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書 

1.請完整填寫並備齊各項文件。2.請詳閱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注意事項。                                 114 年 6 月版 

申請場域基本資訊 

申請場域名稱  申請人(全銜)  

場域地址或地號 
□□□□□ 

申請人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場域面積              公頃 (水域約佔         公頃) 
開始經營管理 
年 度 

 

負責人姓名  
申請人統一編號 
(申請人為自然人者填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 

（公） 

聯絡電郵地址  

生物多樣性價值 
(可複選) 

□ 1.瀕危物種棲息及生長範圍或復育場域  □ 5.具生態連結或緩衝功能 
□ 2.依賴獨特環境之物種棲息及生長範圍  □ 6.具保育功能之文化生活地景 
□ 3.物種生活史關鍵棲地                   □ 7.經政府機關認可具保育功能 
□ 4.特殊或完整天然棲地或生態系 

應檢具之文件 列舉說明項目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場域之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 
【詳閱申請注意事項二－(五)】 

 
 
描述檢具之文件內容，例如土地所有權狀、租賃契約書、同意使用書

、經營管理委託契約、… 

□申請人核准設立、登記證明；自然人身分證明 

 
 
描述檢具之文件內容，例如營利事業登記證、法人登記書、身分證、

… 

□權益關係人知情同意證明 
 【詳閱申請注意事項二－(六)】 

 

 

描述檢具之文件內容，例如同意書、說明會紀錄… 

□(其他證明文件) 

 

 

描述檢具之文件內容，例如申請人/主要權益關係人能力相關證明、

證書、獎項、資格等… 

經 
營 
計 
畫 
書 

□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 

得以上述證明文件作為經營計畫書之附件。 □場域環境說明 

□管理維護計畫 

申請人用印【機關(構)、團體、公司之印信】           負責人簽章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注意事項 

一、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書請寄至：「100024 臺北市杭州南路 1 段 2 號 6

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收」，申請函件請以掛號投遞。 

二、 申請文件請依申請書「應檢具之文件」欄位內所列順序檢附文件、編排

頁碼成冊平放信封內，每一封袋以裝 1 件申請書為限： 

(一) 本申請書應使用主辦機關制式格式，各欄請詳實填寫，所填資料請儘

量與所檢附文件上各項資料相符。 

(二) 經營計畫書及附件總計 30 頁以內為原則，並以A4 尺寸、雙面印製，

並請裝訂成冊。 

(三) 相關說明資料內，中文以 14 號標楷體，英文以 14 號 Times New 

Roman 打字，以 1.5 倍行距撰寫，字體顏色為黑色。文內要加標點符

號，全文請儘量不塗汙刪節，不得使用複寫紙。 

(四) 檢送之文件請獨立撰寫，請勿直接以相關出版品及簡報遞件，相關出

版品可為佐證資料。如有引用參考文獻，請列出文獻之作者姓氏、出

版年次、書目、技術資料或期刊名稱、版序、頁碼等內容。 

(五) 場域之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需檢具土地所有權狀，

若申請人非為場域土地所有權人，則另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同意使用

書或經營管理委託契約等文件。 

(六) 以取得土地之所有人、經營人、使用人及其他主要權益關係人之同意

書為原則。土地權屬關係複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完整取得同

意書者，得以辦理說明會且無權益關係人反對之書面文件替代或補充

之。 

三、 申請書件填報資料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申請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主

辦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 

四、 經認證之場域，主辦機關得公開其資料如後：認證場域名稱、場域地址

或地號、申請人名稱、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經營計畫書。 

五、 認證評估： 

(一) 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下稱本方案)第七條規定，申請案收件後，由主

辦機關檢視文件是否齊備，應補件者，通知申請人補件；補件不完全

或無法補件者退回申請。 

(二) 主辦機關辦理保育共生地認證，應透過實地勘查、初評及專家小組會

議複評程序，評估申請認證場域是否符合認證條件。 

(三) 主辦機關應邀集專家委員檢視申請文件資料、辦理實地勘查，並於實

地勘查時由申請人簡報說明申請案內容及現場詢答，由主辦機關作成

實地勘查紀錄及初評建議，併同申請文件提報專家小組會議複評。 

六、 依本方案第九條規定，認證場域以書面向主辦機關申請廢止其認證者，

主辦機關應配合廢止其認證。認證場域如有同條所列情形，主辦機關得

廢止或撤銷其認證。 

七、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辦理。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書件自我檢核表 

一、申請場域基本資訊： 

欄位 自我檢核情形 

申請場域名稱 □已確認填寫 

申請人全銜 □已確認填寫 

場域地址或地號 □已確認填寫 

申請人地址 □已確認填寫 

申請場域面積 □已確認填寫 

開始經營管理年度 □已確認填寫 

負責人姓名 □已確認填寫 

申請人統一編號 □已確認填寫 

聯絡人姓名 □已確認填寫 

聯絡電話(含手機) □已確認填寫 

聯絡電郵地址 □已確認填寫 

生物多樣性價值 □已確認勾選 

應檢具之文件 □已確認勾選 

二、證明文件影本： 

文件名稱 自我檢核情形 

1.場域之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 □已檢附，確認無誤 

2.申請人核准設立、登記證明；自然人身分

證明 

□已檢附，確認無誤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構），免檢附 

3.權益關係人知情同意證明 □已檢附，確認無誤 

4. (其他證明文件) □已檢附，確認無誤 

 



保育共生地認證申請書件自我檢核表（續） 

三、經營計畫書及附件： 

文件名稱 自我檢核情形 

1.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  

1-1 申請單位創立理念及簡介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1-2 場域經營管理概況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場域環境說明  

2-1 場域地點概要、周邊環境描述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2 土地利用及其變遷概況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3 生物多樣性價值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4 生態系服務價值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5 威脅與壓力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3.管理維護計畫  

3-1 重要工作項目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3-2 監測計畫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3-3 人力與財務計畫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4.其他說明資料(非必填)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四、申請人用印 □已確認用印 

五、負責人簽章 □已確認簽章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 號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收 

申請人：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檢核清單請勾選（申請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本頁請黏貼於信封封面 

□申請保育共生地認證 

□1、認證申請書 

□2、證明文件影本 

□場域之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 

□申請人之核准設立、登記證明；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權益關係人知情同意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 

□3、經營計畫書及附件 

□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 

□場域環境說明 

□管理維護計畫 

     □(其他說明資料) ________________ 

0 0 1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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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場域名稱）經營計畫書 

申請人如已參與政府機關相關政策，並已具備場域經營管理、資源監測相關計畫書、

成果報告書等文件者，得以既有文件擇要整合或補充後，完成經營計畫書。 

一、申請單位及場域簡介 

（一） 申請單位創立理念及簡介 

 

 

簡介申請單位創立的理念與宗旨，可佐以照片說明。*申請人為自然人者免填。 

 

 

（二） 場域經營管理概況 

 

 

包含： 

1. 場域設立時間、設立目的、經營管理目標及管理維護者(單位)，可佐以照片說明。

如場域由多人(單位)參與經營管理，請敘明各管理維護者(單位)之分工及管理項目

。 

2. 場域 5 年內參與政府機關相關政策情形(若無則免填)，包含社區林業、獎勵輔導造

林、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綠色保育標章、友善石虎農作

標章、諸羅樹蛙友善棲地標章、友善草鴞農產品標章、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

案媒合平臺、SEPLS 韌性評估……等等，請敘明計畫(政策)名稱及執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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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域環境說明 

（一） 場域地點概要、周邊環境描述 

 

 

須文字精確描述場域所在範圍、面積(包含陸域、水域面積)及場域周邊環境資訊，並附

上至少 1 張範圍圖(格式如下)。 

範圍描述文字，建議包含行政區、地籍、地址、經緯度座標、面積等資訊。 

________________(場域名稱)範圍圖 

 

 

 

 

 

1. 建議圖面呈現場域及周圍行政區、土地權屬、環境現況等資訊。 

2. 底圖以空拍圖或衛星航照圖為佳。  

3. 建議以紅色框線清楚標示場域邊界，如採分區規劃者，應呈現分區範圍圖。 

4. 應包含指北針、比例尺、圖例。 

 

（二） 土地利用及其變遷概況 

 

 

須文字描述至少 5 年內，場域之土地利用及其歷史變遷情形，並簡述經營管理對土地

利用的影響。 

建議以多張地圖，以航照圖或衛星影像為底圖，輔助呈現場域之土地利用及其變遷情

形，並以紅色框線清楚標示場域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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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物多樣性價值 

填表(表 1 至 7)並佐以文字、照片，說明場域能支持的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可參考本

方案附件 3、保育共生地生物多樣性價值參考原則)，場域如同時具有多項生物多樣性

價值請分別填表列出，若無該項生物多樣性價值請逕行刪除表格。 

表 1、生物多樣性價值(一)概述表  

價值(一)：瀕危動植物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或其復育場域 

【棲地(復育場域)環境概要】 

 

 

 

 

 

【已確認的瀕危動植物物種及其棲息／生長／復育情形】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連結
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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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物多樣性價值(二)概述表  

價值(二)：依賴特殊環境之物種或狹域分布物種之現存、潛在棲息及生長範圍 

【棲地或生態系概要】 

須描述棲地或生態系之獨特、稀有或特有性 

 

 

 

 

【目標物種及已確認的棲息(生長)情形】 

須描述目標物種之狹域分布情形，或其依賴上述棲地
(生態系)之情形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
連結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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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生物多樣性價值(三)概述表  

價值(三)：物種生活史之關鍵棲地 

【棲地環境概要】 

 

 

 

 

 

【目標物種及已確認的生活史及對應棲地利用情形】 

例如該目標物種繁殖、覓食、夜棲、遷移、洄游之情
形。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
連結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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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生物多樣性價值(四)概述表  

價值(四)：特殊或完整之天然棲地或生態系 

【棲地或生態系概要】 

須描述棲地或生態系之獨特、稀有、特有或完整性 

 

 

 

【具代表性的動植物或物種組成】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
連結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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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生物多樣性價值(五)概述表  

價值(五)：具生態連結或緩衝功能之區域 

【場域概要】 

 

 

【相鄰或連接的保護區、保育共生地或國土生態綠網
區域保育軸帶及對應棲地緩衝、連結功能】 

描述與場域相鄰或連接的保護區、保育共生地或國土
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名稱，及場域與其相對位置關
係，並描述對應棲地緩衝、連結功能 

 

 

【目標物種(類群)及已確認的播遷、移動及棲地利用
情形】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
連結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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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生物多樣性價值(六)概述表  

價值(六)：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文化生活地景 

【場域概要】 

 

 

 

 

【傳統文化、智識、經營管理機制名稱】 

 

 

【生物多樣性資源與經營管理機制】 

須描述當地傳統文化、智識、經營管理機制與生物多
樣性資源之關聯性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可用網址、雲端硬碟
連結等多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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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生物多樣性價值(七)概述表  

價值(七)：經政府機關認可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之區域 

【政府機關認可的類型名稱】 

政府機關已公告或於相關公開文件、地理圖資載明，
該場域具有重要之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或該場域已
參與政府機關現行保育政策，例如參與瀕危物種及重
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獎勵輔導造林、取得
綠色保育標章、友善石虎農作標章、諸羅樹蛙友善棲
地標章、友善草鴞農產品標章、取得自然碳匯與生物
多樣性專案成果證明…等。 

 

 

【認可的理由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功能概要】 

 

 

 

 

 

【可自行新增段落】 

 

 

 

 

 

〈附件〉 

本生物多樣性價值之佐證資料，例如標章、證書、政
府公開文件影本…等，可用網址、雲端硬碟連結等多
元方式呈現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照片 

(標註拍攝日期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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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系服務價值 

填表(表 8)並佐以文字、照片，說明場域能提供的生態系服務價值，場域如同時具有多

項生態系服務價值請分別列出。 

表 8、生態系服務價值概述表  

服務類別(可自行增刪) 價值描述 

供 給 服 務  □食物  

供 給 服 務  □原料  

供 給 服 務  □淡水  

供 給 服 務  □藥用資源  

調 節 服 務  □調節微氣候與改善空氣品質  

調 節 服 務  □碳儲存  

調 節 服 務  □減緩極端氣候  

調 節 服 務  □廢水處理  

調 節 服 務  □防止水土流失和維護土壤肥力  

調 節 服 務  □授粉  

調 節 服 務  □生物防治  

支 持 服 務  □提供物種棲地  

支 持 服 務  □維護基因多樣性  

文 化 服 務  □休閒娛樂  

文 化 服 務  □旅遊  

文 化 服 務  □美學、文化及科學研究  

文 化 服 務  □精神上的感受  

       服 務  □可自行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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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威脅與壓力 

填表(表 9)並佐以文字、照片，說明場域所面臨的威脅與壓力，以及經營管理上的回應對策。 

表 9、威脅與壓力表 

項目名稱與說明 描述 
受影響

的價值 

影響

範圍 

影響

程度 

持續

性 
資料來源 經營管理回應 

請自行新增項

目內容，可參

考附錄 1－「

IUCN CMP威

脅壓力分析項

目表」填寫 

 

範例： 

房屋與都市化 

都市、城鎮及

聚落，及伴隨

建物的軟硬體

發展 (如：廣

場、路燈、道

路、下水道等

公共設施) 

新建道路開闢 
棲地完

整性 

到處

都是 
高 

永久

不變 

C. 工作人

員經驗 

G. 工作坊

共識 

B. 持續監測 

D. 進行調查研究 

         

          

參考填寫格式： 

【影響範圍】到處都是(>50%)、大範圍擴散(15-50%)、散佈(5-15%)、僅止於某處(<5%) 

【影響程度】嚴重、高、普通、輕微 

【持續性】永久不變(>100 年)、長時間(20-100 年)、中期(5-20 年)、短期(<5 年) 

【資料來源】A. 研究與監測、B. 計畫書相關資料、C. 工作人員經驗、D. 專家意見、E. 社區意見/傳統知識、F. 訪談資料、G. 工作坊共識 

【經營管理回應】A. 管制進出與加強查締、B. 持續監測、C. 進行維護工作、D. 進行調查研究、E. 繼續精進、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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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維護計畫 

（一） 重要工作項目 

填表(表 10)並佐以文字、照片，說明場域之重要工作項目，及與場域管理目標及所面

臨的威脅、壓力之對應關係。如既有進行之工作項目已完整對應，僅需填寫既有之工

作項目及 5 年內之工作規劃。 

表 10、重要工作項目表 

重要工作項目 

(包含既有工作項目 

及 5 年內規劃) 

與生物多樣性價值 

(表 1~表 7)對應關係 

與威脅與壓力(表 9) 

對應關係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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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測計畫 

填表(表 11)並佐以文字、照片，說明場域監測標的(例如OO物種、OO生物類群、OO棲

地、OO生態系)，及預計採用的監測方式，需對應所提出的生物多樣性價值(表 1~表 7)

。建議包含調查方法、頻度、樣區範圍等資訊。 

表 11、監測計畫 

監測標的 

對應之生物

多樣性價值 

(表 1~表 7) 

預計採用之監測方式 

調查方法 調查頻度 樣區範圍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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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與財務計畫 

填表(表 12)，以文字說明參與場域經營管理之人員配置資訊，包含編制內人員、約聘僱人

員、臨時人員、外包人員、志工…等；填表(表 13)說明近 5 年預計可使用的經費，包含經

常性資金及計畫或補充資金、非臨時人員薪資等。 

表 12、經營管理人力配置表 

人員性質 工作地點 工作項目 人力需求 補充說明 

例如編制內人員

、約聘僱人員、

臨時人員、外包

人員、志工等 

  
例如員額數量、

工作時數等 
 

     

     

 

表 13、財務計畫表 

重要工作項目 

依照表 10－ 

重要工作項目 

填寫 

經費預估(千元) 

補充 

說明 ____年 ____年 ____年 ____年 ____年 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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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說明資料(非必填) 

例如申請人/主要權益關係人能力相關證明、證書、獎項、資格證明文件、參考文獻、

新聞報導及其他可輔助說明場域狀況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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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IUCN CMP威脅壓力分析項目表 
 

項目名稱與說明 

1. 

住

所

與

商

業

開

發 

1.1 房屋與都市化 
都市、城鎮及聚落，及伴隨建物的軟硬體發展(例如：

廣場、路燈、道路、下水道等公共設施)。 

1.2 商業與工業區 工廠與其他商業中心。 

1.3 旅遊休閒娛樂區 

有大量人為開發的觀光遊憩區，通常指周邊的大量開

發，如高爾夫球場、度假村、主題遊樂園…等觀光遊憩

區的開發。 

2. 

農

牧

與

水

產

養

殖

業 

2.1 一年與多年生非木材作物  用於食品、飼料、纖維、燃料或其它用途的作物。 

2.2 人工林與紙漿材 
在天然林外，以生產木材與木材纖維為目的而種植的林

木，通常非屬本地種。 

2.3 畜牧業與牧場經營 

分為圈養及放牧兩種：將家畜飼養於固定場域，餵食飼

料或非在地的資源，是為圈養；讓家畜或半家畜在自然

棲地的支持下，於野外自由活動，是為放牧。 

2.4 海水與淡水養殖 
將水生動物養殖於固定場域，餵食飼料或非在地的資

源，將孵化魚苗放養於大海(例如：箱網養殖)。 

3. 

能

源

生

產

與

採

礦 

3.1 石油與天然氣鑽探 探勘、開發及生產石油和其它液態烴。 

3.2 採礦與採石 探勘、開發及生產礦物與石材。 

3.3 可再生能源 探勘、開發及生產可再生能源。 

4. 

交
4.1 公路與鐵道 道路與專用軌道等地面交通，包括造成的動物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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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運

輸

及

服

務

廊

道 

4.2 公共建設與服務項目 能源與資源的傳輸 (例如：電力電纜線、電話線)。 

4.3 航道與運河 淡水、海洋水面與水下的航路交通。 

4.4 飛行路徑 航空與太空運輸。 

5. 

生

物

資

源

的

使

用 

5.1 狩獵與採集生物資源 

為商業、休閒娛樂、生計、科學研究、文化、管控或其

他目的，獵捕野生動物或動物產製品，包括意外死亡、

誤捕。 

5.2 採集植物資源 
為商業、休閒娛樂、生計、科學研究、文化、管控或其

他目的，採集植物、真菌及其他非林木/非動物產品。 

5.3 木材採伐 為木材、纖維或燃料，伐採樹木與其他木本植物。 

5.4 漁撈及收穫水產資源 

為商業、休閒娛樂、生計、科學研究、文化、管控或其

他目的，垂釣與捕撈水生野生動植物資源，包括意外死

亡、誤捕。 

6. 

人

類

入

侵

與

干

擾 

6.1 遊憩活動 
以休閒為由，待在自然環境，或者搭乘交通工具在既有

交通廊道外旅行。 

6.2 軍事行動 一次性或非永久性之正規軍事行動或準軍事行動。 

6.3 研究、教育與其他活動 - 

6.4 管理機關的活動 例如建造交通工具、人工供水設備和水壩。 

6.5 蓄意破壞 破壞性活動或對場域工作人員和訪客的威脅。 

6.6 文化與宗教旅遊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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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

態

系

改

變 

7.1 棲地改變、退化或消失 

因農業、資源開採、城市擴張和基礎設施建設（如公

路、鐵路、通信、再生能源）等目的，而改變棲地型態

或過度清除雜木。 

7.2 火的增加或抑制 
在其自然變化範圍外，因人為活動造成火災頻率及(或)

強度增加或減少。 

7.3 水壩與水管理/使用 刻意或因其他活動原因而改變水的自然流動。 

7.4 棲地破碎化增加 - 

7.5 與其它自然棲地隔離(島嶼

化) 
如：毀林(Deforestation)、無生態廊道。 

7.6 對棲地的負面邊際效應 
例如道路、建築等人造的邊緣棲地，因並非生物所偏好

的棲地，對環境及生物產生負面影響。 

7.7 基石物種的流失 

Keystone species(基石物種)代表某些物種雖然數量並不

多，但是其存亡對整個群聚結構或生態系功能具有重要

影響。基石物種的消失會改變其棲地的生態結構及功

能，因此具有很高的保護優先性。 

8. 

入

侵

與

8.1 外來(入侵)物種 
藉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引進與傳播的非原生於該生態

系之有害動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他病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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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物

種 
8.2 本土問題物種 

原生於該生態系之有害動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他病原

體，直接或間接因為人為活動，導致數量失衡或非正常

出現。 

8.3 病原體 

由無法鑑定為本土或外來種之問題動物、植物、微生物

或病原體，或由未知病原體引起之疾病、具傳染性的病

毒導致生育率降低或死亡率增加等原因，影響生態系或

生物多樣性。 

8.4 引進遺傳材料 遺傳物質之引進 (如基因改造有機物) 。 

9. 

污

染 

9.1 家庭污水與城市廢水 
來自家戶與都市區域，包括營養物、有毒化學物質或沉

積物的水媒汙水與非點源溢流。 

9.2 來自場域設施的污水和廢

水 
如廁所，旅館等。 

9.3 工業與軍事廢水 

來自工業與軍事來源，包括採礦、能源生產及其他資源

採集工業，如：營養物、有毒化學物質或沉積物的水媒

汙染物。 

9.4 農業與林業廢水 

來自農業、造林及水產養殖業系統，包括營養物、有毒

化學物質或沉積物的水媒汙染物，及其在施用地點的影

響 (如過量的肥料與殺蟲劑)。 

9.5 垃圾與固體廢物 垃圾與其他固體物質，包括會纏住野生動物的物體。 

9.6 空氣污染物 點源和非點源的空氣汙染物。 

9.7 超量能源 
會干擾野生動物或生態系統的熱或光 (如熱汙染、光害

等)。 

9.8 噪音汙染 例如道路、飛機等。 

10. 

地

質

10.1 火山 火山活動。 

10.2 地震/海嘯 地震和相關事件。 

10.3 雪崩/滑坡 山崩、雪崩或地滑。 



第20頁，共 20 頁 

  

事

件 10.4 侵蝕與淤積/ 沉澱 
土壤之侵蝕、淤積或沉澱所造成之地景改變 (如海岸線

或河床改變)。 

11. 

氣

候

變

化

與

惡

劣

天

氣 

11.1 棲地改變 因氣候變遷造成棲地組成與位置的重大改變。 

11.2 乾旱 降雨量低於正常變異範圍。 

11.3 極端氣溫 氣溫超過或低於正常變異範圍。 

11.4 暴雨與洪水 極端降雨或強風事件，或暴風雨的季節性巨大轉變。 

11.5 海洋酸化 - 

11.6 海平面上升 - 

12. 

特

殊

文

化

與

社

會

壓

力 

12.1 文化連結、傳統知識及/ 

或經營管理作法的喪失 
- 

12.2 重要文化場址價值自然地

衰退 
- 

12.3 文化遺產建築、花園或場

址等受到破壞 
- 

12.4 土地使用權的喪失 包含土地掠奪 

13. 

治

理

問

題 

13.1 不同部門間的政策衝突 與其他單位的經營管理方向有所衝突 

13.2 對治理角色和責任的困惑 與其他單位的權責重疊 

14. 

其

他 

 -  - 

*摘自： 

1.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 CMP Unified Classification of Direct 

Threats, Version: 3.2. 

https://nc.iucnredlist.org/redlist/content/attachment_files/dec_2012_guidance_threats_classification_

scheme.pdf. 

2. 盧道杰等人(2015)。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委託研究計畫－保護區經營管理規劃、期中快速

評量及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置(1/3)成果報告。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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