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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環境暨海洋學院 業務報告 

報告人：張院長文彥 111.11.23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籌備中心」成立於2009年3月，並於當年度8月將東華大學「自然資

源管理研究所」、「環境政策研究所」，及原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地

球科學研究所」與「生物資源與科技研究所」等單位，並納入其他系所中具備相關領域專長

之專業教師，合併成立「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自資系)」。環境暨海洋學院自資系(本院系)是

國立東華大學校內唯一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單位。 

本院的自我定位在東臺灣的環境相關研究，由生態、地球科學、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研

究為基礎，應用環境工程科技、環境規劃、資源經濟、文化與社會、共同經營管理，除了作

為培養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並可提供建構台灣永續發展

社會的重要依據。民國99（2010）學年度環境暨海洋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成立，開始招

收大學部學生後，成為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完整的一個專業教育體系。研究領域包含：

生態、地球科學、資源經濟、人文與社會科學。民國102(2013)年成立了全英語授課的跨院碩

士學位學程之「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本院110學年度有25位專任教師(教授15位、副

教授19位、助理教授1位)。 

一、 組織與課程 

 本院 110 學年度有 1 個系(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1 個跨院組織的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人

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以及 5 個院級研究中心(防災研究中心、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育中

心、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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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院 110 學年組織架構 

(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博士班：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修課程，及本校其他相關系所的課程，配合博士班學生論文

及課業指導委員會對學生選修課程的規劃與建議，協助博士班學生獲得有效的訓練

與學習。 

碩士班：為培養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的人才，本系碩士班採跨領域科技整合的曲徑，

將研究領域與教學課程依屬性分為四組，並分四組招生： 

1. 生態與保育：培養學生能擔負著自然資源保護及合理利用的學術研究和實務發展之

品質提  昇的責任，並提供學生兼具自然、人文與社經面向的專長訓練。係以生態

學為基礎，培養兼具自然與社會科學訓練與素養的人才。在大學部學程課程中，有

多門生物學及生態學領域的課程，而碩士生、博士生及生態與保育教師的研究工作，

更是直接與生物學及生態學相關。在本院研提的整合性計畫中，將結合教學與研究，

針對東部地區的環境與生物資源進行研究及監測，並據此評估生態系服務的價值，

協助社區建立自然資源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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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其目的在讓學生對環境教育的意識及培

養基本的永續發展實踐能力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教學研究方向，涵蓋環境教育與解

說、有機廚房與農業、環境教育政策與法規、生態旅遊、兩棲類保育教育、環境學

習中心、地景保育、社區發展、與全球氣候變遷等面向。 

3.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其目的在激發學生永續發展意識及培養

基本的永續發展實踐能力。課程的安排將引導其理解當代與未來世代的可持續發展

過程中，所必需經營的各項相關課題，主要以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所揭櫫之內容

為依歸，這些內容包括：(1)社會和經濟方面；(2)保存和管理資源以促進發展；(3)加

強各主要群組的作用；(4)各種有效實施手段的運用。本學程除了基礎與核心之一般

自然資源與環境課程之外，將以專業課程中之社會科學與文史類學術發展為主，針

對永續發展各項議題賦予社會變遷的意義與責任。 

4. 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其目的在於(1)致力於地球與環境科學相關基礎及應用研究，一

方面累積區域性長期調查之基礎資料，另一方面積極與國內外學者合作追求學術卓

越；(2)培育有志於從事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或實務工作的專業人才(3)進行東部區域

之環境變遷監測，以及自然資源評估等之長期研究 (4)發展區域地球環境資源研究

項目，做為東部區域規劃的基礎資料(5)規劃成為台灣東部地球與環境科學學術與應

用研究的整合中心(6)推廣地球科學知識與技術，並提供國人相關教育訓練與社會服

務。 

國際組：本院致力於國際化教學，故本院系也開放國際學生(外籍生)申請就讀碩士，院系教師

會依學生選修之課程，提供全英語授課。以利國際學生可多元方向選修課程。 

學士班：課程設計採模組式的學程制，由基礎學程為學生奠立基礎的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

由核心學程建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上必要的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及統計與地理

資訊的技術，由專業選修學程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就業或深造進修的準備。本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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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專業選修學程有：生態與保育學程、環境管理與資源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

跨院學程(東臺灣生態與文化學程)。學生入學後則可依個別的興趣，選擇指導者師，

在此四個研究群課程中選修需要的課程。 

(二) 海洋生物研究所： 

(三)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為目前國內唯一整合環境暨海洋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與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及師資

的全英語授課學程，期待學生成為「改變環境者」。透過「應用生態學及人文領域」、「科學

管理」和「環境政策與治理」三階段課程設計方式，培養學生以尊重及謹慎態度面對退化中

的自然、社會及文化等而衍生的環境議題，並積極推動可持續性的永續發展，與建構強調人

文關懷的社區經營與資源治理模式，達有效的共同管理目標。 

(四) 院級研究中心： 

1. 防災研究中心： 

為整合各類專才以参與防、減、救災研究與實務工作，提升全民防災、避災意識，本院於

民國 100（2011）年 12 月設置防災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林祥偉老師。中心主要工

作有：(1)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2)防救災、避難等科學資訊之蒐羅、

分類、整理、建檔與研究。(3)防救災系統資料庫建置、研擬、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4)

防救災相關人才培育、教學與課程設計等。(5)校內外防救災教育推廣業務。(6)舉辦研習

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7)接受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8)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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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防災研究中心研究議題與項目 

2. 校園環境中心： 

本學院為記錄及保存國立東華大學校園環境檔案，推動建立低碳、綠色的校園環境，於民

國 100（2011）年 12 月設立「校園環境中心」。中心下設動物、植物、地景、氣象水文、

綠色校園與環境管理等 6 小組，現任中心主任是楊懿如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是：(1)校園

生物、物理、化學、地質、地形、水文、人文環境資料的長期收集、整理、建檔、保存、

及展示。(2)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項校園活動，以推動低碳、綠色校園。校園環境中心秉持

做中學的精神，透過師生間相互帶領、聯繫、互動與交流，結合服務學習計畫，藉野外調

查、活動、網路平台、環境議題呈現等方式，讓學校成員更瞭解所處環境，進而愛校園，

並關懷鄰近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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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校園環境中心組織架構 

3. 環境教育中心： 

為整合各類專才参與環境教育相關之研究與實務工作，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目標，本

院於民國 101（2012）年 4 月設置環境教育中心，並於 104（2015）年通過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的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現任中心主任是許世璋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輔導訂定

國內各層級的環境教育計畫、綱領、方案、課程、教材，推展環境教育工作。(2)環境及環

境教育相關資訊蒐羅、分類、整理與建檔。(3)申辦環境教育法規與環境教育機構、場所、

設施、人員、環境講習相關人才之培育。(4)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

關民間、產、官、學界與國際等之交流與合作。(5)接受各界環境相關學術研究、政策規劃、

課程設計與教學訓練等業務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6)協助辦理其他學校與學院臨時交

辦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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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環境教育中心設置目標與工作項目 

4.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為整合台灣東部地震研究能量，培養地震科技人才，参與防震減災研究與實務工作，並提

升台灣東部區域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救災教育，本院於民國 101（2012）年 11 月

設置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張文彥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建置台灣

東部區域地震資料中心，並進行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2)配合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東部區

域地震預警及前兆觀測研究。(3)校內外地震防災之人才培育及教育推廣。(4)地震防災科

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5)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之規劃與推動。(6)舉辦研習營、

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7)受地震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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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主要功能 

 

5. 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 

為了推動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研究，以促進社會生態系統治理，進而解決在全球變遷影響下，

日益嚴重的環境，社會和經濟議題，本院 2020 年獲學校亮點計畫的支持，設置生態及永

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孫義方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建立一個科學

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區域中心，以促進生態學和永續科學研究。(2)培養跨領域策略以解決複

雜的社會生態問題。(3)鼓勵研究生教育並向公衆推廣我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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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工作項目 

 

 (五) 院系課程： 

本院系大學部之課程設計包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及「生態與保育學程」、

「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等三個專業選修學程，且另與原住民民

族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之老師合作設置「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的跨院學程，並開授

「環境災害監測與防災」、「生態農業」、「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生態田野」、「未

來地球生態」及「環境政策」等六個跨領域微學程。碩士班則分為「生態與保育」、「環

境管理與城鄉規劃」、「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及「地球科學」等四組，招生分組、教學

不分組，以招收來自不同校系及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學生入學後則可依個別的興趣，選擇

指導教授，或在四個研究群課程中選修需要的課程。博士班學生則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

修課程，訓練並著重於養成具獨立進行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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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院系課程架構 

二、 學生現況：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目前有324位在學生，分別為： 

 大學部：223人(包含原住民生4人、陸港澳生8人) 

 碩士班：72人(包含僑生1人、原住民生6人、外籍學生10人) 

 博士班：34人(包含外籍學生19人)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目前有6位在學生 (本地生1人、外籍學生5人) 

三、 110 學年師生榮譽： 

教師 文章內容 

張文彥老師 出版社榮獲「東華榮譽學術獎座」 

蘇銘千老師 榮獲為本院系【110 年度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顧瑜君老師 榮獲【社會服務類--110 年度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蔡建福老師 執行 2021 年高教深耕計畫跨域創新實踐教學，成果優異，獲頒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彈性薪資 

孫義方老師 榮獲國立東華大學三級學術獎章 

李俊鴻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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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義方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二) 

顏君毅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二) 

李光中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二) 

戴興盛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二) 

蔡金河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 110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研究

優良二) 

楊悠娟老師 榮獲【107、109、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彈性新資】 

孫義方老師 榮獲 Research.com 生態演化領域學者排名全台第五 

楊懿如老師 於 2021 年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揚大會獲獎。 

陳毓昀老師 升等教授案，經 110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學生 文章內容 

碩士畢業生 徐立 申請通過【110-1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培力方案】 

博士畢業生 Polina 

Karimova 

受邀擔任【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IPSI)】指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分委員會(sub-committee)成員 

碩士畢業生 吳沛城 參加「2021 年臺灣國家公園青年論壇暨研究生論文競賽」，

榮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特別獎」 

博士生 鄭舜仁 參加「2021 年臺灣國家公園青年論壇暨研究生論文競賽」，

榮獲自然環境科學動物組【優等】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特別獎 

博士生 陳興芝 以「Conducting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 a Rural Area」為題，發表於 Forests(SCI)

期刊論文 

博士生 林碧絹 獲選【第十三屆發展研究年會】最佳論文獎 

博士畢業生 徐仲禹 以「Constructed Wetlands as a Landscape Management 

Practice for Nutrient Removal from Agricultural Runoff - 

A Local Practice Case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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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論文發表於 Water (SCIE) 期刊 

碩士畢業生 高子傑 考取【110 公務人員三等高考暨普通考試-環保行政】通過 

博士畢業生 Paulina G. 

Karimova 

獲選為 IPBES 權益關係人「開放式網絡（ONet）」的「社會

科學與人文網絡 (SSH Network)」的代表 

博士生與碩士畢

業生 

Chook Jia 

Wei，Matt 

Inman，

Arockia E J 

Ferdin 

與社會企業 DOMI 綠然參與「響力先行者計畫」決審𝗗𝗲𝗺𝗼 

𝗗𝗮𝘆獲 Pioneer 獎 

學士畢業生 林冠妤 在學期間熱衷學生事務並參與國內外志工，榮獲 111 年青年

節大專優秀青年全國代表 

博士生 Dominikus 

Deka 

Dewangga 

榮獲中華民國地質學會阮維周教授紀念基金碩士學位論文獎 

 

四、院系發展與規劃事項： 

1.  106-110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本院發展主軸為「環境永續—促進東部「森-川-里-海」

之連結與深耕實踐」，台灣東部由中央山脈、花東縱谷、海岸山脈和東海岸等地景元素

所構成，自山地遞降為淺山丘陵、平原和海岸，並自上游往下游而遞增村里聚落和各類

土地利用。其間，由河川系統串接森林生態系和農業生態系而歸流入海，連結自然地區

和鄉村地區。為促進東部環境永續，宜深耕鄉村社區，以「地景尺度」和「多元權益關

係人協同經營」為取徑，探索並強化「森-川-里-海」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上下游連結

性，實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以全球思考（think global）、國家適用（adapt 

national）和在地行動（act local）為互相關聯的三個層級，將促進東部「森-川-里-海」

連結性的策略架構，分為相互支援的兩個策略目標和五個工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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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中長期發展計畫架構 

   結合本院中長程十大「持續發展特色研究」： 

   計畫一、森林生態研究：森林是台灣陸域自然環境主要的生態系，東華大學位於中央山脈

和海岸山脈之間，加上花蓮擁有國內面積最大的平地森林造林區。對於進行森林

生態研究，具有極佳的地理優勢。未來的研究重點包括森林生態系碳吸存的估算、

森林鳥類在不同海拔的適應性演化、植物功能性狀與環境選汰對森林動態變化之

研究、森林植物物候長期監測、兩棲類的調查與分佈預測、水棲昆蟲分類與生活

史研究、植物之分類研究、較大型哺乳動物的族群生態、小型哺乳動物與森林動

態、森林溪流魚類物種與棲地環境關係。 

   計畫二、野生動物保育與經營管理：歷經三十年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台灣與野生動物相關

的議題已由以保護禁獵為"主流"訴求，複雜化到成為保育管理、狩獵需求及動物

權保障多方角力的舞台。在野生動物與人的接觸漸趨頻繁下，瀕危物種保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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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種防治、狩獵管理、野生動物與人的衝突管理、對野生動物觀賞遊憩行為的管

理等問題一一浮上檯面。本研究領域以野生動物生態學出發，結合本院環境社會

學、環境經濟學、及本校原住民學院的專長，系統性地探討上述問題，以建構有

效而合理的野生動物資源管理制度。 

   計畫三、環境學習中心經營管理與環境教育方案評估研究：本研究特色的第一主題，是探

索各類型環境學習中心(如自然教育中心、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自然公園、著重

環境教育的生態農場等)的經營管理型態、環境教育方案的發展模式、環境教育

夥伴關係的建構、與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職能發展。本研究特色的第二主題則探

討正規(從幼稚園至大學的各級學校)與非正規(如國家公園、林務局、科博館、生

態農場、NGOs)場域的環境教育方案之成效評估，特別著重於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對提升學習者環境素養的成效分析。 

   計畫四、地景保育、保護區、里山倡議與生態農業研究：本研究領域以地理學人地互動作

用和結果之「文化地景」理論為依據，社會科學質性研究為方法，著眼「全球思

考、國家適用、在地行動」之連結，以「地景尺度」和「社區參與」為取徑，探

討「在地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實踐所需要的概念架構、制度設計、空間規劃

和權益關係人溝通及參與過程。於「全球思考」面向，特別借鏡：UNESCO 推動

之世界遺產文化景觀和世界地質公園、IUCN 推動之保護區系統、CBD 相輔之里

山倡議及生態農業等核心概念架構和規劃指引；於「國家適用」面向，特別探討

保育相關法規諸如：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濕地保育法等制度設計及空間規劃，所能提供「在地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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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機會和限制；於「在地行動」面向，特別透過權益關係人分析、環境議題分析、

社區或社群參與論壇設計等方法，探索多元權益關係人協同經營的規劃要素、過

程和結果，以及其中特別是大學教師和學生等行動研究者所能揮展的角色和功能。 

   計畫五、鄉村社區食農產業、永續生活與社會創新實踐研究：相對於城市的核心地位，鄉

村過去被視為國土的邊陲，在空間自明性、農業產業、文化、社會等議題上，無

法彰顯存在的特質。然而，近年因為食安事件頻傳及城市生活壓力越趨嚴重之際，

鄉村社區成了城市居民移居、休閒療癒、生產健康安全食物以及開展永續生活的

重要場域。從上個世紀以降，人類的生活依賴過多不可再生的地球資源，造成資

源的枯竭，溫室效應，以及世代的不公，一種新型態的生活強調照顧地球、照顧

人類、分享多餘的概念已經逐漸萌芽，如何使用最少的地球資源創造最大的人類

福祉，創造高度社會連帶的分享經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計畫六、環境品質監測與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研究：應用環境監測與環境宿命研究，並結

合環境風險評估模式，模擬因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健康與生態風險的評估，探討污

染物之生命週期與影響，評估結果可呈現於風險地圖，研擬風險管理、環境政策

與環境管理的策略與措施。近年主要研究重點以環境科學研究為方法，應用於發

展環境政策與管理，進行中主要研究：1.水體底泥的環境宿命研究、環境風險評

估與管理；2.環境品質監測應用於建置環境永續指標系統與社會-生態韌性指數

之研究；3.應用物質循環之概念模式提升永續農業發展之營養鹽循環與發展再生

能源之政策與措施；4. 建置臺灣氮足跡模式與氮治理研究，同時發展與國際合作

氮足跡之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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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七、地震及地表作用暨防災研究：地球科學在地質及地球化學、地震及地球物理和自

然地理學領域範疇下，規劃發展特色研究，包括三大重點主軸：1.地震及前兆研

究：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維運、地震前兆觀測綜合研究、地震地體構造及地球物理

探勘、古海嘯調查、地震危害度分析及地震預警系統應用等相關研究。2.地表作

用研究：GPS 地殼變形及大地測量、地形環境變遷、遙測影像分析、岩礦分析及

其構造演化、地球化學分析方法、地質考古應用等相關研究。3.綜合防災研究：

區域防災調查分析、防災系統資料庫建置、防救災人才培育、教學與課程設計、

GIS 在防災上的應用、環境及防災課題等相關研究。 

   計畫八、東部地區社會生態系統韌性之整合型研究：社會生態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 韌性 (resilience) 學術理論，主要起源於生態學對複雜系統的研

究，它也來自於人文社會學界對人類社群共有資源自主治理的研究傳統。上述兩

股學術思想匯集為社會生態系統韌性學術思想，可以幫助人類社會釐清「永續發

展」一詞的真正意涵。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研究團隊自從 2012 年起，

在東華大學校內計畫支持，以及所執行的科技部永續發展整合型研究計畫「社會

-生態系統韌性與調適性協同經營：台灣先驅研究」為基礎，探討在花蓮縣大農

大富平地造林區與周邊社區，韌性架構如何引領研究團隊探討永續性議題。這個

整合研究計畫在 2016 年 8 月起將研究範圍擴大至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中區，希

望能成為我國新學術典範與整合性社會生態治理新典範的先驅計畫。 

   計畫九、公民科學與科普傳播實作研究：近代科學、網際網路與生活密不可分，衍生非制

式科學教育的推廣研究。公民科學由科學家協助民眾，通過培訓、教育、宣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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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讓志工參與科學計畫，大眾察覺環境威脅，協助政府擬定保育政策。本院

102 年起執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促進社區參與生態系統經營，研發陸域脊椎動

物監測公民科學模式，引起社區環境關懷行動。科普傳播邀請各領域專家對話，

整合新觀念及知能；再發展科普創作；最後推廣及分析學習成效。103 年起執行

科技部仿生科技與環境活動計劃，完成專書、教學模組、實驗及議題影片，並推

廣（全民科學週及科普列車、偏鄉與景點、校外教學到東華）。未來將持續東部

Ｋ-12 學生及民眾科普傳播，引導成為公民科學家，投入關懷家鄉環境的永續行

動。以下分成公民科學家研究與科普傳播實作研究分開來撰寫。 

   計畫十、長期監測基地建立：本校環境暨海洋學院教師負責或參與東台灣長期生態或環境

監測樣區的成果相當豐富，包括：宜蘭棲蘭山森林生態研究樣區、宜蘭福山森林

生態長期監測樣區、台灣東部花東縱谷非火山微震觀測、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前

兆觀測園區、台德合作立霧溪流域地震及山崩防災監測站、花蓮和平林道地震監

測網、花蓮地殼穩定性監測連續站。不過，前述樣區或樣站的長期監測都是針對

特定目的（森林植群或防災）所規劃設計的，東部仍然缺乏整合性的環境變遷監

測樣區。長期監測的研究基地，所獲得長期環境變遷知識，彙整分析之後可以做

為提供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也可以做為提供大學部學生實習、研究生論文研究

的場域。長期持續監測生態環境基地，可以持續維持，將有利於培養在地的工作

和研發人才。及發展政策時納入在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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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南向計畫：本院自 2011 年成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碩士班國際組』及 2014 年成立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研究與教學領域含蓋自然資源與環境治理的師資，以豐富

的教學與研究資源規劃『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學分班，提供學生來台隨班附

讀，以協助東協及南亞國家加強訓練政府相關機構對於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之

人才。以亞洲區域永續發展及自然資源保護的共同遠景，提供本院專長、人才師資與資源。

強化臺灣與尼泊爾、不丹在自然資源永續發展的連結，以訓練政府機構任職人員在自然資

源政策治理的能力提升為目的，加強我國與尼泊爾、不丹的長期合作關係與資源互惠達到

國際合作交流的目標。環境暨海洋學院外籍學生的招生狀況，近三年來招收學生國籍遍及

各國（含越南、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尼泊爾等東南亞國家）。教師長期與東南

亞國家的研究合作關係熱絡，以此既有基礎預期未來將可以開辦『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

經營管理』學分班，內容包含保護區治理、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生態旅遊、生物多樣性與

野生動物保育、環境管理與永續發展，本院將提供可持續招生、代為訓練各國政府機構政

策、環境治理人才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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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環境暨海洋學院 107-109 學年外籍生人數 

 

4. 亮點計畫： 

(一) 長期生態及永續發展跨領域整合研究 

成立國際級永續發展研究中心，提升本校研究水準： 

    本計畫仿效 NCEAS 的運作方式，邀集國際學者參加主題工作坊並發表相關文章，將可

大幅提升東華的學術成就及國際知名度。本計畫預計一年舉辦 4-6 次的工作坊，每次邀

請 8 位國際學者，每次工作坊的時間以五天為原則。工作坊的主題將向國際徵求計畫書，

再由中心學術小組審核決定。環境暨海洋學院的數位老師長期投身於長期生態研究，不

但獲致很好的研究成果，且已有很高國際知名度。藉由本院老師的人脈，將可邀請到許

多國際知名學者來訪。主題式工作坊將能結合環境暨海洋學院老師及國際學者的力量，

快速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重要文章。這樣的合作方式一定可以有效及快速的提升東華大

學國際知名度，並在數年內把東華大學建成為國際知名的生態及永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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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本校教育資源潛能、培育未來地球生態和永續發展人才： 

本研究計畫除推動研究平台之外，更強調如何帶領台灣下一代之生態及永續發展研究人

才進入國際主流學術舞台，培養出具備國際宏觀之學者。除了在訓練上著重國際觀之研

究題材及思考模式外，並著重野外實際經驗和與第一線研究工作者之深入接觸。與台大

及清大合開之「未來地球生態學程」及與國際各大學合開之課程即依此理想設計。「未來

地球生態學程」整合跨領域的知識、教育及研究，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資源，從

博物館、動植物園、種源庫、課堂及田野實習，瞭解地球生物的多樣性、物種間的互動、

動植物的照護、保育議題及永續發展的多面向，培養紮實的研究能力基礎。這個學程將

可使學生獲得下列效益：﹙1﹚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及培養紮實的研究能力，﹙2﹚於野外

課程中建立年輕工作者間之關係及默契，為其往後在研究上之合作打下基礎，﹙3﹚藉與

各研究站知名研究人員之接觸而能掌握國際生態學術界最新之發展方向。 

國際地位之提昇與國際交流之促進： 

台灣位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是瞭解全球生態系沿著緯度梯度產生的生態系組成差異及變

遷的關鍵位置。台灣長期生態研究網絡多年來已累積許多資料，這些資料的品質與解析度均

在國際水準之上，可提供全球生態研究在亞熱帶氣候帶所需之關鍵資料。此外本中心結合自

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面向，並以永續研究為主題的工作坊，是國際上少數針對跨領域問題成立

的研究中心，極具特色。成立之後必能吸引許多國際學者前來參與合作，將可促進國際交流

並大幅提昇台灣及東華大學的國際知名度。環境暨海洋學院老師及國際學者合作發表之文

章或主題式工作坊產出之結果更可提高東華大學在全球的能見度及國際地位。 

(二) Pananadengan 人之島永續發展與碳中和 

本跨領域計畫由本校七位老師跨四個學院，邀請在地達悟族顧問參與，整合科技部永續計畫，

建立本校與日本北海道大學與菲律賓馬尼拉大學之國際研究合作網絡，本計畫亮點(如圖 3)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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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全國第一個以「島嶼永續發展」為主軸，跨觀光人類學、傳播、生態保育

與環境保護，設定蘭嶼島為研究標的，期盼以地方治理為架構建立台灣第一個永續

島的規劃與實踐方案，針對蘭嶼發展資源永續、永續觀光、生態與環境永續、健康

與福祉之政策和實務提出具體應對策略與規劃行動方案。 

 研究永續發展指標應用於地方治理，並規劃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應用於小島

之永續發展實踐方案，建立大學社會責任以協助蘭嶼達到人之島永續發展，並由蘭

嶼零碳行動結合國立東華大學碳中和計畫抵消整體碳排放（Offsetting carbon 

emissions）。 

 針對永續發展目標政策形成過程之可能利害關係人網絡分析，對未來政策推動溝通

能提出具體建議，同時開啟原住民族傳播型態、社會網絡結構之基礎研究工作。 

 以本校作為東部區域教育與研究中心，透過本計畫能整合跨領域研究成果，提供地

方政府永續發展政策規劃與具體操作方式，同時可建立亞洲島嶼研究之合作網絡，

實質承擔大學在地之社會責任，更能促進區域治理，作為永續發展典範。 

 (三) 亮點計畫預期效益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老師具備跨領域特色又皆有極高國際知名度及人脈，環境

暨海洋學院也積極與許多國家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例如美國的 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加拿大蒙特婁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泰國

的 Kasetsart 大學，印尼的 UNDIP 大學，UNNUS 大學，尼泊爾環境資源部，馬來西亞

沙巴大學，馬來西亞林業試驗所、浙江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等。環境暨海洋學院也於九

年前成立全英語碩、博士班，迄今已有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畢業，許多且已返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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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任教或就業。這些國際合作關係及畢業生是環院重要資產，對東華推動永續發展中心

將有極大幫助。本中心仿效美國 NCEAS 的運作模式，將能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並極大化

成果。在推動地方永續發展層面，預期建置應用於地方治理之永續發展指標，並提出永

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應用於小島之永續發展實踐方案，以發揮大學社會責任協助蘭

嶼達到人之島永續發展，並由蘭嶼零碳行動結合國立東華大學碳中和計畫抵消整體碳排

放（Offsetting carbon emissions）。提升東華大學島嶼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研究之

量能與聲譽。另外，本院亮點計畫研究團隊亦獲得科技部「再生能源、生態保育及農業

生產：地景尺度生態模型與社會生態系統整合治理之研究」以及「建置人之島永續發展

環境治理網絡」兩項用續發展學門之整合型計畫。 

 

 

圖 10：研究架構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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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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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業務重點執行成效： 

(一) 110 學年度辦理之專題演講： 

日期 講員 講題 

110/10/12 陳毓昀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Synchronized fruiting in a Southeast 

Asian tropical rainfor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plant regenera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110/10/19 林裕彬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副院長 

Local urbanization and urban heal 

islands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s-Taoyuan City 

110/10/26 Fatma Kourim 博士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Melt/fluid-peridotite interaction 

beneath oceanic spreading centers 

110/11/02 黃群策處長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規劃及花蓮

林管處執行策略 

110/11/09 許嘉軒博士後研究員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從海洋到森林：陸蟹生態與保育研究 

110/11/16 董恩慈(Syaman Lamuran)博士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董事 

Local knowledge,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on Pongso no Tao(Lanyu 

Island) 

110/11/23 趙家緯博士 

台灣永續棧(Taiwan Sustainability Hub) 

IPCC 報告、COP26 與淨零排放政策 

110/11/30 林立虹教授 

台灣大學地質系科技部地科學門召集人 

Dissecting mountain breath from 

geochemical and microbial 

perspectives 

110/12/07 Benoit A LePage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Wetl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110/12/14 賴瑩瑩處長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我國資源循環政策發展與展望 

110/12/28 楊淳凱博士 

京都大學大學院理學研究科生物科學専攻

動物學系 

Ambush site adjustment of a pit viper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prey and 

competi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season and habitat (坐等型蝮蛇依據獵

物、競爭者在季節及棲地分布調整伏擊

地點) 

111/03/01 王仁佐 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5D 智慧城市防救災平台 

111/03/08 黃俊嘉博士 How Bat-man Helps My Research in 

SE Asia?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Dimension in Bat Conservation. 

111/03/15 郭耀綸名譽教授 台灣原生樹種生態生理學研究 

111/03/22 蘇銘千教授、許育誠副教授 １.Toward Carbon Neutr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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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Resources Circularity of Sustainability 

Island for Pongso No Tao. 

２.Impacts of Tourism to Lanyu Scops 

Owl on Pongso No Tao. 

111/03/29 林思民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別笑牠不懂－探索兩棲爬行動物的感官

與智能 

Exploring sensory cogni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111/04/12 黃世輝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里山行動與地方創生 

111/05/03 呂晃志副教授 

逢甲大學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塑膠產業及海廢循環現況、技術發展及

前瞻應用 

 

(二)110 學年度辦理之交流活動與宣傳活動 

1. 辦理 110 學年度生職涯畢業校友經驗分享講座，請畢業校友回系和學弟學妹經驗傳承。 

2. 本院規劃辦理 112 年寒假高中（職）教師研習營(原訂於 110 年暑假舉辦，因疫情延期舉

辦)，隨著 108 學年度新課綱「核心素養」上路，高中端依據學校理念發展特色課程，高

一新生可依據程度及興趣來選課，並運用彈性自主學習，並依學習基礎、適性發展、多

元探索等三大類別，來培育學生有機會成為多專長，成為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因此，高

中教師肩負基礎科學教育，及輔導學生生涯規劃之重任，大學端應提供適當進修媒介、

管道及雙方互動的嶄新平台，從高中育才及大學選才雙向交流的角度下，來增進彼此的

瞭解程度。為提昇本校的知名度，並逐步讓公眾瞭解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與院系特色，

本院系於 110 年 1/25-1/27 起，辦理「高中(職)教師研習營」，以全國各高中(職)教師為

對象，希望藉由 3 天 2 夜的研習活動，高中教師的專長領域以地理、地球科學、生物、

英文及公民與社會的領域居多；參與教師多來自台北市與新北市，亦有來至其他各縣市

的教師。本院系未來每年的寒假期間，持續舉辦高中(職)教師研習營，其提昇本校與院系



 環境暨海洋學院-第 26 頁/共 34 頁 

在全國「生物資源學群」與「地球環境學群」的知名度，以利後續招生宣傳、提昇學生

質量，及培養環境暨永續發展人才的教育目標。 

（三）本院系教師參與高中招生宣傳活動 

老師姓名 高中名 時間 備註 

李俊鴻 國立桃園高中 110 年 12 月 3 日 名師出馬 

李俊鴻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111 年 1 月 7 日 名師出馬 

李俊鴻主任、楊

博丞同學 
全國高中 111 年 2 月 26 日 

大學招生委員會

CollegeGo!OPEN 

DAY 活動 

李俊鴻主任、楊

博丞同學 
南山高中 111 年 3 月 18 日 學習歷程分享 

 

六、未來展望： 

如前所述，本院系在「目標、核心專業能力與課程」、「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的建構」

及「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已具備良好的基礎與表現。而在近三年的「學術表現」的人均

期刊數發表、人均計畫件數與人均計畫經費上(圖 12)，系院教師皆展現出相當優異的研究能

量；其次，在學生輔導投入資源上，在 R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T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

及導生活動經費的挹注，院系亦投入相當龐大的資源；第三，在系院的各項經費上，無論在

校級經常門、計畫管理費回流款、國際化發展專帳、競爭型員額專帳，及教育部教學與研究

計畫等，本院系亦有相當充足的經費可供未來的發展與規劃；第四，本院系在各學制的學生

人數大致上已趨於穩定，尤其在大學部與博士生的招生上。外籍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

已達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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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系院主要統計資訊 

本院系教師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上的表現皆有目共睹(圖 13)。在研究的表現上，

除了幾位教師獲得科技部的「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外，蔡金河老師獲得科技

部獎助與德國研究基金會進行跨國的研究合作，孫義方老師榮獲 ESI 世界排名 1%的論文高

度引用教授，更有張文彥、顧瑜君及顏君毅老師榮獲本校的特聘教授。在教學優良教師的表

現上，除了數位老師獲得院級教學優良的肯定外，楊懿如老師分別與兩個學年度獲得本校的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而許世璋老師更獲得本校終身教學傑出獎的殊榮。在學生輔導的績效上，

更有李俊鴻、梁明煌、楊悠娟、黃國靖、楊懿如及林祥偉老師獲得本校優良導師典範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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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院系教師榮譽 

院系教師除了在前述研究、教學及服務輔導具有良好的績效外，在各項社會服務與推廣

上，從與科技部、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的合作上，更有從知識

(Knowledge)到行動(Action)的表現(圖 14)。舉凡顧瑜君老師在花蓮縣壽豐鄉所主持的五味

屋，楊懿如老師所主持的全國性的公民科學家與志工培訓團隊，許世璋老師在池南國家森林

遊樂區所主持的自然教育中心，蔡建福老師在花蓮市所主持的花蓮好市集、李光中老師所經

營的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團隊，宋秉明老師曾主持的校園綠色廚房等。而在跨領域的整合計

畫而言，亦有戴興盛老師所主持的社會生態系統治理與協同經營團隊，及孫義方老師所主持

的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因此，本院系在社會服務與推廣在東部已展現出特色，

並具有實際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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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環境暨海洋學院與各單位進行社會服務及推廣 

在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及環境永續並重的發展目標下，全球各大學皆戮力針對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投入各項研發與社會服務能量。國立東華大學在 2020 的 THE 世界排名介於

201 至 300 間，在我國的排名則高居第五位(圖 15)。本院系所直接發展的在地關懷、環境永

續及服務學習等面向，在校核心發展目標已達半數，每學年貢獻校核心課程達到 51 學分；而

在消除飢餓、海洋生態與陸域生態的表現上，相對上亦有亮眼的績效。此即顯示出，本院系

除了有良好的研發能量外，對於邁向東臺灣永續發展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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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立東華大學影響力排名及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一) 院系發展、經營及改善策略 

1. 鼓勵形成研究團隊，發揮跨領域特色 

本院系目前有五個研究中心，且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在校方為期三年的

亮點計畫支持下，目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生產及生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

治理之研究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科技部計畫的獎助，以及三年期的「臺灣永續轉

型實踐網絡研究計畫」。未來將會在此基礎上，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領域的研究發

展工作。 

2. 因應外籍生狀況，定期滾動式調整課程規劃與開設情況 

    在配合校方國際化與招生的政策目標下，本院系目前的外籍研究生已佔整體研究生

的三成。因此，在配合教務處的全英授課獎勵機制與 TA 配套措施下，持續鼓勵教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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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開授相關課程，每學期至少可開出五門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以滿足國際班培養外籍

生的各項課程所需。 

3. 環境學院與海洋科學學院整併 

    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色，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

除了能有效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

題。本院與海洋科學學院合併案於 109-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11 年 3 月 18 日

提報教育部，申請於 111 學年度整併並更名為「環境暨海洋學院」。教育部於 111 年

7 月 18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12203038C 號函同意整併並更名。未來在本學年度將持續

辦理兩院整併事宜。此外，為提供本院學士班更多海洋資源相關科學知識以及增加與海

洋科學學院教師間交流，未來將規劃學士班海洋環境相關學程及課程。 

4. 配合政府政策加強國際化招生策略 

    在國家的新南向政策與本校國際化的發展目標下，本院系持續挹注與爭取資源，鼓

勵教師共同前往不丹、尼泊爾、印尼、印度與泰國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與相關學術單位

進行交流。109 學年開始，國際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超過 34%，顯示出院系在國

際化以產生不錯的成效，未來將會持續深化國際化的招生目標。 

(二) 教師與教學支持系統改善策略 

1. 編列戶外教學經費，供相關課程進行戶外教學之用 

2. 彙整本校與他校實習辦法，於109-1透過系院課程暨學程會議與系院務會議開會討論，

制訂本系學士班實習要點，並以學生實習狀況調整。本院目前約機構有復興部落、亞

泥生態園區、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以及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等機構。未來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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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與校外合作單位(如台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銀川永續農場、洄遊吧、立川漁場等)洽

簽課程合作意向書。 

3. 編列院級教學優良與優良導師獎勵金，以鼓勵院系老師們的付出並持續檢討教師獎勵

與評鑑機制，藉此激勵教師持續發表學術論文 

4. 持續透過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辦法，鼓勵院系教師展現研發能量 

5. 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額人數的檢討規劃 

 

圖 16 大學招生宣傳與策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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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10 學年學生課程說明與意見交流 

 

圖 18 110 學年大學部學生意見交流 

環境暨海洋學院校外服務學系簽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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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花蓮縣野鳥學會 五味屋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池南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花蓮縣花蓮好事集協會 青陽蝴蝶農場 

花蓮縣樸門永續生活協會 黑潮海洋文教 基金會 

瑪布隆農場 荒野保護協會 花蓮分會 

特有生物研究中心 遠雄海洋公園股份有限公司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 怡園生態小學塾 

立川漁場股份有限公司 亞泥生態園區 

阿改玩生活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花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復興部落) 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學會 

高山森林基地  

環境暨海洋學院校外服務學系簽約機構 

機構名稱 

台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 洄遊吧有限公司 

銀川永續農場 立川漁場 

環境暨海洋學院畢業生就業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