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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所係依據「科技發展策略藍圖（民國 108 年至 111 年）」，以持續追求臺灣林業永續發展、

科技創新、因應氣候變遷為願景，綜合生態、生活及生產三大方向，研擬「永續林業與生物多樣

性」之施政主軸，並秉持零基預算精神，檢討執行項目及施政優先順序予以汰舊換新。整體執行

架構，以森林永續經營體系為核心，輔以智慧管理系統導入，同時，經由健全都市林業管理，與

發展里山產業推動機制，讓都市林業與山村地區能夠充分發揮農林產業的生態系服務效益，最後

經由多元林產品創新加值，發揮本所做為臺灣森林資源經營與林產利用專責研究機構之最大功

能。 

本所配合科技重點策略，並針對當前社會狀況及本所未來發展需要，編定 110 年度施政計畫，

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年度施政目標 

1.發展安全林業，保障消費者權益 

    針對鄉鎮、都市及森林的樹木，發展珍貴老樹健檢技術、有害生物防治技術、多元

化生態系服務技術等，並建構都市林管理體系，發展完善臺灣樹木醫療體系，建置健康

風險空間智慧平臺與都市綠資源管理技術等。 

2.發展生態林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 

(1) 透過建構生態友善林業生產體系，以永續生產技術為導向，針對近年重要森林物種

進行保存利用，尤其著重優質人工林培育與技術開發，希望有效提升國內人工林品

質，並且對於未來人工林建造提供優質遺傳種質材料，同時導入高端生物技術手

段，提升林業價值，開發特用森林特產物之生產技術，同時跨國合作加強森林遺傳

資源的整合與利用，深入探討林木遺傳特性，以建立多元生態林業生產體系。 

(2) 結合國家植物園系統及協力單位，建立與自然保護區系統就地保育相輔相成之國家

植物園遷地保育系統，提高森林生物之保種能力。 

3.發展優質林業，提升國際競爭力 

(1) 透過森林管理永續策略、當前林業政策之研究，試驗符合森林認證原則且適用我國

之人工林經營技術，並搭配智慧作業系統、森林生態系服務價值評價，研擬我國森

林生態系經營管理與決策機制，健全永續經營體系。 

(2) 跨域開發創新林產品，使傳統林產品創新加值；強化我國國產材利用，促進林業創

生及人才培育，並以智慧系統輔助木材辨識、資材設計等，提升木材應用效能。 

4.落實永續林業，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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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城鄉環境規劃與植物資源開發的整體綜合計劃，以「發展里山產業」及「強化

林園療癒價值」為軸線，使在地資源獲得合理使用，並促進環境安全與友善自然的

永續維持。  

(2) 掌握淺山及農林產業地區的重要生態環境熱點，建立風險評估指標，協同在地社群

推動後續監測與資源永續維護工作。 

 (二)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林業科技試驗研

究 

 

一 森林及生物多樣性領域科

技試驗研究 

1. 了解氣候變遷對於都市及森林環境棲地、物種

的衝擊，加強都市森林及山地森林之調適能力。

2. 發揮森林生態系功能與服務之多元效益，包含

優質育林研究、山村原生種及療癒應用及傳統

生態知識建置等。 

3. 促進國產木材利用，健全產銷體系，強化跨域

林業再生，創造加值產業，創新森林產物應用，

多元技術整合。 

4. 透過人工林生產、供銷決策、多尺度航遙測資

料、森林科學知識引介與擴散，建構永續森林

經營資源整合與應用。 

二 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

籌 

開發創新農業科技，並透過積極輔導農民以及農企

業進行技術育成，使技術擴散於各產業，實施內容

如下： 

1.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建立「人工林疏伐規劃智慧

服務平臺」，以提升林業經營效能。 

2. 利用蘊含精油潛力之林業剩餘資材萃製精油，

應用加值技術，開發寵物生活用品。 

3. 以香氛微膠囊、精油萃製及種子油等技術將適

度導入標準製程，使技術擴散於各產業，產生

高值化商品。 

4. 輔導農民以及農企業進行技術育成，厚植創新

能量。 

三 

 

農林氣象災害風險指標建

置及災害調適策略研究 

 

以受強風豪雨影響最大的第一線防風林樹木為對

象，樹木是森林的基本組成，以樹醫（藝）學為架

構方法，從樹木展開調查，以木材生物力學、外觀

形體等資訊，利用目視樹木評估法、非破壞檢測

法、影像等方式來建立樹木各種內外在生長反應數

據資料，藉由調查分析來探討強風、豪雨等極端因

子對樹木影響，並評估過去強風豪雨對樹木的歷史

紀錄，來研擬因應極端氣象對樹木所帶來之衝擊，

提出調適並預防減災策略的樹木經營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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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林業發展 一 林業經營長期試驗監測管

理 

1. 加強試驗林經營管理，建立多元化育林體系，

維護試驗林之完整性，強化作業研究及示範功

能。 

2. 現有林道網品質之改善，確保經營作業順利進

行。 

3. 辦理森林生態系之示範經營與監測計畫，建立

其長期監測系統，以調適性經營之手段，尋求

試驗林最適當的生態經營模式。 

4. 加強環境保護林、植物生物多樣性展示區，以

及 4個解說、推廣教育中心經營管理。 

5. 加強林業技術推廣、解說教育及推廣刊物出版。

6. 建立多元、完整的永續經營模式，以提高國產

材利用。 

7. 規劃混農林經營模式、發展平地造林。 

二 國土生態保育綠色網絡建

置計畫 

 

 

1. 針對里山產業重要地點，蒐集土地利用變遷、

生物多樣性、農林產業分布、氣候變遷趨勢等

資訊，建立整合資料庫。 

2. 以 107-109 年度示範地點，針對生物保育價

值、土地利用變遷頻度、生態脆弱度、農林產

業現況等面向，強化生態評估方法。配合監測

資料，評估保育計畫成效。 

3. 依據區域特色，篩選關鍵環境及社經因子，完

成生態環境敏弱度與風險評估方法建置。 

4. 針對山村型、濕地型、海岸型及海島型里山生

態系，建立土地利用及生物多樣性監測評估規

範。 

三 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 1. 針對最具急迫保育需要的物種，優先推動種原

收集與保存，減輕野外族群滅絕風險。110 年

預計新增 100 種臺灣特稀有受威脅物種之收集

與保存作業（與 108-109 年度累計收集 260

種），預計 110 年保種率可提升至 48.3%。 

2. 強化各植物園及苗圃溫室之物種培育能力，成

為物種保存基地。 

3. 持續改善各植物園軟硬體設施，透過博物展示

方法，提高民眾對植物園及自然保育的興趣。

推動珍稀植物的保存、展示與解說教育，成為

優質的自然博物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