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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Indicator

指數 Index

尺度/度量 Metric

量度/測量Measure

• 一種量測尺度，依據有效數據來
表示相關資訊的狀態。

• 通常不只反映此量測對象，而可
回應較廣泛的相關議題 (目的導向)

• Ex: 紅皮書指數、生態足跡

• 一種數值尺度，用以比較不同
地點與時間的數據，或與其參
考值進行比較。

• Ex: 保護區面積比率、外來入
侵種種數。

• 一套測量系統或測量標準
• Ex: 公制、英制

• 用以表示量測對象之大小、數量、
與程度的數值

• Ex: 公尺、公斤、公頃、公噸等。



生物多樣性指標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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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產物
與服務所提
供之福祉

農業與食物的
基因多樣性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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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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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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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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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指標 — 國際發展趨勢
•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 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惠益均享1993

• Rio +10, 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2)
• 締約方大會通過行動策略計劃2002

• 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
• 積極採取適當措施，減緩生物多樣性之喪失2004
• BIP成立
• 發展永續監測的指標系統，掌握不同空間尺度的變化趨勢，

以檢討改進多樣性保育與經營的參考依據。
2007

• 愛知目標2011-2050
• GBO-3: 全球生物多樣性之喪失已達臨界點。2010
• GBO-4:各國現況仍遠落後2010所訂的目標。
• 56項子目標:未落後(5)，緩慢進展(33)、無進展(10)、惡化

(5)、未評估(3)。
2014



生物多樣性指標—國內發展趨勢

2001
• 行政院推出《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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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項指標。（持續被檢討與更新）

2010

• 林務局評估2005所建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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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難以長期執行）

2011

• 依據愛知目標之五大策略與20個標題目標開始修正並檢討現有生物多
樣性行動方案。

2013

• 推動方案新版定案，但因少數工作項目有疑慮，各部會大多未能依指
標所要求事項填寫，故新版目前尚未執行。

2014

• 聯合國發佈「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作為未來15年的國際發展進程。
永續會於第39次工作會議決議各組行動方案需再依SDG作滾動修訂。

如何發展指標? 如何評估指標?

Q1 Q2



如何發展指標?

PURPOSE
確認關鍵問題

與指標用途

PRODUCTION
建構實用性指標

之關鍵程序

PERMANENT
確保指標之永續性

指標發展與運用
架構圖



生物多樣性
監測系統

生物多樣性
報告系統

Iterative Processes

指標發展與運用
架構圖

如何評估指標的適切性?



生物多樣性指標訂定原則—國際上
• 蒐集BIP、生態健康指標篩選手冊、紐西蘭、歐盟的實用性指標篩選原則報告

BIP

• 科學有效性

• 連結使用者需求

• 具有信度與效度的
資料來源

• 易理解

• 實用性

• 永續性

• 國際化

生態健康指標篩選手冊

經營層面
• 易於使用與理解
• 能與議題相關
• 具科學有效性
• 指標能定量
• 成本方面可讓指標使

用者接受
科學角度
• 對環境變遷敏感度高
• 易於掌握
• 能廣泛應用於各類型

地理環境與生態系統
• 指標能量化
• 具備指標基準

紐西蘭

• 重要性
• 可解釋性
• 政策相關性與適

切性
• 國際一致性
• 具有理論基礎
• 統計要件
• 可重複性與可信

賴度
• 相容性
• 可調整性
• 經濟性

歐盟

• 與政策之相關性與意義
• 與生物多樣性之相關性

是否連結使用者需求
• 達成目標之程度
• 健全之方法論
• 可接受性與可理解的
• 持續且規律的進行資料

蒐集
• 空間代表性
• 時間趨勢
• 國際間可比較性
• 反映變化的敏感度

整合之生物多樣性指標訂定原則

是否能回應
議題

連結使用者
需求

易理解

資料面

具有信度與
效度的資料

來源

實用性

永續性

永續性

國際化

國際化



• 易理解：使用者直觀即能理解此指標所反映的量測值

• 連結使用者需求：指標可確實反映目標議題之核心問題， 對議題變化敏感度高

• 具有信度與效度的資料來源：指標具長期蒐集與運用的潛力？指標經科學驗證基

礎確認？資料蒐集步驟標準化？

• 實用性：指標量測方法正確性、精準度、可重複性、資料蒐集經濟效益？

• 永續性：專門的負責單位(主辦單位)? 國際間有對口單位？

• 國際化：指標易於被接受與量測? 具國際上使用的普遍性?

整合之生物多樣性指標訂定原則

生物多樣性指標之預期功效
1. 協助了解生物多樣性過去與現在之狀態，探討生物多樣性改變

之可能原因。

2. 協助判斷目標議題之最適目的、策略與行動方案，而達到將目
標議題與相對應的策略作具體連結。

3. 透過不同的溝通管道與形式，提升目標議題被認知的廣泛程度。

4. 追蹤達成全球性、區域性與國家級之生物多樣性策略目標
(target)之成效與進展。

5. 於整體的適應性管理架構中，協助評估策略決斷與執行之進展
與成效。



計畫之整體目標

1. 檢討與改善國內生物多樣性指標，新增國際上廣推之指標
• 依據指標評估與篩選原則(目的性、資料面、實用性、國際

化、永續性)

檢討與改善國內現有之生物多樣性指標

• 本土生物物種

多樣性

• 受威脅物種

• 入侵外來種

• 物種豐度趨勢

• 珊瑚礁覆蓋

面積

• 基因多樣性

• 漁獲量(過漁)

• 陸域綠資源面

積比

• 濕地面積

• 保護區面積比

(海域/陸域)

• 災害敏感地比

• 農漁牧用地

• 基因多樣性

• 生態足跡

生物多樣性面向

• 特定外來植物覆蓋面積

• 特定外來入侵種種數

• 生態敏感地比

• 保護區佔總陸域面積比率

• 海洋保護區

國土利用面向

• 森林覆蓋之土地面積比

• 天然海岸比例

• 天然海岸線損失比

林務局13項指標 永續會8項指標

• 權責單位(資料彙
整、蒐集與提供)

• 指標分類(PSBR)
• 定義(內涵)

• 計算方法
• 現況說明

• 指標實用性評估分
析

永續會行動方案107項KPI

愛知五大策略目標: 

A.透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和社會的
主流，解決生樣性喪失的根本原因
(14項 KPI)

B.減輕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力和促進永
續利用(49項 KPI)

C.護生態系、物種和基因多樣性以改善
的狀況(16項 KPI)

D.提高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帶來的惠益
(11項 KPI)

E.透過參與性規劃、知識管理和能力建
設強化執行工作(17項 KPI)



計畫之整體目標

2. 建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發展架構，掌握國家生物多樣性現
況與變化
• BIP之指標發展架構為核心
• 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為基礎
• 配合監測資料與各部會、研究機關所蒐集之資料

3. 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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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指標與系統規劃架構圖

生物多樣性指標架構圖

愛

知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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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面



104.7.2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 會議討論與建議：針對陸域現有指標提出改善



104.7.2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 會議討論與建議：針對陸域新增指標提出建議

指標名稱 改善建議

特定物種豐富度_鳥類
• 建議納入黑面琵鷺每年普查數量
• 建議納入植物(避免所有特定物種皆為動物)
• 建議可優先發展成「Wild Index for habitat specialists」

特定物種豐富度_兩棲類 • 建議中央政府應增列生態保育經費
• 建議學會或特生中心或林務局作負責單位

特定物種豐富度_蝶類
• 政府機關(目前林務局，未來環資部)應編列更多預算及投入資源
• 建議增加蜻蜓(水域無脊椎動物代表)、螞蟻(土棲昆蟲)、步行蟲、金花蟲科昆蟲
• 建議增加紫斑蝶指數(MRR)監測，委由台灣昆蟲學會或台灣紫斑蝶保育學會辦理

氣候變遷對鳥類影響 • 建議將蝴蝶也列入監測項目
• 建議增加氣候變遷對高山植物的影響(可考慮納入長期生態樣區─森林動態)

104.7.2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 結論
1. 專家與部會機關大多認同研究團隊遴選之陸域優先指標：

特定物種(鳥類、蝶類、兩棲類)、氣候變遷對鳥類之影響、陸域綠資源

外來入侵種、陸域保護區

2. 優先指標之細項指標將於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9月)討論

3. 透過檢討現有指標與評估新增指標的可行性，作為未來修訂行動方案的參

考

4. 指標能否確實反映目標議題，關鍵在於資料是否具可信度與效度、並有長

期監測及負責單位。



指標發展之評估
外來入侵種、陸域綠資源、特定物種豐富度、陸域保護區、
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對應目標 內容

愛知目標
策略目標B：減輕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促進永續利用

子目標9：2020年，防止了已知瀕危物種免遭滅絕，並改善族群數量下滑最嚴重的物種的保育狀況。

生物多樣性

行動策略

(KPI)

D41010 建置外來種輸出入管理機制（包括物種輸出入管理及檢疫措施）D41011 至遲於2015 年完成設置跨部會外來入

侵種管理工作組，加強橫向聯繫與分工。D41020 建立外來種輸入風險評估及引入生態影響評估體系，並將評估結果據以

擬定監（偵）測及防治策略D41030 建立外來種監（偵）測、鑑定及早期預警機制，包含輸入之外來種後續追蹤管理（含

寵物管理）D41031 強化管理已入侵物種的能力，尤其是辨識、市場管制與防治管理的能力。(含寵物、水產養殖及觀賞

水族)D41040 強化外來種走私查緝D41050 入侵種生物防治：（1）研擬新入侵生物緊急撲滅計畫，並聯合地方政府定期

演習。（2）建立已入侵生物長期防治計畫，將入侵種造成之經濟損失及生態衝擊降至最小 D41060 建立名錄：（1）建

立國內外來及入侵生物清單，研析生態、經濟危害及管理策略。（2）建立國際高風險入侵種生物清單，研析入侵管道及

預防入侵措施(至遲於2015 年，協調、排訂一份外來入侵種的清單，納入海關、郵局、海巡署及(或)防檢局的管制系統)(通

報系統與民眾教育廣宣)

D41061 至遲於2016 年補足外來入侵種的法規缺口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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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採取緊急動作終止受保護動植物遭到盜採、盜獵與非法走私，並解決非法野生生物產品的供需。

指標: 外來入侵種



指標: 外來入侵種
• 意義: 外來種或入侵種之種數與分布範圍之變動(以鄉鎮市為基本調查單位，若有

更細尺度之調查資料則以更細尺度之資料為準)。

• 內涵: 外來種若成為入侵種不但影響本土生物多樣性，並會造成經濟損失與威脅民
眾健康安全，需要監測並加以防治。

• 外來入侵種定義: 已於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環境中建立穩定族群，並可能進而威脅原
生生物多樣性的物種。除了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對人類健康、經濟亦有影響者。

• 外來入侵種種數: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邀集各部會及學者專家研商入侵種生物管理
事宜，決議選定21種(93年起)外來入侵種生物，並依防治急迫性分優先防治、長
期管理及觀察、監測或評估中做宣導、監測或防治等管理。

•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年度統計報表-重要生物多樣性統計項目。各縣市、各土
地類型小花蔓澤蘭覆蓋率、紅火蟻發生區域。

指標: 入侵外來種



指標: 入侵外來種

指標: 特定外來入侵種種數



鑑於外來種生物傳入國內後，可能對國內生態環境、經濟造成
衝擊及危害，經專家評估防治之急迫性分為3類21種:

優先防治之
入侵種(5)

農委會
主辦機關

入侵紅火蟻 防檢局

刺桐釉小蜂 林務局

蘇鐵白輪盾
介殼蟲

防檢局

小花蔓澤蘭 林務局

香澤蘭 林務局

長期管理之
入侵種(8)

農委會
主辦機關

緬甸小鼠 防檢局

松材線蟲 林務局

中國梨木蝨 防檢局

福壽螺 防檢局

河殼菜蛤 特生中心

布袋蓮 農田水利處

銀合歡 林務局

猪草 農糧署

觀察、監測或評
估之入侵種(8)

農委會
主辦機關

多線南蜥 特生中心

沙氏變色蜥 林務局

亞洲錦蛙 林務局

白尾巴哥 林務局

輝椋鳥 林務局

琵琶鼠 漁業署

魚虎 漁業署

美洲螯蝦 漁業署

指標評估─ 外來入侵種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透過入侵種數的

調查，評估其對

我國生物多樣性

威脅狀況

• 資料現況：

1. 每年外來入侵種種數皆維持不變

2. 目前僅監測2種外來入侵種(小花蔓澤蘭、紅火蟻)

3. 紅火蟻無每個年份之資料

• 所需資料：外來種或入侵種之種數名錄與分布資料

• 資料提供單位：

1.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 主辦單位：

農委會林

務局、動

植物防檢

局

• 全球、區域、

國家層級多有

相關指標

※每年外來入侵種種數皆維持不變每三至五年舉辦專家會議修正種數。

※小花蔓澤蘭由各縣市作調查，信度有待商榷建立資料檢核機制

※ 目前僅監測2種外來入侵種依據海域、陸域、淡水區域進行物種分布、繁殖及棲地利用

之監測調查。

指標

討論



外來入侵種—
永續會生物多樣性行動方案績效指標監測項目

SDG細項目標 建議工作項目(草案)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主(協)辦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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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1050 入侵種生物
防治：（1）研擬新
入侵生物緊急撲滅計
畫，並聯合地方政府
定期演習。（2）建
立已入侵生物長期防
治計畫，將入侵種造
成之經濟損失及生態
衝擊降至最小

農委會 /環保署、
各部會/

林務局/防檢局、特
生中心、各試驗所、
各改良場

1.辦理或執行已入侵
生物防治計畫之物種
數、地區數及撲滅案
件數。
2.已入侵生物分布範
圍或數量減少比例或
數量。

D41020 建立外來種
輸入風險評估及引入
生態影響評估體系，
並將評估結果據以擬
定監（偵）測及防治
策略

農委會/環保署
林務局/防檢局、特
生中心、各試驗所、
各改良場

1.執行外來種監（偵

測）及防治計畫數。

2.經過風險評估之潛

在外來入侵種種數。

3.擬定監測方案之潛

在外來入侵種種數。

特定外來入侵種歷年來數量與分布趨勢：
透過了解外來入侵種的分布現況、繁殖及棲地利用，探討對原生物
種帶來的影響，進行控制與監測。

參考資料：楊懿如
(2014)台灣外來種斑腿
樹蛙的分布與監測

2012年調查18縣市、
153個鄉鎮區與1212個
樣區，其中有395個樣
區發現斑腿樹蛙
(32.6%)，從2011-2013
年整體分布比例上升至
63.2%，顯示斑腿樹蛙
仍持續擴散中。



指標─陸域綠資源覆蓋面積
對應目標 內容

愛知目標

策略目標B：減輕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促進永續利用

子目標5：至遲於2020年，減少所有自然棲地至少一半的喪失速度，包括森林，並大

幅減緩退化與破碎化，可能的話降低到接近零

生物多樣性

行動策略

KPI

D21020 完成陸域、濕地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之規劃，包括監測地點與方式之確定

D21030 每三至五年定期進行陸域、濕地與海洋生物多樣性之監測與評估，以了解其變動之趨

勢及原因，並能研提有效之減輕或保育的管理對策

D00008 建立森林覆蓋面積(NDVI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資料及健康監測評估

SDGs

15.4在西元2030年以前，落實山脈生態系統的保護，包括他們的生物多樣性，以改

善他們提供有關永續發展的有益能力。

15.2在西元2020年以前，進一步落實各式森林的永續管理，終止森林砍伐，恢復遭

到破壞的森林，並讓全球的造林增加x%。

指標 - 陸域綠資源覆蓋面積

• 指標意義：綠資源為生態系重要生產力來源，同時是眾多生物棲息的環境。本
指標監測國家綠資源的變動，同時進一步了解天然與人為等對綠資源的影響。

• 指標定義：陸域環境中綠資源（包含森林、草地、紅樹林等區域）面積。
• 計算方式：永續會(指標基準從1988年開始，計算每年增加與減少的比例。)；

林務局(以第三次森林資源調查資料為基準，從2002年起計算。)
※細部分項：
• 各類綠資源，包括不同型態森林（天然、人造）面積及年轉換率。
• 造林、重建森林與新建森林的面積（reforested、afforested）: 「臺灣地區造

林面積」
• 受天然災害（病蟲害、火災、地震、崩坍地）影響的森林面積比例: 「臺灣地區

森林災害」
• 永續經營森林的比例



永續會指標 –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率

林務局指標 –
陸域綠資源面積

指標評估─陸域綠資源覆蓋面積
回應之議題 資料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透過指標監測國

家綠資源的變動，

了解天然與人為

因素對綠資源的

影響。

• 資料現況：

1. 「陸域綠資源面積指標」以1988年為基準；「森林覆蓋之

土地面積比率指標」以第三次森林資源調查資料為基準，自

2002年起計算。

2.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率」之林地總面積長期幾無變化

3. 若要區分各類森林型與土地覆蓋型，須透過人工判釋

• 所需資料： 各類綠資源面積及面積改變因素

• 資料提供單位：

農委會林務局，農委會林務局農航所

• 主辦單位：

林務局

• 全球、區

域、國家

層級多有

相關指標

※ 陸域綠資源面積之判釋方式與規範尚未統一。
※ 森林資源調查方法各以樣點估算(第三次資源調查)或航空照片判釋(陸域綠資源面積)為準準，
因所依據之方法不同，導致估算所得之面積無法直接進行比較。

指標
討論



森林面積變遷監測機制架構圖
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2008-2012)

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森林覆蓋面積
1,775,766 Ha



2010-2013年林地面積與崩塌地面積

註: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查之林地面積為基準。

2011-2013之森林與各林型面積變化趨勢

2011 2012 2013



對應目標 內容

愛知目標

策略目標E：透過參與性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強化執行工作

子目標19：到2020年，與生物多樣性、其價值和功能，其狀況和趨勢以及其喪失可

能帶來的後果有關的知識、科學基礎和技術已經提昇、廣泛分享和移轉及使用。

生物多樣性

行動策略

D12030加強生物多樣性價值及功能之研究(特別是生態系服務、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

經濟學等)

SDGs 無

指標─特定物種豐富度趨勢

指標─特定物種豐富度趨勢

• 蝶類：蝶類監測計畫自2009執行至今，累積調查蝴蝶217種

22117隻次

• 兩棲類：自2001年至2010年累計已調查1299個網格，約

56,000多筆兩棲類野外調查資料，

• 鳥類：2009年繁殖鳥類調查，共記錄202種，90,912隻次

• 蝙蝠：自2008年至2009年，共捕捉到23種計258隻次的蝙蝠



指標評估─特定物種豐富度趨勢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掌握生物多樣性變化

的過程，以利立即的

因應處置。

• 此指標包含越多物種

的資料(物種豐富度隨

時間的變化)，越能看

出整體生物多樣性的

變化趨勢。

• 資料現況：

1. 針對特定類群(蝴蝶、兩棲類、鳥類、蝙蝠)進

行物種種類與個體數量之監測。

2. 物種監測以志工於樣區調查

3. 長期監測須考慮時間、人力、經費

• 所需資料：物種種類、數量、分布範圍與特有

種名錄

• 資料提供單位：

1. 林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2.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 主辦單位：

農委會、

科技部

• 全球、區

域、國家

層級多有

相關指標

※需針對特定物種進行長期監測並規劃表準調查模式，以提供具有效度指標值。

※ 此指標為了解生物物種多樣性受環境壓力因子(人為開發、棲地破壞、氣候變遷等)影響

的基礎指標。

指標

討論

對應目標 內容

愛知目標

策略目標C：保護生態系、物種和基因多樣性以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狀況

子目標11：至遲於2020年，至少有17%的陸地和內陸水域以及10% 的沿海和海洋區域，尤其

是對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服務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區域，透過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態上有代

表性和相連性好的保護區系統和其他基於保護區的有效保護措施得到保護，並被納入更廣泛的

土地景觀和海洋景觀

生物多樣性

行動策略
D11030檢討現有保護區系統，並定期進行各類保護區成效評估、管考、改善管理策略及廣宣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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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名稱：陸域保護區面積



指標: 陸域保護區面積

• 指標意義：保護區為保存生態系最完整的區域，也代表國家維持生物多樣性
的努力。細部分項監測保護區保存特有種、受威脅種及森林的成效。

• 指標定義：保護區的面積及佔全國面積比例

※細部分項：

• 各類符合IUCN 定義的保護區：嚴格自然保留地、原野地、國家公園、自然紀
念區、棲地／物種管理區、地景／海景保護區、資源管理保護區等數目及其
佔土地面積比例

• 保護區中的特有種、受威脅物種數

• 保護區在不同類型、年齡層、分類及演替階段森林中所佔比例

指標: 陸域保護區面積



指標評估─陸域保護區面積
回應之議題 資料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了解台灣陸地保護

區占總陸域面積的

百分比。

• 資料現況：

1. 指標基準為民國76年

• 所需資料：按IUCN定義

保護區分類以及國內保護

區面積資料

• 資料提供單位：林務局

• 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負責蒐集資

料

• 全球、區域、國家

層級多有相關指標

※ 整體而言，台灣保護區占總陸域面積比率逐年上升。

※ 需要進一步研究，以發展評估保護區特定物種、棲地與經營成效之指標。

指標
討論

保護區指標可能之操作方向
• 面積：現有指標

• 物種：採「指定地區監測」Site Condition Monitoring

• 棲地：採「指定地區監測」Site Condition Monitoring

• 經營成效：採「WCPA保護區經營管理效能評估架構」

意義 • 指定地區以其所保護的自然保育特色：棲地、物種、地貌(地球科學)為劃設依據。

目的 • 指定地區所保護的自然地貌狀況是否良好，管理措施是否能保障長期維持良好狀況。

方法
• 針對各自然地貌，提供一套評估物種健康狀態的「屬性指標(attributes 

indicators)」，再透過田野作業調查棲地的範圍、物種組成、物種族群，以評估該
地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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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保護區內物種_針對特定物種設立之保護區
名稱 保護對象 經營方法 面臨問題

大武台灣油杉

自然保護區
台灣油杉

重點地區設巡邏箱，觀察油杉生長情形。

每年進行台灣油杉漏查木及新生苗調查。

保護區面積過小

林相鬱閉，天然下種更

新困難

台東紅葉村

台東蘇鐵

自然保留區

台東蘇鐵

及生育地

定期及機動巡邏，避免盜獵盜採。

進行白輪盾介殼蟲疫情防治與監測。

台東蘇鐵生育地及漏查木或新生小苗監測。

台東蘇鐵區外復育計畫。

白輪盾介殼蟲感染入侵

指標：保護區內物種_無針對特定物種設立之保護區

名稱 指標名稱 監測內容/物種

金門國家公園 指標物種

植物-食蟲植物

長葉茅膏菜
金錢草
長距挖耳草
絲葉貍藻

植物-稀有植物 水韭

動物-昆蟲 黃邊鳳蝶

動物-海濱動物 三棘鱟

動物-鳥類

鸕鶿
栗喉蜂虎
黑翅鳶
慈湖鳥類群集

動物-哺乳類 水獺



指標：保護區內棲地
• 指標參考：蘇格蘭保護區內的棲地狀況

• 監測棲地，評估棲地健康狀況：184種棲地類型，分九大類

海洋、地質層、沿岸、淡水、高地、濕地、灌叢、森林、草地

棲地類型區分—以大武山
自然保留區為例

• 資料來源: 國家植群圖與第四次國土資源調查

棲地類型 Area(Ha) Area(%)

天然闊葉林 34,482  72.07

天然針葉林 771  1.61

天然針闊混淆林 3,855  8.06

人工林 1,493  3.12

草生地 183  0.38

裸露地 6,400  13.38

農作 33  0.07

水域 619  1.29

道路 5  0.01

建物 8  0.02

總和 47,848  100



指標：保護區經營成效_RAPPAM

• 目的：迅速了解保護區整體經營管理情形，達到達到有效資源分配、

• 方法：以WCPA的經營管理循環(Management Cycle)作主軸， 由權益關係人

(保護區管理者、決策者等)組成評估團隊，以互動式工作坊執行評估並評分

• 評估內容：保護區基本資料調查、壓力與威脅分析、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 指標呈現：各問項評分0~5分(完全符合狀況)，以問卷問項得分呈現

• 來源： WWF, WCPA

指標：保護區經營成效_評估項目
保護區基本資料調查 壓力與威脅 經營管理效能的評估

-保護區名稱

-經營管理目標

-經營管理措施

-相關預算

-經營管理內部問題

-汙染

-物種入侵問題

-生物資源不當利用

-人類入侵與干擾

-開發壓力

-氣候變遷與惡劣環境

-其他

以WCPA架構6大管理元素分

17項主題，超過100個問項，

為方便評估，通常分為14類。

(見下頁)



經營管理元素與其評估主題
經營管理元素 14類評估主題

狀況 (1)生物重要性評估、(2)社經重要性評估、(3)易受損性

規劃 (4)經營管理目標、(5)合法的保護措施、(6)位置的設計與規劃

投入 (7)員工、(8)溝通與資訊 、(9)基礎設施、(10)財務

過程 (11)經營管理計劃、(12)經營管理決策、(13)監測研究與評價

成果 (14)管理結果

依14項主題逐一問項作說明(每一主題可涵蓋多個問項)，
評分類別如下：
• 保護區經營管理現

況完全符合問項情
況=5分(完全正確)

• 大部分符合問項情
況=3分(大多正確)

• 大部分不符合問項
情況=1分(大多不
對)

• 完全不符合問項情
況=0分(完全不對)

以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經營管理要能評估為例



新增指標發展之評估
特定物種豐富度(鳥類、兩棲類、蝶類)、

氣候變遷對鳥類族群的影響

新增指標背景與評估

氣候變遷指標

國內是否有相關資料

有

資料建議蒐集方向
能回應議題?
有專責單位?

資料面(標準化、信/效度)

新增指標

指標可行性評估

全球*3
區域*2
國家*5

共228個指標

指標國際化
評估

指標面向評估

無

特定物種指標

鳥類 蝶類 兩棲類



特定物種指標─鳥類

• 指標名稱：物種的豐度與分布(鳥類與蝶類)

• 指標定義：常見鳥種的數量與分布變化趨勢

• 測量方式：

1.首先選擇具有代表棲地特性之鳥種

2.各國之繁殖鳥類監測模式：於歐洲18個國家長時間進行的繁殖鳥

類調查工作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特定物種指標─鳥類

歐洲的常見鳥類族群變化趨勢(族群數量指標，基準值100 = 1990年)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常見鳥種

森林鳥種

農地鳥種

 歐洲的常見鳥種數有族群數量呈現微量波動起伏的趨勢
 森林鳥類的族群數量近年來有微幅上升的幅度
 農地鳥類的族群數量卻顯著的逐年下降。



國內相關研究
研究 目的 主辦單位 測量方式 現況

台灣繁殖鳥類大調查

(BBS Taiwan)

透過繁殖鳥類監測，促

進鳥類的保育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

定點計數

• 自2009年開始推動的公民科學計畫

• 2014年

監測樣區：294個

野生鳥類分布和數量：47331筆

臺灣鳥類生產力與存

活率監測系統之推動

(MAPS Taiwan)

瞭解不同空間尺度、海

拔、棲地特性下，鳥類

族群生產力及年間存活

率變異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

繫放調查
• 自2009年開始MAPS Taiwan運作

• 中高海拔生產力普遍提高

臺灣外來鳥種監測網

當外來入侵種在野外族

群數量低且分布侷限時，

及時掌握管控關鍵時機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

民眾回報

• 自1994年開始，野鳥協會對野外的

外來種鳥類進行調查

• 2013年總計收集超過1000筆外來鳥類

在野外的分布紀錄

指標可行性評估

以台灣繁殖鳥類大調查(BBS Taiwan)為例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近程]提供更完善的

繁殖鳥類地理分布與

族群狀態資訊

• [遠程]監測繁殖鳥類

族群的變化，促進與

監督臺灣的鳥類與環

境保育

• 資料現況：

2014年蒐集到的臺灣野生鳥類分布和數量資料，

可建立60多種常見繁殖鳥類的族群指標，及代

表整體繁殖鳥類族群狀態的綜合指標

• 研究區域及對象：臺灣全島，鳥類繁殖季

（3~6月）常見日行性繁殖鳥類

• 調查方法：定點計數法

• 取樣調查：分層隨機抽樣

• 目前BBS由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負責

• 全球、區域、

國家層級皆有

針對鳥類豐度

的指標

運用台灣繁殖鳥類大調查資料，未來也許可進一步發展常見繁殖鳥種、保育類鳥種、特有鳥種以

及外來鳥種等指標

指標

討論



特定物種指標─兩棲類

• 指標名稱：特定物種之紅皮書指數(鳥類、哺乳類與兩棲類)

• 指標定義：特定物種(如兩棲類)之物種種數監測，並依據IUCN紅皮

書中各類受威脅物種之種數估算

• 測量方式：

1.單位面積下的物種豐富度：單位面積設定為864平方公里的六角形

2.依據IUCN紅皮書中各類受威脅物種，進行歐洲地區各類受威脅物

種種數之估算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特定物種指標─兩棲類

2007年兩棲類物種豐種數分布圖

www.globalamphibians.org



指標可行性評估

以台灣兩棲類資源監測、調查與資料庫之建置為例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了解兩棲類族

群變動的空間

與時間趨勢

• 資料現況：

已進行兩棲類預測分佈、蛙類族群變化趨勢及生物多樣性

熱點監測統計分析。

已有28個兩棲類生物多樣性熱點，自2007開始長期監測

之資料蒐集。

• 研究區域：全島

• 調查方法：目視遇測、穿越帶鳴叫計數法

• 調查時間：每季調查一次

• 樣區選定：以志工團隊所在之周圍鄰近區域為主

• 目前由國立東

華大學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

作為負責單位

• 未來是否有其

他建議負責單

位

• 目前依10套

指標系統，

找到的相關

之指標不多

• 推測原因為

溫帶地區國

家的兩棲類

物種數並不

豐富。

兩棲類能迅速反應各種環境之變化，是重要的環境指標，可透過兩棲類物種變化趨勢，反映棲地與生態系

之變化，建議指標如「氣候變遷之影響」或「外來種(斑腿樹蛙)之影響」

指標

討論

台灣兩棲類資源監測、調查與資料庫之建置

物種種數

特有種
特有種-樹蛙科

特有種種數



台灣兩棲類 - 生物多樣性指數試算
• 目的:表現區域或生態系之物種豐度、族群多樣性與多樣性之均勻程度等。

• 資料：兩棲類監測計畫2015年1-6月的資料。

台灣兩棲類 - 生物多樣性指數試算

問題探討:

• 前述之公式計算都考慮了物種數量與族群數量的影響，能夠呈現物種豐
富度與均勻度。

• 從指數計算結果的排名差異可看出，三個公式在物種豐富度與均勻度的
影響上有所不同。

• 須進一步參考各方成果，決定合適的生物多樣性指數之公式。

• 部分指數公式可加入分類、生態加權，依據目前的資料，無法直接計算。

• 尚未考慮天氣影響、資料收集頻度與空間取樣代表性等因子之影響。



特定物種指標─蝶類
• 指標名稱：物種的豐度與分布(蝶類)

• 指標定義：草生地蝴蝶(grassland butterfly)的數量與分布變化趨勢。

• 調查方式：

依據英國蝴蝶監測計畫之調查模式為基礎：4~9月每周進行穿越線調查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特定物種指標─蝶類

歐洲地區草生地蝴蝶族群變化趨勢圖 (族群數量指標，基準值100 = 1990年)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趨勢線

草生地蝴蝶數量

 草生地蝴蝶族群數量持續下降



指標可行性評估

以台灣蝶類監測調查與資料庫之建置為例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透過實作確認監測方

法的可行性及可靠性

• 建立監測數據處理的

架構及流程，計算台

灣蝶種豐富度

• 資料現況：

97‐99年度已完成六條樣線調查，選擇三條進

行監測(虎山、龍崗、二格山)

• 調查方法：穿越線調查

• 取樣調查：虎山、龍崗、二格山(每月調查

2次)另設立31條樣線(每年調查3次)

• 目前負責單位為

台灣昆蟲學會及

台灣蝴蝶保育協

會

• 區域、國家

層級有相關

指標

若使用蝴蝶作為生物多樣性指標可能之問題如下：受天候狀況影響調查結果、體型小的種類辨

識困難度高、國內目前尚無長期的監測資料，因此建議可選擇大型蝶類與分類較無爭議的類群

為監測對象

指標

討論

氣候變遷指標
• 指標名稱：氣候變遷對鳥類影響

• 指標定義：以過去26年歐洲20個城市監測122種常見鳥種的族群趨勢，以及6
種不同氣候情境預測本世紀末，此122種鳥類的族群大小趨勢。

• 測量方式：

1.依氣候模型的預測區分為「會因氣候變遷而可能擴張族群分布範圍」
CLIMEns+ (30種)與「縮減分布範圍」CLIMEns− (92種)。

2.依模型預測，算出個別物種的族群權重指數Xi,j (population indices)

3.透過個別的物種族群指數計算出多物種族群權重指數wi,j

4.氣候影響指數(CII)為一統整的指標，進行族群權重指數受氣候變化影響調整。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氣候變遷指標─氣候變遷對鳥類影響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氣候變遷指標─氣候變遷對鳥類影響

因氣候變遷導致物種分布範圍縮
減的92種物種，族群權重指數

Streamlining European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因氣候變遷導致物種分布範圍擴張的
30種物種，族群權重指數



氣候變遷對鳥類築巢、下蛋的影響
• 指標使用國家：Scotland

• 資料來源:

• Scottish Bird Report 1968-2000

• North Ronaldsay Bird Observatory(NRBO)

• The Nest Record Scheme (NRS) of the 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 (BTO) 志工
長期蒐集鳥築巢的紀錄

• 氣象資料: UK Meteorological Office All Scotland-月均溫(1914~present)、月雨
量(1914~present)、月日照(1929~present)，其他氣候變數則來自英國愛丁堡皇
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RBGE)1976~2003年的資料

• 分析趨勢:

• 平均下蛋的日期在整個分析的年段中提早了4天(每十年提早了1.1天)

• 平均第一次下蛋的日期每10年提早了5.3天

指標可行性評估

以氣候變遷之高山生態系指標物種研究-鳥類指標物種調查為例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針對可能受全球暖化的中高海

拔繁殖鳥類，探討過去及現在

的海拔分布、透過物種分布預

測模式，找出易受衝擊的鳥種

及未來監測指標

• 研究區域：沙里仙溪及楠梓仙溪流域(丁宗

蘇,2014)，塔塔加至排雲山莊(郭達仁, 2004)

• 研究方法：定點計數法，物種方面以「台灣

繁殖鳥類大調查」資料+臺灣地區生態與環境

因子地理資訊資料庫+氣候變遷預測情境+生

物分布預測模式

• 目前負責單

位為玉山國

家公園管理

處

• 國際上

有相關

之指標

此指標建議可納入BBS之資料，並與「特定物種指標_鳥類」指標做對應。

氣候變遷之研究首重長期氣候因子之蒐集，現階段國內十分缺乏類似的相關調查數據，以支撐其

研究與分析工作。

指標

討論



指標可行性評估

GLORIA高海拔山區草原生態系動態複查

回應之議題 資料面 永續性 國際化

• 高山地帶生態系統對溫度上

升最為敏感，研究團隊針對

特定區域進行草本植群的調

查及分類，為物種和植群的

長期監測提供基礎資料

• 研究區域：複查「大水窟目標區域」

(中央山脈中段)

• 研究方法：根據2004年「全球高山環

境觀測研究計畫（GLORIA）」野外工

作手冊第四版。草本植群之調查及分類

主要依據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

畫（邱祈榮等,2009)

採1 m x 1 m樣區

• 計畫目前由中

山大學劉和義

老師主持

• 國際上

有使用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s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