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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經營計畫書是森林驗證的核心

前言

為遏止森林遭受非法砍伐，減少非法砍

伐所造成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危害與經濟及社

會的損失，1992年聯合國於巴西里約熱內盧

舉行之地球高峰會中宣佈「森林原則」，設

置永續森林經營之準則與指標及建立森林木

材認證制度，確保經濟、環境與社會相互和

諧之森林負責任的永續經營理念，以促進全

球各區域之森林永續經營與林業永續發展，

這是近卅年來在全球森林經營區域快速發展

的森林認證系統緣起。森林認證需要透過獨

立第三方機構，按照各個森林認證系統所定

的標準，評估森林經營活動的效能，進而確

保經營者在經營森林時兼顧森林資源有效利

用、自然生態保育與社會期待之目標。而這

目標與理念需要依據森林經營計畫書規劃之

經營活動按部就班的執行與監督，因此，森

林經營計畫書的編撰就擔負起森林經營者是

否能夠落實滿足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發揮多

元化功能的必要手段與程序。

國內公部門第一個通過國際FSCTM森

林管理驗證之機關―蓮華池研究中心

臺灣森林覆蓋率達到全島面積約61%之

多，然過去30年來林業政策以保育為主，近乎

封山狀態下，幾乎無國產材產業可言，99.5%

國內木材來源為進口材，因而理當權衡經濟、

環境與社會三面向平衡之森林永續經營在國

內已漸被忽略，遵循森林經營計畫書進行負責

任經營森林之概念也式微。為迎合全球森林

經營申請國際森林驗證逐年增加的趨勢，同時

解決國內國公私有林經營均只重視環境保育

的失衡現象，林業試驗所自2014年開始推動與

輔導民間森林經營業者申請國際FSCTM (Forest 

Standard Council)森林管理驗證，迄今已曾有

5張森林經營組織獲得通過證書，包括林業試

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於2016年通過挑戰獲得證

書，成為臺灣地區國有林管理獲頒國際森林管

理系統第一張驗證合格證書公部門機關。

蓮華池研究中心管理之國有林地，主要

任務在提供森林生態環境試驗研究，監測維

護轄區內之高保護價值珍稀生物，並同時提

供自然環境教育場所及社區居民工作機會。

目前雖不以生產木材為任務，然為強化人工

林經營理念與效率，重視環境、社會與經濟

相互和諧，推廣森林經營認知，擴增森林驗

證之普及性，中心同仁歷經兩年同心同力之

準備，在既有400餘公頃人工林的經營規模

上，從經營計畫書編寫、文件審核、社區關

係、生態環境監測、苗圃作業到林地作業現

場等，訂定符合驗證標準所需經營計畫書，

藉以規範經營活動應具備的工作條件與理

念，達成在嚴苛的驗證稽核程序中獲得通過

任務，取得符合FSCTM森林管理驗證證書。

驗證程序中查核森林經營者是否制訂有

與政策與目的相符合之經營計畫書是重要驗

證過程之一，依據當年(2016)驗證標準原則與

準則7.1(criteria 7.1)所框列出對經營計畫應敘

明之基本內容與架構，須包括以下資料：

1. 經營目標；

2. 森林資源描述、環境限制因素、土地利用

⊙林業試驗所森林利用組‧林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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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有權狀況、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毗鄰

土地概況； 

3. 根據所涉及的森林生態條件以及通過資源

調查得到的資訊，說明營林和(或)其它經

營體制；

4. 年採伐率及樹種選擇的理由；

5. 監測森林生長及動態的措施；

6. 在環境評估基礎上制定之環境保護措施； 

7. 鑑別及保護珍稀、受威脅及瀕危物種的計

畫；

8. 描述保護區、規劃的經營活動及土地所有

權等森林資源基本資訊的圖集；

9. 說明使用的伐採技術和設備，以及使用的

理由。

該版標準同時規範森林經營計畫書應遵

循如下準則：

「結合監測結果或新的科技資訊，以及變化的環

境、社會和經濟狀況，定期修正森林經營計畫」―

準則7.2

「應對林業工作者進行必要的培訓和指導，確保他

們正確實施森林經營計畫」―準則7.3

「在尊重資訊保密的同時，森林經營者要向公眾提

供森林經營計畫基本內容的要點，包括準則7.1列

出的內容。」―準則7.4

經過森林管理驗證負責任管理的森林，可促進森林提供經濟、環境和社會層面平衡的多元永續利用(林裕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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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池研究中心森林經營計畫書即依據

該準則架構與經營活動需求進行編撰，其章

節目錄摘要如表1所示。該中心經營計畫書基

本上有以下特點：

一、 管轄林地均屬試驗林地，經營目標主要

在提供各項林業試驗研究之用，提供森

林、水文及自然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之

改善策略，因此，在經營計畫書經營目

標中，除永續經營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與提供生態服務之經濟層面外，額外增

加試驗研究層面的經營管理，以符合發

展成為臺灣中部森林生態資源保育、森

林資源經營及林產利用之專業研究機構

政策目的。

二、 森林經營計畫書內經營活動評估依據驗

證標準也包含社會環境影響評估，然因

轄管林地範圍內無原住民社區與團體，

因此經營計畫書無章節描述在經營單位

內或受經營活動影響之原住民在權益(包

括所有、利用及其經營土地、領域及資

源)之保護措施與監測，僅有針對周遭受

影響社區權益給予評估、保護與監測。

三、 為配合經營計畫書中的活動內容，尚制

訂有規範執行經營活動之管理手冊(一階

文件)、控管程序書超過20餘項(二階文

件)，及落實控管程序書所需之相關紀錄

及表單(三階文件)。

森林經營計畫書是森林專業知識的彙整

森林資源經營基本上除與一般企業經營

要先確立經營願景與目標外，為配合林木的

長生長期與循環，各項作業需要考量除資本

運作的經濟層面外，尚需考量提供環境與社

會功能層面多元生態服務功能層面，且森林

經營過程中作業項目繁多複雜，因此，在編

訂森林經營計畫中各項作業與步驟時，都需

要綜合應用各項作業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

術，以規劃適當地作業時程，同時建立作業

規範，並加以落實執行。從森林管理驗證標

森林未經過良善管理合理施業，林相常呈現紊亂，難以符

合經濟與社會功能需求，僅能達到提供生態多樣性之環境

價值(林裕仁 攝)

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ttemberg)內Esslingen郡
內遵循經濟、環境、社會平衡原則，負責任經營的森林，

伐採成熟林木提供經濟利用，並不影響環境價值與社會功

能的需求(林裕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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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森林經營計畫書目錄摘要

篇次 章次 節次

壹、經營目標 一、試驗研究 (一)人工林之試驗研究

(二)非木質林產品之試驗研究

(三)森林集水區試驗研究

(四)臺灣中部森林生態及自然資源保育研究

二、自然環境永續經營

三、社會環境永續經營

四、經濟面向

貳、現況分析 一、林地概況 (一)自然環境

(二)森林資源

(三)土地所有權

(四)社會經濟條件

(五)毗鄰地概況

二、前期經營活動分析 (一)林業科技試驗研究

(二)試驗林造林業務

(三)試驗林育苗業務

(四)經費

參、經營活動評估 一、環境影響評估 (一)坡度

(二)水資源

二、社會影響評估

肆、經營規劃方案 一、試驗研究 (一)伐採計畫

(二)造林及撫育計畫

(三)育苗計畫

(四)非木材林產品試驗

二、特殊林產物經營計畫

三、崩塌地復育計畫

四、天然林復育計畫

五、高保育價值維護計畫

六、生態系統服務維護計畫 (一)生物多樣性保育

(二)集水區

(三)遊憩服務

七、野生動物保護計畫

八、林地安全維護與管理計畫

九、道路及水土保持工程維護計畫

十、森林火災防治計畫

十一、病蟲害防治計畫

十二、監測計畫 (一)人工林監測

(二)天然林監測

(三)外來種監測

(四)劣化及崩塌地監測

(五)高保育價值監測

(六)動物組成與變化監測

(七)環境影響監測

(八)社會影響監測

(九)經營成本監測

(十)木材收穫監測

十三、人力資源管理

十四、文件管理

十五、經營計畫修訂

十六、查核指標

伍、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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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所訂的標準來看，森林資源的經營不應僅

侷限在強調造林，森林經營也不應只是在維

護森林的存在，現代森林經營管理目標的理

念與趨勢須在權衡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面

向之平衡下，結合專業管理的方法與技術，

對森林資源進行適切的規劃與管理。茲舉以

下經營作業二例說明其連結彙整之必要性：

造林作業計畫：

當林地規畫進行造林作業時，在林地部

分就需針對面積、位置、坡度、方位、地勢、

土質、氣候、林地生態及所有權等因子進行

綜合彙整評估。在林木部分就需針對樹種特

性、造林用途與目的、種源、苗木培育、造林

時機、造林方式、苗木保護及撫育作業等因

子進行彙整規畫。整體而言，造林作業就需

要結合樹木學、森林生態、育林技術、森林

保護、森林土壤、森林測量、森林氣象、林木

遺傳育種等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行彙整規畫。

林木伐採作業計畫：

當林木生長到可利用的年齡時就形成森

林經營者的資產，可進行伐採林木進行銷售

與利用，可為森林經營者挹注資金，藉以平衡

先前投入的成本支出。伐木作業的規劃，在林

地部分就需針對面積、位置、坡度、方位、地

勢、林地生態、所有權及基本交通設施等因子

先行評估。在林木部分除考量市場材種需求

變化的經濟效益因素外，尚需針對林木成熟

度、木材性質、伐採數量、伐木技術、後續造

林與保護措施、勞動人力的供需情況、林業政

策、林地權利變動、經營目的是否變更等諸多

因素進行全盤考量規劃。為利林木伐採作業

能夠順利進行，林木伐採作業需要結合測樹

學、森林測量學、地理資訊、森林資源調查、

伐木作業工程、作業道工程及林業經濟評估

等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行彙整規畫。

其它如苗木培育與苗圃管理計畫、林木

撫育計畫、作業道工程計畫、野生動植物監測

計畫、病蟲害防治計畫、經營設備採購計畫及

天然林復育計畫等諸多作業計畫，均需相關專

業知識與技術相互支援，進行彙整規畫。

森林經營計畫書是森林驗證的核心

完整的全球性森林認證系統包括森林管

理(Forest Management, FM)驗證和產銷監管鏈

(Chain of Custody, COC)驗證兩部分。全球前二

大森林管理(FM)驗證已涵蓋全球5億4仟7佰餘

萬公頃的森林面積(表2)，其中FSCTM計發出約

1,771張的FM證書，在驗證過程中，森林經營

計畫書是森林管理驗證的核心，亦即每張證書

均擁有至少一冊的森林經營計畫書，也表示每

一張證書均表示該林地均依照該森林經營計畫

森林環境只要不遭受破壞，健康的森林結構應呈現老、

中、幼齡木的複層林相，尤其應有更新苗的存在，林木生

長自然循環，生生不息(林裕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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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作業程序書執行各項森林經營活動。

根據FSCTM森林管理驗證標準對經營計

畫書撰寫架構的概念與內容項目，不再僅重

視林木生產的經濟利用及與林木生產息息相

關的林地自然資源保護與環境價值而已，也

同時重視周遭受森林經營活動影響或潛在影

響之主要權益相關團體，如作業勞工、原住

民族、社區、其他權益相關者。針對此些與

經營活動有權益相關的團體，FSCTM森林驗證

標準要求需要進行規劃前與計畫執行後之評

估，尤其是規劃中邀請參與規劃，並研擬相

對應策略與措施，以預防、減輕和修復實際

及潛在的問題與衝突。此等權衡經濟、環境

與社會三面向之平衡概念，已超越傳統林業

在編訂森林經營計畫書時，僅侷限應用林業

專業人士之專業知識與技術為主軸，僅偏重

經濟與環境層面之撰寫模式。此等概念與操

作技術，應是林業人員未來在編訂森林經營

計畫書需要加強學習的課題。

結語

科技無論高度發展到何種程度，人類

生活還是始終與森林提供的多元功能密不可

分，如需要清淨的空氣、乾淨的水源、幽靜

的自然環境及舒適的木質產品(如衛生紙、木

製家具、裝潢材料等)。木材生產利用是傳統

林業經營管理重要的目標，然隨著時代變遷

其發展有所改變，其經營型態已從早期重視

林木的開發利用，轉變到回歸自然來滿足人

類對森林的多元化需求。且當前全球貿易與

市場趨勢，已要求國際貿易林產品及原物料必

須有合法來源認證，自2014年起，國內已迎合

全球森林經營申請國際森林驗證不斷增加的

趨勢，開始推動與輔導森林經營業者申請國際

森林管理驗證，通過驗證獲得證書，落實森林

經營應在權衡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層面向平

衡下，以森林經營計畫書作為經營施業藍圖之

概念，林業主管機關也已重視與推動。此也是

在共同保護森林資源時，調整國內林業經營策

略，回歸到兼顧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為目標永

續林業發展之重要契機，也深信透過良善的森

林管理知識與技術，確立明確負責任的管理目

標，可促進森林提供國人在經濟、環境和社會

層面平衡的永續發展與貢獻。

表2 全球前二大森林認證系統林地管理(FM)驗證統計

森林認證系統 受驗證林地面積 FM驗證張數 驗證國家數 備註

FSCTM* 223,807,543 ha 1,771 82

PEFC** 324,587,605 ha - 42
* Forest Standard Council
** Programme of theEndorsement of the Forest Cert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