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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 
一、 計畫依據 
1. 行政院 96 年 7 月 23 日院授研展字第 09600152471 號函頒「政

府服務創新精進方案」。 
2. 依據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0 年 8 月 16 日會研字第

1002161217 號函修正之「政府服務品質獎評實施計畫」及「政

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手冊」辦理。 

 
二、 執行期間 

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為期一年。 

 
三、 服務對象 

(一) 政府機關 
(二) 大專院校 
(三) 生物相關科技大學生與研究生 

 
四、 計畫緣起 

台灣位於北迴歸線上，屬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型，然因地

形起伏極大，高山聳立，造成台灣複雜的氣候，不但蘊藏豐

富的林相，也是大量動物繁衍的棲地。簡言之，是個生物多

樣性極高的島嶼。然而對島內龐大的動植物保育、經營或是

利用，均有賴確切掌握生物的分類與數量，及建立精確的資

料庫為基礎。因此，亟須大量生物科學之田野調查專業人員

的投入。本計畫即在結合現有大專院校生物相關科系之大學

部與研究所學生，經由具豐富調查經驗之各領域生態學者的

帶領，訓練其田野調查所需之各項技術。透過學員於田野現

場的實作經驗，學習實際應用生物/生態調查方法與技術，

以期達到學術承傳、經驗分享、校際交流與培育新血之目的。 

本計畫為達服務創新進的計畫目標，擬於 101 年度實施

過程，特別保障農村子弟參與名額，以期經由年輕世代的投

入，提供農村成員對環境品質的認識、調查與監測能力。其

次，本計畫除了在蓮華池試驗地進行各項生物生態調查技術

外，亦結合當地的五城國小與蓮華池護溪協會，共同商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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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資源特色，一方面讓學員學以致用，立即將調查技術應用

於社區生態資料庫之建立，另一方面也學習如何將知識轉移

為社區資源，利用生態調查的背景知識，轉化為無毒農業、

生態旅遊與營造生態優質農村的基地。換言之，本計畫是由

「點」著手，透過種子學員的回鄉或社區化成為「線」的展

延，最後能形成全「面」性的能量提昇；藉由「生態」知識

做為基礎，培育資源調查的能力，最終能為社區、生計、產

業、環境做服務。是為「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之服務創新

計畫。 

貳、 整合性解決方法 
一、 流程整合 

1. 跨機關水平整合 
1.1 林業試驗所與各大專院校林業與生物/生態系所之合作。 
1.2 林業試驗所與中央研究院之合作。 
1.3 林業試驗所與學術性非營利組織之合作。 
1.4 林業試驗所與國際生物研究學術機構之合作。 

2. 跨機關垂直整合 
2.1 林業試驗所與農委會之合作。 
2.2 林業試驗所與教育部之合作。 

3. 同機關內部整合 
3.1 與所內各組(研究單位)之技術能力提供。 
3.2 與所內研究中心之現地配合與行政支援。 
3.3 與所內秘書研考單位之行政與會計作業相互配合。 

 
二、 資通訊服務導入 

1. 本計畫可協助國家地理資訊系統建置之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的人才建置，現在既有的生態資料庫俱已公開上網，可供一

般民眾與專業人員查詢。本計畫採用的調查方法與資料格式

俱與公認標準相同，故能與國際接軌。 
2. 本計畫為一培訓計畫，故計畫內容與參加方式均公開上網，

接受生物相關系所同學報名參加。 
3. 本計畫預期研習成果將置於網路平台，提供學員相互流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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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評核研習成果之依據。 

 
三、 結合社會資源 

1. 結合國內外資深生物相關學術研究人力，提供人才培訓師

資。 
2. 結合各大專院校生物相關科系學生，養成有潛力的調查人

力。 
3. 結合現有機關之行政資源，做為野外調查培訓基地。 

 
參、 實際效果 

一、 外部效益 
1. 綜合不同學科調查技術，培養全方位田野調查人力 

為使參與生物相關科系學生有機會實地體驗田野

工作的現況，日後投入現場調查的行列，本計畫將設計

包含植物調查、林木測計、植群動態樣區調查、魚類/
兩棲類/爬蟲類/水域生態調查、陷阱設計以及生物多樣

性資料分析等豐富的課程，再配合大量的小組實習，以

期參與學員能在短期內儘可能吸收並應用所學，強化專

業技能，以於未來能投入生物/生態研究調查工作。 
2. 集結國內外生物生態學界頂尖學者，提供授業、觀摩與

交流的場域 
各學術領域俱擅於不同的田野調查技術，本計畫結

合中央研究院、台灣田野生物課程聯盟、各大專院校與

本所等豐厚資源，課程講授者包含院士級及國內外頗富

盛名之生物/生態學者。計畫安排不僅令參與學員能親炙

大師風采、直接領略正確的方法，亦能觀摩不同專業所

需掌握的重點與技巧；同時也提供專家們在田野研習期

間進行學術交流與經驗分享，有利於理論與實務的強化

與增補。 
3. 提升國內生物調查水準，健全現有資料庫 

國內現有的生物/生態/環境之相關資料庫分屬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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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各國國家公園、林務局與林業試驗

所各自更新及維護，各資料庫屬性與特色各有不同，且

受限於人力與時間，許多資料尚不完備。然而國內也有

許多民間團體與社區從事動植物資源調查，卻因調查方

法與技術未受專業認可，使資料無法整合。本計畫期許

受過田野調查訓練之學員，未來不論參與政府機關或民

間的調查工作，都能運用嚴謹的科學訓練，做出高品質

的調查資料，使現有資料庫得以快速有效正確的擴充，

做為分析/管理/決策之用。 
4. 設計全套調查流程，強化學生專案能力 

本計畫強調學員能從做中學、手腦並用，且不僅要

具備野外工作能力與技巧，也必須是一名能以整理、分

析、撰寫報告的生物/生態研究者。因此田野技術研習課

程，除了基礎方法講授、現場實習外，特別強調分組討

論與報告撰寫，以訓練學員間團隊合作，及撰寫科學報

告的能力，為未來參與調查工作做準備。 
5. 結合當地社區與學校，促進社區與學員能力之相互提升 

本計畫為達資源最有效運用，結合當地社區組織－

蓮華池護溪協會以及五城國小，讓學員於受訓期間得以

學以致用，協助社區建立當地生態資源，同時與當地居

民做調查技術的相互觀摩與學習。 

 
二、 內部效益 

1. 強化所内不同單位整合與協調，提供強大的學術服務人力 
1.1 與林業經濟組合作，提供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價值評估課

程。 
1.2 與森林經營組合作，提供並講授林木測量、測計與樣區

樣查等課程。 
1.3 與蓮華池研究中心合作，建立森林調查之實務研習基地。 
1.4 與所內各技術單位合作，以林業試驗涵蓋之各項調查技

術專長，提供田野研習的人力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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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與技術服務組合作，出版田野技術手冊、活動辦理報導

或影音紀錄等資料。 
2. 與所外機關團體結盟，促進跨領域學術交流與合作 

2.1 與台灣田野生物課程聯盟合作辦理田野技術研習課程。 
2.2 與國內含生物科系之大專院校合作，提供跨校師生授業

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2.3 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提供田野調查講授師資與經驗交流。 

 
三、 成本合理性 

1. 運用行政人力與空間，充分利用既有資源 
林業試驗所蓮華池研究中心歷經近百年研究人力與

試驗成果的投入與累積，已然成為台灣中部最重要的森林

生態、水文與教育推廣重鎮。不但有高水準、經驗豐富的

林業研究人員，得以勝任田野調查講授、現場實習與作業

指導的角色，研究中心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如教室、長期動

態樣區、標本園、研習會館等更是一應俱全。為此類培訓

課程減少許多人力物力招募之不便，無形中降低不少行政

成本。 
2. 採取專題式短期密集授課，減少時間與交通往返之成本 

本計畫採取 10 天內密集安排十餘種生物/生態調查課

程，讓學員能於最短時間得以充分獲取最豐富的訓練，亦

提高不同調查方式互相採借與旁徵博引的機會。可避免

1-2 日單元式主題課程所產生的知識片斷、零碎，以及徒

增交通往返之成本。 
3.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參與學員須自行負擔部分費用 

經由前期田野訓練辦理經驗，均由參與學員自行付擔

部分費用，期能藉此篩選出有十足學習熱忱及研究潛力的

學員，分別招募中部與全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共二梯

次約 80 名，以確保有限資源達到效用最大化之目的。 

 
肆、 承辦單位：森林經營組、林業經濟組、蓮華池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