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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伐型林業的興起與特徵

近年，日本的林業界裡出現了一個新詞

彙――自伐型林業，自伐型林業係指山林經

營、管理與伐採等所有工作都自行規劃與作

業的一種林業經營型態，這個模式試圖跳脫主

流經營作業法，即林主極少涉入經營現場，而

以專業託管及統包的方式，促成大規模、生產

性、有效率的人工林經營。本文首要處理日本

自伐型林業興起的背景，及自伐型林業在日本

推動現況的部分，爾後將另文撰寫案例探討及

其與地方的連結性，期能提供讀者理解日本山

林管理的新思維及可能的改變與影響。

能源轉型與林產業沒落

1950年代，日本為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復興，推行擴大造林。1960年代能源革命促使

徐中芃1、王培蓉1、林俊成2、吳孟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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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以石化燃料取代薪炭材，對用材需求逐

漸減少。此外，1960年代後期開放木材進口，

價格相對便宜，供給量也穩定，因此選擇使用

進口木材的消費者也漸漸增多。在生活型態

的轉變與進口材的競爭之下，國產材價格逐

年降低，再加上伐採成本高於獲利，導致林主

經營管理意願低迷。根據日本總務省〈國勢調

查〉及林野廳〈森林‧林業白書(2010年~2017

年)〉的資料，1960~1965年間林業從業人口急

速下降，到2015年僅剩近一成(圖1)。由此可

知日本森林產業在五十餘年間快速地衰退，雖

然日本政府採取多樣化的補貼機制、設計人力

進用制度，甚至將森林固碳做為國家減碳的重

要目標，都無法扭轉山村人口流失、高齡化、

專業人才凋零及產業衰微的趨勢。

圖1 1960年至2015年間的日本林業從業人口。(資料來源：〈國勢調查〉及〈森林‧林業白書〉，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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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伐型林業的興起

在「自伐型林業」這個詞彙出現之前，

日本原本已有「自伐林業」一詞。自伐林業

指的是，山林所有者從經營規劃到伐採均由

自家勞動力進行作業的森林經營型態，通常

為小規模林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除此

之外，尚有一類組織式經營，通常規模較

大，也就是廣為人知的現行林業，例如山林

所有者將森林委託給森林組合進行撫育或伐

採作業的型式(以下稱委託施業型)，所有權與

經營權分離。

根據農林水產省〈2010年農林業普查〉

資料，以自伐林業為經營體制的有9,184個，

占總數的71％，委託施業型則有2,708個。但

以林木生產量來看，自伐林業的總林木生產

量為249萬m3，僅為總生產量的16％，而委

託施業型生產的總林木生產量則為1,100萬

m3，占總生產量的70％4。就作業型態而言，

委託施業型的作業方式通常以短伐期、施行

皆伐、經濟導向為主，而自伐林業則以長伐

期、施行多次疏伐、環境友善導向為主。

日本山林資源豐富，如何活用山林資

源成為林政推動上的一大課題。近年來，日

本政府為提升木材自給率，鼓勵林主施行主

伐，其中也不乏出現大面積皆伐的案例。然

而，現行一般林業開設林道的作業方式以及

皆伐後跡地裸露，引起國土保安的疑慮，也

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家中 茂，2018)。在此

背景之下，能兼顧經濟與環境面向的自伐林

業即受到各界矚目。

2014年，民間成立非營利組織「自伐型林

業推進協會」，開始於全國推廣自伐型林業。

幕後的主要推手為中嶋健造先生。中嶋先生自

2003年號召地方居民成立非營利組織「土佐

森林救援隊(土佐の森・救援隊)」，先於故鄉

高知縣開始推動自伐型林業，並且培育人才，

讓許多年輕人開始對自伐型林業產生興趣。中

嶋先生所推廣的自伐型林業，擴大對原本自伐

林業的定義，即便沒有山林的所有權，只要在

固定區域的山林裡，自行規劃並施行所有的經

營、管理與伐採等作業者，即可稱之為自伐型

林業。從事自伐型林業的人非常多元，除了專

職的林農以外，還包括農林業兼營者、地方居

民以及從都市來的移居者等。

綜合上述，狹義的自伐型林業指的就是自

伐林業，既存於日本林業中，林主從經營規劃

到伐採，均以自家勞動力進行作業的一種經營

型態；廣義的自伐型林業一詞發軔於近代，同

樣經營管理到伐採作業等均自主規劃，不同的

是施作的山林場域不限定為自家擁有的山林，

只要是固定區域的山林即可，以確保同一片山

林能有長期且持續的經營。本文所探討的主題

即是新興的自伐型林業現象。

自伐型林業的特徵

自伐型林業十分強調實際經營者的長期

投入、親力親為與環境優先等核心價值，其

主要特徵包括：①為低成本、低投資的小規

模林業；②多次疏伐，以生產高品質大徑木

為主的長伐期經營，可兼顧經濟自主與環境

永續；③森林自營、自主管理，在既有的自

家山林或是固定區域的山林上進行作業；④

非山林擁有者也可入行，並鼓勵發展副業，

具彈性；⑤與地方建構密切的關係，具社會

性(中嶋 健造，2014、鶴見 武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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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伐型林業因有別於傳統林業而受到許多關

注，近年來更透過許多經營案例的曝光，讓

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自伐型林業的樣貌。

自伐型林業的基本作業法遵行分批多次

的小面積弱度疏伐(疏伐率20％以下)，在為

期100~150年的長伐期經營中，以生產高品質

的大徑木為主(即所謂的A材)，疏伐所得的林

木則可做為合板、集成材(B材)及木質顆粒(C

材)。作業上幾乎不需要中強度疏伐與皆伐，

因此只需要小型機械及小型作業道(寬度2.5m

以下，圖2)即可。循此，自伐型林業的初期投

資成本低，林地也可免於過度裸露，為環境

友善的作業方式。相較於現行主流林業作業

法，自伐型林業在成本面可以減少委託施業

的支出、大型機具的投資與維修、林道開設

費用等，收支較容易達黑字(表1)。

就經營型態上，自伐型林業可分為個人

或家族經營型、村落營林型以及大規模分散

型。個人或家族經營型，指的是既有的自伐

林農，以自家山林為作業場域；村落營林型，

以村落及周邊山林為作業場域，主要由在地

居民或自伐型林農所組成的小規模組織施行

作業；大規模分散型，指的是擁有廣大山林

的林主、企業或組織將山林區分成自伐型林

業容易施作的面積，再交給自伐林農施行作

業的經營方式(鶴見 武道，2015)。就專營程度

上，自伐型林業大致可分成主業型與兼營副

業型。主業型，指的是以自伐型林業為主要收

入來源的林農；兼營副業型，指的是自伐型林

表1 自伐型林業與現行一般林業的差異

自伐型林業 現行的一般林業

經營型態 自主經營與作業為主 委託施業為主

作業手法 長伐期(約100~150年)、多次弱度疏伐 短伐期(約50年)、疏伐及皆伐

成本規模
投資成本低；小規模、小型機械、所需作業

道窄

投資成本高；大規模、大型機械、所需作業

道寬

生產性 A材(高品質的大徑木)為主
B材(例如：合板、集成材)及C材(例如：木
質顆粒)為主

環境保護 避免林地裸露，較為環境友善 施行皆伐，容易導致林地裸露

圖2 自伐型林業僅需開設足以讓小機具通過的小型作業
道。(王培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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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兼營其他副業，例如農漁牧業、觀光業、資

訊業、木工或地方振興等，不僅樣貌多元，工

作時間也可自己規劃調配，具彈性。

值得一提的是，從事自伐型林業的人，

有不少是返鄉或是移居山村的年輕人。這些

年輕人捨棄都會生活，選擇到山林裡實踐半

林半X的斜槓人生，例如：林農/民宿主人。

也有不少人從事與地方福祉或文化振興相關

的事務，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跟地方建立連

結。隨著年輕族群的移入，不僅可望舒緩地

方人口的減少及老化，還能帶動地方創生，

具社會連結性的特色也是自伐型林業受到大

眾關注的原因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後，擴大造林所種下的林

木早已進入需要撫育疏伐的階段，但在林業

衰退的背景中，不少林主經營意願低迷，導

致山林疏於管理。自伐型林業的興起，為日

本山林活化與地方創生帶來新的契機。

推動現狀與課題

前述自伐型林業推進協會近年來已透過

各種研習課程或講座，讓大眾更了解自伐型

林業的樣貌。隨著自伐型林業的興起，坊間

也出現了不少參考用書(圖3)。自伐型林業是

由民間發起，但愈來愈多縣市政府或是地方

自治單位(市町村)提供相關支援並導入於施政

當中，其中更不乏地方自治單位將人口政策

與自伐型林業做連結(圖4)。自伐型林業因低

圖3 在日本出版許多可做為從事自伐性林業參考的專書。
(王培蓉 攝)

圖4 移居者募集的海報，左為島根縣津和野町，右為廣島縣廣島市。(資料來源：津和野町官網http://www.tsuwano.net/、廣島市
官網https://www.city.hiroshima.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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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可兼營副業、非山林擁有者也可創業

等特色，吸引不少年輕人返鄉或是移居，而

這些回歸山林的年輕人，除了投入山林管理

工作，扮演著減緩人口移出及老化的重要角

色，更多年輕人亦廣泛參與當地組織、活化

社會機能、帶動新的設計與潮流，促使在地

居民產生微妙的變化。由此可知，自伐型林

業在地方上所呈現的社會性功能相當受到矚

目(興梠 克久，2016、佐藤 宣子，2018)。

根據自伐型林業推進協會的統計資料，

近五年來參加過自伐型林業相關研習課程的有

4,000人以上，其中約有1,500人投入自伐型林

業。而導入自伐型林業的地方自治單位(市町

村)也正逐漸增加中，目前以高知縣的7個市町

村為最多，其次為岩手縣4個、奈良縣3個(圖

5)。不過，由圖5也可看出，還有許多地方呈現

空白，表示尚無任何來自縣市政府或地方自治

單位的支援。在推動自伐型林業的普及上，則

仍有許多課題需要解決，包括來自中央或是地

方政府的政策支援、便民的資訊傳達、作業林

地的確保以及人才培育等(鶴見 武道，2015)。

結語

根據自伐型林業推進協會創設的宗旨

「自伐型林業是在固定的山林區域中，透過

適當的自主經營與作業，實現林業在經濟生

產與環境保護的永續。」可知，自伐型林業追

求的是與環境共生，並希望能透過推動與普

及，改變現行一般林業的做法。自伐型林業帶

給年輕的一代於回歸山林時能有不一樣的選

擇，而隨著年輕一代的移居，地方上也有了創

生與活化的希望。自伐型林業企圖改變日本

木材產出的慣性思維，也改變了對待林地的

方式，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看待森林的眼光，這

股風潮也引起地方人口移居的正向回流，且

議題持續發酵，故推介與國人參考。

 
4 根據農林水產省〈2010年農林業普查〉，委託施業型的林
木生產量為1,100萬m3，占總生產量的70％；自伐林業為
249萬m3，占總量16％，其餘14％為非山林所有者的個人
承攬業。

圖5 地方自治單位(市町村)導入自伐型林業的分布情形。(文
字加註為數量多之處，空白為無。資料來源：自伐型林業推

進協會http://zibatsu.jp/，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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