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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蒙特婁
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

保護區PAs & OECMs 30x30

野生物種合理利用及貿易

綜合空間規劃 

受脅物種管理行動

外來入侵種管理

污染與水質管理

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災

永續生產系統

增益生態系
服務功能

野生物種永續利用

都市藍綠帶
及連通

遺傳資源
惠益分享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責任消費

生物安全管理

獎勵措施

資金與資源

國際培力與合作

資訊流通

性別平等

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決策

減少對生物
多樣性的威脅

執行工作和主流
化的工具和解決
方案

通過永續利用
和惠益分享
滿足人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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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復育與連結 30%

企業責任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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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X 30

TARGET 3

2030 年至少有 30% 陸、海域

藉由保護區或 OECMs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方式被有效保護與經營，同時

肯認與尊重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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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Ms
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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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一個非保護區的地理區，其可達成正面與長期

永續的生物多樣性現地保育成果，跟相關的

生態系功能與服務，及其他文化、精神、社會

與經濟、跟其他在地的相關價值。

TARG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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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起

推動重要農田生態系復育

◆ 2011年起

推動「里山倡議」，

運用「社區林業」基礎，

引導在地居民維護管理自然資源，

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場域

◆ 透過永續生產、生活及經營管理，

以多元方式達到生物多樣性資源

保育效果



保育共生地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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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estrial OECMs



TARGET 3 保護區與保育共生地達 30%  (30x30)

保護區

Protected Areas

國有林

受保護區域

National Forests 

保育共生地

Terrestrial OECMs

◆ 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研擬

◆ 保育共生地潛力區盤點

◆ 國有林全面完成FSC驗證

國有林林地分區檢

討並修正經營計畫

達受保護區域標準

國有林受保護區域

納入30x30面積

◆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量

◆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增劃保護區

目
標

路 

徑

陸域受保護區域佔比

2023年度
2024 2025

2030

19.2%
啟動保育共生地認證 38%

保育共生地認證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與面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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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X 30的公私協力



以國土綠網為基礎推動保育共生地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1. 盤整生物多樣性資料，指認生物多

樣性熱點與保育關鍵區域

2. 以中央山脈國有林事業區為基盤，

經由藍、綠廊帶串連淺山、平原與

海岸

3. 以社區林業與里山示範聚落所屬農

林生產空間為重要節點 

→國土綠網空間規劃與保育行動

     為保育共生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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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TEN) (est. 2018)

◆ 鼓勵其他具生物多樣性

保育功能之場域共同參與
地質公園

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

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區

國有林

◆ 國土綠網關注區域、

區域保育軸帶構成的

生態網絡，

為保育共生地

優先推動之潛在場域



保育共生地潛在樣態

自然資源治理區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area

都市藍綠帶
Urban green and blue spaces

友善農田及里山社區
IPLCs / Satoyama

廊道節點
 Conservation corridors and others

減少對生物
多樣性的威脅

執行工作和
主流化的工具
和解決方案

通過
永續利用
和惠益分享
滿足人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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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說明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Qr code



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

主辦機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實施範圍

 國土綠網關注區域、區域保育軸帶

 具生態廊道、跳島、瀕危物種庇護

及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空間

非位於既有法定自然保護區域之

陸域區域，得包含必要毗連之海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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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1

申請

STEP 02

評估

STEP 03

認證



12

STEP 01 申請

◆自然人、法人、機關、機構及團體

◆場域土地之所有人、經營人或使用

人，得聯名申請

申請人資格

◆認證申請書、經營計畫書

◆申請人核准設立、登記證明；

個人－自然人身分證明

◆場域所有、經營管理或使用權證明

◆權益關係人知情同意證明

應檢具文件

申請人資格及應備文件



經營計畫書

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

管理維護計畫

場域環境說明

申請單位創立理念及簡介

場域經營管理概況

重要工作項目

監測計畫

人力與財務計畫

場域地點概要、周邊環境描述

土地利用及其變遷概況

生物多樣性價值

生態系服務價值

威脅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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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1 申請



認證條件 說明

1. 非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域範圍

• 具明確場域範圍

• 不涉及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重要濕地、

海洋保護區

2. 能支持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 場域可支持7項生物多樣性價值項目至少1項，符合多項為佳

3. 具有常態性經營管理之機構

    或機制
場域具有經營管理之機構或機制，且具長期效果

4. 已將權益關係人之知情同意

    納入經營管理考量
認證及經營規劃已充分徵詢主要權益關係人並取得同意

主辦機關評估場域是否符合認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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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2 評估



生物多樣性價值項目
※ 至少符合一項，符合多項為佳

說明

1. 瀕危動植物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
    或其復育場域

保育類野生動物、珍貴稀有植物、紅皮書受脅動植物。

2. 依賴特殊環境之物種或狹域分布物種之
    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

高度依賴獨特、稀有或特有的棲地或生態系之物種，

或具狹域分布特性之物種。

3. 物種生活史之關鍵棲地 繁殖、覓食、夜棲、遷移或洄游區。

4. 特殊或完整之天然棲地或生態系
 完整之植生環境，如天然林。

 特殊的棲地或天然生態系，如湧泉、洞穴、湖泊、島嶼。

 特殊區域性群集、物種組成。

5. 具生態連結或緩衝功能之區域
 特定物種播遷、移動之重要廊道或節點。

 對於保護區、保育共生地或國土綠網區域保育軸帶關注棲地，

具有緩衝或棲地連結之功能。

6. 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文化生活地景
場域既有之當地傳統文化、智識、經營管理行為，

可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效果。

7. 經政府機關認可
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區域

政府機關於公開資料載明具重要生物多樣性保護功能，

或場域已參與政府機關現行生物多樣性保育政策。
15



認證條件 符合程度 保育共生地 候選保育共生地
不符合
認證標準

1. 非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域範圍

☐ 完全符合

☐ 不符合
※ 由主辦機關認定

各項認證條件

皆為完全符合。

※ 納入30X30目標

    面積計算。

 各項認證條件之

其中一項為部分

符合。

 具保育共生地潛

力。

各項認證條件

之其中一項為

不符合。

2. 能支持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3. 具有常態性經營管理之機構

或機制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4. 已將權益關係人之知情同意

納入經營管理考量

☐ 完全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保育共生地認證場域分級
由專家小組會議以共識決方式

評估各項條件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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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3 認證



場域持續依
經營計畫書
經營管理

◆ 主辦機關第五年度

實施評核

◆ 認證以五年為一期

◆ 通過後第三年度

提送經營管理報告

至主辦機關備查

◆ 主辦機關得不定期

查訪 提送經營管理報告、 
配合查訪

⚫ 場域經營情形如有異動

得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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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評核－確認生物多樣性長期保育效果

評核

通過認證、
續予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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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與培力－公私協力促進保育效果

場域通過認證

頒發認證證明

經營狀況評核優良

可獲獎勵

資助、技術協助經營管理

獲得支持證明

提供候選保育共生地

輔導與協助



自主申請認證

或與其他土地所有人、經營管理者

聯名申請認證

僅參與經營管理

如何參與保育共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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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場域 自主申請認證

提出佐證文件後獲得支持證明以資助、技術或其他方式
支持場域經營管理



保育共生地推動願景

促進政府機關、原住民與在地社區組織、民間團體

及企業等多元權益關係人協力參與，識別並認可具持續

性經營管理作為，且對生物多樣性保育有實質貢獻之區

域。期透過「保護區外之保育區」擴展全國陸域保育網

絡，強化國土綠網空間規劃下之棲地串聯與經營，維護

生態系韌性與調適力，達成2030年我國陸域受保護面積

30%目標，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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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生物多樣性資源之維護
歡迎里山社區、企業、NGO 、機關學校

共同加入保育共生地行列！

Qr code
保育共生地首波認證

即日起至114年8月15日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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