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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大大 綱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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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國家公園的特質與創新前言、國家公園的特質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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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國家公園具有以下七
項概念九項特質

一、生活性─國家公園扎根於各地生活中

二、無名性─國家公園由無名同仁與住民所貢獻

三、公眾性─國家公園為住民生活一部分並參與

四、傳統性─國家公園繼承住民的技術與知識

五、分工專業性─國家公園是由數人共同作業及專業的產物

六、勞動性─國家公園是經過切磋琢磨的努力結晶

七、自然性─國家公園仰賴大自然的恩惠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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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國家公園具有以下七
項概念與九項特質

一、人性─國家公園為人性的精粹
二、故事性─國家公園是心靈物語
三、健全性─國家公園反映生活的品質
四、在地性─國家公園為在地所固有
五、綜合美學性─國家公園包括多樣性的美
六、普世性─國家公園為有普世價值及適當消費的價格
七、創造性─國家公園為地方社會的生活營造
八、循環性─國家公園與自然共生
九、共存性─國家公園與在地住民共存



壹、台江需要什麼樣的保育研究計畫？壹、台江需要什麼樣的保育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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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鹽產業漁鹽產業

如何融合?如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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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我期待
什麼樣的台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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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自然資源)

人
地 人

保育技術性研究

每天面對的挑戰

台江需要
什麼樣的保育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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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保育理念

在地觀念、生活/經濟/文化
Community Service Department

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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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4項功能：
（一）提供保護性的自然環境。
（二）保存物種及遺傳基因。
（三）提供國民遊憩及繁榮地方經濟。
（四）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

衝突管理的優先順序?民
眾

期
望

的
優

先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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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台江保育研究計畫的核心理念貳、台江保育研究計畫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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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計畫的核心理念保育研究計畫的核心理念

1.以「文化景觀」導向建立發展願景以「文化景觀」導向建立發展願景

2.2.以社區營造基底落實共管機制以社區營造基底落實共管機制

5.5.以濕地保育主軸接軌國際交流以濕地保育主軸接軌國際交流

3.3.以創新研發精神進行有效管理以創新研發精神進行有效管理

4.4.以區域整體思考成就國土美學以區域整體思考成就國土美學



參、保育研究計畫的參、保育研究計畫的
擬定流程及發展構想擬定流程及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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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的願景肆、未來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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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 地方發展
融
合
和
參
與

保育計畫落實於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
以關懷在地的觀點來規劃與執行研究。

和諧人地關係
搓合在地搓合在地搓合在地搓合在地，，，，NGO與研究團隊與研究團隊與研究團隊與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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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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