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112 年調適經營計畫書 

摘要 

本實驗林管理處為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曁自然資源學院的附屬單

位機構。本處所轄管惠蓀林場、新化林場、東勢林場及文山林場，面

積計 8273 公頃，涵蓋不同緯度、不同海拔高度林地，致環境狀況迥

異，擁有極豐富的植群及自然資源，為林業試驗研究實習之極佳場所。 

本期經營政策與目標於環境面為生態營林及友善生產、維護生物

多樣性、；社會面為推動森林療癒及環境教育、原住民部落資源共管；

經濟面為森林主產物多元利用、厚植森林資源等，合理規劃加值利用，

促進產業永續發展，達成全民惠益分享，並配合政策、利害相關方訪

談、科技新知等，擬定本期經營活動之策略。 

惠蓀林場之植物種類繁多，經調查有記錄者計蕨類 30 科 84 屬

243 種，裸子植物 9 科 21 屬 38 種，雙子葉植物 125 科 386 屬 656 種，

單子葉植物 13 科 56 屬 89 種共計 177 科 547 屬 1026 種，以闊葉樹種

較多，約佔 65%。新化林場全區維管束植物約有 400 餘種。東勢林場

調查有記錄之維管束植物種類計有 106 科 259 屬 337 種，其中蕨類植

物有 18 科 24 屬 38 種，裸子植物計有 2 科 2 屬 2 種，雙子葉植物有

72 科 190 屬 248 種，單子葉植物有 14 科 43 屬 49 種。文山林場植群

組成以天然闊葉林為主。 

惠蓀林場因大部分尚未開發，故植被完整，野生動物甚多，野生

動物已發現的有鳥類 80 餘種，分屬 9 目、28 科；哺乳類有十餘種；

蛇類共 17 種。魚類將近 10 種。新化林場內林木間有不少鳥類及鳳

蝶、蜻蜓、獨角仙等昆蟲。針對各作業活動可能產生之環境及社會面

風險，本計畫訂有環境之水資源與河岸區、土壤保護、化肥及農藥影

響、社會之保護原住民、臨近社區居民權益、抱怨及衝突爭議處理、



性騷擾及性別平等防治、職業健康及安全措施等保護及復育措施。 

森林資源方面，本處轄管林場林木蓄積量約 2,087,052 立方公尺、

年生長量約 49,426 立方公尺，採伐樹種針葉樹主要為台灣杉、柳杉、

香杉、紅檜、臺灣扁柏及臺灣肖楠等樹種，闊葉樹為樟樹、相思樹、

楓香、烏心石、柚木、桃花心木、櫸木、殼斗科等樹種，平均疏伐率

為 30%。 

林木收穫作業方式多採用可改善留存木生長空間、增加地被植物

多樣性及對環境衝擊較低之擇伐方式。伐採量以不大於年生長量為原

則，伐木作業主要以鏈鋸，集材作業考量地形及交通動線分別採塔式

集材機架空索道或怪手加絞盤方式進行，運材則以卡車為主。地點之

規劃依地況調查(套疊保護留區、敏感區、林地分區、等高線、水系、

造林台帳等)排除不適宜施作地點，以及考量交通可及性、經濟成本及

管理因素等外，並進行社會及環境影響評估，採以對環境及社會負面

影響最小之方式進行，確保能兼顧友善環境及社會公平。 

為依據經營策略以達成環境、社會、經濟面目標，規劃之分項計

畫分為森林經營規劃(環境、經濟面)、社會經營規劃(社會面)及相關業

務計畫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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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會經營規劃包括社區林業、原住民資源共管、相關合作

計畫、森林志工及勞工權益。各項施業於作業規劃階段前，需先進行

環境/社會影響評估，倘涉及利害關係方權利主動及透明(如訪談、利

用資源共管會議等)徵詢受影響及有興趣之利害相關方意見。原鄉地

區更踐循「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落同意參與辦法」主動諮詢確認經營

作業區所涉及原住民族相關的合法及慣習權利並取得相關協議書或

做成紀錄，始能執行經營活動。 

前期(111 年) 森林經營計畫執行結果，各分項計畫大部份均依期

程執行，並達成指標標的，本期 (112 年)經營目標項目如下: 



1. 伐採與收穫，進行惠蓀林場 1、2、3、4 林班林木疏伐面積 2 公頃、

材積計 30 立方公尺，投入經費 1,450 千元。 

2. 造林與撫育，配合林務局中長程計畫執行之發展優質林業，厚植森

林資源、發展安全林業，增加國土覆率，保育自然資源，復育劣化

林地，並進行合理之撫育管理，以改善林木生長及形質，營造健康

的森林，永續森林經營並提高林木生產價值。於東勢、惠蓀及新化

林場完成新植面積數計 1 公頃、撫育面積數計 2 公頃，投入經費

760 千元。並選擇逾 10 年生造林地進行施作，主要對象為林木經

營區，進行修枝、除蔓及刈草等工作，完成面積數計 3 公頃，投入

經費 266 千元。 

3. 育苗管理，新培育苗木計 2,500 株，投入經費 670 千元。 

4. 森林育樂發展，於惠蓀林場進行深度旅遊及環境解說教育活動、員

工及解說志工教育訓練及講習、園區步道、住宿、遊客中心及販賣

部等設施整建維護、環境清潔維護及美化工作、住宿接待櫃台及房

務人員薪資、被品清洗等營運事務、公安、水質檢測、消防檢查及

申報作業、提供遊客旅遊資訊及訂房系統、遊客保險等，投入經費

69,860 千元。於新化林場進行深度旅遊及環境解說教育活動、員工

及解說志工教育訓練及講習、園區步道、住宿、遊客中心及販賣部

等設施整建維護、環境清潔維護及美化工作、住宿接待櫃台及房務

人員薪資、被品清洗等營運事務、公安、水質檢測、消防檢查及申

報作業、提供遊客旅遊資訊及訂房系統、遊客保險等，投入經費

5,950 千元。 

5. 基礎設施維護，針對本處林道設施安全及景觀進行改善及維護，實

施鋪面改善、危木處理、加強水土保持及排水設施清理維護，以確

保林道暢通、提升旅遊吸引力及競爭力，並提供安全舒適用之路品

質，投入經費 320 千元。對惠蓀林場凌雲斷崖進行防落石柵改善維

護，投入經費 4,500 千元。 



6. 保護區域經營管理與森林保護，各林場森林護管員負責執行森林保

護及防救火災等相關工作，落實林地護管工作，以防範及取締盜伐、

濫墾等案件的發生，投入經費 100 千元。防範森林火災發生，提升

救火效能及降低火災發生後森林資源之損害，以維護森林生態環境

永續，採精準式防火宣導，投入經費 20 千元。 

7. 社會經營規劃，尊重原住民族之土地與自然資源之權利，落實「權

利分享、責任分擔」的共管內涵，確實達成與原住民族共同合作實

現國有林地自然保育、資源永續經營及共存共榮之目標，投入經費

50 千元。 

本期各項施業規劃，均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益三方面

著手，為順應環境與社會變遷，及法規政策變化，並納入利害相關方

參與機制，積極與民眾溝通，及利用新科技、新知識，持續推動各項

工作，期使目標能落實，建構永續森林經營、維護生態保育，實現人

與自然的和諧，永續人類發展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