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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

2018 年起，林務局深化里山倡議的精神，以國有林事業區為軸帶，

全面推動臺灣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建置，營造友善、與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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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寮洋濕地溼地。（攝影／李偉傑）

林業新思維

從森林到海岸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建置計畫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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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簑貓。（攝影／陳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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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生態保育的危機與轉機

臺灣地狹人稠，從接近 4 千公尺之高山遞

降為淺山丘陵、平原和海岸，愈往下游，人類

聚落和土地利用愈密集。都市化與強大開發壓

力，造成許多生態與環境敏感地區過度開發。

海拔 1,000 公尺以下的淺山與平原地區，是 6

成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且有 64% 植物物

種以此區域為生育地。雖然以往中央脊樑山脈

從北到南所設立的各類型自然保護區，已形成

保育軸。然而保育軸外的淺山、平原地區，因

為各類型的土地開發，許多里山動物，例如石

虎、草鴞等珍稀生物，日漸侷限在零碎分布的

棲地，使族群間產生隔離，更缺乏安全穩定的

食物來源，不利繁衍，甚至可能逐漸絕跡。因

而淺山與平原地區破碎的生態系亟需縫補，進

而應更積極地建構綿密的生態網絡。

2010 年日本舉辦的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十屆締約國大會，提出「愛知目標」，其願景

是到 2050 年底實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世

界，具體而言則是採取有效和緊急的行動，

在 2020 年以前制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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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被肯認為得以兼顧人

類生計與環境永續，達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願景，乃由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與日本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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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實現「愛知目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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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新思維

達成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育、保存地方傳統知識

及社區發展目標之重要工具。

「里山倡議」係將農村居民與周圍自然環

境長期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生物棲地和人

類土地利用的動態鑲嵌斑塊（馬賽克）景觀，

稱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或海景（socio-

ecological-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希望透過增進農村社區的調適能

力，促進農林漁牧等農業生產地景和海景（里

山與里海）的保全活用，達到在地經濟、社會

和生態永續性的目標。

目前，臺灣的自然保護區域面積約達國土的

19%，然多位於中央山脈。就生態系之完整性

和連結性而言，須著眼於上、中、下游「森、

里、川、海」地景及海景尺度之連結性和互惠

關係，始能發揮森林、水系和海洋之生態系服

務功能。

然臺灣低海拔土地權屬複雜，多為私人土

地，依法劃設保護區的可行性不高，因此，

2009 年起，林務局開始與民間夥伴協力推動水

梯田復育、綠色保育標章，及原鄉山村綠色經

濟發展等工作。自 2010 年開始，林務局借鏡國

際提倡里山倡議經驗，推動生物多樣性為基礎

的友善環境經營，不但可庇護淺山地區各種生

態系統，同時保障農友生計，達成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的願景，讓臺灣淺山成為永續的里山。

推動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網絡計畫

2018 年起，林務局將深化里山倡議的精神，

以國有林事業區為軸帶，全面推動臺灣國土生

態保育綠色網絡的建置，營造友善、與社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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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1、國土生態綠網藍圖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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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區規劃

國土生態綠色網絡建置的核心工作事項，包

括盤點及界定全臺生態保育之核心物種、核心

區域與保育熱點，依地區環境特色、社會經濟

條件、地區文化與物種特性，推動生態熱點區

域縫補與串連工作。針對生態環境的高風險地

區，提出對應的保育策略及方法原則。包含：

強化沿海地區之生態造林；串聯海岸農田、魚

塭、地層下陷區珍貴物種棲地；加強生態敏感

區之經營與管理，以增加生態敏感區之韌性；

農田、水梯田、河川、森林跨域整合，營造重

要生態廊道；交通道路兩旁綠帶、農田水圳網

路、友善生態通道之建置；整合、縫補與連結

山脈、淺山、平原、海岸間之河川、水庫、湖

泊及其兩岸生態綠帶，加強生態綠帶之連結，

形成良好的生態廊道。

實質的推動上，將區分為北部生態綠網、東

北部生態綠網，西部淺山生態綠網，西海岸生

態綠網，南部與恆春半島生態綠網，東部縱谷

及海岸生態綠網等區域，依據各分區之特性，

進行標的物種的保育及棲地網絡的串連工作

（表 1）。

表1、分區與實務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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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網絡保育策略及方法

1. 以生態造林構築大尺度的廊道

臺灣的地理位置特殊，有多樣的生態系統。

其中位於臺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屬熱帶氣候，

具有特殊生態體系及動植物相。以往的研究發

現，恆春半島很多動植物基因組成有別於臺灣

其他地方，具有特殊的遺傳多樣性。然而，原

有的熱帶季風林卻已被銀合歡入侵至少 5 千公

頃，使得林相單一。故恆春半島的銀合歡移除

與生態造林已列為國土綠網的重要工作，林務

局預計以十年期程，移除銀合歡，種回原生植

物，並營造複層林，對整個恆春半島，乃至於

臺灣整體生物多樣性都有益。

在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規劃中，將以生

態造林方式強化連結山脈及海岸之間的主要河

川、水庫、湖泊及兩岸生態綠帶。生態造林係

為環境維護及營造野生動物棲地為考量重點，

所選造林區位以野生動物生態熱點區之公、私

有土地及河川綠帶為主。其施作方式，亦不同

於一般造林模式，是採用在地原生多樣化樹種

及友善棲地之方式造林，並栽植本土蜜源樹

種，運用大、小喬木不同空間配置，增加動物

食物來源及棲地隱蔽性，將廊道和區塊，由點、

線、面結合為生態綠帶，擴大營造優質的棲地

環境，以吸引野生動物棲息繁衍。

另如，花東地區的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之

間為廣大的平原地帶，以往亦為野生動物棲息

活動地帶。然而，隨著平原的開發，使得野生

動物無法自由地穿梭。久而久之，海岸山脈的

野生動物無法和中央山脈的動物基因交流，可

能導致部分動物遺傳基因的僵化。林務局與台

糖公司合作在花東縱谷的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

區，進行平地造林多年，已形成樹海，未來將

於南側區域增加植被的多樣性，作為海岸山脈

和中央山脈聯通的生態廊道；同時也和交通部

合作，在省道臺 9 線道路高架橋底下及兩側進

行生態營造，恢復原生植被，使生態廊道得以

串接臺 9 線，野生動物穿梭不被道路阻斷。

和禾生產班維護了許多受脅植物如挖耳草等的棲地環境。（圖／狸和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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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顧生物多樣性的友善生產

里山（satoyama）一詞源自日本，指的是圍

繞於傳統農村聚落的山林。許多亞洲傳統農村

地景，常由水田、村落、池塘、溝渠、果園、

竹林和溪流等土地「鑲嵌」配置成里山地景，

組成一種半自然的、複合式的農田生態系，是

兼具生產、生態和社會效益的里山地景，因此

又稱「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在還沒有大

量農藥、化肥和除草劑引入的傳統農村社區和

原住民部落生活中，里山地景內交錯複雜的鑲

嵌生態系，提供許多野生動物良好的棲息環境。 

里山動物係指棲生於里山地景中的野生動物，

在臺灣如草鴞、石虎、食蛇龜、食蟹獴、蛙類、

蓋斑鬥魚、彩鷸和穿山甲等皆是里山動物。然

而由於與人類生活區域重疊，其生存受到的威

脅也特別大，覓食及繁殖的棲地常遭受土地開

發、農藥不當使用、道路建設等負面影響，棲

息環境變得愈來愈破碎。當野生動物的活動範

圍被迫侷限在小而破碎的棲地時，覓食和繁衍

不易，族群量逐漸縮小，最後可能走向滅絕。

因此，針對屬於生物多樣性熱點的私有淺

山與農業生產地區土地，國土綠網計畫將以輔

導、鼓勵方式，引導居民，改採友善環境的耕

作或生產方式，保全野生物的棲息地，保全農

田生態系服務的功能，回復農業生物多樣性，

實現農業生產與環境永續的目標。林務局與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合作推動兼顧生產和

生態的綠色保育標章認證制度，鼓勵農民不使

用化學農藥、除草劑、化學肥料，就是提供保

育類野生動物覓食、繁殖及育雛的環境最佳案

例，截至 2017 年底，全臺通過綠色保育標章

農友累計達 237 戶，農地面積共 387 公頃，庇

護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達 38 種以上。例如南

投中寮地區有許多柑橘類的果園，也是石虎的

重要棲地。因石虎以小型鼠類、鳥類等動物為

食，目前經輔導已有 11 戶農友採取友善耕作，

不毒害果園及周邊環境的鼠類、鳥類，讓食物

鏈頂端的石虎有安全的食物來源。 

里山動物列車穿越田寮洋濕地。（攝影／林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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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野生動物一條安全的路

淺山地區道路系統複雜，部分動物穿越馬路

常遭受路殺。國土生態綠網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為面臨路殺危機的珍稀動物設置穿越道路

的動物通道，讓動物能自由遷移及在棲地間活

動，減緩道路對動物活動的限制與衝擊。

4. 推動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呼應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提倡的「國際里

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IPSI）」之運作架構，

林務局自 2014 年開始與東華大學聯合推動「臺

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的全國性策

略架構，希望國內夥伴可藉此互助合作，深化

臺灣推動里山的基礎。里山倡議為國土綠色生

態網絡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將與社區合作，

將地區生態保育、傳統文化、歷史共同記憶，

與其所處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

有效地融合，以協助小農、地方文化生根，及

提升社區面對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韌性。在推動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的策略上，將鼓勵

臺灣地區里山倡議實務工作夥伴發展適地適用

的實踐案例，透過分區工作坊等交流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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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其對里山地

景保全活用的實踐能力，並進一步培育綠色與

在地文化創意產業，整合在地文化特色，及融

入不同地區之「里山地景」與生態資源，以鼓

勵綠色產業發展。

三、跨機關合作啟動綠網計畫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於淺山

周邊聚落與生態熱點農業區推動友善生產；設

置道路的動物通道；發展原生樹種的複層生態

造林，以鏈結中央山脈與海岸間的生態廊道，

保全生物與文化多樣性，並非林務局可獨立完

成，因此邀集農委會相關部門如農田水利處、

農糧署、漁業署、水土保持局、農業改良場、

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等，以及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

圖2、國土生態綠網之跨機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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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觀光局、原住

民族委員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成立跨部

會平台，共同盤點資源、擬定實施策略並執行。

在政策制度面，由林務局邀集各部會相關機

關，成立跨部會溝通平台（圖 2），討論整體

計畫、共同盤點資源、排列議題順序、擬定實

施策略。在區域操作面，依照各區域生態保育

議題，由林務局轄區所在各林區管理處成立區

域型跨機關平台，就分區利用、準則規範、保

育工具、合作夥伴等討論因應對策及合作方式。

以新北市貢寮區的田寮洋濕地為例，位於

國土綠網計畫之東北部生態綠網，是首階段的

重點區域。該區將以友善生產及水鳥保護為主

題，優先串連雙溪、貢寮、田寮洋濕地、雪山

山脈等區域。由於田寮洋是冬候鳥遷移重要的

驛站，已發現超過 300 種鳥類停棲。林務局自

2018 年起，將和新北市政府及貢寮區公所合

作，優先推動田寮洋的友善農田生產環境，提

供鳥類安全的覓食棲息及繁殖的環境（圖 3）。

跨機關合作的部分，為推廣國土綠網的保育

理念，農委會林務局與交通部臺灣鐵路局共同

合作，以插畫風格將草鴞及穿山甲等本土里山

動物彩繪於電聯車的 8 節車身，成為具有里山

動物特色的保育列車。2018 年 2 月 6 日里山動

物列車在南港車站首航，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及

交通部長賀陳旦均親自出席，共同宣布自 107

年起將聯手逐步串起由山脈到海岸的生態廊

道，讓生活在淺山與平原地區的里山動物能因

健全的保育網絡而安心生活、快樂旅行（圖4）。

結語

綜觀臺灣國土保育現況，自《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法規陸續施

行後，中央山脈由北到南的中高海拔精華地帶

已優先劃設為自然保護區域，形成中央山脈生

態保育廊道，保全中、高海拔野生動植物的生

存棲地。但位於城鄉發展區與中高海拔山區間

之淺山地區及海岸地區，尚缺乏系統性的保育

策略，而嚴重承受城市發展、人為開發與農業

發展的壓力。農委會林務局不僅為中央林業主

管機關，掌理國有林事業區，亦為中央自然保

育主管機關，負有維護生物多樣性之責，未來

將更有系統、有策略架構，推動臺灣里山、里

海倡議實務工作，營造友善、融入社區文化之

生態地景與海景，逐步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網絡。

圖4、農委會與交通部聯手以里山動物列車推廣國土生態綠網的保育理念。圖3、相關部會、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合作於田寮洋濕地啟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圖3、網絡的首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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