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限制了
世界經濟發展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亦觸發我們
省思與大自然的相處之道。根據聯合國糧農組
織 2020 年世界森林狀況報告，2015 ～ 2020
年間，地球每年喪失 1 千萬公項的森林（約
2.76 個臺灣面積），主因之一是倚賴森林生
活者的生計，未能由森林而獲益，則轉而破壞
與開發森林以謀求收益。本局依循國際趨勢，
除了致力於國有林各類生態系的連結與保護，
也積極強化與森林周邊山村部落的連結，盤點
森林生態系服務之惠益，公平、合理分享予各
類權益分眾，逐步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邁進。

因疫情影響，人與人的距離不得不被拉
開，許多人選擇走入自然，遠離群聚。對於都
會民眾及山域活動愛好者，本局持續深化森林
遊憩體驗及教育功能，推動森林療癒，提供友
善山域活動場域，完成本局轄屬 4 處山屋申
請、收費系統及自然保護區域申請系統網路化
工作；針對鄉村民眾，則積極推動共同參與保
安林造林、發掘保安林多元價值，共享惠益；
對於其他森林資源利用者，本局持續運用生產
歷程的溯源系統，讓市場合法的國產材得以辨

永續林業 生態臺灣

疫情時代下，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善用技術，持續深化友善的森林參與

針對倚賴山林資源為生的林農與山村居
民，本局持續推動「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
除修正「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增
訂造林育苗及森林產業作業道之修築或新設之
補助額度，並於 10 月 20 日訂定「具生產性
私有林限制採伐補償要點」，兼顧林木生產及
維護生態環境；針對部落原住民，尊重回復原
住民族自然資源權利，發展永續森林產業，於
8 月 1 日起施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
林區管理處與經管國有林內原住民族資源共同
管理機制要點」，納入自然資源利用決策權，
並以行政委託，落實部落自主管理在地資源。

識，並於 3 月 17 日發表具園藝及景觀應用價
值的植物名錄，12 月完成「臺灣原生樹木種
苗網」上線，逐步推動原生植物產業化。

在疫情改變著人們行為模式的這兩年，本
局與林農、社區、部落、志工夥伴攜手，為國
人守護山林、保育自然，迎接國人走入自然環
境，領受山林的美好。109 年報記錄一年來努
力的點滴，並與國人分享山林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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