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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且森林經營的面積及不確定性皆遠大於

農業的經營，因此，為了在這個漫長的經營

週期內，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利用並降低

可能存在的風險(不確定性)，經營計畫書的制

定是有其必要性的。

若以「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方案」的

角度來探討，政府在這個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為贊助者，而贊助者在資助一個單位之前，一

定會詳細審閱這個單位的營運計畫，以評估這

個單位能帶給贊助者什麼樣的效益，而森林經

營計畫書對於森林經營者來說，就是這份營運

計畫，因此森林經營計畫書的撰寫必須符合經

營者的現況，並有具體的可執行性。

計畫期間與期程

森林經營往往是一個緩慢且漫長的過

程，但現今提倡的森林經營多元利用，已不再

僅限於木材生產，在「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

導作業流程」對經營計畫書期程的規範是5年

為一期，即使一個森林經營的週期很長，可能

達10年或20年，但計畫書中則是要求經營單位

以5年為一個計畫週期來編寫，以一個新成立

的經營單位來說，5年的計畫期程正好含蓋了

從規劃到執行的區間，若在執行過程中發現需

要修正的部份，也可及時調整方向及作法，不

會因計畫期程太長而需要大幅修正計畫書的

內容，另一方面，初期規劃的森林經營單位，

因充滿太多不確定性，過長的計畫期程反而會

流於形式而無法於實際狀況契合；而對於一個

步入穩定的經營單位來說，5年為一期的計畫

森林經營計畫書撰寫之經驗分享

前言

為振興台灣林業，政府推動「森林永續

經營及產業振興方案」以創造公、私有林多

元產業價值，於108年推出了「林業永續多元

輔導方案」，提供有意願進行森林經營的團

體必要的技術及設備支援，在這個政策中，

為了整合小面積經營者，要求參與的森林經

營者經營面積需達到30公頃以上；另一方

面，森林經營者也需向政府提出有效的森林

經營計畫書，在審核通過後則會依經營計畫

書的規劃內容提供適當的補助。

在這個政策推動後，也促成許多林農

團體的成立，包括原本即從事林業生產及林

地已荒廢而有意願重新進行活化的林農皆參

與；但由於「森林經營計畫書」的內容橫跨

了管理與技術層面，且各個不同類型的森林

經營單位也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森

林經營計畫書」的撰寫常成為森林經營者參

與「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的最大阻礙。

為何需要撰寫森林經營計畫書

以農業經營為例，一塊農地在一年內

可能會有二期稻作，農民知道什麼時候該插

秧、施肥、除草及收割，並在休耕進行地力

的養護，簡單的說，在農民的心中都有一個

完整的時程表，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執行什

麼樣的工作，投入的人力與成本各是多少，

只要完成一個收穫週期，就能取得經濟收

入，但若把這個收穫週期放大到10年至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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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更可關注於經營活動上的規劃與布局，且

國際FSCTM森林驗證標準(FSCTM-STD-01-001)

中對於經營計畫書的期程亦是以5年為一期。

森林經營計畫書的內容與特色

「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作業流程」

所提供的森林經營計畫書架構包含了幾個項

目，分別是經營目標、現況分析(林地資源狀

況與先前的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的評估(經

營活動可能對環境或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經營規劃方案(包含伐採、造林、撫育、作業

道規劃、經營設備採購、林下經濟及森林療

癒場域或觀光林場之林地經營)、效益評估與

經費估算。雖然架構明確，但由於各經營單

位管理的林地類型及位置不盡相同，故林地

環境及資源也將存在差異，如圖1為北部地區

海拔約1,300公尺的針葉樹人工林、圖2為南

部地區海拔約150公尺之闊葉樹人工林型，圖

3、4則是南部地區之荒廢人工竹林地，這三

種林型的主要樹種不同、用途不同，甚至林

產品的計量方式都不同，而這也增加了經營

計畫書撰寫時的難度。因此在編撰森林經營

計畫書之前，需先瞭解所管轄的林地內有什

麼樣的資源可以運用，如此才能決定森林經

營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如針葉樹人工林可

以生產可製材用之原木；闊葉樹人工林除可

提供製材用之原木外，亦可提供薪炭材等小

徑木；交通不便的竹、闊葉混淆林則可朝森

林療癒方向發展；人工竹林地則可提供工業

用竹材之生產。但實際上在產品的設定過程

中，仍需考慮後端加工鏈及市場需求。在確

認所要提供的服務及產品後，即可設立森林

經營的目標，這裡所指的經營目標是指在符

合經濟、環境與社會三者平衡的狀況下取得

最大的服務及產品效益，而一個經營單位也

可能同時存在數個不同的經營目的，如圖3及

圖4即是同屬於一個經營單位的管轄範圍，但

卻無法以相同的目標與方式經營。

經營規劃則是依據已確定的經營目標逐

年進行編排，明確列出5年內的作業項目(包

含伐採、造林、撫育及作業道設置等)並在地

圖上標示預定作業區域，另外如林下經濟及

森林遊憩場域也需於地圖上標示並說明實施

的步驟，但在正式確定經營規劃前，仍需先
圖1 針葉樹人工林(陳威廷 攝) 

圖2 熱帶闊葉樹人工林(陳威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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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出林地內可能存在的保育類動植物、環

境敏感區或文化遺址等，並做出簡單的環境

及社會影響評估，確保在森林經營的同時，

將森林作業對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

低。另一項較特別的則是要求經營者列出計

畫期程內的森林經營設備採購規劃，旨在使

林業主管機關能夠適時補助森林經營者在林

業經營及林產品初級加工方面的設備，這些

設備包括資源調查、作業區規劃、森林作業

工具、作業人員安全裝備及林業作業重型機

具等皆可依實際需求申請補助。

為了能夠檢視實際執行是否能達到規劃

預估之效益，則需將已規劃的各項作業指標

彙整為經營效益評估表，並進行年度檢核，

若無法達到或執行的部分，則需及時進行適

當的修正，以符合實際的經營狀況。而最後

的經費估算表則是統整所有森林經營活動的

預估支出，以確保經營者能對有限的資源做

最有效的運用。

經費

森林經營單位的資金往往是限制經營活

動的直接因素，而新成立的經營單位，因尚未

有經營活動的執行，政府部門也僅能提供有

限的技術支援，故剛起步的森林經營單位常僅

能從小規模的經營活動開始，人員通常以兼職

方式參與經營活動的管理，除非後端已具有完

整的產銷鏈以維持整個經營單位的運作；因此

在規劃森林經營活動時，也需將經營單位的

資本及投入的成本列入主要規劃考量，避免

因無法執行而需重新修訂經營計畫書。另一

方面，若能與在地社區結合，共同振興地方產

業，由森林經營單位提供資源及技術，在地社

區發展初級或次級加工，也可發展成一個完

成的生產供應鏈，此一類型的發展亦可列入

經營計畫書，做為社會類別的經營目標。

遭遇的困難

在經營計畫書撰寫的過程中，除需考量

圖4 荒廢之人工竹林地(陳威廷 攝)圖3 交通不便之竹、闊葉樹混淆林(陳威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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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內經營計畫書與FSCTM標準要求之差異項說明(本文整理)

FSCTM標準要求但國內

經營計畫書移除之項目
國內經營計畫書 FSCTM要求

高保護價值森林

(HCVF)

因租地或私有林地皆為林木經營區，故

無FSCTM定義的潛在高保價值存在，但仍

會透過自然資源調查及監測進行確認。

需依FSCTM的6項高保護價值定義評
估並識別林地內潛在的高保護價值，

並執行監測計畫。

林地護管機制 無特別要求
經營單位需建立完整的護管機制來

避免林地內的非法活動。

外來入侵種管理 無特別要求
若存在外來種，則需建立監測機制及

管理計畫。

苗木來源管理
因苗木來源大多由林務主管機關提供，

故特別要求。
需建立苗木種源紀錄

化學藥品管理
因國有林班地內禁止此用農藥，因此無

特別要求

林地及苗圃皆不得使用FSCTM禁用及

高限制清單內的藥品；若有使用化學

肥料則需建立化肥減量計畫表。

容許伐採量管理 限制伐採面積

需建立各主要樹種的容許伐採量，且

每年的伐採量不得超過該樹種的年生

長量。未限制伐採面積。

林產物監測機制 無特別要求
需有完整機制使伐採下來的林木可往

回追溯至伐採的林地。

經營成本及收益統計 僅列出收、支估算表

要求經營單位需詳細計算森林經營的

支出與收入，以評估森林經營單位是

否能持續維持森林的經營。

經營單位的資本、管轄林地的資源狀況及經

營團隊的專業度外，法規常成為經營規劃中

最大的限制，雖然政府在民國106年宣布為國

產材元年後，已針對許多過時的法規進行修

正，但部份的法規限制仍會讓森林經營者支

出許多額外的成本，或許主管單位可參考鄰

近林業發達國家的相關法規來調整這些限制

因素，讓台灣的林業發展也更能國際化。

與國際FSCTM森林驗證的比較

FSCTM森林驗證是目前全球公認最具公

信力的森林驗證系統，而目前「公私有林整

合經營與輔導作業流程」所編訂的森林經營

計畫書格式即是參考FSCTM森林驗證標準的原

則7：森林經營計畫書而來，由於FSCTM標準

適用於全球任一國家，因此在規劃上要求的

更加嚴謹，而林業主管機關在修訂時，即已

排除受國內相關法規規範或不適用於小規模

私有林經營的條款，表1為國內經營計畫書與

FSCTM標準要求之差異項說明。

未來展望

過去台灣的林業經營多為粗放的經營模

式，但近年來，林業發展為了與國際同步，

已在原本粗放的林業經營過程中導入精緻化

的管理模式，其中國際FSCTM森林驗證系統即

是對經營單位的管理系統所進行的驗證；而

經營計畫書即是管理系統文件中重要的一個

環節，因此若經營單位持續發展成更大規模

後，若再導入更完整的管理系統，或許已可

申請國際森林驗證，成為全球合法驗證木材

產銷鏈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