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110-119 年經營計畫書」 

摘要 

本林區行政區域屬臺中市和平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豐原區、北屯

區、太平區、后里區，苗栗縣泰安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投縣仁愛鄉，其中以臺

中市佔多數。轄內有八仙山、大安溪及大甲溪 3 個事業區，面積 138,725.64 公

頃、區外保安林地面積 3,864.59 公頃及接管國有財產署的國有林地 2,804.09 公

頃，面積總計 145,394.32 公頃。轄管區域分別由雙崎、麗陽、鞍馬山、梨山等

四個工作站辦理林政、造林、保育、遊樂及治山等業務。 

本分署施政以達成「永續林業，生態臺灣」為願景，各面向目標如下： 

一、環境面：維護森林健康及生物多樣性，深化里山倡議，架構國土生態綠網，

確保生態環境永續。(1)因應臺灣自然條件，永續經營人工林及撫育，發揮

森林碳吸存效益，強化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2)優化森林生態旅遊與自

然教育，修復林業文化資產，保存、創新、再利用，發揮林業多元價值。(3)

架構國土生態綠網，深化里山倡議，推動社區保育。(4)以集水區為單元，

推動整體治山防災，降低治理工程對生態之衝擊。 

二、社會面：健全林地管理，促進公眾參與，尋求社會系統和諧穩定，強化國土

復育與保安效益。(1)積極輔導國有林出租造林地，適度容許經營森林副產

物，提高營林收益，改善林地違規利用，回復森林生態系服務。(2)揉合國

有森林經營與原住民傳統權利，分擔森林保護責任，強化共管意涵。(3)推

動山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擴大多元參與，鏈結自然資源維護及林業創新

價值應用。 

三、經濟面：厚植森林生態環境資源，合理規劃加值利用，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達成全民惠益分享。(1)合理利用人工林，規劃國產材生產與開拓市場，促

進林產業發展。(2)人工林經營符合 FSC
TM
準則，推動友善環境與兼顧社會

正義的木材生產。(3)抑止非法木材進口，重整市場秩序。 



本轄環境限制因子包含 7 個水庫集水區、3 個溪流集水區、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土石流潛勢區、火災風險區等，於施業前套繪相關圖資，避免造成環境

之衝擊。社會因子之利害相關方屬平地行政區域包括 5 縣市 11 鄉鎮區；屬原住

民行政區為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宜蘭縣大同鄉等 4 處，

原住民大部分為泰雅族。 

境內涵蓋雪山坑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雪霸自然保護區、臺灣櫻花鉤吻

鮭野生動物保護區、雪霸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參山國家風景特定區等，

為生態及環境資源保育之重心，其中雪霸自然保護區(HCV 1)、雪山坑溪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HCV 2)、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HCV 3)、橫嶺山隧道

(HCV 4)並依據初級、次級資料審認，及經高保護價值專家諮詢會議確認，判定

為高保護價值區，另設有大雪山、八仙山、武陵等 3個國家森林遊樂區、八仙山

自然教育中心及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等森林育樂場域。本分署轄區內野生動物資源，

較具代表性物種哺乳類有台灣黑熊及石虎，鳥類有黑長尾雉，魚類有櫻花鉤吻鮭，

兩棲類有台灣山椒魚及楚南氏山椒魚，昆蟲類有黃裳鳳蝶、霧社血斑天牛等。 

森林資源方面，透過森林資源樣區複查及土地覆蓋型數化面積，計算林木生

長量與蓄積量，供評估林木收穫量不超過年生長量之判定依據，並參考育林、伐

採、水土保持作業規範手冊等，規劃本期施業活動內容。本轄區內天然林面積

111,805.87 公頃、總蓄積量約 68,704,750 立方公尺、每公頃年生長量 4.97 立

方公尺；人工林面積 21,992.80 公頃、總蓄積量約 8,664,714 立方公尺、每公頃

年生長量 12.44 立方公尺，可生產人工林面積為 1,532.9 公頃，每年容許伐採

材積為 15,255.42 立方公尺。每年伐採材積不高於每年容許伐採材積，以達永

續利用的水準；採伐樹種主要為台灣杉、柳杉、杉木、台灣肖楠、紅檜及香杉。

本分署林木收穫方式採用對環境衝擊較低之鏈鋸伐木，集材作業採塔式集材機架

空索道或怪手加絞盤方式進行，並以卡車運材。 

轄區內國有林地，劃設保安林地計 36 個編號，面積共 90,002 公頃，設有各

類租地造林地、暫准租地(暫准放租田建地、特別放租地)總計 3870 筆、面積

5636.64 公頃，依規辦理續換約、伐採管理、違約處理、副產物價金收繳及租地

重測等作業。 



為達成環境、社會及經濟面之永續經營目標，森林經營規劃包括森林資源調

查、伐採與收穫、造林及撫育、森林育樂發展、基礎設施維護、保護區域經營管

理、森林保護計畫；社會經營規劃包括社區林業、原住民資源共管、林下經濟、

森林志工及勞工權益等。各項施業於作業規劃前，均進行環境 社會影響評估，

涉及當地居民、原住民及利害關係方之權益者，均主動溝通訪談，並定期召開資

源共管會議，徵詢相關意見納入經營活動調整。另施業活動中、後階段，訂有社

會及環境影響之監測計畫，監測項目、內容、方法及頻率，則每年依社會環境變

化、政策變化、科技新知、前期監測結果等進行經營規畫調整。 

 

 

 

註：本分署於 112 年 8 月 1 日改制前之機關全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

林區管理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