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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il ience Assessment of  SEPLS

講師簡介

松本郁子博士以環境政策執行和開發計畫的資源權利獲得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環境科學與技術學
系的博士。在加入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之前，她曾經擔任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集團的政策
官員和寮國國際河流組織專案主任。松本博士目前的研究主題包括企業和生物多樣性，尤其是
供應鏈管理和評量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生物多樣性補償的政策架構、自然資源的永續利
用及社會 - 生態生產地景的綜合管理。

Dr. Matsumoto obtained her Ph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Japan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ource rights on development 
projects. Prior to IGES, Dr. Matsumoto served as the Policy Offic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operation, 
World Bank Group and the Lao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Her current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particularly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valuation of business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policy framework of biodiversity offset,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研究主題和專業領域
企業和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補償、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社區自然資源的獲取權利、企業
和人權、環境風險管理、環境影響評估

Research Topics & Areas of Expertise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Offset,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Community rights to 
access natural resources,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學歷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環境科學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環境科學碩士

Education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D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Dr. Ikuko MATSUMOTO
松本郁子

Policy Research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Service

Institut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自然資源與生態系服務
政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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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威廉 • 鄧伯先生於 2013 年 11 月加入聯合國大學永續高等研究所，擔任國際里山倡議的聯絡
專家，目前擔任資深聯絡協調專員。在加入聯合國大學之前，他曾在私人企業和公部門擔任翻
譯、編輯和作家，並在教育和學術領域工作多年。�

Mr. William Dunbar joined UNU-IAS in November 2013 as a Communications Exper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toyama Initiative and currently works as Senior 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 Before coming to UNU, he 
worked as a translator, editor and writer in both private- and public-sector enterprises, and also worked for 
many years in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fields. William holds a Bachelor of Arts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Colorado College and a Master of Arts i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碩士
美國科羅拉多學院人類學學士

Mr. William Dunbar
威廉 · 鄧伯

資深聯絡協調專員
聯合國大學永續高等研究所

Senior 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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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地景或海景 (2�分鐘 )
2. 繪圖練習 (5�分鐘 )
3. 評分 (10�分鐘 )
4. 討論 (10�分鐘 )

選答題 :
按時間順序記錄重大事件和 ( 或 ) 地景或海景遭受的威脅：

迷你韌性評估工作坊

目前

2. 繪製您的地景或海景圖，包括主要的地景元素

1. 您所評估的地區是？



3. 評分 ( 只選 3 個指標練習 )

指標的描述 評分的問題 分數

(1) 地景 / 海景多樣性

地景 / 海景係由多樣、鑲嵌的
自然�( 陸域和水域 )�生態系或
土地利用方式所組成

例如：
自然生態系：山岳、森林、草原、濕
地、湖泊、河流、海岸瀉湖、河口、
珊瑚礁、海草床及紅樹林。

土地利用：庭園、耕地、果園、( 季
節性 )�放牧場、牧草地、水產養殖、
林業和混林農業、灌溉渠道、水井、
住宅區、社區空間
註：地景 / 海景多樣性和土地利用可
以透過繪圖練習顯示

地景 / 海景是否由多樣的自
然�( 陸域和水域 ) 生態系和
土地利用方式所組成？

(5)�非常高�( 有很多類自然
������生態系和土地利用方式 )�
(4)�高�
(3)�中�
(2)�低
(1)�非常低�( 只有一或很少
������類自然生態系和土地利
������用方式 )

(2)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在地知識
和文化傳統在社區長輩、父母
和年輕人間傳承

例如：
歌曲、舞蹈、儀式、節日、故事、與
土地和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在地用語�

有關捕魚、作物種植、收穫以及食品
加工、烹飪的特定知識
將這些知識納入學校課程 .

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在地知
識和文化傳統是否由長輩和
父母傳承給社區的年輕人 ?

(5)�非常高�( 在地知識和文
�������化傳統傳承給年輕人 )�
(4)�高�
(3)�中
(2)�低�
(1)�非常低�( 在地知識和文
������化傳統已經流失 )

(3) 收入多樣性

在地景或海景生活的人從事多
種可持續獲得收入的活動

註：
經濟活動的多樣性可以在意想不到的
經濟衰退、災害、環境條件改變等情
況下協助住戶度過難關

社區中的家庭是否從事多種
可持續獲得收入的活動？

(5)�非常高�( 家庭參與多種
�������可持續獲得收入的活動)�
(4)�高
(3)�中
(2)�低
(1)�非常低 ( 家庭沒有其他
�������經濟活動 )

54



4. 討論：

評分後的討論問題 ( 範例 )：

a) 您的地景或海景總分多少�( 最多�1�5�分 )

b) 您對自己地景或海景的韌性是否感到滿意？

c) 您的地景或海景哪方面最弱？

d) 您的地景或海景哪方面最強？

e) 哪些具體活動有助於強化您地景或海景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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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工作坊籌備表格

社會 - 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 (SEPLS) 之韌性指標： 
評估工作坊籌備表格

I    提交資訊

姓名

職稱

單位

聯絡地址

您或貴單位在使用指標進行評估
( 或活動 ) 的角色

II    籌備工作坊

1 評估的目的 / 使用指標的理由

促使您或貴單位使用韌性指
標的原因？

導致使用這些指標的背景或
情境是什麼？

2 地理位置

評估工作坊舉行的地點？�

3 地景 / 海景及其社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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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工作坊的權益關係方

哪些人需要參與工作坊的規劃？

該區主要的權益關係方是誰？

5 工作坊的參與者和引導師

工作坊應該邀請哪些主要的權益
關係方？

帶領或引導評估工作坊的人是
誰？��

在地協調人：

工作坊參與者 :

引導師：

共同協調人：

在地的助理：

6 工作坊舉行時間長短與形式

工作坊何時舉行？�

籌備、評估工作坊及後續活動各
有幾天？

60



附件 2：工作坊報告表

社會 - 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 (SEPLS) 之韌性指標：
評估工作坊報告表格

I    提交資訊

姓名

職稱

單位

聯絡地址

您或貴單位在使用指標進行評估
( 或活動 ) 的角色

II    背景資訊

1 單位名稱

領導或引導評估工作坊的人
是誰？

在地協調人：

引導師：

共同協調人：

在地的助理：

2-1 地理位置

評估工作坊舉行的地點？�

2-2 地景 / 海景及其社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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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日期

工作坊何時舉行？�

籌備、評估工作坊及後續活動
各有幾天？

4 評估的目的 / 使用指標的理由

促使您或貴單位使用韌性指
標的原因？

導致使用這些指標的背景或
情境是什麼？

III    活動資訊

5 評估工作坊的參與者 :
參與者的人數 ( 包括引導師 )

請說明是否採取了具體的措
施，以確保男性和女性參與者
都有同樣的參與機會和自由
發言的機會。

請說明參與者的其他特性，如
原住民或少數族群、職業、年
齡、社區內的角色等

合計：���������������人
( 男性���������������人；女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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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工作坊

尺度

評估所涵蓋的尺度多大�
例如多少公頃 / 平方公里；多
少社區��( 一個社區、幾個社
區、超過 10 個社區 )

工作坊的空間尺度是兩個村莊。在地村民討論的地景和
海景包括山區和村落漁場以外的海洋。

活動

請說明評估工作坊期間的活
動，包括介紹�( 繪圖練習、解
釋概念和指標等 )、評分和討
論，以及在特殊情境下其他必
要的活動 .

如果可能，請列入或附上工作
坊的時程表

7 評估的結果

請說明評分和討論的整體結
果。例如哪些指標的分數特別
低？哪些指標的評估結果因
群組不同而異？或所有群組
都明顯關切的指標？

8 評估的成果

請說明工作坊的成果。例如達
成的共識、彼此同意對提高韌
性的重要議題、可能的活動、
發展出來的計畫和策略等。

是否已有確定要執行或規劃
的後續活動？

63



9 學到的功課

從指標的使用學到什麼功
課？

IV    意見 ( 選答 )

10 請註明您不希望公開的上述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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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SEPLS 韌性評估報告

        評分的問題 全組共同的理解 集體
分數 / 趨勢

地景 / 海景多樣性與生態系保護

1 地景 / 海景多樣性

地景 / 海景是否由多樣的自
然 ( 陸域和水域 ) 生態系和
土地利用方式所組成？

2 生態系的保護

地景或海景中是否有一些地
區的生態系受到正式或非正
式的保護？

3 地景 / 海景組成部分間的生
態互動

管理自然資源時是否考慮到
地景或海景不同組成部分間
的生態互動？

4 地景 / 海景的回復與再生

在遭逢極端環境衝擊和壓力
之後，地景 / 海景回復和再
生的能力如何？

生物多樣性 ( 包括農業生物多樣性 )

5 在地糧食系統的多樣性

社區是否消費多樣在地生產
的糧食？

6 在地作物、禽畜品系的維持
與使用

社區是否保育、使用不同的
在地作物品系和動物品種？

65



7 共有資源的永續管理

共有資源的管理是否永續？

知識和創新

8 農業創新與保育措施

社區是否發展、改善及採用
新的農業、漁業、林業和
保育措施和 / 或振興傳統做
法，以適應不斷改變的狀況�
( 包括氣候變遷 ) ？

9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
識

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在地知
識和文化傳統是否由長輩和
父母傳承給社區的年輕人？

10 建立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的
文檔

農業生物多樣性及其相關知
識是否被記錄、保存並提供
給社區成員？

11 婦女的知識

婦女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在
家庭、社區和地景 / 海景層
級是否得到承認和尊重？

治理和社會公平

12 管理土地 / 水和自然資源的
權利

社區使用土地、( 季節性 )�
牧場、水資源及自然資源的
權利是否已成慣例或得到正
式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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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社區為主的地景 / 海景治
理

是否有一個讓地景 / 海景的
多方權益關係方都能參與的
平台或機構，並能有效規
劃、管理地景 / 海景資源？

14 以跨越地景 / 海景合作方式
所累積的社會資本

在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社區
內部和社區之間是否有聯
繫、協調及合作？

15 社會 ( 包括性別 ) 的公平 

無論在家庭、社區還是地
景 / 海景的層級，所有社區
成員 ( 包括婦女 ) 是否都能
公平、合理地獲得機會和資
源？

生計和福祉

16 社會 - 經濟的基礎設施

社會 - 經濟基礎設施是否足
以滿足社區的需要？

17 人類健康和環境狀況

在地居民當前的環境條件和
總體健康情況如何？

18 收入的多樣性

社區中的家庭是否從事多種
可以持續獲得收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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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生計

社區是否為改善其生計而發
展了在地生物多樣性的創新
利用？

20 社會 - 生態的流動性

家庭和社區是否能夠在必要
時轉換不同的生產活動和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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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SEPLS 行動計畫的討論結果報告

小組確認的優先討論議題如下：

1.������������������������������������������������������������������������
2.������������������������������������������������������������������������

3.������������������������������������������������������������������������
4.������������������������������������������������������������������������

主題 需要做的事？ 誰來做？ 誰來領導？ 外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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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工作坊籌備表格

社會 - 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 (SEPLS) 之韌性指標： 
評估工作坊籌備表格 ( 斐濟範例 )

I    提交資訊

姓名 松本郁子 (Ikuko�Matsumoto)

職稱 研究員

單位 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IGES)

聯絡地址 i-matsumoto@iges.or.jp

您或貴單位在使用指標進行評估
( 或活動 ) 的角色 斐濟塔妙妮島指標評估工作坊的協調者

II    籌備工作坊

1 評估的目的 / 使用指標的理由

促使您或貴單位使用韌性指
標的原因？

導致使用這些指標的背景或
情境是什麼？

•� 評估社區對社會 - 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的風險認知，
並透過性別均衡的農 / 漁民群體確定在地的挑戰和
調適的備選方案。

•� 在社區管理的地景和海景中測試 SEPLS 韌性指標

2 地理位置

評估工作坊舉行的地點？�

塔妙妮島包馬國家遺產公園�(Bouma�National�Heritage�
Park) 的四個村：科羅波 (Korovou)、拉文娜 (Lavena)、
文達哇斯 (Vindawas)�及威塔布 (Waitabu)�
工作坊的地點：科羅波村和拉文娜村

3 地景 / 海景及其社區的資訊 •� 塔妙尼雖然是極少數土地利用負面影響規模有限的
島嶼之一，但目前廣泛的土壤劣化和侵蝕保護區的
趨勢顯示情況正持續惡化。

•� 塔妙妮蓬勃發展的農業主要歸功於塔妙妮森林保留
區，成立該保護區是為了確保塔妙妮人民獲得無限
的供水和免費的生態系統服務。

•� 塔妙妮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島，作物以芋頭�(Colocasia�
esculenta)�和卡瓦醉椒�(kava,�Piper�mesticum) 為
主。社區家庭主要靠販售這兩種作物來賺取收入。

•� 威塔布海洋公園已成立 15 年。威塔布的村民自海洋
公園成立以來一致同意，這是一個完全「禁捕區」，
經過 10 年的保護也見證了海洋保護區的「外溢效益
(spill-over�benefits)」，他們再次決定它是一個永
久的海洋保護區。他們還同意在海洋保護區周圍建
立部分限制的捕魚區，只開放供社區活動或在聖誕
節等節慶期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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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工作坊的權益關係方

哪些人需要參與工作坊的規劃？

該區主要的權益關係方是誰？

•� 該地區保育計畫的在地協調人
•� 婦女團體
•� 村落領袖和長老
•� 青年團體
•� 村落自然資源委員會的成員

5 工作坊的參與者和引導師

工作坊應該邀請哪些主要的權益
關係方？

帶領或引導評估工作坊的人是
誰？��

在地協調人：斐濟島國民信託

工作坊參與者 :
•� 每一村莊約 20 人的男女混合群組
•� 不同年齡
•� 性別平衡
•� 邀請政府官員
•� 村莊的領袖 / 長老

引導師：Josefa�Ravuso，斐濟島國民信託的協調人
之一，塔妙妮島 (Taveuni�Island) 人

共同協調人：Sakiusa�Fong，南太平洋大學應用科
學研究所

在地的助理：Sipiroanno�Qutequte，斐濟島國民信
託的在地協調人

6 工作坊舉行時間長短與形式

工作坊何時舉行？�

籌備、評估工作坊及後續活動各
有幾天？

•� 每一村莊約 20 位不同年齡、性別平衡的男女混
合群組，包括政府官員和村莊的領袖 / 長老

•� 評估工作坊一天，討論後續行動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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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作坊報告表

社會 - 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 (SEPLS) 之韌性指標：
評估工作坊報告表格 ( 斐濟範例 )

I    提交資訊

姓名 松本郁子 (Ikuko�Matsumoto)

職稱 研究員

單位 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IGES)

聯絡地址 i-matsumoto@iges.or.jp

您或貴單位在使用指標進行評估
( 或活動 ) 的角色 斐濟塔妙妮島指標評估工作坊的協調者

II    背景資訊

1 單位名稱

領導或引導評估工作坊的人
是誰？

在 地 協 調 人： 斐濟島國民信託���� 引 導 師：Josefa�
Ravuso,� 斐濟島國民信託的協調人之一，塔妙妮島
(Taveuni�Island) 人����共同協調人：Sakiusa�Fong，南
太平洋大學應用科學研究所����在地的助理：Sipiroanno�
Qutequte,�斐濟島國民信託的在地協調人

2-1 地理位置

評估工作坊舉行的地點？�

塔妙妮島包馬國家遺產公園�(Bouma�National�Heritage�
Park) 的四個村：科羅波 (Korovou)、拉文娜 (Lavena)、
文達哇斯 (Vindawas)�及威塔布 (Waitabu)�
工作坊的地點：科羅波村和拉文娜村

2-2 地景 / 海景及其社區的資訊 •� 塔妙尼雖然是極少數土地利用負面影響規模有限的
島嶼之一，但目前廣泛的土壤劣化和侵蝕保護區的
趨勢顯示情況正持續惡化。

•� 塔妙妮蓬勃發展的農業主要歸功於塔妙妮森林保留
區，成立該保護區是為了確保塔妙妮人民獲得無限
的供水和免費的生態系統服務。

•� 塔妙妮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島，作物以芋頭�(Colocasia�
esculenta)�和卡瓦醉椒�(kava,�Piper�mesticum) 為
主。社區家庭主要靠販售這兩種作物來賺取收入。

•� 威塔布海洋公園已成立 15 年。威塔布的村民自海洋
公園成立以來一致同意，這是一個完全「禁捕區」，
經過 10 年的保護也見證了海洋保護區的「外溢效益
(spill-over�benefits)」，他們再次決定它是一個永
久的海洋保護區。他們還同意在海洋保護區周圍建
立部分限制的捕魚區，只開放供社區活動或在聖誕
節等節慶期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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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日期

工作坊何時舉行？�

籌備、評估工作坊及後續活動
各有幾天？

2014 年五月 15-23 日 
•� 科羅波和文達哇斯兩村的評估工作坊於科羅波村�舉

行：2014 年五月 19-20 日�(1.5 天，包括評分、檢討
並討論可能的行動 )

•� 拉文娜和威塔布兩村的評估工作坊於拉文娜村舉行：
2014 年五月 21-22 日�(1.5 天，包括評分、檢討並討
論可能的行動 )

•� 與在地的協調人和引導師的籌備工作：2 天
•� 與在地助理的籌備工作：1.5 天
•� 與在地助理和引導師的後續追蹤：0.5 天

4 評估的目的 / 使用指標的理由

促使您或貴單位使用韌性指
標的原因？

導致使用這些指標的背景或
情境是什麼？

•� 評估社區對社會 - 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的風險認知，
並透過性別均衡的農 / 漁民群體確定在地的挑戰和
調適的備選方案。

•� 在社區管理的地景和海景中測試 SEPLS 韌性指標

III    活動資訊

5 評估工作坊的參與者 :
參與者的人數 ( 包括引導師 )

請說明是否採取了具體的措
施，以確保男性和女性參與者
都有同樣的參與機會和自由
發言的機會。

請說明參與者的其他特性，如
原住民或少數族群、職業、年
齡、社區內的角色等

科羅波村評估工作坊
合計：��������19�����人
( 男性���������7�����人；女性�������12����人 )

拉文娜村評估工作坊�
合計：��������22�����人
( 男性��������15�����人；女性�������7�����人 )

* 四個村落中有數個宗族，他們都有代表參與工作坊。
例如科羅波村和文達哇斯村有四個宗族代表，拉文娜村
有兩個宗族代表參加。�

工作坊參與者的年齡分布具有代表性，包括長老和青
年。工作坊沒有政府官員出席，但有一位來自四個村落
之一的退休省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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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工作坊

尺度

評估所涵蓋的尺度多大�
例如多少公頃 / 平方公里；多
少社區��( 一個社區、幾個社
區、超過 10 個社區 )

工作坊的空間尺度是兩個村莊。在地村民討論的地景和
海景包括山區和村落漁場以外的海洋。

活動

請說明評估工作坊期間的活
動，包括介紹�( 繪圖練習、解
釋概念和指標等 )、評分和討
論，以及在特殊情境下其他必
要的活動 .

如果可能，請列入或附上工作
坊的時程表

第 1 天：前言與評分
9:30-10:00� 前言�(30 分鐘 )
10:00-11:00� 參與式的繪圖練習�(1 小時 )
11:00-12:00� 討論社區的多樣性和韌性 (1 小時 )
12:00-12:15� 茶敘�(15 分鐘 )
12:15-14:00� 評分�( 問題 1-7)�(1 小時 45 分鐘 )
14:00-14:30� 午餐�(30 分鐘 )
14:30-16:30� 評分�( 問題�8-20)�(2 小時 )
16:30-17:00� 評估總結與下一步 (30 分鐘 )
第 2 天：討論
9:30-10:00� 分析評分與評估總結的檢討 (30 分鐘 )
10:00-11:00� 分析、確認關鍵議題的討論 (1 小時 )
11:00-12:00� 討論可能的行動計畫 (1 小時 )
12:00-12:30� 練習評量�(30 分鐘 )
12:30-13:00� 午餐�(1 小時 )

7 評估的結果

請說明評分和討論的整體結
果。例如哪些指標的分數特別
低？哪些指標的評估結果因
群組不同而異？或所有群組
都明顯關切的指標？

見下表�( 附件 A 和 B)

8 評估的成果

請說明工作坊的成果。例如達
成的共識、彼此同意對提高韌
性的重要議題、可能的活動、
發展出來的計畫和策略等。

是否已有確定要執行或規劃
的後續活動？

透過討論各個指標的集體得分，村民得以分享他們對其
地景和海景現況的看法，並在老少男女之間達成共識。

在完成集體評分後，他們討論了如何根據這樣的理解強
化地景和海景的韌性，這使得他們能夠提出可以在村落
層級執行的行動構想。

村民還討論了由誰帶領各項活動，因此後續活動應該由
提名的村民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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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到的功課

從指標的使用學到什麼功
課？

評估工作坊和討論是透過認識社區擁有的資源、分享社
區面臨的挑戰、思考社區如何行動以改善現況，從而使
社區增能的最佳方式。

IV    意見 ( 選答 )

10 請註明您不希望公開的上述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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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SEPLS 韌性評估報告 ( 斐濟範例 )

        評分的問題 全組共同的理解 集體
分數 / 趨勢

地景 / 海景多樣性與生態系保護 3

1 地景 / 海景多樣性

地景 / 海景是否由多樣的自
然 ( 陸域和水域 ) 生態系和
土地利用方式所組成？

•� 在村落的漁場建立海洋保護區後，該村得到
更多好處。

4 ▲

2 生態系的保護

地景或海景中是否有一些地
區的生態系受到正式或非正
式的保護？

•� 海洋保護區 ( 海景的一部分 ) 受到保護，但
陸地上除了自然保留區 ( 該村北部進入保留
區的天然林會受到限制 ) 之外，沒有一個地
景受到保護。

2 ▲

3 地景 / 海景組成部分間的生
態互動

管理自然資源時是否考慮到
地景或海景不同組成部分間
的生態互動？

•� 人們了解連結 (connectivity) 的重要性，但
村民們仍然盜獵並在農耕時使用殺草劑和殺
蟲劑。

3 ▲

4 地景 / 海景的回復與再生

在遭逢極端環境衝擊和壓力
之後，地景 / 海景回復和再
生的能力如何？

•� 颶風過後，地景 / 海景都會恢復。不過，恢
復需要一些時間。例如椰子樹、芋頭及珊瑚
礁的恢復分別需要 3 年、2 年及 2 年。 3 ▲

生物多樣性 ( 包括農業生物多樣性 ) 3.6

5 在地糧食系統的多樣性

社區是否消費多樣在地生產
的糧食？

•� 在地糧食的多樣性很高，然而村民的飲食和
喜好一直在改變，村民開始在商店裡購買食
品，如罐頭魚、麵粉、麵條等。

5 ▼

6 在地作物、禽畜品系的維持
與使用

社區是否保育、使用不同的
在地作物品系和動物品種？

•� 在地品種仍然存在，但這些品種正逐漸被商
業品種�( 如芋頭 )�取代，村民對維持在地品
系不感興趣。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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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有資源的永續管理

共有資源的管理是否永續？

•� 漁法雖在改善中，但仍不可持續。
3 ▲

知識和創新 3.2

8 農業創新與保育措施

社區是否發展、改善及採用
新的農業、漁業、林業和
保育措施和 / 或振興傳統做
法，以適應不斷改變的狀況�
( 包括氣候變遷 ) ？

•� 混林農業的作業 ( 如避免皆伐 ) 可以提升因
應颶風的韌性，只是這些做法還有改善的空
間。

3 ▲

9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
識

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在地知
識和文化傳統是否由長輩和
父母傳承給社區的年輕人？

•� 有些知識透過農場的集體工作傳承

•� 村民的卡瓦聚會 ( 喝卡瓦飲料 )�是分享知識
的場合。

3 ▲

10 建立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的
文檔

農業生物多樣性及其相關知
識是否被記錄、保存並提供
給社區成員？

•� 村民彼此會獲取、交流農業生物多樣性和相
關知識，但沒有任何檔案。該村沒有建立文
檔的文化，文檔由政府建置，但村民不見得
能拿到。

3 ▲

11 婦女的知識

婦女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在
家庭、社區和地景 / 海景層
級是否得到承認和尊重？

•� 女性給 4 分，而男性則給了 5 分。男女之間
的理解不同。

4 ▲

治理和社會公平 4.2

12 管理土地 / 水和自然資源的
權利

社區使用土地、( 季節性 )�
牧場、水資源及自然資源的
權利是否已成慣例或得到正
式的承認？

•� 村民們認為他們在使用土地和水資源方面有
一定的自由，只是現行制度限制了每個家庭
分配到的農田。

•� 漁場是另外兩個社區的共有財產。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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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社區為主的地景 / 海景治
理

是否有一個讓地景 / 海景的
多方權益關係方都能參與的
平台或機構，並能有效規
劃、管理地景 / 海景資源？

•� 有一個委員會照管自然資源。委員會由推動
永續發展的中央政府和漁業部門支持。

4 ▲

14 以跨越地景 / 海景合作方式
所累積的社會資本

在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社區
內部和社區之間是否有聯
繫、協調及合作？

•� 社區內部的凝聚力高，社區之間的凝聚力卻
不然。

4 ▲

15 社會 ( 包括性別 ) 的公平 

無論在家庭、社區還是地
景 / 海景的層級，所有社區
成員 ( 包括婦女 ) 是否都能
公平、合理地獲得機會和資
源？

•� 每個宗族都有平等的資源配額。然而村裡的
三個宗族中，有的人口較少，因此其人均資
源較多。

•� 只有在宗族會議的決策過程中，才會出現不
平等的現象。婦女在決策中的地位很低。

4 ▲

生計和福祉 4

16 社會 - 經濟的基礎設施

社會 - 經濟基礎設施是否足
以滿足社區的需要？

•� 村裡的道路條件很差，是需要優先改善的事
項。 4 ▲

17 人類健康和環境狀況

在地居民當前的環境條件和
總體健康情況如何？

•� 村落乾淨、整潔
•� 垃圾分類、塑膠燒毀。
•� 每週一，病人會被送去護士那裡照顧。
•� 兩個社區水槽都安裝了生物濾器，以供應飲

用水
•� 每家戶都有抽水馬桶。

5 ▲

18 收入的多樣性

社區中的家庭是否從事多種
可以持續獲得收入的活動？

•� 對農業�( 芋頭和木薯 )�的依賴度過高�(60-
70%)。

•� 海洋公園的旅遊業和手工藝品�(草墊、扇子、
初榨椰子油 ) 是潛在的其他收入來源。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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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生計

社區是否為改善其生計而發
展了在地生物多樣性的創新
利用？

•� 海洋公園不但改善了珊瑚礁的保育狀況，其
外溢效應有益於周邊地區，而且成為主要的
旅遊景點。 4 ▲

20 社會 - 生態的流動性

家庭和社區是否能夠在必要
時轉換不同的生產活動和地
點？

•� 缺�( 在斐濟進行評估時尚無此指標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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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SEPLS 行動計畫的討論結果報告 ( 斐濟範例 )

其中一個小組確認的優先討論議題如下：

1. 減少農業活動使用的化學物
2. 在混林農業大量伐採的地區重新造林

3. 振興包括耕作方法在內的傳統知識
4. 促進更多產生收入的活動

主題 需要做的事？ 誰來做？ 誰來領導？ 外部支援

1. 減少農業
活 動 使 用 的
化學物

•� 恢復村裡的傳統集體工作
(balebale)，以減少使用化
學物

(耕種土地的)
村民

村長 Tete�Taveuni�
( 在地促進使
用 有 機 肥 料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農業部�
( 中央政府 )

2. 在 混 林 農
業 大 量 伐 採
的 地 區 重 新
造林

•� 組織村落會議，村長和長老
可以向社區介紹重新造林的
重要性

村長 各村落的造
林委員會

林業部 ( 中央
政府 )，因為
它 有 原 生 植
物的種子

3. 振 興 傳 統
知 識 , 包 括
耕作方法

•� 討論如何恢復傳統知識，包
括集體工作中的耕作方法

•� 年長者和青年之間進行更多
對話，與年輕村民分享知識，
例如在集體工作時分享知識

•� 將傳統知識文件化�
•� 傳統的耕作方式包括：

•� 耕作的多樣化：不僅種植芋頭
和樹薯，還有其他作物

•� 每 4 個月種植芋頭：芋頭要生
長 8 個月才能收穫。因此，種
植 4 個月後，村民再次種植，
就能每 4 個月收穫一次芋頭

•� 混林農業：以混農林業保護海
洋資源�

青年團體，年
長者

村長 農 業 部 ( 中
央 政 府 )、
iTaukei� ( 原
住民 ) 事務部
( 中央政府 )

4. 促 進 更 多
能 創 造 收 入
的活動

•� 在芋頭的淡季種芋頭，因為
塔妙妮島隨時都能種芋頭，
因此村民就可以在芋頭的淡
季�(4月和�5月)賣販售芋頭，
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
•� 為在地手工藝品�( 縫紉、樹皮

布、草墊等 ) 找到好市場，例
如在村裡的遊客中心或島上的
度假酒店

•� 多種一些露兜樹�(pandanus，
林投之類的植物 ) 以生產更多
的草墊

村中婦女 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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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LS 行動計畫的討論格式 

小組確認的優先討論議題如下：

1.������������������������������������������������������������������������
2.������������������������������������������������������������������������

3.������������������������������������������������������������������������
4.������������������������������������������������������������������������

主題 需要做的事？ 誰來做？ 誰來領導？ 外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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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LS 行動計畫的討論格式 ( 斐濟範例 )

其中一個小組確認的優先討論議題如下：

1. 減少農業活動使用的化學物
2. 在混林農業大量伐採的地區重新造林

3. 振興包括耕作方法在內的傳統知識
4. 促進更多產生收入的活動

主題 需要做的事？ 誰來做？ 誰來領導？ 外部支援

1. 減少農業
活 動 使 用 的
化學物

•� 恢復村裡的傳統集體工作
(balebale)，以減少使用化
學物

(耕種土地的)
村民

村長 Tete�Taveuni�
( 在地促進使
用 有 機 肥 料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農業部�
( 中央政府 )

2. 在 混 林 農
業 大 量 伐 採
的 地 區 重 新
造林

•� 組織村落會議，村長和長老
可以向社區介紹重新造林的
重要性

村長 各村落的造
林委員會

林業部 ( 中央
政府 )，因為
它 有 原 生 植
物的種子

3. 振 興 傳 統
知 識 , 包 括
耕作方法

•� 討論如何恢復傳統知識，包
括集體工作中的耕作方法

•� 年長者和青年之間進行更多
對話，與年輕村民分享知識，
例如在集體工作時分享知識

•� 將傳統知識文件化�
•� 傳統的耕作方式包括：

•� 耕作的多樣化：不僅種植芋頭
和樹薯，還有其他作物

•� 每 4 個月種植芋頭：芋頭要生
長 8 個月才能收穫。因此，種
植 4 個月後，村民再次種植，
就能每 4 個月收穫一次芋頭

•� 混林農業：以混農林業保護海
洋資源�

青年團體，年
長者

村長 農 業 部 ( 中
央 政 府 )、
iTaukei� ( 原
住民 ) 事務部
( 中央政府 )

4. 促 進 更 多
能 創 造 收 入
的活動

•� 在芋頭的淡季種芋頭，因為
塔妙妮島隨時都能種芋頭，
因此村民就可以在芋頭的淡
季�(4月和�5月)賣販售芋頭，
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
•� 為在地手工藝品�( 縫紉、樹皮

布、草墊等 ) 找到好市場，例
如在村裡的遊客中心或島上的
度假酒店

•� 多種一些露兜樹�(pandanus，
林投之類的植物 ) 以生產更多
的草墊

村中婦女 村長



88



89

SEPLS 韌性指標培訓 評量表

▢ 1� � ▢ 2� � ▢ 3� � ▢ 4� � ▢ 5

▢�是� � � ▢�否

答案若為否，請說明原因

請指出如何將培訓所得用 ( 應用 ) 在您的工作上

1) 您對培訓的整體評價如何 ? (1 = 非常差 - 5 = 非常好 )

2) 培訓中您最感興趣或覺得最有用的主題或面向是什麼？

3) 培訓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

4) 從參加本次活動中獲得的知識和資訊

符合預期                                                             ▢�是                ▢�否                ▢�部分
對您的工作有用處 / 有應用性             ▢�絕對有用   ▢�大多有用   ▢�部分有用   ▢�毫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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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3� � ▢ 4� � ▢ 5

6) 請就本次活動的組織、安排提出您的意見 ( 從 1 = 非常差 - 5 = 非常好 )

5) 您認為如何可以使培訓更為有效？

7) 意見和建議 ( 包括您認為對未來有用的活動或行動 )

其他意見和建議


	Blank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