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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報告主題：以草生栽培茶園栽植扭轉新北市石門台北赤蛙保育困境 

二、案例報告作者群：薛博聞、林駿宏、翁億齡、詹惠婷 

三、主文 

（一） 案例背景 

新北市石門區在林務局 2017 年所提出的「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畫草案」中，被納入為「北部生態綠網」的一個重要區塊，位處大屯山北側，

為平坦的火山碎屑台地，溪流沖刷出的稜谷地形與早年山區開築密布的水圳

網絡，型塑出滿山水梯田、草澤、溪流等濕地生態系，提供大量濕地動植物棲

息，但因山區社經變遷，耕地減少、水圳失修、農藥施用等原因，濕地環境陸

續劣化、縮減，壓縮水生生物棲息空間，急需相關保育政策介入。 

穩定紀錄於石門阿里磅的保育類 II 級野生動物「台北赤蛙」，國內於 2017

年兩棲類紅皮書被評定為瀕臨絕滅(EN)，屬小型赤蛙，一年生成蛙即有繁殖能

力，過去曾經在台灣西部許多地方有觀察紀錄，牠們會利用平地及淺山區的水

田、草澤及埤塘等區域繁殖，居民發現，每當午後來雷陣雨時，台北赤蛙會伴

隨雷聲鳴叫，素有「雷公蛙」的別稱。根據文獻紀錄，台北赤蛙喜愛於植被完

整茂密之水域繁殖，早年廣泛分布於台灣西臺灣平原地區，但因近幾十年受到

環境開發、農地品質劣化、農藥污染等多重影響，台北赤蛙野生族群數量快速

萎縮，僅剩下零星小族群分布在北海岸三芝、石門；桃園市的楊梅、龍潭；台

南市的官田以及屏東縣的內埔等地，其中石門阿里磅生態農場及其周邊環境，

為北海岸兩棲類調查中台北赤蛙數量最穩定的棲息地。 

根據近年野外觀察發現，每年四月起，台北赤蛙蟄伏結束，喜好挑選滿佈

浮葉植物或草墊水域抱對產卵，但九月份開始，成蛙會陸續離開埤塘水域之生

殖地，棲息於鄰近高草且土壤團粒潮濕的區域，但數量隨進入森林內部距離驟

減。也因此台北赤蛙的棲位為濕地周邊演替中期的環境，需有靜水域濕地、草

生地等環境鑲嵌組合，此恰與傳統淺山農耕環境契合，但當繁殖水域減少與劣

化、棄耕增加次生林演替，以及周邊農地除草劑使用，對於台北赤蛙族族群皆

有直接影響。 

另因台北赤蛙為兩棲類生物，本類生物對於環境品質的耐受性反應敏感，

在棲地選擇的多樣性需求亦高，保育台北赤蛙對於其鑲嵌棲地內共域生物的

保全，亦達到庇護效果，加以侷限分布的獨特性、在地以「雷公蛙」暱稱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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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故事性及青蛙討喜的外貌等因素，都兼具庇護傘物種、指標物種及明星物

種的保育策略角色。 

2015 年以「定存大自然」為理念的石門阿里磅生態農場開始跨出農場，

除了在農場內台北赤蛙棲地的保全外，也在彼鄰的私有土地上籌資僱工無償

協助地主刈草，期望減少地主用除草劑來管理農地雜草的問題，讓台北赤蛙可

以有機會往農場外擴散；2018 年開始，羅東林區管理處基於維護生物多樣性

不該只是一個民間單位的責任，著手推動適宜台北赤蛙度冬棲地的維護管理

的生態系服務給付（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 ,PES），邀請土地管理

者一起加入台北赤蛙的棲地管理工作。 

石門阿里磅地區早年因產茶、製茶致富，日治時期，阿里磅生產的紅茶大

量銷，甚至做為貢茶進貢給日本天皇，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國內消費中

斷，戰後國人飲茶習慣的改變等因素，生產紅茶、綠茶為主的石門茶產業逐漸

沒落，當地人多外移都市居住、工作，山區茶園、水田多棄耕荒廢，部分自然

演替成次生林；但不少地主擔心農地成林後，日後使用會受阻，故仍以除草劑

施用抑制高莖植物生長，施用過藥劑的地方，植生枯萎、地表裸露，陽光直射

使地面乾裂，環境樣態也不為台北赤蛙等生物利用。整體而言，阿里磅山區已

無農業生產，僅零星地主種植少量葉菜自用，但仍以慣行農法栽植為主。 

在台北赤蛙生命週期棲地確保下，應努力串聯、營造「水田埤塘等靜水域」、

「草生」鑲嵌環境，然此二類環境在阿里磅地區已大量減少或劣化，水田棄耕

旱化、草地長期除草劑施用或棄耕演替成次生林，逐漸消失。故在有限空間及

時間下，優先針對既存水田、埤塘等靜水域等微棲地營造，草生地禁用除草劑

管理則相對重要。 

然經羅東林區管理處前期生態系服務給付合作測試，草生地刈草管理壓

力遠大於水田田埂刈草管理，在無其他誘因、用途的目的下，單純刈草可執行

性較低，若能有經濟、文化等誘因掩護，保育成功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兼具

在地文化復舊、高單價經濟作物及既有草生栽培農業生產技術可行的保育兼

容型農產業「阿里磅台北赤蛙紅茶」值得嘗試。 

茶葉生產期程較長，產業發展初期，生態系服務給付扮演保育型產業扶植、

保育成效釐清重要角色，期望透過里山倡議的模式，推動本地保育工作，「農

地即棲地」，期望在能有多誘因下，逐步擴大農地範圍，串聯山區埤塘、水圳

網絡，也擴大保育成效。 

（二） 推動里山倡議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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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推動面臨的挑戰大致如下： 

1. 在地茶產業中斷許久 

茶產業在阿里磅這山頭中斷許久，種製茶技術斷層、基礎器具與設備缺

乏、在地勞動人力不足，也長期缺乏社區擾動力量；老品系茶種復育的來源

與技術、更別說茶葉生產非一朝一夕，從茶苗種植到商業量產，需要三到四

年的時間。在與在地居民的交流中，多數五十歲以上的居民都有協助家裡種

茶的經驗，但記憶中種茶的辛勞都讓大家卻步，更無遑既有的茶產業已在阿

里磅的社會、經濟演變中被自然淘汰。 

2. 缺乏在地先行者 

擬推動的兼容台北赤蛙保育的友善耕作茶業，相關的技術、規範都需要

先行者的投入、測試，故事的行銷與保育論述的連結與驗證都需要時間。而

在未有保育成效與先驅者成功前，後繼與追隨者多是觀望難投入。阿里磅現

況合作農民、地主多願採基礎的生態系服務給付棲地管理合作，也願意另提

供土地予有意投入種茶的先行者使用，雖可由陪伴團隊先行投入，但在地人

目前仍缺投入意願。 

（三） 目標與策略 

前期盤點阿里磅地區昔日茶產業曾輝煌一時，但實際探訪阿里磅一帶周

邊已無茶園，現存有維持生產經營的茶廠多聚集隔壁山頭草里、乾華一帶，

但阿里磅在地人家部分仍保有些許粗茶製茶經歷，在勘查周邊環境現況是否

適宜導入茶產復耕？周邊茶廠是否有在地傳統品系〈硬枝紅心〉可提供剪枝

扦插？茶業改良場茶樹草生栽培技術轉移？經過多次的走訪、探詢及討論，

運作保育與產業兼容的「阿里磅台北赤蛙保育型茶園」可行性大增，但實際

執行仍缺「人」，包含「願意提供土地試驗的人」、「棲地管理的人」、「茶葉

栽植的人」、「協助農忙尖峰的人」更甚於「給予經濟支持的潛在消費者」，

都需要溝通促成，而溝通不只在於理念的傳達，還包含各種不同角色的換位

思考、沙盤推演與研擬解決辦法，使其投入環境行動。對此研擬出不同進程

的策略如下： 

1. 生態系服務給付政策的倡議 

雖有保育兼容型茶產業的規劃，但產茶畢竟非短期農作，從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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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苗扦插、撫育至採收製茶，至少需 3 年的時間，促成政策端給予支持，以

維護生物多樣性等公益價值的生態系服務給付，則扮演臺北赤蛙渡冬棲地維

持與初期茶樹撫育，經濟收益空窗的銜接，可增加在地居民合作意願。而另

一部分投入茶葉生產，需要對應的人力、勞動及時間，對於部分居民其土地

使用或生涯規劃需轉換，初期仍抱持觀望態度，且並非所有區域皆適合轉換

茶葉生產，如岸緣植生狀況良好的野埤、水田可能是臺北赤蛙適宜的繁育點

位，若能維持水田型態的田間管理，對於整體保育仍有必要性與價值。 

擬定石門台北赤蛙保育依循邏輯模式為，第一步透過生態調查，釐清台

北赤蛙分布現況，作為自然擴散之保育基準；第二步是驗證當在有分布台北

赤蛙的區位旁，營造新的棲息環境，石門的台北赤蛙是否會自然移入這些環

境；第三步為要營造出適切的度冬棲息環境，串聯「（靜水域）繁殖棲地→

（草生地）度冬棲地→（靜水域）繁殖棲地→（草生地）度冬棲地」。相關

邏輯模式說明如下圖。 

 

圖、石門台北赤蛙保育邏輯模式步驟 

2. 保育型茶葉生產模式推動與輔導 

阿里磅一帶現已無茶產業，若要投入資源恢復已消逝產業，此時的切入

點必定為兼容保育的生產模式，依現有資源蒐集與討論，「茶樹草生栽培」

為預估導入模式，然刈草時機、頻度及土壤改良等分年分期的撫育管理手段，

哪裡有

台北赤蛙？

•目的：確認石門阿里磅一帶台北赤蛙現

存分布狀況

•手段：台北赤蛙鳴叫調查

它願意出門？
•目的：試驗台北赤蛙會由原始棲地移入仳臨新設置「繁殖棲地」

•手段：菱角栽植池設置

再往哪去？

可走多遠？

•目的：釐清台北赤蛙會利用的度冬棲地型態

•手段1：草生栽培的茶園建置（度冬棲地）

•手段2：緩衝帶草生向管理試驗（未栽植畸零地

管理）

•手段3：跳島澆灌池 設置（度冬棲地長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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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北赤蛙等生物的棲地需求，皆須進一步研擬細部執行方式。 

另對於有意願合作的居民，其可能投入的程度（自主運營、契作、土地

使用合作），與後續須輔導與介入的程度都不盡相同，乃至於真正進入茶葉

採收時期，茶菁的處理與後端加工，委由周邊茶廠代工或扶植在地製茶處理，

在生產模式建立的不同時期，執行策略的研擬、輔導與執行相對重要。 

3. 阿里磅台北赤蛙保育型茶葉保育成效驗證與論述建立 

未來進入實質生產，產品的行銷與販售，將是產業能否維繫重要的關鍵，

「阿里磅台北赤蛙保育型茶葉」的市場定位，是兼具阿里磅百年茶業生產歷

史、硬枝紅心傳統品系保種及庇護傘物種臺北赤蛙保育的多目標產業，前期

公部門的資源應放在整體產業的扶植與輔導，故在發展初期及應累積相應資

料，監測臺北赤蛙與關切生物群棲地利用情況，建立保育與產業發展的故事。

以確立品牌差異性與形象，並在增加市場識別性與知名度的目標下，及應有

規劃性的媒體、論述及體驗活動露出，累積產品上市的詢問度與買氣。 

（四） 關鍵權益關係者及其角色 

本案例的關鍵權益關係者包含計畫支持者、在地陪伴者、在地合作者及技

術支持者，說明如下： 

 計畫支持者：農委會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為本案例主要上位計劃，相關經費

及行動方案由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支持。 

 在地陪伴者：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在地合作者：主要包含兩部分，其一為現存石門台北赤蛙主要種源區域所

在的阿里磅生態農場，作為保種來源及初期周邊關係引介；第二部分為石門尖

鹿里一帶的居民及生態系服務給付合作農戶。 

 技術支持者：包含提供在地茶樹老品種〈硬枝紅心〉種源及試地栽植經驗

分享的石門草里茶場；茶苗扦插、茶樹疫病與資材使用諮詢的茶業改良場文山

分場。 

（五） 行動與歷程 

1. 生態系服務給付推動成果 

羅東林區管理處國土綠色網絡輔導計畫執行至 109 年 7 月底止，與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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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磅生態農場及下游地區10位農民合作生態系服務給付，面積達3.5公頃，

個合作戶皆依規定之田間管理規範操作管理田區，並通過田間稽核。合作區位

的篩選，主要為台北赤蛙棲息與其水源下游側區域，另雖「阿里磅台北赤蛙紅

茶」模式做為鑲嵌地景組合的試驗，若第一階段廊道設置與為棲地營造方式未

獲驗證，便直接與廊道下游側地主或土地管理者合作，雖在整體環境友善化上

仍有其價值，但對於保全對象可能未有最直接的幫助，故執行上針對合作農戶

採用部分合作方式，先建立合作默契及羈絆關係，待驗證保育成效後再增加廊

道下游側 11 公頃農地合作。 

完成石門台北赤蛙保育邏輯模式第一階段，透過生態調查，建立合作田區

生態基線資料，並搭配台北赤蛙繁殖期鳴叫調查，在 4-10 月間，在阿里磅生

態農場下游側山區埤塘、湛水濕地環境，監測夜間是否有台北赤蛙雄蛙配對鳴

叫，界定現存台北赤蛙分佈邊界僅至阿里磅生態農場區外溝渠。 

另針對其他公部門資源及在地團體可整合或串聯之可能性。目前農委會

針對友善耕作及棲地保全部分，在台北赤蛙分佈邊界外的空曠的水田進行提

高鬱閉度的嘗試，選用對農民有額外政策補助誘因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重點發展作物-菱角進行栽植，並搭配田埂刈草頻度降低，蔓延水田草墊保留

等方式，於 2019 年 7 月份即於菱角田內目擊一隻台北赤蛙，至 2020 年觀測

單一時段同時可記錄 4 隻雄蛙在菱角田鳴叫，達最大紀錄值，驗證擬定的台

北赤蛙保育邏輯模式第二階段，當微棲地營造得當，台北赤蛙在繁殖期會進入

鄰近新的濕地環境。 

2. 阿里磅台北赤蛙紅茶保全型農業試驗 

2018 年底透過與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草里茶場的合作，取得〈硬枝紅

心〉的枝條扦插育苗，2019 年在與當地居民合作兩年的生態系服務給付後，

由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承租 0.3 公頃農地進行試驗茶區規劃與操作，研

擬「阿里磅台北赤蛙茶園管理規範」，透過實作修訂管理規範。 

第一塊茶區場址選定，除位處台北赤蛙紀錄的點位及潛在擴散路徑上，也

比鄰在地信仰中心-茄苳腳福德宮，居民參拜、集會聚集必能看到茶園，持續

引起關注，並於 2020 年初邀集在地居民一起完成茶苗定植。後續除滾動修正

栽植規劃外，也操作台北赤蛙擴散距離驗證的「跳島澆灌池」及維持地被濕潤

的「緩衝帶草生相改良」兩項試驗，以營造兼容台北赤蛙活動、利用的茶區為

原則。 

另以茶樹生長的期程，要達成株有採收經濟規模至少需三年，期間除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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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面積外，目前在試驗茶區下游側居民已釋出意願提供家族土地。下一階段

重點即為驗證前列試驗，並建立品牌識別度，逐步累積保育論述。 

3. 阿里磅台北赤蛙紅茶論述建立與公眾溝通 

除嚴謹的生態監測反饋茶區經營管理與驗證保育成效，也在過程中透過

不同管道進行公眾溝通，宣傳保育觀念，與預做品牌市場區隔，至 2020 年 10

月已發表保育實務分享論文 1 篇、平面及電子文章 21 篇；實體分享的演講 5

場次、茶區產地微旅行及工作假期 4 場次，參與人次達 290 人次，持續累積

公眾支持能量。 

（六） 結論評估 

1. 與里山倡議三摺法架構的關聯性 

本案例對應里山倡議三摺法的架構，在三個方法上分別對應，透過維護

鑲嵌地景的生物棲地、農業生產、減緩地表沖蝕等功能，「確保多樣性的生

態系統服務和價值被保存與彰顯」；在茶樹草生栽植的技術上，修正兼容台

北赤蛙保育的助益，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透過農民 /專業團體/地方

政府/自然資源保育主管機關，兼以環境特色作為地方創生基礎的合作互惠

「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 

2. 與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的關聯性 

本案例貢獻於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包含：目標 3（獎勵政策）、目標 4

（永續利用）、目標 5（棲地流失）、目標 9（外來入侵種）、目標 12（物種

存續）、目標 13（基因）、目標 14（生態系服務）、目標 16（惠益共享）、目

標 19（科學知識）。 

3.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關聯性 

本案例貢獻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包含：目標 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

產模式）、目標 15（保育或維持陸域生態系統）。 

4. 成果與創新 

草生栽培的茶園友善耕作在台灣發展許久，但農法本身並無針對特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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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對象習性與行為進行規範，本案例係以台北赤蛙為保全對象規劃茶園全生

命週期栽植規範進行研擬、試驗，為台灣生態保全型農業的少數操作。 

5. 困難與影響因素 

兼具在地文化復舊、高單價經濟作物及草生栽培農業生產技術可行的保

育兼容型農產業「阿里磅台北赤蛙紅茶」值得嘗試，而相關政策的倡議、推

動，民眾的認同將牽動著保育成敗，針對地主、土地管理者、政策制定者、

潛在消費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各種不同權益關係人的公眾溝通，傳遞「農地

即棲地」的理念，期望由瞭解到認同，進而實際支持，期望能逐步擴大農地

範圍，串聯山區埤塘、水圳網絡，達到國土生態「綠網」保育成效。 

6. 案例經營投入的持續性 

第一批硬枝紅心茶苗已於 2020 年初定植回石門尖子鹿，茶區的經營撫

育由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進行試驗與規範修正，國土生態綠網經費則支

持台北赤蛙棲息地的生態系服務給付支持、生態監測與台北赤蛙拓殖研究。

雖距離採收生產時間尚久，但「種茶」一事已在當地產生關注，地主願意長

期放租、鄰里過往的關注，都是在地動能量啟動的證據，期以篳路藍縷過後，

既有合作者願參與更多、在地人或志同道合的外地人也能加入保育型農產業

的推動。 

（七） 可提供其他案例借鏡的重要經驗 

 搶救北部台北赤蛙之行動測試，與過去復育經營之棲地類型不同，依據

科學數據建立適生的草生地與埤塘濕地鑲嵌的地景組合棲地格外重要。 

 不同於其他已推動之穩定水深的埤塘及水梯稻田，恢復北部國土生態綠

網絡濕生環境，建立穩定的台北赤蛙生育地，也保存當地特殊地景組

成。 

 與地方傳統紅茶產業合作的新保育方式，結合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產業

能量推廣，期望建立穩定的台北赤蛙生育地產業鏈，尋求人與自然間最

洽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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