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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果摘要  

108 年度「深化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交流計畫 (3-2)」，重要計畫

成果計三面向，包括：  

1. 能力培育及實踐範例面向：協助林務局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

絡 (TPSI)」之拓展，每年邀請臺灣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里

山倡議目標和作法的實務工作者和相關組織，參加臺灣各區實地踏查及

交流工作坊、全區工作坊或研討會，以促進在地實務工作者、社區與部

落組織、民間機構、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針對里山倡議所涉及之

問題、目標、策略、行動計畫、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面對面討論，探索和

促進臺灣各地可行作法，期增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和行動力。成果

計有：  

(1) 於 2019 年 6-11 月間陸續舉辦及協辦 TPSI 北區、中區、東區和南區等 4

場兩天一夜的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30 個團體、47 人

次；中區 26 個團體、56 人次；南區 31 個團體、61 人次；東區 34 個團

體、63 人次。合計 121 個單位次、227 人次。  

 

2019 年 TPSI 於北中南東 4 個分區交流工作坊的參與者分布圖  



 

II  

(2) 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與林務局共同辦理的 2019 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議，

促進臺灣 14 個  IPSI 新舊會員經驗交流與傳承，包括 IPSI 相關會議參

與、里山發展機制 (SDM)計畫申請、案例報告撰寫之經驗及要領分享，並

給予未來交流方式建議。  

(3) 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與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共同辦理臺灣里山倡議與

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者有環境教育學會會員、農委會林務局

及所屬林區管理處、政府相關部門、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團體、綠色

企業、學者專家、一般公眾等，共計 91 人參與。  

(4) 協助林務局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里海議題會議之討論進行；於 2019 年 8

月 5 日與 6 日協助林務局主持國土生態綠網成果交流會。  

2. 國際參與面向：  

(1) 協助林務局完成 TPSI 英文版宣傳摺頁、I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草案，內容

為 2014 至 2019 年之臺灣里山倡議進程整理。  

(2) 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 -9 月 1 日參加於英國倫敦辦理之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年度國際研討會及考察；於 2019 年 9 月 2 日 -9 月 9 日前往日本熊本參

與第 8 屆 IPSI 會員大會，借鏡他山之石並分享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成果。  

(3) 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 -9 月 30 日邀請日本千葉縣中央博物館前副館長中

村俊彥博士來臺參加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並擔任本次

國際研討會之開場主題演講之嘉賓主講「增進里山里海生物多樣性的人

類活動」，同時也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發表「國

土生態綠網：找回人與自然的連結」主題演講計前後共計 4 天。  

3.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面向：  

(1) 協助林務局並與各分區交流基地合作在「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

山倡議」子網頁訊息，完成林務局建置 TPSI 網頁內容已上架，並持續新

增相關資訊上網。  

(2) 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  

(3) 完成 TPSI 北、中、南、東區各分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環境特性，探討

各分區和全區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推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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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背景和目標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的緣起和進展  

 TPSI 緣起  

「里山（ satoyama）」雖是日文，「里山倡議」一詞的出現，則自始是

一項國際性倡議。里山倡議（ the Satoyama Initiative）正式啟動於 2010 年 10

月日本名古屋舉辦之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中，由聯合國大學高

等研究所（UNU-IAS）與日本環境省共同倡議之「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

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簡稱 IPSI）」。

IPSI 是交流網絡，目的在於邀請全球各地有志一同的組織加入會員，透過國

際交流、知識促進、指標研究、能力培育及實地活動等方式，共同探討全球

各地「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海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簡稱 SEPLs）」保全活用的相關議題與對策，以確保鄉村地區農

業生產環境的多元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同時透過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

並建立群策群力的協同經營體系，邁向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願景。  

臺灣自 2010 年底即引進國際里山倡議概念和作法，政府、民間和學術

研究機構也開始了一些先驅性作為。2011 年起，政府單位以農委會林務局最

為積極，將里山倡議主題融入該局自 2009 年起，與臺北大學及相關民間社團

合作執行之「推動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育計畫」中，示範性案例

包括：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

落等三處。使國人對里山倡議這項新概念，一開始便有具體案例得以參考和

想像。  

東華大學於 2011 年 3 月成功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

成為臺灣第一個 IPSI 會員。體認「全球思考、制度適用、在地行動」三者需

連貫的重要性，東華大學除持續參與國際里山倡議相關會議和活動，汲取國

際概念和經驗外，也積極探索如何結合國家相關法規、政策等制度工具和政

府行政體系資源，協助在地社區和原住民部落從事「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

海景」保全活用的在地行動。其具體實踐案例即為 2011-2013 年間，由東華

大學、花蓮文化局等地方主管機關以及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居民，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登錄和規劃「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歷程。該

案例說明一種借鏡里山倡議、文化景觀和地景保護區等國際思維，如何融入

國家制度，並透過多元權益關係人的協同規劃機制，於在地實踐的可能作法

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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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將「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協同規劃歷程整理為 IPSI 案例，參

加 2013 年 9 月在日本福井市召開第四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 IPSI-

4）的案例海報兢賽，從 43 個會員案例中脫穎而出，成為 7 位獲獎者之一。

本計畫主持人為此頗受鼓舞，發現 IPSI 平臺正積極發掘全球各地優秀案例，

臺灣案例可以受到國際矚目。對臺灣而言， IPSI 平臺不僅提供學習國際經驗

的機會，同時可以分享臺灣成果給國際社群。只可惜，能夠代表臺灣出國參

加 IPSI 相關會議和溝通的學者專家，究屬少數。於是，本計畫主持人開始興

起建立一個全臺尺度的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的構想。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的初步構想是：邀請臺灣各地有志一同的社區組織、民間團

體、學術機構、綠色企業、政府相關部門等單位，共同探討和實踐臺灣各地

「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海景」保全活用的相關議題、對策和在地行動方案，

促進臺灣鄉村地區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  

 TPSI 進展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林務局的支持下，東華大學開始

執行「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推動計畫之先期規劃」。在

「全球思考」方面，有系統介紹：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 (SEPLs)、里山倡

議 (SI)、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的相關活動、組織架構、策略

(IPSI Strategy)和行動計畫 (Plan of Action 2013-2018)、 IPSI 合作計畫

(collaborative projects)與「里山發展機制 (SDM)」、 IPSI 案例報告撰寫

要點和格式、生態農業的緣起及相關概念等主題；在「制度適用」方面，

與林務局保育組合撰《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的策略架構芻議》，內容包括：

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發展現況和問題分析、國內外相關政策依據、推動

臺灣里山倡議的目標、策略和運作架構、工作面向等規劃；在「在地行

動」方面，以東華大學 IPSI 案例說明里山倡議案例報告的撰寫方式、

協助林務局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合辦第一屆「生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

研討會」、舉辦臺灣里山倡議實務工作者案例論述工作坊等活動。  

上述「先期規劃」的最重要成果，是提出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策

略架構」、「運作架構」和「工作面向」。「策略架構」分國內和國際

兩方面：國內方面，協助林務局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主管機關立場，搭

建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邀請相關公部門、學術和試驗

研究機構、社區和民間團體等實務工作者相關組織、綠色企業等參與臺

灣里山倡議相關工作，並尋求多元財務機制和資源，鼓勵或支持進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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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之間的合作計畫或夥伴的個別計畫；國際方面，借鏡 IPSI 的運作機

制及相關指引，鼓勵國內相關機構和組織加入 IPSI 會員，藉參與 IPSI

年度會員大會、相關會議和網站訊息交流，借鏡他山之石和分享我國成

果。  

「運作架構」分為相互支援的兩個「工作目標」：分析社會 -生態 -

生產地景的現況和問題並提出對策性建議、保全和活用社會 -生態 -生產

地景；以及下列五個「工作面向」：  

1. 國際參與：對外，鼓勵國內相關機構和組織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

網絡（ IPSI），藉參與 IPSI 年度會員大會和相關會議，學習他山之石和

分享我國成果；對內，舉辦國際性研討會、工作坊、硏習班等，邀請國

際相關機構之學者專家來臺分享專業心得，並實地踏查瞭解臺灣里山

倡議進展，促進實地交流。  

2. 政策研究：借鏡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的運作機制，擬訂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短、中、長程的運作機制；借鏡國際生態農

業（ ecoagriculture）的學理和策略指引，分析和檢討國內相關農業環境

政策和保育政策的機會和問題，提出臺灣里山倡議整體性推動政策，擬

訂臺灣鄉村社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策略。  

3. 知識增進：汲取國內外里山倡議重要主題之研究成果和實務經驗，特別

是有關「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回復力指標」之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並

將這些知識提供於政策擬訂、能力培育和實地活動中，促進臺灣里山倡

議夥伴之間的知識增進和交流。  

4. 能力培育：透過規劃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資訊傳播網站

與通訊（電子報），對網絡夥伴和公眾傳播相關資訊；舉辦青少年或親

子里山倡議環境教育活動，增進年輕人對里山倡議和社會 -生態 -生產地

景重要性的瞭解和認同；藉由工作坊和實地踏實等形式，促進里山倡議

實務工作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互相學習和研討，增進其對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的實踐能力。  

5. 實地活動：借鏡里山倡議「願景 -方法 -行動策略」三摺法的完整架構，

藉資訊傳播、環境教育活動、工作坊、實地踏查交流、研討會等管道，

鼓勵臺灣里山倡議實務工作夥伴發展符合國際里山倡議三摺法架構的

實踐案例；協助報導和論述案例的規劃過程、經營管理架構和行動的貢

獻面向，提供國內實務工作夥伴之參考；透過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

絡會議或相關資訊平臺，向國際社群分享臺灣里山倡議實踐範例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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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策略目標中，分析現況、問題和擬訂對策是手段，目的是

幫助吾人落實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的保全和活用。因此，在上述相關的

五個工作面向中，「實地活動」乃重中之重。這也是為什麼加入 IPSI 會

員的義務之一是分享案例報告，以促進會員之間交流實地活動之議題、

解決對策和成果等經驗。TPSI《先期規劃》認取 IPSI 核心價值，希望

藉資訊傳播、環境教育活動、工作坊、實地踏查交流、研討會等管道，

鼓勵 TPSI 平臺的實務工作者發展符合國際里山倡議架構的實踐案例，

並持續促進國內夥伴間以及與國際夥伴間的交流。  

 

自 2016 年 5 月起，推動臺灣里山倡議成為農業委員會的部級政策，

該年 7 月起，亦成為林務局的重要新政策。在林務局的支持下，東華大

學接續執行「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拓展計畫」，重要成

果涵蓋下列三個面向：  

1. 能力培育及實地活動   

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之拓展，每年邀請臺灣

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里山倡議目標和作法的實務工作者

和相關組織，參加臺灣各區實地踏查及交流工作坊、全區工作坊或研討

會，以促進在地實務工作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構、綠色企業與

政府相關部門，針對里山倡議所涉及之問題、目標、策略、行動計畫、

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面對面討論，探索和促進臺灣各地可行作法，期增

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和行動力。成果包括：(i)2016 及 2017 年 TPSI

北、中、南、東區分區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18 個團體、45 人

次；中區 16 個團體、44 人次；南區 25 個團體、54 人次；中區 24 個團

體、52 人次。合計 123 個單位次、195 人次；(ii)2017 年 TPSI 全國交流

工作坊：2017 年 9 月 15 日於臺中科博館與環境教育學會、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合辦「臺灣里山倡議全區工作坊」，上

午場為「專題演講」，主題為 TPSI 發展之回顧與前瞻，開放公眾報名，

共計約 150 人參加；下午場為「TPSI 工作坊」，主題為 TPSI 行動議題

與未來運作策略，由主辦單位邀請參加，共計約 50 人參加。  

2. 國際參與面向：  

參與 2016 年 1 月於柬甫寨暹粒市舉辦之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

絡第六屆全球會議 (IPSI-6)，並分享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成果；受聯合

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邀請，參加 2017 年 4 月馬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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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沙巴省亞庇市舉辦之 IPSI 亞洲區大會，分享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網絡 (TPSI)的緣起和進展；2016 年 10 月邀請日本環境省自然保育局専

門官長野和明先生，分享日本環境省推動里地里山保全活用政策，邀請

日本速水林業代表速水亨先生，分享速水林業如何經營日本第一處經國

際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的永續林業。  

2017 年 11 月邀請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等研究所（UNU-IAS）之國

際里山倡議計畫執行長兼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秘書處主

任塚本直也先生、以及研究員姚盈芳博士來臺考察臺灣里山倡議案例。

並於林務局舉辦「借鏡國際里山、里海倡議：IPSI-TPSI 交流工作坊」，

分享及交流「國際里山倡議與 IPSI 的發展」、「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

統 (GIAHS)與日本能登里海倡議」、「TPSI 的緣起與發展」等主題，並

邀請 TPSI 北、中、南、東各區年輕人，分享里山倡議相關創業的專題

故事。本次工作坊共計 202 人參加，相當熱烈，包括：政府機關 35 個

單位 71 人、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 60 個單位 70 人、學校 21 間 37 人以

及個人報名 24 人。  

3.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面向：  

完成以里山倡議和生態農業強化臺灣島「森、川、里、海」的綠色

保育網絡之跨域治理論述。  

 

在林務局的支持下，東華大學接續執行「深化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

係網絡交流計畫」全程三年除了協助深化國內里山倡議相關工作，同時

亦將追踪和分析國際配合愛知目標的里山倡議進展，同時作為 TPSI 東

區基地並統籌臺灣全區交流議題和論述；與法鼓文理學院、農委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屏東科技大學等北、中、南區交流基地合作。  

107 至 108 年度重要成果涵蓋下列三個面向：  

1. 能力培育及實踐範例面向：  

協助林務局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之拓展，每

年邀請臺灣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里山倡議目標和作法的

實務工作者和相關組織，參加臺灣各區實地踏查及交流工作坊、全區工

作坊或研討會，以促進在地實務工作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構、

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針對里山倡議所涉及之問題、目標、策略、

行動計畫、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面對面討論，探索和促進臺灣各地可行

作法，期增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和行動力。成果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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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2018 年 6-10 月間陸續舉辦及協辦 TPSI 北區、中區、東區和南

區等 4 場兩天一夜的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24

個團體、40 人次；中區 28 個團體、55 人次；南區 27 個團體、36

人次；中區 23 個團體、42 人次。合計 102 個單位次、173 人次；

於 2019 年 6-11 月間陸續舉辦及協辦 TPSI 北區、中區、東區和南

區等 4 場兩天一夜的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30

個團體、47 人次；中區 26 個團體、56 人次；南區 31 個團體、  61

人次；東區 34 個團體、63 人次。合計 121 個單位次、227 人次。  

(2) 協助林務局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和 10 月 26 日分別前往嘉義林區管

理處和新竹林區管理處，辦理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計畫之推動議題與策略工作坊；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與林務局共同

辦理 2019 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議，促進臺灣 14 個 IPSI 新舊會員

經驗交流與傳承，包括 IPSI 相關會議參與、里山發展機制 (SDM)計

畫申請、案例報告撰寫之經驗及要領分享，給予未來交流方式建議。  

(3) 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邀請林務局及八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參加

IPSI-TPSI 案例報告撰寫工作坊，鼓勵各林管處論述及報導轄區優

秀案例，未來將登載於林務局里山倡議子網頁，並提交 IPSI 作為林

務局新案例；協助林務局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里海議題會議之討論

進行；於 2019 年 8 月 5 日與 6 日協助林務局主持國土生態綠網成

果交流會。  

(4) 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與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共同辦理臺灣里山倡

議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者有環境教育學會會員、農委

會林務局及所屬林區管理處、政府相關部門、社區與部落組織、民

間團體、綠色企業、學者專家、一般公眾等，共計 91 人參與。  

2. 國際參與面向：  

(1) 協助林務局完成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會員案例報告，

並於 3 月提交，已登載於 IPSI 網頁：https://goo.gl/k9rMES。  

(2) 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前往日本金澤參加第 7 屆 IPSI 會

員大會，借鏡他山之石並分享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成果。  

(3) 於 2018 年 7 月 3－9 日邀請中國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

薛達元教授團隊 4 人來臺交流，計前後 4 天花東地區考察及 1 天兩

岸交流論壇；兩岸「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治理型態」論壇於 7 月

6 日假東華大學舉辦，分別邀請中央民族大學薛達元教授、東華大

https://goo.gl/k9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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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裴家騏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中央民族大學楊京彪博士、朴金麗硏

究助理、藍文娟女士、本計畫主持人、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金

惠雯執行長、以及畢業於英國雪非爾大學的莊武龍博士等進行案例

分享報告。本次論壇共計 72 人報名參與，包括：政府機關 8 個單

位 17 人、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 19 個單位 20 人、學校 7 間 26 人以

及個人報名 9 人。  

(4) 協助林務局完成 TPSI 英文版宣傳摺、 I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草案，

內容為 2014 至 2019 年之臺灣里山倡議進程整理。  

(5) 已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9 月 1 日參加於英國倫敦辦理之英國皇家

地理學會年度國際研討會及考察；於 2019 年 9 月 2 日－9 月 9 日

前往日本熊本參與第 8 屆 IPSI 會員大會，借鏡他山之石並分享臺

灣推動里山倡議的成果。  

(6) 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9 月 30 日邀請日本千葉縣中央博物館前副

館長中村俊彥博士來臺參加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並擔任本次國際研討會之開場主題演講之嘉賓主講「增進里山里海

生物多樣性的人類活動」，同時也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

華慶局長，發表「國土生態綠網：找回人與自然的連結」主題演講。  

3.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面向：  

(1) 107 年度：已參考 IPSI 網頁，完成林務局建置 TPSI 網頁初步架構

建議；完成 TPSI 各分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之議題分析和里山倡議

融入國土綠網計畫推動之初步建議；完成 TPSI 各分區交流工作坊

暨青年論壇滿意度調查意見分析；完成里山倡議與生態防減災論述。 

(2) 108 年度：協助林務局並與各分區交流基地合作在「自然保育網」

下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訊息，完成林務局建置 TPSI 網頁

內容已上架，並持續新增相關資訊上網；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

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完成 TPSI 各分區

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之環境特性研究及議題分析和里山倡議融入國

土綠網計畫之推動建議。  

 本期計畫全程目標  

本「深化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交流計畫（ 2018-2020）」之全程目

標為：以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 2011-2020 為指引，依據林務局之推動「臺灣

里山倡議（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的「策略



 

8 

規劃架構」 (圖 1)和「工作面向」 (圖 2)，協助林務局推動國內里山倡議夥伴

關係網絡之拓展以及實務工作者之增能活動、促進與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網絡之互動，以增進臺灣里山倡議實地實踐與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本土里山

倡議的論述與實踐架構。同時，追踪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愛知

目標的進展，因 2020 年為愛知目標之總結年，本計畫 2018-2020 執行期間，

國際必然有許多有關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的評估、討論以及後續策略等訊息。

臺灣未來推動里山倡議的策略，必需與國際相關政策保持對話。因此，本計

畫全程三年除了協助深化國內里山倡議相關工作，同時亦將追踪和分析國際

配合愛知目標的里山倡議進展。  

 

圖 1 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的策略架構圖  

 

圖 2 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的工作面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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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目標  

以東華大學作為 TPSI 東區基地並統籌臺灣全區交流議題和論述；與法

鼓文理學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屏東科技大學等北、中、南區

交流基地合作，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夥伴的基本訊息資料庫並協助規劃和

執行 TPSI 各分區交流活動；持續協助林務局及各林管處體系的增能活動；

參與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相關活動，分享臺灣 TPSI 推動成果；

協助林務局將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協助林務局並與各

分區交流基地合作在「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訊息。 

 實施方法與步驟  

實施方法可對應於里山倡議之上述五個工作面向：  

1. 能力培育及實踐範例：協助林務局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之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將持續舉辦下列工作坊，以協助增進公

部門行政專業者的行政規劃和執行能力、民間實務工作者的實地規劃

和實踐能力、以及與國內外相關社群論述和溝通的能力：  

(1) 持續協助林務局舉辦林管處行政體系之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計畫之推動議題與策略工作坊。  

(2) 持續舉辦 TPSI/IPSI 案例論述和報告撰寫工作坊，並協助將各林區管理

處以及 TPSI 各分區優秀案例納入林務局即將建構之里山倡議子網頁以

及林務局提送 IPSI 之新版 TPSI 案例。  

(3) 舉辦 TPSI 東區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並與 TPSI 北、中、南分區交

流基地合作，協助規劃和執行 TPSI 各分區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各

分區工作坊將邀請所有分區交流基地主持人以及部分夥伴參與）。  

(4) 與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合作，於 2019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前辦理臺灣

里山倡議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2. 國際參與：  

(1) 與林務局及各分區交流基地主持人共同撰寫 TPSI 2018-2019 年歷程和

成果之 I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第二版）草案，預訂於 2020 年定稿並提

交 IPSI 秘書處。  

(2) 參與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鄉村地理學等相關國際會議，

考察世界遺產鄉村地區之經營管理，借鏡他山之石並分享臺灣推動愛

知目標及里山倡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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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國際里山倡議和農業生物多樣性 (agrobiodiversity)等背景之學者

專家來臺參訪和交流（預計參加 2019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相關之主題演

講以及臺灣里山倡議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3.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臺灣本土里山倡議論述內涵與實踐架構探討和

建構、訊息傳播等，包括：  

(1) 與 TPSI 各分區合作，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

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  

(2) 協助林務局於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及內容，包括

IPSI 重要架構、發展和最新訊息、 IPSI 重要案例及研究報告、TPSI 緣

起、發展、各分區及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TPSIQ&A

等。  

(3) 分析 TPSI 北、中、南、東區各分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環境特性，探

討各分區和全區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推動議題，

並提出策略建議。  

 重要工作項目  

本（108 年度）重要工作項目如下：  

1. 協助林務局舉辦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推動議題

與策略工作坊  

2. 舉辦 TPSI/IPSI 案例論述和報告撰寫工作坊  

3. 舉辦和協辦 TPSI「北、中、南、東」四分區之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  

4. 辦理臺灣里山倡議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5. 協助林務局提交 IPSI 會員案例報告 (本年度完成第二版草案 )  

6. 參加於日本辦理之 IPSI-8、參加於英國倫敦辦理之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年度國際研討會及考察  

7. 邀請國際里山倡議等背景之學者專家來臺參加臺灣里山倡議與環境教

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8. 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  

9. TPSI 各分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之環境特性研究及議題分析和里山倡

議融入國土綠網計畫之推動建議  

10. 協助林務局於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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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參與  

 FFTC 2019 研討會主題演講及 T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草案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FFTC）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HDARES）、林務局（FOREST）、林業試驗所（TFRI）及里山倡議國際

夥伴關係網絡（ IPSI），於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國際會議

廳共同舉辦「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國際研討

會」（ 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being），本計畫團隊與林務局林華慶局長合著一篇「推動里山

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之臺灣經驗 (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 -being: 

Taiwan’s experience)」，作為大會開幕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內容主

要有關 TPSI 之緣起、進展和前瞻，全文 (見次頁 )登載於 FFTC 網頁：

http:/ /ap.fftc.agnet.org/ap_db.php? id=1030 

明年將上述論文進一步增補 2019-2020 年之 TPSI 進展，並依 IPSI 案

例報告格式，投送 IPSI 網頁刊登。  

http://ap.fftc.agnet.org/ap_db.php?id=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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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FTC 2019 研討會主題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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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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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SI 英文報導登載於《Taiwan Insight》  

TPSI 的緣起和進展，2017 年雖然已寫成 IPSI 案例報告，登載於 IPSI

網頁中  (https: / /satoyama-init iat ive.org/old/faci l i tat ing -the-development-of-a-taiwan-partnership-

for-the-satoyama-ini t iat ive -tpsi-2014-2017/)，惟查閱對象可能有限。為了讓國際社群

瞭解 TPSI 最新的緣起和進展，本計畫的研究團隊撰寫了一篇英文報導

「Realising society in harmony with nature through the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透過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實踐人類社群與

自然和諧共生）」，投稿並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登載於《Taiwan Insight》

（ https: / / taiwaninsight .org/2019/10/09/realising -society-in-harmony-with-nature-through-the-

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 iat ive/）。  

 

https://satoyama-initiative.org/old/facilitating-the-development-of-a-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iative-tpsi-2014-2017/
https://satoyama-initiative.org/old/facilitating-the-development-of-a-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iative-tpsi-2014-2017/
https://taiwaninsight.org/2019/10/09/realising-society-in-harmony-with-nature-through-the-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iative/
https://taiwaninsight.org/2019/10/09/realising-society-in-harmony-with-nature-through-the-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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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全球大會  (IPSI-8)  

 背景  

 

1. 名稱：第八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全球大會  (IPSI-8)  

2. 會議時間：2019 年 9 月 2 至 6 日  

3. 會議主辦：IPSI 秘書處（聯合國大學永續高等研究所，UNU-IAS）、生物

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日本環境省和日本熊本縣政府共同舉辦  

4. 會議地點：日本熊本縣熊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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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由本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IPSI-8 共有大約 140 位學者專家、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等代表出

席。來自臺灣的 IPSI 會員計有：林務局 (2 人 )、國立東華大學 (1 人 )、中

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2 人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 人 )、水土保持局

(2 人 )、慈心有機農業基金會 (2 人 )、富里鄉農會等代表 (3 人 )、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合會，1 人 )、雲林科技大學 (2 人 )、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會 (1 人 )，合計 17 人出席。為歷年來我國出席單位和人數最

多的一次。  

 研討會主題和議程  

第八屆 IPSI 全球會議（ IPSI-8）包括 IPSI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的非公開會議、向所有 IPSI 成員開放的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表 1）以及對公眾開放的公眾論壇（Public Forum，表 2）。

指導委員會和會員大會主要處理夥伴關係網絡的行政事務，公眾論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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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則是進一步討論與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海景（SEPLS）有關的議

題，並向更廣泛的大眾介紹 IPSI 及其活動。  

會議時期同時與一項有關「2020 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地景取徑

（Expert Thematic Workshop on Landscape Approaches for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的專家主題工作坊合併舉行。  

 

圖 3 IPSI-8 與會者合影  

 

IPSI-8 會員大會於 9 月 3 日上午啟動，流程包括：推選 IPSI-8 大會

主席、通過議程、 IPSI 指導委員會主席報告、 IPSI 秘書處主任報告、

IPSI 指導委員會成員輪換名單等。  

表 1 IPSI-8 會員大會議程  

1. 開幕  

2. 推選 IPSI-8大會主席  

3. 議程項目1：通過議程  

4. 議程項目2： IPSI指導委員會主席報告  

5. 議程項目3： IPSI秘書處主任報告  

6. 議程項目4： IPSI指導委員會成員輪換名單  

7. 議程項目5：其他事項  

8. 閉幕  

 

2019 年 9 月 4 日 14:00-18:00 舉行了關於「保育生物多樣性的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海景」公眾論壇，目的是向一般公眾報導 IPSI 相關進

展，並鼓勵公眾討論地景取徑、生產地景和海景、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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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題。本屆活動還展示了 SEPLS 的國際和本地經驗、以及熊本的全

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GIAHS）保存維護經驗。  

表 2 IPSI-8 公眾論壇（Public Forum）議程  

  

開幕致詞  

 聯合國大學永續發展高等研究所所長  竹本和彥教授  

 日本環境省自然保護局局長  鳥居敏夫先生  

 熊本縣副縣長  小野大介先生  

主題演講  

1.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高級客座教授、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所長（ IGES）、

東京大學未來倡議研究所教授 Kazuhiko Takeuchi 教授：「社會 -生態 -生產

地景與海景（SEPLS）在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的作用」  

2.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農業生物多樣性和內陸水域官員 Caridad Canales

女士：「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的 2020 年後進程」  

小組會議  

1.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首席客員 Suneetha M. Subramanian 博士：「 IPBES

全球評估報告中的地景取徑」  

2. 東海大學九州校區人文教育中心主任、文明研究所九州分所所長 Minoru 

Fukuzaki 教授：「創建區域循環和生態圈以重建阿蘇家園」  

3. MS Swaminathan 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Anil Nadesa Kumar 博士：「地景取徑

與農業生物多樣性」  

4. 阿蘇地區 GIAHS 協進會執行長 Masamitsu Koba 先生：「全球重要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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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體系：管理阿蘇草原以實現永續農業」   

5. 環境與農村支持女力 NPO 理事長、里山能源公司首席執行長 Eri Otsu 女

士：「南阿蘇地區地景取徑的實踐」  

小組討論會  

主持人：UNU-IAS IPSI 計畫執行長 Hiroaki Takiguchi 博士  

 

「 2020 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地景取徑（ Expert Thematic 

Workshop on Landscape Approaches for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的專家主題工作坊於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與第八屆

IPSI 全球會議在日本熊本同期舉行。工作坊由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的

IPSI 秘書處、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日本環境省以及熊本縣政府共同

舉辦，目的在於為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發展做出貢獻，並

提出將地景觀點納入未來生物多樣性政策的建議。  

由於聯合國《  2011-2020 年生物多樣性十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2011-2020 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及其《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正在

迅速接近尾聲，政策制定者已開始規劃 2020 年後新的全球生物多樣性

框架。這是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會議的決定，該決

定將推動一系列區域和主題諮詢會議和研討活動，以及不限成員名額的

工作組以協助製訂框架內容。這次專家專題工作坊即是上述相關活動之

一，其結果將貢獻於隨後的活動及框架內容。  

本專家主題工作坊的參與者，包括所有 IPSI-8 與會會員以及特邀的

CBD 專家群。與會者就與地景取經和規劃方法等多個相關主題進行了

一系列廣泛的討論，並就地景取徑對 2020 年後的生物多樣性政策如何

做出貢獻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議。工作坊成果報告將提交並納入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相關會議參考。  

工作坊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圍繞著小組的深入討論，分為三

個主題流和 15 個子題，涵蓋了地景取徑的各個要素。它是的組織方式

使每個參與者都有機會輪流瀏覽所有 15 個子題（表 3）。主持人和報

告員，他們僅在不參加會議時輪換。這個密集的過程旨在使所有參與者

有機會就每個子題提供意見。根據討論地景取徑的一般原則、特徵和特

點，以及為什麼應將其作為中心議題，以確定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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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0 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地景取徑」專家主題工作坊主題流及子題  

三大主題流  15 項子題  

地景和海景經營

的現況和趨勢  

1. 海岸管理（Coastal management）  

2. 退化和復育（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3. 災害風險減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 文化景觀 -自然與文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

性的連結（Cultural landscapes – nature and culture 

and the link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5. 地區本位的保育（Area-based conservation）  

支持性環境  1. 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 科學評估（Scientific assessment）  

3. 永續發展指標與相關政策架構（Links to SDGs 

and related policy frameworks）  

4. 地景和海景的永續經濟體系 (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s for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5. 地景層級的性別考量（Gender considerations at 

the landscape level）  

實施  1. 資源活化及能力建設（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2. CEPA溝通、教育及公眾覺知（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3. 監測 /報告 /評估

（Monitoring/Reporting/Evaluation）  

4. 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及國家層級政策（NBSAPs 

and national-level policy）  

5.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於其他部門（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to other sectors）  

 

依據上述工作坊的討論結果，大會於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一份「熊

本報告」，內容包括背景和組織、關於地景取徑、工作坊和成果、以及

關於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等下列七項特定要素的建議：地區

本位的保育、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其他部門以及永續農業和永續經濟的主

流系統、科學評估 /監測 /評估和報告、土地退化與恢復以及減少災害風

險、  沿海生物多樣性保育、促進性別平等的框架、自然與文化的聯繫、

全球 /國家和地方政策、資源調動、能力建設和 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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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倫敦辦理之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年度國際研討會  

一、  背景  

 

1. 名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國際年會 (RGS-IBG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 會議時間：2019 年 8 月 27-30 日  

3. 會議主辦：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4. 會議地點：英國倫敦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GS）是為促進地理學發展、於 1830 年在英

國設立的一個學會，在地理學發展佔有重要地位，現有會員 16,500 餘

人。1933 年英國成立了地理學者機構（ IBG），兩者於 1995 年合併，

名稱仍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年會是全球性的地理

學盛會，已連續召開 189 屆，會議規模達 2000 人左右。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宗旨在於積極組織各種國內和國際活動，鼓勵

和資助地理學研究和高等地理教育，並與眾多從事研究、教育、政策研

究、專業以及面向公眾的地理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以探究如何應對來自

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  

 

本計畫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約有 1900 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專家出席。其中包括十位來自東

華大學 (計畫主持人 )、臺灣大學 (5)、成功大學 (2)、臺北大學 (1)、銘傳大

學 (1)等臺灣學者參加。  

 

2019 年會主題為「動盪的的地理、希望的地理」，主題反映了當今

世界發生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的變化。許多變化令人深感憂慮和困擾，

但是在困難時刻，人類仍應充滿希望，而地理學者處於重要位置，需要

以智力思考、道德關懷和切實可行的策略來應對當前的全球挑戰，為實

現積極的變革提供希望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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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包括 400 多個子題會議、專家小組會議和全體會議，議題和議

題詳見：https://bit.ly/372VZSV 。計畫主持人參加子題「探索保育經營

自然解決方案的地方脈絡（Exploring the local context for nature -based 

solutions in conservation management）」，議程如下：  

 

https://bit.ly/372VZ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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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主持人口頭論文發表主題和內容  

 

計畫主持人口頭發表有關臺灣東部海岸（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上

下游兩個原住民部落之地景 -海景回復力指標工作坊之案例研究成果，

後 續 修 改 之 論 文 “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a biocultural 

approach to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scapes”。會後受邀投

稿《Sustainability》期刊 (SCI/SSCI)之專刊《保育經營的自然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Conservation Management）》，經審核通過

刊登於：https://www.mdpi.com/2071-1050/12/1/408 

 

Local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tewardship 

of biodiversity worldwide. Assessment of resilience in socio -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in the area. This work examines 

application of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RAWs) as a biocultural 

approach to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Xinshe SEPLS, Hualien County, 

Taiwan. RAWs were conducted in 2017–2018 in two indigenous 

communities—Amis Fuxing Dipit Tribe and Kavalan Xinshe Paterongan 

Tribe—as a part of an ongoing multi -stakeholder platform for the “Forest–

River–Village–Sea Ecoagriculture Initiative” (the Initiativ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include (1) performing a baseline landscape resilience a ssessment 

in two communities and identifying their common and varying concerns 

and priorities, and (2) eliciting a community-driven vision for enhancement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2/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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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landscape resilience based on adjustments to the action plan of the 

Initiative. Assessment methodology employs 20 indicators of resilience in 

SEPLS jointly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UNU-IAS) and 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 an “Explain–Score–Discuss–Suggest” model is appl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unities’ primary issues of concern and 

adjustments to the action plan are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based livelihoods, 

transfer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use of common resourc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approach has  a high potential to help 

facilitate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human well -being and biodiversity 

benefits in Xinshe SEPLS.  

Keywords: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socio -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 biocultural approach; 

participator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nature -bas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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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與建議  

1.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於 1830 年設立後已連續召開 189 屆相關會議，由於積

極組織各種國際活動，鼓勵和資助地理學研究和高等地理教育，並與眾多

從事研究、教育、政策、專業的地理機構建立合作關係，探究和應對來自

全球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議題，在地理學和全球環境議題發展中佔有重

要地位，建議持續參與，借鏡國際專業，並分享臺灣經驗。  

2.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旨在保護自然以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為了發展有

效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需要評估特定地區（社區）的社會和經濟優先

事項。這些優先事項可能來自當地生態系統本身的特徵，以及其中社群的

文化和歷史背景。本計畫主持人於研討會中發表有關臺灣東部海岸（花蓮

縣豐濱鄉新社村）上下游兩個原住民部落之地景 -海景回復力指標工作坊

之案例研究經驗，受到許多專家肯定，全文亦已投稿和登刊於公開閱覽之

著名期刊《Sustainability》，傳播於國際學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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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國際里山倡議等背景之學者專家來臺參加臺灣里山倡議

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一、  緣起  

里山倡議正式啟動於 2010 年 10 月日本名古屋舉辦之聯合國第十屆生

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中，由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與日本環境省

共同倡議之「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目的在於邀請全球各

地有志一同的組織加入會員，共同探討全球各地「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和海

景（SEPLS）」保全活用的相關議題與對策，以確保鄉村地區農業生產環境

的多元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同時透過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並建立群

策群力的協同經營體系，邁向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願景。  

為配合近年臺灣環境教育結合里山倡議的發展趨勢，今年度東華大學與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協會商討之下，將 2019 年度的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

訂為：「運用環境教育取徑  保全森、川、里、海連結」，提倡環境永續，促

成產官學研、民間組織及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透過環境教育強化環境地景

與個人和社會生活、發展的連結，讓環境教育落實於生活中，化為實際行動，

建構更具環境永續性的和諧未來，進而邀請到日本千葉縣中央博物館前副館

長中村俊彥博士主講來臺演講。講者發表內容概述請見下小節。  

二、  參訪行程及日誌  

表 4 日本學者專家中村俊彥博士來臺行程表  

日期/時間 上午 下午 晚上 

9 月 26 日  班機抵達臺灣時間 15:05 搭火車前往臺北 

住宿： 

經典假日飯店 

9 月 27 日 09:30-11:00 

花蓮火車站集合出發 

11:00-12:00 

獵人學校簡介、驛站導

覽、水璉部落的故事 

12:00-13:30 獵人風味餐 

13:30-16:00 

山林教室獵人體驗課程 

16:00 賦歸 

與環境教育學會

交流 

住宿：東華會館 

9 月 28 日 開場演講：增進里山里海

生物多樣性的人類活動 

參加 2019 環境教育學術

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住宿：東華會館 

9 月 29 日 參加 2019 環境教育學術

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參加 2019 環境教育學術

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搭火車前往臺北 

住宿：富濠飯店 

9 月 30 日 9:00-12:00 

參觀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班機離開臺灣時間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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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五日行程 9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行程安排概述如下 : 

9 月 26 日（週四）由本計畫研究團隊的博士生 Polina Karimova 前往桃

園國際機場，迎接本次邀請來臺演講的中村俊彥博士，由於抵達花蓮時間較

晚，且隔日一早的參訪行程須於花蓮火車站集合，直接引導前往晚上之住宿

地點位於花蓮市區的經典假日飯店。  

9 月 27 日（週五）整日行程為參訪吉籟獵人學校，本次邀請到大漢技

術學院游麗方老師擔任整趟行程日文翻譯。獵人學校的創立來自於傳承、延

續和守護的初衷，積極將原住民的獵人文化發揚、教給下一代，包括寶貴的

知識和技能，以及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價值觀等，更期盼由傳統與休閒觀光

旅遊的結合激盪，把新的生機帶進部落的同時，也讓生活在寶島臺灣的我們，

能用不多的角度了解這塊土地，進而更深愛這塊土地。(擷取吉籟獵人學校簡

介 )抵達獵人學校後，由在地導覽解說員直接帶領進到森林教室接觸到許多阿

美族的傳統植物也巧遇留鳥群灰喉山椒鳥，本趟參與者包括受邀來參與環教

研討會之兩岸四地中國港澳等學者，阿美族野菜文化之旅過程中參與夥伴互

相彼此分享教學經驗及知識，下午進入森林教室現地介紹傳統家屋的搭建工

法及未來林區內對環境教育場域之應用，最後於傳統屋內進行回饋心得分享。

回程後由本計畫主持人陪同用餐，由於需準備隔日上午場次之演講提早休息，

當晚住宿於東華會館（國立東華大學校區內）。  

9 月 28 日（週六）早上為本次環教研討會主題「運用環境教育取徑  保

全森、川、里、海連結」擔任開場串聯，詳細演講相關內容如後方，下午在

本計畫主持人、大漢技術學院游麗方老師引導下參加研討會里山倡議等其他

的主題性國際論壇，晚上則參與由環教學會安排的晚宴，並與其他國內外學

者互相交流學習，當晚住宿於東華會館（國立東華大學校區內）。  

9 月 29 日（週日）上午至下午由大漢技術學院游麗方老師陪同下參與

第二天的環教研討會，至不同場次的學術論文發表、實務、國際論壇進行交

流，傍晚在本計畫研究助理邱雅莘陪同之下，搭乘火車返北前往晚上之住宿

於臺北市的富濠飯店。  

9 月 30 日（週一）日本學者來臺灣這趟旅程想趁空檔參觀沿海紅樹林

溼地可以近距離欣賞到少見的胎生植物水筆仔，早上便安排前往參觀淡水紅

樹林自然保留區，木棧道暫不開放僅能於園區外圍週邊腳踏車道進行觀察；

下午因第 18 號颱風米塔颱風暴風圈逼近臺灣周遭海域氣候不佳行程取消，

提早送日本學者至臺北松山機場搭乘飛機離臺。  

http://www.cidal.com.tw/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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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者報告內容  

本次環教研討會邀請到來自千葉縣中央博物館前副館長中村俊彥博士

以「增進里山里海生物多樣性的人類活動」為主題作為開場，先以日本與臺

灣生物多樣性來做開頭：「東亞的植物向的圖，日本從北到南維管束植物大

概有四千六百種，臺灣從海平面到將近四千公尺的玉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有非常多的維管束植物，大概有六千七百種」，以臺灣身處在的小島上低海

拔到高海拔就擁有許多種類，身處在這樣里山里海的環境當中要如何去保護？

透過一張分類圖來了解不同地形的稱呼來簡單介紹里山里海的重要性：「在

這樣複雜領域當中我們跟生存自然資源有直接相關性，在這些資源我們要如

何循環永續利用是個問題，我們是能夠在環境當中可自立可循環的持續應用

生態系。想要將里山里海這樣的形態做一些分類說明，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有 13 個型態認識。」  

另外提出人類適度的干擾可以創造生物多樣性，里山里海是生物多樣性

保護舉了四個理由：首先為「生物多樣性能夠遷移變化土地的利用情況的馬

賽克鑲崁地形。」舉了在日本闊葉林中生長之豬牙草復原的人類適度的砍筏

利用管理；接著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這種連續不同的水環境變化。」舉了冬

天時因農田有放水溫度相較水道路高因而出現日本赤蛙的軟泡；另外還有

「對於水旱田這些聚落人類可以連續創造或是引入新的品種在培養飼養的

環境」人們可以把物種遷入在自己的庭院栽培創造出新的品種；最後就是「對

自然敬畏的心創造出神社這些不同的文化。」舉了櫻花開了是因為山神要下

來了迎接祂而開花，以及為水湧出來的地方有敬拜水神的寺廟，並秀出 Dr. 

Kevin 繪畫出被蛇包覆的水神可見蛇與水之間的重要性。  

日本學者將第一段的里山里地重要性做一個簡短的整理，並講述其生態

系服務支持的重要性：「生態服務提供的這種環境資源的調整可以讓我們的

環境可以帶來變化，再來就是文化的資源可以讓我們的心可以更安靈，這些

所有的資源支持力量就是來自生態服務，所以我們把里山里海顧好的話也就

是讓這個生態服務可以持續地提供我們很豐富的生活。」面對著現代城市的

開發，孩子接觸自然機會變少，點出日本兩項國內研究顯示出有受過自然體

驗的孩子正義感與道德感會增加；另外自然的接觸與身體狀況也是呈負向成

長的概念，若接觸自然減少「自然度下降的小朋友身體健康程度也下降，自

然度減少不健康度就會增加」  

同時面對著現代社會的都市和各種資源豐富提高物慾的時代，資訊發達

的時代與手機電腦普及化，孩子沉迷於手機網路世界面對自然時間相對減少，

美國相關延健便發表了一本書：「這邊講的是 nature-deficit disorder 欠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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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環境，日本翻譯成自然欠損障害，里頭寫很多現在小朋友欠缺身心健康的

現象。」，甚至也延伸出現一些較負面的影響：「因為經濟的發展要競爭所

以就會有一些霸凌的事件，也因為物品過多物慾更強造成了犯罪的事件。」

因此做了一些研究以及試驗測試讓兒童幼童接觸里山里海的環境會有那些

效果，結果顯示小孩們喜歡想去海邊玩森林玩，而在互動過程中發現在當中

會增加孩子的好奇心與集中力，依照小孩所興趣的物種分成不同年齡層有不

同的嗜好譬如說是蒲公英世代 (1-3)鼠腹世代 (3-6)螯蟹世代 (6-9)獨角仙世代

(9-13)，另外在研究中顯示另演講者感到開心的是發現了他們對於別人的體

貼與同理心增加這件事 (kindness and compassion)，並提出：「我認為對於別

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是教育的一個終點，培育生長的力量我覺得是教育的原點，

然後我覺得里山里海就是可以有這樣的環境來達到目的。」因此更加驗證出

里山里海是最佳締造這樣的環境可以讓孩子最自然的方式接觸土地。  

將里山倡議所締造出來的三大主軸是：「區域的多樣性生態系統以及人

類的傳統文化的保存或再現、把經濟中心的社會移轉到重視生或多樣性的社

會、以地緣共享資源為核心讓都市跟里山里海可以互補的系統可以被創造出

來。」連接到本次研討會核心概念環境教育，如何讓孩子身處在自然的環境

當中便深化八項行動 (「了解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並建立監測系統」「當地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保護與更新」「保護和利用當地傳統文化和獨特技

術」「減少環境影響和生態系統影響」「減少外部對資源和能源的依賴」「建

立將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系統」「安全，自由和公平的物流和信息」「生

活 /生命 /生活經歷 /教育要去實踐」)中的第八項，教育部分延伸點出自然體驗

的環境之外，提到最重要的是在鄉村中有「おばあちゃん (奶奶 )、おじいち

ゃん (爺爺 )」重要的角色傳遞傳統的農作技術，扮演著讓孩子有傳遞經驗與

知識最好的學習對象，透過爺孫的世代互動，教孩子過程中老年人他們也感

受到重新活了一遍。結尾以孩子畫作上頭寫下文字的圖片：「希望這個社會

是一直很和平的那希望樹跟蟲跟人都可以增加，有新的世界。」透過體驗過

程對於環境與未來深植在孩子心中：「對小朋友來說樹木跟蟲跟我們人一樣

希望能夠透過時空膠囊我們都可以同時到下一個世代都很豐富豐盛，那最後

希望透過小朋友可以再學習當中可以看到生命的豐富性。」結束後，受到廣

大迴響，現場參與者回饋熱烈對於環境教育的相關內容詮釋受益良多，也期

待未來能邀請學者到其他單位進行相關主題性或延伸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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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能力培育及實踐範例  

 協助林務局舉辦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

推動議題與策略工作坊  

一、  國土生態綠網計畫—里海及河海生態廊道工作交流研討  

受邀代表東華大學參加 2019 年 5 月 29 日上午 09:30~12:00 於林務局召

開之「國土生態綠網計畫—里海及河海生態廊道工作交流研討」，與會者另

有農委會漁業署、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觀樹教育基金

會等。  

會議包括兩議題：  

1. 里山里海夥伴關係網絡：分別由林務局保育組簡報「國土生態綠網：森

川里海串連之願景」、東華大學 (本計畫主持人 )簡報「臺灣里山倡議夥伴

關係網絡」、水產試驗所簡報「里海教育場域及人才網絡建構」；  

2. 里海、河海生態廊道資源維護相關工作：分別由觀樹教育基金會簡報「成

龍濕地不抽地下水實驗漁塭之發展與困境」、花蓮林區管理處簡報「新社

部落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大平臺實踐案例」、羅東林區管理處簡報「季新、

錦眾魚塭區春秋兩季友善耕作」。  

本次交流研討會為國土生態綠網計畫實施後，林務局第一次邀請漁業及

水產相關主管機關，與里山倡議之相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和保育主管機關

互相分享觀念和經驗，開啟未來更多對話及合作之機會。  

二、  國土生態綠網成果交流會  

受邀代表東華大學參加 2019 年 8 月 5-6 日於林務局舉辦之「國土生態

綠網成果交流會」，本交流會由林務局主辦，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協辦，

邀請對象為政府單位、民間團體、社區組織、學校和社會大眾。  

本交流會主題訂為「國土生態綠網首部曲：尋找森川里海的連結」。會

議之緣起為：林務局為自然保育中央主管機關，負有維護全國生物多樣性之

責。因應氣候變遷、促進國土保育、維護自然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

理配置，奉行政院核定負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的建置計畫。對內需整合農委

會相關部會的技術資源，向外則需與交通、水利、內政等跨部會組織建立協

調合作機制，期開啟公部門與民間的溝通協力平臺，推動生態保育與棲地串

連的工作，達到森川里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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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之目的係向社會大眾分享計畫的重點工作及階段性成果。以經濟

部水利署與農委會林務局簽署合作備忘錄揭開序幕，並透過各階段主題分享

與專家學者的交流與談，凝聚國土生態綠網之共識和願景。  

國土生態綠網建置計畫含三大願景：(1)營造友善、與社區參與之社會－

生產－生態地景與海景；(2)提升淺山、平原、濕地及海岸的生態棲地功能及

生物多樣性的涵養力；(3)串聯東西向河川、綠帶，連結山脈至海岸，編織「森、

里、川、海」廊道成為國土生物安全網。  

本交流會共計兩天，依序討論四大主題：(1)國土生態綠網跨域平臺建置、

(2)藍圖規劃與生態廊道串聯、 (3)里山倡議及友善農漁生產環境推動、 (4)主

題四：綠網理念推廣與公眾參與。本計畫主持人擔任第三大主題之主持人和

引言人。第三大主題之議程如下：  

時間 內容 

主題三：里山倡議及友善農漁生產環境推動 

09:20-09:30 主持及引言：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李光中 

09:30-09:50 農業地景發展生態廊道與綠色旅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09:50-10:10 國土綠網X里山實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10:10-10:30 與自然和諧共生—宜花有機及生態農業之推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0:30-10:50 茶敘 

10:50-11:10 友善蜂業生態環境之建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10-11:30 西部廊道友善漁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1:30-11:50 綠色保育標章與國土生態綠網實踐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11:50-12:30 交流主題：里山倡議與生態友善農法 

與談人：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組長郭鴻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陳美惠 

 農委會林務局組長李允中 

12:30-14:00 午餐及里山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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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議  

 工作坊目的  

2010 年  10 月於日本名古屋舉辦之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

國大會中，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與日本環境省共同啟動（里

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加入  IPSI 的全球會員組織已達  253 個（據  2019 年  5 

月統計），涵蓋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其他政府相關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公

民團體、原住民和在地社區組織、學術、教育和研究機構、企業和私部門組

織、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等，分布於全球各地並來自不同的層級和部門。 

里山倡議的觀念和作法於  2010 年底引進臺灣後，亦廣泛受到政府和公

眾歡迎，各地符合里山倡議精神、從事鄉村地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保全活

用的案例愈來愈多，陸續加入  IPSI 的臺灣會員，包括林務局等亦達  14 個。

臺灣  IPSI 會員於過去  8 年間，除積極參與  IPSI 相關會議外，在案例報告

(case study report)分享、會員合作計畫（ collaborative projects）提送、各年度

里山發展機制 (The Satoyama DovelopmentMechanism, SDM)計畫獲補助、各

年度里山倡議主題論文彙編（Satoyama InitiativeThematic Review）獲登載等

方面，皆有傑出表現  (參考連結  https://bit.ly/2xXCOdj)。為促進臺灣  IPSI 

新舊會員經驗交流、傳承，爰召開本次會議。  

 會議出席者  

林務局 6 位；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 位；水土保持局 1 位；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1 位；國立東華大學 4 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位；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2 位；鼓山文理學院心靈環保研究中心 1 位；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3 位；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2 位；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1 位；財團

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 位；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2 位；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會 1 位；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1 位；富里鄉農會 2 位；亞太糧肥

技術中心 2 位，共 33 位。  

 工作坊議程  

時間 : 108 年  8 月  21 日（週三）  上午 10 時 00 分~12 時 30 分  

地點 : 林務局會議室上  7 樓會議室  

 

  

https://bit.ly/2xXCO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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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議議程議程表 

時間 工作坊內容 

10:00-10:10 致詞：林華慶局長 

10:10-10:40 IPSI 歷屆全球會議及臺灣 IPSI 會員之參與成果簡介 

東華大學 李光中副教授報告 

10:40-12:00 臺灣 IPSI 會員里山倡議推動經驗交流 (每單位 3-5 分鐘) 

1.參加 IPSI 相關會議參與經驗及要領分享 

、今年 9 月 IPSI-8 大會派員情形 

2.IPSI 案例報告撰寫經驗分享 

3.里山發展機制(SDM)計畫申請要領分享 

4.里山倡議主題論文彙編之撰寫要領分享 

5.臺灣 IPSI 會員未來交流方式建議 

6.其他 

12:00-12:30 綜合討論、結語 

12:30~ 散會 

 重要議題及其討論內容分析  

1. 林務局  林華慶局長：  

本次會議為臺灣第一次 14 個 IPSI 夥伴齊聚一堂。其目的是讓大家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分享這段時間內彼此在努力或著墨之重點，二是期

望後續可做更有效的資源整合或進一步的分工合作，來達到意見交換或

凝聚初步的共識，未來在臺灣做出更具體的展現。林務局過去這十年來

藉由個案的推動，包含里山或是里海的類型個案，累積的經驗在去年朝

向制度化，我們提出了國土保育綠色網路建置中長程計畫，希望把過去，

特別是針對有人居住的淺山平原海岸地區、人口相對較稠密擾動較頻繁

土地，運用有別過往以自然生態為主、以公有地為主的劃設保護區一個

迥異過去這種經驗，朝向能以推動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同時兼顧人類的生

計，國土綠網的推動計畫啟動里山倡議會是這計畫中非常重要的策略。 

2. 亞太糧肥中心  林國慶主任：  

今年九月將會在花蓮舉辦里山倡議國際研討會，將臺灣過去在里山

十年的成果藉此展現。另一方面，希望了解人與自然之間要如何做良好

的互動，與各位期勉，里山不要只有看山，里也是很重要的，需要了解

人的行為、社區是如何發展，環境生態的概念需要大家去了解重視，期

許未來有關里的部分可以融入不是只有生態自然，未來能與各個夥伴努

力，建立夥伴關係亦是重要的一環。  

3. 東華大學  本計畫主持人：  



 

64 

自 2011 年開始，里山倡議在國際會議上被廣泛討論，參與 IPSI 第

一屆時巧遇 311 地震，讓里山里地里海面臨的天災自然威脅時該如何保

全活用，當年八月便在東京舉辦災害復興研討會，理解到大自然給予恩

惠同時帶來威脅，此次會議上跨域整合方法，將里山倡議在災害復興上

有發揮角色。2013 年在日本福舉辦 IPSI4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第一次以參與海報競賽獲選，隔年臺灣案例受到重視，也是醞釀到 2014

年才提案例報告。 2016 年的 IPSI6 於柬埔寨暹粒，世界文化遺產舉辦

會議，林務局與東華大學共同提案 TPSI 建立機制。直到去年 2018 年的

IPSI7 於日本金澤舉行，臺灣共有 7 個會員參加，接近 2020 愛知目標去

回顧這些年相關成果問題。  

4. 林務局  王佳琪技士：  

林務局里山倡議發展過程，自 98 年就有濕地相關的個案研究，107

年國土綠網六大項目參考國際里山倡議五大面向的國際參與政策研究

運用，在政策與發展上，與慈心基金會合作綠色保育標章。而在能力培

育與知識增進方面，今年的目標放置在網頁建置建構，目前 TPSI 已發

展出四區網絡，且各有其交流機制與特色，針對各個林管處轄區內選擇

相關案例的輔導與推廣。從去年開始，希望將理念推廣給大眾，便與臺

灣鐵路局合作里山動物列車。去年開始邀請農改場、農試所加入網絡與

夥伴分享經驗，今年五月亦邀請水試所與漁業所及民間團體，共同針對

里海個案技術研討。區域性平臺上，由各區林管處所召開區域性平臺，

目前已有不錯的發展。  

5.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柳世紘副處長：  

今年首度加入 IPSI 大家庭，基金會過去以推動援外工作居多。加

入 IPSI 會員的契機，主要是國合會在邦交國、非邦交的發中國家中導

入環境保護觀念、生物多樣性的觀念，透過國內的網絡，將臺灣優勢的

產業、技術經由國合會參與 TPSI、 IPSI 網絡經驗與作法，扮演學習者

的角度並擔任催化者的角色，援助其開發工作。  

6.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孫正華副研究員：  

在東部因為農業環境的關係，有機農業技術發展一直是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的核心，在投入農田生物多樣性調查時發現，水泥田埂化是造成

農田生態系環境破碎的原因。此項研究發表在 2015 年國際生態農業研

討會中，當時 IPSI 秘書處建議本場將此案例作為申請加入 IPSI 會員之

案例。今年 IPSI 會議將以本場在新社地區，肥料使用上是否對海洋水

質的影響作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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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趙榮台教授：  

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最基本就是農林漁牧要如何維持永續的生

產，包含日本，希望每個國家能恢復社會、重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其

重點放在生產的地景，將不可持續的農業操作轉化可持續的，而這牽扯

到社會、經濟、文化的改變。 IPSI 在蒐集案例上希望是有創新，以解決

農村的問題、農藥過度使用的問題或者農村經濟改善方法，目前臺灣是

最為踴躍的。另外，社會生態系統是 2009 年由諾貝爾獎得主提出所發

展出來的，而里山倡議作些微調，但亦說明社會與生態是互動的，所以

建議在提案例時，需要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及愛知目標接軌。  

8.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王俊秀監事：  

環保署有 GEEP（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藉

由美國的環保協會舉辦，有 17 個國家參與，每年 30 個案例，年齡都在

30 歲以下，主要是想提醒各個部會藉由這樣的機會整合，並非各做各

的。另外，近期林務局推動移動式的里山、里海列車，不管是社會性、

大眾性、防災性都可以將環境教育帶入生活，但在環境教育時數的部分，

仍有很大瓶頸，如何將戶外教學融入里山里海，將社會生態生產融入其

中，是可以一起努力的。  

9. 水土保持局  陳明政工程員：  

2015 年剛開始農村再生的運作上有就有許多合作計畫，參訪農村

社區再由各分局選出的社區，水保局總共有三個案例，其中 DIPIT 部落

的里海計畫、共榮社區自民國 96 年就有在運作，價值是解決社區土地

問題。一開始是關懷社區到與在地人需要策略方法，未來要做的：韌性

指標評估、農在系統持續來推動。  

10. 富里鄉農會  張素華總幹事：  

農會為什麼會做里山倡議？目前林務局與羅山社區合作，起初僅注

重經濟生產面，目前面臨人口老化問題，使之進一步思考農業資源、廢

棄林木該如何利用。目前做法是透過資源盤點，讓孩子了解在地，辦理

社區小學堂以及召集社區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等。  

1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廖瑞雲助理：  

學校目前主要推廣生態旅遊、林下經濟、生態創業、社區林業，2008

起和林務局開始合作霧臺鄉阿禮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希望能以環境保護

的前提發展產業，屏科大加入里山倡議夥伴後發表了屏東現霧臺鄉林下

經濟的案例，目前發展重點成果：中草藥栽培、林下養蜂、林下養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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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蕈菇培植，並跨系所合作協助部落農產品研發與推廣等，預計於今

年 11 月辦理 TPSI-S，會針對南區的重點社區進行參訪。  

12.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蘇慕容執行長：  

綠色保育標章最早與林務局一起在官田發展綠色保育工作，目標是

針對菱角田裡的水雉復育，持續辦理候發現臺灣農田生態體系可藉由綠

色保育標章的構想來發展，進而將綠色保育標章延伸至全臺灣。農民也

開始自發性在農田找到可以保育的物種，並主動營造生物棲地。去年

IPSI 案例中發表玉里南安部落推行水稻轉型有機的案例。目前基金會與

林務局合作辦理 PGS 參與式驗證體系，以及在南投中寮、新北坪林進

行研究型的調查。  

13.  雲林科技大學  蘇秀婷老師：  

雲林科技大學為第 14 個加入 IPSI 的會員，所執行里山倡議的案例

是以阿里山鄉來吉部落，因部落具有獨特的傳統文化，例如節慶、小米

祭等。但目前在里山倡議架構的結合，還需要向各位前輩學習。  

14.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薛博聞處長：  

最初提案是自 2010 年開始與林務局的保育工作推展的四年計畫，

2013 年先加入會員，這次受到 IPSI 的邀約但因人力的不足及語言的困

難需克服，所以未參與。目前與林務局、羅東林管處合作計畫，找尋暫

且可行的脈絡。另外，社區、案例的資源是互相連結，建議今年參與 IPSI

的夥伴，可認識的相關屬性的單位，後續才機會連結。  

15.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黃于玻負責人：  

公司本來在苗栗做石虎通道，偶然發現田鱉米，評估後投入資源，

並與在地農夫學習，過程中發現不起眼處也能孕育出相當豐富的生態資

源。接續投入人力進行生態調查，發現臺灣有很多淺山物種只需簡單的

條件就可以回來；在稀有植物方面，目前仍在持續進行當中。回到源頭

操作上，生態回來也吸引不同理念的人來，而土地買賣會直接改變生產

地景，地價上漲不能來當作政府政策。另外，關於環境教育，所有的戶

外教學，都不應再去遊樂園。而生態檢核的部分，建議可與農地重劃大

隊合作，且公私協力應跨到其他單位中，避免基於善意的建設卻是直接

破壞地景，除與國外接軌外，國內包括公私協力的系統，基於臺灣的多

樣性很高、人的韌性，能夠展現出與其他國家不同，且別具特色的案例。  

16. 臺灣生態工法基金會  鄒明軒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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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金會並未有實質據點，呼應人禾基金會在談地方農村時，若

太過直接資源導入，容易導致資源抽離時地方無法持續。從社區、地方

角度來看，相關的政策要如何整合，是需要在討論的。目前已有合作夥

伴，並持續參與 IPSI、TPSI 的交流，未來希望可以將合作經驗與各位

分享。  

 「北、中、南、東」分區實地踏查及現地工作坊  

 2019 年深化 TPSI 交流活動概述  

從 2014-2015 年之《TPSI 前期規劃》，到 2016-2017 年之《促進 TPSI 交

流計畫》，TPSI 之交流互動已有基礎形式。2018-2020 年之《深化 TPSI 交流

計畫》，目標包括： (1)持續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的五個工作面向，包括：國際

參與、政策研究、知識增進、能力培育、實地活動； (2)透過林務局全臺八個

林管處的行政體系，協助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以增

進臺灣各地「能力培育和實地實踐」的目標； (3)融入及支援推動國土生態保

育綠色網絡。  

今 (2019)年為 TPSI 新一期《深化交流計畫》的第二年，延續過去三年間

的工作項目，邀請臺灣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里山倡議目標和

作法的實務工作者和相關組織，暨去年南區工作坊由南區交流中心籌備後，

較不同的操作模式為今年於臺灣北、中、南、東區皆邀請到願意成為交流中

心之單位，開始交由四區各交流中心辦理工作坊，分別於今年初辦理兩次工

作坊籌備會議，一為 3 月 22 日召開北區工作會議，邀請北區的羅東林管處

與新竹林管處盤點里山夥伴，讓北區主持人更加深了解現況並該交流中心扮

演之角色位置，二為 4 月 15 日邀請各區主持人至中區各特生中心召開籌備

會議，共同達成今年辦理工作坊的共識：初步參訪地點、主題性的規劃，議

題內容依各區特色發揮。  

4 月 15 日的會議中各區皆有階段性的主題方向與行程規劃：北區暫定的

主題規劃為傳統智慧的現代價值與應用或是新型態的協同經營；中區欲配合

石虎保育週透過市集方式與許多中區里山與在地社區連結；南區則以八八風

災十週年為主題來談及社區回復力、韌性探討，選擇的地點在臺 27 的六龜以

及臺 24 的阿禮部落；東區因當地多為中年返鄉社區部落而衍伸出四五六論

壇，另外會以東部海線部落或社區為出發點森川里海為主軸。另外共同講者

部分會以「區域網絡傳連」為主軸來串連各區主題，持續促進在地實務工作

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構、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針對里山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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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之問題、目標、策略、行動計畫、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面對面討論，

探索和促進臺灣各地可行作法，期增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和行動力。  

本年度之交流工作坊具體工作推動情形如次：（各參與夥伴地理分布見

圖）  

2019 年度主辦 TPSI 東區交流工作坊，並協辦 TPSI 北、中、南區交流中

心辦理之分區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30 個團體、47 人次；中區 26 個

團體、56 人次；南區 31 個團體、  61 人次；東區 34 個團體、63 人次。合計

共 94 個不同機關、團體和組織共 227 人次參加。  

2019 TPSI 參與夥伴以團體性質可區分為公部門、NGO/綠色企業、社區

組織與學術單位等四類，各有 29、34、23 和 8 個單位參加。各分區四種類別

夥伴之參與單位數量比例見圖。  

 

圖 4 2019 年 TPSI 於北中南東 4 個分區交流工作坊的參與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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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PSI 2019 參與夥伴類別及單位數統計表  

       公部門(29 個單位) 參與場次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北/中/南/東 

2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 東 

3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 

4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 

5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中/東 

6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北 

7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農觀課 南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北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東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東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南/東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中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南/東 

1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北/中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南/東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北/中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南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北/東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中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中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東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北/東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北 

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 南 

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南 

26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政策與文化中心 南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中 

2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北/東 

29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東 

NGO/NPO/綠色企業(34 個單位) 

1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北 

2 山不枯/大桌環境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北 

3 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北/中 

4 阿里磅生態農場 北 

5 彩田友善農作/山禾院有限公司 北 

6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總部東部) 北/中/東 

7 慈心淨源茶場 北 

8 新北市綠色生活協會 北 

9 注腳雙溪工作室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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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倆佰甲 北 

11 臺灣環境資訊中心(環境信託中心)/ 鹿寮坑土地守護計畫 中 

12 故鄉林尾 中 

13 狸和禾小穀倉 中 

14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中 

15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中 

16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中 

17 運柿當紅農場 中 

18 雅伊農場 中 

19 家霖農場 中 

20 花果山生態農園 中 

21 旗山台青蕉創意工坊  南 

22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 

23 多多鳥工作室 南 

24 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南 

25 魯凱族民族議會 南 

26 壤嚷生態公司 南 

27 源森生態公司 南 

28 臺灣好食協會 東 

29 花蓮縣瑞穗鄉 Lipahak 生態農場 東 

30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東 

31 東魯凱文教協進會 東 

32 有限責任臺東縣縱谷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東 

33 臺東縣友善環境農產運銷合作社 東 

34 原穀傳說有限公司 東 

社區組織(23 個單位) 

1 芳苑鄉信義社區發展協會 中 

2 新北市三芝關懷社區發展協會 北 

3 新北市安康社區發展協會 北 

4 新北市石門嵩山社區發展協會 北 

5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北 

6 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 北 

7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發展協會 北 

8 臺南市玉井區天埔社區發展協會 南 

9 社團法人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南 

10 屏東縣霧臺鄉阿禮社區發展協會 南 

11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南 

12 高雄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南 

13 高雄市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 南 

14 屏東縣霧臺鄉佳暮社區發展協會 南 

15 屏東縣霧臺鄉吉露社區發展協會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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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東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協會(都歷部落) 東 

17 臺東縣卑南鄉利吉社區發展協會 東 

18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東 

19 花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DIPID 部落) 東 

20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東 

21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 東 

22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社區發展協會 東 

23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東 

學術團體(8 個單位) 

1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交流組) 北 

2 法鼓山文理學院 北/中/南/東 

3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系/環境工程學系) 中 

4 
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創新育成中心、跨領域特色

發展中心、社區林業研究室 
北/中/南/東 

5 大漢技術學院 北/南/東 

6 國立東華大學 北/中/南/東 

7 六龜區新發國小 南 

8 雲林科技大學 中 

 

圖 5 2019 年 TPSI 分區交流工作坊參加成員類別及單位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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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交流工作坊 (2019 年 9 月 4 日 -9 月 5 日 )  

 

2016-2018 年由東華學團隊辦理之全國四區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

今年首度交由北區交流中心法鼓文理學院辦理北區工作坊，籌備前先於

3 月 22 日召開一次北區工作會議，參與對象有林務局保育組、羅東林

管處、新竹林管處、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法鼓文理學院、中區交

流中心特生中心共同在當天早上於林務局七樓會議室討論北區工作坊

方向，並於下午安排前往拜訪海科館主任陳麗淑。當天上午的討論有由

北區主持人黃信勳主任提及 TPSI 的運作模式應該怎麼建立，北區交流

中心又應扮演如何角色：既有的夥伴聯繫增加強度、新的夥伴發掘擴大

廣度，成為互惠行網絡關係，便把今年北區可能之主題發想設定於傳統

智慧的現代價值與應用、亦或是新型態的協同經營，考慮以彩田米的潛

力點作為社會企業，並非單一經營而是與當地的農民溝通。另外再由羅

東林管處翁億齡技正與新竹林管處楊淑潮技正報告，分別盤點在國土綠

網政策推動下，各區皆已有里山實踐相關的夥伴潛力點，提供北區工作

坊實地參訪之地點選擇。  

最後經由縝密篩選以及實地踏查與規劃後，本次北區工作坊參考東

區模式將其分為戶外實地參訪與室內主題論壇兩大部分，實地參訪：選

在屬於里山的「宜蘭員山深溝村（倆佰甲）」、里海的「基隆望海巷潮

境海灣資源保育區」；主題論壇：除了「談國土生態綠網與區域網絡連

結之願景」、「北區交流基地發展構想」外，另安排「區域網絡連結」

主題演講、「區域網絡連結」、「新型態的協同經營」主題之夥伴分享。  

 

表 7 2019 TPSI-N 北區交流工作坊議程  

2019 年 9 月 4 日（週四）實地參訪（宜蘭員山鄉深溝村、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時間 行程 

08:50~09:10 集合（臺北火車站東三門，9:10 發車） 

09:10~10:40 前往宜蘭員山鄉深溝村 （宜蘭火車站後站 10:15 發車） 

10:40~12:20 
深溝村現地里山倡議導覽解說 

（宋若甄執行長、曾文昌負責人、陳幸延青農） 

12:20~13:30 午餐（深溝村） 

13:40~15:00 前往基隆海科館潮境海洋中心 

15:05~16:30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里海）導覽解說（施彤煒主任） 

16:40~17:40 前往法鼓文理學院 

17:40~18:50 休息&晚餐（綜合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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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8 TPSI-N 北區交流工作坊與青年論壇參與名單 

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夏榮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組長 

石芝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科長 

王佳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王中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翁億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技正 

陳怡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技士 

楊淑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技正 

張嘉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技士 

邱淑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作物環境課課長 

19:00~20:20 

開幕序言： 

談國土生態綠網與區域網絡連結之願景  林務局保育組 

北區網絡交流基地構想說明、夥伴交流   黃信勳 主任 

20:30~20:45 回旅館（大埔硫磺溫泉商旅） 

21:00~ 晚安 

2019 年 9 月 5 日（週五） 交流工作坊（會場：法鼓文理學院） 

時間 行程 

07:00~08:20 早餐（旅館內） 

08:30~08:45 前往法鼓文理學院 

8:55-9:05 法鼓文理學院釋惠敏校長 開場 

08:55~09:55 

工作坊主題 I「區域網絡連結」專題演講   

屏科大陳美惠老師：透過區域網絡連結推動里山倡議 

（主持人：TPSI-N 法鼓文理學院 黃信勳 主任） 

09:55~10:15 
工作坊主題 I 夥伴分享「區域網絡連結」 

 羅東林管處翁億齡技正：國土綠網•里山行動 

10:15~10:30 中場休息 

10:30~12:00 

工作坊主題 I 夥伴分享「區域網絡連結」: 注腳雙溪工作室文化轉譯者

簡淑慧小姐、狸和禾小穀倉／貢寮水梯田保育人林紋翠老師 

（主持人：TPSI-N 法鼓文理學院 黃信勳 主任）  

（每位夥伴簡報 35 分鐘、交流 15 分鐘）     

12:00~13:15 午餐（綜合餐廳）+大合照 

13:15~14:45 

工作坊主題 II 夥伴分享「新型態協同經營」： 

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創辦人楊文全老師 

彩田友善農作執行長楊儒門先生 

（主持人：TPSI-E 東華大學 李光中 副教授） 

（每位夥伴簡報 35 分鐘、交流 15 分鐘） 

14:45~15:00 中場休息 

15:00~15:40 
綜合討論、結語 

（主持人林務局保育組夏榮生組長、 TPSI 各區負責人） 

15:40~16:00 填寫工作坊回饋單 

16:10~ 再會&發車前往臺北火車站  ※預定 18:00 臺北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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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介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陳瑞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高佩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副工程司 

李瑞玲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技正 

薛博聞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保育處處長 

郭俊麟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保育處專案執行 

楊文全 倆佰甲 創辦人 

宋若甄 倆佰甲(慢島生活有限公司) 執行長 

陳幸延 倆佰甲(草草瞭事) 友善農耕青年 

曾文昌 倆佰甲 負責人 

王德昌 阿里磅生態休閒農場 場長 

楊儒門 彩田友善農作 執行長 

簡淑慧 注腳雙溪工作室 負責人 

柯棟山 新北市綠色生活協會 理事長 

林紋翠 狸和禾小穀倉 負責人 

陳善嘉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慈心淨源茶場 顧問 

鄒明軒 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案助理 

郭名揚 大桌環境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山不枯 業務 

林義峰 新北市三芝關懷社區協會 理事長 

鄭志遠 新北市安康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王 綸 石門區嵩山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黃月錩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李仁富 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 理事長 

包佳靜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發展協會 副總幹事 

張淑清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發展協會 全職環教人員 

陳麗淑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主任 

施彤煒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 主任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顏佋伃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助理 

簡巾雅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助理 

邱雅莘 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助理 

陳美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授 

黃瑋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業務助理 

釋惠敏 法鼓文理學院 校長 

黃信勳 法鼓文理學院 助理教授 

黃星齡 法鼓文理學院 研究助理 

賴筱燁 法鼓文理學院 計畫助理 

張印佳 法鼓文理學院 計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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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前往拜訪宜蘭員山鄉深溝村進行現地里山倡議導覽解說，首

先抵達慢島生活據點由宋若甄執行長開始介紹周邊環境，而這的起始點

穀東俱樂部發起人賴青松邀集了一群因土地結緣的食農夥伴，集資成立

「慢島生活公司」並籌劃鄉間老屋改造的食農活動空間，剛辦完 2019

慢島生活論壇更邀請到日本主廚來到此駐點兩週，以在地的菜園來發揮

互相交流多元飲食文化。接著到二樓慢島講堂由倆佰甲平臺目前負責人

羅傑農場的曾文昌先生簡報介紹，2011 年放棄都市生活來到深溝務農，

目前持續為新農提供媒合田地的服務，也與深溝國小配合水稻教學，從

插秧到抓福壽螺、除草、割稻過篩、曬稻、包裝行銷一系列的課程，全

部讓學生親自去體驗感受稻子生長過程了解碗飯中的米是如何來的，接

著帶領大家到田區以及現今已改建成農民中餐地的碾米廠做參觀，在準

備進行用餐前，最後一站來到小間蔬菜一旁規模不大的微型氣象站區

Open Hack Farm，由科技農夫陳幸延開始介紹，當初對農業完全沒有任

何概念就跟著老農民的經驗慢慢學，後來發現書本農民曆跟現代版差很

多，且面臨著氣候變遷許多經驗無法，因此發明水位感測器、田間感測

器、福壽螺陷阱等工具調查變化配合氣候來評估種植，做初步針對作物

數據整理的調查建置與後端分析，為傳統的農地注入科技的新思維，而

這些資訊都是開放共享給在地農民得知田區氣候。午餐由深溝村在地食

材所製作的打拋時蔬、薑黃焙黃豆豆腐、滷肉配上在地米飯與味噌湯。  

下午前往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由施彤煒主任進行園區週邊現地解

說再進入室內進行簡報介紹，所在位置曾經為垃圾掩埋場的區域，當初

為了利用擴大的沒有按圖施工遠遠超過堤防，對周邊海洋環境造成生態

破壞，在各個單位努力下建構海洋教育示範區，過程中遇到最大需克服

許多在地的壓力透過各方努力才漸漸變成今天模樣，參訪當天岸邊聚集

不少水肺與自由潛水客在該海域進行活動，顯示當地水質底部乾淨適合

進行遊憩，現階段除了海灣生態環境監測與生物資源復育、無動力水域

休憩活動等計畫，也執行海科館核心對不同民眾年齡層的環境教育課程，

甚至與當地民間潛水團隊組成海洋生態監測，定期下海做相關調查。  

結束參訪行程後晚上至法鼓文理學院用餐並進行開幕，先由林務局

保育組夏榮生組長來談國土綠網與區域網絡連結，舉例建置計畫位在北

部的示範案雙溪流域森川里海的串連修復，以田寮洋農田、濕地為中心，

關注區域擴及雙溪河主支流及周邊次生林，另外致力於全國各區動物通

道建置、瀕危物種棲地改善友善環境生態造林，與生態熱點地區實行友

善石虎棲地生態給付等，並於全國性的至地方區域建立起跨域平臺。接

著由北區主持人心靈環保中心黃信勳主任來介紹北區網絡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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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未來能強韌化夥伴關係網絡，聯繫增加強度、發覺擴大廣度將北區

交流基地的連結形成互惠型網絡關係，未來並規畫於學院內的空間發展

成臺灣里山倡議推廣教室並予以實物展示空間，將北區目標定位在了解

根本的挑戰所在抽繹良好的實踐案例，持續發展在地論述與策略。結束

後前往今晚住宿點大埔硫磺溫泉商旅。  

第二天的室內交流首先邀請屏科大陳美惠老師來講述透過區域網

絡連結推動里山倡議，以鄉村發展問題出發來探討對策應如何保全活化

里山資本，介紹南區交流中心正在執行之生態旅遊永續發展尋找回人地

關係，將臺 26 線生態區域發展從無到有的模式建立、52 種遊程服務等，

從建構生態旅遊社群網絡到社會企業造就青年創業；另一案例為十八羅

漢山自然保護區串聯六龜區，在八八風災過後因在地發展衝突尋求協調

因而規劃自主營運之在地服務系統，以環境解說為出發點成立團隊；再

以霧臺鄉臺 24 線為案例，發展出的地方創生六及產業林下經濟，結合

生態旅遊創造里山新型經營型態，利用在地組織串連達到永續三生。接

著由羅東林管處翁技正講述北區串聯，以公部門於北區與東北生態綠網

之里山實踐，透過國土綠網計畫底下所篩選出的優先關注區，如何從原

先的保護區兩點、保安林一線拓展到周邊民間 NGO、NPO、小農所堆疊

出的綠色保護網絡，對於民間組織利用生態給付價值等誘因增加棲地的

生物多樣性，兼具經濟面與生態面不僅確保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服務與價

值，透過謀求新形態協同經營體系串聯起地方增加跨域合作機會。  

區域網絡主題邀請到兩位在地夥伴進行分享，第一位為雙溪注腳工

作室同為新北綠色生活發起人，天然資源的有限使用，朝向永續發展的

目標並實踐在生活中，地點選以雙溪為核心平臺發展地方社會企業與綠

色經濟，主要以在地人文地景為出發發展社區學堂與慢城導覽等，如：

走讀淡蘭北路雙溪里山綠道，亦結合周邊高中與社區進行農耕體驗，近

期行動為「淡蘭手路菜」以野菜作為食農教育主題朝向生物多樣性日常，

也是因應氣候變遷讓民眾認識野菜、食用野菜，回歸自然、找回韌性。  

接著為狸和禾負責人以生態保全型農業講述如何給予每塊土地環

境服務所延伸出的管制與支持，在糧食生產為基礎如何在野生動物、水

土、營力緩衝間獲得平衡，接著介紹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背景與推動歷

程，維持水田地四季的多樣性之餘發展體驗生態與文化產業回饋在地經

濟，實質保育實踐地不只水田面積，還與森林河溪串連加成造就豐富迴

游棲地、穩定河溪水量，下游田寮洋也成為遷移鳥類驛站目前已有 311

個鳥種紀錄，不間斷的傳統農業意外成就多樣化的生物棲地，現階段所

連結的各公部門、NGO、公眾力量與農民共同合作，讓美好價值能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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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新型態協同經營主題首先由倆佰甲創辦人楊文全老師：「喜

歡農村那就把自己轉換成當事人，放下一切變成一位農夫。」當初便是

這樣遍踏進了深溝村的農田，漸漸組成一個以深溝村為核心基地、跨地

理界限的社會網絡。 2004 年創立了穀東俱樂部其經營模式跳脫深溝農

業處理銷售端，朝向以小農個人化的購買者社群模式，農產品價格是由

價值認同所決定，隨著網路時代一連串的改變從個人化轉換社群連結。

2013 年倆佰甲成立隨著半農半 X 生活者接連成立新農育成平臺、小間

書菜、月光莊、田文社、開放農業實驗基地的在地群體；2019 慢島生活

公司將目標放置於新型多元化、跨地域，在地經濟社群的連結與合作，

服務想加入共享共產資源、注重本質生活方式的一群未來夥伴，秉持著

「每個地方都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只要願意行動打造」。  

接著由彩田創辦人楊儒門先生講述如何為農業創造新模式而不是

如以前所謂悲情負面方式看待，要做一件事不是單一的人而是要連結很

多人來促成，面對現在的複雜社會運作有很多模式都是難以學習，所以

要創造很多元的模式並挑選合適的，慢慢透過和諧方式才能越走越遠過

程中不斷強調人與環境的連結，深根地固的想法難以改變且多數人已漸

漸看不見這些東西、也沒留好環境給下一代，所以必須從小開始如實農

教育，持續與金山內的幾間小學共同合作、在地社群農民互動，互相尊

重得到更多支持是做每件事不孤單的動力，莫忘初衷繼續走在這條路上。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保育組夏榮生組長主持，連兩天實地活動參訪與

今日課程在林務局推動上都有很大的幫助，參與夥伴許多更早就開始實

踐友善環境，里山倡議因應到許多前輩累積的實務，而公部門這些年也

願意踏出來溝通合作如剛剛其中講者提到的改變是一個承諾，接下來由

各夥伴自我介紹與回饋時間，石芝菁科長提到公務員所做的最重要就是

莫忘初衷，走的方向政策堅持下去最大的動力來自於參加每次活動工作

看見努力的夥伴們。本計畫主持人提到在各地都有類似的作法引進里山

倡議聚集志同道合擴大正在做的事，能做的付出就是去說明說服，大家

就在這條路上夥伴越來越多。屏科大的陳美惠老師從事社區林業已 17

年，參與公共事務需要擁有堅定的信念或是信仰，夥伴的力量也是很重

要在不同崗位上遇到不同問題大家互相給予正面力量，永不放棄的走下

去做就對。特生中心黃瑋婷助理提到社區的相關業務是保育中心這些年

除了做生態研究之外要去努力學習的。法鼓文學院的校長提從昔日僅從

報章上得知，到這三年接觸並於去年開始接下北區中心的任務又往前推

進夢好像逐漸實踐，未來也可跟法鼓山活動作結合如在地食材的環境教

育從小深植在心中。法鼓文學院的黃信勳老師提到手冊封面的海報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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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期望未來可以發現更多里海案例，今年首次主辦北區工作坊也從

北區與南區主持人身上學習到很多精進在北區中心的推動。  

人禾薛博聞處長今年以參與第四次工作坊每次皆受益良多，以保育

工作者角度最常做的就是選擇，資源有限之下把急迫性的留下來，里山

倡議的加入操作並非把保育變成非常正義，而是在大自然中好好過生活

生態系統服務永續的一種手段。三芝社區的林義峰理事長目前社區也在

推動初階的里山行動一路走來孤獨又被嘲笑，有機會來這邊學習認識許

多夥伴為家鄉貢獻。安康社區鄭志遠總幹事最大收穫是人跟環境之間的

連結訊息，對於生態農業觀念上的認識啟發非常大，建設很難破壞很快

來看社區內的溪流整治有許多要努力的地方。海科館陳麗淑主任提到在

當地推動的南處在於並無原始自然環境且遊客承載量龐大，但反向思考

來看保護區對於大眾的教育意義佔大比重，生物多樣性與里山倡議大家

一直都有在做只是利用議題聚焦提醒我們在扶植地方產業時更重視經

濟與生活面向，未來會更努力在串連部分如地方縣政府、漁會、海巡署。

最後接近活動尾聲由夏組長做最終統整結語便圓滿結束本次交流活動。 

 中區交流工作坊 (2019 年 9 月 24 日 - 9 月 25 日 )  

 

於 4 月 15 日辦理中區工作會議邀請各區主持人至中區各特生中心

召開籌備會議，共同達成今年辦理工作坊的共識，並有初步參訪地點、

主題議題性的規劃，本次區工作坊由特有生物保育中心主辦，原先以特

生中心所主辦之石虎周延伸發揮主題，但今年適逢遇上 921 地震 20 週

年，改以當時受災嚴重之中部橫斷公路谷關地區作為本次參訪的主要對

象，在車程需要超過兩小時的地方要如何從友善農耕種植出成品後到販

售階段，在特生中心與東勢林區管理處合作安排之下一同到轄區內的上

谷關斯可巴社區，委由中華自然保育協會里山計畫下所培力之友善耕作

農戶：運柿當紅農場、家霖農場、雅伊農場；第二天的室內論壇延續昨

日議題，邀請到中華自然保育協會於谷關實踐里山的專案蔡錫文與谷關

夥伴到室內談論「谷關在地農業發展與轉型」如何兼顧經濟與環境的過

程；另外三場里山論壇為雲科大黃世輝館長陪伴多年的來吉部落經驗來

講述奧山環境與生活，第二位為芳苑社區理事長分享海牛文化發展歷程，

最後為特生中心長期關注生態議題石虎友善農作認證之發展。  

 

表 9 2019 TPSI-M 中區交流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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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4 日(二) 田野踏查（前往上谷關斯可巴社區 Sikeba） 

時間 行程內容 

9:10-11:10 9 點高鐵臺中站準時發車，搭乘遊覽車前往和平區谷關(約 2 小時) 

11:10-12:00 探訪谷關農友之友善耕作現場與夥伴實務分享 

參訪地點-詹東運(運柿當紅農場) 

12:00-13:00 谷關在地友善食材分享/用餐 

13:00-16:00 探訪谷關農友之友善耕作現場與夥伴實務分享 

參訪地點-  1.許家宏(家霖農場)   2.雅砆•鈸告(雅伊農場) 

16:00-18:20 車程由谷關前往兩腳詩集 

18:20-19:30 集集在地食農分享-兩腳詩集 

19:30-21:00 進行生態園區夜觀(兩棲) 

21:00 住宿安排就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學員宿舍 

2019 年 9 月 25 日(三) 夥伴案例分享（特有生物中心保育大樓 階梯教室） 

時間 行程內容 

08:00-09:00 08:00 學員宿舍餐廳早餐 

09:00-09:20 開場致詞 

東華大學李光中老師簡介里山倡議與相關願景  

09:20-10:50 里山論壇：案例分享/ 

中華自然保育協會-蔡錫文及谷關夥伴 

「谷關在地農業發展與轉型」 

(主持人:TPSI-E 東華大學 李光中 副教授) 

10:50-11:50 里山論壇：案例分享/  

特生中心-林育秀助理研究員「石虎友善農作認證之發展」 

*主持人：林旭宏副主任 

11:50-13:00 學員宿舍餐廳午餐  

13:00-14:00 里山論壇：案例分享/ 

芳苑鄉信義社區發展協會「海牛文化之發展與社區培力」 

(主持人: TPSI-S 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老師) 

14:00-15:00 里山論壇：案例分享/ 

雲林科技大學--黃世輝館長「來吉部落-奧山環境與生活」 

(主持人：TPSI-M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薛美莉 組長) 

15:00-16:00 總結討論/主辦單位彙整討論結果報告 

參與夥伴回饋主辦單位/總結與合照 

16:10 賦歸遊覽車由特生中心至臺中高鐵站(車程約 50 分鐘) 

表 10 2019 TPSI-M 中區交流工作坊參與名單 

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羅尤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簡任技正 

徐維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洪幸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課長 

高貴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技士 

林群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麗陽工作站 技士 

李彥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麗陽工作站 主任 

謝忠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麗陽工作站 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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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晴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麗陽工作站 技士 

張嘉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技士 

林哲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丹大工作站 技正 

王政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 技士 

劉景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工作站 護管員 

薛美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組長 

王經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林育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謝筱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技工 

張耕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臨時工 

許良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技工 

林富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 

施皓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 

陳明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實習生 

許哲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 

方筱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助理 

林玉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硏究保育中心 技工 

盧奕秀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辦事員 

江郁宣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技佐 

黃俊銘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長 

陳本翰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郭雅紋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陳盟松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沈原民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張志豪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指導員 

王正安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田區專案經理 

劉威廷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動物部經理 

蔡錫雯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 駐點專員 

謝伯娟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 秘書長 

鄒明軒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員 

陳偉哲 故鄉林尾 負責人 

詹東運 運柿當紅農場 負責人 

雅砆•鈸告 雅伊農場 負責人 

許家宏 家霖農場 負責人 

蘇國儒 花果山生態農園 負責人 

邱孟君 花果山生態農園 員工 

劉寶華 慈心基金會 專員 

詹鈞貿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專案執行 

張裕隆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執行秘書 

魏清水 芳苑鄉信義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黃世輝 雲林科技大學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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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勳 法鼓文理學院 助理教授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顏佋伃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助理 

簡巾雅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助理 

邱雅莘 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助理 

林康捷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徐歷鵬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陳宜清 大葉大學環境教育中心 副教授 

 

第一天的野外參訪地點為臺八線上谷關斯可巴社區，斯可巴在泰雅

族語中是「手」指的那個地方也是哈崙台部落（Hrung）延伸出來的農

作地，在東勢林區管理處麗陽工作站的陪同之下拜訪運柿當紅農場，繼

承父業農場主人詹東運帶大家到不使用除草劑的甜柿園，草地上可見谷

關里山雞在園中與樹共存，掌握好土壤、雨水、植距、修枝長度等，幾

乎不用除草幾乎呈現放養狀態，反而種植密度低比較通風收成穩定、品

質獲利較高，每年從雲林載回花生殼粉來鋪在樹週邊腐化之後變成高鉀

有機物。中午至瓦浪休閒農園使用部落風味餐，其中一道為在地所種植

的泰雅豆與敏豆所製成的，另外由農園主人特別介紹里山雞於不同地方

菜園中所放養口感也有所不同，結束用餐後前往家霖農場，位在馬崙山

（Balong）登山口處也成為重要的登山補給站，特別的是唯一出入口也

可知道登山客是否有順利下山的安全網絡站，農場主人許家宏帶著大家

走進自己的農地中，除了高山水甕蓮霧有紅心芭樂、西瓜芭樂、無花果、

桃子、木瓜、百香果等多樣性栽種，聽到什麼就嘗試種植看看的心態，

販售主要對象都是登山客省去中盤商與運送成本，全部皆為友善種植有

時量會多到來不及採收。最後一站前往雅伊農場，在外地工作回到部落

的 Yabu 這些年陪伴父母之餘開始接觸農業種植在地經濟作物並嘗試恢

復泰雅族原生種傳統植物，從中不斷學習老人家的傳統農業智慧，例如

以前的長輩說刺蔥樹可以引土蜂協助授粉，開墾農地周圍仍保有幾十顆

古老樹，經濟作物甜柿植距特地留較寬中間來保種卻意外得到較好的收

成，也證明了並非密集種植才有良好收成，混植概念取得經濟與文化保

存的平衡。結束後拉車前往今年剛獲得 GSTC 全球永續認證的兩腳詩集

用餐，主人高志豪向大家說明今晚每道料理運用當季蔬菜製作味增豆腐、

麻竹筍、皮蛋愛玉杏鮑菇、南瓜蛋等豐富菜色，在地食材例如來自隔壁

種植的愛玉、在地年輕人放養的人道雞蛋，接著前往晚上住宿點特生中

心宿舍，另外特別安排進行生態園區內兩棲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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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由特生中心林旭宏副主任開場，提到農業需要與周邊環境取

得和諧共存，但對農業生產來說是更重要的，農委會所實施的補助方式

也彌補經濟面無法維持的面向；林務局保育組羅技正簡述林務局這些年

推動國土綠網上實踐之效益，從下而上必須是地方居民對於在地、地方

需求與環境有一個體認，對土地的關愛在推動上才能落實，同時與 NGO

與 NPO 一起來推動、一起分享經驗、一起來實踐；本計畫主持人點出

今年正是好時機來談 921 二十週年，而下一個十年目標，大自然除了給

我們恩惠之外同時也會帶來威脅，像是氣候變遷國際上組織大家一起努

力，回到地方最主要就是韌性還有在地社區有調適能力，中橫谷關這些

年經歷地震、敏督利颱風等，是不是能夠擁有農業、又要如何轉型、外

部人如何陪伴在地，必須利用地景思考、跨部門的合作與整合。  

首先由谷關原住民社區里山森林保育推動計畫的專案人員來講述

目前陪伴在地所作的規劃與行動，初期引導社區建立里山倡議概念，而

居民其實都有一個心中可以形容出來的里山只是需進一步的內化，接著

是實踐，讓大家看見他們現地觀摩的概念，他們一直在那邊、這些人這

些概念的推廣，其中在泰雅族作物保留文化資產行動中種植泰雅瓜讓

Yabu 的媽媽找回記憶中的味道，保種與復耕意義除換來感動外也可在

農業上換來關鍵影響力，昨天所參訪之友善永續產業輔導已很優秀也不

需要插手，但現階段仍需要去理解極端的農友並試著引導，專案人員提

及第一現場像是猴子一樣威脅與農民溝通，在天平另外異端地做接觸，

而目前持續自然保育協會在做的計畫目標：社區資源盤點、里山保育推

動小組、研習活動、參訪交流活動、里山保育品牌、里山友善市集。  

結束後本計畫主持人提到原住民重視文化的精神，舉例新社部落尋

找高蹺蘆竹與文化連結的過程，生活中吃的用的跟農生物多樣性文化關

聯，另外位在大甲溪面對大自然的威脅農業何去何從，是不是有種共存

的方式將近五個社區部落有不同表現，是否未來有機會與東段西寶地區

交流不同種植經驗，從點到線思考整個面如何進行；接著林旭宏副主任

提出支持慣行農法但也不排斥有機友善農業，但要維護基本生計之下去

向上發展畢竟不能只靠政府補助在市場中競爭；蔡錫雯專員回覆在臺灣

做里山的收益在谷關地區其實農作物產值異常很高；詹東運先生進一步

補充在上谷關的甜柿產品販售文化，不管原住民還是漢人都願意走出去

去推銷，產出的商品自己行銷都不夠，都有各自門路開拓更大的銷售族

群，里山概念進來前後的差異就是讓大家看見我們用里山方式也可以做

到高品質，這樣理念甚至比慣行還要有收益，進而影響周邊的農戶；薛

美莉組長提到其實當初自然保育協會進駐社區時不容易還會被誤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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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要蹲得下去、花的時間夠久；臺中農業改良場提到官方所提供的植

距其實是對於慣行所設定的，與昨日 Yabu 大哥的菜園位在高山自己所

使用的數據會不同，願意嘗試拉寬行植距的栽培方式、敏豆的輪作方式

做法創新新穎，友善耕做且產量不少是很好的示範點。  

林育秀研究助理回顧這些年石虎在起山地區的困境，認為南投的石

虎出現熱點區域就在中寮，期初才開始架設相機，海拔一千公尺、龍鳳

瀑布的上面，原本是以穿山甲為主的調查，發現石虎，跟著綠保標章來

執行計畫，有食蟹蒙、白鼻心、鼬獾、石虎、赤腹松鼠、刺鼠、黑冠麻

鷺、翠翼鳩、虎鶇、獼猴，石虎其實是全日活動的動物，南投林管處計

畫調查中新的資料盤點圖層可以看到分布，石虎過去的確被人類擠壓生

活範圍，過去竹山居民曾經說以前真的很多石虎，特生中心決定提供各

種協助才支持該農園持續種植，鼓勵穩定賺錢經濟支持，輔導農民的銷

售，被誤會支持慣行，因此特生中心決定自己做宣傳，友善石虎農作 -

不能用除草地、確實使用有善用藥，許多友善的居民是退休後轉職的，

會容易被作物價格所影響種植，而非用適合土地田區的方式，協助採驗

土壤送驗等，再給予更好的農作種植挑選建議，慣行跟友善並非絕對，

而友善本身是具有階段性的，把土地賣了更不可能執行保育。  

下午由海牛文化理事長以幽默解說與觀眾互動之問答方式讓大家

了解芳苑海牛文化，這幾年如何守住文化資產的核心，從自己一個在做

解說遊程再到大家看到商機都一起搶著做，思考經營模式同時需幫助地

方還是要可以維持生活生技的地方，芳苑海牛學校籌備的過程到行動過

程仍需要多人一起分擔，學到的就是分享出去，有錢可以賺才可以讓文

化資產傳承下去，養牛辛苦在於幾乎天天都要陪在牛身邊照顧培養感情，

理事長提及一定會有人笑這樣的理念價值與堅持，但共同一群人奮鬥賺

錢維持人民公社的價值才是重要。  

來吉具有天然美感在一個沒有貨幣的需求慾望底下，部落的人什麼

生活所需物品都喜歡動手做，經歷 921 大地震、八八風災是面臨到遷村

較大的問題，但山下沒有田地可以耕作所以堅持留在地，來自藝術創作

為背景之雲科大黃館長，在經歷風災這段回復期間仍時常帶兩學生進入

到部落中學習藝術、鄒族里山生活實踐，而平時部落居民利用自然素材

設計製作石雕山豬、藤做杯籃，在植物部分了解較少，便連結資源請中

興的老師來做植物盤點同時找在地人阿順哥沿路講每種植物的作用，與

學生共同製作成繪本與導覽手冊，把里山相關生物資源做調查以及紀錄

整理，其中更點出跨部門、跨領域跨專業對於設計文創是非常要，地方

特色更是吸引來自南非的朋友因欣賞部落而留下開了間 HANA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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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綜合討論回顧兩天的收穫，在最後一個階段夥伴回饋分享心得

時間，許多夥伴都分享到參訪之上谷關地區操作里山概念所兼顧之經濟

面是非常強韌。大湖工作站同仁提及自己所接觸在社區部落中做的友善

耕作幾乎都互虧錢，期望可以把這經驗帶回。大葉大學主任參與本次的

收穫很多，面對今年開進行八卦山里山三年計畫有需多學習的地方。其

中一位集集的地方夥伴提到回鄉七年嘗試善耕種方式，過去參加都是會

議並無真正幫助稻田中的實踐，本來期待里山可以從經濟面實踐面但都

沒看到成效，直到昨日參訪慢慢冷卻的心又開始熱起來。雪霸國家公園

的夥伴提及本次取經認識交流經驗豐富，回去對於團隊角色定位與社區

操作方式作調整。臺中農業改良場三位夥伴皆各有不同專業，土壤、植

物保護安全用藥、慣行諮詢師等，透過里山相關動或活動跟各位夥伴有

更深的交流，也期待各夥伴多利用政府在農業上所提共知免費資源，也

嘗試在看見衝突點後如何把它讓大家從慣行試著慢慢調整到友善農耕。 

運柿當紅農場詹東運先生又再補充實，其實也是要歷經二十年的堅

持現在才敢站在這，過去有接觸到有機那時就有評估過，慢慢調整、實

驗，把農藥、肥料量逐漸降低，達到損益平衡，把量壓到可以接受的範

圍內，目前也都持續有五年、十年的規劃，像植株已經在種植新的苗，

目前母樹皆已經壽命到達，需要同時培養新的在淘汰，同時又思考植株

間距要如何、樹型要如何等等，里山倡議還沒進來前，大家其實都一直

在做、也符合里山精神，只是都沒把這樣的觀念講出為什麼要這樣種，

以在地東勢甜柿的產銷班來看，願意做生產履歷的農友，我們願意帶他

們慢慢著手，如何減藥減量，當然每個個案的條件不同，有的要宅配有

的要進入市場，要怎麼走就看各自的規劃。  

本計畫主持人說明本次工作坊對於給了很大一定要去面對的兩個

主題：經濟與實踐，里山倡議怎麼談經濟？其實還是很重視市場經濟，

這個時代錢不是萬能，但沒錢是萬萬不能，里山希望就是能夠自給自足

經濟，這方面能力是傳統很強，本身又有自給自足的能力，自給經濟重

建起來，萬一遇到天災，我們住里山的人還是可以度過難關，這就是我

們在講的韌性，面對天災人禍，這兩個面向都很重要。這幾年所辦的工

作坊把重點放在實務的分享，一開始都要介紹里山倡議現在都不需要，

都是實實在在實務的實踐，而不只是期初的提倡里山核心理念，大家好

好的分享這方面經驗，未來若能把握住這兩要點，不是獨善其身在實踐，

願意去分享甚至擴大中橫公路東西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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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交流工作坊 (2019 年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  

 

2017 年林務局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作，成立社區林業中心，並

於 2018 年成為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交流基地南區中心

（TIPI-S）。屏科大自 2016 年即是 TPSI 網絡重要角色，與周邊在地串

聯網絡交流頻繁，所安排的參訪夥伴與行程皆為屏科大長期陪伴合作之

夥伴，今年由林務局經費支持臺灣各區籌備工作坊計畫下，南區工作坊

整體從活動流程內容至食宿等經費安排皆由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陳美

惠老師團隊統籌規劃辦理。  

今年 (2019)TPSI-S 交流工作坊適逢莫拉克風災十周年，本次將以此

為核心開展不同主題，邀請區域夥伴進行分享及對話交流，藉此回顧及

展望災後部落社區如何結合在地特色，形塑出因地制宜的里山根經濟模

式，呈現多元的里山發展樣貌。參與人數包含工作人員共計 61 人，各

單位夥伴至多 1-2 名，促進在地實務工作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

構、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針對「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保全活用」

所涉及之問題、目標、策略、行動計畫、未來挑戰等議題進行討論，探

索並促進各地可行作法。  

本次討論議題聚焦為二者：1.里山資源的活化利用：(1)如何因地制

宜找尋地方創生策略，利用里山資本活化地方。(2)如何推動里山教育，

培養里山創新事業人才。2.社區林業中心與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的鏈

結 (1)南區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與社區林業中心平臺如何整合推展 (2)

社區林業中心在臺灣里山社區之網絡應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表 11 2019 TPSI-S 南區交流工作坊議程  

2019 年 11 月 27 日(週三) TPSI-S 實地參訪(屏東縣霧臺鄉阿禮部落、吉露部落) 

時間 行程內容 

08:20-08:30  搭乘高鐵於【新左營高鐵站】報到集合 

09:10-09:20  搭乘火車於【屏東火車站】報到集合 

09:50-10:00  自行開車者於【三地門鄉公所】報到集合 

10:00-11:30  車程(三地門鄉公所-霧臺鄉公所-阿禮部落頭目家屋) 

11:30-12:30  午餐 

12:30-12:40  開場 

12:40-12:55  阿禮古謠風樂團演出 

12:55-13:25  霧臺鄉災後重建歷程分享 講者:陳美惠教授 

13:25-15:20  阿禮部落巡禮(頭目家屋-Sasadra 古道-阿禮國小-下部落養蜂場) 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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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落林下金線連栽培教學 

15:20-16:00  吉露部落林下金線連栽培場域解說導覽 

16:00-17:30  車程(阿禮部落-霧臺鄉公所-居高風味餐廳) 

17:30-19:30  晚餐(居高風味餐廳) 

19:30-20:00  車程(居高風味餐廳-三地門鄉公所-返回學校) 

20:00-  抵達迎賓館休息 

2019 年 11 月 28 日 (週四) TPSI-S 夥伴案例分享（屏東科技大學拼創實驗室） 

時間 行程內容 

08:00-08:30   早餐 

08:30-09:00  來賓報到【屏東科技大學玉崗紀念圖書館】B1 拼創實驗室 

09:00-09:30  開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陳美惠 教授 

09:30-10:30 【韌性社區-莫拉克 10 週年回顧】夥伴案例分享 

(主持人:TPSI-E 東華大學 李光中 副教授) 

1.摧毀重建到共生：檨仔腳的地方創生 

六龜寶來人文協會 執行長 李婉玲 

2.種回小林村：小林的災後重建及文化傳承之路 

高雄市杉林區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營造員 徐銘駿 

(每名 25 分鐘，共 2 組，結束後交流討論 10 分鐘) 

10:30-11:30 【越在地越國際-里山根經濟】 夥伴案例分享  

(主持人：TPSI-M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薛美莉 組長) 

1.活用里山創造地區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與機會：以臺南市東山區為例 

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毓正 

2. 嘉義里山案例分享：茶山部落的里山文化與發展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秘書 田佳玲 

(每名 25 分鐘，共 2 組，結束後交流討論 10 分鐘) 

11:30-12:30  中場休息 

12:30-13:30 【在地實踐-青年扎根】夥伴案例分享 

(主持人:TPSI-N 法鼓文理學院 黃信勳 主任) 

1. 蜂起雲湧青年當歸 源森生態公司 負責人 廖晋翊 

從香蕉開始的地方創生 台青蕉創意工作坊 創辦人 老王 

(每名 25 分鐘，共 2 組，結束後交流討論 10 分鐘) 

13:30-13:40  休息 

13:40-14:40  屏科大森林養蜂場導覽 

14:40-15:00  茶點&休息 

15:00-15:30 工作坊討論回顧&問卷填寫 

15:30 賦歸 

表 12 2019 TPSI-S 南區交流工作坊參與名單  

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王佳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張雅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許賢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造林生產組 技士 

徐健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造林生產組 技士 

莊馨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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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技正 

楊蕙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課員 

趙榮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課員 

李冠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馮麗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張晉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技士 

林隆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主任 

簡培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課員 

侯秉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 助理研究員 

薛美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組長 

柳承運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農觀課 技士 

王毓正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政策與文化中心 主任 

王繼維 旗山台青蕉創意工坊  創辦人 

朱芳瑗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吳憶萍 多多鳥工作室 講師 

李婉玲 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 執行長 

黃惠敏 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會長 

包基成 魯凱族民族議會 部落會議主席  

唐光佑 壤嚷生態公司 負責人 

廖晉翊 源森生態公司 負責人 

唐佳豐 阿禮部落 原鄉產業代表 

古秀慧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包仙妹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柯儀君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杜志豪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包明堂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杜月香 阿禮部落 古謠風樂團 

巴文雄 屏東縣霧臺鄉阿禮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田佳玲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秘書 

吳芳娥 臺南市玉井區天埔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徐銘駿 高雄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營造員 

蘇文華 高雄市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 總幹事 

王嘉柔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多元計畫專案負責人 

柯信雄 屏東縣霧臺鄉佳暮社區發展協會 代表 

顏正光 屏東縣霧臺鄉吉露社區發展協會 部落產業代表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副教授 

邱雅莘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助理 

簡巾雅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助理 

顏佋伃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助理 

黃信勳 法鼓文理學院心靈環保研究中心 主任 

游麗方 大漢技術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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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冠蓉 六龜區新發國小 主任 

施玟玲 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 副院長 

洪國翔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主任 

魏浚紘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助理教授 

吳幸如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助理教授 

曾珍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經理 

黃凱暉 屏東科技大學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專員 

陳美惠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 教授/主任 

吳靜宜 社區林業研究室 助理 

吳鴻駿 社區林業研究室 助理 

黃煜智 社區林業研究室 助理 

廖瑞雲 社區林業研究室 碩士生 

林軒宇 社區林業研究室 碩士生 

傅善榆 社區林業研究室 碩士生 

劉世康 社區林業研究室 碩士生 

 

第一天前往拜訪臺 24 線點處的阿禮部落，由於路程較遠拉車時間

沿途停靠數站休息點，抵達部落時已接近中餐時刻，先由阿禮部落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巴文雄帶領大家自臺 24 線終點走到上部落的頭目石板

家屋用餐，下車處對面正面對之山頭即為魯凱族聖山霧頭山，海拔 1200

公尺亦有雲端上的部落之稱，沿著部落主要道路介紹部落歷史、上下部

落之間的故事、面對極端氣候之下地方如何走過這十年，中午便於已保

存三百年以上的傳統頭目家屋內用餐。下午阿禮古謠風樂團演出再由屏

科大陳美惠老師進行霧臺鄉災後重建歷程分享，結束後由理事長巴文雄

與部落青年唐佳豐帶大家在阿禮部落巡禮，分成兩隊進行 Sasadra 步道

導覽，沿途介紹部落傳統植物以及其運用，包括於原住民社會文化中常

見九芎樹在魯凱族中的男女習俗，最後由部落青年唐佳豐在步道交會口

處以分享刀故事  (以前的長輩在一整天工作結束後會聚集在此處一起

交流種植作物或今天所採集到、獵捕到的食物，各戶人家一起交換 )。  

結束 Sasadra 步道導覽，搭車前往民國八十年已廢校的阿禮國小進

行林下金線連栽培教學，由部落青年唐佳豐帶領大家親手栽種一箱金線

蓮；接著阿禮部落青年唐佳豐帶領大家前往下部落養蜂場，是去年與剛

成立之源森生態公司共同執行養蜂場域，講解不同養蜂生態環境與此處

照顧蜂箱的經驗；續而拜訪十年遷受災較嚴重全部遷村的吉露部落大哥

顏正光回到部落蓋工寮經營的準備好於今年開始栽種椴木香菇，順道拜

訪的金線蓮的栽培場域，源森公司負責人提到金線蓮栽種在這不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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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照顧。晚上由南區工作坊團隊安排在臺 24 線上居高風味餐使用晚

餐，並利用時間讓每位參與夥伴自我介紹以及心得分享，對於今日的安

排與參訪行程許多夥伴都提及沿著臺 24 線從平地到部落這段車程路途

經過大崩壁與看見當年風災的痕跡印象深刻，十年走過的重建之路感到

欽佩，更期待在部落所推行的林下經濟在未來十年有豐富成果展現。  

第二天於屏科大拼圖實驗室舉辦整天的室內論壇，首先由屏科大農

學院副院長施玟玲致詞，提到辦理工作坊之意義不只是整合資源凝聚大

家的力量，期待透過這些夥伴關係建立把產業一直永續繁榮延續下去；

接著再由阿禮部落頭目包基成帶來兩小段傳統古謠，身上配戴著魯凱族

的分享刀，部落生態旅遊一直以來都以人情味包裝、以價值取代價格，

莫拉克風災過後即便面對著極端氣候生命威脅，走過十年還要繼續環繞

在三生、永續為自然不傷害土地為目標並發展林下經濟以「臺灣真正的

良心都在這，那我們這個良心把它聚合起來要走出一條路出來」開場。  

首先第一個主題為韌性社區 -莫拉克  10 週年回顧，由本計畫主持

人開場：本次議題剛好可以在原住民於山區部落呈現的緊密關係，但這

些地方特別容易受到臺灣環境天災衝擊，面對人與人與環境共處遇到天

災時如何度過危機。  

首先第一位講者為六龜寶來人文協會的李婉玲執行長，提到這十年

主要是靠社區自己的力量與些許單位資源，相較其他地區走得較緩慢，

在農村中男性為主要生計來源與責任承擔，因此女性或老人變成災後重

建最穩定的人力跟力量，建構據點位在寶來文化歷史累積較大的様仔腳，

利用文化共享基地我們有社區共學人才培養等自主經營的產業發展，尤

其重點在文化傳承與教育需要人跟人攜手找回認同感，現階段在推動區

域發展與聚落經濟平臺共好協力機制，如何兼顧社會面、整體性、有生

命力延續性的發展是目前主要在努力的面向。  

第二位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的營造員徐銘駿帶來分享，在經歷風

災的重創之後十年中的前五年部落族人心情幾乎無法平復，直到五年前

開始全心投入傳統技藝學習部落傳統文化才慢慢進行扎根與重整，漸漸

理解為何是被祖靈留下來的孩子，這幾年積極口述訪談老人蒐集傳統植

物部落合力製作兩本書記載著小林村的記憶，其中一種植物稱作「Dalau 

Wo」是四百年前由荷蘭人所記載植物，受到許多族群統治環境中仍流

傳下來，便產生把傳統植物復育回來的願景，值得議題的為政府資源的

投入，災難產生當下不要一味地把資源投入到社區裡面，瞬間成為明星

災區的小林村大量資源進駐反而造成部落的撕裂與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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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個主題為越在地越國際 -里山根經濟，長期關注東山區域

的研究中心主任王毓正，曾文溪南北差異以南人口多以北人口少（橫）

國道三號以西人口多以東人口少（縱軸）東山的區域就是人口少資源少，

當年備受公害議題纏繞十年的烏山頭水庫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近幾年

也面臨氣候變遷龍眼樹授粉少的議題，東山有三寶：龍眼、柑橘、老人，

然擁有最多龍眼、土窯石窯磚窯與被床工藝技術的地方，當地的智慧傳

承很需要被看見。  

第二位為茶山社區發展協會的秘書田佳玲，鄒族布農漢族三個族群

融合的社區，大家一起共事的目標圍繞在「傳承是文化的根本、產業是

生存的條件、生活是族人的目標，好好生活。」並希望利用在地就業機

會、在地素材創新街景來塑造出這地方的特色，社區結合林務局疏伐木

材串連在地小農小業發展食農教育、陶藝、月桃扇，並期望未來可以在

部落裡面把老人健康站做起來、回饋機制三生的機制建立起來，在地居

民三個文化都要結合在一起，透過人的力量建立起永續部落的社會企業。 

下午場次主題為在地實踐 -青年扎根，源森生態負責人廖晋翊介紹

創辦的價值理念，莫拉克風災屆滿 10 週年之際以霧臺鄉為事業場域，

協助族人尋回與原鄉土地鏈結方法、找出部落的價值期以「里山倡議」

為核心精神，「林下經濟六級產業化」策略，發展永續原鄉根經濟產業。

在合作行動模式中所扮演角色不僅是問題發掘者、資源導入者，也盤點

原鄉要活下去的問題：永續經營問題、人力資源嚴重不足、產業缺乏競

爭力，開發六級化產業即一級包括林下養蜂、食用作物栽培乘以二級品

牌加工乘以三級生態旅遊環境教育，以養蜂來說憑經驗沒辦法用書來交

代，不同環境不同養蜂技巧，目前必須了解不同環境季節遇到的問題才

能解決各個部落不同的問題，並不斷試驗由部落慢慢操作後才能放手。  

第二位青年為同時兼具許多角色的台青蕉創辦人老王，旗山社區相

關產業其實發展相較早，百年旗山著名的香蕉產地，但做地方很需要跨

越即便發展早卻有長期的劣根性，觀察發現臺灣人用嘴巴溝通用吃來解

決，演變成賣香蕉蛋糕邊做社會運動，願意停下來聽故事的人就是買蛋

糕客群，從社區產業出發一群不完美的人都是理念的結合，不完美當中

去成為完美，過程中也有遇到開發案、廢爐渣田、香蕉市場價格等環境

社會議題，土地沒有守護好就不能種香蕉，面對社區經營中世代落差觀

念，也重新思考如何運用過去的地方經濟來創造現在的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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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下午場次中間休息階段由源森生態公司負責人與屏科大的夥

伴，帶領大家到學校的森林養蜂場視察，並體驗蜂巢中蜂王篩選的實驗，

簡單講述從 3 箱開始到目前的飼養 52 箱。接著回到室內進行討論。  

首先由薛美莉組長提出在社區發展過程中遇見意見分歧，可能一個

社區有兩三個組織各談各的重點，過程中是否有遇到這樣問題？李婉玲

執行長回答，其實不管任何一個社區，任何團體都可能遇到組織變動會

讓你歸零、選舉就抹滅掉、甚至是政府計劃進來，資源進來都會重新洗

掉，需要通過很多溝通或是資源整合來讓資源累積永續的能量，這中間

怎麼做永遠都有人在反對，方向要很堅定內心有多強大路就有多寬大。  

林務局王佳琪技士提及公部門搶著計畫進場，但不見得是社區所需

要的，展望未來十年是否有比較好的建議讓公部門參考？大漢技術學院

游麗方老師也順勢補充以小林村的例子，建議第一時間要做什麼比較貼

心？徐銘駿營造員則回應資源不要在第一時間立刻灌進來，反而是陪伴

但並非隨便心理輔導師反而會造成壓力，資源可以進來但要有初期中期

長期規劃，政府單位沒將資源切割好反而造成部落社區分裂。李婉玲執

行長提到資源進來不可能不進來，接了龐大資源不知道怎麼運用反而成

撕裂的導火線，必須不斷的溝通走很慢，一切陪伴累積能量都需要時間。 

本計畫主持人提到屏科大社區林業中心扮演重要角色，長期生態旅

遊結合林下經濟與林務局新方向非常貼近，期望南區提供夥伴的培訓資

源未來可以拓展到全臺灣。屏科大陳美惠老師也期待未來可以提供各區

夥伴椴木香菇或其他作物之林下經濟栽種區域型服務與諮詢，鏈結起全

臺網絡。法鼓文理學院黃信勳主任回應這次延伸出社會企業協助之下做

一些深耕給予很多寶貴的經驗與建議。屏科大陳美惠老師提到除了有別

於過去的生物資源調查培養年輕創業團隊來支持永續型的技術與專業

支持林下經濟的環境監測，如蜜源的監測都可以是未來新發展方向。  

徐銘駿營造員再次感謝主辦方這次有榮幸可以來參與、感謝政府協

助小林這幾年已慢慢站穩自己的腳步並再次強調陪伴很重要，希望社區

林業的資源壯大部落植物園模式，慎選計畫去走出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

部落，現階段努力做出成果回饋這段期間收到的厚愛。最後由屏科大陳

美惠老師為本次工作坊做結，在地韌性不只有環境還有人的韌性，提出

新型的永續創新根經濟模式光觀念從在地到消費端植入就要醞釀很久，

從觀念到技能、素養、態度整個轉變，長得慢但根扎得深非常難，越在

地越國際發展的在地小旅行產業六級化同時希望法律上的合法性更有

保障，期許未來 109 年度更多夥加入主動分享交流各社區部落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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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交流工作坊 (2019 年 6 月 13 日 -6 月 14 日 )  

 

為配合本  2018-2020 計畫，將以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  2011-2020 

為指引，協助林務局完結合臺灣目前至少  12 個政府、民間和學術單位

加入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的國際會員，以及國內逐年增加的志同

道合的  TPSI 夥伴，透過群策群力的  TPSI 相關活動，推動臺灣里山、

里海倡議實務工作，串聯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營造友善、融入

社區文化與參與之社會 -生產 -生態地景與海景，提升淺山、平原、濕地

及海岸的生態棲地功能及生物多樣性的涵養力，串聯東西向河川、綠帶，

連結山脈至海岸，編織「森、里、川、海」廊道成為國土生物安全網，

如何讓保全、活用社會－生態－生產地海景（SEPLS）的知識、在城鄉

邊界尋找團隊定位的努力、或里山夥伴在蹲點生活中的情感交流被說明

清楚，對  TPSI 夥伴的互動來說很是重要。今年東區  TPSI 交流工作

坊分成戶外實地參訪與室內主題論壇，6 月 13 日戶外參訪行程將重點

放置在東海岸地區，當日沿臺  11 線拜訪花東海岸的三個部落，由北而

南第一站為花蓮豐濱鄉新社村新社部落、第二站花蓮豐濱鄉  Dipit 部

落  (復興部落 )、第三站臺東成功鎮  Torik 部落 (都歷部落 )。  

6 月 14 日所設計之室內交流論壇工作坊第一部分為演講，主題演

講一  「區域網絡連結」，由  TPSI 夥伴南區主持人屏科大陳美惠老師

就長期推動社區林業計畫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分享「透過區域網絡連結推

動里山倡議」；主題演講二「他山之石」邀請近年日本密切交流的大漢

技術學院游麗方老師來分享「日本里山保全活用案例經驗」。  

第二部分為論壇經驗分享交流，主要邀請花蓮、臺東的相關夥伴分

享以下主題的實務經驗：主題一  「區域網絡連結」：結合林務局推動

國內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之拓展與實務工作者之增能活動，邀請到公

部門、民間企業合作社與社區等夥伴來分享如何串聯點、線以至於面的

區域網絡工作的創新實務經驗；主題二  「456 承先啟後甘苦談」：（註：

456 指民國 40-60 年代生，現階段於臺灣社會中屬於中壯年的年齡階層）

近年間東區的里山倡議推動，許多夥伴已在縱谷與東海岸地區，發展出

因應在地議題和解決問題的實務操作經驗，特別是社區中壯年，基於不

同因素回鄉、留鄉，常扮演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因此本主題繼去年「年

輕人參與」議題，而是多半年齡層介於中年，特別邀請花蓮、臺東中壯

年夥伴分享角色扮演和實務工作甘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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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9 TPSI-E 東區交流工作坊議程  

2019 年 6 月 13 日(週四) TPSI-E 實地參訪 

(花蓮豐濱鄉新社村新社部落與 Dipit 復興部落、臺東成功鎮都歷部落) 

時間 行程內容 

09:00-09:20 花蓮火車站集合接駁(搭乘遊覽車出發) 

09:20-10:20 前往花蓮豐濱鄉新社村 

10:20-11:20 噶瑪蘭族 Paterongan 新社部落里山倡議現場導覽解說 

11:30-12:30 阿美族 Dipit 復興部落里山倡議現場導覽解說 

12:30-13:30 午餐(復興部落) 

13:30-15:30 前往臺東成功鎮都歷部落(沿臺 11 線) 

15:30-18:00 阿美族都歷 Torik 部落里山倡議現場導覽解說 

18:00-20:00 晚餐(都歷部落)+各地新舊夥伴心情分享 

20:00-21:00 前往臺東市 教師會館 

21:00~ 晚安 

2019 年 6 月 14 日(週五) TPSI-E 交流工作坊（會場：臺東林區管理處） 

07:00-08:10 早餐 

08:10-08:30 集合並前往臺東林區管理處 

08:30-08:40 報到 

08:40-09:30 工作坊主題 1「區域網絡連結」專題演講 

屏科大陳美惠老師：透過區域網絡連結推動里山倡議 

(主持人：林務局保育組) 

09:30-10:00 工作坊主題 1「區域網絡連結」專題演講 

談國土生態綠網與區域網絡連結之願景 

(主持人:TPSI-E 東華大學 李光中 副教授) 

10:00-10:20 中場休息 

10:20-11:20 

工作坊主題 1「區域網絡連結」花蓮夥伴經驗分享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楊鈞弼先生、Lipahak 農場 賴萌宏先生、 

富里鄉農會 黃蘭湘女士  

(主持人：花蓮林區管理處，每位夥伴簡報 15 分鐘問答 5 分鐘) 

11:20-12:20 

工作坊主題 1「區域網絡連結」臺東夥伴經驗分享 

臺東林管處 徐惠君技正、臺東農改場 張繼中副研究員、 

089 快樂農場 何介臣先生 

(主持人：臺東林區管理處，每位夥伴簡報 15 分鐘問答 5 分鐘) 

12:20-13:20 午餐便當（臺東林區管理處） 

13:20-14:00 
他山之石：日本里山保全活用案例經驗分享 大漢技術學院 游麗方 

(主持人:TPSI-N 法鼓文理學院 黃信勳 主任) 

14:00-15:00 

工作坊主題 2「456 承先啟後甘苦談」： 

Dipit 復興部落 張慧芬女士、都歷 Torik 部落 吳筱帆女士 

(主持人：TPSI-M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薛美莉 組長) 

15:00-15:30 綜合討論、結語林務局保育組、東華大學 

15:30-15:50 全體夥伴 填寫工作坊參與回饋單 

16:00~ 保持聯絡 再會！ 



 

94 

表 14 2019 TPSI-E 東區交流工作坊參與名單  

   

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石芝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科長 

張雅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技士 

許家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助理 

翁億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正 

蕭鈺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許芳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技正 

朱木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秘書 

徐惠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正 

吳美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馮麗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南珈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莊瓊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課長 

羅文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課員 

李宜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技佐 

張勝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林區管理處成功工作站 主任 

王智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林區管理處成功工作站 技正 

白安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林區管理處大武工作站 專員 

莊馨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 

孫正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張繼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黃秀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課長 

賴俊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副工程司 

徐一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工程員 

陳均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副研究員 

張桂肇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景碧秀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南安管理站 雇用人員 

黃蘭湘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主任 

黃信勳 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薛美莉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環教組組長 

謝莉顒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計畫助理 

黃瑋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計畫助理 

陳美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授 

吳靜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助理 

廖瑞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助理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顏佋伃 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助理 

簡巾雅 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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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雅莘 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助理 

Polina Karimova 國立東華大學 學生 

游麗方 大漢技術學院  系主任 

高瑞祥 大漢技術學院  專案助理 

郭淑娟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專員 

李健緯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專員 

吳美貌 社團法人臺灣好食協會 秘書長 

賴育真 社團法人臺灣好食協會(達魯瑪克) 專案經理 

吳昌鴻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執行長 

葉菁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專案執行 

賴萌宏 Lipahak 生態農場 負責人 

李秀蓮 有限責任臺東縣縱谷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理事 

何介臣 臺東縣友善環境農產運銷合作社 理事主席 

周思源 原穀傳說有限公司 經理 

巴慧玲 東魯凱文教協進會 專案經理 

楊鈞弼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理事長 

張慧芬 花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 總幹事 

宮莉筠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吳筱帆 臺東縣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 理事長 

馬汀（吳龍） 臺東縣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 部落青年 

葉之幸 臺東縣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 部落青年 

郎惠迪 臺東縣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 部落青年 

林國欽 臺東縣池上鄉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專案經理 

宋俊一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古勒勒•給令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延續 2016-2018 年所辦理的工作坊，四區主持人於今年年初時共同

討論今年度各區主題，東區區域網絡連結以及多為中年  456 承先啟後

甘苦談，本次工作坊實地參訪行程主要沿著東海岸臺 11 線往南，首先

第一站抵達新社部落拜訪新社社區發展協會，新社部落宮莉筠女士解說

了幾種部落傳統經濟作物當作開場當，接著開始介紹八個傻瓜新社部落

噶瑪蘭族於當代的農作發展，並與參訪夥伴分享農業勞動的經驗。解說

到一半時一隻大冠鷲從山邊滑下停留在電線杆上引起大家關注紛紛拿

起手機相機拍攝，新社部落宮莉筠女士便提及這隻大冠鷲已跟農友們成

為好朋友，時常在田區周邊活動也驗證此區域的生物多樣性高讓頂端掠

食者留下生活，並帶領大家繞一圈田區環境概要介紹當地農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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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由復興部落張慧芬總幹事，帶大家從山腳下緩慢導覽走上到

上方的部落聚會所廣場，沿途帶領參與夥伴認識復興部落的地景、傳統

植物利用、以及過去歷史，從日本統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間，復興部落的

地景與利用有相當大的變化，但多少保持傳統知識的運用。此外部落透

過信仰，形塑出具有特色的社區 /部落營造模式，支持社區長輩的日常

生活照顧，以及近期正在進行之梯田復耕歷程相關議題，接著進入到新

建的部落小站販售小屋讓大家欣賞相關手作藝術品，由於本次行程參訪

地點車程時間較遠，無法帶參與者參觀部落上游農耕區，中午於部落聚

會所內使用部落風味餐，運用當令當地種植之季節蔬菜、部落種植醃製

的洛神花配上藤心等菜色，利用時間讓夥伴與部落回鄉青年、部落長輩

互動，其中一位部落長輩臨時興起用口琴帶來數首阿美族傳統歌謠。  

接著拉車約 2 小時之車程前往都歷部落，下午的部落參訪由臺東

林區管理處協辦場地與行政等重要活動事項。首先由原住民旮部融岸文

化教育促進會吳筱帆理事長進行簡短開場後，交由在地青年葉之幸進行

部落巡禮介紹與周邊環境地景解說、文化的傳承重要任務，接著由環境

友善農業及生態監測組織野聲環境生態顧問公司介紹這一半年與部落

青年們共同合作盤點生態調查之結果，在地青年們續而帶大家前往自己

正在進行林下養蜂的實驗示範地與水梯田復育友善農業推動的梯田區，

陪同之生態監測夥伴順而補充於都歷部落所作的水域生物系統解說，順

勢撈起魚休耕田旁的水池中水質指標的蝌蚪，豐富水田溼地生態提供生

產與生態保育功能；結束田區周邊環境介紹後前往都歷海灘進行潮間帶

生態解說，部落青年組織近年成立之都歷海洋教室，目的除了推廣水域

運動進而之分享都歷部落依山傍在海文化與自然生態，讓更多人親近海

洋文化的探索並學習與大自然共存。晚餐於 Nasfian 文化學習教室使用

部落風味自助餐，主食為當地種植之蔬菜與附近海域所撿拾之海菜與捕

撈之飛魚等豐富菜色，友善耕作檸檬所製的甜點，用餐後為夥伴自我介

紹交流時間，許多夥伴皆分享到今日參訪心得讓人印象深刻，拜訪位於

海邊鄰近海岸山脈的葛瑪蘭族新社部落推動友善耕作的堅持理念、阿美

族復興部落運用在地傳統知識資源生活、再到阿美族都歷部落看見多位

年輕留在自己家鄉深根，從花蓮至臺東接觸之部落皆處里山、里地和里

海自然地景，由上游至海邊連貫性之森川里海生態系統服務創造了綠色

網絡配合友善農業推動，串聯各地方網絡如林管處生物多樣性概念與農

改場之水梯田耕作技術投入，認識在地傳統與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取

得經濟生產與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平衡，一起追求環境與人類的共生共榮，

達到土地永續利用的目標，結束後前往住宿點位於臺東市之教師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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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室內論壇首先邀請屏科大陳美惠老師來講述透過區域網

絡連結推動里山倡議，以鄉村發展問題出發來探討對策應如何保全活化

里山資本，並以南區交流中心於臺 26 線首先建立第一個生態旅遊地 -社

頂部落開始建立模式，翻轉墾丁國家公園裡保育與居民間的衝突，規劃

差異化遊程內容，從建構生態旅遊社群網絡平臺、簽訂生態監測契約，

團隊互助信任合作厚植社區的社會資本，近期推動上提出法治改進之訴

求，與政策可同步讓社區生態旅行合法化；接著以霧臺鄉臺 24 線為案

例，發展出的地方創生六及產業林下經濟建立各部落特色產品如：阿禮

林下養蜂、大武森鮮菇、紅藜桿太空包菇、神山吉霧阿禮三部落之金線

連，結合生態旅遊創造里山新型經營型態，串連起部落實踐永續三生。  

先由林務局保育組石科長來談編織自然和諧共生的國土綠網計畫，

盤點臺灣中央山脈保育軸續而點出淺山與農田生態系的危機，近幾年尋

找出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關鍵，聚落社區轉型兼顧保育與生計的永續產業

發展模式，舉友善農業先驅案例：里山的貢寮水梯田復育 X 瀕危野生

動植物保全；里地的臺南官田菱角田友善生產 X 珍稀水鳥棲地保育；

里海的雲林成龍劣化農地 X 濕地保育，與農民們或社區居民們共同營

造棲地維護友善生態環境，國土綠網分區規劃政府和民間協力合作建立

全臺兼顧生活與生態的友善農田地景，除了中央跨域平臺建立其中也於

花蓮建立綠色網絡地區性平臺，最後為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推動 (TPSI)各區發展出不同特色並強韌化夥伴關係建立起互惠型網絡

關係，期勉國土生態安全網建構底下維繫與自然和諧共生。  

花蓮區域網絡連結夥伴經驗分享，牛犁社區講述運用同心圓陪伴計

畫理念，有些社區進行社區林業計畫第一段申請階段通過後難申請到第

二階段，在花蓮林管處底下建立社區間的互動平臺，與其他輔導團隊不

一樣，較偏向社區與社區之間的連結同心圓，從里山倡議至生產型友善

溼地計畫建構花蓮社區串聯之召集協力角色，期待未來培育青年投入社

造，開創在地多元就業機會，建構社會福利服務回饋機制，邁向社會企

業經營。富興生態農場賴萌宏負責人與花蓮林管處合作友善濕地營造試

辦計畫實踐田區生態給付，目前已有單位 12 個農友 14 位，面積計約有

41 公頃，減少用藥、冬季休耕期協助維護生物多樣性蓄水，成了柴棺

龜、冬候鳥、金線蛙等棲地肯定主動維護生物多樣性者的貢獻，建立起

里山倡議的連結，以點線面拓展不同田區策略，兼具農作及生態營造保

育。富里鄉農會首先放從羅山到里山影片以影像紀錄方式傳述地方力量

與想法，召集新住民知青農朝向經濟循環、以產地銷售為主減少碳足跡，

建立起社區小學堂讓傳承文化給下一代，現階段目標產官學的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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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與對話發展桂竹林經營多元利用模式，同時運用社區教育空間使用

提供時農校育場所，朝向循環型鄉土共生社區青年里山林創實踐基地。  

臺東區域網絡連結夥伴經驗分享，首先由臺東林管處張惠君技正提

到臺東目前有都歷、利嘉溪區域建置的平臺，利用五大行動策略導入在

地文化傳承、不同權益關係人等盤點可運用之資源，其中都歷種植友善

檸檬、稻米的部分回饋到在地部落廚房給予部落長輩可以食用，結合周

邊國小長時間紀錄生態像部分，現階段臺東有些非在地青農，是否有機

會導入到社區，部落有許多空地釋放出來可以活化，合作的兩年中希望

透過影像紀錄讓計畫是更活的，記錄下無法用文字表達之傳承知識。臺

東農改場張繼中研究員進行東區農業資源盤點，建立管理的技術如水稻

田的利用，循環農業的推動部分：長濱鄉真柄部落柑橘類示範果園，進

入前有些已是有機友善，只是在栽培不分沒有修剪發現部分病蟲害，配

合修剪技術加入改善；都歷部落的水田復耕連結臺東林管處的合作，開

辦講習會藉由辦理觀摩會，讓農友們更了解做的事情有一個理念在而不

為了有機而有機不是為了友善而友善，藉由技術加入來讓農已有更多選

擇從點線面持續推動，目前 939 公頃里山倡議人與自然共生的理念。

089 快樂農場創辦人自 70 年開始種百香果，84 年開始做有機，轉型過

程碰到問題沒有資源，著急 25 位農友聚集討論改善生產條件，以前的

農友知識不多，有機農友最可貴的部分便是不同經驗願意提出來分享，

共同串聯產銷班，期望政府支持就會變比較快速，臺東第三公有市場變

成 089 的快樂農場，目前青年佔三分之一散居在臺東縣裡面，半許多交

流會包括留種子計畫，創造友善耕作農友與民眾直接傳遞土地的訊息。  

456 承先啟後甘苦談首先由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張慧芬總幹事提

到以前很排斥農事若放學要被叫去田裡，就會拿書來看，告訴自己長大

之後不要做那麼那麼辛苦的事情，這些年以部落媳婦的角色在社區尋找

回文化，即便很累也會被潑冷水但部落長輩一個個凋零更想守護住，今

年慢慢整理出一公頃復耕水梯田行動，對待土地人與人之間的心態就會

轉變，只要有心去努力做環境一定會更好，我們一步一腳印踏好這一步

再往前走，碰到困難就要解決困難要往前。臺東都歷部落的原住民旮部

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吳筱帆理事長說明這些年保存紀錄部落的文化恢

復祭海傳統、培力在地青年、推動產業發展，資源盤點很重要可以清楚

彙整出部落的自然環境資源，阿美族語「Malalikid」是一起做事，結合

一起工作的團隊，面臨困境時他們也會跟你一起面對，人的經營是非常

重要，這幾年努力創造機會給返鄉青年給他們發揮，青年的興趣是海但

不能只會衝浪，所以也要學會做傳統竹筏，這樣的技能學習過程讓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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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度了解部落學習生活，同時期望他們能在農業上有所學習與傳承，

部落長輩帶著他們種田、學做膠筏，像是昨日的導覽部落觀光旅遊等以

及山裡五感體驗，回到最初里山里海的部落生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結束後土坂社區提出部落面對外面預約的觀光客團有什麼機制嗎，

像是有些背包客會自己來這環境，過多外來非預約來的觀光遊客所留下

的垃圾如何應如何處理？都歷部落便回覆在海灘時常到假日都會上百

人，年輕人有發過宣傳單宣導垃圾，另外旅行社合作部分價錢沒談好不

會接，現階段大多是部落自己接，主要還是部落階級的討論，部落年輕

人也會自己召開會議，透過促進會與協會平臺主要是宣導，畢竟都歷海

域有閘門的話也不方便。薛美莉組長提出像平地有些民宿會遇到競爭性

的問題但未來是否會像一些民宿合作？都歷部落便回覆業者在行銷才

會那麼多人，這地方是衝浪學習基礎點，沒有超過底線部落還是可以合

作的，另外為了讓青年建立機制與部落生活有穩定性，未來的課題就是

要把做農這職業當作高尚的職業，除了海以外要認識農事最大的課題。  

大漢技術學院游麗方老師提到年輕人都出去外面，但就是有個信念

和價值觀，想把家鄉榮譽感傳達出去，讓家鄉廢掉已經沒人住的，不收

錢會被佔有，所以利用契約方式，讓家鄉保存下去的價值觀，雖然里山

中心申請的錢項目被綁住，但仍很努力在做維護不是爭取前來作為收入，

可能是日本天皇是做生物研究，做愛護野花野草行動便是種崇高榮耀，

在家鄉中存留申請經費來只是要剷除外來種而非壯大經濟荷包，環境省

提議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主軸，而大家出發點以維護家鄉為出發點。保育

組石芝菁科長回應臺灣的社區不見得全然以經濟角度出發，參與里山心

中仍保有希望以環境友善方式加入，顧飽肚子跟保育是不衝突的，有良

好的溝通再往前走就不會偏掉，推動時在理念上是要一直溝通，慶幸的

是臺灣也須多年輕人加入。洄瀾風吳昌鴻執行長回應游老師所提，在花

蓮三百條的野溪其實溪流生態項是豐富的，但固床工作卻沒有依照原住

民傳統知識或了解當地魚種，里川所串聯森林至海洋的重要性是很高的。

水試所回應都是以海洋研究為主從海洋近岸到漁村向上看，但這次活動

從森林部落到近海向下看串聯起來，未來有更多機會可以在東部做延伸。

石科長回應今年串聯對象也將漁業署和水勢所拉進夥伴。Lipahak 生態

農場賴萌宏負責人提到目前地方縣政府鄉公所幾乎都缺席，許多政策面

沒辦法實踐是不是未來要連結面在擴展。石科長回應國土綠網在政策規

劃上較全面性而這部分都會反饋到下一個階段地方實踐更清楚方向，目

前以石虎議題來看是有與苗栗縣政府林務自然保育科作接觸，將來也會

努力在地方政府層級上做溝通、去突破鼓勵地方縣市政府鄉公所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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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里山倡議與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一、  工作坊目的  

里山倡議自從 2010 年底引進臺灣後，各地符合里山倡議精神、從事農

村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的案例也愈來愈多。林務局為推動里山倡議之本土實踐

策略和活動，透過東華大學協助，於 2015 年完成「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策略架

構」，著手建立「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以推動國際參與、政策研究、知識增進、能力

培育和實地實踐等五個面向工作。2016 年起，林務局和東華大學陸續與屏東

科技大學、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法鼓文理學院合作推動 TPSI，每年邀請

臺灣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里山倡議目標和作法的實務工作者

（包括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團體、政府相關部門、綠色企業與學者專家等），

參加臺灣各區及全區的交流工作坊和研討會，期增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

和行動力，促進「能力培育和實地實踐」目標之實現。  

第一屆 TPSI 全國交流工作坊（2017 年 9 月 15 日）於「2017 年環境教

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前一日，假臺中科博館舉辦，由林務局與中華民

國環境教育學會、自然科學博物館、臺中教育大學等單位合辦，上午場「專

題演講」聚焦 TPSI 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下午場「TPSI 工作坊」討論 TPSI 行

動議題與未來運作策略，合計約 150 人參加。  

2018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成功加入 IPSI 成為臺灣第 12 位 IPSI 會

員，並就今年 9 月 28-29 日將於東華大學舉辦「 2019 年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

交流研討會」之主題，訂為「運用環境教育取徑，保全森川里海連結」，除

傳統環境教育相關主題外，首次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與里山倡議」

子題，提供各界投稿發表學術研究及實務經驗成果。本次第二屆全國性 TPSI

交流工作坊訂於上述環境教育研討會前一日，假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舉辦，由

林務局與東華大學、環境教育學會合辦，主題訂為「與環境教育對話」。本

工作坊將為今年環境教育研討會暖場，透過臺灣里山倡議之通論性專題分享，

以及臺灣北、中、南、東四分區 TPSI 夥伴之實務經驗和成果交流，期促進

TPSI 與環境教育學界和實務界夥伴之對話，共同探討如何透過環境教育取徑，

借鏡里山倡議和生態農業等新觀念和作法，保全國土上下游森 -川 -里 -海的連

結、活用生產地景和海景資源、活絡鄉村社會並促進城鄉互惠交流，以重建

鄉村地區作為連結自然地區和都市地區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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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者及工作坊議程  

參與者有環境教育學會會員、農委會林務局及所屬林區管理處、政府相

關部門、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團體、綠色企業、學者專家、一般公眾等，

開放公眾報名參加，共計 91 人參與。本次工作坊分為上、下午兩個主題的演

講，上午主題 A：全球思考、制度適用，下午為四區主題 B：制度適用、在

地行動。工作坊議程如下表 15。  

表 15 2019 臺灣里山倡議交流工作坊議程  

時間 主題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致詞（東華大學、林務局林澔貞副局長） 

主題 A：全球思考、制度適用                             主持人：王鑫教授 

  專題 A-1_把自然拼回來：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之建置 

（新竹林區管理處 夏榮生處長） 

10:10-11:40 專題 A-2_透過區域網絡連結推動里山倡議與環境教育連結 

（屏東科技大學 陳美惠教授） 

  專題 A-3_里海融入海洋環境教育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王書貞執行長） 

11:40-12:10 與談、意見交流（與談人：環教學會監事 王俊秀教授） 

12:10-13:00 中餐 

     主題 B：制度適用、在地行動                      主持人：黃群策組長 

13:00-13:40 專題 B-1_TPSI 北區： 

國土綠網˙里山實踐（羅東林區管理處 翁億齡技正） 

糧食生產之外的多元價值～貢寮水梯田（狸和禾小穀倉 林紋翠負責人） 

13:40-14:20 專題 B-2_TPSI 中區： 

里山倡議融入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教育（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薛美莉組長） 

蕉埔里山聚落食與農行動計畫（觀樹教育基金會裡山塾 江進富主任） 

14:20-14:40 休息、茶點、交流時間 

14:40-15:20 專題 B-3_TPSI 南區： 

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推動及山村經濟串聯計畫 

（屏東林區管理處 林湘玲課長） 

馬頭山之戰－翻轉惡地價值（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黃惠敏會長） 

15:20-16:00 專題 B-4_TPSI 東區： 

花蓮森川里海里山倡議的區域網絡串聯（花蓮林區管理處 許芳嘉技正） 

花蓮溪廊道環境教育建構行動（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楊鈞弼總幹事） 

16:00-16:30 與談、意見交流（與談人：環教學會理事長 張子超教授） 

16:30-17:00 綜合討論及結語  主持人：黃群策組長、張子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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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議題及其討論內容分析  

本次臺灣里山倡議交流工作坊為 2019 環教研討會拉開序幕，分成上午

的主題 A：全球思考、制度適用；與下午場次的主題 B：制度適用、在地行動，

其中各區皆邀請兩種單位來講述該區之實務或地方實踐，安排的順序前者為政府部門、

後者為地方社區或 NGO 組織，讓各組織不管是地方上或政府部門可透過本次與環境教

育的對話中激盪出不同的想法。邀請到系上楊懿如老師也是本次環教研討會總籌

擔任今日開場，這次回到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本基地來談里山倡議，位在東部

特殊位置運用各領域專業實踐與對話，也正好與本次環境教育研討會的主軸

名稱做一個呼應：運用環境教育取徑  保全森、川、里、海連結。林務局林澔

貞副局長簡短概要里山倡議的發起，2009 年正好於貢寮推動水梯田復育呼應

到聯合國 2010 年推動里山倡議，接連不謀而合的循著里山倡議的系統性精

神，今年剛好十周年累積些成果也於北中南東各分區交流中心，夥伴們豐富

經驗的分享交流聚集為環境努力的人們互相勉勵。  

本計畫主持人提到有林務局政府主管機管的最大支持，目前已在臺灣各

地遍地開花激盪出北中南東的交流基地，事實上每位夥伴都是中心、互相碰

撞，未來十年相信會繼續在擴大保持這樣的動力，本次工作坊傳達里山倡議

可透過在地實踐結合政府的一些政策計畫呼應到國際他們想去倡議的一些

目標和攻略，上午全球思考是我們國家政策制度方面的適用，而下午是這些

適用怎麼展現於在地行動。擔任早上的主持地理界資深前輩以走過的歷史複

習來看保育，從昔日的地質到自然保育各種推動，認同現階段林務局對於保

育新型操作模式，里山的工作計畫上有政府官員、有學者、有專家、有農民

都是真正跟社會站在第一線工作者，也漸朝向美國稱之 US Forestry Servise 

生態系統服務概念。  

首先請到是原本對里山領域極為熟悉的前保育組組長夏榮生處長，「把

自然拼回來」為題先以臺灣生物棲地現況的評析簡單概要這幾十年來的自然

威脅與保育行動，再到與國際里山倡議概念接軌，接著概要臺灣三個案例，

分別為里山：貢寮水梯田復育 X 瀕危野生動植物保全；里地：臺南官田菱角

田友善生產 X 珍稀水鳥棲地保育；里海：成龍溼地劣化農地 X 濕地保育等案

例中與農民們或社區居民們共同營造棲地維護友善生態環境，並介紹國土生

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並以縫補石虎棲地為例，可以在友善通道建置中看

見保護的不僅是單一物種石虎也拍到山羌白鼻心使用這樣的通道，今年也開

始與地方政府試辦生態系服務給付、與國有財產署共同盤點新竹、苗栗、臺

中、南投縣市國有土地等跨域部門合作，最後為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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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推動 (TPSI)各區發展出不同特色並強韌化夥伴關係建立起互惠型網絡關

係，期勉國土生態安全網建構底下維繫與自然和諧共生。  

緊接著第二位演講者為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教授，以社區林業史的回顧

做為開場，透過社區營造過程讓社會大眾、一個社群凝聚起來對環境友善的

事情，共識到行動展現的社會文化資本累積，面對新時代的模式必須為環境

文化為基礎的產業經濟發展，形塑『買在地、吃在地和支持在地產品』的生

活模式，過程中在地的團體社區獲得歸屬感與成就感。從態度的轉變扎根型

並非一蹴可及，不同社區也必須創造出差異化，另外也著重在如何讓年輕人

接棒，願意投資未來創造社會企業深耕的議題便以臺 24 林下經濟六級產業

作為未來發展展望與區域網絡的建置。  

上半場最後一位講者為友善種子的執行長王書貞，每個的專業可以透過

一個企業去傳遞精神跟價值投入到不是市場化卻可以慢慢發展更多可能性，

並以兩個正在執行的案例如何透過體驗過程帶孩子從創造人與自然連結：第

一個為和平島地質公園操作的環境教育課程結合島民生活智慧，真實共處，

有溫度的生活體驗，帶領孩子接觸魚市場來檢視生活所食用的魚類從生活中

省思環境議題海女阿嬤收購石花菜透過文創商品，也找海女合作來當講師，

越在地越國際其實就能讓視野更寬廣如何讓根留經濟；第二個場域為台江國

家公園，帶領周邊甚至到臺南在地從國小到高中的學生大家去思考多元價值

的討論怎麼去找到一個平衡點，「黑琵牌」友善養殖虱目魚製成罐頭，找回

過去幾百年來人類生產與鳥類保育的共生系統。環境教育如果是給自己最好

的價值，可不可以也賦予每一個人在工作本質上更好的價值成就，為什麼很

堅持要找到在地的漁民或是在地講師或在地年輕人願意回來由他自己來說

自己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上半場論壇人為環境教育學會王俊秀教授，提出四項關於里山倡議的精

神，一為正義，各部門組織的合作跟公平就是正義的落實；二為抓地力，賦

予臺灣味道的山海就是在地全球化，故事無法被國外經驗取代；三為共善，

森川山海把里變成函數，沒有里就沒有人跟山川海的根本良性互動，共善、

環境友善的價值，資本包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四維最重要的

多樣性，不是只有生態多樣性，社會文化都要多樣性，共做共善共好。最後

以環境學院宗旨像山一樣思考，像海一樣包容之外，還蘊含著像森一樣呼吸、

像川一樣奔流當作上半場的結語。  

下午場次內容為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域各地夥伴包括公部門、社區分享各

地實踐工作內容，由新上任保育組的黃群策組長擔任在地行動專題的主持人，

目前最大的宗旨就是把網絡建立起來，在國土政策中的綠色安全網絡六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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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的里山倡議扮演著重要角色把當前最重要的工具加強夥伴網絡關係，各

種部門串連一起。  

北區的政府部門邀請到羅東林管處翁億齡技正來講述如何透過里山實

踐精神，因去年的國土綠網政策盤點出 17 處國土優先關注區，主要地區無實

質保育政策、擁有非常呆保護的動植物、高生物多樣性熱點，將土地面積劃

分出北部與東北部兩大區，東北部舉例：新南田董米，周邊環境為蘭陽溪平

原候鳥遷飛廊道以新南為點慢慢擴展生態試驗合作點，在環境面田埂拓寬、

水位調控鳥類數量明顯較多與價值成果，經濟面來自水稻保價收購、解說費、

棲地營造補助等生態系同服務給付，隱藏性回饋為今年拍年冬歉收卻勝過灌

行農法；北部舉例：石門阿里磅在棲地營造上許多生物都回來，對於當地農

民來說綠色環境補貼也增加收益，但面對當地人力外流、無法維持核心產業，

探討後可朝向過去興盛的茶產硬枝紅心品種來作為另一地方產業，兩者案例

皆呼應到里山精神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與價值、跨域合作凝聚地方、整合傳

統與現代。  

北區的 NGO 組織邀請到的是狸和禾小穀倉，自 2011 年開始水梯田復耕

生態保育的推動計畫，貢寮多樣性高這幾年的調查發現是因為人農業擾動才

擁有這些多樣性讓物種生存下去，以經濟價值來看早就要被放棄，但田區和

其他關鍵在於沒有福壽螺、終年蓄水，發現 13 種列名紅皮書受脅等級的共

生植物，豐富的伴生植物提供多樣化的授粉昆蟲蜜源，更凸顯這塊需要被照

顧好的土地與其價值，為更積極推廣招募更多保育合夥人 2012 年起梯田會

員制，利用在地資源研發產品、體驗產業帶動六級化發展回饋在地經濟與保

育，水田濕地終年湛水 --水質、水位、土壤條件、植被近似自然濕地，不間斷

的傳統農業意外成就多樣化的生物的棲地，期待公部門、NGO 、公眾力量與

農民共同合作讓美好的價值繼續，共生共好才有未來。  

中區首先由特生中心來介紹該中心如何將里山倡議融入環境教育，簡單

概要里山倡議與愛之目標多樣性的其中六大目標，呼應回環境教育發展內涵，

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在深度教育方面如公民科學，另一為淺山保育深入社區

的運用與推廣如友善石虎農地生態給付計畫的石虎標章；主流化方式深耕至

心中以萌系動物吸引公眾的注意，更能將知識傳達擴大範圍到民眾認知，另

外活動適度與結合環境保護結合如花博指標性物種石虎或得到公眾人物的

關注於社群媒體上的曝光也是重要的一環。  

接著為裡山塾專案主任經營苑裡淺山環境學習中心，當初活動課程設計

中看見大量仰賴農藥的柑橘社區產業，面對產業失勢務農後繼無乏人、社區

衰落與里山地景的轉變，而建立「裡山青果社」邀請專家、農友來講課增進



 

105 

果園管理技術，並邀請已在落實或想落實草生栽培與友善耕作的農友制定公

約，一起尋求友善環境的實踐，但技術與氣候變遷議題果樹有機種植難度，

主要生計來源要如何克服，重新定位後將持續生產、生活與生態為關注核心，

全面盤整策略方法突破的蕉埔聚落食與農行動計畫近期已開始運作。  

南區政府單位由屏東林管處介紹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的串聯計畫，位

在六龜周邊山區的林木資源豐富，日治時期盛行採樟，於民國 95 年劃設面積

193.01 公頃，八八風災過後尋找經營的價值如何讓保育與觀光兼顧生計，106

年由公部門委託給專業輔導屏科大團隊、寶來人文協會、荖濃溪環境藝術促

進會共同輔導陪伴六龜在地居民與協會，創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解說團隊

推動教案設計，以環境教育方向經營保護區解說路線動回饋在地小學方案，

讓六龜孩童了解十八羅漢山，持續結合在地推展深度體驗、生態旅遊，找回

過去生活態度，與土地重修共好，保有韌性，共創六龜山城永續發展．生態

×生產×生活×里山根經濟。  

接著由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之會長來講如何翻轉掩埋場之爭議，開發案

開了三次環評會議對在地來說是另一個契機，真正了解到馬頭山刺竹林下的

生態秘密，馬頭山與銀錠山等特殊山形景觀中，蘊含了岩生秋海棠、大葉捕

魚木等珍稀植物，以及泥岩悍將厚圓澤蟹，透過資源盤點了解到當地的生物

多樣性高，從無到有在地居民看見團隊努力也漸漸信任產生土地認同感，今

年順利於六月成立生態協會，回過頭來看馬頭山抵擋廢棄物掩埋場環評的過

程，居民繼續一同攜手守護捍衛下來的土地。  

東區首先由花蓮林管處案例分享如何從從國家到地方的實踐，整體目標

設置在友善環境＋在地需求+永續利用，找出在地部落或社區的里山策略，讓

生產與生態相容滿足生計需求，而社區林業計畫發展漸朝向生物多樣性保育

及永續發展的原則下，鼓勵社區居民參與以凝聚共識，並與社區民眾及組織

形成夥伴關係；另一為東部地區利用在地特有資源串聯的 Mipaliw 志工平臺

（Mipaliw 在阿美族語裡代表互助之意）盤點東海岸沿岸部落，跨領域運用

Zone「众」將各部落已有的空間串聯而共享，各種實踐都是以里山倡議精神

為基礎及生態農業技術，透過群策群力，促進花蓮地區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

續農漁村願景之實現。  

接著由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介紹花蓮溪環境教育廊道的建構，花東縱谷三

大水系之一全長 57.3 公里的花蓮溪，當初是因為臺灣夜鷹而去認識花蓮溪棲

地的鳥類，生物多樣性高卻同時有許多環境議題的威脅，經由水利署第九河

川局認同營造成花蓮溪棲地守護教育，連結花蓮溪周邊十個社區發展協會、

各公部門與學術機構串聯教案研編訓練，以作為試辦「花蓮溪棲地守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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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八個不同區域主題推廣教育活動，期待未來逐步將花蓮各社區串聯從

點的營造、線的連結、到面的網絡將環境融入生活，三生「生活 -生產 -生態」

永續平衡發展奠立堅實根基。  

下午與談人為環教學會理事長張子超教授，先以永續發展方向來談人類

對於發展的定義，先以簡單問題開場：人類這物種發展目的何在？如果人類

這物種不需要發展地球更好，我們都誤解了對發展我們對生活追求的意義，

很容易陷入在物質上不斷增加，都以為獲得越多，數字上能夠滿足我們認為

一定要這樣才能更好，於是聯合國 SDGS 永續目標之中便提出了人類在發展

滿足自己需求時這兩個問題要思考，其中一個是生態環境，在地耕耘陪在地

做發展，從環境教育角度來看在陪伴過程中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第二個是社

會文化公平正義的倡議，對於社會議題、文化議題要如何處理，我們該如何

善用善用環境善用自然資源讓我們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可以滿足更多都

沒關係只要符合剛剛所講的絕對不要對生態造成破壞、不要對文化造成影響，

把好的留給下一代，里山里海強調的是如何跟大自然善用資源，但一定不可

以破壞自然，回到永續發展的強調的點就是人類的發展還是必定在追求發展，

前提是我們要如何與資源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最後如果把環境教育放在

里山裡面談的話倒是可以提供一件事從文化面從社會面從對生活深刻感受

體驗。  

首先由聽眾提出疑問：農委會生態綠網的政策串聯起許多組織公部門的

力量，打破本位主義，透過第一線的居民投入，這整個過程人與社會在轉化

緊緊扣合在一起，想問的是畢竟我們是替生態給付，那我們有多少錢可以為

生態給付，在這現階段軟性的政策轉移，如何設定這部分？黃群策組長回應

國土綠網計畫是以實際行動從在地去執行解決對於生物多樣性的缺洞，我們

想到的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去思考哪些地方需要去做生態系統服務的區域範

圍是比較重要把那些洞補起來才是優先重點，以案例來看他們知道為什麼自

己得到實際的給付，是在為生態服務位生物多樣性負責付諸多的勞力為公益

得到給付，對瀕危物種如石虎水雉又有另一套不同標準，不能預估有多少錢

只能盡量去做；夏榮生處長補充給付其實也是對於農民在生態公益效果上所

付出的薪水，也希望這樣的形態讓一般大眾去認識高於市價的價格，達到平

衡後生態給付的責任發展就會有效益。  

薛美莉組長提及未來是否可以將環保署也拉進來談里山倡議，另外想對

馬頭山之戰議題提出面對著在地的人口老化問題，參與環境運動覺醒的第一

步是什麼？黃惠敏會長回應因身體狀況讓自己去反思要為家鄉做些什麼事

情，把自己投入讓鄉親可以看見產生信任，有方向讓他們跟著團隊走就對，

像是跟著專家走學習、鑽井挖岩心過程從無到有的認識，即便噓聲多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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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對了，讓在地人感受到成果。王俊秀監事點出馬頭山可以多一點有趣方

式的活動串聯喚起大眾瞭解，另外大家都遇到土地困境，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未來有什麼機制讓土地慢慢變成國有，未來下一代沒有正義可言，土地的機

制防止賣給財團例如環境信託方式，共同討論在里山推動也可以讓土地變成

公共財而不是私有財。  

張子超理事長提出很多想法要有未來性就是典範如何說服民眾想法，不

轉移都是問題因為很難想像要把土地捐出來，環境教育可以做一個大規模社

會網絡轉移。黃群策組長回應第一個在林務局這些年為水雉園區與成龍溼地

的生態給付推廣其實是有效，只是這要多付人力與管理，也是必須考量部分；

第二個國土計畫法也正在執行，希望未來可以把架構的藍圖、把國土綠網盤

點出的熱點與國土計畫對接，公益信託法其實還有很多漏洞對土地有很多操

作空間，完成修法後農委會有承諾未來對公益信託管理辦法制定。張子超理

事長再次提醒環境信託與文化信託要另外處理。其中一位參與者提到里山里

海是概念，但面對鄉村人力老化傳統文化的流失，這十年投入在社區思考著

實踐下來農村人力剩多少，依然必須要透過環境教育來實踐。  

黃群策組長最後總結並回應會將各位寶貴意見帶回去，認為環境教育是

基礎的東西，大家都能認同才能願意付出，今日的報告者也都將環境教育納

在內涵中，想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內化在內心，打從心裡對周遭環境的關心。

工作坊結束前本計畫主持人提出回歸到這場活動的主題與重要性對話，如何

用環境教育突破同溫層，一種是社群，環境教育有很多社群、大家理念相通

容易聚集；而另一種其實是社區，里山倡議讓我們可以跟不同溫層的社區居

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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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  

 TPSI 各分區 SEPLS 之環境特性研究及議題分析  

一、  TPSI 各分區域議題彙整  

盤點本年度各區 TPSI 交流工作坊記錄，我們將各分區的共通議題與特

殊議題分析如下。在共通議題方面，彙整如表 16 在各區的特殊議題方面，彙

整如表 17：  

表 16 2019 年度 TPSI 各分區交流工作坊共通議題彙整  

共通議題 說明 

TPSI 北中南東分

區交流中心與區域

網絡串聯 

自今年起，各分區工作坊之實務交流已由四區辦理，目前各自地區亦皆

有區域網絡連結，期待未來合作上能跨區域、或以全國工作坊的形式來

串連里山倡議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深化國內里山倡議相關工作議題。 

跨域連結與治理 各分區夥伴交流中，公部門與公部門、以及公部門對地的由上而下關係，

與 TPSI 夥伴間的由下而上出發的交流、意見、經驗匯集對話。而在地理

空間上，各區工作坊夥伴也逐步開始思考跨出地域的行動可能，包括彼

此拜訪交流、加工行銷上的互相支援、以及解說教育策略的學習，會是

達成更大尺度里山倡議行動整合的初步。 

青年進鄉、中年傳

承的支持系統 

去年度(2018)交流工作坊的議題設定以青年為主，其回饋相當多元，隨著

鄉村地區老年化傳統技藝消逝，中年人所扮演傳承之角色也是相當重要，

期待在臺灣推廣之里山倡議能除納入青年進鄉的多元支持體系，使之能

永續推展，今年亦加入中年傳承的支持系統議題探討。 

產業面的活化與保

育連結 

在社區、部落、綠色企業與 NGO 的夥伴對於經濟與環境永續經營的追

求、以及國土綠網之政策架構下，各分區討論均對於如何連結環境與經

濟此二者有相當多的意見與討論。 

表 17 2019 年度 TPSI 各分區交流工作坊核心議題彙整 

北區 

摘要：今年剛接手北區交流中心之法鼓文理學院將本次工作坊主題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

同時兼具國土綠網計畫核心響應區，注重公部門間跨部會於實務經驗上對話、以及將各區域

所執行的區域網絡連接串聯、產業於社區部落站穩腳步等議題上互動。 

核心議題 說明 

北區交流中心定位 法鼓文理學院今年正式成為北區 TPSI 串連的中心。如何將既有的夥

伴聯繫增加強度、新的夥伴發掘擴大廣，形成夥伴互惠行網絡關係，

學院近年間積極發展與金山地區社區、產業間的夥伴關係，亦是未來

TPSI 北區網絡中的重要區塊。 

公部門體系間跨部會

合作  

在國土綠網盤點以北部的雙溪流域森川里海自雙溪流域至次生林生

態鏈結修復，串連起農委會體系下，不同單位對於里山倡議實務工作

者的支援與計畫目標，由此示範點往外推至不同區域擴大點線面的影

響力，將來也期望有更多區域串聯的擴張。 

新型態的協同經營 北區的新形態案例中可看到經營模式多元化、跨地域，透過不同領域

在地經濟社群的連結與合作，不限在地或是外來者，在農業上或是產

銷上朝相同理念經營模式，亦可成為參與在地事務討論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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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生產與消費

的鏈結 

幾位講者皆提及如何運用臺灣北部區域的現代消費模式、網路社群來

讓銷售端購買者多直接性的接觸，連結的力量與面向可傳遞之環境友

善理念可觸及性更強韌。 

里山資本活化與產業

發展 

數位夥伴均期待透過進一步交流分享，從彼此的社會企業或獲利模式

中學習如何活用當地自然資源、社區組織與其他資本，在經濟與生活

面向不管是自行推動在地社區或扶植地方的組織皆能更具焦。 

在地實踐與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推動 

北區多位夥伴分享與回饋皆提到環境教育的深化，強調人與環境的互

動長期累積深植在心中，有的是該場域與周邊國小合作、有的是站在

大眾教育宣導角度思維，不同切入點運用環境教育資源於在地實踐過

程中都需被重視。 

夥伴交流工作坊平臺

之重要影響與共識 

多數夥伴在本次工作坊綜合討論提及於各自領域保育推動上的精神

支柱與動力來自於支持，有首次參與、亦有參過四次交流活動的夥伴

皆受益良多，並認為大家聚在一起達到環境友善的共識，互相交流傳

遞的信念能更不孤單地堅守、莫忘初衷持續推動實務。 

中區 

摘要：本次區工作坊由特生中心主辦，以臺八線中部橫斷公路谷關地區之友善農業耕作為出

發點，探討里山倡議實踐精神中如何實踐三生中仍可兼顧經濟等議題上。 

核心議題 說明 

里山倡議的經濟面向 交流工作坊中促進里山經濟產業的討論，透過參訪東勢林管處與中華

自然保育協會所陪伴的在地農友們實踐環境友善耕種多元化作物同

時如何兼顧經濟，現身說法與歷程鼓勵許多夥伴運用何種耕種與行銷

模式仍可加進市場競爭中，更能理解與環境共存同時也能滿足經濟。 

農業技術交流 本次受邀交流之谷關地區農友夥伴們皆大方傳授實踐有機種植技術，

嘗試拉寬行植距栽培、樹型與草修剪維護、輪作、多樣性栽種等方式，

甚至花時間研究調整用藥之成果傳授，從收益平衡到現在產值異常很

高，提供許多夥伴建議也是良好示範點。 

原漢族群融合議題 在谷關地區特別的是，早期遷下來到平地的泰雅族原住民族與漢人融

合甚至會分享農耕相關資訊，以甜柿產品販售文化，不管互相詢問販

售管道交流大家都願意走出去嘗試推銷到運送至北部，而這部分於中

部常見之原漢社區中很值得更深入探討的議題。 

傳統作物的保種計劃 透過口述懷念記憶中的味道後再透過現代的資源管道找尋到失傳已

久的果實味道，發現傳統植物是連接不同世代記憶共同點需被保留下

甚至復育回來，傳統知識與當代科技的共同協作是必要的議題。 

氣候變遷調適與韌性 本次的戶外參訪主題性讓參與夥伴深刻體驗如何與環境共存，然而里

山倡議談經濟與實踐方面仍重視市場經濟，期望本身有自給自足的能

力之餘自給經濟重建起來，透過案例也理解如何在面對天災住在里山

中仍可度過難關，尋找到可持續、永續農業之發展方向。 

中橫公路東西段點線

面串聯 

這幾年所辦的工作坊重點置於實務的分享與實踐面，不只提倡里山核

心理念，也希望透過網絡連結分享經驗，從谷關案例中可獲得寶貴友

善農耕技術與精神，期望為來擴大點線面至中橫公路東段的西寶交流

不同友善耕作方式。 

公部門資源合作交流 除了臺中農改場，本次也邀請到苗栗農改場到場交流皆，諸位研究員

各有不同專業，土壤、植物保護安全用藥、慣行諮詢師等，也期待各

夥伴多利用政府在農業上所提共知免費資源，因此如何加入更多試驗

改良單位等夥伴意見與人際網絡，是重要的議題。 

南區 

摘要：以八八風災十周年部落回復之韌性、產業議題為主，著重在部落發展的多元方向，包

括里山資本的形塑與活化、對於交流與區域里山工作者組織的形式等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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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議題 說明 

林下經濟的實務操作 在阿禮部落、吉霧的參訪過程中，林下經濟的實務操作成果顯示，在

陪伴團隊屏科大與在地夥伴的合作之實驗示範場域，有具體成果且對

於周邊霧臺鄉的部落有很棒的學習模組與積極的示範效果。 

里山資本的活化 特色作物的精緻化、故事行銷、以及由人類文化為中心的地方形塑，

本質上是在逐步的盤點、以及建立自己的里山資本可近用性。 

傳統植物文化的保存 部落傳統植物的利用於文化傳承上是除了語言之外也重要一環，夥伴

提到投入到部落復興產業與災後建中，重新盤點部落傳統技藝與文化

發現傳統植物是連接不同世代記憶共同點需被保留下甚至復育回來。 

政府部門資源進場時

機與功能 

幾位夥伴皆提到風災當下執行計畫遇到困境，是資源不要在第一時間

立刻灌進來，政府單位沒將資源切割好反而造成部落或社區分裂，公

部門角色應以陪伴方式再加以了解部落或社區團隊所需之資源，規劃

好期程後再給予資源，陪伴累積能量都需要時間回復。 

返鄉、部落境遇與未

來發展 

本次邀請的分享夥伴背景，有從社會福利、災後重建、對抗人口老化

等觀點切入。整體來說，在莫拉克後的南部地區，這是許多部落與社

區發展的普遍背景。就此來說，必須注意這樣的共通性，以及在此背

景下能發揮出的積極交流動能。 

氣候變遷調適與韌性 本次主軸圍繞在八八風災十周年回顧，特別容易受到臺灣環境天災衝

擊的原住民山區部落呈現的緊密關係，面對人與人與環境共處遇到天

災時如何度過危機、繼續發展，在地韌性不是只有環境還有人的韌性。 

從環境教育到產業六

級化 

許多夥伴提到，部落從環境教育與觀光產業出發，但更重要的是多元

產業的綜合發展，特別是第一級產業如友善農業與林下經濟等方向，

二級產業的加工、加值，與三級的觀光建立更完整的產業六級化體系。 

對南區交流中心之定

位 

有別於過去的生物資源調查培養年輕創業團隊來支持永續型的技術

與專業支持林下經濟的環境監測，如蜜源的監測都可以是未來新發展

方向；也提及未來辦理課程提供各區夥伴椴木香菇等林下經濟栽種區

域型服務與諮詢，鏈結起全臺網絡。 

東區 

摘要：透過與公部門、協力團隊、跨海岸山脈的團隊互動，強化部落/社區產業、主體性與

承接青年的能力，但同時理解壯年返鄉人力是重要的。 

核心議題 說明 

中年承先啟後的支持

體系 

近年間東區的里山倡議推動，許多夥伴已在縱谷與東海岸地區，發展

出因應在地議題和解決問題的實務操作經驗，特別是社區中壯年，基

於不同因素在都市工作歷練過回鄉、留鄉的中年人，更有可能成為部

落與社區營造工作的主力，常扮演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  

東海岸森川里海的實

踐 

本次所安排之多樣化參訪，強化縱谷與東海岸間交流機會，來自縱谷

落的夥伴對於鄰近海岸山脈的東海岸部落、森林溪流間、海線的資源

盤點與利用均不同於縱谷互相交流，更有機會創造東區 TPSI 之交流

特色。 

傳統農業知識的傳遞 都歷部落有多位年輕人留在發展多元化結合興趣的產業如海洋體驗

教育為重心傳達部落與海的文化，部落中長輩積極邀請年輕人一同來

參與復耕計畫學習傳統農業知識傳承；另外許多人在意的青年返鄉，

不見得部落青年必須要返鄉，而是可廣納非在地、但願意投入社區與

土地的年輕人成為更穩固的工作團隊。 

林務局與部落/社區間

的互動 

透過本次參訪，了解到保育主管機關林務局與部落夥伴於森林經營管

理有密切合作，如：海岸環境友善農業及社區自主生態調查、串連森

林到海岸的部落間生態網絡，互相肯定彼此高度的配合與夥伴關係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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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良場輔導友善

耕作之角色 

透過東區農業資源盤點，建立管理的技術如水稻田的利用、循環農業

的推動，藉由技術加入讓農有更多選擇從點線面持續推動，甚至與臺

東林管處連結合作。 

海岸至河川的生物項

調查 

有夥伴在花蓮三百條的野溪溪流生態項是豐富的，對近海也有很大環

境影響，本次亦邀請到水試所夥伴，提及雖以海洋研究為主從海洋近

岸到看至溪流，未來更多合作機會於東部做相關生物多樣性調查之延

伸。 

強調地方政府角色的

互動 

有夥伴提到地方縣政府鄉公所較不積極參與，在中央政策到地方實踐

缺少地方政府所參與的連結面擴展，應邀請拉到夥伴關係網絡中來一

起執行。 

二、  TPSI 各分區組成之權益關係人互動連結  

TPSI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歷經 2014-2015 年規劃期、2016-2017

年拓展期、現階段正在進行之 2018-2020 年深化期，今年度（2019）正式交

由各區主持人負責，為更釐清目前各單位與組織於 TPSI 網絡當中的角色功

能，利用「權益關係人分析法」分析並以角色功能圖來詮釋，如圖 6 呈現今

年度互動今年度之角色互動圖。至ㄉㄚ  

 

圖 6 2019 年 TPSI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角色功能互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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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 6 功能互動圖主要分成兩種區域面積，藍色部分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網絡計畫、綠色部分為 TPSI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里山倡議隸屬於

國土綠網計畫中六大主軸之下扮演重要角色，鏈結臺灣淺山與海岸之「社會

-生態的生產地景」，其中以林務局為首同為兩計畫之主管機關，底下之所屬

機關林管處以長方形呈現緊密連接主要機關林管處，最外框為農委會其他部

分所屬機關在國土綠網計畫中也扮演與林務局密切交流合作之角色，同時也

在許多地方串連案例當中與藍色塊中右上方黃色的協力機關彼此互動合作

跨域農業、交通、水利政府單位整合。  

綠色面積 TPSI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關係，以林務局為首支持整

個夥伴關關係之建置，中間部分為臺灣四分區交流中心劃分與林務局的夥伴

關係計畫合作，透過工作坊的辦理將各領域點、線、面的串連四大類：公部

門、NGO/NPO/綠色企業、社區組織、學術團體，其中部分社區組織或是

NGO/NPO/綠色企業與農委會體系下部門有環境相關計畫執行合作，目前僅

限於 TPSI 夥伴關係網絡，北中南東各區各自發展延伸出的連結互動關係在

未來也將是持續關注如何運作擴大範圍。  

三、  TPSI 東區交流工作坊滿意度調查意見整理  

2019 TPSI-E 東區交流工作坊之滿意度調查成果，摘要有以下對於工作

坊辦理之意見：   

1. 對於本次所安排之戶外參訪行程之建議：新社部落時間太短，以致無法

有太多深入的認識新社部落，導覽人員解說精彩；應增加部落長者簡介；

介紹植物可立告知牌及說明，亦可做隨掛式方便收取；社區的參訪間拉

車路程太趕，可在中途做一次小小的休憩；若未來有爬坡行程，建議在

行前通知說明，或有相關疾病問題能夠在 (報名 )表單新增，可以更掌握

人員狀況，避免臨時狀況發生。  

2. 回饋本次野外參訪拜訪之夥伴：多數回饋提及有年輕人加入是很有展望

的，很高興看到有那麼多年輕人在支持部落的發展；部落夥伴熱忱用心

地分享款待，給了很多的想法非常寶貴；看到長輩智慧與活力，感受到

夥伴的用心與堅持；難得有機會踏入這裡，用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塊土

地，風味餐很好吃；友善農業結合地景生態的保育是一件辛苦、但具有

價值的事情。能夠保留傳統文化，並與耆老保持密切的接觸，持之以恆

並保留初心，感受到部落的堅韌、社區凝聚力及熱情，夥伴關係使得部

落更有包容力，午餐非常美味，Amis 的飲食文化可以結合在部落介紹，

認為非常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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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內論壇夥伴分享之回饋：透過中生代 (4/5/6)的堅定努力學到很多；看

到日本里山案例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很值得借鏡思考；青壯年同心協力，

都是為了讓部落更好，能善用年輕人的活力及發揮所長，會使部落事務

發展更順利；感受到部落的無限可能，很開心能透過 TSPI 東區了解臺

東花蓮精彩的部落分享，覺得印象深刻公部門與社區連結的內容，很有

收穫；部落甘苦談的內容，更能吸引聽眾注意很有趣；日本里山保全活

用案例經驗分享，分享時間太短；理解到人的改變是關鍵，並且要有年

輕人承接託付。  

4. 整體活動安排之意見與回饋：行前工作很用心；有關住宿可盡量早提供

(或選項 )，若參與者有其他規劃，可自行提早處理；手冊與行前單文字

敘述、排版皆可再加強，手冊中各單位的網站可改為 Qrcode 或寄發電

子版本；農業為主的分享內容，建議在手冊裡能夠將簡報名稱列出，會

對分享更有概念；看到努力與機會，真的很值得學習並分享給其他夥伴；

希望後續可提供給 PPT 給參與者；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臺東的案例分享；

可以參訪這些地方認識優秀的夥伴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這次看到

的都是水稻田的復耕與臺東市以北的部落，期望能有機會到「南迴地區」

的部落 (EX:土坂 )實作一次森川里海的實踐；TPSI 是個平臺，是否也可

能是個教育、訓練的平臺，希望未來有資訊網放置東部里山案例分享。 

 林務局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  

 TPSI 網頁架構概述  

為將臺灣本土里山倡議論述內涵與實踐架構探討和建構、加強訊息傳播

等，今年度已將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上架至自然保育網底下。TPSI 網頁架構

分類由下圖 7 呈現。  

國際借鏡： 1-1 緣起與案例（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 (SEPLS)、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里山倡議國際案例及其行動）；1-2 IPSI 網絡（ IPSI

相關活動、組織架構、策略 (IPSI Strategy)和行動計畫 (2013-2018)、計畫與「里

山發展機制」）；1-3 歷屆會議進展；1-4 多媒體紀錄（ IPSI 近期活動與公告、

IPSI 相關資源、 IPSI Q&A）。  

臺灣推動：2-1 緣起與策略（緣起、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機會和問題分

析、推動臺灣里山倡議的策略架構）；2-2TPSI 網絡（TPSI 緣起、TPSI 進展、

TPSI 北中南區交流基地和參與夥伴介紹）；2-3IPSI 臺灣參與貢獻（臺灣 IPSI

會員加入年度、臺灣 IPSI 會員 IPSI 案例報告）2-4 多媒體紀錄（TPSI 近期

活動與公告、TPSI 相關資源、TPSI Q&A）。  



 

114 

 

圖 7 TPSI 網頁架構圖  

綜合呈現  TPSI 既有成果的頁面如圖 8，為搭配版面設計便以國際借鏡、

臺灣推動為兩大主軸各建置三子題方向。  

 

 
圖 8 自然保育網子網頁：里山倡議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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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建議  

今年度協助林務局於自然保育網建置臺灣里山倡議子網頁及內容，網址

如下：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2040  。  

新增之網頁資料包括： IPSI 重要架構、發展和最新訊息、 IPSI 重要案例

及研究報告、TPSI 緣起、發展已彙整完畢上架。其中於「臺灣推動」底下之

臺灣北中南東分區夥伴的子題當中已利用地圖點位方式彙整出 2016-2019 參

與夥伴如圖 9，夥伴的資訊與 TPSI 各分區合作，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全

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由於資訊量較大且今年度各分

區交流中心剛接手工作坊辦理，需時間彙整各區更完整之資訊，預計將於下

年度（2020）整理完畢將夥伴詳細資訊連結、TPSI Q&A、活動相關資訊將陸

續上架至里山倡議網頁中。  

 

圖 9 自然保育網子網頁：臺灣北中南東分區夥伴版面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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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的運作目標之一，是「透過各會員

組織的個別計畫或會員組織間的合作計畫，從事里山倡議的研究和實務的相

關行動」。IPSI 執行委員會所核備的合作計畫中，TPSI 是全球少見以國家尺

度計畫來推動 IPSI 和非 IPSI 會員之間的交流計畫。  

2016-2019 年間，林務局與東華大學以及臺灣相關夥伴合作推動 TPSI 五

個面向的工作，建立了交流網絡的雛型，今年度（ 2019）朝向深化目標交由

臺灣北、中、南、東各區交流中心主辦工作坊，除共同性議題 (區域網絡串聯 )

外，依各區發展之願景及欲探討之議題：新型協同經營、中年論壇、災害韌

性回復等主題性。未來 TPSI 將致力於促進臺灣鄉村地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

和海景（SEPLS）之保全活用。TPSI 計畫的基本信念為：鄉村地區的活化將

有助於「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路」之建置，將有助於連結國土上游之森林和

保護區保育，並透過鄉城交流，促進臺灣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  

108 年度「深化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交流計畫 (3-2)」，重要計畫

成果計三面向，包括：  

 能力培育及實踐範例面向  

1. 為持續擴大和深化臺灣北、中、南、東各區之交流，自 2018 年起，林務

局與東華大學已商請法鼓文理學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屏東科技大學等三處機構分別作為  TPSI 北、中、南區之交流基地，東

華大學作為東區基地並統籌臺灣全區交流活動，而今年度（2019）開始

交由四區各交流中心主辦工作坊。  

2. 於 2019 年 6-11 月間陸續舉辦及協辦 TPSI 北區、中區、東區和南區等 4

場兩天一夜的實務工作者交流工作坊：參與者共計北區 30 個團體、47

人次；中區 26 個團體、56 人次；南區 31 個團體、61 人次；東區 34 個

團體、63 人次。合計 121 個單位次、227 人次。  

3. 2016 年 -2019 年四年間，參加  TPSI 各區實務交流工作坊之夥伴共計有

169 個單位、615 人次參加 (表 18、圖 10)。  

4. 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與林務局共同辦理的 2019 臺灣 IPSI 會員聯繫會

議，促進臺灣 14 個  IPSI 新舊會員經驗交流與傳承，包括 IPSI 相關會

議參與、里山發展機制 (SDM)計畫申請、案例報告撰寫之經驗及要領分

享，並給予未來交流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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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16 年 -2019 年 TPSI 各區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單位與人數統計表  

區域 北區 中區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16 2017 2018 2019 

參與單位 9 20 25 30 11 19 28 26 

參與人數 16 35 40 46 17 31 55 56 

區域 南區 東區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16 2017 2018 2019 

參與單位 9 26 22 31 13 23 22 34 

參與人數 14 47 34 61 23 35 42 63 

 

圖 10 2016 年 -2019 年 TPSI 各區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單位與人數長條圖  

5. 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與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共同辦理臺灣里山倡議與

環境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參與者有環境教育學會會員、農委會林務局

及所屬林區管理處、政府相關部門、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團體、綠色

企業、學者專家、一般公眾等，共計 91 人參與。  

6. 協助林務局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里海議題會議之討論進行；於 2019 年

8 月 5 日與 6 日協助林務局主持國土生態綠網成果交流會。  

 國際參與面向  

1. 協助林務局完成 TPSI 英文版宣傳摺、 IPSI 案例報告英文版草案（登載

於 FFTC 網頁：http://ap.fftc.agnet.org/ap_db.php?id=1030  ），內容為 2014

至 2019 年之臺灣里山倡議進程整理。  

2. 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9 月 1 日參加於英國倫敦辦理之英國皇家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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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年度國際研討會及考察；於 2019 年 9 月 2 日－9 月 9 日前往日本熊本

參與第 8 屆 IPSI 會員大會，借鏡他山之石並分享臺灣推動里山倡議的

成果。  

3. 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9 月 30 日邀請日本千葉縣中央博物館前副館長

中村俊彥博士來臺參加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並擔任本

次國際研討會之開場主題演講之嘉賓主講「增進里山里海生物多樣性的

人類活動」，同時也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發表「國

土生態綠網：找回人與自然的連結」主題演講計前後共計 4 天。  

 知識增進及政策研究面向  

1. 協助林務局並與各分區交流基地合作在「自然保育網」下建置「臺灣里

山倡議」子網頁訊息，完成林務局建置 TPSI 網頁內容已上架，並持續

新增相關資訊上網。（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2040）  

2. 協助建立 TPSI 各分區及全區夥伴的基本訊息以及相關深入報導資料庫； 

3. 完成 TPSI 北、中、南、東區各分區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環境特性，探討

各分區和全區里山倡議融入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之推動議題。  

在臺灣的我們已學習到，里山倡議所要推動的不只是一處處個別案例，

更可以作為一種連結自然 -鄉村 -都市地區的新觀念和做法。我們需要增進城

市與鄉村的互惠關係，如此將更有助於保育自然地區。過去臺灣對於上游山

區的自然地區以及各地許多重要濕地，建立了保護區國家系統；2020 年後，

我們將致力整合於推動里山倡議的觀念和做法，融入於更廣範圍地景和海景

尺度之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經營中，以「上、下游」和「森 -川 -里 -海」

等概念，重新連結自然地區、鄉村地區和都市地區的互惠關係。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2040


 

119 

參  考  文  獻  

李光中（2010）。地景、社區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林業研究專訊，17(1): 19-

22。  

李光中（2011）。鄉村地景保育的新思維 -里山倡議。臺灣林業期刊， 37(3): 

59-64。  

李光中（2013）。保護區內有里山。大自然， 119: 4-11 

李光中（2013）。看見里山_日本里山倡議的進展與國際會議重要訊息。大自

然，121: 12-21。  

李光中（2013）。歷屆里山倡議國際會議的重要發展訊息。大自然，120: 16-

21 

李光中（2013）。融入里山倡議目標的地景保護區研究計畫（ 1/2﹚。林務局

委託研究報告。  

李光中（2014）。家庭、農業和濕地：2014年國際保育新趨勢。大自然，122: 

14-24。  

李光中（2016）。森川里海：以里山倡議和生態農業強化國土綠色保育網絡。

大自然， 134: 26-29。  

李光中、范美玲（2016）。因應氣候變遷強化農業生態系統回復力與社區調

適能力。臺灣林業期刊， 42(2): 50-60。  

李光中、徐仲禹、許芳嘉、張志豪、宮莉筠、張慧芬（2017）。森川里海－

生態農業倡議：花蓮新社村。大自然，136: 82-87。  

李光中、夏榮生、陳超仁、王佳琪、林華慶（2018）。促進臺灣里山倡議夥

伴關係網絡（TPSI）的建立。臺灣林業期刊， 44(3): 12-21。  

趙榮台（2010）CBD-COP10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特輯—里山

倡議。大自然， 110: 64-67。  

EcoAgriculture Partners (2016) EcoAgriculture Partners website: 

http://ecoagriculture.org/  

FAO (2012).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  

Retrieved from http://www.giahs.org/giahs/en/  

Fowler, P.J. (ed.) (2003)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1992 -2002, World 

Heritage Paper, No. 6 . France: Paris.  

http://ecoagriculture.org/


 

120 

IUCN (2010). Enhancing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through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nformation Paper on Satoyama Initiative.  

McNeely, J.A. and S.J. Scherr. (2003) Ecoagriculture: Strategies to Feed the 

World and Save Wild Biodiversit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Biodiversity Synthesis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86 

pp. 

Morimoto, Y. (2011). What is Satoyama? Points for discussion on its future 

direction. Landscape Ecol Eng 7 : 163–171 

Phillips A. (1995). Cultural landscapes: an IUCN perspective , in von Droste et 

al., 380-92 

Phillips, A. (2002).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IUCN Category V Protected 

Areas: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IUCN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xv + 122pp.  

Scherr S.J. and McNeely J.A. (eds) (2007) Farming with nature: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eco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cherr, S.J. and  McNeely, J.A. (2008)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ecoagriculture’ landscap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3：  477–494. 

Takeuchi, K (2012) Keynote Speech on the IPSI Global Conferences, 

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en/category/events/  

UNU-IAS (2010a) Biodiversity and Livelihoods: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Concept 

in Practice .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and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Japan.  

UNU-IAS (2010b) Satoyama-Satoumi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 -being: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of Japan –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IAS (2010b). Satoyama-Satoumi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 -being: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of Japan –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IAS (2012b). Paris declaration on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 Website of 

Satoyama Initiative. Retrieved from: http://satoyama-

initiative.org/file/100118/Paris-Declaration-EN-26042010.pdf 

  

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en/category/events/
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file/100118/Paris-Declaration-EN-26042010.pdf
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file/100118/Paris-Declaration-EN-26042010.pdf


 

121 

附錄一  研究歷程照片  

7 月 4 日 TPSI 北區工作坊至八斗子海科館潮

境海洋中心參訪(照片由：道綺全球所拍攝) 

7 月 4 日 TPSI 北區工作坊室內論壇於法鼓山

文理學院舉辦 

  

9 月 24 日 TPSI 中區工作坊至上谷關三處友

善農園進行參訪 

9 月 24 日 TPSI 中區工作坊室內論壇於特有

生物中心舉辦 

  

11 月 27 日 TPSI 南區工作坊至阿禮部落參訪 11 月 28 日 TPSI 南區工作坊室內論壇於屏東

科技大學舉辦(照片由：屏科大 所拍攝) 

  

6 月 14 日 TPSI 東區工作坊至都歷部落參訪 6 月 15 日 TPSI 東區工作坊 室內論壇於臺東

林管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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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 IPSI 臺灣會員會議，於林務局 7

樓會議室召開 

8 月 21 日 IPSI 臺灣會員會議，於林務局 7

樓會議室召開 

  

9 月 27 日 臺灣里山交流工作坊：與環境教

育對話，於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辦理 

9 月 27 日 臺灣里山交流工作坊：與環境教

育對話，於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辦理 

  

9 月 28 日 日本學者來臺進行開場主題演

講，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辦

於東華大學活動中心 

9 月 28 日 日本學者來臺進行主題演講，環

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辦於東華

大學活動中心，由李光中老師擔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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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PSI夥伴介紹  

 2016-2019 年歷屆來工作坊之夥伴與參與年份  

TPSI 2016-2019 各區夥伴單位統計表 

序號 單位 區域 2016 2017 2018 2019 

公部門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組) 全區 ● ● ● ● 

2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 東   ●   ● 

3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   ● ● ● 

4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   ●   ● 

5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東   ● ● ● 

6 客家委員會產業營造科 北   ●     

7 屏東縣環保局 南 ● ●     

8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南 ● ● ●   

9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農觀課 南       ● 

10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北       ● 

11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北     ●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總局） 北     ●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北     ● ● 

1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東     ● ●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東   ● ● ●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東   ● ● ●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中   ● ● ●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東 ● ● ● ●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中   ● ● ●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南 ● ● ● ●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北 ● ● ● ●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南   ●   ●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北   ● ● ● 

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中       ● 

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中     ● ● 

2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東   ● ● ●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東 ● ● ● ● 

2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蘭陽

分場 
北   ●     

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北       ● 

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北     ●   

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

分場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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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

事處 
南       ● 

33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政策與文化中心 南       ● 

3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中 ● ● ● ● 

3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北       ● 

36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南       ● 

NGO/NPO/綠色企業 

1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北 ● ● ● ● 

2 小麻通訊/環境資訊中心 特約記者 全區 ● ● ●   

3 山不枯/大桌環境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北     ● ● 

4 月見學習農園 北   ●     

5 臺灣社區協力農業協會 北     ●   

6 臺灣猛禽研究會 北     ●   

7 
臺灣環境資訊中心(環境信託中心)/ 鹿寮

坑土地守護計畫 
北     ● ● 

8 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北 ● ●   ● 

9 新南田董米 北   ●     

10 守護宜蘭工作坊 北 ● ●     

11 牧蜂農莊 北     ●   

12 阿里磅生態農場 北 ● ● ● ● 

13 苑裡掀海風 北     ●   

14 荒野保護協會 北   ●     

15 雙連埤 北   ●     

16 彩田友善農作/山禾院有限公司 北     ● ● 

17 老寮背包客棧 北     ●   

18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全區 ● ●   ● 

19 慈心淨源茶場 北   ● ● ● 

20 新北市綠色生活協會 北     ● ● 

21 頭城休閒農場 北     ●   

22 注腳雙溪工作室 北       ● 

23 倆佰甲 北       ● 

24 八色鳥咖啡（湘本生態合作社） 中     ●   

25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 中     ●   

26 田鱉 埤塘 谷津田/田鱉米 中   ● ●   

27 兩腳詩集環保旅宿 中   ●     

28 阿孝的田(荒野保護協會) 中   ●     

29 南投縣友善石虎促進會 中 ● ● ●   

30 故鄉林尾 中   ●   ● 

31 狸和禾小穀倉 中   ●   ● 

32 
財團法人雲林縣利仁教育基金會 X 古坑

鄉桂林社區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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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溪州尚水友善農產 中     ●   

34 農滎果彩 中     ●   

35 臺灣米部落 中     ●   

36 穀笠合作社 中     ●   

37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中 ● ● ● ● 

38 觀樹教育基金會裡山塾 中 ●   ●   

39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北     ● ● 

40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中     ● ● 

41 運柿當紅農場 中       ● 

42 雅伊農場 中       ● 

43 家霖農場 中       ● 

44 花果山生態農園 中       ● 

45 臺南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南 ● ● ●   

46 六龜尹氏有機農場 南     ●   

47 臺南市生態旅遊協會 南     ●   

48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南     ●   

49 里山生態有限公司 南   ●     

50 柚園生態農場 南     ●   

51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 南 ● ● ●   

52 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 南     ● ● 

53 銘泉生態休閒農場 南     ●   

54 礁坑農有限公司 南     ●   

55 旗山台青蕉創意工坊  南       ● 

56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       ● 

57 多多鳥工作室 南       ● 

58 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南       ● 

59 魯凱族民族議會 南       ● 

60 壤嚷生態公司 南       ● 

61 源森生態公司 南       ● 

62 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 東     ●   

63 臺東長濱野市集 東     ●   

64 臺東縣永續發展學會 東     ●   

65 臺灣好食協會 東     ● ● 

66 花蓮縣瑞穗鄉 Lipahak 生態農場 東 ● ●   ● 

67 花蓮後山采風工作室 東     ●   

68 清亮生態農場 東     ●   

69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東       ● 

71 有限責任臺東縣縱谷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東       ● 

72 臺東縣友善環境農產運銷合作社 東       ● 

73 原穀傳說有限公司 東       ● 

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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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蘭內城社區發展協會/內城社區裡山工

作小組 
北     ●   

2 青菜底呷－大北投區域的郊山農業 北     ●   

3 保證責任宜蘭縣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北   ● ●   

4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社區發展協會 北     ●   

5 苗栗縣通宵鎮楓樹社區發展協會 北 ● ● ●   

6 芳苑鄉信義社區發展協會 中       ● 

7 新北市三芝關懷社區發展協會 北     ● ● 

8 新北市安康社區發展協會 北       ● 

9 新北市石門嵩山社區發展協會 北 ●     ● 

10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北       ● 

11 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 北       ● 

12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發展協會 北     ● ● 

13 樂活通霄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北     ●   

14 
社團法人南投縣仁愛鄉東岸部落產業促進

發展協會 
中     ●   

15 臺南市玉井區天埔社區發展協會 南     ● ● 

16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發展協會 南     ●   

17 臺南市新化區礁坑社區發展協會 南     ●   

18 
有限責任屏東縣原住民山川琉璃吊橋旅遊

服務勞動合作社 
南     ●   

19 社團法人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 南     ●   

20 社團法人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南   ● ● ● 

21 屏東縣恆春鎮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南     ●   

22 屏東縣恆春鎮龍水社區發展協會 南     ●   

23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南   ● ●   

24 屏東縣滿州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南     ●   

25 屏東縣霧臺鄉阿禮社區發展協會 南     ● ● 

26 屏東縣霧臺鄉大武部落就地重建協會 南   ●     

27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南     ● ● 

28 高雄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南       ● 

29 高雄市林園紅樹林保育學會 南       ● 

30 屏東縣霧臺鄉佳暮社區發展協會 南       ● 

31 屏東縣霧臺鄉吉露社區發展協會 南       ● 

32 
臺東原住民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協會

(都歷部落) 
東   ●   ● 

33 
臺東縣東魯凱文化教育協會 

(達魯瑪克部落) 
東   ● ● ● 

34 臺東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東     ●   

35 臺東縣池上鄉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東     ● ● 

36 臺東縣卑南鄉利吉社區發展協會 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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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臺東縣卑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 東   ●     

38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東   ●   ● 

39 花蓮縣光復鄉大富社區發展協會 東 ● ●     

40 花蓮縣卓溪鄉南安部落拿海呼農業工作室 東   ●     

41 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東   ●     

42 
花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 

(DIPID 部落) 
東 ● ● ● ● 

43 花蓮縣富里鄉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 東   ●     

44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東 ● ● ● ● 

45 
花蓮縣豐濱鄉原住民觀光產業發展協會

(港口部落) 
東 ● ●     

46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 東     ● ● 

47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社區發展協會 東       ● 

48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東       ● 

學術團體 

1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 

(教育組、交流組) 
北       ● 

2 法鼓山文理學院 北     ● ● 

3 
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

心 
北     ●   

4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北     ●   

5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系/環境工程學系) 中       ● 

6 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中 ● ● ●   

7 

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森林系、創新育成中心、跨領

域特色發展中心、社區林業研究室 

南 ● ● ● ● 

8 大漢技術學院 東 ● ●   ● 

9 國立東華大學 全區 ● ● ● ● 

10 六龜區新發國小 南       ● 

11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 東         

12 雲林科技大學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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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介紹  

單位名稱 地點 介紹 

公部門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保育組 

臺北市

中正區 

我國林業與保育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附屬

機關，主管全國森林、保安林的經營管理及自然生態保育等相關

業務之推動及其政策、法規之擬訂與執行。秉持永續森林經營、

維護自然生態的信念，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義三方面，

持續不斷推動各項業務，近年來，更致力於營造健康的森林、創

造林產價值鏈、打擊非法採伐、強化國有林治理、落實自然保護

區域經營管理、促進山村生態經濟等工作（內容摘自官網 : 

https://www.forest.gov.tw/）目前致力與學術單位、NPO、社區，

共同推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交流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造林生產

組 

臺北市

中正區 

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造林生產組業務包含：1.國公

有造 林及海岸造林。2.疏伐及撫育。3.崩塌地復育造林。4.離島造

林。5.林木 疫病疫情。6.外來入侵植物防除。7.企業認養造林。8.

母樹林及採種計畫。9.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林業類)。10.榮民竹林保

育。（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 

 

宜蘭縣 

羅東鎮 

是林務局全島八個林區中位置最北林區，其行政區域以宜蘭縣為

主，還包括新北市、花蓮縣的部份林地。在傳統的林業經營上，

由北而南一次劃分為文山、宜蘭、羅東、太平山、南澳及和平等

六個國有林事業區，連同大溪事業區的部份林地，合計面積約為

176,304 公頃。為配合本處廣闊轄區的現場經營管理需要，下設臺

北、礁溪、太平山、南澳、冬山 5 個工作站及太平山國家森林遊

樂區管理中心之任務編組。現階段羅東處國土生態綠色網絡北區

與東北區輔導計畫於三芝、石門、新南地區生態監測及新增合作

區基線調查；季新、錦眾停養、廢棄魚塭春秋兩季友善水鳥合作

計畫。（內容摘自官網: https://luodong.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新竹

林區管理處 

(包括大湖工

作站) 

新竹市 位於臺灣本島北部，東以中央山脈分水嶺與宜蘭縣為界，西與民

有地毗連，南與東勢林區管理處為鄰，北與文山事業區相接；行

政區域分屬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轄管 6 個

事業區劃，面積計約 149,634 公頃，另轄管原省有林地及 92 年接

管前由地方政府代管之區外保安林地，面積計 18,157 公頃，又接

管財政部國有財產所轄管林業用地面積計 2,660 公頃，以上合計

總轄管面積共約 170,451 公頃。現場作業單位則有烏來、大溪、

竹東、大湖計 4 個工作站，另設有任務編組之海岸林工作站。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hsinchu.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東勢林區

管理處(包括

雙崎、麗陽

工作站) 

臺中市

豐原區 

為配合林務局推動里山倡議之重要政策，東勢處自 106 年 6 月中

起委託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於臺中市和平區谷關原民社區(斯

可巴、哈崙台、松鶴、裡冷及南勢)推動「谷關原民社區里山森林

保育推動計畫」，透過社區作物的資源盤點，及里山相關系列工作

坊引導社區建立里山倡議之觀念，並組織社區里山保育小組，嘗

試推動谷關在地部落─生態─生產地景之保全與活用。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南投林區

管理處(包括

南投縣

草屯鎮 

位於臺灣本島中部，境界北至合歡山、福壽山農場，東沿中央山

脈與花蓮林區為界，南至秀姑巒山脈與嘉義林區毗鄰，西至阿里

山脈；與臺大及中興大學實驗林區接壤，並與玉山、太魯閣國家

公園及日月潭、參山、雲嘉南沿海國家風景區部分範圍重疊。海

岸保安林南起雲林縣口湖鄉，北至彰化縣伸港鄉，海岸線全長約

https://www.forest.gov.tw/
https://www.forest.gov.tw/
https://luodong.forest.gov.tw/
https://hsinchu.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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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埔里

工作站) 

95 公里。（內容摘自官網: https://nantou.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嘉義林區

管理處 

嘉義縣

嘉義市 

轄區包含嘉義縣市及臺南市，森林育樂場域包含阿里山國家森林

遊樂區、觸口自然教育中心及鰲鼓濕地森林園區。鰲鼓濕地森林

園區生態旅遊推行多年，目前將生態旅遊擴及至阿里山及嘉南淺 

15 山沿海等地區。另辦理阿里山塾活動，將山村居民的農山林工

作結合生態旅遊推廣予民眾體驗，以保存山村聚落文化與生態。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chiayi.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屏東林區

管理處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林區管理處轄區位於臺灣本島南部，南北長 165 公里、東西

寬 58 公里。其中國有林事業區東以中央山脈陵脊為界與臺東林

區管轄之延平、臺東、大武及關山事業區毗鄰，北接嘉義林區管

轄之玉山事業區，西鄰該處大埔、玉井事業區及西南平原、臺灣

海峽，南面鄰巴士海峽，地跨高雄、屏東、嘉義、臺東及臺南等

縣市，包括旗山、荖濃溪、屏東、潮州、恆春等五個事業 389 個

林班，加上高雄、屏東、澎湖等縣市境內之區外保安林地及接管

自國有財產署經管之國有林地等，轄區總面積約為 225,281 公頃。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pingtung.forest.gov.tw/） 

農委會林務

局臺東林區

管理處 

(包括知本、

大武、成功

工作站) 

臺東縣

臺東市 

「本處轄有臺東縣全部及屏東縣少部分國有林班地，劃分為關

山、延平、臺東、大武及成功等五個事業區，共 253 個林班，面

積計 226,392.75 公頃，佔臺東縣總面積 64.41％國有林班地多鄰

近原住民族社區，轄內原住民族有阿美、排灣、布農、魯凱、卑

南、葛瑪蘭族等 6 族，原住民相關事務較為多元，2013 年起陸續

與信義、都蘭、海端鄉、達魯瑪克、卡大地布等成立原住民族諮

詢委員會。」其轄區內海拔差距懸殊，林相多元而具有不同海拔

森林之代表性。今年，臺東林區管理處慷慨提供場地與社區陪伴

經驗，充實東區工作坊的交流內容。（內容摘自官網 : 

https://taitung.forest.gov.tw/） 

農委會林務

局林務局花

蓮林區管理

處 

花蓮縣

花蓮市 

「本處轄管立霧溪、木瓜山、林田山、玉里及秀姑巒等 5 個事業

區，計有 533 個林班，林地面積合計 318,580 公頃，佔全省國有

林事業區林地面積 20.77％，設林政、作業、育樂、治山課及秘書、

人事、主計、政風室等 8 個單位，在轄內設有新城、南華、萬榮、

玉里等 4 個工作站。掌理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畫檢定、森林保護

及林業宣導、林地管理、林道網建設及維護工程、保安林經營管

理、治山防災工程、造林育林、自然保育、森林遊樂及林業行政

等各項年度施政計畫業務。機關雖然改制隸屬中央，員工隨同移

撥，但仍依既定林業政策推展上述業務，採永續經營原則，積極

培育森林資源，注重國土保安，並發展森林遊樂區事業，年來並

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就相關業務主動聯繫協調各有關機關，甚獲

各界稱許。」（內容摘自官網: https://hualien.forest.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南投縣

南投市 

近年來，水土保持局推動農村再生不遺餘力，全國已有 2,115 個

社區參與培根計畫、702 個農村社區通過農村再生計畫，在農村

生活品質改善、產業發展及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等的成果備受各

界肯定。（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swcb.gov.tw/）因此與農

村社區發展的緊密關係和多年實務經驗下，該局有著無法比擬的

優勢，對臺灣農村生產、文化地景保存扮演重要角色也有責無旁

貸的決心。聯合國「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簡稱 IPSI)是國際間維護農

業生產地景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織，IPSI 6 月 22 日發布，行政

https://nantou.forest.gov.tw/
https://chiayi.forest.gov.tw/
https://pingtung.forest.gov.tw/
https://taitung.forest.gov.tw/
https://hualien.forest.gov.tw/
https://www.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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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獲得 IPSI 的肯定與歡迎，於 2018 年加入成

為 IPSI 成員。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北

分局 

 

臺北市 

新店區 

本分局工作地區為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宜蘭縣，主要業務職掌計有六大項：山坡地保育之調查、

規劃及執行事項、集水區治理治山防洪及坡地防災工程之規劃及

執行事項、農村規劃與建設之輔導規劃及執行事項、土石流災害

應變與防治之推動及調查事項、水土保持及農村發展推廣教育、

宣導及人才培育計畫之執行事項、其他有關水土保持及農村發展

等事項。（內容摘自官網: https://taipei.swcb.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花蓮

分局 

花蓮縣

花蓮市 

「本分局工作地區為花蓮縣轄內秀林鄉、新城鄉、吉安鄉、花蓮

市、壽豐鄉、豐濱鄉、鳳林鎮、萬榮鄉、光復鄉、瑞穗鄉、玉里

鎮、卓溪鄉、富里鄉等十三鄉鎮市。」（內容摘自官網 : 

https://hualien.swcb.gov.tw/）集水區的保育、規劃、工程與建

設，以及重要的農村再生計畫均由水保局花蓮分局所執行。另外，

花蓮分局亦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林區管理處、以及農委會

農糧署東區分署等公部門一同參與「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

議之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臺」。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南投

分局 

南投縣

南投市 

水保局以生態根經濟加入 IPSI，透過去年度的遴選機制，選出能

與國際分享之案例，分別為共榮社區、南埔社區與尚德社區，此

三處社區具有經濟獨立、具備解決問題知能力、領導力強及自主

性高之特性，目前共榮社區作為本局首件 IPSI 案例分析。107 年

持續發掘整理各社區不同特色，讓國際看見臺灣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nantou.swcb.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東

分局 

臺東縣

臺東市 

水土保持局為國內水土保持的主責單位，主要任務除了山坡地管

理、野溪整治、土石流災害防治等工作之外，農村規劃及永續經

營更是本局的新時代職掌，轄下臺東分局業務區域為臺東縣。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taitung.swcb.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

署南區分署 

臺南市

東區 

2004 年 1 月 30 日為因應精簡組織、強化業務功能與地區農業發

展之政府政策，除原有糧政業務外，另納入農政業務，改制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轄區範圍包括嘉義縣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除執行農糧政策外，並積極處理

基層農民需求及反映意見，藉以朝向優質、休閒、安全、環保農

業發展，並確保安全存糧充分供應軍糈民食，以落實各項農糧施

政目標與策略，發展農糧產業在生產、生活和生態之多元功能。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srb.afa.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桃園

區農業改良

場 

桃園市 

新屋區 

桃改場的發展願景與目標為，以發展科技農業，提高區域性農業

競爭力、強化區域性農業生產環境與資源保育，維護農產品安全，

保障消費者權益、加強轄區內農民、農家婦女及消費者之推廣教

育訓練與服務、落實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智財權保護、管理及運

用，加強國際農業科技合作與交流，以發展成為區域性農業科技

研發及推廣中心，以發展成為區域性農業科技研發及推廣中心。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tydares.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苗栗

區農業改良

場 

苗栗縣

公館鄉 

本場前身為臺灣總督府桑苗養成所，創立於民國前 2 年，原設在

臺北市公館現民族國中校區內。光復後，隸屬於臺灣行政長官公

署農林處。自民國 38 年改制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蠶業改良場，66

年 5 月 16 日，為因應臺北市區與臺灣蠶業發展之需，遷至現址。

78 年 1 月 9 日，奉命增辦蜜蜂試驗研究，為臺灣唯一之蠶蜂試驗

研究機構。（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mdais.gov.tw/） 

https://taipei.swcb.gov.tw/
https://hualien.swcb.gov.tw/
https://nantou.swcb.gov.tw/
https://taitung.swcb.gov.tw/
https://srb.afa.gov.tw/
https://www.tydares.gov.tw/
https://www.mdais.gov.tw/


 

13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良

場 

彰化縣

大村鄉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主要進行臺中、彰化、南投地區的作物試驗研

究與農業推廣工作，提供各種免費諮詢服務包括土壤、植物保護

安全用藥、作物改良、慣行諮詢師等，透過每次里山相關活動跟

各位夥伴有更深的交流，亦輔導農友欲從慣行試著慢慢調整到有

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業務的聯絡窗口。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高雄

區農業改良

場旗南分場 

高雄市

旗山區 

負責高雄市、屏東縣、澎湖 縣農作物品種改良及栽培管理改進等

技術研發與推廣工作。包含：1.區域性農作物（包括農藝、園藝及

特用作物等）、種原繁殖及栽培管理技術之改良研究。應用生物技

術、農產品品質檢測及加工之改良研究。2.區域性農作物病蟲害、

防治技術之改良研究。3.區域性農業機械及自動化之改良研究。4.

區域性土壤肥料及有機農業之改良研究。5.區域性農業推廣、農

業經營及農產運銷之改良研究。6.各改良場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

管理及運用。7.區域性農業之示範推廣。8.其他有關農業改良及調

查改進事項。 

（內容摘自官網: http://www.kdais.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蓮

區農業改良

場  

花蓮縣 

花蓮市 

「負責辦理轄區內花蓮縣、宜蘭縣二縣有關農業試驗研究與示範

推廣，包括重要經濟作物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改進，新興作物開

發，採收後處理及應用研究，應用生物科技及農產品加工之試驗

研究，作物疫病蟲害預測、防治及災害調查，安全用藥，土壤肥

料、植物營養及有機農業之試驗研究，農業機械改良與研發，農

業經營管理之改善研究及輔導，農業推廣教育推行，農村生活改

善研究及輔導，農業產銷班整合及輔導，休閒產業發展之研究與

輔導等。」（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hdares.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東

區農業改良

場  

臺東縣

臺東市 

「機關之設立係以發展臺東地區之農業為目的，並以農業試驗研

究及成果示範推廣等，落實創新農業科技知能之實施來達到目

的。所轄除擁有優美的風景區，得天獨厚的高山、縱谷、平原及

海岸、離島珍貴的人文景觀、自然保護區、更有國際馳名的溫泉

外；農作物生產方面，水稻、玉米、小米為主要糧食作物，果樹

則有番荔枝（釋迦）、鳳梨釋迦、梅、李、文旦柚、桶柑、晚崙西

亞橙、枇杷、木瓜、香蕉、百香果，另有荖葉、荖花、西瓜、蔬

菜、甘蔗及茶等重要作物，種類相當多樣化，其中以良質米及番

荔枝最具經濟重要性。為發展臺東之水稻、蔬菜、花卉及特用作

物產業，本場加強多種作物育種栽培與加工利用等試驗研究，另

針對果樹之品種改良、產期調節、栽培技術改進、建立優質安全

生產體系、創新農業科技、提升經營效率與產業競爭力、降低生

產成本、增加農民收益，同時為改善農業環境，蒐集農業氣象資

料與應用分析，供研擬作物或果樹栽培環境及氣候逆境或異變之

防範措施。」（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ttdares.gov.tw/） 

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  

南投縣

水里鄉 

玉管處自 102 年起，陸續委託慈心基金會輔導本處園區內及周邊

部落轉作有機或綠保農業(花蓮南安、南投東埔、高雄梅山)。其中

花蓮南安農作以水稻為主，自 2014 年起由玉山銀行連續 6 年贊

助收購，由銀川農場協助加工包裝，南安田區總面積約 34 公頃，

迄今轉作面積約 18公頃(有機或有機轉型期認證)目前以填寫預購

單形式販售；南投東埔農作以牛番茄、高麗菜等短期作物為主，

迄今轉作面積約 10 公頃(有機認證 6 公頃、綠保 4 公頃)目前由農

友自行販售或藉里仁通路上架販售；高雄梅山農作以青梅、紅肉

李、愛玉以及短期葉菜為主，迄今轉作面積約 43 公頃(有機認證

33 公頃、綠保 10 公頃)目前藉里仁通路上架販售。（內容摘自官

http://www.kdais.gov.tw/
https://www.hdares.gov.tw/
https://www.ttdar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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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https://www.ysnp.gov.tw/） 

貢寮區公所 新北市 

貢寮區 

貢寮區位居臺灣最東北角，東瀕太平洋，南接宜蘭縣頭城鎮，係

新北市最東端的區鎮，總面積 99.9734 平方公里，為濱海丘陵地

型。本區地處大陸沿岸流與菲律賓洋流交匯黑潮帶，海洋資源非

常豐富，且為雪山山脈之起點，境內群巒起伏，景緻悠美。區民

多數以農、漁、養殖為業，盛產海鮮、九孔、紫菜、石花菜、山

藥、西瓜等，區內觀光資源豐富，設有龍洞灣公園、龍洞南口海

洋公園、金沙灣浴場、鹽寮史蹟公園、龍門露營公園等多處風景

區。（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gongliao.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

農業局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為臺灣本島最北方的直轄市，東方面向太平洋，北接東海，

西臨臺灣海峽，境內石門區富貴角與貢寮區三貂角分別為臺灣本

島最北端與最東端。工商業發展蓬勃外，農漁業也別具特色。本

局致力於農漁業轉型與創新，走向精緻化、有機化方向發展，並

成立「新北好茶」與「新北健康三寶」品牌，以及成功打造「萬

里蟹」品牌。推動友善耕作，積極輔導農友申請綠色保育標章，

保育類野生動物翡翠樹蛙、食蟹獴、臺灣藍鵲、山羌等稀有動物，

讓農民了解友善耕作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同時予民眾間接參及

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育。（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agriculture.ntpc.gov.tw/cht/index.php） 

霧臺鄉公所 屏東縣

霧臺鄉 

霧臺鄉是魯凱族人最主要的鄉鎮，也是屏東縣海拔最高的鄉鎮，

其中霧臺村是最大的魯凱族聚落。屏東霧臺鄉轄內霧臺鄉下轄共

六村：大武村（Labuwan /Labuane），八八風災之後部分居民遷村

至長治鄉長治百合部落。吉露村（Kinulane），原名去怒、去露，

八八風災之後全體居民遷村至長治鄉長治百合部落。阿禮村

（Adiri），八八風災之後全體居民遷村至長治鄉長治百合部落。好

茶村（Kucapungane），八八風災之後全體居民遷村至瑪家鄉禮納 

里部落，稱古茶布安（新新好茶）。佳暮村（Karamemedesane），

八八風災之後部分居民遷村至長治鄉 長治百合部落。霧臺村

（ Vudai ） 為 行 政 中 心 分 為 霧 臺 （ Vudai ）、 神 山

（Kabalelradhane/Kabalelathane）、谷川/伊拉（Kudrengere/Ila）三

部落。霧臺鄉公所觀光課綜理觀光發展、農業推廣及休閒農業、

林政、發展自然生態旅遊及部落社區產業發展等業務。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wutai.gov.tw/） 

牡丹鄉公所 屏東縣

牡丹鄉 

牡丹鄉位於屏東縣東南方，北與獅子鄉及臺東縣達仁鄉為界，西

與車城鄉為鄰，南連接滿洲鄉與恆春兩鄉鎮，東臨浩瀚的太平洋，

全鄉面積為 181.8 平方公里，為臺灣最南端的山地原住民鄉，居

民善良純樸、環境優美宜人，有恆春半島後花園的美稱。牡丹鄉

民主要以排灣族原住民為主，另有阿美族、平埔族及漢人等族群，

共同於此安居樂業；鄉內 行政區分為石門、牡丹、東源、旭海、

高士及四林等六村，每村皆有其 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的特色。石

門村石門古戰場、牡丹水庫與 cacevakan 石板屋遺址，牡丹村的

牡丹公園與佳祿奶生態園區，東源村的東源湖及水上草原，旭海

村的溫泉、草原及日出，高士村的石板屋舊聚落，四林村的四林

格山及忠魂碑等，皆是令人流連忘返的美景，亦深具人文意義。

牡丹鄉目前的經濟產業仍是農業為主，過去因高溫潮濕的氣候，

成為全臺少數盛產稻米的原住民山地聚落。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

成長，工商產業並不適宜於牡丹鄉發展，惟有以特有的自然環境

及豐富人文史蹟，全力推動以人文生態兼具的觀光旅遊產業，為

https://www.ysnp.gov.tw/
https://www.gongliao.ntpc.gov.tw/
https://www.agriculture.ntpc.gov.tw/cht/index.php
https://www.wuta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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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鄉未來的永續發展，努力向前邁進。（內容摘自官網 : 

https://www.pthg.gov.tw/townmdt/Default.aspx  

富里鄉農會 花蓮縣

富里鄉 

「成立於西元 1950 年的富里鄉農會，致力協助在地農民生產、銷

售及訓練。經多年努力，「富麗米」以優異的品質征服了每個人的

味蕾，近年投入有機轉型的推廣工作，2001 年輔導在地農民成立

臺灣第一個有機農業村，營造以「生產、生活、生態」為三生一

體的有機社區，長期與農民合作。富里鄉農會以「與大地友善共

生」經營理念，立志守護花東淨土、守護農民、守護消費者健康，

承諾「給您來自花東土地上最純淨、美好的農情味」。」（內容摘

自官網: http://www.fulifa.org.tw/Default.asp） 

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展

示教育組 

基隆市 

中正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隸屬於教育部，是一座兼具展示、教育、研

究、蒐藏、休閒娛樂功能，以激發觀眾「親近海洋、認識海洋、

善用海洋、善待海洋」並使之得以永續發展為使命的博物館。海

科館將藉著各項展覽、教育、研究和蒐藏活動，呈現與詮釋有關

海洋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及應用、臺灣海洋文化的形成、海洋生態

的演化、及人類與海洋的關係。同時強調基隆與八斗子地區的文

化與環境特色，結合周邊區域（碧砂觀光漁港、八斗子漁港、漁

村、濱海公園、海灣等）及相關單位（漁業署、水產試驗所、海

洋大學、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基隆市政府、基隆

區漁會等）等在地特色，形成一處以「海洋」為主題的教育與休

憩觀光廊帶，成為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

區。（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  ） 

水產試驗所 基隆市 

中正區 

水產試驗所係唯一隸屬政府的漁業試驗研究與技術推廣機構，總

所位於基隆，除行政單位外，設有企劃資訊、海洋漁業、水產養

殖及水產加工等四個組。另在全國各地設有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六個派

出單位，並分別在彰化鹿港、澎湖青灣與臺東知本建有水產生物

種原庫以及於臺南七股興建我國首座基因改造水產生物田間隔

離試驗設施。水試所的目標與任務主要為：確保漁業資源的永續

利用、建立優質養殖魚貝介生產技術、創新水產品及漁業資訊多

元加值應用。近期欲推動「臺灣里海教育場域及人才網絡建構」。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tfrin.gov.tw/）  

國立成功大

學能源科技

與策略研究

中心 

臺南市

北區 

本中心主要推動能源相關技術與策略研究，包括海岸管理，與海

洋生態-社會系統的影響。期盼在海洋利用的同時也與生態環境取

的平衡與共生。近期推動計畫為：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畫之「臺灣里海場域及網絡建構之研究」 

（內容摘自官網: http://cets.ncku.edu.tw/）  

NGO/NPO/綠色企業 

慈心有機農

業發展基金

會 

臺北市

松山區 

宗旨：友善生命，關懷大地。希望藉由推廣友善農業(綠色保育標

章)、推動海洋淨塑、種樹，讓環境越來越好。近期推廣友善農業：

綠色保育標章、海洋淨塑：減塑生活推廣、種樹。(官方網頁搜尋：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http://toaf.org.tw/) 

小麻通訊(廖

靜蕙) 

  

臺北市 

 

「環境記者／自由撰稿人。從事社工 10 餘年，認知到畢竟是人的

社會，再弱勢的人都可以為自己發言，決定轉投生態保育，為無

法以人類語言發聲的生命與土地寫報導。現居臺北市，與貓先生、

龜小姐，微曦中閱讀，斗室中寫作。」（內容摘自〈小麻通訊〉頁

面，https://zh-tw.facebook.com/MathinksDelivery） 

https://www.pthg.gov.tw/townmdt/Default.aspx
http://www.fulifa.org.tw/Default.asp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
https://www.tfrin.gov.tw/
http://cets.ncku.edu.tw/
http://toaf.org.tw/
https://zh-tw.facebook.com/Mathinks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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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態工

法發展基金

會 

臺北市

中正區 

2017 年年底，生態工法基金會歷經人事改組與組織檢討，宣示重

拾初衷、全面轉型為一個以生態工程研究與倡議為首任的專業組

織。以理性務實觀點，探討生態工法在臺灣發展的經驗、技術、

衝突與限制，並發展跨域專業者間交流串連與培力的平臺，尤其

聚焦於河溪治理工程與道路生態。期許能讓生態永續成為國家政

策的核心價值以及常民的生活認同、讓公共工程從對抗自然，走

向調適共生的國際思潮，讓臺灣成為與自然相守「七代之約」的

永續社會。近三年所朝向實行目標推動為林務局國土生態綠網藍

圖規劃（109-111）(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生態工法基金會) 

倆佰甲 宜蘭縣  

員山鄉 

以宜蘭員山鄉深溝村為基地的「倆佰甲」，是一個在蘭陽平原推廣

友善耕作的小農社群，致力於培育新農夫，成就更多志願農夫，

期能活化農村舊聚落，彰顯農地價值。這樣一個以共享為核心的

社群平臺，不僅讓對農業有興趣的人得到機會，經營自己的田地

和品牌，更激盪創意發展多角經營，創造田園新生活。在友善環

境的農事經營過程中，不斷尋找生產與生態之間的平衡，也持續

承接更多被釋出的田地，擴大友善耕作面積，創造生產與生態共

存的農村地景，而保育的作用就在這樣漸進的過程裡發酵外溢。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倆佰甲) 

人禾環境倫

理發展基金

會 

宜蘭縣 

羅東鎮 

「人禾」代表的是「人」與「自然」，倫理講的是「關係」，所以

人與自然的關係。假如「人」能學會如何與「自然」永續相處，

相信人與人之間也就更不成問題。因此，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

會以維繫環境倫理，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為宗旨，期許成為一個優

質且具影響力的環境溝通與保育的學習型組織。自 2007 年成立

至今，以推動體制內環境教育的落實、環境學習中心的建構、擴

大社會對永續環境議題的關注和參與為目標，持續投入環境學習

中心經營、主題推廣、多元發展等工作。近年著重水環境保育、

里山倡議及生態系服務推廣等議題；透過環境體驗、走讀的輕旅

行、企業活動的合作、教材開發、環境人才培力發展、專題演講

等多元化經營模式，帶領大家真實看見臺灣環境現況，體認自身

亦為形塑未來環境的一員。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eeft.org.tw/about/) 

狸和禾小穀

倉 

新北市 

貢寮區 

狸和禾小穀倉是成立於 2013 年的小型社會企業，負責後製並銷

售「和禾生產班」所生產的「和禾米」及其他田間副產物。而「和

禾生產班」則是，2011 年起林務局、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以

及貢寮吉林村為主的水梯田農戶，一起合作推動「重要水梯田保

育計畫」時所形成的農友網絡。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人與自然之間、

山區農戶與城鎮居民之間的互惠互助，讓水梯田長久以來所提供

的環境貢獻能維繫下去。狸和禾小穀倉除了協助生產班的農戶田

間大小事之外，也對外受理「季節小旅行」與「和禾深呼吸」等

認識貢寮里山活動。簡單來講，狸和禾小穀倉是和禾生產班對外

的聯繫窗口，統籌和禾生產班的保育合作田經營，及友善環境產

品的出品販售，與人禾基金會及林務局一起推動水田濕地的生態

系服務保育。(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狸和禾小穀倉) 

彩田友善農

作有限公司 

新北市 

金山區 

金山。契作。米  一份對家鄉的「承諾」，從友善環境的種植開始！ 

彩田友善農作由一群愛鄉愛土的在地青年，以及關心臺灣這片土

地的文化與農村工作者發起，希望藉由在地農產業的友善環境推

動，建立臺灣北海岸地區的「自信」與「價值」，從友善環境農產

開始，逐步結合生態環境教育以及農村休閒遊憩，尋求農產業與

https://eeft.org.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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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的和諧共存之道，建立人與土地間緊密的關係。彩田從

2016 年 1 甲 1 分地開始，目前已擴展至 30 甲的規模，也期許能

讓金山、萬里、石門共 42 公頃水稻田都成為友善耕作的夥伴；除

了恢復水田精彩生態、提高農民收益外，也投入資源回饋當地，

逐步打造金山、萬里、石門成為友善聚落。 

(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彩田友善農作) 

重要工作項目: 

1.在地友善農耕品牌打造與產品提昇發展(彩田友善農作) 

2.劣化棲地改善、示範樣區整備與友善稻米契作(劣化地葵扇湖梯

田整理) 

3.地方文化傳承與食農教育推廣(定期舉辦食農教育活動) 

4.南勢湖生態保育基地(作為彩田的據點) 

5.紀錄友善生產推動以及生態復育 

新北市綠色

生活協會 

新北市 

雙溪區 

新北市綠色生活協會是由一群重視環境理念的夥伴所組成，包括

有機小農、良品店家、教育志工及解說員，為保有在地綠色資本：

好山好水好自然，歷經三年的籌備，於 2018 年 4 月 8 日正式成

立。協會以保護雙溪里山地景及推動友善農業為目標，以夥伴的

專長，透過友善食農、生態良品、環境教育、愛鄉護土四大面向，

來促進綠色生活的實踐，亦曾參與雙溪反水庫興建，挽救丁蘭谷

的生態危機，以保住現有的豐富多元樣貌。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 新北綠生活在雙溪) 

慈心淨源茶

場 

新北市 

坪林區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自 2007 年起，於坪林推動水源區茶園

轉作有機農耕的「淨源計畫」，並於 2009 年輔導設置了有機茶專

用的「淨源茶場」。淨源茶場始於一顆想要關懷生態環境、守護人

類健康的心，從守護翡翠水庫集水區開始，近年致力輔導茶農進

行有機轉作，串聯各地農民合作交流生產製造技術、生態保育及

科學研究，形成有機茶產業網絡，並推廣生態環境教育、茶文化

體驗，帶動消費者對生態環境的關注。除打造「淨源茶」的有機

品牌，在農友的協力守護下，茶園生態亦趨豐富，已順利復育翡

翠樹蛙，是有機茶業結合生態環境保育及教育推廣的產業模式新

典範。(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慈心淨源茶) 

山不枯／大

桌環境整合

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 

坪林區 

「山不枯」成立於 2015 年，是追求讓自然安心的茶品牌，他們

的理念是：「一杯好茶來自於善待土地的茶園栽培，與嚴謹紮實的

製茶工藝；我們以茶安身立命，實踐人與環境共生的里山精神，

所以安心喝茶，讓自然安心、讓山不枯。」「山不枯」是第 53 屆

金馬獎貴賓指定茶品，背後推手是一群在都市成長、卻選擇茶鄉

落地的青年，致力實踐人與環境共生的里山精神，親身管理茶園、

鑽研古早烏龍茶製程，逐步推動地方茶農轉向友善環境耕作，持

續開發產地體驗，帶領人們以土地生態為原點，品味臺灣茶與自

然的和諧之美。(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山不枯 Sanpuku) 

觀察家生態

顧問公司  

臺北市

中正區 

科技進步與工程建設給與人類經濟發展與便利生活，然而亦對生

態環境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影響。本公司期扮演生態與工程界溝通

與整合的橋樑，輔以生態及環境之專業技能，以達保護生物多樣

性與永續發展之目標。(官網:http://www.observer.com.tw/) 

阿里磅生態

休閒農場 

新北市 

石門區 

1997 年，有 60 個家庭以『定存大自然』為理念，集資購地成立

了阿里磅生態農場。這座面積十餘公頃的生態農場，是一個獨立

優美的谷地，且地貌生態保存的非常完整，未受污染破壞。秉持

「自然復育、低度開發」的原則，目的就是使園區能維持自然原

http://www.observ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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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風貌，讓久未親近自然的人們及我們的下一代，有一處可以

融入自然、用感官去體會及觀察自然奧妙的地方。因此，阿里磅

生態農場在鮮少人為干擾、經年累月的自然演替下，孕育出高歧

異度的生態相，錯落交接的溼地生態系、溪流生態系、開曠草原

生態系、池塘（湖泊）生態系、森林生態系、孕育了多樣活潑的

動植物，非常適合從事自然生態之旅，並 2006 年獲內政部營建署

遴選為全國七大生態旅遊地之一。農場也積極致力於教育工作，

除培訓專業生態解說員，規劃生態之旅，更透過推動沃土利生與

責任消費，鼓勵農民朋友以友善赤蛙的方式耕作，用行動來維護

農村生物多樣性，保存里山地景。 

(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阿里磅生態農場) 

臺灣環境資

訊協會/ 鹿寮

坑土地守護

計畫  

新竹縣

芎林鄉 

2014 年起，本會擔任「自然谷環境信託」受託單位，進行生態保

育以及環境保護之理念推廣。為擴大保護生物棲息地，本會於新

竹縣芎林鄉鹿寮坑地區認養廢耕的果園，以友善環境耕作農法，

並與社區合作，期待更多農民加入守護里山環境的行列。（內容摘

自官網: https://teia.tw/zh-hant/env-trust/action/113） 

田鱉米（觀察

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 

苗栗縣

通霄鎮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於苗栗通霄發現印度大田鱉的成體與卵群，

為了保育稀有水生昆蟲，以契作保障與社群支持網絡，鼓勵農人

採用友善生態農業，結合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促成永續發展。 

裡山塾環境

學習中心 (觀

樹教育基金

會) 

苗栗縣

苑裡鎮 

「裡山塾」是結合飲食、農業、環境議題的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成立於 2011 年，也是一所隱身於苗栗苑裡淺山裡的小學堂，隸屬

於觀樹教育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分部。在這希望以輕鬆有趣的體驗

課程，共邀大家一起來走讀裡山的生活、生態及產業，一起耕讀

農業、飲食、環境間的綿密網路，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共尋人與

環境和諧共生的未來！ 

（內容摘自官網: https://www.kskk.org.tw/satoyama/）  

苑裡掀海風 苗栗縣

苑裡鎮 

團隊由苑裡返鄉青年、異鄉遊子、外地長大的大學生、在地友善

小農、藺編婦女組成。有共同的理想、熱愛苑裡，於在地環境抗

爭結束後，選擇留下。從「反」到「返」，我們開始了青年返回鄉

土的社會實踐，從地方的藺草產業復育、青年培力一直到在地公

共事務的討論平臺串連，希望迎接更多進鄉／返鄉的青年參與地

方草根民主的實踐，經營在地共生共存的社群，一起深耕在地。

有句話說『搧海風』意指沿海風大，在海邊宛如呼呼地被搧幾記

巴掌。我們希望，與其被動地被『搧』巴掌，在地的人與土地也

能更主動地、憑藉自己的雙手，『掀』起陣陣溫暖而涼爽的海風。

（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苑裡掀海風） 

老寮背包客

棧(耕山農創) 

苗栗縣

南庄鄉 

老寮，是由一群年輕人走入鄉村所創辦的背包空間。歷經長達數

年的返鄉溯源，我們整修了河邊老屋，透過旅行規劃、工藝傳承

以及年輕力量的注入，希望能讓老寮成為大家認識這片山林的入

口，讓人們透過旅行的方式一個不小心便熱烈地愛上土地。從這

裡出發，去走從前走過的路，找回山河曾經教過人類的事。（文字

取自相揪網站的介紹，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老寮 Hostel） 

農滎果彩 雲林縣

斗六鎮 

「農滎果採」品牌之建立，是尋找具有友善環境，對安全用藥有

共識之農友，藉由平時互相討論學習的模式，種植出品質穩定之

斗六文旦，達到互相提攜、互相合作的產銷模式，讓產有專業、

銷有出路的目的。滯銷一直是農民心中的痛，辛苦一年到頭來什

麼都沒有，但這是取決於銷售有問題?還是品質不佳呢？所以「農

滎果彩」從頭做起，為求品質穩定，從施肥、管理、到產品分級，

https://teia.tw/zh-hant/env-trust/action/113
https://www.kskk.org.tw/sat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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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環節都用心處理，希望能為農友及消費者做一個嚴格的把關

者，讓好的產品有好的銷路，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提供各式農

業資訊、柑橘類果樹園區綜合管理、農藥諮詢、文旦銷售（內容

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農滎果彩） 

八色鳥咖啡

(湖本生態合

作社) 

雲林縣

林內鄉 

早期湖本社區為解決遊客需求與開創社區文化休閒產業發展，於

民國 91 年成立。社區居民除了極力發展社區生態旅遊之外，同時

也凝聚一股向心力，村民一起投入宣導與保護八色鳥保育的相關

工作。近年來，社區居民為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與協助社區生態

旅遊及保育工作，故自 2010 年起將合作社委外經營，並於 2016

年更名為八色鳥咖啡。目前主要提供服務項目為：咖啡、餐飲、

團體訂餐、住宿、生態導覽、視廳租借、鳥況諮詢、行程規劃等。 

(內容摘自官網:http://mmweb.tw/31137/) 

穀笠合作社 南投縣

埔里鎮 

「榖笠合作社」，以稻榖與斗笠象徵作物與耕者，希望鼓勵、凝聚

人們對土地的情感，拉近彼此的關係，支持我們所處的這塊土地，

擁有更美好、友善的未來。 我們的前身是「內埔農業後援會」。

2012 年 9 月，縣府打算收回農地放租給多喝水擴廠，而歷代在該

土地上耕作的農友為此擔憂，在上下游報導青年農友的心聲之

後，我們進入內埔了解農有各自的生命歷程。為了更貼近農友的

生活，2013 年我們在內埔租了一分地種水稻，不論晴雨，從人工

劃線、插秧、巡田水、抓福壽螺、挲草、搶救稻熱病、割稻、打

穀、曬榖，乃至於碾米及裝袋設計，都是集結著無數雙手的力量，

共有了這段一百二十天的養稻歷程。2014 年，我們希望讓農友與

消費者能彼此認識，為深刻的人情聯繫、為轉作無毒米而努力，

並嘗試地耕耘一個青年自立的平臺「穀笠合作社」至今。 

（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穀笠合作社） 

原民社區里

山森林保育

推動計劃 X

中華自然資

源保育協會 

臺中市

和平區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目前承接東勢林管處谷關原民社區里山

森林保育推動計畫，對象是臺中市和平區的南勢部落、裡冷部落、

松鶴部落、哈崙台部落及斯可巴社區一共 4 個部落 5 個社區。第

一年期程的目標是資源盤點，目前第一年期的計畫剛結束，準備

接續第二年。 

臺灣米部落 臺中市

霧峰區 

臺灣米部落是臺中合樸農學市集的成員之一，位於霧峰，希望透

過藏種於農、棲地經營、以及與 921 後從花東遷移到中部地區的

阿美族夥伴合作，開墾並且實踐生態農藝的各種可能性。 

溪州尚水友

善農產 

 

彰化縣

溪州鄉 

歷經護水的抗爭，溪州農民終於守住母親之河，得以在濁水溪畔

安居耕作，進而水到渠成的組成「溪州尚水」友善農產平臺─提

供的不僅只是商品，更是生活的價值。2013 年起在營建署「國家

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的協助下，和特有生物中心的研究團隊

合作，紀錄調查水稻田的生態，進行田間各種生態多樣性的營造

實驗，每分地以合理價格保證契作，讓農民免去使用任何「特效

藥」的必要性，真正從最源頭的地方就保障起消費者的權益；同

時透過農民彼此共學合作、共同產銷，降低個別轉作之門檻，建

立農村產業發展的新途徑。2017 年我們進一步成為農委會認證之

友善耕作團體。(內容摘自官網:http://water-farmer.com.tw/)  

阿孝的田

（賴榮孝） 

 

嘉義縣

溪口鄉 

當我在田裡工作，遇到鄰田正在撒農藥時，總可以看到彩鷸等生

物倉促地飛到阿孝的田，阿孝的田經過兩年努力，已然有諾亞方

舟的雛型。可是阿孝經營管理的田只有 7.3 分地，顯然面積太小，

所以如何擴大諾亞方舟，一直都是我努力的方向之一。我回鄉種

田希望可以提供給所有野生動植物一個無毒安全的生存繁衍棲

http://mmweb.tw/31137/
http://water-farm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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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讓朋友們可以重拾飲食信心，從土地到舌尖都充滿安心。 

旗山台青蕉

創意工坊 

高雄市

旗山區 

台青蕉香蕉創意團隊，2008 年由老王及一群熱愛旗山、熱愛香蕉

產業的尊懷文教基金會青年志工組成，開創香蕉創意產業，協助

組織推廣旗山文化及生態，目前成員主要有達摩、貽芬阿姨、老

王、丸子、靜美、捲毛、玩具槍、合沅、郁綾、五千等成員，來

規劃設計相關商品及活動。希望經營旗山這片土地變成生活的品

牌，不只香蕉，而是這片土地。 

生展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臺南市

新營區 

生展公司在「誠正精新、造福人群」的經營理念下，以及組織團

隊的積極努力下，已獲得多項肯定，包括通過原料藥 GMP、完成

國科會研究專案、獲得國家生技品質獎、以及榮獲經濟部工業局

衛生署頒發藥物科技研發發展金質獎等。本公司將繼續投入申請

各項新產品研究計畫專案，所以需要優秀人才的加入，編組共有、

共營、共榮、共享的團隊，開創臺灣生技產業的新契機。 

多多鳥工作

室 

高雄市

六龜區 

從 2007 年開始在六龜耕耘並推廣偏鄉在地小學的藝術與環境教

育，2010 年莫拉克風災後，我們帶領一群社區志工夥伴和在地小

學生共同在一塊受傷的土地上打造一所濕地學校，從無到有濕地

所有的營造都採用自然工法，像磊石堆砌、碎石等，希望可以作

為生態觀察與學生環境教育的基地，同時也和林業試驗所六龜研

究中心合作科技計畫，將青蛙的聲音錄製，以辨別這個地區的蛙

類族群與溫環境濕度關係。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多多鳥工作室） 

高雄市林園

紅樹林保育

學會 

高雄市

三民區 

成立於民國 94 年迄今，是由一群在地環保人士及教師組成，目

前會員有 89 人。當初成立因林園石化工廠長期汙染高屏溪及林

園地區，工安事件不斷，居民環保意識不足只知忍受、抗議、接

受安撫…最終發生全國最大公安事件。目前學會認養林園紅樹林

生態區，致力保育河口動植物生態，進行調查、研究、教育、導

覽工作。認養林園海洋濕地公園，有純天然潟湖紅樹林生態，有

全國唯一水母湖。假日義務為遊客導覽，解說這裡的海洋生態與

地方產業，獲得遊客一致好評。致力與社區文化及產業結合，推

展生態旅遊已初步有成果，希望繼續努力朝地方創生目標前進。 

寶來人文協

會 

高雄市

六龜區 

緣起於莫拉克災後重建需求成立，緣起於莫拉克災後重建需求，

歷經各個階段的任務發展，匯聚在地的人文、文化與工藝元素交

融淬鍊，初期的災後心靈安撫，乃是借由工藝學習的活動，安撫

鄉親婦老暫時忘卻災後的恐懼與絕望度過彼時的陰霾，轉而凝聚

重建共識。後以「自然建築」建構文化工藝的產業工坊據點基地，

運用天然材料如：粘土、卵石、砂、稻殼、稻草、竹子、漂流木

等，砌建工坊的粘土景觀牆、竹編夾泥牆、大灶及麵包窯，建造

的實踐過程中教導居民在取之自然用之自然下，加強關懷大地與

自然永續意識，藉以引領地方以「與大地和諧共存」的精神虛心

重建災創的寶來。 

馬頭山自然

人文協會 

高雄市

內門區 

馬頭山又稱銀錠山，位處於西南泥岩地區突出的丘陵地是高雄市

旗山、內門、田寮三個行政區的交界處。狀似駿馬是當地聖山尊

稱「白馬將軍」，山體是由砂岩透鏡體構成的特殊山形景觀。由於

農地面積小、坡度高、年齡老化，逐漸減少農務耕種，已成生物

多樣性的次生林。三年多的反馬頭山掩埋場的環境運動，拉進鄉

親的距離，重新盤點在地文化環境資源，促成馬頭山自然人文協

會的誕生，期盼能傳承人跟土地的友善關係與對話。未來將持續

推展馬頭山自然景觀、生態、在地文化與產業，極力推動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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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並永續關懷土地與環境。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魯凱族民族

議會 

屏東縣

霧臺鄉 

於 2017 年 4 月 3 日成立，為魯凱族之最高行政及決策機關，也

是代表魯凱族族民之議會機構，主體機構現設立於屏東縣霧臺

鄉，主要代表魯凱族與國家及其他族群進行談判及和解事宜，保

障魯凱族人在文化、教育、土地、宗教、語言等方面的權益。  

壤嚷生態公

司 

南投縣

民間鄉 

負責人唐光佑，南投人，從小就跟大自然玩在一起，大學就讀東

海大學生物系，研究所亦在該系就讀，研究肝臟免疫功能主題，

畢業後從事生態調查工作，以植物為主要內容，亦擔任靜宜及東

海大學擔任研究助理，協助水雉行為、狩獵管理及藻礁調查等，

另外則有擔任東海大學教學助教一年。領有環教人員及潛水員等

執照。 

天賜糧源股

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

富里鄉 

「民國百年之際，「天賜糧源」成立。...鍾細苟大家族也是來自西

部的客家移民，臺灣光復時期，曾經設立「建成碾米廠」，後雖中

斷經營，那令人懷念的米飯香、那最最純樸的農家好滋味，卻於

一代代鍾家子孫中口耳相傳，不絕如縷。為了找回那份感動，我

們開始尋根，為接續先祖榮耀的米食馨香而努力不懈，以客家人

血液中刻苦勤儉的精神，敬天謝地的謙卑態度，我們珍惜每一株

農作物、每一粒稻米，「天賜糧源」名稱由此誕生。有鑑於現代人

注重健康及飲食的品質，身為鍾家的第四代子孫，從臺北學成歸

鄉，引進新觀念、新思維，輔導農民轉型種植有機作物，目前與

稻農採契作方式，並採用嚴格的施肥控管，產出優質的有機白米；

未來「天賜糧源」更本著敬天、謝地的心，提供更多高品質的有

機農產。」（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天賜糧源） 

長濱野市集 臺東縣

長濱鄉 

『「長濱野市集」，是一個在地萌芽再生計畫的實際行動，由本地

以及移居到長濱的居民們組成有共同概念的市集，自己準備自己

的場地，自己籌畫自己的未來。參與市集並非以營利賺多少為目

的，而是提供在地小農一個自我內在表達的平臺，是一種在地精

神與生命的延續，是一種親近並友善對待土地生活態度的體現，

更是拓展慢活長濱生活概念的分享，野市集將安全健康的食物與

兼具在地特色的文創手作親手分享給來到長濱的朋友，希望每個

朋友都享用最直接、最健康無毒，並且環保友善的方式，購買當

地當季的食物以及友善商品。「長濱野市集」不僅是交易，更是重

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藉由人與人的再次感動，讓生活在這土地

上的我們再次凝聚，以人為本、以愛為念的在地行動。』（內容摘

自吳若石神父全人發展協會網站） 

臺東縣永續

發展學會 

臺東縣 

臺東市 

「◆ 經營「國本農場」歷史建築，推動成為地方文化創意園區維

護國本農場建築之完整，創造國本農場展示、裝置、表演、研究、

體驗等多樣性的機能，活化建築與周邊環境景觀，發展成為地方

體驗臺東人文的地方文化館。 

◆ 推動符合地方永續性觀光產業之推動工作．持續推動符合永

續發展精神之「生態旅遊」產業，協助地方觀光產業在社區環境、

文化資源永續利用之原則下，與社區資源結合，共創地方永續性

產業之發展。 

◆ 關懷地方生態環境議題，以行動協助生態保育工作．環境資源

為地方永續發展的基礎，對本縣有關生態保育、環境保護之議題

提出主張與行動力。 

◆ 扮演地方社區營造之專業輔導角色．協助本縣社區推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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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作，適度扮演輔導、陪伴、協助的培力專業團體，協助推

動臺東地方社區生態、人文、產業之永續發展。 

◆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在地社區推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之

發展，以在地、技術、創意為軸心，推動具臺東在地特色之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摘自社區通學會頁面） 

臺灣好食協

會 

新北市

永和區 

「從土地到餐桌，在地美好的飲食風景，不待遠求。★串連在地

小農團體、在地工作者與環保組織，推廣「好、乾淨、公平」的

做法與農產。★以客觀而詳盡的資訊作為食材的品質標準，並從

人文面向詮釋表現在地農產價值。★期許臺灣農產能從品質跟價

值面出發，深耕在地認同，更昂然走出臺灣。」（內容摘自官網） 

花蓮後山采

風工作室 

花蓮縣

富里鄉 

長期鑽研富里在地文史中的張振岳老師，是最好的說書人，也是

最熟悉地方文化、環境以及人們的觀察、參與者。 

洄瀾風生態

有限公司 

花蓮縣

花蓮市 

近三年團隊協助中央與地方機關協助花蓮在地社區及部落自然

資源管理方案，包括 108 年第九河川局流域管理公私協力計畫、

花蓮保安林綠色網絡平臺計畫、卓溪鄉部落生態旅遊暨黑熊環境

教育人才培力及山村經濟串連計畫、推動里山倡議森川里海生態

部落山村加值計畫、濕地友善生產環境推廣計畫、花蓮縣沿海保

護與保護標的資源調查、花蓮溪口馬太鞍重要濕地之規劃經營管

理審查及處分作業案等。洄瀾風未來將持續協助政府機關花蓮在

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方案，包括溪流、濕地、海岸、保安林等環

境場域，包括發展協助海岸地區部落/漁村發展里川里海倡議，河

川治理工程導入生態檢核機制等。 

有限責任臺

東縣縱谷原

住民社區合

作社 

臺東縣

海端鄉 

本社以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

與生活之改善為宗旨，增加社員就業機會及社員收益，改善社員

之生活品質及提昇競爭實力為目標，確實依據組織章程訂定之盈

餘的百分之十回饋社區。目前社員 20 人，均從事農業相關生產，

其中原住民社區 16 人。合作社 106 年新成立，目前配合苦茶油產

銷班及苦茶樹栽種者契作生產製作可茶油及其週邊產品為主，其

他農特產品銷售為輔。持續推動契作生產戶友善耕作驗證工作，

提升農產品品質，增加合作社收入。 

臺東縣友善

環境農產運

銷合作社 

臺東縣

臺東市 

串起臺東所擁有的大自然恩典。089 快樂農場是以「產地直銷」

的概念由臺東小農自主成立的農企業，也是臺東友善農友們的第

一個重要基地。089 是臺東區域代碼也寓意著【0:零污然、零添

加。8:發生、發現、發展。9:長長久久、永永續續】。089 快樂農場

是臺東有機、友善農友的農閒時交流技術、情感及生活點滴的所

在地北至長濱、池上、南至南迴達仁阿朗壹，西至南橫的海端、

東至傍著太平洋的東河耕耘出多樣栽種的果樹。089 快樂農場來

自小農們互助合作、彼此成全的初衷, 朝向計畫性生產、勞務交

換、共同處理與消費的每一個環節，減少通路階層以縮短碳足跡

及降低各階通過的加值，進而使消費者取得新鮮及安全的食材，

同時也使生產者獲得合理的利潤。形成農業專業技術、營運銷售

分工的分流，讓農家純真生活更為簡單。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089 快樂農場） 

社區組織 

三芝關懷社

區協會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地理環境為典型里山型態，小農結構，農業經營

因地勢條件艱困，謀生不易，因而紛紛放棄務農本業。又由於慣

行農法致使土地汙染、損耗，惡性循環。「新北市三芝區關懷社區

協會｣的成立，就是為了讓「三芝農村再出發，打造生態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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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著由農委會水保局推出的鄉村人力培訓課程，與居民共同進

行農村教育，希望讓居民知道農村的價值所在，將產地轉為友善

環境耕作、重回環境生態多樣化、產地生物多樣性、農產品已創

造出共同品牌、農戶所得提高、回歸務農人口增加。在十多年的

努力之下，社區在重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上已有相當成果。

除農業知能教育上的努力外，協會更設置「農夫學堂」、「心療走

廊」、舉辦共餐活動，凝聚了社區居民的向心力。秉持著「農村要

有生態文化才是農村」的信念，積極的推廣無毒農業，利用廚餘

製作肥料，或利用豆漿與糖蜜這類純自然物，加上菌類催化發酵

後形成益肥，以廢物再利用的方式取代化學肥料。而只要加入有

機生產行列的小農，都可以到「農夫市集」販賣無毒生產的農產

品，一方面利用市集共同有機認證的方式減輕小農的經濟負擔，

一方面也是督促其他小農要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協會堅持農村

的本質是生產，觀光只是附帶價值，藉由永續發展維持農村風格、

實現里山願景。(http://san-chih.blogspot.com/)  

嵩山社區發

展協會 

新北市 

石門區 

嵩山社區內有著利用陽明山火山岩石砌成的百年石梯田，因地形

特殊無法機械耕作，加上農村人口外移，造成水梯田逐漸棄耕及

陸化，農業生產地景逐漸凋零。歷經 20 多年荒蕪，以「保有傳統

農業文化及人文資產」為使命的社區發展協會，不捨先民的土地

荒廢，陸續推動水梯田保育及復耕，並以不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

的友善耕作方式種植稻米，梯田水裡生意昂然。由於參與耕種的

農友年齡合計近千歲，因而以「千歲米」得稱。社區也透過環境

教育培訓方式，配合當地耆老砌石技藝、毛蟹簍及歷史古圳等特

有文化資源，引導居民重新重視家鄉在地傳統文化價值，以社區

的生活與生產為基礎，並維護與環境生態間的平衡。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新北市石門區嵩山社區發展協會) 

三和社區發

展協會 

 

桃園市 

龍潭區 

三和社區是個純樸的客家農村，因推動「減量」思維，環境未過

度開發，保有豐富的生態資源。2009 年透過林務局的協助，社區

開辦社區林業計畫「步道植物調查與人才培訓」課程，並接續推

動鳥類、蝶類、兩棲類等資源調查，為三和社區建立豐富的社區

資源基本資料庫，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型的環境教育中心，並

於 2014 年榮獲桃園市環境教育獎特優的肯定。三和社區保有自

然而獨特的客家山村環境，善用在地資源，從人文活動到自然生

態，致力讓三和更好，造就社區自然與人文和諧的景象。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新屋愛

鄉協會 

桃園市 

新屋區 

愛鄉協會以「傳承石滬為職志，保留在地生自然生態，實踐環境

生態永續的理念」獲選桃園市環境教育獎團體組特優獎。石滬是

海洋的育嬰房，其多孔隙的環境造就多樣性生態。協會成立 13 年

來，推動石滬與海岸林生態教育、培育石滬修護種子隊、保留石

滬生態不遺餘力。秉持著發揚本鄉特色、提升生活水準、塑造文

化藝術的鄉城、保護鄉里以預防災害勝於救災等愛鄉的理念，辦

理各項社區活動(食農教育班、手工皂班、石滬導覽、石滬修護工

隊、讀書會、畫會…等)，更致力於推動愛鄉教育、串聯各社區團

體參與環境生態教育及在地文化保存的活動，將愛鄉理念落實在

實際行動中。(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 

南埔社區發

展協會 

新竹縣 

北埔鄉 

南埔村 

南埔社區是一傳統客家農村聚落，擁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更擁

有建造百年便利的水利灌溉系統：南埔水圳。於 100 年通過農村

再生計畫，為農村再生條例通過後第一個核定的農村再生計畫社

http://san-chih.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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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102 年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致力推動友善耕作農產

契作，進行無毒農業、有機農業、生產履歷等永續農業生產方式，

並著重社區永續共食、環境教育、關懷課程等回饋，近年結合水

圳文化與農村食育，推出多元形式之導覽活動。歷經多年的深耕，

打造出的友善生活空間、友善農業以及後續產業生態等重要自主

農村機制，於 2018 年獲得「金牌農村」的殊榮。(FB 粉絲專頁關

鍵字搜尋：幸福南埔黃金水鄉) 

雙溪注腳工

作室 

新北市 

雙溪區 

雙溪注腳工作室為一雙溪在地文史農創整合行銷組織，位於牡丹

溪與雙溪注腳工作室為一雙溪在地文史農創整合行銷組織，位於

牡丹溪與平林溪匯流口，雙溪渡口福德廟腳下，一個詮釋雙溪文

化產業的空間。由歸鄉青年自發性挖掘在地富有里山精神的小農

典範，結合里山生態地景，推廣食農教育。並融合地方藝術家繪

製的老地圖搭配老照片，詮釋著清朝乾隆年間至今，雙溪兩百多

年時光的老故事，定位了昔日淡蘭古道北路與中路兼具的中繼站

重要角色。搭配戶外雙溪河匯流口河階劇場、渡口古厝、可食地

景，共融了在地里山精神、友善農耕的實踐，逐漸活絡了雙溪淡

蘭道上的文化產業，也藉此活化在地學校鄉土課程，融入食農教

育。(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注腳雙溪) 

鯉魚社區發

展協會(與稻

米產銷第二

班) 

苗栗縣

三義鄉 

來自苗栗縣三義鄉鯉魚社區無毒耕作的友善好米，結合在地小農

努力在鯉魚這塊土地上實踐半農半 X。為了使一般社會大眾更能

了解 鯉魚農食教育的初心，也歡迎大家來參與鯉魚洄游的農食

教育體驗。（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三義鯉魚米（鯉の米農食）） 

楓樹社區石

虎小農們 

苗栗縣

通宵鎮 

苗栗通霄鎮楓樹里的居民，以友善環境的方式種植「石虎米」，石

虎米的發想是因為石虎生活在淺山森林，農田也是石虎重要的活

動範圍，石虎也會到農田裏面去打獵，當農田是以友善環境、不

噴農藥的方式耕作，石虎的獵物如老鼠、野兔、鳥類等都會在自

然的農田出沒，這時候的農田就像石虎的餐廳，提供安全且食物

充足的獵食環境。雖然石虎不吃米，這樣的田卻是為保育石虎而

耕種。（內容取自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 楓樹窩石虎米）夥伴

除了稻米之外，也有栽種其他的作物。 

利仁教育基

金會 X 古坑

鄉桂林社區 

雲林縣

古坑鄉 

利仁基金會自 106 年起，透過新農業示範計畫執行探索後，提出

里山桂林發展二個面向：「打造清淨食物產地」及「重建孩子的沃

野童年」，希望藉著桂林原有良善的基礎，逆轉臺灣農村衰敗的宿

命，從關照環境、進而關懷人，回到基金會推展社會教育的初衷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雲林縣古坑鄉桂林社區發展協會) 

東岸部落產

業促進發展

協會 

南投縣

仁愛鄉 

以發展東岸部落文化、教育、藝術、觀光、經濟等相關產業，培

養部落發展人才，並促進文化學術研究、出版及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等事宜，增進與其他部落之交流與合作，以保存、凝聚部落文

化，邁向永續發展為宗旨。(FB 粉絲專頁:東岸部落 Alang Tongan) 

茶山社區發

展協會 

嘉義縣

阿里山

鄉 

茶山鄒語：珈雅瑪部落，是三個族群融合而生的阿里山鄉山區部

落，緊鄰高雄納瑪夏是南向交通重要幹道。幅員遼闊氣候溫暖因

此物產豐饒品質甚優，尤以咖啡、苦茶油、甘蔗、竹筍、五穀雜

糧等為茶山代表性的農產。目前主要經營友善農業與特色旅遊，

除了農業豐富提升產值，因為茶山有傳統的 Hufu 文化所以在觀

光產業上更是豐富獨特（茶山部落以 Hufu（茅草涼亭）文化而遠

近馳名，Hufu 意表「分享」。早期先人離世習俗是以室內葬，但

愛好分享的獵人不宜喧譁，於是在家屋旁另蓋小型 Hufu 作為分

享與連結之處所），所以來到茶山部落可看到家戶都有茅草涼亭，



 

143 

而當地接待家庭、文化體驗、風味餐、山河景觀等更是讓遊客流

連忘返的地方。(FB 粉絲專頁:阿里山珈雅瑪部落公園(茶山社區) 

天埔社區發

展協會 

臺南市

玉井區 

屬阿里山山脈南段丘陵地帶，四周群山環繞，中央低凹成盆地地

形，說到「玉井」芒果產業是大家所熟悉的，但說到天埔，大家

一定想不到，天埔靠著平凡的「絲瓜」養起了一個「家」，天埔社

區跟一般的社區一樣，都是從環保、社區營造做起，在社區幹部

的領導下和社區志工的協力下，96 年獲全國環保模範社區特優

獎，98 年開始申請社區林業計畫，教育社區民眾認識生態及保育，

調查社區資源，培訓社區解說員，研發社區產業，100 年通過農

村再生計畫，多年累積的成果，促使天埔於 101 年底通過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104 年獲得第三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特優

的肯定，目前主要以環境教育、團體參訪、體驗遊程、社區風味

餐、DIY 教學、自主產業銷售為經營重點，提供在地居民工作機

會，朝永續經營之目標繼續努力中。(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臺

南市玉井區天埔社區發展協會【天埔社區環境教育園區】) 

金山社區發

展協會 

高雄市

燕巢區 

有豐富的自然景觀-泥火山，最好吃的芭樂，滿足人類親近 自然

與嘗試農村生活的期待，還有滿滿濃濃人情味。希望藉由環保小

學堂的推動。將金山社區打造成為以地質、產業、萬物與大自然

關係與學習場域。特色之一是導入遊客能由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

發，竭力尋求、展開、落實「食」與「農」、「消費者」與「生產

者」互惠共生、「城鄉共好」的「生產循環」之道，並提升社區農

業、經濟、生態環境、地 方文化特產、社會福利等五大層面。依

環境教育教案設計再活化，融入「社區生態旅遊兼顧遊憩發展(慢

活)和自然保育多角化、「文化探訪」地方社會的再認識與人文風

土之美感、地產地消的農藝文化根基為主；在餐點方面則由社區

以當地食材所烹調的餐點作為午餐，發揚在地特色促進簡樸的生

活習慣。(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日光小林社

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

甲仙區 

返鄉十年種回植物，留下技藝，繡回紋樣，唱回歌謠，學會說話，

認同族群，看見自己，聽見大武壠族。小林村人因莫拉克事件，

部份族人從原鄉甲仙遷居至杉林這塊新土地重建後「以部落耆老

智慧為本，以大滿舞團古謠傳唱與部落傳統植物復育經驗與營造

為基礎，發展全國第一個大武壠族民族植物園區及竹藤編、傳統

網袋、刺繡等技藝，期讓日光小林部落成為高雄甲仙、杉林大武

壠族的文化重鎮。」這十年，慢慢的與這塊陌生的土地培養感情，

唱回我們的傳統古謠，開始喜歡起一起合力營造出的部落樣貌，

漸漸認同這裡的一切。並透過耆老訪談、文獻爬梳與植物調查記

錄，集眾人之力，主編撰寫「種回小林村的記憶」與「用手說的

故事」大武壠族文化書籍，一起為協會出版這兩本書，期望大家

透過這兩本書聽見小林村的故事也看見大武壠族這堅強族群。莫

拉克風災雖然帶來很大的創傷，但對大武壠族群文化的認同與了

解也是在面臨失去後，促使青年重新回到部落撒種而生，歷經十

年才漸漸重新生長出自己也喜歡的模樣。(FB 粉絲專頁關鍵字: 

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taivoan.org/  

高士社區發

展協會 

屏東縣

牡丹鄉 

位於屏東縣牡丹鄉六個村的其中一村，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過去

多為與政府申請經費，依計畫規定執行，部落缺乏自主性，如今

地 方意識抬頭，也希望能達到自主經營的目標與理念，近幾年開

始推行生 態旅遊，也開發出新的農特產品。但皆未有妥善的營收

規劃、商業邏輯， 僅是理想性的想像，108 年也提了多元就業計

http://www.taivo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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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方案，希望能穩固人事 費用，能夠精細的分析計算收支、盈餘、

客群，服務流程及產品，獲取 最大利潤，創造部落自主的經濟事

業。(FB 粉絲專頁關鍵字: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佳暮社區發

展協會 

屏東縣

霧臺鄉 

落分成新、舊兩社，但是這個目前村人所說新舊佳暮，在歷 史上

卻應該互為相反，現在的新佳暮是大約 210 年前，霧臺頭目的長

子因違反禮俗娶了一位平民的女兒，只好把頭目地位讓給自己的

妹妹，與妻子搬到「新佳暮」，後來生了 4 名兒女，隨後又有一戶

頭目的親戚也遷到佳暮，因此組成了佳暮部落，大約過 90 年後，

因為「新佳暮」人口增加，耕地不敷使用，一部分村民再搬到對

岸的台地，另建「舊佳暮」，居住至今。莫拉克颱風摧毀了佳暮，

目前僅剩第 4、5 鄰住戶留在原鄉，第 1、2、3 鄰村民搬至長治百

合部落。(FB 粉絲專頁:屏東霧臺鄉佳暮社區發展協會) 

吉露社區發

展協會 

屏東縣

霧臺鄉 

吉露部落位在隘寮北溪中游右岸，臺 24 號道路下方，井步山的東

北方向峻嶺傾斜陡坡地，海拔高度約 1000 公尺，其是霧臺鄉各部

落中面積最小且戶口數最少的部落，位於霧臺村東方約 4 公里處，

東南與阿禮村為鄰，西與霧臺部落相接，北隔隘寮北溪分別與佳

暮村及大武村相望，地勢大致由南向北降低。霧臺鄉吉露部落因

為 2009 年八八風災造成部落 1/3 被土石流沖走，部落地基嚴重

滑落，因此全村被遷至長治百合永久屋園區內。 

（霧臺鄉公所官網部落簡介: https://bit.ly/2FY1F4z ）  

阿禮社區發

展協會 

屏東縣

霧臺鄉 

阿禮部落原鄉位於隘寮北溪上游、魯凱族聖山霧頭山的西北側，

座落於小鬼湖林道入口，海拔約 1,200 公尺，是臺 24 線海拔最

高的部落。部落居民主要為魯凱族人，語言屬於霧臺魯凱語群，

具有世襲的頭目制度，人口約 350 人，緊鄰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及大武山自然保留區。2008 年起與屏東林區管理處及屏

科大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團隊合作，開始發展生態旅遊；歷經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大多數阿禮部落族人被遷居於長治鄉百合永

久屋基地。阿禮部落也成立「阿禮風古謠樂團」，透過音樂連結山

上與山下族人 的情感，並讓更多人走出災後傷痛，加入原鄉重建

工作的行列。2014 年阿禮部落成為林務局「原鄉參與里山倡議及

協同經營模式」之試驗區後部落一、二級小農產業的發展與穩固

成為主要推動方向。2012 年 11 月正式啟動「阿禮部落巡守隊」，

守護原鄉資源，目前部落族人朝向原鄉資源與環境能夠在保育的

前提下，發展林下經濟產業，包含種植金線連、林下養蜂等示範

場域建立，使得部落族人、青年回鄉能夠自主的永續生產及經營。 

（霧臺鄉公所官網部落簡介: https://bit.ly/2FY1F4z ）  

花蓮縣牛犁

社區交流協

會 

花蓮縣

壽豐鄉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一、協助社區設立永續經

營模式。 二、發展社區獨特文化及保存。 三、生態教育資源調

查整理及維護。 四、推展社會服務、福利、照護事務。 五、執

行環境教育團，以發展文化產業、生態教育，以及推展社會服務、

福利、照護暨環境教育為宗旨。目前協會內部成員會員 39 人,專

職 21 人,志工 179 人。近幾年致力推動於：1.社區林業同心圓輔導

與陪伴計畫 2.生產型友善濕地營造計畫 3.林下經濟發展計畫 4.木

工培育計畫 5.花蓮縣社造中心計畫 6.花蓮縣新移民學習中心計畫

7.建構花蓮溪環境教育廊道計畫 8.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計畫 9.壽

豐鄉數位機會中心計畫 10.社照 C 計畫 11.培力計畫。未來重點發

展朝向建構花蓮縣培力中心計畫。(FB 粉絲專頁關鍵字:社團法人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https://bit.ly/2FY1F4z
https://bit.ly/2FY1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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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社區

營造協會

(DIPID 部落) 

花蓮縣

豐濱鄉 

「復興部落位於豐濱鄉新社村花東海岸公路旁的小山坡上，ㄧ個

獨立的部落，鳥瞰廣闊的太平洋，為豐濱鄉 9 個部落之ㄧ，部落

內共有 31 戶、127 人設籍，實際常住者僅 50 幾個人，部落的居

民是在民國 30 年左右，由花蓮縣光復、瑞穗及臺東縣長濱的阿美

族族人遷徙而來的阿美族，在此形成聚落。因人口外流嚴重，目

前社區內是老弱婦孺，但他們不為艱困的環境所苦，發揮團結合

作、彼此為生命共同體的韌性，成立「花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

會」，希望透過社區發展營造出獨特的社區環境，激勵居民發揮原

住民固有保育觀念，傳承社區文化及守護袓先留下的壯麗山川。

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為目標，以保護和永續利用的山林溪流資

源，維持在地生態景觀和文化。鼓勵部落終身學習，發展部落多

元族群文化，強化部落多元性思考與創意，凝聚居民情感及共識。

部落居民信仰真耶穌教，戒除菸、酒及檳榔，並教育孩子從小養

成禁止菸、酒、檳榔的習慣，全臺第一個推動無煙社區的部落。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花蓮 Dipit-復興無菸部落」) 

花蓮縣富里

鄉吉拉米代

部落文化產

業協會 

花蓮縣

富里鄉 

清朝末年，我們的祖先─一群循著秀姑巒溪溯源而上的阿美族

人，在此地尋覓適合遷居的新家園，先人攀爬著壯碩而堅韌的大

樹根，始得溯溪進入海岸山脈之中，並於此開疆闢土、墾山維生，

成了此地的第一批居民。百年餘來，我們根植於此、深耕於此，

因而以阿美族語稱我們的部落為「吉拉米代 Cilamitay」，意即「大

樹根之地」。...身處山多平地少的偏鄉農村，部落居民多墾山為生，

海岸山脈最高峰麻荖漏山是我們的獵場，秀姑巒溪上游支流的鱉

溪是我們的漁場，此百年來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智慧，急需

我們─ 部落青壯年學習保存與活用，發展具永續性的生態旅遊

與環境解說，即為其中一個傳承及傳揚永續生活方式的重要途

徑。(內文摘自 FB 粉絲專頁: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 

花蓮縣富里

鄉豐南社區

發展協會 

花蓮縣

富里鄉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81 年成立，著重以社

區文化、景觀、農業、光觀旅遊、生態作整體發展，提升居民生

活品質，營造福利化社區：老人福利、兒童、青少年福利、就業

機會、各項津貼，世代永續經營。編制協會理事長和總幹事各一

位，以及二十位理監事，並成立「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持續守

護山林、河川資源及維持社區治安。負責推動部落事務的花蓮縣

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近年除推出在地遊程，也針對國中以下

的孩子開辦「小小解說員」訓練課，陪伴缺乏教育資源的孩子成

長。讓孩子認識在地野菜，抓魚、生火，同時當起部落導覽員，

向遊客介紹自己的家鄉，培養自信，以自己的部落文化為榮。 

 (FB 粉絲專頁: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吉拉米代 Cilamitay) 

Lipahak 生態

農場 

花蓮縣

瑞穗鄉 

LiPaHak(里拔哈)在阿美族語是開心、快樂的意思。農場的成立來

自於對於現代只重生產，枉顧自然極端現象的省思，為找回人與

自然是處於一種共存互生合諧共存狀態、生產與生態永續利用的

農業環境，向台糖租了六公頃的地並畫分三區塊：一區是私田、

一區是試驗田、一區則是棲地。私田的部份邀請社區與部落的居

民無償認作，以合作農場運作，農戶的生產所得全數歸農戶所有，

農戶也有絕對的自主權決定要種植的作物，有別於一般的契作農

場。實驗田是與東華大學、花蓮農業改良場、林務局合作，調整

耕作方式運用天敵、圍網等較溫和的方式解決生產與生態間的衝

突，並協助農戶銷售受害的農產品；棲地，名符其實就是給動物

住的，目前營造一塊溼地，未來我們也希望溼地能帶來生態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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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功能，讓農民的所得能不僅來自農產品的銷售，近期目標為

推動以七的保全為目的的生態系服務給付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富興 lipahak 生態農場) 

新社社區發

展協會 

花蓮縣

豐濱鄉 

「相傳昔日噶瑪蘭族人為逃離漢人的迫害，被迫離開噶瑪蘭（今

宜蘭)，划著獨木舟，沿著太平洋漂流到 pateRongan (現新社的海

灘)，在海上夜裡看到 lalaban(夜晚會發光的聖山)，因此停泊於新

社，現在新社．噶瑪蘭是保有傳統最完整的噶瑪蘭族，也是全世

界少數會製作香蕉絲工藝的少數民族。」新社部落與復興部落比

鄰而居，新社部落相對較靠近海。近年間除了推動文化傳承葛瑪

蘭族傳統領域調查外，生態農業的推廣、以及逐步聯合不同夥伴

推動的珊瑚礁體檢等森川里海議題蓬勃發展，辦理原民會瀕危語

言計畫及與周邊的新社國小合作葛瑪蘭語言傳承的語推組織。

(FB 粉絲專頁關鍵字搜尋：「花蓮 Paterongan-新社部落」) 

臺東原住民

旮部融岸文

化教育促進

協會(都歷部

落) 

臺東縣

成功鎮 

「阿美語 Torik，就是將東西綁好固定，或編織的意思。因此，都

歷部落也不負 Torik 之名，以擅長編製器物著稱。」以原住民族文

化為主題，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產業價值，維護及保障人文自然景

觀，民族藝術觀光休閒，提昇文化教育競爭力及開創生活文化空

間，目前促進會會員皆為東部海岸部落營造員為成員，因理念相

同希望部落未來讓世界看得見。近期欲推動：1.青少年社會學習

型系列活動。2.山林巡護維護自然生態。未來推動部落成為無毒

安全的部落(FB 粉絲專頁搜尋：「Torik-奇拉巴扇」) 

東魯凱文化

教育協會(臺

東達魯瑪克

部落) 

臺東縣

卑南鄉 

協進會於 2001 年成立，即開始推動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重建工

作。並以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重返山腰，重建舊部落 Kapaliwa 為

起始點，以從根發芽來象徵部落重建運動。達魯瑪克部落，涵義

有發祥地的意思，並居住著一群勇敢和團結的人，是臺灣東部較

大的魯凱族部落之一。達魯瑪克最早於西元 1650 年列入正式的

歷史資料。達魯瑪克發祥於中央山脈肯都爾山（Kintool），經過多

次遷徙，再到卡巴里瓦（Kabaliwa，海拔約六百公尺高，距今東興

村西南方約十公里）附近。在卡巴里瓦可能居住有數百年之久。

西元 1874 年，屏東牡丹社事件後，滿清政府才開始經營東臺灣，

稱達魯瑪克為「大南社」。日據時期，日本人以武力統治達魯瑪克。

民國十五年，在日本政府統治政策下，將達魯瑪克東遷至兜（Doo，

海拔約三百公尺高，位於大南水利發電廠上方）與比利良（Irila，

海拔約一百五十公尺高）。民國三十再遷到現址東興村而定居。

（摘自達魯瑪克部落折頁）(FB 粉絲專頁：「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

遊青年壯遊點」、「Taromak Nation-達魯瑪克」) 

電光社區發

展協會 

臺東縣

關山鎮 

「電光社區位於臺東縣關山鎮東側約 4 公里花東山脈下卑南溪

畔，社區居民約七百多人，大多以務農為主，主要種植稻米。...亦

有種植梅子、高接梨、甜橙、咖啡及金線蓮等農作物，是一個自

然景觀豐富、環境優美的聚落。電光清朝時期舊稱「雷公火社」，

是因為過去居民經常在山下看到藍色火光出現，以為是雷光火而

稱之為電光，日據時期又名「日出」，直至光復稱做「電光」。1899

年「雷公火之役」，居住在這裡的阿美族人曾以竹砲擊退清兵，這

是族人引以為傲的史蹟。電光社區是一個有故事的農村，其體驗

行程相當成熟，採梅、咖啡、稻米、導覽與竹炮等，都是遊客來

訪的深刻畫面。」（內容摘自臺東網路農場網站） 

富興社區發

展協會 

臺東縣

池上鄉 

位於池上鄉的偏南，南聯振興村，北接萬安村及錦園村，最早之

初為恆春阿美族群由恆春直街遷徙入墾。因此處長滿通草，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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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樹故阿美族語稱為『吉瓜愛』－意喻長滿木瓜樹的地方，其

後客家族群遷入因大量運用水墬從事灌溉而稱為水墬，光復後改

名為富興，取吉祥之意命名。...富興社區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富

興村緊臨海岸山脈）地形自主峰陡降入丘陵區，所以全村有三分

之二以上的土地都在 30 度以上的坡間，是一個山坡地形發達的

山腳村莊。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社區發展，增進

居民福利，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為宗旨。近期

所推動的計畫：生態:社區林業計畫(水墜越古道調查/生態調查包

含淺山與農作生產區/水文調查)產業: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社區小旅遊/農事體驗)長照:4 個關懷據點 1 個文建站 

崁頂社區發

展協會 

臺東縣

海端鄉 

協會以關懷社區老人、兒童，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

社會為宗旨，福利社區化為目標；為下一代建構友善的生活環境

是第一優先工作，這幾年社區推動友善耕作安全糧食，阻力不小

成效不佳，但理事長仍堅持持續推動。目前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共

68 位，其中理監事 18 位，協會幹部 4 位。近期所推動為配合水

保局農村再生計畫辦理文化傳承、產業行銷、部落旅遊等活動。

加入跨域計畫由社區推動全鄉產業合作。未來將持續農村再生社

區執行計畫，並透過教育部偏鄉數位機會中心師資提升農民產業

行銷技術，同時也持續推動友善環境耕作工作。 

土坂社區發

展協會 

臺東縣

達仁鄉 

「土坂，或許應該以 tjuwbar 來叫喚他，以大武山為倚靠，像輕輕

倒臥在母親懷裡的孩子，我們在大武山中馳騁，沐浴在大竹篙溪

的兩岸。請不要只以排灣族稱呼我們，回到家族，Patjaljinuk、

Saljingusan、Radan 細細品味深深研究，你會了解屬於這片土地最

美的故事。目前僅屏東縣來義鄉部分村落及臺東縣土坂村仍在進

行 maljeveq 祭儀。土坂村人稱五年祭為「maljeveq」，但因祭儀每

五年舉辦一次，所以一般人慢慢便以「五年祭」稱呼之。」(節錄

自 2018 土坂 maljeveq)協會目前主要運作方向為協助部落全面性

的發展，目標是在文化上面的紀錄、轉譯以及運用。近期三年內

的計畫：文化部(青銀合創四年計畫)、文化處(女力市集 論壇結合

市集形式)、原民處(農村新聲市集論壇結合市集形式)、國發會(南

迴地方創生)，未來朝向文化的轉譯及運用，並形塑成產業模式。 

學術團體  

法鼓文理學

院 

新北市

金山區 

林務局是國內的林業與自然保育主管機關，以「永續森林經營」

與「維護生態保育」營造「安全、生態、優質家園」為願景，近

年更以深化里山倡議為施政目標。林務局為了推動里山倡議的本

土實踐策略，與東華大學合作建立「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進而規劃北中南東四區交流基地。法鼓文理學院自

2018 年開始參與 TPSI 活動，並於今年接辦 TPSI 北區交流基地計

畫，期能促成不同部門之間的交流對話，以及協助林務局拓建並

強韌化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與其實踐，進而能與國土生態

保育綠網連結，發揮保育綜效。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 

南投縣

集集鎮 

簡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特生中心，由 1992 年成立的「臺

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改制而來，為政府試驗研究單位，

主要以臺灣特有種、珍貴及稀有生物 16 為對象，進行物種分布、

族群數量、生態史、棲地環境、復育方法及生 態教育等調查研究

工作。今年接辦 TPSI 中區交流基地計畫，期望以環境教育與里山

倡議結合，將環境相關知識結合生物保育推廣至大眾。 

國立屏東科 屏東縣 自 2002 年起林務局開始推廣「社區林業計畫」，其經營理念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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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森林

系社區林業

中心 

內埔鄉 調社區民眾與林業機關協力經營地方森林資源，落實「林業走出

去，民眾走進來」理念。為促進社區與林務局的交流連結，林務

局與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團隊合作推動社區林業 2.0，希望中心

成為跨領域學習，培力增能、交流分享、網絡鏈結、國際合作的

基地。建構社區營造、組織經營，社區生態旅遊，林下經濟、友

善環境生產、文化活化利用、森林永續經營之知識體系，以及創

新一、二、三級農業產業價值鏈所需之專業服務。今年接辦 TPSI

南區交流基地計畫。 

國立東華大

學 

花蓮縣

壽豐鄉 

從 2014 年開始，林務局一直積極支持東華大學推動 TPSI（臺灣

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的規劃，並於 2015 年共同提出推動臺灣

里山倡議的策略與工作框架。2016 年至今，透過北、中、南、東

各區的交流工作坊、以及全區（整個臺灣）的跨域工作坊、研討

會等等活動，希望能促成不同部門之間討論與交流里山倡議課

題，進一步在全球與在地的連續尺度間，建構出具有「知識力、

夥伴關係與行動力」的臺灣里山倡議本土論述和實踐經驗模式。

現為 TPSI 東區區交流基地，同為臺灣四區之統籌點。 

大漢技術學

院觀光與餐

飲旅館系 

花蓮縣

新城鄉 

大漢技術學院致力於培育觀旅產業之專業人才，並結合東臺灣豐

富族群地域文化與絕佳之觀光資源優勢，於 97 學年度成立「觀光

事業管理系」、簡稱「觀光系」。105 學年度，為配合政府拓展東部

好山好水的觀光目標、提升技職教育品質之政策，修改為「觀光

與餐飲旅館系」，簡稱「觀旅系」。系發展目標定位在專業實務及

責任認知的能力培養，強調學生透過學理及實務並重的技職學習

過程，具備職場就業基本能力、團隊工作與社會應變和自我學習

成長能力，藉以落實東臺灣技職教育與地方產業結合之新願景。 

國家海洋研

究院海洋政

策與文化中

心 

高雄市

前鎮區 

成立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座落於海洋首都-高雄。國家海洋研究

院的主要任務為協助海洋委員會辦理海洋政策規劃、海洋資源調

查、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產業及人力培育發展業務，定位為國家

海洋智庫。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掌理事項如下：國家總體海

洋政策及制度之研究；國際與兩岸海洋政策及制度之研究；海洋

事務相關國際法與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之研究；國際與兩岸海事、

海洋法政、文化研究組織之合作及交流；海洋文化、歷史、教育

之研究及推廣；其他有關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事項。 

中興大學森

林系退休教

師羅紹麟 

臺中市

南區 

近年間從中興大學森林系退休的羅老師，專長為林業經濟與天然

資源評估。退休後，羅老師持續在谷關經營著他耕耘四十餘年的

林地，守護著森林。2016 年參與 TPSI 中區的工作坊，羅老師和

大家分享從永續與三頭文化的角度出發，持續守護著人、社會與

自然和諧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