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依據經濟部礦務局103年礦業統計年報，

臺灣曾經開採過之礦產資源，較為我們熟知的

種類計有「能源礦產」類之煤、石油、天然氣

等；屬於「金屬礦產」類之金、銀、銅、鐵等；

屬於「非金屬礦產」類之硫磺、大理石、石灰

石、滑石、蛇紋石、石膏、瓷土、矽砂等種類。

其中除了煤田、石油及天然氣田綿亙於臺灣山

麓丘陵地帶及平原地區；金、銀、銅分布於臺

灣北部及中央山脈地區；非金屬礦產資源，即

石灰石、矽砂和粘土礦物，產於西部地區外，

其他主要多蘊藏於臺灣東部，其中尤以大理石

蘊藏量最為豐富（如圖 1）。

國有林出租作為礦業用地之現況簡介
文／圖■李佩吟■林務局林政管理組技士

另根據林務局第 3 次森林資源調查成果

顯示，臺灣的森林面積約 210 萬公頃，占臺

灣本島面積的 58.5%（如表 1），其中超過 9

成之森林所有權屬國有，在國有林中，又以林

務局管理之森林面積最大，歸結上述所言，開

採礦產資源大部分都位在山區，就不難想見開

採礦產之地點很容易就位在林務局管理的國

有林地。

今日社會環保意識蔓延人心，類此開採

礦物之大規模開發行為極易引起關注及爭議，

因此本文就目前國有林出租作為礦業用地的

現況作介紹，後續林務局應有政策檢討改進的

空間及在實務上更緊密執行監督把關的工作。

二、法令程序

按採礦之前提，是礦業權者須先依法申

請設定權利後，取得類似所有權之權利，礦

業權者才有權利去申請開採礦產資源，礦業

法第 2 條定有明文。▲圖1、礦產資源分布圖

表 1、全島各土地權屬面積 ( 資料來源：林務局 )

面積 森林地面積（1）
森林覆蓋

率

(1 ) /

( 1 ) + ( 2 )%

非森林地面積

(2 )

總面積

(1 ) + ( 2 )權屬區分 人工林a 天然林b 竹林c 小計a+b+ c

國

有

林

地

合計 308 ,000 1 , 154 , 900 32 , 700 1 , 495 , 600 92 . 73 117 , 300 1 , 612 , 900

林務局所轄事

業區、

林班

295 ,500 1 , 131 , 800 29 , 600 1 , 456 , 900 92 . 85 112 , 200 1 , 569 , 100

其他機關 12 ,500 23 , 100 3 , 100 38 , 700 88 . 62 5 , 100 43 , 800

平地與山坡地 114 ,600 372 , 600 119 , 600 606 , 800 30 . 67 1 , 371 , 800 1 , 978 , 600

總計 422 ,600 1 , 527 , 500 152 , 300 2 , 102 , 400 58 . 55 1 , 489 , 100 3 , 591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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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礦業權之後，依礦業法第43條規定，

礦業權者為進行開發並使用土地，應檢具開採

及施工計畫，附同圖說，向礦務局申請審查。

礦務局為計畫核定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

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及土地所有

人之意見；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徵求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土地為公有時，主管機

關於核定前，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礦務局受理礦業權者申請核定或變更核

定礦業用地之案件後，申請使用國有林作為礦

業用地者，即由該局核轉徵詢林務局之意見，

林務局係依森林法第 9 條「於森林內為探採礦

或採取土、石者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施工，

前項行為以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

營者為限。」之規定作為審核依據，又為能具

體評估前開規定原則，因此有「申請租用國有

林事業區林班地為礦業用地審核注意事項」及

標準作業程序 ( 如圖 2）。

在林務局啟動審核程序前，如涉及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 8 條規定，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影響最少之

方式及地域為之；若涉保安林經營準則第 15

條規定，評估保安林內進行探、採礦之作業方

式部分，必須先踐行相關審查程序。

在其他屬外部單位審查部分，還有須由

縣 ( 市 ) 政府審查水土保持計畫之程序，礦業

權者須在計畫中載明開發行為分期、分區開發

之各項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列出各項水土保

持設施及防災設施等項，其中與林務局最攸關

的植生工程也包含在內，必須說明各分期、分

區所採用之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

類、數量、範圍、配置圖及維護管理計畫。

在外部審查程序中，又屬環境影響評估

最受外界重視，因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就

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

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

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因此，開採

計畫可否執行，還須視環評專案小組審議結果

而定，環評結果亦將影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作最終局之決策。

前述法定程序完成後，即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經濟部核定申請區域為礦業用地，就是

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地面，惟在辦理租用手

續之前，尚有一道森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

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同

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之關卡，在實務執行上，

林業用地原則僅供林業使用及設置林業設施，

採礦各項設施顯然已脫離林業使用之本質，非

屬林業用地之林業使用及林業設施，因此應踐

行前述但書規定程序，由地方主管機關先行審

核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

機關核准後，再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興辦事業計

畫辦理容許使用。

當礦業權者逐一完成前述所有程序後，

再憑藉每一階段之核准證明文件向林務局所

屬林區管理處申請租用。

由此可知，礦業權者自向礦務局提出申

請開始，到辦理租用國有林地之過程，往往須

耗費相當之時間及各種成本始得完成，審查過

程堪稱繁複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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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作為申請核定或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流程表

林管處收到礦務局會勘通知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探採礦行為，依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8條第2項規定，

應 先 向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申

請，經層報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後，始得向礦業主管

機關申請核定或變更礦業

用地。審查流程如附表。

1. 保安林地內無法以坑道

方式作業者，應依保安

林經營準則第15條第1

項規定，由礦業主管機

關邀請學者專家評估認

定是否得以階段露天方

式作業。

2. 水泥製造業礦區露天開

採 面 積 超 過 1 0 公 頃 以

上，無法以豎井方式作

業者，亦應依該準則第

15條第2項規定，由礦

業主管機關邀請學者專

家評估認定。

檢 視 探 採 礦 用 地 所 在 區

位，並函復礦務局，於申

請前應辦理事宜。

林管處收到礦務局函送申

請核定礦業用地書件

林管處書面審核 

用地涉及保安林地用地涉及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函礦
務局
補正
資料

文件齊全

由林管處組成專案小組（由處長指派成員，由技正以上人員擔任領隊，必要時，邀學者專家或專業技師參與）進行一

次性深入調查，依申請租用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審核注意事項審核，審認是否符合森林法第9條第2項地質穩定、無礙

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者，如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者，併查明是否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7條審認可

能影響範圍之環境概況、生態環境及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或替代方案等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非保安林 保安林

1 .  由林管處依保安林經營準則13條規定，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1

人 ， 有 關 機 關 各 1 人 ( 註 1 ) ， 專 家 學 者 4 人 ( 註 2 ) 及 森 林 所 在 地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推 舉 具 代 表 性 之 住 民 3 人 實 地 勘 查 是 否 符 合 地 質 穩

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

2 .  礦 業 主 管 機 關 依 據 保 安 林 經 營 準 則 第 1 5 條 辦 理 之 評 估 結 果 應 經 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於前項勘查時併同審認。
註1 .有關機關應參酌礦業法第43條規定，邀請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等其他相關主管機

關。

註2 .專家學者可參閱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專家學者顧問團名單。

函復
礦務
局不
同意
核定

未符合

林管處將具體審核意見報局

函復林管處本局審查意見

符合相關規定

依林管處意見，本局會各組室，並依申請租用國有林

事業區林班地為礦業用地注意事項進行書面審查

符合規定

由林管處函復礦務局同意由該局核定礦業用地，如探採礦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退回林管處

再釐清查證未符合 未符合

由林管處
函復礦務
局不同意
核定

▲圖2、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作為申請核定或變更核定礦業用定流程表（資料來源：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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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地管理

目前林務局已出租作為礦業用地之租地

大約 1 百餘筆，大多集中在宜蘭、花蓮地區，

西部的礦場僅約 7 筆租地，由於西部礦場開

採得早，礦產逐漸枯竭，民國 84 年 6 月 7 日

行政院 (84) 臺經字第 20337 號函修正之 「水

泥工業長期發展方案」，因應臺灣西部石灰石

礦源不足，引導水泥工廠東移後就陸續停採，

所以產生東、西部租地數量懸殊。目前又因

花蓮縣政府政策宣示停止採礦之緣故，以及

達到一定開發規模或位在環境敏感區域者均

須進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在社會環保意識

抬頭造就的嚴密審查過程中，申請新開發的

礦場甚難通過審查，因此近 2 年在林務局管

理之國有林地並無新增租用國有林作為礦業

用地之案例。

林務局提供用地之後，最關心的就是採

礦作業結束後的復育造林，返還林地。基於

林務局並未先將林地變更為礦業用地後再出

租給礦業權者使用，開採完畢後的礦場，土地

使用地類別仍屬林業用地，因此依照林務局國

有林地暫准租賃契約書之規定，還需要辦理至

少 6 年之植生復育作業，礦業權者必須選擇

適合當地之造林樹種，回填厚度至少 50 公分

以上之客土，並於造林季節栽植，每公頃須種

植 2,000 株造林木，必要時增加施肥等工作項

目，在這個大原則下，搭配水土保持計畫中的

植生工程進行恢復作林業使用，一個礦產資源

的開採利用才算是結束，才能將土地「物歸原

主」。

但問題來了，由於礦脈分布的區域，土質

或許因含有某些金屬成分，相對地不利植物生

長，在造林方面已有先天不良的宿命；開採完

畢後的地質，因岩盤露出，土壤淺薄或根本就

沒有土壤，再加上這個後天失調情況，可說是

造就了一個復育造林困難的劣化地。

筆者曾赴宜蘭縣冬山鄉安平坑林道一帶

幾處礦場，觀察各階段復育造林之情形，採礦

至最終殘壁後 ( 照片 1），即在殘壁掛釘鐵絲

網 ( 照片 2 及照片 3），並將土壤混合草籽及

黏著劑等物，以灌漿機噴播到岩壁上，待草本

植物穩定，根系在岩壁上造成穴孔後再開始植

入樹苗 ( 照片 4），惟有時在還沒達到穩定前，

極易因大雨或颱風侵襲或單純地因地心引力，

而使這初步化育階段成果流失，難以進入「建

樹階段」。另佈階平台之地形擁有帶狀腹地，

只要客土厚度足夠，苗木即有立足之地 ( 照片

5），比較需要克服的難題就是苗木階段需要

灌澆保水，礦業權者在復育造林之 6 年期間

應時時檢視土壤及苗木情形，若每年的成活

率未達 7 成，即須辦理補植工作，因此植生

復育要得到成林的成果實屬不易 ( 照片 6）。

森林法第 9 條第 3 項所言於森林內為探

採礦者行為有破壞森林之虞者，由主管機關

督促行為人實施水土保持處理或其他必要之

措施，行為人不得拒絕。因此，林務局的契

約書還有規定承租人訂約前，即先須繳納災

害擔保金及植生擔保金，以免礦業權者不確

實履行相關水土保持及復育造林義務時，由

林務局代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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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最終殘壁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採礦後之林

業用地並非不可逆，86 年 7 月 10 日停止採礦

的高雄半屏山就是一個復育造林成功的案例，

因此復育造林這項工作，除了再將相關規定彰

顯到表露無遺之外，林務局實有必要再向礦業

權者宣導復育造林本屬依法開採完整作業過

程之一環，更是企業社會責任，唯有體認企業

責任，注重社會公平正義及環保與全球氣候變

遷等議題，才能促進企業與社會間關係之改

善，例如現在頗為興盛的公平貿易運動，就是

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一種方法，礦業權者應取

之大地，還之大地。

▲照片6、遠眺復育造林成功之礦區

▲照片5、從土壤與礦脈之色差可見客土足夠較有利林木生長

▲照片4、種植樹苗

▲照片3、掛網噴植草籽

▲照片2、掛網噴植草籽

（圖片／高遠文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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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所需，塑膠、金屬、陶瓷製品等，都

是間接或直接取自於礦產，姑且說開礦是必要

之惡，但求永續發展，在保護環境之前提下滿

足我們的需求，所以同時我們又必須維護臺灣

生態的平衡。

林務局為森林及自然保育主管機關，因

此一個礦場利用國有林地完畢後，復育造林這

個工作的表現，大概也能決定社會對林務局之

信任度，林務局亦會善盡責任督導礦業權者完

成造林，以維護國土保安。

四、結語

在「看見台灣」紀錄片一出之後，我們

一面驚艷著臺灣原來這麼美，在人親土親的

情感下感到怦然心動，然而也一面被影片中

揭發的汙染及國土傷痕，警醒著我們原來環

境中已存在許多亂象，本文提及法規程序，

或許可能在紀錄片之後，刻由相關單位著手

進行修法或正在研究修法之方向，期許逐步

由上而下治理環境。

在當今環保意識環伺開發行為之下，礦

產資源的利用成為眾矢之的，惟若檢視我們

（圖片／高遠文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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