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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待解。因此，研究團隊展開了覓地、找尋參

與者、摸索共享林地的操作模式等一系列的工

作，首先是在2017年11月26~27日辦理兩天一

夜的「共享林地創意發想營」，邀集社會各界

討論共享的可能性。2017年底「牛奶瓶甲仙居

共享林地計畫」成軍，今(2020)年此計畫已邁

入第三年，為協助共享林地參與者能於規劃、

執行、利益與回饋機制都充分參與，特邀請東

海大學景觀系師生製作景觀規劃3D模擬與視

域分析，於4月1日辦理「甲仙共享林地參與式

規劃工作坊」，讓參與者能充分理解未來的圖

像。本文即梗概記述這個過程，期能吸引更多

元化的創新、多方討論與各界投入。

不斷電社會群聚談共享林地

如何讓森林/林地透過共享達到資源分配

與效益最佳化，需要有具體的操作案例。為使

參與者能依據具體的林地來討論，2017年底洽

商高雄市桃源區布農族洪國華先生所有原住

民保留地農牧用地0.7公頃做為共享林地的示

範基地。這片基地座落於二集團，邦腹溪北側

標高1,100公尺的向陽山坡地，屬農地，較無

使用限制。「發想營」考量到討論深度與時間

限制，限制參與者名額在20人內，辦理兩天一

夜不斷電的連續討論，並邀請私有林近自然造

林的先驅――羅紹麟老師，以及資深森林調

共享林地如何成為可能

以經濟收益為出發點的共享經濟，如雨

後春筍般的興盛，然而共享林地是以公益或

社會企業為前提，企圖帶入合作、互信、休

閒與利他等特質，創造一個能實現集體價值

的林業樣態。此一概念甫於2017年中華林學

會論文發表會提出「人人都可以成為林主：

林地的使用權共享模式」時，得到各方先進

的關注與討論，諸如：沒有契約如何保障參

與者的權利？參與者缺乏誘因；林業專業與

危險性並非一般人所能掌握與嫻熟，以及利

益分配的公平性等等。

這些問題的解答可求助於1990年Ostrom 

E.所提出的共有資源治理模式。Ostrom舉出世

界各地憑藉著有清楚邊界的地域、利害相關

人的共同參與，以及有效的制度設計，可讓共

有資源得以永續利用，毋須仰仗國家或公司治

理。她所提出的主張促使地方化、分權與民主

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她讓自然資源管理的

在地實踐成為主流論述，而真正能達到地方觀

點的資源永續利用與多樣性保全的目標。筆者

從Ostrom得到啟發在於，森林資源管理的創新

模式必須脫離現行的法令規範與社會既有的

思維模式，若無法突破現有法律對私有財產與

權利的界定，任何牽就現實的改變，只能求其

形似，而無法回歸新時代的精神要義。

即便如此，要實現共享林地仍有許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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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社區保育推手――管立豪所長做為分組

討論的桌長，儘可能彙聚各界的想法，用林業

觀點重新詮釋與合理化。實際參與者包括霧

臺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特生中心、林務局、林

業合作社、南投私有林主、彰師大博士生、中

興大學大學生等不同世代、不同屬性的成員，

連同研究團隊共26人，從私有地現勘、計畫說

明、小組激盪、方案提出、構想討論後，隔日

即由各組提出共享林地的可能性。歸結兩組

對共享林地發展的規劃與想法，整理如下：

羅紹麟教授小組討論：

透過這次的多方參與，瞭解各界的需

要。造林方法推薦採用近自然林經營方式，

採取團群塊的方式(團為20株以下相同樹種、

群為50~60株的2~3種樹種、塊為100~150株各

類樹種)，讓林地形成一小型生態圈，透過適

當的管理，讓環境能在自然與人類需求間取

得平衡。

林地水源是林地所有因子中最重要的，

先找到良好水的來源，才能在造林中無往不

利。討論的這塊地土壤含石量大、過於乾

燥，林地部分坡度過大，但在現場發現殼斗

科樹種，可做為未來主要栽植樹種，建議維

持原來生態狀況避免過度開發。此外，林地

需要林道才能經營，臺灣林道平均每公頃僅

1.92公尺，對照德國每公頃平均高達34公尺，

在運材等作業上皆較為便利許多，能以低成

本的方式經營管理。

臺灣的林農在經營上常面臨投入卻沒有

產出的狀況，所以在營林時應時時顧慮成本

的投入與產出。成本概分三類：工資、物料

共享林地創意發想營的招募海報。(張凱雯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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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其他成本。在正常經營下，每年每公

頃花費約5萬元，因此林主必須思考以短期作

物，或是疏伐修枝材利用來做為短期收入來

源，比較推薦的林下作物如佛手瓜。

青年從事林業不能只是喜歡大自然，因

森林的經營期長，必須具備「能做」的精神。

管立豪所長小組討論：

私有林信託的型態在去(2016)年已有自然

谷環境信託，是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辦理。

共享林地是讓林主也能持續參與決策過程的

方式，與自然谷有所不同。這只是一個開

端，建議爾後透過長期討論，在半年內建立

計畫內容，透過初期帶入志工等方式，讓共

享林地得以推廣。

此地發現少見的殼斗科植物――臺灣

栲，也發現民俗植物――蓪草，除了舊時候

的加工，現在社會也能拿來製作乾燥花，建

議先募集志工到林地做生態調查，依照原本

生態狀況，協助林主朝此面向發展。因為共

享林地的營林目標並非規模化、制度化的經

濟栽培模式，而能造就當地特色的物種發展

出獨特的利用價值，如菊花木、鴨腱藤等，

是具有高經濟價值且日益稀少的待復育物

種。從實作過程中尋找林地經營目標，一步

步的嘗試並適時修正。建議採用友善農法，

朝向里山精神的方向發展。

在初期的操作，應先建立共享合作模式

及設施的建構，如蓄水池、工寮的建立，另

外運用生態調查成果，保留有用樹種，並在

林下栽培短期收獲物種如野菜或愛玉子等，

既可固土又有收入來源。有些林地陡峭，以

保留原本的樹木為主。

在共享模式上，需解決食衣住行問題，

可能與當地原住民部落合作，將無人居住的

社區空屋納入共享管理，組合成能吸引人加

入的步道行旅或親林活動，亦可與民宿或六

龜發展策略聯盟，結合勞動與山林體驗，讓

民眾願意進入山林。

在植栽選擇方面，建議不要與當地農民

相同，去種咖啡與茶。因咖啡對土地要求獨

特，立地環境對咖啡風味影響大；而茶除了

受農藥影響，採茶工源也是一大問題。可以

發展原住民特有作物，或進行殼斗科植物培

育。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有針對布農族進行

特有植物整理，可供參考。由於私有林主多

面臨高齡與成本投資有限的問題，採取低開

發、高保育是比較適當的對策。

發想營對共享林地的總結

這場討論最後期待公部門能建立林主共

享平台，建立臉書粉絲專頁或Line群組，讓林

農、民眾彼此間可以在社團中透過相互討論

與知識傳遞，引發更多交流與分享，也讓私

有林經營及民眾參與更加活絡。同時也建議

2017年邀集各界討論共享林地的可行性。(王培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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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私有林主參訪平台，讓私有林主汲取他

人的造林經驗，共同提升私有林經營品質。

最後這項建議，衍生出另一個「私有林

領航計畫」，企圖為不同區域、不同立地條

件、不同尺度、不同經營樣態的私有林找出

適當的示範點，帶動私有林的全面活化，這

是後話。

參與式規劃的共享方案

在提出共享林地後，積極尋求一塊願意

且能實際操作的林地，為模式推展的必要之

舉。2018年5月14日研究團隊再次赴二集團與

甲仙劉亞平老師租地造林地現勘與討論，希

望能結合社會之力，投入環境復育並開發土

地生產潛力，促進位於淺山地區的私有林地

獲得適當的管理與照顧。

2019年3月劉亞平老師成立「VIP甲仙居

林地共享」LINE群組，當天很快就邀集到17

位參與者。依劉老師提供的「牛奶瓶甲仙居

共享林地計畫」內容：以十年為一期，提供

私人農地和林地開放共享，開放理念相同的

人加入，達到一定人數就封團，有人退出才

能再加入。參與者有討論經營方向和使用土

地設施的權利，義務是一年至少參加一次的

勞動或活動；參與率越高，使用權越大，遊

戲規則由大家一起討論建立。投資成本由林

主負擔主要的硬體資金包括供水、供電及資

材室等設施，參與者視自己時間和體力參加

林地管理工作。

一開始該地莿竹叢生，無法進入，地主

首先以機械剷除地上物後，新植相思樹、臺

灣櫸、臺灣欒樹、印度栲、茄冬與九芎等原

生樹種423株。主要勞動力需求是在栽植、灌

溉、砍草、除蔓、入侵種移除――主要是香

澤蘭以及莿竹萌發等工作，林主同時申請農

地資材室與林地工寮。參與者採用自願登記

方式前往照顧林地，待林木長成，再納入多

樣化的想法。

2019年6月重新確認參與意願，並砍除數

株已相當大的黑板樹；同年10月整理1.4分農

地，種植香蕉、樹葡萄、牛奶果等，並預留草

地，參考食物森林的構想，規劃為各種植物群

落都會出現的生境。之後參與夥伴又分別自行

種下高麗菜、花椰菜、南瓜、冬瓜、地瓜等作

2018年牛奶瓶共享計畫現場討論。(王培蓉 攝) 2019年牛奶瓶共享林地莿竹伐採後跡地踏勘。(王培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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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亦有夥伴來撿拾材薪。11月21日林主重新

調查參與頻率，登記結果每週一次2人、每月

一次2人、每季一次6人、每年一次7人，其中

有2人一人登記、全家一起來勞動，故實際參

與人數應更多一些。2019年底，甫栽植的農作

遭到野生動物啃咬、刨出，疑似果子狸或山豬

所為，當地已具野地生態氣息。

2020年2月農作物多已由夥伴自行攜回

所需的量，且雨季即將來臨，林主與夥伴商

量補植所需的樹種，前年栽植樹苗約略只存

活六成，加上部分相思樹與桃花心木天然更

新，樹種有混雜。此時，研究團隊認為應將

參與式規劃的過程做一完整紀錄，搭配景觀

視覺影像呈現出未來的樣貌，期使共享林地

能激發出更多不同創意與可能性。

2020年4月1日本所研究團隊約集林主及

參與夥伴，以及東海大學景觀系師生共13人

赴現場進行討論，標示基地範圍與位置、確

認基地現況、討論、野生動物紀錄、植栽種

建議，以及植栽配置與3D模擬。此部分工作

大多由原友蘭老師與鍾明光老師負責完成，

目的是以3D模擬技術視覺化共享林地參與

成員的理想，協助參與者遇見未來可能的風

貌。此次結合共享林地參與者、林業專業與

景觀專業的成果，可概略整理下：

甲仙地區雨量初夏至初秋較多，平均以

八月為最多，十二月份最少，而此塊林地向陽

較乾燥。林主的想法是希望退休後住山上，招

待朋友，工寮只求堪用、不求舒適。近期目標

以先等待成林後，再做步道。之前整地已開出

幾段路線可概分為五區，之後再沿著不同區

塊栽植不同的樹種，如A區是九芎，B區是楓

香，C區是杜英，D區較潮濕可種竹子，E區是

光蠟樹，儘可能各區有一個主要的特色。今年

雨季前先種樹，到了秋天資材室會完工，再重

新聚集合作夥伴。其他參與夥伴的想法：因為

自己喜歡大自然，從FB得知共享林地資訊，

現在這塊地先前有被破壞，但森林有不同演替

過程，最後應該可以形成許多不同的層次的樹

木。心目中想像的森林越原始越好，原生種樟

樹、苦楝、黃連木、桂花、玉蘭花可以成為老

樹的都很好；希望場域內有步道，比較方便。

另一名夥伴則表示是追隨劉老師一起圓夢而

來參與活動。還有夥伴因住處鄰近基地，會帶

著老母親一起來勞動，回憶過去務農的時光。

東海大學景觀系以2018年臺灣20公尺網

格數值地形模型(DTM)完成植栽配置建議，數

量預估九芎11棵、楓香4棵、杜英7棵、相思樹

6棵、光臘樹5棵、竹類3個圓形範圍覆蓋圖。

會後，林主向林務局領取光臘樹50株、楓香50

株，之後在2020年4月25日到5月初完成補植。

森林―朝向民主、參與及共好的未來

學理上，具公共財性質的森林資源，必須

2020年與東海景觀共同辦理共享林地規劃討論。 
(王培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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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化(可以不計成本)，或私有化(極大化財貨

價值)，但當代對共有財貨的見解，豐富了過

去狹隘的法定私有或國有產權的解釋，共有財

不但不是一場悲劇，而更可能突破私有財的短

視近利或國有財的僵化管理，成為能達到永續

管理並排除高風險行為的集體參與模式。

本文敘述在推動共享林地的兩段實踐過

程，在社會一起談共享的過程中，大家都談到

適地適木、低度開發、必要的短期性微型經濟

的支撐，以及有彈性、可隨時修正的目標，最

後提出林主知識交流的討論群。林主的開放共

享案例，也看到上述特色顯現在營造林地的過

程中，換言之，符合當地環境與生態、接納每

位夥伴對土地想法的差異、沒有特別偏好的

樹種規劃但有明確的行動準則(不要優勢外來

種)、不排除與野生動物共享大地的豐饒。牛

奶瓶共享林地組成已近兩年，其中最不重要的

參與者似乎是號稱專家的學者與公部門。

每一個能持續發展的模式必定有其足

以成功的要素，目前僅有的共享林地案例帶

著濃厚的林主個人魅力、良好的社交網絡，

以及慷慨開放的心態。這個起點讓我們看見

多元價值、社會參與以及重視生活品質更勝

於計較利益的邏輯，正在茁壯。目前自發性

的共享林地尚未成為林主管理林地的考量，

但類似的概念與作法如食物森林，已逐漸為

人所知且迅速擴展開來。為能復育過度開發

或未得到妥善照顧的淺山地帶，本文期待能

拋磚引玉，發展多元方案促使社會各界的投

入，更衷心希望共享林地不是活化私有林的

唯一，而是其一解方。

即時視覺化地圖影像可引導討論進行。(嚴晟瑋 攝)

基地俯視3D植栽與景觀模擬。(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