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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林治理工程
生態友善機制制度之建立

為執行國有林地之國土保育及防災業務，林務局實施各項國有林地治理

與災後復育、林道改善與維護等相關工作，以降低颱風豪雨、地震等外

力作用所誘發山崩、地滑及土石流等土砂災害，達成國土保育及防災之

基本要求。惟治山防災工程與維持自然環境生態之間常存在互相競合之

關係，為讓工程治理兼顧生態環境之基本需求，建立工程單位從提報災

害治理需求，到執行工程治理前、中、後等相關生態關注及改善作為，

並對生態棲地之影響進行基本評估，林務局於2017年提出並建立治理工

程生態友善機制制度，期確實做到工程與生態合而為一的治理模型。

文、圖︱戴欣怡︱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技正（通訊作者）
	 程以欣︱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蘇維翎︱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協理

圖 / 大山影像

專輯
工程生態

友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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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為執行國有林地之國土保育及防災業

務，實施各項國有林地治理與災後復育、林道

改善與維護等相關工作，以降低颱風豪雨、地

震等外力作用所誘發山崩、地滑及土石流等土

砂災害，達成國土保育及防災之基本要求。為

達前述目標，治山防災工程構造物之施設實有

其必要。

然而，治山防災工程與維持自然環境生態之

間無可避免存在互相競合之關係。近幾年來，

生態資源的保育已逐漸被民眾所重視，甚而對工

程所造成之自然生態影響產生若干意見，落實相

關規範注意事項，積極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全

為導向的生態工程方法，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

傷害。因此，林務局彙整過去治理工程與生態保

育之執行經驗，於2017年提出國有林治理工程

生態友善機制，不僅讓工程治理兼顧生態環境之

基本需求，同時建立由工程師直接執行工程治理

前、中、後等相關生態關注及改善作為，並對生

態棲地之影響進行基本評估，確實做到工程與生

態合而為一的治理模型。

生態友善機制之建立與調整

一、推展初期

林務局及所屬各林區管理處多年來積極在治

理工程融合生態概念，期間歷經水庫集水區保

育治理推展生態檢核工作，所屬嘉義林區管理

處更在執行期間與在地居民、關心環境生態之

NGO代表、生態團隊、工程規劃設計公司與施

工廠商，相互衝撞與磨合，逐步調整檢討；於

2015年修正適用之生態檢核表單，並實際於防

災治理工程中推行，初期結合了林區管理處之

林業與保育職系同仁，期望結合不同專業，展

現林務局對於守護森林資源，保育生態環境之

決心。 圖1、2017年研習暨座談會現況：（由上至下）林務局局長林華
慶親臨主持、林務局局長林華慶親自回應情形、NGO代表提出期
望、與會民眾發表意見情形。

專輯：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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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010-2015年實務經驗之推展，林務局在

未研訂國有林生態檢核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之

前，為強化所屬各單位辦理各項治理工程應配合

之生態保育作為，於2016年先行研訂「國有林

治理工程加強生態保育注意事項」，期望對環境

友善之理念能落實推展於工程全生命週期。

二、建立機制架構

累積6年工程生態友善措施執行經驗，林務局

於2017年6月研擬「國有林生態友善機制」草案

及標準作業手冊初稿，對於治理工程落實友善

生態工作，均有具體明確的作法與步驟；為謹

慎考量機制與規範之合宜性，同年7月舉辦「國

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研討暨座談會」，

廣邀關心環境生態議題之專家與社團，針對國

有林生態友善機制的理念及執行流程進行交流

與對話，廣徵相關意見，以持續進行生態友善

機制之修訂，將生態觀念內化推廣執行。

由於林務局兼具生態保育主管機關及國有林

地災後修復之工程治理機關的雙重身份，更積

極結合局內防災治理、生態保育及造林業務，

推動機關內部橫向跨領域整合，發展出獨特工

作圈的模式，匯集林區管理處治山課、育樂

圖2、2018年座談會現況。

課、作業課、林政課以及工作站人員，結合育

樂課保育人員生態保育知識，作業課及轄區工

作站林業人員對於現地的瞭解，能夠對於當地

環境生態做出更正確的評析與判斷。

三、積極溝通交流

為展現落實國有林治理工程推動生態友善機

制的決心，林務局局長林華慶親領同仁於2017

年7月辦理首次與NGO團體面對面座談會，會

議主要說明林務局現行治理工程生態友善作為

及未來規劃執行方向，針對引起爭議的工程說

明後續如何改善，以減少生態方面的衝擊，最

後藉討論彙整各界的想法與建議，滾動檢討修

訂生態友善機制及作業程序。

是日會議現場意見交流熱烈，參與的NGO團

體及關心生態環境的社群均肯定林務局辦理本

次會議與民眾面對面討論，期望林務局身為全

國最高的生態保育主管機關，在防災治理工作

能整合生態與環境永續，作為其他工程單位的

表帥，更期望未來持續辦理治理與生態友善主

題的座談會，透過溝通交流更精進。

2018年7月再次辦理「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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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推展交流座談會」，與會者對林務局歷經

一年辦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等相關作為給予肯

定，感慰這一年多來林務局同仁認真的投入，

期望藉由各林管處相關生態友善機制累積經驗

可回饋到制度面，進而完善制度體系。而為落

實公民參與工作，更應積極邀集轄區關心相關

議題社群或在地居民參與，資訊公開能更即時

更透明；並加強提升第一線執行機關的生態素

養，希冀生態檢核之終極目標就是無需作生態

檢核。

國有林生態友善機制介紹

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可區分為工程

提報、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4個階段，

配合工程各階段之提報、規劃設計、審查、說

明會、施工、驗收等時間點，執行國有林治理

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所訂定之各項程序性與功能

性生態分析評估，建立工程及生態專家或生態

團隊溝通模式，擬定生態友善措施，整合工程

與生態友善機制之執行管控查核點，將友善生

態工作密切融入工程各階段辦理，落實生態友

善措施。

期望藉由專業人員現場勘查、民眾參與、棲

地評估以及生態敏感圖與關注圖的繪製，研擬

具體可行的環境友善措施建議，並透過生態檢

核表追蹤記錄，即時回饋到工程各階段檢核程

序，減少工程對環境生態之衝擊，相關生態保

育措施補償對棲地環境之影響，成為工程與生

態溝通協調的平台。

一、各階段之工作目標

（一）工程提報階段

以環境永續之生態價值觀為出發點，快速

評估環境生態特性及工程對生態環境之潛在影

響，預先迴避重要生態區域，研擬生態衝擊最

小的方案、生態友善原則與對策及應補充之調

查項目。

（二）規劃設計階段

主動邀集在地居民、N G O參與會勘，確認

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課題及生態保全對

象，據以提出生態友善的工程設計，擬定生態

保育策略及具體措施。

（三）施工階段

於施工前召開說明會，應確實說明施工應注

意之生態保育工作，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

態友善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

關注區域不受破壞與環境妥善復原。

（四）維護管理階段

針對環境敏感區域定期監測、追蹤治理工

程干擾範圍的棲地變化，評估生態環境復原情

況，並對復原不佳者研擬改善措施。

二、分級辦理

國有林治理工程所在之區位及生態環境條件

廣泛，為聚焦有限專業資源，強化對生態重點

工程的生態友善工作整合度，促進工程辦理效

率，故以分級方式辦理治理工程。

有別於其他工程機關，提報階段由各林區

管理處分區工作圈依災害治理區域生態敏感特

性，評估辦理必要性；待治理工程核定辦理

後，經由各林區管理處分區工作圈依治理工程

的生態敏感特性，於後續規劃設計、施工及

維護管理階段區分為3種類別施行生態友善機

制，如圖3。

提報工程階段，林區管理處分區工作圈判別

執行之友善機制版本可彈性調整，第1類經生

態評估人員及NGO現地勘查工程無生態議題可

專輯：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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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規
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
程外歸為第3類，免執行生態友善機制。

圖3、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分級辦理之主要執行架構。 圖4、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分級標準。

修改為第2類；第2類若經會勘或其他棲地環境

復育目的，可更改為第1類。

三、分級標準

由各林區管理處之工程生態友善機制分區工

作圈於治理工程核定前後，確認各項工程執行

之生態友善機制分級標準，如圖4。

（一）第1類生態友善機制

非緊急搶修工程，符合下列條件者應執行第

1類生態友善機制。

1.位於重要生態敏感區

包括法定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一級海岸保護

區、水庫蓄水範圍、重要野鳥棲地（IBA）等。

第2類設計
階段檢核表

第2類
生態友善
機制

施工階段
自主檢查表

維護
管理
階段

施工
階段

規劃
設計
階段

提報
階段

提報階段
生態友善機制
提報階段檢核表

分區工作圈審議

設計階
段檢核表

第1類
生態友善
機制

施工階
段檢核表＋
自主檢查表

維護管理
階段檢核表

第3類
生態友善
機制

工程構想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
搶險、災後原地復建？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位於重要
生態敏感區？

現勘評估為
良好自然棲地？

在地居民、學術研究、
NGO團體關注

執行機關評估
特別需要者

第3類

第1類

第2類

其中位在水庫集水區保安林地之野溪治理工

程亦應執行第1類生態友善機制。

位於前述各項生態敏感區之治理工程除執行

生態友善機制，亦需依法規於工程辦理前向主

管機關提出工程施工申請，並取得許可。

2. 預定治理區為良好自然棲地

(1) 保育類野生動物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

棲地。

(2) 具常流水之自然溪段，棲地條件適宜水域

生物生存（治理溪段或上下游魚蝦蟹類數量豐

富，或溪流棲地大略符合底質以塊石、礫石為

主，潭瀨棲地交錯出現，兩岸濱溪植被帶完整

等條件）。

(3) 為未設置工程之上游溪段的首件治理工

程，亦即預定治理溪段及其上游無既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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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套疊相關生態敏感區圖資與生態資訊蒐集案例。

(4) 原生植被（含自然草地與灌叢 / 芒草地、自

然林地、次生林等，原生種覆蓋度≧70%），占

工程影響範圍≧70%的區域（可參考林務局植

群圖圖資）。

3. 在地居民、學術研究單位、NGO關注

由文獻蒐集、套疊相關保育圖資、民眾參與

等方式確認為生態相關團體關注之區域。

4. 執行單位評估特別需要者。

（二）第2類生態友善機制

非緊急搶修工程，且不屬於上述區域者，執

行第2類生態友善機制。

（三）第3類生態友善機制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屬災後緊急

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規劃取得

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免執行生態友善機制。

四、各階段重點工作

（一）提報階段重點

由工程主辦單位進行生態敏感區圖資套疊、

現場勘查、初步影響分析、擬定保育原則與對

策，最後針對核定之治理工程決議辦理生態友

善機制級別。

1.重要生態敏感區圖資套疊：將治理工程位

置套疊相關生態敏感區圖資，亦稱為生態情報

圖，藉由整合既有生態資料快速瞭解，節省時

間精力，確認預定治理區域是否位於法定生態

保護區或為民間、學術團體關注之區域，初步

彙整可能涉及之生態議題。圖5即為透過網絡

及林務局生態保育及淺山圖資套繪，彙整之治

理工程周邊生態資訊案例。

2.現場勘查：由工程主辦單位邀集工程及生

態專家、生態評估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

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進行現場勘查，

說明工程構想及預定工程位置，進行初期各項

可能性之討論，藉由多方意見的彙集瞭解當地

網路與訪談資訊
稀有蜻蜓：闊腹春蜓、火神春蜓

合作夥伴
　　臺灣蝴蝶保育學會：小粗坑、銀河

洞、桂山電廠

　　荒野關注區域：花園新城、獅頭山

臺灣碩博士論文
　　黃魚鴞在台灣的分布模式―四崁水
　　翡翠水庫台灣穿出甲洞穴棲地研究

　　台灣全島食蛇龜族群調查及復育經

營研究計畫

林務局文獻
　　臺灣地區淡水域湖泊、野塘及溪流

魚類資源現況調查及保育研究規劃

　　臺灣地區淡水軟體動物族群分佈與

保育對策研究

特生自然育季刊
黃魚鴞何處尋？

―談黃魚鴞在台灣的海拔分布模式

區位
― 林班地及非林班地
― 平廣溪，直潭壩集水區
― 新店溪流域

專輯：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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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環境生態狀況，以及對於工程治理之期

望。如圖6所示案例。

生態評估人員重點工作為記錄環境生態現

況，指認生態保全對象與潛在議題，供生態初

步影響分析及工程設計審核參考。

（二）規劃設計階段重點

從一開始的大方向生態友善原則，到規劃設

計後的具體生態友善措施，多方的討論溝通是

必要的，透過此機制能夠將討論溝通的過程流

程規範化，各階段的生態團隊擬訂友善措施的

重點。

1.生態評估人員  / 團對於初步設計階段早期

進場提出工程生態友善原則：在早期調整修改

空間較大的時候提出，以便工程設計可依工區

的生態環境考量相關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友善

方案，具體做法為主辦機關與設計單位在治理

區現場溝通設計方案時，或是設計單位進行

現地測量時，通知生態評估人員 / 團隊會同參

加，提供治理範圍的保全對象或工程佈設之生

態友善原則。

2.初步設計會勘與討論會議及擬定友善對策：

初步設計審查時，生態團隊與民間關注生態環保

團體共同參與，確認工程初步設計圖之配置細節

與現地生態環境特性是否適當配合，針對工程配

置的生態友善措施不足之處提出改善建議，彙整

相關意見，協助擬定生態友善對策。
圖6、民眾與NGO參與會勘討論工程案例現況。

圖7、工程設計圖說套疊空照圖繪製生態敏感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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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部設計審查確認友善措施：細部設計階段

協助確認工程設計是否採納生態友善對策，由工

程單位提供細部設計圖給生態評估人員 / 團隊檢

視，提出書面修正意見，做最後的設計檢視。

4.依據生態友善措施繪製生態關注圖並研訂

自主檢查表：依據核定之工程設計圖說及生態

關注圖，確認各項生態友善對策，轉化為現場

施工人員容易理解的自主檢查表；生態關注圖

應張貼於施工現場供確認，自主檢查表由施工

單位填寫並併入每月定期施工查驗。

圖7為將工程設計圖說套繪空照圖，依據環

境周邊保全對象及生態友善措施，標註保全對

象繪製生態敏感區域；圖8則為生態友善措施

平面圖範例，為推展生態友善機制，於工程預

算書圖內，將生態情資套繪圖及相關環境保育

生態友善措施標註於工程設計平面圖，並說明

生態友善措施作為，讓工程監造單位與施工承

圖8、生態友善措施平面圖範例―工程設計圖說直接標註生態友善措施。

攬廠商能透過圖說清楚瞭解生態環境保護標的

與相關友善措施作為。

（三）施工階段重點

本階段工作項目包括民眾參與、生態監測、

自主檢查表、生態環境疑義 / 異常狀況處理、施

工後生態友善措施執行狀況評估、資訊公開。

1.施工說明會：施工說明會為重要之現地生

態友善措施確認與知會，工程主辦機關、監造

單位、施工承攬廠商、生態評估人員與當地居

民或關心之N G O，各方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位

置及生態友善措施內容，進行可行性評估討

論與生態友善措施內容修正。目的有二，一為

開啟關心民眾對於生態友善措施之意見流通管

道，確保民眾對於訂定生態友善措施無異議；

二為確認工程施工單位知悉生態保全對象確切

位置，以及對照自主檢查表之生態友善措施內

容，並同意可行或討論其他更好的作法。

專輯：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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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為落實設計階

段擬定之各項生態友善措施，施工階段以填寫

自主檢查表之方式進行生態措施執行狀況的查

核，由工程主辦機關督責廠商定期填具生態補

償自主檢查表，納入品管檢核作業，確保生態

保全對象不受破壞及生態措施確實依進度執

行。檢查時依現地狀況，對照生態保全對象及

生態友善措施勾選執行狀況，並附上能呈現執

行成果之照片、說明或其他資料。

3.生態環境疑義  / 異常狀況處理：工區範圍

內，如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由施工人員自

行發現或經由民眾提出生態環境疑義狀況，需

提報工程主辦機關，並通知生態檢核人員 / 團

圖9、南投林區管理處白石牙土石流災害整治工程監測追蹤成果：
（左欄由上至下）白鼻心出沒淨水池區、大冠鷲出沒淨水池區、野豬行走動物通道活動情形；
（右欄由上至下）鼬獾出沒淨水池區、穿山甲出沒於動物通道周邊、山羌出沒於動物通道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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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協助處理。針對異常狀況應釐清原因、提出

解決對策，複查及記錄處理過程。

4.完工後生態友善措施執行狀況評估：需確

保生態保全對象未因施工過程而損傷或移除，

以及環境於完工後復原，若未完善處理則需有

後續之補償措施。逐項評估工程案例之生態友

善措施達成狀況，且需摘要描寫並拍照記錄。

（四）後續追蹤與監測重點

針對環境敏感區域，並確認生態友善通道 / 措

施對棲地環境與物種之影響，可藉由定期調查

監測施工範圍內水陸域生態及關注區域的棲地

環境變動，以適時提出環境保護對策，亦可提

供未來其他災害區域治理之生態友善措施參

考案例。圖9為南投林區管理處轄管埔里事業

區魚池鄉白石牙野溪於2013年發生土石流災

害，災害發生後邀集相關單位與地方民眾共同

會勘，研商災害治理分工，經分年分期整治，

期間更經歷生態團體質疑治理工程方法的適宜

性、生態友善通道的友善程度。該林管處則透

過紅外線監測，觀察治理環境周邊復育情況與

周邊生物利用生態友善通道與措施情形；歷經

一年的監測追蹤，顯示該土石流災害治理之工

程方法與生態友善措施，都有利於環境棲地復

育及生物縱橫向之活動，更提供非汛期期間生

物飲水與活動的棲息環境。

建議與未來展望

一、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係參考

生態檢核操作經驗予以修正研訂，惟生態檢核

係透過程序性的提醒，從不同階段流程生態專

業人員參與工作內容，協助工程單位研擬影響

較小的工程方案，實際執行上，更考驗工程主

辦機關（如各林區管理處）、生態專業團隊、

設計團隊（如工程技術顧問、專業技師等）、

施工承攬廠商、地方民眾與團體之間溝通與協

調，仔細並謹慎執行每一個的流程步驟與建立

有效的溝通模式十分重要，才能傳達準確且可

執行的內容。

二、生態友善措施執行之關鍵，在於施工前

自主檢查表的研訂與施工中落實填寫，生態團

隊給的建議需讓工程人員可以明確執行，施工

前可利用告示牌或警示帶明確標示保全對象，

如保全對象為植物時，可能需擴大警示帶纏繞

範圍，避免遭到施工土方掩蓋、工程材料堆置

或施工過程機具移動與調度等細節損傷。此外

生態領域與工程領域在專業知識和語言上仍有

差異，生態友善措施對提升棲地環境與生態之

效益，仍待持續透過實務經驗之累積，滾動修

正並細緻化相關的對策運用。

三、林務局治山防災與林道工程2018年已全

面推動生態檢核機制，並研訂相關契約罰則、

三級品管文件檢核表，2019年從工程提報階段

將更進一步落實工程全生命週期；希冀未來生

態領域與工程團隊的磨合溝通可以幫助生態友

善措施確實執行，另一方面，工程單位與關心

民眾的聯繫更待建立，確保民眾知道並可參與

生態友善機制。

四、相信林務局為持續實踐「維護森林生

態，保育自然資源」的核心價值，更為讓關心

生態環境之民眾瞭解林務局保育環境生態之決

心，即將於2018年年底建置完成之治理工程

生態友善資訊網，能公開相關防災治理工程資

訊，邀請民眾參與機關辦理各項災害勘查、工

程規劃設計會勘與說明會，透過資訊公開促進

民眾和公部門交流與溝通，落實生態友善機制

之宗旨。 

專輯：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