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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會議（IPSI-1）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李光中副教授 

 

第一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 IPSI-1）於 2011 年 3 月 10-

11 日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第一天（ 10 日）由執行委員會 18 位代表修

訂了該倡議的運作架構（Operational Framework），並指定由聯合國

大學高等研究所（IAS-UNU）擔任推動該倡議的秘書處。執委會也認可

了 23 個新會員以及 10 項由會員發起的合作計畫。第二天（11 日）舉

辦公共論壇（Public Forum），以 IPSI 推動架構的五個領域為分組主

題，由 43 個在場會員分兩場地報告，分享經驗和成果，促進交流。台

灣方面有東華大學代表（即作者本人）前往參加。  

IPSI 運作架構（Operational Framework）是一份所有會員必讀的

重要文件，內容計 11 條，依序規範 IPSI 的名稱和目的、會員資格、

會員參與的原則、 IPSI 國際大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學術和實務

活動、聯絡點會員（ focal member）、會員責任、資源匯集和運用、運

作架構條文的認可、施行、修正和解釋。  

IPSI-1 大會第二天（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東日本大震災，主辦

單位取消了原訂次日（12 日）的里山案例考察行程。里山倡議推舉的

16 處國際範例中，以「森林是海的戀人運動—恢復河川流域健康」為

主題的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也在東日本大震災中受到重創。然而據本

計畫主持人觀察，在國際間率先推行里山倡議的日本政府並未因此洩

氣，反而藉 IPSI 秘書處的協助，調整了里山倡議的推動策略，從原本

著重於活化農村的生產、生活與生態資源，轉而同時強調環境防災、生

態復育和大自然回復力（resilience）的重要性。  

例如在東日本大震災的 5 個月後，IPSI 秘書處所屬機構—聯合國

大學，即於 2011 年 8 月 5 日在東京舉辦了一場東日本大震災復興國際

研討會，主題訂為「里海 -里地-里山復興的整合方法」，希望在考量鄉

村社區面臨人口老化和青壯人口外流等困境的前提下，發展出連結陸

地和海洋的的整合性地景方法，促進里山和里海地區的復育和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