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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資料，透過開放資料（Open Data）分享，

鼓勵大眾參與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之生態資訊、圖片、及

API 等應用，引用「群眾外包」精神，從民間

徵集創意應用，提供整合資源創意與前瞻作

法，進而發揮生態資料庫之功能。

二、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生 物 多 樣 性 資 訊（Biodiversity 

informatics）乃運用資訊科技對生物多樣性資

訊進行進階管理、展示、發掘、探索及分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

下簡稱特生中心）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

資訊推動計畫」下建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

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以下簡稱

TBN）生物多樣性資料分享平台，透過此一個

開放式的分享平台，無論是個人、民間團體

或政府機關，皆可於平台存放並展示自有的

生物多樣性調查資料。TBN 平台透過公眾參

與，能有效快速地蒐集本土生物多樣性資料，

並將生態資源以開放式資料（Open Data）與

民眾共享，許多保育研究報告提供之物種分

布資訊僅以書面文字形式儲存，不利於後續

一、 前言

隨著電子資訊的普及化，近年來公民科

學家、開放資料、群眾外包的觀念也逐漸興

起，為達知識共享的學習機會，利用群眾的力

量蒐集和完成大量資料建置的情形有愈見頻繁

的趨勢。臺灣擁有非常豐富的生態環境，隨著

時間及環境的改變，甚至一天內生態變化也隨

之不同。因此要瞭解當地的生態環境，需長期

觀察並記錄，而一般網路上各生態景點僅以制

式化的文字介紹，無法隨四季變化提供即時性

之生態介紹，因此本研究乃藉由臺灣生物多樣

性網絡之開放資料發展生態旅遊平台，除利用

地理資訊系統動態呈現各生態景點之變化情

況，同時結合當地的民眾進行生態觀察，發展

創新的生態旅遊模式。另外，除生態旅遊景點

區外，大多數旅遊地周邊皆有社區分布，許多

社區也以生態旅遊為號召吸引遊客前往體驗，

若能利用在地優勢隨時記錄周遭生態環境，同

時與他人分享實際觀察的紀錄，更深具科學價

值，可達到兼顧旅遊、保育與地方發展共創三

方共贏的局面。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致力鼓

勵全民參與生物分布狀態之調查工作，為讓民

眾更加認識周邊的生態環境，同時一起建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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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分析與操作。本研究將以生物多樣性網

絡資料庫作為生態旅遊之加值應用，利用地理

資訊系統動態呈現各生態景點之變化情況，同

時結合當地民眾進行生態調查，發展創新的生

態旅遊平台。

伴隨科技時代的來臨，許多科技產品皆

具有 GPS 紀錄功能，網際網路上也有許多地

理工具應用軟體，提供使用者藉由網路連結查

詢地理資訊或創造自己的地圖。臺灣地區自然

生態資源豐沛，加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讓相

機成為影像最佳的紀錄器，透過照相即可紀錄

一般生態調查項目的「人（攝影者）、事（影

像）、時（攝影日期）、物（影像）」並加上

GPS 紀錄功能，照相即成為一種生物調查紀

錄，每位民眾則可扮演生態調查員角色，透過

全臺灣各地區民眾對於生態調查紀錄資料的回

傳，建構出全臺各地完善的生物地圖，提供更

即時的生物現況。

以往若由一位研究員走遍台灣，蒐集生物

多樣性的資料需耗費多時，現在改以邀請全民

參與調查工作，則能加快研究腳步。過去談到

生物研究調查，大多要取得標本，需要鑑定種

類，對民眾而言過於專業且嚴肅；而現在透過

全民參與的模式每個人都可以輕鬆自在的成為

調查員，不是只有專家才能執行調查工作。經

由拍攝後直接上傳具有坐標位置的生物照片，

記錄從山林到田園追逐生物的蹤跡，拼湊臺灣

生物分布的全貌，整合大眾的力量集結成生物

多樣性資料庫。

經由民眾上傳至 TBN 平台（圖 1）的生

物照片採 CC 授權方式，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此生態資料庫除了可供相關人

員研究外，目前特生中心更以資料庫內容開發

出「i35 愛生物」APP 應用程式供民眾下載，

藉此瞭解和記錄所處環境附近的生物，本研究

更著手將生態資料庫應用帶入鄰近生態部落

及社區。透過當地居民或生態導遊參與調查，

瞭解當地生物多樣性變化的趨勢分析，探討區

域內生物資源的消長，並推廣區域內自然生態

資源，提供生態保育、生態觀光及教育解說教

材之用，帶動當地生態旅遊商機。

▲圖1、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TBN）

開放資料是指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

料，鼓勵個人、企業和組織運用開放資料創

造知識資產，這些資料不受著作權、專利權，

以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

大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使用，不論是

要拿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運用都不加以限制。

臺灣生物調查工作，早期僅有少部分研究單

位負責調查，進行一次性全臺物種調查需花

費相當多的時間及人力成本，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透過網路、雲端資料庫及行動載具

等，特生中心開發的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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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遵循開放式資料共享的概念，匯集全民力量

一起進行生態調查，而這些生態資料均儲存在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平台中，除提供特生中心

內部使用外，亦鼓勵大眾自由取用這些生態資

料，將生態資料做其他加值應用，提升生態資

料的應用價值。

TBN平台目前已開發各式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服務（表 1），例

如圖片上傳、資料上傳、資料查詢、位置查詢

及資料下載等服務。API 主要是系統提供給應

用程式呼叫使用的程式碼，其主要目的是讓應

用程式開發人員得以呼叫一組功能，使用者

（亦略懂程式者）即可調用「圖片上傳 API」

或「資料上傳 API」，將圖片或調查資料傳到

TBN 平台，也可以調用「資料查詢 API」、「位

置查詢API」等，查詢TBN某地區的生物紀錄，

然後使用者再根據自己的需求加以加值應用。

三、 群眾外包

群 眾 外 包（Crowdsourcing） 概 念 最 早

由 Jeff Howe 在 2006 年 6 月於美國連線雜誌

（Wired） 的「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中

提出，群眾外包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意即利

用網路把工作切分成方便整合與可以驗證的

任務，透過平台讓大量志工執行，同時利用業

餘時間從事與自己專業領域相關的工作，並得

到小額的報酬，為因應科技所衍生的創新商業

模式。

它的概念是將一些需要仰賴人力完成的

工作透過特定的平台，將一些較瑣碎、需要大

量人力且電腦程式難以取代的工作外包給網

路上不特定的一群自願者。由委託工作者將

原本性質單純、工作量龐大並且耗時的任務，

切割成相對細小瑣碎的工作，以按件計酬的方

表 1、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開放資料（Open Data） API

資料集 資料集說明

‧直接取出記錄 指 定 物 種 類 別 或 物 種 名 稱 ， 取 得 相 關 的 調 查 記 錄 和 圖

片路徑

‧範圍數量統計 指 定 物 種 類 別 ， 取 得 該 類 別 之 下 各 物 種 的 調 查 記 錄 統

計個數

‧以某點為中心來取得調查記錄和圖片路徑 預設以距離近到遠來排序取N筆

‧顯示圖片 用圖片id取得圖片

‧物種名錄查詢 指 定 特 定 階 層 與 上 一 階 層 ， 列 出 同 一 階 層 的 清 單 與 統

計數量

‧以特定坐標為中心來取得地圖點位圖片 輸出結果透過WMS服務，以地圖呈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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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接在網路上號召大量有意願的群眾參

與。這些在外包平台上參與群眾多半不具特定

專業背景，且多半是利用平時閒暇之餘參與外

包工作賺取工資，通常酬勞都很低廉。對於雇

主而言，相較於僱請專人處理的傳統做法，利

用群眾外包的多工方式不僅可節省大量成本，

同時加速處理速度獲取與傳統作法相當的工

作品質。而對於群眾外包的工作者（Turker）

來說，此平台不僅成了使用網路並消磨時間的

一項新選擇，同時也是增加額外收入的管道，

一舉兩得（陳伶志、余孝萱，2014）。

2014 年我經濟部工業局為促使民眾運用

開放資料開創新事業並扶植新創事業之發展，

特別舉辦「Open Data 創新應用競賽」，以競

賽鼓勵各界菁英運用開放資料（Open Data），

透過資料挖掘、重組、混搭等方式，發展具創

意與實用價值之產品或服務，並藉由競賽尋找

並輔導具潛力之創意團隊與企業，帶動臺灣產

業未來新發展。此競賽也利用生物多樣性網絡

的資料輔導暨南大學資工系研究生創建「植物

蒐集冊」，並於 Open Data 創新應用競賽中獲

得特優獎項。

使用群眾外包仍有些限制條件，雖然外

包技術可以替委託工作者（Requester）節省成

本，但適用的範圍仍止於數量龐大、瑣碎且不

須經過專業訓練的工作類型，由於參與群眾是

一群不特定的自願者，工作素質不一，工作委

託者必須透過某些方式過濾平台上的不肖人

士的惡意破壞。甚至由於網路群眾外包的匿名

性，Requester 對於 Turker 的背景一無所知，

因此在多數情況下無法鎖定特定族群參與，這

乃未來仍需克服之處。

四、 生態旅遊應用

因為網際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這

些工具儼然已成為現代年輕人的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份。就旅遊規劃而言，許多遊客大

多會先從網路瞭解旅遊地的資訊，將其作為重

要的參考訊息。一般的遊憩或觀光網站，常

藉由明顯的標題告訴目標客群當地主要特色，

於第一時間內吸引目標客群的目光。但不同一

般旅遊，生態旅遊即訴求這些場域特色外，更

強調豐富的自然環境、生態資源、人文史蹟等

等，引領民眾參與生態旅遊。

為使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開放資料加值

應用，建置「在地生態旅遊平台」於生態點附

近顯示生物調查的結果（圖 2），可讓遊客可

快速找到該旅遊地之生態資源的資料。在管理

架構設計上，資料來源由全民共同編輯，因

此能快速更新及提供即時的最新資訊。同時，

以往網站僅能以制式化的方式介紹生態景點，

現在則邀請不同領域專家（例如賞蝶、賞鳥專

家）在同一生態點以多角度的方式進行觀察。

當地社區或甚至民宿業者也可共同參與，將生

活周遭所看見的生物照片上傳至「在地生態旅

遊平台」，社區或民宿業者便可利用此免費平

台進行觀光行銷或發展特色生態遊程。

未來藉由此平台串聯社區行銷，增加遊程

之整體性，活化民間創新加值服務之能量，提

昇生態旅遊目的之達成，間接增加社區福祉與

深化遊憩品質的目標，也可進行生物資源調查

及監測（圖 3），針對生態路線內的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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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保護，也可監測每個月份的指標物種、各

物種出現天數及出現機率，還有大部分常出現

的地點，進而資源監測記錄每個季節與每個景

點的動植物調查，民眾也可得知不同季節前往

該地可看到特定生物的機率。故透過此平台，

除了讓遊客對社區、對於歷史、人文、旅遊路

線有初步的認識外、還可獲得更多生態知識。

此外，透過在地社區居民自身經歷的體

驗分享，再對人、事、時、地、物之認識與

觀察呈現，透過路線規劃安排吃喝玩樂特色，

更是行程規劃資訊的獲取與推薦景點的重要

吸引力，因此再結合政府跨部會開放資料，將

政府關於活動、景點、美食、住宿等多項資料

集，結合交通部的天氣預報資料集（如農委會

提供有關國家森林遊樂區、森林步道、農遊好

吃、農遊景點及農遊好住資料集、文化部提供

文化景觀、藝文活動資料集等 )，結合交通部

的天氣預報資料集，預先得知當地天氣狀況方

便安排行程，提供民眾一站式服務生態整合平

台。

▲圖2、介接Open Data顯示生態點附近的生物資訊

▲圖3、編輯生態點與點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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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生態旅遊發展應以當地居民為核心，由

當地居民實際參與，來保護地方自然和文化資

源，並促進居民福利和經濟效益而達到永續地

方的保育和發展，讓社區居民瞭解參與當地生

態。而國內目前許多單位也已採用志工地理資

訊（VGI）大量且快速進行資料量累積大區域

的生物分布調查，但是採傳統採用紙本記錄表

格的方式，由志願參與者填寫資料後上傳至發

起者指定位置，之後再由發起者進行資料的彙

整。在這過程中往往在處理後端資料時備受困

擾，同時無誘發一般使用者之應用動機，未來

可透過「在地生態旅遊平台」，讓志願參與者

在不改變原有調查輸入流程之下，快速完成上

傳調查資料之建立，同時透過資料讀取與儲存

相關 API，提供有興趣的民眾直接運用這些資

料，發展與帶動生態旅遊開創新商機。

參考文獻（請逕洽作者）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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