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槁木　成就一個家　苔蘚攻佔地盤

藤蔓、蕨類、鍬形蟲寄居生活

鳥、蝶等過客停駐…

看到　一棵樹

儼然

已成為一個生態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2年年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編印



本
局自 90年起，每年編製林務局年報，整體回顧年來本局在森林經營、林業管理、

自然保育、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及方向，並忠實紀載一年來的施政成果，呈現規

劃執行相關計畫之過程及具體績效，留供後輩檢視當年度林業施政之歷史軌跡。

本局肩負維護森林生態及保育自然資源之使命，102年度持續透過「加強植樹造林，

強化生態保育」施政主軸，達成永續環境的願景。各項重點業務及施政成果，列舉如下：

一、  參加於 102年 8月 14日～ 16日在秘魯庫斯科市舉行第 2屆 APEC林業部長會

議，大會期間本局擔任農業代表團之幕僚窗口，農委會主委陳保基以「我國當

前森林經營面臨之挑戰與對策」發表演說，並倡議強化森林環境教育功能，獲

大會決議納入部長宣言，展現我國在亞太地區林業發展之地位，並與 10個經濟

體代表團進行雙邊會議，對於加強國際合作關係甚有助益，成果豐碩。

二、  完成第 4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外業調查工作，建立生態系長期監測系統，至 102

年止完成全臺灣西部地區公私有林調查及國有林事業區森林資源調查 297萬公頃。

三、  各林區管理處執行森林巡護任務編組特遣隊，共辦理 99次，出動 598名人員，

前往易被盜伐之高風險地區或平時不易抵達之深山區域，執行巡察任務。

四、  102年取締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案件 290件，人贓俱獲案件 241件，人犯 459

人，破獲率達 83%，有效遏阻山老鼠盜伐案件發生。

五、 加強林地管理及森林保護，以補償方式收回國有林租地造林地 627.4公頃；健全

保安林地經營管理，辦理保安林檢訂 10.8萬餘公頃。

六、  辦理 102年度保安林治理與復育計畫、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國有林整體

治山防災及國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維護計畫、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

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林道改善與維護計畫等共 217件工程，總計改善林道 113

公里、處理崩塌地 122.68公頃、抑制土砂下移 406.1萬立方公尺。

七、  為國有林保育復育就地取材，創新以疏伐木辦理國有林治山防災工程，獲頒 102

年度「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永續環境與和

諧社會」類組優等獎，顯現本局在推動永續環境與和諧社會上深獲外界之肯定。

八、  本局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102年度優良農業建設工程獎優等 9件、佳

作 3件，其中優等獎之「阿里山森林鐵路—沼平車站改建工程」，更獲得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3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殊榮，成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新地景與特色建築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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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推動植樹造林計畫，102年完成造林 2,532公頃，自 97～ 102年累計全國造林

面積達 26,280公頃，相當於 1,051座大安森林公園，為國人每人增加 11.42平方

公尺的綠地面積，每年更可為臺灣吸收 39萬噸的二氧化碳。

十、  推廣森林生態旅遊，18處國家森林遊樂區、8處自然教育中心及步道，在維持

生態承載量前提下，102年遊客人數約 414萬人，提供自然教育逾 200套課程

方案，12萬人次以上森林環境學習機會。

十一、 持續推動 3處平地森林園區計畫，花蓮大農大富園區 100年 5月 21日開園，

至 102年底遊客人數達 96萬 6,088人次；嘉義鰲鼓濕地園區 101年 11月 24

日開園，至 102年底遊客量為 19萬 1,014人次；屏東林後四林園區預定 103

年 6月開園。

十二、 本局「災後重建推動原鄉部落參與保護區監測行動計畫—以霧台鄉阿禮部落為

例」，榮獲「102年國家永續發展獎」行動計畫績優獎政府機關行動計畫類第

1名。與莫拉克颱風受災之原鄉部落共同參與保護區監測三年行動計畫，推動

阿禮社區保育與發展低環境衝擊的生態旅遊，幫助遷居永久屋的阿禮，留下古

老的部落，以及部落文化傳承與山林保育的種子。

十三、 維護全島綠資源永續發展，強化現有 83處自然保護區域之完整性，進行經營

管理效能評估及能力建構。102年辦理棲地巡護工作達 5,674次，並拆除盜獵

用具達 670件。

十四、 本局主管林業及保育工作，負責相關政策及法規之擬定與執行，102年度計完

成法律修正 1件、法規命令修正 6件、行政規則訂定 4件、行政規則修正 4件，

使執行業務之法規更臻完備，有效落實「以法治林」的基本方針。

回顧去歲，策勵來茲，面對未來環境的訊息萬變及所有的挑戰，林業經營將持續戮

力於維護森林資源及強化自然保育工作，期待國人繼續支持本局各項森林及保育經營，

共同守護臺灣寶貴的森林資源！

林務局 102年年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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