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施政-自然保育 

 台灣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全島山巒綿亙，溪谷縱橫，垂直高差大，58%

面積為森林所覆，生態環境多變化，因而孕育出豐富之動植物資源，物種

豐富並具高比例的特有種，其珍貴稀有程度舉世聞名，不論在學術研究或

資源保育上均深具重要性，值得我們珍惜及保護。   

 

（一）野生物管理   

 

  野生動物為重要之生態資源，不僅具有維持生態平衡之功能，自古以

來亦為人類生活及發展上不可或缺之素材，在人類歷史上扮演極重要之角

色。目前世界各國均體認到，保育野生動物，使其永續生存於地球上，實

為維持人類永續發展及生存不可忽視之任務。政府為保育野生動物資源，

前於 21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狩獵法，並自 61 年 10 月起復發布施行臺灣地

區全面禁獵，以嚴格禁止狩獵行為。惟因環境變遷及為符合實際需要，78

年參酌國內外當時情況及需要研擬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83 年配合國際趨

勢及保育實際需要大幅修正該法；近年來配合精省作業、行政程序法之施

行及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狩獵文化，修正及增訂部分條文。該法立法意旨

係為維護物種多樣性與生態平衡，為當前野生動物管理及棲地保護之重要

法律依據。本局亦遵循該法之精神及相關規定，執行國內野生物管理之工

作。  

 

 1、野生動物保育計畫推動與夥伴關係建立   

 

  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及相關法規之執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立場與角色

是一體兩面的，歷年來，應地方政府之實際需求，由中央補助其辦理包括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登註記、查核與執行查察、取締違反野生動

物保育法案件之各項工作，進行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之資源調查及經營管理，

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定之宣導與執行，充實保育工作人員之法令知

識及建立民眾正確之保育觀念，以踐行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精神。經多年努



力，至 94 年業有臺北市等 13 個縣（市）政府成立自然保育工作專責單位，

在林務局接辦全國性自然保育業務後，轄屬羅東等 8 林管處、35 個工作站

與各縣市政府間之合作及聯繫日益密切與重要。   

 

 2、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及管理   

 

  為解決地方保育主管機關、警察機關與海關人員所查獲違法獵捕、販

賣或輸入之野生動物，及遭棄養放生、逸出或入侵民宅等野生動物之收容

問題，於臺北市立動物園等 6 單位設置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及急救站，

收容並照養保育類野生動物，至 94 年累計收容動物約 2,300 隻，對於國

內自然生態整體維護、生物多樣性之保存、減低外來動物對本土環境之衝

擊及影響具正面效益。   

 

 3、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及產製品之處理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規定處理相關輸出入案件，94 年度共受理野生

動物及其產製品輸入同意或證明文件申請同意案 333 件，其中保育類野生

動物及其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或證明文件 160 件；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鑑

識案計 31 案、446 件，照片 68 幀，並處理沒收沒入野生動物產製品計 10

案、2,621 件。  

 

 4、提昇野生動物產製品之鑑識技術   

 

  為配合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之查緝、偵辦，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

之鑑識系統以積極提昇鑑定能力、縮短鑑定時程、發揮鑑定效率、提高鑑

定準確性為主要方向。為達成上述目標，目前已建立野生動物產製品鑑定

實驗室 2 處、沒收沒入野生動物產製品處理中心 1 處、開發快速影像傳輸

鑑定系統 1 種、研發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鑑定技術 6 大類、編印野生動物



及其產製品鑑定圖鑑 20 餘種。而為縮短海關或查緝走私時野生動物及產

製品之鑑識時程，於屏東科技大學建立野生動物鑑識虛擬網站，透過網路

系統簡捷及便利之操作程序，於短時間內之鑑識過程，有效提昇查緝工作

之效能。   

 

 5、非法案件之查報及取締   

 

  為強化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案件之執行及落實成效，93 年 7 月 1 日行

政院通過成立「森林及自然保育警察隊」，計有 178 警察人員加入森林及

自然保育執法工作。94 年度查緝違法及走私案件共計 54 件 65 人，有效

遏止違法情事發生，使現階段我國保育成效深獲國內外的高度重視與肯定，

對提升國家整體形象，有實質之貢獻。   

 

 6、國際合作   

 

  我國雖非國際保育組織締約國，惟為善盡國際保育責任，仍積極派員

出席重要國際保育公約或組織相關會議與活動，94 年度出席於瑞士日內瓦

召開的第 21 屆華盛頓公約動物委員會會議及在加拿大蒙特婁召開的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 11 次科諮機構會議，以瞭解國際自然保育趨勢。   

 

  為贊助國際保育計畫、加強國際保育合作及宣導，農委會於 85 年至

94 年共捐助 95 個國際保育計畫，包括各類保育宣導計畫、非洲地區反盜

獵計畫、國際海馬保育研究計畫、熱帶雨林保育計畫、協助華盛頓公約執

法計畫、重要野鳥棲地計畫等；84 年農委會與美國魚類暨野生動物署簽訂

保育技術合作協定，並已於 88 年 4 月續簽合作；與國際重要保育團體保

持聯繫，邀請英國、加拿大、南非、美國、泰國、越南、菲律賓、斯里蘭

卡、尼泊爾、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國際保育專家來臺或派員赴國外學習新技

術；出版英文版我國保育現況簡介、自然保留區簡介、保育通訊等，加強

對國際宣導我國保育成果。   



 7、申請大貓熊輸入之相關歷程   

 

  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94 年 10 月 14 日提出大貓熊輸入申請案，本局依

據「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第 2 點第 3 項規定，組成「大貓熊案

專案審查小組」，委員成員包括教育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委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本局等 5 個機關代表，另 8 位

學者專家，共計 13 位，並於 94 年 11 月 16 日召開第 1 次審查會議。審

查委員對該園提問，包括本案是否符合國際的保育策略、引進大貓熊有無

急迫性、對大貓熊之照顧、動物園募集之保育基金如何落實本土保育工作、

近 10 年來圈養而死亡的資料及人力是否足以負荷等。   

 

  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亦於 94 年 11 月 23 日提出申請案，

本局於 94 年 12 月 21 日召開第 2 次審查會議。審查委員向該園提問，包

括有無足夠飼養空間、醫療之問題、從經濟學角度探討每年提供中國 3,500

萬元及本土 1,800 萬元保育基金之妥適性、有無進用動物行為專家等。最

後決議由審查小組邀請相關團體、設有動物系所之大學等，就「我國有無

飼養大貓熊之環境，以及輸入大貓熊是否具有必要性」舉行諮詢會議，聽

取各界的聲音後，再進行討論。   

 

（二）各類自然保護區經營   

 

  依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資料顯示，造成物種絕滅最主要的原

因有：原始棲地被干擾或破壞、過度獵捕及外來種的引入威脅到原生種的

生存等，故保護物種多樣性的最直接的途徑是保護其棲地，即劃設為保護

區並加強維護。為具體保護特殊、珍貴之動植物或易遭受破壞之區域，本

局自民國 63 年劃設出雲山自然保留區至今，轄管之各類保護區域已達 78

處。前為符合並因應各區域劃設、公告時相關法規之適用性及保護對象、

目標之不同，至 94 年止，國內保護區域包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



19 處「自然保留區」、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核定 17 處「野生動物保

護區」及公告 31 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依法劃設之（包括國家公園等）5 類自然保護區面積超過七十萬公頃，

佔台灣陸域面積之 19.5%，保護區佔國土面積比例與其他國家相較是很高，

但這並不代表生態保育成效比其他國家好，保護區劃設後最重要的在有效

持續的經營管理。自然保護區是為維護生態體系完整及保障野生動植物之

棲存與繁衍，其設置之目標包括：   

 

 1、提供各種生態體系代表性之例證。   

 

 2、提供生態演替與其他生物及物理現象長期研究之機會。   

 

 3、提供基準值，作為檢定因人類活動所引起自然作用與系統改變程度

之依據。   

 

 4、可作為長期保持遺傳複雜性之基因庫。   

 

 5、可作為稀有及有滅絕危機之生物種類之保護區。   

 

  從前述目標可知設置自然保護區乃以保有生物多樣性，包括生態系的、

物種的、基因的多樣性為第一要務；其次以提供科學研究及環境監測為第

二要務，而在不破壞干擾自然環境的原則下其外圍則允許有限度之自然教

育之機會。需要透過積極之管理策略、具體的經營計畫、有效之執行手段，

逐一強化保護區之生態保育功能，方能落實自然保護區設置之具體目標，

維持穩定、安全、永續之生態環境。包括保護區訂期與不定期巡護、取締

盜獵盜伐與破壞生態環境等不法行為等消極式管理作為；或藉由專家團隊

協助繼續調查、追蹤、監測各保護區的生態現況，以作為經營管理計畫修



正檢討之依循；基層林業人員及在地住民之資源管理能力、生態保育專業

技術之訓練等人材培力，需賡續教育與訓練，以提昇野外生物資源調查、

監測技術與保護區經營管理之能力與效率。由歷年來保育工作同仁利用紅

外線自動照相設備，成功攝得台灣黑熊、水鹿、長鬃山羊、山羌、野豬、

石虎、穿山甲等多類難得一見的野生動物影像，以及台灣油杉、紅豆杉、

能高灰木等多種珍稀植物之監測紀錄，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淡水河紅

樹林自然保留區即時影像監測系統之建立，台東大武山、花蓮玉里、拉拉

山⋯等地域性生態展示館之設置，確已掌握保護區動態資訊，有效提升保

護區保育野生動植物與棲地之效能。   

 

（三）自然環境教育解說   

 

  森林資源保育之觀念及工作，非由少數林業人員或關心森林的個人或

機關團體就能做得好，而是要讓森林保育觀念形成全民之共識，大家一起

來做。因此本局針對具特色之自然保護區，配合其周邊腹地與森林景觀及

資源條件，設置地區性生態教育館及森林教室，並結合民間團體及學術單

位之力量，籌設具環境教育功能之自然中心，藉由環境教育多面向規劃之

硬體施設及豐富的軟體與解說服務系統，擴展國有森林周邊社區居民及社

會大眾親近森林生態環境之機會。   

 

  紅樹林、三義火炎山、拉拉山生態展示館、玉里野生動物生態教育館

等館已完成並開放供民眾參觀；大武山生態教育館、二水台灣獼猴監測站

展示館亦積極進行內部裝潢，預計 95 年完成並開放。東勢水生植物園亦

已完成，可創造更自然多樣之優質生態旅遊資源。   

 

  動態影片部份 94 年度完成「台東向陽飛羽」DVD 加印、「森聲不息-

台灣哺乳類」有聲書、「繽紛的雪山坑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返

鄉-重回台灣山林的召喚」、「一葉蘭」等三部生態影片拍攝；保育宣導資

料方面則完成 CITES 辨識圖鑑-狩獵品、大雪山社區閃躍的火金姑、溼地



生態系等 4 種海報、親親校樹、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育館簡介摺頁、

羅東處轄管自然保護區宣導手冊、台灣豐采英文版 (書及摺頁)、山林愛森

土情摺頁、大雪山社區閃躍的火金姑、羅東林區管理處轄區自然保護區宣

導手冊、瑞岩溪的饗宴-大型真菌(第二版)、保育宣導墊板、北大武戶外倫

理、拜訪奧萬大的夜精靈、十八羅漢山及四德化石保護區摺頁、瑞岩溪的

饗宴-大型真菌加印、奇山映水 -南投林區管理處保護(留)區簡介、綠色葛蕾

扇-南澳泰雅的民族植物、再見桃花源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解說手

冊、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常見鳥類、CITES 辨識圖鑑-熱帶木材、CITES

辨識圖鑑-熱帶木材（光碟）、瑞岩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物簡介、山

林飛羽-森林鳥類認識手冊(一)、山林飛羽-森林鳥類認識手冊(二)…等相關

摺頁、海報、書籍等出版品編印，以充實生態教育解說軟體材料。   

 

  生態保育環教活動及各類研習、訓練部分，94 年度辦理有縣(市)政府

承辦人員生物多樣性研習會、野生動物及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訓練班、草

嶺特殊生態區永續利用研討會、林務人員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習班、第三屆

台灣植群多樣性研討會、2005 蝶舞台北蝴蝶季、中小學教師生物多樣性

研習班…等近百場次，達到自然保育推廣教育之目的。   

 

（四）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植群圖繪製   

 

  台灣與生具有豐富的動植物相，近百年來人類活動頻繁，造成生態極

大的衝擊破壞，但森林覆蓋面積仍有 60%左右，尚保留有許多天然原始地。

本世紀隨著保育思潮的演進，自然資源保育的觀念也由物種保育演變至視

野寬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台灣過去幾次大規模的森林資源調查，僅侷限

於林木經濟生產的觀點去調查，欠缺其植物組成、結構的資料，並未考量

整體植群生態系狀況以及環境監測的需要性。植物的反應可以做為整體環

境變化的重要生態指標，更是具有環境惡化預警之功用，掌握植群多樣性

的資訊，便能瞭解其變化的趨向及速度，可做為評量生態環境變化之依

據。  

 



  有鑑於此，國家推動國家永續發展時，特別將植群圖製作計畫納入國

家永續行動計畫中，於 92 年推動「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畫」，

分由不同的學校及團體，進行全國植群多樣性調查與製圖工作，預計於 97

年完成。歷經 3 年的努力，獲致以下成果：   

 

 1、舉辦三屆台灣植群多樣性研討會，並完成過去兩年成果發表。   

 

 2、完成並修訂國家植群分類系統。   

 

 3、邀請國內植群專家 11 人，成立國家植群調查諮詢委員會，研商國家

植群分類系統標準及提供技術指導。   

 

 4、訂定出「國家植群分類系統」草案，讓分類系統更臻完善。   

 

 5、完成群系組圖實質製圖 1,604 幅。   

 

 6、完成植群文獻資料庫管理系統，建置了 726 篇植群文獻之屬性資料，

根據植群文獻逐一比對樣區位置的樣區數，共計有 7,717 個樣區已被定位，

並建置其空間資訊。在 7,717 個已具有空間資訊之樣區中，根據文獻之附

錄，逐筆輸入 3,411 個樣區的物種介量 IVI 值；其於資料庫中之輸入界面，

已完成植物樣區資料輸入之樣區分布。   

 

 7、建置完成國家植群多樣性資料庫，並進行管理系統的功能新增與維

護。  

 

 8、建立北中南東共 7 個調查團隊，於 3 年內完成調查 2,156 個野外樣

區及成立台灣植群調查中心，協商彙整推動、管制工作進度及檢核品質，

並複查 150 個野外樣區確認調查精確度，以確保調查之品質。   



 9、發展建立完整的群系圖製圖及野外調繪技術，利用數位航照的方法

先描繪出不同林型林分的邊界，再經由室內判釋林型之後，再交由植群調

查團隊進行野外調繪工作。   

 

 10、完成舉辦 10 場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含概植群分析、調查方法、航

照判釋及野外調繪等。   

 

 11、邀請歐洲、美國及日本植群與製圖學者來台學術交流訪問，深入了

解國外植群野外調查、分析及製圖技術。   

 

 12、參與 2005 國際植物學年會，並在大會發表台灣植群相關論文如下：

「臺灣植群調查與製圖」、「台灣山毛櫸林之物種組成與林分結構」、「台

灣生物資料庫及其於植群分類之應用」、「北台灣檜木林之植物組成與更

新」。  

 

（五）珍稀老樹保育   

 

  鄉下老家土地公廟旁的老樹下，小學操場中央那棵大樟樹，曾經是許

多人生活元素中重要的一部份，不止於此，老樹下常是社區的信仰中心、

知識交流、休閒與活動中心。因「樹大有神」的想法，與無數老樹顯靈的

傳說故事，更神格化了這些老樹，圍著紅布的「榕樹公」、「茄苳媽」，

常與樹下的土地公廟、伯公祠相伴，甚至衍生給老樹當「契子」（乾兒子、

乾女兒）的民俗儀式。也正因如此，長久以來，社區老樹主要的保護力量

是人們對老樹神格化的敬意。一棵大樹，其實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生態系，

它提供了其他伴生生物的棲息空間，自成一個特殊的「生態島嶼」，老樹

保育也是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性保育重要的一環，大樹本身提供許多科學

研究的素材，透過年輪與木材的科學分析，可以窺知自遠古以來氣候變遷、

環境變化情形的珍貴資料，它除了是歷史的活見證，也是自然的活古蹟。  

 



  都市越發展，人樹爭地的情形越常發生，城鎮內的老樹常受空氣污染、

淹水、垃圾堆積；隨著生活空間的不足，老樹生長的空間漸被遊憩休閒設

施所佔據，地面水泥柏油化，老樹因根部窒息，而加速衰亡、腐朽；部分

老樹因道路新闢、拓寬或其他土地開發，而遭到移植或砍伐的命運。國有

森林內巨木老樹自民國 78 年全面禁伐天然林後，不再受砍伐的威脅，且

依森林法相關保護規定與專責人員的巡護，大致已獲得有效的保護，僅偶

有盜伐樹瘤、盜採靈芝或特殊靈修團體刻意破壞；比較嚴重的老樹保護問

題，仍以遊憩壓力造成，如根系遭踐踏、土壤夯實、土石沖蝕、樹身遭刻

字、剝皮以及環境污染等等。   

 

  為積極有效的保護老樹，自 79 年起，由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開始積極推動「台灣省珍貴老樹及行道樹保護計畫」，除委託學者專家進

行相關研究，蒐集老樹數量與分布，並予列管保護，使老樹管理保護漸上

軌道。凡是在平地及淺山聚落與郊野符合以下標準的老樹，都列入保護的

對象：  

 

 1、胸高直徑 1.5 公尺以上（胸圍 4.7 公尺以上），  

 2、樹齡一百年以上，  

 3、特殊或具區域代表性樹種。   

 

  上述條件，因普遍受到社會各界認同，故一直沿用。到 92 年為止，

符合上述條件且已經登錄的老樹數量，大約有 1,600 多棵。許多地方縣、

市政府漸漸了解老樹保護的重要性，至少有 14 個縣市政府已陸續依據地

方制度法訂定地方性的老樹保護相關自治條例，而且部分將受保護老樹的

標準放寬，如年齡降低、胸圍減小等，以擴大受保護老樹的範圍，在加入

由各縣市政府依各自訂定的標準而列冊保護的老樹後，總數已多達 3,700

多棵。  

 



  國有林班地內的老樹符合前述三項標準數量，將無法計數，因此林務

局自 87 年開始推動的國有林巨木調查計畫中，將調查的對象暫時界定在

以下 3 項：   

 

 1、紅檜：胸圍 12 公尺以上，  

 2、扁柏：胸圍 8 公尺以上，  

 3、其他針闊葉樹種：各管理處轄區內，特殊或代表性樹種，胸圍排名

前三名者。   

 

  到目前為止，而胸圍超過 12 公尺以上巨木共有 71 棵，其中除包括一

棵樟樹及 4 棵台灣杉外，其餘都是紅檜，最大的一棵巨木位於苗栗縣泰安

鄉，樹種為紅檜，樹高 55 公尺，胸圍 20.8 公尺，推估年齡約 2,500 歲。

整體而言，巨木調查工作，仍有許多加強的空間，因國有林面積廣大，而

且大多人跡罕至，其中仍蘊藏著難以計數的珍貴巨木國寶。   

 

  自 93 年起，所有老樹重新清查與調查登錄工作，均已依林務局制定

統一的調查項目與標準方法辦理，至今已有 23 個縣市（含金門縣、連江

縣）完成資料更新與登錄工作，在已登錄的 3,099 筆資料中，有 1,345 筆

資料，符合「老樹」的定義，預期所有資料彙齊後，總登錄筆數將較原本

資料增加，但符合「老樹」的定義者，可能稍減，約 1,603 棵，推測可能

原因，除少數老樹已老化死亡外，部分可能因原登錄數據誤差，依新修訂

標準調查方式測量後被排除。   

 

  為了保育現有珍稀老樹，本局自民國 93 年起開始實施珍貴老樹珍貴

老樹計畫，全台灣共計 23 個縣市政府投入參與（台北市和基隆市除外），

計畫內容包括全面清查老樹、建立完整資料、正確保育老樹觀念的宣導、

棲地改善、及病蟲害防治或處理等項目。   

 



  其他完成事項包括製作解說牌、珍貴樹木健康檢查、修復損壞避雷針

等。另外，以委託案或補助案的方式補助民間團體進行珍貴老樹保育的活

動，總計補助約 296 萬 5 千元，參與民眾及有關單位人員約計 1,364 人次。

有鑒於目前珍貴老樹缺乏專門的法律來保護，本局已在著手進行珍稀樹木

保護法草案之研擬，以期落實珍貴稀有老樹的保育與管理。   

 

  一棵老樹代表的意義，不是一個憑空出現的奇蹟，而是由一顆細微的

種子，從萌發、伸展，到逐漸成長、茁壯，一路走來，歷經春、夏、秋、

冬的試鍊，狂風暴雨的洗禮，無數歲月的累積，方才成就今天眼前的一棵

大樹，同時也是從我們的祖先延續到現在，不曾間斷，刻意維護的成績；

保護老樹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在於對資深生命的尊敬，也是對我們生存環

境的保障。老樹保護的工作，經歷了由以神的庇祐、人的敬愛為基礎，到

今天已逐步走向由法規範的歷程，必須感謝所有曾經對老樹保護投入心力

的人，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來關心、支持與投入老樹保護的工作，

讓老樹－綠色的活古蹟，能繼續陪著我們一起寫歷史。   

 

（六）生物多樣性推動   

 

 1、源起  

 

  由於人口快速增加、擴展生活空間、濫用自然資源，造成氣候變遷、

棲地破壞、縮減、污染、與地景破碎，及外來物種之引進等因素；使得某

些物種族群變小或危害原生物種的生存，導致基因流失、物種滅絕、乃至

生態系統功能喪失，嚴重影響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   

 

  為紓解此一重大問題，民國 81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iero）

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中，各國領袖簽署了「生物多樣性

公約」，並在 82 年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截至 95 年 5 月，締約方（國

家或經濟共同體）已達 188 個，堪稱全球最大的保育公約之一。「生物多



樣性公約」的目的就是要推動並落實：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

及公平合理的分享因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等 3 大目標。   

 

 2、國際會議   

 

  「生物多樣性公約」是個追求環境保育與開發平衡的國際法規，也是

全球第一個嘗試全面地解決全球生物多樣性和永續利用生物資源問題的

公約。公約認為，各國對其生物資源是擁有主權的，任何國家若想要研發

其他國家的生物資源，都必須經過該國同意，而所獲得的利益應該公平合

理第分享給資源提供國；同時各國也有責任保育她自己的生物多樣性，及

以永續的方式利用她自己的生物資源。   

 

  94 年舉行了第 8 屆締約方大會，主要討論議題包括：海洋和沿海生物

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性、森林生物多樣性、淡水域生物多樣性、高山生

物多樣性、缺水和半濕潤生物多樣性，以及生物安全、全球分類學倡議、

外來入侵物種、資源之獲得及利益分享、資料交換機制與運作、教育與公

眾意識等跨領域議題等，均與我國農林漁牧及生物科技等產業之永續發展

息息相關。   

 

 3、目前推動情況   

 

  台灣登錄物種已達 4 萬 5 千種，生物資源及生態環境豐富多樣，為保

障國家權益及落實「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揭櫫的 3 大目標，在參考生物多

樣性公約、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等國際組織出版的相關文獻資料，及彙整各

部會之相關工作，行政院 90 年 8 月核定通過「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93 年 2 月行政院核定修正其執行事項，內容包括五大目標與策略，共有

38 項執行事項，訂定各部會權責與分工。   

 



  推動方案參與之中央部會包括中央研究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等共 22 個單位，目前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下的生物多樣性分組

負責協調各部會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提升臺灣國際競爭力，達成保育全

球生物多樣性及促進人類永續發展之目標。94 年已分別召開 12 次會議；

規劃製作 30 秒推廣宣導短片及之線上課程，已有具體績效之工作重點摘

述如後：   

 

  （1）中央研究院完成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及國家入口網站，並進

行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整合與資訊網路建置；已建置專家 657 筆及物種名錄

46,400 筆，並開始建立生物標本及物種解說之資料庫。  

  （2）農委會已完成 57 項重要生物多樣性量化資料統計項目之擇取及

列表，按季檢視更新公佈資料。  

  （3）執行植群圖繪製計畫，目前累計完成 714 個地面樣區調查，累

積 2,124 筆執行生物多樣性教育宣導及夥伴關係工作，計核定 35 項專案

計畫，補助縣市政府及民間非營利組織辦理一百餘項工作。  

  （4）成立「生態工法及生物多樣性」領域，從「基因」、「物種」

及「生態系」等 3 大層面，以「建構國家種原庫、進行國內生物多樣性基

礎調查、外來種調查與管理之研究、生物資源永續利用研究與退化生態系

或瀕危物種復育」等施政項目進行各類研發工作，以加強本土生物資源保

存、基礎調查、監測以及復育環境與物種，瞭解與保育本土生物多樣性資

源，進而以永續的觀點進行開發利用。  

  （5）國科會辦理評定擬復育劣化環境之順序，並建立評估劣化環境

之各項指標之研究；環保署完成約 258 公頃重金屬污染農地改善工作，另

完成二仁溪及阿公店溪等 4 條河川之水體重金屬、有機污染物及生物相調

查並進行污染評估，核訂「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依據各河川

不同特性，訂定相關改善計畫，積極推動人工溼地建置計畫。  

  （6）經濟部完成人工溼地水質淨化成效評估及水回收再利用之研究，

並分別於新竹、彰化及台南海岸進行人工養灘、潮間帶經營技術及植生技

術等，探討以柔性工法取代傳統剛性工法之防護對策及對生態之影響情

形。  



  （7）農委會針對 4 條集水區辦理生態環境資源調查監測、復育規劃

及評估生態工法工程之成效等工作。執行劣化地復育 420 公頃(含濫墾地

收回、土壤退化區、火災跡地、崩塌地 )，及海岸林造林 77 公頃、定砂 149

公頃。  

  （8）工程會完成建立人工濕地設置與操作作業及技術，並就生態工

法材料使用及新材料之開發、本土化水域生態工法工程技術、生態工法應

用在道路工程等案進行研究。  

  （9）農委會漁業署輔導漁會針對海域保育區（禁漁區）及人工魚礁

區籌組管理機制，協助漁政機關進行維護管理工作。完成電桿人工魚礁與

鋼鐵礁之製作及海上投放，建構完成之人工魚礁漁場之體積計 20 萬立方

公尺，另辦理 5 處人工魚礁區之覆網清除，辦理 1,000 萬尾之魚苗放流工

作，並完成 3 批 10 萬尾魚苗之標識放流。  

  （10）農委會依據入侵種生物造成之衝擊及危害程度加以分類，建立

跨部會分工機制進行防治及管理，完成資料庫複合式查詢及線上列印功能。

進行市售寵物種類調查確認學名，並建立寵物風險評估機制，並完成 2,814

公頃小花蔓澤蘭防除工作。  

  （11）國科會則補助「研發大規模以液態氮撲滅紅火蟻之技術與設備」

研究計畫。   

 

（七）自然保育專案處理   

 

  台灣地狹人稠，卻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但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人

口增加，人與自然爭地之現象實有所聞，而自然資源因過度開發利用，造

成野生動物之棲息環境及食物來源逐漸減少，使得人類經濟發展與自然保

育產生競合問題。林務局於 94 年度處理了幾件受到社會大眾重視關心的

案件，茲做以下之說明。   

 

 1、正視放生問題   

 



  台灣蘊含許多獨特的生態景觀與多樣的生物種類，台灣人民也用心的

維護著島上的自然環境及珍貴的生物資源，有研究人員深入山林，為了解

動物生態試圖學習他們的生活模式，有愛護動物的團隊，為受傷的動物進

行救治療傷的工作，另宗教團體也有著一套對動物「護生」的方式。   

 

  動物放生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當中已行之有年，除了個人零散的放生外，

宗教祈福的儀式性放生是另一種為人熟知的放生模式，有些民眾認為「放

生」可以消除業障、求長壽、保健康，但因儀式性放生的動物數量通常相

當龐大，放生的物種除了經濟動物外，不乏生存於野外的野生動物，另原

生種及外來種都可能被作為放生動物，這也成為國內常見的外來種引入管

道之一。另也因缺乏對於生態影響及被放生動物特性之了解，其結果除可

能因環境不適合致使放生動物大量死亡外，大量的、期約式的商業性放生

更可能會對被放生地點生物帶來危害，甚至造成本土生物的基因污染，如

充斥台灣淡水水域的巴西龜、琵琶鼠，烏頭翁與白頭翁雜交導致基因獨特

性的流失等實例。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每年有超過兩億隻以上的

各型動物被放生，這樣的放生行為對動物本身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對生態

所造成的破壞，已經引起社會各界及大眾高度的警覺與重視。   

 

  也因為放生行為所衍生之生態議題，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委員會議決議，將加強「動物放生行為」之管理與勸導工作列入 94 年

度重點推動工作，責成各相關主管機關，針對宣導教育、法令修訂、調查

研究與追蹤等社會、教育、生態面向研擬因應政策。本局承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之指示及交辦，以政府責任及生態公益為前提，就動物放生

議題進行相關之立法評估及宣導，期將「放生」此一當前台灣社會普遍存

在的一種民間活動，藉由公聽會、公民共識會議及問卷調查分析及說明會

方式，了解社會大眾對於「放生」議題基本概念，擬具共識，並試擬未來

可茲遵循之方向。   

 

  歷經半年籌畫，於 94 年 3-6 月間密集性的在北、中、南、東辦理 4

場分區公聽會，邀集 71 個民間團體參與，透過全國各界代表共同參與，



以公正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客觀的立場，蒐集各界對放生議題多元的看

法後與意見；製作 2,000 份問卷調查，於全國各縣市隨機抽填，調查全國

民眾對於該議題之具體看法；另藉由公民共識會議之辦理，由 20 位公民、

生態學者、宗教、動保團體等共同討論，集思廣益，針對放生之正面意涵

及對於社會與生態的衝擊，凝聚共識。根據回收之 1,400 份問卷分析結果

顯示，有高達 44.2%的民眾認為應透過「教育宣導與道德規範」來規範放

生行為，可見民眾普遍支持從教育紮根做起。而為擴大全民對「放生」正

面意涵之了解與參與，經將公聽會、公民共識會議相關意見整合，於 6 月

23 日辦理大型記者會說明及公布成果，由本會戴副主任委員振耀及中華非

營利事業管理學會王理事長振軒共同主持。邀請包括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劉小如委員、盧秀燕立法委員、親民黨秦金生秘書長、外交部呂慶

龍司長、國際佛光總會覺培法師、宗教界、生態界、動保界、民眾及各大

電子、平面媒體共約 150 人參加。  

 

  另為宣導愛護生命之真義，讓社會各界、宗教團體、一般大眾、學校、

機關團體，瞭解任意「放生」對台灣生態環境，可能帶來的衝擊和危害，

以利正確生態保育觀念之推廣。本局亦規劃、拍攝完成「放生與放死之間

-臺灣放生迷思」DVD 影帶，紀錄各式動物因放生的較量功德目的，而「被

捕捉、飼養、運輸、不當放生」的過程，導正國人錯誤的「放生觀念及行

為」，建立國人對於生態環境的正確認知。本片完成後將發放社會大眾索

取外，另將提供內政部提供宗教團體、教育部發放各級學校宣導。   

 

  愛護動物，並非刻意的放生，而是了解生態平衡的道理與動物的生存

條件後，適時地給牠們適當的幫助。隨緣放生、不殘殺、不棄養動物、轉

化放生行為為動物收容或救傷，都是護生、放生的積極表現，也是維護生

態環境的積極做法。當我們學會尊重，並了解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

上的生命，才能回歸到放生的本意，真正守護我們的環境，以及生活在美

好而多樣的生態。   

 

 2、人與猴可以和平共存嗎？   



  在台灣，除人類以外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Swinhoe）是另一

種靈長類哺乳動物，而近幾年因國人野生動物保育意識普遍提昇以及野生

動物保育法執行發揮效果，像是台灣獼猴這類環境適應性高的野生動物族

群明顯增加，於是發生部份猴群毀損農作物或侵入農宅騷擾民眾等情事；

人、猴之間衝突時有所聞。93 年 10 月民間農民團體「台灣農墾會」為中

部地區（台中、雲林、南投及彰化縣）種植柑橘、白柚、龍眼、荔枝、鳳

梨等作物之農民多次向林務局、農委會及立法院陳情，要求將台灣獼猴自

保育類動物名錄除名並應賠償農民之農作損失等訴求，使台灣人與猴的

「戰爭」受到重視。   

 

  全世界現生靈長類野生動物均屬華盛頓公約 CITES 附錄Ⅰ、Ⅱ物種，

受到保護；台灣獼猴為台灣特有種，為台灣地區唯一的野生靈長類動物；

依據野動法第 21 條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者，得經主管機

關許可後，予以獵捕；因此降低台灣獼猴保育等級，對解決危害農作物並

無實益；對於受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而造成損失，並不符合農委會訂定之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之補償條件，亦無法補償，但對部份地區人、猴之利益

衝突與競爭能夠完全理解，所以林務局邀請國內對台灣獼猴行為及驅趕方

式研究多年之學者 3 人、農民團體代表 5 人及本局相關單位人員 6 人組成

「處理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事宜專案工作小組」，由法令層面及農作物受

害情形調查了解，並研擬有效獵捕及驅趕方式，與農民一起解決問題。   

 

  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針對危害較明顯彰化縣二水地區由本局補助部

份工資進行雇工驅趕獼猴的方式處理，並請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編製「台灣

獼猴危害農作物防治手冊」供農民參考應用。本項工作由彰化縣二水鄉公

所、本局及南投林區管理處於 94 年 4-6 月逐項辦理說明會、通知登記、

受理登記、逐筆複查等工作；並由彰二水鄉公所於 94 年 6 月間研提統籌

執行計畫說明書報送本局審核後撥款執行。補助驅趕台彎獼猴工資發放工

作全部於 9 月底前完成，結果順利完成私有農地面積 20.6217 公頃，國有

林承租地 86.679 公頃，總計發放補助工資 1,099,536 元，面積 107.4037

公頃；「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防治手冊」已於 12 月底完成。   



  為保育台灣獼猴並顧及農民不滿的情緒，對於獼猴侵入農園破壞農作

的情形，過去也教導農民以鞭炮、音爆、彈弓、養狗或架設電網去驅趕或

嚇跑猴子，但不是趕猴效果不能持續就是農民不願配合進行，在驅趕方式

中也以人或狗驅趕較為有效；這種以政府補助農民驅趕猴群工資，固非最

佳的選擇，但由執行後在鄉公所舉開之檢討會中，本計畫參與之地方政府

與農民代表等之意見顯示，本次試驗計畫執行結果具有顯著成效，至少證

明政府已正視到農民受的損害並亦獲得些許實質之補償，都期待能持續擴

大辦理。要解決人、猴衝突最佳的途徑，應該是須漸進的方式輔導農民果

園轉作猴子不愛取食的農林作物；教導民眾如何與野生動物相處，例如要

與猴子保持距離、更不可餵食猴子而引誘其接近人類，對於定點區域內過

多的族群亦應考慮進行部份移地野放或控制繁殖量不得已之處置。   

 

  保護台灣獼猴就一定會使農民經濟收益受損嗎？在很多國家、許多地

方是靠猴子在賺錢的；而保育台灣獼猴就一定不能進行人道移除或獵捕嗎？

有許多高度重視生態保育的國家是以獵殺的方式在管理猴群密度的。一個

不同的群眾團體有自我的主張與堅持，但如若彼此都能各退讓一步、放棄

部份堅持，相信在台灣人與比原住民更早到台灣的猴子必能維持在和平共

存的狀態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