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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森林生態系能提供調節、供給、支持與文化等服務，其價值卻不易量化。

104年度林務局「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應用於林業政策訂定之探討」計畫收集國

內外文獻，針對2014年國有林的水源涵養、碳吸存、森林遊樂及林木生產價值等項

目森林生態系服務進行試算，然而，森林生態系服務的價值評估僅在起步階段，仍

有許多改善空間，尚需進一步研究已估算項目是否有改善的需要，並對於未估算項

目，嘗試建立估算方式。為了使估算結果具有公信力，本計畫也研究國際上森林生

態系服務的驗證制度，探討應用於臺灣的可行策略。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forest ecosystem provides regulating, provisioning, support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but the valu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re difficult to

be quantified. The 2015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on the forestry policy establishment” project of Forestry

Bureau valuates the water conservation, carbon storage, recreation, and

forest  products  of  2014  annual  value  of  national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However, 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ESV) is primarily

developed in Taiwan. This project is aim at discussing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calculated, and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valuation criteria of ESV which have not been calculated before. In order

to make credible estimate, this project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certific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三、計畫目的：

105年度計畫目標對於尚未實際進行估算的項目：水質淨化、防止土砂沖蝕、滯塵及

生物多樣等4項生態系服務價值，應持續擴充相關文獻收集，試行估算與建立評估參

數與模式的資料。最後，研析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探討應用於臺灣的可

行策略。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 持續擴充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參數及模式資料 

 (1) 水質淨化研析國內外水質淨化計量及計價相關文獻，並整理研究方法，若有適

用於臺灣的估算方式，則進行試算。  

(2) 防止土砂沖蝕以通用土壤流失公式(USLE)或修正版通用土壤流失公式(RUSLE)試

算台灣國有林地土砂沖蝕量，完成通用土壤流失公式試算的基礎圖資收集。將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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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國內相關文獻計算結果比較，並評估是否有修正參數的必要，使其適用於台

灣。 

 (3) 滯塵收集國內外森林滯塵相關研究文獻，探討是否有適用於台灣森林滯塵量計

算之研究方法。  

(4) 生物多樣性目前台灣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評價方式多以願付價格法，但其得到的

調查結果，易因受調查對象的認知、背景知識不同而有所差異，難以反映出一物種

真正的存在價值。應就國內外既有生物多樣性計量與計價方式，例如能值分析法、

生境評估法，或Shannon- Wiener指數…等，比較各方法優缺點，挑選適用於台灣的

評估方式。 

(5) 社區服務價值估算：針對森林對周邊之社區（部落）所帶來相當的產業服務助

益（如生態旅遊、副產品、木工藝、巡守人力就業機會等）建立效益評估模式，及

資料收集據評估森林對週邊社區(不限已參加本局社區林業計畫的部落或山村)的效

益。 

(6) 就上年度已建立之生態價值評估模式及內容，持續蒐集資料再予檢視精進。 

  

2. 建立水源涵養服務價值估算架構，具體估算特定集水區水源涵養服務價值 

    因為去年所建立的水源涵養服務價值估算方法，僅以既有水文站的集水區加以

估算，但仍有許多缺少水文站資料的集水區，因此無法估算涵養水源服務效益，因

此今年擬透過不同集水區環境條件建立其水源涵養數量的關聯，據以推算其可能水

源涵養服務效益。另外在價值方面，亦因其涵養的水量是否會被實質計費？因此本

年度亦將配合水庫調節水量的數量檢討水源涵養量的關係，以釐清兩者間的關係。 

(1) 建立退水曲線位移法估算集水區水源涵養量模式收集過去不同年度、各國有林

範圍內集水區之水文測站流量資料，研究各集水區的退水指數(recessioin

index)，以利未來使用退水曲線位移法估算各年度森林水源涵養量。   

(2) 建立森林水源涵養調節服務計量模式比較各國有林範圍內集水區之環境條件(例

如：面積、坡度、土壤孔隙率、降雨量…等)，與退水曲線位移法之估算地下水補注

量的結果，並與國內外類似環境之研究文獻計算結果比較，分析是否具有相關性。  

(3) 發展森林水源涵養調節服務計價模式為取生態系服務價值最小值，目前以台灣

平均水價每公噸10元計。以過去不同年度之水文資料估算結果，試建立水源涵養生

態系服務數量與水庫調節水量及價格之間的關係。建立一套適用於臺灣的估算方式

，使未來在計算時，能以最快速簡便的方式，得到最接近真實情形的結果。  

  

3. 研析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探討應用於臺灣的可行策略 

 (1) 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發展現況趨勢收集國內外文獻期刊，或參照相關

網站，並與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驗證組織交流，瞭解目前國際上的趨勢，與台

灣情況相對照，成為之後建立驗證體系的背景知識。 

 (2) 發展臺灣導入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策略架構與可行策略配合台灣現狀

導入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以發展出適合台灣的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

策略。除了建立制度層面之架構外，與第三方驗證團體合作，借重其專業的檢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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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知識，讓台灣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估算結果更具有公信力，也更能取信於民

，並更進一步成為政策推動的基礎。  

(3) 選定特定國有林驗證對象，評估推行驗證所需準備事項包含對象規模、經費估

算及實際推動步驟等，進行研析及具體規劃。 

 

 

五、結果與討論：

(一)持續擴充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參數及模式資料 

本研究完成生物多樣性：水源涵養、土壤保育、滯塵、與社區服務的生態系服務價

值評估的國內外計量及計價相關文獻研析，並整理其估算模式及相關參數並加以比

較評論，探討出較適用於台灣的可行估算模式。同時完成上年度已建立之生態價值

評估模式及內容，持續蒐集資料再予檢視精進。 

 

(二)建立水源涵養服務價值估算架構 

本年度採用蓮華池三號集水區1990到1999年之記錄水文資料做為退水曲線位移法之

試驗材料，探討降雨量與與水源涵養量之間的互動關係。結果顯示這十年的年均降

雨量為2478mm，有三年數值低於2000mm，屬於偏乾的年份。另有一年超過

3000mm，屬於降雨較豐沛的年份。其餘六年除1993年以外，都高於平均值，且降雨

量數值大致落在2800至2900之間。水源涵養量比例乃水源涵養量與降雨量之比值

，以百分比形式呈現，顯示該年集水區內有多少比例降雨進入到地下水中。從數據

中可知，十年內聯華池集水區涵養量比例變化極大，少至17%，多至73%。以退水曲

線位移法推估出蓮華池三號集水區十年之水源涵養量後，再以雨量為橫軸，水源涵

養量為縱軸進行迴歸分析，迴歸分析結果，R2有0.875，顯示出該集水區降雨量與水

源涵養量之間存在高度相關。可見，若由降雨量去進行集水區水源涵養量之推估是

可行的。 

 

(三)研析國際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探討應用於臺灣的可行策略 

收集國內外文獻期刊，或參照相關網站，收集國際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發展現況趨

勢，其中發現目前國際上關於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技術的發展，以森林驗證組織

FSC最為積極發展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相關技術與作業流程，因此可藉由分析FSC發

展生態系服務驗證歷程，及其所制訂的相關標準，再藉由國際交流機制，引進森林

生態系服務驗證技術，成為往後臺灣發展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系統時的基礎。另外

也針對去年度所發展的推動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工作，提出短、中、長期的策

略進行檢討，提出未來適合臺灣推動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制度策略，也評估推行驗

證所需準備事項包含對象規模、經費估算及實際推動步驟等，進行研析及具體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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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本研究完成生物多樣性：水源涵養、土壤保育、滯塵、與社區服務的生態系服務

價值評估的國內外計量及計價相關文獻研析，並提出較適用於台灣的可行估算模式

。 

2.利用小集水區資料水文資料，運用退水曲線位移法，建立降雨量與水源涵養量迴

歸式，證實以降雨量去進行集水區水源涵養量之推估是可行的。 

3.檢視FSC生態系服務的發展歷程，從文件評析到現場觀察，得到FSC生態系服務驗

證的完整概念，並檢討推動森林生態系服務驗證短、中、長期的策略，做為未來推

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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