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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自 1993 年生效以來定期召開締約方大會（COP），負責審視公

約執行情況並規劃未來方向，本次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倫比亞卡利召

開的第 16 次締約方大會（COP16），為《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通過後的

首次大會，會議聚焦於《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實施進展，共同研議如何

確保與監測世界各國達成 2030 年全球生物多樣性行動目標，並就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

遷的協同效應、原住民和在地社區的權益保障，及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等重要主題進行

討論。 

本次大會計有超過 23,000 名來自各國的代表、學者及非政府組織參與，將更多利益

相關方納入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討論，充分展現「全社會參與」的理念，我國循例以非政

府組織 （NGOs） 觀察員名義組團參加，掌握國際生物多樣性趨勢，引導我國推動生物

多樣性政策與工作研訂，並於多場周邊會議與活動分享我國推動生物多樣性之具體成果，

以臺灣成果與各國代表及國際組織進行實地交流。 

本次會議通過多項關鍵性決議，包括針對原住民課題設立常設性的附屬機構，將原

住民和在地意見納入談判與決策；成立「卡利基金」，要求企業使用數位基因序列數據

（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DSI）時支付費用，以公平回饋自然惠益，實踐資源使用

的公正公義；並呼應 2023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FCCC COP28）通過之協議，認

可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行動的協同作用，以保障人類永續發展。本次會議多項決議進展，

均對全球推動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影響重大，我國亦將預為準備，將以具體行動回應國

際保育趨勢。 

另一方面，我國由政府、學術單位、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協力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

從整體保育策略規劃、生態資料整合公開到長期耕耘在地社區夥伴關係，累積之前瞻性

成果，已能充分回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與內涵。藉由實地參與 CBD COP16，相關成

果得以於不同管道與周邊會議充分展現，深獲許多國際保育組織的肯定與讚賞，讓臺灣

能被世界看見，也為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字：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締約方大會（COP）、原住民與在

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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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後簡稱《公約》）

於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通過與公開簽署，並於 199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

生效，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96 個締約方（國），為聯合國下最為重要及具指標性的生物

多樣性保育國際公約，也是締約方最多的國際公約之一，因此頗須重視與積極參與。 

《公約》以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產

生的惠益為公約三大目標，原則每 2 年舉辦一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由締約方代表、NGOs 等共同檢視公約的執行進展並規劃未來的工作方向。2022

年第 15 次締約方大會（COP15）通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

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後簡稱 GBF、KMGBF、K-M GBF 或昆蒙框架），

以 2050 年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願景，確立 4 大長期目標及 23 項在 2030 年前必須達成

的行動目標，成為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核心指導方針。 

我國生物多樣性工作長期以來均與國際發展趨勢同步脈動，行政院於 2001 年核定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後配合《公約》通過之每十年階段性保育目標（如 2011 至

2020 年之愛知目標），滾動調整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包含「2010 生物多樣性目

標」及「2011-2020 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等，並提出 2020 年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完

整檢視與評估我國生物多樣性工作推展成果。現正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依循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展開我國「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 NBSAP）」修訂作業，跨機關落實生物

多樣性保育工作。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6 次締約方大會（COP16）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倫比亞卡利市召開，共有超過 23,000 名參與者註冊參與，會議聚焦於如何確保與

監測世界各國達成 2030 年全球生物多樣性行動目標，並就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的協

同效應、原住民和在地社區的權益保障，及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等主題進行討論。COP

會議期間做出的決定將會引領全球各地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的推展，對於推動我國保育

策略及確保與國際趨勢同步皆深具重要意義，儘管我國因國際政治因素，無法成為生物

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之一，仍有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大會之必要性。 

我國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邀集相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與原住民部落代表共

同組團，循例以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SWAN International）非政府組織觀察員的身分全程出席本次締約方會議，以掌握全球生

物多樣性行動目標執行進展及發展趨勢，並將實際保育案例成果於多場周邊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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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以促成我國與國際交流保育經驗及建立實質合作。 

  
圖 1、團員於 CBD COP16 會場 圖 2、團員於 CBD COP16 會議主會場 

貳、過程 

一、會議概述 

（一）本次締約方會議趨勢與觀察重點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5 次締約方會議（COP15）通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承諾，並設定 23 項 2030 年短期行

動目標，包括綜合空間規劃、陸域海 30%劃設為保護區或 OECMs 目標、氣候變遷調適

與減災及野生物保育與永續利用等，並要求各締約方據此修訂「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

行動計畫（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 NBSAPs），以因地制宜提出

具體行動，並規劃建立監測指標與報告規範，以追蹤與監測全球達成生物多樣性目標情

形。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會議第 16 次會議（COP 16）由哥倫比亞政府主辦，會議

及間將同時進行《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第 11 次會議及《名古屋議定

書》締約方會議第 5 次會議，討論與基因資源利用所帶來利益的公平分享相關的議題，

並納入高級別部長級的會議討論。 

此次 COP16 為 GBF 通過後的第一次生物多樣性締約方會議，會議重點以「與自然

和平共處」（Peace with Nature）為主題，討論 GBF 執行情形，預期締約方將展示其國

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如何與 GBF 目標對齊，並期待能於此次會議

進一步制定 GBF 監測框架，以推動全球資源動員工作。本次會議同時致力於討論 30x30

倡議、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資金及技術移轉、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推動遺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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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序列資訊公平分享機制、監測及課責等議題，部分議題與 11 月中旬舉行之「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9 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9）亦具關聯性。 

 

（二） 大會議程安排 

CBD COP16 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期間舉行，，正式會議包含全體會議、

工作組會議及聯絡小組會議，就相關議題進行協商與談判。議程如下： 

1. 會議開幕 

2. 組織事項 

3. 關於締約方大會第 16 次會議代表的全權證書的報告 

4. 未決問題 

5. 締約方大會今後會議的日期與地點 

6. 閉會期間會議和區域籌備會議的報告 

7. 《公約》的行政管理和信託基金的預算 

8. 締約方根據《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制定目標和更新國家生物多樣

性戰略和行動計畫的進展情況 

9. 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 

10. 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 

11. 資源調動和財務機制 

12. 能力建設和發展、科技合作、資訊交換所機制和知識管理 

13. 與國際組織和根據其他公約建立的機構的合作 

14. 第 8（j）條和相關條款的執行 

15. 傳播、教育和公眾意識 

16. 用於支持執行《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需求，包括對《公約》各

項工作方案的影響 

17. 生物多樣性在部門內和部門之間的主流化 

18. 生物多樣性的多種價值 

19. 永續的野生生物管理 

20.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21. 外來入侵物種 

22. 植物保護 

23. 合成生物學 

24.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 

25. 賠償責任與補救（第 14 條第 2 款） 

26. 審查《公約》及其議定書下各進程的功效 

27. 締約方大會多年期工作方案 

28.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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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通過報告 

30. 會議閉幕 

會議期間還會舉辦多場平行的附屬活動，包括針對主要利益相關群體的大型論壇、

短期邊會、工作坊等，並設有多個展館與場外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 

 

（三） 開幕全體會議與設立工作小組 

 本次 COP16 正式議程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開始。會議依慣例由上屆（COP15）主

席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先生於上午 9 時 30 分宣布會議正式開幕，他強調昆明-蒙

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是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呼籲在

創新財政資源的支持下，團結一致並採取積極行動。  

CBD 執行秘書 Astrid Schomaker 於開幕致詞表示，COP16 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

一次會議，說明全世界對生物多樣性危機的更為理解。她也希望人類加大保護自然的行

動，更有勇氣與多方妥協，以得出往前推進的具體結論，並以「與自然的和平不能放在

括號裡」為致詞作結1。 

大會隨即在開幕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哥倫比亞環境與永續發展部長瑪麗

亞·蘇珊娜·穆罕默德·岡薩雷斯（María Susana Muhamad González）女士為第 16 屆大會的

主席。穆罕默德女士在致詞強調，GBF 不是單一標準的環境政策，而是「我們在這個星

球上生活方式的革命」，需要全政府和全社會的齊心努力。她也期許各國代表秉持多邊

主義、談判和相互理解的價值，透過會議期間的討論建立信任，並在爭議中找到共識。

她也再次說明本次大會審議談判重點的第 8（j） 條（與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相關條文）、

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DSI）、資源調動和監測框架。 

後續除由 COP16 主席穆罕默德女士主持各次全體會議外，並設立兩個工作小組來處

理相關議程項目。 

1. 工作小組 1 （WG1）：由 Charlotta Sörqvist 女士（瑞典）擔任主席，負責審查議

程項目 9 至 15、26 和 27 

2. 工作小組 2 （WG2）：由 Hesiquio Benítez Díaz 先生（墨西哥）擔任主席，負責

審查議程項目 16 至 25 和 28 

除了一些特定議題將直接在全體會議中討論外，大多數會議的議程項目將由兩個工

作小組進行審議。在完成各自工作後，每個工作小組會將其草案決議和報告提交給締約

方大會、卡塔赫納議定書締約方會議，或名古屋議定書締約方會議全體會議，以供相關

方進一步討論。大會主席團將持續監督各項議程的進展，並根據需要對工作小組間的議

程項目分配及各項目分配的時間進行調整。 

                                                
1 國際談判文件中”括號裡”表示尚未達成結論的備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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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屆 COP16 主席哥倫比亞環境與永續發展部長

瑪麗亞·蘇珊娜·穆罕默德·岡薩雷斯（María Susana 

Muhamad González）女士致詞 

  圖 4、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聯合國代表發言 

 

（四） 第一週會議進展 

在第一週的會議議程中，第一工作小組下的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聯絡小組在討論

基金的運作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內容涵蓋基金的選擇、目的、貢獻方式及治理結構；

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聯絡小組則主要圍繞監測框架的範疇展開討論；資源調動

聯絡小組已完成對全球文書和資金策略修訂的相關工作；財務機制聯絡小組則專注於決

議草案的內容細節；能力建設和發展、科技合作、資訊交換所機制和知識管理聯絡小組

已對全球合作體系的運作方式達成共識，並完成了對資訊交換所方案與管理戰略的審議；

第 8（j）條和相關條款的執行聯絡小組的討論也進展順利，雖然原計畫完成該條款的草

案，但因故未能如期達成，預計在下次會議中可順利完成。 

在第二工作小組下的多個聯絡小組中，植物保護和永續野生生物管理聯絡小組完成

了討論並發布成 L 文件；外來入侵物種聯絡小組尚未完成所有審議；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聯絡小組在多數爭議段落上已達成共識，但仍有部分段落待討論；生物多樣性的多重價

值聯絡小組和支持《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科技需求的聯絡小組尚未結束討

論；海洋和沿岸生物多樣性聯絡小組就決定草案進行了深入討論，但仍需解決分歧，特

別是在海洋和沿岸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及保護方面挑戰更大，可供全體會議討論的會議

室文件仍在編撰中；合成生物學聯絡小組已在能力建設發展、技術轉讓及合作支持方面

取得進展，但文件中有待討論的項目，包括工作推進方式和跨學科技術專家組的建立；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聯絡小組則完成了修訂後的會議室文件，大部分段落取得良好進

展，但少數段落仍需進一步討論。 

總結而言，第一週議程中，兩個工作小組共成立 16 個聯絡小組進行議題討論，整理

出 24 份會議室文件，並通過了 6 項決議。另外大會也於第一週說明關於次週高級別會

議的籌備進展，共有 6 位國家元首、110 位部長、27 位副部長、各國代表團、70 多個機

構和國際組織確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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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週會議進展 

本週於 10/28 日舉辦高級別會議，締約方出席之高階首長代表對《昆明-蒙特婁全球

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共識，並將 GBF 視為推動生物多樣性的優秀國際政策，並已成

功轉化為各國的國內政策，特別是在維護和恢復永續生物多樣性管理方面，為原住民、

女性和青少年團體提供支持與投入相關經費。 

在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中，第一工作組之各聯絡小組就多項議題取得進展並提交草

案供大會審議，說明如下：第 8（j）條與相關條款的執行聯絡小組在七次會議中提交了

三項決定草案，惟部分條款尚存分歧，期待各締約方能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解決這些分歧；

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聯絡小組召開了六次會議，形成第三版會議文件，涵蓋多邊機制

的操作、非貨幣性資源的分析及會議共享機制等議題；針對貨幣性分配、IPLC 的分享

方式、基金管理及激勵機制等方面仍存在意見分歧，將在後續會議中繼續討論；規劃、

監測、報告與審查機制聯絡小組就監測框架進行了全面審查，並根據締約方的意見進行

修訂；資源調動與財務機制聯絡小組在資源調動戰略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並發布文件進

行審議，預計明日將進行最終修訂；審查《公約》及其議定書下各進程的功效聯絡小組

已完成會議文件的準備，並計畫於明日進行審議，L 文件則將提交審查。 

第二工作小組本週舉行了三次會議，並成功通過了多份會議室文件，涵蓋了外來入

侵物種、生物多樣性在部門內外的主流化、生物多樣性與健康，以及海洋和沿海生物多

樣性與島嶼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此外，用於支持《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執

行的科技需求，也在多個聯絡小組的努力下取得了重要進展。惟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

聯絡小組在討論中仍有分歧，而合成生物學聯絡小組則在提交解決方案後，依然面臨一

些未解決的問題，並計劃在下次會議中繼續討論並提交進一步的會議室文件。這些進展

顯示出各小組在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過程中，正朝著更具協同效應的方向前進，並積

極處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的挑戰。 

最後在本次會議中，主席宣布通過了有關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議程項目 8）的 L 文件，並重申了具有重要生態和生物多樣性意義的海洋區域的重要

性。而針對第 8（j）條及相關條款的執行（議程項目 14），具體討論了原住民和地方社

區在《公約》第 8（j）條及其他條款中的工作方案（CBD/COP/16/L.5），原住民和地方

社區充分參與《公約》相關工作的安排（CBD/COP/16/L.6），以及非洲人後裔在傳統生

活方式下對執行《公約》工作的作用（CBD/COP/16/L.7），由於締約方間存在顯著的意

見分歧，最終僅通過了 CBD/COP/16/L.5 的 L 文件。 

 

（六） 最後談判階段及閉幕 

最後一場會議主要審議意見尚未達成一致的會議室文件，本次會議共上傳了 35 份 L

文件，經過多次討論，部分文件順利通過審議，包括《公約》相關工作的原住民和地方

社區參與安排（CBD/COP/16/L.6）、生物多樣性與健康（CBD/COP/16/L.10）、資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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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所機制與知識管理（CBD/COP/16/L.16）、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與

政策平臺工作方案相關事務（CBD/COP/16/L.11），以及生物多樣性的部門內及部門間

主流化（CBD/COP/16/L.9）。 

審查各國制定國家目標和更新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畫（NBSAPs）進展部分，

目前已有 119 個締約方提交了國家目標，44 個締約方提交了更新的 NBSAPs，針對尚未

完成提交的締約方，主席呼籲他們加快進度，同時鼓勵各締約方在修訂或更新 NBSAPs

過程中，促進女性、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青年、公民社會組織、學術界、私營部門及其

他相關利益相關者的全面和有效參與，並採取包容、透明的參與模式。 

在審議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CBD/COP/16/L.32）議題時，各締約方經過數次討論

後，最終在部分締約方的讓步下完成了審議。巴拿馬代表指出，會議上小國的建議往往

難以被採納，許多決策都需迎合大國的意見。本次會議討論時間有限，又超過預定結束

時間，仍需各締約方就此達成共識。巴拿馬最終選擇在此議題上讓步，但期望未來不再

出現類似情況。此外，日本代表建議，在一定期間後應對該多邊機制進行全面審查，從

包括社會經濟角度在內的多方面視角出發，以確保該機制更加合理、務實、有效，並在

審查過程中探討如何激勵私營部門的積極貢獻。 

由於待表決議題繁多且談判多次陷入僵局，原定於 1 日結束的會議最終延長了超過

十二小時，許多締約方代表需趕搭航班回國，部分重要議題因此未能完成表決，包含自

然保育資金籌募的承諾與生物多樣性監測框架及相關指標設定等，因此部分決議擱置至

明年進一步討論。 

二、重要決定事項與爭議議題 

在實質性成果方面，COP16 會議達成了數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議，綜整摘述如下： 

1. 原住民與在地社區（IPLCs）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決策中獲得有力發言權 

(1) 歷史性地決定設立 Article 8（j）常設附屬機構（SB8j），加強原住民與在

地社區（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PLCs）在決策中的發

言權。 

(2) 正式確認 IPLCs 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決策中的角色，落實參與機制，同時

肯認原住民傳統智識與在地保育對生物多樣性的正面影響。 

(3) 通過承認非裔後裔社群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貢獻決議。 

2. 成立卡利基金，公平分享生物遺傳資源惠益 

(1) 通過了數位序列資訊（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 DSI）多邊惠益分享

機制，設立 Cali Fund（卡利基金），公平分享生物遺傳資源惠益。 

(2) 要求受益於「數位序列資訊」（DSI）的企業，包含製藥、生物技術、動

植物育種和其他相關產業，須提交其利潤的 1%或收入的 0.1%給基金。 



 10 

(3) 資金將直接分配給締約方，其中至少一半用於支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

需求，用於回饋保護自然資源的原住民及在地社區。 

(4) 機制實施細節將在 COP17 進一步討論。 

3. 通過生態或生物重要海域 （EBSAs），為海洋保育提供重要工具 

(1) 經過 8 年談判，通過修改「生態或生物重要海域（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 , EBSAs）」描述和新增區域的模式 

(2) 為海洋保護區管理提供重要工具。 

(3) 與聯合國「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協定 

（BBNJ 協定）」等其他國際進程形成協同效應。 

4. 肯認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行動具協同作用，以保障永續發展 

(1) 近兩年《生物多樣性公約》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兩公約的協同

合作成為國際重要趨勢，並推行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透過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完整性，同時解決氣

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 

(2) 鼓勵將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生態系統方法納入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 

(3) 呼籲加強里約三公約之間的合作。 

然而，會議也凸顯出若干關鍵挑戰。最突出的是在資源動員問題上的分歧導致會議

中止，特別是關於設立專門的生物多樣性融資工具的爭議反映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在實施手段上的深層次矛盾。同時，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監測框架和規劃、監測、報

告、審查（PMRR）機制等核心執行工具也未能最終通過。摘述如下： 

1. 資源動員與財務機制各國仍意見分歧 

(1) 自然保育資金籌募方面，各締約方雖於 2022 年承諾在 2030 年前每年提

供 2,000 億美元以落實 GBF 目標，發達國家也承諾於 2025 年前每年為發

展中國家籌募至少 200 億美元，然而此承諾尚未兌現。 

(2) 對設立專門的生物多樣性融資工具存在分歧。 

(3) 發展中國家支持，發達國家反對，認為會造成全球金融格局碎片化。 

(4) 由於無法達成共識導致會議中止。 

2. GBF 監測與審查機制未及討論通過，將續於後續會議討論 

(1) 關於生物多樣性監測框架及相關指標，各國代表意見分歧。 

(2) GBF 監測框架中關於農藥和永續消費的指標仍有爭議。 

(3) 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PMRR）機制未獲通過。 

3. 預算問題恐影響 CBD 秘書處運作 

(1) 由於會議中止，預算決議未獲通過。 

(2) 可能影響秘書處的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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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關下次締約方大會的主辦國家，亞美尼亞政府和亞塞拜然政府均提出申辦意願，

經投票方式決定如下： 

1. 決定將《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 17 次會議、《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

書》締約方會議第 12 次會議及《名古屋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第 6 次會議訂於

2026 年最後一季在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 （Yerevan） 舉行。 

2. 要求執行秘書與亞美尼亞政府協商，依照聯合國相關決議及第 40/243 號決議中

的指導方針，制定並簽署主辦國協議，協議應至少在會議召開日期的六個月前

完成。 

3. 邀請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締約方，有意主辦第 18 次締約方會議、第

13 次《卡塔赫納議定書》締約方會議及第 7 次《名古屋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

締約方，及早通知執行秘書，以便及時做出安排。 

展望未來，COP16 續會將需要解決懸而未決的財務和預算問題，以確保《公約》工

作的持續推進。更重要的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成功實施需要真正的政治意願和實

質性承諾。生物多樣性保護不僅需要科學和技術支持，更需要處理好公平與正義問題，

特別是在資源獲取、惠益分享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縮小南北差距。 

三、CBD COP16 相關議案內容（詳附錄一） 

本次大會各項議題之決議內容與討論重點，詳參附錄一。 

參、臺灣生物多樣性成果分享與會場交流 

一、實際參與 CBD COP16 周邊會議分享我國生物多樣性成果 

本次大會本團成員受國際組織邀請，共計參與 5 場周邊會議擔任主講人或與談人，

分享我國近年透過國土生態綠網空間規劃與跨部門合作、原住民族自然資源共管、里

山倡議、社區林業、生態服務給付、企業 ESG 等政策計畫實踐生物多樣性保育之案例

成果，分述如下： 

（一） Operationalizing Landscape Approaches to Ensure We Are on Track with the 

Biodiversity Plan 

（10/22，IPSI 主辦，李光中教授擔任與談人） 

本次邊會探討如何將地景取徑 （landscape approaches） 納入國家生物多樣性

規劃與實施，討論如何發展及支持整合性的和全社會的策略及措施，並提供實用

的指導和工具。會議邀請與地景和海景的使用、維護和治理相關的全球各地成員

參加，並重點介紹採取此類整合取徑的良好做法、機會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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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中教授長期推動臺灣里山倡議與深耕社區保育，積極將臺灣經驗與案例

成果與國際交流分享，並獲得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IPSI） 秘書處成員的了

解與認同。本次李光中教授實地赴哥倫比亞參與 CBD COP16 會議，因此得以受

邊會主辦人 Ms Suneetha M Subramanian 邀請，取代無法與會的他國人員參加會

議與談（panelist discussion）。這說明平時建立的學術人際網絡與實地與會，能有

助於 CBD 大會實質參與，增加分享臺灣經驗之機會。 

李教授藉此分享機會爬梳我國推動里山倡議的脈絡經驗，從花蓮豐南村的水

梯田案例經驗開始，逐步發展出地景-海景整合取徑 （ILSA） 理論方法，以韌性

評估 （SEPLS） 為工具，強調生態系統連結性及多元協作，並將經驗與臺灣里

山倡議夥伴關係 （TPSI） 成員交流，進而銜接我國國土生態綠網的生態保育空

間規劃藍圖，積極回應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以下為李光中教授在本邊會 Panelist Discussion 的中英文分享內容： 

Good afternoon, dear landscape colleagues! 

Many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I am a Professor at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aboratory （@ScapesLab） ,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aiwan. I‘ve been 

working on landscape approaches since 2006 and was really inspired by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ntroduced at CBD COP 10.  

When I first introduced a landscape approach to an Indigenous Amis rice paddy 

cultural landscape in Fengnan Village in 2011,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the 

response from the local people. They readily welcomed the concepts of ‘living 

landscapes’, ‘Satoyama landscapes’ and ‘SEPLS’. They appreciated the emphasis of 

the landscape approaches on nature-culture interactions and people-centred 

conservation.   

Later, in 2016, my Team and I extended these initial experiences to a landscape-

seascape context - to Indigenous Xinshe Village in Taiwan‘s Pacific Coast. We named 

it an integrated landscape-seascape approach. It is characterised by an ecosystem-

based spatial planning that promotes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elements of the 

landscape-seascape: forest, river, production farmlands and ocean. Also, a multi-

stakeholder platform between the local tribes and govenment agecies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promote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input of resources.  

What deserves a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adoption of community-based assessment 

of resilience as a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 in Xinshe landscape-seascape. We 

learned about the Indicators of Resilience in SEPLS from UNU-IAS in 2014, local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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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o reflect place-based specifics of the Xinshe SEPLS and applied them in a 

consistent way every 2-3 years. Thi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for promotion of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and adaptiv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within our integrated landscape and seascape approach. 

Over the years, Fengnan and Xinshe experiences have been upscaled and shared 

with 16 more SEPLS all around Taiwan. What has been central to this knowledge 

exchange and peer-to-peer learning is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t is a multi-stakeholder island-wide network of SEPLS practitioners.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igning landscape 

approaches with biodiversity-focused spatial planning in Taiwan. Over the years, we‘ve 

been paying a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lignment of our local and island-wide efforts 

with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agenda （especially Targets 1 and 3 of the GBF）.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and learn from all of you today! 

 

親愛的地景同儕們午安！非常感謝您們的邀約！ 

我是臺灣國立東華大學地景保育與社區參與研究室 （@ScapesLab） 的教授。

自 2006 年以來，我一直在研究地景取徑，並受到 CBD COP 10 上提出的里山倡

議的啟發。 

我在臺灣豐南村的原住民水稻梯田文化景觀規劃過程中，向在地阿美族原住

民介紹地景取徑時，在地人的反應讓我感到驚喜。他們欣然接受了「生活地景」、

「里山地景」和「SEPLS」等概念。他們讚賞地景取徑對自然與文化相互作用和

以人為本的保育的重視。 

後來，在 2016 年，我和我的團隊將這些最初的經驗擴展到臺灣太平洋海岸的

原住民新社村地景和海景環境中。我們將其命名為地景-海景整合取徑（ILSA）。

其特點是基於生態系統的空間規劃，促進地景海景所有元素之間的連結性：森林、

河流、生產農地和海洋。此外，在地部落和政府之間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平臺則是

促進跨部門協作、職責分工和資源投入的重要機制。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採用社區為基礎的韌性評估作為新社地景-海景的監測和

評估工具。我們於 2014 年從 UNU-IAS 學習到 SEPLS 的韌性指標，將其本地化以

反映新社 SEPLS 的具體情況，並每 2-3 年以一致的方式應用它們。這種監測和評

估工具對於我們在地景-海景整合取徑（ILSA）中促進參與過程和調適性協同經營

（ACM）非常重要。 

多年來，豐南和新社的經驗得到了擴展，並與全臺灣另外 16 個 SEPLS 分享。

這種知識交流和同儕學習是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的交流核心，TPSI



 14 

是一個由 SEPLS 實務工作者組成的全島範圍內的多元權益關係人網絡。同時，

臺灣生態保育綠色網絡（TEN）在將地景取徑與臺灣以生物多樣性為重點的空間

規劃相結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多年來，我們一直特別關注本地和全島範圍內

的努力與全球生物多樣性議程（特別是 GBF 的目標 1 和 3）的協調一致。 

再次感謝今天分享和學習的機會！ 

  
圖 5、10/22 IPSI 周邊會議會場 圖 6、李光中教授擔任會議與談人 

 

（二） Innova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Scaling Practical Solutions: Leveraging 

PANORAMA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10/23，PANORAMA 主辦，孫夏天博士擔任講者） 

PANORAMA – 健康地球解決方案是一個支援知識管理、能力發展和同儕學

習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擁有來自全球 1,000 多個知識持有者的 1,500 多個可行

的解決方案，內容涵蓋與 GBF 相關的廣泛主題，包括物種保護、生態系統恢復和

氣候變遷應對，以及城市生物多樣性和同一個健康等。透過知識共享與管理，將

實踐中的無證知識轉化為書面案例研究，以協助各國達成 GBF 生物多樣性行動

目標。 

我國目前已有 8 案案例成功通過審核並發表於 PANORAMA，提供作為實踐

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有效解決方案，並以此為基礎，林業保育署成功爭取到於此次

周邊會議分享的機會，並由東華大學孫夏天博士擔任講者，展示我國「社區林業」、

「里山倡議」及「國土生態綠網」三合一整合策略與推動成果，以生物多樣性空

間規劃有系統的支持在地參與治理，多元發展自然資源保育、森林保護、森林遊

憩及綠色經濟產業，並聯結 GBF 生物多樣性目標。 

本場會議除了臺灣代表以外，還有來自 CBD 秘書處、德國、哥倫比亞、墨西

哥和哥斯達黎加等國家的代表進行經驗分享，討論了 PANORAMA 的知識管理工

具如何有助於擴展和複製 GBF 實施解決方案。 

孫夏天博士於本場邊會中分享的內容請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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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23 健康地球解方平臺 PANORAMA 邊會 圖 8、孫夏天博士代表分享臺灣案例成果 

 

（三） Working together to realize societie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Mechanisms and 

tools to support on-the-ground initiatives2 

（10/31，IPSI 主辦，謝立忻科長、孫夏天博士、根誌優長老擔任講者） 

本次邊會的主題聚焦於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永續利用，特別關注陸域與海域生

態景觀的整合，並探討如何通過多方協作來實現《2050 生物多樣性願景目標》。

此次活動由 IPSI 主辦，旨在促進政府機構、原住民與當地社區、企業及其他相關

利益方之間的合作，共同推動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 

本次會議由日本國際大學（UNU-IAS）研究員西田麻子（Maiko Nishi）主持，

她介紹了 IPSI 的工作，並強調自 2013 年以來，IPSI 已支持了 68 個項目，這些項

目涵蓋了全球各地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她指出，IPSI 通過

案例研究與學習交流，為各國提供了寶貴的永續發展見解，並積極支持《昆明-蒙

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實施。 

IPSI 成員 Tsunao Watanabe 介紹了 IPSI 的核心使命與成就，強調 IPSI 於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 10 次締約國會議（COP10）成立，目的是促進地方知識的應用，實

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他展示了幾個 IPSI 的案例研究，這些研究專注於社會

-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的整合，並支持永續發展行動；他的分享中也特別包含了

我國林業保育署在苗栗南庄所推動與賽夏族原住民族共管山林的案例。日本環境

省副大臣 Yutaka Matsuzawa 提到，距離 2030 年達成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時間

已所剩不多，他強調 IPSI 如何在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護措施（OECMs）的支持下

推動行動，並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協作。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秘書處首席

協調官 Fumiko Nakao 則討論了 CBD 與 IPSI 之間的合作，並強調了在地實踐的

積極作用，指出這種合作促進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實現。 

                                                
2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Working together to realize societie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Mechanisms and tools to support on-the-ground 

initiatives 共同努力實現與自然和諧的社會：支持在地行動的機制與工具(https://enb.iisd.org/working-

together-realize-societies-harmony-nature) 

https://enb.iisd.org/working-together-realize-societies-harmony-nature
https://enb.iisd.org/working-together-realize-societies-harmony-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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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保育署與東華大學受 IPSI 秘書處邀請，於本次會議分享我國與社區部落

共同推動生物多樣性的經驗，爰我方以團體身份，結合原住民部落領袖、學術單

位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人員，以苗栗南庄蓬萊部落自然資源共同管理與南庄橙復

育為案例，闡述我國在生態系服務惠益分享、原住民傳統智識文化復振及生物多

樣性政策規劃之作法與成果，展現臺灣在自然資源治理與在地社區保育的互信互

助，以實際行動踐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與內涵。完整分享內容請見附錄三。 

在邊會的討論中，來自不同地區的專家分享了各自的挑戰與經驗。例如，來

自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GYBN）的 Christian Schwarzer 強調了全社會參與

的重要性，並提醒大家要始終記住我們追求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初心。來自柬埔寨

環境部的 Bopreang Ken 和 Ngin Navirak 則介紹了他們的生態旅遊項目，並指出

社區擁有的生態旅遊資源如何促進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 

在總結中，西田麻子強調，所有這些案例有一個共同的關鍵：通過多方合作，

結合地方知識與現代科學，能夠有效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永續利用。她指出，

IPSI 的景觀方法與同儕學習過程，不僅促進了全球範圍內的知識共享，也為實現

生物多樣性目標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圖 9、10/31 我方代表與會分享臺灣經驗 圖 10、IPSI 邊會會後合影 

  
圖 11 邊會展示林業保育署與賽夏族部落共管成果 圖 12 代表團員於 IPSI 邊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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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onversations on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erritories3 

（10/31、11/1，UNDP 主辦，石芝菁簡任技正與孫夏天博士擔任講者）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生物多樣性融資倡議（BIOFIN）於大會期間針

對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自然資源監測及財務投資為主題，舉辦 2 場交流會議，

會議採線上與實體同步進行方式辦理，本團體林業保育署石芝菁簡任技正與東華

大學孫夏天博士受邀與會分享實務推動經驗，分享內容包含我國透過生態資料整

合、生態熱點指認與棲地連結的保育空間策略規劃，並以生態系服務給付、社區

林業、企業 ESG 等方案，進一步支持原住民、在地社區與企業的保育行動，使生

態保護、傳統文化與企業發展共存成為可能。 

會中交流經驗並找到以下關鍵因素的匯合點：（a）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領土

內進行的監測經驗，系統記錄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狀況相關的變量，以及與

領土空間決策方式有關的方面；（b）有利於原住民和地方社區所進行的保護和永

續管理行動的財務機制創新措施；金融部門和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相關行為體之間

的合作模式；以及這些協議對於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潛力。 

會議中討論的問題如下： 

1. 自然資源監測部分： 

(1) 社區生物多樣性監測有何意義？ 

(2) 社區生物多樣性監測經驗：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背景下社

區監測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知識與保育的貢獻。您使用什麼工具/程式或知

道如何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嗎？ 

(3) 當地社區和原住民社區監測的條件：（1）關於護理和獲取社區知識的社

區協議－事先知情同意。（2）社區監測的財政、機構和人員能力，地區

或國家層面，包括由原住民和當地社區領導的措施。（3）對新技術的要

求和對社區知識的認可。 

(4) 生物多樣性社區監測的挑戰和期望：（1）監測活動之間的聯繫，（2）

知識的共同生產（CPI，惠益分享）。 

(5) 在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領地實施社區監測經驗的方式的影響，包括原住民

和地方社區集體行動的作用，以及如何將其擴展到其他層面。 

2. 財務支持部分： 

(1) 為什麼需要為 IPLCs 在其領土上開展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恢復行動提

供直接資金？ 

                                                
3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Monitoring Biodiversity within the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原住民和在地

社區的生物多樣性監測  (https://enb.iisd.org/events/monitoring-biodiversity-within-territories-indigenous-

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https://enb.iisd.org/events/monitoring-biodiversity-within-territories-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https://enb.iisd.org/events/monitoring-biodiversity-within-territories-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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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社區為基礎的生物多樣性行動的財務支持狀況如何？ 

(3) 在資助社區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有哪些現有經驗？社區的哪些部門參與

其中？從這些經驗中吸取了哪些教訓？  

(4) 財務支持社區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挑戰是什麼？ 

(5) 有哪些條件和強化機制可讓社區保育直接獲得資金？哪些因素有利於資

金在 IPLC 領域上流動？ 

(6) 國家和國際機構之間有哪些合作模式可以與 IPLC 合作，以保證/改善社

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獲取？  

(7) 介紹融資和/或創造新工具的經驗，特別是連結 GBF 項目。 

孫夏天博士於本場邊會中分享的內容請見附錄四、石芝菁簡任技正分享內容

請見附錄五。 

 

  
圖 13、10/31 孫夏天博士分享臺灣社區保育經驗 圖 14、11/1 石芝菁簡技分享臺灣社區保育經驗 

 

 
  

圖 15、10/31 會後合影 圖 16、10/31、11/1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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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Ocean Resilience in Focus: Developing Science-based Approaches for Coral & 

Biodiversity 

（10/23，ICRI、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主辦，鍾國芳研究員擔任講者及與談人） 

在出發前往卡利前，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邀請鍾國芳研究員代表中華民國自

然生態保育協會參加與該基金會與《國際珊瑚礁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Coral 

Reef Initiative, ICRI）合辦之邊會「Ocean Resilience in Focus: Developing Science-

based Approaches for Coral & Biodiversity」中，在 10 月 23 日上午在藍區會場

ForCoral Pavilion 擔任講者及與談人。該邊會邀請臺大海洋所退休教授戴昌鳳分

享我國珊瑚之多樣性之現狀與保育，美國佛羅里達 Mote Marine Laboratory & 

Aquarium 科學家暨計畫經理 Dr. Jason Spadaro 報告佛羅里達珊瑚白化與復育，台

達文教基金化張楊乾報告該基金會珊瑚復育計畫，並由鍾國芳研究員代中研院生

多中心鄭明修老師報告棘冠海星在我國海域肆虐之現況。 

珊瑚白化是全球珊瑚礁生態系保育最大之挑戰，對海洋生態與多樣性等影響

急劇，也是 COP16 中重要的主題。棘冠海星在西太平洋大爆發，所造成的災難不

亞於珊瑚白化，但相關報導不足，該物種數量遽增，可能是棘冠海星天敵大法螺

被人類大量捕捉的後果，反映的是海洋生態系中物種食物鏈的失衡，強調了完整

生態系、與生態系健康的重要性。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是CBD COP16中，除了由 SWAN代表的我國代表團外，

臺灣唯一的觀察員，也是我國第一個與獲得 CBD 企業觀察員的 NGO。在該邊會

中，台達電子基金會透過與 ICRI 合作，成功主辦邊會，宣傳該基金會在珊瑚復

育之成果，為我國企業實踐 SDGs、ESG 與善盡 CSR 之典範。在我國國際處境受

到中國掣肘的現實下，樂見我國更多的企業能以民間力量，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

並在國際場合發聲。 

  
圖 17、鍾國芳研究員分享棘冠海星大爆發議題 圖 18、鍾國芳研究員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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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態文宣展示 

為於本次大會適時宣傳我國生物多樣性政策與推動成果，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製作國

土生態綠網、里山倡議之英文摺頁，國土綠網並搭配英文版主題專頁（https://www.bio-

ten.tw/EN），把握各式交流機會與場合，與各國與會代表進行交流。 

另由於我國國土生態綠網為國際少見充分利用生物多樣性資料進行保育空間規畫與

政府決策的國家尺度計畫，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以下簡稱 GBIF）4，秘書處肯認綠網計畫為開放資料應用於政策指引的優秀

案例，透過本次與會的中央研究院端木茂甯副研究員（同時亦擔任 GBIF 於臺灣的節點

經理）安排，GBIF 宣傳攤位的公關經理 Kyle Copas 和公關專員 Javier Andrés Gamboa 

Martínez 欣然同意於攤位上協助發放國土生態綠網計畫文宣資料與宣傳品，並向參觀攤

位者說明宣傳。  

 
圖 19、國土生態綠網英文摺頁 

                                                
4
 GBIF 為一由全球政府資助而成立的跨國合作網絡及研究基礎建設，成立宗旨為提供大眾公開的生物多

樣性資料，並以參與國、合作組織作為節點，將收集的生物資料以共同標準、開源格式提供給全球的資料

中心。 

https://www.bio-ten.tw/EN
https://www.bio-ten.t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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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里山倡議英文摺頁 

  
圖 21、GBIF 秘書處的公關專員以國土生態綠網摺

頁說明應用 GBIF 開放資料作為保育政策指引的案

例 

圖 22、於周邊會議擺放宣傳文件 

三、會場交流 

本次與會團員也積極利用會議期間，與各國代表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專家進行交流。 

(一) 全球植物保育策略 

中央研究院鍾國芳研究員暨本次代表團團長在 COP16 大會會場上與美國密蘇里植

物園（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園長 Dr. Peter Wyse Jackson 進行交流。 

鍾國芳研究員 2006 年自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密蘇里植物園取得博士學位，Dr. 

Jackson 在 2009 年起繼任 Dr. Peter Raven 為密蘇里植物園園長。Dr. Jackson 是世界植物

誌網站（World Flora Online, WFO/ https://www.worldfloraonline.org/）的主要推手，該資

料庫是 CBD 2002 全球植物保育策略（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GSPC）決

議『A widely accessible working list of all known plant species, as a step towards a complete 

world flora（一個讓所有人能獲得的、包括所有已知植物的名錄以做為完成世界植物誌

的第一步）』的產物，也是目前全球植物多樣性最重要的資料庫之一。在短暫的會談中，

https://www.worldflora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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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芳研究員除了詢問了密蘇里植物園多多師長、友人的現況，同時，也討論與 WFO

合作的可行性。鍾國芳甫獲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之補助，將建置『臺灣生物誌：整

合臺灣物種名錄（Catalogue of Life in Taiwan, TaiCOL）、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TaiBIF）、臺灣生命大百科（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之數位出版平臺』。雖然 Dr. Jackson 即將在明年初退休卸下植物園園

長一職，但他仍會持續 WFO 的工作。 

 

(二) 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與應用 

會議中端木茂甯副研究員也與多位過往認識的專家學者交流，包括美國耶魯大學巨

觀生態學家並建置 Map of Life 的 Walter Jetz 教授、澳洲 CSIRO 發展巨觀生態模型的

Simon Ferrier 研究員，以及香港大學蝙蝠生態與保育專家的 Alice Hughes 教授等，一方

面更新彼此近年的工作，也趁機宣傳 TaiBIF 與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lliance, TBIA）在我國推動資料開放的成果、應用開放資料的

科學研究，以及以國土生態綠網為案例介紹開放資料在政策指引上的應用。 

  
圖 23、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園長 Dr. Peter Wyse 

Jackson 與鍾國芳研究員 

圖 24、GBIF 秘書處成員與本團團員合影 

 

(三) 全球生態系紅皮書 

本次 COP16 會議，臺灣大學丁宗蘇教授與 IUCN 推動「全球生態系紅皮書」（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的學者，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Emily Nicholson 教授，有密切交流

及分享臺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果。 

Emily Nicholson 教授曾於 2020 年至臺大森林系擔任交換教授，因而與丁宗蘇教授

熟識。其團隊所推動的「全球生態系紅皮書」是 IUCN 一項全球評估計畫，旨在評估生

態系的健康狀態及其面臨的風險。此名錄採用一套標準化的準則，將生態系分為五個風

險等級，從安全到瀕臨滅絕，涵蓋多樣的陸地與海洋生態系。此評估有助於政策制定、

保育規劃與管理，並可作為全球決策者及學術研究的依據。通過此工具，IUCN 期望促

進生態系的永續管理，降低生態系崩壞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福祉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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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全球生態系紅皮書的一項重要先行工作，是必須先對全球的生態系進行有系統性

的分類，IUCN 也因此發展出一個「全球生態系分類系統」（IUCN Global Ecosystem 

Typology）提供一套統一的框架，用以分類與描述全球多樣的生態系，從陸地到海洋，

涵蓋自然與半自然系統。此分類系統包含六大生態領域與 25 個主要生態功能群組，並

細分至更具體的層級。該系統促進跨國比較與生態系評估，支援保育政策及資源管理，

旨在提升全球對生態系健康、穩定性和服務功能的理解與保護。 

臺灣也應該針對「全球生態系紅皮書」的概念，來推動本土的「臺灣生態系紅皮書」。

然而，過去的問題是臺灣生態系過去未有一個全盤的分類系統，以致無法推行生態系紅

皮書。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依據 IUCN 全球生態系分類標準 2.1 版，已於 2024 年開始推

動臺灣地區的生態系分類及分布，預計將於 2026 產生臺灣第一個生態系功能群

（ecosystem functional group）的分布圖資，此工作的計畫主持人為丁宗蘇教授。在此次

會議，丁宗蘇教授與 Emily Nicholson 教授，進行實體交流並分享臺灣在此工作上的進

展，其主要交流及分享重點如下： 

1. 臺灣政府目前正在進行臺灣生態系分類計畫，會依循 IUCN Global Ecosystem 

Typology 2.1 系統。 

2. 臺灣此計畫，將會於 2025-2026 產出 Ecosystem Functional Group 的數位圖資，

之後會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的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每二年更新一次。 

3. 臺灣此計畫，將會於 2026-2028 產出更細緻的生態系分類階層，並依據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圖資，每二年產生空間解像力更細緻的數位圖資。 

4. 臺灣政府未來預計將依照這臺灣生態系分類及地圖繪製的工作成果，做為臺灣

生態系紅皮書的推動基礎，並藉此精進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棲地分類及保

育工作。 

5. 臺灣政府有意願將目前這臺灣生態系分類及地圖繪製計畫的結果，分享給

Global Ecosystem Atlas 團隊，但也希望能加入團隊工作，深入了解其方法學及

原則，成為協力夥伴。 

  
圖 25、Emily Nicholson 教授與丁宗蘇教授 圖 26、丁宗蘇教授、Carrie Seltzer、林政道副教授

與鍾國芳研究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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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物多樣性公民科學平臺與應用 

本次會議臺灣大學林政道副教授與 iNaturalist 的國際關係部門 Carrie Seltzer 博士交

流並探討運用 iNaturalist 公民科學平臺來監測生物多樣性。iNaturalist 成立於 2008 年，

從單純分享生物多樣性觀察紀錄網站，直至今日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生物多樣性公民

科學平臺。Carrie Seltzer 博士也在會場分享如何運用 iNaturalist 平臺的生物多樣性資料

進行視覺化的呈現。臺灣自 2021 年正式加入 iNaturalist 國際網路平臺成員後，也由國立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與 iNaturalist 簽署合作協議書，透過在地化的發展共同促

進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並且也能具體建立以社區、社群為主體的生物多樣性公民科學

監測網絡。此次 COP16 會議中，有許多場週邊會議提及公民科學與大眾參與的重要性，

而 iNaturalist 在這幾年也促成由下至上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與保育。 

本次和 Carrie Seltzer 博士密切討論未來更進一步合作發展的可能，包含臺灣如何運

用 iNaturalist 平臺推展生態服務給付（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在過去幾

年內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補助，透過地方縣市政府、NGO、林業試驗所與生物多樣性研究

所的合作，一方面除了能補貼願意協助在地保育的農民外，也可以補足在農田生態系統

的生物多樣性調查基礎資料。iNaturalist 平臺大部分都是用在單純生物多樣性資料分享

或公民科學的生物多樣性調查專案上，臺灣運用 iNaturalist 在農田生態系的生態服務給

付是全世界首創，Carrie Seltzer 博士也給予肯定。 

會場中 Carrie Seltzer 博士也介紹 iNaturalist 厄瓜多的國際合作網路主要負責人，也

是任職於 INABIO（Instituto Nacional de Biodiversidad，厄瓜多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的 Diego J. Inclán 博士。交流對談中，Inclán 博士也提及對於物種鑑定上碰到相近種類

不容易辨識的問題，因此我們也以臺灣經驗提供給厄瓜多參考，即如何建立愛自然的指

南5與透過手機操作 iNaturalist 的指南來進行互動檢索的方式提升鑑定的正確性。此外，

在週邊平行活動的場次中，Carrie Seltzer 博士也介紹 ESRI 公司的 GIS 開發部主任 Sean 

Breyer，他同時也擔任 ArcGIS 全球生活地圖（Living Atlas of the World）的管理者。

iNaturalist 透過開放資料跨域與地理資訊系統整合6，展示了大量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在空

間上的視覺化呈現，也能反應不同生物類群的分布與變化。本次 COP16 會議中，林政

道副教授也和全球生物多樣性觀測網路（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 GeoBON）的開發者 Jean-Michel Lord 討論以 TaiBON（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交流參與合作的可能性。Jean-Michel 也邀請林政道副教授參與

GeoBON 發展 BON in a Box（BIAB7）pipeline8的技術細節說明會議。討論中我們也介紹

目前 TaiBON 發展指標的進展，若未來能結合 BIAB 的概念，我們就能夠在國際平臺上

                                                
5
 翻譯成英文版的簡報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M54vzPdpBI2LYMocKACG6mWP7tILvDfAXfpbbMMKJM/edit#sli

de=id.p1 
6
 iNaturalist on Living Atlas https://www.esri.com/arcgis-blog/products/arcgis-living-

atlas/announcements/inaturalist-living-atlas-beta-release/ 
7
 BON in a BOX 發展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框架：https://boninabox.geobon.org 

8
 Pipeline 有管線之意，在此指的是透過程式指令稿（script）來執行下載外部資料、設定地理邊界、計

算出生物相關指標等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M54vzPdpBI2LYMocKACG6mWP7tILvDfAXfpbbMMKJM/edit#slide=id.p1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M54vzPdpBI2LYMocKACG6mWP7tILvDfAXfpbbMMKJM/edit#slide=id.p1
https://www.esri.com/arcgis-blog/products/arcgis-living-atlas/announcements/inaturalist-living-atlas-beta-release/
https://www.esri.com/arcgis-blog/products/arcgis-living-atlas/announcements/inaturalist-living-atlas-beta-release/
https://boninabox.geob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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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與回饋關於全球或是國家層級的生物多樣性指標發展，依據 pipeline 也能夠重複計

算，實踐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流程的重現與透明化過程。 

 
圖 27、開發者 Jean-Michel Lord 介紹 BON in a box 指令稿及輸出入的概念 

(五) 外來入侵種管理 

COP16 會議過程中，臺灣大學劉奇璋副教授與來自 Freshwater Life 的 Gregg Howald 

跟 Dileri Berdeja 討論外來入侵種議題，他們主要關注淡水生態系，尤其是物種滅絕以及

外來入侵種，雙方後續將透過線上會議方式討論臺灣外來入侵種淡水魚現況，以及未來

可能的合作機會。 

(六) 哺乳動物(蝙蝠)保育 

本次嘉義大學劉建男副教授參與國際蝙蝠保育組織（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CI）主辦的邊會，與 BCI 研究人員 Dr. Kevin Pierson 交流，他表示 BCI 將在東南亞地

區建立據點，並常設專職人員。劉副教授與 Dr. Kevin Pierson 分享臺灣在蝙蝠研究與保

育的進展，並表示非常樂意有合作的機會，一同為蝙蝠的保育貢獻心力，Dr. Kevin Pierson

同樣表示非常歡迎，並將持續保持聯繫。劉副教授亦與邊會參與者、來自菲律賓的學者

Dr. Edwina D. Garchitorena（Country Director, ZSL Philippines Board of Trustees Forest 

Foundation Philippines）交流，雖然 Dr. Edwina D. Garchitorena 是研究紅樹林植物的專家，

但仍與劉副教授留下聯繫方式，尋求未來合作可能性。 

  
圖 28、劉建男副教授參加 BCI 的邊會，會後與

Dr. Kevin Pierson 相談甚歡並合影 
圖 29、劉建男副教授參加 BCI 的邊會，會後與臺灣師範

大學林思民特聘教授及 Dr. Edwina D. Garchitorena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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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周邊會議參與情形 

除了正式談判會議議程外，會期期間各國與國際組織於會場辦理的周邊會議將發展

重要倡議與揭露各主要議題發展現況，因此亦是本次與會重點。本次會議前即依生物多

樣性推動的各政策重點規畫議題項目，並依團員專長積極參與相關主題之周邊會議，以

於會議期間取得最新生物多樣性發展趨勢與交流重點議題。 

以下為本次團員於 CBD COP16 大會主要參與之周邊會議列表，各場周邊會議之重

點內容與針對該場邊會之心得建議詳如附錄六。 

表一、參與周邊會議列表 

一、NBSAPs 進展與國家報告 

(一)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mapping biodiversity 

priorities to support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GBF 

繪製生物多樣性優先順序圖以支援《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 的國家執行與監測的實際經

驗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

研究所（SANBI）, DEA, UNEP, 

WCMC, OFB, AFD, MET, WCS, 

MITADER, Malawi 

(二)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NBSAP Tracker - 

first results and reactions 

簡報與討論：NBSAPs 追蹤–初步結果與反饋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

（WWF）、GP 

二、監測指標及框架 

(一) Updates on the indicator for Target 21.1 o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目標 21.1 之生物多樣性資訊與知識指標的最

新進展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15-

14:45 

2. 主辦單位：GEO BON 

(二) Let's talk monitoring: National strategies to 

track and info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GBF 

讓我們談監測：追蹤並促進《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GBF）實施的國家策略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2. 主辦單位：UNEP-WCMC、

SANBI、ACB、SPREP、BIP 

(三) BON in Box as a tool for implementation and 

reporting on the monitoring framework 

BON in Box：實施與監測框架報告的工具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1:40-

13:00 

2. 主辦單位：GEO BON、哥倫比

亞 Humbolt 研究所 

(四)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odels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Kunming-

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生物多樣

性保育模式與監測技術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1:40 

2. 主辦單位：中國生態環境部 

(五)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ons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apacity building for 

biodiversity data between the GBIF network and 

CBD regional support centr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1:40-

13:00 

2. 主辦單位：G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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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GBIF 網絡與 CBD 區域支援中心間在生

物多樣性數據領域的科學、技術與能力建設

合作 

三、空間規劃及生態系串連 

(一)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A key to powering 

delivery of the KMGBF 

生態連結性：推動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KMGBF）落實的關鍵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

16:20 

2. 主辦單位：Global Partnership on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GPEC）,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Connectivity Conservation 

Specialist Group （IUCN WCPA 

CCSG）, Center for Larg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CLLC）,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UNEP-

WCMC）, 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二) The value of partnership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30x30 target –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HAC 30x30 Matchmaking 

Platform at CBD COP16 

夥伴關係的價值：支持 30x30 目標實施–分享

HAC 30x30 媒合平臺在《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 16 次締約方會議（CBD COP16）中的經

驗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3:20 

2. 主辦單位：法國生態轉型和領土

凝聚部（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et de la 

Cohésion des territoires）、法國

能源轉型部（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法國世

界自然保護聯盟（FRance-

IUCN）、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

（HAC N&P） 

(三) Restoration Day 

生態系統恢復日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8:30-

19:00 

2. 主辦單位：聯合國環境署

（UNEP）、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FAO）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 

(四) Mapping Nature’s Footprint: The Global 

Ecosystems Atlas 

繪製自然足跡：全球生態系統地圖集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8:00 

2. 主辦單位：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GEO） 

四、保護區與 OECMs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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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chieving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rough Ethic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透過道德保育實踐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0:45-

12:15 

2. 主辦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雪豹信託基金會

（Snow Leopard Trust）協辦 

(二) IUCN Global Guidance on Identifying,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OECMs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關於辨識、報

告、監測及強化 OECMs 的全球指導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8:00 

2. 主辦單位：IUCN、WWF、

IUCN WCPA、IUCN OECM SG 

五、野生物管理及外來入侵種 

(一) Tracing the Flow of Mercury in the Amazon: A 

One Health Systems Approach to Healthier 

Communities and Wildlife 

追蹤亞馬遜地區汞的流動：以「一個健康」

系統方法促進社區與野生動物的健康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 

2. 主辦單位：國家地理學會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二) How Bat Conservation Contributes to Global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蝙蝠保育如何促進全球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

展目標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國際蝙蝠保育組織

（Bat Conservational 

International, BCI） 

(三) Supporting Parties to meet Target 6 on invasive 

alien species: the work of the Inter-Agency 

Liaison Group on IAS 

支持締約方達成有關入侵外來物種的第 6 項

目標：跨機構聯絡小組（IAS）的工作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3:20 

2. 主辦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植物保護聯盟

（CABI）、國際海事組織

（IMO）、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

書處（IPPC）、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WOAH） 

(四) Preventing Global Extinctions and Meeting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argets: 

Alliance for Zero Extinction （AZE） Site 

Conservation 

防止全球滅絕，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

標：零滅絕（AZE）地點保育聯盟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5:00 

2. 主辦單位：零滅絕聯盟

（AZE）、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美國鳥類保護協

會（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 

ABC）、哥倫比亞亞馬遜研究所

IAvH、巴西環境部 Minambiente 

(五) Leveraging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rewilding 

to supercharge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利用野生動物保護和野化為氣候減緩和適應

增添動力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6:30 

2. 主辦單位：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FAW）、全球再野化

聯盟（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耶魯大學、聯合國

環境署（UNEP）、世界鯨豚協

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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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Wild animals - unsung heroes of carbon storag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 restoration 

野生動物 - 碳封存、生態服務和自然恢復的

無名英雄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1:40 

2. 主辦單位：全球再野化聯盟

（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 

(七) Flyways: leveraging finance for nature- based 

solution at scale, for climate, birds and people 

遷徙路徑：為氣候、鳥類與人類提供大規模

自然為本解決方案的財務支援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2. 主辦單位：Bird Life 

六、生物多樣性資源永續利用 

(一) 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Targets 4 and 5: 

Human wildlife sustainable use and trade of 

wildlife species 

目標 4 與目標 5 的指標發展：人類與野生動

物的永續利用及野生物種貿易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PW、IUCN SSC 

HWCCSG、CIFOR、UNEP-

WCMA、University of 

OXFORD、FAO、Nigeria、

India 

(二) Collaborative action for sustainable wildlife 

management initiatives of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永續野生動物管理的協作行動：關於永續管

理的合作夥伴倡議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2. 主辦單位：IASWG 

七、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 

(一) Blue Carbon: Achiev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targets on Kunming-Montre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藍碳：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與永續發展目標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2. 主辦單位：INVEMAR、CI、

IUCN、IOC UNESCO、WWF 

INTERNATIONAL、IPBC、

GMA、ECU、IMEDEA 

(二) Mangrove Alliance for Climate Technical 

Meeting 

紅樹林氣候聯盟技術會議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2. 主辦單位：Mangrove Alliance 

(三) Building Resilience: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Conservation to 

Safeguard Vulnerable Species in Central Asian 

Mountain Environments 

建構韌性：結合氣候變遷適應與保育以保護

中亞山區環境中的脆弱物種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0:10-

11:30 

2. 主辦單位：生態環境部、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UNEP）、遷徙物

種公約（CMS）、GRID-Arendal 

(四)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when policies 

collide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當政策相互衝突時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5:00-

16:20 

2. 主辦單位：FOE、ECONEXUS 

(五) Nature-based solutions as a connector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agendas in LAC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連結拉丁美洲與加勒

比地區的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議程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2. 主辦單位：UNEP、BPLU、

BLB、Colombia 

(六) Mangrov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maximizing synergies with climate change 

control, disaster risk and poverty reduction for 

coastal communiti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5:00-

16:20 

2. 主辦單位：JICA、CBD、

MOEJ、Wetlands International、



 30 

紅樹林保育與復育：最大化氣候變遷控制、

災害風險管理及減貧對沿海社區的綜效 

OECC 

(七) Enhancing Nature- Based Solution for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a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 Rio Convention 

強化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應對氣候變遷與生

物多樣性：里約公約的政策框架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2. 主辦單位：IUCN、Germany、

Egypt 

八、永續生產 

(一) United for Our Forests 

攜手守護我們的森林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 

2. 主辦單位：MRE、Brazil，巴西

外交部 

(二) Youth leadership and agroecology catalyz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gri-food systems 

青年領導力與農業生態學：推動農糧系統中

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4:20 

2. 主辦單位：WFF、GYBN、FAO 

(三) Forests and Water Day 

森林與水資源日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8:30-

17:00 

2. 主辦單位：ITTO、WWF、

Ramsar、IUCN、UN Water、

UNDP、UNEP、CBD 

(四) Phase out fossil fuels to make peace with nature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與自然共生的關鍵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哥倫比亞環境部 

九、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一) Policy Coherence and Investment: 

Mainstreaming Natural Capital into the 

Ministries of Finance, Economy, and Planning 

政策一致性與投資：將自然資本主流化進入

財政、經濟與規劃部門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ADB（美洲開發銀

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GEF（全球環境基

金）、ADB（亞洲開發銀行） 

(二) Innovations in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for 

Nature-Positive Infrastructure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於自然積極基礎設施中的

創新做法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7:00 

2. 主辦單位：Nature Positive 

Initiative 

十、都市藍綠帶 

(一) 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Action: Local 

Perspectives to Meet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Goals 

生態系統復育實踐：地方觀點助力實現生物

多樣性與氣候目標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5:00 

2. 主辦單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十一、遺傳資源取得及惠益分享（ABS） 

(一) Outco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DSI Users 

Exchange and Informal DSI Negotiators Retreat 

（September 2024） 

國際 DSI 使用者交流與非正式 DSI 談判代表

退修會成果（2024 年 9 月）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0:10-

11:40 

2. 主辦單位：DFFE、BMZ、AB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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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uccessful ABS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successes and failed cases 

成功的 ABS 發展：從成功案例與失敗經驗中

學習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

11:40 

2. 主辦單位：HC、UT、INTA、

BSIP、PRRI 

十二、商業與生物多樣性 

(一) Business, Biodiversity and Finance: Peace or 

Conflict with Nature 

商業、生物多樣性與金融：與自然和諧共處

或衝突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BD aLLIANCE 

(二) Enhancing Access to Nature Finance - Lessons 

from the Commonwealth 

加強自然融資 - 英聯邦的經驗教訓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三) Community Advisory Panel （CAP） -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Biodiversity Credit 

Market  

社區諮詢小組 （CAP） - 生物多樣性信貸

市場的風險與機遇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IED、GIZ、

UNEP、UNDPMRE 

(四)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Species 

Conservation: Business Perspectives for Nature-

related Risk Management 

生態系統復育與物種保護：企業視角下的自

然相關風險管理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5:00-

16:20 

2. 主辦單位：印度生物多樣性倡議

（IBDI） 

(五) Advancing The Biodiversity Plan through 

sustainable trade: Lessons learned, best practices 

and impacts of the Global BioTrade Programme 

通過永續貿易推動生物多樣性計劃：全球

BioTrade 計劃的經驗教訓、最佳實踐與影響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 

2. 主辦單位：UNCTAD 

(六) Policy Coherence and Investment: 

Mainstreaming Natural Capital into the 

Ministries of Finance, Economy, and Planning 

政策一致性與投資：將自然資本納入財政

部、經濟部和規劃部的主流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ADB、GEF 

十三、海洋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一) SOI Global Dialogue with Regional Seas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Fishery Bodies--

Evolving to Support the Changing Global Ocean 

Policy Landscape 

SOI 全球對話與區域海洋組織及區域漁業機

構-演變以支持不斷變化的全球海洋政策環境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BD, Ministry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ance’s 

Ministry of Ecological Transition, 

and France’s Office of 

Biodiversity 

(二) Towards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ocean from 

coasts to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Synergies between the BBNJ Agreement and the 

work under the CBD 

實現與海洋和諧共處：從沿海到超越國家管

轄區的區域——BBNJ 協定與《生物多樣性

公約》下工作的協同效應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3:20 

2. 主辦單位：UN Office of Legal 

Affairs/DOALOS and the CBD 

Secretariat 



 32 

(三) Conserving the Southern Ocean - an Urgent and 

Large Scale Step to Success in Achieving 30x30 

in the Ocean and Delivering the Kunming-

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保護南極海洋 - 成功實現海洋 30x30 及實

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緊急大

規模措施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5:00 

2. 主辦單位：ASOC 

(四)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How UN-Oceans can support States 

in meeting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GBF with 

a focus on the ocean-biodiversity-climate nexus, 

including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BSAPs 

實施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聯合國海洋計劃

如何支持各國履行其在 GBF 下的義務，重點

關注海洋-生物多樣性-氣候關聯，並支持

NBSAPs 的制定與實施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6:30 

2. 主辦單位：UN-Oceans、

CTED、DESA、UNDOALOS、

CBD、UN ESCAP、FAO、

IOC、IAEA、ILO、IMO、

ISA、ODA、UN-OHRLLS、

OHCHR、UNHCR/ACNUR、

CITES、CMS、UNFCCC 

Secretariat、UNESCO 2001 

ConventION、UNCTAD、

UNDP、UNESCO、UNEP、

UNIDO、UNITAR、UNOPS、

UNODC、UNU、WB、WMO、

UNWTO 

十四、原住民及在地社區 

(一) Indigenous Youth as Guardians and Restorer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原住民青年作為生物多樣性的守護者與復育

者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2. 主辦單位：泛美衛生組織

（PAHO）、世界銀行

（WB）、聯合國糧農組織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地區（FAO 

LAC）、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

（CBD）、Arramat、國際土地

聯盟（ILC）、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地區原住民族基金會

（FILAC）、青年氣候正義基

金、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國際原住民族青

年論壇（FIAY） 

(二) Increasing direct financial support to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erritories and 

areas （ICCA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through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透過全球環境基金（GEF）小額資助計劃，

增加對原住民人民及地方社區領土和區域

（ICCA）的直接財政支持，以促進生物多樣

性保護與人類福祉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2. 主辦單位：ICCA GSI、

BMUV、ICCA 聯盟、聯合國開

發計畫署/全球環境基金 SGP、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氣候監測

中心、世界自然保護聯盟、CBD 

十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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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ntegral Ecology to Reverse Biodiversity Loss:  

Concepts,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綜合生態學逆轉生物多樣性喪失：概念、案

例研究與實踐應用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2. 主辦單位：歐盟執委會

（EC）、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普賈大學（PUJ） 

(二) Women, Citizen Science, and the Futur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女性、公民科學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未來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0:10-

11:40 

2. 主辦單位：UC_Biodivchair、

W4B 

(三) Promo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dvancing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justice 

推動環境人權捍衛者的有利環境，促進生物

多樣性與氣候正義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3:20-

14:40 

2. 主辦單位：Earthrights、FF、

ALLIED 

(四) Partnership for accelerating meaningful youth 

participation for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加速實現青年有效參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GBF）的夥伴合作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0:10 

2. 主辦單位：聯合國大學（UNU-

IAS）、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

絡（GYBN）、イオン環境財団

（AEON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五) Women’s Land, Coastal and Water Rights: 

From Global Commitments to Local Actions 

女性的土地、沿海與水資源權利：從全球承

諾到地方行動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1:40 

2. 主辦單位：CBD Women Cau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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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國際會議，適當宣介我國生物多樣性推動成

果，帶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受限於國際政治局勢限制，我國實際可參與國際會議交流的機會與管道有限，聯合

國生物多樣性大會之與會層級與規模僅次於氣候變遷大會，是極佳與相關國際組織合作

發表或露出的機會。尤其臺灣有相當良好的生物多樣性資源、亦有政策推動果及學術研

究實力，實屬目前臺灣重要的國際舞臺。我國在生物多樣性推動上透過政府政策支持（如：

國土生態綠網、里山倡議、社區林業、生態服務給付及企業 ESG 等），搭配國內蓬勃且

專精的學術研究動能，以及公私協助夥伴關係的長期累積，已發展出許多前瞻及足作為

典範的成功案例。建議平時加強與國際組織（團體）合作，持續透過會議分享、文件出

版或期刊發表等形式累計成果，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此類聯合國層級的生物多樣

性大會即有機會整體展現，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此外，臺灣還擁有不少與國際合作之潛力，包含：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TPSI）

長期與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IPSI）相互交流，作為分享我國社區保育成果的重要媒

介；中研院生多中心推動生物多樣性資料，以 TaiGIF 作為與國際 GBIF 接軌的重要節

點；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路（TaiBON）長期累積與建立生物多樣性評估指標，可與全

球生物多樣性觀測網路（GeoBON）技術成果相互呼應。另一方面，臺灣猛禽研究會長

期致力於猛禽毒物宣導及死亡猛禽體內農藥、鼠藥和重金屬的檢測，這一工作可與全球

環保團體的倡議相結合，而瀕危物種保育上亦可思考與「零滅絕倡議團隊」（AZE）合

作，將臺灣在瀕危物種保育努力的成果與世界分享，進一步提升臺灣在國際生物多樣性

保護領域的影響力。未來可以這些既有的學術或科學研究網絡為基礎，擴大與各國際組

織合作的可能性，創造將臺灣生物多樣性成果與各國分享交流的機會。 

 

二、以國際保育趨勢為引導，研訂並推動「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 

（NBSAP）」，積極回應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依 GBF 修訂各國國內「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 （NBSAP）」，是本次會

議各國回應公約推動成果的重點。各本次大會的決議事項與各方關注的重要議題，均為

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提供更清晰的路徑，也將深刻影響各國保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我

國雖因特殊國際地位無法成為 CBD 締約方，但仍積極響應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多年

來，我國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國家生物多樣性工作，在多生物多樣性目標均已建立良好

基礎，針對國土生態保育空間規劃、社區與原住民參與、企業協力等項目上，已有多年

深耕或已預先籌備。 

由於 GBF 之 23 項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涉及多領域政策計畫與整合工具，爰我

國係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既有「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含生物多樣性永續發

展行動計畫）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參考各國 NBSAPs 架構，及政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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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彙整各部會現有相關政策計畫及專家意見，研訂我國「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

與行動計畫」，以系統性訂定執行目標及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並以臺灣永續發展委員

會架構為推動基礎，建立後續追蹤、監測目標指標及定期產製國家報告之管考與推動機

制，將生物多樣性工作納入各部會政策制度內落實執行，預計於 114 年度完成我國

NBSAP 之修訂。 

我國因非聯合國會員，取得國際會議與活動資訊的管道有限，故更須透過政府、學

界及民間相關單位帶動國人討論及關注。建議在完成我國 NBSAP 後，應就各項工作所

對應之全球目標及國際決議清楚說明，幫助產、官、學界全面了解這些目標的意涵及應

採取的行動。同時，針對我國選定的重要目標，應製作簡明易懂的指南，說明目標內涵、

指標意義及參與方式，提供各界清晰的方向與合作基礎。 

另有關民眾溝通，亦可參考哥倫比亞將生物多樣性融入城市景觀與日常生活的成功

經驗，將生物多樣性概念融入公眾生活，以提升全民意識，凝聚保育共識，促進全社會

的參與行動。 

 

三、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兩公約發展日益趨近，均有跨部會協同推動與擴

大部會參與相關國際會議之必要性 

氣候變化正在負面影響生物多樣性，而自然的喪失則在加劇我們氣候的破壞，降低

我們適應的能力。然而，遏制這些雙重危機的全球戰略，如 GBF 和《巴黎協定》，是在

兩個國際公約中分別制定的。這阻礙了同時應對這些交織的危機，因為目前缺乏連貫和

全面的聯合政策框架造成了執行差距，導致（i）某些問題未能被兩個計劃充分解決，以

及（ii）為應對一個危機而制定的解決方案可能會無意中加劇另一個危機。 

因近年各界關注到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兩者互為因果的本質，兩公約在議題關連

性與制度發展上日益趨近，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6 次締約方大會 （CBD COP16） 

與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9 次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9） 兩大峰會均再次肯認兩

者應協同推動，確認此為未來國際環境重要議題與發展趨勢。 

建議我國在研訂「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 （NBSAP）」時，應同時考量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內容與目標協同推動，並鑒於生物多樣性涉及各跨部會

業務工作，NBSAP 之實務工作仍須在永續會支持之下推動，以助於政府政策協同發展，

建議於永續會架構下研提後續推動之可行方案，以有效將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工作納

入各部會政策制度內落實執行。 

另本次會議亦可見生物多樣性議題與各部會的相關性，實不限於保育相關部門。如

此次大會各國企業參與規模明顯增加，國內企業亦有積極強化參與的趨勢，相關會議結

論不乏與企業息息相關，如要求企業使用 DSI 之收益繳交卡利基金等，因應未來我國企

業與會規模與產業發展，建議邀請經濟部後續可派員參團；又如原住民及當地社區（IPLC）

議題是 CBD 的重要核心，本次大會通過設立 IPLCs 常設附屬機構，將原住民及在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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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納入談判決議，未來也應觀察此決議對其他環境公約是否造成輻射效應，並建議原住

民族委員會派員積極參與、展現我國原住民族政策的重要成果。 

 

四、以資源永續利用與惠益分享為核心思維，公私協力推動生物多樣性，並

保障原住民與在地社區權益 

過去政府習以公權力維護國有森林資產，限制了生活在森林周邊的社區與原住民部

落的權利，甚而影響傳統永續資源利用的智識傳承，忽略了在地居民與傳統文化才是生

物多樣性得以有效維護的關鍵。 

近年來，臺灣的生物多樣性與森林管理政策已轉向促進資源永續利用與惠益分享，

強調原住民族與在地社區在保育中的核心角色。農業部林業保育署積極推動經營策略轉

型，自然資源管理已朝向兼顧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多目標經營模式，除尊

重提供在地社區與原住民的使用權利外，也致力以多元參與及傳統智識方式，確保自然

生態的永續利用，並公平分享自然資源所提供的有形和無形多元惠益。這些政策的改變

與調整，也更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內涵與此次COP16有關原住民族與在地社區（IPLCs）

參與的推進方向。 

 

五、運用我國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的強固基礎，發展評估指標與政策應用 

臺灣在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公開程度及應用潛力上具有優勢，尤其是 TaiBIF 及臺灣

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BIA）的資料庫已提供建構開放資料監測指標的堅實基礎。然而，

實際應用案例仍有限，應參考國土生態綠網等成功案例，推廣開放資料在保育政策中的

應用，並在 NBSAPs 中納入基於開放資料計算的國際通用監測指標，建立從數據收集到

指標應用的完整流程。 

為充分發揮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價值，建議將物種出現紀錄轉化為具體且量化的指標，

用於評估開發適宜性及保育需求。例如，可結合紅皮書瀕危等級、棲地圖層等資料進行

套疊分析，形成綜合指標，作為臺灣生態檢核流程的決策依據。同時，這些指標可應用

於企業 ESG 框架，協助量化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環境責任，並提供營運地點對物種多樣

性或瀕危物種影響的實質數據，支持減緩影響與保護措施的制定。 

設計監測框架時，應聚焦於具有高影響力且可行的指標，優先處理資源有限的關鍵

領域，並透過系統化協作與數據整合縮小不同生態系統間的監測差距。在資源許可的情

況下，可逐步涵蓋更廣泛的指標，推動我國在公民科學及開放資料領域的優勢，提升生

物多樣性資料於政策與保育行動中的影響力，並作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推動成效的重要科

學依據，回應國際保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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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 

為提升我國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方面的成效，建議優先盤點重要海洋及沿海棲地，

涵蓋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濕地及人工岩礁等生態區域，以及中華白海豚、露脊鼠

海豚、三棘鱟等瀕危物種的棲地。盤點後，可制定初步保護政策，推動示範計畫，並建

立 OECMs 的識別與實施流程。同時，加強陸域與海洋保護區的空間連結，促進生態系

統的連通性，這需要環境、生態及經濟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協力合作。 

在保護藍碳生態系方面，我國應強化濕地保護與科學研究，恢復受損的生態系統，

避免沿海地區的過度開發，並推動藍碳旅遊及永續漁業管理，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資源

永續利用。此舉不僅支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GBF）的實現，也有助於應對氣候

變遷挑戰。 

國際間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續利用已有共識，COP16 相關決議案明確指出

海洋、島嶼國家的施政方向，強調跨部門協作的重要性。對臺灣而言，需整合國發會、

海洋保育署、林業保育署、漁業署及原民會等單位，透過行政院的政策領導與中央層級

協調，避免治理碎片化問題。此外，制訂具體行動方案時，應積極納入地方社區參與，

以確保政策實行的在地化與成效。 

未來，「海洋－氣候－生物多樣性」關係將成為國際與跨部門治理的核心議題。我

國應參考 CBD 的協調模式，推動永續海洋倡議（SOI），透過全球與區域對話平臺強化

合作，並轉化國際目標為具體的國家行動。有效協調包括 BBNJ 協議等在內的國際海洋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將是應對全球系統性環境威脅的關鍵。 

 

七、強化企業、金融與多元族群參與，促成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全面推動 

CBD COP 15 通過的《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框架》中，GBF 行動目標 15 即明

確指出企業運營上應揭露自然相關風險，並採取行動、確保永續的生產模式，與此同時，

聯合國組織也於 2023 年正式發布「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建議」，協助企業評估和揭露與自然相關的風險，促進企

業採取更永續的經營模式，預期也將成為各企業 ESG 報告編撰的重要依循。 

由於近年國際上對企業與金融業陸續提出生物多樣性相關要求或規範，本次大會吸

引超過 3,000 家企業與會，較上屆企業參與數量成長翻倍，並有多場與財務、金融或商

業投資等議題有關的會議或活動，密切討論生物多樣性對企業與金融的互動關係，我國

亦有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首度以觀察員身分與會。另此次大會通過的「卡利基金」，將

針對 DSI 建立付費規範，恐影響我國製藥、美妝、保健等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未來生物

多樣性公約與國際財務金融規範的發展，值得密切注意。建議我國政府相關政策規範應

即早預作準備，針對企業與金融業參與生物多樣性工作提供必要之支持與協助。 

本次代表團參與 CBD COP16 的經驗，於會前、會中及會後均持續受到各界媒體與

商業演講邀請，顯示生物多樣性議題與保育發展趨勢日漸受到關注，其中又以企業的需

求最為殷切，應藉此影響效應，促進大眾理解與支持，帶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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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生物多樣性公約實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四大夥伴關係包括原住民與地方社群

（IPLCs）、非政府組織 （NGOs）、婦女團體（Women）、和青年團體（Youth）。這

四類角色也是在聯合國民間場合裡最具有發聲權益的組織。長期以來，臺灣的 NGOs 發

展蓬勃，而林業保育署近年更將部落與社區納入重要的在地保育夥伴，成為近年最重要

的政策推進。然而，臺灣的婦女團體與青年團體參與保育行動比率明顯偏低，顯見生物

多樣性的概念在新世代年輕人的重要性仍然未被凸顯。這兩年由新世代學生發起的年輕

組織，將「為野生動物而走」的公民運動帶上街頭，凸顯野生動物的保育價值，並引發

輿論和民意的重視，是臺灣極為少數也值得大家支持的青年團體。未來，這類由青年學

生發起的保育活動，將會是生物多樣性倡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教育部在生物多

樣性推動之中扮演的角色絕對無法輕忽，建議應加強對在地原生生態系的正確認知，督

促教育主管機關將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正式納入各級學校教材，甚至成為課綱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將會是未來與世界主流接軌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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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各項議題決定事項與討論內容 

（一）《公約》的行政管理和信託基金的預算 

在本次締約方會議中，各方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的工作計畫規模隨著

歷屆會議不斷擴大，而其相應的預算並未同步增長，包括提供會議設施、處理與會者註

冊、協助差旅及其他行政工作，並增加了編輯、翻譯，以及監督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需求。

此外，隨著《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通過，秘書處的職責範疇有所擴展，

締約方對其工作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在審議了秘書處準備的與《公約》行政管理和信託

基金預算有關的議程文件後，大會注意到根據 COP 第 15/34 號決議要求進行的秘書處

結構外部深入功能審查計畫未能於 2023 年實施。 

大會對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對自願信託基金的財政貢獻表達感謝，這些資金有效地支

持了發展中國家締約方以及原住民和地方社群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相

關活動。然而，會議也認識到開發中國家、特別是經濟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開發中國

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在參加《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會議時，由於缺乏穩定且

永續的資金來源，常面臨困難和產生負面影響，以下統整為十項重點： 

1. 締約方未支付 2023 年及以前年度會費：其中一些締約方從未支付過其會費，根

據聯合國採用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至 2023 年底，估計《生物多樣性

公約》損失準備金為 2,741,256 美元，卡塔赫納議定書為 583,172 美元，名古屋

議定書為 337,966 美元，並已從信託基金餘額中扣除，因此無法用於相關締約

方的利益。 

2. 敦促未付款締約方儘速繳納會費：要求未繳納會費的締約方儘速支付，並請求

執行秘書定期向《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的成員報告繳款狀況。 

3. 對未支付會費的締約方實施限制：確認對未支付會費兩年或以上的締約方，不

得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或其議定書會議的執行局成員或提名違規委員會成

員 

4. 付款安排協議：授權執行秘書與拖欠捐款超過兩年或以上的締約方達成支付協

議，該締約方同意根據其財務情況，在不超過六年內清償所有拖欠款項，並在

到期日按時支付未來的捐款，並在隨後的會議上報告該協議的實施情況。 

5. 發展中國家充分參與的重要性：重申開發中國家、特別是經濟最不發達國家和

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在會議中充分參與的重要性，並要求執行秘書考慮改善大會

執行效率的措施。 

6. 支持開發中國家締約方參與的資金安排：鼓勵發達國家及其他有能力的締約方

捐款支持開發中國家參與《公約》會議，並在資金短缺情況下，授權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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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用最大 50 萬美元的儲備金來支持開發中國家、特別是經濟最不發達國家和

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參與大會。 

7. 改善資金透明度和預算管理：請求執行秘書提供有關預算執行情況的詳細報告，

包括核心和志願信託基金的支出，並確保未來所有的締約方會議上都能向締約

方提供完整的預算資訊。 

8. 志願信託基金的管理：請求執行秘書每年 1 月提醒各締約方，需在《公約》締

約方會議及其議定書締約方會議召開前至少六個月向「促進締約方參與」的特

殊志願信託基金捐款，並在每年 12 月發出請求，為次年度所有相關會議籌集資

金，並提前向其他捐贈者發出捐款邀請。 

9. 加強與潛在捐贈者的合作：鼓勵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及其他有能力的締約方促進

秘書處與潛在的替代捐贈者（包括私人和慈善機構）進行合作，協助為符合條

件的開發中國家締約方提供資金，以便其能參加《公約》締約方會議、議定書

締約方會議及附屬機構的會議。 

10. 延長信託基金有效期：自聯合國環境大會第七屆會議起，信託基金的延長為行

政事項，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負責處理，無需會員國決議。為方便第

六屆和第七屆大會的過渡，所有現有的 UNEP 信託基金，包括 CBD 秘書處管

理的《公約》及其議定書的信託基金，延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二）NBSAPs 進展與國家報告（CBD/COP/16/L.25） 

COP16 的重點即是觀察有多少國家提交其「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s, NBSAPs），因其展現了各國在 2030 年

前將如何於其國內落實 GBF，以及在執行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困境或挑戰。理想的狀態

下，各國應提交完整的「國家目標」與「行動計畫」，迄今（2024/11/06）已有 44 國完

成這項工作（見圖 3），作為佐證國家生物多樣性目標執行的政策文件。然而，大多數

國家無法完成該項任務，以至於僅轉而提交部分的國家目標，約有 75 國採此一形式。

這也說明了，在會議結束前，CBD 之 195 個會員國之中，共有 119 國提交內容程度不一

的 NBSAPs，另外 76 國遲未能即時制定其國家生物多樣性政策。 

因此，COP16 最終就 NBSAPs 做出一決議「執行之審查：國家目標設定與國家生物

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更新的進展情況」（CBD/COP/16/L.25）9，除了祝賀（congratulates）

有按時提交的國家外，亦對尚未繳交之國家，採用語氣較為緩和之敦促（Urges）一詞，

請其儘速修改或更新 NBSAPs。此外，該決議亦要求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應依據各國國情及需要，即時向這些締約方提供支持，使他們能夠提出

                                                
9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in national target setting and updating of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c/293d/5660/34ecf5c8730668d39328089a/cop-16-l-25-

en.pdf 

https://www.cbd.int/doc/c/293d/5660/34ecf5c8730668d39328089a/cop-16-l-25-en.pdf
https://www.cbd.int/doc/c/293d/5660/34ecf5c8730668d39328089a/cop-16-l-2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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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APs。顯然，對很多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包括低度發展國或小島開發中國家，其缺

乏足夠的資源或能量以制定符合 GBF 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政策。 

雖然有多少國家繳交 NBSAPs 本身是值得關切的議題，但真正的觀察指標在於有多

少「巨型多樣性國家」（megadiversity countries）能即時制定其國家目標與行動計畫。目

前國際間共有 17 國被定義為巨型多樣性國家，其境內所涵蓋的總物種約佔全球 70%的

生物多樣性10。在談判之前，僅有只有澳洲、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及墨西哥等 5 國提

交其 NBSAPs，談判期間提交的國家包括 COP 16 主辦國哥倫比亞、印度、秘魯及委內

瑞拉等 4 國（見表二）。換言之，將近一半的巨型多樣性國家（扣除非 CBD 會員國之

美國外，另外的 7 國），顯然未能克服其國內障礙或整備相關資源，這顯示無論是一般

國家或是巨型多樣性國家，短期內難以積極履行於 2030年前落實GBF之國際保育承諾。 

 
圖 30 目前已繳交「國家目標」與 NBASPs 之國家統計圖11 

 

表二、17 個巨型多樣性國家之 NBSAPs 繳交情形一覽表 

 已提交的巨型多樣性國家 未提交的巨型多樣性國家 

1 澳洲 巴西 

2 中國 剛果 

3 印尼 厄瓜多 

4 馬來西亞 馬達加斯加 

5 墨西哥 巴布亞扭幾內亞 

6 哥倫比亞 菲律賓 

7 印度 南非 

8 秘魯 美國（非會員國） 

9 委內瑞拉  

                                                
10
 巨型多樣性國家包括澳洲、巴西、中國、哥倫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厄瓜多、印度、印尼、馬達加

斯加、馬來西亞、墨西哥、巴布亞扭幾內亞、秘魯、菲律賓、南非、美國、及委內瑞拉。See 

https://www.biodiversitya-z.org/content/megadiverse-countries 
11
 有關各國 NBSAPs 的提交進展及其詳細內容，可見 On-line Reporting Tool for NBSAPs and National 

Reports：https://ort.cbd.int/dashboard#0.4/0/0 

https://www.biodiversitya-z.org/content/megadiverse-countries
https://ort.cbd.int/dashboard#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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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NBSAPs 的另一個觀察面向在於，共 44 國繳交完整 NBSAPs 的內容是否具可

行性，包括評估其所擬定的具體行動計畫、監測指標，以及相關之方案評鑑或審查機制。

然而，各國多以其國家官方語言撰寫 NBSAPs，使得 COP16 與會人士與其他研究者無法

有效比較目前已提出之 NBSAPs 間差異12。此外，此次 COP 16 未能就 GBF 的監測指標

框架及審查機制達成共識，這可能會嚴重阻礙後續各國之 NBSAPs 的執行、監測及審查

等議題。 

但此決議仍彰顯了 COP16 對 KMGBF 框架在生物多樣性監測與推動上的重視，並

強調了跨部門協作和資源分配的重要性，確保在各國能順利推行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與相關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計畫。 

 

（三）監測指標及框架（CBD/COP/16/L.26） 

本次締約方大會，此主題係以「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Planning, 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Review; PMRR）」為主軸來討論。 

GBF 之落實除了有賴各國提出具體的 NBSAPs 外，更重要的是，應當建立起一個以

指標（indicators）為主體的監測框架，以作為檢視各國落實 GBF 之衡量基準。建立 GBF

之指標是一個極具挑戰之任務，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必須為 4 個長期目標和 23 個行動目

標各自訂定出可以衡量的量化標準外，還必須涵蓋其涉及質化的內容。否則，就會出現

如 2010-2020 期間愛知目標 11 備受批評的問題：各國競相劃設（海洋）保護區以滿足量

化目標（陸域 17%、海域 10%），而忽視該目標中的質性成分13。顯然，制定出一個能

涵蓋多面向之監測框架，將成為各國生物多樣性政策有效性評鑑之基礎14。此亦為 CBD

第 7 條所明確要求應進行之工作。 

然而，指標作為一種資訊工具，不僅僅涵蓋了生態或環境之數據，還涉及到複雜的

社會－經濟考量。而 GBF 的 23 個目標本身，即展現整個生物多樣性議題領域中的龐大

且複雜之面向，換言之，生物多樣性議題領域所涵蓋不僅止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還

涉及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等開發中國家的永續發展，以及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等

議題15。對此，2022 年 COP15 即通過決議（CBD/COP/DEC/15/5），決定設立一個特設

技術專家小組（ad hoc technical expert group, AHTEG，又稱 AHTEG on Indicators），就

                                                
12
 無可厚非的是，聯合國官方語言本身多達六種：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羅斯、以及西班牙

文。因此，並沒有要求各國以統一的語言繳交其 NBSAPs。 
13
 Woodley et al. (2012）. Meeting Aichi Target 11: What does success look like for protected area systems? 

Parks 18:1, 23-36; Barnes et al. (2018）. Prevent perverse outcomes from global protected area policy.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3:2, 759-762.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8-0501-y 
14
 有關建立 GBF 監測框架的重要性，見 CBD 官網之介紹：https://www.cbd.int/gbf/related/monitoring. 

15
 此反映了整個 CBD 的三大目標，見公約第一條：「本公約的目標是按照本公約有關條款從事保育生

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包括遺傳資源的適當

取得及有關技術的適當轉讓，同時需顧及對這些資源和技術的一切權利，以及提供適當資金」。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8-0501-y
https://www.cbd.int/gbf/related/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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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F 所附帶之指標及監測框架進行討論16。AHTEG 在兩年內共召開六次會議，並提出

其建議的指標及監測框架，作為締約國於 COP 16 的談判基礎。 

在 COP16 談判期間，監測框架一直是爭論的核心。因為每一項指標的確立（特別是

標題指標和二元指標），代表的就是國家應當施行的政策和報告的工作項目。因此，哪

一些指標應當列入國家有報告義務之標題指標和二元指標，或是移到國家可選擇性報告

之組成指標或補充指標中，成為各國角力的重點。此外，很多環境或生態議題涉及到數

據的蒐集及整理，這反映國家的監測及財務能力。因此，對很多開發中國家而言，「指

標及監測系統」與「資源調度和財務機制」，其實是一體兩面的議題17。在最後談判之

際，剛果民主共和國提出將包括監測系統在內之規劃、監測、報告及審查與資源調動和

財務機制等議題構成一個組合，以求一併通過，此提議亦獲得他國支持。 

最後，關於 GBF 監測框架的決定草案（CBD/COP/16/L.26）和關於 PMRR 機制的決

定草案，包括將在 COP 17 和 19 上作為主席提案編寫的 GBF 集體實施進展的全球審查

文件（CBD/COP/16/L.3318）等，因締約方會議暫停而未獲通過。此一結果，將不利於追

蹤與評鑑各國是否有具體落實 GBF 之各項目標。此外，由於缺乏明確指標，目前顯然

無法指導各國應當制定和報告哪些詳細的施政及工作項目。這對國際間如何避免重蹈愛

知目標的覆轍，進而於 2030 年前有效履行 GBF 承諾，勢必有其潛在負面影響。 

 

（四）野生動物管理 

野生動物的永續管理對全球生態系統的穩定至關重要，也關乎數十億人生活的依存

基礎。據統計，全球約 40 億人依賴野生動物資源，然而因過度開發和非法交易，野生

物種數量急劇減少。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指出，全球四分之一的野生物種正

面臨瀕危，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資金、技術及人力資源上面臨嚴重挑戰，

難以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長期以來與自然和諧共生，深知資源的

脆弱與珍貴，但他們的知識和參與度往往在政策制定中被忽視。 

1. 建立合法與可追溯的貿易體系，防止過度開發與非法交易 

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野生物種的永續利用，各國應建立合法、透明且可追溯的

貿易體系，以嚴厲打擊非法交易，減少對野生物種的不正當需求。這需要各國在法律

上加強野生物種的利用管理，並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分享貿易資料與追蹤資訊，確

保跨境貿易符合永續原則。各國還應加強監測和執法，確保野生物種的利用在合法範

圍內，並不超過物種的再生能力。為增進保護意識，各國需推動教育和意識提升活動，

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 

                                                
16
 有關 AHTEG on Indicators 的介紹及工作進程，見：https://www.cbd.int/gbf/related/monitoring/ind. 

17
 相關分析見 https://www.carbonbrief.org/cop16-key-outcomes-agreed-at-the-un-biodiversity-conference-in-

cali-colombia/ 
18
 https://www.cbd.int/doc/c/1ca5/6162/c3e6fc8710431d1ecae860ff/cop-16-l-33-zh.pdf  

https://www.cbd.int/gbf/related/monitoring/ind
https://www.carbonbrief.org/cop16-key-outcomes-agreed-at-the-un-biodiversity-conference-in-cali-colombia/
https://www.carbonbrief.org/cop16-key-outcomes-agreed-at-the-un-biodiversity-conference-in-cali-colombia/
https://www.cbd.int/doc/c/1ca5/6162/c3e6fc8710431d1ecae860ff/cop-16-l-3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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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保原住民族、地方社區及弱勢群體的多元參與與公平待遇 

本決議呼籲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建立多元的參與機制，保障原住民族、地方社區

和弱勢群體的權益。政策應納入傳統生態知識與科學研究，使管理措施能反映地方文

化和生態需求。這樣的多元參與機制可提升政策的適應性和公平性，確保利益的公平

分配，避免因經濟差異造成的不平等。各國政府應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幫助這些群

體有效參與管理和保護，這不僅有助於保護生物多樣性，還有助於改善當地社區的生

計和福祉。 

3. 提供資金與技術援助，支持發展中國家建構監測和管理體系 

發展中國家在野生物種管理方面面臨資源和技術的雙重挑戰，需各國及國際組織

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國際間應推動技術轉移，協助發展中國家培養本地監測技術人員，

增強其在野生物種保護方面的能力。透過跨國合作或公共-私營合作，各國可支持發

展中國家建立區域性監測網絡，促進資源和資料共享，並提升其監測能力，確保野生

物種的資料準確性與管理成效。 

4. 支援教育與社會意識的提升 

本決議鼓勵各國推動永續利用野生動物的教育與意識提升活動，加強大眾對於生

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認識。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強化教育，培養其生物多樣性保護

意識，提升社會各界對野生物種保護的支持。教育活動的推廣不僅有助於促進永續觀

念，也能引導大眾參與保護行動，推動社會共同支持永續利用野生物種的目標。 

5. 應對氣候變遷與外來入侵物種的威脅 

為應對氣候變遷和外來物種入侵對野生資源帶來的衝擊，本決議呼籲各國採取綜

合政策，減少氣候變遷對野生物種的長期影響，並阻止破壞性外來物種的引入。各國

應建立有效的監測和防控機制，確保生態系統的穩定，保護本地生物多樣性，並避免

生態失衡。這樣的政策有助於實現永續發展，同時讓本地物種和棲地在面對氣候變遷

和物種入侵威脅時保持韌性。 

 

（五）外來入侵種管理（CBD/COP/16/L.4） 

本次 COP16 會議上，針對外來入侵物種的決議回應了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五大直接驅

動力之一，強調了國際合作、能力建立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支援的迫切需求。該決

議提出了管理外來入侵物種的指南，涵蓋了與電子商務、多準則分析方法學等相關的挑

戰，以加強對入侵物種管理的應對。 

重點項目如下： 

1. 加強政策與國際合作 

為了有效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建議各國依《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行

動目標 6，更新國內的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這不只是各部門的事，更需要環

保、農業、經濟和衛生等多部門的共同努力。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需要技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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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培力的支持。我們也應建立更好的國際資料共享平臺，讓資訊流動順暢，提升全

球應對外來入侵物種的整體能力。 

2. 增強知識與資料管理 

附件五強調，了解物種的分布、特徵和影響，對制定應對策略非常重要。建議建

立標準化的國際資料庫，如《全球引進和入侵物種登記冊》，讓資料共享成為可能，

尤其是針對海洋物種、無脊椎動物等不夠了解的物種。這樣能幫助各國在風險分析和

管理決策上更加精確，並促進全球資料的流動和互通，支持國家培力和資金募集。 

3. 加強財政與技術支持 

決議強調，穩定的財政資源是長期管理外來入侵物種的基礎，呼籲已開發國家增

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涵蓋培力、技術轉讓等需求。支持早期偵測與快速反應

系統，以防止新物種的入侵，並建立長期的資金機制，確保管理行動的延續性和整體

效能。 

4. 推動技術創新與方法改進 

附件提供多種方法建議，如成本效益和風險管理措施，建議各國應用這些技術指

導，提升管理措施的科學性。特別建議利用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加強對電子商務、

海運、航空等途徑的管理，並促進技術轉讓以應對外來入侵物種的挑戰。 

5. 促進社會參與與公共意識 

附件四指出，外來入侵物種管理需要廣泛的社會參與。建議婦女、青年、原住民

和地方社區積極參與，用他們的傳統知識和實踐經驗提升管理效率。透過宣傳教育活

動，提高大眾對外來入侵物種的認識，促使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 

  在最終決議（CBD/COP/16/L.4）中，締約方會議歡迎 IPBES 關於《外來入侵物種及其

控制的專題評估報告（Thematic Assessment Report on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nd their 

Control; IAS）評估》19，包括其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摘要和關鍵訊息，並指出其與根據

CBD 和 GBF 實施開展的工作的關聯性。 

此項決議尚包括建立新資料庫及改進跨境貿易規範，以有效彌補現行管理入侵物種

風險的不足。並且，強化與電子商務平臺的協作，旨在防止入侵物種的引入與擴散，進

而達成《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目標。強調跨部門和協作的方式作為生物

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在全球尺度上採取積極的戰略，以防止入侵物種對生態系統的威脅。 

COP 亦強調，獲得充足和持續的財政和其他資源可以鞏固並提高生物入侵長期管理

行動的有效性。決議中批准了在 IAS 特設技術專家小組（AHTEG）的工作基礎上制定

的自願指南附件，並透過同行評審流程進一步補充，以支持 GBF 的實施；並敦促締約

方利用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更新和實施的自願指導要素，並為國家和國家以

下各級的 IAS 管理行動提供資訊。 

                                                
19
 https://www.ipbes.net/ias  

https://www.ipbes.net/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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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要求秘書處透過國際會計準則機構間聯絡小組進一步加強相關組織之間的合

作；舉辦線上論壇，促進相關資訊和經驗的交流，並在科諮機構今後的會議上報告進展。 

 

（六）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CBD/COP/16/L.24） 

COP16 會議中強調，透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來應對生物多樣性喪

失與氣候變遷的雙重危機之迫切需求。主要重點包括： 

1. 科學與政策整合：會議強調需加強國家層級的科學與政策的銜接，尤其是透過 IPCC

和 IPBES 的報告，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問題制定一致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2. 國家協調：因政策分散與資金有限，整合國家生物多樣性與氣候策略成為一大挑戰。 

3. 能力建構與利益相關者參與：提升地方層級的能力建設，以及與當地社區、原住民

和私人企業的協作，對於有效推行生物多樣性與氣候政策至關重要。 

4. 技術與數據應用：會議討論了在生態系監測及資料驅動決策中的技術應用，同時提

醒不可將技術視為單一解決方案。 

5. 地球工程的風險：COP16 強調了地球工程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建議在跨境應用

這些技術時需謹慎行事。 

最終決議（CBD/COP/16/L.24）中，COP注意到《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的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6）和《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IPBES）的第十次決定促進與 IPCC 的進一步合作。COP 敦促締約方在實現 GBF 目標

8 和 11 及相關目標時： 

1. 確認並最大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行動之間的潛在協同效應； 

2. 考慮在其修訂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及相關國家目標中整

合和推廣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及/或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方式、非市場化方法及以

地球母親為中心的氣候適應、緩解和災害風險減少行動； 

3. 考慮價值、世界觀和知識系統的多樣性，以確保尊重、保護、促進和實現人權的情

境相關行動。 

COP 鼓勵締約方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工具和訊息，在實施 GBF 時考慮氣

候變遷及相關政策對生物多樣性現有和預期的影響。COP 呼籲 COP16 主席與 COP29 和

30 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主席就加強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多

邊協作進行磋商；並請求秘書處： 

1. 促進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多邊環境協定（MEAs）、組織和過程的協同及密切合作，

以綜合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遷及土地和海洋退化； 

2. 促進各締約方及其他相關方合作，實施能力建設並提升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遷

之間關聯的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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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 UNFCCC 秘書處、聯合國海洋科學永續發展十年計畫秘書處及聯合國海洋事務

和海洋法司（UNDOALOS）合作，探討綜合應對海洋-氣候-生物多樣性連結的機

會，以實現 GBF 目標； 

4. 開發自願指導方針的補充內容，為氣候變遷減緩和適應的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及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方式提供指導工具； 

5. 制定在氣候變遷背景下進行保護和恢復的指導方針和工具。 

以下則是 COP16 中關於本主題的三個重要要點，締約方、合作夥伴、利益相關者和

公眾應在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上考慮這些要點： 

1. 多邊層面播下協同效應的種子 

第 16 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決定（見附錄七），其中重要提到了海洋－氣候－生物多樣性的關係。案文特別呼籲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6 次締約方會議、《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9 次締約

方會議和第 30 次締約方會議主席加強多邊協調。該決定還要求《生物多樣性公約》

執行秘書邀請締約方、觀察員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在 2025 年 5 月之前）提交他們對

增強政策一致性的方案的看法，包括裡約三公約（即《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潛在聯合工作計畫和《防治沙漠化公約》）。 

在通過的另一項決定中，締約方同意改進確定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

（EBSA）的程序，這反過來將有助於努力確定和保護海洋中最關鍵和最脆弱的部分。 

2. 在國家層級發揮綜效 

國家層面的雄心與行動應展現多邊層面所達成的共識。本次參加高級別部長級會議

及多場平行活動的與會者一致認同，必須在國家層面上激發並充分利用里約三公約執行

過程中的協同效應。 

幾場平行和會外活動深入探討了在國家實施《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和

《巴黎協定》過程中實現政策一致性和協同作用所需的條件。打破在氣候變遷和生物多

樣性喪失以及沙漠化和土地退化和污染問題上工作的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隔閡似乎是必

須的。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的製定和實施必須與其他多邊環境協議

（MEA）下的規劃工具聯繫起來，包括即將於2025年初到期的國家自主貢獻（NDC 3.0）。

在舉行的部長級辯論中，CBD 執行秘書呼籲對國家實施採取整體 MEA 方法。 

3. 關於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的緊急行動必須具有包容性，並應吸取過去的教訓 

對能源轉型所需的關鍵礦物的競爭可能會導致長期存在商品依賴，加劇地緣政治緊

張局勢以及環境和社會挑戰，包括對生計和生物多樣性、健康、人類安全和人權產生不

利影響。在 COP16 會議上引起共鳴的一個重要訊息是，經濟脫碳不能以犧牲自然和人

類為代價。人權必須繼續支持協同追求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目標。 

整個政府、整個社會的方法（KMBBF 的實施宗旨）至關重要，因為它釋放了國家在

資源、行動、創新和知識方面擁有的一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青年和婦女的參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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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義的。偷工減料會讓世界倒退。由科學和全社會努力推動的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協

同作用將使世界更接近與自然的和平。 

 

（七）遺傳資源取得及惠益分享（ABS）（CBD/COP/16/L.32.Rev.1） 

旨在公平、公正地分享遺傳資源利用所產生惠益（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

的《名古屋議定書》是 COP16 各締約方主要爭論之議題。經過激烈之討論，在最終決議

（CBD/COP/16/L.32.Rev.1）中，締約方會議通過了多邊機制的運作模式，包括全球基金

『Cali Fund （卡利基金）』，以公平和公正地分享遺傳資源之數位序列資訊（DSI）之

惠益。該決議將進一步探討多邊機制的模式，包括考慮產品和服務的可能的額外模式，

以及使 DSI 公開可用和可獲取的新工具和模式。 

該決議附有多邊機制的運作方式，包括多邊機制的範圍，並強調多邊機制下遺傳資

源 DSI 的所有使用者應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分享其使用所產生的惠益。在商業活動中直

接或間接受益於遺傳資源的 DSI 使用者應根據其規模向全球基金繳納其利潤的 1%或收

入的 0.1%（as an indicative rate/作為指示性的比例）。 

這些方式還包括非貨幣惠益分享以及營運資料庫的實體以及依賴 DSI的工具和模型

的規定。決議邀請締約方和非締約方根據國家立法採取行政、政策或立法措施，以誘導

直接捐款至卡利基金。 

卡利資金應以公平、公正、透明、負責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方式分配，並應支持發展

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生物多樣性公約》

的目標。為實現透明分配，並根據國情，資金分配的方式將由 COP17 確定，該全球基

金中至少一半應支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包括這些社區內的婦女和青年）的需求。COP

可能會撥出一部分資金來支持能力建構。該基金將由聯合國在締約方會議的授權下透過

聯合國多夥伴信託基金辦公室進行管理。 

此多邊機制將以與其他 DSI 國際 ABS 文書相互支持和適應的方式實施。從 COP18

開始，將定期檢視包括全球基金在內的多邊機制的有效性。 

 

（八）生物多樣性服務價值（CBD/COP/16/L.19） 

本次締約方大會，關於生物多樣性服務價值係以「生物多樣性多元價值（Diverse 

Values of Biodiversity）」的主題來討論。 

重要進度包括：10 月 21 日，第二工作小組 WG II 審議了該項目，並同意應制定 CRP

（conference room paper）。10 月 31 日，第二工作小組向 CRP 發表講話，同意支持和發

展參與性過程，以促進各種永續發展途徑。玻利維亞提議設立一個不同價值體系

（different value systems）的工作計劃，以檢討不同的世界願景和價值觀。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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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作小組恢復審議 CRP（CBD/COP/16/WGII/CRP.5）關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

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有關自然價值的評估結果，特別是《關於自然及其惠益的多

種價值的多樣化概念的方法學評估：包括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regarding the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of 

nature and its benefit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ervices）》20。玻

利維亞同意就有關自然不同價值的擬議工作領域的措辭達成妥協。11 月 1 日，全體會議

通過決定。 

在決定（CBD/COP/16/L.19）中，締約方會議鼓勵締約方和其他各方在 CBD 和 GBF

實施過程中，利用 IPBES 的多樣化價值觀和自然評價的方法評估報告，包括在政策制定

和決策中：認識和整合不同的知識和價值系統、評估方法和概念、以及自然的世界觀。

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確保原住民和在地社區（IPLC）及其他各方的不同價值觀和

知識體系，充分和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中。 

 

（九）商業與生物多樣性（CBD/COP/16/L.34） 

此次會議備受矚也高度爭議的重點議題－資金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最終

雖尚未議決，但根據目前的最終文件（CBD/COP/16/L.3421 Resource mobilization），再

次強調鼓勵並促使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國內公司和金融機構，能夠定期監測、

評估並透明地披露其對生物多樣性的風險、依賴和影響，以符合 GBF 目標 15，包括通

過與自然相關的披露框架和報告標準（TNFD）。 

 

（十）科技發展及合成生物學（CBD/COP/16/L.21） 

在決議 CBD/COP/16/L.21 中，締約方會議決定制定合成生物學領域能力建構、技術

轉移和知識共享的專題行動計畫，並建立新的合成生物學特設技術專家小組（AHTEG）。

該專家小組將邀請締約方和其他各方提交資訊以支援專題行動計畫的編制，以及與合成

生物學相關的優先領域的資訊，並求秘書處，編寫專題行動計畫，供科諮機構和履行機

構進行同行審查和審議，委託對與 GBF 相關的合成生物學應用進行獨立科學研究、綜

合提交資料、並召開線上論壇來支援特設技術專家組。特設技術專家小組將審查和綜合

提交資料的彙編和線上論壇的成果，確定合成生物學當前和潛在的好處及其對 CBD 目

標和 GBF 實施的潛在積極和消極影響，以提供能力建構建議，並編寫一份報告供科諮

機構審議。 

 

                                                
20
 https://www.ipbes.net/the-values-assessment  

21
 https://www.cbd.int/doc/c/e25c/140d/770a8d08c362c16a10b9c5ad/cop-16-l-34-en.pdf  

https://www.ipbes.net/the-values-assessment
https://www.cbd.int/doc/c/e25c/140d/770a8d08c362c16a10b9c5ad/cop-16-l-3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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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海洋及島嶼生物多樣性（CBD/COP/16/L.17）（CBD/COP/16/L.8） 

COP16 會議商定了一個新的、不斷發展的進程，以確定具有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

區域（EBSA，請見附錄八），商定了新的機制來確定新的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

洋區域並更新現有的機制，確保這些領域的資訊編目能夠支援利用最先進的科學和知識

進行規劃和管理。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工作

於 2010 年開始，該區域確定了海洋中最關鍵和最脆弱的部分，並成為海洋相關工作的

核心領域。由於法律和政治問題，該計畫的持續開發被阻礙了 8 年多。 

在此背景下，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可以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正在採取重大步驟實施 30x30 保護區目標，並為未來實施國家管轄範圍

以外海洋生物多樣性新協議做好準備。 

以下說明與本主題相關之兩項議案討論內容： 

1. 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根據 11 月 1 日第二工作小組 CBD 聯繫小組會議所提出的《締約方議程第 20 項海

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樣性討論案決定草案》，該討論案強調海洋和沿海

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樣性對於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重要

性。以下為本討論案的主要議題摘要： 

1.1 人為活動及海洋廢棄物 

各締約方應加強對海洋和沿海區域退化範圍及程度的理解，並深入研究海洋和沿海

生態系的復育挑戰。應借鑑不同生態系、部門及規模的經驗，積極推動海洋和沿海區域

的生態恢復。同時，注意到目前海洋、沿海及島嶼生物多樣性未能充分落實，因此需要

加強資金支持、基礎建設發展、科技合作及技術轉移，特別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援，

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強調應通過國際、國家及企業合作，以有效、及時

且便捷的方式增加資金支持，從而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 14 和

15。 

各締約方應防止傾倒廢棄物及其他有害物質污染海洋，並應評估海事技術工程對海

洋生物多樣性的潛在危害，採取預防措施。對海洋廢棄物（包括塑料污染）等問題，敦

促各締約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並在談判過程中納入《昆明-蒙特婁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目標。此外，應強化對於防止外來物種入侵的防範措施，並鼓勵各締約

方接受或加入《國際船舶壓載水和沉積物控制和管理公約》。 

1.2 氣候變遷 

本會議強烈關切大規模珊瑚白化事件的頻發及珊瑚礁的不可逆消失風險，重申生物

多樣性與氣候變遷密切相關，並強調必須盡快落實《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目標 8。會議鼓勵各締約方及其他國家接受並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針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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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範圍外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協定，並加速執行珊瑚礁及相關生態系保護行

動。 

各締約方應計劃、監測、恢復並有效管理海洋和沿海生態系（如紅樹林、海草、珊

瑚礁等），並強化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促進島嶼生態系統的恢復。應消除外來入侵物

種，並通過 MPA（海洋保護區）和 OECM（其他有效的保護措施）等方式減少災害風

險，並促進氣候變遷的減緩與適應。同時，應持續關注海洋酸化與暖化，特別是當其與

其他壓力源結合時對珊瑚礁、紅樹林及海草床的影響，並增強易受影響生態系的復原力。 

1.3 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鼓勵各國減少海洋及沿海區域與受威脅、瀕危及脆弱野生動物的衝突，並執行對海

洋及沿海物種的遺傳多樣性進行評估、監測和保護。各締約方應深入瞭解海洋中層、深

海及底棲生態系統及其相互關聯，並支持海洋及沿海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永續利用。應加

強陸域、淡水系統、地下水及廢水管理的整合，提升對有害污染風險的管控，利用 MPA

和 OECM 等方式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應納入漁業及水產養殖業的主流工作，

推廣友善的生物多樣性養殖方式，避免對重要物種的負面影響。 

此外，應提升人口稠密地區居民對海洋生態系健康與人類福祉貢獻的認識，加強宣

導。還應強化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海底

管理局等組織的跨部門合作。 

1.4 區域和全球範圍的海洋倡議合作 

推動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需要通過永續海洋倡議來加強國家政府與相

關組織（包括區域海洋組織與區域漁業機構）之間的合作。為加速實現 2030 年《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邀請多方機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聯合國

海洋事務部門等）加強區域和全球範圍的合作，共同為監測和報告框架的執行做出貢獻。 

1.5 原住民和當地社區支持 

強調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關鍵角色，並依據《聯合

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等國際法律，采取措施保護生態系統。應在事先取得原住民和當

地社區的知情同意後，利用科學技術和傳統知識來保護海洋和島嶼生物多樣性，並確保

利益的公平分享。鼓勵各締約方通過公約議定書和其他倡議，為原住民社區提供資金、

技術支持和合作機會，確保所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婦女、兒童、青少年及身障人士）

能充分參與決策過程，並保障人權。 

2. 關於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學意義的海洋區域的進一步工作 

根據 10 月 30 日第二工作小組 CBD 聯繫小組會議所提出的議程第 20 項討論案，關

於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後續工作，認為這些區域對於實現《昆明-蒙特

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的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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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保護與永續利用協定至關重要。此討論案於 11 月 1 日的締約方大會第 2 場全

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以下是該決議案的主要議題摘要： 

2.1 延長非正式諮詢小組任期 

決定延長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非正式諮詢小組的任期，並要求執行

秘書根據決議 XIII/12 和決議 14/9 附錄 III 的條款，明確非正式諮詢小組的工作範圍，並

協助其工作順利進行。 

2.2 強調科學與技術性質 

強調修改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及定義新區域，僅限於科學和技

術性質的工作，這些修改不涉及任何國家、領土、城市或區域的法律地位、當局或邊界

劃定。這些修改不具有經濟或法律含義，且基於本決議所採取的任何行動不應影響，亦

不應被用作主權、主權權利或管轄權主張的依據。 

2.3 持續推進區域標準修訂 

要求執行秘書在財政資源允許的情況下，根據非正式顧問小組的建議，並與科學、

技術等附屬機構協商，繼續推動調整海洋區域的生態標準，並通過舉辦更多的國際研討

會來確保成果不會損害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國際程序。 

2.4 邀請各方合作與促進參與 

邀請締約方、其他政府、相關政府間組織、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共

同合作，推動上述措施的落實。同時，要求執行秘書協助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專家、婦

女和青年組織參與，並鼓勵運用傳統知識。 

2.5 採納修改方式 

採納附錄中有關修改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及新區域標準的方式，

並要求執行秘書推動這些措施的實施。 

2.6 十年後進行效果評估 

要求執行秘書在本決議通過後十年對其實施效果進行評估，並將結果提交給科學、

技術和附屬機構審議。 

2.7 確認潛在的協同效應 

認可附錄中所規定的協同效應，並強調未來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範

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協定之間的協同關係，並尊重每一法律文書

和框架的任務與管轄範圍。 

2.8 制定同行評審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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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執行秘書根據科學、技術和附屬機構的審議，制定有關符合具有重要生態或生

物意義的海洋區域（EBSAs）標準修訂及新區域標準的同行評審指導方針。 

而後，COP16 通過三項決議： 

1. 通過決議「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CBD/COP/16/L.17）22。該決議強化 CBD 執行秘書及其秘書處未來在涉及海

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議題上的協調角色，包括與 BBNJ 協議及其他涉及海洋議題

之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進行合作，以有效落實 GBF。 

相關細項包含： 

(1) 承認 BBNJ 協議的通過； 

(2) 呼籲各方加速對珊瑚礁和相關生態系統的優先行動； 

(3) 鼓勵締約方及其他政府批准或加入《船舶壓艙水和沉積物管理公約》； 

(4) 記錄需額外關注的缺口和工作領域，支持 GBF 的實施。 

2. 通過決議「關於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學意義的海洋區域的進一步工作」

（CBD/COP/16/L.8）23。歷經了 8 年的談判，COP16 終於通過該決議，採納了

新的辨識「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學意義的海洋區域」（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 EBSAs）的科學標準。這項新的科學共識有助於推動海

洋保育工作，包括協助各國政府或國際政府間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辨識具有重要價值的海洋生態系統，以及強化 CBD 秘書處對

於各關鍵海域之生態或生物學等資料的蒐集、彙整，及共享機制的建立。 

相關細項包含： 

(1) 延長 EBSAs 非正式諮詢小組的任期； 

(2) 通過 EBSAs 描述修改及新區域描述的操作模式； 

(3) 承認 EBSAs 描述過程與 BBNJ 協議實施之間潛在的協同效益； 

(4) 要求秘書處制定自願指導方針，以進行符合 EBSAs 標準區域的描述的同

行評審。 

3. 通過決議「生物多樣性及氣候變遷」（CBD/COP/16/L.24）24。該決議雖是指涉

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系統性威脅，但卻有 8 段的內容提及海洋議題。此外，

決議明確指出「海洋－氣候－生物多樣性」的連結關係（ocean-climate-

biodiversity nexus），並要求 CBD 執行秘書應與其他的國際組織/機構合作，以

整合性方式（integrated manner）處理該議題，以期實現 GBF 目標。 

綜觀這三項決議內容，另有兩點值得觀察： 

                                                
22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and of island biod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c/a3db/18e3/93b0f249f3fe554208c6fc28/cop-16-l-17-en.pdf 
23
 “Further work on 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c/c229/9a54/cd9d051ab9a700736a73f2f4/cop-16-l-08-en.pdf 
24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c/0e90/5901/8f0161248348f0f8de760f20/cop-16-l-24-en.pdf 

https://www.cbd.int/doc/c/a3db/18e3/93b0f249f3fe554208c6fc28/cop-16-l-17-en.pdf
https://www.cbd.int/doc/c/c229/9a54/cd9d051ab9a700736a73f2f4/cop-16-l-08-en.pdf
https://www.cbd.int/doc/c/0e90/5901/8f0161248348f0f8de760f20/cop-16-l-2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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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BD 執行秘書及其秘書處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上的重要協調角色 

首先，CBD 執行秘書及其秘書處未來將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議題

上，扮演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具體而言，COP16 決議責成 CBD 執行秘書必須展開

與其他國際機構或組織間的協調或合作，以有效促進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工作，進

而落實 GBF 目標。這些合作對象包括 BBNJ 協議、UNFCCC 秘書處、聯合國秘書處

海洋事務及海洋法司（UNDOALOS）、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UNEP）、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s）、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

由於海洋治理一直存在部門性導向（sectors-based）或破碎化（fragmentation）管理的

問題，缺乏明確的橫向協調機制，致使海洋保育工作無法有效地推進或予以整合。此

次 COP16 決議顯然試圖強化 CBD 秘書處的角色，使其成為海洋領域中跨部門機關/

構間的潛在樞紐（hub）。 

表三、決議中賦予 CBD 執行秘書及其秘書處之協調任務一覽表。 

決議「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CBD/COP/16/L.17） 

第 10段 請執行秘書在資源允許情況下，就本決定附件所列問題加強與主管國際組

織、包括區域或次區域組織的合作和協作，根據各自的權限： 

（b）加強努力、防止過度捕撈以及非法、未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以支

持執行 GBF和 SDG目標 14，認識到海洋、沿海和島嶼生態系統在維護海洋

生物多樣性和糧食安全的關鍵作用。 

第 11段 又請執行秘書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酌情繼續與聯合國秘書處海洋事務和海

洋法司（UNDOALOS）以及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區域具有管轄權的組織

合作，召開一次專家研討會，討論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開展特定領域的

科技工作、包括跨部門領域工作的機會，以促進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利用。 

第 12段 請執行秘書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b）繼續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司、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海底管理局、區

域海洋公約和行動計畫、區域漁業機構、大型海洋生態系統專案和方案、其

他相關聯合國機構、國際組織和區域倡議開展的進程協作，按照各自的任務

授權，加強區域和全球範圍的跨部門合作，包括通過永續海洋倡議

（Sustainable Ocean Initiative, SOI）與各區域海洋組織和區域漁業機構的全

球對話，支援 GBF的執行。 

決議「生物多樣性及氣候變遷」（CBD/COP/16/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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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段 請執行秘書，在支援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等活動時，促進與生物多樣性

有關的多邊環境協定、組織和進程之間的協同增效和更密切的合作，促進採

取統籌辦法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以及土地和海洋退化。 

第 16段 還請執行秘書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秘書處和聯合國為永續發展海

洋科學十年秘書處以及聯合國秘書處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司合作，探索以整合

性方式處理海洋－氣候－生物多樣性的連結關係的機會，以期實現 GBF 目

標。 

 

除了上述決議內容中賦予 CBD 執行秘書及其秘書處此一重任外，CBD 秘書處更

在會議期間連續主辦了三場邊會（side events），討論 CBD 如何與其他國際組織一同

合作，以處理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的議題。除了邀請多個涉及海洋議題的

國際公約/組織的高階官員出席討論外，CBD 執行秘書 Astrid Schomakersm 女士更全程

參與，強調跨部門間的協調合作涉及到 GBF 目標能否獲得落實，以及 CBD 秘書處將

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 

2. 在海洋領域中落實 GBF 目標時必須關注之落差（gaps）及工作項目 

在 COP 16 所做出的決議「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以及島嶼生物多

樣性」（CBD/COP/16/L.17）中，特別表示，目前就海洋領域中如何落實 GBF 各目標

所提供的指導意見和工具極為有限。因此，該決議特別在附件中具體列出潛在的議題

或落差，並建議各國際組織間採取合作、利用現有資源和提升能力等方式，以彌補此

一問題。 

基本上，該附件詳細列出在海洋領域中，有哪一些工作項目是必須予以特別關注，

以及涉及哪些 GBF 目標。因此，對於各國政府涉海機關之施政極具參考價值。考量多

數工作項目涉及海洋保育署之業務，故簡要呈現該附件之內容，以利行政單位掌握其

所推動國內業務與國際政策（如各 GBF 目標）之連結為何（見表四）： 

表四、就海洋/沿海/島嶼生物多樣性須進一步推動之工作一覽表。 

1. 就海洋及沿海生物多樣性須進一步推動之工作 
對 應 之

GBF目標 

（a） 加強對海洋和沿海退化區域的範圍和程度以及海洋和沿海生態

恢復的複雜性的了解 

2 

（b） 提高對在海洋和沿海區域活躍的各部門中的 MPAs 和其他

OECMs的瞭解並促進其有效實施 

3 

（c） 防止、減輕或最大限度地減少海洋和沿海區域人類與野生動物特

別是受威脅、瀕危和脆弱物種的衝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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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好地瞭解地球工程活動對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8 

（e） 評估、監測和保育海洋和沿海物種的遺傳多樣性，支持保育工作 4 

（f） 更好地瞭解海洋中層、深海和底棲生態系統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及

它們之間的關聯 

3、4、5、

8、9 

（g） 評估和預防、減輕或最大限度地減少海洋和沿海區域同時發生各

類污染時各類污染包括跨界污染的單獨和累積影響 

7 

（h） 在各種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中加強使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

（或）基於生態系統的方法 

  

（i） 規劃、監測、恢復並有效管理促進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海洋和

沿海生態系統，包括紅樹林和海草 

8、11 

（j） 保護和永續利用與海冰相關的生物多樣性，提高對海冰迅速減少

給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所造成影響的瞭解 

3、4、8 

（k） 永續管理海洋和沿海區域的水產養殖，重點是防止、減輕或最大

限度地減少對棲地和生態重要物種的負面影響，同時支援應用生

物多樣性友好型做法，創造當地生計和改善糧食安全 

10 

（l） 提高對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區的海洋和沿海藍色空間對健康的生

態系統和人類健康和福祉的貢獻的瞭解 

12 

（m） 增強海洋和沿海區域生物多樣性多重價值的整合，並納入規劃和

決策 

14、21 

（n） 確保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海洋遺傳資源和海洋遺傳資源數位序

列資訊所產生的惠益 

13 

（o） 加強措施，尊重、保護和維護與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

統知識 

C、13、21 

（p） 將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納入先前決定中未曾提及的經濟活動

和部門的主流，同時促進相關政府間進程下的協作 

14 

（q） 查明、瞭解和避免在有害於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部

門內採取激勵措施的負面影響 

18 

（r） 促進更多利益攸關方積極參與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

永續利用 

22 

（s） 促進調動資金，增強對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及其多元價值的瞭

解 

19 

2. 就島嶼生物多樣性須進一步推動之工作 
對 應 之

GBF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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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進島嶼生態系統的生態恢復，重點是有助於減少災害風險和抵

禦各種壓力的生態系統 

2、11 

（b） 將島嶼和島嶼生態系統內的某些保護地帶確定為消除或控制外

來入侵物種的重點地帶和區域，並對其進行監測 

6 

（c） 提高對有害島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及服務的島嶼污染

包括跨界污染的風險及程度的認識，同時考慮到糧食安全和生計

問題，並預防、減輕或最大限度地減少島嶼生態系統同時發生各

類污染所產生的累積影響 

7 

（d） 繼續進一步瞭解海洋酸化和暖化，特別是當它們與其他壓力源結

合時，對島嶼生態系統尤其是珊瑚礁、海草、紅樹林和紅岩床的

影響，提高易受這些影響的生態系統的復原力 

8 

（e） 加強協調和統籌執行內陸水系統、地下水和廢水管理行動，同時

考慮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其對島嶼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相

應影響 

  

（f） 更好地利用海洋核算和海洋空間規劃來保護和管理島嶼的沿海

和海洋生物多樣性 

  

（g） 改善納入島嶼生物多樣性多重價值的工作，特別是對原住民和地

方社區而言，並納入規劃和決策 

14、21 

（h） 促進更多利益攸關方積極參與島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

用 

22 

（i） 促進調動資金，用於提高世界上那些對島嶼生物多樣性及其多種

價值知之甚少的地區對島嶼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的認識 

19 

 

（十二） 原住民及在地社區（CBD/COP/16/L.5） 

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管理著全球約 80%的生物多樣性，其傳統生態知識對維護生態

系統的健康至關重要。然而，這些群體的知識和權利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中往往被忽

視。COP16 旨在改變這一現狀，強調他們在實現 GBF 目標中的核心地位。 

以下分項條列相關討論與決議內容細節： 

1. 強化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的參與與權利 

COP16 採納了針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8（j）條的工作計畫（CBD/COP/16/L.5，

見附錄九），設立一個永久性機構，確保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決策

中的有效參與。會議正式承認他們的傳統生態知識在生物多樣性政策中的關鍵作用，

並要求在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中納入這些知識。此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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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認非洲裔族群在自然保護中的重要角色，促進生物多樣性工作的多元化。會議強

調尊重他們對土地、領域和資源的權利，確保保育策略符合他們的需求和價值觀。 

2. 推動利益共享與資源支持 

為確保遺傳資源數位序列資訊（DSI）的使用收益能公平分享，特別是與原住民

族與地方社群共享，各國同意建立全球基金「卡利基金」（Cali Fund）。超過 100 家

大型企業承諾分享利用自然遺傳資源所獲得的收益，捐出其營收的 0.1%或利潤的

1%進入該基金，其中 50%將直接分配給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這些資金將用於支持

自然保護行動，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豐富的開發中國家地區。COP16 也決定提供針

對性的培力計劃及財務資源，透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基金（GBFF），增強這些群

體永續管理生物多樣性的能力。 

3. 保護權利與建立監測機制 

會議強調保障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的權利，特別是在其傳統生態知識和文化遺產

方面，採取法律及政策措施以防止這些知識被不當挪用，並確保從中獲得的利益能公

平分享，符合名古屋議定書關於取得及惠益分享的原則。為了追蹤進展，COP16 建立

了包含他們參與及傳統知識應用指標的監測與報告框架。各方需在其國家報告中回報

這些群體和知識的整合情況，以促進 GBF 目標實施的透明性和問責性。 

 

（十三） 其他 

COP16 針對能力建設與發展、技術和科學合作（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TSC）、知識管理（knowlesge management, KM）以及交流機制（clearing-house mechanism, 

CHM）的行動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以支持《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實施。

在能力建設和發展方面，COP16 邀請締約國、原住民社群和相關利益關係人分享其能力

相關之需求，以及現有和計畫中的能力建設活動，並要求秘書處透過 CHM 的入口網站

公開這些資訊。秘書處也被要求與里約公約和生物多樣性相關公約的秘書處共同執行能

力建設相關活動。COP16 已選出 18 個次區域技術和科學合作支持中心（subregional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support centres, TSCCs），這些中心將協助成員國有效

利用科學技術和創新來落實 KMGBF，並通過 CBD 秘書處主導的全球協調機構進行協

調。該協調機構將為 TSCCs 提供所需的資訊、工具、建議、技術支援和額外資源，並對

COP 負責。締約國通過了 CHM 的新工作計劃和知識管理策略，以支持 KMGBF 的實施，

決定將能力建設和發展的長期策略框架及技術與科學合作機制的進展回顧，併同

KMGBF 的全球進展回顧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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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孫夏天博士 10 月 23 日 PANORAMA 邊會分享內容 

周邊會議名稱：Innova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Scaling Practical Solutions: 

Leveraging PANORAMA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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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謝立忻科長、孫夏天博士、根誌優長老 10 月 31 日 IPSI 於邊會分享內

容 

周邊會議名稱：Working together to realize societie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Mechanisms and tools to support on-the-ground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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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孫夏天博士 10 月 31 日於 UNDP 場邊活動分享內容 

周邊會議名稱：Conversations on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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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石芝菁簡任技正 11 月 1 日於 UNDP 場邊活動分享內容 

周邊會議名稱：Conversations on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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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參與 CBD COP16 周邊會議之重點內容與心得 

一、NBSAPs 進展與國家報告 

（一）Practical experience of mapping biodiversity priorities to support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GBF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所（SANBI）, DEA, UNEP, WCMC, OFB, AFD, 

MET, WCS, MITADER, Malawi 

3. 會議內容： 

在此次邊會中，多個南部非洲的締約國分享了其在國家層級上實施生物多樣性評估

的實際經驗，主軸是「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事項」，以支持 KMGBF 中的 A 目標和多

項相關指標。這些經驗展示了南部非洲各國如何透過空間生物多樣性評估，系統性地分

析國內的生態系統狀況，並進行優先排序，以便制定具體的保育行動方案，而這些都是

提出 NBSAPs 和國家報告的前置作業的重要項目。 

本邊會重點介紹了《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事項指南：空間生物多樣性評估與優先排

序的實踐指南（Mapping Biodiversity Priorities）》第二版25，該指南由南非國家生物多樣

性研究所（SANBI）與聯合國環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UNEP-WCMC）共同編撰，以

循序的步驟展示了如何對應國內的生物多樣性資源，進行生態系狀況評估，並針對優先

保護區域進行規劃，進一步制定管理與保育行動計畫。該指南利用 IUCN 的多項標準和

指導原則，提供了開發空間生物多樣性數據層的簡單方法，涵蓋了生態系統和物種的分

布情況，可供國家政策、規劃及決策參考，對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及全球報告具有

實質貢獻。 

會議特別介紹了數個締約國的具體應用情境： 

(1) 南非的經驗：南非自 1930 年代起便開始了生態系統製圖與對應的工作，並於

2004 年出版了首個國家生物多樣性地圖。南非以「提出關鍵問題」的方式引導

生物多樣性 mapping 和評估工作，探索國內的生物多樣性類型及其分布位置，

跨地景和海景評估生態狀況，並確定需要優先保育和管理的區域。此流程包括

製圖、評估、優先排序和規劃等步驟，並遵循 10 項指導原則以確保過程的系統

性和科學性，這些原則也與 KMGBF 的 A 目標及相關指標（如 1、2、3、4、

5、14、15、21）相對應。 

(2) 馬拉威的經驗：由 Dr. Tiwonge Mzumura 主導，馬拉威在 2018 年和 2021 年分

別發布了陸域生態系統地圖，共定義出 67 種類型的生態系統，然而從 2018 至

                                                
25
 南非的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Mapping Biodiversity Priorities）指南：https://www.sanbi.org/wp-

content/uploads/2024/10/2024-Mapping-Biodiversity-Priorities.pdf 

https://www.sanbi.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2024-Mapping-Biodiversity-Priorities.pdf
https://www.sanbi.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2024-Mapping-Biodiversity-Prior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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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期間，瀕危生態系統的數量顯著增加。馬拉威使用生態系統紅色名錄

（RLE）進行專案層級的評估，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其生態系統的威脅狀況。 

(3) 納米比亞的經驗：納米比亞目前缺乏完整的生態系地圖，正在展開循序對應生

物多樣性優先事項和評估的工作，並且正在進行植物物種紅皮書評估，已完成

蠍子等 63 種生物的評估。目前，納米比亞正利用 SBAPP 專案成果進行評估，

該專案與南非、馬拉威、莫三比克的合作顯示出跨國協作的重要性。 

(4) 莫三比克的經驗：Dr. Hermenegildo Matimele 報告中著重於物種和生態系統的

mapping 工作，已確定了 57 個重要植物區（IPAs）佔國土面積的 3%，但包含

了 82%瀕危植物物種，並劃定 30 個關鍵生物多樣性區（KBAs）佔領土 10%和

海域 15%，其中部分區域尚未受到保護。莫三比克定義了 162 種生態系統類型，

並將其歸類為 GET 功能組群（L3），這些工作將與加速行動和國家生物多樣

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相連結。 

此外，會議中還特別強調了法國對於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事項的支援。法國生物多

樣性機構的 Cyrille Barnérias 表達了對 SANBI 提供具體指導和工具以支持非洲生物多

樣性優先對應事項工作的感謝。法國透過資金與技術的支持促進了區域性工具的發展，

這些工具不僅能幫助各國更好地了解其生物多樣性狀況，還能為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依

據。 

4. 心得建議： 

為進一步強化「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事項」指南的應用效益，並提升在 COP16 所展

示方法的影響力，建議未來能朝以下幾個方向發展。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出版的

《生物多樣性優先對應事項指南》是非常重要的文獻，相較其他邊會中許多國家不著邊

際對於「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和「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的空談，此邊會

談及的經驗十分具體且實踐機率很高，對於臺灣來說也很有參考價值。 

在邊會中所提及的擴展區域應用與支援是未來推動的重點之一。透過建立更多跨國

合作專案，使非洲各國能共享資源並協力解決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挑戰。特別是針對資源

受限的地區，應加強能力建構支持，提供操作指南和技術培訓，幫助他們更好地利用此

工具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和管理。此外，增加在歐洲和美洲地區的應用案例，有助於此

指南在全球範疇內的推廣，確保各地能在一致的指標和標準下追蹤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態。 

其次，加強資料整合與技術支援將使指南應用更加完善。由於各國擁有的生物多樣

性資料彼此差異很大，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資料整合機制十分重要。我們也應該整合利

用衛星觀測、地理資訊系統（GIS）等技術，透過及時且高解析度的資料來提升生物多

樣性狀態的評估準確性。由於上述技術可重複使用，因此將它們整合到指南的分析 

pipeline 中（像是透過 GeoBON 所建構的 BON in a box（BIAB）工具機制），不僅能提

高資料的可靠性，也能在未來更精確的評估，從而減少不同時期資料不一的問題。 

最後特別是在南部非洲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資金與技術支持的合作模式能有效提

升國家間的協作與資源共享（像南非輸出給納米比亞的經驗），進一步促進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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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續保育。整體而言，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所提出的指南為各國推動生物多樣

性保護提供了關鍵的操作藍圖，加上 BIAB 工具，能夠在未來應用於跨區域協作上，加

上技術支援和資金管理上的持續改進，可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的達成奠定堅實基

礎。 

 

（二）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NBSAP Tracker - first results and reactions26 27 28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GP 

3. 會議內容： 

在此邊會中，重點介紹了由 WWF 開發的「NBSAPs We Need」清單，並展示了該

清單在評估各國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NBSAPs）的應用成果，並針對 NBSAP 

Tracker 的方法學和評估標準進行了詳細說明，旨在檢視各國 NBSAPs 的內部架構與實

施功能，以支持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MGBF）的全面推行。 

NBSAP Tracker 是一項多維度的評估工具，其涵蓋了大量評估標準，確保可以全面

審視每個 NBSAPs 的設計與效能，WWF 建議以下五個領域和 19 項標準來修訂和更新

NBSAPs：（1） 目標雄心 （2） 全體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的方式 （3） 實施手段 （4） 

以人權為本的方式 （5） 追蹤進展並隨時間加速行動。主要的評估項目包括：是否涵

蓋 KMGBF 的全部 23 個目標、是否採用驅動因素（driving force）分析、是否針對該地

區或國家的相關議題、是否具有行動計畫，並且是否與現有的國家政策建立明確的聯繫

等。NBSAP Tracker 也重視行動導向，檢視 NBSAPs 是否已明確資源需求（包括財務需

求）並提出實現途徑，並對原住民族和地方社群（IPLCs）在規劃和執行中的參與進行

評估。在本次邊會中，來自不同地區的政府代表和利益相關者發表了對 NBSAP Tracker

結果的看法和回饋。各國政府代表分享了NBSAPs推行中的挑戰與經驗，並強調NBSAPs

在政策一致性與跨部門協作方面的重要性。此外，其他利益相關者也對此工具的易用性、

適用性以及未來改進的潛力發表了意見，特別指出加強數據透明度和擴展功能以適應不

同國家的需求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的主要議程包括： 

(1) NBSAP Tracker 的方法學與現階段結果介紹：會議開場即針對 NBSAP Tracker

的方法和工具進行了說明，包括其評估標準、如何收集數據及分析方法。 

                                                
26
 NBSAP tracker 地圖 https://wwf.panda.org/act/NBSAPs_tracker_check_your_countrys_nature_progress/ 

27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 NBSAPs: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wwf-NBSAPs-we-need-2023_final.pdf 

28
 NBSAP Tracker 詳細的評估內容（Google 試算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ObwTQK2cdpShYvXZgGIvJoWr18X7xI0nyC0sAZjIqtc/pubhtml# 

https://wwf.panda.org/act/nbsap_tracker_check_your_countrys_nature_progress/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wwf-nbsaps-we-need-2023_final.pdf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ObwTQK2cdpShYvXZgGIvJoWr18X7xI0nyC0sAZjIqtc/pu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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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代表的回應：來自不同地區的政府代表分享其在執行 NBSAPs 時面臨的挑

戰和成效，並對 NBSAP Tracker 提供的指標提出建議，也提出肯亞和澳洲的現

況。 

(3) 利益相關者的意見交流：來自非政府組織、學術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提

出了對NBSAP Tracker工具的改進建議，包括數據的適用性及工具的功能擴展。 

NBSAP Tracker 目標在於強化 NBSAPs 的整體執行力，並確保每個國家能夠有效衡

量其進展，支持其完成到 2030 年停止並逆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球目標。透過 NBSAP 

Tracker，各國能夠了解自身的策略優劣，並針對不同的指標進行改善。 

 

圖 31、NBSAP Tracker 的詳細評估內容介面 

4. 心得建議： 

針對「NBSAP Tracker」的功能和應用性，提供以下幾點改進建議：須擴大涵蓋範圍

並強化本土適應性。由於各國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有許多差異，NBSAP Tracker

的指標和評估標準應考慮在地需求，並根據國家特性進行在地化適應性地調整，圖 27

中特別指出 GBF 目標、國家目標和實際施行政策之間的落差，因此在追蹤 NBSAPs 上，

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和生態熱點，應更注重他們在資金、技術和政策上的需求差異，

提供針對性的指標以反映其生態系統，才能提升達成 KMGBF 的目標，降低目標與實質

達成之間的落差。另外也應強化生物多樣性資料的透明度與可追溯性。 

NBSAP Tracker 應進一步提升資料透明度，確保各國的生態資料可以公開存取，可

讓第三方審視稽核與監督。在推動跨部門合作和利益相關者參與上。生物多樣性保育需

涉及多部門的協同合作，NBSAP Tracker 可鼓勵各國在不同部門間建立協作平臺，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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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策略的全面性。加強非政府組織、原住民族和當地社區的參與也是提高政策執行力的

重要手段，應提供溝通管道讓不同群體表達其需求並參與政策的制訂與評估。 

整體來看 NBSAP Tracker 作為 NBSAPs 的評估工具，為各國提供了重要的策略方向

和行動建議，但 NBSAP Tracker 的呈現仍然是高度仰賴專家系統的評估，這點對應到臺

灣的實際需求與應用上，還需要再評估其適用性。 

 

圖 32、GBF 目標、國家目標和實際施行政策之間的落差 

 

二、監測指標及框架 

（一）Updates on the indicator for Target 21.1 o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15-14:45 

2. 主辦單位：GEO BON 

3. 會議內容： 

此活動為 GEO BON（聯合國地球觀測小組生物多樣性觀測網）於 COP16 會議期間

所舉辦一系列活動中的第一場論壇，其主題在分享回應 KMGBF 第 21 項目標－確保最

佳可利用的資料、資訊與知識可以用以指引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的指標發展現況，並

尋求夥伴合作發展相關指標及填補目前指標建立與計算上的缺口。論壇一開始由 GEO 

BON 的其中一位共同主席 Dr. Andrew Gonzalez 說明這項指標發展的基礎概念，並強調

內含的 3 項要素，分別為國家及全球的資料來源、國家的監測網絡及原住民與地方知識

（indigenous and local knowledge; ILK）的納入。之後則從資料的整合流通、指標的建立

到 ILK 的相關議題分別進行現況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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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方面，由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秘書處的前副主任 Tim Hirsch（現

為 GBIF 國際合作顧問）及資料夥伴專員 Andrew Rodrigues 介紹 GBIF 在物種出現紀錄

資料整合及流通的成果；在指標方面則分別針對在物種、群聚、生態系和生態系服務層

級，介紹以 GEO BON 的關鍵生物多樣性變數（es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 EBV）概

念所發展的指標，並指出現有的資料與技術缺口；最後則針對 ILK 的量化與指標發展進

行討論。 

4. 心得建議： 

要達成 KMGBF 各項目標，所有國家皆需要相關資料、資訊與知識，以了解生物多

樣性面臨的威脅、確定需求和擬定優先事項、進行規劃及做出基於證據的決策，並建立

基線、進行監測以掌握各項工作的成效和進展，因此 KMGBF 的第 21 項目標實與其他

所有目標及指標皆密切相關。GBIF 目前彙整有超過 30 億筆物種出現紀錄，提供全球最

完整的物種分布資料，這些資料可以作為多項物種與族群層級指標計算的基礎，例如

Species Habitat Index、Species Protection Index、Species Status Information Index，但目前

由原始資料到指標的計算上仍面對多項挑戰： 

(1) 由於原始資料在時空間與類群上分布不均且具有空缺，在進行指標計算過程中

多需要模型協助以填補空缺，但模型的建構必須基於部分假設，且產出結果的

正確性受限於原始生物與環境資料的解析度及品質，在應用上受限於較大的空

間尺度。 

(2) 目前物種出現紀錄由 GBIF 提供在資料標準、流通及應用上的支援，使其方便

後續指標的計算，但對於其他類型與面向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大多仍缺少國際

上共通的標準與流通機制。雖然近年 GBIF 開始發展能支援更多樣資料類型的

資料模型，但目前仍在發展階段，實際應用上仍有許多限制。  

(3) 指標的發展速度整體緩慢，目前除了物種與族群層級的指標，以及基於衛星遙

測資料的生態系範圍與變化相關指標發展較成熟之外，其他生物多樣性層級與

面向上仍較缺乏可普遍適用的指標，或仍有待科學驗證其有效性。 

(4) 相關指標與工具的開發常因為欠缺持續的經費支持而中斷，例如論壇中澳洲

CSIRO 的 Dr. Simon Ferrier 提到幾項評估調查資料完整性的工具，目前皆因為

缺少更新及維護而無法提供使用。 

(5) 目前在對應此目標的指標發展上，仍著重於傳統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所發展的

指標難以直接應用於原住民與地方知識，要如何評估與追蹤 ILK 在政策指引上

的可利用性，以及如何整合 ILK 與其他生物多樣性資料以發展生物多樣性相關

指標，仍需要更多努力。 

對於我國與此目標相關的工作建議： 

(1) 填補資料空缺及提升資料品質：為提升資料的應用性，建議應關注分析現有資

料的空缺並研擬填補的策略；推廣資料管理的觀念與實務工作，讓資料從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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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倉儲到流通應用皆能有效確保資料品質；開發協助資料清理與標準化的

資訊工具，降低資料管理與開放的技術門檻和成本。 

(2) 強化資料到資訊的轉換並支援應用：從資料到指標過程中，資訊的擷取與模型

的建構是不可或缺的步驟。相對於資料層面的工作我國多已建立有標準的流程

及建議的處理機制，但在從原始資料到產生資訊的過程則仍缺少相關流程和機

制。建議可以參考 GEO BON 的 EBV 概念，建立一套標準流程以產生可利用

於後續多樣指標計算的重要生物多樣性資訊（例如從物種點位資料透過物種分

布模型產生物種分布資訊）。 

(3) 建立國家層級的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我國雖已累積大量物種出現紀錄，但針

對固定地點、採用相同方法及努力量的長期監測資料仍相對有限，在全國的尺

度上經過整體取樣設計的監測又更加缺少。監測資料是掌握生物多樣性變化、

評估保育行動成效的關鍵，許多國家也已建置國家層級、針對多樣生物類群的

監測系統。建議我國可以現有的區域或單一類群的監測計畫為基礎，檢討現有

監測地點的代表性及完整性，逐步規劃建立我國跨類群的監測網。 

  

圖 33、GEO BON 共同主席 Dr. Andrew Gonzalez 介紹

KMGBF 第 21 項目標與相應指標的重要考量 
圖 34、GBIF 秘書處的 Andrew Rodrigues 介紹 GBIF

在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及支援指標計算上的成果 

 

（二）Let's talk monitoring: National strategies to track and info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GBF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2. 主辦單位：UNEP-WCMC、SANBI、ACB、SPREP、BIP 

3. 會議內容：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實施將通過加強各國的國家監測系統得

到顯著推動。為此，各國需要採用適合其本國能力並獲得實施支持的監測框架，以有效

追蹤並促進生物多樣性目標的落實。本次邊會旨在展示參與「國家監測支持倡議」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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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正在進行的工作，促進 GBF 的國家監測。活動將提供一個交流平臺，讓各國分享最

佳實踐、現階段的經驗教訓，以及監測過程中的差距、需求和機遇。 

邊會由簡短的背景介紹開始，接著是各方代表提供的實例，以展示不同國家在實施

國家監測系統方面的努力。之後，將進行開放的圓桌對話，邀請講者和參與者討論 GBF

監測的挑戰與優勢，讓參與者深入了解國家層級監測系統的實際操作及其在實現生物多

樣性目標方面的作用，從而提供實踐洞見並激發協作機會。 

此邊會深入探討了增強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在推動 KMGBF 落實中的重要性。

並展示參與「國家監測支持倡議」的多個國家在推動國家層級監測實施中的具體工作，

並促進各締約國間的交流，以分享最佳實踐以及當前國家監測方面的差距、需求和機會。

會議首先由來自德國的 Barbara Engels 發表開場致詞，她代表德國保育機構分享了長期

監測與資料收集的挑戰。特別提到德國在監測工作中高度依賴志工和公民科學專案，因

此面臨到數位化、資料庫建立和資料所有權等問題。她強調，監測是評估政策成效的基

礎，並且在當前的大量資料之挑戰下，需要尋求分散化的資料收集方法。 

接下來，由 UNEP-WCMC（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對「國家監測支持倡議」進行概述，指出當前的主要挑戰包括大量

資料的處理需求及分散式資料收集的重要性。NEP-WCMC 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

護監測中心，從事生物多樣性評估與政策支持。計畫目標於 7 年（2023–2030 年）間專

注於以下四項目標： 

(1) 目標 1：在特定國家中，對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的評估和支持 

⚫ 對現有的生物多樣性監測機制、流程、數據集，以及現有的制度安排和

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的需求進行評估。 

⚫ 開發量身定制的策略，以改進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包括識別如何

填補差距、滿足需求和優先事項，確定如何使用監測框架的指標、數據

的整理與管理方式，以及提高系統的可及性。 

(2) 目標 2：國家及區域層級的能力建設與同儕交流 

⚫ 進行面對面工作坊及線上培訓，依照國家需求進行培訓與同儕交流。 

⚫ 組織包括國家與區域夥伴、研究與學術機構的指導計畫。 

⚫ 提供工具、資訊及培訓材料，讓《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及其他相

關組織可通過溝通平臺（如 GKSSB）取得資源。 

(3) 目標 3：來自全球和區域組織的量身定制和增強的國家支持 

⚫ 與現有的區域及全球生物多樣性監測倡議（如 BIP）合作，以滿足國家

需求。 

⚫ 與夥伴合作，確保能力支持與培訓能針對性地增強國家監測系統的能力

建設。 

⚫ 加強與國家、區域和全球夥伴的協調，確保符合各國的優先事項。 

(4) 目標 4：經驗教訓及案例研究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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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所有參與國的「經驗教訓」和案例研究，並提供成功建議與擴展方

法。 

⚫ 建立國家級資料庫，用於培訓資源、案例研究和經驗報告，並與全球資

訊儲存庫（如全球生物多樣性知識中心）及項目網站連結。 

⚫ 透過相關夥伴和溝通平臺分享案例研究及經驗教訓，並包括相關倡議和

項目，如 GEF 的早期行動支持計劃和 NBSAPs 加速器。 

⚫ 為每個國家制定永續性計畫。 

UNEP-WCMC 還針對該倡議的目標提出解釋，包括從 2023 年到 2030 年對多個選

定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進行評估，強化其監測機制。以下是多個國家分享了其在國

家監測系統上的經驗： 

(1) 南非（SANBI）：Dr. Farai Tererai 介紹了南非的國家監測系統構想，該構想致

力於填補資料缺口、改善工作流程並建立資料庫和儀表板（dashboard）。挑戰

包括制定和估算需求範疇及軟體工具上的需求，並在資料共享協議方面的困難。 

(2) 東南亞國協生物多樣性中心（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該中心分享了

利用 GBIF 資料進行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生物多樣性監測的經驗，展現了區域協

作在資料分析上的成效。 

(3) 哥倫比亞洪堡研究所（Humboldt Institute）：Lina 提出哥倫比亞在資料分布的

不均衡問題，特別是在亞馬遜地區缺資料。她強調需要建立決策支持的生物多

樣性指標，以及填補指標和資料方面的空白。 

(4) 墨西哥生物多樣性國家知識與資訊委員會（CONABIO）：墨西哥目前正在訂立

國家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指標，但尚未開始建構完整的監測系統，並指出汙染對

生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5) 太平洋地區環境規劃署（SPREP）：SPREP 代表太平洋島國，提出在該地區進

行生物多樣性監測時遇到的 IPLC 參與和監測協調的挑戰。 

(6) 加納：代表指出，加納在制定國家報告和監測能力上仍需進一步發展，強調了

在報告前建立監測體系的必要性。 

本場邊會比較特別的是知道 SPREP（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工作，SPREP 負責保護和管理太平洋地區的環境和自然資源，共 26 個

成員國，包括 14 個太平洋島嶼國家（PICs）、7 個領地及 5 個大都市國家。 

SPREP 在支持生物多樣性監測方面的工作涵蓋廣泛，包括支援海洋保護區（MPAs）

和其他有效保護措施（OECMs）的發展，並與 UNEP-WCMC 合作進行保護區管理評估

和數據更新。此外，SPREP 對區域環境指標進行審查，確保其符合昆明-蒙特婁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GBF）的要求，並致力於定期更新國家和區域環境狀況報告（SoE）。 

太平洋地區在生物多樣性監測方面面臨多重挑戰，主要包括缺乏一致、長期的監測

計劃，各國採用不同的數據收集與分析方法，導致各時期數據難以比較。此外，許多數

據集缺乏完整的 meta-data，增加了管理和分析的難度。低資源能力使得有效的質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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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數據管理系統的建立變得困難，且高流動率的人員配置也限制了監測工作的穩定性與

連續性。數據敏感性、數據碎片化及訪問限制等問題，進一步阻礙了監測數據的充分利

用。在太平洋地區，數據開放共享仍是一個較新的概念，而「開放」數據與僅僅「公開」

數據之間的區別，亦顯示出需要在數據透明度和使用方面進行更深入的認識與改善。面

對這些挑戰，SPREP 提出了若干考量，計劃通過次區域及區域協調機制來支持能力較低

的國家，並使用標準化的指標，以推動一致性報告流程。此外，SPREP 還致力於加強基

礎數據收集和報告系統的能力建設，並推動包容性和公平性，確保性別平等與青年參與，

以促進技術支持和永續管理工作的發展。 

4. 心得建議： 

本邊會提到的資訊都還是比較實質去建立區域合作和資料共享的機制，因為生物多

樣性監測的資料分布從空間和時間來看都不均衡，特別是亞馬遜地區、太平洋島國都缺

乏資料，也許可以利用公民科學和 GBIF 資料庫來填補空缺。因此持續加強志願者和社

區科學的參與，像在臺灣就有非常多志工和 NGO 願意參與生物多樣性的調查與研究計

畫，我們也能夠提供培訓和相關工具（像 iNaturalist）來提升公民科學的參與，也能夠

提升資料的準確性。 

此外，也應該要去推動更靈活和具適應性的監測系統。由於生物多樣性監測的需求

可能隨環境和政策變化而波動，應該允許各國根據實際情況動態調整監測指標和方法。

這不僅能更靈活應對當地的需求，也能夠在達成 KMGBF 目標上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臺灣在生物多樣性監測方面有一定的優勢，如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BIA）之

建立、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TaiBIF）長期耕耘，以及多樣而蓬勃的公民科學活動，

但這些資料的大量累積還不能視為國家級的監測，因為仍缺乏上位的目的性、以及系統

性的架構。目前大部分的資料來自於公民科學自發性地累積，因此目標、方法十分多元，

資料架構、蒐集區間等更難以比較。這個巨大的缺口也指出，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

動計畫（NBSAPs）必須要提出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具體藍圖，才能據以規劃國家級的監

測目標與方法，檢視現有平臺與資料，作必要之增補與調整。此外，由於臺灣的國際身

份限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官方層面的交流較為受限，難以獲取《生物多樣性公約》

締約方提供的資源及支援，在跨國合作方面仍需依賴非官方的學術交流或民間合作，但

我們仍在這樣的條件下積極促成資源共享、技術輸出，善盡世界公民責任，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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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Let's talk monitoring: National strategies to track and info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GBF 邊會現場 

 

（三）BON in Box as a tool for implementation and reporting on the monitoring framework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1:40-13:00 

2. 主辦單位：GEO BON、哥倫比亞 Humbolt 研究所 

3. 會議內容： 

評估 KMGBF 目標的進展需要跨各層級的合作來監測生物多樣性變化，但目前的監

測工作與工具多由不同機構分別開發，未能在組織和國家之間共享，導致某些地區可能

重複投入資源，而其他地區則缺乏資源進行生物多樣性報告。本邊會由 GEO BON 及其

合作夥伴介紹 BON in a Box 作為工具整合與分享平臺，並分享用於提供生物多樣性監

測工具，並促進各國及資料來源（如 EBV 資料平臺、GBIF、OBIS）的協調與合作的應

用現況與未來發展規劃。 

BON in a Box 提供開源且完全透明的平臺，允許使用者提供多樣的資料和分析的

pipeline 來計算生物各層級的指標，以評估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展。在 COP16 的「BON 

in a Box」專題會議中，GEO BON與Humboldt等主辦單位展示了「BON in a Box（BIAB）」

平臺如何作為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框架的執行與監測工具。此平臺是一個開放資

源的透明化工具，主要是提供多樣的生物多樣性監測工具及 pipeline，能有效促進各國

間的協調合作，並有助於跨國界的資訊共享與協同作業。其整合了來自各種資料來源如

關鍵生物多樣性變數（EBV）資料、GBIF、OBIS 等資料，涵蓋地球觀測和基因多樣性

指標，以支援各國進行生物多樣性指標的計算與報告，協助各締約方來評估生物多樣性

目標的達成進展。以下為幾個分享者的重點整理： 

(1) Sean Hoban：在生物多樣性保育方面，基因多樣性被視為生態系統在環境變遷

下維持韌性的重要基礎。Sean Hoban 的研究特別強調，基因多樣性在面臨快速

變遷時能為物種提供重要的適應力。他在 2024 年的 BioScience29文章中指出，

                                                
29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ele.1446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ele.14461


 91 

過於簡化的評估方式可能低估基因多樣性的價值，主張應考量有效族群大小

（Ne）等指標。有效族群大小指的是物種中具繁殖能力的成體個體數量，通常

用 Nc（成體個體數量比值）來表示。為了進行基因多樣性監測，目前也可以利

用衛星技術來進行遠端監測。工具如 Global Forest Watch 和 ESA CCI land cover

提供了可負擔且快速的基因多樣性監測方式，適合頻繁的評估作業，即使在缺

乏實質基因資料的情況下，也能透過衛星影像數據來估算基因多樣性指標30。

不過，這種方法需要目標生態系統能夠從衛星可拍攝到，並且依賴特定的假設

（如緩衝區大小及族群密度估算），因此只能作為初步估計的指標，但仍然是

一個在資源有限下可以產製出資料的簡易方法。 

(2) Lina M. Sanchez 分享哥倫比亞運用 BIAB 的監測：使用 BIAB 的架構來計算關

鍵生物多樣性變數，包含利用 eBird 及自動相機資料產生反映物種分布與族群

量的 EBVs，以及計算紅皮書指數（Red List Index）的流程。 

(3) 幾內亞的經驗分享：從不同的國家保護區中實施長期監測。雖然現場有準備即

時翻譯，但因網路不佳，無法有效掌握分享內容。 

4.心得建議： 

BON in a Box 是從 2018 年由哥倫比亞 Humboldt Institute 的 Maria Londono 在 GEO 

BON 中所成立的工作小組開始開發，經過多年的發展，從這次邊會的介紹可知已有相

當好的成果，也累積一些實際的應用案例。從最早針對物種分布相關的工具開始，近年

也納入包含基因多樣性的指標計算流程及工具，雖然後者離實際應用應該仍有一段差距，

方法本身也還有待實際基因資料的驗證。在分享的應用案例中，利用包含公民科學活動

所收集的開放資料產生物種分布資訊，到應用此資訊計算紅皮書指標的一整套流程令人

印象深刻。透過 BON in a Box 的應用，這項分析與指標產生的流程可以在單一介面上

完成，且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使用者，可以使用一致的流程方法進行指標的計算，讓

指標的評估進行跨地區、跨尺度的整合成為可能。BON in a Box 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工

具平臺，讓有資訊工具開發、資料分析能力的人，可以透過此平臺與他人分享分析工具，

減少資源重複投資的浪費。 

BON in a Box 在部分的指標計算上應該已相對成熟，可以利用我國相對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開放資料產生與國際接軌的指標。即使有不便開放的資料，也可以在個人的機器

上執行此平臺上的工具，確保資料的安全。BON in a Box 作為一個開放的生物多樣性監

測資訊處理工具，未來應強化其使用者導向的改進，以符合締約國在生物多樣性監測和

報告上的具體需求。隨著不同國家對生物多樣性監測的需求有所不同，建議針對各地區

特性進行客製化的工具做最佳化，例如增加可適應不同生態環境的 pipeline 及視覺化報

告模板，便於各國更有效地利用 BON in a Box 進行生物多樣性數據的蒐集和管理。此

外，該平臺的重現性計算功能，這也是臺灣的 TaiBON 努力想達成的目標，這能夠讓各

                                                
30
 https://teams.issibern.ch/genesfromspace/monitoring-tool 

https://teams.issibern.ch/genesfromspace/monitoring-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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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統一標準下持續追蹤並更新監測資料，減少因人員更替或技術差異導致的來源資料

不一致問題，確保資訊的長期可用性和可靠性，進而提升生物多樣性監測報告的準確度。 

在支持發展中國家方面，建議加強 BON in a Box 的技術支援和能力建構，幫助資源

有限的地區有效利用平臺的功能進行監測與報告，畢竟 BON in a Box 是跨平臺應用程

式端的虛擬化（docker + react 的前端），但使用上還是需要一點技術門檻，由於許多發

展中國家缺乏專業資源和技術人力，提供具體的操作指南、技術培訓及專家支援，將能

幫助其克服資源限制，並逐步實現該國的生物多樣性監測和提出國家報告的能力。 

BON in a Box 建置的動機之一是減少重複投資，這同樣也是「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

聯盟」成立的其中一個目的，希望在此聯盟網絡內所開發的資訊與服務工具，可以讓所

有聯盟成員共享。因此 BON in a Box 的設計概念與資訊架構，也許值得聯盟成員參考。 

  

圖 36、GEO BON 秘書處介紹 BON in a Box，並說明

其如何協助解決從資料到產生指標、到跨地區、跨國

家評估 GBF 工作進展所面對的困難 

圖 37、哥倫比亞 Humboldt Institute 的 Lina Sanchez 分

享利用 BON in a Box 計算紅皮書指數的資料與計算流

程 

 

（四）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odels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Kunming-

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1:40 

2. 主辦單位：中國生態環境部 

3. 會議內容： 

本邊會主題為「面向框架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與監測技術」，旨在探討如何利用

創新的保護模式和現代化的監測技術，有效地實施《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GBF）的目標，共同守護地球生命共同體。 

會議目的主要是： 

(1) 推廣和交流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創新模式和監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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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有效地實施 GBF 的目標。 

(3) 促進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挑戰。 

會議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1) 中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經驗分享：中國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司長崔玉

軍介紹了中國在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方面的實踐經驗，強調了該制度在保護生物

多樣性、維護生態系統完整性、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作用。 

(2) 全球生態系統監測技術的應用：聯合國環境署國際生態系統管理夥伴計劃高級

官員呂女士強調了科技在監測生物多樣性變化、評估保護成效、識別保護差距

等方面的作用。 

(3) 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OECMs）的推廣：大自然保護協會生物多樣性和自然

基礎設施主任 Linda Krueger 介紹了 OECMs 的概念和實施現狀，並建議將中國

生態紅線模式作為一種工具，推廣到其他國家，支持 OECMs 政策的發展。 

會議由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聯合國環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主任 Ana

等人發表開幕演講，分享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見解和建議；專家報告則邀請中國科學院

生態環境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高吉喜等專家，介紹中國在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和生物多樣

性監測技術方面的經驗和成果；圓桌討論邀請來自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CCICD）、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機構的代表，就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相關議題

進行深入探討。 

會議重點主要有以下三項： 

(1) 強調科技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重要作用：會議指出，現代化的監測技術，如

衛星遙感、無人機、地面監測站等，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監測生物多樣性變

化，評估保護成效，識別保護差距，從而為制定和實施更有效的保護策略提供

科學依據。 

(2) 推廣中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經驗：會議認為，中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是一種

創新的保護模式，它不僅關注自然保護區，還將生態功能重要區域和生態脆弱

區域納入保護範圍，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3) 呼籲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挑戰：會議強調，生物多樣性

保護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幫助

發展中國家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力。 

本次會議為各國政府、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等提供了一個交流平臺，共同探討如

何利用創新的保護模式和現代化的監測技術，有效地實施 GBF 的目標，共同守護地球

生命共同體。 

 

（五）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ons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apacity building for 

biodiversity data between the GBIF network and CBD regional support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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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1:40-13:00 

2. 主辦單位：GBIF 

3. 會議內容： 

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5/8 號決議中，締約方設立了數個區域和次區域的技術與

科學合作支援中心（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support 

centres）。這些中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推動並支援技術和科學合作計畫的建立、執行、

監測與評估，以便促進對現有科學知識、資訊和資料的取用。GBIF 作為致力於資料開

放、整合與應用的國際組織，期望將其相關的知識、技術與經驗透過與這些支援中心的

合作，促進技術和科學資料的交換及應用，並通過人力和機構能力建設以增強各級科學、

技術和創新能力，協助各國政府達成 KMGBF 的目標。此邊會的目的，便是希望透過與

支援中心的討論交流，建立 GBIF 與區域支援中心的合作框架。 

邊會由 GBIF 秘書處的前副主任（現為 GBIF 的顧問）Tim Hirsch 主持，一開始由

GBIF 秘書處主任 Joe Miller 介紹 GBIF 的任務、組織及重要成果，再由 Tim Hirsch 說明

與 CBD 區域支援中心合作的建議模式。在其說明中，指出許多獲選的支援中心，同時

也是 GBIF 的節點，或是長期與 GBIF 合作的夥伴，可以將節點中有關支援資料流通與

應用的服務，整合進 CBD 區域支援中心的工作中。同時也特別強調，除了這些節點外，

GBIF 在全球各區域還有包含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BIF）在內的許多其他活躍

且運作良好的節點，也可以協助 CBD 支援中心在資料方面的服務，並作為與在地相關

社群之間的連結。最後則由同時作為 GBIF 節點與 CBD 支援中心的機構，包括亞洲區

域的 ASEAN Center for Biodiversity（ACB）、非洲的 South Africa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SANBI）、拉丁美洲的 Institute 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及包含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SPREP）、IUCN Asia Office、Joint Research 

Center of European Commission 等長期合作夥伴簡介各自機構的重要工作任務，並分享

與 GBIF 合作的經驗。 

4. 心得建議： 

近年來 GBIF 從過往著重於資料流通及開放資料量的累積，轉變為更加強調資料的

應用價值，也因此積極與作為潛在資料使用者的國際組織，包括 CBD、IUCN、IPBES、

GEO BON 等尋求合作。在 CBD 締約方通過設立區域和次區域的技術和科學支援中心

後，GBIF 將其視為是極佳的合作契機，努力推動將 GBIF 的相關工作納入支援中心的

服務中。由於多個由 CBD 所選出設立支援中心機構同時也為 GBIF 的節點，大大提高

了這項合作計畫的成功機會。這樣的合作模式若是成功，對 GBIF 與 CBD 會是雙贏的

成果。GBIF 可以透過支援中心達成過去希望成立區域辦公室的規劃，進一步在各區域

內推動資料的開放及應用，並有機會爭取 CBD 的各締約國成為 GBIF 的會員。對 CBD

來說，資料的取用原本便是各締約國要計算指標、追蹤並報告工作進展的基礎，有了

GBIF 的資訊技術及能力建設上的支援，將可以有效協助締約國處理資料層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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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這次邊會也留意到一些這項合作可能的隱憂，一是目前這些獲選的支援中心，

對於未來中心有關資料層面的工作還並未有具體的規劃，所以在這次邊會中幾乎都只在

介紹各自機構，欠缺對於未來合作的想法或規劃。此外，在這些機構例如 ACB，CBD

支援中心與 GBIF 節點是由不同單位負責，未來在工作的整合與資源的分配上還需要協

調。畢竟資料面的工作僅是支援中心任務中的一小部分，未來有多少人力與資源可以投

入相關工作，或是在與 GBIF 節點整合是否反而稀釋了這些機構原本投入在節點工作的

資源，都可能是潛在的問題。最後，當 GBIF 與聯合國下的 CBD 開始有更密切的合作

後，臺灣因國際政治上的因素，在 GBIF 組織內的活動是否會受到較多的限制與阻礙，

也是值得留意的問題。 

  

圖 38、GBIF 秘書處國際合作顧問 Tim Hirsch 在邊會

中指出多個獲選為 CBD 區域和次區域技術與科學支援

中心的機構，目前同樣也是 GBIF 的節點，為 GBIF 和

支援中心的合作模式奠定極佳的基礎。報告中也特別

提到 TaiBIF 及其他活躍的節點（圖中橘色外框標示的

機構），也可以在未來的合作中扮演與在地社群連結

的角色 

圖 39、獲選為 CBD 支援中心的 GBIF 節點及長期合

作夥伴，在 panel 中介紹各自的機構與和 GBIF 的合

作經驗 

 

三、空間規劃及生態系串連 

（一）Ecological connectivity: A key to powering delivery of the KMGBF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16:20 

2. 主辦單位：Global Partnership on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GPEC）,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Connectivity Conservation Specialist Group （IUCN WCPA 

CCSG）, Center for Larg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CLLC）,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UNEP-

WCMC）, 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3.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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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連結性對於生態系統的健康和韌性至關重要，有助於物種遷徙、連結棲地、促

進生態流程，並作為適應與減緩氣候變遷的自然解方。此邊會介紹生態連結性在解決生

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遷及生態系退化方面的重要性，並介紹透過全球合作行動，如何

在各國的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NBSAPs）中納入生態連結性。在 CLLC 對於此

邊會的介紹演講中，提到生態連結性與 KMGBF 中多個目標接密切相關，包括目標 A－

增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連結性、目標 2－生態系統重建、目標 3－有效管理的保護區

及目標 12－都市規劃。 

此次會議討論內容包含： 

(1) 生態連通性如何支持KMGBF目標：KMGBF框架強調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

並推動生態系統的恢復與永續管理。生態連通性是達成這些目標的重要工具，

因為它能夠促進物種和基因流動、改善生態系統服務，並幫助物種適應氣候變

化。 

(2) 成功的生態連通性案例與實踐：討論全球範圍內成功的生態連通性建設案例，

例如建立跨國保護區、重建生態走廊等。提及這些案例如何在全球生物多樣性

框架下貢獻於生態保護和永續發展。 

(3) 挑戰與機會：生態連通性建設面臨的挑戰，包括土地利用衝突、政策協調不足、

資金短缺等問題。如何克服這些挑戰，並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提升生態連通

性的全球意識和行動。 

(4) 生態連通性與氣候變化的關聯：生態連通性對應對氣候變化的作用，特別是在

物種遷徙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關鍵角色。生態走廊的恢復和建立對於增強生

態系統的適應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活動中除了由來自巴西、智利、厄瓜多、尼泊爾、辛巴威等國代表分享成功案例，

最後也由包含來自 Center for Large Landscape Conservation、WWF、UNEP-WCMC、IUCN、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的代表所組成的 panel，討論如何透過組織和國家間的

合作達成生態連結性保育的目的。最後並介紹全球生態連結夥伴關係（GPEC）、生態

廊道世界資料庫（World Database on Ecological Corridors）及有關將生態連結性與系統

性保育計畫整合的指引，如何強化 KMGBF 目標的達成。 

4. 心得建議： 

本次邊會強調生態連通性對於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重要性，生態連通性包含

串聯陸域生態景觀和海洋地景部分，而解決生態連通性問題需要生態及經濟部門等各利

益關係人多方合作，包括農業、海洋、基礎設施、採礦業、漁業、航運、能源及城市發

展等各部門共同努力，以實現環境、社會和經濟多重目標用續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 

棲地或生態系的連結在保育生物學中長期以來皆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尤其在面對氣

候變遷的威脅下，生態連結性影響了生物的適應與調適能力，透過此邊會讓我認識到這

許多在推動生態連結保育（ecological connectivity conservation）的國際組織及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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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態連結與 KMGBF 中多項目標直接相關，目前我國正研擬的生物多樣性國家目標

與相應的策略及行動計畫，應將評估、維持與恢復生態連結納入目標當中。 

近年來林業保育署在推動的國土生態綠網計畫，其核心目的就是在建立生態廊道、

連結棲地與生態系，可以很好地回應這樣的目標，後續追蹤生態連結的成效及對野生物

的效應，也可以與綠網工作結合。另外，除了與里山倡議的連結之外，未來也可以嘗試

與主辦此邊會的組織進行交流，分享國土生態綠網的相關成果。 

  
圖 40、Center for Large Landscape Conservation（CLLC）

的執行長 Gary Tabor 開場說明此邊會的目的 
圖 41、UNEP-WCMC 介紹其建置的全球生態廊道

資料庫（World Database on Ecological Corridors） 

 

（二）The value of partnership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30x30 target –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HAC 30x30 Matchmaking Platform at CBD COP16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3:20 

2. 主辦單位：法國生態轉型和領土凝聚部（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et de la 

Cohésion des territoires）、法國能源轉型部（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法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FRance-IUCN）、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HAC N&P）31 

3. 會議內容： 

在 2022 年通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擔憂無法在

2030 年之前達到 30x30 的預定目標。本次會議探討 HAC N&P 在支持各國實現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目標中的作用，特別是透過創建的「30x30 配對平臺」，促進不同國家和

組織之間的資源共享與協作，以實現 2030年保護全球 30%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目標。 

HAC N&P 看起來是個智囊團體，但是仔細看這次的與會成員，後面應該有法國政

府的強力支持作為後盾。其目標在於通過促進國際合作，使各國能夠共享知識、技術和

財務資源，以達到 30x30 目標。HAC N&P 平臺致力於保護生態系統的多個國家團結在

一起，為其提供配對的途徑，以便更有效率地整合和動員全球保護資源。此次邊會展示

                                                
31
 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 的官方網站：https://www.hacfornatureandpeople.org/ 

https://www.hacfornatureandpeop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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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HAC N&P 進行的多場現場配對會議，為促成新的合作奠定了基礎，為加速 30x30 目

標的實現創造了寶貴的契機。 

透過 30x30 配對平臺，各國能夠更便捷地尋求和獲取其他國家的技術支援和資源支

持，HAC N&P 通過系統性配對會議促進多邊合作，確保國際間的資源動員有效和有影

響力。平臺於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UNFCCC COP28）上啟動後，迅速成為各國實現

30x30 目標的具體支持工具之一。 

在此次會議中，法國生態轉型部、法國外交部、HAC N&P 成員國的代表、保護區

管理機構、技術合作夥伴、非政府組織和資金提供方等均參與討論，展示了實現 30x30

目標所需的多元合作。本次邊會強調了 HAC N&P 30x30 配對平臺的價值，通過具體案

例展示了多方資源整合對推進生態保護的幫助。 

會議最後展示了 HAC N&P 的最新進展，並鼓勵各成員國和合作夥伴進一步利用

30x30 配對平臺，以期在 2030 年實現 30%的全球生態系統保護目標。此次活動旨在強

調作為合作網絡的附加價值，並推動更多組織成為 HAC N&P 的合作夥伴，進一步擴展

全球生態保護的資源和影響力。 

4. 心得建議： 

本邊會的舉辦時間在大會議程第二週的星期一中午。主辦單位於會議開始，即宣布

在過去一周的時間，工作團隊成功媒合了五個案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 30x30 的工作輔

導，包括馬達加斯加、帛琉、賴比瑞亞、索馬利亞，和哥斯大黎加等五個國家，並邀請

包含馬達加斯加、賴比瑞亞及帛琉的部長級或高階官員於邊會發言。其中可能基於「王

不見王」的考量，馬達加斯加的官員在會場停留前 15 分鐘並應邀發言，隨即離去。帛

琉的政府官員女士停留的時間較長，待帛琉女士發言完畢之後，賴比瑞亞的部長級官員

則隨後進場，也是發言之後離去。如此安排可見法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與努力，是該

國外交實力展現，相關會議安排亦可見各國之外交角力。 

  
圖 42、HAC N&P 簡報封面 圖 43、馬達加斯加的環境部長與會 

 

（三）生態系統恢復日（Restoration Day）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8: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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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單位：聯合國環境署（UNEP）、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和生物多樣性

公約（CBD） 

3. 會議內容： 

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六屆會議的一個重要活動，目的在於促進全球生

態系統恢復的合作和行動。Restoration Day 為各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可以分享知

識、建立聯繫、促進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生態系統的恢復和保護。本次活動重點為： 

(1) 高層級對話：邀請各國部長、國際組織代表、原住民、當地社區和青年代表，

共同探討生態系統恢復的挑戰和機遇。 

(2) 經驗分享：分享有關融資、監測和擴大恢復工作的最佳實踐和指導。 

(3) 建立夥伴關係：促進各方合作，加速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國家生物多樣

性策略與行動計畫（NBSAPs）以及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的宏偉目標。 

(4) 發布新指南和工具：幫助各國和組織更好地追蹤進展和提升能力。 

(5) 探討地方恢復創新：重點關注支持非洲及其他地區的森林景觀恢復（FLR）的

綜合方案。 

(6) 關注人權和變革：探討生態系統恢復如何促進人權、帶來效益和推動變革。 

(7) 擴大融資規模：探討如何擴大融資規模，以支持全球恢復議程的實施。 

(8) 制定目標 2 支持路線圖：討論如何支持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目標 2。 

   本次活動主要演講者包括生態恢復學會（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ER）國

際政策負責人 George Gann、歐盟委員會環境總署自然恢復和自然信用政策官員 Florian 

Claeys、糧食及農業組織（FAO）Julian Fox、FAO 林業官員 Yelena Finegold、巴西環境

和氣候變化部林業部門主管 Fabiola Zerbini、菲律賓國際土地聯盟（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 ILC）地標協調員 David Garcia、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森林、生物多樣性和

生態系統恢復官員 Jamal Annagylyjova 等，摘要本次活動重點如下： 

(1) 「追蹤進度與能力建構：新指南和工具」（Tracking progress and building capacity: 

New guidance and tools）。會議由 Bethanie Walder 主持，旨在探討如何追蹤生

態系統恢復進展和建立相關能力，以支持各國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GBF）中的目標 2。會議中介紹新指南和工具的發布：「為生物多

樣性和人類福祉實現恢復成果：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 2 資源

指南」（Delivering restoration outcomes for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being）的

新指南，旨在幫助締約方和其他實體設定目標、制定實施計劃，以及監測和報

告恢復進展。 

(2) 生態系統恢復管理框架（FERM）的探討：由 Yelena Finegold 介紹 FERM32

（Framework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Monitoring）為 GBF 目標 2 的指標－全

                                                
32
 https://ferm.fao.org/  

https://ferm.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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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態恢復面積的官方網站。會中介紹了指標的內容，計算資料的來源、流程

及方法，和可能的參與的途徑方式，以及線上學習課程及自我評估工具。 

   

圖 44、生態系統恢復日活動現場照片 

 

（四）Mapping Nature’s Footprint: The Global Ecosystems Atlas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8:00 

2. 主辦單位：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GEO） 

3. 會議內容： 

這場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發表和推廣「全球生態系地圖集」（Global Ecosystem Atlas），

並邀請更多國家、組織和企業加入這個計畫。會議由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GEO）

所主辦，並且邀請多位聯合國下屬組織、各國環境保護相關部長、國際組織負責人等貴

賓前來致詞，名單及致詞順序如下： 

 Inger Andersen, Executive Director, UNEP 

 Astrid Schomaker, Executive Director,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Yana Gevorgyan, Secretariat Director,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H. E. Tore O. Sanddvik, Minister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Norway 

 Nicholas Murray, Science Lead, Global Ecosystem Atlas 

 H. W. Thoriq Ibrahim, Minister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Maldives 

 Singh, Deputy Minister of Forestry, Fishery and the Environment, South Africa 

 Marco Lambertini, Convener, Nature Positive Initiative, Director General, WWF 

International 

 Sean Breyer, GIS Engineering Director, ESRI 

 Ted Schmitt, Senior Director of Conservation, Ai2 

內容涵蓋了以下幾個方面： 

(1) 全球環境危機的現狀：多位與會來賓強調了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對全球

生態系統造成的嚴重威脅，指出迫切需要採取行動來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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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生態系地圖集的功能和價值：地圖集提供了一個全球生態系統的統一、協

調和可信的地圖，可以幫助各國和組織更好地了解生態系統的分佈、狀況和面

臨的風險，從而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行動方案。 

(3) 地圖集的開發過程和合作夥伴：地圖集的開發得到了許多國際組織、政府機構、

研究機構和科技公司的支持和參與，包括聯合國環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

處、地球觀測組織、挪威政府、艾倫人工智慧研究所等等。 

(4) 地圖集的應用案例和未來展望：會議邀請了來自馬爾地夫和南非的政府代表分

享他們使用生態系地圖的經驗，並邀請了來自自然積極倡議和 ESRI 公司的代

表分享他們對地圖集未來應用的展望。 

會議強調數據協調和共享的重要性，地圖集的成功依賴於各國和組織之間的數據協

調和共享。會議呼籲各方積極參與，共同構建一個開放、透明和公平的數據共享機制。

同時透過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等技術的應用，可以幫助我們更快、更準確地繪製和分析

生態系地圖，並預測未來趨勢。 

這場會議是全球生態系地圖集這個計畫的發表會，會議全程錄影，並有媒體參加。

主辦單位主要目的是呼籲更多國家加入這個倡議，共同努力保護和恢復全球生態系。 

4. 心得建議： 

這是一場相當重要的邊會，因為這個「全球生態系地圖集」是推動全球、國家及地

區性生態系保育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工具及科學圖資，其生態系分類標準是採用

IUCN 的全球生態系分類標準（Global Ecosystem Typology）2.1 版，有明確的分類標準

與操作定義。例如，大家都知道熱帶雨林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很重要，但是全球的熱帶雨

林總面積有多少？確切分布範圍在哪裡？總面積及地理分布的隨時間變動是如何？卻

都是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而這個「全球生態系地圖集」如果完善，可以有效呈現及監

測全球生態系的變化。然而，這個地圖集除了透過遙測技術及資料來辨識生態系分布外，

更需要各個國家及協力機構經過現場驗證及資料品質監管過後的生態系分布圖資。就此

地圖集的目前內容33，結果仍非常稀少，且品質相當粗糙，距離完善境界仍有非常遠的

距離。 

臺灣目前正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依據 IUCN 全球生態系分類標準 2.1 版，推動臺

灣地區的生態系分類及分布，預計將於 2026 產生臺灣第一個生態系功能群（ecosystem 

functional group）的分布圖資。主辦臺灣生態系分類及分布工作的謝小恬科長及計畫主

持人丁宗蘇教授，均實體參加此邊會，也於會後表達臺灣有可能將其工作成果分享給這

個「全球生態系地圖集」，共同推動全球的生態系保育。 

然而，此地圖集的主導機構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GEO），是由一百多個國

家及多個非政府組織所共同構成，其官方網頁上提及夥伴國家必須是聯合國成員國，我

國參與可能需注意相關政治議題。另外，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的秘書長 Yana 

                                                
33
 https://globalecosystemsatlas.org/  

https://globalecosystemsatl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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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orgyan 可能與中國政府關係非常密切且有多年合作關係。中國生態環境部於本次生

物多樣性 COP16 期間，於 10 月 22 日所主辦的邊會，除了由黃潤秋部長（也是 COP15

大會主席）主持及致詞外，Yana Gevorgyan 秘書長也是主要的演講者之一。Yana 

Gevorgyan 在該邊會的分享報告中，可以感受到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與中國政府

關係密切且友好。未來臺灣若欲加入這個「全球生態系地圖集」或是分享工作成果，應

考量相關情勢並謹慎。 

 

四、保護區與 OECMs （AbC） 

（一）Achieving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rough Ethic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0:45-12:15 

2. 主辦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雪豹信託基金會（Snow Leopard Trust）協辦 

3. 會議內容： 

全球雪豹與生態系統保護計畫（GSLEP）作為 OECM 的成功案例，為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GBF）目標 3 的實現提供了寶貴經驗。傳統保育常忽視在地和原住民社群，造

成目標與地方需求的衝突；GSLEP 透過「地景方法（landscape）」強調社群參與，將大

型多用途地景納入受保護區（PAs）和其他有效保護措施（OECMs），實現了保育與社

群和諧共生，並融入永續的保育網絡中。 

成立於 2013 年的 GSLEP 旨在「2020 年保護 20 個地景」。這些區域需支持至少 100

隻繁殖年齡雪豹，具備充足獵物數量並保持棲地連通性。GSLEP 強調社區參與、棲地管

理、反盜獵行動與跨境合作，透過 12 個雪豹分布國的協作，在穩定雪豹數量、加強棲

地連通性和促進當地社群永續生計方面成效顯著。GSLEP 示範了野生動物保護與在地

生計支持的雙重價值，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樹立了典範。 

會議提及的關鍵執行策略包含： 

(1) 辨識雪豹威脅來源 

雪豹所面臨的威脅來自多方面，首先是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當地的放

牧活動和農業發展往往讓雪豹與人類利益相衝突，雪豹可能會獵食家畜，導致

牧民對雪豹進行報復性獵殺。此外，雪豹的棲息地因基礎設施建設和人類活動

擴張而喪失或破碎化，影響其生存空間和種群基因交流。偷獵和非法交易也是

重大威脅，雪豹的毛皮和骨骼在黑市上擁有高價值，對其種群帶來極大壓力。

最後，跨國合作的薄弱性導致雪豹的跨境保護工作難以有效執行，特別是由於

雪豹的棲息地橫跨多個國家，缺乏統一的保護措施，使得國際間的合作顯得格

外重要。 

(2) 建構跨國合作協定 

全球雪豹和生態系統保護計畫（GSLEP）透過國家雪豹與生態系統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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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EPs）和全球支持部分（GSCs）促進雪豹棲地所在國之間的合作。NSLEPs

由每個棲地國家制定，根據各自的生態與社會經濟狀況量身定制具體保護行動。

GSCs 則涵蓋超越國界的共通議題，如野生動物法規執法、知識共享、跨境合

作、與產業界的互動，以及研究和監測支持，協助各國在雪豹保護方面達成協

調一致的政策，並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透過 NSLEPs 和 GSCs 的共同推動，

各國能夠更有效地應對雪豹保護的挑戰，並建立穩固的跨國保護網絡。 

(3) 務實面對社區與生計議題 

為確保雪豹保護與社區生計需求兼顧，GSLEP 推動了多項社區支持計畫，包括

家畜保險計畫，藉由提供補償機制來減少雪豹獵食家畜所引發的報復性獵殺。

此外，透過社區教育計劃，GSLEP 提升當地居民對雪豹生態重要性的認識，並

培養其保護意識。改善社區經濟是另一個關鍵措施，藉由發展生態旅遊、手工

藝產業等永續發展的收入來源，減輕社區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同時增加其參與

保護的動力。為了打擊非法貿易，GSLEP 與當地執法機構合作，加強查緝和監

控行動，努力降低偷獵和非法交易的威脅。透過這些綜合措施，GSLEP 在雪豹

棲地國家間逐步建立起社區與生態保護的和諧關係。 

(4) 動態的行動策略 

GSLEP 採取動態的行動策略，為了應對氣候變遷和其他環境變化，空間和執行

方向上會配合趨勢與物種遷移而調整，也同步會落實在空間策略的指認上。另

外，以社區為主的監測系統是關鍵措施之一，透過培訓當地居民參與雪豹及其

獵物的監測工作，收集實時資料，協助制定和調整保護策略。 

4. 心得建議： 

全球雪豹與生態系統保護計畫（下稱雪豹計畫）提供臺灣一個可以借鏡的框架，這

場周邊會議用雪豹計畫為主角，並巧妙的拉進 OECMs 的切角去思考，進一步思考這樣

的討論，其背景的預設是在 12 個國家的保護區（PA）已經無法有效涵蓋到主要棲地，

因此思考更廣泛的執行策略-跨國及在地社區及原住民如何有效納入，可以說是 OECM

能夠成功執行的關鍵。 

臺灣亦有人獸衝突的議題，以民眾最為關注的臺灣黑熊侵擾民宅及農產物損失為例，

雖然臺灣社會普遍對於黑熊保育有高度的共識，但第一線農民的損失及原住民狩獵文化

全的尊重，是尚待解決的問題。目前我們透過生態服務給付雖然能夠因應人獸衝突的立

即損害；但仍需務實考慮第一線保育的農民或原民的生計，多元應用不同策略，才能長

久。雪豹計畫面對農損提供我們幾個思考方向，一是農民農損的保險；二是發展綠色經

濟，如生態旅遊和聘用社區護管員的措施，目前和我國的作為大抵相似，但仍需突破經

營生態旅遊的適法性和經營主體的相關法規。 

另外該計畫也務實面對雪豹棲地跨國的問題，在經驗上如同臺灣黑熊棲息範圍跨縣

市，雪豹計畫優先透過指認空間範圍，並提供各國統一標準的工具包及優先執行事項，

以確保不同區域執行方向一致。相關計畫推動更為關鍵的是回到社區主體，主動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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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規劃權利回歸社區，呼應到我國黑熊的保育經驗，亦強調將榮譽感與利益回歸到社區

部落。 

 

 （二）IUCN Global Guidance on Identifying,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OECMs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8:00 

2. 主辦單位：IUCN、WWF、IUCN WCPA、IUCN OECM SG 

3. 會議內容： 

本次邊會宣布將出版第二版的 OECMs 指南，除了介紹其內容以外，亦就各國實踐

做一整體性的回顧和介紹，部分內容涉及到一些新的國家趨勢。以下分別說明： 

(1) 新版 OECM 全球指南的發布 

IUCN WCPA 宣布將出版第二版的 OECM 指南34。與第一版相比，此新版將納

入最佳實踐案例、自 2018 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並將 OECMs 納入全球生物多樣

性框架（GBF）目標 3 的框架中。此外，新版內容還納入針對場址級別的工具

（已有專門的指南35）以及各區域工作坊的討論結果。這些內容更新，將使新

版指南更具操作性和實用性。 

(2) OECMs 認定原則的調整 

IUCN 已調整對 OECMs 的認定觀點，不再僅限於成果導向（即在有效管理前

提下，生物多樣性成效已顯現的場址）。IUCN 在蒐集過去幾年各國的實踐後，

發現許多場址是透過新的管理機制的創建，並預期會達到長期有效的保育效果。

換言之，IUCN 從僅「認可已有成果的場址」，轉向也同時採納「創建具有保

育潛力的場址」，以反映更多國家的實踐及趨勢。 

(3) 全球 OECMs 的統計和管轄模式 

IUCN 的數據顯示，全球超過一半的 OECMs 由政府或國家機關主導或管理，

大約 40%是由共管模式運行，僅少數由社區或原住民及地方社群（IPLCs）管

轄。此統計反映出多數 OECMs 由官方管理機關劃設或創建，或是採用公私協

力等共管方式。目前難以對這些趨勢做任何結論性的分析，故其意涵及效應仍

需進一步探索。 

(4) OECMs 與其他管理工具的關係 

邊會中討論了 OECMs 與其他管理工具（如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KBAs，以及

海洋生態或生物重要區域/EBSAs）的關聯性，並探討了 OECMs 和以區域為基

                                                
34
 IUCN 目前就 OECMs 議題最主要的出版物爲「認定及報告 OECMs」（Recognizing and Reporting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48773 
35
 Site-level Tool for Identifying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 available at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51296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48773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5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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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保育（包括 MPA 與 OECMs）與 GBF 目標 1 的空間規劃之間的連結。IUCN

強調，未來 OECMs 的規劃應考慮更廣泛的空間和景觀層次，以確保整體的保

育效益。 

  

圖 45、IUCN WCPA 主席 Dr Madhu Rao 女士介紹新

版 OECMs 全球指南 

圖 46、IUCN WCPA 介紹其目前有關 OECMs 之出版

物活動 

 

五、野生物管理及外來入侵種 

（一）Tracing the Flow of Mercury in the Amazon: A One Health Systems Approach to 

Healthier Communities and Wildlife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 

2. 主辦單位：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3. 會議內容： 

這是一場由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主持的邊會，為西班牙語的

場合。但是由於講座的 PPT 使用英文，而且講解非常清楚，因此即使語言完全不通，在

理解上並不構成限制。 

計畫起因來自亞馬遜地區的掏金活動。當地人在純化金礦的過程之中會大量使用汞

金屬（水銀），讓金礦溶解在汞之中把純金帶出，以增加金礦的純度。使用過之後的汞

金屬會流到土地和河川，造成嚴重的污染和毒性。 

在此邊會之中是由多位專家分享亞馬遜地區汞污染的調查與研究工作，特別是對金

礦開採對環境的影響及其對當地生物多樣性和居民健康的威脅，例如國家地理贊助的地

質學家 Jennifer Angel-Amaya 在秘魯馬德雷德迪奧斯（Madre de Dios）地區進行的研究，

檢測金礦開採活動帶來的汞污染。研究團隊採集當地土壤、水體、沉積物和浮游生物樣

本，以測試這些介質中的汞濃度。團隊測試一些新的技術，嘗試在不使用汞的條件下提

煉黃金，並試圖推廣，希望確保「無汞黃金」的生產成為當地的環保標準，以減少汞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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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Fernando Trujillo 和 María Jimena Valderrama 等人則研究哥倫比亞地區亞

馬遜淡水河豚的健康狀況。淡水河豚在此處是食物鏈最高層的消費者，因此可做為當地

汞汙染的指標；其健康狀況可以直接反映水生環境的整體污染情形，並且與當地社區的

健康密切相關。這項長達 15 年的監測顯示河豚體內的汞含量在過去幾年顯著增加。 

這些結果也間接指出，依賴相同魚類為食的當地原住民和居民可能面臨相似的健康

風險。由於人類食用相當多大型的魚類，而這些魚類（例如肉美無次的淡水鯰魚）正好

也是食物鏈中的高層掠食者，Trujillo 與 Valderrama 的研究顯示了汞污染對當地人類健

康的潛在威脅。然而，由於揭露當地環境的狀況，他們的研究工作也可能面臨嚴峻人身

安全威脅。 

4. 心得建議： 

臺灣本土因為沒有這樣的淘金產業，近年較少有關陸域汞汙染的報導。然而，林思

民教授所在的臺灣猛禽研究會近年在企業的贊助下進行救傷猛禽的毒物檢測，檢測對象

包含農藥、鼠藥、與重金屬，意外地發現在救傷死亡的大冠鷲和黃魚鴞的身上都測出汞

殘留。尤其因為黃魚鴞大多出現在河川中上游，是溪流環境乾淨與否的指標；在人類飲

用水集水區上游的野生動物身上竟然測出汞汙染，也讓我們相當驚訝。而大冠鷲身上的

汞來源一樣讓人感到百思莫解。有關野生動物受到毒物危害的議題，因為也牽涉到廣泛

的食安與人類健康議題，未來在臺灣應該受到持續的重視。 

  
圖 47、亞馬遜地區淘金的位置與汞汙染的位置 圖 48、在有淘金的地方，汞可以滲入底泥沉積物達

到 50 公分深；其中又在土表 10 公分左右的含量最高 

  
圖 49、科學家報告汞汙染在亞馬遜淡水河豚體內殘留

的研究報告 

圖 50、科學家在亞馬遜淡水河豚的身上採血，以檢

驗汞殘留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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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ow Bat Conservation Contributes to Global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國際蝙蝠保育組織（Bat Conservational International, BCI） 

3. 會議內容： 

全球有超過 1,480 種蝙蝠，占了所有哺乳動物的 1/5 以上。這些蝙蝠具有協助種子

傳播、傳粉、控制農業害蟲及疾病等多種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每年農業經濟超過

230 億美元（Boyles et al. 2011）。然而，全球的蝙蝠的紅皮書評估中，約有 71%的物種

處於族群量下降、受威脅或未知的狀況。威脅因子包括棲地或棲所植物減少、農業、獵

捕、人類干擾、城市開發、光電設施設置及採礦、氣候變遷、白鼻病及風機設施等。殺

蟲劑的使用也是威脅之一，研究顯示每增加 31%的殺蟲劑使用，幼蝠的死亡率會提升

8%。 

蝙蝠的生態系統服務，對於農業經濟的產值、生物多樣性的維持、疾病的調節及人

類福祉都扮演重要角色，保護蝙蝠物種及其棲息地，能惠及人類及整個生態系統。但隨

著人類族群的逐漸增加，對於糧食作物、能源等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但對於生物多樣

性的保育及人類的健康反而有不利的影響。為了因應未來的挑戰，我們必須加強對於自

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的投資。 

本次邊會由國際蝙蝠保育組織四位研究人員，針對蝙蝠的重要性進行介紹，並強調

加強與其他全球計畫的合作、監測蝙蝠保育行動、及建立與保育行動相關的指標的重要

性。蝙蝠與人類的社會-經濟息息相關，其保育行動能產生有助於提升人類福祉的協同

效益，例如通過永續農業和旅遊業、能力建設以及技術轉移，同時保護生物多樣性。因

此，蝙蝠的保育計畫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發展，符合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SDG）指標。蝙蝠的保育能對應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多

項目標及多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下：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1) 目標 5：野生物種合理利用及貿易 

(2) 目標 9：野生物種永續利用 

(3) 目標 11：增益生態系服務功能 

(4) 目標 14：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5) 目標 15：企業責任 

(6) 目標 22：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決策 

永續發展目標（SDGs） 

(1) 目標 1：消除貧窮 

(2) 目標 2：終止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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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 3：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 

(4) 目標 8：體面工作與經濟成長 

(5) 目標 11：永續城鎮與社區 

(6) 目標 12：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7) 目標 15：陸域生態 

4. 心得建議： 

蝙蝠種類雖然多，但相較於其他哺乳類動物仍較不被重視，過去生物多樣性公約的

締約方會議或科諮會議，很少有蝙蝠的議題。BCI 常年在蝙蝠保育及教育推廣付出相當

大的努力，本次 BCI 能透過邊會宣傳蝙蝠的重要性，對助於全球蝙蝠保育的推廣。本次

邊會將保育蝙蝠連結到 GBF 及 SDGs 的各項目標，非常值得臺灣未來進行相關教育推

廣時參考，尤其臺灣的蝙蝠保育組織可運用已有的動能，強化研究與保育教育的連結與

成效。 

 

（三）Supporting Parties to meet Target 6 on invasive alien species: the work of the Inter-

Agency Liaison Group on IAS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3:20 

2. 主辦單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生物多樣性公約（CBD）、植物保護聯盟

（CABI）、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IPPC）、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 

3. 會議內容： 

 這是一場由多個國際組織聯合主辦的邊會，比較罕見的是 CBD 本部也列名在這場

邊會的主辦單位之一，顯示（一）公約本部對外來入侵生物的高度重視；以及（二）這

場邊會的任何宣示其實是受到公約本部的官方支持。邊會的現場安排所有協辦單位進行

報告，由於這些單位都是世界性的重量級單位，科學資訊非常精彩豐富。 

本場邊會重點探討如何藉由多部門協作，支持各國防治外來入侵物種（在這場邊會

中使用 invasive alien species，簡稱 IAS）對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外來入侵

物種已成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且對人類健康、社會行業和生計帶來顯著

的威脅，因此需要從全政府和全社會的角度採取協調和整合的行動。 

此次邊會的主辦單位包括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植物保護聯盟（CABI）、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IPPC）和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這些組織組成了跨機構聯絡小組（IALG），專門負責

針對外來入侵物種制定和支持相關措施，目標是防止外來入侵種的引入，並減輕其對生

態和經濟的影響。在邊會上，聯絡小組介紹了他們的最新研究進展和工具，協助各締約

方制定具體的行動，以達成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的目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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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會中呈現的內容包括多項有助於應對外來入侵物種的工具和指導方針。例如，

CBD 推出了針對外來入侵物種的 toolkit，專為目標 6 而設計來評估 NISSAP（National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tratey and action plan），以支援各國的入侵種控管。此外，會議詳

細介紹了全球引入和入侵物種登記表的最新數據，這是外來入侵物種數據收集與管理的

重要資訊。 

IMO 在邊會中也提出他們對船舶壓艙水和生物附著的管理工作。這些船舶載具是外

來入侵物種的重要傳播途徑，通過規範和增強對船舶清潔的指導，IMO 期望減少外來入

侵物種的擴散風險。IPPC 則展示了針對商務發展的清潔指導方案，以促進海運貨櫃和

貨物的清潔，減少入侵物種透過貿易傳播的風險。IPPC 並分享病原體生物入侵的管理

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有助於應對病原性外來物種的風險。 

CABI 在會議中介紹了其風險預測和風險管理工具，包括一些案例研究，展示如何

利用這些工具進行入侵物種的風險評估。透過提前識別並預測可能成為入侵物種的外來

物種，這些工具可支援各國在風險管理上做出更精準的決策。整體而言，本場邊會透過

介紹多種新技術和協作方法，讓參與者了解到如何透過跨部門的綜合協作，減輕外來入

侵物種帶來的影響。IALG 提出的「整合性管理方法」強調了政策制定者、科學家和民

間社會的合作，並展示了一些國際社會在外來入侵物種防治方面的重要進展。這場邊會

為各締約方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策略，支持其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下推動有效的外來入

侵種管理。 

4. 心得建議： 

這場邊會推動兩個新穎的概念：NISSAP 和 EICAT，非常具有價值，分別介紹如下。 

NISSAP 是 National Invasive Species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的簡稱，正好跟 CBD 要

求的 NBSAPs 互相呼應，只是更著重在外來入侵生物的防治方面。NISSAP 的推動希望

可以制定國家級的策略，以預防、控制和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

務和人類福祉的負面影響。透過 NISSAP 的實施，各國旨在協調多部門合作，整合資源，

全面應對外來入侵物種帶來的挑戰，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健康。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臺灣借鏡的作法。 

EICAT 則是 Environmental Impact Classification for Alien Taxa 的簡稱，由 IUCN 所

推出。這個概念類似紅皮書：既然瀕危物種有指標可以遵循，那入侵物種是不是也可以

評斷它對環境生態的威脅，然後同樣給予一個評比？於是 IUCN 就結合了 GISD（全球

入侵物種資料庫，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試圖在一些地區針對當地的入侵

物種進行評比。目前建議的層級，由嚴重到輕微，依序包括 Massive（MV，嚴重影響），

Major（MR，主要影響），Moderate（MO，中度影響），Minor（MN，輕微影響），

Minimal Concern（MC，較無疑慮），Data Deficient（DD，資料不足），No Alien Populations

（NA，未建立外來族群），以及 Not Evaluated（NE，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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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正建立新版的 NBSAP，未來如果要建立國家級的 NISSAP，從科學角度建

立 EICAT 或許是可行的方案。IUCN 若發展可供量化的標準，有機會在一兩年之內在臺

灣進行如兩棲爬行動物 EICAT 分級的完整評估與發展管理機制。 

  
圖 51、IALG 的合作單位，可見為相當複雜之合作

網絡 
圖 52、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專家介紹人畜共通

入侵病原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圖 53、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專家介紹外來

入侵現象對人畜共通傳染病播遷的影響，以及他們

的管控任務 

圖 54、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專家介紹 EICAT

的評估制度 

 

（四）Preventing Global Extinctions and Meeting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argets: 

Alliance for Zero Extinction （AZE） Site Conservation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5:00 

2. 主辦單位：零滅絕聯盟（AZE）36、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美國鳥類保護

協會（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 ABC）、哥倫比亞亞馬遜研究所 IAvH、

巴西環境部 Minambiente 

3.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由零滅絕聯盟（AZE）、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美國鳥類保

護協會（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哥倫比亞亞馬遜研究所（IAvH）、巴西環境部

                                                
36
 Alliance for Zero Extinction（AZE）官方網站：https://zeroextinction.org/ 

https://zeroextinc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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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mbiente）等多個生物多樣性保護組織聯合主辦，旨在強調保護 AZE 地點對預防

物種滅絕和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目標的重要性。 

零滅絕聯盟（AZE）零滅絕聯盟於 2005 年啟動，作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組織的聯

合倡議，致力於確定並保護全球生態系統中不可替代的關鍵地點，這些地點是瀕危（EN）

或極度瀕危（CR）物種的最後棲息地。根據聯盟的數據，全球約有 1600 多種極度瀕危

的物種分布於 AZE 確認的 853 個地點上，這些地點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關

鍵點，若未受保護，將導致這些物種的滅絕。 

AZE 的使命是預防物種滅絕，通過識別並確保這些關鍵地點得到有效保護，為全球

生態保護奠定基礎。AZE 邀請全球的保護組織、國家和地方政府、國際機構以及原住民

和當地社區共同參與，推動 AZE 地點的識別與保護工作。 

AZE 採用三大標準來確認優先保護的地點37，所有 AZE 地點均須符合以下條件： 

(1) 瀕危性（Endangerment）： 

AZE 地點必須至少包含一個 IUCN 紅色名錄中列為瀕危（EN）或極度瀕危（CR）

的物種。AZE 信任 IUCN 作為物種風險評估的權威，不包括新發現、資料不足

或易危物種，僅涵蓋瀕危和極度瀕危的物種。此外，對於野外滅絕的物種，AZE

將其可能的再引入地點納入考慮，以確保這些物種的復育機會。 

(2) 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 

若一個地點擁有全球物種至少 95%的種群，該地點被認定為不可替代的保護地

點。AZE 鼓勵對具有多重分布地點的物種進行保護行動，以防止物種數量衰退

到需要緊急措施的地步。 

(3) 區隔性（Discreteness）： 

AZE 地點的區隔性指地點範圍需具備清晰邊界，以便有效管理和保護。AZE 建

議在設立保護區時考慮棲息地連續性、現有保護區範圍及保護地點的實際需求，

並將鄰近的緩衝區或重要棲息地納入保護地點的範圍內。 

AZE 為地點保護制定了三個主要步驟，確保保護工作的有效性： 

(1) 識別地點： 

AZE 地點是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KBA）的一部分，其鑑定過程提供了 AZE

地點的分布地圖和數據資源，並定期更新以支持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 

(2) 評估保護狀態： 

AZE 利用全球保護區資料庫來確認地點的保護狀態，以便了解 AZE 地點是否

已在國家或全球範圍內得到有效保護。 

(3) 制定保護措施： 

AZE 建議各國從「基本保護」和「針對性保護」兩個層次入手，為地點建立長

期的保護策略。基本保護是針對所有未保護或部分保護的 AZE 地點提供基礎

                                                
37
 評估過程中使用的平臺，Integrated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Tool：https://www.ibat-alliance.org/ 

https://www.ibat-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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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而針對性保護則根據地點的特定威脅（如入侵物種、物種販運、伐木等）

制定，以確保物種的長期生存。 

會議並提及幾個來自不同國家的 AZE 保護成功案例，這些國家的經驗為其他國家

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包括： 

(1) 馬達加斯加 AZE 案例研究： 

AZE的研究顯示馬達加斯加的AZE地點對當地特有瀕危物種的保護至關重要。

自 2005 年以來，馬達加斯加的保護策略集中在識別和保護特定生態系統內的

關鍵地點，以防止地方性物種的滅絕。 

(2) 智利 AZE 保護策略： 

智利環境部發布了 AZE 保護策略，詳述了當地 AZE 地點的辨識過程、保護程

度差距分析，以及具體保護措施。智利的經驗顯示，藉由地圖分析和保護力差

距的評估，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資源，提升 AZE 地點的保護效力。 

(3) 巴西零滅絕聯盟（BAZE）保護策略： 

巴西的 BAZE 由巴西生物多樣性基金會主導，並與多個國際保護組織合作。

BAZE 為巴西境內的 AZE 地點提供了更新的名單和保護策略，確保巴西的稀

有物種及其棲息地受到有效保護。 

4. 心得建議： 

雖然在官方議程此場邊會並非由鳥類保育團體主辦，但主持會議的幾位專家基本上

均與鳥類保育密切相關，包括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和美國鳥類保護協會

（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都在這份報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8。主持人一開始就引用

eBird 的數據：卡利市周圍 50 哩的範圍之內，在過去兩個月的鳥種記錄大約是 1041 種。

我們就正站在一個物種多樣性極其龐雜的區域，但是有某些瀕危物種仍然面臨絕種的威

脅。 

在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的邊會中，主辦單位團體需要全球執行有成的案例，而臺灣

需要的則是展現成果的機會。目前臺灣針對瀕危物種的保育有很多不同的措施，這些管

理作為與成果，均有機會納入 AZE 案例之中。以林思民教授擅長的兩爬領域來說，赤

腹游蛇和臺北赤蛙目前在臺灣都處於高度瀕危的狀況，這兩個物種均為廣布種，在臺灣

的會面臨局部滅絕（local extinction）的危機。而金絲蛇是臺灣特有種，分布範圍極為侷

限；而豎琴蛙可望在不久的未來也提升為臺灣特有種，這時候區域性滅絕就等同於全球

性滅絕（global extinction），案例就更為急迫。如果有充分的作為可以將這些物種的棲

地進行保護，而另一方面加入 AZE 成為其工作夥伴，就有機會讓臺灣以瀕危物種的保

育管理案例躍上國際的舞台。 

                                                
38
 美國鳥類保護協會（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官網中，與 AZE 合作的部分：

https://abcbirds.org/program/aze/ 

https://abcbirds.org/program/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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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邊會其實也以一個非常引人印象深刻的問題作為結尾。有一個小學生在家長的

陪同下，也參加了邊會。「請問主持人，在看過這麼多的鳥種之後，你最喜歡的是哪一

種鳥？」在問題與討論的時候，他問主持人。「金剛鸚鵡！」主持人說。這段有趣的問

答，為這個邊會帶來一個幽默而且溫馨的結尾。 

  

圖 55、AZE 是臺灣可評估參與的保護聯盟 圖 56、以阿拉蟻鷯（Alagoas antwren）為對象的 AZE 案

例。這個物種在僅知的棲息環境中數量持續下降，因此

它的分布區域已經進行保護措施 

 
圖 57、IBAT 是協助 AZE 進行瀕危物種與瀕危棲地判斷的評估平臺 

 

（五）Leveraging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rewilding to supercharge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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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單位：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FAW）39、全

球再野化聯盟（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40、耶魯大學、聯合國環境署

（UNEP）、世界鯨豚協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DC）41 

4. 會議內容： 

本次邊會主題為「利用野生動物保護與再野化以強化氣候緩解與適應能力」，主要

討論了如何藉由保護和恢復野生動物族群及其棲息地，達成應對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

喪失的雙重目標，並為生態、社區和經濟帶來多重共益。本邊會主要由幾個科學家進行

科學性論證與說明，是兩週的會議期間非常高品質的一系列報告。 

(1) 野生動物對氣候變遷緩解的潛力 

會中介紹的核心論點來自文獻《Trophic rewilding can expand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Schmitz et al., 2023; Nature Climate Change）42。該文獻強調「營養階層的再野化」（trophic 

rewilding）在自然氣候解決方案中的重要性。文中指出，許多野生動物，尤其是大型草

食動物、食肉動物和海洋生物，在碳循環與碳儲存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些動物透過行

為活動（如食草、種子傳播和棲地擾動）增強了棲息地的碳儲存能力。例如，在草原生

態系統中，大型草食性哺乳動物能減少野火發生頻率，因而降低碳排放，並促進草原生

態的碳儲存。 

塞倫格提的牛羚群體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些動物群的食草行為抑制了野火發生，

從而有效地將碳留在地表，減少了因火災造成的大量碳排放。此類再野化的措施能在草

原、森林等多種生態系統中實行43，倡議者認為這是長期穩定的自然氣候解決方案之一。

因此，將再野化納入氣候政策，鼓勵保護和恢復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僅能減少碳排放，

還能促進碳的自然儲存。 

(2) 再野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協同效應 

倡議端認為，再野化的另一大優勢在於，它不僅支持氣候目標，還大幅促進了生物

多樣性保護。會中專家指出，透過再野化建立生態系統的連通性，可強化脆弱物種和生

態系統的氣候韌性，並提供動植物遷移與繁殖的空間。例如，透過在乾燥地區和亞乾旱

地區進行再野化，逐步恢復動物的自然棲息地，能幫助當地生態系統更好地應對極端氣

候事件，並減少物種滅絕的風險。 

此外，再野化的計畫還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隨著生態系統逐漸恢復，這些地區

成為生態旅遊的熱門地點，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並加強了社區對於保護行動的支持。

                                                
39
 邊會主辦單位之一：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FAW）的官方網站：

https://www.ifaw.org/international 
40
 邊會主辦單位之二：全球再野化聯盟（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的官方網站：https://globalrewilding.earth/ 

41
 邊會協辦單位：世界鯨豚協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DC）的官方網站：https://uk.whales.org/  

42
 關鍵文獻：有關大型哺乳動物促進碳吸存的文獻連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3-01631-6 

43
 關鍵文獻：有關熱帶森林地區碳吸存的文獻連結：https://www.science.org/doi/full/10.1126/sciadv.1501105 

https://www.ifaw.org/international
https://globalrewilding.earth/
https://uk.whales.or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3-01631-6
https://www.science.org/doi/full/10.1126/sciadv.15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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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野化的整體效益呈現生態與經濟協同發展的潛力，也強調將氣候緩解措施和生物多樣

性保護結合的必要性 

(3) 在國家氣候政策中的應用：從巴黎協定到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本次邊會還探討了如何將野生動物保護與再野化納入國家的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策

略中，並與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對接。倡議者認為，巴黎協定和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中提到的目標 T2、T3、T4、T8 和 T11 都可以通過加強野生動物的保護來促進

實現。為此，IFAW 發表了一套具體的指南，協助各國將野生動物保護納入其國家自主

貢獻（NDCs）中，並與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協調一致。 

指南的核心在於鼓勵各國在 2025 年之前將再野化納入政策框架，以便將野生動物

保護、再野化和氣候韌性建設結合。這樣的政策不僅有助於保護物種免於滅絕，還能促

進生態系統碳儲存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多重的正面效益。 

(4) 實案例與創新模式的分享 

會中分享了來自各地的真實案例，以展示再野化的實際成效。例如，智利和馬達加

斯加的再野化計畫已經展示了如何藉由地方主導的方式恢復自然景觀，同時達成生態保

護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這些案例展示了再野化能夠如何適應當地特有的環境需求，

以便在政策上達到因地制宜的效果。 

創新模式的推行也展現了再野化的多元化。例如，耶魯大學的研究團隊探討了透過

數據和科技支持，如何幫助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追蹤再野化效果，並為政策制定提供

科學依據。此外，全球再野化聯盟提出了「氣候韌性景觀」的理念，該理念提倡在景觀

管理中納入氣候變遷的考量，並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這些模式均強調了生態

保護與當地社區利益的緊密結合，提供了一個地方主導、以自然為中心的解決方案。 

4. 心得建議：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邊會，是一個各個倡議團體大鳴大放、「盍各言爾志」的場合，

部分論點可能要留待仔細閱讀發表文獻之後，才能做更明確的定論。此外，每一個提出

的科學議題，其實也必需要經過科學社群長期的考驗。 

不過另一方面，此場邊會的論述似可跟臺灣目前面臨草食獸數量擴張的狀況作為對

照。臺灣的現況由於缺乏中大型掠食者與獵人，許多地區的中大型偶蹄目動物呈現數量

擴張的趨勢。在高海拔和墾丁地區，水鹿及梅花鹿的擴張造成植被過度啃食，也引發很

多生態學家的疑慮。這樣的現象與本場邊會倡議單位的觀察結果相反，但是我們應思考

相關論點。臺灣作為一個面積狹小、人口稠密的島嶼，未來勢必面對更積極的野生動物

經營管理措施。新提出來的論點如何在臺灣進行測試或研究？這也帶給生態學者非常好

的研究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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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本邊會的主辦單位為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FAW） 
圖 59、本邊會的協辦單位為世界鯨豚協會

（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DC），

其畫面設計和文創都非常具藝術氣息 

 
圖 60、會場的報告人員大多為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冠蓋雲集 

 

（六）Wild animals - unsung heroes of carbon storag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 

restoration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1:40 

2. 主辦單位：全球再野化聯盟（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44 

3. 會議內容： 

這一個邊會的前半部分，跟 10 月 24 日下午的另一場邊會重疊。它探討野生動物在

維持生態系統完整性、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包括碳匯議題）中的關鍵角色，並強調這一

角色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及其他國際協議（如《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中的重要性。與氣候議題最大的差別是，生物多樣性是一個只要順利進行，可以自行逐

                                                
44
 全球再野化聯盟（Global Rewilding Alliance）的專職員工，從這邊可以再查詢倡議者的相關資料與著作：

https://globalrewilding.earth/our-team-of-staff-and-volunteers/  

https://globalrewilding.earth/our-team-of-staff-and-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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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回復的系統。倡議者45認為，因為這樣，我們應該要給予野生動物更多的機會，讓牠

們協助地球恢復原本的生態系服務功能。 

（1）野生動物在碳循環中的關鍵作用 

會議由多位科學家介紹了野生動物在碳循環中的潛在貢獻，這部分與 10 月 24 日下

午的邊會重疊，但講述得更為清晰。研究團隊認為，許多野生動物（尤其是大型草食性

動物和食肉動物）透過行為活動增強了碳循環和碳儲存。野生動物不僅通過食草、捕食、

種子散播等方式維持了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態，還間接促進了生態系統中碳的長期儲存，

減少了因棲地退化或破壞而造成的碳釋放。 

2023 年刊登於 Nature Climate Change 的該篇研究指出，以全球尺度保護和恢復關鍵

的野生動物族群，能顯著提升自然碳捕獲和儲存能力，對緩解氣候變化扮演關鍵的作用。

本研究由來自八個國家的 15 位科學家共同撰寫，作者呼籲，應將動物族群的恢復納入

氣候解決方案的考量。 

研究數據顯示，保護或恢復九種野生動物（或物種群）的族群，包括海洋魚類、鯨

魚、鯊魚、灰狼、牛羚、海獺、麝牛、非洲象和美洲野牛等等，每年可額外捕獲 64.1 億

噸二氧化碳。這相當於每年所需減排量的 95%以上（65 億噸 CO₂），以實現到 2100 年

從大氣中移除 5000 億噸 CO₂的全球目標，從而將全球變暖控制在 1.5°C 以下。 

該研究強調，為有效促進碳循環，需要從靜態的保護和自然基礎氣候解決方案（如

人工造林）轉向動態的陸地和海洋景觀，允許野生動物通過營養重建達到生態上有意義

的密度。這種方法被研究團隊稱為「活化碳循環（Animating the Carbon Cycle，簡稱 ACC）」，

倡議者並主張這是目前最佳的自然基礎氣候解決方案之一。 

（2）推出新計畫：識別關鍵物種和碳儲熱點 

倡議者也提出一項新計劃，目的在於識別全球範圍內對碳儲存有重大影響的關鍵物

種和熱點區域。此計劃的核心是運用現有科學數據，找出這些物種的分布區域，並評估

它們對於碳捕捉與儲存的貢獻。這項計劃的推出為全球的保護行動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

向，將野生動物作為氣候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要素。例如，非洲象在熱帶森林生態

系統中的角色因其食草行為能夠促進植被更新並增加生物多樣性，這些活動對於碳儲存

的增強有著極大幫助。透過保護這些關鍵物種及其棲地，不僅能實現物種保護，還能為

氣候變遷的緩解作出貢獻。 

（3）各方專家與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分享 

會議最後邀請了來自多個國家的科學家、政策專家和締約方代表，分享他們在野生

動物保護工作中的經驗與見解。來自政策領域的專家也在此強調政策設計對於有效保護

                                                
45
 倡議者 Oswal Schmitz（耶魯大學）的實驗室網站：http://schmitz.environment.yale.edu/os-schmitz.html 

http://schmitz.environment.yale.edu/os-schmitz.html


 118 

的必要性。某些國家已經開始考慮將野生動物的生態系統服務納入氣候行動計畫，並希

望在 2025 年前達到具體目標。 

這些政策專家一致認為，野生動物的保護應與現有的生物多樣性和氣候框架對齊，

而不應僅限於單一的生態保護目標。通過跨部門合作與國際協作，未來的保護計劃可以

更有效地推動生態、氣候和社會的共同利益。 

4. 心得建議： 

在邊會的後半段，倡議者花較多的時間介紹南美洲高海拔地區，利用南美洲山獅與

原駝的生態系統，復育過去被過度放牧造成的生態系劣化現象。這樣的高海拔地區在過

去經常作為放羊的場域，而當羊群數量過多的時候，就會在高海拔造成嚴重的啃食現象，

進而對當地的植被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由於高海拔地區的溫度和雨量都較低，使用非

常地長的時間也無法復原。在放牧地區收回，羊隻數量獲得控制之後，倡議者主張將原

駝引入原本劣化的生態環境，並恢復野生原駝的族群。這樣的植食性動物族群吸引了野

生的山獅族群，而山獅則對原駝的族群進行控制，也促使在自然的生態環境下並不會有

過度放牧的問題。因此，海拔的植被環境於此受到保護。 

不過這樣的思維是否可以引用於臺灣目前的狀況，也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討論。在

臺灣的高海拔山區，水鹿擴張造成植被過度啃食，也引發很多生態學家的疑慮。目前較

多的人是擔心數量過多的水鹿，因為缺乏掠食者的控制，而造成植物過度破壞，導致森

林環境的劣化。在臺灣這樣沒有掠食者的環境之中，原駝的案例是否可以複製到水鹿？

我們很高興有人在這樣的時間點，提出過去沒有思考過的論點。臺灣作為一個面積狹小、

人口稠密的島嶼，未來勢必面對更積極的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措施。新提出來的論點如何

在臺灣的環境，例如高海拔的箭竹草原，或是低海拔的高位珊瑚礁熱帶季風林進行測試

或研究呢？或許是臺灣的生態學者可以驗證的研究議題。 

  
圖 61、研究團隊估計各種大型陸域動物與海洋動物對

碳儲存的貢獻 
圖 62、倡議團隊分享南美洲高海拔地區的案例：藉

由復育原駝與山獅族群，進而改善棲地植被狀況，

並增加碳儲存 

 

（七）Flyways: leveraging finance for nature- based solution at scale, for climate, birds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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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2. 主辦單位：Bird Life 

3. 會議內容： 

這場邊會主題是關於「遷徙鳥類保護」的國際合作倡議。演講者呼籲各國政府、金

融機構和民間組織共同合作，建立起遷徙鳥類的「飛行路線」（flyways）保護計畫，並

強調這些計畫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改善人類福祉和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重大意義。演講

內容涵蓋了以下幾個方面： 

 介紹「鳥類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並強調民間組織在推動環境保護方面

的作用。 

 闡述遷徙鳥類面臨的生存危機，以及棲息地破壞、人類活動、氣候變遷等因

素的影響。 

 強調保護遷徙鳥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其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貢

獻。 

 介紹「鳥類國際組織」與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推動遷徙鳥

類保護的創新模式。 

 討論如何將「飛行路線」保護計畫應用於海洋鳥類和昆蟲等其他物種的保

護。 

 強調與原住民部落合作，並融入他們的傳統知識和文化，以促進遷徙鳥類保護。 

生態系統服務是指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各種益處，包含了支持人類生存和福祉

的各種自然過程和功能。因此在討論遷徙路線時，濕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生

態系統服務如何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濕地提供許多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例如： 

 水資源調節：濕地可以像海綿一樣吸收和儲存水分，調節水文循環，減少洪

水和乾旱的影響。 

 水質淨化：濕地可以過濾和淨化水源，去除污染物和沉積物，提供清潔的飲

用水和灌溉用水。 

 碳儲存：濕地，特別是紅樹林，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減緩氣候變化。 

 災害風險降低：濕地可以作為天然屏障，減輕風暴潮、海嘯和海岸侵蝕的影

響。 

 生物多樣性：濕地是許多物種的重要棲息地，包括候鳥、魚類、兩棲動物和

植物，維持著生態系統的平衡。 

 糧食供給：濕地可以提供魚類、貝類和其他水產品，為人類提供食物來源。 

 旅遊和休閒：濕地可以提供觀鳥、划船、釣魚等休閒活動，促進旅遊業發展。 

除此之外，濕地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有 10 億人依靠濕地生存，濕地為他們提供了食物、水源和生計。 

 濕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可以節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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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和恢復濕地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例如生態旅遊和濕地管理。 

然而，由於人類活動的影響，許多濕地正在遭受破壞和退化，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

喪失。因此，保護和恢復濕地對於維護生態系統服務、促進永續發展至關重要。各國政

府、開發銀行、民間組織和當地社區都需要共同努力，確保濕地能夠持續為人類提供重

要的生態系統服務。 

資金籌措是保護遷徙路線和濕地等重要生態系統的關鍵要素。由於全球生物多樣性

資金缺口高達 7,000 億美元，因此需要尋找新的方法來彌補這一差距。會議中提到，與

開發銀行合作或許是個好方法：開發銀行在調動資金以保護自然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例如： 

(1) 亞洲開發銀行（ADB）已承諾投入 30 億美元用於東亞-澳大利西亞遷徙路線

的永續管理和濕地保護。 

(2) 拉丁美洲開發銀行（CAF）也致力於成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綠色銀

行，承諾將 40%的融資用於綠色項目。他們與國際鳥盟合作，確定了 30 個可

以合作的生態系統項目，並承諾投入 3 億美元保護 14 個美洲的優先生態系

統。 

此外，吸引私營部門投資對於縮小生物多樣性融資缺口也至關重要。國際鳥盟正在

與開發銀行合作，開發新的方法來吸引私營部門投資，以推動變革。 

(1) 建立補助機制：補助機制可以為民間社會組織提供支持，使其在濕地等重要生

態系統的保護和管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亞洲開發銀行正在探索建立一種補助

機制，為國際鳥盟的合作夥伴和其他民間社會組織提供資金。 

(2) 利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濕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通過

量化這些價值，可以為濕地保護和恢復建立更強有力的經濟理由，並吸引更多

投資。 

4. 心得建議： 

保護遷徙路線和生態系統服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通過與開發銀行、私營部門和

民間社會組織合作，並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價值，可以有效地籌集資金，以支持這

些重要的保育工作。 

 

六、生物多樣性資源永續利用 

（一）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Targets 4 and 5: Human wildlife sustainable use and trade of 

wildlife speci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121 

2. 主辦單位：CPW、IUCN SSC HWCCSG、CIFOR、UNEP-WCMA、University of 

OXFORD、FAO、Nigeria、India 

3. 會議內容：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MGBF）的短期目標 4 為處理人與野生動物衝

突（HWC），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目標 5 在確保野生物種的永續、安全和合法

的採集與貿易。針對這兩個目標，因資料缺乏，目前缺乏全面的進展評估方式。這個邊

會主要是「永續野生動物管理合作夥伴關係（CPW）」及合作單位針對目標 4 及目標 5

的指標草案的推動進展及相關度量標準進行介紹。 

由於生物多樣性領域難以量化成就，人們容易感到沮喪和失去動力。因此監測生物

多樣性進展並展示成果非常重要。其中一位講者指出：「如果我們談論進展，但我們沒

有關注進展，也無法向他人證明我們正在取得進展，人們會感到沮喪，人們會失去動力。

所以我們需要確保我們不斷地激勵每個人，而生物多樣性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難說清楚

我們取得了什麼成就的領域，我們需要非常努力地研究這些指標，以便能夠在我們取得

進展時展示出來。」 

也因此，報告團隊介紹了「永續野生動物管理合作夥伴關係」（CPW）及其工作。

CPW 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個由 13 個國際組織組成的合作夥伴關係，包括三個公約

（CITES、CMS 和 CBD）的秘書處。CPW 致力於解決需要國家和超國家應對的野生動

物管理問題，並通過合作夥伴關係，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 

CPW 的五個主要目標，以及兩個與之直接相關的聯合倡議： 

(1) 支持各國確保野生動物的利用和貿易合法、永續和安全。 

(2) 促進預防、管理和減少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並加強共存。 

(3) 將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和管理納入「同一健康」議程，並倡導永續的野生動

物經濟。 

(4) 參與人類與野生動物的共存指標的制定。 

(5) 為野生動物物種指標目標框架的永續利用制定方法做出貢獻。 

有了主要目標（objectives）以後，需要發展相對應的指標（indicators），以監督、

對應主要目標的達成狀況。 

該團隊對於指標的發展，對於目標四及目標五有以下說明： 

(1) 目標 4： 

由 IUCN HWCCSG 進行人與野生動物衝突（目標 4）的指標開發過程及草

案提案介紹。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IUCN SSC）人-野生動物衝

突與共存專家組（HWCCSG）成立一個由技術專家和多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

方組成的工作小組，開發以目標四中 HWC 要素的組成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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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HWC）指標的主要考量因素包括 （1）能夠有效量

測重要的項目，（2）鼓勵權益關係者參與並共同設計的監測方法，（3）將人

文、社會和政治層面視為核心推動因素。在過去 10 個月，這個工作小組透過線

上工作坊，提出一個二元指標框架的草案，目標是通過一種共同且共享的監測

方法，讓各國報告其在管理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HWCC）方面的情況和相對

進展。該二元指標有三個主要元素：（1）負面影響事件，例如記錄人獸衝突發

生次數及經濟損失；（2）與野生動物共存的意願，可評估社區對野生動物的認

知、態度、危害的忍受程度及參與保育的意願；及（3）參與過程與政府治理的

品質，包括國家政策、權益關係者參與解決人獸衝突的能力建構與有效性等。 

(2) 目標 5： 

世界約有 50,000 個野生物物種被人類利用，包括 31,000 種植物、7,500 種

野生陸域脊椎動物、7,500 種的魚及水生無脊椎動物、1,700 種真菌等。全世界

70％較為貧窮的族群（包括原住民及社區民眾）的生計直接依賴野生物種。但

許多野生物種面臨嚴重的威脅，主要的威脅包括過度獵捕（6,241 個物種）、農

業發展（5,407 種）、都市化（3,041 種）、入侵種及疾病（2,298 種）及污染

（1,901 種）。以疾病而言，人類的疾病中，約有 60％是人畜共通傳染病，人

類新興疾病中約有 75%跟動物有關。因此，目標 5 在確保野生物種的永續、安

全和合法的採集與貿易，但各國都因為長期監測資料的缺乏，因此較少有效的

指標。 

目前僅有一項重點指標（headline indicator），著重於「生物永續水準內的

魚類資源比例（Proportion of fish stocks within biologically sustainable levels）」，

未能涵蓋所有相關物種或考慮野生物種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傳統用途。 

為因應這個議題，由 TRADE Hub 專案團隊、CIFOR-ICRAF、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世界保育監測中心（UNEP-WCMC）、牛津大學和 CASCADE 聯盟等機構合

作共同開發永續利用和野生物貿易（目標 5）的二元指標草案，本次邊會由

CIFOR-ICRAF 這個二元指標草案的介紹。 

該二元指標著重在下列四個主要議題：（1）法律性：您的國家是否具備法

律工具、政策框架或行政措施，以防止因使用、採集和貿易而對野生物種的過

度開發？包括對非目標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影響？（2）永續性：您的國家是否正

在監測野生物種的使用、採集和貿易的永續性，包括對非目標物種和生態系統

的影響？（3）安全性：您的國家是否已針對野生物種使用和貿易相關的病原體

溢出風險進行了處理？（4）傳統的永續性：您的國家是否尊重、保護並支持傳

統的永續利用？每個重點議題分別有數個問項。這個二元指標提供一個簡單、

標準化的方式，利用二元（是/否）的問項，可以快速且一致性的評估。 

上述指標預計在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間由各締約國檢視、回饋意見，並於

2025-2026 年由示範國家進行測試。 

4. 心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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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F 目標 4 及目標 5 缺乏有效的指標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國家層級關於野生動物

採集、利用、貿易及人與野生動物衝突的長期累積或監測資料。因此，本邊會強調資料

收集及監測的重要性。近年來臺灣在野生動物族群（例如哺乳類及鳥類）的監測成效良

好，但對於人獸衝突或野生物利用、貿易等尚缺乏資料，仍應致力於累積長期監測資料。 

國內人獸衝突或野生物利用、貿易等尚無有效的指標，雖然本次邊會有發展出二元

指標，但每個國家面臨情況都不同，因此應發展適合臺灣的指標。 

人獸衝突牽涉到經濟、社會及環境等議題，且權益關係人多，是相當複雜且處理難

度頗高。政府雖然有部分政策（例如電網推廣、生態給付）來減少人獸衝突產生的發生

及負面的觀感，但無法兼顧到所有人獸衝突的物種。未來在政策制定上，可納入更多權

益關係團體/人，充分考量多元意見。 

劉奇璋副教授進一步針對如何將該指標在臺灣利用方面，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應建立全面的資料收集系統： 

 涵蓋多元物種與空間：臺灣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面臨著各種不同的人

類與野生動物衝突，例如石虎保育與道路開發的衝突、獼猴與農作物損害、

山區部落與野生動物的互動等。指標的設計應涵蓋不同的物種、地理區域

和衝突類型，才能全面反映臺灣的現況。 

 關注社會與政治層面：資料中強調，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往往源於人們

對於野生動物管理方式的不同觀點，以及潛在的社會和政治因素。臺灣的

指標應納入這些面向，例如社區居民對於特定物種的態度、政策制定過程

的透明度和參與度、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等。 

 整合多元數據來源：臺灣可以參考資料中提到的「協作式資料收集」的概

念，整合來自政府部門、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社區居民和原住民部落等

不同來源的數據。 

(2) 發展符合臺灣特色的指標和方法： 

 考量臺灣的獨特性：資料中提到，由於各國的國情和保育需求不同，指標的

設計和應用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臺灣在設計指標時，應考量自身

的生態環境、社會文化背景、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法規等因素，才能制定出

符合臺灣特色的指標和方法。 

 參考國際經驗並進行在地化調整：臺灣可以參考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

人類與野生動物共存專家小組的經驗和指南，以及其他國家在指標設計和

應用方面的最佳實踐。同時，也要根據臺灣的實際情況進行在地化調整，確

保指標的適用性和有效性。 

(3) 從監測到行動： 

 將指標結果轉化為具體行動：建立指標監測系統的目的不僅在於收集數據，

更重要的是要將監測結果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以解決人類與野生動

物衝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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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跨部門合作：解決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需要跨部門的合作，例如農業

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公園署等單位。指標的監測結果可以作為跨部門

協調和合作的基礎，共同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 

 促進公眾參與：資料中強調了「參與式共同設計監測」的重要性。臺灣在指

標設計和應用過程中，應積極促進社區居民、原住民部落、非政府組織和其

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讓他們參與數據收集、分析和決策過程，以提高指標

的準確性和可行性，並增進社會對於保育議題的理解和支持。 

(4) 持續改進和完善指標系統： 

 資料中提到，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指標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改進的過程。臺

灣在指標設計和應用過程中，應持續收集回饋意見，定期評估指標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並根據新的研成果和實務經驗進行調整和完善。 

 臺灣在應用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指標方面，可以參考國際經驗，同時也要

根據自身的獨特性進行調整。建立全面的資料收集系統、發展符合臺灣特

色的指標和方法、將監測結果轉化為具體行動，並持續改進和完善指標系

統，才能有效地監測和評估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的狀況，並推動解決方案，

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二）Collaborative action for sustainable wildlife management initiatives of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2. 主辦單位：IASWG 

3. 會議內容： 

這個周邊會議主要是在介紹一個名為「外來入侵物種跨部門工作小組（IASWG）」

的組織。這個組織於 2010 年成立，是為了因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OP）

對國際入侵物種管理架構缺乏一致性的呼籲。IASWG 的目標是促進相關組織間的合作，

共同支持預防和減緩外來入侵物種的影響。演講者特別強調了 IASWG 在支持《生物多

樣性公約》第六項目標（關於外來入侵物種）的實務工作，並舉例說明 IASWG 如何幫

助締約方執行目標，例如制定全球標準化的標籤系統，以及發展關於集裝箱清潔的志願

性指引。演講者也介紹了 IASWG 的成果，包括工具包、研究報告和培訓材料等，這些

資源可以幫助各國在執行目標六時更加有效率。最後，演講者總結了 IASWG 在支持《生

物多樣性公約》外來入侵物種相關工作的重要性，並強調了跨部門合作的重要性。 

外來種管理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國際合作和國家層面的行動。根據聯合國生

物多樣性公約（CBD）締約方會議的要求，於 2010 年成立了「外來入侵物種機構間小

組」（IASG）。這個小組的目標是促進相關組織之間的合作，以支持各項措施，防止外

來物種的引入並減輕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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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G 由 11 個組織組成，每年舉行一次會議，並根據討論的主題邀請觀察員或其他

組織參加。IASG 的成員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數據庫和知識管理、貿易、動物健康和

植物健康等。這種多元化的組成有助於分享經驗、知識和合作。CBD 締約方會議積極利

用 IASG，並委託其秘書處與 IASG 合作開展各項工作，包括技術請求和能力建設與發

展請求。 

此外，IASG 開發了一套工具包，以支持締約方實施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中

的目標 6，該目標涉及入侵物種。該工具包提供了支持實施的資訊、資源清單和制定國

家入侵物種策略和行動計畫的指南。工具包還將目標六的要素分解，並針對不同領域提

出了自願行動建議。總之，外來種管理需要國際合作和國家行動的共同努力。IASG 在

促進合作和提供支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各國則需要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和實施有效

的管理策略。 

「工具包」是外來入侵物種機構間小組（IASG）為支持締約方實施全球生物多樣性

框架（GBF）目標六開發的重要工具，旨在幫助各國有效應對外來物種的挑戰。這個工

具包包含了與目標六相關的背景資訊、解釋和指南，幫助各國了解目標的具體內容和要

求。 

(1) 提供資源清單：工具包匯集了由不同組織製作的資源清單，這些資源與目標 6

的實施相關，方便各國查找和利用現有資源。 

(2) 指導制定國家入侵物種策略和行動計畫：對於希望制定國家級入侵物種管理策

略的國家，工具包提供了制定國家入侵物種策略和行動計畫的指南，幫助他們

制定全面且符合自身國情的管理方案。 

(3) 分解目標 6 並提出行動建議：工具包將目標 6 的要素分解，例如物種和地點的

優先排序、識別和管理引入途徑、根除和控制入侵物種等，並針對不同領域提

出了自願行動建議，使目標更易於理解和實施。 

工具包的優勢包括： 

(1) 易於使用：工具包的設計考慮到了不同用户的需求，無論是經驗豐富的入侵物

種專家還是新手，都能夠輕鬆使用工具包提供的資源和指南。 

(2) 實用性強：工具包提供的訊息和資源都與目標六的實施直接相關，能夠幫助各

國有效地開展工作。 

(3) 靈活性高：工具包提供的是框架性和指導性的内容，各國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

擇和調整工具包中提供的建議和行動方案。 

4. 心得建議： 

雖然 IASG 和工具包的資訊並未特別針對臺灣，但工具包提供的框架性指導和資源

可以幫助臺灣更有效地應對外來種挑戰。臺灣可以參考工具包提供的指南，制定符合自

身國情的國家入侵物種策略和行動計畫。工具包提供制定策略和行動計畫的步驟和要素，

例如設定目標、確定優先物種和地點、規劃管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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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可以根據自身的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條件和現有的管理措施，調整和完善工具

包提供的框架，制定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國家策略和行動計畫。 

(1) 加強跨部門合作：工具包強調了跨部門合作的重要性，臺灣可以參考工具包

的建議，建立更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制，促進農業、林業、漁業、環保等部

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共同應對外來種的威脅。 

(2) 提升公眾意識：工具包中包含了提升公眾意識的相關內容，臺灣可以參考這

些內容，制定更有效的公眾教育和宣傳計劃，提高民眾對外來種問題的認

識，鼓勵公眾參與外來種的防治工作。 

(3) 利用國際資源：工具包提供了一個由不同組織製作的資源清單，臺灣可以利

用這些資源，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尋找適合臺灣的管理方法和

技術。 

 

七、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 

（一）Blue Carbon: Achiev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targets on Kunming-Montre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2. 主辦單位：INVEMAR、CI、IUCN、IOC UNESCO、WWF INTERNATIONAL、

IPBC、GMA、ECU、IMEDEA 

3. 會議內容： 

本場邊會主要討論藍碳生態系，特別是紅樹林和海草等重要生態系統，探討如何利

用自然氣候解決方案，達到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MGBF）、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及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十年目標。 

KMGBF 的目標是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並確保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康。為了實現昆

明—蒙特婁框架中的生物多樣性目標，包括減少對生物多樣性威脅、有效恢復退化的生

態系、減少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影響、增益生態系服務功能及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

決策，需要： 

執行 1：保護自然環境。加強紅樹林、海草床等藍碳生態系統的保護，避免這些生

態系統遭受過度開發、污染和土地變更等威脅。 

執行 2：恢復重要棲息地。積極推動藍碳生態系統的恢復工作，尤其是在受損的沿

海地區，並提高恢復工作的成功率。 

執行 3：減少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支持這些生態系統的永續管理，

平衡生態保護與社會經濟需求，並推動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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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碳生態系統有助於實現多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尤其是： 

目標 13：氣候行動。藍碳生態系統能夠有效吸收和儲存碳，減少減少大氣中的溫室

氣體，為氣候行動提供一個自然的解決方案。 

目標 14：保育海洋生態。藍碳生態系統對海洋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支持海洋生物

多樣性並促進海洋健康，對海洋生態平衡發揮作用。 

目標 15：保育陸域生態。藍碳生態系統不僅有助於減緩氣候變遷，還能提供重要的

生物棲息地，並有助於減少土地退化、改善水質和生物多樣性喪失。 

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十年目標（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海洋十年係將海洋科學研究所發展的數據、資訊和知識，能在地方、國

家或是全球區域進行公平有效的治理、整合及管理，並加強科學與政策之間的銜接，進

而強化海洋治理與海洋管理，促進海洋經濟永續發展，因此，保護和恢復藍碳生態系統

能夠促進海洋健康、提高海洋生物多樣性，並增強沿海社區的適應能力。 

會議中提及藍碳生態系作用與挑戰包括： 

(1) 海洋生物多樣性：紅樹林和海草等藍碳生態系為「生物多樣性熱點」，提供生

物棲息地和食物來源，為許多瀕危物種或關注物種（海龜、鯊魚）的重要繁殖

區，亦為保護海岸線、維護水質、以及支持漁業等。 

(2) 減緩氣候變遷：藍碳生態系統是地球上碳儲存最有效的自然區域之一。它們能

夠將大量的碳固定在植物和土壤中，從而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因此，

應積極推動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保護、恢復並妥善管理藍碳生態系。 

(3) 社會經濟效益：藍碳生態系的保護與恢復需要穩定的資金支持，將藍碳項目納

入全球碳市場或氣候和生物多樣性資金體系，並透過保護和恢復藍碳生態系

統創造當地社區就業機會，以及提高生活品質。 

(4) 科學數據與制定政策：藍碳科學研究和管理實踐，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持和科學

證據，討論以調查監測、數據蒐集與資訊分享，強調科學數據和政策制定的協

同作用，並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各國應制定可執行的藍碳保護政策，特別強調

發展中國家與島嶼國家的藍碳生態系，在提高生物多樣性、促進生態旅遊和漁

業永續極具潛力，並應讓當地社區參與這些資源的決策和管理。 

(5) 藍碳面臨挑戰：藍碳面臨諸多挑戰，如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事件等氣候變遷

的影響，另外沿海地區的開發、漁業過度、污染等人類活動壓力，對藍碳生態

系統造成極大威脅。  

(6) 具體應對策略：具體的應對策略包括建立和擴大保護區、規範土地與海洋使用

空間、推動恢復藍碳生態系、漁業永續管理、提升科學研究與數據支持、強化

國際合作、創新融資機制、社區參與與利益共享及環境教育與宣導。 

4. 心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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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碳生態系的保護與恢復對於應對氣候變遷、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臺灣作為海洋資源豐富的地區，應結合《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

架》目標與採取現地行動，對於受損的藍碳生態系（如被污染或破壞的紅樹林和海草床），

應積極開展恢復作業，此外在沿海地區應規範土地使用，避免不當開發，並增設更多的

保護區來支持藍碳生態系永續發展，這不僅有助於提升生物多樣性，還能加強沿海社區

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雖然臺灣未能直接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會議，但

可以透過與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如紅樹林聯盟等），參與相關的藍碳倡議，

推動更有效的保護策略，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行動做出貢獻。 

 

（二）Mangrove Alliance for Climate Technical Meeting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2. 主辦單位：Mangrove Alliance 

3. 會議內容： 

本次邊會由阿拉伯聯合大共和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versity 主持，先說明紅樹

林氣候聯盟（MAC）係由阿拉伯聯合大共和國與印尼合作設立，認為氣候變遷是一個超

越國界的全球性重要議題，需要各國合作協調解決方案，致力於擴大及加速紅樹林生態

系的保護與恢復，作為應對氣候變遷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並努力促進全球生物多樣

性。在 2022 年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後，印度、斯里蘭卡、澳大利亞、日本及西

班牙也宣布加入，截至 2024 年有 45 個國家成為聯盟夥伴，說明聯盟自成立以來持續的

發展，阿拉伯聯合大共和國也承諾將在 2030 年種植 1 億棵紅樹林，表示聯盟中擁有紅

樹林覆蓋的國家，具有沿海/海洋性質的國家可獲的技術、財政及設備支援，將以基於自

然解方來恢復紅樹林並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並認為可強化防洪措施保護約 600 萬人，

並防止洪水災害造成損失約 640 億美元；而沒有紅樹林覆蓋的國家永續融資做出貢獻，

在未來 20 年以投資來恢復全球紅樹林，並認為可產生 1,900 億美元藍碳產值潛力。未

來將加強保護工作的全球夥伴關係、擴大紅樹林科學研究和資料共享、落實討論的 2031

年新策略計劃、準備召開的紅樹林保護國際會議、並邀請更多國家和組織參與保育行動。 

紅樹林氣候聯盟（MAC）報告紅樹林復原目標，將利用 1.遏止毀林 2.復育手段 3.雙

重保護 4.持續融資，期望在 2030 年前投注 40 億美元，復育和保護全球 1,500 萬公頃的

紅樹林，遏止紅樹林的毀林行為。投資 40 億美元於復原紅樹林將可產生巨大影響，包

括緩減氣候變遷、保護生物多樣性及減少洪水災造成財產損失，這些紅樹林生態系服務

價值高達 700 億美元。 

日本 JICA 分享保護紅樹林的方法與經驗，表示紅樹林生態係可儲存的碳比森林生

態系多，紅樹林所吸收的碳約有 85-90%會儲存在超過三公尺的底泥中。紅樹林可以形

成土壤層，有助於降低波浪和暴潮等現象，亦可降低海嘯高度減少災害風險，並可保護

海岸線避免受到海平面上升及氣候變遷影響。日本 JICA 亦長期與菲律賓、印尼、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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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巴西及墨西哥進行合作，持續發展紅樹林復育技術及永續管理，未來將加強紅樹

林永續經營並適應氣候變遷。 

哥倫比亞代表報告保護與復育紅樹林對控制氣候變化、災害風險與沿海社區的作用，

主要針對評估與監測生態系服務效益、權益相關人的合作與資源共享、發展技術指引。 

馬爾地夫代表表示紅樹林的保護與管理對島嶼和沿海地區的國家的社會發展極為

重要，但也面臨獨特地理和環境挑戰，馬爾地夫擁有 1,100 個小島，雖然島嶼面積小且

密度高，但積極保護陸地及海洋，特別是紅樹林保護和海洋自然資源管理，並表示需克

服地理環境限制以及強調社區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菲律賓代表分享該國保護紅樹林策略，主要將社區參與及保護紅樹林環境政策納入

地方政府計畫，以及促進私部門參與國家紅樹林保護措施，以達成改善土壤及海洋資源

永續管理。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根據《巴黎協定》和《全球海洋公約》，提出與氣候變遷與保護

海洋相關的倡議，與澳洲合作促進永續海洋經濟。此外，英國也透過投入資金，支持馬

達加斯加和印尼的藍碳科學計畫及進行紅樹林復育，並表示將持續制定和實施以海洋為

基礎的氣候解決方案、擴大支持全球紅樹林復育的資金、透過研討會加強與國際合作夥

伴交流。 

4. 心得建議： 

根據邊會內容，臺灣可借鑑馬爾地夫的經驗，積極推動紅樹林的保護與恢復。儘管

臺灣面積較小，但作為島嶼國家，亦面臨類似的沿海保護挑戰。建議臺灣加強紅樹林的

保護與科學研究，並透過社區參與、政府政策及私部門合作，推動紅樹林復育計劃。此

外，應整合地方政府和民間資源，促進沿海地區永續發展，並提高生物多樣性及災害風

險減少的能力。 

   

圖 63、Mangrove Alliance for Climate Technical Meeting 邊會現場照片 

 

（三）Building Resilience: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Conservation to 

Safeguard Vulnerable Species in Central Asian Mountain Environments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0: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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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單位：生態環境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遷徙物種公約（CMS）、

GRID-Arendal 

3. 會議內容： 

本次活動聚焦於氣候變遷對中亞山區的影響，這不僅威脅到當地的人類社區，還影

響到野生動物，包括遷徙物種如盤羊和雪豹。這些物種會改變其移動模式和棲息地使用

方式，以適應氣候變遷，這可能使現有的保護區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並暴露動物於更

大威脅之中。圍欄和道路成為這些旗艦物種尋找合適棲息地和食物的障礙，而氣候變遷

導致的高海拔放牧增加，往往引發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偷獵和棲息地侵占。除此之

外，社會對於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和人類社區影響的認識也相對不足。

由吉爾吉斯政府、UNEP、CMS 和 GRID-Arendal 主辦的此次邊會，將探討生物多樣性

保育與社區生態系統適應之間的聯繫，旨在展示如何通過社區參與的方式，將氣候變遷

納入生態系統管理與保育規劃中，以支持更好的保育措施。會議將討論在地方、國家和

區域層面的這些協同效益。 

這場邊會聚焦於中亞山區生態系統及其面臨的氣候變遷挑戰，並探討如何通過政策

和區域性計畫增強當地野生動植物的韌性。會議首先強調了在國際政策框架下的承諾，

包括後 COP15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巴黎協定下的國家自定貢

獻（NDCs）、防治沙漠化公約的土地退化中性（LDN）目標，以及遷徙物種公約（CMS）

下的相關承諾，如 COP14 的第 12.21 號決議，特別關注於氣候變遷對遷徙物種的影響。

這些政策框架為保護生態系統、減少人類活動對遷徙物種棲地的干擾提供了基礎，並倡

導國家間的合作以應對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 

在區域層面，中亞山區的政策框架涵蓋了「中亞哺乳動物倡議」（CAMI）和針對特

定物種的保育框架，例如盤羊、布哈拉鹿，以及全球雪豹生存計畫（GSLEP）。此外，

中亞地區還制定了「區域氣候變遷適應策略」以及 2021-2030 年「中亞乾旱風險管理和

減緩區域策略」，目標是減少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及社區生計的衝擊。會議指出，中

亞山區的大部分地區位於高海拔地帶，這些區域因氣候變遷導致牧草地轉移和野生動物

棲息地的改變，進一步增大了人類與野生動物間的衝突風險。 

最後，會議介紹了 CAMCA（中亞山區社區適應和保護）項目，該項目的目標在於

增強當地社區及遷徙物種面對氣候變遷的韌性，並通過生態系統適應（EbA）解決方案，

改善社區生計、保護棲地，並減少人類與野生動物間的衝突。會議討論了四項主要適應

措施，包括加強牧場和保護區的管理、推廣生態教育、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提供替代生

計以減少對畜牧業的依賴。這些措施旨在促進中亞地區的生態系統管理，並呼籲相關政

策和資金支持，以確保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福祉在氣候變遷背景下的永續性。 

4. 心得建議： 

中亞山區生態系除了對於氣候變遷高度敏感，還受到包括放牧活動快速增加、人工

設施造成棲地破碎等人為活動的影響，以及這些不同威脅的加成效應衝擊，因此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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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的保育，需要考量氣候、野生生物與當地居民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在此邊會中

介紹了包含Central Asian Mammals Initiative、Global Snow Leopard & Ecosystem Protection 

Program、Central Asian Mammals and Climate Adaptation 等區域性保育計畫與行動，除

了建立生態廊道確保棲地的連結與野生動物的移動外，也透過加強對於放牧活動的管理、

提供當地居民替代性經濟來源等方式，達到保育的目的。 

其實不單是中亞山區，在人為活動幾乎影響全球各角落的這個時代，過去強調透過

排除人為干擾以達保育目的的方式已不足夠，保育工作需要同時兼顧人類與其他生物的

需求。這也表示，保育行動的規劃與執行，需要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專業人才共同合作、

需要利用人與自然耦合系統（coupled human-natural system）作為思考框架、需要將人與

自然和諧共存作為保育的目標。近年來林業保育署推動的國土生態綠網計畫，關注於人

類活動與野生物棲地高度重疊的區域，以作為串連保護區域的生態廊道，正需要這樣的

保育模式。近年我國的科學研究雖已強調跨領域的合作，但許多標榜跨領域的整合研究，

仍多是各領域專家各自負責整體計畫中符合各自領域的部分，缺少真正領域間的整合，

以致難以從自然與人類社會系統間複雜的交互關係中，提出兼顧人與自然的保育建議。

建議我國研究資助機構需要更重視跨領域的合作計畫，且需要鼓勵領域間的溝通及相互

瞭解，做到從問題的發想、研究的設計，到成果的呈現與應用皆由不同領域的專家，以

及相關的重要權益關係人共同合作討論完成。而保育工作的規劃與執行，也需要跨政府

部門及單位，以及與當地社群之間的對話與協力，目前生態綠網計畫所建立的跨單位合

作平臺是一個達到此目的很好的機制，但還需要各單位與組織持續的參與及支持。 

由於臺灣在國際外交上缺乏正式地位，拓展國際合作面臨挑戰，但透過更具目標性

的臺灣經驗分享，仍能有效深化實質夥伴關係。中亞 The Central Asian Mammals and 

Climate Adaptation（CAMCA）project 顯然是一個 bottom-up 與 top-down 皆充滿動能的

計畫，可看出在保護區規劃、OCEM、與氣候變遷議題的諸多努力。但臺灣仍有多方可

提供當地參考的面向，包括社區共管和保護區管理方面的細膩度，尤其開發新的經濟來

源、以支持當地永續發展。其次，臺灣在智慧監測技術的應，已大幅提升生態監測的效

率和準確度，如廣泛應用無人機測繪、衛星影像及 GIS 於生態系統監測、自然災害預警

和野生動物行為觀察等領域。這類技術能幫助中亞地區更有效地管理廣大而人煙稀少的

保護區，特別是在追蹤野生動物遷徙、棲地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方面，可減少人力資源

的投入並提升管理效率。臺灣也可倡議建立區域性合作與知識分享平臺，促進中亞國家

在保護區管理和氣候適應方面的經驗交流，協助搭建跨國交流平臺，使各國能互相學習

彼此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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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吉爾吉斯共和國的牧場和自然保護區管理 圖 65、人類活動和氣候變遷對雪豹及其生態系統影響 

 

（四）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when policies collide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5:00-16:20 

2. 主辦單位：FOE、ECONEXUS 

3. 會議內容： 

本場邊會分析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議題間複雜的關係，以及不合宜的政策如何讓

兩個當今地球最令人擔憂的危機變得更加嚴重。 

本邊會首先由隸屬 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計畫經理 Nele Marlen 簡述氣候

變遷、極端氣候如何影響生物多樣性，包括如何造成物種消失、棲地破壞，也指出生物

多樣性的喪失如何影響氣候，並指出其關鍵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讓地球過去累積億萬年

的生物量釋放。報告指出，將生物多樣性的減碳功能視為氣候變遷的解方使得氣候政策

的制定者誤以為只要增加生物多樣性便能不需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生物多樣性公

約在無意中也對此錯誤觀念推波助瀾。講者指出，氣候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錯誤解方包括

造林（關注植林的數量而非完整的生態系、提供企業簡化的解方、對森林生態系的錯誤

定義、造成外來種的大量繁殖）、水力發電、核能等，這些舉措已然讓氣候議題變成生

物多樣性喪失的因素，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複而加劇氣候變遷。其原因是，氣候政策制

定者依賴生物多樣性為氣候議題的解方，讓許多氣候政策加速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第二場演講由 Third World Network 研究員 Mirna Inés Fernández 報告生物多樣性與

氣候的錯誤解方（False solutions for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該演講解釋了 NbS（Nature-

based Solutions）、NCS（Natural Climate Solution）、EA（Ecosystem approach）、EbA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等相近概念的異同，以由於碳和生物多樣性相抵消、漂

綠、權利人的財務障礙等因素，上述概念的實施所造成的抵銷與延遲去碳化、漂綠、單

一物種植林、效益未經嚴格評估、淨收益並不能保證生態系完整性和功能的優先順序、

以及導致生物多樣性基金被挪用等本質上的問題，導致上述概念被誤用。另外，補償性

的措施通常是沒有保障措施的有害政策、挪用生物多樣性資金、擇優指標、忽視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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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講者最後指出，真正的解方需要對實地保育和復育的直接投資、生物多樣性

管理者無需中介即可獲得資金、並重視生態系方法。 

第三個講演由 Stand.earth 資深森林遊說員 Tegan Hansen 報告，她提告說英國聲稱採

用七百萬噸生質能源顆粒（biomass pellets）產生英國 4%電力並獲得數十億英鎊的補貼，

然而發電公司 Drax 事實上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北部砍伐天然林，而非所稱的採用廢

材。該報告建議，根據昆蒙框架（K-M GBF）目標 18，應將生質能源質補貼指定為對

生物多樣性有害並確保逐步淘汰，NBSAPs 必須包括有時限的計劃，以消除有害補貼，

包括生質能源補貼，同時，各國必須干預，指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修訂碳核

算。 

第四個講演由 Hands Off Mother Earth （HOME） Alliance46全球協調員 Coraina de 

la Plaza 講演《碳捕捉技術的風險和影響：為何地球工程是假解方》，地球工程是指對

地球海洋（marine geoengineering）、土壤（land-based geoengineering）和大氣（atmosphere 

and space geoengineering）進行有意的大規模技術操縱，旨在應對氣候變遷及其一些影

響，這些工程有旨在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DR），另一些建議則旨在將一些陽光反

射回太空（Solar Geoengineering/SRM）。海洋地球工程提出『海洋施肥（ocean 

fertilization）』，將大量鐵粒透入海洋刺激浮游植物生長以吸碳並成為下沉至海底。然

此實驗未能證明海洋施肥是一種有效的碳儲存方法，且廣泛的科學共識認為，海洋施肥

可能會對海洋食物網、傳統漁民、藻類養殖者和沿海社區的生計產生負面影響。生物能

源與碳捕獲和豐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BECCS）是藉由砍伐樹

木、燃燒木材以補碳、埋碳、植林、再砍伐的循環，BECCS 不是碳中和的，從生物能源

過程中捕獲二氧化碳比從燃煤電廠捕獲二氧化碳的能源消耗更大，BECCS 將大量的轉

變土地，這將導致大規模的生態系統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糧食生產的激烈競爭、

淡水資源的枯竭以及對農業化學品的需求增加，同時碳捕獲與豐存也存在著極大的不確

定性。Solar geoengineer（太陽輻射控制），又稱平流層氣溶膠注入氣候工程（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SAI），是在平流層中以氣溶膠的形式釋放出百萬噸級的亞硫酸鹽顆粒，

以反射陽光並“使陽光變暗”，但 SAI 會造成區域性的贏家與輸家，會造成一些地區的

乾旱，另一些地區的洪災，太陽能地球工程將加劇全球權力失衡，該措施必須保持連續

的氣溶膠注射才能使 SAI 發揮作用，部署需要持續數百到數千年；突然停止注射會導致

終止衝擊，氣候變遷急劇加速。 

講者總結，地球工程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危機假解方的原因為，這些舉措沒有解決

氣候變遷的根本原因，操縱著人們所知甚少且已經承受巨大壓力的複雜生態系統、它所

依賴的技術具有風險性、投機性，並且可能會對生計和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新威脅和影

響，它破壞了真正的氣候行動並維持現狀，它加劇了不平等、不公義和剝削模式，進一

步損害人權，同時它升高了治理和地緣政治的問題。然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對地球工程在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方面樹立了獨特的全球先例，在預防性方法的基礎

                                                
46
 參考網站：https://bio.site/HandsOffMotherEarthAlliance 

https://bio.site/HandsOffMotherEarth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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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出了幾項共識決定，呼籲締約方確保在滿足一系列條件之前不進行影響生物多樣性

的氣候地球工程活動；CBD 制定了重要的同行評審技術文件，這些文件對於擬議的陸

地、海洋和大氣地球工程項目的潛在影響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鑑於越來越多的有風險的

地球工程提案嘗試和正在進行的現場實驗，COP16 提供了一個重申暫停決定的重要機

會，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暫停措施不應受到其他聯合國姊妹公約中正在進行的談判的影

響。 

4. 心得建議： 

本場邊會有相當的知識量，雖然許多觀點似乎過於偏激，但對於我國目前的氣候政

策仍具有啟發性。我國將 2050 淨零碳排作為重要政策，許多的政策，包括研究經費，

都是以此為目標。然而許多政策，如光電、紅樹林藍碳、不當的植林等，都會對生物多

樣性的完整性造成重大影響。氣候與生物多樣性密不可分，但生物多樣性的複雜性遠高

於氣候，然而在我國目前的組織架構下，主管生物多樣性機關的位階不足，也是造成氣

候議題凌駕生物多樣性議題的主因。 

 
圖 66、「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when policies collide」邊會現場 

 

（五）Nature-based solutions as a connector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agendas in 

LAC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2. 主辦單位：UNEP、BPLU、BLB、Colombia 

3. 會議內容： 

座談會旨在探討如何將自然解方融入政策和實務，以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

遷以及社會發展等問題座談會邀請了來自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和肯亞等國家的政府官員、

學者和民間組織代表，他們分享了各自在自然解方方面的經驗，並探討了這個概念的全

球性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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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的重點包括： 

 自然解方的概念與定義：討論了自然解方的定義和其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重要

性，特別是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等國際組織

對於自然解方的重視。 

 自然解方的經濟效益：探討了自然解方如何創造經濟效益，以及如何將其融入

國家發展計畫和政策。 

 自然解方的實務經驗：分享了瓜地馬拉和哥倫比亞在森林管理、社區參與和永

續發展等方面的成功案例，並強調自然解方對於促進社會公平與和平的貢獻。 

 自然解方的挑戰：強調了自然解方所面臨的挑戰，例如缺乏資金、缺乏整合性

政策以及缺乏科學研究等，並呼籲各界共同努力克服這些挑戰。 

 NbS 是一個用於應對環境和社會挑戰的整體性方法，它利用自然的力量來解決

問題，同時造福人類和生物多樣性。會議中討論了 NbS 的不同面向，包括定

義、優點、挑戰和在瓜地馬拉和哥倫比亞等國家的具體例子。 

NbS 的定義與範疇：NbS 被定義為旨在保護、保育、恢復、永續利用和管理陸地、

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的措施，這些生態系統可以是自然的或經過改造的，用於有

效和適應性地應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同時促進人類福祉、生態系統服務、復原力

和生物多樣性效益。這個定義強調 NbS 的廣泛範疇，涵蓋各種生態系統，並強調 NbS

旨在同時解決多項挑戰並創造多種效益。 

NbS 的優點： 

 NbS 可以提供許多經濟利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和促進生態旅遊。 

 NbS 是一種成本效益高的解決方案，因為它利用自然的力量來解決問題，而不

是依賴昂貴的人工干預措施。 

 NbS 可以促進社區參與和賦權，因為它通常涉及當地社區參與設計和實施。 

 NbS 可以促進和平與和解，因為它可以幫助解決自然資源競爭和環境退化造成

的衝突。 

NbS 的挑戰： 

 缺乏標準化的衡量指標和方法來量化 NbS 的效益，這使得難以評估其有效性

和吸引投資。 

 需要跨部門協調和合作才能有效實施 NbS，因為它涉及多個利益相關者和部門。 

 存在「漂綠」的風險，即某些項目可能被錯誤地標記為 NbS，但實際上並沒有

提供真正的環境或社會效益。 

NbS 的具體例子： 

 瓜地馬拉的瑪雅生物圈保護區實施了社區森林特許權制度，允許當地社區永續

地管理森林資源並從中獲益，同時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減緩氣候變化。 



 136 

 哥倫比亞的森林發展核心計劃旨在促進森林恢復和永續利用，同時為農村社區

創造就業機會和收入。 

成功的 NbS 項目需要具備以下關鍵要素： 

 科學依據：NbS 必須基於可靠的科學證據和傳統知識。 

 參與式方法：NbS 的設計和實施應讓當地社區、政府機構、科學家和私營部門

等所有相關利益相關者參與。 

 長期願景：NbS 應被視為一項長期投資，需要持續的資金和政治支持才能取得

成功。 

4. 心得建議： 

由於 NbS 必須根據當地環境和社會條件進行調整，許多國家擔心全球標準會過於僵

化，缺乏適應當地情況的彈性。劉奇璋副教授指出，在這個邊會中，報告方然沒有明確

地點出全球標準（Global standards），但是有提到 NbS 還是必須依循一個公認的標準，

同時也認為制定某種形式的標準對於確保 NbS 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至關重要。尤其是許

多計畫為了吸引資金或目光，擅自加上了 NbS 的標籤，但是卻不遵循全球標準，有漂

綠之嫌。 

 

（六）Mangrov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maximizing synergies with climate change 

control, disaster risk and poverty reduction for coastal communiti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5:00-16:20 

2. 主辦單位：JICA、CBD、MOEJ、Wetlands International、OECC 

3. 會議內容： 

紅樹林對氣候變遷、沿海災害風險、社區生計改善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過去

幾十年來，全球紅樹林面積急劇下降，導致此類生態系統功能/服務減少。許多國家目前

正在加速恢復退化的紅樹林。私人企業最近也對儲碳能力高的紅樹林生態系統的保護和

恢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期望購買碳信權並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然而，不考慮其他

生態系統服務的紅樹林種植會導致服務之間的對抗性權衡。 

此邊會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協同 CBD

秘書處、日本環境省（MOE-J）、印尼環境與森林部、國際濕地聯盟、日本一般社團海

外環境部（Overseas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Japan; OECC）舉辦，由五場專題

演講報告紅樹林生態系統復育的實例與挑戰。邊會首先由 JICA 資深科學家 Dr. Noriaki 

Sakaguchi 報告紅樹林保育及其生態性服務功能，MOE-J 物種及遺傳多樣性保育主任

Nuril Fadzillah 報告印尼紅樹林保育政策，國際濕地聯盟主席 Han de Groot 報告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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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復育最佳的實踐設計47，日本住友商事 Shuji Naito 分享透過透金融復育紅樹林，

以及 OECC 發展部長 Nene Fukizawa 分享菲律賓私營部門的紅樹林復育項目。 

這五場短講說明為恢復紅樹林生態系統，確保其多種服務的協同作用，我們應該實

行整合生態系統管理，然其關鍵要素是權益相關人的參與，對生態系統的現狀和威脅進

行科學監測，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適應性管理以及權益相關人之間的協商。透過這種綜合

方法實施紅樹林保護和復育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與沿海社區氣候變遷控制、災害風險和

減貧的協同作用，其規模化有助於實現 KM-GBF 的多項目標，特別是恢復至少 30%的

紅樹林退化的沿海生態系（目標 2），最大限度地減少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目

標 8）和增強自然對人類的貢獻（目標 11），以實現紅樹林分布國生物多樣性國家策略

（NBSAPs）和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 

4. 心得建議： 

紅樹林藍碳議題在今年成為我國備受關注的焦點。根據文獻紀載，臺灣目前許多紅

樹林都是栽植的，並非天然分布地，且近年來，在西部海岸許多河口溼地也都因為紅樹

林的快速增生而產生各種影響，其中最受到矚目的是關渡自然保留區水筆仔純林擴增而

造成基隆河河道窄化影響排水及泥灘地消失造成水鳥、底棲生物棲息地喪失的問題。本

邊會指出，紅樹林的復育的得失需要謹慎評估；而由本邊會來評估，我國大型企業或可

參考日本企業，與熱帶國家合作復育因為經濟開發而破壞的紅樹林，藉此取得碳權，這

可能比在我國的「非紅樹林原生地」復育紅樹林有更好的成效。 

 
圖 67、「Mangrov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maximizing synergies with climate change control, disaster risk and 

poverty reduction for coastal communities」邊會現場 

 

（七）Enhancing Nature- Based Solution for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a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 Rio Convention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2. 主辦單位：IUCN、Germany、Egypt 

3. 會議內容： 

                                                
47
 參考網站：https://www.wetlands.org/publication/video-series-how-to-effectively-restore-mangroves/ 

https://www.wetlands.org/publication/video-series-how-to-effectively-restore-mang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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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周邊會議的參與者包括來自法國、荷蘭、美國、歐盟、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

他們分享了各自國家在推動 NbS 的政策、計畫和經驗。會議的主軸圍繞著如何將氣候

變遷、生物多樣性保育和土地退化等議題整合在一起，並以 NbS 作為解決方案。會議

的重點包括： 

(1) NbS 的重要性：參與者強調 NbS 不僅能減緩氣候變遷，也能促進生物多樣性

保育和土地復育，並能創造經濟機會，同時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2) 國際合作：參與者們呼籲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推動 NbS 的發展。他們分享了

各自國家的成功案例和經驗，並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3) 跨領域整合：參與者們指出 NbS 的推動需要跨領域整合，包括政府部門、民

間組織和學術機構的合作，以及跨國合作。 

(4) 地方參與：參與者們強調地方社區在推動 NbS 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並

強調要將原住民知識和傳統納入 NbS 的規劃和實施。 

(5) 創新與投資：參與者們呼籲各國政府加大對 NbS 的投資，並鼓勵創新科技的

應用。 

會議中提到氣候變遷調適是指針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採取調整措施，以降低風險和提

高應變能力。NbS 作為一種利用自然力量來應對氣候變遷的方法，在氣候變遷調適中扮

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NbS 不僅能幫助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同時也能提升生物

多樣性、增進社會福祉，並促進經濟發展。 

本場邊會並從以下從幾個方面探討 NbS 在氣候變遷調適中的應用： 

(1) 降低災害風險：NbS 可以透過恢復自然生態系統的功能，降低自然災害的風

險。例如，沿海地區的紅樹林和沙丘可以有效抵禦海平面上升和暴潮的侵

襲，而濕地復育可以減緩洪水。 

(2) 提升生態系統韌性：NbS 可以增強生態系統的韌性，使其更能適應氣候變遷

帶來的變化。例如，種植耐旱植物可以提高乾旱地區的生態系統適應能力，

而恢復森林可以提升碳匯功能，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 

(3)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NbS 不僅能帶來環境效益，也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例如，

發展生態旅遊可以為當地社區創造就業機會，而恢復退化土地可以提高農業生

產力。 

會議中亦提到為了有效實施 NbS 並發揮其在氣候變遷調適中的作用，以下幾個方面

需要特別關注： 

(1) 整合方法：氣候變遷調適是一個複雜的議題，需要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和專

業。NbS 的設計和實施應採用整合方法，將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社會經

濟發展等多個面向納入考量，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2) 跨部門合作：NbS 的實施需要跨部門合作，例如環境保護、水資源管理、農

業、城市規劃等部門需要協同合作，才能有效實施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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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參與：NbS 的成功需要社區的積極參與，特別是原住民社區，因為他們

擁有豐富的傳統知識和實踐經驗。在設計和實施 NbS 項目時，應尊重原住民

的權利和知識，並將其納入決策過程。 

(4) 資金投入：NbS 的實施需要充足的資金投入。政府應將 NbS 納入國家發展策

略和政策，並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鼓勵私營部門參與 NbS 投資。 

NbS 的成功仰賴於有效的合作與夥伴關係。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私營部門、研究

機構、在地社區和原住民部落都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NbS 的潛力。 

會議中從不同層面探討 NbS 實施過程中所需的合作與夥伴關係： 

(1) 跨部門合作：NbS 涉及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災害風險降低、社會經濟發

展等多個面向，因此需要跨部門合作，才能有效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和資

源。例如，法國的 LiveAdapt 專案由法國生物多樣性辦公室主導，旨在整合水

資源開發、農村環境等不同部門，共同推動 NbS。加拿大的 NbS 項目也強調

跨部門合作，整合自然資源部、環境與氣候變遷部、農業與農業食品部等不

同部門的資源。 

(2) 國際合作：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是全球性挑戰，需要國際合作才能有

效應對。歐盟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合作案例顯示，國際合作可以促進

知識共享、政策協調和聯合行動，共同推動 NbS 的發展。荷蘭也積極與其他

國家、開發銀行和在地利益相關者合作，建立全球 NbS 機會地圖，以促進

NbS 的推廣和應用。 

(3) 公私部門合作：私營部門在 NbS 的資金投入和技術創新方面扮演著重要角

色。荷蘭的氣候與發展基金（DFCD）致力於引導私人投資參與 NbS 項目，

以擴大 NbS 的規模和影響力。日本的許多私營企業也對 NBS 表現出濃厚興

趣，並積極尋求 NBS 的應用方法和最佳實踐案例。 

(4) 社區參與和原住民知識：NbS 的成功需要在地社區的積極參與，特別是原住

民部落，因為他們擁有豐富的傳統知識和實踐經驗。加拿大和日本的案例都

表明，在設計和實施 NbS 項目時，應尊重原住民的權利和知識，並將其納入

決策過程，才能確保 NbS 的效益和永續性。 

(5) 知識共享和能力建設：NbS 的推廣需要加強知識共享和能力建設。各國政府、

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應分享最佳實踐案例，並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幫助發展

中國家實施 NbS。 

 

八、永續生產 

（一）United for Our Forests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5:00 

2. 主辦單位：MRE、Brazil，巴西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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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是接續八月份於貝倫舉行的亞馬遜峰會而來，在該峰會上，亞馬遜合作條

約組織（ACTO）八個成員國，以及印尼、剛果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等國共同簽署了「為我們的森林聯合起來」的聯合公報。因此，本次會議的目標

是延續公報精神，邀請更多熱帶森林發展中國家加入「為我們的森林聯合起來」倡議，

共同商討如何保護和永續利用熱帶森林生態系統。凝聚發展中國家在熱帶森林保育、永

續利用和復育方面的共識，並增強發展中國家在相關國際會議上的話語權。推動由發展

中國家主導的倡議，以替代現有由已開發國家提出的「由上而下」的倡議。 

會議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1) 分析現有的國際機制：評估現有的支持熱帶森林保育、永續利用和復育的國際

機制，找出其優缺點和可改進之處。 

(2) 分享發展中國家經驗：交流發展中國家在熱帶森林保育、永續利用和復育方面

提出的或正在實施的倡議，分享成功經驗和汲取教訓。 

(3) 討論資金機制：就如何使用資金機制達成共識，確保資金有效地用於熱帶森林

的保護和永續發展。 

(4) 制定聯合倡議：共同制定針對國際金融機構和捐助國的聯合倡議，以反映熱帶

森林發展中國家的優先事項，爭取更多資金和技術支持。 

本次會議是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共同應對熱帶森林挑戰的重要平臺。會議應有助

於凝聚共識、制定行動方案、爭取國際支持，推動熱帶森林的永續發展。 

4. 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由巴西外交部主辦，並由亞馬遜國家組成的雨林保護聯盟主導，會議著重

強調巴西總統魯拉的政策，以及巴西在亞馬遜流域國家保育工作中的領導地位，有濃厚

的國家宣傳立場。會議大幅討論現有的國際森林保育資金機制，並試圖建立由發展中國

家主導的資金使用模式。建議可持續關注這些討論，了解國際資金流向和可能的合作機

會，並思考如何將臺灣的技術和經驗融入這些機制中，例如發展中國家在會議中會分享

彼此在森林保育、永續利用和復育方面的經驗和倡議。積極參與、分享臺灣在森林保育、

永續利用和復育方面的經驗和技術，例如水土保持、生態旅遊等，並尋求與其他發展中

國家合作的機會。 

會議也強調原住民在森林保育中的重要性。臺灣可以參考巴西和其他亞馬遜國家的

原住民政策，思考如何在臺灣的原住民政策中融入更多森林保育的元素，並保障原住民

在森林資源利用上的權益。 

會議旨在邀請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森林保育的行列。可以藉此機會拓展與其他發展

中國家的合作關係，特別是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等擁有豐富熱帶森林資源的地區，共

同推動森林保育和永續發展的目標。 



 141 

（二）Youth leadership and agroecology catalyz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gri-food 

systems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4:20 

2. 主辦單位：WFF、GYBN、FAO 

3. 會議內容： 

這是一個關於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活動，旨在透過年輕人的參與，推廣友善生

物多樣性的農業系統，並促進各方合作。本次會議旨在於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

約方大會第十六次會議（COP16）期間，提高人們對農業糧食系統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

作用的認識，並促進與會者對《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MGBF）的理解。

會議將重點關注青年參與，並發起行動呼籲，以建立與青年參與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

公約》相關的農業糧食領域路線圖。 

會議主要目標包括： 

(1) 提升意識：讓 COP16 參與者更深入地了解農業糧食系統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

的作用，以及它與 KMGBF 的關聯性。 

(2) 發起行動呼籲：提出並討論可行的政策建議，以支持實施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

農業糧食系統。 

(3) 促進多方合作：加強致力於永續農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

的合作。 

(4) 強調青年參與的重要性：青年專業人員積極有效地參與和賦權，參與有關永續

農業糧食系統的討論。 

(5) 促進觀眾參與：通過問答環節促進高層次觀眾互動，從而產生有關生物多樣性

保護的新想法和觀點。 

(6) 制定青年參與農業糧食領域的長期路線圖。 

會議內容圍繞以下主題展開： 

(1) 展示青年諮詢的成果，包括主題大會和全球調查的結果。 

(2) 推廣生態農業方法，討論生態農業和其他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農業和管理系統

的益處和實際實施。 

(3) 促進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鼓勵青年、農民、原住民、地方社區、婦女、研

究人員和環保人士以及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層面的參與。 

4. 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強調青年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作用，促進實踐經驗和知識的分享，推廣

生態農法，及制定行動呼籲和路線圖。本次會議將為促進青年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

一個平臺，並為實施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農業糧食系統制定可行的行動方案。青年為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團體，建議臺灣可以強化此面向、有系統培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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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orests and Water Day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8:30-17:00 

2. 主辦單位：ITTO、WWF、Ramsar、IUCN、UN Water、UNDP、UNEP、CBD 

3. 會議內容： 

本次森林與水資源日有一系列的會議，由多個非政府組織及聯合國相關機構所主辦，

會議主要目的為：（1）聚焦於「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實施，

特別強調森林和水資源生態系統的保護、恢復和永續利用。（2）促進各界對森林和水

資源議題的關注，分享經驗和解決方案，並推動全球承諾的落實。 

會議分為兩個主題：「確保森林生物多樣性以造福自然、氣候和人類」以及「水資

源促進與自然和平共處」。議程包含多個相互關聯的環節，涵蓋以下關鍵議題： 

(1) 從哥倫比亞卡利到巴西貝倫：高級別開幕式 

(2) 以人權為本的森林保育方法 

(3) 氣候變遷下的森林：生物多樣性作為韌性森林地景的保障 

(4) 永續的森林經濟：滿足人類和生物多樣性的需求 

(5) 保育和恢復水資源生態系統以促進與自然和平共處 

(6) 建立和平：所有利益相關者永續利用水資源生態系統 

(7)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實施中的水資源和水資源相關生態系統：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監測和融資機制 

會議期間發布「森林因素：保護、保育和永續管理森林在實施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中的作用」這份由生物多樣性公約、糧農組織和聯合國森林論壇聯合出版的

刊物。 

會議主要進行方式是邀請各國政府、原住民、當地社區、青年和專家學者等多元的

利益相關者參與，並以專題演講、小組討論和問答環節等形式進行，並鼓勵與會者分享

經驗和觀點。會議最後並舉辦一場雞尾酒會，並邀請 2024 年勞力士國家地理探險家費

爾南多·特魯希略進行訪談，分享他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探險經驗。 

會議重點及結論有以下七點： 

(1) 強調森林和水資源之間的相互聯繫，以及它們在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

續發展目標中的重要作用。 

(2) 呼籲採取全政府和全社會的合作方式，共同應對森林砍伐、水資源污染和氣候

變化等挑戰。 

(3) 倡導以人權為本的保育方法，確保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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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的更新，使其與「昆明-蒙特

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保持一致，並加強水資源議題的整合。 

(5) 推動創新監測技術的應用，以提高數據透明度和問責制。 

(6) 探討永續的森林經濟模式，以平衡經濟發展、社會福祉和環境保護。 

(7) 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全球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本場「森林與水資源日」會議旨在凝聚共識，推動各界採取行動，以確保森林和水

資源生態系統的健康和永續性。會議強調了跨領域合作、以人權為本的方法和創新解決

方案的重要性，為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和永續發展目標奠定了基礎。 

4. 心得建議： 

此次研討會聚焦於森林和水資源生態系統的保育、復育及永續利用，強調積極推動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實施，並呼籲社會各界參與。會議特別

關注以人權為基礎的保育策略，強調原住民及當地社區在森林和水資源管理中的關鍵角

色和權益。此外，研討會也展示了科技創新在資源監測中的應用，例如「加速森林創新

監測」（AIM4Forests）計劃及 Whisp 平臺，這些技術能促進數據透明度並提高決策效

率。 

本次會議還強調整合政府部門、學術界、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公民社會等多方利益

相關者的重要性，推動跨部門合作以增強生態系統管理的效果。 

臺灣政府有以下幾點可以注意的事項或建議： 

(1) 強化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參考國際趨勢，完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

行動計畫（NBSAPs）的制定與執行，並將水資源管理納入考量。臺灣可參照

Ramsar 公約秘書處的報告，探索如何將濕地保育、復育和明智利用融入 

NBSAPs 中。 

(2) 深化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並分享臺灣在森林和水資源管理方面的經驗

和最佳實務。臺灣可以借鑒哥倫比亞的經驗，其參議院與眾議院正努力將社區

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權益列為優先議題，以減少社會環境衝突。 

(3) 加強與原住民的合作：增進與臺灣原住民部落的合作，確保其在森林和水資源

管理中的參與和權益。可參考國際原住民保育聯盟（ICCA）的倡議，該組織強

調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知識及人權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重要性。 

 

（四）Phase out fossil fuels to make peace with nature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0:10 

2. 主辦單位：哥倫比亞環境部 

3.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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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國際合作，加速向永續能源轉型，以保護生物多樣性並

應對氣候危機。會議強調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重要性，並將其與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

侵犯原住民權利等議題聯繫起來。 

會議內容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 

(1) 化石燃料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關係：會議強調了化石燃料開採對生物多樣性的

負面影響，特別是在亞馬遜地區等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區域。 

(2) 原住民的權益：會議討論了化石燃料開採對原住民社區的影響，以及保障原住

民權益的重要性。 

(3) 公正的能源轉型：會議強調了公正的能源轉型的重要性，這意味著要確保轉型

過程對所有社區和個人都是公平的，並且要為受影響的社區提供支持。 

(4) 社會生態轉型：會議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生態轉型概念，這意味著要改變

我們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以建立一個更永續的社會。 

(5) 文化轉型：會議強調了文化轉型的必要性，認為我們需要改變我們與自然和能

源的關係，以建立一個更永續的未來。 

會議進行方式主要包括： 

(1) 專家演講和討論：會議邀請了來自不同國家和領域的專家，就化石燃料、生物

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議題發表演講，並進行深入的討論。 

(2) 原住民的參與：會議積極鼓勵原住民社區的參與，讓他們能夠分享他們的經驗

和觀點，並參與決策過程。 

(3) 公民社會的參與：會議邀請了來自公民社會的代表，包括非政府組織、工會、

宗教領袖和青年活動家等，參與討論並發表意見。 

會議的重點包括： 

(1) 呼籲制定《化石燃料不擴散條約》：瓦努阿圖和吐瓦魯等國呼籲聯合國談判制

定一項《化石燃料不擴散條約》，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並防止新的化石燃料

基礎設施的建設。 

(2) 哥倫比亞的領導作用：哥倫比亞是公開支持《化石燃料不擴散條約》的最大國

家，也是化石燃料開採歷史和依賴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哥倫比亞政府將 COP16

的主題定為「與自然和平相處」，將氣候危機議程與生物多樣性公約明確聯繫

起來，使會議成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和保護生物多樣性鬥爭的新戰線。 

(3) 建立一個公正和永續的未來：會議強調了建立一個公正和永續的未來的必要性，

這需要國際合作、社會生態轉型以及文化轉型。 

會議強調了以下幾個關鍵訊息： 

(1) 氣候危機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緊密相連的，而化石燃料是造成這兩大危機的主

要原因。 

(2)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與自然和能源的關係，以建立一個更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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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正和包容的轉型至關重要，需要國際合作、社會參與和原住民的領導。 

4. 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特別從原住民社區和南方國家的視角，闡述了如何降低和停止使用化石燃

料的措施。有幾項臺灣政府值得借鏡的經驗： 

(1) 原住民的知識和權益：會議強調應尊重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和土地權益，將其納

入能源轉型的規劃和實施。臺灣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過程中，應重視與臺灣原

住民族的協商和合作，確保其權益得到保障，並借鑑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智慧。 

(2) 公正轉型的重要性：哥倫比亞的經驗顯示，擺脫化石燃料依賴不僅是能源轉型，

更需要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轉型。臺灣政府應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協助受影響

的產業和勞工轉型，確保轉型過程的公平正義，避免社會不平等加劇。 

(3) 多元化的能源策略：會議提出了分散式能源系統的概念，主張發展多元化的可

再生能源，避免單一能源過度集中。臺灣政府應積極推廣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

發展，例如地熱、海洋能等，並鼓勵社區參與能源生產，建立更具韌性的能源

體系。 

(4) 國際合作與社會動員：會議呼籲建立全球性的合作機制，例如《化石燃料不擴

散條約》，以加速淘汰化石燃料。臺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應積極參與相關

國際合作，分享經驗，並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推動全球能源轉型。 

(5) 文化轉型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會議強調，能源转型需要改變現有的消費主義文

化，建立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 臺灣政府應加強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的

宣導，鼓勵民眾反思消費模式，並從自身做起，減少能源消耗，支持永續的生

活方式。 

 

九、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一）Policy Coherence and Investment: Mainstreaming Natural Capital into the Ministries 

of Finance, Economy, and Planning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ADB（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GEF（全球環境

基金）、ADB（亞洲開發銀行） 

3. 會議內容： 

自然資本評估與核算（NCAA）是一組用於量化和評估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服務的

方法與框架，旨在將這些價值更能融入決策過程、經濟系統及政策之中。此方法認為，

生態系統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服務—例如清潔水、空氣品質、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樣性—這

些服務對人類福祉和經濟活動至關重要，因此需與其他經濟資產一起被納入考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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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主要組成部分的概述：1.自然資本評估：此部分包括識別、量化和評估自然資源與

生態系統的狀態，如森林、濕地和海洋。它著重於這些資源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能力—

如碳封存、水過濾、洪水控制等。2.自然資本核算：此部分將評估收集的資訊整合到經

濟帳目中，並賦予這些資源貨幣或非貨幣價值。其目的是跟蹤隨時間變化的狀況，並將

自然資本與傳統經濟指標（如 GDP）一起納入考量。這些帳目有助於在做出經濟增長與

環境永續性之間的平衡決策時提供參考。3.政策和決策整合：一旦確立了自然資本的價

值，這些價值將用於指導政策和商業決策。例如在土地使用、保護投資和開發項目的決

策中。自然資本核算可以揭示環境退化的隱藏成本，以及保護生態系統的長期收益。 

本次邊會展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LAC）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在自然資本評估

和核算（NCAA, 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 and Accounting, NCAA）方面的進展，並如

何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融入國家和次國家層級的財政管理及相關政策中，這項工作由

全球環境基金（GEF）通過美洲開發銀行（IDB）支持。各國代表分享其經驗，展示推

動此議程的機制、所面臨的挑戰及進展。 

此邊會的重點有： 

(1) 政策一致性可以成為減少資金需求並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和機制擴大新資金來

源的強大工具。 

(2) 為了使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在達成 CBD 目標上產生影響，各國需要在更大規模

的國家規劃和管理框架內進行一系列策略性投資。 

(3) 本次邊會的主要目標是引起全球財政部或經濟部官員及決策者對其在生物多

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重視。透過此次邊會，各國的財政部

和/或經濟部官員可以學習並交流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恢復和自然資源永續管理

方面的主流化和資源動員的挑戰、機遇和經驗教訓。 

邊會由 IDB 主席 Ilan Goldfajn 進行開幕致詞。主持人為 IDB 主要專家/生物多樣性

集群負責人 Gregory Watson。並由 Yoko Watanabe（ADB 環境部主任），GEF 高層代

表、及來自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烏拉圭、智利、貝里斯以及史丹佛大學的代表進行說

明。各國代表發表的主題為： 

(1) 哥倫比亞國家規劃署分享在應用 NCAA 及將相關經濟價值整合至國家會計系

統及政策中的經驗； 

(2) 智利成立自然資本委員會，向總統辦公室提供建議，以及試辦的經驗； 

(3) 貝里斯在專業化金融工具方面的經驗，如透過「藍色債券」進行海洋保護的債

務置換，以及開發關鍵績效指標（KPI）以支持基於成果的財政方式，這對於沿

海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至關重要。 

以下為其他會議重要內容摘要： 

自然對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對全球經濟以及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SDG）構成風險。以全球尺度，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每年約為 125 兆美元，大約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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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5 倍。在過去的七十年中，由於人類活動的影響，加上氣

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加速衰退（IPBES, 2019）。全球 GDP 的 55%（約 58 兆美元）高度

或中度依賴自然（PwC, 2023），世界經濟論壇盤點未來十年的十大全球風險中，有五

項與氣候和自然相關（WEF, 2024）。此外，80%與貧困、健康、水資源、城市、氣候、

海洋和土地相關的 SDG 目標的進展，也因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受到損害（IPBES, 2019）。 

在 2022 年 12 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P-15 會議上，196 個國家採納了《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GBF 的全球目標包括在 2030 年前停止並逆轉

自然的喪失。為實現這些目標，GBF 目標 19 中設定籌措至少 2,000 億美元資金的目標，

並包括到 2030 年每年至少提供 300 億美元。 

實現這一目標意味著需要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入，調動私部門的融資，並增

強國內資源的籌措，同時考量國家的生物多樣性財務規劃。政策一致性可以成為減少資

金需求並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和機制擴大新資金來源的強大工具。為了使生物多樣性主流

化在達成 CBD 目標上產生所需的影響，各國需要在更大規模的國家規劃和管理框架內

進行一系列戰略性投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在其發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直接維

持 LAC 人口的生計。根據 ECLAC 的數據，該地區 12.1%的總經濟價值與依賴自然資源

的經濟活動和產品相關，這增加了對依賴生物多樣性的關鍵生態系統服務的壓力

（ECLAC, 2023）。該地區約 20%的就業高度依賴於生態系統服務，例如 LAC 的 4200

萬原住民為易受影響的族群。儘管自然對發展、減貧和維持生計至關重要，LAC 仍是生

物多樣性衰退速度最快的地區。 

4. 心得建議：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在過去幾屆的締約方大會都是重要的議題，例如 2014 年第 12 屆

締約方大會，性別觀點的主流化為重點之一；2016 年第 13 屆締約方大會，通過坎昆宣

言（Cancum Declaration），強調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永續利用納入農業、林業、漁業

和旅遊業發展的主流，以促進人類福祉；2018 年的第 14 屆締約方大會，進一步提出將

生物多樣性納入基礎建設、礦業、能源、製造及健康等部門和跨部門的主流。第 15 屆

締約方大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於 2021 年 10 月在中國大陸昆

明辦理，發表「昆明宣言（Kunming Declaration）」，主流化相關的承諾包括「促進永

續生物多樣性在決策流程中的主流化」、「逐步淘汰損害生物多樣性的補助措施」及「提

高公眾對永續生物多樣性的認識」等，第二階段則於 2022 年底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

主要聚焦於「愛知目標」於 2020 年期限屆滿後，下一個十年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方針。

該次會議中，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部門及跨部門主流仍是主要的議題之一。本邊會則強調

財政、經濟與規劃部門的主流化的重要性。 

本次邊會包括哥倫比亞、智利及貝里斯等國，都由部長級的代表親自報告該國在財

政、經濟或規劃部門主流化的經驗，顯示該國重視的程度。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2020

年出版「綠色國民所得帳編製報告（環境與經濟帳）」，以環境汙染、自然資源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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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主軸來編製，但其他在經濟、財政及規劃部門的主流化仍有很大進步的空間。未

來應建議我國相關部門的首長或當層級官員亦能參加 COP 會議，深入了解生物多樣性

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才能真正將相關經濟價值整合至國家會計系統及政策中。 

 

（二）Innovations in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for Nature-Positive Infrastructure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7:00 

2. 主辦單位：Nature Positive Initiative 

3. 會議內容： 

本次邊會討論當前生物多樣性政策與實踐的創新思維，並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對生物

多樣性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採取創新的方法來實現雙贏，即同時促進經濟發展和

保護自然生態系統。 

會議主要內容與討論要點： 

(1) 自然正向基礎設施的概念： 

自然正向基礎設施（Nature-Positive Infrastructure）是指設計和建設的基礎設施

不僅不會損害生物多樣性，還能夠促進生物多樣性恢復和增長。這些基礎設施

項目應該支持生態系統服務，並確保長期的永續發展。 

(2) 主流化生物多樣性： 

會議討論了如何將生物多樣性嵌入到基礎設施規劃、設計、建設和運營的每一

階段，這種「主流化」過程需要跨領域的合作與創新方法。參與者討論了如何

突破傳統的開發模式，將生態系統考量融入政策、經濟和技術決策中。 

(3) 成功案例與最佳實踐： 

多個成功案例被分享，這些案例展示了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基礎設施規劃中的具

體做法。例如，如何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中進行生態影響評估，並採取減少或

補償措施來保護當地物種和生態系統。此外，也有關於城市綠化、綠色交通系

統以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如濕地恢復、森林保護等）的案例分析，這些措

施有助於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生態價值和韌性。 

(4) 跨部門合作： 

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存在著多方利益的交織，因此促進各

部門間的協作至關重要。會議強調了政府、企業、學術界、社會組織及原住民

族社區等不同利益相關者合作的重要性，並呼籲各方共同努力，創建一個有利

於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設施發展環境。 

(5) 技術創新與數據利用： 

技術和數據的創新被認為是推動自然正向基礎設施的重要工具。例如，如何利

用遙感技術、人工智慧（AI）和大數據來監測生物多樣性變化，以及評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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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這些創新有助於精確評估並設計出對生物多樣性有益

的基礎設施解決方案。 

4. 心得建議： 

這場邊會深入探討了如何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推動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並推動自然

正向基礎設施的實現。這些創新方法不僅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保護，還能促進永續發展，

並支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目標的達成。成功的案例、跨部門合作、政策激勵

以及技術創新，將成為未來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推動力。 

 

十、都市藍綠帶 

（一）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Action: Local Perspectives to Meet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Goals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5:00 

2. 主辦單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3. 會議內容： 

生態系統修復對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增進生物多樣性以及確保地方社區福祉至

關重要。本次邊會將探討永續發展目標（SDGs）、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以及聯

合國「生態系統修復十年」之間的交集，強調地方倡議及其對全球的影響。藉由展示參

與聯合國「生態系統修復十年」計畫下「復育世代」專案的城市成功修復案例，本次活

動旨在突顯最佳實踐、挑戰，並強調城市在 2030 年前遏止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達

成水資源安全、氣候韌性、加強生計及提升都市人口福祉等方面的重要角色。 

特別值得一提是「綠色西雅圖夥伴計畫」。西雅圖市於 2023 年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選為「恢復世代」計畫的「示範城市」，為美國唯一入選的城市。「綠色西雅圖夥伴計

畫」包括城市森林恢復行動，保護自然區域和增強生態健康。市政府不僅著力於改善鮭

魚棲地，也加大了對城市樹冠層的投資，以減少熱島效應，促進城市居民的健康。 

西雅圖在學校、社區公園和低收入住房附近植樹，並創造綠色職業機會。市府還承

諾持續在公共及私有土地上種植超過 8,000 棵樹木，並在公園和自然區域種植 40,000 棵

樹木。這些努力旨在擴大樹木覆蓋率，保護當地生態和氣候韌性。 

西雅圖的生態系統恢復還包括與金郡自然資源部合作完成的 Cedar River「河灣計

畫」，恢復了近一英里長的河段，以改善鮭魚棲地並降低洪水風險。此外，該市還加入

了《巴黎協定》及《城市自然宣言》等國際協議，展示了其在全球永續發展領域的領導

地位。 

4. 心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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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藍綠帶的發展可以視為臺灣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的縮影，兩者雖概念上有可比較

之處、但背後的主導力量和專業背景存在極大差異。都市藍綠帶主要由都市規劃和景觀

設計的專業領域推動，強調透過綠地和藍帶（如河流、濕地等）來改善都市生活環境，

增進生態效益和居民生活品質。而國土生態綠網則是由生態學者與政策制定者主導，目

標在於保護生態多樣性、連接自然棲地，並通過政策的支持來確保生態保護的落實。隨

著時間推移，這兩個知識體系之間的界線會逐漸模糊，並且有望融合，原因在於本世紀

都市擴張已成為全球地表變遷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而如何讓這一趨勢更為環境友善、兼

顧生態需求，成為迫切的課題。 

都市藍綠帶和綠網計畫未來的融合不僅僅是空間上的相互補充，更是知識和理念上

的互相借鏡。隨著都市擴展對自然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加，僅依賴都市規劃或生態保護單

一視角來應對已不足夠。都市藍綠帶的發展可以向綠網計畫學習如何以更系統化、全域

性的方式保護生態，將都市中零散的綠地聯結成完整的生態網絡，以促進物種遷徙和基

因交流。另一方面，國土生態綠網也可以參考都市藍綠帶的實踐經驗，考慮如何在人為

環境中兼顧生態和景觀以外的功能，尤其回應居民心理健康需求。 

 
圖 68、「實踐中的生態系統修復：來自地方政府的聲音」會議現場照片 

 

十一、遺傳資源取得及惠益分享（ABS） 

（一）Outco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DSI Users Exchange and Informal DSI Negotiators 

Retreat （September 2024）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0:10-11:40 

2. 主辦單位：DFFE、BMZ、ABS-IniTIATIVE 

3. 會議內容： 

該邊會總結了 2024 年 9 月在南非 Pretoria 舉行的『International Users Exchange and 

the Informal Negotiators Retreat（國際用戶交流和非正式談判者會議）』成果。該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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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oria 舉行的會議是自 2019 年以來一系列 DSI 對話中的最新一次。與會者表達了他們

的希望，但擔憂 CBD COP16 上的 DSI 談判。接下來的談判代表會議討論了第二屆 DSI

不限成員名額工作小組中出現的主要關鍵問題。小組討論將反思締約方會議第十六屆會

議的成果和可能的前進方向。 

4. 心得建議： 

數位遺傳資訊（DSI）的惠益共享（ABS）是 COP16 討論最多的議題之一，此邊會

反映了對此一議題的關注。會議之進行一開始由挪威、南非、德國等國官方代表發言報

告，接著由產官學界代表發言。藉由建立付費機制來達成 DSI 的 ABS 幾乎是各界的共

識，但如何定價、如何不重複徵收、刺激產官學持續相關研究等，卻很難有明確的解答。

由遺傳多樣性研究著眼，CBD COP 關於 DSI 的 ABS 的討論和相關研究領域考量並不

一致，將序列公開於公眾領域是學術進步的關鍵，一旦研究者需要付費，將對學術進展

產生嚴重的影響。藉由此邊會，較能呈現此議題各界關心的焦點，呈現 9 月會議的結果

並有相當的訊息量。尤其各界開誠布公的討論、而非制式論點，對議題的實質進展確實

能夠達到一定的效果。 

我國因為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亦非 CBD 締約方，所以對於遺傳資源惠益共享(ABS)

與 DSI 的相關管制並無單一法規對應管理，這也導致國外學者收集我國生物多樣性遺

傳資源的管制機制不足。另由於在國際合作關係建立上缺乏相關法規，可能與世界脫軌。

在 COP16 後，我國亟需研討相關法規的制定，以即時接軌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育趨勢。 

 
圖 69、Outco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DSI Users Exchange and Informal DSI Negotiators Retreat （September 

2024）邊會現場照片 

 

（二）Successful ABS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successes and failed cases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11:40 

2. 主辦單位：HC、UT、INTA、BSIP、PRRI 

3.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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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益共享（ABS）的討論中，利益實質上如何產生鮮少被討論。由產業界來看，

如何產生利潤，才是後續能共享利益的關鍵。本邊會分享數個成功以及失敗的案例，在

成功的定義上，講者確認各案例有取得「事前告知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PIC）」

及「雙方同意之條件（mutually agreed terms/MAT）」，有明確的合作事實，且與資源提

供國有貨幣或非貨幣的惠益共享。 

第一個案例來自不丹，該國經由不丹國家生物多樣性中心（NBC）與在地社區共同

開發了 13 個產品，簽署了 14 個 ABS，有兩個跨國公司參與，在地社區扮演原料提供

者，社區透過出售材料賺錢，特許權使用費則捐給生物多樣性基金。其中一個產品是香

水公司香奈兒的香水液。為了促成 ABS，NBC 官員訪問了日本以推銷產品促成合作，

有兩間公司達成 ABS，但因為 covid 疫情尚未有產品問世。不丹的成功案例源自 NBC

官員 Chencho 與在地居民間友善的關係，對建立合作關係的高度彈性，以及不丹對生物

多樣性及 ABS 抱持的高度興趣。 

第二個案例為日企 Sakata Seed 與阿根廷及印尼之合作案例。Sakata Seed 與阿根廷

之 INTA 就取樣、篩選、發展達成合作協議，以開發新的覆地草本黃花過長沙；Sakata 

Seed 也與印尼 BSIP 達成合作協議，開發新品種耐曬的非洲鳳仙花品系。在此兩個案

例，雙方之需求都獲得滿足，且資源國能自由運用 Sakata 公司篩選的樣本。但此案例的

成功因素之一，是沒有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 TK）牽涉其中。 

第三個案例為日企 Hirata Corporation，該公司由工程公司跨足生物多樣性相關產業，

並與 INTA 與 BSIP 就生物探勘（bioprospecting）研究達成協議，在協議中，Hirata、

INAT 及 BSIP 與在地居民合作採集，INTA 與 BSIP 試種植，並由在地居民大量繁殖，

產生就業機會，使用許可費也因此獲得確保，同時 Hirata 也藉由筑波大學開展了合作。

此成功的案例主要是 Sakata 公司的成功為合作建立的信心，同時 Hirata 有強烈的合作

意願，同時組織對於植物遺傳資源有高度興趣。 

第四個案例是菲律賓 Herbanext Laboratories 與在地居民開發香草 banaba 的案例。

Banaba 巴拿巴是千屈菜科落葉大喬木大花紫葳（Lagerstromia speciosa）的葉萃取物，

主要產於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當地人常將其葉曬乾、泡茶作為養生茶飲。巴拿巴葉富

含多酚、單寧酸、多種胺基酸及膳食纖維，而其中科羅索酸（Corosolic acid）為主要活

性成分，能促進新陳代謝，進而調整體質。Herbanext Laboratories 與在地區民合作，由

在地居民栽培、收穫、並處理材料，並由其中篩出優質品系，由於在地居民對產業的熱

情，企業與居民良好的關係，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協助，國家原住民委員會的協助，促

成此案例。 

第五個案例是越南 Red Dao Community Company SapaNapro，該公司由在地居民為

股東，由居民栽種、收穫、處理來生產傳統薰洗藥方，公司針對在地市場，負責改良傳

統處方，解少毒性等，生產更高階的產品。 

總結上述，ABS 成功的要素包括與在地居民良好的關係、簡單且適切的規範、持續

的溝通、長期且穩地負責專案的職員、且對企業有相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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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得建議： 

本邊會以五個案例提供成功 ABS 的要素，頗具啟發性。但是很可惜的是，本報告所

提的案例均並沒有牽涉到 DSI，因此對 COP16 中的爭論並沒有具體的協助。 

 
圖 70、Successful ABS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successes and failed cases 邊會現場 

 

十二、商業與生物多樣性 

（一）Business, Biodiversity and Finance: Peace or Conflict with Nature 

1. 會議期間：10 月 21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BD aLLIANCE 

3. 會議內容： 

這場由生物多樣性公約聯盟（CBD Alliance）舉辦的周邊會議，主題為「生物多樣

性、商業和金融：和平共存還是自然衝突？」。會議旨在探討如何改造金融體系，使其

真正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平共處，並探討如何保護原住民、地方社區、婦女、青年、小

農和漁民的權利，這些群體在養活數百萬人的同時，也創造、恢復和維護著生物多樣性。 

會議內容主要圍繞著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出的各種建議展開，這些建議旨在促

進與自然的和平共處。會議以專題演講和小組討論的形式進行，邀請了來自非政府組織、

青年團體和原住民代表等多方代表參與。 

會議重點關注以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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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對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影響：會議探討了企業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角色，

特別關注企業遊說如何影響生物多樣性政策，以及如何規範企業行為以減少對

自然的破壞。 

(2) 金融在森林砍伐中的作用：會議揭露了銀行和機構投資者對森林砍伐的重大影

響，指出自《巴黎協定》以來，這些機構向具有森林風險的商品公司提供了高

達 3,950 億美元的信貸。會議呼籲加強金融監管，以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3) 與自然相關的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組（TNFD）的侷限性：會議批評 TNFD 缺乏

透明度和問責制，並指出其並未真正要求企業披露其對生物多樣性和人權的影

響。會議建議應優先考慮更強有力的法規和問責機制，而不是僅僅依靠自願性

披露。 

(4) 生物多樣性抵消和信貸作為虛假解決方案：會議批判了生物多樣性抵消和信貸

機制，認為其允許企業通過購買其他地方的生物多樣性來抵消其自身的破壞行

為，而並未真正減少其對自然的影響。會議強調應優先考慮基於生態系統的方

法，直接資助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恢復工作。 

(5) 非市場化解決方案的重要性：會議主張應加強對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支持，讓

他們直接獲得資金，以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會議認為，非市場化方法是實

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真正解決方案的關鍵。 

會議期間，與會者就如何改善金融監管、確保企業問責以及支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區

的權利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會議呼籲各方採取行動，共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

球危機，並努力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平共處。 

4. 心得建議： 

會議中顯現出強烈的左派立場，對商業化和金錢化抱持反感，特別是關注這些趨勢

可能對弱勢團體權益帶來的負面影響。雖然商業化與金錢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在推

進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 強化法規和監管機制：會議中多次提及金融機構在森林砍伐中的作用，以及企

業利用 TNFD 等機制進行漂綠等問題。因此，必須加強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監

管，確保其行為符合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並對其造成的環境和社會損害負起

責任。 

(2) 將弱勢團體納入決策過程：會議強調了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

的重要角色。因此，必須將這些弱勢團體納入決策過程，確保他們的聲音被聽

到，並讓他們從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受益。 

(3) 探索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會議討論了非市場化解決方案，例如直接資助原住民

和地方社區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恢復工作。應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資金來源，

減少對商業化和金錢化的依賴，並確保資金的公平分配。 

此次會議的主要立場是，在推動商業化和金錢化的同時，必須積極採取措施，保障

弱勢團體的權益，才能真正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平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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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nhancing Access to Nature Finance - Lessons from the Commonwealth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3. 會議內容： 

這是一場由大英國協秘書處舉辦的會議，旨在探討如何增進自然融資，特別是生物

多樣性保育的融資。會議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包括政府官員、學者、非政府組

織代表和企業代表，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見解。 

會議的主要目的是： 

(1) 分享大英國協在氣候融資方面的經驗，特別是通過大英國協氣候融資獲取中心

（Commonwealth Climate Finance Access Hub）取得的成果。 

(2) 探討如何克服自然融資的障礙，並抓住新的機遇。 

(3) 促進各方之間的合作，共同推動自然融資的發展。 

會議涵蓋了以下幾個主要議題： 

(1) 自然融資的挑戰和機遇：與會者討論了自然融資面臨的各種挑戰，例如資金缺

口、融資機制不完善、缺乏能力建設等等。同時，也探討了新的融資機遇，例

如私營部門投資、創新融資機制等等。 

(2) 案例分享：會議邀請了來自斐濟、尚比亞等國的代表分享他們在自然融資方面

的成功經驗。 

(3) 不同融資來源的作用：與會者討論了公共部門、私營部門、慈善基金會等不同

融資來源在自然融資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促進這些來源的資金流入。 

(4) 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作用：會議強調了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在自然保育中的重要

作用，以及如何通過直接資助等方式支持他們的工作。 

會議主要採用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1) 主題演講：邀請專家就自然融資的重要議題進行演講，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的

資金缺口、自然融資的創新機制等等。 

(2) 案例分享：適應基金（Adaptation Fund）資助的基於自然的海岸防護項目。 

(3) 小組討論：與會者就特定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例如如何吸引私營部門投資、如

何加強能力建設等等。 

會議主要有以下重點： 

(1) 整合：會議強調了整合不同部門、不同資金來源、不同行動者的重要性，以實

現自然融資的目標。 

(2) 創新：會議鼓勵各方探索創新的融資機制，以彌補資金缺口，例如綠色債券、

藍色債券、混合融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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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會議呼籲各方加強合作，共同應對自然融資的挑戰，例如政府、企業、

非政府組織、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等等。 

(4) 行動：會議強調了採取行動的重要性，將承諾轉化為實際行動，以實現自然融

資的目標。 

會議最後呼籲各方不僅要關注外部資金，也要關注如何有效利用現有資源，並從根

本上改變經濟體系，使其更加自然友好。 

4. 心得建議： 

這場由大英國協秘書處主辦的邊會，重點在於不同國家自然金融案例的分享，特別

是透過案例探討如何克服自然金融的障礙並抓住新的機遇，會議中分享的經驗值得臺灣

政府參考。 

（1） 借鏡斐濟經驗，發展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 

會議中，斐濟代表分享了該國透過適應基金（Adaptation Fund）資助，成功實施基於

自然的海岸防護項目的經驗。此計畫結合了綠色和灰色基礎設施，例如紅樹林和巨石，

以保護海岸社區免受海平面上升和暴風雨的影響。 

（2） 參考英聯邦氣候融資獲取中心的運作模式，加強自然金融的能力建設： 

英聯邦秘書處自 2013 年起設立了英聯邦氣候融資獲取中心（Commonwealth Climate 

Finance Access Hub），協助成員國取得氣候融資。該中心透過部署氣候融資顧問、舉辦

培訓研討會等方式，協助成員國擬定融資提案、增進技術能力。臺灣政府可以參考此模

式，建立專責機構或平臺，提供自然金融相關的資訊、培訓、諮詢服務，並協助地方政府

和民間團體擬定融資提案。 

會議中，多位專家提到了私營部門資金在自然金融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吸引私營部

門投資。臺灣可以參考會議中提到的綠色債券、藍色債券、混合融資等創新金融工具，鼓

勵私營部門投資自然保育項目。 

會議中，專家也強調了設定明確的目標和指標，以追蹤自然金融的成效。臺灣應該制

定明確的自然保育目標，並建立相應的監測指標，以評估自然金融政策和項目的成效，

並定期公開相關資訊。 

 

（三）Community Advisory Panel （CAP） -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Biodiversity 

Credit Market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IED、GIZ、UNEP、UNDPMRE 

3.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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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介紹社區諮詢小組（CAP）的目標，以及其對生物多樣性信

用市場對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風險和機遇的看法。這個小組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和

當地社區成員組成，他們聚集在一起討論並影響新興的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 

會議內容包括： 

(1) 選擇具有不同觀點的 CAP 成員，討論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如何對原住民和當

地社區構成風險。 

(2) 討論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如何公平、合法和尊重地參與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機

會。 

會議由南非的 Esther Netshivhongweni 主持，她是社區諮詢小組的現任主席。小組成

員 Patita Nkamunu 介紹了社區諮詢小組的背景，說明該小組成立於去年，旨在確保生物

多樣性信用新興市場建立在公正的原則之上，尊重人權和傳統知識，並在此基礎上發展

能力。之後，小組成員依次就不同議題進行五分鐘的發言，例如自然權利、目標 19、原

住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等等。發言結束後，開放給觀眾提問，並由小組成員回答。 

會議重點： 

(1) 強調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風險，包括數據可能被用於使未參與自然管理的其

他方通過銷售利用代表性數據獲利的產品而從市場中獲益。 

(2) 數據主權對於原住民和當地社區至關重要，他們應決定如何使用數據來確定價

值交換，並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將數據產品化，以確保不改變自然。 

(3) 強調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包括獲得直接資金、土地權利、保護人權維護

者等。 

(4) 呼籲企業和政府在開展任何項目之前，必須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進行充分的協

商，並尊重他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權。 

(5) 強調建立一個國際監督機構，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治理和誠信，保護

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利益。 

這次會議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原住民和當地社區成員可以表達他們對生物多樣性信

用市場的擔憂和期望，並呼籲各方共同努力，確保這個市場的發展能夠真正造福於自然

和人類。 

4. 心得建議： 

社區諮詢小組（CAP）會議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和當地社區領袖，旨在促

進 IPLCs 的權益。會議中，與會者強烈表達了對生物多樣性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擔憂，

並控訴許多發展計畫未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權益和傳統知識。會議雖然缺乏明確的解決方

案，但這些來自弱勢國家的聲音，提供臺灣政府在推動永續發展和國際合作時重要的提

醒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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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視原住民的知識體系和數據主權：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扮

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臺灣政府應積極與原住民族合作，將其知識體系融入政

策制定和執行，並確保資料收集和應用的過程中尊重原住民族的數據主權。 

(2) 確保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權的落實：任何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和資源的開發項

目，都必須事先徵得他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臺灣政府應建立完善的諮

商機制，確保原住民族的聲音被聽見，並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利。 

(3) 建立公平的利益分享機制：臺灣政府應制定明確的政策，確保原住民族從生物

多樣性相關的經濟活動中獲得公平的利益分配，並支持原住民族發展自主的經

濟模式，例如社區主導的生態旅遊和傳統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4) 加強國際合作，建立監督機制：臺灣政府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分享經驗和學

習最佳實踐，並支持建立一個國際監督機構，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透

明度和問責制，防止漂綠和剝削行為的發生。 

 

（四）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Species Conservation: Business Perspectives for Nature-

related Risk Management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15:00-16:20 

2. 主辦單位：印度生物多樣性倡議（IBDI） 

3. 會議內容： 

企業越來越認識到，生物多樣性保育在管理自然相關風險的重要性。昆明-蒙特婁全

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強調企業在防止自然喪失和促進跨部門合作以在 2030 年扭轉自然喪

失方面的作用。 

本次會議是由印度生物多樣性倡議（IBDI）與合作夥伴共同舉辦的聯合邊會，旨在

探討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育如何成為企業應對自然相關風險的關鍵支柱。會議聚焦於企業

如何將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育納入其決策，以及他們正在採取哪些行動來實現這些目標。 

會議內容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 企業案例研究：會議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企業代表分享他們在生態系統和物

種保育方面的經驗，並探討他們如何將這些措施融入其商業模式中。 

(2) 融資機制：會議探討了企業如何利用現有的金融工具和機制來支持生態系統和

物種保育項目，並鼓勵更多企業將資金投入到這些領域。 

(3) 合作夥伴關係：會議強調了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合

作的重要性，以共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挑戰。 

會議進行方式主要以專題演講和問答環節為主。首先由印度 Tata Power 公司的總經

理兼執行長 Dr. Prairie SA 以影片形式致辭，強調企業在扭轉自然損失方面需要發揮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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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作用。他呼籲所有企業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其決策中，並共同努力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

利用。之後會議邀請了三位專家進行主題演講： 

(1) 來自 Tata Power 公司的首席永續發展官 Himal Kiwari 先生分享了該公司在生態

系統和物種保育方面的實踐經驗。他特別提到了兩個標誌性項目：拯救瀕危淡

水魚 Mahseer 的 Mahseer 計畫，以及旨在減少人象衝突的電力線路改造項目。

Kiwari 先生強調，企業應將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育視為其業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並與政府、社區和學術界等合作夥伴共同努力。 

(2) 來自英國石油公司（BP）的自然解決方案和生物工業戰略主管 Mark Johnston

先生介紹了 BP 在生物多樣性保育方面的承諾和行動。他重點介紹了 BP 的三

大目標：一、在新的範圍內專案中對生物多樣性產生正面的淨影響；二、增強

現有主要營運地點周圍的生物多樣性；三、支持我們已有業務和投資的國家的

生物多樣性復育。講演中指出，BP 自 2022 年以來，已支助八項計畫及兩項研

究，包括四年在土耳其復育因為森林野火而損失的地中海森林計畫、在千里達

托貝哥五年的珊瑚與海草復育計畫，在喬治亞 Ajamati 森林四年復育計畫、在

印度 Upper Bhima 盆地的生態水力發電可行性評估研究、英國 River Tees 海洋

環境四年復育計畫、亞塞拜然 Zangilan 森林兩年復育計畫、喬治亞紅鹿一地與

森林復育一年計畫、美國 DWI Dune & Swale 四年復育計畫、巴西三年的珊瑚

復育計畫、以及巴西三年的亞特蘭大森林復育計畫。 

(3) 由西班牙跨國開發公司 Sacyr 講演『生態系復育與物種保育：自然相關風險管

理的商業視角』，講者提到，該企業面臨兩個主要挑戰：如何衡量和比較企業

對自然資本的影響？如何自動化計算以使其可擴展到整個業務？Sacyr 在 1986

年成立，2007 年開始在其非財務報告中報告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2021 年在內部開始計算自然資本平衡，2022 年，Sacyr 成立生物多樣性委員會，

開發數位工具，透過衛星影像自動進行平衡計算，2023 年 Sacyr 開始分析與自

然相關財揭露相關的風險和機會，在 2024-2025 年，Sacyr 開展自然資本策略、

內部訓練、發表企業永續報導指令、持續組建聯盟與夥伴、進化風險與機會分

析，Sacyr 開發了一系列的工具以進行以下評估 1.定位公司相關活動的影響、2.

分析影響與依存度、3.定義對自然的干擾、4.定位敏感地區、5.定義影響和依賴

性的優先順序、6.識別風險與機遇。透過這些工具的開發，Sacyr 能揭示開發過

程中的知識差距、專注在重要的事項、滿足需求、並持續讓企業進步。本次邊

會與企業討論生態系統復育和物種保育的驅動因素，並記錄《生物多樣性計畫》

和《NBSAPs》的期望。該對話將支持推動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並解決企

業面臨的自然相關風險。企業透過投資生態系統復育和物種保護、解決價值鏈

的物理、監管和轉型風險來發揮領導作用。除了商業案例之外，這些投資還展

現了對自然內在價值的承諾，並強調了企業為保護自然做出貢獻的責任，並認

識到健康的生態系統對每個人的福祉至關重要。 

會議主要重點如下： 



 160 

(1) 企業需要認識到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嚴重性，並將其納入其決策中。 

(2) 企業可以通過投資生態系統恢復和物種保育項目來創造商業價值，並降低其自

然相關風險。 

(3) 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對於應對生物多樣性喪

失的挑戰至關重要。 

本次會議提供了一個平臺，讓企業分享他們在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育方面的最佳實踐，

並探討如何將這些措施融入其商業模式中。會議強調了合作的重要性，並呼籲所有利益

相關者共同努力，以保護地球的生物多樣性。 

4. 心得建議： 

此次會議由印度環境部主辦，Tata 集團資助，會議重點在於各國企業，特別是 Tata

集團，對保育的貢獻。會議中，Tata 集團 CEO 透過影片致詞，並邀請不同與談人分享

經驗，呈現出濃厚的企業形象廣告意味。 

丁宗蘇教授提出以下建議： 

(1) 鼓勵企業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但不應淪為企業漂綠工具。政府應制定明

確的規範和標準，確保企業的保育行動具有實質效益，而非僅僅是為了提升企

業形象。 

(2) 建立公正客觀的第三方驗證機制。政府可以與學術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合作，建

立獨立的驗證機制，評估企業保育行動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避免企業藉由贊助

會議或活動來粉飾其環境保育的表現。 

(3) 鼓勵企業公開透明地揭露其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和成效。政府可以建立平臺，

要求企業定期公開其保育行動的相關數據和資訊，並接受公眾監督，促進企業

負責任地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此外，臺灣政府可以參考會議中提到的國際案例，例如 BP 公司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目標和行動，以及 Ferrovial 公司利用自然資本議定書來評估其業務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等，借鏡國際經驗，制定更完善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政策。 

相較於邊會「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when policies collide」，本邊會可說是

在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議題上的另一個極端的光譜，在短短 15 分鐘的演講中雖然聽到了

企業對此的態度，但事實上需要許多的查證才能了解其細節，但許多相關細節實屬各企

業機密，外人不易了解。然而相關內容對與目前我國實行 ESG、SDGs 等 CSR 仍能有諸

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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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Species Conservation: Business Perspectives for Nature-related Risk 

Management 邊會現場 

 

（五）Advancing The Biodiversity Plan through sustainable trade: Lessons learned, best 

practices and impacts of the Global BioTrade Programme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0:10 

2. 主辦單位：UNCTAD 

3. 會議內容： 

本次邊會主要在介紹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推動的「全球生物貿易

計畫（Global BioTrade Programme）」。計畫的總體目標是讓主要利益相關者把握並利

用將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聯繫起來的貿易機會，從而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愛

知目標（Aichi）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實施。 

邊會的重要內容如下： 

生物多樣性是永續經濟的自然資本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並永續的利用和貿易生物

多樣性衍生的產品和服務，可以為各國提供經濟發展和改善生計的機會。為了抓住這一

機會，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於 1996 年發起了「生物貿易倡議」，以促

進生物多樣性產品和服務的貿易和投資，並進一步推動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的

永續發展。該倡議的核心是生物貿易原則和標準（P&C），這是一套旨在促進整個價值

鏈永續發展的指導方針。這些方針在全球 80 多個國家的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夥伴，

在涵蓋各種生物多樣性相關領域共同實施。 

生物貿易（BioTrade）的原則： 

(1) 生物多樣性保護：維護和保護生物多樣性，以確保生態系統的健康與穩定。 

(2) 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利用方式既不會破壞其生態功能，

又能長期提供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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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與公正分享：確保在利用生物多樣性資源時，各方能夠公平且合理地分享

利益，尤其是對當地社區和原住民的貢獻。 

(4) 社會經濟的永續性：保障生物多樣性利用過程中的經濟收益能夠促進社會的長

期福祉和經濟發展。 

(5) 合法合規：遵守所有相關的國際、國內法律與規範，保證貿易活動合法並符合

道德標準。 

(6) 尊重行為者的權利：尊重所有參與者（包括地方社區、原住民和其他利益相關

者）的權利，確保他們的聲音被聽見並獲得應有的尊重。 

(7) 明確使用與訪問自然資源的權利：確保對自然資源的使用與訪問權利清晰界定，

並保護相關各方的合法利益。 

自 2018 年以來，UNCTAD 及其合作夥伴推行了全球生物貿易促進計畫—由瑞士經

濟事務國務秘書處（SECO）資助，該計畫將貿易、生物多樣性和永續發展連結起來，

幫助關鍵利益相關方把握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減少貧困的貿易機會，並促進永續發展，從

而推動《生物多樣性計畫》和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落實。此計畫涵蓋三個領域：知

識共享和協調、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以及促進生物貿易參與者的市場准入。 

因本次生物貿易計畫即將於 2024 年 10 月結束，此邊會展示由 UNCTAD 和合作夥

伴推動的計畫實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最佳實踐和影響。此次邊會也成為一個展示本計

畫重要工具的平臺，包括 2020 年更新的生物貿易原則和標準、生物貿易自我評估工具

（幫助公司和企業家評估其實踐），以及生物貿易（TraBio）統計工具，該工具自 2010

年以來提供了 180 多個經濟體的生物多樣性產品貿易訊息。所有這些工作都促進了 GBF

目標的落實，包括目標 5、6、7、9、10、13、14、15、16、18 和 21。 

生物貿易知識共享與自我評估工具匯集了與基於生物多樣性的計劃相關的訊息，使

使用者能夠與不同的價值鏈參與者建立聯繫，並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制定的生物貿易原則與標準，對其永續性實踐進行基準評估。 

對公司、合作社和生產者的好處： 

 獲取生物貿易自我評估工具，開始通過生物貿易原則和標準改善永續性之旅。 

 識別可能提供支持服務的組織。 

 搜尋與生物貿易實施相關的培訓材料和出版物。 

 在生物貿易公司和機構的網絡中獲得可見性。 

對機構的好處： 

 擴展公司和合作夥伴的網絡。 

 推廣公司在生物貿易領域的專業知識，並為公司的出版物、項目和服務取得更

多曝光。 

 使用生物貿易自我評估工具，幫助公司的客戶和受益者理解成為生物貿易公司

所需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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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得建議： 

生物貿易知識分享及自我評估平臺旨在促使生物貿易價值鏈參與者建立聯繫、獲取

信息並對其永續性績效進行基準評估48。可以提供給生物貿易相關的公部門及企業參考。 

 

（六）Policy Coherence and Investment: Mainstreaming Natural Capital into the Ministries 

of Finance, Economy, and Planning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3:20 

2. 主辦單位：IADB、GEF 

3.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旨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BD COP）框架下，聚焦於將自然資本

方法整合至政策和金融決策層面，特別是財政部、經濟部和規劃部等部門的角色。會議

由美洲開發銀行（IDB）、亞洲開發銀行（ADB）、史丹佛大學自然資本項目（NatCap）

和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舉辦，邀請來自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亞洲的政府官

員、專家學者和相關機構代表參與，共同探討如何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國家發展策略、

政策制定和投資決策中。 

會議核心目標： 

(1) 提升財政和經濟部門對自然資本重要性的認識：會議旨在打破傳統觀念，不再

將環境保育視為單純的成本支出，而是將自然資源視為支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福

祉的寶貴資產，並強調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國家經濟核算和決策過程的必要性。 

(2) 展示自然資本評估和核算（NCAA）的應用：會議將重點介紹 NCAA 工具的實

際應用案例，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亞洲國家，展示如何利用

NCAA 來量化自然資本的價值，並將其整合到政策和投資決策中，以促進生物

多樣性保育和永續利用。 

(3) 促進跨部門合作和知識共享：會議將搭建平臺，促進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以及

政府、私營部門、學術界和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分享最佳實踐經驗、

學習新知識，並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挑戰，並推動自然

資本主流化。 

會議主要內容如下： 

(1) 專家演講：邀請來自 GEF、IDB、ADB 和史丹佛大學 NatCap 的專家主講，闡

述自然資本的重要性、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威脅，以及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決策

過程的必要性和方法，並介紹相關工具和案例研究。 

                                                
48
 參考網址：http://www.sustainabilitymap.org/biotrade_unctad 

http://www.sustainabilitymap.org/biotrade_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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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經驗分享：邀請來自貝里斯、智利和烏拉圭的財政和經濟部門官員，分享

他們在將 NCAA 納入國家政策和金融決策方面的經驗，包括貝里斯的藍色債

券和海洋保育項目、智利的自然資本委員會和跨部門合作經驗，以及烏拉圭將

自然資本指標納入國家自主貢獻（NDC）和永續發展債券（SLB）的案例。 

(3) 圓桌討論：由 IDB 生物多樣性集群首席專家主持，邀請專家和政府官員共同探

討自然資本主流化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如何擴大生物多樣性融資規模，以及如

何加強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合作，並回答現場觀眾的提問。 

會議重點如下： 

(1) 財政和經濟部門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關鍵角色：會議強調財政和經濟部門在

推動自然資本主流化和動員資源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並呼籲各國政府

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國家發展策略、政策制定和投資決策中。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亞洲國家在自然資本整合方面的領先經驗：會議

展示了貝里斯、智利和烏拉圭等國家在將 NCAA 納入國家政策和金融決策方

面的成功案例，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 

(3) 自然資本評估和核算工具的應用：會議強調了 NCAA 等工具在量化自然資本

價值、支持政策制定和投資決策方面的作用，並鼓勵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積極

應用這些工具，以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利用。 

(4) 跨部門合作和知識共享的重要性：會議強調了跨部門合作和知識共享對於推動

自然資本主流化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挑戰的重要性，並呼籲各利益相關方加

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護地球的自然資源。 

本次會議搭建了一個平臺，促進各國政府、專家學者和相關機構代表共同探討如何

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決策過程，並分享了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亞洲國家在自然資

本整合方面的成功經驗。會議強調了財政和經濟部門在推動自然資本主流化方面的關鍵

角色，並呼籲各利益相關方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護地球的自然資源。 

4.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強調了將自然資本價值整合到經濟決策中的重要性，特別是針對財政、經

濟和規劃部門。會議中，貝里斯、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財經官員分享了他們如何成功地

將自然資本考量納入國家政策和金融工具中，例如藍色債券、永續發展債券和國家生物

多樣性策略等。 

根據會議討論和個人觀察，丁宗蘇教授提出政府在推動自然資本主流化方面的提醒

與建議： 

(1) 以人為本，強調自然資本與人類福祉的連結：即使最終目標是為了生物與生態

保育，在推動自然資本政策時，應強調自然資源對人類福祉的貢獻，例如提供

乾淨水源、調節氣候、支持農業生產和促進旅遊業發展等。透過將自然資本與

民生經濟議題連結，更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並獲得跨部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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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用自然資本評估和核算工具，量化自然資本價值：會議中多位專家和官員強

調了自然資本評估和核算（NCAA）工具的重要性。臺灣政府可以參考國際經

驗，建立適合本土的 NCAA 系統，量化自然資本的價值，並將其納入國家經濟

核算和政策評估中，以提供更全面的決策依據。 

(3)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學習先進經驗：會議中展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

及亞洲國家在自然資本整合方面的成功經驗。臺灣可以積極參與相關國際組織

和平臺，例如由 IDB 擔任秘書處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氣候行動融資部長

平臺，學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並與國際夥伴合作，共同推動自然資本主流

化。 

(4) 加強跨部門協調，建立自然資本治理機制：會議中強調了跨部門合作對於推動

自然資本主流化的重要性。臺灣政府可以參考智利的經驗，建立跨部門的自然

資本委員會，協調各部門的政策，並制定國家層級的自然資本策略，以確保政

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將自然資本主流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臺

灣可參考國際經驗，並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將自然資本價值納入國家

發展的考量中，以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永續發展。 

 

十三、海洋及島嶼生物多樣性 

（一） SOI Global Dialogue with Regional Seas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Fishery Bodies--

Evolving to Support the Changing Global Ocean Policy Landscape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13:20 

2. 主辦單位：CBD, Ministry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ance’s 

Ministry of Ecological Transition, and France’s Office of Biodiversity 

3. 會議內容： 

2023 年 6 月，《國際海洋生物多樣性超越國家管轄範圍協議》（BBNJ 協議）的通

過標誌著海洋治理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重大變革。隨著《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GBF）的通過，以及 BBNJ 協議的逐步落實，相關利益方對這些協定的內

容與挑戰越發關注。本次邊會的目的是探討 BBNJ 協議如何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及其 GBF 框架協同運作，共同促進目標的實現。 

此次邊會的主要目標在於介紹永續海洋倡議（SOI）的最新進展，涵蓋其如何協助

《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締約國落實《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以及回顧其過去 14 年來在海洋保育與永續利用方面所累積的經驗。同時，會議報告了

SOI 與區域海洋組織（Regional Seas Organizations, RSOs）及區域漁業機構（Regional 

Fishery Bodies, RFBs）進行的兩年一次全球對話成果（Global Dialogue），這一平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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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加強區域層級的合作，分享治理挑戰與成功經驗，並針對全球性海洋問題，如氣候

變遷、海洋污染及生物多樣性喪失，推動協同行動的落實。 

會議之初與會者即強調，目前海洋治理的架構不斷在演變，包括 2022 年 GBF 目標

的確立、2023 年 BBNJ 協議的通過、以及正在談判中涉及海洋環境之塑膠污染國際公

約等49。然而，這些全球階層的總體法律架構或政策目標的若要獲得落實，必須仰賴區

域或國家層級的協作與具體行動，才能有效推動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目標的

實現。問題在於，海洋領域的區域組織往往都是各自為政，呈現部門性主導及破碎化治

理。因此，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其合作夥伴即發起 SOI 全球對話（SOI Global 

Dialogue）此多方協作平臺，讓各個區域組織（特別是「區域海洋組織」和「區域漁業

機構」）能夠分享彼此的治理挑戰及成功經驗，並就重要全球海洋議題進行區域層級之

協調、合作，以發揮協同效應。 

許多與會人士紛紛表達「SOI 全球對話」的平臺是如何有效促進區域層級主體間的

協同行動。喀麥隆、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孟加拉灣、卡塔赫納公約秘書處、卡塔赫

納公約秘書處及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秘書處等，各代表分別表述立場，大多表明各區

域海洋組織和漁業機構之間的合作的重要性，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指出區域漁業管理

和環境保護息息相關，永續海洋倡議（SOI）應聚焦於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漁業永續

經營管理、以及如何提升區域層面的合作，加強海洋保護工作以應對氣候變遷、海洋生

物多樣性喪失與污染等全球性挑戰。 

CBD 秘書處 Jihyun Lee 女士強調，該平臺有助於建立跨部門之利益關係者間的相互

信任及支持，這是對話及合作的必要關鍵。FAO 之 Vera Agostini 女士則表示，漁業及

水產養殖等經濟生產部門通常與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無法建立長期且良善互動之對話

機制，阻礙了海洋保育與永續利用間的協同行動。因此，CBD 所提供的「SOI 全球對

話」平臺就變得至關重要，因為這是一個唯一能促進保育及生產部門相互對話的全球機

制。Vera Agostini 女士繼而指出，海洋保育的進程中，應當確保漁業水產養殖等生產部

門的需求和考量，而該平臺顯然提供這樣的管道。CBD 秘書處的 Joseph Appiott 先生也

回應，該對話平臺有效促進了各區域組織和機構分享其各自過程中的挑戰與成功經驗。

這些最佳實踐的分享包括可行的合作途徑，以及如何有效衡量各區域層級之行動是否落

實全球目標或指標。Joseph Appiott 先生強調，SOI 全球對話將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特

別是如何將全球目標轉換成區域層級之行動，以及如何有效協調不同任務或領域之區域

組織間的協同工作或行動。 

                                                
49
 該談判全名為「包括海洋環境中之塑膠污染制定一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國際文書政府間談判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to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on plastic pollution, 

including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自 2022 年底開始正式談判後，迄今已進行四場談判，表定應於 2024 年底

達成結論，並於 2025 年中召開「全權大使代表會議」以通過國際公約。然該目標能否達成仍待觀察。筆者長期

掌握該談判趨勢，預計產出之國際公約將涵蓋三面向：（一）可同時具有拘束力途徑與自願性途徑的混合模

式、（二）基於解決塑膠整個生命週期（full-life-cycle）的綜合性途徑、以及（三）同時考量到「永續發展」之

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三者間之權衡（trade-offs），以及各國的國情及能力等三大項。相關談判背景

及其進程追蹤見 UNEP 官網：https://www.unep.org/inc-plastic-pollution 

https://www.unep.org/inc-plastic-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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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邊會的討論環節中，《遷徙物種公約》執行秘書 Amy Fraenke 指出，協同作用不

應僅限於 CBD 與 BBNJ 協議，其他框架如《遷徙物種公約》（CMS）也應積極參與合

作，並強調應規範不同任務範疇的界限，以便為共同目標開展有效合作。聯合國糧農組

織（FAO）漁業與水產養殖部的 Vera Agostini 則指出，GBF 與 BBNJ 協議都強調採取

全社會的綜合方法，並提出漁業領域對信息需求的共同性，這可作為兩者協作的機會。

她強調，FAO 可以在將這些協議的內容轉化為漁業界能理解的語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促使漁業界更好地融入這一綜合性方法。全球環境基金（GEF）代表 Chizuru Aoki 介紹

了該基金為 BBNJ 協議早期批准提供的 3400 萬美元支持，並鼓勵各國向 GEF 尋求援

助，以促進協議的批准與實施。太平洋區域環境計劃秘書處的 Everett Sioa 強調區域性

協調合作的重要性，指出海洋生態系統的相互聯繫使得跨國合作至關重要。全球青年生

物多樣性網絡的 Marie-Morgane Router 則提到，儘管《生物多樣性公約》已經認可了青

年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角色，但 BBNJ 協議中並未明確提及青年的參與。她認為，青

年可以作為這兩個框架之間的橋樑，並強調基層青年參與的重要性。 

最後認為 SOI 全球對話不僅展現在政策建議和合作項目上，也達成具體行動，部分

國家開始實施更嚴格的漁業管理政策或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此外，還有助於提高國際

社會對海洋資源保護的重視，並認為應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及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NBSAPs）納入平臺討論，以達成海洋永續發展的

全球目標。 

4. 心得建議： 

顯然，無論是永續海洋倡議（SOI）本身或是「SOI 全球對話」平臺，已成為 CBD

秘書處協調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等行動的重要全球機制。然而，其貢獻不在

於單純提供一個純粹對話或交流的平臺，而是致力於提供開發中國家相關資源或技術以

進行能力建構、分享有關化解部門間衝突或強化治理的最佳實踐，以及提供海洋環境或

資源管理的必要資訊與知識等。這些任務都是將全球目標轉換成區域層級之行動，以及

協調不同任務或領域之區域組織間的協同合作之關鍵。 

未來，臺灣無論要協調我國海洋保育及資源生產部門間之行動，甚至想要跟其他區

域國家進行海洋保育外交或合作時，SOI 全球對話所提供之資源、經驗，或是已確立之

對話議題與合作路徑，都可做為我國實際操作時所參考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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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永續海洋倡議（SOI）與區域海洋組織和區域漁

業機構的全球對話」邊會現場 
圖 73、陳偉恩兼任研究員與 FAO 漁業及水產養

殖部副主任 Vera Agostini 女士於會後交流合影 

 

（二） Towards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ocean from coasts to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Synergies between the BBNJ Agreement and the work under the CBD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13:20 

2. 主辦單位：UNDOALOS、CBD 

3. 會議內容： 

本次會外活動旨在促進各方更好地瞭解 BBNJ 協議及其在加強實現 CBD 和 GBF 目

標方面的潛力。特別是 BBNJ 協議與 GBF 在許多議題上具有高度相關，包括造成海洋

生物多樣性損失的驅動因素，以及遏止該趨勢的工具和措施等。兩者間在海洋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永續利用等議題上的協同關係受到討論，諸如 EBSAs、海洋遺傳資源的取得與

惠益分享、海洋保護區與 OECMs、環境影響評估、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能力建設、技

術轉移，以及資訊交換機制等。因此，與會者皆強調，應強化 CBD GBF 與 BBNJ 協議

（生效後）間的協調與合作關係。 

其他國際組織/機構的高階官員也各自表達了其所代表的單位在海洋生物多樣性議

題上的潛在貢獻，以及未來與 CBD 和 BBNJ 合作的可能性。如 CMS 執行秘書 Amy 

Fraenkel 女士強調，CMS 可以作為一個有效實踐 GBF 目標的國際單位，亦可就其職權

範圍遂行符合 BBNJ 協議 COP 決議之工作。因為，其預期這些目標或決議都是奠基在

同樣的終極目標上。因此，其他涉及海洋議題之國際組織/機構都可以扮演如同 CMS 同

樣的角色。 

此外，FAO 的 Vera Agostini 女士亦指出，GBF 跟 BBNJ 都需要一個全社會的途徑

（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而漁業部門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具體而

言，許多用於漁業管理的資訊若得到妥善的彙整和分享，是有助於落實 GBF 目標和

BBNJ 協議的保育工作。此外，FAO 未來也會投入資源，將 GBF 和 BBNJ 協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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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成漁業部門能接受或能理解的語言。推動所謂的全社會的途徑，包括要連結/嫁接

保育及資源管理部門，才能達到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永續利用等多目標。 

 
 

圖 74、「BBNJ 協定與生物多樣性公約工作之間的協同

作用」邊會現場 
圖 75、CBD 執行秘書 Astrid Schomaker 女士進行

開幕發言 

 

（二） Conserving the Southern Ocean - an Urgent and Large Scale Step to Success in 

Achieving 30x30 in the Ocean and Delivering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5:00 

2. 主辦單位：ASOC 

3. 會議內容： 

這場由南極與南冰洋聯盟（ASOC）、皮尤貝塔雷利海洋遺產計畫和藍色自然聯盟

共同舉辦的圓桌會議，旨在探討南極海洋的生物多樣性保育，以及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

護委員會（CCAMLR）在實現全球海洋 30%保護目標中的作用。 

會議目的如下： 

(1) 推動南極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南極海洋是地球上最後一片廣闊的荒野，擁有

獨特的生態系統，但面臨著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嚴重威脅。會議旨在

提升人們對南極海洋保護重要性的認識，並推動採取行動保護這片脆弱的區域。 

(2) 促進 CCAMLR 在海洋保護中的作用：CCAMLR 負責管理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並有機會通過設立新的海洋保護區（MPA）來保護這片區域。會議旨在強調

CCAMLR 在實現全球海洋保護目標中的關鍵作用。 

(3) 支持「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實施：該框架旨在遏止生物多樣性

喪失、恢復生態系統和促進永續發展，其中包括「30x30」目標，即到 2030 年

保護全球 30%的海洋。會議將探討南極海洋保護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會議內容包含以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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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極海洋面臨的挑戰：會議將邀請南極科學家和藝術家或電影製作人等非傳統

聲音，從科學和美學角度概述南極海洋面臨的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影

響，以突顯該地區生態和美學價值。 

(2) 南極海洋保護區的進展和挑戰：會議將邀請支持「30x30」目標的政府代表和其

他環境領袖參與圓桌討論，分享他們在南極海洋設立代表性海洋保護區網路的

承諾，並討論如何克服挑戰，推動 CCAMLR 通過新的海洋保護區提案。 

(3) 新的南極海洋保護報告：會議將發布一份關於南極海洋保護的新報告，從

「30x30」目標的角度分析南極海洋保護現狀和未來方向，並提供有關CCAMLR

第 43 次會議的最新資訊。 

會議由主題演講、圓桌討論、及問答組成。會議重點結論如下： 

(1) 強調南極海洋作為地球上最後一片廣闊荒野的重要性，以及保護其生物多樣性

的必要性。 

(2) 呼籲 CCAMLR 採取行動，通過新的海洋保護區提案，為實現「30x30」目標做

出貢獻。 

(3) 分享各國在南極海洋保護方面的經驗和最佳實踐，促進國際合作。 

(4) 提高公眾對南極海洋保護議題的關注，推動全球行動。 

4. 心得建議： 

若要將南冰洋劃為海洋保護區，必須要由南極條約體系的所有國家同意，目前中國

及俄羅斯尚未同意該倡議，所以目前卡在這裡，南冰洋尚未劃為海洋保護區。鑒於南冰

洋海洋保護區的設立將對臺灣的遠洋漁業產生衝擊，臺灣政府應密切關注相關議題的發

展，並積極採取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加強科學研究、推動永續漁業發展、多元化漁業發

展等等應對措施。此外，臺灣政府應密切關注中國和俄羅斯在該議題上的立場和動向，

並尋求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共同推動南冰洋的保育。 

 

（四）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How UN-Oceans can support 

States in meeting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GBF with a focus on the ocean-biodiversity-

climate nexus, including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BSAPs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6:30 

2. 主辦單位：UN-Oceans、CTED、DESA、UNDOALOS、CBD、UN ESCAP、FAO、

IOC、IAEA、ILO、IMO、ISA、ODA、UN-OHRLLS、OHCHR、

UNHCR/ACNUR、CITES、CMS、UNFCCC Secretariat、UNESCO 2001 

ConventION、UNCTAD、UNDP、UNESCO、UNEP、UNIDO、UNITAR、

UNOPS、UNODC、UNU、WB、WMO、UNWTO 

3.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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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ceans 係由聯合國所主導的跨機構機制，以提高、強化及促進聯合國系統各主

管組織和國際海底管理局（ISA）在海洋和沿海問題相關活動方面的協調性、一致性、

及有效性。該跨機構協調機制於 2003 年設立，目前共有 31 個成員，並由聯合國海洋事

務和海洋法司（DOALOS）擔任其協調中心（focal point）50。 

此會議旨在探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中與海洋生物多樣性

及氣候變遷之關聯的目標，並展示聯合國海洋組織成員在執行 GBF 方面，以個別或跨

機構合作方式進行的最具創新性和相關性的工作成果。會議特別關注如何支持和賦權小

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最不發達國家（LDCs）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包括

原住民和當地社區以及青年。 

會議的主要目標包括：（1）提高人們對海洋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之間關聯的認識。

（2）展示聯合國海洋組織成員在支持各國執行 GBF 承諾方面所做的工作。（3）分享

過去的成功經驗和成就範例。（4）聽取《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對未來在執行 GBF

和相關全球文書及框架方面優先需要支持的意見。（5）確定執行 GBF 的優先需求。 

會議內容涵蓋以下議題：（1）海洋觀測、科學和數據，（2）跨界物種管理，（3）

海洋保護區和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護措施，（4）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於生態系統

的方法，例如通過增強海洋和沿海恢復力、保護和恢復，（5）與永續海洋經濟的關聯。 

會議第一部分由青年、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原住民和當地社區以及科

學界的代表組成的小組進行主持對話。第二部分將與成員國和政府間組織進行公開主持

對話，以確定執行 GBF 的優先需求。 

會議重點放在以下方面： 

(1) 合作與協調：會議強調了跨機構合作的重要性，以應對海洋保護和生物多樣性

保護面臨的相互關聯的挑戰。 

(2) 能力建設和技術轉讓：會議將討論如何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發展中

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以執行 GBF 承諾，包括發展和執行「國家生物多樣性策

略和行動計畫」（NBSAPs）。 

(3) 科學研究和數據共享：會議將強調科學研究和數據共享在了解海洋生物多樣性、

氣候變遷和人類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方面的重要性。 

(4)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會議將探討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在應對氣候變遷和保護

海洋生物多樣性方面的作用。 

(5) 利害關係方的參與：會議將強調讓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政府、民間社會、青

年和原住民社區參與決策和執行過程的重要性。 

以下是各出席者之發言摘要： 

                                                
50
 有關 UN-Oceans 的相關背景及其任務介紹，見 https://www.un.org/depts/los/coop_coor/home_en.htm。此外，就

「水資源」及「能源」議題，聯合國系統亦有設立類似跨機構協調機制。UN-Water: https://www.unwater.org; 

UN-Energy: https://www.un.org/en/energy 

https://www.un.org/depts/los/coop_coor/home_en.htm
https://www.unwater.org/
https://www.un.org/e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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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san Gardner 女士（UNEP）： 

強調聯合國內部協作對於有效因應海洋環境保護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

之內在連結挑戰（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的重要性。Susan Gardner 女士指出，

由於資源有限，需要通過協同合作來提升效率和成果。她舉例了區域海域計劃

及 UNEP 的多個合作平臺，如全球海洋環境監測系統（Glob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for oceans, GEMS Ocean）、海洋垃圾全球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on Marine Litter），以及最新啟動的「海洋保護區工具平臺」（Marine 

Protected Areas Tool Hub, MPAth），這些平臺提供了關鍵工具，促進合作、追

蹤進展並支持各國行動。她還強調了資金支持的緊迫性，並建議在決策中融入

自然資本，以加速落實 GBF。 

(2) Ivonne Higuero 女士（CITES）： 

Ivonne Higuero 女士強調，全球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污染危機的

三重威脅日益顯現，尤其對海洋生態構成了挑戰。在此背景下，GBF 的通過雖

然成為重要的里程碑，但其有效落實需要多方的協調行動。CITES 的有效實施

對於實現 GBF 目標，特別是涉及減少瀕危物種滅絕風險、保護野生物種的永續

利用和貿易具有重大意義。隨著海洋生態系統受人類活動影響日益加劇，近年

來越來越多的海洋物種被納入CITES附錄，這要求各方在執行上進行國際協作，

確保這些物種的貿易符合保護要求。此外，非法、不報告和不受規範捕撈（IUU）

漁業對海洋生物構成重要威脅，CITES的貿易規範也涵蓋了這些物種，並與FAO

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通過技術研討會加強執行。她闡述 CITES 如何通過保護

瀕危物種的貿易來支持 GBF 的實施，尤其是目標 4、5 和 9，並分享關於 CITES

海洋物種的經驗和教訓，強調策略夥伴關係與能力建構對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的重要性。 

(3) Jose Dallo 先生（國際海底管理局/ISA）： 

Jose Dallo 先生強調 ISA 在海洋治理方面的成就，特別是 ISA 擁有超過三

十年的經驗，致力於建立國家管轄範圍外的永續海洋治理，通過持續提升科學

知識和加強各國能力，為 UNCLOS 的有效實施做出貢獻。他也強調，ISA 將對

CBD 和落實 GBF 目標作出貢獻，特別聚焦深海科研和能力建設活動。Jose Dallo

先生強調未來 ISA 將會持續關注的工作包括提升深海生物多樣性知識、標準化

和共享環境數據，並促進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女性科學家）的能力建設。這些

努力將支持 GBF 的監測工作，並加強與其他聯合國海洋成員的協同作用，確保

一致且互補的方法。 

(4) Kim Friedman 先生（FAO）: 

主題為 FAO 的「藍色轉型」倡議，著重於水產資源在生物多樣性－氣候

關聯下的作用。FAO 推動永續水產食品系統的增長，藉由捕撈、養殖和價值鏈

的發展來促進營養健康的飲食和公平發展，此一途徑與 GBF 目標一致。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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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平衡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生態系統利用，並強調擴大、加速和復制「藍色轉

型」計畫的重要性。 

(5) Jeremy Raguain（塞席爾代表）： 

Jeremy Raguain 先生表示，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雖面臨土地和人口

規模小、偏遠、能力有限、易受全球經濟和氣候衝擊等挑戰，但作為海洋和陸

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守護者，對生態和氣候議題展現了全球領導力。目前，BBNJ

的締約方中有 9 個為 SIDS，顯示其在國際保育架構中的積極角色。然而，程序

性和實質性挑戰嘿有可能會限制了 SIDS 及其他國家實現 GBF 目標的能力。對

此，UN-Oceans 在支持 SIDS 推動「海－生物多樣性－氣候」相互連結關係上具

備獨特優勢。Jeremy Raguain 先生建議，UN-Oceans 未來的工作應聚焦在：具體

規劃、聯合知識生產、重視公平性、以及增強能力建設，以協助 SIDS 在應對環

境挑戰方面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 

這次會議提供一個平臺，供聯合國海洋組織成員、各國政府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共同

努力，以確保 GBF 的成功執行，並實現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目標。 

4. 心得建議： 

此次聯合國海洋部門邊會，各組織長官的發言内容除了官方宣示外，也說明了各單

位的工作成果，特别是在漁業方面。提醒臺灣政府可以參考建議： 

(1) 加強跨部門合作：鑒於海洋議題的複雜性，臺灣政府需要加強跨部門合作，整

合海洋保育、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漁業管理等相關部門的政策和行動，才

能更有效地應對挑戰。例如，在制定海洋保護區政策時，應同時考量生物多樣

性保育、氣候變遷調適和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等目標。 

(2)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臺灣可積極參與聯合國海洋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相關活動，

分享經驗、學習最佳實務，並爭取國際支持。例如，可以參考國際間的最佳實

務，建立完善的海洋觀測系統，以收集更多科學數據，為決策提供依據。 

(3) 重視科學研究和數據共享：臺灣應加強海洋科學研究，並建立數據共享機制，

促進科學資訊的交流和應用。例如，可以參考「全球海洋觀測系統」（GOOS）

的經驗，建立臺灣的海洋觀測網絡，並將收集到的數據公開，供研究人員和決

策者使用。 

(4) 推廣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臺灣可積極推廣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例如紅樹林

和海草床的保育和復育，以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並提升海洋生態系統的恢復

力。 

(5) 提升漁業管理：臺灣可參考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藍色轉型願景」和路

線圖，推動永續漁業管理，確保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例如，可以加強漁業監

測和執法力度，打擊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IUU）捕魚，並推廣負責任的

漁業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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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灣政府還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例如哥倫比亞將藍碳、海洋保護區和

海岸侵蝕等議題納入其國家自主貢獻（NDC）中。臺灣也可以考慮將海洋保育和氣候變

遷調適等目標納入國家發展策略中，以展現臺灣對海洋永續發展的承諾。 

 
圖 76、「聯合國海洋（UN-Oceans）如何協助各國履行 GBF 義務」邊會現場 

 

十四、原住民及在地社區 

（一） Indigenous Youth as Guardians and Restorer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1. 會議期間：10 月 22 日 

2. 主辦單位：泛美衛生組織（PAHO）、世界銀行（WB）、聯合國糧農組織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地區（FAO LAC）、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CBD）、Arramat、國

際土地聯盟（ILC）、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原住民族基金會（FILAC）、

青年氣候正義基金、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國際原住民族青年論壇

（FIAY） 

3. 會議內容： 

此次會議聚焦於《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MGBF）下，原住民青年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恢復中的關鍵角色。與會者包括來自拉丁美洲的 16 位代表，他們

共同探討了原住民青年如何作為生物多樣性的守護者，並分享了成功的經驗和挑戰。 

在會議中討論了原住民青年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中的重要作用。特別

是來自瓜地馬拉的瑪雅族青年內里·馬蒂亞斯·拉莫斯（Nery Matías Ramos）51和墨西哥

瓦哈卡州的薩波特克族青年達莉·安赫爾（Dali Á ngel）的故事。 

拉丁美洲的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 

                                                
51
 相關報導：https://elpais.com/america/termometro-social/2023-10-25/jovenes-indigenas-una-voz-necesaria-en-la-

lucha-contra-el-cambio-climatico.html 

https://elpais.com/america/termometro-social/2023-10-25/jovenes-indigenas-una-voz-necesaria-en-la-lucha-contra-el-cambio-climatico.html
https://elpais.com/america/termometro-social/2023-10-25/jovenes-indigenas-una-voz-necesaria-en-la-lucha-contra-el-cambio-climatic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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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被譽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多樣性區域，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然而，氣候

變化對當地社區產生了嚴重影響。內里指出，氣候變化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農業生產。

過去，播種和收穫都有固定的時間，但現在乾旱和極端天氣使農作物減產，威脅著社區

的糧食安全。 

環境挑戰與原住民的角色 

原住民社區長期面臨著不平等和貧困，限制了他們在區域發展中的全面參與。根據

世界銀行的報告，至少有 43%的拉丁美洲原住民生活在貧困中，這一比例是非原住民的

兩倍。此外，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生活困境。然而，這些社區也是全球生物多

樣性的重要守護者，他們的領土涵蓋了世界大部分的生物多樣性熱點。 

原住民青年作為變革的推動者 

會議上，分享一案例，原住民青年憑藉他們的雙重身份與專業技能，既深入了解傳

統知識，又接受了現代教育，成功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架起橋樑。他們也強調培訓和科

技的重要性，通過使用無人機進行地區標示和環境監測，將傳統智慧與現代科技相結合，

提升了環境保護的效率與精準度。經過 14 年的訓練和實踐，他們不僅促進了不同世代

之間的溝通，傳承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還收集了大量的環境資料，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

供了科學依據。此外，他們利用社交媒體和國際平臺，加強與全球社區的對話與合作，

確保原住民的聲音在全球決策中得到充分展現，推動了國際聯繫與對話的深化。 

4. 心得建議： 

國際的保育趨勢，已經將原住民及在地社區（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的重要性躍於主流化，他們長期以來的傳統知識與永續實踐，有助於保

護生物多樣性並維持生態平衡，但國際上他們對於土地權利缺乏正式認可，使得他們的

土地易受外來掠奪與資源剝削。 

在保育政策的制定中，IPLCs 往往被邊緣化，未能充分參與，導致政策未必能夠符

合他們的需求或尊重其傳統知識體系。幸運的是，我國已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為統籌

事務的主管機關，更長期透過社區營造、文化路徑及社區林業等政策，落實社區資源共

享及參與的目標。以近年積極復興狩獵傳統文化為例，更彰顯原民傳統智識與生物多樣

性密切連結。然而相關政策推動，確實也面臨不同部落或社區之間認知與內部凝聚力差

異的問題；也會遭遇到傳統知識的流失，其中有無青年族群傳承便是其中一項關鍵。 

從這次的周邊活動可以發現，中南美洲已有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的青年組織形成，他

們首要在爭取的是參與決策的權利，其二是對於內部組織目標的自覺與發展方向，青年

族群可以作為「承上啟下」的樞紐，不只能對外用當權社會的語言溝通，對內也能吸收

族群或社區內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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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可連結至林業保育署恢復原住民狩獵文化的經驗，透過讓部落參與物種監測，

並培力監測技能，更依賴部落傳統知識，協助規劃監測地點，這正與國際 IPLC 參與的

趨勢不謀而合，但仍需關注社區內在量能與傳承，才能持續推動參與機制。 

 
圖 77、中南美洲原住民族齊聚，分享部落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案例 

 

 （二） Increasing direct financial support to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erritories and areas （ICCA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through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1. 會議期間：10 月 25 日 

2. 主辦單位：ICCA GSI、BMUV、ICCA 聯盟、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全球環境基金 SGP、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氣候監測中心、世界自然保護聯盟、CBD 

3. 會議內容： 

這個會議從全球環境基金小額贈款計劃（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出發，宣傳

支持社區的永續發展力量，該計畫是自 1992 年以來，全球環境基金（GEF）小額贈款

計劃（Small Grants Programme, SGP），今成為支持全球社區層級環境項目的重要推動

者。該計劃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管理，旨在資助非政府組織（NGO）和社區

組織（CBO）實施小型的環境保護項目，涵蓋了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遷應對、土地

退化防治、水資源治理和有毒化學物質管控等多元議題。小額贈款計劃的核心理念是「全

球思考，地方行動」，致力於透過小額資金支持社區的創新行動，以提升其永續發展的

能力，並增強社區對環境挑戰的應對能力。 

GEF 小額贈款計劃透過提供每個項目最高 5 萬美元的小額資助，支持地方社區實現

生態和社會效益的雙贏目標。每個項目都需經過申請、評估、執行和監測的流程，並根

據各社區的需求量身定制策略。該計劃的優勢在於其靈活性，允許不同地區根據各自情

況發展出創新解決方案，同時還促進了社區成員的參與和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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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劃和 ICCAs 的搭接，更能夠捍衛生物多樣性。 ICCAs（ 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即原住民族與社區保育區）是由原住民及當地社區自主管

理的保護區域。這些區域不僅在生態保護上擁有顯著貢獻，還展示了當地社區與自然共

存的智慧與文化。ICCAs 的保護面積約占全球土地的 10%，其內部包含豐富的生態系和

多樣的物種資源，因此被視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力量。這些區域展現了傳統生

態知識和文化價值，這種由社區主導的保護模式，增強了生態系統的韌性，並降低生物

多樣性喪失的風險。 

4. 心得建議： 

這場會議主軸與整場大會的二項熱門主題吻合，分別是 IPLC 及資金的動員，其中

更著重直接挹注資金進入社區，具有靈活、創新、培力在地的特性，令我感到雀躍的是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這項計劃，正與林業保育署山村綠色經濟計劃及社區林業

計畫不謀而合，都是希望資源能夠直接進入執行單位，並且也都著重在生物多樣性或延

伸的自然解方議題（Nbs），會議上並沒有進一步去談該計畫數個成功執行的案例為何，

而是聚焦在 ICCAs 在中非案例的串聯與鼓舞。 

實現目標 3 的關鍵，其核心是建立公平治理的保護區和 OECMs 系統，認可原住民

族和地方社區傳統領域權益便是關鍵，ICCAs 旨在承認由原住民和地方社區自行治理、

管理和使用區域，這些區域不僅僅是生態資源的聚集地，更是許多部落的神聖場所，如

山脈、河流和湖泊等。這樣以社區為保育主體的觀念作為「第三種保護方式（第三途徑），

可進一步擴展全球有效管理的保護區（PAs）及其他有效的區域性保護措施（OECMs）」

也由於我國地理空間範疇不如外國大，此觀念近似原民「傳統領域」，而傳統領域現今

雖具有一定的實質意義，但尚未達到保護區（PAs）的程度，這樣的概念與 OECMs 呼

應起來，可以提供我國未來有效保育地措施的參考，但仍需相關配套，如恢復傳統知識、

完善組織及培力、生物多樣性的指認等等，值得慶幸的是我國的發展經驗均相去不遠，

尤其在納入社區參與決策這端，下一階段的資源共享自治，也正逐步發展中。 

 
圖 78、會議討論實況，參與計畫演講者分享各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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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 

（一） Integral Ecology to Reverse Biodiversity Loss:  Concepts,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1. 會議期間：10 月 23 日 

2. 主辦單位：歐盟執委會（EC）、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普賈大學（PUJ） 

3. 會議內容： 

在這場會議中，各演講者提出了對個人和社會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責任和挑戰

的見解，尤其是強調「從日常行為中開始」的重要性。包含了如何讓環境保護意識內化

於生活之中，進一步推動整個社會的改變。女性和地方領導者的角色也被提出，他們時

常以非傳統的方式引領變革，帶動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前進，這是他們的優勢，因此也不

要輕忽性別的有影響力。 

來自泰國的演講者提出一個深刻的比喻：「人和自然的關係，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

回聲」，他提出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會回應並影響環境，我們怎麼對待自然，就代表我們

怎麼看待自然。 

泰國另一位演講者表示，要讓人們真正關心生物多樣性，必須讓大家感受到損失的

存在。例如，如果我們的食物中的某種材料已經瀕臨滅絕，這種現實會喚醒人們的意識。

此外，他也提出保育生態，在社會面他們遇到的難處--公開生態監測資料時必須考量其

敏感性，因為涉及國際競爭和財務資源的分配。 

哥倫比亞的 Caritas 社會牧靈部主任 Rafael Martínez 則提出一個自省的觀點：「我們

需要學會道歉。」作為科學家，他強調科學和知識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沒有相互信任

和為了地球好的心，所有科學成果都將無法真正發揮作用。他呼籲建立更強大的社群和

互信，並提到保護行動不僅僅是科學研究，還需要涵蓋政治、個人、族群等多元層面。

他說明「行動是個人承諾的延伸」。例如，Martínez 分享了他在飲食上的挑戰，你今天

要吃冰淇淋還是水果，反思我們我們都想往輕鬆的路前進，但正確的事情是需要有意識

的努力的。他說：「不要問自然能給你什麼，而要問你能為自然做什麼。」 最後他以

阿波羅號登月的案例和我們說明，「人類登上了月球，證明了自己能力的強大。但最經

典的相片並不是拍攝到月亮，而是看見我們身處的地球有多美，監測的重要性亦同，我

們只是透過這個手段，來保護並意識到自己身處的環境有多好。」 

4. 心得建議： 

這場會議由宗教和各國與談代表說明環境倫理的重要，跳脫傳統軟硬性的經營管理

手段，從「心」重新去思索何謂好的自然保育、我們為何要做以及從個人的尺度而言，

怎麼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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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提供我國一個執行策略的建議，與其強力的執行、繁瑣的規定，我們有沒有先從

源頭了解，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局限於動植物受脅因素，而是從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及全方面的體驗出發，去思考這個政策，他們為何要去遵守以及為何生物多樣性對他們

來說是重要的？政治社會因素中，有任何會扞格之處嗎？因此一個好的保育政策背後，

必須是一個全面的評估，如同民族學家的觀察，是拿著手電筒與他們照亮世界，而非照

著被觀察者本身。 

 
圖 79、演講者為泰國僧侶、哥倫比亞牧師及英國牛津大學綜合生態研究網絡（IERN）主任 

 

（二） Women, Citizen Science, and the Futur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1. 會議期間：10 月 24 日 10:10-11:40 

2. 主辦單位：UC_Biodivchair、W4B 

3. 會議內容：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運作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於人類福祉、生活品質和生存至

關重要，因此讓女姓、社區與公民積極參與、加速知識生產，並確定保護優先事項至關

重要。尤其生物多樣性涵蓋物種、生態系、遺傳學、親緣關係和功能，並需考量將自然

對人類的貢獻轉化為生態系統服務、對自然世界進行編目分類、以及讓公民積極參與科

學研究。 

這些參與的努力幫助人們培養對自然世界連結感和責任感。促進婦女和女孩參與這

些參與性科學舉措並發揮領導作用尤為重要，因為她們往往對社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

作至關重要，即使她們並不總是得到認可。包容性的公民科學措施、教育計畫和數位平

臺使個人能夠為資料收集、研究和保護做出貢獻，並促進更廣泛地理解和認識生物多樣

性對永續未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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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邊會匯集了研究人員、社區領袖、非政府組織和科學傳播者，將展示以生物多

樣性為重點的公民科學項目，並討論增加婦女和女孩參與的策略，強調這些舉措對於實

現生物多樣性目標和具體目標的重要性。包括五場演講： 

(1) 第一場由葡萄牙 Coimbra 大學教授 António Gouveia 分享公民科學對生物多樣

性保育的重要性； 

(2) 第二場由 Women4Biodiversity 組織 Mrinalini Ray 報告《生物多樣性與性別：婦

女是變革與正義社會的關鍵推動者》； 

(3) 第三場由印度 Rajasthan 地區原住民 Tanya Majdumar 報告《南亞社區保護區入

口網站（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Web Portal）》，分享原住民和當地社區透

過參與性技術和自我記錄來主導生物多樣性保育； 

(4) 第四場由印尼 ICCA Consortium 原住民 Cindy Julianty 報告《婦女在印尼社區保

護區劃設中的作用》； 

(5) 第五場由葡萄牙 Coimbra 大學功能性生態學中心 Filipa Bessa 報告以

『Lixomarinho.app1.0』這個 app.追蹤葡萄牙海洋塑膠汙染的成效。 

4. 心得建議： 

這五場演講呈現了由歐陸、南亞到東南亞各地原住民到社區居民透過公民科學、行

動裝置協助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監測的實例，聽眾的反應十分踴躍。公民科學近年來在我

國發展蓬勃，如路殺社、野鳥撞玻璃回報、城市狸貓回報網、新年鳥調、iNature 等社群

成果極為豐碩，也對提供物種分布資料貢獻卓著，應是我國未來參與 CBD 呈現成果與

參與邊會可以考慮的方向。 

 
圖 80、「Women, Citizen Science, and the Futur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邊會現場 

 

（三） Promo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dvancing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justice 

1. 會議期間：10 月 28 日 13:2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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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單位：Earthrights、FF、ALLIED 

3. 會議內容： 

氣候變遷、污染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多重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正在升級，同時，針對

環境人權維護者（包括原住民、非洲裔、農民、當地社區、婦女和青年）的暴力行為激

增。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在這場戰鬥中發揮關鍵作用，保護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以

及對地球至關重要的受威脅和瀕危物種。他們管理著 90 個國家超過地球上 1/3 保護區，

保護了世界上約 80%的生物多樣性。作為對抗生態退化的前線捍衛者，他們的行動主義

為環境和氣候正義以及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保護和復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還建立了

透過文化習俗、傳統知識和生活方式來展現的環境保護最佳實踐。然而，在世界各地，

致力於解決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危機的環境人權維護者越來越成為暴力的目標，其中包括

女性環境人權維護者遭受性別暴力、騷擾、恐嚇、流離失所、污名化和刑事定罪的額外

風險。 

多邊環境協定已經承認環境人權維護者在獲取權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埃斯卡蘇協議（Escazu Agreement）》締約國在今年通過了一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區環境問題人權維護者行動計畫。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旨在透過納入基於人權的方法、

採取「全社會」方法以及承認享有清潔、健康和永續環境的人權，促進與自然和諧相處

的緊急變革行動。該框架的實施應遵循基於人權的方針，尊重、保護、促進和實現人權。

環境人權捍衛者是保護自然及其對人類福祉貢獻第一線的變革的重要推動者。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透過將目標 22 納入《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強化原住民與在地社區的決策角色，目標 22 規定「確保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在決策過程

中有充分、公平、包容、有效和促進性別平等的代表和參與，並獲得與生物多樣性相關

的司法救助和訊息，尊重他們的文化和權利土地、領土、資源和傳統知識，以及婦女和

女孩、兒童和青年以及殘疾人的權利，並確保充分保護環境人權維護者」。 

本邊會有兩個目標： 

(1) 擴大致力於解決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危機的環境人權維護者的聲音，為他們提供

講述故事的平臺，並就各方如何推進實施《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提出建議，主要是透過基於人權的方法來實現目標 22； 

(2) 使各方一致認識到與民間社會和環境人權維護者進行對話的迫切需要，分享國

家或地區層面正在製定的良好經驗和當地解決方案，以及採取具體步驟推進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本邊會由哥倫比亞外交部副部長 Kandya Obezo Casseres、CBD 執行秘書 Astrid 

Schomaker 開幕致詞，聯合國氣候及人權特設報告員 Elisa Morgera 擔任主持人，邀請多

位原住民與環境人權領袖發言，包括巴西原住民族部長與聯邦眾議員 Sonia Guajajara、

馬來西亞原住民領袖 Jenifer Lasimbang、南非原住民人權捍衛者-2024 年 Goldman Prize

獲獎者 Nonhle Mbuthuma、祕魯雨林發展協會副主席 Miguel Guimaraes 等人接續發表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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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揭露環境人權捍衛者和原住民權益捍衛者的艱難處境，最後由聯合國人權事務助理

秘書長 Ilze Brandz Kehris、COP16 主席-哥國環境暨永續發展部長 Susana Muhamad 總

結。 

4. 心得建議： 

本邊會由拉丁美洲及東南亞原住民領袖現身說法原住民捍衛環境人權的艱難處境，

這些全球化跨國企業在開發中國家、高生物多樣性區域利用政權貪腐奪取資源的現況呈

現了生物多樣性保育最大的困境。臺灣的高科技產品製程中使用了許多的稀有的貴重金

屬，這些原物料有許多可能都是由高生物多樣性、偏遠的地區開採。因此建議積極推動

相關產品履歷的透明化，徹底貫徹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倡議（TNFD），禁絕非法、贓害

人權的原物料產品的使用，這亦是對環境人權、生物多樣性保育最初步的重視。 

 
圖 81、「Promo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dvancing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justice」邊會現場 

 

（四） Partnership for accelerating meaningful youth participation for the Kunming-

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0:10 

2. 主辦單位：聯合國大學（UNU-IAS）、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GYBN）、イオン

環境財団（AEON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5253 

3. 會議內容： 

本屆會議之中青年團體發聲的比例非常低，而本場是其中極為少數主打青年議題的

一場邊會。該會議由位於日本的聯合國大學（UNU-IAS）、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

（GYBN）和イオン環境財団（AEON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共同主辦，著眼於解

                                                
52
 イオン環境財団官方網站：https://www.aeon.info/ef/ 

53
 イオン環境財団臉書版面：https://www.facebook.com/@aeonkankyouzaidan 

https://www.aeon.info/ef/
https://www.facebook.com/@aeonkankyouzai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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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 20、21 和 22 過程中青年參與的挑戰與需求，並探討如

何通過多部門合作，提升青年在國際決策中的角色和影響力。 

會議強調，儘管各方愈加重視青年在生物多樣性議題上的參與，但現實中許多年輕

人仍面臨各種障礙，阻礙了他們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中的全面參與。此次邊會特別邀請了

來自亞洲地區的青年代表、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的成員、國家政府代表以及私營部

門的參與者，以加強各方的協同努力，推動青年參與。 

會議的小組討論 UNU-IAS 的顧問 Sandra Lorena Gómez Ramírez 主持。來自全球青

年 MIDORI 平臺（GYM）的 Shiho Ito 和 Taira Ishiguro，GYBN 非洲地區聯合協調人

Kevin Lunzalu，以及 GYBN 的 Alan Valdés 等青年代表輪流致詞並發表演說。他們分享

了在各自地區推動青年參與的經驗，並強調了在國際決策過程中增強青年代表性的重要

性。 

討論中指出，青年在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執行和推動中經常有機會提供很好的意見，

但常面臨資源匱乏、技術限制及溝通障礙等等挑戰。因此，能力建設成為支持青年有效

參與的重要策略。與會者普遍認為，加強青年代表的技能、知識和自信，有助於促進更

多實質性的參與，並為跨國界、跨文化的生態保護行動奠定基礎。來自哥倫比亞環境部

的 Angela Patricia Rivera Galvis 和 Sandra Lorena Gómez Ramírez 則分享了如何通過多部

門合作擴大青年參與的範圍。 

本次參與的幾位年輕學生，口才都非常好，但是演講的內容空洞，流於形式，是最

可惜的地方。日籍學生大多數的發言是在分享自己如何在英語系國家訓練自己的口語能

力，這個部分過於偏重於個人能力的養成和限制，實在有點偏離生物多樣性的主題。 

4. 心得建議： 

在生物多樣性公約實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四大夥伴關係包括原住民與地方社群

（IPLCs）、非政府組織（NGOs）、婦女團體（Women）、和青年團體（Youth）。這

四類角色也是在聯合國民間場合裡最具有發聲權益的組織。不過相較於兩年的蒙特婁第

15 屆締約方會議（COP15），本屆在現場出現的原住民與地方社群（IPLCs）數量大幅

增加，非政府組織（NGOs）數量持平，而婦女團體（Women）和青年團體（Youth）數

量則大幅減少。尤其 2022 年在會場喧騰的年輕社群，本屆的活動中幾乎不見身影。哥

倫比亞的距離較遠，而且在大多數的家長心目中治安較差，或許是阻擋年輕社團前來與

會的主要原因。 

本次參與的幾位年輕學生，口才都非常好，但是演講流於形式，相對來說，臺灣的

年輕學子有非常多的務實思考，但是卻欠缺參與國際活動的經驗，實在非常可惜。 

長期以來，臺灣的 NGOs 發展蓬勃，而林業保育署近年更將部落與社區納入重要的

在地保育夥伴，成為近年最重要的政策推進。例如在此次的會議中，林業保育署與賽夏

族人共同對在地社區發展與瀕危植物保育的合作案例，成為臺灣參與邊會最重要的亮點。

但是在臺灣，婦女團體加入保育工作者顯然較少，年輕人團體直接掛零。顯然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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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在新世代年輕人的重要性仍然未被凸顯。這兩年由新世代學生發起的年輕組織，

將「為野生動物而走」54的公民運動帶上街頭，凸顯野生動物的保育價值，並引發輿論

和民意的重視，是臺灣極為少數也值得大家支持的青年團體。未來，這類由青年學生發

起的保育活動，將會是生物多樣性倡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生物多樣性概念在新世代未能紮根的原因，也跟各級學校的教學現場有密切的關連，

而教育部在生物多樣性推動之中扮演的角色絕對無法輕忽。近年教育部已經將動保思維

納入重要的教材，但是經常獨厚犬貓或農場動物，反而缺乏對在地原生生態系與生物多

樣性的體察。如何督促教育主管機關將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正式納入各級學校教材，甚至

成為課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將會是未來與世界主流接軌的重要工作。 

  

圖 82、現場年輕學生分享參與國際事務的經驗 圖 83、與會人士會後合影留念 

 

（五） Women’s Land, Coastal and Water Rights: From Global Commitments to Local 

Actions 

1. 會議期間：10 月 30 日 11:40 

2. 主辦單位：CBD Women Caucus 

3.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以「從全球承諾到地方行動：婦女權利、生物多樣性和里約公約」為主題，

旨在探討婦女在生物多樣性保育、氣候變遷調適以及永續發展中的關鍵角色。會議強調

了婦女在土地和水資源治理方面的傳統知識和權利，以及將這些知識和權利納入全球承

諾和地方行動的重要性。 

會議內容涵蓋以下幾個重要議題： 

(1) 婦女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角色：會議強調了婦女作為土地和水資源的主要收

集者、保護者和管理者，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會議探

討了如何將婦女的傳統知識和權利納入土地治理框架，以加強里約公約的實施。 

                                                
54
 臺灣本土的青年團體「為野生動物而走行動聯盟」：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alkForWildlif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alkFor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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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和水資源權利對婦女的影響：會議探討了缺乏安全的土地和水資源權利如

何影響婦女的生計、福祉和賦權。當婦女擁有安全的土地權利時，她們更有可

能參與永續的土地管理實踐，並為生物多樣性保育做出貢獻。 

(3) 婦女環境人權維護者的挑戰和機遇：會議討論了婦女環境人權維護者面臨的挑

戰，包括暴力、歧視和邊緣化。會議呼籲建立一個更有利的環境，讓婦女環境

人權維護者能夠安全有效地開展工作。 

(4) 政策和法律框架：會議探討了現有的政策和法律機制，以確保在生物多樣性和

里約公約的背景下尊重婦女的土地權利。會議強調了制定和實施具有性別意識

的政策的重要性，這些政策能夠促進婦女在環境決策中的平等參與和領導。 

會議以主題演講、影片演示和小組討論等多種形式進行。 

(1) 主題演講：聯合國婦女署的代表 Rosaline Fand 發表了主題演講，強調了婦女在

土地和水資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將性別平等納入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

發展的重要性。 

(2) 影片播放：會議播放了來自 Cope Solidar 的影片演示，展示了沿海地區婦女在

海洋保護中的貢獻。 

(3) 小組討論：來自不同組織的專家參與了小組討論，分享了他們在促進婦女土地

和水資源權利方面的經驗、挑戰和成功案例。 

會議重點包括： 

(1) 承認婦女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關鍵作用，並將其傳統知識和權利納入全球承

諾和地方行動。 

(2) 確保婦女擁有安全的土地和水資源權利，並賦予她們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力。 

(3) 為婦女環境人權維護者創造一個更有利的環境，讓她們能夠安全有效地開展工

作。 

(4) 制定和實施具有性別意識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以促進婦女在環境治理中的平等

參與和領導。 

本次會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和倡導者能夠分享經驗、交流想法，並共同努力促

進婦女在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發展中的權利和作用。會議強調了將性別平等納入環境

政策和行動的重要性，並呼籲各方採取具體行動，確保婦女能夠充分參與並受益於生物

多樣性保育和永續發展的努力。 

4. 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重點關注女性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中的角色，特別是土地和海洋資源的治理

方面。會議強調，女性在這些領域擁有豐富的傳統知識和經驗，卻常常被忽視，其權益

也未受到應有的保障。臺灣推動性別平權頗有成效，後續政策推動亦可納入與性別相關

的生物多樣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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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於 COP16 中通過之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相關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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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EBSAs）標準修訂的方式及新

區域標準 

一、 實施方式的指導原則 

1. 國家權利和管轄權的尊重：強調當前的實施方式不應損害各國在《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下的權利、管轄權及責任，特別是對於專屬經濟區（EEZ）和 200 海里以內及以

外的大陸架的權利和責任。 

2. 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修改：修改海洋生態或生物學上重要區域的標

準，可以涉及該區域的文字標準、對該區域在評估標準中的排名，或區域的地理位

置、形狀、深度或大小的變化。修改的原因可包括： 

(1). 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區域： 

I. 該區域新得到的資訊，包括原住民傳統知識和地方社區的創新做法； 

II. 該區域生態或生物特徵的變化； 

III. 該範圍發現的既有的科學錯誤； 

(2). 對國家管轄範圍內的區域：優先考慮上述原因，但在國家管轄範圍內亦可

提出其他認為合理的修改理由。 

3. 修正既有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或新提區域之方式： 

海洋生態區域標準的修改只能由以下單位提出： 

(1). 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區域：可由任何國家或政府間組織單獨或集體提

交； 

(2). 對國家管轄範圍內的區域：由該國提出修改或新增標準； 

4. 提送修正提案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1). 與政府間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專家、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應事先徵詢

並取得同意）、婦女和青年組織進行合作，應遵守相關國內外法規及《聯

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 

(2). 需避免引發主權、主權權利或管轄權的爭議； 

(3). 需有充足的科學依據及資訊，並確保資訊透明化及重要意義； 

(4). 需考量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的地理區域性特徵、資料可及性，以及跨區域

的合作需求。 

5. 異議處理機制：任何國家均可對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或修改提出

異議，尤其是當存在關於主權或管轄權的爭議時。若有國家提出異議將暫停提案，且

不會納入資料庫或信息共享機制，直到該國撤回異議。 

二、 關於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資料庫與資訊共享機制 

6. 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資料庫應包含：  

(1). 締約方大會已審議過並要求執行秘書處納入資料庫、符合生態或生物學上重要海

洋區域標準的區域標準，並將這些標準傳送給聯合國大會及相關過程，以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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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組織； 

(2). 資料庫中保存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歷史資料，包括最初納入資

料庫的資訊。 

7. 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資訊共享機制應包含：  

(1). 國家管轄範圍內，有關這些區域符合生態或生物學上重要海洋生態價值識別標準

之提交紀錄、評論及回應資料； 

(2).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修改或標準的提交紀錄； 

(3). 有關國家進程及相關科學資訊連結，這些資訊涉及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

洋區域，以及相關的科學資料和其他與國家管轄範圍內協議的科學標準，有關國

家提供科學、技術與建議事項給締約方大會參考資料； 

(4).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協助辦理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的區域工作

坊報告； 

(5). 資訊共享機制中保存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的歷史檔案，包括

最初如何納入資訊共享機制的方式資訊； 

(6). 應用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及指南； 

(7). 其他相關的科學、技術資訊和其他形式的知識，包括來自原住民和地方社群的傳

統知識，這些知識與符合生態或生物學上重要海洋區域標準的區域有關； 

(8). 應用政府間協議科學標準的資訊和經驗。 

三、 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的修訂方式與符合標準的新區域標

準 

(一) 國家管轄範圍內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的修訂或新區域標準 

8. 國家管轄範圍內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修訂，提交內容必須提供給

秘書處，並包括發展過程資訊及專家學者評審查過程，若包含原住民傳統知識，還需

提供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協商過程資料，並遵守相關國內法規、國際文書（聯合國原

住民權利宣言）、人權法。 

(1). 提交人可請求秘書處發出通知，讓締約方知曉其有意提交標準或修訂內容； 

(2). 提交人也可以選擇在按照本決定第 4 段召開的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

域工作坊報告，且完善資料後再提交給秘書處。 

9. 秘書處收到提交後，將通過資訊共享機制公開提交的相關信息，提供提各締約方、其

他政府及相關組織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資訊徵詢，並將所有收到的徵詢意見轉交給提交

人。 

10. 提交人收到徵詢意見後，可選擇以下方式： 

(1). 回應徵詢意見，並如有必要向秘書處提交修訂版本； 

(2). 不回應徵詢意見，並選擇不進一步處理，該提交資料及徵詢意見將在資訊共享機

制中保留紀錄； 

(3). 請求秘書處將原始提交從資訊共享機制中移除，這樣提提交資料及徵詢意見將被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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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提交人決定回應收到徵詢意見，並根據需要提交修訂版本，後續秘書處應將提案轉

交給科學、技術與技術建議附屬機構及締約方大會進行審議。提交人也可請求工作坊

中進行討論。 

12. 提案將根據附屬機構的建議提交給締約方大會審議，並決定是否將該提交納入具有重

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資料庫。不論該提交是否納入資料庫，提交的紀錄將保

留在資訊共享機制中。 

13. 國家管轄範圍內區域的修改或標準納入資訊共享機制，提交內容必須提供給秘書處，

並包括發展過程資訊及專家學者評審查過程，若包含原住民傳統知識，還需提供與原

住民和當地社區協商過程資料，並遵守相關國內法規、國際文書（聯合國原住民權利

宣言）、人權法。  

(1). 提交人可請求秘書處發出通知，讓締約方知曉其有意提交標準或修訂內容； 

(2). 提交人也可以選擇在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工作坊報告，且完善資

料後再提交給秘書處。 

14. 秘書處收到提交案資料後，提供為期 5 個月的時間，由其他政府締約方查閱後，將被

納入資訊共享機制。供提各締約方、其他政府及相關組織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資訊徵

詢，並將所有收到的徵詢意見轉交給提交人。 

15. 提交人收到意見後，可選擇以下方式： 

(1). 保持提交內容不變； 

(2). 回應意見，並提交修訂版以納入資訊共享機制； 

(3). 請求秘書處將原始提交從資訊共享機制中移除。 

(二)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修訂或新區域標準 

16.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修改或標準提交，提交內容必須提供給秘書處，並包括發展過

程資訊及專家學者評審查過程，若包含原住民傳統知識，還需提供與原住民和當地社

區協商過程資料，並遵守相關國內法規、國際文書（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人權

法。  

17. 提交人可請求秘書處發出通知，讓締約方知曉其有意提交標準或修訂內容。 

18. 秘書處收到提交後，將通過資訊共享機制公開提交的相關信息，提供提各締約方、其

他政府及相關組織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資訊徵詢，並將所有收到的徵詢意見轉交給提交

人。 

19. 提交及收到的評論將在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工作坊中進行討論，並將

結果提交給科學、技術與技術建議附屬機構及締約方大會審議。 

20. 締約方大會將決定是否請執行秘書將該提交納入生態或生物學上重要海洋區域資料

庫，不論提案是否通共，提交的紀錄將保留在資訊共享機制。 

四、 編輯錯誤的更正 

若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洋區域標準編輯錯誤，秘書處在接獲國家通報後，應發

出通知並提供有關編輯錯誤及要求更正的信息，並在通知發出後三個月內實施更正。更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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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應附加註腳，說明該標準已進行編輯更正並標註更正的時間。秘書處應將針對編輯錯

誤所作的更正報告提交給科學、技術與技術建議附屬機構及締約方大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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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於 COP16 中通過之針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8（j）條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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