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隨著民眾普遍關注面對全球暖化和氣候

變遷的威脅，政府加強永續森林經營、生態環

境維護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工作，更顯重要。

林務局秉永續經營之理念，為這一代人而籌，

為下一代人而謀。

森林是台灣的主要命脈，致力維護森林

資源之完整以及保育工作，始終是林務局不

變的政策。103年加強執行新植造林 2,177 公

頃，在森林資源維護上，查緝竊取森林產物

233 人、人贓俱獲率為 60％，森林遊樂區遊

客 514 萬人次（成長 23.92%），治山防洪工

程200件，有效抑制土砂483.2萬立方公尺，

並治理崩塌地 153.3 公頃；林後四林森林園區

繼花蓮大農大富、嘉義鰲鼓濕地第三處平地森

林園區於 103年 6月 14日盛大開園，行政院

愛台 12項建設之三大園區至此全數到位。並

有下列工作獲獎：「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

復育及保育工作」獲得「103年國家永續發展

獎─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執行績優獎」；採「生

態工法」辦理嘉義縣梅山鄉瑞里山區的「野薑

花溪」治理復育工作，獲得第 14屆金質獎—

水利類優等獎；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之太

平山莊推動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節能減碳觀

念，取得代表企業界全面推動環境保護績效最

高榮譽的「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東眼山自

然教育中心亦獲第二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再次

肯定林務局在我國環境教育領域的貢獻。

據森林法第 1條及第 5條，台灣森林之管

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並

以發揮其公益及經濟效用為宗旨。展望新的一

年，林務局將在「永續森林經營、維護生態保

育」主軸下，以積極態度面對新情勢及新民意，

展開各項措施。本文茲舉其要者，予以闡明。

二、林木經營區完成造林地之清

查，實施促進森林健康的更

新作業，以發展林產業。

國有林之經營自民國 92年起，依照台灣

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1點規定，分級分區管理，

分設林木經營區、國土保安區、自然保護區及

森林育樂區。在木材需求增加及國際環保議題

之趨勢下，人工林經營將成為保育森林的重要

關鍵。台灣人工林經營應以合理、健康與永續

的思維，有效經營，位於林木經營區之人工林

面積約 12萬公頃，應優先推動其合理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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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域，以優先作為未來木材生產儲備區域。

職是，應有效掌握有關人工林面積、蓄積及生

長情形等資訊，俾適時啟動強化人工林之經營

管理及生產作業相關策略，包括加強疏伐撫

育、研究對環境友善之森林收穫作業與技術開

發、重建林木生產作業流程與技術規範及輔導

成立林木合作社等，規劃疏伐地點、方式、期

程、集材、集運等。

林務局已啟動國有林事業區人工林清查

工作，利用造林地籍圖及台帳數值化、第四次

森林資源調查土地覆蓋型圖、數值地形模型

(DTM)、交通路網圖及林道圖，分為三階段推

動，並已完成第一階段造林地籍圖與第四次森

林資源調查土地覆蓋型圖之套疊，清查各造林

地之現況，及第二階段依據道路圖層及數值地

形圖 (DTM) 計算出各造林地之運輸成本，再

篩選出作業難度為「易」且位於林木經營區具

生產潛力地點之人工林，辦理第三階段現地調

查計有 35,697 公頃。

104年，將就第三階段篩選後結果逐筆前

往現地勘查，完成造林地之清查，並在此一基

礎上逐步辦理下列事項，以建構台灣人工林產

業之經營模式，提高台灣之木材自給率，以福

利民生。

( 一 ) 整合原料供給鏈，建構區域林業生產體

系，降低生產成本，穩定供應國產竹材原料：

輔導組成林業合作社，開發環境友善無礙水土

保持及具高效率之伐採技術。

( 二 ) 持續推動竹炭 CAS 標章驗證、台灣炭團

體商標與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制度，成立台灣

炭材產業聚落及新穎性竹建材產業聚落，連結

竹材產業上中下游，輔導型塑亮點產品，縮短

新型態產品研發時程。

( 三 ) 建置雲端服務產品市集系統：透過林產

品 QR-Code 與社群網站建置，建構國產木、竹

材多元行銷管道。

( 四 ) 加強林產科技研發成果技術轉移，輔導

業者強化國際行銷，將林產業競爭力擴展至國

際，拓展國內外新興市場，創新產業價值。

三、以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為基

礎，啟動生態監測，明瞭生

長率及枯死率。

為掌握林木生長狀況，以為森林經營、氣

候變遷、二氧化碳固定能力等課題評估依據，

須藉由長期監測與調查，持續蒐集林木生長與

生育地因子等相關資料，以瞭解森林生態系之

林分與生長蓄積 (生物量 )的動態變化。

林務局已於全島不同林型與海拔高度設置

森林永久樣區，每 5年複查一次，迄今獲得 3

至 4輪之生長資訊，累積長達 10至 15年連續

長期的調查資料，為台灣林木生長與枯死數據

最完整與直接的來源，並已依據該資訊建立12

種主要樹種之蓄積生長模式。

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已於 103 年底完成

外、內業工作，調查結果為：全國森林面積約

218.6 萬公頃，森林覆蓋率 60.92%，森林總蓄

積約 4.6 億立方公尺。未來對於森林蓄積的掌

握，可運用已建立的林木生長模式進行推估，

定期更新林分蓄積資料；此外，連續及長期性

的地面樣區調查仍有維持的必要，因此，林務

局整合以第四次資源調查系統樣區為主、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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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樣區為輔之連續性的複查機制，篩選保留

具代表性及成本效益之系統樣區計 1,376 個，

以獲得連續且全面的林分生長資訊，回饋於生

長模式的修正，掌握林分的變化趨勢，俾能進

行適當之經營管理。

104年將以已建立之系統樣區為基礎，掌

握不同地區、海拔高與造林樹種之生長情形，

建立人工林收穫表，作為經營目標設定之科學

依據，並檢討現行檢訂工作之作法與流程，建

立資訊更新與維護機制，以建立森林永續經營

之長期監測體系。

人工林的永續經營與天然林的生態保育，

是森林經營的兩大主軸，為達成森林之公益與

經濟效用，科學規劃、合理經營，更是人工林

發展關鍵。104年將導入國有林森林認證及建

立永續經營相關準則與指標，確保經營方式符

合永續作業原則，重視森林「木材以外的價

值」，發揮林地不同分區之多元價值。

四、推動森林遊樂區跨域加值

合作及強化生態旅遊深度，

並精進自然教育中心質能。

在永續國土保安與維護生態環境的前提

下，加強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功能

的提供，為森林經營目標之一。

林務局基於台灣最大自然資源管理單位

的責任，建置8處自然教育中心，場域遼闊，

擁有多種棲地類型，已規劃逾 250 套學習方

案，提供多元之森林環境教育服務。針對少子

化及人口結構改變、12年國教的規劃與實施、

環境教育法施行等外在課題及外在環境的變化

及挑戰，林務局將就使用者需求，逐步調整及

精進課程方案之規劃，並透過學習性組織、績

效管理、評鑑制度、典範轉移等方式，共同打

造更優質、更永續的環境學習平台。

生態旅遊的推動，可為原住民部落及山

村社區帶來新的契機，林務局將以各國家森林

遊樂區基礎，結合鄰近優質社區及相關產業，

規劃森林生態旅遊遊程，務實拓展旅遊路線廣

度、深度，讓森林遊樂區周圍之部落、社區，

獲得經濟利益，促進地方發展；此外，更配合

農委會「地產地消、建立互信」政策，規劃森

林遊樂區餐廳食材採用在地、有機生鮮農產

品，除保障食品安全外，有穩定農產品市場、

促進地方經濟。

此外，引入創新財務作法，積極執行跨域

加值政策：如規劃建立森林遊樂區品牌形象，

辦理開發特色產品或授權業者製作商品，經由

文創產品推廣當地特色和景點；推行森林遊樂

區旅遊套票，藉由熱門森林遊樂區魅力，提升

較小型森林遊樂區知名度；推出森林遊樂區交

通聯票方案；研擬與相關政府部門或運輸業者

合作，解決森林遊樂區聯外交通之不便；規劃

森林遊樂區之森林生態旅遊遊程，將各具特色

資源點由點對點的連接延伸為遊程線的串聯，

藉此彰顯森林生態旅遊概念之獨特性。

五、實質建立與原住民之夥伴

關係。

原住民多居住山區，其生活與山林息息

相關，長期以來透過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與

智慧，利用山林之自然資源，然原住民族的

17

林業新思維█ █

Vol.41 No.1 ■  2015.02



生活及自然資源使用仍受限各種法規。94年 2

月 5日原住民族基本法制定施行後，對原住民

族土地、文化與生活慣俗，必須予以尊重、承

認，部落族人與國有林管理機關之關係，更必

須務實面對、妥慎調和。如何與原住民實質建

立夥伴關係，增加雙向平等之互動，為林務局

施政之要務。

林務局將逐步落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管

機制，已依各地原住民族、部落特性及合作情

形，建立 5個原住民族共管諮詢委員會，就區

域內有關推動林業經營及自然保育之相關工作

方針或計畫方案之擬訂、執行與評估等事項，

提供建議與諮詢。104年，林務局將擬訂共管

諮詢平台之指導原則，洽商原住民族委員會確

定後，擴大發展與原住民共存共榮之夥伴關

係。

此外，林務局以社區林業夥伴關係為礎

石，在原鄉部落之耕耘成果，具有既深且廣

之效。林務局整合現有之社區林業服務，建

立「社區生態推廣雲端服務 ( 簡稱社區生態

雲 )」，由政府提供雲端服務，串連全國社區

發展協會，協助社區進行特色規劃發展，發展

生態體驗旅遊與開發當地特色產品，並建立

「原鄉部落專區」，協助原鄉部落發展電子商

務，促進山村經濟成長。

六、結語

林務局秉持永續森林經營、維護生態保

育的信念，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義

三方面，持續不斷推動各項工作，這是一項任

重道遠、造福後代子孫的重責大任，過去所累

積的成果，是林務局繼續往前的動力，面臨的

困境，亦驅動著林務局要以紮實的技術專業、

持續開放學習的態度，納入社區參與機制，善

用新科技、新知識，積極與民眾溝通，使施政

能被認同及落實，迎接新的契機與挑戰，順應

世界森林永續經營與環境保育之潮流，建構永

續新文明，以為後代子孫永世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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