 2012 年 10 月的 IPSI-3 通過了「里山倡議國際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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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網絡的策略（IPSI Strategy）」，加上本次 IPSI-4 通過為期五年的

中程行動計畫，IPSI 的規劃架構和行動綱領已大體完備，未來該致力

於促進更廣泛的實際行動了。  

第二個大會重要訊息，和上述促進實際行動有關： IPSI 秘書處公

開邀請會員提案「里山發展機制 2013（ The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 2013）」計畫。「里山發展機制 2013」有三大標的：

1) 依據 IPSI 策略和行動計畫推行相關活動；2) 透過「生產-生活-生

態地景」的永續利用以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關的實踐模式並促

進愛知目標達成、 3) 強化 IPSI 會員間的夥伴關係及合作活動以觸發

「生產-生活-生態地景」永續利用的連鎖效應。會員提案計畫的類型

將分下列四種：社區本位的實施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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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提送

的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9 月 30 日。 

第一天（13 日）下午和第二天（14 日）上午進行 IPSI 公共論壇

（Public Forum）。第一日下午首先由日本環境省自然環境局局長星

野一昭先生開幕致詞，接著由日本環境評估中心敦賀辦公室主任関岡

裕明生先，介紹日本福井縣推動里山里海保全活用的經驗，繼而由來自

蒙古、夏威夷、迦納、秘魯和國際性組織「森林民族計畫（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的 5 位受邀會員，分享各自推動里山倡議的經

驗和心得。 

第一天下午中場休息後，公共論壇進入 1 個小時的分組討論，各組

針對「生產-生活-生態地景的整合經營」以及「權益關係人參與」等兩

個議題加以討論。第二天上午繼續有 1 個小時進行前一天的分組討論

議題，而後由各組代表報告各組結論，最後由主持人總結並結束公共論

議程。 

第二天下午為「公眾研討會（ Public Symposium）」，邀請所有 IPSI-

4 會員以及所有參與 IPSI-4 相關活動的福井縣縣民一同參加。首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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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學副校長武內和彥教授總結 IPSI 大會成果報告，接著由東京

大學的鷲谷いづみ教授主持 4 位專家小組討論會，邀請目前在聯合國

大學高等研究所的訪問教授 Kalemani Jo Mulongoy、日本爬樹協會創

始人 John Gathright 教授、東京大學吉田丈人副教授、福井縣副知事

杉木達治先生等 4 人，依序分享里山倡議推動策略、年輕人的里山環

境教育、里山里海濕地生態研究、福井縣 2002-2013 年的里山里海保

全政策和實務等主題。 

專家小組討論會結束後，宣布海報競賽得獎名單並請得獎者上台領

獎：大獎由美國夏威夷州農業部獲得，IPSI 執行委員會主席獎由熱帶

農業基礎研究機構（ Institute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es on 

Tropical Agriculture, INIFAT）獲得，IPSI 秘書處事務局長獎獲獎

者有下列五位： 1) 尼日共和國的永續發展國家委員會執行秘書處

（Executive Secretaria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CNEDD）；2) 泰國的原住民知識及原

住民族基金會（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eoples Foundation, 

IKAP）；3) 國際保育（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全球環

境策略機構（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和 CEPA Japan（CEPA 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溝通、教育和公眾覺

知計畫的縮寫）； 4) 秘魯的自然與永續發展協會（ Association for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ES）；5) 台灣的國立東

華大學（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本計畫主持人代表國立東

華大學上台領獎。  

公眾研討會的最後一項節目，是由福井縣二位高中女生以朗頌搭配

影像和音樂的方式，回顧她們自小學高年級起，和一群同學共同參與里

山里海環境教育活動的歷程。小學畢業後，這群同學仍透過社群網站彼

此聯絡，稱自己為「 Sato ガール（Sato-girl）、Sato ボーイ（Sato-

boy）」，希望繼續學習和傳承里山里海的知識和技能，而福井縣廳也

正式開始推動里男孩和里女孩的環境教育培育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