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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臺灣里山倡議十週年研討會：現況與展望



大綱A

 台灣里山倡議緣起、TPSI建構和交流

 臺灣 IPSI 會員的國際交流

 里山倡議的2020後發展策略

 總結



台灣里山倡議緣起、TPSI建構和交流A



地景取徑(landscape approach)的國際相關制度工具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地景/海景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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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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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倡議

FAO GIAHS
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



2010年10月於日本名古屋舉辦
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CBD COP-10）

透過農業生物多樣性的
保育和利用以確保永續發展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
IAS)與日本環境省共同啟動國際
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海景 (SEPLS)
保全活用

Source: UNU-IAS (2010)

日本的里山里海評估 (JSSA)

+ Seascapes



日本里山-里海評估 (JSSA) 概念架構（UNU-IAS, 2010）

生態系統服務 人類福址

使用率過低



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 2011-2020 策略規劃架構
(CBD Secretariat, 2010)

夥伴關係和增能培力



第一屆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網絡大會 (IPSI-1)
2011年3月10-11日在日本名古屋召開



 東日本大震災的5個月後，IPSI秘書處—聯合國大學
於2011年8月在東京舉辦東日本大震災復興國際研討
會，主題訂為「里海-里地-里山復興的整合方法」

 希望在考量鄉村社區面臨人口老化和青壯人口外流
等困境的前提下，發展出連結陸地和海洋的的整合
性地景方法，促進里山和里海地區的復育和振興。







里山倡議願景與五大行動面向 (修改自UNU-IAS, 2010)

A）保全里山里海
健康與連結

B）活用里山里海
自然資源

C）發揚傳統知識結合
現代科技

D）增進社區本位
的協同治理

E）增進家庭生計和
社區福祉

2050 願景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照片來源：農委會水保局花蓮分局

花蓮縣豐南村吉哈拉艾文化景觀
（2012年5月依文資法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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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里山倡議推動策略架構（夏榮生等人，2015）

(UNU-IAS, 2013)



台灣里山倡議推動策略架構（夏榮生等人，2015）

IPSI活動架構五個領域
(UNU-IAS, 2012)

TPSI運作的五個工作面向



第一屆「生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研討會」2015年9月
花蓮農業改良場主辦、林務局/東華大學協辦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

Mr. Wataru Suzuki & Dr Kaoru Ichikawa
UNU-IAS, IPSI Secretariat

花蓮農業改良場黃鵬場長

林務局李桃生局長



 禁伐天然林政策入法
 經濟林利用符合國際森林管
理委員會規範與標準

 深化「里山倡議」精神

2016年5月起~

里山倡議入農委會政策+
106至109年度中程施政計畫綱要



北

中

南

東

森-川-里-海：
國土生態綠網 +

TPSI 北中南東分區及
跨區交流 2016~

法鼓文理學院

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屏東科技大學

東華大學

分區交流基地

林務局

2018~



2017.12.4法鼓文理學院

2016.12.1台中

2018.4.12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TPSI南區、北區、中區
交流基地的邀請與熱情加入



2016-2020 197個TPSI 參與夥伴空間分布圖

2016 TPSI2017 TPSI2018 TPSI2019 TPSI
2020 TPSI22



2016-2020 TPSI 參與夥伴
全區197參與單位（共886人次）之七大類別統計圖

分年

2016-2020 合計

23



各年度TPSI交流活動
別錯過海報精采內容！



職能培育 Capacity building

林務局與八個林管處年度研習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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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8-9

2017.3.10

2018.12.13

2020.6.10

2021.4.14-15



TPSI-全區交流
每兩年 (2017, 20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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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環境教育學會年度國際研討會並行, 台中科博館



2012年 CBD COP 11 & IPSI-3
日本生物多樣性國家策略2012-2020

自然擾動減少 珍稀動種復育

外來入侵種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2018~2021)

 鏈結中央山脈與海岸生態系
 於國土生態綠色網絡涉及之聚落與農業區推
動友善環境生產

 打造淺山與海岸之「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

• 107年5月14日行政院核定
• 期程: 107-110年

國土藍圖盤點

跨域平臺建置

里山倡議

友善生產環境推動

友善環境

生態造林

生物通道之建置

廊道串聯

公眾參與

教育推廣

瀕危物種

保育策略行動

六大主軸







臺灣 IPSI 會員的國際交流B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IPSI共計279位會員（2021.7）
台灣IPSI會員有18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富里鄉農會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台灣景觀環境學會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中華鳥會

 新北市農業局



夥伴會員/實踐案例

18/279 個會員
20/237 個案例

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IPSI)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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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I全球及區域大會 (Global & Regional Conferences)

 IPSI會員個別案例報告 (Case Study Reports) 20/237

 IPSI合作計畫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5/53

 IGES里山發展機制計畫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 5/8

 UNU-IAS里山倡議主題彙編 (Satoyam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6/6

台灣IPSI會員參與和貢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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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I合作計畫
Strengthening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 2014-2020: think global, adapt national, act local



台灣IPSI會員年度交流工作坊, 2019年9月於林務局

 林務局召集、東華大學協力

36

 實務及研究經驗交流
 參加IPSI-8之會前準備 (日本熊本, 2019.9.3-6)



台灣IPSI會員年度交流工作坊, 2020年12月於林務局

 林務局召集、東華大學協力

37

 實務及研究經驗交流
 合作機會
 里山倡議2020年後發展策略研商





里山倡議的2020後發展策略C



策略

1. 盤整歷年生態調查資料，套疊

圖層，指認生物多樣性熱點與

關鍵區域

2. 以綠帶或藍帶鏈結各熱點與山、

海間之重要生態系

3. 於位處熱點與關鍵區域之農業

區推動友善環境生產

目標

1. 提升淺山、平原、濕地及海岸

之韌性與調適力，維護其生態

系服務功能與生物多樣性

2. 保全及活用社會-生態-生產地

景與海景及營造韌性社區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建置計畫（2022-2025）



森川里海

具有的資源
/能力

韌性 = 健康

面對的威脅
/衝擊

2020年後里山倡議的重要主題（李光中等人，2021）

強化森川里海SEPLS韌性與社群趨吉避凶的能力

避凶 趨吉

 森川里海從各種環境、社會、經濟的威脅和壓力中恢復的能力，
而不會造成持久損害（聯合國大學，2013）





2020年後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變革理論
（簡稱零草案 Zero Draft, 2020）

在 2050年以前：
制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2030前），完成生物多樣性
的評價、保育、復育和明智利用，維護生態系統服務，
持續一個健康的地球，並提供所有人類基本的惠益

資料來源：CBD/POST2020/PREP/2/1 2020年8月版
（譯：李光中， 2020）



2020年後台灣里山倡議轉型策略架構
（李光中等人，2021）

2030 使命之推動工具及支持環境韌性SEPLS2030 目標及 2025 里程碑、2050 願景





總結D




IPSI/ TPSI+國土生態綠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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