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務局受國人付託，職司全國自然生態保育以及國有林經營管理工作，向以厚植森林資

源、維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體系之健全、發揮森林多元公益與經濟效用為使命。過去

一年，在各界期許督促下，成果逐漸地累積。

回顧本局 103年各項工作，列舉主要成果如次：

一、在兩岸及國際交流方面：

（一）  於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2屆締約方大會舉辦「CONNECTING THE ISLANDS TO 

COMPLETE THE BIODIVERSITY PUZZLES」周邊會議，介紹臺灣在生物多樣性保

育推動成果。

（二）  與友邦貝里斯共和國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0次締約國大會」會場共

同籌辦周邊會議，並以「面對氣候變遷：林業部門調適策略」為題發表演說。

（三）  參與於澳洲召開之 103年第六屆世界保護區大會（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 

2014），並發表 5篇報告，分享臺灣經驗。

（四）  參與亞太經濟合作「亞太森林復育與永續經營網絡（APFNet）」及「打擊林木

盜伐及非法貿易專家小組（EGILAT）」等組織活動，並積極向Anent爭取辦理「永

續森林經營及環境教育系統整合國際研討會」。

（五）  舉辦首屆「兩岸林業論壇」，針對兩岸「人工林經營管理」與「森林利用－非木

質林產品」議題進行交流。

二、在森林保護工作方面：

（一）  研提森林法第 50、52條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藉提高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罰

則，發揮嚇阻非法功效。

（二）  完成新一代森林護管網路資訊系統建置，將雲端科技落實於巡護工作，同時透過

檢、警、調的合作，全年成功取締濫墾 31件、盜伐 235件。

（三）  與國有林周邊社區（以原民社區為主）協力巡護山林，全年查獲 49件違法案件，

其中有 7件為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且人贓俱獲。

三、在集水區治理方面：

（一）  本年度行政院啟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本局於年度內共完成 27件工程，有

效降低土砂及洪患災害。

（二）  為確保莫拉克災後南部主要水庫之營運功能，辦理「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

文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之「集水區保育治理」工作，完成租地補償收回 38.38

公頃，野溪、崩塌地整治工程及植生造林 34處，抑制潛在土砂量約 42.97萬立

方公尺。

四、在加強造林工作方面：

（一）  完成國有林劣化地復育造林 670公頃、人工林撫育 5,700公頃、沿海閒置公有土

地造林 91公頃、營造複層林 44公頃、定砂 147公頃、澎湖造林及綠美化 74.42

公頃、金門海岸排雷基地復育造林 20公頃。

（二）  獎勵輔導造林新植 409公頃、撫育 3,124公頃，補助 175 個社區參與植樹綠美

化計畫。

五、在振興林業產業方面：

（一） 協助縣市政府輔導成立新竹縣、南投縣、屏東縣等 3處林業合作社。

（二）  推動國產木材產地證明制度，以及 CAS優良農產品林產品項目之驗證業務，逐

步建立原料、加工及產品行銷間的鏈結。

六、在推動森林生態旅遊方面：

（一）  強化森林遊樂區環境維護與服務品質提升，各遊樂區除均已獲得 ISO9001服務

品質驗證外，今年繼太平山之後，合歡山及大雪山亦相繼通過 ISO14001環境管

理的雙認證。

（二）  整建養護國有林地步道 90公里，完成合歡東峰及合歡尖山步道、清水岩中央嶺

森林步道等 21件步道整建工程。

（三）  成立「阿里山生態教育館」，成為全臺鄰近自然保護（留）區之第 9處生態教育

館；另繼花蓮大農大富、嘉義鰲鼓之後，屏東林後四林，也於今年 6月 14日正

式開園。

七、在自然生態保育方面：

（一）  完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2、46、54條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以防杜不

當使用獸鋏並有效管理放生行為；修正「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營

利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買賣加工管理辦法」等法規，強化野生物繁殖飼養及貿易

之管理。

（二）  完成「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公告劃設，以及「中華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預告程序，使臺灣的自然保護區體系更臻完備。

（三）  與企業攜手籌設「台灣龜類保種與研究中心」，共同推動食蛇龜復育，成為公眾

參與自然保育之典範。

回顧去歲，在本局全體同仁努力下，獲得外界諸多肯定，例如「推動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

復育及保育計畫」，榮獲「103年國家永續發展獎」績優第一名；「檜意森活村歷史建築」及「公

共藝術創作－森林之歌」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最高榮耀卓越獎；「阿里山區第 194林班野溪治

理工程」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以及 12件工程榮獲優良農業建設工程獎等。策勵來茲，面對全

球森林資源日益匱乏與環境公益價值日趨重要的未來，本局仍將持續初衷，在既有基礎上，繼續

守護臺灣寶貴的森林資源，努力不息。

林務局 103年年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前
言

Foreword

002 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