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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確保生態系完整之服務 價值 永續分享生態系多元之服務惠益

森林及自然生態系提供人類包括支持、調節、供給與
文化 4 大類服務，涵蓋諸如動物棲地、水源涵養、極端氣
候調節、原料與食物、休閒娛樂等各種功能。在臺灣，占
國土面積逾 60% 的森林，帶給國人的服務層次廣泛且多
樣，本局與林業試驗所合作估算量化我國的森林生態系
服務帶來的效益及經濟價值，光僅國人最重視的森林遊
樂、森林碳吸存、森林水資源涵養、生物多樣性、土砂流
失防治、淨化空氣等 6 種生態系服務功能，初估高達新臺
幣 7,492.7 億元。

然而，如同人們日常呼吸的空氣，這些價值極其重要
卻常被忽略。除了致力於維繫自然環境及物種保育外，如
何善用供給、文化的服務功能，發展永續林產業，促進與
森林有關的生產、加工製造及消費者等權益關係人之間
的良性互動，帶動友善生產，共享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
是本年持續推動的核心任務與目標。

108 年推動振興林產業政策，不僅關注林產業者的林
木產品發展，也著力非木材資源的多元利用。4 月 15 日本
局正式對外宣布推動「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連結地

永續林業 生態臺灣
方政府積極輔導林主，建立夥伴關係，導入專業團隊及林
業技師協助擬定森林經營計畫，發展木竹材的全材利用、
森林療癒、觀光遊憩、非木質產業等多元森林產業；4 月
18 日發布「林下經濟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將「段木香
菇及木耳」、「臺灣金線連」與「森林蜂產品」列為首波容
許品項，並納為多元輔導方案之一；7 月 1 日完成「台灣木
材」、「TAIWAN WOOD」商標註冊；12 月 5 日全球首創應
用區塊鏈技術的「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系統」正式上線。
透過政策調整、創新，從消極管制走向積極興利，成為林
農的夥伴，並發展讓林農、加工製造商及消費者都能安心
的綠色經濟產業。

為了達成目標，本局同仁與林農、社區、部落、志工夥
伴攜手，共同守護山林、保育自然，以里山精神，努力創造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惠益。當山村農友將珍貴的森林
蜜和段木香菇送上人們的餐桌、愈來愈多人走入山林領受
療癒時，我們看到了森林以不同形式的果實，回應每一點
一滴的努力。108 年報一一記錄本年每個事件留下的印
記，作為往後檢視省思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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