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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國家永續發展獎得獎記

邁入21世紀的台灣林業處在一個關鍵性的

轉型期，林務工作由早期以林業生產為主之經

營方向，轉以重視林業經營所帶來的自然生態

保育、國土保安及提供休閒服務等功能。面對

「改變」、講求「持續」的努力下，林務局執

行的「推動造林計畫」及「環境教育資源整合

暨推廣平台計畫」，雙雙榮獲101年度「國家永

續發展獎」，在政府機關類別得獎的3項計畫

中，林務局就得了2個獎項，實屬難得的殊榮。

一、推動造林計畫

(一)實績介紹

配合行政院「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

目標，以「營造安全、生態及優質家園」為計

畫願景，加強綠色資源保育工作，增加造林面

積及品質，維護生物多樣性之生態環境，提供

民眾戶外休閒的空間。結合生態、生活、生產

於一體之經營方式，發展平地綠境休閒產業，

活絡綠資源產業生機。

本計畫具體執行策略：包含加強造林、宣

導推廣及技術訓練、輔導社區植樹綠美化、推

動企業團體認養造林等工作，以期厚植森林資

源，營造優質家園。本局自97年底至100年執行

成果說明如次：

1.推動造林：分別從加強國有林、海岸離島及崩

塌地造林、協調釋出台糖休耕蔗田轉作造林、

輔導農民參與造林、協調各機關、學校、團體

參與造林綠化等途徑擴大造林面積，經統計完

成累計新植造林計18,695公頃，已超越預訂目

標1,405公頃以上，造林綠化具體成果有四：

(1)相當於748座大安森林公園，增加每位國

人8.13平方公尺綠地面積。

(2)每年可吸收約28萬公噸二氧化碳，相當於

34萬6,600台冷氣機1年的碳排放量。

文/圖 本刊編輯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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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防止土砂流失及水源涵養效益67.04億

元。

(4)輔導實際參加獎勵造林計畫之私有地所有

人及租地造林人計有6,662公頃，如以每人

持有0.5公頃土地估算，可嘉惠超過13,000

位農民投入造林。

2.履行國際承諾：2007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決

議在2020年前要再增加APEC會員體區域森林

覆蓋面積2,000萬公頃，按國土面積我國負擔

11,550公頃相較，超過面積7,145公頃。

3.培育優質苗木：造林綠化成敗首在苗木品質之

良窳，本局培育優質苗木計有7,630萬株，所

育苗木提供各級政府機關、團體、學校等辦理

造林綠化。

4.造林宣導推廣及技術訓練：為使國人瞭解獎

勵造林政策及提升環境保護意識，於全國各

鄉鎮舉辦造林宣導說明會、獎勵造林檢測技

術講習班並辦理全國植樹及贈苗活動，經統

計造林宣導及檢測技術訓練達504場次，實

際參與人數81,923人。全國植樹及贈苗活動

舉辦363場次，參與活動人數已逾44萬餘人

次。

5.社區植樹綠美化補助：從「點」開始鼓勵全國

各地社區主動投入植樹綠美化行列，冀以提升

環境品質，至今已補助1,479個社區，累計栽

植面積計338公頃。

6.推動企業、團體認養造林：鑒於「政府資源有

限，民間力量無窮」，為擴大民間參與造林途

徑，及考量企業團體日益重視社會責任，自

97年起推動企業團體認養造林，現已超過50

家以上企業、團體參與認養造林482公頃，此

可有效提升政府與民間合作關係。

7.規劃設置平地森林園區：於花蓮、嘉義、屏東

3處超過1,000公頃平原森林上規劃大型園區：

花蓮大農大富園區-樂活森林園區：作為

休閒樂活、有機生產、土地歷史與環境療

癒、在地文化及永續發展等多元遊憩體驗之

縱谷園區，並結合花東鐵道慢遊之旅。嘉義

東石鰲鼓園區-國際級濕地公園：作為北迴歸

線上海岸至森林資源之展示櫥窗，發展環境

教育及強化濕地保育。屏東林後四林園區-大

武山低海拔自然森林：作為山域、平原環境

修復的生態園區，發展地方環境創意產業與

文化體驗。

其中，花蓮園區已於100年5月21日開

園，嘉義園區整體規劃勇奪「美國景觀建築協

會」ASLA 2011年分析規劃領域專業組首獎。

8.研訂造林相關規範：為利造林計畫推動，擬具

嘉義縣鰲鼓地區平地造林(攝影/陳敏明)

花蓮縣平地造林-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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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項造林政策相關法規並製作各式手冊及摺

頁，提供執行單位、民間團體及民眾使用，以

提升行政效率及便民服務。

9.試驗監測研究：針對造林地林木生長、水文、

病蟲害、經營利用及社區意識等議題，透過科

學數據檢討修正政策。

(二)願景藍圖

為提升整體環境品質，營造生態環境完整

性，增加民眾戶外休閒空間，本局持續以「營造

安全、生態及優質家園」為願景，以「營造健康

森林、防災森林、育樂森林及社區森林」為藍

圖，未來將持續加強海岸、離島、劣化地(崩塌

地、濫墾地收回、火災跡地、土壤退化地等)造

林及林木健康管理，並加強造林木撫育疏伐，增

加固碳保存及水土保持國土保安等功能。此外，

研議推動平地短期經濟林，提升木材自給率及綠

覆率，善用平地森林資源發展生態旅遊。

鑒於本計畫為綠色基礎計畫，亦為國家所

有建設之載體，本局將透過環境、社會及經濟

三面向，持續為台灣永續發展努力。

(三)得獎感言(局長李桃生撰)

當我們年老，再臨那片森林，見到：

上了年紀的夫婦，攜手漫步；

活潑天真的孩子，嬉戲徜徉；

神清氣爽的騎士，昂首奔馳；

華麗優雅的環頸雉，從容覓食。

我們遂知：造林是千秋萬世的志業。

向來，造林即是林務局的重要工作項目，

隨著近年來極端氣候變遷的影響，更是一項超

越族群、政治的工作，任重道遠的使命。當我

們在農村，向農民說明造林具有水源涵養、防

風定砂、水土保持、改善景觀、營造棲地、維

護社會多樣性及生產木材等功能時，我們看到

農民眼中閃爍光芒。其實，台灣的平原本是鬱

鬱蓊蓊的森林，先民闢成良田以為生活，我們

今日在平地上造林，其實是從事自然復育，由

此觀之，我們營造的願景，是具體宏觀的，我

們從事造林，正在穿越時空還原自然國土，貫

穿歷史國土面貌。

在花蓮，從台九線向東延伸，將原來的甘

蔗田營造1,200公頃的平地森林。這是土地變遷

的見證，塑造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間的淨土，

當空軍氣象聯隊經過實證，造林後，雨量增

加，溫度下降，改變了當地微氣候。當評審團

走出大農大富森林園區的簡易遊客中心，正午

時分，甘霖降下，暑氣全消，同時，我們也看

新竹縣山坡地造林-台灣肖楠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段海岸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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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段海岸定砂，俟砂丘穩定後辦理造林植生。 彰化縣田中苗圃培育白千層苗木情形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綠美化 100年5月21日花蓮平地森林園區開園(攝影/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

到環頸雉跳躍於無患子、台灣欒樹、青剛櫟形

成的森林中，我們不禁深深驚覺這是回歸自然

的力量，我們做對了！

在嘉義東石鰲鼓，那片荷西時期水域，歷

經台糖公司築堤圍成千餘公頃海埔新生地，雖

因地層下陷致濕地化，卻吸引候鳥棲息，10餘

年來，土地使用型態有爭議。最終在91年，營

造710公頃造林地，結合濕地劃為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遂能推動鰲鼓森林園區，誠屬「美

麗的意外」。

此外，針對劣化地，我們實地調查其土

壤，找出本土原生樹種，以為復育，對海岸林

之缺口及衰退的木麻黃林相，我們戮力補足，

密植海岸樹種，以小苗為本，以其樹根牢牢抓

住海岸土地，營造海岸之綠色長城，以為後方

良田，房舍之屏障。

在歷史長河中，10年，僅是一瞬間，遍布

台灣的新植造林地，都將逐漸茁壯成林，成為

豐美綠境。感謝國家永續發展獎的肯定，林務

局將持續自我鞭策，落實林業永續發展精神，

順應自然規律，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

公義三方面戮力厚植森林資源，建構永續新文

明，以為後代子孫永世享用。

二、 森林環境教育資源整合暨
推廣平台建置計畫

林務局為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機關及保育業

務的中央主管機關，亦是台灣最大的自然資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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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位，更應主動整合並推廣環境教育資源，提

供第一手的學習經驗，引起人們對環境永續的知

識、態度、技能，且能認知永續性的價值，為追

求永續發展而解決問題、採取行動。

(一)發展歷程

94年7月林務局修正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

法時，正式將環境教育納入森林育樂之重要目

的，並自95年起擬訂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發展

系統與推動策略，自96年至98年分三階段，於

轄下之森林遊樂區、林業文化園區、樹木銀行

等地設置8處自然教育中心，導入專業人力，系

統性發展課程方案，結合正規及非正規教育，

提供戶外教學、主題活動、專業研習、特別企

劃、環境解說等五大類服務，並配合100年6月5

日環境教育法的施行，成為台灣最完整的森林

環境學習網絡。

(二)推動現況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以「師法自然，快樂

學習」為宗旨，以「讓更多人瞭解林業」、

「確保高品質的服務」、「被認定為戶外環境

教育的領航者」為十年(101-110年)願景，具體

實現林務局「維護森林生態，保育自然資源」

的核心價值。目前服務能量逐年提升，截至100

年底止推出逾250套方案，平均每年提供10萬人

次以上之學習機會，並廣泛運用網路社交媒介

提供線上服務，同時以出版品達成遠距之環境

溝通，亦同步透過國內外交流與合作、人力培

訓、學習成效評估、評鑑機制、績效管理等策

略，持續提升服務品質，確保永續成長。

為永續經營該森林環境教育資源整合暨推

廣平台，相關自然資源管理、法令政策、場域

設施、經營管理、人力資源、財務規劃等面向

均朝向永續發展之策略運作，期林務局之發展

經驗能成為國內環境學習中心發展之典範。

(三)友善外交之國際合作

林務局不但與英國田野學習協會 ( F i e l d 

Studies Council)簽署合作備忘錄，約定共同為

推動環境教育努力。更於首屆APEC林業部長會

議與其他國家分享自然教育中心之推動經驗、

辦理第三屆亞洲動物園教育者研討會參訪行

程、與日本合辦「311福島大地震孤兒森林療癒

活動」等，透過各種機會與國際交流。

(四)各界肯定之獲獎紀錄

99年度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建置發展與

服務品質提升專案」榮獲行政院第二屆「政府

服務品質獎」肯定。另配合環境教育法施行， 8

 過去存放木材的儲木池，現在成為提供野生動植物棲地的生態池。  以綠建築思維改善舊建物，成為自然教育中心的教學及辦公空間，

同時也是環境友善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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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自然教育中心於101年7月已全數取得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並有15名人員取得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

(五)隨著時代進步之發展策略

面對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12年國教的規

劃實施、環境教育法上路等外部課題，以及自

然資源管理、法令政策、場域設施、課程方

案、人力資源、經營管理、財務等內部議題，

林務局採取行動研究模式，創造「學習型組

織」，促使每一位成員持續增能、創新思考、

聚集熱忱、凝聚共識，以不斷的學習來解決問

題。林務局推動森林環境教育資源整合暨推廣

平台的發展歷程可作為其他環境學習中心建構

之標竿經驗，團隊成長與經營管理模式亦可成

為其他公部門相關組織之學習典範。

(六)森林經營需要大眾共同參與

林業，乃千秋萬世的志業，而今日林業的

林業人正面臨著土地的挑戰(如何與天地共生、

什麼對公共價值最有利⋯)、水的挑戰(颱風豪

雨、林地崩塌、缺水乾旱、漂流木⋯)以及權利

的挑戰(知識技術的傳承、溝通、說服、協商、

決策⋯)，林務局更需要促進公眾參與，強化政

策論述能力，運用環境教育及環境傳播管道，

凝聚國人對森林經營的共識。

未來期待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持續累積營

運發展經驗，建立互動交流機制，結合更多元

且有意願推動環境教育之個人與組織，共同推

動具有全民參與性、終生學習性的環境教育工

作，打造「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的優質自然

教育場域，真正提升全體國民環境素養，進而

促進我國永續發展。

(七)得獎感言(局長李桃生、科長翁儷芯撰)

有一種體驗，你會內化成氣質；

有一種感動，你會延伸成大愛；

有一種課程，你會終身去傳播。

�我們經營森林，我們必須讓國民親近自然。

1.眾志成城

林務局是一個擁有60多年歷史的資深公

部門，當初從森林學、林業專業，踏入教育

領域，一路上面臨許多挑戰。但是我們嘗試

跳脫傳統公部門的思維、營造「學習型組

織」，使組織成員朝向主動積極的團隊學習

發展，充分顯現了重視與面對「改變」、講

求「持續」的學習，有效解決突發事件並凝

聚組織共識。所以「森林環境教育資源整合

暨推廣平台建置計畫」不僅提供民眾優質、

學員透過自製的窺桶，認識平常看不到的水中世界。 望遠鏡不但能夠幫助我們看得更遠，也開啟孩子對未來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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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森林環境學習機會，促成國家永續發

展，同時也為林務局內部注入一股新的能

量。

2.新的平台

林務局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生物多樣

性、國土保安與復育、節能減碳並提高自產

能源等國內外重大環境議題，於森林經營管

理之變革來臨之時積極參與，並自主性啟動

變革。藉由自然教育中心網絡之運作，蛻化

森林的新時代功能，深入認知環境議題的機

會與挑戰，推展自然教育，落實林業「敬天

重人、正位凝命」的永續發展精神，順應自

然規律，找出最佳最適的變革途徑，獲得真

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一同走入森林，用心傾聽森林的祕密。

正永續維護、經營運用與增進森林各項功能

的效益。

3.新的產業

林務局透過與學界的合作及公私部門的

協力，如教育體系、縣市政府、民間組織

等，導入專業，整合森林環境教育資源、建

置推廣平台。感謝所有曾經協助林務局推動

自然教育中心的夥伴們。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是結合台灣在地特

色與土地資源的環境教育資源整合平台，也是

最能展現台灣教育服務軟實力的新興產業，所

提供的就業機會，創造新型態的就業市場並引

領綠領產業潮流。同時各中心更致力於成為地

區環境教育推廣平台，期許能建立相關政府單

位與民間團體推廣環境教育的橋梁及平台，與

大家一同努力推動永續發展。

4.新的未來

林務工作經緯萬端，錯綜複雜，從早期

的伐木及木材利用，時到今日，以加強自然保

育工作、推動平地造林及綠美化、實施人工林

經營撫育，輔導林產產銷、國家步道系統及森

林育樂規劃與整建、推動社區林業、加強老樹

保育等永續經營多目標的林業工作，林務局也

不斷在業務推動上追求改變、創新，與全民共

有、共享、共管自然文化資產。

感謝國家永續發展獎的肯定，林務局將持

續精進、提升自然教育中心服務品質，歡迎大

家一起「師法自然、快樂學習」，共同推動社

會、經濟、生態的永續發展！

圖片/視野創異行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