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2 期 合作專題報導 

 3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之  

合作社輔導案例分享  
 

 

陳麗玉、賴靖陽、黃啟瑞 

 

一、前言 

有鑑於現行的獎勵造林計畫缺乏對

林農造林期間的撫育輔導措施，獎勵期滿

後缺乏產業輔導相關配套，再加上社會大

眾對於林業經營收穫林木，即是破壞林地

影響水土保持，造成環境破壞的刻板印

象，使得林業經營受限與發展停滯，亦使

林業產業鏈長期萎縮，私人林地缺乏經營

撫育或林地荒廢，甚至因為經濟的壓力，

私人造林地轉為違規超限利用。為改善我

國人工林的經營環境及林農收益，林務局

在 2019 年推出的「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

案」，目標在以「夥伴」、「多元」及「友

善」的核心價值，適度重啟我國人工林產

業，除了木材生產，新增適地林下經濟政

策，輔導更多元的經營方式，為私有林帶

來收益。山村居民靠山吃山，本方案能用

較為永續、對環境友善的方式，改善林地

超限利用現況，進而提高國產木材自給

率。 

為推動本方案，林務局已整合中央及

地方資源，透過專業團隊及林業技師協力

支援，成立林農服務單一窗口，整合相關

申請程序，積極輔導林主、合作社等農民

團體以及農業企業機構，擺脫傳統單一思

維的林業經營模式，優先針對 30 公頃以

上的生產性人工林實施多元化經營。本政

策推動後，受到各地林農的關注與響應，

經由全台各地的巡迴說明會、業務人員教

育訓練以及各種推廣資訊的揭露，歷經 2

年的耕耘，成果陸續顯現。重要成效包

括： 

（一）林業生產合作社從 4 家增加為 14

家，完成森林經營計畫書 12 本。 

（二）整合林業經營面積達 1,500 公頃，

各林管處規劃與協助整合經營達

15 處以上。 

（三）建立標準化規格，促使國內公共工

程使用國產材。 

（四）合作社增加雇用青年生力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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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增 加 30~40% 、 營 業 額 提 升

15~20%。 

 

圖 1 林務局為積極輔導林主與合作社，已

成立專業團隊及林業技師以協助林

主規劃人工林的多元經營方式，並撰

擬「森林經營計畫書」，實施計畫性

的經營。 

 

圖 2 林務局成立政策服務單一窗口，經由

全台業務人員專業教育訓練及巡迴

說明會，加速政策落實推動。 

二、推動案例 

為讓民眾及林農瞭解人工林的多元

經營，本文針對「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

目前已核定輔導的幾個林業生產合作社

案例介紹如下： 

（一）有限責任嘉義縣阿里山林業合作社 

1. 森林經營面積與區位：嘉義縣第一個

以林業為主體而成立的合作社，由林區

管理處輔導嘉義縣公興社區之國有林租

地造林人籌組而成，面積約為 43.87 公

頃。 

2. 森林經營目標：達到全面性的永續森

林生態系經營，營造健康優質森林，發

揮林產物生產、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森

林育樂等。以友善環境方式發展永續森

林經營，培育優質高價值林木，定期撫

育與疏伐，促進大徑木生長，小徑木作

為多元文創產品利用。同時發展森林育

樂與生態旅遊，經營林下經濟，創造多

元經濟收益。 

3. 森林經營背景：林務局自 2002 年起推

動「社區林業計畫」，引領團體參與生

物多樣性保育，將社區發展與林業施政

結合，保存在地文化及自然資源，推動

生態旅遊。位於嘉義大埔事業區內的番

路鄉公興社區，於 2004 年申請社區林業

補助計畫，透過共識的凝聚、自然資源

調查及人力培訓等行動，增進愛護家鄉

自然人文資源。於進行資源調查時，發

現鄉內野生動物日益減少，自發性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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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約對自然資源進行保護。 

4. 森林經營規劃內容：時下森林療癒遊

程漸受矚目，國人透過與森林接觸放鬆

身心、減緩生活壓力。故本計畫規劃森

林療癒遊程，除透過人體五感讓民眾與

自然接觸、放鬆身心外，還能利用中小

徑木及森林副產物進行 DIY 體驗，亦可

藉由當地解說員的帶領，讓民眾了解森

林生態價值。有限責任嘉義縣阿里山林

業合作社規劃中小徑木 DIY 課程、森林

工作假期體驗課程、森林生態旅遊活動

等教育課程，作為主要遊程之規劃（圖

3）。 

5. 合作社預計進行林下經濟發展的初步

建置，期望藉由提升合作社林農收益，

使森林經營有利可圖。經營項目預計為

金線連產業發展與段木香菇產業發展兩

部分。 
 

 

圖3 有限責任嘉義縣阿里山林業合作社

利用森林資源經營森林療癒，推廣工

作假期體驗課程。 

（二）有限責任水璉林業運銷合作社 

1. 森林經營區位與面積：合作社之租地

造林地，位於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屬

於花蓮林管處所轄林田山事業區第 149

林班，其中參加經營計畫面積為 80.29

公頃。 

2. 森林經營目標：為提高未來大徑木收

穫之價值，進行林木修枝及疏伐等中後

期撫育作業，以增進長伐期樹種材積與

形質生長。撫育作業所生產之中小徑

木，可提供培植香菇用材或發展小型木

藝品，增加林農經濟收入。 

3. 森林經營背景：本區域造林戶自 1996

年度起陸續接受花蓮林管處輔導，參加

全民造林計畫，區內造林地過去為符合

成活率檢測規定，林主於造林期間僅實

施刈草、切蔓等撫育作業，未辦理疏伐

作業，造成目前林分密度過高，林木徑

級生長停滯。 

4. 森林經營規劃內容：水璉地區獎勵造

林地均於 2019 年獎勵期滿，過去 20 年

均未辦理修枝及疏伐作業，目前部分林

木因密度過高造成形質不佳，為利後續

大徑木之收穫，需進行各林地之間伐作

業（擇伐度 20%）。間伐所得之櫸木及

樟樹小徑木，目前可用碎木機打碎放置

於林地或林道，改善林地並營造民眾林

業體驗之環境，未來可朝向中小徑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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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利用。楓香造林木徑級已達可利用

階段，可供作段木香菇培植利用，並且

依段木香菇培植試驗結果，合作社有條

件繼續經營，未來 5 年將利用現有菇場

設備搭配疏伐之楓香進行香菇生產工

作。透過疏伐撫育作業培育大徑木生

長，並從中取得短伐期之楓香作為林下

經濟－段木香菇之用材（圖 4），且透過

林業合作社推廣疏伐木、林下經濟副產

物的產銷及舉辦相關活動，提升林農收

益。本區透過林業合作社結合周遭居

民，在不破壞自然環境且共榮的環境

下，以林下經濟作物提升周邊林農收

益，並藉此舉辦相關推廣活動，使民眾

更加了解林農之生活，且深刻體會山村

經濟發展。 
 

 

圖 4 有限責任水璉林業運銷合作社利用短

伐期楓香，作為段木香菇用材發展林

下經濟。 

 

 

（三）有限責任屏東縣永在林業生產合作

社 

1. 森林經營區位與面積：合作社所管轄

的林地分布在屏東縣獅子鄉、車城鄉、

牡丹鄉及恆春鎮，6 個林班總面積為

918.133 公頃。 

2. 森林經營目標：為使合作社所生產的

林產品可銷售至全球市場，並呼應全球

對抗非法砍伐運動，進行市場區隔，合

作社於經營初期管理系統建立完成後，

即參與 FSC 國際森林驗證。林地經營以

經濟生產為導向，透過收穫材積量規劃

林分經營管理方法，期望在不影響林木

永續生長的前提之下，達到最佳材積收

穫量，確保長期且持續之經濟效益，促

進產品多樣化，並在後端建立木材加工

管道，使生產的林產物在地加工，降低

成本，增加林木產品收益。 

3. 森林經營背景：早期政府獎勵造林政

策允許種植外來種銀合歡，但隨後發現

其具有入侵性，嚴重影響原生物種的生

長，故現已取消銀合歡的獎勵造林，並

著手整治、移除銀合歡；因林地過去未

積極經營，使得林分生長不佳，因此，

林業經營初期為促進林相更新，提升林

分生長，採用強度較高的伐採作業，以

求早日移除銀合歡，更新為相思樹林。 

4. 森林經營規劃內容：該地區夏季高溫



  第 112 期 合作專題報導 

 7

多雨，冬季則有強勁的落山風，為達到

鏟除銀合歡而更新林相，合作社初期之

林產物加工以生產原木及木屑為主，為

減少伐採後林木的運輸成本及顧及交通

便利性，更新造林部分將採用密植，可

加速林地的鬱閉，抑制土壤中銀合歡種

子庫的發芽及雜草生長，減少刈草次

數，除可降低幼齡木在刈草過程中的耗

損，也可增加林木間的高生長競爭，盡

量減少側枝產生，提高木材品質。 
 

 

圖 5 有限責任屏東縣永在林業生產合作社

2016 年通過 FSC FM（森林管理）驗

證，以符合國際永續森林經營原則的

方式經營人工林，以林木全材利用做

成木屑太空包。 

三、結論 

為周全臺灣林業發展環境，人工林的

經營輔導將從新植造林到林木收穫甚至

是敏感區域的森林長期撫育，均有相關的

計畫來引導與支持。我國未來人工林輔導

應可區分不同土地屬性與功能，給予經濟

營林區位適當的經營彈性，並保護環境敏

感區域，以永續經營高價值森林，改善目

前獎勵造林單一目標之缺點。除此之外，

借助合作社組織運作，引導經營者進行森

林經營規劃，輔以政策資源實施靈活的經

營，強化造林完成後的後續撫育，提供從

造林、撫育到收穫完整的輔導措施，以契

合產業發展需求，營造我國林業振興條

件。希冀未來臺灣的人工林經營，可在兼

顧環境保育與國土保安的前提下，合理的

多元利用森林資源，以穩定的供應國產

材，善盡地球村公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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