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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里山倡议”是透过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平衡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文化，利用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知识，确

保社会—生态生产地景的永续利用，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文中以台湾地区林务局推动里山倡议概念中的“林下

经济永续经营可行性之研究”为基础，梳理里山倡议在社会—生态生产地景的运作内容及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强调传

统知识和现代技术的融合，对山林地景的保护、恢复及营造，借由城乡交流和互惠，以地景为尺度、社区为主体，透过培

力（充权）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经营，构建生态与生计共存的永续经营模式；总结台湾社区里山倡议的发展过程，跨地域

整合及促进生态福祉的整体策略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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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在２０１０年引进“里山倡议”（Ｓａｔｏｙａｍ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以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为目标，从事
乡村生产地景和生态保护的案例愈来愈多。由“林

务局”、民间组织及学校等共同推动《水梯田暨湿地

生态复育工作》，为了促进实务工作者间的经验交

流，分别在各个里山地景的社区内成立工作坊，协助

实务工作者和地方辅导的工作［１］。本文将回顾台湾

地区的里山倡议发展概况及其对“社会—生态生产

地 景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ＳＥＰＬｓ）”的计划执行过程，并根据里山倡议概念架构
以及各林业试验所办理的《林下经济永续经营可行

性之研究》，梳理里山倡议在 ＳＥＰＬｓ的运作内容及
架构。

１　里山倡议的起源及其特点

里山倡议的宗旨是透过恢复传统社会生产方式，

以地景为尺度、群体（当地居民）为思考，促使 ＳＥＰＬｓ
达到保全和有效利用 ［１－３］。

１１　里山倡议的起源
里山倡议源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时日本关注到

“半自然／复合式的 ＳＥＰＬｓ”对人和自然环境的重要
性，故于各地展开了一连串的“里山保全运动”，期望

透过恢复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促进当地居民对周边山

林资源的合理运用，维持生物多样性与永续利用的平

衡发展［４－５］。期间，联合国大学（ＵＮＵ－ＩＡＳ）协同日
本环境省和民间组织在 ＳＥＰＬｓ中进行长期研究，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的第１０届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提出

《里山倡议》［４－５］并将其运用于森林治理和乡村振

兴，主张从社会和科学的角度整合传统知识和现代科

技，采取友善环境的方式，维持、恢复或重建 ＳＥＰＬｓ，
进而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愿景［６－８］。

１２　里山倡议的特点
里山倡议倡导多维度的生态生产经营方式，通过

人与自然的协调，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恢复 ＳＥＰＬｓ
独有的生态系，并给予适度利用和合理管理［９－１０］。

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１）以地景为尺度的土地利用。里山倡议基于永
续的理念，以行动来恢复和利用ＳＥＰＬｓ。为了便于操
作，提出了“三折法”为操作模式，借以改造地景或乡

村环境［９－１２］。三折法即以１个愿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３个方法和６个行动面向为操作方式（图１）。
３个方法为：确保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价值；结
合传统知识和现代化科技来促进创新；在生态平衡的

基础上，尊重原住民过去对传统社区土地（集体土地

与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建立协同管理平台［１２－１３］。

实践永续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方式为，在环境承载

量限度内使用自然资源，强调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重

视地方传统与文化的重要性，促成各方权益关系人的

参与及合作、鼓励对于永续性社会及经济的相关贡献，

增进当地社区的恢复力和韧性，以及重新连结人与自

然的关系［１２－１４］。其最终目的是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依

赖，促进社会经济（扶贫）、生态（生物多样性）、生产

（粮食安全）、授予地方社区权力等福祉。

图１　里山倡议的运作方式［６，１７］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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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聚焦伙伴关系的共识。强调多方跨部门（产、
官、学、民）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关系，以永续经营策略

的规划、执行与社区营造为基础，透过社区辅导或培

力（充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提升地方居民
自发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９］。此外，以当地社区为

主体，通过多方权益关系者的投入，协助地方传统产

业的振兴及发展，以达到共同经营、分担责任及分享

执行成果。

３）重视生态文化和传统智慧的连贯性。里山倡议
强调ＳＥＰＬｓ的整体协调性、活用当地居民传统的农耕
文化、保全生态系统和保障粮食安全［１１］。采取顺应自

然的方式，构建人类与自然的正面关系（自然过程－社
会过程），使其达到互惠互利的和谐关系。

２　里山倡议在台湾地区的实践应用及其成效

里山倡议的引入，充分体现了地景保育的重要

性。由早期以林业为对象、农民为主体，使森林资源

得到有效管理，延伸至地景尺度的农业生态系

统［１１，１５］。同时也强调社区居民参与地方森林资源经

营，与林业管理部门共同分担森林发展和经营管理责

任，并在社区进行补助和辅导等工作，共同分享执行

成果［１６－１７］。

２１　发展概况
台湾地区的里山倡议行动是以友善环境的方式，

推动地方发展绿色产业，强调“产官学民”的多元协

力合作。以“林务局”为主，协同产业界、学术单位及

地方社团共同合作，在各个 ＳＥＰＬｓ的地区（山林部落
和乡村）陆续将里山倡议作为环境营造和经营管理

的指引。２０１３年，首度征求《里山发展机制》的计划，
推动和建立“里山倡议国际伙伴关系网络”［１１］。２０１４
年，国家公园也将其理念应用到“保护区内的社区”，

以太鲁阁国家公园—西宝社区为示范区，推动农林生

态保育工作，协助农民从“惯行农法”转为“有机农

法”，善用山林资源，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粮食自给率

提高、森林资源循环利用等效益［１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农委会在《林业资源永续利用政策》宣示里山倡

议精神融入农林政策（社区林业和林下经济），林务

局则借鉴《国际里山倡议伙伴关系网络》的经验，水

土保持局也将其纳入《农村再生推动方式》，整合《台

湾地区的里山倡议伙伴关系网络》，共同达到资源能

够永续利用的目的［１８］。

台湾地区将里山倡议的理念融入农林政策中，使

其兼具 “生态—生产—生活”的均衡发展［１５］；强化自

然资源“适度使用”的永续思维，以及重视当地社区

与自然遗产的连结，进而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保育生物多样性、永续利用、惠益分享 ３大目
标［１２－１４］。此外，鉴于《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即将期满，从２０１８年起，里山倡议已由过
去的“单一示范区”，逐步朝本岛和离岛的全域发展，

透过点、线、面的方式，将“森—川—里（农村聚落）—

海”等地景进行跨域串联，以生态造林、推广友善环

境农耕（有机无毒农业）、建立动物通道等，保全生态

健全性与生物多样性，建置“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

络”，以保障万物在土地上共存、共荣的权利［１８］。

２２　实践应用
我国台湾的乡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外流、老龄化

和劳动力衰减等问题，使得废耕地与荒林面积不断扩

大，不利于 ＳＥＰＬｓ生态系统的维持；引进里山倡议
后，进一步调整ＳＥＰＬｓ的生产结构，推动绿色环境给
付，重视地景的现况问题及保全和活用（图２）［７，２０］。
实践的关键问题在于，借鉴他国经验，修正现有法规

和行政体系，以及提升权益关系人协同管理 ＳＥＰＬｓ
的意愿，主要体现在以下５个方面［１４－２０］。

图２　台湾地区里山倡议的实践和应用框架［１４］

１）国际参与。鼓励当地组织加入“台湾里山倡
议伙伴关系网络（ＴＰＳＩ）”，同时积极加入里山倡议国
际伙伴关系网络（ＩＰＳＩ），以及参与相关交流活动。对
内，定期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及工作坊活动；对外，增进

国际交流和学习先进经验，创造乡村产业的附加

价值。

２）政策研究。参酌国际友善环境的生产政策
（如有机农业），制定因地制宜的 ＳＥＰＬｓ保全活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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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例如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农法

（有机）、绿色保育认证制度等。

３）知识增进。吸取国际对原住民传统知识和非
物质文化保存的研究成果及实务经验，并以创新的方

式融合当地的传统知识。

４）能力培养。传统知识的流失、传统社会体系
的弱化是导致扶持项目无法顺利运作的因素。应透

过ＴＰＳＩ组织深耕各地社区，以分区工作坊为核心，推
行社区培育计划，推动林下养殖或耕作等绿色经济产

业，协助初级产业的后续加工、包装及销售等，成功扶

培养地方人才及延续传统技能，借此吸引青年返乡并

参与传承文化工作。

５）实践范例。鼓励各个 ＳＥＰＬｓ的社区，通过相
关会议和信息平台，分享实践范例的成果，使生态利

益和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保护，亦可保障原住民在自然

资源永续利用的权利。

２３　运作及成效
我国台湾里山倡议的运作，是通过 “城乡生态系

网络”的连接，融合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的村落创

新发展模式，进而促进 ＳＥＰＬｓ保护功效的发挥（图
３）。其运作的基准重点在于生态多元，虽着眼于乡
村，但采取的则是促进乡村上游（自然地区）和下游

（城市）的整体连贯性原则。因此，建立城乡互惠的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有助于乡村振兴，亦即以地景

尺度来检视传统农耕和消费型产业。

以花莲吉哈拉艾部落为例，如同多数农村一样面

临人口老龄化和外流的问题，且早期生产的稻米皆被

其他粮商收购，冠上其他地方的品牌，经济获益小。

从整体环境层面来看，碍于大环境对当地乡村发展较

为不利，但又有潜力（农产品或休闲产业），所以在里

山倡议的运作下，透过整合与应用相关保育及生态知

识，进一步建立城乡的连接；借由乡村的优势，提供生

态系统服务给城市，城市则提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

（如绿色消费、公平贸易），实现城乡共享 ＳＥＰＬｓ的生
态服务功能［１９－２１］。

利用科学共享经济，促进资源拥有者和消费者的

融合互助，创造生态服务产业是里山倡议的重要目

标，即利用生态网络的方式，根据当地农业环境，连结

周边山林的自然资源，整合当地的环境、生态、人文及

产业，借以营造生态网络和绿带，并促进农林经济、生

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其次，发展 ＳＥＰＬｓ

的共享经济，使资源拥有者和消费者都能对自然资源

有正向利用的态度，利用“里山精神认证”来突显品

牌价值，突显“吉哈拉艾”的品牌意象，使得农产品的

获益增加，也增强青年返乡的意愿［２２］。此外，利用符

合里山精神标准的产品，在营销过程中不断强调社区

拥有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提醒消费者生态保育的重

要性［２２］。

图３　里山倡议下的ＳＥＰＬｓ生态圈［７，２０］

３　结语

里山倡议的发展是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生产为

核心，并非只是关注农村经济、地方扶贫和乡村振兴

等问题，也不是要求原住民要回到过去的传统生活，

或是盲目追求过往人与自然和谐的存在关系；而是采

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发展适合不同 ＳＥＰＬｓ的创新管
理模式，对环境、人文及产业进行重新连接，营造一个

以社区为主体的生态网络。目前我国台湾地区鉴于

国土资源保育和下个１０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发展，
将里山倡议作为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生产符号和农

林政策的基础，所以在发展上更应深化地方内部沟

通、宣传里山倡议理念、开展持续的互惠和跨域合作

（空间、部门、专业）以及融合各地区的总体开发策略

等；还可通过共享经济和集成创新的方式，将传统智

慧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优化生态（不影响原有栖

地或林木生长状况）、经济（具市场价值的作物）、社

会（地方特色及地方共识）的综合发展，从而避免社

区林业和林下经济推动时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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