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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0策略計畫 與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 願景：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世界(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
於2050年，生物多樣性被重視、保育、復原、合理利用，並維護生態
系服務，維持永續的健康地球，使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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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建議各締約國在設定國家目標時應採用一致的指標
和監測機制，由各國的指標來反映出全球具體變化

歐盟使用的生物多樣性指標

瑞士生物多樣性監測

蘇格蘭生物多樣性指標

英國生物多樣性指標

北極圈生物多樣性監測計畫

加拿大Alberta省生物多
樣性監測網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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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
反映生物多樣性受
威脅的來源

狀態:
反映生物多樣性的
現況與變化情形

回應:
反映制止或減緩生
物多樣性減少的策
略或行動計畫

利益:
反映人類透過生
物多樣性的維持，
從中獲得的服務
與利益之產量與
變化。

生物多樣性指標聯盟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 BIP) 

• BIP 訂定相關規範協助建立全球、國家與區域尺度的生物多樣性
指標，促進國際間生物多樣性的比較基準，與生物多樣性資料流
通與保育工作的推展。



政策

狀態

回應

利益

以海洋漁業來說，如何透過指標的監測與各項指標來改善
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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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
• GBO-4指出各國現況仍遠後2010所訂的愛

知目標，56項子目標中只有1項超前，4項
未落後，33項進度緩慢難達標，10項全無
進展，5項惡化，2項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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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物多樣性指標發展現況

• 2001年起由行政院推出《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並依據愛知目標
之5大策略與20個目標開始修正並檢討現有成果（既有32工作項目
維持不動，另外新增31項工作項目，共66項指標）（項目過多，多數
工作項目部會未能依指標所要求事項填寫）

• 行政院永續會制定「永續發展指標」，與生物多
樣性相關的指標共9項指標（已不符時宜，有待
檢討與更新）

• 林務局於2010年再次評估國內生物多
樣性指標，並以13項指標作為監測生
物多樣性變化趨勢。（缺權責單位與人
力物力，故未能長期執行）

• 聯合國發佈「永續發展目標(SDGs)」
以作為未來15年的國際發展議程。
（明年行動方案將依據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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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BON (Taiwa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計畫目標

• 以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為基礎，並配合監測
資料，建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架構，掌握國家生物
多樣性現況與變化。

• 建置保護/保留區系統生物多樣性指標架構，並配合
監測的項目，掌握保護/保留區保育現況。

• 建立多樣性資料整合機制，以完備生物多樣性監測系
統，支援生物多樣性指標計算、加值運用與資料分享。

• 完成紅皮書資訊網，展現政府施政成果並與國際接軌。

• 建置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與報告系統，整合國內
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與生物多樣性指標動態變化，並
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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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亟需在既有的基礎上，配合愛知目標來整合國內相關機關生物多樣性研究
及成果，各部會需能分工負責，發展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與監測系統，除掌握
生態系現況與變化情形，並希望能並督促政府積極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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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BON, 
a new Task 
Group in 
WG5

Vision
A global network of marine observation networks that monitors 
all key aspects of biodiversity-relevant change to support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d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oceans.

Scope
• Voluntary global network of operational long-term 

biodiversity observatories

• anything that is marine, biological, and relevant to change

• Spatially global

• Pan-taxonomic (microbes to whales)

• pelagic, coastal, benthic, demersal, all depths

• ecosystems, species, and genes

•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Goal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coordination, exchange of ideas, tools, 
and dat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BON.

Chair 

Frank Muller-Karger

Institute for Marine Remote 
Sensing,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USA.
Three mBON funded as projects in USA
MarineGEO (Tennenbaum Marine Observatories)

programme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Emerging mBON as part of BON in Asia

3 mBON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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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functional Smithsonian Sites

Maryland (SERC)

Florida (SMSFP)

Belize (CBC)

Panama (STRI)

SF Bay (SFSU)

Partners (MOUs signed or in progress)

Hawaii (UH) Hong Kong (HKU)

BC (Hakai)

Costa Rica (UCR)

Singapore (NTU)

Friday Harbor (UW)

TENNENBAUM MARINE OBSERVATORY NETWORK (TMON) 

& MARINE GLOBAL EARTH OBSERVATORY (MARINEGEO)
Smiths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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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面規劃工作

國內指標現況回顧

廣泛收集國內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及調
查成果報告（如林務局13項指標及永
續會5項指標）掌握其調查成果與各
式指標的應用現況

分析國外指標

收集與分析國外不同層級指標（如
UNEP WCMC 的30個指標；愛知目標；
壓力、狀態、利益與回應四種類型的
指標）

專家會議

邀請國內政府部門、學術研究單位與
NGO等組織，協助挑選選重要的指標
進行評估。

指標草案
產出多樣性為主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指
標草案

配合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永續會的永續指標，國外的指標以及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等，重新檢視、評選及研發最適合的我國生物多樣性指標，以科學的方法來呈現我國生
物多樣性的變遷趨勢，作為未來政府施政檢討與改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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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

第一次專家會議

篩選出24個指標，
包括12個陸域、7個
海域及5個陸海均有
的指標，透過專家
會議作為未來優先
使用的依據

陸域專家會議 海域專家會議
針對優先指標
指標進行深入
討論，未來國
家層級生物多
樣性指標

形成國家層級生
物多樣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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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分析與比對指
標，針對其
1.指標的定義
2.反映的策略議題
3.指標的實用性
4.資料蒐集是否具
備標準化

行動方案
（66）

永續會指
標（9）

林務局生
物多樣性
指標（13）

BIP 38個指標

南非生物多樣性監測計畫
14 個指標

瑞士生物多樣性監測
34 個指標

UNEP-WCMC 
30 個指標

歐盟的生物多樣性指標
26 個指標

北美地區的極地周圍生物
多樣性監控計畫

22 個指標

英國生物多樣性監測
24 個指標

蘇格蘭生物多樣性監測
22 個指標

波札那生物多樣性監測
12 個指標

關鍵生物多樣性變數
26 個指標

1

23

找出國外常用，
但在國內可能採
用的指標

4

執行步驟-國內外
指標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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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優先建立3個陸域、3個海域、2個保護區指標。並完成詳
細分析與報告

生物多樣性指標 (24個指標)

生物物種多樣
性指數(陸海)

受威脅物種
(陸海)

物種豐度趨勢
(陸海)

珊瑚礁
(海域)

基因多樣性
(陸海)

過漁
(海域)

特定海洋物種族群
狀態(海域)

特定棲地(海域) 公眾參與(海域)

濕地
(陸域)

災害敏感地
(陸域)

農漁牧用地
(陸域)

生態足跡
(陸域)

生態敏感
地(陸域)

海洋保護
區(海域)

天然海岸比
例(陸域)

外來種
(陸海)

陸域綠資源
(陸域)

陸域保護
區(陸域)

重複的項目

天然海岸線
損失比(陸域)

陸/海域的部
分（國內尚
未採用）特定物種族群豐富度:

鳥類、蝶類、兩棲類 (陸域)
氣候變遷指標(陸域)

林
務
局

永
續
會海洋污染

(海域)

預期：陸域（綠資源、入侵種、特定種族群豐度），海域（過漁、污染、特定種族群豐度）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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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信度與效度的資料來源
(available data)

• 易理解 (easily understandable)

• 實用性 (useful)

• 永續性 (sustainable)

•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 是否反映策略議題

• 是否有效回應相關議題

• 是否連結使用者需求
(relevant to user’s needs)

指標挑選的原則

1. 反應或遏止現有造成生物多樣
性喪失的原因(棲地破壞、污
染、入侵種、過度利用或過漁、
氣候變遷)為優先。這也是SDG
的主要目標。

2. 指標的意義與合理性
3. 可行性(有負責部會、有足夠

人力及物力，資料易取得可長
期，最好是已有資料或法令規
定需執行者，如環評、漁獲統
計資料或保育種之族群變化)。

4. 前瞻性(配合正修訂中的國家
永續發展目標或生物多樣性行
動方案)。

5. 退場機制:已達成預期目標或
已上軌道者(如天然及人工海
岸比)。

指
標
定
義

指
標
實
用
性

資
料
蒐
集

• 標準化(standardized)

• 一致性(consistent)

• 格式化(formalized)

資料長期蒐集與
不同資料間的比較

<<BIP建議>> <<研究團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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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行動計畫、永續會、林務局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
互相對應表<附件1>

行動計畫(共
63項)

永續會 林務局
SDGs

D11030
保護區占總陸
域面積百分比

保護區

15.1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在國際協定下的義
務，保護、恢復及永續使用領地與內陸淡水生態
系統與他們的服務，尤其是森林、沼澤、山脈與
旱地。(棲地保護)

D11031 海洋保護區 保護區

14.5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國家與國際法規，
以及可取得的最佳科學資訊，保護至少10%的海岸
與海洋區。(棲地保護)

D31040
D31060
D31070
D31100

過漁 過漁

14.4在西元2020年以前，有效監管採收，消除過
度漁撈，以及非法的、未報告的、未受監管的
（以下簡稱IUU）、或毀滅性魚撈作法，並實施科
學管理計畫，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魚量恢復到依
據它們的生物特性可產生最大永續發展的魚量。
(過度捕撈)

D41010、
D41011、
D41012

1.特定外來植物
覆蓋面積 1.特
定外來入侵種
種數

外來入侵種

15.8在西元2020年以前，採取措施以避免侵
入型外來物種入侵陸地與水生態系統，且應
大幅減少他們的影響，並控管或消除優種。
(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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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發展政策綱領目標 (行政院永續會)   2015/6/25
---生物多樣性的國家目標---

• 有效保育每一類生態區至少10%的區域，並保護生物多樣性特別重要的區域。
（生物多樣性）

• 所有野生動植物均不會因為國際貿易、違法採捕、棲地破壞、污染或外來種而減
少或瀕絕。（生物多樣性）

• 減輕全球變遷、氣候暖化及外來入侵種對我國生物多樣性的威脅。（生物多樣性）

• 加強維護與保存農、林、漁、牧、野生物或其他有價值物種基因。（生物多樣性）

• 有健全的生物多樣性資料資訊管理系統，公部門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均已整合及
公開。（生物多樣性）

• 所有基因資源的轉移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協定和其他相
關協定加以規範。（生物多樣性）

• 將生物多樣性之教育向下紮根，以融入人民日常生活。（生物多樣性）

• 生態系之調適能力得以維護或提升（災害防救）

• ----------------------------------------------------------------------

• 建構兼顧保育、防護與開發的海岸整體規劃體系，健全海岸管理基礎（海洋）

• 海洋環境之有效監測、防護、污染處理（海洋）

• 民國109年時距岸12浬水域的20％的範圍被劃入保護區，並有效管理（海洋）

• 海洋資源得以生生不息與永續利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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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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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面的工作
• 為配合指標的發展，協助訂定各部會資料繳交事項，含繳

交資料之型式、格式、機構及公開分享的方式及週期

• 每項指標需清點需要的資料來源

• 以海洋保護區指標為例：

46.16% =
具有法源根據面積

佔十二海浬海域面積
＝

30,036𝑘𝑚2

65,076 𝑘𝑚2

國家公園法

漁業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國家風景區

各法源重覆的面積

+

-

都市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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