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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說明

噓，發現一隻棲息在陽明山上綠色保育海芋田的臺北樹蛙。

從2020年開始，陽明山國家公園與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開始合作，
透過推動綠色保育友善農業，進行一場
讓自然保育、觀光遊憩與農業經營獲得三贏的環境友善行動。

觀賞型花卉轉作的難度在於外觀上的不完美就是損失，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提升種植海芋的技術，
也新增了多種取得綠保標章的農友與作物。

回到封面，看似體型很大，
但實際上僅約4～6公分的小小臺北樹蛙，
是臺灣特有種的保育類兩棲動物，
正安心地趴在海芋花葉上靜靜休息，
看來牠充分體會到綠保花農用心的呵護與愛。
下回到陽明山看海芋的你，也可以找找臺北樹蛙的蹤跡喔。

財團法人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Tse-Xin Organic Agricultur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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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護樹

淨塑行動

呼應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17 項核心目標，
慈心正在做：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
及生產

和平、正義
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Our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07 董事長的話 我的愛心，有讓世界變更好嗎？

08 慈心觀點 擘劃永續新未來，以SROI實踐社會影響力

10 關於慈心 

12 2024慈心年度亮點

14 2024慈心大事記

18 多面向共好行動  讓農業成為地球永續驅動力

19 持續推動友善農業  降低農藥化肥汙染

20 守護臺灣農田生物多樣性 共譜生命協奏曲

22 保種，也是保存人類永續生存的希望

24 推動林下經濟  從守護山林  邁向共生

25 促進土壤健康  實質展現碳匯行動

26 多元通路  擴大友善產品支持行動

27 在地深耕  向全球夥伴發聲

O1
有機・綠色保育

42 慈心淨塑  讓所有生命都享有
 無塑膠污染的美好生活

43 多元減塑推動  擴大減塑隊伍

46 從教室到家庭的減塑影響力

48 領航企業  與員工並肩減塑  永續啟航

50 bb減塑大集合  跨界串聯  守護世界的海洋

52 海洋廢棄物治理平臺 
 公私協力  政策帶動減塑新生活

O3
淨塑推廣

56 全球蔬醒中！
 我們一起走在改變的路上

57 請支援蔬贏  萬人蔬食過中秋

58 蔬食×禪悅的生命饗宴
 跟著正寬法師，品味蔬食的深度與力量

60 捐款說明

62 感謝名單

O4
蔬食行動

30 跨越山海與國界  慈心擴大綠色影響力

31 澎湖｜從陸到海的永續行動  打造「里山里海」共生願景

32 SROI｜慈心種樹行動創下17倍社會投資報酬

34 蒙古｜翻轉沙漠的綠色契機  五大面向全面實踐

36 綠行動再升級  從植樹到碳權與生計改善

37 種樹圖表（種樹樹種統計/種樹媒體報導）

O2
種樹・護樹

光

復

大

地

・

淨

化

人

心

目錄

5



我的愛心，有讓世界變更好嗎？

在 2024年「亞洲公益指數」調查顯示，臺
灣已經連續四年獲選為亞洲最慈善國家，臺

灣人心之美，可以從國內外發生大災難時，

各種資源與志工湧入而深刻體會到。慈心基

金會身為凝聚各界善心的非營利組織，對臺

灣鄉親的善良最有感！

慈心基金會從最初推動有機農業到綠色保育，

再擴展至種樹、蔬食、減塑等環境保護行動，

近三十年來，無不是憑藉廣大共善的力量，

來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大小任務。或許您會問，

「我的愛心，有讓世界變更好嗎？」，事實上，

來自各界的每一分善款與人力資源的投入，

是否能發揮最大效益與深遠影響力，也一直

是慈心關注的事情。

去年 (2024) 慈心發佈全球第一份種樹
評估型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國際認證報告，這份歷
時五年的追蹤評估報告受到國際權威認證機

構高度肯定，報告中顯示，慈心種樹社會投

資報酬率高達 17.26，這數字代表你捐 1塊
錢贊助慈心種樹，效益已被放大 17倍 (國
際上達到 4~6已為高標 )，而當地民眾改善

呼吸健康、環境舒適度提升等具體成效，讓

人更加肯定種樹為人與環境帶來的深遠的正

面影響，這樣的結果令人十分雀躍！

未來，慈心其他業務也將做影響力評估，精

準具體呈現努力成果，而慈心也將根據評估

結果，和原設定的目標比對後做調整，讓支

持者的每一分錢與力量都能對社會發揮最大

價值，讓更多有心人願意持續投入。

未來，仍須面對社會與環境的諸多挑戰，慈

心創辦人 日常老和尚鼓勵我們，面對臺灣與
世界的未來，或許感到憂心，但是不要怕，

只要建立正確的生命目標，與一群人共同努

力，效果終將不可思議！

只要你我多對世界多一些責任感並隨份隨力

地付出，未來的世界，肯定會變更好！

董事長的話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攝影／黃崇義  

攝影／何孟詞

76 



擘劃永續新未來 
以 SROI 實踐社會影響力

從 ESG 到 SDGs：
修復人與自然關係的永續行動

美國加州常讓人聯想到陽光、熱情、宜居。

不過，今年（2025）年 1月南加州的大火
讓全世界震驚。這場大火燒出了人類與大自

然之間的矛盾與糾結，而火災過後的斷垣殘

壁中，也隱藏著重建人類與大自然之間和諧

共存關係的契機。這警惕著我們，倘若維持

現今的生活方式，持續不斷的環境反噬，將

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夢魘。

多年來，全球各國積極倡導 ESG（環境、社
會、公司治理）非財務績效指標，作為衡量

企業與組織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而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則提供一個共同行
動的框架，協助政府、企業、學校與非營利

組織明確對齊全球永續發展方向。然而，組

織在實踐 ESG 或 SDGs 時，常面臨快速變
動的國際趨勢與標準，須不斷調整內部體系

與策略應對。同時，也可能遭遇高層缺乏支

援、預算不足等內部挑戰，增加成本與執行

難度，進而延緩永續進度。

SROI：讓「社會價值」不再只是抽象
理想

根據聯合國 2023年 SDGs進度統計，全球
僅 17% 的目標有望於 2030年前達成，另
有 48% 雖有進展但進度緩慢。此資料顯示，
儘管全球在永續發展上已有行動，但距離真

正實現仍有長路要走。因此，如何加速政

府、企業與公民社會的永續轉型，並有系統

地追蹤成效，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此時，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成為了一種重要的評
估工具及指標，它將無形的社會價值轉換為

量化的數字，幫助決策者更全面地理解其投

入對社會的影響，讓公益投資和內部決策中

更有依據。SROI 的特點在於：量化影響：以
資料呈現對社會產生的正向改變。強化信任：
透過透明評估流程，增進外部利害關係人的

信賴。策略改善：提供決策依據，評估既有
政策與專案的有效性。社會價值視覺化：幫
助企業清楚傳達其公益投入所創造的實際改

變。因此，SROI不僅是一種評估工具，更
是促進社會責任、透明度和有效決策的重要

方法學。

SROI分為兩種模式：預測型 SROI：在計畫
實施前預估其社會影響力，協助改善策略與

資源配置。評估型 SROI：在計畫執行後量化
實際社會成果，調整方案方向，提升投入效

率。透過此機制，不僅提升決策精準度，更

能與公部門、企業、大眾進行具體對話，吸

引更多夥伴參與永續行動。

17.26 倍 SROI 佳績 
慈心種樹行動影響力看得見

多年前，慈心基金會委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

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沈建文教授與林

正華顧問團隊，展開歷時 5年的評估與追
蹤，並於 2024年 11月 25日發佈全球第一
份種樹評估型社會投資報酬 （SROI）國際
認證報告，社會投資報酬率高達 17.26，獲
得權威認證機構國際社會價值協會（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SVI）高度肯定。

有了種樹社會投資報酬（SROI）國際認證
報告的經驗，慈心期許未來能成為實際導入
「社會影響力管理」的非營利組織，在各項專
案的推動前後，透過執行對社會影響力的實

際評估，以達到投入成本最少，但整體社會

報酬率最大化的目標，並更進一步籌劃建立

「SROI自動生成機制」，廣泛地運用在各
項業務中。

慈心基金會目前正將 SROI機制導入淨塑行
動，透過量化分析，追蹤淨塑對整體環境與

人類健康的正面影響，同時也將應用於有機

農業與綠色保育工作上，全面衡量其對生

態、經濟及社區福祉的整體影響力與計畫執

行效益，隨時改善推動策略，朝向創造價值

更大化、更有效益的資源投入而努力。

攜手邁向永續 
展望人與自然共榮的未來

慈心基金會推動 SROI不只是為了管理工具
的更新，而是希望真正達成「投入最少資

源，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目標。未來，

SROI自動產生機制將有助於整合基金會各
項計畫的成效，清楚向公眾與利害關係人報

告非財務成果，深化組織透明度與影響力。

在這條追求永續的道路上，慈心基金會期待

與政府部門、企業、公民社會攜手共行，穩

健朝向「人與自然共榮共生」的願景前進。

慈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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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基金會宗旨：
促進身心健康、造就圓滿人生
回復大地元氣、饒益世代子孫
推廣慈心事業、建立誠信社會

共享共存的生命觀
希望所有的生命都相互尊重、相互關心，

珍惜我們共同擁有的空間、共同擁有的資源。

我們熱愛藍天、我們熱愛綠地、

我們熱愛森林、我們熱愛澄澈的河流，

我們要為這份熱愛付出行動！

 《心之勇士》

O1
有機 / 綠色保育護大地
當真食物難尋、生態環境持續崩壞…
協同農友、政府與企業
打造有機友善農業，
從生產加工到銷售的產業鏈，
提供安全的食物，
一同守護大地生物多樣性，
也讓小動物們有個安心的家。

O3
帶動源頭減塑愛海洋
當塑膠垃圾氾濫，威脅海洋生態…
推動全臺減塑教育入校園，
並邀請企業支持帶動落實減塑行動、
倡議政府法規，
推動積極海廢治理，
讓海洋生態重返自然生機。

O4
積極融入國際交朋友
持續深耕臺灣蓄積能量，
走向國際發揮影響力
全球共命，息息相依，
慈心積極走向國際，分享成功案例，
吸取各國珍貴經驗，
交流互動中，形成世界一家，
營造永續美好地球村。

O2
種樹匯碳守住海岸線
當地球持續升溫、海岸線退縮、
沙塵暴越演越烈…
發揮碳匯能量，為地球降溫；
積極推動海岸造林，減緩海岸線退縮、
降低颱風暴潮對陸地的衝擊，
保障臨海居民與國土安全，
並跨國為蒙古種樹，
發揮減少沙塵暴等效益。

慈心有機
TO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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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項

慈心淨源茶獲獎
獲全國有機茶 TAGs 評鑑特
選、TAGs 評鑑茶袋《精選
獎》、國產茶及咖啡好禮獲
「十大飲享禮」、「有機茶
禮盒」獲選「農村好物」、
「臺灣 GABA 茶評比」獲雙
五星獎、佳葉龍茶總評第一
名。

1,600 萬件↑

減用一次性塑膠品
「 校 園 減 塑 集 點 計 畫 」 自
2018 年至 2024 年止，全臺
累 計 519 所 學 校， 超 過 24
萬位師生次參與，共減少使
用 超 過 16,119,000 個 一 次
性塑膠製品。

12,337 筆

紀錄田區生態
培 訓 綠 色 保 育 農 民 使 用
iNaturalist 紀錄田區生態，
共設立 39 個農場專案，累積
12,337 筆資料。

44,000 人次

參與推廣活動
慈心各類減塑、種樹、蔬食、
友善農業推廣活動，共 772
場 次、 超 過 44,000 人 次 參
與。

7 年

水寶盆年年獲獎
慈心以水寶盆種樹擴大社會
影響力，連續七年榮獲經濟
部 Buying Power 採購獎。

525 場

慈心義工培訓
慈 心 義 工 培 訓 課 程 525 場
次、約 8,200 人次參與。

254 萬元↑

南安部落水稻總產值
持續輔導南安部落轉型有機
水田耕作與無農藥栽培水田
近 20 公 頃， 收 穫 有 機 稻 穀
（乾穀）74,401 公斤，總產
值達 2,544,095 元。

560 公斤

企業贊助小米進校園
13 家 企 業 認 養 小 米 進 入 校
園，採購部落友善小米 560 
公斤，近 7 百師生享用小米
午餐及點心。

626 戶

綠保農友通過
共有 626 戶農友通過綠色保
育標章，通過面積達 915.71
公頃。

150 萬棵

種樹護地球
2010 年起截至 2024 年已種
下超過 150 萬棵樹。蒙古種
樹超過 1 萬 3 千棵樹，存活
率 7 成以上。

2024 慈心年度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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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日期 地點 內容

IFOAM
世界有機大會

12/1
12/2~4

南華大學

淨源茶場

三年一次 IFOAM世界有機大會第 21
屆 12/2~4於臺灣舉辦，慈心發表綠
色保育等三個業務案例，並在 OWC
工作坊和里仁合作，以「永續協同：
臺灣有機市場成長的六級產業模式」
分享慈心在輔導有機 /友善耕作及鏈
結行銷相關經驗。12/1並安排各國與
會者至淨源茶場參訪，體驗有機茶製
作與茶場守護水源的努力歷程。

慈心基金會發布全
球第一份種樹評估
型社會投資報酬
(SROI) 國際認證報
告獲高度肯定

11/25 新北萬里

2015年起，海岸造林已逾 125萬棵
樹，為瞭解其影響力，委請中央大學
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沈
建文教授，與林正華顧問團隊，完成
全球第一份種樹評估型社會投資報酬
(SROI)國際認證報告，社會投資報酬
率高達 17.26，獲得權威認證機構國
際社會價值協會高度肯定。

【綠保 15 周年－
全臺綠保農友大集
合】經濟與保育雙
贏 共創農業新趨勢

11/14 福智教育
園區

「綠色保育標章」邁向第 15年，為
感謝綠保農友友善耕作守護生態與糧
食安全的努力，特舉辦「綠保食伍大
集合—全臺綠保農友交流會」。逾
300位農友齊聚一堂，細數一路艱辛
與成果，並頒發感謝狀表揚資深農友
堅持不懈的精神。

「走進彼桑拉返－
布農里山」特展  9/7 臺北

保育小站

「彼桑拉返」是布農語「菜園」，慈
心早期在南安部落推動轉作有機，過
程中發掘部落婦女家庭菜園裡保存了
珍貴的傳統布農豆豆，透過開設「布
農豆豆班」等方式來保存記錄布農傳
統智慧。本次展覽將菜園實物搬到現
場，呈現布農族人與自然密切的互
動。

開創農田生態觀察
公民科學新時代  
慈心基金會與生物
多樣性研究所簽署
備忘錄 

8/6 農業部

慈心與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簽訂
「維護農田生物多樣性及促進綠色保
育標章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廣農友
使用手機 APP—iNaturalist (簡稱愛
自然 )，即時拍照記錄並分享田間生
物資訊，開創農田生態觀察攜手公民
科學的嶄新時代。

開啟有機農業淨零
碳盤查里程碑  
慈心基金會與臺大
生農學院簽署合作
備忘錄

7/2 臺大生農
學院

慈心與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簽
署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有機農業增
匯減碳方法學等技術。慈心將提供田
區與人力進行水稻田增匯減碳試驗。
期望協助農友取得碳足跡與碳權證
明，鼓勵更多農友轉型有機，對減緩
地球暖化作出貢獻。

主題 日期 地點 內容

聯合國里山倡議
《里山案例彙編》
第 10 期作者工作
坊

6月 日本東京

慈心代表在聯合國里山倡議（IPSI)
《里山倡議主題案例彙編》第 10期
作者工作坊，分享與南安布農族人保
育菊池氏細鯽的故事。慈心從 2013
年起南安輔導轉作有機，2016年在
生態專家林青峰的協助下發現稀有
魚類菊池氏細鯽的蹤跡，推動各項棲
地營造、生態服務給付與傳統智慧傳
承，此案例在工作坊深入討論，貢獻
國際保育議題價值。

「花蓮小米經濟種
原觀摩分享會」
《斜坡上從未間斷
的種子》小米成果
發表記者會

5/14
6/19

花蓮
馬太鞍
臺東美術館
小米田
新興國小

自 2015到 2022年間，走訪花東部
落發現小米種原嚴重流失，鼓勵農友
復耕。之後將小米品系送種苗改良繁
殖場成功復育，5/14舉辦觀摩分享
會，見證復育種子回歸部落！在農糧
署支持下規劃「保種復育」、「小米
進校園」等四個子計畫，經各方努力
頗具成效，6/19召開記者會邀請長
官、企業與記者實地走訪體驗小米田
與教育成果。

從陸上「種樹」到
海裡，共築海洋生
態圈

4/20 澎湖

杭灣

慈心基金會首度跨地景種樹，攜手澎
湖縣政府、緯穎科技、在地社區居
民、潛水業者、公民科學家等多方夥
伴，齊心從陸上「種樹」到海裡種珊
瑚，豐富陸域與海域的生物多樣性，
同時庇護了以海維生的社區，預計為
4,000人帶來正面影響，實踐澎湖里
山里海的美好願景。（照片提供／「澎
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

原生植物保種復育
專案

2023
2024

苗栗

慈心基金會接續 2023年的原生草地
稀有植物復育計畫，今年進一步將大
黍取代的面積拓展至 600 平方公尺，
共復育 39種原生植物。2024年亦和
綠色保育農民合作，將稀有草生植物
與水生植物導入農田復育，擴大建立
族群並提升農民保育觀念。進一步在
原生植物野花園設立自導式解說牌，
提升環境教育效益。

慈心大自然莊園通
過休閒農場登記

雲林

古坑鄉

大自然莊園原址原為臺糖的甘蔗田，
經過 60年的慣行單一作物耕種。 莊
園承租接手後，歷經十多年的耕耘，
廣為種樹，將原本的土地，轉變成現
在的慈心大自然莊園休閒農場。結合
有機食農教育與體驗，打造有機教育
基地，2024年終於取得合核證照，
予動物們更多安定的棲息地，打造共
存共榮的生態樂園！

承接林業署「林下
經濟」建構驗證制
度並開始收件查驗

2024起

林業署為了活絡山村經濟，林農在造
林期間能有額外收入，同時保護森
林，正面表列開放能在林地種植的經
濟品項，慈心基金會協助建構驗證制
度，2024年正式進行收件，目前已
有 26件提出申請，執行稽核查驗。

2024 慈心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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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
・

綠色保育
2024 年，我們從土地出發，

推動友善農業、守護生物多樣性、
原民保種、林下經濟、土壤健康與碳匯、

通路拓展、全球夥伴連結。

每一項行動，都希望對我們的環境帶來改變。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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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向共好行動
讓農業成為地球永續驅動力

持續推動友善農業  
降低農藥化肥汙染

在氣候變遷、物種快速消失與農村人

口老化的挑戰下，農業不再只是生產

糧食的產業，而是決定我們未來生活

樣貌的關鍵力量。

慈心基金會以「綠色保育」為核心，

從土地出發，陪伴農民實踐友善耕作，

也串聯企業、社區與國際夥伴，共同

打造一個兼顧生產、生態與生活的永

續農業願景。2024年，我們從土地出
發，推動友善農業、守護生物多樣性、

原民保種、林下經濟、土壤健康與碳

匯、通路拓展、全球夥伴連結。每一

項行動，都希望對我們生存的環境帶

來改變，期待與農民攜手，在產官學

與廣大民眾的共同支持下，為臺灣與

世界帶來真正的永續希望。

◆ 農業部在 2017 年提出「農藥減半政策」，
預計在 2027 年之前將國內農藥化肥用量
減半。

◆ 農業科技研究院指出，臺灣 2020 年每公
頃化肥施用量，遠超過鄰近的韓國、日
本，長期過度施用化肥，將導致土壤健
康亮紅燈、地力衰退，影響農作物品質
與產量。

在過去的 15年中，慈心基金會與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保育署（簡稱林業保育署）攜手推

動綠色保育標章，鼓勵農民採用友善耕作方

式，以營造適合野生動物棲息的環境。至

2024年度，已完成綠色保育農友輔導及查
訪 698場，全臺總共有 626戶農場取得綠
保標章。

綠色保育面積已達 915公頃，若以臺灣平
均每公頃 13.9公斤的農藥使用量換算 (防
檢署 )，透過綠色保育友善耕作的推動，估
計減少超過一萬公斤的農藥使用，不僅有助

於保護國人的健康，也為農田生態環境提供

了更佳的照護。

此外，基金會在全臺各地共舉辦了 18場農
民課程，吸引超過 360人參加；團隊亦積
極進修，持續學習法規制度、外來種議題、

環境教育及自然解方等國際趨勢，旨在為農

民朋友提供更全面的陪伴與服務。

綠色保育即將邁入第 15年，為鼓勵並肩走
在友善耕作之路的農友，慈心特別在 11月
於雲林古坑福智教育園區舉辦「綠保食伍大

集合—全臺綠保農友交流會」，來自全臺共

326位農友與眷屬齊聚一堂，細數一路艱辛
與共同努力的成果。透過主題論壇、農友照

片牆介紹、種子交換、產品分享與分組體驗

等課程，讓農友不但吸收新知且結交了許多

同道好友，亦促使後續進一步合作與學習，

提升能力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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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臺灣農田生物多樣性 
共譜生命協奏曲

中臺灣：
竹苗地區是全臺稀有原生草地植物分布最密
集的地區。慈心團隊與新竹生態綠網平臺、

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月稱光明寺合作，

2024年穩定復育超過 30種原生或稀有植
物，並將復育植株轉贈鄰近 4座綠保農場，
擴大保種範圍並鼓勵營造田間草本棲地。另

一方面也積極嘗試以更有效、省力的方式移

除根深蒂固的外來草種「大黍」，重新以原

生草本植物營造植被，目前已有初步試驗成

果，復育面積達 600平方公尺，逐步喚回
草地地景的豐富多樣性。

南臺灣：
官田地區是菱角的故鄉，也是全臺最大的水
雉棲地。為提升友善菱角產量並避免生石灰

施用影響水雉幼雛的眼部灼傷，慈心基金會

延續 2023年度規劃，與農業改良場臺南分
場合作執行改善試驗，個別分析每塊農田的

土壤肥力狀況後給予改良建議、精準投入資

材，有 13位農友配合施作，成功提升將近
5公頃的友善菱角產量，共同有效守護水雉
棲地。

高雄茂林芒果產區近幾年因極端天氣影響導
致產量不佳，2024年度特別邀請農業改良
場講師開課，協助農友進一步提升友善農耕

管理技術，偕同有機商店里仁、廠商豆之家

收購超過 3公噸芒果青，守護紫斑蝶棲地同
時也保障了農友收益。

為了讓農田棲地營造有方法可循，特規畫出

版《農田方舟—野生動物棲地營造手冊》一

書，與各專業單位合作，並彙整綠保農民累

積多年的經驗與改善過程，搭配案例故事與

簡明易懂的操作步驟插圖，提供有志加入生

態保育的農民完整的基礎觀念與操作方式，

鼓勵更多農民花費一點心力在田區營造動物

棲地，讓更多農田成為生態的庇護方舟。

◆ 臺灣有 55% 保育類野生動物，64% 的臺
灣植物紅皮書植物生長在海拔 1,000 公
尺以下的淺山地區。

◆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2024 年地球生命
力報告》，全球野生動物數量在 50 年內
銳減 73%，2030 年前有機會扭轉趨勢，
但需大幅加強氣候與自然保護行動。

農田銜接森川山海，基金會針對生態敏感重

點區加強農民轉作友善農業，提供動植物重

要的庇護所與通道。

北臺灣：
陽明山竹子湖地區，住著珍稀保育類赤腹游
蛇，赤腹游蛇需要穩定的蓄水環境、確保水

面有適當的植被覆蓋度，並避免使用對赤腹

游蛇有害的化學藥劑，慈心與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合作輔導水生花卉海芋農友、目前

共有 6戶取得無農藥化肥的綠色保育標章；
2024年起進一步結合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生態服務給付計畫，鼓勵當地海芋農友即使

未能完全避免農藥化肥，至少不使用中性毒

以上的水生物毒性農藥、及油劑皂素類防治

資材，以營造一個安全、適宜其生存的棲息

環境，目前共有 11位農戶加入。湖田里里
長也組成巡護隊伍，定期巡查赤腹游蛇的棲

地狀況，進行生態觀察與紀錄，共同關注當

地生態環境。

新北市三芝蓮花水田「阿石伯」之子楊炎生
持續友善耕作，營造臺灣珍貴稀有的臺北赤

蛙棲息之地。基金會並邀請消費者協助田間

農務工作、農田生態營造，且於淡水里仁店

辦理分享會，邀請消費者支持友善蓮花，一

起與農民提供蛙類等水生動物安居處所。

6 戶

綠色保育標章

13 位農友

配合農田土壤
肥力改良施作

11 位農戶

不使用中性毒以上的水
生物毒性農藥、及油劑

皂素類防治資材

5 公頃

友善菱角
產量提升

慈心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水生花卉海芋農友輔導

慈心   農業改良場臺南分場
官田水雉棲地農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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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種，
也是保存人類永續生存的希望

◆ 原住民雖然僅佔世界人口的 5%，卻是環
境的重要守護者。原民朋友重視與自然
的連結，選擇栽種適應當地環境、文化
的原生作物。

◆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2010 年
報告，全球有 75% 的作物品種面臨滅絕
的風險。而全球人類攝取的熱量 86%，
僅來自於 17 種農作物。糧食作物多樣性
的喪失降低了農業的韌性，更容易受到
極端氣候的影響。

民國 50年代時，全臺仍有超過 200種品系
的小米。但如今小米主食地位在部落中幾不

復存在，為持續保存本土小米種源，慈心團

隊走訪花東地區 30個部落，結合部落農民

與產官學三方，盤點蒐集小米種原品系、陪

伴農民解決小米發芽率低、帶菌，及防鳥等

問題、支持多樣小米品系栽種、與種苗改良

繁殖場一起更新 117 個小米種原，並將健
康種子返還農民栽種、建立當地的種子保存

體系。

根據調查發現，部落中仍堅持種植傳統作物

的族人，大多都是因為在生命中有食用傳統

作物，以及與作物互動的經驗、情境，從而

產生了與傳統作物的深刻情感連結，有些族

人因為喜歡吃特定、外面買不到的小米品系

而種；有些族人因為祭典需要小米而種； 
有些族人因為孫子最喜歡吃而種； 有些族
人則是因為思念爸媽及往昔生活而種。基金

會欲達到「農地農用、永續保種」的目的，

與 8位部落保種農民合作，將原民小米帶進
校園，農民成為教師，培養年輕世代對傳統

作物之味覺感受、並創造更多與傳統作物接

觸的機會。獲得 13家企業認養贊助，供應
臺東 14所學校與文化健康站在每週餐點中
加入小米，超過 600位當地學童與長者，
食用小米的營養午餐及點心，讓食農教育在

地落實、找回傳統味覺記憶。

花蓮玉里南安部落婦女在家庭菜園中保留

20種眾多傳統的豆類與穀物，蘊涵各種傳
統耕作智慧，更有助於面對氣候變遷時的韌

性。慈心團隊陪伴成立的「布農豆豆班」，

將傳統智慧轉化成接待參訪、市集擺攤、食

農教育的素材，2024年接待超過 20場活
動、出攤 16次、與校園合作 21場食農教
育課程。9月舉辦「走進彼桑拉返—布農里
山」特展，由族人共創策展，獲得許多好評；

更將於 2025年初出版《走進彼桑拉返 2：
迪娜與她的種子》、再版《走進彼桑拉返：

布農的菜園》專書，將傳統保種智慧，化為

布農里山微型經濟能量。

建立花東地區種子保存體系：30 個花東部落，117 個小米種原更新 。 花蓮玉里南安部落「布農豆豆班」：接待
參訪超過 20 場活動，市集擺攤 16 次，

21 場校園食農教育課程。
原民小米進校園：8 位部落保種農民，13 家企業認養贊助，14 所臺東學校與文化健

康站，超過 600 位當地學童與長者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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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林下經濟   從守護山林 邁向共生 促進土壤健康 實質展現碳匯行動

◆ 根據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統計，全球
超過 1/3 的物種依賴於森林生態系統，
森林的永續管理有助於保護這些物種。

◆ 臺灣的森林覆蓋率超過 60%，大部分是
原生森林，其中四分之一是私有林地。

過去政府採取禁伐、鼓勵造林的政策，造成

臺灣林業大幅的萎縮甚至停頓。林農或地主

缺乏相關規範與合法性，造成山坡地超限使

用、破壞植被、使用除草劑或化肥破壞森林

生態等疑慮。因此在森林中發展林下作物如

藥用植物、段木香菇，或養蜂等產業，與森

林共生、減少破壞，避免不當利用對森林生

態的影響。

為了鼓勵林農與森林共生、善用森林發展生

計，基金會與慈心驗證公司協助整合國內外

驗證制度，建構臺灣林下經濟「生產規則」、

「驗證程序」、「官方管制」、「標章管理」

等相關規範及表單，建立臺灣林下經濟產品

驗證制度。2024年起開始受理申請，並執
行各項稽核作業、輔導培訓等。今年共有段

木香菇、臺灣金線連、森林蜂產品共 15位

林農、超過 2.5公頃申請林下經濟驗證。 ◆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每 5 秒鐘就
有一個足球場面積的土壤被侵蝕。然而，
要生成幾公分厚的表層土壤需要千年之
久。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警告：到
2050 年為止，預計 90% 的土壤將會退
化。如果不做出任何改變，將危及我們
的生態系統、氣候和糧食安全。

為了瞭解友善農耕對土壤健康的影響，綠保

農友至少每 3年進行一次土壤肥力分析，以
確保對農場土壤狀態的了解，並依此調整耕

犁與施肥方式，達到合理施肥與有效管理，

並舉辦課程了解淨零政策，提升農民友善土

壤的觀念與操作，也特別安排農場土壤檢測

與分析示範課程，學習判斷土壤好壞，以及

操作方式如何影響土壤健康與碳匯程度。

為長期推動土壤健康，基金會 2024年起選
定麻園有機農場、看天田農場、草根農場 3
處，在土壤專家陳興宗指導下進行長期土壤

營養經營管理及追蹤紀錄。試驗地於作物收

成後，種植一期綠肥，並記錄綠肥種植的種

類、數量 (種子公斤數 )、面積。於每一期
作物收成後、施肥及下期作物種植前配合土

壤健康指標觀測、與土壤肥力分析送驗，逐

步提升農民對土壤健康的關注與學習意識；

並且配合農業試驗所選定不同耕作模式之綠

保農戶，例如果園草生栽培、不整地耕犁、

休耕期施灑綠肥等 26處農田，每年於作物
採收後，採土檢測有機碳，估算其土壤有機

碳 (SOC)的變化情形，並以附近慣行田區
的土壤平均碳含量，作為該區域基準的基線

(baseline)，以分析比較不同耕作方式之碳
匯潛量、發展相關碳匯方法學 (註 )。

2024年 7月，慈心基金會與臺灣大學生物
資源暨農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接軌

國際標準，共同開發有機農業增匯減碳的方

法學、碳排係數盤查、查驗方法等重要技

術。慈心基金會將配合計畫提供有機田區及

農務操作人力，進行水稻田的增匯減碳耕作

試驗。期望未來協助農友取得產品碳足跡與

碳權證明，鼓勵更多農友加入有機農業的行

列，為促進有機農業對減緩地球暖化作出貢

獻。

15 位

林農申請通過

2.5 公頃

林地申請通過

慈心   林業保育署
林下經濟林農輔導

註： 114年 3月 20環境部召開第 14次會議，審查通過農業部所
提之「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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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通路  擴大友善產品支持行動 在地深耕  向全球夥伴發聲

◆ 根據西班牙和美國的研究，消費者直接
向農友購買友善的農產品，農友能多獲
得 50%，甚至 3 倍以上的收入差異。(註 )

綠色保育產品持續開拓多元的銷售管道。慈

心與有機連鎖通路里仁公司合作，固定販售

各種生鮮與加工品，常態綠保商品在 2023
及 2024年共為里仁門市創造超過 9,000萬
元的銷售額；同時媒合綠保農友、開拓「小

農直送里仁」模式，讓 28戶小農自行訂價、
配送至將近 100家門市，讓連鎖通路也能
支持社區支持型農業。家樂福在全臺的 11
家分店設立了專屬的綠保專區，使消費者能

在大型商場中輕鬆選擇到友善耕作的產品；

國泰商旅與W-hotel也採購綠保食材、融入
高級餐飲，不僅提升綠保產品的曝光度，讓

消費者在享受美食的同時，體驗友善耕作的

價值。

綠保農友也參與作公益，臺灣大米缸永續關

懷協會合作發起「綠保米缸計畫」，將企業

與個人贊助者串聯綠保稻農，將新鮮友善耕

作的稻米捐助給全臺社福機構，金額超過

30萬元。

「有機島茶」品牌持續進駐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本年度的參觀人次達到 71,642人。
實體展覽首次跨入線上平臺，與臺灣最大有

機通路商里仁合作，進行線上販售。共有

50戶有機茶農參與，半個月內總營業額接
近 60萬元，展現了線上銷售的潛力與市場
需求。

玉山銀行支持慈心有機團隊輔導南安部落有

機稻米轉作專案已屆 10年，有機水稻耕作
面積超過 17公頃，並在風災後展現氣候變
遷下的韌性。玉銀將本案例帶到紐約氣候週

世界生物多樣性高峰會，分享瓦拉米計畫，

並以「玉山瓦拉米計畫」榮獲「2024臺灣
生物多樣性獎」營利事業組最高榮譽金獎。

2024年南安案例也投稿 IPSI聯合國里山秘
書處的旗艦刊物《里山倡議主題彙編》第

10輯，獲得收錄。

2024年底，國際有機運動聯盟 (IFOAM)來
到臺灣，舉辦世界有機大會，多達 61個國
家、約 600位有機產業專家學者共襄盛舉。
慈心有機團隊於大會中發表綠色保育、有機

島茶、陽明山國家公園友善農業三個業務案

例，並與里仁合作，以「永續協同：臺灣有

機市場成長的六級產業模式」分享慈心基金

會在輔導有機 /友善耕作及鏈結行銷相關經
驗。坪林淨源茶場也獲選為大會生態之旅路

線，迎接國際外賓參訪，體驗以有機茶耕種

潔淨水源的努力歷程，讓世界見證臺灣的有

機軟實力。

綠色保育產品兩年間在里仁門市創造超過 9,000 萬元的銷售額。 玉山瓦拉米計畫榮獲紐約氣候週世界生物多樣性高峰會「2024 臺灣生物多樣性獎」
營利事業組金獎。

輔導南安部落有機稻米轉作專案獲收錄 IPSI 聯合國里山秘書處的旗艦刊物《里山倡議
主題彙編》第 10 輯。

小農直送里仁：28 戶綠保農友參與，配送至近 100 家門市。

全臺家樂福 11 家分店設立綠保專區。

註：Frontiers網站文章：〈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effects of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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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護樹

2024 年，慈心基金會不僅在臺灣本島及離島海岸造林、
從陸地種樹延伸到海洋種植復育珊瑚，

乃至於擴展到蒙古沙漠化地區種樹，
透過種樹，拯救更多在這片土地中可能已經岌岌可危的各種生命。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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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基金會自 2022年起與澎湖縣政府合作
植樹造林，已種植 25,000棵樹，整體存活
率達 9成以上，成果斐然，已逐漸鬱閉成
林。

2024 年更與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澎湖
縣水產種苗繁殖場及緯穎科技共同啟動「澎

湖杭灣護漁林及珊瑚復育里海願景計畫」，

於 澎湖杭灣 2.5 公頃林地使用水寶盆並選
用在地適生苗木 10,000 株，營造海岸複層
林，並且培育 8,000 株珊瑚株，投放 1,000 
塊珊瑚磚，進行珊瑚復育。本計畫透由慈

心基金會、澎湖縣政府、企業、在地社區

居民、潛水業者、公民科學家等多方夥伴，

齊心從陸上「種樹」到海下，豐富陸域與

海域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庇護了以海維生

的社區，預計為 4,000 人帶來正面影響，
實踐澎湖里山里海的美好願景。

澎湖跨越山海與國界  慈心擴大綠色影響力
慈心基金會 2024年不僅在臺灣本島及離島海岸造林、從陸地種樹延伸到海洋種植復育珊瑚，
乃至於擴展到蒙古沙漠化地區種樹，透過種樹，拯救更多在這片土地中可能已經岌岌可危的

各種生命。當我們人類不斷的發展、利用自然資源之餘，有沒有辦法有效地去保存或是優化

現在的自然環境，是人類共同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我們願意為這些不是立即產生利益的事情，

多付出一份心力的時候，其實它所帶給我們的是現在到將來，乃至下一代更多美好的未來。

從陸到海的永續行動
打造「里山里海」
共生願景

1. ( 左起 ) 慈心基金會種樹總監程禮怡、執行長蘇慕容、澎湖縣農漁
局長陳高樑於澎湖杭灣造林地使用水寶盆種樹。 2. 2022 年至 2024
年澎湖縣五德造林成果。 3. 潛水業者及潛水客參與珊瑚種植。 
4. 復育成功之珊瑚。(3-4 照片提供／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 )

1 2

3

4

216,122 棵

194,370 棵

 15,078 棵

   6,674 棵

29 場次

19 場次

 10 場次

2,589 人次

1,900 人次

  689  人次

2024 種樹統計

全年種樹

海岸種樹

山上種樹

蒙古種樹

種樹活動種樹數量 種樹活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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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據衡量影響力
慈心種樹行動
創下 17 倍社會投資報酬
2017年，慈心基金會攜手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與和泰汽車，在新北市萬里區大鵬段啟

動海岸種樹行動，一路延伸至全臺海岸線。為

了瞭解海岸造林的社會面影響，慈心基金會委

託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

中心沈建文教授團隊，自 2017至 2022年期
間，以萬里大鵬段海岸林地區為主，對 6類
利害關係人進行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追蹤評估。並於 2024
年 11月 25日發佈全球第一份種樹評估型社
會投資報酬（SROI）國際認證報告，社會投
資報酬率高達 17.26，獲得權威認證機構國際
社會價值協會（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高度肯定。

六類利害關係人中，當地社區居民因海岸林營

造後，在環境及呼吸道健康改善上有正向的影

響；參與植樹活動大學生，參加種樹活動後，

即有超過半數產生觀念上的改變，包括「增加

對自然環境的同理心」、「提升環保意願」及

「跟他人分享環保種樹概念」。

1. 新北市萬里造林地 2018 年設置防風圍籬、堆沙籬並且造林
後，逐漸開始堆沙。 2. 2023 年樹苗已成林並且開始發揮防風定
沙之功能，地形抬升約 2 公尺。 3. 海岸林抵擋來自海上的強風、
飛沙，守護新北市萬里區大鵬里居民。 4. 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
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沈建文教授訪問新北市萬里區大鵬
里居民。

3

21

4

SROI

新北  103,556   
・萬里區
・金山區

基隆  5,013
・中正區

桃園  73,591 
・觀音區
・大園區

台南  139,940 
・將軍區
・安南區
・台江國家公園雲林  153,501 

・台西鄉
・麥寮鄉
・西螺鎮
・崙背鄉

台東  100,998 
・東河鄉
・太麻里鄉
・台東市
・卑南溪出海口

宜蘭  180,646 
・蘇澳鎮
・五結鄉
・壯圍鄉
・頭城鎮

新竹  27,650 
・竹北市

苗栗  38,014 
・後龍鎮

台中  102,164 
・清水區

彰化  14,500
・鹿港鎮

馬祖  900  
金門  53,200  

澎湖  25,000 
蒙古  13,171 

武陵農場  28,928 
福壽山農場   26,656 

嘉義  7,835
・布袋鎮

高雄  5,000 

花蓮  3,000
・新城鄉

屏東  221,605 
・恆春鎮
・車城鄉
・滿州鄉
・獅子鄉

累計種植樹量
1,324,868 棵

2015-2024

2024 種樹夥伴關係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退輔會武陵農場、退輔會福
壽山農場、金門縣林務所、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連江縣政府、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新北
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中港務分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農業部林業試驗所、林業署宜蘭分署、林業署新竹分署、林業署南投分署、林
業署台中分署、林業署嘉義分署、林業署屏東分署、林業署臺東分署、林業署
花蓮分署

和泰汽車、TOYOTA全省經銷商、萬海航運、緯穎科技、富邦金控、富邦人壽、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富邦證券、神達投資控股、神雲科技、神達數位、台中銀行、
福智新竹 CEO廣論班、聚陽實業、臺灣期貨交易、惇聚國際、全家便利商店、
HAPPY HAIR、群聯電子、科林研發、力晶積成電子、微星科技、台灣愛丁頓、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欣興電子、信邦電子、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湯瑪仕肉舖、保誠人壽、居易室內設計、台北歐洲學校、品木宣言、雀巢、中
衛、研華科技、海陞光電、台灣理光、宏全國際、綠地美視傳工程、懿鵬實業、
林之晨、鄭翔釋、王耀德、梁榕

認養土地提供

贊助單位

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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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沙漠的綠色契機
五大面向全面實踐
持續 2023年蒙古種樹專案，2024年於教
育、產業、社區、水資源、沙漠綠牆五大面

向持續努力推動種樹：

1 教育｜知識紮根綠地：從課堂走入
沙地

於種樹教育基地舉辦種樹工作坊，結合蒙古

國在地民間組織MyClub帶領的當地中學及
大學生、臺灣逢甲大學的學生，共約 70人，
一起學習種樹理念及方式，並使用水寶盆，

種下約 300棵落葉松。

2 產業｜沙棘經濟的希望之果
自 2022年起已於種樹教育基地種植 2,000
株沙棘，沙棘果產量逐年增加，並且已通過

慈心有機驗證，未來也將申請沙棘果榨油加

工有機驗證，期望未來能生產出有機沙棘果

油的產品，然後回銷到臺灣，讓臺灣的消費

者，可以積極的支持具有社會經濟，以及環

境意義的沙棘果油的產品，希望能夠以此模

式輔導在地，由放牧轉型為種植生產的生活

及經濟方式，減少天然植被因放牧受破壞，

進而遏止沙漠化加劇。

3 社區｜一戶一樹：綠意植入家園
持續與臺灣家扶基金會蒙古分務所合作，在

蒙古的家扶村種植原生經濟樹種，從 2023
年起至 2024年，已有 100個家庭參與用水
寶盆在家園種樹的專案，接受種樹理念的教

育。

4 水資源｜沿河植綠，涵養未來水源
持續於蒙古國色楞格省的河流邊，與蒙古環

境教育績優學校 (色楞格省巴彥高樂縣綜合

蒙古

學校 )合作種樹及環境教育，總共種了3,000
棵的柳樹，逐步增加河邊樹木的數量，以達

涵養水源之最終目的。

5 沙漠綠牆｜綠色屏障，阻止沙化蔓
延

於中戈壁的 2公頃造林地使用 2,300個水寶
盆種植 2,300棵樹，整體存活率 95% 以上。
該造林地位於草原跟沙漠交界處，於此種樹

可防止沙漠化的擴大，且又因毗鄰蒙古中戈

壁省會的入口公路，因此有非常好的帶動示

範效應，當地的森林局、土地局、環保部的

官員們都有來親自參與種樹，且許多單位也

陸續主動聯繫，想了解水寶盆種樹相關技術

及可能的合作機會。

慈心蒙古種樹教育基地沙棘成果。 臺灣家扶基金會輔導蒙古家庭至慈心種樹
基地學習水寶盆種樹技術。

蒙古環境教育績優學校色楞格省巴彥高樂
縣綜合學校於河邊使用水寶盆種樹。

上 蒙古國中戈壁土地局官員參與種樹活動。 
下 慈心蒙古國中戈壁造林地空拍。

3534 



2025 年慈心基金會將在臺灣一方面持續種
樹，一方面開始為企業種樹取得碳權努力。
在蒙古國的部分，將於肯特省開展一個種樹
脫貧專案，與在地貧困聚落連結，透由種樹
改善當地人民生計。在中戈壁沙漠邊緣將會
有更大面積的土地認養，以水寶盆種植當地
適合樹種。同時，在戈壁保護區戈壁熊的棲
地，將更深入到戈壁熊會出沒的河邊種樹，
恢復河水的水資源。在增加水資源的部分，
於鄂爾渾河谷保護區大面積造林，恢復當地
森林生態及水資源。

綠行動再升級
從植樹到碳權與生計改善

展望 2025

地區 種植地點 公頃數 種植棵數 種植種類

新北市 萬里 0.2  1,000 林投、木麻黃

新竹 竹北 1.75  11,000 林投、黃槿、木麻黃

南投 福壽山農場 4.53  9,150 玉山假沙梨、阿里山千金榆、阿里山榆、扁柏、雲杉、楓香、銳葉高
山櫟

臺中 武陵農場、和平區 2.76  5,928 山櫻花、阿里山榆、雲杉、臺灣杉、青剛櫟、扁柏、楓香、霧社櫻

雲林 麥寮、崙背 6.74  20,574 木麻黃、黃槿、草海桐、白千層、黃荊、苦檻藍、臺灣海棗、苦楝、
大葉山欖、七里香、水黃皮、厚葉石斑木

臺南 台江網仔寮沙洲、府城天險 3.05  24,000 木麻黃、檉柳、土沉香、文殊蘭、林投、五梨跤、草海桐

屏東 恆春 25  65,929 
草海桐、海檬果、相思樹、黃槿、水黃皮、恆春山枇杷、大葉山欖、
欖仁、繖楊、茄苳、臭娘子、棋盤腳、蓮葉桐、諾麗果、山欖、臺灣
海桐、欖仁舅、苦林盤、臺東漆、珊瑚樹、蟲屎、烏桕、黃連木

宜蘭 南澳、五結、頭城、壯圍 7.66  33,867 木麻黃、水黃皮、白千層、林投、海檬果、草海桐、椬梧、黃槿

臺東 臺東森林公園活水湖、知本 5.6  14,000 草海桐、日本女貞、水黃皮、稜果榕、苦楝、林投、木麻黃、山欖、
欖仁舅

澎湖 馬公、杭灣 3.6  15,000 
相思樹、苦楝、象牙樹、臺灣海桐、銀葉鈕扣樹、毛柿、檉柳、日本
女貞、毛苦嵾、木麻黃、草海桐、土沉香、厚葉石斑木、白水木、欖仁、
小葉南洋杉、苦林盤、蘭嶼樹杞

金門 金湖、金寧、烈嶼 3  9,000 潺槁樹、七里香、臺灣欒樹、黃花風鈴木、豆梨、烏桕、桃花心木、
臺灣海桐、水黃皮、黃槿、苦藍盤、白千層、黃連木、草海桐

蒙古烏蘭巴托
自然無限基金會基地、

Caritas修女地 0.54  894 落葉松、柳樹、楓樹、稠李、花楸、冷杉、檉柳、胡頹子、西伯利亞
榆樹

蒙古中央省 Erdene縣立公園 0.18  300 落葉松、豆灌

蒙古巴顏宏戈爾省
戈壁保護區 Ekn River、溫度
爾縣幼兒園、溫度爾縣醫院、
溫度爾縣老人協會、佑安寺

0.54  1,180 梭梭樹、黑枸杞、胡頹子、蘋果

蒙古色楞格省 Ecoschool河邊 1  2,000 柳樹

蒙古中戈壁省 曼達勒戈壁 2  2,300 西伯利亞榆樹、蒙古扁桃、檉柳、胡頹子、梭梭樹

總計  68 公頃  216,122 棵 80 種

2024 慈心種樹樹種統計

3736 



2024 慈心種樹媒體報導

媒體名稱 媒體所在地 標題 報導日期 載體 呈現方式

1 經濟日報 台灣 和泰守護環境 攜手車主植樹 2024/12/12 網路 文章

2 漢聲廣播電台 /廣播 台灣
【MIT尋找在地人的驕傲與感動】慈心全球第一份種樹評估
型 SROI國際認證報告 FM AM 2024/12/6 廣播 廣播

3 台灣新生報 蒙古 全球首份種樹評估型 SROI國際認證報告發布 2024/11/30 報紙 文章

4 台灣新生報 台灣 種下永續希望 慈心基金會獲國際肯定 2024/11/29 網路 文章

5 上下游 台灣 慈心基金會發佈全球第一份種樹評估型 SROI國際認證報告 2024/11/29 網路 文章

6 微笑台灣 台灣
慈心基金會發布全球首份「種樹評估型社會投報報告」 種百
萬棵樹，為台灣築海岸綠色長城

2024/12/14 網路 文章

7 今周刊 台灣
種樹成效可以量化了，全球第一份種樹 SROI報告出爐！追
蹤社會投資報酬率，最大受益者是他們

2024/11/26 網路 文章

8 工商時報 台灣
TOYOTA「一車一樹」90萬棵植樹達成紀念活動 植樹大使呂
思緯攜手百位民眾以行動守護海岸線

2024/11/15 網路 文章

9 工商時報 台灣 快樂麗康四年來種植 7,206棵樹木　展現企業環境永續承諾 2024/10/8 網路 文章

10 中央社 台灣 守護七股潟湖沙洲 近自然工法與植樹造林併行 2024/9/17 網路 文章

11 台灣光華雜誌 台灣 森與海之戀 種樹、護漁、珊瑚復育 2024/8/1 雜誌 文章

12 中央社訊息 台灣 烏蘭巴托艷陽下的植樹 為地球添綠助永續 2024/7/11 網路 文章

13 新頭條 台灣
逢甲大學師生團隊遠征蒙古傳遞永續概念　深化台蒙間的教
育與文化交流

2024/7/11 網路 文章

14 CNMA新聞聯合網 台灣
慈心基金會前進蒙古國大戈壁嚴格保護區 啟動戈壁熊棲地種
樹行動

2024/7/10 網路 文章

15 駐烏蘭巴托台北經濟貿
易代表處

台灣 台灣協助蒙古對抗沙漠化 2024/6/17 網路 文章

16 環境資訊中心 台灣 外來種銀合歡與怪異癢癢病 澎湖造林護漁力挽「蟲蟲危機」 2024/6/12 網路 文章

17 台灣新生報 台灣 臺慈心基金會要把柳樹森林種回來 2024/6/15 網路 文章

18 台灣新生報 台灣
臺灣慈心基金會蒙古國河邊種 3千株柳樹 與色楞格省巴顏高
樂縣立綜合學校合作 恢復河邊森林 2024/6/12 網路 文章

19 天下雜誌 台灣
復育珊瑚 重拾最美的島嶼生態！ 澎湖縣打造珊瑚海洋花園 
實踐永續 SDGs 2024/5/28 網路 文章

20 金門日報 台灣
林務所植樹月完成造林 3.1公頃 持續推動重要節點綠美化工
作

2024/5/19 網路 文章

21 台視 -熱線追蹤 /官網 台灣 【熱線追蹤】造林計畫 增生態多樣性 2024/5/11 網路 影片

22 台視新聞 /TV 台灣 【熱線追蹤】自己家園自己救 澎湖造林護生態 2024/5/13 網路 影片

23 台視 -熱線追蹤 /官網 台灣 【熱線追蹤】前進澎湖 珊瑚復育基地 2024/5/11 網路 影片

24 台視新聞 /官網 台灣 【熱線追蹤】前進澎湖 珊瑚陷白化危機 2024/5/12 網路 影片

25 大愛新聞 /TV 台灣 翻轉澎湖海岸生態 水寶盆植林護環境 2024/5/4 網路 影片

26 民進新聞網 台灣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與環海淨塑攜手首推戈壁熊超萌貼
圖支持蒙古植樹恢復戈壁熊棲地

2024/5/3 網路 文章

27 中華社區報刊聯合新聞
網

台灣 澎縣府杭灣護漁林及珊瑚復育里海啟動 2024/5/1 網路 文章

28 中央社訊息 台灣 靈鷲山保育生態聚善緣 竹北新月沙灣植樹 2024/4/27 網路 文章

29 中華社區報刊聯合新聞
網 -澎湖社區報 台灣 五德水寶盆造林～澎湖結緣開展新未來 2024/4/26 網路 文章

30 台灣新生報 台灣 從陸上種樹到海下 共築海洋生態圈 2024/4/23 網路 文章

媒體名稱 媒體所在地 標題 報導日期 載體 呈現方式

31 台灣新生報 台灣 慈心基金會攜手澎縣府及緯穎科技 從陸上種樹到海下 2024/4/23 網路 文章

32 TVBS新聞 /TV 台灣 陸上植樹 +海底種珊瑚 澎湖杭灣打造「魚附林」 2024/4/28 網路 影片

33 中央社 
影像空間

蒙古 澎湖海岸造林 盼兼顧防風與保安（1） 2024/4/20 網路 文章

34 中央社 
影像空間

台灣 澎湖海岸造林 盼兼顧防風與保安（2） 2024/4/20 網路 文章

35 中央社 台灣 從陸上植樹到海底 打造澎湖美麗海洋生態公園 2024/4/20 網路 文章

36 聯合報 台灣 澎湖造護漁林 杭灣復育 8千株珊瑚 2024/4/21 網路 文章

37 自由時報 台灣 從陸上植樹到海底復育珊瑚 打造澎湖美麗海洋生態公園 2024/4/20 網路 文章

38 自由時報 台灣 澎湖里海願景 3年改善 2.5公頃林地 2024/4/21 網路 文章

39 勁報 台灣
慈心基金會攜手澎湖縣政府從陸上「種樹」到海下，共築海
洋生態圈

2024/4/20 網路 文章

40 自由時報 台灣 水寶盆發揮效果 澎湖植樹存活率大幅提升至 9成 2024/4/13 網路 文章

41 台視 /官網 台灣 【熱線追蹤】沙洲退縮 潟湖恐陸化 2024/3/9 網路 影片

42 台視新聞網 /官網 台灣 【熱線追蹤】潟湖陸化危機 搶救大作戰 2024/3/19 網路 文章

43 中央社訊息 台灣
慈心基金會媒合企業於台東以水寶盆示範植樹 協助台東縣府
海岸造林

2024/2/22 網路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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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塑推廣

慈心致力倡導源頭減量，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用品。
如何讓減塑的隊伍擴大，持續帶動更多人，

成了慈心多年來努力的行動策略。

O3

40 



慈心淨塑    讓所有生命都享有
無塑膠污染的美好生活

教育

以教育改變認知  
在全臺 325所校園推動減塑教育，擴及超過 76,000人次師生。辦理 7場教師
減塑培力工作坊，培育來自 277所校園 281名減塑種子教師。
陪伴 4 所企業共 1,149名職員，實踐企業減塑轉型永續。辦理 8 場企業講座，
超過 400 位人員參與。

創新
以創意帶動熱情  
辦理「bb減塑大集合」活動，打破地域限制，串聯來自 11 國家，7,450人次，
一同清除超過 28,895 公升垃圾。

實踐
以實踐產生影響  
結合校園、企業、減塑創意活動的減塑實踐，減少使用超過 460萬個一次性塑
膠用品，換算減碳量約 46,400 kg。

政策 
以對話促成政策  
持續參與由民間及政府共同組成的「海洋廢棄物治理平臺」，促成減塑相關政
策施行，2025年 1月 1日起臺灣旅宿減塑新政策上路。

多元減塑推動  擴大減塑隊伍
慈心致力倡導源頭減量，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用品。有鑑於一次性塑膠根深蒂固於人們便利
至上的生活模式中，改變非一朝一夕能及，更需要一大群人一起改變，如何讓減塑的隊伍擴
大，持續帶動更多人，成了慈心多年來努力的行動策略：以教育、實踐、創新、政策，不同
面向串連起學校教育、大眾溝通、政策倡議及與企業 ESG 的合作…等。

教師減塑培力工作坊
全臺 7 場，共有來自 277 個學校，281 人次的教師參與，成為校園減塑推動的種子
教師。

「海洋保衛隊同學會」112 學年度減塑成果活動
超過 50 所學校，5,600 位師生同步連線參與直播，共享彼此減塑成果。

體驗式減塑課程，讓老師們無痛踏入減塑推動的第一步。 校園減塑小講師現身展示培訓成果，帶動現場教師們的
熱情！

活動主場地於臺中市僑孝國小，師生熱情的唱跳「bb 減
塑動起來」。

連線學校在各自教室參與及頒獎。圖為臺北市仁愛國小

去看 112 學年度全臺計畫學校減塑成果！

2024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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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塑講座
互動式講座讓學員以趣味且深入簡出的
方式認識塑膠垃圾污染，共辦理 8 場，

超過 400 人參與。

bb 特殊任務
風靡校園的 bb 前往學校，為師生打氣！一共辦理 6 場，超過 4,250 人參與。

井富油脂企業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

bb 回答學生減塑問題。圖為新北市碧華國小 bb 參加減塑運動會於苗栗縣新埔國小

前往觀看 bb 到校園的精彩活動影片！

公勝保險經紀人

《慈心大地 NO.44 減塑專刊》 
塑膠時代下的寧靜革命 
小漫畫帶你一次認識塑膠汙染全貌，還
有動人的校園減塑故事，企業減塑實
例 ... 等精彩內容。

前往觀看電子版專刊

「點亮台灣 點亮海洋」校園減塑計畫
以教育點亮未來  
自 2018年起開展的「點亮台灣 點亮海洋」校園減塑計畫，是慈心淨塑打造減塑教
育的第一個起點，透過建立起減塑教育的支持性整合平臺，持續、有計劃的營造校

園減塑環境，在小小學子們的心中深植下關心世界、守護萬物生命的心胸格局與行動

力，以「教育力」點亮地球新未來。

推展至今，已凝聚全臺 525 所校園，24 萬名師生共同參與，

累積減少使用超過 1,600 萬個一次性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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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室到家庭的減塑影響力
當學生在學校接受了減塑教育，在實踐的過程中產生認同及責任感，自然而然的會將減塑的
理念傳遞給家人，創造出連鎖性的影響！看看以下獲選年度海洋之星提名的親師生心得分
享，如何擴散守護地球的減塑漣漪。

海洋之星 NO.1979 ｜宋禮帆｜高雄市八卦國小五年級
自從我開始擔任淨塑解說員，我就開始想一個問題：如果沒
有以身作則，可以打動人心嗎？會影響別人嗎？我想一定是
不會的。從此，出門我就開始拿環保餐具，也去參加舊衣再
利用的活動，竟然也影響了媽媽，他也開始拿環保杯與環保
袋購物，這讓我很有成就感，希望我可以繼續努力，為地球
盡一份心力。

海洋之星 NO.3547 ｜洪鎰芯｜臺北市仁愛國小四年級
我和家人都盡量帶容器去買外帶食物，有一次我們去買 8份
米粉湯，結果自己帶的容器裝不下，老闆就把大鍋子借給我
們，吃完洗乾淨再還他，印象深刻！減塑可以讓海龜不要吃
到塑膠袋，人類也不會吃到那麼多塑膠微粒。少用塑膠袋，
廠商就會減少生產，形成好的循環。

海洋之星 NO.2612 ｜林秋萍｜臺北市仁愛國小學務主任 
看仁愛學生主動參與減塑、撿塑活動，心中深受感動，這是
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更是一種自動自發外顯的行為，在老
師們的循循善誘中，環境氛圍的營造下，發展出來的高貴情
操與品格。經由這幾年減塑活動薰陶，從仁愛畢業的孩子們
對環境有更多友善的作為與習慣，並且帶動周遭的親友們參
與愛護地球的行動 !

海洋之星 NO.3326 ｜方金珠 ｜桃園市幼幼幼兒園廚工
塑膠袋除了含有毒成份，更不易燒毀，可謂是萬年公害。為
了環境，個人在廚房進行減塑的部份。1.食材採買自備購物
袋。2.所有蔬果切、削之後，集中放置容器後再處理，過程
中不用使用任何塑膠袋。3.食材的分裝袋，會洗乾淨重覆使
用。為了後代，所有人從自身做起，讓大家有一個無害無毒
的綠色生存空間。

 海洋之星 NO.3299 ｜陳景裕｜嘉義縣義竹國中家長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改變的力量，這份力量始於自我。日常生
活中，我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有一次，看到同事使用免洗
餐具，鼓起勇氣邀請他使用我準備的餐具。他爽快答應，讓
我感受到自己的影響力。從此，我更加積極推廣減塑理念，
鼓勵大家一起響應。相信只要每個人願意做出改變，就能匯
聚成強大的力量，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力。

海洋之星 NO.2877 ｜劉容慈｜臺中市信義國小家長
近年無論報章雜誌、媒體或者是學校教育，都積極推動減塑
運動，讓我們了解塑膠垃圾對海洋、生物及人類的影響及傷
害。感謝信義國小老師藉由要求小孩每日登記減塑點數，提
醒我們反思生活可以減少使用塑膠製品。我們全家現在洗澡
改用肥皂，洗衣服改用紙盒裝洗衣粉，外出自備餐具及杯子，
互相提醒不用吸管，愛護地球及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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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企業  
與員工並肩減塑   永續啟航 
2024 年，慈心首次推出「領航企業」計畫，著眼帶動更多企業關注塑膠污染的問題，期望
由源頭發展出具有影響力的企業減塑模式，為社會注入循環經濟的新生活態度。

以「生活減塑」為核心，將「員工教育」作

為企業減塑的起點，透過落實辦公室生活的

減塑活動，培力員工永續思維，自然會在生

活及工作中實踐永續，內化形成企業內部的

價值觀與文化，成為孵育出創新力量的動

能，促成產業減塑轉型，達成 ESG的永續
目標。

◆參與企業：聯安預防醫學機構、井富油脂企
業、里仁事業、互動國際數位

◆參與職員數：1,149 人

◆減少使用：超過 65 萬個一次性塑膠用品

◆減碳量：約 10 噸

參與計畫的企業以一年為推動期，首先由慈

心講師以充滿趣味的減塑講座，帶領員工認

識塑膠垃圾污染及源頭減量的重要性，在員

工有感後，進一步，透過公司內部的活動規

劃落實減塑，如：會議及活動以循環餐具取

代一次性餐具 ...等；最終，讓員工在自己
的生活中挑戰減塑行動，如：自備環保杯、

環保餐盒。

計畫的另一亮點，即是慈心的創意，協同互

動國際數位公司的 GIS系統及技術支援，
專為領航企業設計開發出專屬減塑互動式地

圖，呈現出員工個人和公司集體的減塑成

果，並結合減碳量的估算，讓生活減塑行動

更有感！

為了解企業推動狀況，慈心為參與計畫的企業進行

員工減塑行為的前測、中測以及期末測驗。以聯安

預防醫學機構的成果為例，跟去年尚未參與計畫時

相較，8成的員工覺得自己隨著公司參與後，在建立
減塑習慣上獲得進步，超過 7成的同仁養成使用環
保杯和攜帶環保袋 /重複使用塑膠袋的好習慣。值得
一提的是，經過幾個月下來，員工沒有因為疲乏而

暫緩或停止減塑行動，計畫後期的月減碳量高達計

畫前期的 6倍！減塑習慣的養成需要時間，慈心期
許自己成為企業減塑路上的陪伴及支持者，打造由

內而外的減塑企業。

在企業推動減塑的過程中，意外的收穫是：同仁的

共同參與促進了團隊的默契與情感！除此之外，將

減塑概念帶回家的員工，更延伸影響力，帶動家人

一同實踐減塑行動。來自減塑模範生聯安預防醫學

機構的小故事：身為醫療機構工作的人員，他們擅

長以健康的角度，鼓勵家人和朋友減塑，但家人往

往是最難影響的一群，該怎麼做呢？聯安的夥伴分

享「觀察需求 + 貼心贈送」的妙方：看到媽媽願意
嘗試，特別買了一個可愛的水壺送給她，讓她產生

興趣並有動力開始使用水壺取代一次性杯子！ 聯安企業生活減塑成果分析

里仁舉辦廠商交流雙年會，挑戰超過 2,000 名
與會者全程使用循環餐盒與循環杯，減少活動中
的一次性塑膠垃圾，落實零廢棄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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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減塑大集合 
跨界串聯   守護世界的海洋
為了跨出同溫層觸及更多人，並引起大眾對

塑膠垃圾危機的迫切感，進而願意行動，

2022年起慈心推出全民減塑活動「bb減塑
大集合」，邀請地球居民以淨街、淨山、淨

灘等行動，揪出短暫使用後即被拋棄的一次

性塑膠垃圾。結合線上即時互動地圖，見證

了來自全球不同角落的接力守護行動，跨越

地域、文化隔閡的感染力，激發許多人起而

響應。

2024年的 bb減塑大集合以「角落怪塑 
Bye Bye」 為題，除了原有的淨街活動之外，
進一步加強源頭減量的行動號召，邀請民眾

在生活中實踐減塑，挑戰自備環保餐具，跟

角落怪塑說 Bye Bye！

追查角落怪塑的過程，讓參加者們發現原來

看似乾淨的街道，角落中卻隱藏了許多垃

圾；不少參與者也分享，一開始要撿垃圾很

不好意思，但是為了環境著想，鼓起勇氣當

仁不讓！另外，透過互動式地圖的呈現，也

讓許多人看到原來在世界不同角落，有這麼

多夥伴一起守護環境，自己的減塑行動不孤

單！

為了加強源頭減量的宣導，首次推出的「生

活減塑大挑戰」，將生活減塑的練習題，設

計成由初階入門到高手進階的闖關活動 ，
讓參與者挑戰用環保杯 /循環杯買飲料、用
環保餐盒買正餐、邀請身邊朋友一起減塑，

或是各種創意減塑行動。 透過參加者的分
享，共享各種生活減塑妙招！

新加坡的淨灘行動

2024 影響力

◆參與人次：9,675 人次 （來自 11 個國家）

◆清除角落怪塑：28,895 公升

◆減少使用：11,042 個一次性塑膠用品

◆減碳量：約 191.963  kg

紐約的淨山行動

只要有決心，就沒有減不了的塑！

韓國的淨街行動

高雄八卦國小的淨街行動，讓學生對塑膠垃圾污
染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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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廢棄物治理平臺
公私協力  政策帶動減塑新生活
旅遊季是一次性塑膠垃圾產生的旺季，其增

加的塑膠垃圾量高達 40%，聯合國發起《全
球旅遊減塑倡議 Global Tourism Plastic 
Initiative 》，「減少旅館提供的一次性備品」
是其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慈心身為「海洋

廢棄物治理平臺」成員之一，與各關注環境

議題的民間團體，積極與政府對話，公私協

力促成一次性旅宿用品減量推動法制化：旅

宿業者自 2025年 1月 1日起，「不得主動
提供個人衛生用品」且「洗沐用品不得以小

於 180ml的包裝提供」。

新政策上路，可望減少將近 30%的塑膠使
用量，約等於每年可減少 4.6億個小包裝旅
宿用品，約 2,100公噸的容器廢棄物！

配合旅宿新政策，鼓勵備品自己帶 !（圖片來源：環境部資
源循環署）

慈心有機・綠色保育・種樹護樹・淨塑行動・蔬食推廣 慈心有機
TOAF52 



蔬食行動

慈心基金會長期致力於推動環保、護生與身心健康的蔬食理念，
期盼透過蔬食，減輕地球負擔、守護生命。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動物福利與飲食健康等議題受到高度關注，
蔬食已成為一種關懷生命與地球的行動。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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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蔬醒中！
我們一起走在改變的路上

請支援蔬贏   
萬人蔬食過中秋

全球盡量減少食用動物性製品的彈性素食者

正迅速增長，預估已超過 42%。顯示以蔬
食實踐「環保、健康、永續」精神，獲得廣

大群眾的支持！

慈心基金會長期致力於推動環保、護生與身

心健康的蔬食理念，期盼透過蔬食，減輕地

球負擔、守護眾生生命，也讓人們獲得更清

淨與和諧的生活方式。近年來，隨著氣候變

遷、動物福利與飲食健康等議題日益受到關

注，蔬食已不僅是信仰的實踐，更成為一種

關懷生命與地球的行動。在這樣的願景下，

長期以來，慈心北中南各項活動中的餐點均

為蔬食，2024年更特別企劃「請支援蔬贏 
萬人蔬食過中秋」，並邀請以寺廟料理享譽

國際的韓國籍正寬法師舉辦「禪悅為食」系

列活動，掀起蔬食不分年齡、國籍，慈悲與

智慧並融的蔬食熱潮。

2024年中秋節前夕，慈心基金會發起「萬
人蔬食過中秋」活動，邀請大眾在月圓人團

圓之際，以蔬食代替傳統烤肉，用行動實踐

護生理念，並透過社群媒體平台廣邀全球共

襄盛舉。期盼透過這樣的活動，讓蔬食漸次

走入人心、走進日常，與所有的生命共創健

康永續的未來。

● 中秋不烤肉，改揪團吃蔬食
活動鼓勵用蔬食代替傳統中秋烤肉，既

健康又環保，回應護生理念。

● 超過 6 萬餐蔬食，目標達成又加碼！
原本目標是一萬餐，結果參與者熱烈回

應，一個星期即達標，最終募集 66,302
餐，超標達成 132%。

● 參與方式超簡單
只要自己或找親友吃一餐蔬食，再加入

FB社團登記餐數就可以參加。

● 全球都有回應
除了臺灣，連美國、日本、新加坡、泰

國等地也一起參與，體現真正的「國際

護生」。

● 活動引發許多感人的蔬食故事
參與者分享自己與家人一起吃蔬食的過

程，充滿溫暖與感動，未來還會整理成

教材使用。

目前 Facebook社團已達 1萬人加入，大眾
分享私房美味與各種有趣、溫馨的糾團蔬食

行動。社團成長快速，成為日後持續推廣蔬

食、與互相鼓勵的重要平台，為蔬食行動注

入一股清新多樣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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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 × 禪悅的生命饗宴
跟著正寬法師，品味蔬食的深度與力量
2024年底，慈心基金會邀請國際知名素食
料理哲學家──正寬法師來臺，展開「禪悅

為食」系列蔬食推廣行程。正寬法師曾登上

Netflix紀錄片《主廚的餐桌》，也獲選為亞
洲 50大餐廳標誌人物，其強調「寺院料理」
的哲學，與慈心創辦人日常老和尚「尊重自

然、尊重生命」的理念不謀而合，此次來臺

特別針對不同對象規劃了蔬食餐宴、分享會

與料理人交流等不同形式的活動，其中兩場

的「禪悅為食分享會」是法師首次在臺對大

眾的公開演講。

首場活動「缽盂供養」於慈心大自然莊園舉

行，法師設計並講解每一道蔬食料理，內涵

結合其修行與人生經驗，餐後更安排「行動

禪」，將飲食與身心靈相連。環境部長彭啟

明全程參與，讚嘆法師將韓國菜提升至新的

境界。雲林副縣長謝淑亞也稱這場饗宴如同

心靈 spa，令人舒暢。法師表示，深深被慈
心基金會創辦人 日常老和尚尊重生命與自
然的理念所打動，能在一個充滿理念與實踐

力的地方舉辦活動，是她心中的「極樂世

界」。

隨後在臺中與臺北舉辦首次在臺公開演講，

吸引 7百多人參加。法師分享其生命故事、
人與自然息息相關的哲學，現場氣氛感人，

不少聽眾熱淚盈眶。演講過程中與主持人醫

師作家侯文詠幽默互動，侯文詠提到：「法

師此行的目的與宏願是 --要以健康快樂的食
物讓世界團結統一」「你我都有責任，一起

加油！」。次日為專業主廚舉辦的「料理人

交流會」法師公開示範料理過程，並分享對

食材的認識與生命經驗，提升料理的精神層

次，與會者深受感動。

正寬法師不斷祈禱的四個願望是：克服氣候

危機、保護大自然、尊重並拯救生命，以及

從自身改變開始。這場跨文化、跨宗教的蔬

食饗宴，不只是飲食盛會，更是一場身心靈

的深度對話，期待大眾能從中體會到飲食對

自己身心健康與自然環境及其他生命息息相

關，而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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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年度支出占比

慈心年度捐款收入來源

8.71%

68%

5.1% 94.9%

19%

4%
9%

指定專案捐款一般捐款

第一銀行里仁卡回饋*

定期定額

含淨塑企業、匯款、臨櫃及南安玉銀捐款收入

信用卡回饋

2024 原有捐款金額
定期定額 2024 年原有捐款金額

2024 新增捐款金額
定期定額 2024 年新增捐款金額

與慈心一同攜手守護大地

1997 年起，慈心基金會從推展有機
農業開始，進而關心環境、海洋生
態議題而投入種樹、蔬食、減塑行
動，帶動社會一起投入，也將廣度
延伸至國際。

2024 年贊助比例最高為種樹專案，
占總捐款之 51.86 %。

定期定額捐款金額占比

共計 25,530 筆

點滴捐款 打造守護環境的力量

您一點一滴的支持，成為慈心基金會履行
環境與生態保護使命時最穩固的後盾。 

2024年，每月捐款新台幣 $1000 以 下，
佔個人捐款收入 4 %（不含企業捐款）。

2024 新會員捐款 ・ 利息收入

衷心感謝 您的定期定額贊助

定期定額可以幫助我們更穩定的收入， 

2024 年新加入的贊助占 5.1%，

邀請您定期定額捐款，一起守護大地。

每月 500 元以下 共 20,396 筆

每月 501-1000 元 共 4,182 筆

每月 1001 元以上 共 952 筆

您的贊助支持
讓地球永續與生態更美好

80%

16%

4% 

*註：里仁公司與第一銀行合作發行「里仁為美福智聯名卡」，第一銀行提撥「里仁為美福智聯名卡」一般消費金額的 6‰ ，捐贈給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6160 



環境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農業部林業試驗所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金門縣林務所
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農業部農糧署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農業部茶業改良場
農業部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
農業部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
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種苗改良繁殖場
南投縣政府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北投區農會
臺北市士林區農會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雲林縣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
蒙古國家森林局
蒙古中戈壁省國家森林處
蒙古烏蘭巴托市政府
蒙古烏蘭巴托市政府創新局
蒙古國立公園
Erdene縣政府
蒙古 Galuut縣政府
蒙古明愛會
Bayan-Undur縣縣立學校
Bayan-Undur縣醫院
Bayan-Undur縣幼稚園
Bayan-Undur縣老人協會
蒙古戈壁保護區 A區
蒙古自然無限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家扶基金會蒙古分務所

蒙古 Myclub NGO
蒙古色勒格省巴彥高勒縣縣總學校
蒙古巴彥宏戈爾佑安寺
蒙古札布汗省 Tugs Buyant Javkhlant寺院

臺北市幸安國小
桃園市西門國小
臺中市僑孝國小
台南市志開實驗小學
高雄市八卦國小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國民小學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國民小學 KIST理念公辦
民營實驗小學
臺東縣延平鄉紅葉國民小學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 vusam文化實驗小學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桃源國民中學
台北歐洲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
總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

RE-THINK 台灣重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大道茶文化協會
不會飛的雲工作室
內本鹿人文工作室
日和教育基金會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以斯馬哈散農莊
卡路風工坊
布農豆豆班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灣大米缸永續關懷協會
空氣圖書館
花蓮縣卓溪鄉登山協會
花蓮縣卓溪鄉新女力公益協會
花蓮縣卓樂部落文化健康站
洛盛農場有機茶園
看守台灣協會
海洋公民基金會
海湧工作室
荒野保護協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財團法人立賢教育基金會
國立東華大學地景與社區發展研究室
清水部落文化健康站
蛙趣自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瑪布隆農場
福智文教基金會
種子野台
綠色和平基金會
臺大土壤博物館
臺東縣土坂文化健康站
臺東縣正興文化健康站
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銀川永續農場
靈鷲山

TOYOTA 經銷商
WPW 台中網頁設計工作室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大聯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
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井富油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仁舟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日一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城南扶輪社
正新精品門窗
玉山文教基金會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伊德品牌設計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好柿紅樂有限公司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
居易室內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知田出版
阿原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品木宣言
故火工作有限公司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利時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唐德晉文教基金會
晏采創作有限公司
神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達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國瑞汽車
惇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率馬企業有限公司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福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餐飲指南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臺灣愛丁頓寰盛洋酒股份有限公司
緯穎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魔人社有限公司
懿鵬實業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大誠土壤作物館 陳興宗 館長
田野工作者 林志忠 先生
向為民博士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毛俊傑 助理
教授
林之晨 先生 
看天田 郭明賢 先生
荒野保護協會 陳德鴻 理事
國立東華大學 吳海音 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洪孝宇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張瑋琦 副教授
黃金蝙蝠生態館 張恒嘉 館長
綠光農園  陳陸合 先生
盧建銘 老師

謝謝您和慈心同行！

證

1    上傳國稅局，不提供紙本收據（限個人捐款）
2    每次紙本開立 3    年度紙本開立 4    不印收據

身份證字號

Step 1 請填寫申請人資料 Step 2 請勾選捐款金額

Step 3 捐款方式（信用卡 / 銀行捐款 / 郵局劃撥 / 支票捐款）

Step 4 是否寄送收據

4選1

姓          名

電 子 信 箱

聯 絡 電 話

221416 新北巿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5號26樓之10
電話：02-7714-6077          傳真：02- 2697-1067
官網：http://toaf.org.tw      Email：service@toaf.org.tw

我願意捐助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保護生態環境+推廣友善耕作

線上捐款支持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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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慈心，也為永續地球用心！

本刊物選用環保紙張與油墨印刷，
並確保所有印刷製程符合環保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