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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區林業

（一）緣起與實質計畫內容

為因應國際「原住民—新伙伴關係」新思維矏實現國家森林資源永

續經營發展之目標矏落實本局「林業走出去矏民眾走近來」之新林業精

神矏以及化解林業機關長期以來與社區緊張之關係矏於91年3月推出

「社區林業—居民參與保馘共生計畫」以自然保馘工作為主體之試辦計

畫。

社區林業強調的是社區民眾主動在地參與林業經營矏激發關懷土地

與森林資源之理念意識矏而「社區林業—居民參與保馘共生計畫」矏在

地參與永續發展之本土化行動矏也是社區林業的先驅型計畫。其推動的

特色在於採循序漸進的方式矏與社區７落共同學習、調適和成長矏以

「合作取代對抗、誠意化解敵意」的積極做法矏和社區７落建立伙伴關

係。計畫分三階段循序實施矏第一階段是藉由小額經費補助輔助社區辦

理有助於凝聚社區意識及人才培馘的活動矏並透過社區參與計畫的過程

中矏適時導入生態、資源永續的理念和做法矏並培養居民永續經營其社

區的能力。第二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與規劃」矏為社區提出的社區

未來整體發展之構想書矏經審查通過後矏可獲上限150萬元的整體規劃

費；對完成之社區整體規劃所需之經費矏與林業經營相關項目矏則由本

局各林管處編列年度預算給予連續3年之補助經費矏使居民能按７就

班矏打造自己理想中的家園。第三階段矏則是社區與本局共同經營管理

國家森林。

為推動「社區林業」計畫矏本局及各林區管理處皆成立「社區林業

推動小組」矏負責研擬各項林業施業融入社區營造之做法。林管處各工

作站也組成「社區林業服務團隊」矏團隊成員由願意以主動關懷的態度

及服務精神走入社區之同仁擔任矏並由工作站主任擔任隊長矏帶領林業

專業走入社區。為了溝通社區林業理念矏培馘社區參與所需人才矏91年

7月至12月本局對內７員工已辦理超過40場次講習及訓練課程矏包括兩

梯次以處長副處長各工作站主任、本局業務組長等主管之講習班。

社區林業實務訓練研習營 游忠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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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

「社區林業」計畫推出後，提出申請的社區相當踴躍，自91年3月推

出至今，已有42個原住民社區、22個非原住民社區加入第一階段計畫，

並願意配合社區林業計畫之操作，由社區資源調查、整理、整合，社區

經營管理人才培育，強化社區組織，凝聚社區意識、鼓勵居民參與社區

事務及培養社區自主能力等基礎工作做起，再逐步實現整體規劃、林業

社區建置及共管山林之願景。而第二階段示範計畫，由本局主動遴選致

力保育八色鳥的雲林縣林內鄉湖本社區及長期投入楠梓仙溪護溪工作的

高雄縣三民鄉民權社區試辦。

已加入之社區中，有些已經具有社區營造基礎，許多計畫內容與原

住民傳統生活禮俗、技藝之傳承有關，例如屏東瑪家鄉排灣部落傳統鼻

笛技藝、原住民族傳統植物樹木利用傳承與學習；許多社區直接主動參

與執行森林生態保育工作，例如宜蘭泰雅南山部落、寒溪—古魯部落，

南投桃米坑溪，屏東莎卡蘭、達瓦蘭社區之護溪護魚活動；桃園高義比

亞外鳥類保育；臺東龍田社區黃裳鳳蝶復育、臺東美濃原生植物培育，

臺中裡冷社區原生苗木繁殖推廣；老樹調查保護；生態保育理念知識宣

導等。也有少數社區參與執行林業其它工作，例如宜蘭天送埤太平山林

業文化、花蓮林田山社區摩里沙卡林業文化；彰化福田社區參與清除蔓

澤蘭工作。相信在社區居民和本局的努力下，將可很快達成共同經營管

理國家森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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