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務局重要施政方針 
 

本局配合行政院「振興經濟發展，健全國家財政」、「強

化公共建設，縮短城鄉差距」、「完善弱勢照顧，建立安心社

會」、「落實國土保育，打造永續環境」、「整合人才培育，厚

植文教科技」及「深化兩岸交流，全面拓展外交」之施政方

向，並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健康、效率、永續」的全民農

業之施政方針及節能減碳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下，  

以「推動植樹造林，強化森林保護及國有林整體治理；

推動自然保育、維護野生動植物資源，發揮生態系統功能；

強化經濟營林與提升生態遊憩場域之品質」為本局施政方針，

推動各項施政計畫，建立森林及自然資源永續經營的基礎，

透過「加強植樹造林、強化生態保育」兩大施政主軸，達成

黃金十年「永續環境」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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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發展優質林業，厚植森林資源 

1、為持續掌握國家森林資源現況，建置森林生態系長期調查監

測體系。推動林業文化、史蹟保存及活化，提供國人林業文化

體驗之休憩場域，深化林業永續及自然保育概念。 

2、加強林業科技計畫研究，提升森林水土資源之保育、經營及

應用，促進森林資源永續及提高林業經營效率。 

3、依生態系經營原則，加強人工林撫育經營，建構良好棲息環

境，增加林木二氧化碳之吸存功能。新興木、竹材生產技術

研發與行銷推廣輔導，及林產產銷資訊之蒐集。 

4、加強海岸保安林之營造復育，使兼具防風、遊憩及教育等功

能，以建構濱海綠色廊道。 

5、加強辦理國有林班地及各縣市小花蔓澤蘭與褐根病之防治，

以維護森林健康。 

6、推動植樹造林以提升整體環境品質及營造自然美麗的綠色鄉

野。 

7、加強公私有林經營輔導，以提升林農收益及強化其造林意願。 

(二)發展安全林業，落實國土復育及保安 

1、監督、輔導國有出租林地依約使用；辦理國有林租地補償收

回；暫准放租林地檢討解編事宜；依業務需要辦理土地分割登

記、鑑界複丈測量等地籍釐正工作；辦理保安林檢訂，妥適經

營保安林。 

2、加強林地護管，精進巡視制度，運用高科技器材強化竊取森

林主副產物防範與取締機制；強化林火應變指揮系統，充實防

救火設備；建構及更新無線電通訊網系統。推動林火防災教育、



人員訓練、各項林業宣導及媒體參訪工作，落實全民愛林、保

林、護林之觀念。 

3、辦理高、中海拔山區及海岸地區現有濫墾、濫建等限期廢耕、

拆除及救助；因地制宜設哨管制，有效管制國土開發行為；引

進保育替代役男，優先招募原住民青年協助林地巡護，並結合

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以維護健康的自然生態環境。 

4、保育自然資源，復育劣化林地，逐步恢復山林原貌。 

5、以集水區為治理單元，採用生態工程及節能減碳理念，辦理

崩塌地處理、防砂、維護及緊急處理等工程，達成維護森林及

水土資源之目標；辦理林道維護改善，促進森林遊樂區及步道

聯外順暢，改善山地鄉原住民之交通。 

(三)發展休閒林業，提供優質、樂活及深度旅遊 

1、加強森林遊樂區之公共服務設施，提升遊憩品質，推展以保

育自然環境資源、促進社區發展及文化探索為特色之森林生態

旅遊。建立國家森林生態旅遊醫療服務及緊急救難體系，加強

辦理遊憩安全宣導；推展並強化自然教育中心功能、培訓國家

森林志工，紮根環境教育。 

2、以自然步道系統為骨幹，串聯旅遊區及景觀據點，推展無痕

山林運動，規劃多元遊程及辦理推廣活動，編印發行環境教育

文宣，提供資訊服務及環教教材，推展生態旅遊。 

3、整建3處大型平地森林園區，以低度開發、多元生態、多元休

閒旅遊為目標，營造為綠色思維、節能減碳之示範園區，提供

國人作為生態旅遊導向之戶外休閒優質場域，並結合周邊之農

業、城鄉文化、社區營造或環境教育等產業，在兼顧生態保育

和地方產業下永續發展。 

4、結合山村社區及地區公益團體，實施親善山林之知性之旅。 

(四)發展生態林業，維護綠色資源環境 



1、建構資訊網絡，加強教育宣導，全面拓展綠資源，使全國民

眾一貣投入造林綠化行列，在自然綠境中永續發展。 

2、衡酌自然資源特性，辦理自然保護區系統之整合、強化野生

動植物經營管理技術、加強保護區及野生物之研究與資訊交流、

辦理生物多樣性之保育教育推廣、推動非政府組織參與保育工

作及結合縣市政府推動老樹保育計畫。 

3、建構林業經營新面向，推動社區參與森林生態維護工作，並

參與國際保育組織相關活動。 

4、加強全國入侵種生物防治，研擬新入侵生物緊急撲滅並建立

已入侵生物長期防治計畫，將入侵種造成之經濟損失及生態衝

擊降至最小。 

5、推動地層下陷區轉型為濕地生態園區之經營管理示範，及建

立珍貴水梯田濕地生態保存暨復育示範區，期逐步恢復原生植

物相與野生動物之棲息地，促進人類福祉與生物多樣性之和諧

發展關係。 

 

二、重要施政計畫 

施政計畫 計畫內容概要 

林業經營管理計畫 一、野生物保育： 

(一)加強野生動物飼養、收容、救傷及救援等工作，強化就

地與移地保育，及野生物資源永續利用。 

(二)督導地方政府落實野生動物保育法與相關規範之執行

及查證工作，健全野生動植物國內管理制度。 

(三)辦理野生動植物保育教育宣導、研究調查及人才培訓工

作。 

(四)協助國內及國際保育組織推動自然保育工作，並參與相

關活動，建立夥伴關係。 

二、市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子法辦理市定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針對古蹟及歷史建築本體進行屋面(屋根)修護工程。 

林業發展計畫 一、森林生態系經營 

(一) 辦理國有林事業區檢訂調查、進行永久樣區設置與複查

，建置森林生態系長期監測系統。 



(二) 建置國土資訊系統，推動生態資源資料庫建置作業，發

展資料倉儲系統，建立流通及共享架構。拍攝臺灣地區

高品質彩色航空照片，並建構線上環境與機制，藉由網

際網路查詢、瀏覽及提供航測國土影像基本圖資。 

(三) 對於現存的林業文化空間，展開「保存、復舊、再利用

」的行動，活化歷史記憶，強調文化、產業與環保等結

合機制。 

二、林地管理與森林保護 

(一) 國有出租林地管理，違規違約者限期改善或循司法程序

訴請返還林地，收回造林，妥善管理；合法出租造林地

補償收回。 

(二) 加強林地護管，精進林火防救應變機制。 

(三) 加強林地巡護工作，取締盜伐、濫墾、搶救森林火災；

現有濫墾、濫建等限期廢耕拆除及救助，維護森林資源。 

(四) 辦理林業政策、愛林保林及森林防災等宣傳，鼓勵全民

參與造林綠美化工作。 

(五) 落實保安林之經營管理，逐年辦理保安林檢訂、清查，

並適時依環境狀況擴編保安林，強化保安林經營管理人

員之技能，使全國保安林獲得完整維護。 

三、厚植森林資源 

(一) 辦理國有林班地造林撫育，加強劣化地復育，建構優美

森林環境，增加林木二氧化碳之吸存功能；建立林產業

策略聯盟，開創竹製精品及新興林產品，加強木質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建立木構建築利用體系，促進林產業精

緻轉型。 

(二) 於沿海地區辦理造林綠化及老化木麻黃造林地林相整

理，依生態經營原則，營造複層林相，提高生物多樣性，

並提供小型野生動物及鳥類等生物良好棲息場所。 

(三) 加強私有林輔導及森林特產物之開發利用，改善山村產

銷體系及經營管理技術。 

四、國有林治理與復育 

(一) 在全臺保安林內，以集水區為治理單元，在兼顧防災安

全及生態環境保育與節能減碳之原則下作整體規劃治理

，並辦理防砂設施、崩塌地處理、維護及緊急處理及整

體調查規劃等工作。 

(二) 為森林經營管理及山區農產品運輸，改善交通，促進山

村經濟發展，促進森林育樂及旅遊觀光事業之發展，辦

理全島林道改善與維護工程等。 

五、生態旅遊系統建置發展 

(一) 整建及改善森林遊樂區公共服務設施，以營造優質生態

旅遊環境，引進民間專業團隊，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二) 規劃建置自然步道系統，串聯遊憩區及景點，建構生態

旅遊網絡，推動無痕山林運動，提供優質山林遊憩場域。 

(三) 依據環境特色，結合周邊山村文化及農特產，規劃生態



旅遊遊程，行銷多元自然體驗。 

(四) 建置擴充臺灣山林悠遊網，編印環教文宣，提供生態旅

遊及環境教育相關資訊服務。 

(五) 推展自然教育中心，發揮環境教育功能，辦理環境解說

活動及教育訓練，強化管理解說人員及國家森林志工之

專業智能。 

(六) 整建 3處平地森林園區公共服務設施，以提供更多休閒

遊憩機會。 

六、加強造林 

(一) 擴大造林地及綠地面積，推動短期經濟林、耕作困難地

、黃金廊道等平地及公有閒置空地造林綠美化，營造綠

境空間，並提升環境品質。 

(二) 核發林農造林補助，辦理造林新植、撫育工作；縣市政

府辦理宣導及檢測相關業務。 

七、保護區及棲地經營管理 

(一) 強化保護區系統之完整性，以維護物種及其生育地之多

樣性。 

(二) 加強全國自然地景研究，保護我國珍貴的地景資源。 

(三) 預防外來種入侵，根除或抑制外侵種散佈，並有效控制

入侵種。 

(四) 執行社區林業計畫，與社區居民、團體共同參與林業工

作。 

(五) 推動生態教育館成為保育窗口，辦理各項生態保育宣導

工作。 

(六) 推動地層下陷區轉型為濕地生態園區，及建立珍貴水梯

田濕地生態保存暨復育示範區。 

(七) 加強國家重要濕地之各項生態調查與監測，推動社區參

與，執行各類教育推廣工作。 

八、推動野生動植物合理利用管理模式 

國內對於野生物的利用，有草藥、食材、衣飾、器具、寵物

市場，甚至近年來的生技研發等各式各樣的利用，惟國內現

有相關法令未有配合，造成貿易障礙，而減少每年數十億的

經濟收益。本計畫目的為檢討現有法令，發展野生物永續利

用模式，建立國內野生物的管理制度，提供民眾合法市場，

以降低國內野生物非法使用的風險，並建立護生園區，端正

現在不當之動物放生行為，減少外來入侵種危害國內生態環

境之虞。 

九、國有林治山防災及遊樂區林道維護 

(一) 在全臺國有林內，依國有林地子集水區危險度評估結果

，並因應颱風豪雨新增災害情形，以國有林危險及關注

子集水區為治理區域，同時支應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國有林所需治理工作，依生態工程與節能減碳為原

則，辦理崩塌地處理、防砂工程、維護及緊急處理、及

整體治理調查規劃工作。 



(二) 以國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為治理區域，辦理道路上下

邊坡崩坍處理、地層滑動整治、排水系統改善、鋪面改

善、設置安全設施、加強水土保持、植生綠美化等工作，

以提供國人森林旅遊安全舒適之道路。 

十、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 

(一) 以林業為核心價值之經營主體，延續保存珍貴林業文化

史蹟、維護及動態保存森林鐵路歷史資產、並能呈現早

期阿里山林場風貌。 

(二) 配合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加強維護林業文化傳統，輔導

既有空間創新利用，推動林業文化產業，並成為「雲嘉

南藝文休憩中心」之目標。 

林業科技計畫 一、加強森林生物學與生態學研究，建構健康森林生態系。 

二、提升森林之保育、經營與利用研究。 

三、應用航遙測影像，建立森林資源調查技術、環境變遷監測

與天然災害預警。 

四、建立森林資源碳吸存資料庫與碳存量調查模式，做為評估

森林資源對於碳吸存貢獻之依據。 

五、智慧生態計畫自 103年度貣移列至本計畫項下，係整合本

局與林試所、特生中心及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等單位之生態

資料庫與服務，以旅遊體驗、教育學習、社群連結三大主

軸，發展「i-ECO入口網」，提供民眾一站式之生態資源服

務，便利民眾參與及體驗臺灣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