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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Trends)的研究報告，近年來，亞洲地

區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越南、印尼

和馬來西亞都採取措施制定法規，將非法伐

採的木材從其木製產品進口市場中排除。此

趨勢反映出這些國家透過減少非法伐採木材

與木製品的進口，以展現其國家對全球氣候

變化的貢獻，以應對民間社會對此議題越來

越多的關注。美國、歐盟和澳大利亞市場及

上述亞洲地區國家，佔2016年全球木材及其

製品進口量的90％以上。因此，隨著亞洲各國

所制訂的法規陸續生效實施，對全球合法貿

易的木材及林產品市場將有很大的激勵。

上述制度的建立，不僅提供木材及林

產品合法性的依據，讓生產者及消費者在木

材及林產品合法性上有所依據及選擇。由國

際趨勢來看，主要木材消費國家已陸續透過

法規要求其國內木材或林產品禁止或避免使

用非法伐採或具高風險來源之產品。由於國

際間對於打擊非法伐採與相關貿易議題，已

朝向跨領域、部門的合作。當前優先策略為

建立屬於我國的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將有

助於提升我國木材或木製品於國際市場的地

位。在國內，目前針對國產木竹材伐採已有

完整的法規及程序，並針對國產木竹材規劃

施行臺灣良好農業規範-林產物(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及臺灣木材標章

(TAIWAN WOOD)，但由於我國99%以上的木

材為進口，目前似並未對進出口有明確的合法

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規劃芻議

一、前言

根據聯合國環境和刑警組織(UN Environ-

ment and Interpol)估計，全球非法伐採及其貿

易導致每年至少510~1,520億美元的損失(Nel-

lemann et al. 2016)，因此各國政府、非政府/

營利組織及國際機構都瞭解非法伐採與相關

貿易議題的重要性，為解決非法伐採所帶來

的森林資源與環境破壞，不論木材生產國或

消費國，紛紛採取措施，例如2008年美國雷

斯法案修正案(Lacey Act Amendment)的執行、

2013年歐盟木材法案(European Union Timber 

Regulation, EUTR)的實施、2012年澳大利亞

禁止非法伐採法案(Illegal Logging Prohibition 

Act, ILPA)。而鄰國日本於2006年實施木材

及林產品合法性、永續性驗證制度(Verifica-

tion on Leg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Wood and 

Wood Products, Goho Wood)，於2017年5月20

日正式實施新的木材合法性相關法律案(合法

伐採木材等の流通及び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

法律(クリーンウッド法；Clean Wood Act))、

印尼的SVLK(Indonesian Timber Legality As-

surance System)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馬來西

亞的全國木材產業政策(The National Timber 

Industry Policy, NATIP)及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

(Timber Legality Assurance System, TLAS)、中

國大陸林產工業協會的木材合法認定與研擬

中的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另根據森林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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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規範，以致有部分比例的木材進口來源被

視為疑似非法。而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組織也要求各

會員國提出各國的木材合法性指南(Timber 

legality guidance)。故掌握國際木材合法性制

度進程，規劃國內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架構，

可供後續制度研擬參考，以因應國際打擊非

法伐採，促進合法貿易之國際趨勢，也可規範

木材來源合法及促進國產木材產銷鏈需求。

二、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制定程序

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TLAS)的概念最早

由歐盟森林法執行、管理及貿易(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 FLEGT)提

出，其目的在於提供可靠的方法來區分合法

和非法生產的林產品。此系統主要為自願夥

伴協議(Voluntary Partnership Agreement, VPA)

簽署國訂定出一套確保木材合法性的機制，

使VPA會員國的木材及林產品得以順利進口

歐盟地區。內容涵蓋對森林經營的檢查，以

及監控從伐採到出口供應鏈的過程。木材合

法性保證制度階段性作業如下：

(1) 定義木材合法性：必須先具備明確標準以

區別合法與非法，所以為「木材合法性」

下定義是首要步驟。可參考國際組織及各

國木材合法性定義，整合木材合法性架構

與要項，再以國內法律規範為基礎套疊整

合，建立國家木材合法性定義。

(2) 研擬木材合法性準則與指標(C&I)：為了

確保遵守合法性定義，須研擬木材合法性

的準則與指標，其中包含國家森林管制規

範與監測法規，並且應同時考量各方利害

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之權益。並提供

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驗證參考。

(3) 建立監管鏈(COC)：產銷監管鏈體系的建

立，可將木材生產鏈追蹤機制系統化，不

論國內或國外的生產線皆涵蓋其中，讓所

有木材及林產品達到可追溯性。所謂監管

鏈，即從森林經營到終端消費，每個環節

之業者與利益關係人，研訂適用之合法性

保證與監管系統，例如發展盡職調查系統

(DDS)，並確保木材貿易之可追蹤性。

(4) 推動木材合法性保證系統：訂定認證系統

之標準作業流程，依據前述 (2) 所訂定之

木材合法性準則與指標，作為臺灣木材合

法性認定標準、並訂定實施細則或管理辦

法之規範，建立認證體系之法源或法律基

礎。或可另外再建立木材許可證發放系

統，所有滿足合法性與追溯性的木材由特

定單位部門核發許可證，作為監管鏈上流

通的憑證。

(5) 發展第三方獨立驗證機制：與認證機構合

作，建立木材合法性第三方驗證機制，提

高整體木材合法性驗證系統的可信度，以

確保其公正性及有效性。

三、臺灣國內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構想

國內欲擬定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或可

依上述要素，訂定階段性作業。

(1) 木材合法性定義：木材合法性的定義原

則，必須具備可實現性、可操作性、法律

兼容性以及公平性，進而參考各國及各認

證機構之定義內容，林俊成等人(2015)歸

納出5大項基本要求，分別為a.合法的伐採

權。b.遵守一切關於森林管理、環境、勞工

與福利、衛生與安全的法規。c.遵守一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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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稅金與特許權的法規。d.尊重受伐採影響

的土地與資源的產權或使用權。e.遵守貿易

與出口程序的要求，包括CITES。建議定義

合法性可參考前述5大要項，並進一步針對

國情做調整，提出國際認同且兼容本國法

律規範的木材合法性定義。

(2) 木材合法性準則與指標研擬：依循上述合

法性要素，建立符合國情的準則與指標，

可做為後續制度之基石。林俊成(2015)

曾參考6個簽訂「自願性夥伴關係協定

(VPA)」國家的合法性準則與指標，綜整

與歐盟進行木材交易之通則，另以全球森

林貿易網(Global Forest & Trade Network, 

GFTN)提供之準則與指標架構為基底，將

VPA之內容對應分類。GFTN將木材合法

性具體化為10個原則與25個準則，涵蓋森

林經營、伐採、運輸、加工、貿易的完整

生產線，且應兼顧社會與環境的公平公益

發展，應用者應以自己國家的法律規範與

國情，建立可實踐與查驗的指標。其中的

指標項目，個別依性質歸類編入同屬性之

大項。結果顯示原則1使用權與產權，基

本上須要求森林經營單位經過政府合法登

記、地權和產權之正當性；原則2林木伐

採管理辦法，多半要求經營者撰寫經營計

畫書或伐採計畫，並具備正當之伐採權；

原則3原木及木製品運輸，規範運輸業者

本身之合法性，包括公司、司機及載具之

合法性，以及運輸產品須合法並確實記

錄；原則4加工管理辦法，要求加工業者

為合法登記，亦應遵守法律規範，並確實

記錄加工內容；原則5進出口管理辦法，

說明進出口業者之合法性，以及應遵守的

法律規範，尤其不得進出口國際公約禁止

交易之物種；原則6環境管理辦法，要求

森林經營者進行必要的環境評估，若有負

面衝擊應採取對應措施以減緩或補償；原

則7保育管理辦法，應針對經營區域之敏

感地區和動植物進行保育；原則8社會和

勞動管理辦法，應尊重在地居民之既有權

利與習慣，給予回饋如雇員優先權，並

保障員工權益；原則9稅金、規費與權利

金，明定所有業者皆應繳納應繳之費用，

並以收據等文件或紀錄以茲證明；原則10

承包商與合作夥伴，說明合作者之間應明

確立定契約，並從事合法作業。

(3) 監管鏈建立：監管鏈的建立讓所有木材

及林產品擁有可追溯性，例如發展盡

職調查系統可確保木材貿易之可追蹤

性。一套完備的盡職調查體系包含a.資

訊收集(Information)；b.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c.風險減緩(Risk mitigation)

等三個階段。營運商(Operator)需要收集

並提供的資訊包括：木材伐採國、伐採

木材或木製品的樹種之普通名(common 

name)、數量、直接供貨給營運商之供應

商的名稱和地址、供給木材和木製品的貿

易商(Trade)的名稱和地址及其他可顯示這

些木材或木製品符合適用法規之文件或資

訊。風險評估程序表示營運者必須掌握木

材可能來源非法的風險，為此建構風險的

評估程序。該程序是一系列持續的分析與

評估，其中包含原產地的相關法規與森林

狀態。風險評估項目包括：提出合法性證

明、特定樹種發生非法伐採的普遍性、在

木材伐採國家或地區出現非法伐採或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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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普遍性、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或歐

盟理事會對木材進出口實施禁運的國家或

地區及木材和木製品供應鏈的複雜性。風

險減緩程序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產品來自非

法來源之風險，當風險評估結果顯示，非

法伐採的風險是可以忽略不計(negligible)

的，則不需進行風險減緩的措施，如在供

應鏈中有使用非法木材的風險，則須進行

風險減緩的措施，並提出相關資訊、文件

或第三方認證。另林俊成、徐韻茹(2018)

曾分析現有國際木材追蹤系統和追蹤平

臺，可供未來臺灣發展木材追蹤系統之參

考。由於臺灣目前就木材及木製品進口法

規僅有制定檢疫條件及CITES輸出入許可

證及證明書，並無強制木材及木製品來源

國家等證明其來源合法之法規。故臺灣若

欲維持於國際林產業的市場，除了建立及

定義林產品交易及運輸的法律規範之外，

亦需建立一個健全的木材追蹤系統，若建

立或採納現有的木材追蹤平臺，亦可讓查

核人員直接在平臺上取得木材及木製品的

相關資訊，簡化盡職調查流程。

(4)木材合法性保證系統及獨立驗證：訂定認

證系統之標準作業流程，編制臺灣木材合

法性認定標準、實施細則或管理辦法之規

範，建立認證體系之法源或法律基礎。也

可另外再建立木材許可證發放系統，所有

滿足合法性與追溯性的木材由特定部門核

發許可證，作為生產鏈上流通的憑證。另

與認證機構合作，建立木材合法性第三方

認證機制，提高整體木材合法性驗證系統

的可信度，以確保其公正性及有效性。在

內容上可參考國際木材合法性制度之內涵

與最新發展及國內木材生產及進出口制

度，，提出國內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規劃

構想，嘗試整合如圖1。

a. 國產木竹材管理：國內生產的木竹材，

應提供相關伐採許可合法文件，另林

地如能透過申請及提出森林林地驗證

(FM)、臺灣良好農業規範-林產物及臺

灣木材標章定能大大降低非法風險。

b. 進口木竹材及其製品管理：現行進口木

竹材及其製品之原木與製材的相關文

件，主要為符合通關時要求，對於文件

的品質及是否具公信力，則應進一步確

認，建議可加以研擬明確相關法律及法

規，或可參照美國雷斯法案修正案的精

神，本著誠信原則，在海關報關程序上

加上聲明書，以要求進口業者對木材合

法性的重視。

c. 國內林產加工業者自主管理：國內初級

及次級林產品加工業者應實施盡職調

查、森林驗證之監管鏈或遵守可由產業

公會或工會所或制定的產業自律規範

(目前尚未制訂)，以降低使用可疑非法

來源的風險。

d. 林產品原產地標識：初級及次級林產

品可經由提出國內原產地證明或申請

MIT(Made in Taiwan，臺灣製造)來標識

產品的來源，或建立國內木材合法標

章，可供出口合法來源之依據。

e. 合法性認定標準與產銷及追溯管理平臺

之建置：相關木材合法文件及程序的制

訂，如合法性認定程序、標誌及證書管

理辦法、合法性認定標準與實施細則

等，可經由舉辦說明會(公聽會)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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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由相關公會、工會或商會，

以及各相關權責公部門(農委會林務局

與防檢局、經濟部工業局與國貿局、

財政部關務署等)以求得一致共識後制

訂。而以建置產銷及追溯管理平臺來管

理整個木材與林產品整個供應流程的資

訊，未來甚可導入區塊鏈的方式，讓整

個平臺更完整。

四、結語

目前臺灣在木材合法貿易政策擬定之進

展並不明確，臺灣木材自給率不到1%，99%

以上的木材需求來自進口，國內木竹材生產

已有完整之規定，因此若能降低進口可疑非

法木材之風險，將可增加我國木材及木製品

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建立一套國內

木材及林產品合法性保證制度有其必要，除

了提升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亦有助於

提升我國木材或林產品於國際市場的地位。

就國內而言，除農業部門外，由於涉及木材等

原物料之進出口、國內相關廠商產業鏈之監

管與認證標準之建立、政府部門之採購、同

時也涉及國外非法來源之資訊交換等，因此

宜應先就非法伐採及相關貿易等定義先進行

確認及建立共識，並由農委會、經濟部、財政

部及外交部成立跨部會，共同與相關林產業

海關報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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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國內木材合法性保證制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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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成具體的行動方案，以因應此一議題。

另國內林產業者應及早實施盡職調查，以降

低出口風險。除行政部門之合作與聯繫外，應

加強國內廠商之輔導與能力建構，同時給予

必要之協助，以降低出口風險。由此也可強化

國內林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並且讓我國在打

擊非法木材的議題上盡一己之力。

臺灣目前就木材及木製品進口法規僅有

制定檢疫條件及CITES輸出入許可證及證明

書，並無強制木材及木製品來源國家等證明其

來源合法之法規。現行進口原木與製材的相

關文件，主要為符合通關時要求，對於文件的

品質及是否具公信力，則建議進口商應進一步

確認，甚至要求更多的證明文件，以減少進口

可疑非法伐採木材貿易風險，尤其是列為具

潛在可疑非法伐採木材貿易風險進口國家，更

應要求。現行進口相關文件，已在業者行之多

年，建議可加以研擬明確相關法律及法規，

將上述文件作為進口木材合法性的依據。在

執行面上，可參照國內原產地證明發放的方

式，授權由經認可的相關公會、工會或商會

等來負責行政及執行，藉由文件審查及實地

審查結果，核發木材合法證明書或標章。而

木材合法文件及程序的制訂，可由產官學研

相關單位尋求可行的運作方式，共同訂定法

案，以因應國際打擊非法伐採、規範木材來

源合法及促進國產木材產銷鏈的需求。另若

欲維持於國際林產業的市場，除了建立及定

義林產品交易及運輸的法律規範之外，亦需

建立一個健全可追蹤加工及運輸過程的木材

追蹤系統，不但可以減少非法木材的貿易活

動，更可加速木材從伐採，經過加工處理到

出口銷售的過程，若建立或採納現有的木材

追蹤平臺，不但可讓審查員直接在平臺上取

得木材及其製品的相關資訊，簡化盡職調查

流程，亦可加速進出口審查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