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共 生 」是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CBD）為 人 類 與 大 自 然 可

持 續 互 動 而 設 定 的 2050 年 願 景。十

年 來（ 從 2010 年），聯 合 國 大 學 高 等

研 究 所（UNU-IAS）與 日 本 環 境 省 共

同 啟 動 的 「 國 際 里 山 倡 議 夥 伴 關 係

網 絡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 」

以 保 全 活 用 及 永 續 經 營 「 社 會 ―

生 態 — 生 產 地 景 與 海 景  （ S o c i o -

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簡 稱 SEPLS） 」 。

為 呼 應 CBD 與 IPSI 的 目 標 ， 林 務

局 與 東 華 大 學 合 作 於 2 0 1 6 年 起 成

立 和 擴 展 「 臺 灣 里 山 倡 議 夥 伴 關 係

網 絡 （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 」，透 過

林 務 局8個 林 區 管 理 處 的 行 政 體 系 以

及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東 華 大 學

等 臺 灣 北 中 南 東 四 區 交 流 基 地 ， 逐

年 推 動 全 臺 各 地 社 區 組 織 、 政 府 單

位 、 非 政 府 組 織 、 學 術 單 位 、 綠 色

企 業 、 農 場 和 農 園 等 多 元 權 益 關 係

者 實 務 交 流 ， 已 成 為 實 踐 「 國 土 生

韌性指標在地化並融入花蓮新社村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的調適經營

孫夏天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顏佋伃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任助理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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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保 育 綠 色 網 絡 建 置 計 畫 」 的 重 要

機 制 。 2020 年 起 ， 更 以 增 進 「 生 物

多 樣 性」（Biodiversity） 和 「 韌 性 」

（Resilience） 作 為 國 土 綠 網 中 里 山

倡 議 的 首 要 推 動 目 標 。

本 文 目 的 在 於 呈 現IPSI發 展 的

「SEPLS韌 性 指 標 」 在 臺 灣 在 地 化

（ 透 過 花 蓮 縣 豐 濱 鄉 新 社 村 案 例

研 究 ） 的 成 果 ， 並 且 介 紹 如 何 將

「SEPLS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 融 入 不

同 階 段 之SEPLS行 動 計 畫 的 調 適 經 營

（Adaptive Management） 中 ， 以 提

供 未 來 各 地 經 營SEPLS的 參 考 。

為 什 麼 要 談 SEPLS韌 性 ？

雖 然 里 山 倡 議 鼓 勵 保 全 活 用

SEPLS 以 提 供 人 類 社 群 供 給 、 調 節

和 文 化 服 務 和 惠 益 ， 然 而SEPLS目 前

面 臨 著 許 多 直 接 和 間 接 的 威 脅 和 衝

擊 ， 包 括 土 地 利 用 改 變 、 氣 候 變 遷

與 天 然 災 害 、 外 來 種 入 侵 、 環 境 污

染 、 自 然 資 源 過 度 利 用 或 利 用 不 足

等 直 接 威 脅 ， 以 及 生 活 習 慣 改 變 、

都 市 化 、 人 口 外 流 及 老 化 、 文 化 傳

統 知 識 流 失 等 間 接 威 脅 。 在 此 威 脅

之 下 ， 如 何 讓 高 度 依 賴 自 然 資 源 以

及 常 位 於 自 然 災 害 風 險 的 農 村 社 區

有 能 力 保 全 活 用SEPLS資 源 ？ 這 就 需

要 維 護 和 增 進SEPLS的 「 韌 性 」 。

依 據 聯 合 國 大 學（2013）的 定 義，

SEPLS的 韌 性 是 指：「 地 景 ／ 海 景 從

各 種 干 擾 和 壓 力 中 吸 收 或 恢 復 的 能

力（ 包 括 生 態 系 統 過 程 和 社 會 經 濟

活 動 ），而 不 會 造 成 持 久 損 害 」。由

於 SEPLS是 在 地 社 群 為了生 活、生 計

需 求 與 當 地 環 境 長 期 互 動 下 產 物，

因 此SEPLS的 韌 性 同 時 包 括 當 地 環 境

（ 自 然 ）和 在 地 社 群（ 人 類 ）的 兩 個

面 向。維 護 和 增 進 SEPLS的 韌 性，便

意 味 著 降 低 當 地 環 境 和 社 群 的 脆 弱

度，並 提 高 在 地 社 群 因 應 各 種 威 脅

和 衝 擊 的 調 適 能 力。

實 施 SEPL S 韌 性 評 估 之 目 的，即

在 於 協 助 在 地 居 民 瞭 解 SEPLS 韌 性

的 現 況、問 題 和 趨 勢、發 展 和 實 施

SEPLS韌 性 的 增 進 策 略 和 行 動 方 案、

促 進 社 區 內 部 和 外 部 的 多 元 權 益 關

係 者 溝 通、以 及 增 進 社 區 居 民 經 營

SEPLS的 調 適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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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評 估 SEPLS韌 性 ？如 何 評 估 SEPLS韌 性 ？

國 際 上 有 許 多 適 用 於 全 球

和 國 家 尺 度 等 較 高 層 級 的 指 標

（Indicators） ， 常 需 要 在 廣 大 區 域

蒐 集 到 可 量 化 的 資 料 ， 以 進 行 不 同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比 較 。 因 此 這 類 指 標

的 資 料 蒐 集 、 分 析 和 評 估 工 作 ， 常

常 依 賴 專 家 進 行 ， 社 區 居 民 參 與 資

料 蒐 集 的 管 道 非 常 間 接 和 有 限 ， 評

估 成 果 也 不 易 為 社 區 居 民 所 瞭 解 。

反 之 ，SEPLS的 韌 性 指 標 ， 則 需 要 將

尺 度 放 在 社 區 層 級 ， 因 為 惟 有 社 區

居 民 瞭 解 所 在 SEPLS 韌 性 的 現 況 、

威 脅 、 監 測 其 進 展 ， 並 進 一 步 規 劃

對 策 和 行 動 ， 才 能 持 續 維 護 和 增 進

SEPLS韌性，與自然共生。

SEPLS 的 「 指 標 研 究 」 在 2011 年

便 成 為IPSI主 要 工 作 領 域 之 一 。IPSI

的 秘 書 處 ― 聯 合 國 大 學 高 等 研 究 所

（UNU-IAS） 與 相 關 國 際 組 織 合 作 ，

於 2014 年 發 表 了 《 SEPLS 韌 性 指 標

工 具 箱 》 ， 將 2 0 項 韌 性 指 標 歸 納

為 五 類 （ 簡 化 如 表 1）。每 一 項 指 標

皆 有 一 個 對 應 的 問 題 提 供 社 區 工 作

坊 討 論 和 評 分 ， 評 分 採 五 等 級 ： 很

高 、 高 、 中 等 、 低 、 很 低 。 上 述 20

項SEPLS韌 性 指 標 的 詳 表 以 及 評 估 操

作 可 參 見UNU-IAS（2014） 以 及 李 光

中 、 王 鑫 （2015）。

為 什 麼 需 要 將 SEPLS韌 性
指 標 和 評 估 操 作 在 地 化 ？

雖 然 聯 合 國 大 學 發 展 的 《SEPLS韌

性 指 標 工 具 箱 》 希 望 能 全 球 適 用 ，

但 由 於 世 界 各 地 的 各 種SEPLS的 生 態

系 統 、 生 產 類 型 和 社 會 、 文 化 等 組

成 均 不 同 ， 因 此 重 要 的 是 要 確 保 指

標 對 當 地 情 況 靈 敏 。 理 想 的 一 套 在

地 化 的SEPLS韌 性 指 標 需 要 反 映 以 下

三 個 準 據 ：

完整性（Comprehensive）

指⑴具 備 廣 度 （ 涵 蓋 面 向 ）⑵指 標

與 指 標 之 間 、 指 標 與 五 大 類 主 題 之

間 具 有 邏 輯 性 、 關 聯 性 和 順 序 性 ⑶

能 表 明 威 脅 和 衝 擊 係 來 自 天 然 或 人

為 、 直 接 或 間 接 。

適切性（Relevant）

指 標 的 舉 例 說 明 很 重 要 ， 每 項 指

標 都 需 要 以 對 應 於 在 地SEPLS特 徵 的

例 子 來 說 明 。

易讀性（Comprehensible）

指 標 的 用 詞 和 用 語 需 要 簡 單 和

明 白 ， 最 好 以 圖 像 化 方 式 來 輔 助 說

明 ， 使 在 地 居 民 更 容 易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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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在地化的 SEPLS 韌性指標及其評估指引表

類別 指標說明問題 指標說明例子（參考 UNU-IAS, 2014）

A 
保
全
森
川
里
海
健
康
與
連
接

A1: 森川里海組成元素之的多樣性和多功能性

森川里海有沒有由多樣的自然生態系（陸域
和水域）以及土地利用所組成？
地景 - 海景元素的功能性是否健全？

自然生態系：山地、森林、草地、濕地、湖泊、河流、海岸潟湖、
河口三角洲、珊瑚礁、海草床和紅樹林等。
土地利用：庭園、耕地、菓園、（季節性）放牧、牧草地、養殖漁業、
林業和混農林業、灌溉渠道和水圳、水井等。

A2：森川里海組成元素之的連接性

森川里海的森林、溪流、農田和海洋之間的
連結是否健康（有沒有受到破壞）？

為了保育或復育而指定的地區，並透過授粉、蟲害控制、養分循環
以及增加動物族群來惠益其它地區；森林能保護水資源並提供飼料、
醫藥和食物來源；農業活動可以影響整體地景的其它部分；海洋保
護區可以增加海洋生物量並（透過溢出效益）惠益其它漁業地區。

A3：森川里海受天然衝擊及威脅後的恢復和再生能力

森川里海遇到了天然衝擊和威脅後的恢復和
再生能力如何？

颱風、暴雨、嚴寒、洪水和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地震和海嘯；土
石流；森林火災；蟲害和疾病爆發、破壞農作物的野生動物等。

A4: 森川里海受人為（社經）衝擊及威脅下的保護和復育

森川里海受到人為（社會 - 經濟）破壞或威脅
下有沒有採取有效的保護或復育措施？

陸域和水域生物資源的違法濫捕；森林盜伐；農藥、除草劑等農業
污染；公共設施（如：種電、路燈）；工業污染；觀光業污染（如：
亂丟垃圾）。

B 
活
用
森
川
里
海
自
然
資
源

B1: 在地糧食的多樣性與食用

社區居民有沒有食用多樣的、在地生產的食
物？

穀物、蔬菜、水果、堅果、野菜、茹類、漿果、家畜、乳、乳製品、
野味／昆蟲、魚、海草等。

B2: 在地農作物及原生種的保種與育種

社區居民有沒有保存以及培育適合在地生長
作物（含原生種）的種子？

種子守護者、動物育種專家、動物育種團體、家庭花園、社區種
子銀行／種子庫等。

B3: 在地環境友善及循環資源利用的農法

社區居民有沒有採用環境友善的農法？ 颱風、暴雨、嚴寒、洪水和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地震和海嘯；
土石流；森林火災；蟲害和疾病爆發、破壞農作物的野生動物等。

B4: 森川里海共有資源的永續使用

在地森林、溪流、海洋等共同資源有沒有受到
在地共享和維護？

放牧規則；漁業配額；永續旅遊；盗捕和盗採的控管；或森林產
物採取規則等。

C
發
揚
傳
統
知
識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C1: 在地傳統知識的傳承

社區有關傳統海陸域生態、文化等知識和技能
有沒有很好地傳承？

歌謠、舞蹈、祭儀、慶典、故事傳說、與土地和生物多樣性有關
的在地術語；與漁業、作物種植和收成、食物處理和烹飪有關的
特別知識；學校在地課程的有關知識等。

C2: 在地傳統知識的記錄建檔

社區有關傳統海陸域生態、文化等知識和技能
有沒有很好地記錄建檔？

傳統知識登錄；資源分類系統；資料網路平臺；社區多樣性登錄；
農夫田間學校；動物育種團體；種子交換網絡（動物和種子市集）；
和農業主題相關的月曆等。

C3: 在地農業和保育的創新適切科技

有沒有研發適合於在地使用和維護的現代科
技來解決社區的問題？

採用例如滴水灌溉或雨水收集等水資源保育方法；多樣化的耕作
系統；引入或再引入耐旱或耐鹽作物；有機農業；階段法；再引
入原生物種；草地輪牧；造林；復育珊瑚、海草和紅樹林；漁屋；
選擇性的捕漁工具等。

C4: 對男女在地傳統知識面向的認可和尊重

社區男女對活用森川里海資源的不同傳統知
識有沒有受到重視和發揚？

編織、打獵、捕魚、耕田、食藝、祭典等傳統知識與技能中的男
女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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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景色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景色

表 1：在地化的 SEPLS 韌性指標及其評估指引表（續）

類別 指標說明問題 指標說明例子（參考 UNU-IAS, 2014）

  D
增
進
社
區
本
位
的
協
同
治
理 

 D1: 森川里海資源的在地使用賦權

社區對森川里海資源有没有適當的、肯認的使
用權利？

土地使用團體；社區林業委員會；協同經營（共管）團體或委員會、
傳統領域等。

D2: 森川里海的整體治理機制

有沒有多元權益關係人有效參與規劃森川里海
資源的平臺或機構？

資源經營管理有關的組織、法規、政策、管制規則和執法；傳統
主權單位和慣習；協同經營（或稱共管）的制度設計，例如在地
社區和政府主管機關間的聯合森林經營協議。

D3: 森川里海經營的社區內部社會資本
社區內部是否有足夠的凝聚力和領導力來共同
解決問題和完成工作？

互助團體、社區俱樂部和團體（婦女和年輕人團體）；社區與社區
間的網絡；以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為主旨的協會等。

D4: 森川里海經營的社區擴大參與和惠益分享

社區居民是否逐步擴大參與？ 放牧規則；漁業配額；永續旅遊；盗捕和盗採的控管；或森林產
物採取規則等。

E 
增
進
家
庭
生
計
和
社
區
福
祉 

E1: 公共基礎建設

在地生活、生產、安全等方面的基礎建設能夠
符合社區需求嗎？

學校、醫院、道路和交通；安全的飲用水；市場；電力和通訊設施；
避難所等。

E2: 社區居民和環境的整體健康狀況

社區居民以及環境的健康情形如何？
疾病消失或經常發生；影響大群人口的疾病爆發之頻率；污染（含
農工業）、潔淨水源短缺、暴露在極端天氣事件下等環境壓力的出
現和消失。

E3: 以森川里海生態為基礎的收入的多樣性及行銷能力

社區居民有沒有很多樣的、以生態為基礎的生
計來源 （自給自足、金錢收入）？
有沒有足夠的行銷能力？

以生態為基礎的生計來源：以在地素材製作的手工藝（如：雕刻、
簍編、繪畫、編織等）；生態旅遊；在地食物製作；養蜂等；
行銷能力：自產自銷、網路行銷、農夫市集、團體收購、旅外族
人行銷協助；加工技術、產品包裝（含 logo）設計等。

E4: 社區居民對森川里海不同時空交替活用的調適能力
在天然或人為造成的變動和威脅下，社區居民
有沒有能力依時序活用地景 - 海景資源來維持
生計、度過危機？

游耕以及輪作；更替從事農業和放牧／漁業；游牧季移；更替漁
撈區；艱困期間仍維護適當的保留區等。



花 蓮 縣 豐 濱 鄉 新 社 村 阿 美 族 復 興

部 落 和 噶 瑪 蘭 族 新 社 部 落 之 聚 落 和 耕

地 ， 皆 位 於 同 一 海 岸 山 脈 東 側 連 結

「 森 ・ 川 ・ 里 ・ 海 」 完 整 之 大 約 600

公 頃 的 陸 域 集 水 區 內 ， 居 民 生 活 於 同

一 山 谷 之 中 、 下 游 ， 以 水 系 串 連 集

水 區 的 生 態 、 生 產 和 生 活 ： 集 水 區 上

游 森 林 和 溪 流 供 給 中 、 下 游 居 民 飲 用

水 、 農 業 生 產 耕 地 灌 溉 用 水 、 薪 材 和

野 菜 ， 通 過 生 產 耕 地 與 聚 落 的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則 排 流 入 海 ， 影 響 海 岸 珊 瑚

礁 生 態 ， 珊 瑚 礁 生 態 則 影 響 近 岸 居 民

的 漁 獲 （ 李 光 中 、 范 美 玲 ， 2016 ； 圖

① ）。惟 傳 統 上 ，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本 於

各 自 主 管 業 務 ， 傾 向 以 單 一 社 區 或 部

落 為 服 務 對 象 ， 造 成 各 個 主 管 機 關 各

自 就 部 門 的 主 管 業 務 協 助 不 同 的 社 區

或 部 落 。 然 而 在 地 社 區 和 部 落 的 整 體

生 產 、 生 活 和 生 態 問 題 ， 必 須 在 空

間 尺 度 和 公 私 部 門 合 作 上 ， 採 取 跨

域 的 協 同 治 理 模 式 ， 方 能 有 效 解 決

（ 李 光 中 ，2016；Lee et al ., 2019）。

案例

韌性指標在地化並融入花蓮新社村SEPLS調適經營

新社生態農業倡議及其跨域協同經營平臺的緣起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①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SEPLS位置及土地利用圖

復興部落
水田區

新社部落
水田區

新社部落
主要聚落區

新社部落
水田區

復興部落
主要聚落區

海岸山脈

國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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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里山倡議五大行動面向與 ⓑ五大類20個在地化的韌性指標的對應圖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五大行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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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此，在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即

本 文 作 者 群，以下 簡 稱 協 力 團 隊）的 提

議 下，花 蓮 區 農 改 場 於 2016 年10月 邀

請 花 蓮 林 管 處 及 水 保 局 花 蓮 分 局（ 其

後 再 加 入 農 糧 署 東 區 分 署，形 成 四 個

核 心 主 管 機 關 ），共 同 與 在 地 阿 美 族

復 興 部 落 和 噶 瑪 蘭 族 新 社 部 落 組 成 跨

域（ 跨 部 門、跨 社 區、跨 專 業 ）調 適 性

協 同 經 營 平 臺，發 起「 花 蓮 縣 豐 濱 鄉

新 社 村 森．川・里・海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

（ 以 下 簡 稱「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

自2017年 4月完 成 本 區 短 程（3 年 內 ）、

中 程（4―10 年）、長 程（10 年 以 上 ）行

動 計 畫 計 五 大 類 別 38 項 工 作（ 五 大 類

別 及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係 參 考 國 際 里 山 倡

議 三 摺 法 的 五 大 行 動 面 向 加 以 歸 類，

圖 ②ⓐ  ）及 其 權 益 關 係 人 分工 合 作 配

置，並 進 入 實 務 工 作 推 動 和 追 踪 階 段

（李 光中等人，2017；Lee et al., 2019）。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的 特 點 是 採 用 地

景 取 徑（Landscape Approach）和 調

適 性 經 營（ Adaptive Management），

倡 議 的 推 動 歷 程 可 以 透 過 調 適 性 經

營 循 環 的 下 列 互 相 連 結 的 四 個 階 段

來 體 現（ 圖 ③）：「 規 劃 」、「 執 行 」、

「 評 估 和 學 習 」和「 調 整 」。  本 文 以

下 各 節 中 將 說 明 在 倡 議 推 動 的 不 同

期 程 中（ 短 程 和 中 程 ），「SEPL 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

第一梯次系列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融入調適性經營並「調整」
短程行動計畫（2017—2019）

2017年 初，在 上 述 四 個 核心主 管 機 關

和 協 力 團 隊「 高 效 率」的 專 業 協 助 下，

「 規 劃 」了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的 短 程

行 動 計 畫（包 括 五 大 類 38 項 工 作 ），正

式 進 入 倡 議 的「 執 行」階 段。由 於 擔 心

兩 部 落 未 能 充 分 瞭 解 和 參 與 行 動 計 畫

內 容，協 力 團 隊 運 用 上 述《SEPLS韌 性

指 標 工 具 箱 》，在 復 興 部 落（ 2017年 ）

和 新 社 部 落（2018 年）中 進 行 了第 一 梯

次SEPLS韌 性 評 估 工作 坊，以 探 討 兩 部

落 居 民：⑴ 如 何 看 待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和 行 動 計 畫？⑵ 對 行 動 計 畫 的 內 容

③ 調適性經營循環模式（DPIPWE 2014; 
Jones 2005, 2009）

執行
DO

      Plan

  E
va

lu
ate

 and Learn        規
劃

   
評

估
學習

     Adjust

      調
整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66

台
灣
台
灣
林林
業業    

4646
卷卷
66
期期



有 什 麼 意 見 和 建 議？ 希 望 透 過 工作 坊

的「 評 估 和 學 習」過 程，依 據 部 落 居 民

意 見 來「調 整 」行 動 計 畫內容（ 圖③）。

2017年10 一11月間，復 興 部 落 共 有4

位 居 民 參 加 一 系 列 共5 次 的SEPLS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同 時 依 據 討 論 出 來 的 改

善 對 策，調 整 行 動 計 畫 工作 項目內 容並

增 訂 為39項，於2017年 底 經 跨 域 平 臺會

議 認 可 並 納 入 後 續 執 行 工 作。2018 年

8―10月間，新 社 部 落 共 有13位 居 民 參

加 一 系 列 共7 次 的SEPLS韌 性 評 估 工作

坊，同 時 依 據 討 論 出 來 的 改 善 對 策，調

整 行 動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並 增 訂 為 41

項，於2018年 底 經 跨 域 平 臺會 議 認 可並

納 入後 續 執行工作（Lee et al., 2020）。

因 此，第 一 梯 次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在

S E P L S 調 適 性 經 營 過 程 中 扮 演 著 雙

重 角 色（ 見 圖 ③ ）：  一 方 面 透 過 工 作

坊 來「 評 估 和 學 習 」新 社 SEPL S 的 韌

性 現 況，另 一 方 面 透 過 工 作 坊 的 討

論 和 建 議 來「 調 整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的 短 程 計 畫 的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

SEPLS韌 性 指 標 評 估工作 坊 的兩 部 落

居民，普遍 肯 定 工作 坊 能 夠 增 進 彼 此 的

溝 通、對 當 地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的 瞭 解、全

面 檢 核 在 地SEPLS的 現 況 和 問 題、共 同

修 訂 未 來 的 行 動 計 畫 內 容。對 於 評 估

SEPLS韌 性 指 標，居民 雖 然 認 為 經 過 協

力 團 隊 的 翻 譯 和 詳 細 說 明 後，能 夠 理

解 指 標 內 容 並 肯 定 20 個 指 標 具 有 完 整

性 的 優 點，仍 建 議 指 標 的 舉 例 和 用 詞

應 該 更 增加 適 切 性 及易讀 性。

2019 年 底 及 2020 年 初，隨 著 新 社 倡

議 進 入中 程計 畫 實 施 階段，兩 個 問 題 浮

現：「 跨 域 平 臺 運 作 機 制 如 何 調 整？中

程 行 動 計 畫 內 容 如 何 調 整？」相 關 跨 域

平 臺會 議 討 論 後，第一 個 問 題 的 共 識 是

希 望 中 程 計 畫 能 盤 點 出 若 干 主 題 性 工

作 類 別，分 配 給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負 責 和

部 落自行互 動 及 推 展，每 年 改 成召開 年

中 和 年 底 兩 次平 臺會 議，以 追 踪 和 彙 集

新 社 倡 議 的 整 體 進 展，並 討 論 需 要 全

部 權 益 關 係 人 決 定 的 事 項；第 二 個 問

題 的共 識 是希望 簡化 現 行41個工作 項目

（ 例 如 簡 化 成 20項 並可以 對 應 於UNU-

IAS 五 大 類 20 個 韌 性 指 標 內 容 ），並 歸

納 成 若 干 主 題 性 工 作 類 別，進 而 依 據

部 落 需 求 排 訂 工作 的 優 先 順 位。

第二梯次系列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融入調適性經營
並「規劃」中程行動計畫（20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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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 在 2020 年 準 備 和 完 成 新 版 中 程

（2021―2026 年）行 動 計 畫（ 對 應 圖 ③

「規 劃 」  階 段  ），東 華 大 學 提 議 再 度

於 兩 部 落 舉 辦 一系列 的SEPLS韌 性 指 標

評 估 工作 坊（ 對 應 圖③「評 估 和 學 習」 

階 段 ），協 助 兩 部 落 居民 先 各 自 檢 視 和

評 估 新 社SEPLS的 最 新 現 況、進 展 和 困

難，擬 訂 對 策、重 要 工作 和 優 先 順 位，

繼 而 歸 納 兩 部 落 意 見 形 成 若 干 具 優 先

順 位 的 主 題 性 工 作 類 別 和 相 關 工 作 清

單，據 以 建 構 新 的 中 程 行 動 計 畫。過 程

中 也 將 嘗 試 促 成 部 落 與 部 落、部 落 與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之 間 的 對 話，希望「由下

而 上 」於2020 年 完 成 中 程 計 畫 的 新 版

本，這 項 提 議 受 到 跨 域 平 臺 所 有 夥 伴

肯 定 和 支 持。

工作坊前置作業▶新社SEPLS 韌性指標的在地化

為 了 透 過 S E P L 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 由 下 而 上 」完 成 中 程 計 畫 的 新 版

本，原 本 在 第 一 梯 次 翻 譯 使 用 U N U -

I A S 的 五 大 類 2 0 項 韌 性 指 標，必 須 調

整 成 更 具 本 地 SEPLS 敏 感 度（ 適 切 性 ）

和 居 民 的 理 解 度（ 易 讀 性 ），同 時 能

緊 密 對 應 於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各 面 向 的

工 作 項 目（ 全 面 性 ）。因 此，有 必 要 為

新 社 SEPLS 開 發 一 套 本 地 化 的 韌 性 指

標 和 操 作 流 程。於 是 在 進 行 第 二 梯 次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2 0 2 0 年 6 ― 9 月 ）之

前，研 究 團 隊、兩 部 落 居 民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一 起 完 成 了 以 下 的 前 置 作 業：

步驟1（2020年3—4月）

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利 用UNU-IAS

復興部落居民於SEPLS韌性評估工作坊中填寫評估表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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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 類 主 題 和20 個 韌 性 指 標（ 李 光

中、王 鑫，2015），將 新 社 倡 議 現 有

的（ 短 程 ）行 動 計 畫 之 五 大 類 41個

工作 項 目 加 以 重 新 對 應 及 歸 類，完

成「五 大 類 的 20 個 韌 性 指 標 與 行 動

計 畫 工作 項目對應 表 」。

步驟2（2020年5月）

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邀 請 四 個 核心

主 管 機 關 部 門 的 業 務 主 要 負 責 人參

加 第一次「政 府 部門 諮 詢工作 坊」，

針 對 上 述 對 應 表 初 稿 提 供 修 訂 意

見，完 成 內 容 更 完 整 的 版 本。然 而

與 會 者 仍 認 為目前 版 本 有 許 多 難 懂

的 專 有 名 詞，工 作 項 目 內 容 也 不 夠

具 體 反 應 在 地 議 題，建 議 再 調 整 使

居民 容 易理 解。

步驟3（2020年5—6月）

因 新 冠 疫 情 影 響，協 力 團 隊 延 後

了 韌 性 指 標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舉 辦 時

間，但 也 利 用 5 一 6月 的 空 檔，聯 絡

來 自 兩 個 部 落 共 計14 位 居 民 進 行

一 對 一 的 半 結 構 化 訪 談，請 居 民 針

對 上 述「五 大 類 的 20 個 韌 性 指 標 與

行 動 計 畫 工作 項 目 對 應 表 」提 供 意

見，這 些 意 見 和 建 議 進 而 幫 助 協 力

團 隊：⑴ 以 當 地 居 民 觀 點 再 思 考20

項 韌 性 指 標 的 歸 類 主 題、順 序 和 整

體 架 構 的 邏 輯 性（ 完 整 性 ）；⑵ 提

供 可 以 說 明 每 個 指 標 的 更 具 體 的

工作 項 目 和 本 地 例 子 （ 適 切 性 ）；

⑶以 當 地 居民可以 清 楚 理 解 的 方 式

調 整 每 個 指 標 的 用 語 並 提 供 適 當

圖 示（ 易 讀 性 ），使 協 力 團 隊 在 接

下 來 的 部 落 工作 坊 中更 能 夠 以在 地

語 言 說 明 韌 性 指 標 的 內 容 和 類 別。

最 後，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完 成 了

2 0 個 S E P L S 韌 性 指 標 在 地 化 版 本 的

第 一 稿，包 括 五 個 面 向：🄐 保 全 森 川

里 海 健 康 與 連 接 、🄑 活 用 森 川 里 海

自 然 資 源 、🄒 發 揚 傳 統 知 識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 增 進 社 區 本 位 的 協 同 治

理 、 🄔 增 進 家 庭 生 計 和 社 區 福 祉 。

每 個 面 向 由 具 邏 輯 順 序 的 四 個 指 標

組 成（ 如 圖②ⓑ）。此 外，協 力團 隊 將 在

地 化 的 每 一 個 韌 性 指 標 對 應 於 重 新 整

理 的「工 作 項 目 參 考 清 單 」（ 資 料 源 自

短 程 行 動 計 畫 之 工作 項目、上 述 居民 訪

談 的 修 訂 和 增 加 的 意 見 等 ），完 成 在 地

化 的「SEPLS韌 性 指 標 與 相 對 應 行 動 計

畫 工作 項 目優 先 順 序 之 評 估 圖 表 」，並

於 接 下 來 的SEPLS韌 性 評 估 工作 坊 中 提

供 居民 評 分 使 用。

表1列 出 本 案 例 的 在 地 化 五 大 類20個

SEPLS韌 性 指 標 及 說 明 問 題 和 例 子，而

圖④為A大 類 評 估 圖 表 為例。TTFF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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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在 2020 年 6 一 9月

間，分 別 在 復 興 部 落 和 新 社 部 落 各 舉

辦 了六 場 次 的SEPLS韌 性 指 標 評 估 系列

工作 坊，以下 說 明 工作 坊 實 際 操 作上 的

要 點：

誰 應 該參加？

依 據UNU-IAS《SEPLS韌 性 指 標 工 具

箱 》的 建 議，協 力 團 隊 確 保 參加 人 數 不

超 過20人（ 而且保 持 邀 請 同 一 批 人參加

所 有 的 指 標 評 估 ），以 便 讓 參 與 者 可以

有足 夠 時 間 進 行 評 分 和 討 論。此 外，參

與 者 的 選 擇 應 基 於不 同 年 齡、性 別、專

業、以 及 社 區 相 關 團 體 的 均 衡 代 表 性

和 包 容 性，鼓 勵 參 與 者 在 討 論 過 程 中

表 達 和 交 換 不 同 的 觀 點。大 多 數 參 與

者已 熟 悉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工作 坊 也

邀 請 一 些 新 返 鄉 的 居 民 參 加。年 紀 大

的 參 與 者 有 解 理 普 通 話 的 困 難 時（ 例

如 阿 美 族 復 興 部 落 的 老 人 家 ），會 邀 請

具 母 語 翻 譯 能 力 的 參 與 者 坐 在 其 旁 協

助。

為什麼要 參加？

SEPLS韌 性 評 估 工作 坊 的 成 功 與否，

很 大 程 度 取 決 於 參 與 者 如 何 看 待 其 參

與 的 意 義 和 價 值。本 案 例 中，參 與 者 認

為 工作 坊具下 列 難 得 的 機會：

◆ 全 面 及 深 入 的 檢 視 自己 的 森 川 里

海（ 具 廣 度 和 深 度 的 探 索 在 地 議

題 ）

◆ 與 其 他 社 區 居 民 溝 通 及 討 論

S E P L S 的 過 去、現 在、未 來（ 擴

大 社 區 內 部 參 與 及 凝 聚 力 ）

◆ 政 府 機 關 聽 取 意 見 並 採 取 具 體 行

動（ 瞭 解 在 地 迫 切 議 題 並 增 進 社

區 和 政 府 部 門 之 間 的 夥 伴 關 係 ）

換 句 話 說，我 們 可 以 從 工 作 坊 討 論

結 果 與 行 動 計 畫 的 明 確 關 聯、工 作 坊

討 論 過 程 可 以 促 進 部 落 內 部、部 落 與

部 落 間、部 落 與 公 部 門 之 間 的 建 設 性

對 話 等 方 面，來 回 答 居民「 為 什 麼 要 參

加？」的 問 題。

何時？何地舉 辦？

時 間 和 地 點 的 妥 善 安 排 關 乎 受 邀 居

民 是 否 有 意 願 和 能 力 參 加 工 作 坊。時

間 安 排 需 優 先 考 慮 社 區 參 與 者 的 方 便

性，有 時 因 為 工作日農 忙 或 週 末 教 會 禮

拜，需 要 安 排 在 下 午 或 晚 間。工作 坊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三 小 時，以 保 持 參 與 者 的

注 意 力 和 溝 通 品 質。工作 坊 的 地 點 要 具

備 方便 性 和 公 共 性，本 案 例 中 我 們 選 擇

居民常 聚會 的 場 所（例 如 復 興 部 落八 角

亭）、文 健 站、社 區 活 動 中心、學 校 等。

工 作 坊 操 作 ▶ 新 社 村 S E P L 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實 施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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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 作 坊 進 行 前 協 力 團 隊 會 現 地 勘 察

空 間 和 設 施，以 便 安 排 桌 椅 配 置（ 面 對

面 圍 坐 為 原 則 ）、準 備 相 關 文 具、擴 音

設 備、飲 水 和 點 心 等。

舉 辦多少次？

為 確 保 有 足 夠 時 間 對 每 個 指 標 進 行

充 分 理 解、評 估 和 討 論，協 力 團 隊 在

每 個 部 落 舉 辦 了6 次 系 列 工 作 坊：⑴ 第

1次 工作 坊：開 始 時 先 介 紹 舉 辦 工作 坊

的 目 的、里 山 倡 議 五 大 行 動 面 向 及 其

與SEPLS五 大 類20個 韌 性 指 標 的 關 聯 性

（ 圖②）、系 列 工作 坊 的 預 定 時 間 和 進

度、過 往 相 關 工 作 坊（ 如 果 有 ）評 估 成

果 的 回 顧 等，接 著 進 行 第 一 大 類（ A ）

指 標 說 明 和 評 估；⑵第2一5次 工作 坊：

每 次 工 作 坊 完 成：類 評 估 指 標 的（B、

C、D、E）說 明、評 估、討 論 和 建 議；⑶

第6次 工作 坊―成 果 總 結 說 明 五 大 類 別

20 個 韌 性 指 標 的 評 估 結 果（ 使 用 雷 達

圖 ），並 嘗 試 說 明 個 別 和 群 組 指 標 的 評

分 集 中 值、最 高 和 最 低 值 及 其 相 對 應

的 參 與 者 評 估 意 見、每 個 指 標 所 涉 及

的 未 來 工 作 重 點 及 其 優 先 順 位 等。結

束 前 協 力 團 隊 會 說 明 後 續 將 如 何 就 工

作 坊 評 估 成 果（ 對 應 圖③的「 評 估 ／學

習」階 段 ）應 用 於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之修 訂

（ 對 應 圖 ③ 的「 規 劃 」階 段 ），以 獲 得

在 地 居民 的 持 續 支 持 和 參 與。

工作 坊中提 供 的基 本文件

工作 坊中 提 供 的 基 本 文件主 要 有二：

⑴里山 倡 議 五 大 行 動 面 向 與 新社SEPLS

五 大 類 20 個 在 地 化 韌 性 指 標 的 對 應 圖

（ 圖 ②）；⑵ 在 地 化 的 SEPLS 韌 性 指 標

與 相 對 應 行 動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優 先 順 序

之 評 估 圖 表（ 圖 ④），每 大 類 指 標 以 一

頁，內 含 下 列 訊 息：參 與 者 姓 名 欄、指

標 大 類 的 標 題（ 例 如 A保 全 森 川 里 海 健

康 與 連 接 ）、該 大 類 中 的 指 標 的 編 號 和

名 稱（ 例 如 A 3 森 川 里 海 受 天 然 衝 擊 及

威 脅 後 的 恢 復 和 再生 能 力）、每 個 指 標

的 輔 助 理 解 圖 像、評 分 問 題（例 如A3森

川 里 海 遇 到 了自 然 災 害 衝 擊 後 恢 復 和

再 生 能 力 如 何？）、五 等 級 評 分 的 五 個

空 白「 星 號 」（ 填 滿 一 顆 星 代 表「 非 常

低 」、五 顆 星 代 表「 非 常 高 」）、與 每 個

指 標 相 對 應 的 工 作 項 目 及 參 考 工 作 內

容之 清單（每 項 工作 名稱 前 放一 空 格 以

便 參 與 者 填 寫 工 作 迫 切 性 的 優 先 順 序

1、2、3…）。

工作 坊 操 作流程？

每 一 次 新 社 SEPLS 工 作 坊 的 進 行 操

作 流 程 包 括「 說 明 」、「 評 分 及 討 論 」

和「建 議 」等 三 步 驟（ 圖 ⑤）。圖 ⑤「 說

明 」步 驟 中，協 力 團 隊 利 用 所 製 作 的

（ A一 E）五 大 類 在 地 化 之「SEPLS韌 性

指 標 與 相 對 應 行 動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優 先

順 序 之 評 估 圖 表 」（ 例 如 圖 ④），先 概TTFF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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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SEPLS韌性指標與相對應行動計畫工作項目優先順序之評估圖（以A大行動面向的四個指標為例）

指
標

A-1
森川里海組成元素之的多樣性
和多功能性

A-2 
森川里海組成元素之間的連接
性

A-3 
森川里海受天然衝擊及威脅後
的恢復和再生能力

A-4 
森川里海受人為（社經）衝擊
及威脅下的保護和復育

圖
案
說
明

問
題

新社村地景 - 海景含有哪些
元素？新社村不同元素的
功能有哪些？

新社村的森林、溪流、農
田 和 海 洋 之 間 的 連 結 如
何？

新社村地景 - 海景遇到了天
然災害或風險時有沒有能
力很快速地恢復？

新社村地景 - 海景有沒有受
到人為（社會 - 經濟）破壞？

評
分 ☆☆☆☆☆ ☆☆☆☆☆ ☆☆☆☆☆ ☆☆☆☆☆

工
作
項
目

A-1
調查及增進森川里海組成
元素的多樣性和多功能性

A-2
調查及增進森川里海組成
元素之間的連接性

A-3
評估森川里海受天然災害
衝擊風險及增進環境恢復
與再生能力

A-4 
保護和復育受人為（社經）
威脅下的森川里海

參
考
工
作
內
容
之
清
單

□ 盤 點 及 監 測 森 林、 溪 流、
農田、海域生物多樣性以
及將實際的調查報告回饋

（分享）給部落居民

□增進對水源頭及溪流水質
／量的保護

□營造及維持地景多樣性，
如：家庭園藝、水稻梯田
內田埂草毯及坡面和周邊
綠籬植物

□從部落歷史與文化中探討
森川里海的傳統生活與觀
念，分析現代生活不同面
向 ( 如：農、林、漁、牧、
狩獵、採集、工藝等）與
森川里海元素的連結性和
功能性的關係

□ 強 調 有 機 友 善 農 業 對 地
景 — 海 景 連 結 性 的 重 要
性，促進在地居民和專家
一起合作 ( 如：珊瑚礁體
檢、濕地緩衝帶）來追踪
及報導有機友善農法與海
洋健康的連結性，加值農
法和農產品，並引發更多
居民從事有機友善農業

□維護天然溪流的飲用及灌
溉水質／水量

□在生態、生產、生活整體
考 量 下 的 生 態 修 復 工 程，
如：連通天然和人工水系、
梯田灌排系統及水塘、修
復梯田、水圳和農路

□ 從 事 劣 化 森 林 土 地 的 造
林復育探討魚蝦洄遊的措
施，如：攔砂壩生態修復
工程

□增進海岸侵蝕監測、災害
應變、安全又親海的海岸
生態工程

□加強巡山巡溪來監測陸域
森林、山坡地和溪流的沖
蝕和土石流等風險並採取
減災對策配合土石流防災
專員，成立因應颱風的「危
機小組」巡查及回報森林、
山坡地和溪流的狀況

□以適當方式移除溪床上阻
礙水流的雜草

□ 發 展 居 民 可 負 擔 及 可 維
護的防治危害農作物物種 
( 山 豬、 獼 猴、 野 兔 ) 的
方法防治外來動植物入侵

□ 發 展 部 落 自 主 性 的 護 溪
（護魚）制度來防止外地人
對 溪 流 生 物 資 源 的 濫 捕、
增進對水源頭及溪流水質
／量的保護以及鼓勵在地
居民對溪流資源的合理利
用與巡護

□防止公共設施對生態／風
景的破壞（如：種電、電
線桿等）輔導聚落周邊及
耕地不使用農藥與除草劑

□加強遊客環境教育及其它
輔導措施以防止旅遊活動
對農田地景的破壞（如：
亂丟垃圾、踐踏等）

□ 加 強 清 淨 家 園 與 環 保 意
識，如：輔導居民垃圾分
類及資源回收、禁止亂丟
棄（如：河床內）或燃燒
垃圾、鼓勵處理海岸垃圾

（淨灘）並減少一次性餐飲
用具

□防止海域破壞性的捕魚方
式加強巡護山林以防止林
木及林產物盜伐

A 大策略：保全森川里海健康和連接 資料來源：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地景與社區參與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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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該 大 類 主 題 和 所 有 指 標 的 要 點 和 關

聯 性，再 一 一 詳 細 說 明 個 別 指 標。通 常

出 於 時 間 考慮，可以一 次 組 合 說 明 兩 個

比 較 相 關 的 指 標（ 例 如C1和C2）。在 成

員 評 分 之 前，協 助 團 隊 務 必 清 楚 地 說

明 五 等 級 的「 星 號 」評 分 代 表 什 麼，尤

其 是 對 第一 次參加 的居民 補 充 說 明。

「 評 分及 討 論 」步 驟 中，給 參 與 者 一

些 時 間 思考並 在 評 分 紙 上標 記，接 著 邀

請 每 位 參 與 者 分 享 他 們 的 評 分 並 說 明

評 分 高 或 低 的 理 由。協 力 團 隊 可 以 建

議 參 與 者 從 該 指 標 若 獲 得「五 星 級 」評

分 的 最 好 情 境 來 反 觀 現 況 來 評 分，並

說 明 現 況 已 有 的、缺 少 的、或 可以 更 好

的 內 容。特 別 需 要 提 醒 每 位 參 與 者 依

自己 的 標 準 來 評 分並 說 明 理 由，因 為 指

標 評 分 的目的並非 謀 求 滿意 度 的 共識，

而 是 探 索 每 位 社 區 成 員 對 現 況 和 未 來

目標 可能有 不 同 的 標 準 和 看 法。本 階 段

可 對 應 圖③之SEPLS調 適 性 經 營 的「 評

估 ／學習」階段。

「建 議 」步 驟 中，請 每 個 參 與 者 就 評

分 表 圖 中 每 個 指 標 相 對 應 的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填 寫 工 作 迫 切 性 的 優 先 順 序（1、

2、3…），所 謂 迫 切 性 可 能 和 為了 解 決

SEPLS面 臨 的 特 定 問 題 或 增 強 社 區 的

特 定 能 力 而 應 採 取 的 行 動 有 關，可 以

邀 請 參 與 者 分 享 他 們 各 自 設 定 的 工 作

優 先 順 序 和 看 法。協 力 團 隊 考 量 時 間

有 限 或 討 論 的 順 暢 度，也 可 以 將 上 述

「 評 分及 討 論 」和「 建 議 」兩 步 驟 結 合

起 來。本 階 段 可 對 應 圖③之SEPLS調 適

性 經 營的「規 劃 」階段。

總 計 復 興 部 落 共 有 12 位、新 社 部 落

共 有8位參 與 者 完 成 了系 列 工作 坊 共20

個 韌 性 指 標 的 評 分、討 論 和 建 議。參

與 者 在「 評 分 及 討 論 」和「 建 議 」步 驟

⑤ SEPLS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的操作流程圖

協力團隊說明
．A-E 大策略
．1-4 指標內容

說明
每人用筆填滿
1 -5 星的評分

評分
每人口頭分享
評分理由

討論
每人用筆寫下
行動項目的優
先順序：1、2、
3、4......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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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 該 韌 性 指 標 的 評 分 以 及 就 未 來

工 作 的 優 先 迫 切 性 的 設 定 等 看 法，將

成 為協 力團 隊 進 一 步 分析、歸 納 而 得出

「 由 下 而 上 」的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草 案 的 最 主 要 依 據，同 時

也 是 社 區 成 員 間 集 體 探 索 在 地 環 境 和

社 經 面 向 的 現 況、問 題 和 對 策 的 一 次

非 常 難 得 的互相 溝 通、瞭 解 和 學習之機

會。重 要 的 是，SEPL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的「評 分及 討 論 」和「建 議 」等 步 驟，有

助 於 更 在 地 化 的 修 改 指 標 名 稱 的 措 詞

並 給 予更 貼 切 的 解 釋。此 外，參 與 者 的

詳 細 建 議 有 助 於 連 結 和 修 訂 各 個 韌 性

指 標 與 相 關 在 地 行 動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這 些 訊 息 最 後 便 成 為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的 工作 項 目清單。為了提 供

其 他 地 區 推 廣 應 用 的 參 考，我 們 在 表

1 列 出 了 本 案 例 的 在 地 化 五 大 類 20 個

SEPLS韌 性 指 標 及 說 明 問 題 和 例 子。

工作坊成果▶新社村SEPLS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結果分析並納
入中程行動計畫 

SEPL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完 成 後 的 接

續 工 作 非 常 重 要，一 方 面 需 要 確 保 將 工

作 坊 成 果 適 當 的 納 入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的 中 程 行 動 計 劃 中，另 一 方 面 需 要 持

續「由 下 而 上」的 調 整 性 經 營 特 性，促 進

當 地 社 區 的 持 續 參 與 和 信 任。因 此，新

社 村SEPLS韌 性 指 標 評 估 的 系 列 工 作 坊

完 成 後 的 接 續 過 程 分 為 以 下 三 個 步驟：

步 驟1（2020年9月）

協 力 團 隊 根 據 2 0 個 韌 性 指 標 中

每 個 指 標 所 列 出 的 工 作 項 目 的 優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協力團隊向新社部落居民說明SEPLS韌性評估系列工作坊的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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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順 序，對 工 作 坊 參 與 者 所 認 為 最

急 迫 和 最 突 出 的 議 題 進 行 了 分 析，

歸 納 出 五 個 行 動 面 向 和 十 個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每 個 行 動 面 向 分 別 有 兩 個

優 先 工 作 主 題，見 圖⑥）。以 上 訊 息

連 同 每 個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所 涉 及 的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組 合 成 為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的 新 草 案

（ 表 2 ）。值 得 注 意 的 是，雖 然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的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設 定 為

六 年（2021一2026年 ），但 相 關 的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設 定 為 較 短 的 三

年（2021一2023年 ），以 保 持 其 持 續

「評 估」和「調 整」的 彈性（圖③）。

步 驟2（2020年9一10月）

本 步 驟 將 上 述 由 協 力 團 隊 所 分

析 和 整 理 的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新 草 案，

提 供 給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兩 個 部 落 瞭

解、討 論 以 及 必 要 的 修 訂。因 此，協

力 團 隊 接 續 舉 辦 了「 政 府 部 門 諮 詢

工 作 坊（ 第 二 次 ）」以 及「 聯 合 工 作

坊」：前 者 邀 請 四 個 核 心 政 府 機 構 的

主 要 承 辦 人 員，向 他 們 說 明 新 草 案

內 容、做 必 要 的 修 訂，並 擬 訂 了 各 項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所 涉 及 的「 多 元

護川

⑥ 新社生態農業倡議中程（2021-2026）行動計畫的五個行動面向、十個優先工作主題
的「4+2」跨域分作合作模式及《群策群力》機制

A 保全森川里海的健康
和連接

森．川．里．海

資源活用
B 活用森川里海自然資源

知識與文化
C 保全森川里海的健康

和連接

協同治理
D 增進社區本位的協同

治理

安居樂業
E 增進家庭生計和社區

福祉

保護溪流及建立護溪機制
護海

保護海洋及建立里海維護機制

生態農法
增進有機／友善／循環的農法

保種
保種／育種及復育原生種

文化傳承
傳承及記錄建檔跨世代的
智慧與部落特色文化

返鄉青年
加強返鄉青年融入和傳承能力

部落內部
以人才多樣性擴大部落
內部參與和惠益分享

平臺
運作森川里海多元權益
關係人平臺

行銷
加強部落生態農業產品的行銷

安居
增進防災、安全與友
善耆老的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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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
行動
面向

2021—2026 年
優先工作主題 2 0 2 1 — 2 0 2 3 年 的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護
川

保護溪流及
建立護溪機制

維護水源頭、飲用及灌溉水的水質（含污水排放）／水量（含每一家戶自來水充足供應）
改善魚蝦洄遊的通路（含出海口的連通）
合理利用在地魚蝦資源並防止溪流生物資源的濫捕（含成立護溪團隊、設置告示牌）
在居民共識下適度疏浚溪床
加強部落居民瞭解河川（含護溪）相關法規和主管機關

護
海

保護海洋及
建立里海機制

監測海岸侵蝕、規劃安全又親海的海岸生態工程
防止破壞性捕魚或採集方式
強化傳統領域與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監測珊瑚、魚類等海洋生物的健康狀況
加強部落居民瞭解里海相關法規和主管機關

生
態
農
發
+
保
種

增進有機／友善／循
環的農法 & 保種／育
種及復育原生種

全面推廣有機／友善／循環的農法（含有機促進區）
輔導培訓有機／友善／循環農法技術／ 小農加工場
推廣不使用農藥及除草劑及成立除草隊（含爭取利用自來水回饋金）
防治危害農作物的物種（山豬、獼猴、野兔、山羌等）
防止危害農作物的人為設施（路燈、太陽能板）
實施野菜食藝及食農技術的輔導課程
永續採取／食用在地森林產物
結合在地傳統知識與現代科技復育部落原生種
研究和推廣生態友善及適合在地地形、氣候和水文的農作物
建立部落種子庫及保種園圃地

文
化
傳
承
+
返
鄉
青
年

傳承及記錄建檔跨世
代的智慧與部落特色
文化

傳承耆老（男女）的傳統知識與實踐技能
透過新社國小本位課程培育部落青少年
鼓勵在地居民和專家記錄建檔（以維護部落智慧財產為原則）傳統知識
建立實體部落傳統文化「圖書與文物櫃」及網絡資料平臺

加強返鄉青年回部落
後的適應能力

推行族語與部落文化的輔導課程
智慧與部落特色文化
利用新社國小聲譽吸引返鄉青年的子女就學

群
策
群
力
機
制

以人才多樣性擴大部落
內部參與和惠益分享

建立部落居民不同知識和技能人才人力盤點資料檔
整合部落不同團體和組織來共同討論及解決問題
加強與旅外族人的信息溝通和意見回饋

運作《森川里海》多
元權益關係人平臺

加強部落居民對「森川里海」倡議的運作機制和行動計畫瞭解與認同
發展互動式、多元方式的「森川里海」平臺運作
加強部落與部落間共通議題的溝通和問題解決
加強部落與政府部門間的溝通和問題解決
促進豐濱鄉公所的參與

行
銷

加强部落生態農業產
品的行銷

發展部落特色主題農產品和行銷管道
加強部落農產品的加工設備與加工技術
引進環境友善農法的相關認證標章
培訓和增進部落居民的行銷能力

安
居

增進防災、安全與友
善耆老的應變計畫

改善聯內和聯外道路安全（如道路照明、 紅綠燈等）和舒適（含改善改道避開公墓）
加強銀髮族交通服務及日托照顧
改善及提供友善銀髮族的避難所基礎設施
加強遊客環境教育以減少對部落的環境破壞
進行山林、溪流及海岸的天然災害評估、監測與防治（包括巡山巡溪）

  

發
揚
傳
統
知
識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發
揚
傳
統
知
識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增
進
社
區
本
位
的
協
同
治
理

增
進
社
區
本
位
的
協
同
治
理

  

保
全
森
川
里
海
健
康
和
連
接

保
全
森
川
里
海
健
康
和
連
接

  

增
進
家
庭
生
計
與
社
區
福
祉

增
進
家
庭
生
計
與
社
區
福
祉

活
用
森
川
里
海
自
然
資
源

活
用
森
川
里
海
自
然
資
源

表
2
：
花
蓮
新
社
村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中
程
（
2
0
2
1
⸺
2
0
2
6
年
）
行
動
計
畫

76

台
灣
台
灣
林林
業業    

4646
卷卷
66
期期



權 益 關 係 人 分 工 合 作 項目（主 辦、協

辦 等 配 置）」。繼 而 將 這 份 新 草 案 內

容 帶 到「 聯 合 工 作 坊 」說 明、討 論 和

修 訂，復 興 部 落 和 新 社 部 落 的 更 多

居 民（ 不 僅 包 括 之 前 的 工 作 坊 參 與

者）、四 個 核 心 政 府 部 門、地 方 政 府

（ 豐 濱 鄉 公 所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鄉

代 表 和 縣 議 員）、在 地 小 學（ 新 社 國

小）等 都 參 加 了 這 次 會 議，協 力 團 隊

依 據 會 議 討 論 的 意 見 再 次 修 訂 了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新 草 案。上述「 聯 合 工 作

坊」對 於 回 答 在 地 居民「 為 什 麼 要 參

加？」之 問 題 特 別 重 要，因 為 居 民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他 們 參 與 的 結 果，以

及 這 些 結 果 如 何 在 規 劃 過 程 中 納 入

未 來 的 具 體 行 動 計 畫中。

上 述 步 驟 1 和 步 驟 2 的 結 果，也 回 答

了 2020 年 初 提 出 的「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內

容 如 何 調 整？」的 問 題：將 原 本 41 個 工

作 項 目 修 訂 為10個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以 及

與 當 地 需 求 最 相 關 的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表2）。

步 驟3（2020年11一12月）

本 步 驟 回 答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進

入 中 程 階 段 之「 跨 域 平 臺 運 作 機 制

如 何 調 整？」的 問 題。中 程 行 動 計 畫

雖 然 明 確 分 配 了 多 元 權 益 關 係 人 的

各 項 主 協 辦 之 具 體 工 作 項 目 清 單，

運 作 上 仍 舊 有 些 瑣 碎。因 此，針 對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的 10 項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協 力 團 隊 進 一 步 綜 整 和 開 發 了 一

個「 4+2」的 跨 域 分 作 合 作 模 式（ 圖

⑥）：「 4」（ 圖⑥標 為 紅 色 框 框 ）指

由 農 委 會 體 系 的 四 個 核 心 主 管 機

關 分 工 負 責 協 助 部 落 推 動 以 下 5 個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 護 川 」（林 務 局 花

蓮 林 區 管 理 處）、「 生 態 農 業+保 種 」

（花 蓮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行 銷」（ 農

糧 署 東 區 分 署 ）和「 安 居 」（ 水 保 局

花 蓮 分 局 ）；「2」（ 圖⑥標 為 藍 色 框

框 ）則 指 需 要 上 述 四 個 核 心 主 管 機

關 以 外 的 其 他 部 門 協 作 的 3 項 優 先

工 作 主 題：「護 海」和「文 化 傳 承+返

鄉 青 年」。至 於10項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中

的「部 落 內 部+平 臺」也 就是「群 策 群

力 」機 制（ 圖⑥標 為 綠 色 背 景 ），則

是 涉 及 所 有 權 益 關 係 人 溝 通 和 參 與

的 協 同 治 理 機 制，未 來 將 更 加 強 部

落 內 部、部 落 與 部 落 間、部 落 與 公 部

門 的 溝 通 和 協 作，東 華 大 學 協 力 團

隊 也 將 持 續 扮 演 重 要 角 色。此 外，也

將 更 積 極 邀 請 豐 濱 鄉 公 所、花 蓮 縣

政 府、新 社 國 小、漁 業 署、水 產 試 驗

所、東 海 岸 國 家 風 景 特 定 區 管 理 處

等 相 關 單 位 參與。

進 入 中 程 計 畫 階 段 之 上 述 各 項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之 推 動，將 有 賴 部 落 與 各 主 管TTFF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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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的 日 常 聯 繫 及 合 作，至 於 跨 域 平 臺

正 式 會 議 則 將 調 整 為 一 年 兩 次（6 月 和

12 月 ），其 功 能 為 盤 點、追 踪 所 有 工 作

的 進 展 和 困 難 等 進 度，並 啟 動 接 續 的 新

行 動。以 上 之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和 跨 域 平 臺

運 作 機 制 等 草 案，經 過2020年12月 底 平

臺 會 議 的 討 論 和 通 過，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也 將 於2021年 進 入 中 程 動 計 畫的「執

行」階段（圖③）。

本 文 介 紹 了 作 者 群 在 花 蓮 新 社 村 發

展 在 地 化 的20個SEPLS韌 性 指 標 及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操 作 要 點 等 經 驗 ， 而 且 討

論 了 如 何 將SEPLS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成

果 融 入 新 社 生 態 農 業 倡 議 之 短 程 和 中

程 行 動 計 畫 的 調 適 經 營 中 。 以 下 我 們

將 總 結 主 要 的 學 習 經 驗 ， 並 概 述 未 來

將 此 經 驗 擴 展 的 機 會 和 挑 戰 。

首 先 ， 新 社 案 例 所 發 展 的 20 項 本 地

化 的 韌 性 指 標 ， 確 實 證 明 可 作 為 社 區

層 級 使 用 的 一 套 具 有 完 整 性 、 適 切 性

和 易 讀 性 的 SEPLS 韌 性 評 估 工 具 ： 作

者 群 將 指 標 數 量 保 持 在 20 個 而 不 減 少

到 例 如 10 個 、 重 組 指 標 之 間 的 邏 輯 聯

繫 、 強 調 韌 性 評 估 需 考 量 社 經 和 生 態

環 境 變 動 所 產 生 的 威 脅 以 及 調 適 能 力

的 重 要 性 等 ， 皆 有 助 於 確 保 指 標 的 多

元 和 包 容 面 向 （ 完 整 性 ）；在 各 個 韌 性

指 標 所 涉 及 的 地 方 需 求 和 建 議 與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所 支 持 的 行 動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之 間 ， 進 行 了 全 面 的 交 叉 檢 視 和 對

結論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協力團隊向新社部落居民說明SEPLS韌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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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連 結 ， 使 這 一 套 韌 性 指 標 具 備 了 適

切 性 ； 在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舉 辦 前 與 社

區 成 員 的 訪 談 和 說 明 、 對 工 作 坊 操 作

流 程 和 要 領 的 掌 握 以 及 持 續 的 措 詞 調

整 ， 確 保 了 所 有 參 與 者 對 本 地 化 指 標

的 易 讀 性 。

其 次 ， 基 於 一 套 本 地 化 的 韌 性 指

標 而 操 作 的 一 系 列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

已 呈 現 其 作 為 一 種 有 效 的 、 「 由 下 而

上 」 的 、 基 於 社 區 的SEPLS調 適 性 經 營

工 具 的 巨 大 潛 力 。 這 一 套 韌 性 指 標 和

評 估 工 作 坊 主 要 操 作 於SEPLS調 適 性 經

營 的 「 評 估 和 學 習 」 階 段 ， 其 成 果 隨

即 運 用 於SEPLS行 動 計 畫 的 「 調 整 」 和

「 規 劃 」，特 別 是 突 出 了 在 地 社 區 的 主

要 關 切 和 優 先 工 作 主 題 。 這 種 結 果 不

太 容 易 透 過 其 他 方 法 來 實 現 ， 在 許 多

方 面 不 僅 是 基 於 社 區 的 ， 而 且 是 由 社

區 所 啟 發 的 調 適 性 經 營 過 程 。

第 三 ， 基 於 花 蓮 新 社 案 例 的 經 驗 和

成 果 ， 我 們 推 薦 這 套 在 地 化 的 SEPLS

韌 性 指 標 （ 表 1），提 供 臺 灣 其 他 地 區

的 實 務 工 作 者 （ 特 別 是 臺 灣 里 山 倡 議

夥 伴 關 係 網 絡 ［ TPSI］ 的 各 地 夥 伴 ）

和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 特 別 是 林 務 局 所 屬

的 八 個 林 區 管 理 處 ） 參 考 和 應 用 （ 特

別 是 國 土 生 態 保 育 綠 色 網 絡 建 置 計 畫

相 關 的 里 山 倡 議 工 作 ）。這 套 本 地 化 的

SEPLS韌 性 指 標 及 其 評 估 工 作 坊 可 運 用

於 現 存 的 社 區SEPLS計 畫 的 評 估 和 調 整

修 訂 ， 也 可 運 用 於 協 助 社 區 規 劃 和 發

展 新 的SEPLS計 畫 。 此 外 ， 這 套 工 具 亦

可 運 用 於 增 進 內 部 （ 社 區 內 部 ） 和 外

部 （ 社 區 與 社 區 、 社 區 與 其 他 權 益 關

係 人 之 間 ） 的 對 話 ， 逐 步 實 現 共 同 目

標 。

最 後 ， 儘 管 在 臺 灣 各 地 推 廣 的 潛

力 很 大 ， 但 我 們 仍 提 出 未 來 應 用 的 若

干 挑 戰 ， 以 下 這 些 挑 戰 絕 不 應 該 被 視

為 阻 礙 ， 而 是 幫 忙 我 們 持 續 改 進 的 提

醒 ： 挑 戰 之 一 是 應 用 者 可 能 有 必 要 根

據 案 例SEPLS的 特 殊 生 態 、 社 會 和 經 濟

特 性 和 目 標 ， 對 指 標 進 行 在 地 化 的 調

整 ； 另 一 個 挑 戰 是 從 長 遠 來 看 ， 確 保

SEPLS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不 僅 成 為 一 項

持 續 性 的 獨 立 工 作 ， 同 時 還 可 以 有 效

地 融 入 和 貢 獻 於 當 地SEPLS調 適 性 經 營

循 環 中 ， 使 社 區 成 員 清 楚 看 見 工 作 坊

的 成 果 ，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信 任 和 持 續 參

與 。

此 外 ， 協 力 團 隊 的 角 色 也 非 常 重

要 ， 除 了 透 過 舉 辦 工 作 坊 協 助 居 民 瞭

解 、 評 估 和 討 論 在 地 SEPLS 韌 性 的 現

況 、 問 題 和 對 策 ， 也 發 揮 專 家 知 識 將

居 民 意 見 條 理 化 和 主 題 化 ， 並 且 扮 演

橋 梁 角 色 將 居 民 意 見 傳 達 給 相 關 主 管TTFFJJ
2020
2020
DecDec

79



機 關 並 融 入 不 同 階 段 的SEPLS行 動 計 畫

中 。

最 後 ， 韌 性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成 果 主 要

是 基 於 社 區 居 民 對 當 地 SEPLS 韌 性 的

質 性 評 估 ， 並 為 未 來 行 動 提 供 具 體 建

議 ， 是 一 種 「 和 自 己 比 較 」 、 「 使 自

己 進 步 」 的 工 具 ， 而 不 是 基 於 「 全 體

適 用 」 的 量 化 標 準 ， 進 行 「 誰 做 得 更

好 」 、 「 誰 做 得 更 差 」 的 競 爭 性 績 效

評 估 。

因 此 ， 如 何 設 計 適 當 的SEPLS韌 性 評

估 執 行 工 作 的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 KPI），

融 入 政 府 相 關 施 政 計 畫 中 ， 是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的 議 題 。

綜 合 上 述 ， 我 們 認 為 未 來 更 多 的 本

地 化 韌 性 指 標 及 其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應 用

經 驗 ， 不 僅 有 助 於 加 深 吾 人 對 臺 灣 不

同 SEPLS 案 例 的 了 解 和 經 營 ， SEPLS

韌 性 指 標 系 統 也 可 以 作 為 一 種 共 同 語

言 的 對 話 架 構 ， 提 供 臺 灣 各 地 不 同 案

例 之 間 的 互 相 參 照 和 學 習 的 機 會 ， 如

此 將 逐 步 建 構 出 適 用 於 全 國 範 圍 的

SEPLS韌 性 指 標 系 統 及 其 操 作 指 引 ， 其

成 果 將 非 常 值 得 向 我 們 的 國 際 合 作 夥

伴 分 享 。

營造韌性的森．川．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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