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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務 局 103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局配合行政院「促進經濟繁榮，厚植發展潛力」、「落實成果共享，實現

社會公義」、「追求環境永續，營造樂活家園」、「提升文教品質，培育優質人力」

、「深化兩岸交流，拓展國際空間」之施政方向及「愛台12建設」與「黃金

十年-永續環境願景-生態家園施政主軸」等的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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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植樹造林，健全森林保護管理；興設平地森林園區

，發展森林生態旅遊及步道系統；維護保護區及野生動植物生態資源，維持本土

生物多樣性，使國家森林呈現多樣的、健康的、安全的及永續的生態系，在永續

經營的目標下，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能。 

本局依據行政院 103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

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3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

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1、發展優質林業，厚植森林資源 

(1)為持續掌握國家森林資樂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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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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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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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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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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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國步道系統為骨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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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及整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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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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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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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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國民眾一起投入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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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