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施政方針及
施政計畫

莫氏樹蛙

為臺灣特有種，分布於本島中北部之中

低海拔山區，喜愛棲息在靜止水域、開

墾地及森林，最大的辨識特徵是身體及

腿背側為綠色，並佈滿大大小小的圓形

斑，經常在夜間出來覓食或求偶，整年

皆可繁殖。

Chapter2

本
局依循行政院 103年度「推動多元能

源政策，邁向低碳永續家園」之施政

方針，及行政院農委會以推動「健康、效率、

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之施政方針，以「推

動植樹造林，維護森林健康，強化森林保護

管理，確保森林永續經營；發揮森林生態價

值及服務功能；維護野生動植物生態資源」

為本局 103年度之施政方針，推動各項施

政計畫，建立森林及自然資源永續經營的基

礎，透過「加強植樹造林、強化生態保育」

兩大施政主軸，達成黃金十年「永續環境」

之願景。

黃金十年願景
永續環境

推動植樹造林，健全森林保護管理

興設平地森林園區，發展森林生態旅遊及步道系統

維護保護區及野生動植物生態資源

維持本土生物多樣性

加強植樹造林

強化生態保育生態家園施政主軸

林務局施政方針

103年施政計畫包括：林業經營管理計畫、林業發展計畫、林業科技計畫及強化促進就業相關

措施計畫等計畫，計畫內容詳如下表：

施政計畫 計畫內容概要

林業經營管理計畫

一、	人事及基本維持。

二、	 野生物保育：加強野生動物飼養、收容、救傷及救援等工作，強化就地與移
地保育，及野生物資源永續利用；督導地方政府落實野生動物保育法與相關

規範之執行及查證工作，健全野生動植物國內管理制度；辦理野生物保育教

育宣導及人才培訓；協助國內及國際保育組織推動自然保育工作，建立夥伴

關係。

三、	 市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子法辦理市定古蹟修
復及再利用，針對古蹟及歷史建築本體進行屋面（屋根）修護工程。

哈盆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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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 計畫內容概要

林業發展計畫

一、  「加強森林永續經營第四期（102～105年）計畫」
本計畫係為達成全國森林及自然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推動森林生態系經

營、森林保護及林地管理、保安林經營管理、國有林劣化地復育造林、海岸

保安林生態復育、公私有林經營輔導、森林育樂發展、自然步道系統發展與

維護、發展野生物永續利用模式、整體性治山防災、林道改善等工作。

二、  「植樹造林計畫（102～105年）」
為增加森林覆蓋，因應氣候變遷，並提高國內木材自給率，本計畫辦理平地

造林撫育、推展平地森林園區、建構西部沿海地區濕地生態園區、強化全

國自然保護區系統、入侵動植物管理、劣化棲地管理、推動社區參與林業工

作、維護生物多樣性等工作。

三、  「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第2期（101～105年）計畫」
本計畫範圍涵括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二項子計畫，面積計16.59公

頃。包含歷史建築修復、基地設施工程興建、OT、BOT、委辦計畫及活動

辦理等項目。全區之定位為朝向「以林業文化為核心，舊建物活化再利用為

取向，打造林業城市風華再現之特色景點」。

四、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年）」
內政部營建署於96年完成國家重要濕地劃設，並擬定本計畫由本局、經濟

部水利署、環保署、教育部及內政部營建署等單位共同分工辦理濕地地景保

育規劃、濕地保育部會整合平台及輔導作業、濕地生態相關研究及資料庫建

制作業，強化社會參與、調查及國際合作等工作。

五、  「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林務局（95～104年）」
配合「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執行及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

料庫分組之「生態資源資料庫分組」工作目標，透過各項計畫推動達成生物

資源及生態環境各項核心及基礎資料建置、應用系統開發及資料流通共享目

標。

六、  執行莫拉克風災之「農業重建計畫—治山防災」計畫（98～101年）
本計畫辦理莫拉克風災受損區域之國有林治山防災及林道復建工程、森林鐵

路復建、漂流木處理、森林育樂設施災害復建工程、崩塌地復育造林等工

作，除森林鐵路復建因受地形、天候及軌道設計難度等因素致奮起湖至阿里

山段工程延遲至104年6月完成外，其餘工作皆已完成。

七、  「智慧生態計畫（102～105年）」
本計畫由本局、林業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內政部營建署等單位

共同提出，藉由跨單位生態資源資料進行資料庫整合，提升生態資源共享，

發揮資料流通效益，並透過環境教育及解說，深化國人對環境生態認識與重

視，另運用營造公眾參與的資訊平台與氛圍，活化民間創意，使生態服務更

具多樣化。

林業科技計畫

一、	自然資源經營與利用

二、	生態系監測與經營

三、	野生物保育與管理

四、	國有林野溪治理工程節能減碳工法之研究

強化促進就業相關

措施計畫

102～105年促進原住民就業方案：103年度辦理6項計畫，提供就業967人、培

訓80人。

另 103年持續研提 2項政府重大公共

建設中長程計畫，包含「環境敏感地區具公

益效能之森林限制採伐補償計畫（草案）」

及東勢「國際木雕藝術暨林業文化園區計畫

（草案）」。

（一） 「具公益效能之森林限制採伐補

償計畫（草案）」研擬

為鼓勵私有林林主配合政府國土保安

與環境保護政策，本局積極研擬「具公益效

能之森林限制採伐補償計畫（草案）」（以

下簡稱限伐計畫），針對環境敏感區之土地

限制採伐並給予補償每年每公頃新臺幣 2萬

元。惟因經費龐大，且屬長期性支出，前已

報院 3次均被退回。本局業已修正計畫，於

103年 11月 4日再函報行政院，惟行政院

於 104年 1月 22日核復依國發會綜整意見

再行研議。

另立法院簡東明委員基於憲法增修條

文與原住民基本法保障精神，擬具「原住

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草案） 

」，對象為原住民保留地全部私有林業用

地，前於 101年 6月 4日提報立法院委員

會審議，並於 102年 1月 4日、5月 17日、

12 月 27 日、103 年 9 月 26 日、104 年 1

月 22日交黨團協商，惟因各相關機關表示

財源無著（每年約 56億元），致無法進行

實質之協商。

有關財源，行政院於 103年 1月 14日

由楊秋興及陳希舜政務委員召開跨部會協商

會議，會議決議請農委會就原住民保留地及

一般私有林地研議一體適用之標準，再行推

動；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於 103年 1月 15日

與 30位山地鄉（區）長會談，承諾 1年內

一定有結果。

農委會考量原住民之生計與森林之依存

度遠高非原住民，為使計畫儘速推動，研擬

限伐計畫，優先實施位於環境敏感區約 2.4

萬公頃之原住民保留地林地予以補償，每年

每公頃補償 2萬元，每年約需 5億元。

（二） 「國際木雕藝術暨林業文化園區

計畫」研擬

大雪山林業公司自民國 62年營業結

束，遺留當時規模為東亞最大之製材廠廠房

設施及貯木池，本局為保存珍貴林業史蹟以

及生態環境，將廠區規劃為「森林公園」，

並列入 93年「推動臺灣林業文化園區計

畫」，然製材廠於 95年 5月遭逢祝融焚毀

過半，致原園區計畫暫緩。本局嗣後提出復

建規劃，因地方民意殷切要求重建，爰整合

地方、中央權責單位、學者、專家等各方意

見，就製材廠園災後殘蹟保存及後續重建構

想等再行總體規劃。

本局於 100年 11月擬訂中長程計畫陳

報行政院，期間於 102年 4、5月及 103年

7月 21日、10月 17日修正計畫，共 4度

陳報行政院，奉院於 12月 24日核復略以：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擔任主辦機關，於財

務自足自主不違反林業專用區原則下，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公開徵求民間自提投

資規劃方案，辦理園區 BOT招商作業及履約

管理」。本局旋即啟動東勢林業文化園區民

間自提促參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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