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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驗證與森林環境保護

前言

森林經營隨著時代演變有著不同目標與

做法，早期是以木材生產為主，目前則以保護

及保育為目標。臺灣雖然不再以伐木生產木材

為經營目標，但人工林老化所衍生問題逐一浮

現，生產性人工林必須施予經營，以確保林分

健康與永續木質生產利用。當森林經營單位

進行疏伐、更新等森林經營作業時，往往引起

關心環境的社團，與鄰近居民的疑慮甚或抗

拒，認為這些森林經營作業都屬於破壞森林

及環境的行為。在缺乏公正的第三方協助時，

雙方對話雞同鴨講，無法正確傳達森林經營

理念，造成林業經營者無法達成經營目標，致

林分劣化，浪費自然資源的雙輸局面。

國際上森林經營驗證已施行多年，林

業試驗所以蓮華池試驗林為經營單位，採

用國際上較為嚴格的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以下簡稱 FSCTM)驗證系

統，由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森林經營(FSCTM 

FM)的驗證。在整個森林經營驗證準備作業及

過程中，可以清楚了解到森林經營驗證的通

過首先需要達成對環境的保護、提供社區居

民需要及對勞動權益的保障。2017年並增加

森林經營驗證/產銷監管鏈(FSCTM FM/COC)的

認證。使得所經營的森林更能符合實際的經

營目的。森林經營驗證系統龐大，本文僅以森

林驗證中對於森林及環境的保護加以闡述。

森林經營驗證

森林不當的砍伐破壞由來已久，森林過

度開發，非法木材生產與貿易是世界各國共同

面臨的問題。災難發生後生態保護意識的興

起，使大家逐漸重視地球的生態保護，森林的

維護及有效利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森林

經營利用首先考慮天然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育

間取得平衡，亦即盡量在不影響及破壞自然生

態的情況下，將各種資源做最有效的應用。因

此，1993年在國際間即發展出對森林經營、利

用與保護的組織及做法，制訂森林經營原則，

透過第三方對森林經營單位的審查，達成兼顧

環境、經濟、社會的負責任森林經營方式。

國有林依法令、環境、資源、土地經

營現況等加以分類，分為自然保護區、國土

保安區、森林育樂區及林木經營區等四類。

四類分區中可以看出前三類皆以森林、環境

保護為主，也提供森林公益功能。就廣義

而言，這三類分區皆屬於環境保護林，而第

四類的林木經營區則負有木材生產的經濟

目的。木材生產的林業經營是目前國人所忌

諱，大家仍停留在早期森林經營的印象，認

為伐木生產木材等於破壞水土，破壞生態。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TM)驗證係在達成森

林資源保護與利用間的永續與平衡。並以環

境、社會與經濟為目標，負責任的森林經營。

環境適宜性方面需確保在森林經營過程中達

成保護森林的生態，生物多樣性及生產力。社

會有益方面需幫助當地居民和社會享有長期

福利，也激勵當地居民保護森林資源。在經濟

可行性方面透過組織化與經營管理來獲取利

潤，並同時兼顧生態系統與社會福利的行銷方

式。依據上述宗旨制定10原則，56準則，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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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森林經營單位是否達成驗證標準。

森林經營驗證對森林環境保護的要求

與做法

以蓮華池試驗林為經營單位的森林經營

作業，為有效保護森林資源，充分發揮森林所

帶來的各種效益，建立符合FSCTM標準之森林

經營系統。首先依據原則6，環境衝擊，對於

珍稀物種保護、劣化地復育、廢棄物、化學品

使用等加以評估檢討。再依據原則8：監測與

評估，進行評估作業。評估則依據原則9「維

護高保育價值森林」要求，需在森林經營作業

前進行評估，瞭解林地內是否有高保育價值存

在，以利於森林經營計畫的規劃與執行，並確

保這些重要的環境價值與社會價值能夠受到

妥善保護而維持或增加。接下來需進行社會影

響評估報告，確保原則4：社區關係。

評估報告是參考高保育價值資源網絡

(HCV Resource Network)委託宜林公司(ProFor-

est)編定的「高保育價值判定通用指南」，以

及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

ture, WWF)與宜林公司共同開發的「高保育價

值森林工具包」進行評估。整個作業的流程，

從找相關資料、專家、權益相關方進行評估→

評估結果告知權益相關方→擬定保護措施，並

諮詢權益相關方的意見→執行措施→監測高

保育價值狀態與保護措施成效等。

高保育價值森林的六種類型

高保育價值1–物種多樣性。特別關注於全球、

區域或國家層級具有顯著重要性之特有

種及珍稀、瀕危或瀕臨滅絕物種。如：政

府公告的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自然保護區；特有種及珍稀、瀕危或

瀕臨滅絕物種；地方特有種的重要棲息

環境；季節利用的重要棲息環境等。

高保育價值2–地景層級之生態系和鑲嵌。對

全球、區域性或國家層級有重要意義之

大型地景層級生態系和生態系鑲嵌，其

中大多數自然演替物種具有足夠存活族

群數量，並維持自然分布與豐富性。

高保育價值3–生態系和棲地。珍稀、瀕危或

瀕臨滅絕之生態系、棲地或復育區域。

高保育價值4–關鍵生態系統服務。邊際狀態

之基本生態系服務，包括集水區保護、

脆弱土壤及邊坡之沖蝕控制。如：保護

集水區的區域；對侵蝕控制非常重要的

區域；具有特殊用途的區域。

高保育價值5–社區需求。經由社區及原住民

之參與並同意，對於滿足當地社區或原

住民基本需求(如生計、健康、營養、水

等)相當重要之場址及資源。

高保育價值6–文化價值。經由社區和原住

民之參與並同意，在全球性或國家級文

表1 森林經營驗證的經營計劃分成4個面向，
10個原則。

面向 原則

社會

2 所有權、使用權及責任

3 原住民的權利 

4 社區關係與勞動者的權利

經濟 5 森林帶來的收益

環境
6 環境衝擊

9 維護高保育價值森林

管理

1 遵守法律及 FSCTM 的原則

7 經營計劃

8 監測與評估

10 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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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考古或歷史上具重要意義，和/或

對當地社區或原住民傳統文化而言具有

文化、生態、經濟或宗教/神聖重要性之

場址、資源、棲地和地景。

 　　依據上述標準，蓮華池試驗林評估

結果顯示，具有高保育價值1及5等二項

需擬定保護措施及監測。此二項評估內

容如下：

高保育價值1：蓮華池試驗林並非政府所公

告之保護區及重要棲息環境。彙整歷年

在蓮華池試驗林研究調查、監測作業以

及問卷訪談權益關係人等結果，並參照

IUCN紅皮書、CITES「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Ⅰ、Ⅱ、Ⅲ和臺灣

特有或珍稀物種名錄等，林地天然林區

域內共有36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植物部

分則有47種珍稀物種，另計有52種臺灣

特有種。故蓮華池試驗林269公頃之天然

林屬珍稀物種之生物多樣性熱點，符合

高保育價值1。

 　　依據保育類物種之數量、分布與全

球或國家的重要程度等資訊進行評估，

林地內以豎琴蛙、菱形奴草、桃實百日

青、蓮華池柃木及臺灣原始觀音座蓮五

種物種較為重要。部分物種在臺灣分布

較為侷限，除蓮華池外僅少數地區有分

布，重要性較高，若於人工林發現其分

布，亦應予以保護，又部份物種分布於南

投地區，但是以蓮華池為主要分布地。

高保育價值5：林地內各溪溝大部分僅於雨季

有水，冬天旱季則呈現乾枯狀態，屬間

歇溪溝或臨時溪溝。附近社區居民生活

用水來源，以蓮華池試驗林天然闊葉林

內之地表水及伏流水為主，除此之外並

無其他替代水源。由前述可知，蓮華池

試驗林之天然林對附近社區居民而言為

重要的水資源來源，視為高保護價值5。

高保育價值森林的保護措施

經評估為高保育價值森林，需進行必要

之保護措施，其中高保育價值1是以珍稀生物

為主，因此保護對象包括棲地及物種。如：

蓮華池試驗林269公頃之天然林屬珍稀物種之

生物多樣性熱點，將持續加以保護，不在天

然林範圍規劃具有破壞性或會干擾林地之經

營作業。定期派員巡護林地狀況並通報，以

持續掌握這些稀有臺灣特有植物之棲地保育

現況，降低災害及人為帶來之衝擊。在物種

保育保護方面，桃實百日青、蓮華池柃木和

臺灣原始觀音座蓮在蓮華池試驗林以天然林

為主要分布區域，前者侷限分布數量為數不

少，後兩者則零星分布於天然林，是以嚴加

保護天然林，即可充分維護三物種的延續。

豎琴蛙之棲息地侷限於竹林內或附近

的沼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設立告示牌，

並在其主要繁殖地以圍籬區隔保護並設立監

視器，以避免人類活動行為造成干擾。定期

巡查蓮華池附近類似棲地，以及訪查其他專

圖1 蓮華池賞螢活動，吸引遊客，促進社區發展。(黃志堅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4 No. 5 20178

專
題
論
述

業人士、社區居民、志工及遊客，找尋其它

可能存在之棲地，一旦發現就立即加以保護

與監測。並尋覓合適地點，會同相關專家規

劃，設置保育專區來增加豎琴蛙族群。

菱形奴草為寄生性植物，每年8至11月出

現於殼斗科植物根部，因多數民眾對其所知

不深，常未於菱形奴草出現季節拜訪，誤踩寄

主樹木根部，致連同寄主樹木枯死。為避免相

同狀況再度發生，監測點以矮網圈護。2016年

菱形奴草生長季期間廣泛巡查蓮華池試驗林

地，發現林地內多處殼斗科林木皆有寄生，分

布區域亦不在訪客路徑上，為免訪客再度進

入林內誤踩受損，不再特別標示，但以不在本

區域進行各項林業經營活動來保護。

對於豎琴蛙與菱形奴草之相關資訊與保

護措施，透過教育訓練使所有作業人員知曉

注意事項。此外，上述所有觀察到的紀錄，

包括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將保存下來，做

為監測數據。

高保育價值5係保護社區需求的生活用

水，蓮華池試驗林附近社區居民之水源地與

取水位置皆位於試驗林地內之天然林中。本

天然林已列入高保護價值1予以完整保護，並

未規劃會破壞或干擾林地之經營作業，對取

水處的水質與水量不會造成直接影響，故未

再額外制定維護計畫。但仍須不定期派人員

巡護林地，了解這些水源地與取水位置之現

況，若有天災或人為損壞之情形，將立即通

報並採取適當之修復與防護措施。

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監測計畫

高保育價值森林除進行必要的保護措施

外，需進行定期的監測。高保育價值1的天然

林，除透過闊葉樹天然林樣區監測外，並架設

攝影機進行動物相調查，定期進行資料收集

與設備維護作業，製作紀錄並公開。另外也培

訓志工協助相關監測作業。豎琴蛙與菱形奴

草部分，則透過生態感測網絡，以定時定點進

行影像及聲景監測標的物種全年變化。並定

期派員巡查重點監測區域、維護管理儀器設

備，以及實際觀察其現況與生態的變化情形。

相關監測資料公開生態感測展示平臺。

高保育價值5，社區居民的水源地與取水

口監測，依試驗林地安全維護與管理作業，

不定期派人員巡護林地，再配合社會影響監

測，定期了解民眾用水情形是否受影響、水

源地位置變化等資訊。

社區關係與勞動者的權利及人工林

原則4：社區關係與勞動者的權利，強調

森林經營單位與周邊社區的關係，這是過去我

們較不去重視的領域。森林經營作業前及作業

後對社區居民進行雙向溝通，了解社區居民對

森林經營作業的看法，並提供意見供修正，同

時也提供工作機會，增加社區居民收入。在勞

圖2 菱型奴草列為高保育價值之一，需定期監測的物種。
(林仁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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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權益部分，注重勞工作業前的保險、教育訓

練，作業時的安全裝備等，確保勞工權利。

驗證森林以原則6：環境衝擊評估開始，

接下來確立原則4：社區關係，及原則9：維護

高保育價值森林，事先評估森林珍貴性及經營

者對森林的保護，另外在經營過程中特別注意

到原則6：環境衝擊評估，經營過程中應該保

護區域中之生物多樣性，還有其他如水資源、

土壤及其他獨特與脆弱的生態系統。森林經

營者不可使用非法或未經許可的化學品。另外

在原則10：人工林，應在人工林經營計畫中明

確敘述經營目標，同時包括天然林的保護與恢

復；與經營活動規模相適應的野生動物廊道、

溪流岸邊緩衝區；不同林齡及不同輪伐期的組

合；樹種多樣化，並以鄉土樹種為主，避免火

災及病蟲害的發生等。人工林需定期進行生長

監測；為確保林地永續經營，林地伐採量不得

超過(少於或等於)永續利用的水準，應參考林

地資源調查結果來訂定容許伐採量。

結論

森林驗證就像農產品有機驗證一樣，是

一種審核機制，通過審核表示是一個兼顧社

會、經濟與環境的負責任森林經營。所生產的

產品，如木材、紙漿材，在林地經營管理及生

產過程中，都能夠符合環境保護、社會有益與

經濟可行的要求。目前臺灣已有4家民間林業

團體取得FSCTM森林管理驗證證書，蓮華池是

唯一獲得森林經營管理驗證的政府機關。

蓮華池試驗林的森林經營，無論在生物

資源永續上或水資源保護上皆獲得專家學者

與周邊社區居民的肯定。在重視勞動者工作

與職安權益方面，稽核訪談勞工，肯定森林

經營作業為社區帶來的就業機會，勞動者的

權益亦獲得保障。周邊居民對於蓮華池試驗

林帶來的效益也都給予肯定，顯示蓮華池森

林的經營與鄰近社區已建立良好關係，避免

森林經營過程所引起的紛爭。

蓮華池試驗林的森林驗證，驗證了在我

國現有法令、制度及國際標準下，林業試驗

所的森林經營已符合國際水準，間接證實國

有林地的經營早已與國際接軌，臺灣的國有

林經營已成為環境保護、社會有益及經濟可

行的負責任森林經營者。

圖3 符合森林驗證原則的疏伐及集材作業，環境保護列為
重點。(黃志堅 攝) 

圖4 第三方驗證人員仔細檢視疏伐作業對森林及水土的保
護。(黃志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