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林業白皮書（草案）初稿 

網路暨主題公聽會公眾意見徵詢 

本局回覆說明 

 
時間：111年 12月 26日 下午 

場次：林務局 2樓會議室 

主題：森林育樂與文化；原住民族與山村綠色經濟 

 
排

序 
人員 發言紀要 本局回覆說明 

1 

康寧醫院急

診醫師 

郭健中 

醫師 

這是我們環島 61 天去了 51 站的影

片，這是一個社區小旅行的活動，帶

領了 100位左右帕金森氏症朋友，有

3000 多個志工協同他們一起走出

來，使用健走杖、竹杖等，活動包含

了走路、採果、到部落去體驗、獨木

舟活動等等，大家對於竹杖的接受度

高，希望可以透過官方單位一起來推

動竹杖，帶動整體竹產業和銀髮照護

產業的成長。 

本白皮書草案目標貳之分項目標三，已納入透

過分享多元生態系的惠益，優化森林遊憩體驗

及以森林療癒等創造新產業等，有助提升國人

的健康等政策之說明。 

2 

野孩子森林

學堂 

徐建國 

負責人 

現在重視淨零的議題，在竹木利用的

部分中未提及「生質能」，竹子是一

個減碳的好材料，竹林 3年就可以使

用，若 5年不使用或更新的話就會劣

化，竹林應該要被不斷重複利用，竹

子生長速度快且一個很好的生質材

料，或許可以考慮放入白皮書中。 

本白皮書草案中，已提出促進木質及非木質產

業升級及永續利用、推動國產精緻竹材六級化

產業，擴大並深化竹材利用之相關策略及工作

項目。 

3 

野孩子森林

學堂 

徐建國 

負責人 

台灣竹林佔台灣森林面積 8%，這是

國有林地還是私有林地？有朋友從

事建築業，因為要減碳而採購竹材，

山上的竹產業退化得相當嚴重，竹林

是需要被經營的，若是公有林地的

話，一般民眾無法進去砍伐利用，竹

林是一個適合作為生質能的材料，可

以做成固體性的材料，政府如何永續

的去經營竹林？ 

為振興國內竹材產業發展，行政院已於 111年

12月 8日核定「新興竹產業發展計畫(111-114

年)」，本計畫由農委會統籌，透過跨部會通力

合作，同步從一級產業端（生產端）、二級產

業端（加工端）、三級產業端（市場端）、技

術教育端及法規端等五大面向著力，重新串聯

竹材從生產、加工、研發應用到銷售的整體產

業鏈。另「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獎勵作業規

範」已於 112年 1月施行，針對原保地禁伐區

域之竹林，因依法伐採進行竹林更新者，致當

年無法再請領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金每公

頃 3萬元者，給對等之獎勵措施，以提高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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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意願，適量供應竹材生產。 

4 

國立嘉義大

學森林暨自

然資源學系 

林瑞進 

副教授 

P40 列出特殊的植物，可行的復育機

制有哪些？哪些植物是可以做的？

可行植物的時程復育規劃，短期/中

期/長期。哪些是根本不能做？ 

本白皮書係以政策宣示與溝通為原則，針對各

項細部工作規劃，本局及相關機關將持續研議

與擬定短中長期執行規劃。 

5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水土

保持系 

李錦育 

教授 

我是茂管處原住民族共管和夥伴關

係的專家，開過幾次會議後，屏東有

33 個鄉鎮市，其中有 8 個原民鄉，

他們最大的問題都是道路問題，「部

落要如何去做自主管理？」只是列出

工作項目，但沒有詳細說明細節要如

何做。部落可以自主管理才會有選

票，當林務局和水保局產生矛盾，像

是農路屬於誰管轄的？河川的界點

在哪就由誰管轄，白皮書需把權責單

位、主管機關納入，要經費時才會知

道向哪個對象索取。 

一、本局輔導原住民族健全部落自主管理能

力，發展部落公約與永續利用管理模式，

已於 109年 8月 1 日起施行「經管國有林

地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

要點」，透過社區林業計畫結合社區、部

落，協助巡護、森林保護、復育工作；培

力於傳統狩獵、林產物採取、生態旅遊協

助動植物監測、森林保護；委託組織健全

部落、團體，自主管理自然資源利用，並

協助山林保護。至部落所需資源，將由共

管會召開之機關協調、爭取。 

二、本局體系下的共管事務主要是分為森林

資源和保育，茂管處屬觀光局的部分，可

能會涉及到道路和建設，另農路非本局業

管，若在共管會議提出疑問，可洽相關單

位協助。 

三、至本白皮書係以政策宣示與溝通為原

則，涉細部執行部分未納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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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團法人慈

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金會 

詹于諄 

專案研究員 

策略五 P35、P36 保全傳統山林智

識，有關原住民森林狩獵、森林產物

的採集，辦了很多試辦的計畫，希望

跟原住民族修復正義。有點涉及國土

綠網的經營，這是放在森林生態系的

分項目標，有關森林智識的部分，只

列出狩獵、採集，應該還要包括「原

住民過去的農耕技術和知識」、如何

找回和更多應用早期的智慧，是否可

以納入白皮書中。面臨到山坡地、果

園、茶園、菜園、薑園收回後，要如

何做恢復？是否有較好且友善的生

產方式，過去原住民可能是以小規模

的開墾耕作，這些知識可能都慢慢消

失，這些森林除了以共管的方式去處

理，是否還有導入非生產為目的農

耕，可能對在地多樣性有幫助。 

一、本白皮書草案已納入重建山林智識體系

相關內容，另已進行原住民與林業之關連

及影響之資料搜集及重建。所提意見有關

原住民傳統農耕、生活文化等相關資料都

將持續搜集。 

二、本局經管土地係屬林業用地，因濫墾濫建

收回後，視林地區位規劃復育造林，以符

林地林用，維護國土保安及生態功能；至

山村部落，本局推動里山倡議，兼顧生

產、生活及生態，以保護重要地景，維護

生態環境，以增強社區與環境的韌性。 

7 

國立嘉義大

學森林暨自

然資源學系 

林瑞進 

副教授 

P36 策略方法的部分，幫助耆老知識

的傳承，「幫助小米復育，利用特殊

的育林技術，將一些快失傳的東西復

育出來」，應該要將其列在政策中，

已經有實際的成效了。 

重建山林智識體系相關內容已納入本白皮書

草案，另本白皮書係以政策宣示與溝通為原

則，涉細部執行部分則未納入內容。 

8 

野孩子森林

學堂 

徐建國 

負責人 

分享一個實務案例，今年暑假我們有

帶小孩去加里山的登山步道，就被一

群蜜蜂包圍，加里山的高度屬海拔

1200-1300 是不太可能會遇到這麼多

蜜蜂的狀況，後來以我自己的推測

是，在推林下經濟時，當地居民需要

謀生而放了蜂箱，對於消費者去到當

地消費會覺得困擾，雖然這些工作的

外勤蜂是不具強烈的攻擊性，但民眾

還是會覺得恐慌。 

一、查加里山人工林蜜(粉)源單一、不充裕，

且以山區海拔超逾 1,200 公尺，冬季低溫

常低於攝氏 5度等情形而論，專業蜂農鮮

少於當地放養西洋蜂，先予敘明。 

二、本局推動林下經濟-森林蜂產品，對於養蜂

場設置於路旁，須設置臨時性防蜂網，且

蜂箱擺放應遠離道路至少 10 公尺，以避

免誤傷路人；如未設置防蜂網，則應遠離

道路 20 公尺以上位置擺放。使用地點需

與民宅、社區、部落之距離以 100公尺以

上為原則，均已強化相關防護措施。 

三、另本局已針對民眾遭遇虎頭蜂議題加強

宣導，並轉載農委會「登山休閒時遇到虎

頭蜂怎麼辦」相關圖卡於本局山林悠遊



4 
 

排

序 
人員 發言紀要 本局回覆說明 

網，方便民眾獲得應對蜂群相關資訊。 

9 

康寧醫院急

診醫師 

郭健中 

醫師 

是否可以提供窗口？哪個東西要找

誰或哪個單位去詢問？是否有統一

窗口來做回應。是否可以說明白皮書

明年最重要的三個政策或目標。 

一、若對本局政策有相關建議，可透過本局林

業信箱，將由該業務承辦單位連繫回覆。 

二、本白皮書定位為本局各項施政上位計

畫，以「永續林業、生態台灣」為施政願

景，持續推動「確保陸域重要生態系及其

功能」及「永續分享森林與各類生態系多

元服務價值」目標下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