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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清楚生命的迴旋

或許是落葉  可能為種子
當它們掉落地面  是結束也是開始

精彩地演出

「一場生生不息的迴旋森命力」



生
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環境

重大議題之一，根據研究估計，倘若生物多

樣性快速喪失之趨勢不予改善，到2050年時世界將

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生物物種自地球消失，並嚴重影

響人類的生存與福祉。聯合國大會決議將2010年

訂為「國際生物多樣性年」，希望提升人們瞭解當

前生物多樣性的趨勢，並積極採取適當措施，實現

2010目標—顯著減緩全球、區域和各國生物多樣性

的喪失；本局今年辦理「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臺灣行動」一整年系列活動，全面性的將生物多樣性的工作落實到社會各階

層，響應國際行動。

全球暖化為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之議題，人類為追求經濟成長及物質生

活的提升，過度的開發利用與環境破壞，導致全球暖化日益嚴重。本世紀以

來，世界各地氣候異常的現象時有所聞，災害頻傳，極端氣候的衝擊愈加嚴

峻；98年8月8日臺灣南部遭受莫拉克風災侵襲，暴雨導致土石崩落，造成下游

居民流離失所，人民生命財產瞬間化為烏有，百萬噸漂流木之清理及堰塞湖之

監測，成為本局的重責大任。

由於氣候暖化已成為無可避免之趨勢，對於氣候變遷可能衝擊的調適

（adaptation），成為無可迴避的挑戰。依據經建會「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綱領暨行動計畫」，將「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列為行動方案八大領域之

一，農委會更於今年6月15日召開「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政策會議」廣邀學

者專家、產業界、環保團體、及政府相關部門參與，規劃因應氣候變遷對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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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生物多樣性之衝擊應採取之行動方案，實施期程為2011-2016年；並提

出農業七大關鍵策略，將維護生物多樣性列為要項之一。對於林業及森林生態

系環境衝擊提出11項策略與48項措施，作為本局相關調適作為之引導方針。

林業經營在永續經營的目標下，融合民眾的需求與環境價值，使國家森林

呈現多樣性、健康的、安全的及永續的生態體系，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能。

依據行政院99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

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訂定本局99年施政方針，包括：推動綠色造林及籌

設平地森林園區、加速集水區治理與林道復建、健全林地管理與森林保護、發

展森林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育及落實森林永續經營。

賡續推動「第三期加強造林及森林永續經營計畫（99年計畫）」、「綠色

造林計畫」等；屬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及投資計畫」特別預算下的「加

速國有林地治山防災及林道復建計畫」及「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計畫」

等；莫拉克災後復建之「農業重建計畫—治山防災」；以及辦理促進就業相關

措施計畫。

此外，本年度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局成立「組織調適工作小組」，

籌備轉型為「環境資源部」轄下之「森林及保育署」各項準備工作，未來改制

後，除致力於自然保育及森林永續發展外，應特別關注因應環境變遷之議題，

以不同思維開創保育及林業新局，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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