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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的森林經營典範

我國自上個世紀下半葉起，社會快速

發展，經濟結構亦由原先的傳統產業迅速轉

型為高科技產業，短短的數十年間，在東亞

地區上演奇蹟般地華麗轉身，更獲得亞洲四

小龍的稱號。隨著經濟的成功轉型，以林業

扶植輕重工業的需求逐漸消失，政府與社會

對於森林功能的期盼亦逐漸由開發轉為國土

保安與生態保育，終於1991年起陸續宣布禁

伐天然林及限伐人工林。隨著政策的轉向，

國產材生產量大幅減少，然而國內對木質材

料的需求並未隨之下降，近20多年來只得仰

賴進口以滿足需要，卻也因此導致我國遭捲

入世界非法砍伐木材的生產鏈中。近年來，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議題持續發酵，世界

各國皆已認知到破壞森林的嚴重性，並致力

於打擊非法木材及發展出各種永續森林經營

認證體系以促進合法林產品交易；此外，隨

著連續三屆的地球高峰會都選在開發中國家

舉行，我國的環境策略也應當轉移，從過去

「以保護本國森林為優先的原則」轉型為

「永續發展」。永續發展的精神為「在不損

及後代福祉的前提下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因

此，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的議題也隨之浮上

檯面，人類必須在資源可永續利用的前提下，

達成經濟成長並兼顧社會公平；我國身為新

興工業化國家，勢必不該再進口廉價的非法木

材，未來，如何在兼顧生態與保安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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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起地球公民責任，提升我國木材自給率，

已成為未來林業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

木材生產經濟林的經營思維轉變

過去以木材生產為目標的人工林經營，

往往為了營林技術與伐採作業之便利，大規

模的營造高栽植密度之同齡純林，甚至為了

使林木具有特殊的優秀性狀，更常僅以少數

的品系作為親源培育森林。此類栽培方式，

雖然有便於作業且可以收穫大量的同種同質

性木材，然而其生態系統過於脆弱，也容易

導致嚴重的森林病蟲害，對於水土保持及地

力保存等公益及生態效益亦較混交林及複層

林差許多；且如此高密度之林分，更需要高

強度之撫育管理，倘若經營不善，則容易導

致森林及木材品質之劣化(圖1)。近年來，許

多國家均陸續推行以培育目標樹為目的之森

林經營方式，其理念是指根據不同的經營目

的，在森林生長的過程中，利用營林及撫育

的技術將目標樹培育成既定之目標形態；此

種經營方法用於生產木材時，其概念及技術

與日本學者渡邊定元教授提出的未來木經營

及中層疏伐的理念相近，即都是透過降低鄰

木競爭的方式，提高目標樹的品質(其技術及

內涵可參見《林業研究專訊》2018年25卷第4

期「培育長伐期高蓄積大徑材之中層疏伐」

一文)。利用目標樹經營的特點，在充分滿足

目標樹生長條件的前提下，為了強化森林整

體的安定性及多樣性，其他林木的培育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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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整體生態系統之營造則可以近自然營林為

核心；近自然營林之理念最早源於1898年，

由德國林業學家Gayer所提出，其強調人類的

營林手段應盡可能的符合森林的自然規律，

森林的建立、撫育、伐採及更新，也需與天

然森林植被的自然關係相近(其更多具體內

容，可參見《林業研究專訊》2010年17卷第5

期「台灣人工林經營新思維—師法自然，近

自然林的經營」一文)。在此二種經營模式搭

配下的目標林分將成為複層混交異齡林，其

經營可在尺度上進行分化，以單株之用材目

標樹為骨架，培育長伐期之優良大徑材，再

以複層混交異齡之林分結構為輔，發揮森林

之各項生態效益並維持系統穩定，可說是一

種可兼顧木材生產和生態保育的經營模式(圖

2, 3)；其主要優點包含：1.維護森林地力以達

成經營永續性，2.增加森林生態效益並提高森

林抗性及穩定性，3.增加林分垂直結構層次

性，加強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功能，4.分化經

營強度，有效降低營林成本，5.透過目標樹培

育，提高森林蓄積及木材形質，增加經濟收

益，6.透過中期撫育可收穫多樣性林產物，提

高早期回報。

建構永續木材生產策略

參考本所於六龜研究中心辦理臺灣杉

人工林未來木施業的結果，若以用材目標樹

的概念加以經營，並以輪伐期80至100年為

圖1 高栽植密度營造出的同齡純林，林分層次與結構都較為單一。(李隆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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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育成每公頃100至200株，徑級在70至

100公分之間的優質林木，則林分屆伐期齡時

每公頃立木蓄積量約可達到700至800立方公

尺，換算可搬運利用材積約至少可逾500立方

公尺；若依據2017年林務局辦理其直營國有

人工林清查之結果，現階段約有6萬公頃的可

營林區域，其中有2.6萬公頃其現況及交通條

件適合優先納入生產規劃(圖4)，倘若透過妥

善的經營，依前述的經營概念加以估算，未

來每年約可生產近15萬立方公尺的木材，且

其產出多為高經濟價值之大徑材，相比於現

階段大多數的國產材價格，應屬於經濟上較

可持續的作業方式。

現階段重點工作

用材目標樹經營模式是透過培育目標樹

並適期疏伐干擾木的方式達成經營目標，此

法較適用於投資收穫期長、以生產高價值木

材為目標的營林方式，整理其經營模式現階

段的重點工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點：1.用材

目標樹經營之目標林分為高蓄積量之大徑材

優質林，對於土地生產力及樹種商業價值的

要求較高，因此，第一階段工作即為分析營

林區林地之地位及樹種適應性，如利用地位

指數曲線選出適合進行目標樹經營的高生產

力區域，同時透過樹高曲線式、材積式及生

長模式等相關區域性模式預測單株生長量以

估計收穫量。2.用材目標樹經營的另一重點工

作為目標樹及干擾木的選擇，尤其目標樹選

擇的適當與否對經營成效的影響甚大，有關

目標樹的選擇標準可參見《林業研究專訊》

2017年24卷第5期「重新建構臺灣木材市場產

業鏈~中層疏伐技術行不行？」一文；此外，

目標樹經營的疏伐作業，是以伐除妨礙目標

樹生長的干擾木為主，且由於林分內鄰近的

各單株林木所處的微氣候環境相近，地形及

土壤條件也相似，因此，如何評估林分內各

單株林木的競爭狀況即成為此法撫育工作的

重點，《林業研究專訊》2019年26卷第1期

「淺談競爭作用對研究林木生長的重要性及

圖2 蓮華池臺灣肖楠人工林，透過標定目標樹(紅色)、疏伐
干擾木(藍色)及保留一般木，育成具大徑高品質目標樹之
複層混交異齡林。(邱志明 提供)

圖3 六龜香杉及臺灣杉人工林經擇伐後，於孔隙間植6種原
生闊葉樹，提高林分結構及生物多樣性。(邱志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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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測方式」一文中有詳述競爭指數應用於

評估競爭作用及推估生長的方式，將可作為

科學化判斷干擾木的參考依據。3.目標樹經營

模式於林分初步達到鬱閉後，即須每隔數年

反覆進行疏伐工作，現階段有關密度及生長

的研究報告雖有許多，但對於整個伐期內密

度管理的相關研究尚不完整，尤其以長伐期

的完整規劃更為缺乏，未來仍須整合相關研

究結果，並規劃出合理的密度管理及撫育技

術，確定疏伐進行的時機及疏伐量，以建構

長伐期永續木材生產之策略。

結語

現階段而言，我們的生活尚無法脫離木

製產品，做好森林分區經營及木材資源的永

續生產與利用，才能更好的達成永續發展；根

據2018年召開的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中所得出

的結論，未來我國將於10年內朝木材自給率達

5%之目標前進，以促進林產業發展，並善盡

地球公民責任。用材目標樹經營配合近自然營

林理念的方式是一種可兼顧生態與保安的木

材永續生產策略，又因為此模式在成本效益分

析上較符合經濟，因此受到美國及日本等先進

國家私有林主的喜愛。經由本文分析，若能妥

善規劃國有人工林2.6萬公頃適合優先投入生

產的區域，再配合部分具生產潛力的私有林及

平地造林區域，未來或有機會達成自給率5%

的目標，惟現階段仍有許多工作須落實及展

開，未來也還須透過不斷的實踐及成果監測分

析，以取得具說服力的科學證據，消除社會對

於木材生產的疑慮，才能在保育與發展中取得

平衡，讓永續的力量深植這塊土地。

圖4 林務局直營人工林生產潛力清查結果。(陳巧瑋 繪；資料來源：林務局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