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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山地生態系 海拔300-3952公尺

高度生物多樣性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x 3
國家公園 x 1

生產 農業重鎮 茶、咖啡、竹筍…

生活
原漢混居 鄒族世居之地

觀光勝地 遊樂區、森鐵

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的社會生態系統

玉山主峰

玉山國家公園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
暨行政院農業部林業
署嘉義分署原住民族
狩獵自主管理暨自然

資源共管行政契約 

治理機制 氣候變遷

政府部門

部落組織

契約、會議、協商、
各級單位政策、計
畫、經費…

協會、長老會、部
落會議、人數…

溫度、雨量、
水文、極端事
件、土壤…

自然資源
野生動植物、狩獵植物、
農作物、土地利用

社會文化
內部治理組織、祭典、
尋根等文化活動

經濟
產業結構、旅客、民宿、
經營者、營收、部落參與

自然資源共管協議(行政契約)
各種法律、部落公約…法律

驅動力

監測項目

權益關係人

台灣第一份政府與人民簽
訂的自然資源共管行政契
約

監測範圍

重要性

小尺度-部落內

狩獵自主管理帶來的
社會、經濟、文化、
生態影響

農作物、土地利用改
變與經濟、環境的相
關性

中尺度-區域性

社會生態在氣候變遷
與治理制度變革下的
變化與韌性

氣候異常如何影響狩
獵、農業、土地利用
與生態

大尺度-國家治理

自然資源共同治理的
政策是否可帶來權益
關係人和環境的雙贏

提供政府及其他原民
在政策調整與適應上
的參考

永續且在地化的自然
資源治理模式

特色

監測架構與項目

翁國精 (主持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賴宜鈴
闕雅文 國立清華大學
張惠東 國立臺北大學
趙偉村 國立嘉義大學
林奐宇 國立宜蘭大學
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

團隊成員

預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