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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力建構是促成保護區有效達成其保育目標的關鍵之一，此研究於98-100

年間，透過文獻回顧、分析國際間四個機構之案例、參與式工作坊、訪談及問卷

等，藉由所有權益關係人的持續投入，完成台灣保護區人員能力建構主要包括五

個方向：保護區整體概念、資源保育、經營管理、法規與執法、及溝通、協力與

教育。此計畫於100年完成20小時基礎核心課程能，滿意度高。在主題研習內容

包括經營管理思維與國際趨勢、人為干擾及遊憩壓力、及社區保育區等。藉由這

些投入期許能有效研擬相關的法律和政策、建立健全的管理組織與能力建構方

案、協助持續發展個人技能、及累積能與部落和地方社區互動、相互增能 

(empowerment) 的能力。 

 

 

 

 

 

 

 

 

 

 

 

 

 

 

 

 

 

 

 

 

 

 

 

 

 



4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由 

由於國內在保護區經營管理相關人員的能力建構上，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培

訓機制與評估架構，且現有的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之格式、內容與基礎資訊都呈

現不足的情況。因此，規劃保護區能力建構體系、協助相關人員之能力訓練，並

且協助進行經營管理計畫書的審析與建議，實為提升台灣的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

的重要項目。 

第二節  計畫目的 

為了更積極地收集國際保護區相關訊息，包含保護區經營管理與能力建構的

體制、運作與趨勢等，以提供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持續於專業知能與技術的

精進，因而國際保護區能力建構資料的轉譯與宣導推廣，是本計劃工作的重點。

此外，由於國內在保護區經營管理相關人員的能力建構上，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

培訓機制與評估架構，且現有的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之格式、內容與基礎資訊都

呈現不足的情況。因此，規劃保護區能力建構體系、協助相關人員之能力訓練，

並且協助進行經營管理計畫書的審析與建議，實為提升台灣的保護區經營管理效

能的重要項目。本計畫全程目標如下： 

 

(一) 國際保護區趨勢與資訊的引進。 

(二)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能力建構體系之建置與養成。 

(三) 加強與國際組織及國外相關學者之聯繫與合作。 

(四) 保護區專家互動機制的建立。 

(五)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審析制度的建立與落實 

而計畫三年期間各年度目標為： 

第一年 (98 年) 

1.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審析流程與機制之體制化。 

2.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能力建構體制的規劃。 

3. 辦理台灣保育區經營管理論壇。 

 

第二年 (99 年) 

1.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機制與評估架構的研發。 

2. 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專業知能課程的研發與培訓課程的執行。 

3. 邀請在保護區能力建構領域學有專精、具有豐富經驗的國際學者來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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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合作。 

4. 辦理論壇促進保護區專業人員與國內專家學者之互動。 

5. 參加重要的國際保護區活動，跟與會各國學者專家及官員交流：以 2010

年十月於名古屋舉辦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CBD COP 

10）為主。 

6. 國際保護區資訊的引介：翻譯相關的訊息，重點議題包括：參與國際生

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之會議內容與後續資訊、氣候變遷與保護區經

營管理之關連性、IUCN 和 WCPA 最新資訊。 

7. 協助林務局相關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的審析與作業。 

 

第三年 (100 年) 

1. 建立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專業能力指標。 

2. 發展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模組化課程架構。 

3. 執行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基礎培訓課程。 

4. 辦理主題研習。 

5. 持續參與國際保護區相關組織事務。 

 

壹、 文獻回顧 

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這個新概念雖然於國際間自 1990 年代由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聯合國發展規劃署) 的推動才逐漸

普及1，但卻與過去人們熟悉的資訊傳達、傳播溝通、教育過程及目的達成非常

相關。UNDP 將能力建構定義為：為了解決個人或組織於現階段能力較弱或不

足的問題，藉由所有權益關係人的持續投入（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

專業、社區、學者等人士），整合該單位可運用的科學知識、技術、組織機構行

政、及相關資源的能力，予以長程地在政策與方法發展層面提供協助，以協助個

人或組織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潛力。UNDP 提出能力建構可於個人層面、組

織層面及社會三個層面發展。在個人層面 (individual level) 的能力建構，希望建

立或強化個人現有的知識與技術，使其能處於持續學習與適應變化的過程。在組

織層面 (institutional level) 可先於政策及經費層面予以支持，並從內部視情況調

整組織架構，使其能發展有效的經營管理方法，而能面對欲解決的問題。在社會

層面 (societal level) 的能力建構期許建立一個更加互動的公民參與機制，從來自

廣大民眾的行動和反饋過程中共同學習，使得公務執行者更有責任及擔待 

(UN/CEPA, 2006)。 

 

                                                 
1 可參考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Definition of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ies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unpan0223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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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然資源管理機關運用資訊傳達、傳播溝通、教育過程與能力建構的不

同策略時，的確有其模糊地帶。Fien, Scott, & Tilbury (2001) 曾經嘗試釐清這些

策略的意義與關係，他們認為，這些策略是具有相關性的連續體，每項策略均有

其特定的目標，但彼此也有相互重疊的部分。資源管理單位及保育團體在推動重

要工作項目時可依照不同目標予以運用，而達成不同的成果。下表中的「資訊傳

達」，是一種單向的宣傳，目的是在喚醒大眾對保育事務的覺知；而接下來的「傳

播、溝通」則是組織與個人之間雙向地交換想法，以釐清並增加對保育議題的瞭

解而產生關懷。其中較為複雜的「教育」強調分享和學習，但其中的確也包含了

資訊傳達和溝通；然而學習活動之所以稱做「教育」，過程中在於使受教者能增

加認知、釐清價值、培養態度、技術與能力發展，就其本身而論，教育亦是「能

力建構」中一個完整的成分；而「能力建構」則是為了為達到保育目標，使社區

和其中參與的個人能賦權(empowerment)，且建構出適當的組織架構及促進保育

工作的技巧。 

 

表 1 自然資源管理機關保育策略關係表 

策略 資訊傳達 傳播溝通 教育 能力建構 

目標 

■增加覺知並瞭解

保育議題和自然資

源管理單位的工作 

■增加對關切保育

議題的認知及分享

經驗、共同規劃推動

保育計畫 

■促進對保育原則

的認知和知識 

■關切環境的態度 

■培養和他人合作

達成保育目標的動

機與能力 

■透過自然資源管

理機關內、外的訓

練、政策發展和制度

強化以增加公民社

會支持與參與保育

工作的能力 

過程 
■利用各種媒介傳

達資訊 

■促進自然資源管

理機關內、外的對話

及雙向的溝通 

■透過資訊利用、溝

通和教育過程發展

個人和團體永續生

存的動機和技能 

■發展和強化政

策、組織架構和技能

■訓練內部人員及

外部權益關係人 

情境 ■常為非正式教育 
■通常在非正式和

非正規的情境 

■通常在正規和非

正規的情境 
■常在非正規情境 

工具 

■公共關係和廣告 

■多途徑的宣傳活

動如書面、口語、廣

電或網路等 

■有回饋機制的傳

播活動，增加彼此的

對話 

■環境解說 

■參與式社會行銷 

■從幼稚園到大學

的正規教育 

■職業和專業教育

課程 

■各種團體的非正

規教育課程 

■參與式社會行銷 

■專業發展和訓練 

■透過參與式學習

行動的社區發展 

■策略規劃 

■組織發展 

■網絡發展 

■政策回顧和發展 

例子 

■書籍出版 

■公共服務佈告 

■電視節目 

■成員或會員通訊 

■里民大會 

■傳播活動的回應

■整合課程和專業

發展計畫 

■在地社區和學校

■參與行動計畫 

■地方二十一世紀

議程的公共參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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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品 

■展覽或展示 

電話或信件 

■互動式展示 

的環境行動計畫 劃 

資料來源：Fien, J., Scott, W. & Tilbury, D. (2001). Education and conservation: 

Lessons from an evaluation. 及周儒 (2006)。 

 

能力建構是促成保護區有效達成其保育目標的關鍵之一，聯合國發展署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祕書處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過去記錄許多保護區因為沒

有足夠的人力，技術或行政能力，其核心的管理活動幾乎無法達成，因此建議各

國開始進行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的需求評估，以發展能力建構行動綱領

及實際方案。CBD 提出：在全球環境變遷迅速、衝擊增強的情況下，保護區管

理人員及其工作人員，更需要一系列新的技能。這些能力不同於過去單純的地景

保育或生物科學知能的獲得，而更需培養經營管理者對「人」的態度與能力，包

含與在地部落或社區居民及許多渴望到自然野地體驗的遊客 (Ervin, Spensley, 

Hayman, Lopez, Blyther, & Byrne, 2007).  

 

 

 

 

 

 

 

 

 

 

 

 

圖 1 保護區人員經營管理能力建構過程 (改繪自 UNDP/CBD/The Nature 

Conservancy/Ervin et al., 2007) 

 

 

能力建構是需跨領域的工作，因為保護區管理人員能力包括：能有效研擬相

關的法律和政策、建立健全的管理組織、發展個人技能、及累積能與部落和地方

社區互動、相互增能 (empowerment) 的能力。UNDP 建議，保護區經營管理人

員能力建構的需求評估應從以下面向整體評估：如法規與政策架構、政府保護區

系統與其他治理單位的關係、保護區規劃與管理機制、公眾參與及夥伴關係、公

眾覺知及支持方案、及多元的權益關係人參與過程。針對決策者和保護區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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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培訓課程可規劃不同方式的能力建構方案，而需求評估的結果需由實際的培

訓方案 (program)來達成。 

 

 針對保護區人員能力建構需求評估的項目，WWF 的 Pitkin (1995) 曾經提出

幾項建議，通常能力建構前置作業的需求評估可包括：評估有效管理保護區的技

能項目、評估個人能力現況、決定目前人員獲得培訓的類型、時數、及頻率；評

估訓練的需求、確認達成充足及有效訓練的可能阻礙、確認目前提供的培訓機

制、了解其他與培訓相關的機會、評估測試有效培訓方法的先驅單位或場所等。

而在先期的需求評估後，接著確認訓練項目的優先順序及評估選擇可提供訓練機

會的場地或機構。 

 

國際間對保護區人員能力建構的具體指導方針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保護區

工作項目 (Program of Work, PoWPA) 之 3.2.1 條文2：呼籲各國能完成全國的保

護區能力建構需求評估，並基於評估結果建立能力建構方案，發展教學模組或課

程內容，並需提供相關資源以確保這些能力建構方案的提供與實施。針對保護區

經營管理人員的能力建構行動綱領 (action plan)，Ervin et al. (2007) 提出幾項建

議： 

(一) 依照現有保護區管理成效評估的結果，設立具體能力建構目標，成為下

一階段人員成長的環節。 

(二) 行動綱領的基礎是關注於解決的關鍵管理但卻薄弱的能力，以減輕保護

區的嚴重威脅，改善行動計劃的政策限制。 

(三) 發展行動時，同時考量對個人及組織層面的能力建構，並根據評估和現

有資源的範籌，適時加入社會層面的能力建構，當成具體行動之達成。 

(四) 僅可能適時適地的邀請權益關係人參與，園區巡護人員及主要承辦人員

可以提供某一類的資訊與意見，而決策者或政策研擬人員亦可提供另一面向的想

法。行動綱領的研擬可能需要幾次會議，以融入不同層次的專業知識。 

(五) 這個參與式規劃的過程中，建議邀請與保護區相關但來自不同領域多元

人員參與，包括旅遊、經濟發展、土地規劃與管理、林業、漁業和農業等。 

(六) 強調自我評估的取向，使保護區工作人員和管理人員，可了解自己對保

護區管理的能力需求和限制。 

(七) 確保高層管理對此方案的支持，也可針對高層人員進行能力建構的需求

評估，並以其評估的結果與其保持互動，尋求支持。 

(八) 確保能力建構的計劃能納入國家的預算過程，以增加該計劃實施的可能

性。 

 

                                                 
2 原文為： “Complete national protected-area capacity needs assessments, and establish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s on the basis of these assessments 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curricula, resources and 
programs for the sustained delivery of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training” (CBD, PoWPA, Activity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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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材料及方法 

 此計畫關切的增能課題 (enabling activity) 有二，其一在組織層級的能力建

構為保護區的經營管理在法規體制面的呈現，以具體完成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計

劃書」(management plan) 內容項目，並精進其內容如保育目標、威脅壓力確認

及重要工作項目的提出等。其二在於組織內的個人層面的能力建構，過程包含國

際案例收集分析、對應保護區經營管理計劃書所需的專業能力指標之調查與發

展、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初階模組化課程架構、執行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基礎培

訓課程與主題研習、及能力建構方案的成效評估等，以下分項敘述。 

 

表 2 台灣保護區能力建構方法與步驟 

實施方法與步驟 (符合 WCPA 經營管理循環) 學理依據

1. 文獻蒐集 狀況 

2. 「經營管理計劃書」內容項目研議與精進 狀況 

3. 彙整台灣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中，台灣保護區人員能力建

構需求 
狀況 

4. 國際案例分析 (ASEAN 東南亞國協、NASPD 美國州立公

園系統、USNPS 美國國家公園署、FWS 魚類與野生動物

署)  

輸入 

5. 研擬保護區人員知能內涵與指標之評估工具  

assessment & feedback 
規劃 

6. 專家焦點團體座談會 (expert focus group interview/workshop)  輸入 

7. 分析與提出三個階段課程的架構： 

先驅【核心課程—PA Fundamental】、 

【進階課程—Advanced】及【高階課程—Leadership】 

規劃 

8. 規劃與提出【核心課程】專業知能內涵、課程內容、教學法、

適用對象及評估方法 
規劃 

9. 保護區人員【核心課程—PA Fundamental】之策劃與執行：訊

息發放、訓練流程、場地規劃、報名程序、餐食住宿安排、 

規劃 

過程 

10. 核心課程執行與成效評估 結果 

11. 課程成效回饋至未來五年【核心課程—PA Fundamental】之規

劃與執行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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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編訂指南 

(一) 「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審析之體制化。 

1.「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及其擬訂過程格式化。 

a. 資料收集並完成「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草稿 (原則上以 97 年度自然

保護區效能評估與生態指標機制的建議計畫之執行成果報告內容為基礎)。 

b. 邀請學者專家辦理工作坊以確定「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格式、內容

與擬訂流程 (工作坊參與者包括主管機關相關主管或承辦人，參與保護區研究之

學者專家、績優保護區經營管理單位代表及本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 

c. 完成「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 

2.「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體制化 

完成之「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送經林務局相關行政程序通過，

作為爾後相關行政作業的依循。 

3. 宣導「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召集各保護區主管機關業務代

表，辦理「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宣導會議。 

4. 審析機制流程規劃 

將依「保護區經營管理計畫書」編訂指南完成之經營管理計畫書送交學者專

家協助將計畫書格式、資料及內容等加以審查修改，送交委員會審查。 

 

第二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所需的專業知能 

(一) 建立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專業能力指標： 

本計畫已參酌國際保護區人員能力建構之文獻與案例 (如 ASEAN 東南亞

國協及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署)，完成北中南管理人員暨學者之訪談與焦點團體

座談。延續 98 年工作，此計畫將邀請林務局保育組人員及學者等進行「專業知

能重要性排序」，並蒐集對新增（課程）能力項目之建議，完成保護區經營管理

人員發展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專業知能的內涵架構。 

(二) 發展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模組化課程架構： 

此計畫持續發展模組化的保護區人員基礎課程，包含規劃基礎訓練課程之適

用對象、課程項目名稱、課程內容、建議師資等，課程架構。 

 

(三) 執行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及主題研習： 

100 年度協助林務局建立保護區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及主題研習之工作流

程、籌組工作團隊人員、課程安排、完成培訓簡章與報名表格、協助宣傳與推廣、

執行基礎培訓課程、課程錄影與數位化、課程回饋建議與評量、會後資料會總、

建置檔案與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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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第一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所需的專業知能 

保護區經營是個整合的工作，或許少有個人能夠完全具備所有保護區工作所

需能力。能力建構也非單次培訓即能達成，可結合進階課程、主題式工作坊、學

習護照、課程地圖研討會等方式持續建構。但是組織成長、任務分工、與能力建

構，都是能促進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提升之具體投入。因而當台灣保護區人員能

訂定保育目標與計畫、評估威脅壓力、確立重要工作項目、建立保育協力夥伴、

並持續監測保育目標、達成經營管理的循環，即是對本土及國際保育社會的具體

貢獻。 

 

表 3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所需的專業知能 

專業知能 能力指標 

壹、保護區整體概念 1.1 能瞭解台灣與國際保護區系統、沿革、目標與發展趨

勢 

1.2 能瞭解保護區規劃與經營管理概念 

1.3 具備生態倫理之素養 

貳、資源保育 2.1 能瞭解生態系、棲地、物種、地景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經營 

2.2 瞭解野地資料蒐集意義 

2.3 能進行野生物基礎調查及資料庫建置 

2.4 具備 GIS 之基礎概念與應用 

2.5 能理解保護留區域內重要的環境運作過程（process）

參、經營管理 3.1 能依保護留區現況需求撰寫適切的經營管理計畫書 

3.2 能瞭解並依照經營管理計畫書達成保育目標 

3.3 認識威脅與壓力的與因應方式 

3.4 能進行人為活動評估與監測（如盜獵、遊憩壓力） 

3.5 能解讀與生態環境資料與監測處理優先性 

3.6 能瞭解並應用生態變遷及環境危機處理（如：病蟲

害），進行保護留區經營管理 

3.7 能瞭解並應用衝突管理與實例，進行保護留區經營管

理 

3.8 能瞭解並應用調適性經營，進行保護留區經營管理 

3.9 具備現場野外經驗與技巧 

3.10 具備野外求生突發與 LNT 之能力 

3.11 具備溝通技巧 

3.12 能分析有效的經營管理所需的團隊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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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規與執法 4.1 能熟悉法規面向、位階層級、類型案例實例評析 

4.2 能具備邊界及座標系統判識之能力 

4.3 具備巡護執法取締 SOP 處理之能力 

伍、溝通、協力與教

育 

5.1 能瞭解永續發展與社區關係 

5.2 能推動保護區價值之推廣、行銷與公共關係 

5.3 能具備新聞稿撰寫與發佈能力 

5.4 能協助當地文化與社區團隊、協調、溝通與宣傳 

5.5 能發展合作網絡建立/培力分工 

5.6 能協助保育教育、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之推動 

 

第二節 能力建構需求評估 

為了研擬保護區人員知能內涵與指標之評估工具，此計畫以三次座談方式輔

以個別訪談，對象為保護區經營管理之資深人員、中高階決策者、學者、其他政

府保育單位、縣市政府保育業務承辦、及NGO團體代表等共28人。需求評估訪

談問題如下： 

1、林務局保護區系統的能力建構的核心課程之定位？期待與需求？ 

2、台灣保護(留)區的工作人員，依照工作內容與扮演角色，可分為哪些類別？ 

3、台灣保護(留)區的工作人員，需要哪些必要/核心的專業知能，才能有效達成

任務？ 

(1) 台灣保護(留)區的工作人員，最需要的基礎培訓主題包含哪些？ 

(2) 台灣保護(留)區的工作人員，最需要的進階培訓主題包含哪些？ 

(3) 台灣保護(留)區的工作人員，最需要的其他（高階、陪套）培訓？主題包

含哪些？ 

4、建議基礎培訓的教學與評量方式應如何設計，才能達成教學成效、並促進組

織學習？ 

 

表 4 能力建構需求評估座談會參與 

會議 
日期 

(2010 年) 
參與人員屬性與單位 領域 

參與

人數

北區一 5 月 26 日 林務局保育組 決策 5 

中區 6 月 9 日 林區管理處、縣市政府承

辦、特有生物中心 

昆蟲、動物、植物 7 

南區 6 月 18 日 學者、縣市政府承辦 地景、生物 4 

北區二 7 月 8 日 林區管理處、縣市政府承 溪流、動物、海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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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者、NGO 代表、動

物園 

昆蟲、蝴蝶、 

個 別 訪

談 

6 月 學者 兩棲類、地景、森林 3 

小計    28 

 

表 5 第一次座談會議 (北區) 針對專業知能與課程主題的關連討論結果 

專業知能 技術⁄課程主題 
推薦講師、方式、技

術工具等 

1. 保護區系統與沿革  物種、棲地管理的定

位重要性與角色 

  
國際趨勢、台灣現況

與未來發展願景 

  人員的激勵 

2. 自然資源概論 對於整個自然資源的認知、定

義、國內外自然資源相關保護

體系、保護工作發展近況 

 

專業知能 技術⁄課程主題 
推薦講師、方式、技

術工具等 

3. 保護區規劃與管理 選擇焦點物種、設立族群數量

的目標、評估物種現有狀況、

確認限制因素 

棲地評估原則、棲地

管理規劃、棲地保育

規劃、溼地復育與強

化、保護區高階保育/

通盤檢討規劃 

  

保育目標與維護管理

計畫、經營管理循環

與 RAPPAM 

保育生物學概論 生物多樣性指標 4. 生態系、棲地、物種

保育經營 野生物物種判識、保護區設施

規範、GIS、航照資料應用、生

物資源資料庫管理 

生物資源資料庫概念

規範、線上展示或表

格實填、知識管理、

委辦案件應用 

5. 永續發展與社區 認識瞭解與發展社區、權益關

係人 

社區林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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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法 法規、案例因應、處理程序裁

量標準、衝突管理與危機處理 

法規 

7. 人為活動評估與監

測 

承載量、遊憩衝擊、生態旅遊  

8. 推廣教育與公共關

係 

應對媒體、行銷等 媒體行銷 

9. 調適性經營 環境、氣候變遷、疫病（例外

或突發事件）、新技術引進 

概念與實務（英國、

荷蘭案例） 

 

表 6 第二次座談會議 (中區) 針對課程主題需求程度討論結果 

  基礎課程重點 得分

1 法規與實例評析 7 

2 保護區經營管理概念 7 

3 野地資料蒐集技能 7 

4 巡護取締 SOP 處理 6 

5 生物多樣性保育概論+永續 5 

6 合作網絡建立/培力分工 5 

7 威脅與壓力的認識與因應方式 5 

8 衝突管理與實例 5 

9 生態倫理 4 

10 野生物基礎調查及資料建置 4 

11 環境資料解讀與優先（監測） 4 

12 當地文化與社區團隊、協調、溝通與宣傳 3 

13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 3 

14 野外求生突發與 LNT 2 

15 環境危機處理實例概論 2 

16 GIS 概念與應用 1 

 

表 7 第三次座談針對課程主題優先程度結果 

項目 基礎課程名稱 

1 法規面向、位階層級、類型案例 

2 現場能力 (包含林務局具豐富野外經驗之資深員工的經驗傳承) 

3 棲地維持 

4 教育推廣 



15 
 

5 巡護能力（含執法） 

6 危機處理 

7 野外經驗與技巧 

8 生物資源調查 

9 溝通技巧 

 
此計畫亦針對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對保護區的情意層面與工作動機層面調

查： 

 

一、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價值、情意與動力調查 (N=28)開放式問題 

1. 保護區對您有什麼價值？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3-01 保護區最大的功能，應該是棲地維護、資源保育；維護生物多樣性，

亦是維繫未來人類生存之福祉 

CR0803-02 保護區的設立也許是針對一物種或一個族群、植群、生態，但是只

要有一個保護的對象，即會牽連到週邊生態，最終還是跟人有很大

的關係 

CR0803-03 在都會公園裡的半自然環境讓我有驚艷的感覺，從一環荒涼到茂密

如茵的森林投身其中深感幸福 

CR0803-04 拉拉山自然保護區：交通方便，風景優美，氣候涼爽，空氣清新，

鳥類豐富，山中交響樂，蕨類天堂，菇菌類色彩鮮艷引人，芬多精

有如珍貴經由有益身心健康。地被植物有如綠色柔美無價地毯，檜

木巨木群豎立神聖，除值得觀賞外，值得我們沉思並向大自然學習

謙卑、尊重、和諧共處；保護區是部落早期生活需求的場域，希望

提供區內的工作機會，藉以保持及維繫保護區 (林務局) 與在地部

落的關係，互利共生 

CR0803-05 泰山爸爸的四格漫畫，裡頭的巫師會到一個鳥語花香的角落，尋求

心靈的平靜，那裡就是森林。待在臺灣的森林及高山，就會發現生

物及非生物的真實存在與人類的渺小，不喜歡看到人的行為或干

擾，限縮了環境生態的「原性」。想躺在南湖圈谷上，打瞌睡，然後

也變成一顆石頭。 

CR0803-06 保存中躍升太環境，透過科學研究，建立生物價值。生物價值有知

識、觀光、休憩等。 

CR0803-07 保護區對生物個體、族群、特別的地景，均有保留恭候帶子孫使用，

不論是科學研究，自然美景。而不讓自然在此代中消失，即是一普

世價值。 

CR0803-08 就本處所轄保護 (留) 區最重要價值，為提供相關單位研究，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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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木生態系統 

CR0803-09 保護區內生態系、生物、景觀等價值，例如高美溼地本身的特殊生

態、美景，若不是賞心悅目，遊客或廣告也不會特地到此地。 

CR0803-10 野生動物活得很好，個人就覺得地球有希望 

CR0803-11 生態。良好的保護區，動植物族群數量增加，當看到小孩看動物發

出的歡呼聲及歡喜的表情，會讓人感覺得到保育的價值 

CR0803-12 保護區因為有法源限制，所以人為干擾較少，生態研究調查容易進

行。加上自然環境及資源維持完整，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樣性。 

CR0803-13 生態 

CR0803-14 生態價值：保育生態系統或目標物種及生物多樣性。對個人：存在

價值 (有保護區存在及讓人感到開心)。環境教育的價值。 

CR0803-15 生態 

CR0803-16 生態保護 

CR0803-17 生態 

CR0803-18 保護區就像孩子一樣，需要照顧它、保護它，雖然過程坎坷，常有

無力的挫折感，但孩子長大之後，回首過去，一切是多麼的美好，

看到成果是一種努力後的感動與成就感 

CR0803-19 1. 個人投身公務體系即進入野生動物保護之系統，故做此工作有歸

屬感。 

2. 生態保育方面予人有「認同感」即現動植物面臨瀕危現象，是否

人類也是下一個。 

3. 興趣 

CR0803-20 物種保存 

CR0803-21 生態價值 

CR0803-22 保護區可以保護自然生態，讓自然資源永續，達個人工作成就感展

現 

CR0803-23 美質價值。一年四季不同景致。可以照相。 

CR0803-24 希望保護區內一草一木都能保留不變動。情感的投射，動物權伸張

CR0803-25 藉由監測得知環境變遷與物種的關係，找出對物種經營方式 

CR0803-26 具有保護野生動植物、生態系、地質等價值 

CR0803-27 關渡自然公園對我而言是在紛擾的環境中，一塊寧靜地，我相信他

對許多生物而言更是塊遷移中的休息覓食重要場域及繁殖棲地 

CR0803-28 景觀視覺享受，生態資源研究，解說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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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如何投入到保護區的保育業務？ 

CR0803-01 主要一開始是由長官指派的，但久而久之亦對生態保育產生一股責

任感 

CR0803-02 從長官指派到發生興趣 

CR0803-03 對於自然事物一向興趣，因緣際會而參與 

CR0803-04 1. 職務及責任所在 

2. 學習保育業務相關的知識，並與本處同仁及友處同仁分享交流，

運用到保育業務推廣 

3. 多與鄰近部落溝通，建立友善關係 

4. 參加保育業務研習，向專業及輔導團體吸收學習 

5. 辦理校園解說活動，輔導社區林業，參加社區舉辦集會活動宣導

保育業務 

6. 辦理講習，提昇同仁的保育認知及落實保育工作 

CR0803-05 個人興趣、志向：9 年的林業 (或生態) 學校教育的實踐。長官指派：

在公務體系，做的業務是自己的志向是很 lucky 的 

CR0803-06 個人興趣 

CR0803-07 進入森林相關行業是個人志向，而投入保護區業務則是受到指派 

CR0803-08 單位業務職掌 

CR0803-09 本就對生物、生態有興趣，機緣下承辦了相關業務，能善用所學是

運氣，不敢說有什麼成就，盡力做對的事而已 

CR0803-10 以後想主動爭取投入 

CR0803-11 工作指派 

CR0803-12 起初長官指派業務，承辦過程中的學習，增加個人知能及興趣 

CR0803-13 主管分派業務 

CR0803-14 長官指派及個人興趣 

CR0803-15 興趣 

CR0803-16 個人興趣 

CR0803-17 興趣 

CR0803-18 長官指派 

CR0803-19 1. 長官指派 

2. 個人對瀕危動物之綠蠵龜、野鳥等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有份情感 

3. 經營瀕危動物保護區及如何因應人類騷擾、威脅及破壞等工作，

是個人投身此工作之任務、期許與未來應努力之方向。 

CR0803-20 長官指派 

CR0803-21 長官指派。因為九九峰自然保留區管理站 100 年成立，兼辦管理站

業務 

CR0803-22 長官指派 

CR0803-23 長官指派加上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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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0803-24 長官指派 (本身亦喜愛) 

CR0803-25 興趣及長官指派 

CR0803-26 長官指派為主因，但也是個人的興趣及志向 

CR0803-27 本身所學為生態保育，算學以致用。主要工作為保護區鳥類調查，

公園內的鳥類監測、底棲採樣及水池維管 

CR0803-28 個人志趣、長官支持 

 

3. 保育業務有時艱辛不為人知，請問支持您繼續下去的力量、或可以由組織裡

鼓勵您的作法可以有哪些？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3-01 如：同事間可以齊心合作，共同解決問題；長官的鼓勵及打氣；給

予敘獎肯定等 

CR0803-02 強度大小由錢、嘉獎、研習、讚美到掌聲 

CR0803-03 實質上的鼓勵一向比精神上的嘉獎來的實惠 

CR0803-04 1. 長期培訓 

2. 專業輔導團隊陪伴指導 

3. 實質獎勵 (保育服裝、參訪保護留區相互交流) 

4. 長官支持及參與行動會議的舉辦 (協助解決現場執行困難) 

5. 專責擔任保育工作 

6. 舉辦現場保育巡護人員的討論行動會議 

CR0803-05 組織內穩定的並可發展的工作團隊 

CR0803-06 保育業務基層工作，可以瞭解地方態度、生活及自我知識的成長。

進入主管層級後，好處可以主導政策方向，但失去大多自我的時間，

所以如何取捨在於個人。個人認為，如果能多參與研習及參觀不同

的保護 (留) 區，會比嘉獎、升遷來的好。 

CR0803-07 在公務單位能夠持續下去最大的動力即是工作能夠受到長官的支

持，瑜工作的過程中獲得自我肯定的成就感則較外在肯定來的重要。

CR0803-08 多讓執行人員參與各類講習、訓練、增加人員專業技能，且鼓勵現

場同仁給予升遷獎勵等實質鼓勵。 

CR0803-09 與在地居民聊天或上課時看到他們有所悟的眼神，說出正確的環境

觀念而露出笑容的時候。與同事討論，激發創意作為將來目標的時

候。與有共同志向的夥伴、長輩聊天的時候。看公視、discovery 或

animal planet 的時候。 

CR0803-10 1. 團隊力量：保育工作要靠團隊，為什麼業務都是一個人承辦？現

行組織架構應彈性調整。 

2. 跨部界合作：由上下整合，至橫向對外連結相關單位學術單位，

如地方政府、公路局、鄉公所等，如果能建立合作之夥伴關係，

那業務上也能有更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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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內外都是，應促使越多人投入，越能有繼續下去的力量 

CR0803-11 生態。良好的保護區，動植物族群數量增加，當看到小孩看動物發

出的歡呼聲及歡喜的表情，會讓人感覺得到保育的價值 

CR0803-12 保育工作涵蓋許多專業知識，亦是全世界重視的議題。利用各種研

習及研討會的管道，可以瞭解不同領域對保育工作的見解。 

CR0803-13 嘉獎、研習、觀摩活動 

CR0803-14 研習、經驗交流分享；升遷可、或獎勵；民眾及長官認可 

CR0803-15 同伴的合作 

CR0803-16 生態保育為多數人所不瞭解，付出個人力量或許能為後人留些自然

資產 

CR0803-17 同伴互相合作 

CR0803-18 保育是興趣，辛苦但是開心，無特別需求。 

CR0803-19 1. 保護區工作當沒錢做事，又爾遇到人為干擾又碰上組織系統縮編

時，會感到心灰意冷。惟遇上縣內若干保育志工、野鳥學會及生

物多樣性保護學會之義工們，支援縣內保育工作之推行，會感觸

別人都肯義務為生態保育工作而努力，而本身在「心灰意冷」什

麼？猶豫何東西？ 

2. 別人能做的事，我一定也行。別人不能做的事，轉個彎一定可到

達目的地，共勉。 

CR0803-20 瞭解生物未來的發展並盡一份心力 

CR0803-21 嘉獎或精神鼓勵、團隊精神 

CR0803-22 於山林及保護區內，遇見大量野生動物及天然美景，有滿心成就感

CR0803-23 研習及專業研究 

CR0803-24 專業人士對成果的嘉許 

CR0803-25 研習 

CR0803-26 希望藉由保育業務，將動植物、地景等確實保護，就是支持保育工

作的力量 

CR0803-27 雖身體較疲累，但心情較輕鬆，生活也較自由 

CR0803-28 使命感、長官支持、上級單位人力物力支援、承辦人員可溝通性即

可配合性、專業研習訓練、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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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基礎核心課程 

【培訓源由】 

1. 提升參與者對保護區經營管理場域的基礎認知，瞭解國內外保護區經營

管理理念與趨勢。 

2. 具體回應《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區工作方案 (PoWPA)之執行狀況

「3.2：建設保護區的規劃、建立和管理方面的能力」，達成行動 1「制

訂了保護區員工職業發展方案」及行動 2「對保護區員工進行主要技能

培訓」。 

3. 使參與者瞭解林務局保育相關業務之發展及目標。 

【預期目標】 

1. 能具備保護區經營管理的基礎核心概念、技術及態度。 

2. 能建構保護區人員五項專業知能（保護區整體概念、資源保育、經營管

理、法規與執法、溝通、協力與教育等能力指標），但此基礎核心課程

以經營管理為主軸。 

3. 能合作完成經營管理計畫書練習（保育目標、威脅壓力、重要工作項目、

監測等）項目。 

4. 能為後續保護區進階培訓課程與其他單次主題型之工作坊提供先備知

識。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台灣大學 

【研習地點】林務局龜山員工訓練中心   

【研習日期】2011/8/2（二）- 8/4（二）三天二夜住宿型培訓 

【參加對象】本次培訓課程主要對象為林務局林區管理處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 

(包括課長、技正、承辦人員、管理站主任等）、縣市政府與各機關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以及保護區委託經營之 NGO 單位、社區保

育團體專員等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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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保護區人員基礎核心課程專業知能與課程對應 

保護區人員專業知能 對應課程 培訓時間 

(共 20 小時) 

壹、保護區整體概念 

 

台灣與國際保護區系統、沿革、目標

與發展趨勢 

1.5 

貳、資源保育 

 

資源保育核心概念：生態系、棲地、

物種、生物多樣性保育經營 

1.5 

參、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規劃(I)：計畫書、格式 

經營管理 (II)：個案分享 (濕地型、地

景型、物種型、森林型)：監測調查、

威脅壓力、重要工作項目等 

問題分析與實務練習 

2.5 

3.5 

 

 

6 

肆、法規與執法 

 

經營管理與執法 

 

 

伍、溝通、協力與教育 

 

溝通、協力與教育 1.5 

成果分享  3.5 

 

【培訓議程】 

 Day 1 Day 2 Day 3 

0730  
0730-0830 

早餐時間＆報到 
0730-0830 

早餐時間＆報到 

0830 
0830-0900 

報到 

0900 

0930 

0830-1000 
溝通、協力與教育

劉冠妙副執行長 
(人禾) 

主持人：陳維立教

授 

0900-1020 

台灣與國際保護區系統、

沿革、目標與發展趨勢 

國際：王鑫教授 

台灣：保育組組長 1000 
1000-1030 
茶敘時間 

1020-1040 
茶敘時間 

1030 

1100 

上

午 

1130 

1040-1200 

資源保育核心概念：生態

系、棲地、物種、生物多

樣性保育經營 

楊懿如教授 

0830-1200 
經營管理 (II) 

個案分享 (濕地

型、地景型、物種

型、森林型)：監測

調查、威脅壓力、重

要工作項目等 

主持人： 

盧道杰教授 
何立德教授 

綜合討論及其他

議題 
保育組組長 

下 1200 1200-1300 1200-1300 運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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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用餐時間 用餐時間 

1300 

1330 

1400 

1300-1440 

經營管理與執法 

傅朝文專員 

1430 
1440-1500 茶敘時間 

1500 

1530 

1300-1600 
作業與討論準備時

間 
(包含茶敘) 

1600 

1630 

午 

1700 

1500-1730 
經營管理規劃 (I) 

計畫書、格式 

盧道杰教授 

何立德教授 
1600-1730 

報告分享與討論 

1730 

1800 

1830 

1730-1900 
晚餐與休息時間 

1730-1900 
晚餐與休息時間 

晚

間 

1900 
| 

2100 

1900-2100 
分組與討論 

1900-2100 
報告分享與討論 

珍重再見 
 

 

 

第四節 主題研習與國際交流 

本年度計畫延續國際學者交流，於三月首先以國際經營管理機構思維的典範

轉移為主軸，邀請美國學者 Steve McCool 教授來台期間針對經營管理人員主題

研習。Dr. McCool 為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森林系名譽退休教授，長期與

美國林務局研究合作以外，於國際間亦完成重要著作。更於北美、非洲、歐洲等

地，持續推動保護區與生態旅遊之計畫，於國際組織如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之計畫報告主筆。並於七月延續邀請過去二年間（2009-2010）皆與本計

畫密切互動之美國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梁宇暉副教授，持續針對遊憩

壓力課題提供能力建構案例與課程，了解保護區與旅遊活動之遊客行為與管理，

及社區與原住民團體之相關議題說明原則與實際作法。此外，國際知名的印度學

者 Dr. Ashish Kothari 亦受邀來台，針對參與式保護區的國際趨勢、重要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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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進行三天主題研習並延伸至台東三個社區推廣座談。Dr. Kothari 是 IUCN 

CEESP 的資深會員，也是 CEESP 與 WCPA 的聯合 task force 重要成員, 他擔任 

TELCEPA 的前任副主席 (cochair)。在參與式保護區管理及保育與發展方面學養

經驗豐富，出版過 30 本以上相關保育與發展的書，是印度一個已成立卅年推動

環境正義頗負盛名的民間團體 Kalpavriksh 的創辦人，獲得 2008 年全球重要學

者 "BowdoinMellon Global Scholar" 之殊榮 ，可謂相關領域的全球權威之一。 

 

表 8 主題研習內容與結果 

項次  

(依時間排列)/時

數 

主題 講員 工作坊時

間地點 

參

與

人

數 

整體滿意度 

1—2011/3/25 保護區

經營管

理趨勢

與典範

轉移 

Dr. Steve 

McCool/美國

University of 

Montana 

國立臺灣

大學 v 

57 N/A 

2—2011/7/21 保護區

遊憩壓

力與人

員干擾 

梁宇暉副教

授/美國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61 5.15/滿分 6 分 

同意度 98% 

(n=28) 

3—2011/8/23~25 保護區

與社區

保育 

Dr. Ashish 

Kothari/IUCN 

委員會前副

主席 

臺東林區

管理處 

58 4.25/滿分 5 分 

同意度 87% 

(n=27) 

2011/8/2~5 基礎核

心課程 

管立豪、王

鑫、楊懿如、

傅朝文、盧道

杰、何立德、

劉冠妙、陳維

立等 8 人 

林務局龜

山員工訓

練中心 

61 4.66/滿分 5 分 

同意度 90% 

(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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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計畫歷程照片 

2011.8.2~4 保護區「基礎核心課程」對
保護區員工進行五項主要技能培訓 

2011.7.21「保護區遊憩壓力與人員干擾」
工作坊由澎湖縣政府人員分析海洋型保

護區遊憩課題與作法 

2011.8/2~4 「基礎核心課程」著重保護
區經營管理計劃書實務應用與演練 

 

「基礎核心課程」參與對象包含林務
局、林管處、縣市政府、林試所等機構

人員，多位主管亦全程參與 

2011.8.23~25 參與「保護區與社區保育
工作坊」人員表達台灣保護區治理型態

的多元可能 

2011.8.26~30「保護區與社區保育」
IUCN/TILCEPA 國際講員於台東、蘭嶼

等地與權益關係人實務交流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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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際能力建構方案之成效評估 

(一) 保護區基礎核心課程 (20110804) 滿意度調查問卷 (N=39)  

 

整體滿意度： 

平均值：4.66 

同意度 (比例)：0.9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性別 男 女 

 23 16 

 
 

2. 年齡 

年齡 20 以下 20-30 31-40 41-50 51-60 61 以上 

 0 11 9 1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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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科系 

畢業 

科系 
森林 漁業 生演 化工 生物 生科 自然資源管理 海洋 園藝 資管 農業 未填

 15 4 3 2 3 1 1 1 1 1 1 6 

 

 
 

4. 目前服務單位人力分配 

人力分配 1 人 2 人以上 未填 

 3 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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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以上承辦人員人數狀況 (N=33) 

承辦人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未填 

 25 6 0 0 0 1 1 

 

 
 

兩人以上現場人員人數狀況 (N=33) 

現場人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8 人 9 人 10 人 11 人 12 人 未填

 8 12 1 5 0 3 0 0 0 0 0 1 3 

 

 
 

其中約聘人員人數 (N=33) 

約聘人員 0 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未填 

 2 0 6 0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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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份 

身份 縣市政府 林務單位 學者專家 其他機關 相關團體 其他 

 8 29 0 1 1 0 

 

 
 

縣市政府人員性質 (N=8) 

縣市政府 現場人員 承辦人員 主管 現場兼承辦 未填 

 2 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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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單位人員性質 (N=29) 

林務單位 現場人員 承辦人員 主管 現場兼承辦 

 4 19 2 4 

 

 
 



31 
 

二、三天二夜住宿型培訓課程，有哪些課程對您個人受益良多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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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滿意度調查 (N=39) 

課程內容與設計部份 

同意程度 (百分比) 
 

6 5 4 3 2 1 
未填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本次課程內容符合

所設定的預定目標 
7.7 74.4 10.3 2.6 2.6 0 2.6 4.84 36 0.95

2. 本次課程內容符合

能夠有效傳達所設定

的概念 

10.3 61.5 20.5 5.1 0.0 0 2.6 4.79 36 0.95

3. 本次試教的課程內

容符合所設定教學對

象 

15.4 43.6 25.6 7.7 2.6 0 5.1 4.65 33 0.89

4. 本次試教的課程內

容符合九年一貫課程

目標 

0 15.4 25.6 23.1 15.4 5.1 15.4 3.36 16 0.48

5. 本次試教的各單位

活動內容具連貫性 
7.7 41.0 28.2 17.9 0.0 0 5.1 4.41 30 0.81

6. 本次試教的各單位

活動流程安排妥當 
7.7 41.0 33.3 2.6 10.3 2.6 2.6 4.26 32 0.84

7. 本試教的各單位活

動時間長短適中 
5.1 33.3 30.8 12.8 10.3 2.6 5.1 4.03 27 0.73

8. 本次試教的教具設

計符合教學內容 
12.8 38.5 33.3 10.3 0 0 5.1 4.57 33 0.89

 

教學方法部份 

同意程度 (百分比) 
 

6 5 4 3 2 1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授課者能有效傳達

達課程理念 
28.2 59.0 5.1 7.7 0 0 5.08 36 0.92 

2. 授課者能引發所設

定對象學習興趣 
10.3 69.2 17.9 0 2.6 0 4.85 38 0.97 

3. 授課者引導得當 12.8 71.8 12.8 0 2.6 0 4.92 38 0.97 

4. 授課者用詞符合學

員認知程度 
10.3 79.5 5.1 5.1 0 0 4.95 37 0.95 

5. 授課者適時與參與

者互動 
15.4 61.5 20.5 2.6 0 0 4.90 38 0.97 

6. 授課者在課程結束

前歸納統整得宜 
10.3 56.4 30.8 2.6 0 0 4.74 38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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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及設備部份 

同意程度 (百分比) 
 

6 5 4 3 2 1 
未填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授課內容與場域環

境搭配得宜 
10.3 76.9 12.8 0 0 0 0 4.97 39 1 

2. 授課場域空間大小

適中 
7.7 66.7 20.5 2.6 0.0 2.6 0 4.72 37 0.95 

3. 授課場域符合安全

需求 
15.4 61.5 17.9 0 2.6 2.6 0 4.79 37 0.95 

4. 餐飲品質滿意度 12.8 61.5 15.4 5.1 2.6 0 2.6 4.79 35 0.92 

5. 提供住宿環境滿意

度 
0 7.7 12.8 0 0 0 79.5 4.38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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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性問題 

1. 我認為參加本次活動最有收穫的是：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4-01 經營管理計畫內容、CEPA、社區參與經營管理工作坊 

CR0804-02 對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計畫內容有概念性的認識 

CR0804-03 對於爾後業務有啟發到 

CR0804-04 保護留區經營管理分析規劃 

CR0804-05 瞭解未來的發展及目標，由其他單位的成功及失敗案例做為借鏡

CR0804-06 各保護留區威脅壓力如何因應 

CR0804-07 分享各單位保護留區經營甘苦面向及瞭解經營管理計畫之內容大

綱 

CR0804-08 行政罰法認知 

CR0804-10 經營管理計畫撰寫概念、增加交流機會、互相吸收學習 

CR0804-11 保留區經營管理實質內容之確認 

CR0804-12 瞭解相關法規與管理計畫的提案流程內容。知道其他保護留區的

作法 

CR0804-13 經營管理計畫書的撰寫 

CR0804-14 學會如何撰寫經營計畫書，並瞭解如何與社區合作共同推廣 

CR0804-15 學習撰寫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及瞭解架構；對行政罰法之認識；

環境教育之推廣、行銷方式 

CR0804-16 對於規劃認知能有認識瞭解，經營管理計畫乃初次接觸 

CR0804-17 經營管理計畫研擬，並訂定未來目標 

CR0804-19 得到很多知識；與各管理處相互意見交流、經驗分享 

CR0804-20 對於保護留區經營管理有較深的想像及未來自身可再加強 (於業

務) 努力 

CR0804-22 課程活潑使人記憶深刻。對保護 (留) 區的認識有更深的體會 

CR0804-23 透過擬保育計畫更瞭解本處保護區的經營方向 

CR0804-24 在保護 (留) 區經營管理及溝通協調方面有助益 

CR0804-25 經營計畫書撰寫及熟悉法規面 

CR0804-26 原來滾出保留區的化石可以撿，及許多未來經營保護區方向的啟

發 

CR0804-27 瞭解經營管理計畫撰寫方式 

CR0804-28 增加瞭解各地不同類型保護 (留) 趨於經營管理上所遭遇的問

題，如何解決問題 

CR0804-30 計畫書撰寫 

CR0804-31 (保護區經營) 保育與社區結合的概念。危機因子之處理 

CR0804-32 計畫書編寫、溝通與傳達 

CR0804-33 對於保護區經營管理在計畫撰寫與實務推行上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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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0804-34 生態與保育理念 

CR0804-36 瞭解自然保護區定位及思考其未來發展 

CR0804-37 很 OK 

CR0804-38 經營管理計畫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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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認為本次活動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4-01 保育目標訂定與量化方法、研擬機制、監測調查項目設定 

CR0804-02 生態教育館與自然教育中心定位及內容方面的不同，及增加法規

的認識 

CR0804-03 開放案例討論的時間 

CR0804-04 成功案例分享 

CR0804-05 案例的成功與失敗的實質成因分析及分享 

CR0804-06 如何評估保護區經營管理、績效、案例分享、短中期每五年檢討

方式如何檢討 

CR0804-07 目前既有計畫案例檢討 

CR0804-10 實際案例分享 

CR0804-11 新聞稿之撰寫與發布，相關法規裁罰之訓練，談判的技巧 

CR0804-13 新聞稿的撰寫、現場見習 

CR0804-14 更深度的保護區經營上的方法，對於衝突的解決方式，實際保護

區管理經驗的分享等 

CR0804-15 與其他機關或 NGO 團體之溝通、合作或經驗交流之平台或管道 

CR0804-17 各保護區現場執行分享及討論 

CR0804-18 本次的主題或實例分享大多是討論自然保留區，較少針對野動保

護區，希望可以多分享保護區的實例管理 

CR0804-19 各處交流或綜合的討論 

CR0804-20 加強保護留區存在之必要理由 

CR0804-21 實際執行經營管理計畫的困難、經驗與如何回饋改善 

CR0804-22 提供更多的現場人員名額 

CR0804-23 如何找出目標物種 

CR0804-24 1. 關於法律問題，因實際接觸第一線的是縣市政府等，對法規之

是的認識較缺乏 

2. 對如何讓民眾知悉，即發新聞稿等 

CR0804-25 法規及處分實例與執法技巧 

CR0804-26 希望能有多些成功或失敗實例課程，如所遇到相關重大問題及解

決方式等實例參考 

CR0804-27 實際執法案例分享及檢討，執法方式是否妥適 

CR0804-28 新聞稿的撰寫、行政罰法相關法規課程 

CR0804-29 從業人員對於違法案件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CR0804-30 法規執行的細節 

CR0804-31 實際案例；法規內容 

CR0804-33 相關的法律課程及實際操作的流程需再加強 

CR0804-34 生態維護與社區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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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0804-35 增加現場實務上的法律問題以解決執行面 

CR0804-36 法規實際案例課程建議增加 

CR0804-37 無意見 

CR0804-38 經營管理與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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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課者帶領課程活動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強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4-01 強化相對應理論之實務執行方法，讓學員回到工作中還能用得上

CR0804-02 在下午的時段 (1-3 點) 可能要排稍具動態性的課程及活動 (可能

的話) 

CR0804-03 單堂課的內容可以再簡化或深入，例如環境溝通課程可以拆成許

多深入實用的課程 

CR0804-05 課程授課時間約 1.5 小時內 

CR0804-06 行政罰 

CR0804-07 時間控制 

CR0804-13 時間的掌控需加強。課程時間安排不佳 

CR0804-14 時間的掌握上較不適當，過長的授課時間令人難以專心 

CR0804-15 時間安排 (內容相當充實、緊湊，但可能過長，致注意力下降) 

CR0804-19 時間掌握儘量不要 2 小時 (或更久) 才休息；夜間課程可能考慮適

宜性 

CR0804-20 討論個案時，可以多著墨實際發生的問題 

CR0804-27 輔導活動課程者，可適時對分組討論內容丟一些可思考之意見 

CR0804-32 或許拆開部份課程，加強各課程的深度並延長時間 

CR0804-33 很棒，暫時認為無須加強的地方 

CR0804-34 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加強維護與管制 

CR0804-37 不然 

 

 



39 
 

4. 我希望下次舉辦研習活動有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4-01 1. 社區參與經營管理工作坊之操作 

2. 傳統領域、保護區共管工作坊 

3. 實務管理個案研討與創新方案發展方法 

CR0804-02 保護區、保留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四種

的不同 (例如：有的有分區經營，有的無分區，有的有罰則，有

的無等等) 

CR0804-05 行銷及溝通能力建構，法規執行業務 

CR0804-06 行政罰 

CR0804-07 現場實例踏勘、實例檢討、執法面向、法規限制 

CR0804-10 保護留區入口管制及未申請進入行為處罰之配套措施，及法規執

行探討 

CR0804-11 新聞稿之撰寫與發布，相關法規裁罰之訓練，談判的技巧 

CR0804-12 棲地管理營造及生態課程 

CR0804-14 實際執行上的案例探討等 

CR0804-15 行銷 (活動之推廣、宣傳方案；保育概念之推廣，如何把「保護

區」代表的意涵推銷給大眾) 

CR0804-19 行銷或宣傳課程、績效評估、保護留區實務經驗參訪，例如八林

管處巡迴 

CR0804-20 增進與民眾或社團溝通能力之課程 

CR0804-21 除法規相關之外，另有實地執法例子或經驗分享等 

CR0804-23 如果可以可否下各處，針對各保護區，對經營現場人員、承辦、

主管上課，引導該處保護區保育方向、方法、SWOT 分析等 

CR0804-24 法律以及新聞稿之發布 

CR0804-25 1. 生態變遷及環境危機處理 

2. 生態解說技巧訓練 

CR0804-26 挑選經營管理規劃良善或完成度高的保護留區觀摩，實地的互相

學習、討論 

CR0804-27 實地參觀 

CR0804-28 能夠增加現場實務管理流程。希望能夠舉辦高階文官的研習課

程，讓單位高階文官能夠更瞭解保護 (留) 區之經營管理，更提高

長官支持的態度 

CR0804-29 保護 (留) 區管理站功能及執行作法 

CR0804-30 如何在有效的人力及有限的經費達到經營自然保留區的目標 

CR0804-34 生態與保育研習班課程 

CR0804-37 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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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意見與建議 

問卷編號 內容 

CR0804-01 經營管理計畫到底怎麼產生？是管理處承辦一人的責任嗎？還是

要有一套流程架構去產生。那這套 framework 是什麼？保護區應

有全國目標 (量化)，再 downscale 到地區。地區性保育目標應有

延伸自全國架構的主目標，再加上因地制宜加上的地區性目標。

全國保護區系統規劃目標建議先說明，且應規劃有全國性之監測

項目加上地區性。是否連結永續發展指標。 

CR0804-02 針對老師及長官，於上課前先介紹給大家認識 

CR0804-07 1. 縣市政府人員參與較少，宜納入管考。 

2. 訓練場域較遠，課程時間宜再調整 

CR0804-12 課程表可放在網站上供瞭解，此次活動偏向工作坊而非課程 

CR0804-15 國外經驗參考借鏡 (優缺點皆可) 

CR0804-19 感謝各位辛苦的講師及工作夥伴 

CR0804-22 謝謝 

CR0804-37 兩夜三天 

 

 

(二) 主題研習：保護區人為干擾及遊憩管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20110721) (N=28) 

 

整體滿意度：平均值：5.15 

同意度 (比例)：0.98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性別 男 女 

 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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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 

年齡 20 以下 20-30 31-40 41-50 51-60 61 以上 

 0 6 11 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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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科系 

畢業科系 森林 生演 教育 農業 漁業 公管 生化 生物 生態 植物 園藝 觀光 未填

 10 2 2 2 2 1 1 1 1 1 1 1 2 

 

 
 

4. 人力分配 

人力分配 1 人 2 人以上 未填 

 3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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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以上承辦人員人數狀況 (N=19) 

承辦人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未填 

 11 4 1 1 2 

 

 

 

兩人以上現場人員人數狀況 (N=19) 

現場人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未填 

 3 3 1 6 0 3 1 2 

 

 

 

其中約聘人員人數 (N=19) 

約聘人員 0 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未填 

 2 0 1 0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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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份 

身份 縣市政府 林務單位 學者專家 其他機關 相關團體 其他 

 5 18 2 1 1 1 

 

 
 

縣市政府人員性質 (N=5) 

縣市政府 現場人員 承辦人員 主管 現場兼承辦 

 0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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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單位人員性質 (N=18) 

林務單位 現場人員 承辦人員 主管 現場兼承辦 

 2 1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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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意度調查 (N=28) 

 同意程度 (百分比) 

 6 5 4 3 2 1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講員的整體表現佳 25.0 64.3 10.7 0 0 0 5.14 28 1

2. 講座內容對我有幫

助 
28.6 35.7 28.6 7.1 0 0 4.86 26 0.93

3. 講員的整體表現佳 28.6 60.7 10.7 0 0 0 5.18 28 1

4. 講座內容對我有幫

助 
35.7 46.4 14.3 3.6 0 0 5.14 27 0.96

5. 活動有助於瞭解保

護區人為干擾與遊憩

壓力的新知 

35.7 50.0 14.3 0 0 0 5.21 28 1

6. 活動內容有助於與

其他保護區人員交流 
35.7 50.0 14.3 0 0 0 5.21 28 1

7. 整體而言，我對於

本次活動感到滿意 
28.6 71.4 0 0 0 0 5.29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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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性問題 

1. 我認為參加本次活動最有收穫的是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721-03 釐清某些實作的方法：例如選指標或策略的重點。 

wksp0721-04 保育知識 

wksp0721-07 瞭解新的經營架構 

wksp0721-08 瞭解一些經營管理之方法及國外案例可參考；相關人員交流 

wksp0721-10 訂定管理目標及問題解決方式 

wksp0721-11 VERP 相關作法及步驟 

wksp0721-15 VERP 的認識 

wksp0721-17 遊憩管理觀念與思維 

wksp0721-18 VERP 及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wksp0721-19 對 VERP 的初步瞭解 

wksp0721-20 瞭解國際上保護區現況對干擾的因應與目標訂定 

wksp0721-21 VERP 新的評估、決策指標 

wksp0721-22 Gaining new knowledge 

wksp0721-23 不同國家經驗分享 

wksp0721-24 對保護 (留) 區的經營管理有更多利用的思維 

wksp0721-25 可瞭解 VERP 的重要性 

 

2. 我認為本次活動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721-01 執法策略、監測技術、巡護技術 

wksp0721-03 多討論時間 

wksp0721-05 意見交流時間 

wksp0721-07 邀請原住民團體參加研習 

wksp0721-08 實際遇到實務問題時，是否已有其他單位已知措施供參 (例如今

日澎湖之分享) 

wksp0721-11 何種保護區適合 VERP 或遊憩 

wksp0721-15 實例可增加 

wksp0721-18 各單位執行遇壓力及困難案件探討 

wksp0721-19 個案研討、爭議事件實務討論 

wksp0721-20 增加東南亞 (與 US 文化環境) 的 case 

wksp0721-21 公務部門之間溝通技巧、舉例熱帶國家保護區經營管理策略 

wksp0721-23 社區參與及當地民眾對保護留區利益均享案例分享 

wksp0721-24 對成功的案例更多的分享並提供資料參考 

wksp0721-25 課程較短，建議增加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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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希望下次舉辦研習活動有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721-03 針對臺灣個案的討論分析 

wksp0721-19 個案研討、爭議事件實務討論 

wksp0721-20 承辦執法與經營管理案例分享，與會的其他人一起評析意見交流

wksp0721-21 林管處高階主管保護區經營管理知能培力 

wksp0721-23 在地文化、共管經驗共享 

wksp0721-25 現場實際參與較佳 

 

4. 其他意見與建議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721-03 感謝，辛苦了 

wksp0721-08 心得交流部份可再增加 

wksp0721-19 很有收穫，謝謝。另王老師很不錯，可邀請擔任講者。 

wksp0721-20 講授內容經教授同意下放自然保育網站，提供無法前來的同事或

其他保育機關 (例如國家公園) 參考 

wksp0721-23 會議通知時間倉促，縣市政府出席人員太少，很可惜 

 

(三) 主題研習：保護區與社區保育工作坊滿意度調查問卷 (201108023-0825) 

(N=27) 

 

整體滿意度：平均值：4.25 

同意度 (比例)：0.87 

 

一、滿意度調查 

I. 預期目標達成程度 

同意程度 (百分比) 
 

5 4 3 2 1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我能了解《生物多樣性公

約》之「劃設與加強區域性

保護區網絡和跨疆界保護

區」的理念 

37.0 48.1 14.8 0.0 0.0 4.22 23 0.85 

2. 工作坊協助我「促進保護

區的公平性與共享利益」 
33.3 55.6 3.7 7.4 0.0 4.15 24 0.89 

3. 我瞭解保護區六大類型及

其不同保育目標與工作項目 
29.6 59.3 11.1 0.0 0.0 4.19 24 0.89 

4. 工作坊協助我提昇保護區

人員專業知能工具 
33.3 55.6 11.1 0.0 0.0 4.22 2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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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為後續保護區強化與確

保權益關係人之參與提供先

備知識 

48.1 40.7 7.4 3.7 0.0 4.33 24 0.89 

6. 提供台灣保護區人員與國

際保育事務接軌與議題討論

之第一手機會 

44.4 51.9 3.7 0.0 0.0 4.41 26 0.96 

7. 我對「協同經營管理/共

管」的威脅與憂慮降低 
14.8 29.6 37.0 14.8 3.7 3.37 1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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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作坊內容架構設計 

同意程度 (百分比) 
 

5 4 3 2 1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課程(分享案例、討論、實

作等單元) 時間恰當充足 
22.2 44.4 29.6 3.7 0.0 3.85 18 0.67 

2. 工作坊主軸架構、順序與

邏輯合宜 
29.6 51.9 18.5 0.0 0.0 4.11 22 0.81 

3. 工作坊內容實用程度合宜 33.3 48.1 18.5 0.0 0.0 4.15 22 0.81 

4. 國際講員專業與實務豐富 74.1 22.2 3.7 0.0 0.0 4.70 26 0.96 

5. 手冊內容翻譯協助我了解

近期國際資訊與理念 
55.6 29.6 14.8 0.0 0.0 4.41 23 0.85 

6. 口譯服務是我具體了解內

容的關鍵 
40.7 48.1 11.1 0.0 0.0 4.30 24 0.89 

7. 活動內容有助於與其他保

護區人員交流 
40.7 51.9 7.4 0.0 0.0 4.33 25 0.93 

8. 教 具 、 玩 具 等 有 助 於

team-building, 展 現 善 意 及

友誼建立 

29.6 40.7 22.2 3.7 3.7 3.89 1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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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滿意度 

同意程度 (百分比) 
 

5 4 3 2 1 
平均數

同意度 

(人數) 

同意度

(比例)

1. 時間安排 22.2 66.7 7.4 3.7 0.0 4.07 24 0.89 

2. 場地安排 40.7 48.1 7.4 3.7 0.0 4.26 24 0.89 

3. 線上報名、確認、與報到

安排 
37.0 51.9 7.4 3.7 0.0 4.22 24 0.89 

4. 工作人員安排（友善、即

時、信實等） 
55.6 40.7 0.0 0.0 0.0 4.58 26 1.00 

5. 餐點茶敘安排 48.1 44.4 3.7 0.0 3.7 4.33 25 0.93 

6. 休息時間合宜 25.9 55.6 18.5 0.0 0.0 4.07 22 0.81 

7. 講員的整體表現佳 66.7 33.3 0.0 0.0 0.0 4.67 27 1.00 

8. 講座內容對我有幫助 59.3 37.0 3.7 0.0 0.0 4.56 26 0.96 

9. 整體而言，我對本次活動

感到滿意 
66.7 29.6 3.7 0.0 0.0 4.63 26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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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性問題 

1. 請簡述您參與此次工作坊最大的動機或期待：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1 保護區機制的改善 

wksp0825-02 學習 

wksp0825-03 瞭解社區保育可能的空間 

wksp0825-05 和未來參與的社區面對面開誠佈公的討論有相關的土地及未來 

wksp0825-06 現有保護留區確實的檢討與改善策略 

wksp0825-07 瞭解社區保育的精神 

wksp0825-08 瞭解保護區經營管理新知識 

wksp0825-10 業務交流、獲得新知 

wksp0825-11 瞭解國際趨勢、實做案例的學習、與其他機關交流 

wksp0825-12 認識 Dr. Ashish，聽國際學長之演講 

wksp0825-13 ICCA 的實行案例 

wksp0825-14 取得國際經驗及國內其他夥伴案例分享 

wksp0825-15 瞭解國際趨勢、某些可採行方式運用至業務上 

wksp0825-16 印度學者 Ashish&Neema 的分享(著重案例) 

wksp0825-17 ICCA 如何操作 

wksp0825-18 瞭解國外在社區與在地原住民對保護區的保育操作 

wksp0825-19 全體對保育概念 

wksp0825-20 瞭解 ICCA 及其推動之方式 

wksp0825-21 增加社區保育的國際概念 

wksp0825-22 瞭解國際趨勢 

wksp0825-23 可至部落或在地居民的地區辦理，更可以增加工作坊溝通平台 

wksp0825-24 了解更多有關保護區經營管理實務及理論 

wksp0825-25 推行保護留區業務時能有新思考方向及尋求有疑義時能解決之

途徑 

wksp0825-26 瞭解公務人員對 ICCAs 的回應 

wksp0825-27 提供共管的方向及做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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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認為參加本次工作坊最有收穫的是：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1 ICCA 的推動 

wksp0825-02 知道 ICCA 的理念 

wksp0825-03 瞭解共管及 ICCA 之可能性及各社區狀況 

wksp0825-05 瞭解 ICCA 的可行性 

wksp0825-06 ICCAs 的認識、部落社區的分享 

wksp0825-07 瞭解 ICCAs 的功能，降低對原住民部落自治的一律 

wksp0825-08 學習新的知識(ICCA、共管) 

wksp0825-10 夥伴交流經驗、對治理、ICCA 更熟悉 

wksp0825-11 認識 ICCAs，與各位學員的交流，交換經驗 

wksp0825-13 Team Building 

wksp0825-14 唯有相信 ICCA 才能達成 ICCA、建立互信機制、態度決定政策

之推行 

wksp0825-15 各單位 Pas 的經營管理與 ICCAs 例子分享 

wksp0825-16 知道 ICCA 的理念及 IUCN 保護區分類；台灣個案討論 

wksp0825-17 國外 ICCA 操作成功案例 

wksp0825-18 接受(認同)ICCA 

wksp0825-19 保育會議交流 

wksp0825-20 保育(護)區新觀念 

wksp0825-21 保護區的治理類型&ICCAs 

wksp0825-22 瞭解 ICCA 的發展及定義 

wksp0825-23 讓我知道 ICCAs 整體架構 

wksp0825-24 瞭解國外實務案例及操作 

wksp0825-25 瞭解 IUCN 中 ICCA 操作及尋求經營計畫後續可提供解決方式 

wksp0825-26 Ashish and Neema 的分享；台灣個案的討論 

wksp0825-27 國際經驗、不同單位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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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本次工作坊可以再增加的是：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1 環境信託 

wksp0825-02 邀請案例朋友參與 

wksp0825-03 台灣各地重要社區環境背景資料之收集呈現列表 

wksp0825-04 社區的夥伴參與 

wksp0825-05 針對各參與本項工作的社區進行工作坊訓練及輔導 

wksp0825-11 真正單一或兩個實際例子運用，分享。是否更能聚焦。 

wksp0825-14 不同公部門在本項業務之努力，案例 

wksp0825-15 實例分享及探討 

wksp0825-16 案例討論及實作(類似分組活動)的構思 

wksp0825-17 增加社區有意願加入 ICCA 參與 

wksp0825-18 在地社群的聲音 

wksp0825-19 保育管理方面常識 

wksp0825-20 海洋部分 

wksp0825-21 更多個案的細節、ICCAs 的更細節內容 

wksp0825-22 戶外參訪實地到部落或社區了解 

wksp0825-23 可以更多邀請部落組織 NGO 雙向溝通，更可貼近在地居民的聲

音而不是官員們的自我意識 

wksp0825-24 國際及國內保護區經營管理的連結 

wksp0825-25 各保護留區，文化課程，了解各族各地文化，才不會有政策無法

落實 

wksp0825-26 原住民及在地社區居民的場次 

wksp0825-27 加入更多 NGO 及社區團體，培訓政府人員與社區人員之溝通平

台、技巧(如何說服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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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認為此類引進 IUCN 國際講師、保護區協同經營管理的研習有必要嗎？ 

全數 (N=27) 認為有必要。 

 

我希望下次舉辦研習活動有：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1 環境信託的實例 

wksp0825-04 社區的夥伴參與 

wksp0825-08 國外類似成功案例的社區或原民分享經驗 

wksp0825-11 保護區區域的實際參訪與評估工作坊 

wksp0825-14 保護區經營管理「主管」對象 

wksp0825-16 國外的 ICCA 團體、實例及歷程分享 

wksp0825-19 IUCN 參與 

wksp0825-25 不知道 

wksp0825-27 具體做法，實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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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類工作坊建議邀請參與及對話的單位或團體：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1 政府各相關環境(保)主管單位 

wksp0825-02 原住民團體、NGO 

wksp0825-03 代表性社區代表 

wksp0825-05 在地社區 

wksp0825-06 原民會 

wksp0825-07 保育與林業業務應相輔相成，建議下次可邀請管理林政的主事

者，透過觀念的交流，促進修法 

wksp0825-08 建議廣泛納入縣市政府相關人員參加工作坊(ICCA 可應用在無

保護區縣市政府) 

wksp0825-09 社區、更多主體單位、NGO 

wksp0825-11 有經驗之專家 

wksp0825-13 原民會 

wksp0825-14 縣市鄉鎮公部門團體、原住民團體、原民會、社區執行人員 

wksp0825-15 林試所、特生、社區 

wksp0825-16 原住民或社區實際操作團體 

wksp0825-17 台灣成功案例操作說明 

wksp0825-18 在保護區賦進社群、社區(已在操作保育工作) 

wksp0825-19 公部門、社區、民間 

wksp0825-20 本次參加以林務局同仁為主，地方政府參與不夠踴躍，請加強邀

請地方政府參加 

wksp0825-21 保護區管理單位的課長層級 

wksp0825-23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各縣府原民處(局)、在地組織(NGO) 

wksp0825-24 原住民社區 

wksp0825-27 寶來觀光協會、寶來重建協會等申請社區林業計畫有成之團體、

茂林社區協會 

 

6. 其他意見與建議 

問卷編號 內容 

wksp0825-05 ICCA 陪伴團體 

wksp0825-19 本次研習課程非常滿意 

wksp0825-23 ICCAs 課程，應於部落建立工作坊、交流平台、並給予落居民教

育 ICCAs，自主性保護山林 

wksp0825-27 室內課程太多，難得邀請大家來台東，卻都待在會議室中，希望

能參訪當地實例；餐點太多冰了(很多人不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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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整本計畫所執行之結果與前述相關議題的討論，提出以下結論： 

 

(一) 依照 98-100 年保護區管理成效評估的結果，針對保護區人員的弱項 (需關注於解

決的關鍵但卻薄弱的能力，以減輕保護區的嚴重威脅)持續分析並能力建構目標，

成為下一階段人員成長的環節。 

(二) 研擬規劃完整的能力建構行動綱領，於政策面予以支援的基礎。 

(三) 持續邀請與保護區相關但來自不同領域多元人員參與，以融入不同層次的專業知

識。 

(四) 發展行動時，同時考量對個人及組織層面的能力建構，並根據評估和現有資源的範

籌，適時加入社會層面的能力建構，當成具體行動之達成。 

(五) 未來強調自我評估的取向，融入於個人年度工作與考評項目，使保護區工作人員和

管理人員，可了解自己對保護區管理的能力需求和限制。 

(六) 確保高層管理對此方案的支持，也可針對高層人員進行能力建構的需求評估，並以

其評估的結果與其保持互動，尋求支持。 

(七) 確保能力建構的計劃能納入國家的預算過程，以增加計劃實施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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