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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摘要 

本研究配合 2017年起林務局陸續推動之林業振興計畫與提昇國產木竹材自給

率政策，以及 2018年內政部核定執行「全國國土計畫」之契機，就造林政策及產

業發展需求，檢討獎勵機制，提升其健全性。經研析國際與我國林業政策趨勢、國

內外文獻、專家與造林者訪談、專家會議、工作會議、政策策進會議、座談會等方

式彙整各方意見，從政策面、執行面與產業面等面向檢討結果發現，我國過去長期

在山坡地獎勵的私人造林，因造林地的使用彈性較低，難以依土地條件明確區隔生

產性人工林與環境林，導致林主投資造林意願降低，森林環境品質難以提升，相關

產業輔導計畫之運作可發揮的產業振興效果有限。此外，造林檢測作業困難，使得

地方推動單位人才無法累積，進而讓整體林業的產業發展活力不足。 

經彙整各方意見與滾動檢討後，本研究提出兩案「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相關條

文之修正建議原則。冀藉由調整獎勵金配置、提供完成獎勵、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修正作業流程、以及依土地條件區隔經濟營林區及限制營林區等方式，改善過去實

務面執行問題，確保造林成果品質與森林健康環境，並促進整體林業政策目標之達

成。此外，依據現有可供造林地範圍，評估後續政策推動可能遭受之問題、其它可

能必須增修之辦法及財務計畫，供主管機關在未來法規修訂及施政參考。 

 

關鍵字：獎勵造林政策、環境效益回饋、完成獎勵、經濟營林區、限制營林區 

 



摘要 

II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to promote serial programs of forestry revitalization and those 

increase the domestic timber supply since 2017 for Forestry Bureau. This project also 

examines incentives for more solid reforestation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reforestation 

policies and demands. After analyses from meetings, discussions, interviews, seminars or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estation investments have low 

supports, the situation of forest degradation and product are hard to improve, and 

professionals are in need for local promotion groups, therefore, the overall forestry 

development becomes weaker due to less drives. 

After considering the reviews, two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orestation and 

afforestation award programs. The quality of forestation and afforestation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by distributing reforestation award 

appropriately, perfect reforestation awar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reward, forestland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modifying relate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Hence, the 

overall objectives for forestry development could be achieved. Besides, according to 

available afforestation farmlands, this project would continue to assess potential obstacles 

dur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provide suitable adjustments on its financial plans 

and other amendments as better reference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Keywords: reforestation award policy,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reward, perfect 

reforestation award, productiveforest plantation, environment forestry, 

restricted fores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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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壹、前言 

1.1 研究背景 

2008年農委會為因應國際潮流及配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員承諾，

目標於 2020 年前增加臺灣森林覆蓋面積 11,550 公頃目標，遂重新檢討獎勵造林

政策與「獎勵造林實施要點」，推動「獎勵輔導造林計畫」，規劃輔導國人於山坡地

新植造林 3,500 公頃，並繼續加強全民造林計畫撫育 38,000 公頃。本項政策推動

係鼓勵民眾配合政府政策目標，從事厚植森林資源減緩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發揮森

林對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增加森林碳吸存量、減輕天然災害、促進自然環境保育、

生物多樣性維護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等生態環境導向的造林行為。基於保障公共

利益與人民基本權利，並符合法律授權明確性之原則，以及依據森林法第 48 條：

「為獎勵私人、原住民族或團體造林，主管機關免費供應種苗、發給獎勵金、長期

低利貸款或其他方式予以輔導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定之。」之授權規定，於同年 9月 5日與原民會會銜公告「獎勵輔導造林辦

法」（以下簡稱：獎造辦法），作為山坡地範圍之獎勵造林政策依據。 

獎勵內容係提供民眾配合造林 20年之造林作業成本給付 60萬元（包括：第 1

年的新植成本 12萬元/公頃、第 2~6年每年 4萬元/公頃撫育成本，以及第 7~20年

每年 2萬元/公頃的管理成本等）、免費種苗、造林貸款與造林技術指導講習等協助。

自獎造辦法公告實施後，迄 2017 年已推動新植 4,123 公頃。因獎勵金額度較「獎

勵造林實施要點」規定的 53萬元/公頃高，前三年推動面積一度上揚，最高達 651

公頃，但其後便逐年下滑，2017年新植推動面積僅 219公頃。 

鑒於農委會自 2017年起陸續推動「森林永續經營暨產業振興計畫」及「國產

材生產規劃與市場開拓」政策，以及配合 2018年內政部「全國國土計畫」之核定

執行，因此，透過本計畫就造林政策及產業發展需求，檢討獎勵機制（以下簡稱：

獎勵機制），提升其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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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係藉由蒐集林業發展趨勢與各方意見，同時參酌目前林業「振興林

產業」、「營造健康森林」、「落實林地林用」之政策方向以及國土計畫法的土地功能

分區原則，檢討我國推動山坡地獎勵機制，提出造林獎勵（金）政策資源分配之優

化建議，研提「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作為林務局後續施政參考依據。執

行架構如圖 1.1所示。 

 

圖 1.1 計畫目標與執行架構 

1.3 研究方法 

依據徵求文件，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檢討我國獎勵造林政策 

1. 收集國內現階段及歷年來有關造林獎勵及補助政策與辦法，配合當時之社會

經濟狀態，分析政策與辦法的合宜性及政策改變的必要性。 

2. 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地補助政策及國土計畫法之國土功能分區，檢討不

同土地資源特性之獎勵造林政策資源如何配置，例如農糧署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計畫草案，採用「條件式堆疊補助」的概念，共分為對地綠色給付、作物

獎勵、耕作制度獎勵、友善環境補助等四個面向的補助，未來獎勵造林政策

是否亦可採用「條件式堆疊補助」的概念或可採行其他概念，研提不同土地

資源特性區位獎造辦法之具體修正方向。 

二、分析國外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 

研析 3 個以上人工林經營發達之國家，分析其在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之



壹、前言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政策方向、特色、標準訂定及收集國際上的環境稅課徵資料。 

三、我國造林者的深度訪談 

設計深入訪談問卷內容（必須包含造林經驗、對於造林輔導獎勵政策之建議即

與本專案有關之議題），於北、中、南、東選取有代表性之 20位以上的造林者（包

含學校、機關、參與獎勵輔導造林人等），進行深入訪談，並做成紀錄，分析深入

訪談問卷，提出造林者對獎勵造林政策之檢討與改進方向。  

四、收集國際組織及公約並研析與本專案議題配套措施關聯性 

收集與本專案相關議題之國際組織及公約如 WTO、生物多樣性公約、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與 FSC認證制度等，分析本專案有關議題之配套措施。 

五、研訂或修正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 

1.依據過去獎勵造林政策的轉變、國內最新對於土地功能使用之補助政策之新

趨勢、造林者對於獎勵造林政策改進方向建議、國外及國際公約組織對於造

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之政策方向等，研訂或修正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並

納入財務計畫分析。 

2.辦理 1場以上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之專家會議。 

六、辦理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座談會 

舉辦 2場以上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座談會。 

七、為利計畫執行，每兩個月須與委託單位召開相關工作會議。 

本研究透過專家會議、座談會及工作會議等，與相關造林者、專家學者及單位

（機關）滾動檢討相關細節，提升獎勵造林制度之健全性。執行方法與流程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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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計畫執行流程 

1.4 執行進度 

本研究已依據計畫規劃，彙整各方意見，提出相關優劣建議，並完成獎造辦法

草案的研訂，並依據現有可供造林地範圍，評估後續政策推動可能遭受之問題、其

它可能必須增修之辦法及財務評估。各工作項目成果詳如表 1.1，工作會議執行情

形詳如表 1.2。 

表 1.1本計畫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查核點 辦理情形 

1.檢討我國獎勵

造林政策 

第二 

階段 

（3月） 

1.已於 107 年 2 月 1~2 日辦理「107 年獎勵輔導造林推動策進會議」邀

請各縣市政府、原民會及試驗林場等地方執行單位代表，針對獎勵造

林計畫推動作業、獎勵機制檢討、精進及獎勵造林計畫推廣模式與成

果等 3大議題進行研商，凝聚獎造政策與獎勵機制應修正重點。 

2.已於 107 年 3 月 6 日第四次工作會議研提我國獎勵造林政策檢討及獎

勵造林政策與輔導機制檢討調查分析結果，確認獎造政策檢討成果與

凝聚獎勵機制修正原則。 

2.分析國外造林

輔導獎勵及補

助措施 

第二 

階段 

（3月） 

1.已完成日本、美國、德國之造林政策以及日本森林環境稅之個案分析，

並於 107 年 3 月 6 日第四次工作會議研提執行成果，確認相關案例可

借鏡學習重點。 

2.配合第四次工作會議決議，已於第三階段報告補充芬蘭之造林政策案

例資訊，供未來獎勵方案設計參考。 

3.我國造林者的

深度訪談 

第三 

階段 

1.於 107年 4月 24 日第五次工作會議確認造林者訪談作業規劃。 

2.已於 107 年 5~6 月執行完成造林者訪談 20 名，交流獎勵機制修正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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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 辦理情形 

（8月） 以及收集造林者輔導需求。 

3.已完成我國造林者的深度訪談分析，並提報於 107 年 6月 29日第七次

工作會議以及 7月 19 日第一次專家會議研商。 

4.收集國際組織

及公約並研析

與本專案議題

配套措施關聯

性 

第三 

階段 

（8月） 

1.已完成森林管理委員會、農業協定、生物多樣性公約、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等國際組織及公約與本專案相關議題配套措施關聯性之研析。 

2.已配合獎勵機制修正作業，同步檢核機制內容及相關配套，並提報於

107年 8月 22日第八次工作會議研商。 

5.研訂或修正獎

勵輔導造林辦

法草案 

第三 

階段 

（8月） 

1.已於 107 年 3月 6日、4月 24 日、5月 24日、6月 29 日、8月 22日、

10月 18日之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工作

會議滾動修正獎勵機制修正原則。 

2.已研提獎勵機制修正方向及修正草案，並於 107 年 7 月 19 日與 11 月

6日辦理兩次專家會議研商。 

6.辦理「獎勵輔導

造林辦法修正

草案」座談會 

期末

（11月） 

1.擬依據專家會議研商結果，修正獎勵機制，並於 107 年 10 月 4日（嘉

義場）、10月 5日（新竹場）辦理兩場次草案座談會。 

7.為利計畫執行，

每兩個月須與

委託單位召開

相關工作會議 

- 

1.配合計畫執行所需，分別於 107 年 1 月 4 日、1 月 23 日、2 月 1 日及

3月 6日、4 月 24日、5月 24日、6月 29日、8月 22 日、10月 18日

共完成 9場次工作會議。 

2.配合計畫執行所需，分別於 107 年 2月 7日、7 月 3日及 8月 3日、8

月 14日、9月 27日、10月 30日、11月 13日辦理 7場次臨時工作會

議。 

 

表 1.2本計畫相關會議執行情形 

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研商內容 資料 

107.01.04 第一次工作會議 

‧ 本計畫工作執行規劃修正結果 

‧ 獎造政策激勵營活動規劃 

‧ 造林者訪談有關文獻之收集情形 

附錄 1.1 

107.01.23 第二次工作會議 
‧ 「研討推動 107年獎勵輔導造林會議」活動

規劃及專案計畫內容 
附錄 1.2 

107.02.01 

~107.02.02 

第三次工作會議 

（107 年獎勵輔導造

林推動策進會議） 

‧ 獎勵造林政策檢討實務講座 

‧ 獎勵造林政策策進檢討會議 

‧ 林業經營實務操作觀摩 

附錄 1.3 

107.02.07 臨時工作會議 1 ‧ 策進會議共識與後續工作事宜 附錄 1.4 

107.03.06 第四次工作會議 

‧ 獎勵造林策進會議決議事項與因應對策 

‧ 我國獎勵造林政策檢討及獎勵造林政策與

輔導機制檢討調查分析結果 

‧ 國外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分析結果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新舊制度銜接模式 

附錄 1.5 

107.04.24 第五次工作會議 

‧ 第二次進度報告審查會議之委員意見回復

內容及後續工作重點 

‧ 造林獎勵方案與修正方向 

‧ 造林者訪談執行規劃 

‧ 後續工作會議邀請林務局長官與相關組室

代表討論之籌備原則 

附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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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研商內容 資料 

107.05.11 專家諮詢訪談 1 

‧ 對象：林業試驗所林俊成主秘與王培蓉副研

究員 

‧ 研商補助標準定價模式 

‧ 造林獎勵適用土地範圍修正方向 

‧ 獎勵機制設定可行性 

附錄 1.7 

107.05.24 第六次工作會議 ‧ 造林獎勵方案規劃與修正方向 附錄 1.8 

107.06.29 第七次工作會議 
‧ 造林者深度深度訪談分析結果 

‧ 第一次專家會議籌備作業 
附錄 1.9 

107.07.03 臨時工作會議 2 ‧ 第一次專家會議籌備作業 附錄 1.10 

107.07.19 第一次專家會議 

‧ 獎勵造林制度檢討作業執行情形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條文修正原則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擬修正案 

附錄 1.11 

107.08.03 專家諮詢訪談 2 

‧ 對象：地球公民基金會李根政執行長 

‧ 獎勵造林政策檢討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方向 

附錄 1.12 

107.08.03 臨時工作會議 3 

‧ 環保團體訪談意見檢討 

‧ 專家會議意見與後續工作方向 

‧ 第八次工作會議籌備規劃 

附錄 1.13 

107.08.14 臨時工作會議 4 

‧ 環保團體訪談意見檢討 

‧ 專家會議意見與後續工作方向 

‧ 第八次工作會議籌備規劃 

附錄 1.14 

107.08.22 第八次工作會議 

‧ 國際組織及公約與本專案相關議題配套措

施關聯性之研析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方向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座談會活動籌

備作業 

附錄 1.15 

107.09.27 臨時工作會議 5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座談會活動籌

備作業 

‧ 獎勵造林計畫政策目標 

附錄 1.16 

107.10.04 
第一次座談會_嘉義

場 
‧ 獎勵機制構想檢討 附錄 1.17 

107.10.05 
第二次座談會_新竹

場 
‧ 獎勵機制構想檢討 附錄 1.18 

107.10.18 第九次工作會議 

‧ 第三階段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座談會收集意

見與草案後續檢討內容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構想修正內容 

‧ 第二次專家會議籌備事宜 

附錄 1.19 

107.10.30 臨時工作會議 6 ‧ 第二次專家會議籌備事宜 附錄 1.20 

107.11.06 第二次專家會議 
‧ 獎勵制度與條文修正原則 

‧ 檢測標準與獎勵金返還規定修正原則 
附錄 1.21 

107.11.13 臨時工作會議 7 ‧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修正成果 附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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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獎勵造林政策檢討 

依據森林法第 48條規定以及基於保障民眾基本權益的前提下，政府需就獎勵

造林政策推動與森林環境回饋，評估最適獎勵輔導方案。爰此，為檢討我國獎勵造

林政策，本章節依工作項目一至工作項目四，檢討獎勵輔導造林政策及國內外獎勵

機制，評估現行制度調整之必要性，釐清獎造辦法之修正方向。 

2.1 歷年獎勵造林計畫推動情形 

本節依工作項目一收集國內現階段及歷年來有關造林獎勵及補助政策與辦法，

檢討造林推動情形。依據森林法第 1 條和第 5 條之規定，我國森林之管理經營係

朝向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的目標，期能發揮森林公益與經濟效益，兼顧永續

性營林目標。自 1991年起，公告全面禁伐原生天然林及無法復舊造林地區等規範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而後隨各時期之時空背景及條件，推出平地造林、獎

勵輔導造林與中長程推動計畫，包括：「農地造林計畫（1991-1996年）」、「全民造

林運動計畫（1996-2004 年）」、「平地景觀造林計畫（2002-2007 年）」、「綠海計畫

（2008年）」、「綠色造林計畫（2009-2012年）」、「植樹造林計畫（2013-2016年）」，

以及「森林永續經營產業振興計畫（2017-2020年）」等。期間，除獎勵金額逐漸增

加外，造林目標及獎勵制度亦歷經多次調整。本研究從公共政策角度檢討造林計畫

推動情形（圖 2.1），分別從政策規劃面、制度執行面與政策成效面，就其施政背景、

輔導對象、獎勵制度、執行成效、經費支用、實務課題（含國外借鏡）以及停辦原

因等資訊進行整體性的歸納整理（附錄 2.1），據以剖析與評估現行獎勵辦法之適宜

性與確認調整制度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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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造林政策檢討流程 

一、歷年獎勵造林政策推動與計畫執行檢討 

綜觀歷年相關計畫執行內容與地方執行單位代表意見（策進會議內容詳如附

錄 2.3），可發現各項造林計畫之政策規劃、計畫執行、計畫成效、產業實務課題與

獎造辦法重要爭議條文重點如下： 

（一）政策規劃面 

我國 1991年後，造林目標以「國土保安」、「增加森林碳吸存量」、「自然環境

保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為重點。輔導農民及企業進行農地造林，以因應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產生農地、農作產量過多問題。臺

灣為 APEC會員體之一，推動綠色造林計畫併在行政院「愛台 12建設」計畫之一，

達到增加 11,550 萬公頃之新植造林面積目標。然政策偏向長期造林撫育、造林土

地未依地區發展定位、木材產量低、缺乏分流引導森林經營，難以兼顧國土保安、

環境保育以及經濟林經營與國產材政策推動。政府應更深入規劃造林獎勵政策所

需達到的目標，我國造林政策推動，宜需再釐清推動造林之目的（林俊成等人，

2010），並依各土地區位給與差異化之輔導（顏添明等人，2002）。可惜的是，實務

上的森林經營方式與土地所在功能分區的造林方式未能充分契合；私有林地也無

相似之林業發展的土地功能分區定位，僅以通案輔導方式給予造林成本給付。仍待

全國國土計畫明確土地劃分後，依個別土地利用原則，給予差異化的造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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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林前須要有完善的經營規劃，政府適時適度進行造林輔導，係因林業經營

需考量林木生長期長，非以短期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且生產技術高（李桃生，

2013、林俊成等人，2010），且經營造林未有朝向木材產品需求的經營方針，會造

成木材供給無法符合市場之需求，木材加工業者無可利用之國產材（羅凱安，2011）。

如此，造林地才能按土地區位發展長、短期經濟營林如林下經濟等收益方式。 

為揉合森林經營與原住民權益，以森林保育為前提，兼顧原住民族生計需求，

輔導原保地進行林業發展，林務局已開始推動盤點合於森林永續性發展之林下經

營森林副產物技術體系，嘗試與原住民族建置森林產物共管機制。但須注意提供私

人、原住民族、團體造林獎勵金之目的為造林之行為，非提升原住民造林之所得（林

國慶等人，2004、李桃生，2013）。未來期能完備林下經濟作業規範，鼓勵發展永

續性林下經濟，增加林農短期收入，提高民眾造林護林的意願。 

森林除了可提供上述之市場價值的內部效益，其非市場價值之環境效益，政府

可對於人民自行提供之公共財給予鼓勵（林國慶，2007、陳連勝，1999、林俊成，

1994），補助私人提供之森林外部效益，將森林碳吸存與水源涵養等環境效益回饋

給社會大眾。其中，為國土保安為前提之租地造林地，政府放租目的在於配合台灣

光復初期，財力有限，藉由民間力量增加綠化、森林資源，創造就業機會。現租地

造林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且國有林租地因獎勵額度較私有林地低，致使其經營條件

更加不利，造林者年邁無意願經營管理，林地缺乏完善撫育，承租人目的在於營收

而非造林，影響國土保安（羅紹麟，2002、黃裕星 2002），應建立退場機制由政府

經營管理、逐步收回環境敏感租地（許明城等人，2010、范家翔，2013）。 

私有林的經營有其財務上的壓力，經營林期輪伐期較短，生產的木材以小徑木

為主。近年來受到環保意識高漲，山村林業的經濟有衰退趨勢，人口外流越趨明顯，

亟待政府設法解決，提升造林意願（王秀華等人，1993）。私有林主對於全球暖化

的認知與付諸於造林行為意願兩者是有相關聯的（林俊成等人，2010、林俊成，王

培蓉，柳婉郁，2010），無論造林者係基於對環境保護的理念，或是因限制伐採林

木並採環境友善方式撫育之土地，如位於受限制營林的範圍，皆無法否定既有人工

林的森林外部效益，政府對於此類造林人應給予獎勵，但天然次生林非屬於友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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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撫育方式，故不在獎勵範圍。 

（二）計畫執行面 

歷年來涉及山坡地造林之計畫分別為「全民造林運動計畫（1996~2004年）」、

「綠色造林計畫（2009~2012 年）」、「植樹造林計畫（2013~2016年）」、「森林永續

經營產業振興計畫（2017~2020）」。依照森林法第 48條內容，由主管機關免費供應

苗木、發給獎勵金、長期低利貸款或其他方式與以輔導獎勵，獎勵金內容為造林作

業之成本給付，且以定額給付方式，讓民眾可一次申請即可受補助至造林期滿，但

各地造林成本不一，無因地因時調整。隨著獎勵金之提高雖有提升民眾造林意願，

但以通案的單一成本給付獎勵內容，未能進一步依施政方針細分，引導林業發展，

提升造林品質與有計畫性的國產木材生產。 

造林樹種雖有公告清單、功能區分，但因開放民眾自由選擇，未能因各地方土

地特性或發展分區規劃種植適合樹種。推動成效較高之土地主要為國有地、台糖地、

邊際土地與閒置土地等，私有農（林）地因涉及農民收益偏低，造林意願偏低，集

團造林面積不易達成，且國內林地經營面積小，難以產生經濟規模，政府需強化輔

導（原住民保留地）公私有地林農，適合林木生產區成立林業合作社（羅紹麟，林

喻東，1993、羅凱安等人，2011、邱祈榮，2012、李桃生 2013）。 

獎造辦法之獎勵金返還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之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

行政處分…. 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獎勵造林人履行行

政處分之準負擔事項，即符合造林條件。領取獎勵金屬於持續性 20年之行政給付，

非每年逐筆審核獎勵金給付之行政處分。除了核發獎勵金受益之餘，尚有造林義務

負擔或干預行政性質，若違反義務時，獎勵造林人應返還已領取之獎勵造林金。地

方政府承辦造林業務，時有造林者提出獎勵金返還爭議訴訟案件，且行政機關山坡

地區檢測作業辛苦，造成地方執行單位執行業務壓力大、人力流動率高，不利地方

林業輔導人才累積與政策推動。 

（三）計畫成效面 

自 1996 年至 2005 年全民造林運動期間所完成新植造林面積總計共 38,899 公

頃。獎勵輔導造林計畫自 2008年起公告辦法開始執行，截至目前為止，已推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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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新植面積為 4,181公頃、撫育面積 3,982公頃。整理 1996年至今造林新植面積，

有逐年減少趨勢，撫育面積自 2005年開始逐年下滑，現撫育面積約 2.2萬公頃（圖

2.2）。 

 

圖 2.2 1996年至 2018年獎勵輔導造林面積變化 

全民造林計畫執行原預定完成 50,060公頃，實際完成 38,899公頃，達成預期

造林面積 77%。獎勵輔導造林計畫推動面積至今，獎勵金額雖已由全民造林計畫

53萬元提高到獎勵造林計畫的 60萬元，但與全民造林時期相比仍減少許多，且逐

年下滑，顯見提高獎勵金非主要影響因素。造林政策推動成效不如全民造林計畫。

經瞭解，可能原因如下： 

1. 造林完成後，受 20年限無法砍伐，土地彈性利用受限，長期利不及費，且中

途退出需返還獎勵金。 

2. 造林面積破碎，難以整合作法正林經營。 

3. 全民造林適用全國土地，獎勵造林僅限山坡地林業、農牧用地，推動範圍較

小。 

從獎造計畫細分林管處、實驗試驗林與縣市政府新植造林面積狀況，皆以地方

縣市政府受理執行新植造林面積較多，以 2011年為例，縣市政府約為林管處受理

面積的九倍以上，顯見地方縣市政府係為推廣造林的首要重點（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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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010年至 2018年獎勵輔導造林計畫各機關受理造林面積變化 

自 2015 年起造林獎勵金預算數（林務發展與造林基金）逐年遞減 1.25%（圖

2.4、圖 2.5），依現行造林預算推估經費，約 5億元/年獎勵金經費可運用（含獎勵

造林 1.7億元、全民造林 3.3億元）。若舊制並未轉換到新制，則造林新植獎勵金最

多可運用經費預算僅 4,800萬元/年。 

 

圖 2.4林務發展與造林基金支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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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獎勵輔導造林獎勵金與預算額 

（四）產業實務面 

為維護國土保安、發揮森林之經濟及公益效用，政府公告獎造辦法，現行檢測

標準為「成活率 70%」，無法確保造林木的形與質，進而營造健康森林環境與提升

國產材品質。 

此外，自 2008年後「獎勵造林實施要點」轉換成「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獎勵

金雖有提高到 60 萬元/公頃，但現行工資已調漲，不符目前造林成本需求。依據

2014 年 1 月 16 日林務局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一般造林地區造林育苗功程

表」（林造字第 1031740006號），前 6年每公頃造林費用標準，需投入成本約為 187

工與竹支架 15,000元（表 2.1）。 

經深度訪談專家及造林者瞭解目前造林成本與管理、撫育等費用，現行造林人

力費用標準約 1,800~2,500元/工計。換算成 20年造林費用，合理造林成本為 70~97

萬元/公頃 （第 1 年 16.2~22 萬元、第 2~6 年 3.7~5.2 萬元、第 7~20 年 3.5~4.8 萬

元）。審視現行 20 年獎勵標準為 60 萬元 （第 1 年 12 萬元、第 2~6 年每年 4 萬

元、第 7~20年每年 2萬元），建議 6年的造林合理成本約 40萬元、20年成本約 80

萬元。現行 20 年獎勵標準略低於造林費用標準，部分樹種期滿 20 年後未能達到

商品規格，產品銷售問題浮現，加上目前木材價格不高、林農勞動力年齡高，投入

大量造林成本但投資報酬率低（羅紹麟，林喻東，1993），建議可酌修調整造林獎

勵金的額度並定期檢討實施成果（林國慶等人，2004），適時適度提高造林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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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擴大造林面積。 

我國私有林地雖零星分散，但若能整合各個造林者土地，以共同經營方式擴大

規模，由合作社單一窗口方便與外界木材加工業等後端工廠聯繫、溝通（邱祈榮，

2012），由政府或專業團隊輔導造林者研提森林經營計畫書，導入計畫性營林，鼓

勵獎勵造林人落實營林管理，增加經營造林之技術以及木材產品價值，提升林農收

入與造林意願。另簡化行政機關的檢測作業程序，減緩地方執行單位人員流動率高，

檢測人力不足的問題。 

表 2.1 一般造林地區造林育苗功程表 

單位：千元/公頃、人工 

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20

年 第 1年 

合計 

1~6

年 

合計 

20 年 

總計 

項目 整地 新植 
刈

草 

背苗

工 

竹支

架 

補

植 

刈

草 

除蘗 

除蔓 
補植 刈草 

除蘗 

除蔓 

刈草 

除蔓 

刈草 

除蔓 

刈草 

除蔓 

刈草 

除蔓 

工數 30 11.5 32 7.5 
15 

（千元） 
1 32 4 1 24 4 24 8 8 

14 

（每年） 
97 187 383 

費用 

（2,500

元/工） 

75 28.75 80 18.75 15 2.5 80 10 2.5 60 10 60 20 20 
3.5 

（每年） 
220 482.5 972.5 

費用 

（2,000

元/工） 

60 23 64 15 15 2 64 8 2 48 8 48 16 16 
28 

（每年） 
179 389 766 

費用 

（1,800

元/工） 

54 20.7 57.6 13.5 15 1.8 57.6 7.2 1.8 43.2 7.2 43.2 14.4 14.4 
25.2 

（每年） 
162.6 351.6 704.4 

資料來源：林務局「一般造林地區造林育苗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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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來林業政策方向與具體目標 

本節依工作項目一收集國內現階段造林獎勵及補助政策內容，分析未來林業

施政方向與目標。近年我國造林政策以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為經營準則，以厚植森

林資源減緩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並發揮森林對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增加森林

碳吸存量、減輕天然災害、促進自然環境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以及社會經濟的發

展等多重目標，多層面推動高山保育、山坡地復育及平地與海岸造林。為推動「永

續林業•生態臺灣」之施政願景，林務局召開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焦點座談「林業

及自然保育議題」，邀集各方參與匯聚議題。我國林業施政重點如下： 

一、林業施政重點 

依據農委會 2017~2020年農業施政綱要規劃，有關林業施政重點包括： 

1.健全森林資源管理，保護天然林，推動森林長期監測體系。 

2.推動植樹造林，厚植森林資源，發揮森林碳吸存效益。 

3.合理疏伐人工林，提升木材自給率及非木質產品之利用。 

4.推廣森林生態旅遊及自然教育，打造生態經濟。 

5.深化里山倡議，完善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維護生物多樣性。 

林務局依據施政綱要，推動永續林業推動策略，如表 2.2所示。其中，較為關

鍵的是，除了要在 2020 年前完成推動新植造林面積 1,650 公頃外，也要提振林業

生產動能，提升我國木材自給率，定調 2016年為國產材元年。其中長程推動則是

以中長程計畫「公私有林經營及林產發展（2017~2020 年）」推動平地、山坡地造

林及公有閒置空地造林綠美化，並針對已核准撫育獎勵造林地 40,377 公頃持續輔

導至獎勵期限屆滿（表 2.3）。為加強公、私有林經營管理，整合公私部門資源，營

造健康優質森林，以永續經營理念，發揮林產物生產、國土保安、生態環境保育及

生物多樣性等功能，輔導森林經營者，依據不同土地使用類別容許項目，進行林、

農、牧與遊憩等多元經營，以達成兼顧森林環境保育、林業經濟發展等多方效益，

林務局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告實施「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導入計

畫營林機制，補助公私有林業機具、森林驗證等事項，以及森林經營行政事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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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林業合作社來加強公、私有林經營管理。未來有關森林之經營與撫育作業，將

由上述相關計畫與辦法統籌辦理。 

此外，考量國土保安之長遠利益，禁止開發、保育為主之林地範圍，將由國有

林租地補償收回政策，解決現林業經營利不及費、租地造林者年邁無意願經營之情

形。此舉對於租地造林者之權益及國土保育具有正面效益，也符合森林法第 5 條

「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宗旨。 

表 2.2現行林業施政策略與目標 

施政策略 政策目標 

1.提升獎勵造林新植面積 
落實 2020 年增加亞太區森林面積 2,000 萬公頃；109

年前完成新植面積 1,650公頃 

2.森林妥善經營，資源永續利用 

提升我國木材自給率 

推動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制度 

人工林經營符合森林認證 

國產材生產規劃與市場開拓 

改善林地違規超限利用 

強化林業經營之生物多樣性 

3.發展國家森林永續旅遊軸帶 生態造林，建構西海岸生態保育軸 

4.架構國土生態綠網，深化里山倡議 

擴大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保育軸保護效應 

編織綠色生態網絡 

實踐臺灣「里山倡議」 

5.其他 
農（林）地農（林）用 

推動農業集團產區 

資料來源：林務局（2017）。  

表 2.3公私有林經營及林產發展計畫執行重點（2017-2020年） 

年 計畫內容 
預定造林面積與 

苗木培育株數 

預算編列 

（千元） 

2017 
1.推動平地、山坡地造林及公有閒置空地、社

區綠美化植樹造林工作  

2.核發林農平地造林撫育獎勵金及短期經濟林

進口林木造林補助，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宣導

及檢測相關業務 

3.輔導公私有林經營與林產產銷，提高國內木

材自給率，促進林產業轉型 

4.加強林木疫病、蟲害防治，確保樹木保護與

樹木健康管理及宣導 

造林面積 450公頃 

培育苗木 370萬株 
758,537 

2018 
造林面積 500公頃 

培育苗木 450萬株 
1,062,300 

2019 
造林面積 550公頃 

培育苗木 430萬株 
1,095,420 

2020 
造林面積 550公頃 

培育苗木 400萬株 
1,199,850 

合計 
造林面積 2,050公頃 

培育苗木 1,650萬株 
4,116,107 

資料來源：林務局「公私有林經營及林產發展」計畫 2017 年度作業計畫書。 

  



貳、獎勵造林政策檢討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未來林業施政方向 

為因應我國在農業整體的內在、外在環境的改變，如全球貿易自由化、農業人

力高齡化、勞動力缺乏等挑戰，順應即將成立農業部的契機，農委會於 107年 9月

7日、8日召開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中心議題，集聚

產、官、學各領域代表，針對農業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分就「永續、安全、前瞻、

幸福」等四大主軸共同集思對策，期調整臺灣農業產業結構及擘劃未來施政發展藍

圖。有關未來林業施政方向及有關獎勵造林政策相關的重點項目如下： 

1.制定農業農村基本法，體現政府重視農業及中長期政策規劃之企圖心與作為，

並涵蓋跨部會權責，擴大綜效，以發揮農業及農村多元功能。另透過國土計

畫法的推動施行，制定鄉村規劃、發展之相關法規，確保生產基地質量與糧

食安全及主權。 

2. 透過法律及財政措施，發揮永續農業的生態服務價值，建立量化指標與補償

機制；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施對象，納入適宜農業生產之非基期年農地

及生態熱點農地，規範都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中之利益回饋機制，促進農業永

續經營。 

3. 明定明確法律條文與制度，提高財政支援，確保農地、林業、漁業資源及農

業水資源的質與量，奠立農業永續基礎，共創全民利益。 

4. 確立永續森林經營模式，促進森林主副產物及綠色經濟發展，回復原住民自

然資源權利，發揮森林生態系服務效益。 

5. 整合國、公、私有林，建立穩定國產材供應系統與需求端資訊交流平臺，加

強新植造林，於 10年內朝木材自給率達 5%之目標，振興林產業發展，善盡

地球公民責任。 

6. 深化里山倡議，活化農漁山村，發揮農業生態保育、文化傳承及生態旅遊價

值。 

7. 完善從農法規調適、整合諮詢輔導體系及相關資源，提供土地取得、技術輔

導、勞動力支援、創業財務協助、市場通路媒合、產品驗證及陪伴支持，以

培育專業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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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應依循上述未來林業政策發展與目標，規劃造林獎勵機制，重點如下： 

1. 藉由國土計畫法之推動施行契機，配合提升國內木材自給率、強化新植造林

之目標，優化造林獎勵金配置，並透過法律及財政措施健全財務預算。 

2. 配合發揮永續農業生態服務價值、強化森林自然資源保育與厚植森林資源之

目標，規劃獎勵人工林永續性使用，顧及森林生態系服務環境回饋效益之經

營撫育。 

3. 配合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施對象之目標，提出獎勵環境林規範入法之規

劃，同時規劃配套措施，修改不合時宜與競合法規。 

本計畫評估提升獎造辦法的政策資源配置，未來之獎勵機制的設定勢必需可

讓民眾在申請造林時，即可依土地區位或屬性，予以引導分流輔導，發揮強化推動

國產材政策與引導林業發展之功能。然相關配套作業如：新舊獎勵制度的轉換、發

展國產材與副產物、林下經濟以及相互競合之林業法規等方面，仍需持續研究改善

與周全。 

2.3 我國對地綠色補助政策 

本節依工作項目一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地補助政策，檢討不同土地資源

特性之獎勵造林政策資源如何配置。自 2002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

必須遵守相關規範及履行入會談判之承諾，已以漸進方式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及減

少補助之方式來遵循其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競爭之原則。依據 WTO烏拉圭回合

農業協定之規範，過去政府管控農作物市場價格的政策都必須重新檢討與調整。 

在市場自由化前提下，政府已無法如過去一般，以支持農產品價格等干預市場

機能的作法來維持農民所得，故得以其他所得直接給付、對地補助或其他名目的

「綠色措施」來取代原有方式，達到類似效果（吳榮杰，2007）。 

依據農業協定規範內容，不需納入削減承諾且可做為直接給付之境內支持（或

放棄的收入，包括實物給付）措施（即綠色措施）之適用項目如表 2.4。 

為因應 WTO 綠色補助原則，2016 年農委會提出「綠色對地環境給付政策」，

除了稻米保價收購外，雙軌施行「對地綠色直接給付」作為貿易自由化下改革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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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選項。由政府設定條件與資格，給付一定金額予「符合特定條件」之農民，引導

農民依據政策目標進行種植活動。其具體行動計畫為「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係以減少進口農產品造成國內農作物銷售損害為前提，利用堆疊式補助模式，提供

農民多項生產性直接給付（圖 2.6）。 

表 2.4 農業協定規定免於削減承諾之綠色補助措施 

類別 說明 

1.區域性協助計畫下之給付 限於不利生產地區的生產者 

2.資源移出計畫項下的結構調整給付 將土地或其他資源，從農業市場上移出 

3.投資協助之結構調整給付 在協助財務結構或經營環境不佳的生產者，及推動農

地私有化 

4.環境計畫下之給付 政府的環境或保育計畫（原獎勵造林制度項目） 

5.一般性服務 
研究、病蟲害防治、訓練服務、推廣與諮詢、檢驗服務、

行銷與促銷、基礎建設 

6.糧食安全計畫之安全目的公共儲糧 安全儲糧庫存量的預設目標 

7.國內糧食援助急需之支出 直接糧食援助方式提供國內人口急需糧食 

8.生產者直接給付勿需納入削減承諾

之支持生產者措施 
不需納入削減承諾的支持生產者之直接給付措施 

9.分離所得支持 

此類給付額不應影響基期後續年度的生產數量或種

類，同時也不得與國內或國際價格、生產因素使用量有

關，以及該給付不得涉及任何生產 

10.所得保險及所得安全計畫之政府

財政支出 

所得損失的計算，則不得超過過去 3 年或前 5 年，最

高補償給付額度為該年所得損失的 70% 

11.自然災害救濟給付 
同一年度的自然災害救濟給付總額，不應超過生產者

總損失的 100% 

12.生產者退休計畫提供之結構調整

給付 

必須能促使生產上市農產品的農民，全面且永久性的

退休或轉業至非農業部門 

資料來源：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值得注意的是，對地綠色補助計畫與獎造辦法的位階層級不同，對地綠色環境

給付係屬於短期計畫型補助；獎造辦法屬於法規命令，長期性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以齊頭式與定額的方式給予造林者 20年為期的持續性給付。倘造林人中途退出或

停止造林，將認定為違反接受獎勵金應負之義務，應返還以領取之造林獎勵金。然

而，對地綠色補助給付與獎造辦法的機制不同。係採分年、分次申請制。即使是長

期作物，需由農民逐年申請，並依申請內容以及已發生之事實逐一審查、現勘。符

合補助審查標準者，即核發補助金，例如平地造林的直接給付。因經營主體為農民，

既使中途因任何因素導致經營（如造林）失敗、或中途停止，由農民自行負擔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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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無須繳回政府過去已提供之耕作補助或直接給付。 

 

圖 2.6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與 WTO綠色補助原則 

資料來源：農糧署、本研究整理。 

2.4 造林土地區位規劃 

本節依工作項目一參考國土地計畫法之國土功能分區，檢討不同土地資源特

性之獎勵造林政策資源如何配置。為配合振興國產材政策以及實踐台灣里山倡議

精神，建議獎造辦法第 4 條規定，宜維持山坡地範圍內之林業用地及農牧用地為

獎勵輔導對象。參考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分區管理原則與獎造辦法依森林法獎勵

私人造林之宗旨，本研究進一步研析適用範圍土地之條件屬性，釐清分流引導不同

造林模式之土地條件以及修法後可能的優先輔導對象。 

一、全臺山坡地面積 

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統計資料至 2016 年 9 月為止，山坡地土地面積約為

263萬公頃，約佔台灣土地總面積 73%。 

二、山坡地範圍森林面積 

依據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與相關圖資、資料，全台山坡地範圍內森林面積

共計約 199萬公頃，國有林約 184.6萬公頃（佔 92.8%），公有林約 0.7萬公頃（佔

0.3%）以及私有林約 13.6萬公頃（佔 6.9%）。 

三、適用獎造之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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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獎造辦法第 4條之規定1，經分析篩選適用獎勵造林的土地範圍約 58.3萬公

頃（圖 2.6），其中林業用地約 24.8萬公頃（國有林續約放租地約 10.5萬公頃、公

私有林約 14.3 萬公頃）、農牧用地約 33.5 萬公頃（農糧使用約 11.7 萬公頃、林業

使用約 18.4萬公頃、其他使用類型約 3.4萬公頃）（圖 2.7）。 

其中，國有續約租地依據「國有林出租造地補償收回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

符合（1）土石流潛勢地區；（2）水庫集水區；（3）河川區兩側；（4）生態保護區；

（5）保安林；（6）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森林法第十條規定限制採伐地區等條件之國

有林租地應優先辦理補償收回，面積約 4.1萬公頃。 

四、全國國土計畫之造林土地區位 

行政院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核定公告全國國土計畫，預定二年內公告實施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明定國土功能分區。未來林業的發展需符合全國國土計

畫之發展策略與土地功能分區使用原則。在林業發展策略部分，即明訂：在維持森

林永續性經營及不影響水土保持之前提下，應確實盤點木材生產供應潛在區域之

人工林資源狀況，進行適度之疏伐撫育及處分作業，生產國產材，以提升國內木材

自給率，同時合理並多元利用森林資源，振興山村經濟，活絡林產業。 

土地功能分區部分，則區分為「農業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地區」、「城鄉發展

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四類（表 2.5），各類中再區分若干等級，等級愈高者愈

不能變更使用目的作其他利用。其中適合造林之土地可能分布範圍，可能位於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及第四類土地；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土地；以及

城鄉發展地區之第一類土地。 

復全國國土計畫依循全國區域計畫編訂之「環境敏感地區」，按土地資源特性

區分為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類。其中，中央主管機關（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負責的範圍項目有：特定水土保持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

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森林（國有林事業區等）、水產動植

物繁殖保育區。各類型環境敏感區除需符合國土功能分區之管制規定外，並應符合

                                                      
1 1.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林業用地；2.原住民保留地使用編定為林業用地之土地；3.非都市計

畫區之農牧用地；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實施造林必要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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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凡位於國土保育區內之農牧用地，需配合土地分區結

果降低其使用限度。惟面積夠大且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者，以不影響該土地、環境

生態為前提，可進行開發使用行為。 

綜合上述，在森林永續性經營及不影響水土保持之前提下，盤點經濟營林與限

制營林區（環境敏感）的範圍（表 2.6），分流引導林農造林。參考國土計畫法分區

管理原則，劃出國有林混植林木租地、優先作農糧使用之優良農地，以及其他使用

之農牧用地等潛在輔導土地條件範圍後，依國土計畫法第一類環境敏感區位條件

作為限制營林區，面積大約 5.3萬公頃，其中含國有林續約租地約 4.1萬公頃。另

涵蓋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國公有林地之生產性人工林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適合做經濟營林土地區位約 35.9 萬公頃。然而，在國土計畫法的架構之下，

各縣市如何配合進行調整、以及實際上適合作經濟營林區位土地之劃設，仍有待確

認。 

表 2.5 全國國土計畫之造林土地區位規劃 

土地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

育地區 

第一類 

位處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下列條件之陸

域地區：（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地區。（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物棲

息環境。（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4）水庫蓄水範圍。（5）避

免有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所應劃定之地區。（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

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7）保護與復育海

岸資源劃定之地區。（8）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第二類 

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

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2）高山丘陵…重力

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災害之地區。（3）河川野溪周邊。（4）土地可利用限度

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5） 水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第三類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第四類 
（1）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2）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

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農業發

展地區 
第三類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生產森

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1）供農業使用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2）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林地 

城鄉發

展地區 
第一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法（107.04 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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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第一類環境敏感區相關法令和主管機關及其作業基金 

分

類 
項目 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

關 
可運用作業基金 

災

害

敏

感 

1.特定水土保持區 水土保持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2.河川區域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經濟部 水資源作業基金 

3.洪氾區一級管制區級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

法、排水管理辦法、淡

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 

經濟部 水資源作業基金 

4.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

法、排水管理辦法 
經濟部 水資源作業基金 

生

態

敏

感 

5.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

觀區、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 

6.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7.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8.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9.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

法（森林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10.沿海自然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行政院核

定之「臺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 

內政部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1.古蹟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 

12.遺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 

13.重要聚落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 

14.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

存區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1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之地區 

飲用水管理條例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基金 

16.水庫集水區（供家用

或公共給水） 
區域計畫法 

經濟部查

認，內政部

公告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7.水庫蓄水範圍 
水利法、水庫蓄水範圍

使用管理辦法 
經濟部 水資源作業基金 

18-1.森林（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森林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_林務發展與造林

基金  

18-2.森林（區域計畫劃

定之森林區） 
區域計畫法 內政部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8-3.森林（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

等森林地區） 

森林法 
教育部、農

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_林務發展與造林

基金  

19.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

圍 
溫泉法 經濟部 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20.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漁業法 農業委員會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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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

關 
可運用作業基金 

區 _漁業發展基金 

資料來源：全國國土計畫、本研究整理。 

五、森林法範圍之造林土地區位 

為配合未來林業施政方針，土地區位作合理利用，考量獎造辦法係依據森林法

規範所制定，其森林經營方式可歸納成：（1）森林法第 10條之主管機關限制採伐

區域、第 17-1 條自然保護區，需作長期防災保安之林業經營或自然資源保護為主

區域之管理經營方式；（2）其他非前項所限制，符合森林法第三章森林經營及利用

之法條規範，適用於森林資源開發之土地區位以生產為目標之經營方式。後續國土

計畫法造林土地分區分級之劃分，土地使用尚有不確定性。故本研究分析適用造林

範圍，依森林法所規範之限制伐採區域以及森林生產經營，區分造林土地區位有限

制營林區與經濟營林區適用範圍（圖 2.8、表 2.7），詳細說明如下：  

1.限制營林區 

參考森林法第 10條與第 17-1條森林限制採伐區之定義概念，主要為：（1）森

林位於水庫集水區、溪流水源地帶、河岸沖蝕地帶、海岸衝風地帶或沙丘區域者，

係以保安林為主，其大多分布在集水區與海岸地區；（2）森林位於自然保護區內，

具生態保育價值、地景林型代表性、特殊天然湖泊溪流等區域、保育類或珍稀動植

物生育地等條件。其次範圍考量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尚有土石

流潛勢區、崩塌地、裸露地，待申請時依個案認定。 

• 林業用地約 2.7 萬公頃：國有林續約租地 1.2 萬公頃、公私有林 0.4 萬公

頃。國有林續約租地混植林木約 1.1萬公頃為潛在輔導對象。 

• 農牧用地約 0.7萬公頃：林業使用約 0.6萬公頃；農糧、其他使用約 0.1萬

公頃為潛在輔導對象。 

2.經濟營林區 

主要為非限制營林區內之山坡地生產性人工林、宜農牧用地、宜林地。 

（1）林業用地約 22.1 萬公頃：國有林續約租地 6.9 萬公頃、公私有林 13.9 萬

公頃。國有林續約租地混植林木約 1.3萬公頃為潛在輔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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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牧用地約 32.8萬公頃：林業使用約 17.7萬公頃；農糧、其他使用約 15.1

萬公頃為潛在輔導對象。 

表 2.7 獎造依土地屬性與所有權屬區分適用範圍 

單位：萬公頃 

分流 

屬性 
經濟營林區 

小 

計 

限制營林區 

小 

計 

土地 

屬性 
林業用地 

農牧 

用地 
林業用地 

農牧 

用地 

所有權 國有 公有 
私 

有 
- 國有 公有 私有 - 

一般 

對象 
6.9 0.6 13.3 17.7 38.5 1.2 0.1 0.3 0.6 2.2 

潛在 

對象 
1.3 - - 15.1 16.4 1.1 - - 0.1 1.2 

小計 8.2 13.9 32.8  2.3 0.4 0.7  

總計 54.9  3.4  

說明：國有林潛在對象為混植林木續約租地。農牧用地潛在對象為農糧、其他使用用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上述整理之限制營林區與經濟營林區之土地區位，建議環境林造林樹種係

參考保安林施業方法之水源涵養保安林、土砂捍止保安林及自然保育保安林建議

樹種，應選擇深根性，根多、擴展範圍廣，常綠、枝葉密、樹冠大之樹種為主，落

葉樹種為輔。經濟林係參考國產材台灣木材網公告之需求，提供給造林者依其需求

作為參考（表 2.8）。另短期經濟林樹種係參考契作短期經濟林作業規範，建議樹種

為相思樹、杜英、楓香、油桐、桉樹。 

表 2.8 造林建議樹種 

營林型態 針葉 闊葉 

環境林 

紅檜、扁柏、台灣杉、巒大杉、肖楠、馬

尾松、杉木、南洋杉、台灣五葉松、台灣

二葉松、華山松、羅漢松、蘭嶼羅漢松 

烏心石、台灣櫸、櫧櫟類、樟樹、楠木、

茄冬、楠木類、光臘樹、相思樹、楓香、

槭樹、大葉（小葉）桃花心木、木麻黃、

白千層、水黃皮、苦楝、黃槿、鐵刀木、

黃連木 

經濟林 
紅檜、扁柏、紅豆杉、台灣杉、肖楠、杉

木 

牛樟、烏心石、櫸木、印度紫檀、桃花心

木、櫧櫟類、樟樹、楠木類、相思樹、杜

英、楓香、鐵刀木 

資料來源：臺灣木材網 http://www.taiwanwood.org.tw/zh_tw/about、保安林施業方法。 

http://www.taiwanwood.org.tw/zh_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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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短期內可輔導對象 

經評估未來推動造林首重之範圍，短期內除了積極分流輔導已參加獎造之造

林者能持續參與造林，同時顧及限制營林區內妥善撫育、經營人工林的造林者，分

析區位面積如下。 

1. 歷年參與造林土地面積共約 4.2 萬公頃，全民造林土地約有 3.8 萬公頃，參

與獎造計畫之土地約 0.4 萬公頃。輔導型態有兩類：（1）2015 年至 2017 年

全民造林已期滿之土地約 1.7 萬公頃，應持續輔導參與造林；（2）尚未參與

獎造之林農應持續積極輔導之，對於已參加獎造之林農須輔導作新舊制度的

轉換銜接，期能無縫接軌。 

2. 考量未來政府政策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限制營林區需作排定優先輔導造林順

序，建議需作長期防災保安之林業經營或自然資源保護為主之區域優先處理，

依序為（1）以保安林為主，其大多分布在集水區之水源涵養保安林；以及（2）

自然保護區，保護生態、地景與珍稀動植物之生育地。詳細限制營林區輔導

範圍如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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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限制營林區優先輔導範圍 

單位：萬公頃 

土地屬性 林業用地 農牧用地 
小計 

所有權屬 國有 公有 私有 - 

1.水源涵養保安林 0.90 0.06 0.05 0.08 1.09 

2.水源涵養保安林、土砂捍止保安

林、自然保護區 
1.16 0.12 0.22 0.55 2.05 

3.全部限制營林區 1.22 0.14 0.25 0.57 2.18 

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獎勵造林說明：森林係臺灣主要命脈，森林法為臺灣森林保育重要法規之一。在森林法第五

條即明確提到「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森林法第四章亦明確規定國有林、公有

林及私有林若有必要，應由主管機關編為保安林，保安林不論所有權屬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由此可見我國的森

林經營是以永續森林經營管理方式進行，以國土保安為前提，發揮森林的公益性，再者為經濟利益等其他功能。

考量環境林之獎勵造林範圍以國土保安、保水固土的觀念為前提，建議應優先獎勵大多位於重要水庫上游集水區

範圍，具涵養、保護水源與水土保持作用之水源涵養保安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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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分析獎勵輔導造林適用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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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分析獎勵造林分流與潛在輔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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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產業發展需求 

本節依工作項目三瞭解國內產業發展需求，進行我國造林者的深度訪談，提出

造林者對獎勵造林政策之檢討與改進方向。以下就造林者訪談及蒐集造林者對於

獎造辦法之意見和修正課題作說明。綜整不同意見和建議後，提出獎造辦法之獎勵

機制面與配套措施面兩個修正面向說明。 

一、造林者訪談 

為了瞭解造林業界對於與獎造辦法，本研究於 2018年 5月至 6月對全台各地

造林者共 20位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廣納不同土地屬性型態、造林者身分（附

錄 2.11），如企業團體、個人私有林、個人國有林租地，區分不同造林目的類別（生

態、木材生產造林）、造林有功人士、原住民保留地等樣態，將各受理機關提供之

造林者清單依身分、土地屬性、區域分層取樣，另外亦併入林務局推薦名單與造林

有功人士。整合不同造林人的意見，歸納下列重要課題作為後續獎勵造林辦法修正

參考。 

二、獎勵造林辦法課題 

經本研究整理各造林人意見，主要認為獎造辦法修正課題之重點有獎勵年限、

獎勵金額、計畫性營林、檢測與退場標準，以及其他參考建議如苗木供應與長期撫

育。各項課題說明如下。 

（一）獎勵年限 

經過訪談有 75%的造林人均認為現有獎勵造林年限過為僵化，需要有調整，

有 30%的造林人贊成應視條件調整獎勵年限，而有 35%的人認為應該縮短年限。

而所有人均認同造林六年後即可成林，並應分前六年與第七年後分別輔導。 

（二）獎勵金額 

所有的造林人均認為獎勵金額需要提高，主因為工資上漲，經調查發現平均工

資為 2,130 元（眾數為 2,000 元）；而 55%造林人認為應以組合型方案區分不同的

造林目標給予獎勵。有 90%的造林者皆認為需要有長期的環境補償獎勵。 

（三）計畫性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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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森林經營計畫書有 45%的受訪者同意檢附計畫書，25%的無意見，但亦有

30%的造林者反對，主要因素為過為複雜而反對。 

對於經營規劃有 90%的造林者認為主管機關應就不同屬性及經營方式建議森

林經營方式，大部分（95%）的人認為目前無可學習經營典範，並認為主管機關應

公告撫育管理方式，以輔導林農經營。 

（四）檢測與退場標準 

有 50%的造林人認為第七年後檢測密度標準應下降，30%的造林人認為標準

需更有彈性。 

退場機制部分 75%造林人無意見，顯示造林人對返還獎勵金並無太大的反彈，

而其他 25%的受訪者認為應分階段性的退場返還獎勵金。 

（五）其他參考建議 

1.苗木供應 

有 55%的林農認為林務局在培育苗木時並無規劃，導致有 35%的林農出現供

應量不足且有 30%無法取得所需要的樹種，而改變經營目標，領取到苗木的有 40%

出現品質不良的狀況，因此有 45%的林農認為需要建立區域的苗木中心來改善此

狀況。 

2.長期撫育 

60%造林人認為經營森林需要有長期的撫育措施，而 30%的造林人希望能有

疏伐撫育的輔導項目，也需要有環境補償獎勵。 

三、整合意見與建議 

綜整造林人的訪談，可以發現造林人不管對於檢測標準、獎勵年限、撫育輔導

方式與退場追回機制，在第七年後意見分歧且需求差異性大，但所有造林人均同意

分成新植前六年與第七年後兩階段輔導，因此依造林人的需求，為提高造林土地使

用彈性及提升民眾造林意願，建議獎造辦法修正面向分別有獎勵機制面與配套措

施面。各面向對應條文與說明如下。 

（一） 獎勵機制 

建議修正獎勵造林辦法條文如下: 



107 年「提升獎勵造林政策資源配置之調整評估」計畫成果報告書 

32 

1.第 6條-申請流程與文件 

將獎勵造林年限縮短為六年，在造林人申請獎勵輔導造林時導入森林經營計

畫內容，針對不同造林屬性分流，於第七年後搭配各項林業經營配套計畫進行輔導。 

2.第 8條-獎勵金額度 

為了促進林業發展與永續經營、降低造林者造林作業成本負擔，並提高造林經

濟誘因，遂配合物價及工資，檢討合理造林作業成本為 40萬元/公頃，因考量生產

產業補助而設定造林成本比例的補助，並且為了獎勵造林人積極執行造林計畫，遂

訂完成造林時林木達一定標準可領取成林獎勵。 

此外促進林業發展與永續經營、反映不同土地之必要造林目的，促進本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及全國國土計畫規劃之限制營林地區長期造林，落實「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政策，爰針對限制營林區申請案件之既有森林或造林完成後，確實撫育事實者，

得每年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3.第 9條-檢測標準 

第七年成林後之輔導事宜，由中央主管機關配合造林施政計畫執行之，因此造

林第七年後檢測標準為合適造林者之各計畫訂之，並於明訂新植造林前六年抽測

標準，增加造林報告單，降低受理機關與造林者行政流程的負擔。 

4.第 12條-獎勵金返還機制 

考量獎勵金之發放係為獎勵受獎勵人前一年度之造林成果，故修正第二項規

定，刪除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 

（二）配套措施 

經訪談多位學者及林農後，本研究建議應參考國外作為，應由地方主管機關配

合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作業，研提區域性之森林經營（林業發展）計畫，於未來地方

林業發展之推動面、經費面提供地方性的政策資源協助。例如：區域型林業發展重

點、輔導與推廣、獎勵項目設定與加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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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國外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學習借鏡重點 

本節依工作項目二分析國外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

措施之政策方向、特色及標準訂定。世界各國的地理環境與森林覆蓋率都不一樣，

因此林業政策的制定與施行也不盡相同。本計畫選取森林覆蓋率達 67%的日本、

擁有世界上最大林業研究組織的美國，歐洲地區選擇林木蓄積量且木材產品出口

量最高的德國與歐洲森林比例最高的芬蘭作為研究對象，並蒐集日、美、德、芬蘭

四國環境稅之相關資料，以及歐洲林木蓄積量且木材產品出口量最高的德國作為

研究對象，並蒐集日、美、德三國環境稅之相關資料，作為本研究研析造林與林業

獎勵輔導政策相關措施之參考。 

綜整而言，日本近年之林業政策主要在改善木材產業經營效率，提升國家木材

自給率（附錄 2.4）。美國之林業政策主要是休耕保育，造林以回復平地之生態效益

為目標（附錄 2.5）。德國的林業政策則採用近自然林業管理模式，維持森林產業經

營效率同時，也提升森林之生態保育及水土保持功能（附錄 2.6）。芬蘭近年林業政

策主要是增加經營彈性、開發林產物利用價值與區域整合（附錄 2.7）。附錄 2.8彙

整我國與上述四個國家之林業政策獎勵制度及補助措施。若我國未來之林業政策

要朝向擴大造林面積、發展森林產業、提升木材自給率等方向發展，可以學習日本、

芬蘭及德國的補助制度方向臚列如下： 

1. 在日本、德國或美國對於完成經營計畫或成林均有完成之獎勵，此獎勵無論

在鼓勵造林人積極造林或維持良好林相上有極大作用。 

2. 鼓勵林地主或經營者提出森林經營計畫。造林階段提供基本的造林補助，成

林後配合個案補助各別造林工作項目之成本需求，增加林地利用的彈性與多

元性。 

3. 補助森林產業道路及其他林業相關基礎設施，提升木材產業經營效率。 

4. 發展林業中介組織，促進其專業化及企業化，使林農不僅在林業經營規劃上

有專業輔導，監測檢核也可配合政府部門進行查核，也讓木材銷售規模化以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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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國林業有關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護的部分，可學習美國及德國的給與環

境獎勵，引導民眾維護原生天然林環境與健康。經濟林的部分參考日本及美

國的概念，對不同土地屬性進行分流，分項給予補助或獎勵。 

6. 學習德國近自然林業管理概念。造林導向異林齡、多層次之混淆林，在增加

森林環境之生物多樣性之外，也提升水土保持之功能。同時，縮短獎勵年限

並定期檢核，以管控造林之生態效益維持。 

7. 日本、德國與芬蘭均為針對造林作業行為進行補助，因此以補助作業成本概

念在發給補助金後，並不會有返還補助金機制，相對而言造林人在當年度的

經營行為必須有一定的檢核機制。詳細內容可見表 2.11 

表 2.10我國與日本、美國、德國、芬蘭林業政策之比較 
 

日本 美國 德國 芬蘭 我國 

主 要 政

策目標 
國產木材自給率提

升 

休耕保育及生態

服務支付體系 

近自然林業管理模

式 

提升林業效率 森林永續

經營、 

產業振興 

獎 勵 制

度 

主 要 依

循法源 

1.森林環境保全整

備事業實施要領；2.

森林整備地域活動

支援交付金實施要

領 

休 耕 保 育 計 畫

（CRP） 

「改善農業結構與

沿海保護」共同任務

計畫（GAK） 

1. 區域林業發展補

助 

2. 永續林業補助法

案 

獎勵輔導

造林辦法 

獎 勵 政

策財源 

1.國家政府、都道府

縣公務預算 

2.森林環境稅 （補

充財源） 

聯邦政府公務預

算 

1.聯邦政府 60%、各

邦政府 40% 

2.歐盟歐洲農村發

展基金（補助） 

1.林業融資法中的林

業公共資金 

2.林業稅 

3.立地生產力稅制 

林務發展

及造林基

金 

獎勵項目 

造 林 作

業成本 

1.整地、刈草 

2.造林 

3.各階段疏伐 

4.森林作業道等基

礎設施* 

1.造林成本 1.初次造林 

2.林道建設 

3.木材儲存場等林

業技術設施 

1.苗木供給 

2.造林 

3.林道建設 

4.土壤改良 

5.機具補助 

1. 造林獎

勵金 

2. 免費種

苗供應 

造 林 新

植 獎 勵

比例 

無經營計畫約 40% 

有 經 營 計 畫 約

60~68% 

依各州與計畫目

的 不 同 補 助

40~90% 

初次造林補助 85% 

再次造林 60~80% 

依申請經營計畫全額

補助 

全額補助 

成 林 獎

勵標準 

完成經營計畫獎

勵，獲取定額獎勵 

契約結束後依森

林效益補助 

樹高達 12 公尺可用

材，獲取定額獎勵 

無 無 

結構性 

調整 

1.森林經營計劃書

完成獎勵 

2.實施集約化疏伐

之森林 

3.森林邊界調查 

無 林業合作社： 

1.森林管理計畫 

2.會費 

3.木材銷售 

4.人才訓練等專業

化補助 

1.經營計畫審核獎勵 

2.增加產業利用效率

3.整合運輸產業 

4.推動森林認證制度

5.鼓勵林場經濟合作

組織 

無 

環 境 服

務獎勵 

依申請項目定額補

助 

不同計畫與目標

補助標準 50~85%

針對環境惡劣林分： 

定額每項補助每公

依申請計畫項目最高

40萬歐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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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美國 德國 芬蘭 我國 

成本補助 頃 20~40歐元  

獎勵機制 

森 林 經

營計劃 

有 有 有 有 無 

獎 勵 標

準 

依林業計劃項目發

給，比例或定額補

助由各都道府縣訂

立 

租金率分數換算，

由方案內訂立標

準 

1.各邦訂立標準單

價 （比例） 

2. GAK計畫全國統

一金額 （定額） 

依林業計劃項目發

給，作業項目最高 20

萬歐元，生態項目最

高 40萬歐元，標準由

各省分訂立 

定額補助 

年限 無 10-15 年 無 生態項目 10 年 20年 

檢 核 機

制 

地方振興局委託森

林經營主體，配合

審查員制度 

由國家自然資源

保護局（NRCS）或

其他技術提供商

（TSP）進行抽查

（USDA,2008） 

地方政府檢核 地方政府檢核 地方林政

承辦人員 

註：*日本未來之「次世代林業基礎建設補助制度」，亦提供森林作業道等基礎設施之補助，詳細參考附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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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林業環境稅機制評估 

本節依工作項目四收集國際上的環境稅課徵資料，分析本計畫有關議題之配

套措施。國際相關環境稅與日本環境稅制度說明如下。 

一、國際相關環境稅制度 

政府林業經營政策需要許多經費，因此，除公務預算外，其他補充性財源就成

為另一增加經費的重要管道，而「環境稅」（Environmental Tax, or EcoTax）正是作

為林業政策補充性財源的一種措施。有關「環境稅」的認定，可分成廣義定義與狹

義兩種定義，廣義的「環境稅」泛指政府為達到特定環境保護目標，籌集環境保護

資金、強化公民環境保護行為所建立的各類稅種，日本「森林環境稅」就是廣義環

境稅的代表之一；狹義的「環境稅」是指針對特定環境保護目標，以汙染者付費原

則籌集環境保護資金，改善整體環境之各種稅制（EEA, 2016）。2000 年後，歐盟

及各先進國家為了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所開始課徵的「碳稅」，就屬於狹義「環境稅」

的一種。有關碳稅及能源稅之說明可詳見附錄 2.9。各種環境稅案例中，以日本課

徵森林環境稅的案例與林業發展最直接相關。重點說明如下： 

二、日本森林環境稅制度的背景 

日本近年來因山村人口老化、人力不足，加上木材價格持續低落，使得林業營

運越加困難，森林所有權人的經營意願也大幅降低，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工林受到擱

置，而造成森林的公益性逐漸下降。森林公益性下降直接帶來以下兩個層面的影響：

（1）因土壤保全、水源涵養等機能降低，導致更多的山崩、土石流等危害；（2）

森林缺乏經營管理也會使森林整體的固碳能力降低，使其無法達到溫室氣體預期

貢獻（INDC）目標。因此，日本政府近年推行各種有關林業經營的獎勵及補助政

策，以改善林業凋零的問題。由於推行這些政策需要龐大經費，政府原本的公務預

算已無法全部支應，需另籌措相關經費，「森林環境稅」因此產生。 

三、日本地方政府的森林環境稅制度 

地方森林環境稅制度推動之法源依據，主要是來自 1999年國會通過的「地方

分權關係法」，其允許地方政府可以增設固定年限之法定外稅以擴展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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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林業獎勵是由中央補助地方 1~72%不等之經費（鈴木正晃，2009），

地方亦須負擔相當程度的財政壓力。2003 年開始推動的高知縣為第一個課徵森林

環境稅的都道府縣，自課徵後，各地方政府陸續響應。至 2017年為止，共有 37個

都道府縣實施，10 個縣尚未施行。此制度能如此順利推動，一方面是因為政府透

過說明會、研討會、輿論調查等手段，進行廣泛的意見彙集與交流，並得到縣民普

遍的理解與支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稅額較低，不會帶給民眾過多負擔（劉春發，

2007）。 

地方政府森林環境稅運作模式（圖 2.9），每期以 3 至 5 年為一單位，須於當

期結束後進行檢討，並送交調整後的稅制版本至地方議會再行審查。由於森林環境

稅為法定外目的稅，必須專門用作森林相關政策推動，因此每個都道府縣都會為此

設立一個森林環境保全基金，使稅收專款專用（劉春發，2007、日本高知縣，2012）。

此外，多數都道府縣也會成立由公民與專家組成之基金運營委員會，作為監督機關。 

 

圖 2.9日本地方政府森林環境稅運作的模式 
資料來源：日本高知縣（2012）。 

現行森林環境稅的課稅對象分為個人及法人兩類，各縣稅率不一。在個人方面，

每人課徵 300至 500日圓，低收入補助者等不用課徵；在法人部分，大部分是依資

本額分成不同級距，課徵 500-40,000日圓（日本總務省稅務自治局，2017）。森林

環境稅主要用於森林環境保全整備事業，約七成稅收用來補助國營林業經營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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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林所有權人去執行森林經營之各類活動（造林、疏伐、林道維護等），其他三

成則用於各種促進或推廣林業的活動，包括：社區森林教育之推廣、林業人口的就

業補助、木材促進利用等，用以維繫林業文化，並拉近社區及森林間的關係（鈴木

正晃，2009）。 

四、日本 2019年後之全國性森林環境稅制度 

根據 2018年日本稅制修改綱要，森林環境稅將於 2024年（平成 36年）開始

進行全國性徵收，運作模式如圖 2.10。森林環境稅主要由地方上繳中央的「森林環

境稅」，以及由中央撥給地方的「森林環境讓與稅」所組成。前者由市町村向納稅

義務縣民收取固定稅額（1,000日圓/年）後，統一上繳至國家特別帳戶中；後者則

是由國家按私有林面積、林業人口數及人口數，統籌分配特別帳戶內之經費於各都

道府縣及市町村，以執行林業相關的獎勵措施。 

由於兩稅間約有五年的緩衝期，目前規劃在 2019年成立特別帳戶後，先預借

2025 年後之稅收經費，並開始提撥「森林環境讓與稅」給各級地方政府運用。待

2024年正式課徵「森林環境稅」後，預計當年會有 300億日圓總稅收，2025年新

舊制度銜接完成，預估每年總稅收將可達 600億日圓。 

綜上所述，從日本森林環境稅制度規劃與實施過程，可歸納出下列三大重點： 

1. 解決政府林業獎勵金部分經費問題，成功回復林業的發展，並促進林村就業

的穩定，使木材自給率從 2002年的 18.2%提高至 2016年的 31%。 

2. 使日本森林功能性恢復，發揮抑制全球暖化、國土保全、預防災害、水源涵

養等功能。 

3. 在森林環境稅推動過程中，政府透過各種宣傳活動及森林教育推廣等，提高

民眾對於森林環境及林業的關心，促進林村社區意識的形成。 

然而，此一稅制仍有幾個潛在問題。第一、日本約六成屬於私有林，多數林地

主持有土地零散，約有 250萬林地主持有林地面積不到 1公頃，且許多產權不明，

增加日本林業獎勵政策在執行及管理上許多困難。第二、未來的森林環境稅制度為

全國性稅收，部分都市無法享受到森林環境稅所帶來的福利，可能產生區域間不公

平的爭議（日本森林文化協會，2018）。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仍會在正式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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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著日本政府。 

 

圖 2.10日本未來全國性森林環境稅運作的模式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産省林野廳（2018）。 

五、森林環境稅導入評估 

考量現階段我國森林環境稅課徵環境尚未成熟，尚不宜立即納入作為本修正

辦法之獎勵金經費籌措來源。賦稅的形成係由「賦稅主體」與「賦稅客體」所構成，

根據賦稅主體與賦稅客體再決定納稅的義務。賦稅主體關係到賦稅繳納者與賦稅

的歸宿，而賦稅客體關係到賦稅課徵的對象。賦稅方式可再區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

凡繳納者與賦稅歸宿一致時即稱為直接稅，否則即屬於間接。然而，獎勵造林預算

經費主要來源為林務發展與造林基金，隨著該基金預算逐年下降的趨勢來看，大力

推動林業相關施政，未來造林獎勵經費勢必將面臨短缺狀況。 

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依「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規定，基金收入來源有：（1）經營森林遊樂及森林鐵路之收入、（2）水權費提撥之

收入、（3）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收入、（4）違反森林法之罰鍰收入、（5）

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提撥之收入、（6）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7）受贈收入、

（8）本基金之孳息收入、（9）其他有關收入。但第（1）項收入由森林遊樂區專款

專用，獎勵金來原主要仰賴第（3）項之山開回饋金，其餘部分明顯較少。為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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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經費及經評估日本森林環境稅理念，建議可慎重研議其稅制導入之可行性。考

量森林環境永續與經濟相關行為，建議未來環境稅課徵設定可依循下列原則：  

1. 遵循受益者受益費原則：考量各環境敏感區域造林產生之環境效益，針對受

益者收取費用，例如水庫集水區保安林提供乾淨的涵養水源之效益，由供水

系統之受益者在使用乾淨且充足的水源之同時，於水費附加環境稅。 

2. 遵循原因者負擔原則：根據環境危害，造成環境危害者所產生之汙染者，需

要森林提供效益來降低環境危害，根據環境汙染源者予與課稅，以補償環境

工作者負擔之成本。例如：配合國際趨勢及我國全面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同步爭取於相關碳交易平台，針對碳排放主體（汙染者）課徵環境稅。 

環境稅若採取共同負擔原則，須按照受益者受益費原則，由公共部門進行課稅；

採取個別償付原則，須按照原因者負擔原則，由污染者付費。 

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與理念正在臺灣各地逐漸實施，我國在制定「環境基本法」

時，即已納入污染者付費原則。其中第 28 條規定：「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

有，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對污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

環境復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除此之外，第 4 條亦規定：「環境污

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在實務上，「水污染防

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等法規，皆訂有汙染費用徵收條款，

向污染源或業者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回收清潔處理費」、「空氣污染防制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落實污染者付費之精神。以垃圾處理為例，垃圾處

理之費用是附加於各戶之水費中；而臺北市政府於 2000 年 7 月起，實施垃圾費

隨袋徵收政策，也是落實原因者（汙染者）負擔原則的具體措施。 

此外，苗栗縣預計推動綠稅條款，計畫向開發行為涉及綠地減損者徵收綠資源

保護暨發展稅，綠島與澎湖也針對遊客開徵生態稅、環境維護稅，污染者付費的觀

念來自於損毀他人或公共物品須負擔賠償責任，並將環境視為公共財， 

為兼具經濟發展與環境的永續，環境稅的導入需要有完整的相關部門協調與

配套措施，如何透過稅賦機制來抑制環境污染，避免天然資源過度消耗，仍有待後

續研究深入探討，並與相關機關（單位）研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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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際公約與森林環境組織理念於修法作業應注意事項與配套 

本節依工作項目四收集與本專案相關議題之國際公約如WTO、生物多樣性公

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 FSC 認證制度等，分析有關議題之配套措施。為使「獎

勵輔導造林辦法」之修正能符合國際公約之貿易規範，本研究蒐集與獎造辦法相關

國際組織與公約，並且分析國際林業趨勢，針對目前國際趨勢探討與本辦法最相關

的四項國際公約與組織議題，分別為我國呼應整合綠色造林計劃的《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FCCC）、結合里山倡議與原住民議題之《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強調永續整體森林經營的《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與農業補助項目規

範的《農業協定》（WTO），（附錄 2.10）研析各個組織公約之規範內涵，以及我國

獎造辦法修正配套措施等，以求我國在調整造林政策時，能持續接軌國際組織公約

之精神。彙整國際公約、森林環境組織理念與我國修法作業應注意事項對照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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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際公約、森林環境組織理念與我國修法作業配套策略對照 

 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 

農業協定 

（WTO） 

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宗旨 

1.經濟可行 

2.社會公平 

3.環境保護 

1.市場開放 

2.國內補助 

3.出口補助 

1.保育生物多樣性 

2.永續利用其組成分子 

3.合理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1.穩定溫室氣體的濃度 

2.氣候系統適應變化 

3.兼顧糧食生產與經濟發展 

重要協議 NA 農業協定（1994） 

1.生物多樣性公約（1992） 

2.愛知目標（2010） 

3.里山倡議（2010） 

1.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992） 

2.京都議定書（1997） 

3.巴黎協議（2015） 

4.APEC 雪梨宣言（2007） 

目前趨勢

內容 

1.符合法律規定 

2.勞工權益與雇用條件 

3.原住民的權利 

4.社區關係 

5.森林帶來的收益 

6.環境價值和影響 

7.經營計畫 

8.監測與評估 

9.高保護價值 

10.經營活動之實施 

1.「藍色措施」限制產量、面積的生

產計畫下對生產者之直接給付 

2.「綠色措施」指的則是不會扭曲

市場價格的支持措施 

3.「琥珀色措施」指的是會員國為

鼓勵國內生產，介入農業市場價

格的作 

4.《農業協定》要求會員國削減琥

珀色措施 AMS 的 20%。 

5.農村發展政策，共同農業政策的

延續策略及林業上結構性補助 

愛知目標 20 項 

1.提升議事與主流文化 

2.整合價值 

3.改善誘因 

4.永續的消費與生產 

5.減緩棲地流失 

6.永續海洋管理 

7.永續農林水產養殖 

8.減少污染 

9.防治入侵種 

10.減輕生態壓力 

11.增加與改善保護區 

12.防止滅絕 

13.維護基因多樣性 

14.維護生態系與服務 

15.復育生態系 

16.執行名古屋議定書 

17.執行國家策略計畫 

18.尊重傳統知識 

19.分享應用知識 

20.增加資金擴大資源 

1.2020 年六種溫室氣體減碳，年排放量

降至 1990年水準再減 5.2% 

2.「共同執行」、「清潔發展機制」、

及「排放交易」等三種彈性機制 

3.1990 後植林的森林吸收溫室氣體之

功能納入減量計算 

4.APEC 成員 2020 以前增加造林 2 千

萬公頃 

5.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 1990 升溫 2 度

內並建立 5年行動目標 

6.2020 年後不分區域減排 

參與性 林農自主申請 締約國 非締約國 非締約國；參與周邊會議 

國內已有

之配套政

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計畫補助 

1.對地綠色環境給付（2018） 

2.農產品關稅稅率調降 

3.農產品市場開放 

4.削減境內農業支持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2001） 

1.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2015） 

2.公布我國「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2015） 

獎勵造林

可調適策

略 

1.保護原生天然林 

2.多元永續經營林業 

3.有計畫性營林 

4.保護高保護價值項目，

環境補償獎勵 

5.平衡經濟、社會及環境 

1.整合農村發展計畫，獎勵造林配

套後續配套政策 

2.林業對環境的特殊性，應有環境

補償措施及輔導補助 

1.多元永續林業 

2.整合原住民相關政策 

3.強化補助受限制營林區 

4.整合造林及配套政策 

1.獎勵輔導造林，厚植森林資源 

2.環境補償獎勵 

3.多元永續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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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內容，在國際組織及公約的精神下，獎勵輔導造林應符合下述配套，

以符合其宗旨： 

一、整合造林獎勵輔導計畫，廣植造林及厚植森林資源 

在《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森林的碳吸存增加碳匯作用均受到重視，也成為

各國碳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1990 年以來我國碳匯數量在整體排放的比例上越佔

越低。在厚植森林資源及增加全國碳匯的目標下，除了提供造林獎勵金外，獎造辦

法應配合提供不同之獎勵，增加造林誘因，達到廣植造林及厚植森林資源之目的。 

自從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與《2010 生物多樣性目標》效果並不顯著以

後，國際公約漸以國家政策面導向作為指標，2010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愛

知目標特別強調要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策與社會的主流，要各階層政府都能把生

物多樣性納入政策規劃與發展計畫之中，2015 年的《巴黎協議》亦將政策法規來

做為指標之一，因此完整的政策規劃越來越重要。 

近年歐盟政策積極發展農村計畫，在WTO的《農業協定》下，將林農產業結

合農業政策，不只可以對整體產業進行規劃，達到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自然、社會、

經濟平衡，也可以達到愛知目標的農林永續概念，使里山林業得以實現。 

以發展農村計劃補助弱勢產業亦可規避 WTO的琥珀色措施，日本亦強調林業

與漁業的生態保護特殊性質，以避免受到農業協定的境內補助限制。 

基於上述精神，台灣林業應有完整的政策輔導，從造林到收穫均有計畫進行，

因此獎勵造林輔導辦法應結合後續整體且多元的政策輔導進行，以達到厚植森林

資源、與永續的生產消費循環。 

二、保護原生天然林，依屬性分流輔導造林 

在《巴黎協定》中，森林不只以碳匯的角色存在，也強調其生態功能，亦結合

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D+）的概念，同樣概念的《生物

多樣性公約》及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均強調保護原始森林及棲地並有效

管理，我國自從 1991年起全面禁伐原生天然林，在生態敏感區、保安林及保護區

等林分亦有相關法律規定保護森林受到濫伐，因此在此精神下獎造辦法屏除原生

天然林部分，並針對受限制的營林區域給予環境補償，也可以達到愛知目標減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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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理念。 

獎勵造林政策區分出不同土地屬性亦可結合不同政策法規及原住民政策，落

實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住民政策，以及森林就地保護策略。 

因此獎勵輔導造林應區分不同的土地屬性，針對土地屬性及經營模式進行輔

導，並依愛知目標及巴黎協議給予受限制營林區適當的環境補償。 

三、多元化森林經營，創造里山林業經濟 

傳統的保育概念的畫地保護概念已漸漸轉型，除了保護原生天然林外，FSC的

社會、經濟、生態平衡原則、愛知目標的農林永續生產及原住民傳統知識的保護，

里山倡議的協同經營體系，京都議定書的森林考量轉變為巴黎協議社區考量，將大

大的豐富森林經營模式，對於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平衡亦更有彈性。 

現代林業的轉變已經從傳統的林產業轉變為多元化的經營，在 FSC 的準則中

亦導入非木材產物概念，愛知目標中的永續林農產品也包含不伐採林木生產的永

續產品，因此未來林業經營朝向整體化的發展，不應只局限於林地之木材生產，應

融合整體農林生產的里山概念，結合多元化的森林經營來確保生態系統服務。 

因此獎勵輔導造林政策，應參考 FSC 的永續經營管理，結合林業經營計畫，

增加林業經營彈性，不僅就長期營林輔導，應新增林下經濟、副產物、短期經濟造

林、保安林經營等概念，確保林農生計，以達永續經營理念。 

四、WTO規範下的成本補助限制 

WTO規範中的「琥珀色措施」指的是會員國為鼓勵國內生產，介入農業市場

價格的作法（如保價收購等），是 WTO 所反對的補助措施，而且要求逐年減少這

一類的政府補助，各項補助類型如下表 2.12。 

在 WTO 規範下，「林業產業轉型」與「農村發展」方式，並不會在琥珀色的

補助類型內，而是屬於非關切貿易事項，不會因琥珀色措施而受到限制。如歐盟特

別主張農業多功能性角色的重要性，其中重點之一是強調農業對維護鄉村景觀與

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功能，因此農業政策調整將由「市場支持政策」轉變成

「鄉村發展政策」，並配合其他結構政策與環境政策，以期能使得整體農業、鄉村

發展與環境保護發揮整合性效果。因此，獎勵造林輔導辦法應強調弱勢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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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提供生態效益補償，並整合其他林業政策以農村發展模式，爭取非貿易關切項

目，以免受琥珀色措施限制。 

表 2.12 農業政策補助項目於 WTO規範分類 

類別 補助類型 WTO補助類型 辦理方式 

生產者給付 

林業工程補助 綠色 核心措施需納入

人民基本保障 生態效益補償 綠色 

各項專案政策補助：如造林補助、撫

育補助、苗木補助、森林保險、林業

貸款等 

琥珀色 
依施政重點靈活

實施 
林業稅費減免 綠色 

價格支持 琥珀色 

消費者補助 林產品修費補助 琥珀色 - 

一般性服務 

基礎建設 綠色 

核心措施，依施

政重點靈活實施 

病蟲害、林火防治 綠色 

自然災害補償 綠色 

林業職業工會保險 綠色 

宣傳產品 綠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國際趨勢於獎勵造林輔導辦法調整之建議 

近年來國際公約、森林環境組織趨勢走向整體化與政策導向，獎造辦法也須因

應國際趨勢而有所調整。參考上述國際公約精神內容，分析獎造辦法修正之關聯

（表 2.13），建議將國際趨勢理念納入獎勵造林辦法，針對獎勵造林辦法修正：（1）

檢討造林成本、（2）導入人工林計畫性經營機制由經營者提交經營現況報告、（3）

縮短獎造期程與年限，實施彈性多元產業輔導配套措施、（4）提供森林環境回饋效

益獎勵。 

表 2.13國際趨勢與獎造辦法修正之關聯性評估 

獎造辦法修正原則建議 國際趨勢 來源依據 

1.檢討修正造林成本獎勵 獎勵造林，提高面積增加碳匯 UNFCCC、CBD 

2.導入森林經營計畫機制 

1.考量森林整體環境與社會效益 UNFCCC 

2.林業經營規劃與執行計畫 FSC 

3.永續經營森林 UNCCC、CBD、FSC 

3.經營者提交經營現況報告 林地監測與計畫執行 FSC 

4.縮短獎造期程年限 增加林地經營彈性 FSC 

5.靈活實施多元產業輔導配套

措施 

1.永續森林經營與產品服務 UNFCCC、CBD、FSC 

2.發展里山農業 CBD 

3.原住民保留地經營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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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造辦法修正原則建議 國際趨勢 來源依據 

4.農村發展政策 WTO 

5.整合周邊社區 UNFCCC、FSC 

6.提供森林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保護原生天然林 

1.降低生物多樣性壓力 CBD 

2.減少棲地破壞、保存多樣性 FSC、CBD 

3.補償受限制營林經營 UNFCCC、CBD、WTO 

4.減少原始林破壞 UNFCCC、CBD、FSC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9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修正必要性 

本節依工作項目一分析政策與辦法的合宜性及政策改變的必要性，根據前述

政策規劃、政策執行、產業實務面、文獻回顧檢討以及借鏡國外案例，歸納獎造辦

法爭議條文如下。獎勵機制執行檢討與精進對策內容詳如表 2.14。 

一、第 6條-申請程序與文件 

國產木材供應鏈已長期蕭條，供應端林地面積小且分散，且木材價格不高、勞

動力年齡高，投入成本之回收報酬率低，林木採伐以及運送經濟效益不高，亟須強

化推廣森林保安功能及經濟營林收益經營指引，輔導造林者研擬造林規劃，導入計

畫性營林，推動國產材與國土保安分流策略。 

二、第 8條-獎勵金額度 

林務局租地造林及公私有林的造林面積、單位面積產量較多，係為提升我國木

材自給率之潛力土地區位（許立達及張惠鈞，2011）。全民造林時期山坡地已成林

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私有林地（包含原保地）之土石流潛勢地區、水庫集水區以

及河川兩側等環境敏感地區，學界主張應發放獎勵金予以獎勵，但不含農牧用地與

原生天然林，且應定期檢討實施成果（林國慶等人，2004）。 

然而，國有林現有功能分區，但各造林計畫並未有分區概念，需要由政府引導

民眾依土地功能分區，作不同的森林經營方式。依據造林目的不同，在參與造林獎

勵後的經營方式也可能不同，宜在民眾申請造林前即予以釐清分類，方可避免在推

動造林獎勵政策時，因目標不明確，而影響參與者的經營意願及後續執行（林俊成

等人，2010）。同時，也需要兼顧原住民族的基本生計需求、活絡原住民傳統文化

傳承及發展原住民的傳統產業，期能提升土地經濟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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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一化的獎勵機制，對於提升造林面積成效有限，難以有效引導林農依土地

條件作合理的森林經營、促進林地林用，難以發揮政策引導國產材產業發展之功能。

其實，林農對於私有林的經濟性是決定投入造林的首要考量，但經濟誘因難滿足具

生計壓力之私有林之林農需求（林俊成等人，2010、顏添明等人，2002），或許造

林期滿者可選擇採伐後重新申請造林或維持撫育，但僅領取較低之獎勵金（林國慶

等人，2004）。從另一角度看，受 20年造林獎勵期限限制，排擠非林業用地土地之

持有者造林意願，致使國有地、台糖地、邊際土地、閒置土地等推動造林成效較佳，

推動私有地造林之成效相對較低。 

國有林出租造林地也面臨到林業經營利不及費，林農年紀老邁無經營意願，需

由政府出面補償收回環境敏感區位租地（羅紹麟，2002、黃裕星 2002、許明城等

人，2010、范家翔，2013）。上述情形皆顯示出造林成本獎勵額度誘因不足，無法

顧及厚植森林資源與提高木材自給率政策目標，故造林成本與獎勵標準需定期檢

討，參考國外多面向堆疊獎勵架構、增加森林經營規劃、完成獎勵概念，依營林需

求提供產業輔導，提高土地彈性利用，在不違反既有法令、生態保育原則下，適度

放寬適合經濟營林範圍土地的林業經營條件，彈性採集林木產品促進經濟營林。 

在獎勵標準方面，參酌國外案例給與林農在新植造林以及環境效益回饋的獎

勵的直接給付支持係酌造林成本給予部份比例或定額，並作定期的檢討。例如：新

植造林的補助，日本給予造林成本 40~68%、美國 35~50%、德國 80%、芬蘭定額

制；環境效益回饋金，美國提供 50%的撫育成本支持、德國定額制、芬蘭計畫制。

此外，考量我國躉購物價指數在 2008年（117.44）至 2017年（100.9）已下降 14%，

以及獎勵標準設定的僵固性與工資上漲等各項因素，維持目前獎勵標準額度。獎勵

項目的給予與標準制定，可依不同土地條件與經營模式，給予分流獎勵，以兼顧民

眾參與造林權益、以及國產材品質、森林環境健康等多元目標。 

三、第 9、10條-檢測標準/作業 

造林檢測作業困難、未進行適地適種，缺乏地方區域性林業特色，國產木材品

質難以提升以及推廣行銷，不利在地林業發展與業務執行。亟需修正檢測作業流程，

舒緩地方執行單位人員流動率高、檢測人力不足的問題，配合林業政策引導，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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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造林人落實營林管理。 

四、第 12、13條-獎勵廢止條件、移轉及返還 

造林 20年與獎勵金返還機制限制土地利用彈性，影響民眾意願（林俊成等人，

2010）。造林返還獎勵金機制係依循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然非屬於該法第 119條規

範，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之受益人，獎勵金係造林成本補助，造林人已支出之成本，

不宜再追回獎勵金，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規範2者除外。 

五、第 16條-獎勵機制轉換 

顧及已申請造林獎勵之林農領受 20年獎勵金權益，新舊制度的轉換需有彈性

配套措施，參酌我國勞退新制修正轉換模式，應具原則如下： 

1. 新制實施前已適用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申請案件，得選擇原獎勵辦法（舊制）

或是新獎勵辦法。已申請案件未選擇時，則維持原獎勵辦法之規定。 

2. 選擇舊制者，於 3年內仍可選擇新制，並於每年獎勵造林申請期間申辦。民

眾選擇新制後，不得再變更選擇舊制。 

3. 新制施行後，新申辦案件一律適用新制。 

整合上述執行檢討重點，建議獎造辦法實有修正之必要。 

  

                                                      
2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

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

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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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獎勵機制執行檢討與精進對策 

議題 執行檢討 精進對策建議 

林業政策 

1.配合推動「森林永續經營既產業振興

計畫」 1.盤點木材生產潛在區域，檢討獎勵機制與提高經濟林土

地利用彈性，導入計畫性森林經營模式（§6） 

2.引導民眾依森林法作不同森林經營方式（§6、§8） 

2.配合推動「國產材生產規劃與市場開

拓」政策 

3.引導營林依循森林法之森林經營方式 

4.實施「對地綠色環境給付」，促進林地

林用 

3.導入森林環境效益回饋獎勵，促進限制營林區環境健康

（§6、§8） 

推動實務

困境 

5.現行獎勵機制難以吸引民眾投資造林 

4.建構多元獎勵方案與檢討適合獎勵年限（§8） 6.難以兼顧厚植森林資源與提高木材自

給率之政策目標 

7.檢測作業困難，地方執行單位人力流

動率高 
5.依獎勵內容修正查核項目，檢討檢測作業模式（§9、§10） 

8.國有林租地經營林業利不及費，造林

者無意願經營，林地缺乏完善撫育對

國土保安造成影響 

6.國有租地造林者無經營意願，鑒於租地造林已完成階段

性任務，應由政府逐步收回非經濟營林區位租地（§8） 

9.獎勵金係造林成本補助，造林人已支

出之成本，不宜再追回獎勵金，但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規範之獎勵造林

人除外 

7.刪除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12） 

8.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得終止獎勵金領取人之獎勵金核

准（§13） 

9.刪除土地繼受人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獎

勵金之規定（§13） 

造林者實

務需求 

10.提高土地利用彈性與產業輔導，俾利

經濟營林 

10.以獎勵辦法與產業輔導計畫協力運作方式，依森林經

營需求作獎勵及計畫輔導（§6） 

11.因造林成本提高，需檢討造林獎勵金 
11.配合物價上漲以及各項基本工資提高，檢討造林必要

成本，修正造林獎勵金（§8） 

12.簡化檢測作業與檢討疏伐（採）限制 
12.檢討修正「成活率」檢測作業模式及合理疏伐（採）

配套方式（§9） 

13.人工林具有森林公效益，對於已完成

人工造林、撫育地，政府應給予獎勵 

13.考量地方政府執行能量，經座談會、專家會議、工作

會議多次討論，以易執行的檢測方法如無人空拍機、航

照變異點判識等方法進行檢測（§9、10） 

國外案例 

學習借鏡 

14.森林生物多樣性經營獎勵 
14.搭配造林報告單審核機制，位於限制伐採地區用心經

營、撫育森林的造林者給予獎勵金（§8） 

15.多面向堆疊獎勵架構 
15.多面向的成本補助獎勵與堆疊架構，作為研擬獎勵機

制主要原則（§8） 

16.造林者執行森林經營計畫，以多元方

式營林，提供多面向獎勵方式 

16.鼓勵造林者提出造林規劃，政府依其經營規劃給予獎

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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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 

本章節依工作項目五至工作項目七，依據過去獎勵造林政策的轉變、國內最新

對於土地功能使用之補助政策之新趨勢、造林者對於獎勵造林政策改進方向建議、

國外及國際組織公約組織對於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之政策方向等，研訂或修

正獎造辦法草案並納入財務計畫分析，期能提升制度健全性。經前章節政策檢討彙

整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之座談會、專家會議、工作會議等各方意見共識（資料及

紀錄詳如附錄 1），摘要獎勵機制方案重點討論過程（表 3.1），提出獎勵機制修正

方向、概念原則與獎勵機制方案、獎造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其他相關作業

流程、文件資料（附件一、附件二）、財務計畫分析等影響評估，分別詳細說明如

后。 

表 3.1 獎勵機制方案重點討論過程 

會議名稱 
第三階段審查 

（9/21） 

2 次座談會 

（10/4~5） 

第二次專家會議 

（11/6） 

期末報告版 

（11/26） 

工作會議

（12/10） 

獎

勵

機

制 

方案 

•簡易型  

•組合型 I、II 

•組合型 III（配合公私有林計畫） 

•組合型 I 

•組合型 II（配合公私有

林計畫） 

•組合型 I（短

期） 
•組合型 I（短期） 

年限 6 年、完成後 6 年、20 年、完成後 

獎勵

金 

•造林成本上限 40 萬元 

•環境效益回饋金無年限 

•造林成本 60% （32 萬

元）、75% （40 萬元） 

•成林獎勵 

•環境效益回饋金 

•造林成 50~60%  

•成林獎勵 

•環境效益回饋金 

檢測標準 
•成活率 70% 

•林木覆蓋率 70% 

•成活率 70% 

•林地變異點判釋 

•成林標準（平均樹冠投

影面積） 

•成活率 70% 

•林地變異點判釋 

•修改成林標準 （樹高） 

獎勵金 

返還 
無 停止獎勵金返還規定 

重要決議 

•研議環境獎勵

條件適宜性 

•保留國有租地

收回 

•研議成林獎勵 

•納入變異點判釋 

•檢討獎勵金返還

規定 

•研議新舊制度轉

換處分書 

•歸納長、短期方案，補

充財務分析 

•維持既有獎勵金額度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森

林可申請環境獎勵 

•成林標準為平均樹高 

• 整合長短期方案，並限制環境林長

期造林 

• 另研議定額獎勵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1 獎勵機制方案 

本節依工作項目五提出獎勵機制方案。依據前述政策檢討與國外案例借鏡，本

研究歷經多次重要討論結果（附件八），依據林業發展政策規劃，同時參酌前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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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導入分流獎勵機制、計畫性營林、完成獎勵、環境效益回饋，輔以產業輔

導計畫，協助林農經營森林等要素，提重新構築獎勵機制，提出兩案「獎勵輔導造

林辦法」修正草案以及法規修訂影響評估。以下針對獎勵機制提出修正方向進行說

明。 

一、未來獎造辦法政策理念 

獎造辦法修正草案擬倡議推動的理念，需符合以下造林政策規劃四大重點（圖

3.1）如下： 

1. 在兼顧國土保安之前提，分流引導作經濟營林區與限制營林區，輔導林農進

行林產業經營。 

2. 以獎勵辦法與產業輔導計畫協力運作，作前期造林獎勵及完成造林後經營輔

導，改善林農生計。 

3.導入計畫性經營，促進人工林永續性使用。 

4.實施友善環境補助，打造森林健康環境。 

在此理念下，我國的人工林經營輔導將透過獎造辦法並結合產業輔導計畫

的配套措施以達成振興林業與森林永續經營的目標（圖 3.2）。其操作模式係以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為基礎，在完成新植造林後透過產業輔導計畫提供林農撫育

與經營的引導與支持，做多元的森林經營。 

 

圖 3.1林業輔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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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輔導模式將導入分流式的造林獎勵與計畫性營林機制，輔以產業輔導

計畫，協助林農作友善性的經營森林。 

二、未來獎勵造林辦法之推動目標 

獎造辦法修正草案擬倡議推動的理念，需符合以下造林政策規劃三大目標如

下： 

（一）厚植森林資源 

1.推動受限制營林區之長期撫育，依其特性合理經營、撫育、更新，並以擇伐為

主。 

2.限制營林區之國有林租地優先辦理輔導收回。 

3.提供獎勵環境效益回饋。 

（二）提升木材自給率 

1.推動經濟營林，倡導土地彈性利用、輪伐、疏伐、皆伐。 

2.一般林地、農牧用地為優先對象。 

3.獎勵造林撫育。 

（三）推動新植造林 

1.倡導植樹造林，六年即可成林。 

2.強化推廣山坡地新植造林。 

三、獎勵機制之修正規劃 

（一）獎勵機制規劃概念 

配合未來我國推動造林政策之獎勵機制規劃，提出以下兩個建議方案，修正規

畫概念如表 3.2。 

1. 方案一：依土地條件分流引導經濟營林及限制營林區經營方式，提供 6年及

20年造林獎勵方案，給與造林獎勵與完成獎勵，引導造林者確實營林；限制

營林區另增加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鼓勵長期撫育人工森林。 

2. 方案二：於方案一的獎勵標準總額基礎上，以均額方式給予造林獎勵，不提

供完成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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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 

方案一 方案二 

1.造林獎勵金 

（1）短期造林：獎勵造林期間成本總額 40萬

之 50%，第 1年獎勵 12萬元/公頃、第 2~5

年獎勵 2萬元/公頃，合計 20萬元。 

（2）長期造林：獎勵造林期間成本總額 80萬

之 60%，第 1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19

年獎勵 2萬元/公頃，合計 48萬元。 

2.完成獎勵金 

（1）短期造林：第 6年 （未完成者當年不得

領取，得展延 1 年內） 平均樹高達 4 公尺

者，提供定額獎勵 12 萬元/公頃。 

（2）長期造林：第 20年 （未完成者當年不得

領取，得展延 2 年內） 平均樹高達 4 公尺

者，提供定額獎勵 12 萬元/公頃。 

3.限制營林區之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 萬元/公

頃。（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水源涵養

保安林優先） 

4.國有林租地優先輔導收回 。（未收回前仍可

申請獎勵） 

5.提供苗木。 

6.貸款補助。 

1.造林獎勵金 

（1）短期造林：獎勵造林期間成本總額 40萬

之 75%，第 1~6年每年獎勵 5萬元/公頃，

合計 30萬元。 

（2）長期造林：獎勵造林期間成本總額 80萬

之 75%，第 1~20年每年獎勵 3萬元/公頃，

合計 60萬元。 

2.限制營林區之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 萬元/公

頃。（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水源涵養

保安林優先） 

3.國有林租地優先輔導收回。（未收回前仍可

申請獎勵） 

4.提供苗木。 

5.貸款補助。 

說明：限制營林區限申請長期造林。 

（二）獎勵輔導造林申請作業流程修正建議 

為落實前述獎勵機制設定，並參酌修正檢討方向，本研究提出獎勵輔導造林申

請作業流程中，於申請作業階段以及查核作業階段應作同步修正之重點如下。 

1.申請作業階段 

配合獎勵機制導入計畫性營林與分流引導概念，以及為利輔導機關聚焦民眾

需求、主動媒合產業輔導計畫資源、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申請領取環境效

益回饋獎勵，修正申請書內容，補充相關諮詢欄位。 

2.查核作業階段 

（1）檢測標準：配合獎勵機制修訂，鼓勵林農落實林業經營，並考量在土地使

用分區以及環境保育的原則下，彈性放寬限制營林區的森林使用，前六年

採以成活率 70%與樹高 4 公尺之標準。限制營林區森林環境林地以變異

點檢測審核，符合林相良好即發給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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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核方式：配合檢測標準修訂，建立造林報告單書面審查與現勘，以及第

1 年與完成案件數全面檢測，第 2 年起至完成前依案件數抽樣檢測 3%。

同時，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委外辦理相關作業。限制營

林區森林環境林地覆蓋判識，無出現大於 0.01 公頃之變異點即發給獎勵

金。 

依據上述修正申請作業流程概念重點，已完成獎勵輔導造林申請作業流程修

正稿，如圖 3.2、圖 3.3，以及相關配套文件，包括：（1）獎勵輔導造林暨造林計畫

申請書修正稿（附件一）與新增（2）造林報告單稿（詳見附件二）。林農提出申請

後，將需由主管機關檢視判斷土地條件屬性，並確認造林計畫，經確認有實施造林

之必要後方予核定申請案件。在查核階段，由林農每年 3 月前提出前一年度的造

林報告單，並先由主管機關（或委外單位）受理作書面審查。有疑義的案件退回補

正，或優先列入現地檢測對象。未繳交造林報告單者、或書面審查或現地檢測不合

格之案件，應視其造林意願要求限期補正或進入停止獎勵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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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獎勵輔導造林申請作業修正流程修正稿（新植造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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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獎勵輔導造林申請作業修正流程修正稿（申請環境回饋獎勵金者） 

3.2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 

本節依工作項目五依據過去獎勵造林政策的轉變、國內最新對於土地功能使

用之補助政策之新趨勢、造林者對於獎勵造林政策改進方向建議、國外及國際公約

組織對於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之政策方向等，研訂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

案。 

一、獎勵輔導方案對應修正條文與原則 

本研究建議應修正條文包括第 6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2 條、

第 13條以及第 16條，詳細說明如下。 

（一）第 6條-申請程序與文件 

應導入計畫性營林概念，分流引導造林撫育管理之成本需求給予補助： 

1. 盤點木材生產潛在區域，檢討獎勵機制與提高經濟林土地利用彈性，導入計

畫性森林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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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造林初始階段依其造林區位之經營規劃，給予基本造林補助，而後，配合

各獎勵造林者規劃所需，補助各別造林撫育管理之成本需求，以獎勵辦法與

產業輔導計畫協力運作方式，依森林經營需求作獎勵、媒合計畫輔導，增加

獎勵多元性。 

3. 遵循氣候變遷綱要與生物多樣性公約-愛知目標，厚植森林資源、增加全國碳

匯、發展里山林業概念。造林完成後的輔導程序，與公私有林經營輔導計畫

互助協力，完善整體造林規劃。 

4. 新增獎勵造林人需檢附造林報告單。 

（二）第 8條-獎勵金額度 

策進會多數實務工作者與造林者問卷訪談以及本研究政策檢討結果，認為獎

勵機制有必要縮短約定年限必要，經工作會議多次討論及專家會議結論，建議縮短

獎勵年限、配合物價修正造林獎勵金： 

1. 檢討造林輔導範圍。配合政策優先造林輔導對象與潛在發展區位分布，檢討

可申請造林獎勵金之土地條件資格，引導民眾依土地功能，分經濟營林與限

制營林區，作不同森林經營方式。其中，限制營林區為符合森林法第 10條與

第 17-1 條規定之土地以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長期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分別

為：（1）保安林；（2）自然保護區。其他非限制營林區之山坡地林業、農牧

用地，則歸為經濟營林之土地範圍，俾利區隔經濟營林及限制營林適合區域。 

2. 參考日、美、德及芬蘭的補助制度，鼓勵造林者提出造林計畫，政府依規劃

給予補助。依土地條件區將造林土地分為經濟營林區與限制營林區，以提高

土地利用彈性。完成後，給予完成獎勵金，惟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

延 1~2年內完成改善。 

3. 為促進林業發展與永續經營、降低造林者造林作業成本負擔，並提高造林經

濟誘因，遂配合物價及工資，檢討合理造林作業成本為 6 年 40 萬元/公頃、

20年 80萬元/公頃，並參酌造林成本，給予 50%~75%的定額成本獎勵。為促

進山坡地厚植森林資源，建議依政策資源規劃，排列限制營林區之獎勵對象

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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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獎造辦法與輔導計畫協力輔導，區分「造林作業」與「森林經營輔導」兩

個階段，獎勵年限調整為 6 年和 20 年兩個方案，提供造林作業獎勵。後端

森林經營輔導部份則由輔導計畫引導造林人作多元經營。 

5. 限制營林區以國土保安、涵養水源為目的，參考對地綠色補助政策，落實「對

地綠色環境給付」，採以分年、分次進行現勘，通過審核後發給獎勵金。對於

限制營林區內受伐採限制之區域，經妥善撫育之人工林，給予長期撫育、營

林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6. 建議限制營林區內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

勵。 

7. 配合物價上漲及各項基本工資提高，檢討造林必要成本，修正造林獎勵金，

各項獎勵標準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8. 配合本法第五條，落實國土保安及長遠利益為目標，建議限制營林區之國有

林租地補償收回，加強國有林國土保安功能。 

9.我國加入 WTO後，受農業協定影響，各項農業補助須符合綠色措施。 

10.國有租地收穫需繳交 1%林產物分收率，且受租地契約限制經營行為，依永

續經營角度，其經營成本並不低於私有地造林。參酌專家學者及本計畫策進

會議各單位反應建議，故將國有租地與私有地造林獎勵標準調整為一致。 

（三）第 9條-檢測標準 

1. 鼓勵獎勵造林人落實森林經營管理，依造林作業需求給予個別獎勵：（1）依

獎勵內容修正查核項目，檢討檢測作業模式；（2）保留「成活率」檢測作業

模式，以及新增新植造林第 6年起（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為「符合平均

樹高達 4公尺」。 

2. 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

造林者每年提報造林報告單。 

3. 限制營林區完成造林後：林地覆蓋判釋無出現大於 0.01公頃之變異點。 

（四）第 10條-檢測作業 

經策進會、工作會議、座談會討論結果，設計簡易可操作的檢測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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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植造林後一年內及完成獎勵年度，得依申請案件數全面檢測，其餘年度，

每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 新增每年得由受理機關辦理造林報告單審查與現勘。 

3. 限制營林區之林地變異點判釋。 

4. 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

以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附錄 3.1）。 

（五）第 12、13條-獎勵金返還、繼受造林 

1. 刪除獎勵造林人、土地繼受人返還已領取造林獎勵金之規定，改每年得由受

理機關辦理造林報告單審查與現勘。改為六年期間每年給付獎勵金之行政處

分，非屬於 20年持續性之給付，未審核通過及限期改善者，視為放棄當年度

造林獎勵金。 

2. 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得終止獎勵金領取人之獎勵金核准。 

3. 原廢止獎勵金核准之條件轉列為不受理申請之條件。 

（六）第 16條-獎勵機制轉換 

1.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

更。 

依前述方案修正規劃、各條文應修正內容之說明，整合相關條文之修正原則如

表 3.3。 

表 3.3 獎勵輔導新制方案對應修正條文與原則 

 方案一 方案二 

1.申請程序與文

件（§6） 

1.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完成後之產業輔導，修正

申請書並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土地條件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

計畫欄位以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2.申請森林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者需檢附造林報告單。 

2.獎勵金額度

（§8） 

1.短期造林（限經濟營林區）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元/公頃、第 2~5年獎

勵 2 萬元/公頃 

（2）完成獎勵金：第 6年（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

延 1 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2.長期造林 

（1）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19 年

獎勵 2萬元/公頃 

1.短期造林獎

勵金：第 1~6

年每年獎勵

5 萬元 / 公

頃。（限經濟

營林區） 

2.長期造林獎

勵 金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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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方案二 

（2）完成獎勵金：第 20 年（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

展延 2 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1~20 年獎勵

3萬元/公頃 

3.限制營林區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內之既有森林或該區

經申請造林完成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 萬元/公頃（須檢具

前年度造林報告單，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明定限制營林區為符合森林法第 10 條與第 17-1 條規定之保安林與自然

保護區土地以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長期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 

5.各項獎勵標準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6.未完成造林者，獎勵期滿前不得重新申請造林，但因病、蟲害、天然災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須砍除或伐採並重新造林經報准者，或配合主管機關之

地方特色林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導經營者，不在此限。 

3.檢測標準

（§9） 
1.新植造林：新增第 6 年起為「平均樹高達 4公尺」。 

2.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

求造林者每年提報造林報告單。 

3.限制營林區完成造林後：林地覆蓋判釋無出現大於 0.01 公頃之變異點。 

4.檢測作業程序 

（§10） 

1.新植造林：造林後一年內及完成獎勵年度，得依申請案件數全面檢測，其

餘年度，每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新增每年得由受理機關辦理造林報告單審查與現勘。 

3.限制營林區之林地變異點判釋。 

4.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

理，以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5.獎勵金返還

（§12） 

1.刪除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 

2.原廢止獎勵金核准之條件轉列為不受理申請之條件。 

6.繼受造林

（§13） 

1.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得終止獎勵金領取人之獎勵金核准。 

2.刪除土地繼受人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獎勵金之規定。 

7.獎勵機制轉換

方式（§16）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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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造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前述修正原則，以及依據「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需修

正條文共計 7條，未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一，本研究提出「獎勵輔導造林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如表 3.4。 

表 3.4獎造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 條 本辦法依森林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獎勵輔導造

林之對象如下： 

一、私有林地之所有人。 

二、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人

或具原住民身分之原

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

人。 

三、於山坡地範圍內農牧用

地上實施造林之土地

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 

四、依本法第四條所定視為

森林所有人者。 

五、於其他依法得做林業使

用地區實施造林之土

地合法使用人。 

符合前項獎勵輔導造

林對象者，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造林獎勵金、免費供應

種苗及長期低利貸款。 

 

 第 3 條 免費供應種苗及造

林獎勵金之受理機關為造林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林區管理處及大學實驗

林管理處。 

 

 
第 4 條 於山坡地範圍內之

下列土地區位實施造林，其土

地最小面積為零點一公頃以

上者，得申請造林獎勵金： 

一、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之林

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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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原住民保留地使用編定

為林業用地之土地。 

三、非都市計畫區之農牧用

地。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有實施造林必要之

地區。 

 第 5 條 私人、原住民族或

團體為環境綠美化或實施造

林之需，得向受理機關申請 

免費種苗供應。 

 

第 6 條 申請免費供應種苗

或造林獎勵金者，應於每年度

三月底前，檢附下列文件向造

林所在地之受理機關提出申

請，經受理機關彙整轉請主管

機關現場勘查，認有實施造林

之需要者核准之： 

一、獎勵輔導造林暨造林計

畫申請書。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團體

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

應提出他項權利證明

書或承租契約書。 

前項所定申請者為各

鄉（鎮、市、區）公所山地

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

之原住民或其繼承人，免附

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承租契

約書。  

第 6 條 申請免費供應種苗

或造林獎勵金者，應填具免費

供應種苗或造林獎勵金之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造林

所在地之受理機關提出申請，

經受理機關彙整轉請主管機

關現場勘查，認有實施造林之

需要者核准之：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團體

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

應提出他項權利證明

書或承租契約書。 

前項所定申請者為各

鄉（鎮、市、區）公所山地

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

之原住民或其繼承人，免附

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承租契

約書。 

一、調整第一項及新增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二、為推動國產木竹材政策，

加強造林完成後之產業

輔導，將配合第 4條與第

9 條修正規定，修正本條

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書規

劃內容與預先調查民眾

輔導需求，修正獎勵造林

申請書，納入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包括： 

（一）增列申請造林土地條件

屬性辨別欄位。 

（二）增列造林計畫欄位。 

（三）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三、考量造林需配合苗木適合

栽種季節，以及為提高造

林苗木成活機率與造林

品質，爰補充規定每年度

申請應為種植季節前完

成。各地方申辦起訖時間

得由主管機關調整執行，

並於每年 3月底前完成。 

四、考量申請森林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金者，無需新植造

林計畫，僅需提報森林現

況及過去撫育事實證明，

爰於申請單中補充規定

申請該項獎勵金者需檢

附造林報告單。 

 第 7 條 申請人接到種苗配

撥通知後，應於限期內提領，

並迅即施行造林，以提高造林

成活率。未於限期內提領種苗

者，視為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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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一土地申請免費供應種苗，

以一次為限。但因種苗種植後

死亡需補植者，不在此限。 

方案一 

第 8 條 造林獎勵金之額度

如下： 

一、短期造林獎勵：第一年

每公頃新臺幣十二萬

元；第二年至第六年，

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二萬

元。位屬本法規定之保

安林與自然保護區土地

以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長

期造林實施必要之土

地，不得申請。 

二、長期造林獎勵：第一年

每公頃新臺幣十二萬

元；第二年至第十九年，

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二萬

元。 

三、完成獎勵：申請短期造

林獎勵者，第六年（未

完成者當年度不得另

取，得展延一年內）獎

勵每公頃新臺幣十二萬

元；申請長期造林獎勵

者，第二十年（未完成

者當年度不得另取，得

展延二年內）獎勵每公

頃新臺幣十二萬元。 

四、環境效益回饋獎勵：符

合本法規定之保安林與

自然保護區土地，以及

主管機關認定有長期造

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內既

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

後，每年得申請獎勵每

公頃新臺幣一萬元。主

管機關得視經費預算，

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

林。 

前項所定獎勵金額度，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

檢討後，訂定公告之，並於

面積不足一公頃時，按面積

比例發給。 

 

第 8 條 造林獎勵金之額度

如下： 

一、第一年每公頃新臺幣十

二萬元。 

二、第二年至第六年，每年

每公頃新臺幣四萬元。 

三、第七年至第二十年，每

年每公頃新臺幣二萬

元。但依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申請獎勵

者，其獎勵金減半發

給。 

前項所定獎勵金額度，

於面積不足一公頃時，按面

積比例發給。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並新增第三項規定。 

二、為提高造林土地使用彈性

及提升民眾造林意願，爰

修正獎勵造林年期為 6年

及 20 年兩種方案。 

三、為促進林業發展與永續經

營、降低造林者造林作業

成本負擔，並提高造林經

濟誘因，遂配合物價及工

資，檢討合理造林作業成

本，年為 40 萬元/公頃，

20年為 80萬元/公頃，爰

修正獎勵標準：申請短期

造林者，前 5年獎勵金額

度為造林作業成本之

50%，第一年每公頃新臺

幣 12 萬元；第二年至第

六年，每年每公頃新臺幣

2萬元，合計共 20萬元。；

申請長期造林者，前 19年

獎勵金額度為造林作業

成本之 60%，第一年每公

頃新臺幣十二萬元；第二

年至第十九年，每年每公

頃新臺幣二萬元，合計共

四十八萬元。其中。 

四、位屬本法第 10條與第 17-

1 條規定之保安林與自然

保護區土地，以及主管機

關認定有長期造林實施

必要之土地，應劃設為限

制營林區作長期造林，不

得申請短期造林。 

五、為鼓勵受獎勵人提高造林

品質，爰針對符合造林成

果標準者提供造林之成

林獎勵金，於造林完成後

符合平均樹高達 4 公尺

者，比照第一年獎勵標

準，提供獎勵 12 萬元/公

頃。未完成者當年度不得

另取，得展延 1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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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確保限制營林區作長期

森林造林，鼓勵林主主動

維持森林健康，建置森林

預警機制，並落實「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政策，爰

針對限制營林區申請案

件之既有森林或造林完

成後，確實撫育事實者，

得每年申請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 1萬元/公頃。 

七、為保障民眾權益，相關獎

勵標準得依實際推動情

形作滾動檢討修正，爰新

增規定獎勵金每 5年定期

檢討機制。 

八、為促進山坡地厚植森林資

源，主管機關得視經費預

算排定限制營林區之獎

勵對象優先次序。同時，

為維持限制營林區之森

林環境健康，爰補充規定

造林完成後申請新植造

林之條件。 

九、為提振林業發展活力，鼓

勵地方發展特色林業及

落實國產林木生產，爰補

充規定配合主管機關之

地方特色林業發展計畫

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

導經營者，得依需求申請

新植造林。 

方案二 

第 8 條 造林獎勵金之額度

如下： 

一、短期造林獎勵：第一年

至第六年，每年每公頃

新臺幣五萬元。位屬本

法規定之保安林與自然

保護區土地，不得申請。 

二、長期造林獎勵：第一年

至第二十年，每年每公

頃新臺幣三萬元。 

三、環境效益回饋獎勵：符

合本法規定之保安林與

自然保護區土地，以及

主管機關認定有長期造

 

第 8 條 造林獎勵金之額度

如下： 

一、第一年每公頃新臺幣十

二萬元。 

二、第二年至第六年，每年

每公頃新臺幣四萬元。 

三、第七年至第二十年，每

年每公頃新臺幣二萬

元。但依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申請獎勵

者，其獎勵金減半發

給。 

前項所定獎勵金額度，

於面積不足一公頃時，按面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並新增第三項規定。 

二、為提高造林土地使用彈性

及提升民眾造林意願，爰

修正獎勵造林年期為六

年級二十年兩種方案。 

三、為促進林業發展與永續經

營並提高造林經濟誘因，

遂配合物價及工資，檢討

合理造林作業成本，6 年

為 40萬元/公頃，20年為

80 萬元/公頃，爰修正獎

勵標準：申請 6年短期造

林者，獎勵金額度為造林

作業成本之 75%，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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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內既

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

後，每年得申請獎勵每

公頃新臺幣一萬元。主

管機關得視經費預算，

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

林。 

前項所定獎勵金額度，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

檢討後，訂定公告之，並於

面積不足一公頃時，按面積

比例發給。 

 

積比例發給。 至第六年，每年每公頃新

臺幣五萬元，合計共三十

萬元；申請 20 年長期造

林者，獎勵金額度為造林

作業成本之 75%，第一年

至第二十年，每年每公頃

新臺幣三萬元，合計共六

十萬元。 

四、位屬本法第 10條與第 17-

1 條規定之保安林與自然

保護區土地，以及主管機

關認定有長期造林實施

必要之土地，應劃設為限

制營林區作長期造林，不

得申請短期造林。 

五、為鼓勵受獎勵人提高造林

品質，爰針對符合造林成

果標準者提供造林之成

林獎勵金，於第二十年年

符合平均樹高達 4 公尺

者，比照第一年獎勵標

準，提供獎勵 12 萬元/公

頃。未完成者當年度不得

另取，得展延 1年內。 

六、為確保限制營林區作長期

森林造林，鼓勵林主主動

維持森林健康，建置森林

預警機制，並落實「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政策，爰

針對限制營林區申請案

件之既有森林或造林完

成後，確實撫育事實者，

得每年申請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 1萬元/公頃。 

七、為保障民眾權益，相關獎

勵標準得依實際推動情

形作滾動檢討修正，爰新

增規定獎勵金每 5年定期

檢討機制。 

八、為促進山坡地厚植森林資

源，主管機關得視經費預

算排定限制營林區之獎

勵對象優先次序。同時，

為維持限制營林區之森

林環境健康，爰補充規定

造林完成後申請新植造



107 年「提升獎勵造林政策資源配置之調整評估」計畫成果報告書 

6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林之條件。 

第 9 條 獎勵造林之申請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以下簡稱獎

勵造林人），其造林經審查或

檢測符合下列條件，主管機關

得按其造林年度發給獎勵金： 

一、現況符合每年度所提報

之造林報告單內容。 

二、所植樹種及株數符合規

定基準，並平均分布正

常生長於林地。 

三、林木成活株數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自造林第六

年起，每年造林成活率

得扣除自然枯死率百

分之二，平均樹高達 4

公尺以上。 

四、位屬山坡地，無超限利

用。 

五、租地造林地無違約使用

土地情形。 

六、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者需林相無明顯變異，

且無濫墾、濫伐之情

事。 

前項第一款之樹種及

每公頃栽植株數之基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獎勵造林之申請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以下簡稱獎

勵造林人），其造林經檢測符

合下列條件，主管機關得按其

造林年度發給造林獎勵金： 

一、所植樹種及株數符合規

定基準，並平均分布正

常生長於林地。 

二、林木成活株數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自造林第七

年起，每年造林成活率

得扣除自然枯死率百

分之二。 

三、位屬山坡地，無超限利

用。 

四、租地造林地無違約使用

土地情形。 

前項第一款之樹種及

每公頃栽植株數之基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新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及

修正第三款規定。 

二、為促進我國森林健康，導

入計畫性森林經營機制

與配合第 10 條規定，爰

於第一項第一款新增檢

測作業之查核項目，確認

符合造林者每年繳交之

造林報告單內容。 

三、配合第 8條獎勵金調整，

爰明定造林完成年度之

檢測標準為「平均樹高達

4 公尺以上」，同時考量

限制營林區造林完成後

之林相維持，新增長期造

林土地之林地變異點判

釋作業規定。 

第  10 條 獎勵造林人於造

林獎勵期間，應接受主管機關

之輔導，善加管理經營造林

木，使之長大成林。 

獎勵造林人於新植造

林完成後，每年度三月底前

應向受理機關提出前一年

度之造林報告單。經受理機

關現地勘查及林地變異點

判釋後，轉請主管機關採系

統取樣法實施檢測，主管機

關應派員會同受理機關，依

據所提出之報告，排定日

期，赴實地核對地籍圖，檢

查造林情形，並實測造林面

積，將實際檢測結果拍照存

證，登記於造林檢查紀錄

卡。經檢測不符合前條規定

第  10 條 獎勵造林人於造

林獎勵期間，應接受主管機關

之輔導，善加管理經營造林

木，使之長大成林。 

獎勵造林人於新植造

林完成三個月後，應向受理

機關提出報告。經受理機關

轉請主管機關採系統取樣

法實施檢測，主管機關應派

員會同受理機關，依據所提

出之報告，排定日期，赴實

地核對地籍圖，檢查造林情

形，並實測造林面積，將實

際檢測結果拍照存證，登記

於造林檢查紀錄卡。經檢測

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該年度造林獎勵金不予發

給，並由主管機關輔導獎勵

一、修正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二、鑒於各地方主管抽測比例

不一，部分檢測比例為申

請案件數 100%，抽測比

例為 3%，同時為強化與

改善檢測作業程序，爰修

正第二項及第三項檢測

作業流程。由受理機關依

受獎勵人在每年度苗木

補植前繳交之前一年度

之造林報告單辦理現勘，

審核造林現況，並將審核

結果轉請主管機關辦理

檢測作業。造林後一年內

及完成年度需全面檢測。

其餘年度之檢測作業依

案件數抽樣檢測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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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該年度造林獎勵金不予

發給，並由主管機關輔導獎

勵造林人限期改善。 

造林檢測作業，主管機

關得派員會同受理機關或

委由專業機關團體辦理。除

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之

土地外，新植造林後一年內

及完成獎勵年度，得依申請

案件數全面檢測，其餘年

度，每年至少抽樣檢測 3%。 

未依第一項規定於期

限內提具造林報告單者，視

同放棄當年度獎勵金申請

權益。 

造林人限期改善。 

造林檢測作業，自造林

後第三年起，主管機關得委

由受理機關辦理，並由主管

機關每年辦理抽測。 

理。 

三、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

中規定：「行政機關得依

法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

理。」；又依行政程序法

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受

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

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

為行政機關。」。爰修正

第三項規定，主管機關可

將造林檢測業務會同受

理機關或委外由專業機

關團體辦理。 

 第  11 條 獎勵造林人依前

條第二項規定於限期內改善

完成並經檢測合格者，得依造 

林改善完成年度發給造林獎

勵金。 

 

第 12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不得申請獎勵。 

一、任由造林地荒廢或擅自拔

除毀損林木。 

二、在同一地點已接受其他機

關發給造林獎勵金。 

符合前項第一款且經

查證確認者，三年內不得再

次申請獎勵。因病、蟲害、

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樹木

已達輪伐期等因素，須砍除

伐採重新造林經報准者，或

配合主管機關之地方特色

林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

施政計畫輔導經營者，不在

此限。 

第 12 條 主管機關核准造林

獎勵金之申請，應於核准文件

內載明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廢止造林獎勵金之核准，

並命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

之造林獎勵金： 

一、任由造林地荒廢或擅自拔

除毀損林木。 

二、檢測不合格未依主管機關

所定期限改善，或依限改

善後仍檢測不合格。 

三、在同一地點已接受其他機

關發給造林獎勵金。 

四、新植造林地自核定獎勵年

度起，連續三年未實施造

林或檢測均不合格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

第四款情事，因病、蟲害、

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所導致者，獎勵造林人免返

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 

一、修正本條文。 

二、為有效落實獎勵造林政策

目的，同時考量獎勵金之

發放調整為獎勵受獎勵

人前一年度之造林成果，

爰將原規定應廢止造林

獎勵金之核准行為轉為

不得申請獎勵條件，並刪

除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

款。 

三、為提振林業發展活力，鼓

勵地方發展特色林業及

落實國產林木生產，爰補

充規定配合主管機關之

地方特色林業發展計畫

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

導經營者，得依該輔導計

畫引導經營。 

第  13 條 經核准獎勵造林

之土地，於獎勵期間所有權有

移轉或承租契約終止時，造林

獎勵金領取人應主動通知受

理機關，由該土地繼受人出具

第  13 條 經核准獎勵造林

之土地，於獎勵期間所有權有

移轉或承租契約終止時，造林

獎勵金領取人應主動通知受

理機關，由該土地繼受人出具

一、修正第一項及刪除第二項

規定。 

二、為保障土地繼受人之權

益，無意願繼續參與獎勵

造林者或未完成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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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並辦理變更手續；未

完成變更手續或繼受人無意

願者，得註銷造林。 

同意書，並辦理變更手續；未

完成變更手續或繼受人無意

願者，獎勵金領取人應全數返

還已領取之獎勵金。 

土地繼受人依前項規

定同意繼續參與獎勵造林

後，有前條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

所有已領取之獎勵金。 

申請案變更手續者，得註

銷造林申請案件。 

 

 第  14 條 實際從事造林之

個人、團體，經營公私有林或

租地造林需要資金者，得申 

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前項貸款業務由農業金融機

構經辦。 

 

 第  15 條 已申請林務發展

及造林基金造林貸款者，由原

代辦機構按原承作條件繼續

辦理至清償為止。 

 

第  16 條 本修正辦法公告

生效日前依獎勵造林實施要

點或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申請獎勵

內容變更。 

第  16 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

獎勵造林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者，其造林獎勵金之發放，自

九十七年度起，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 

一、修正本條文。 

二、配合本辦法修正，明定

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

前依獎勵造林實施要點

或修正前規定辦理者，

可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申請獎勵內容變

更。 

 第  17 條 主管機關得每年

不定期舉辦造林技術研習，提

供私人、原住民族或團體相關

造林技術指導及病蟲害防治

之建議。 

 

 第  18 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

獎勵輔導措施所需經費，由主

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  19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獎勵造林之核准審核事項，

得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辦理。 

有關原住民族獎勵輔

導造林事項，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協助辦理之。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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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規修訂影響評估 

一、各修正草案建議方案之利弊評估 

為利林務局評估未來各方案可能面臨之問題，選擇最有利之方案，整理重點如

表 3.5 與表 3.6。各方案與當前獎勵造林檢討課題，如國際趨勢、產業輔導需求、

執行單位意見與施政檢討、林業政策方向與目標等四個面向，其對應關係如表 3.7。 

經評估兩方案之特性，方案一可有效提高土地利用彈性，促進林業振興並優化

資源配置；方案二則可確保長期營林，符合國土保育與厚植森林資源訴求。 

考量獎造辦法繼全民造林之後將獎勵金提高，但申請面積無明顯提升，反而自

行造林者數量增加，推測原因為造林土地使用彈性不足；以及 75%的訪談造林者

建議獎勵年限僵化需修改；國際趨勢研究也朝多元化經營森林為主，故本研究建議

可優先採用方案一。 

表 3.5獎勵機制方案利弊評估 

利 

政策 

1.依據土地條件引導作不同造林方式，增加永續性森林經營資源 

2.確保限制營林區之長期造林，促進森林環境健康 

3.導入造林報告單機制，促進打造森林健康環境 

4.限制營林區之國有林收回由政府造林，落實本法第 5條之國土保安原則 

5.導入計畫性經營模式及輔導需求調查，有利產業發展長期布局及政策資源媒

合，提高施政效能 

6.以事後獎勵模式，輔以完成獎勵（方案一），降低造林失敗風險 

7.辦理新舊獎勵制度轉換作業，優化獎勵金預算資源配置 25% 

8.有利區隔環境資源部與農業部業務 

產業 
1.提高土地利用彈性，提升民眾參與造林意願，促進林業發展 

2.整合國產木竹材輔導範圍及對象，促進落實國產材政策 

執行 
1.簡化檢測作業程序，降低行政成本 

2.改善地方單位人力結構 

弊 

政策 需符合保安林施業方法規定之輪伐期限制，或需辦理修法作業 

資源 
1.需爭取提高獎勵金經費預算或另籌措經費來源 

2.需辦理國有林租地收回與籌措相關預算經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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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兩方案利弊比較 

 方案一 方案二 

優

點 

1. 完成獎勵與事後獎勵模式，有效鼓勵林

農積極造林，降低造林失敗風險 

2. 可樽節未完成造林案件之經費，如成林

獎勵，有助落實政策目標 

以每年定額獎勵處分，可簡化經費預算編

列及撥付 

缺

點 

獎勵金非定額，需依造林年份編列預

算，且有完成獎勵的經費保留機制，故

預算編列及撥付較方案二複雜 

獎勵金額度無法呼應前期造林成本，使林

農需先墊付相關費用，例如第一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 可 

表 3.7修正草案方案與當前課題關聯 

面臨課題/需求/趨勢 方案一 方案二 

一、國際趨勢 

1. 厚植森林資源，增加碳匯 O O 

2. 保護森林及棲地，減少毀林 O O 

3. 保護原生天然林，促進生物多樣性 O O 

4. 顧及廣植造林、厚植森林資源整體效益 O - 

5. 整合永續營林價值 O O 

6. 永續林農經營 O - 

7. 揉合原住民傳統文化 O - 

8. 維護整體社會效益 O - 

9. 非主伐林木，採林木副產品等多元化經營 O - 

二、產業輔導需求 

1. 依林地屬性進行森林多元化經營管理 O O 

2. 提供生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O O 

3. 提供長期補助，疏伐撫育計劃 - O 

4. 分階段輔導造林，短期營林與長期撫育 O - 

5. 輔導營林管理，提高檢測彈性 O - 

6. 造林工資提高，獎勵金額不足 O - 

7. 改善獎勵年限限制 O - 

8. 國有林出租造林地非林木經營區利不及費 - O 

三、執行單位意見與施政檢討 

1. 明確區分土地標地，提高林農造林意願 O O 

2. 視造林樹種需求，彈性修改標準 - - 

3. 優化造林年限，增加土地使用彈性 O - 

4. 地方人員流動率高，檢測流程簡化 O O 

5. 調整退場追償機制公平性 O O 

6. 提供多元造林獎勵項目 - - 

7. 不同土地條件的造林獎勵金應一致 O O 

四、林業政策方向與目標 

1. 厚植森林資源 - O 

2. 提升造林面積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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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課題/需求/趨勢 方案一 方案二 

3. 提高木材自給率 O O 

4. 合理利用森林資源 O - 

5. 國產材驗證 O O 

6. 編織生態綠網 O O 

7. 落實里山倡議 O - 

8. 提升森林多元服務價值 O - 

9. 精進集水區保育管理 O O 

10. 國有林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目標 O O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財務與自給率貢獻效益評估 

國家政策推動之財務經費來源不外乎有中央機關基金設立、地方經費籌措、企

業團體公益資金（附錄 3.2）以及民間團體信託基金，其中中央及地方經費來源最

為穩定，可長期推動國家政策。本研究分析 2007 年至 2018 年林務發展與造林基

金預算編列情形，每年獎勵金預算額約 5 億元左右。以下評估造林目標所需經費

或面積之預設情境，以及造林獎勵機制方案適用面積。 

依森林法第四章規定分類為涵養水源、保護水庫所必要者，其環境敏感程度較

高，因此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林，經濟營林區可用預算 3.9億元，若擴大獎勵集

水區保安林提供環境效益獎勵，獎勵防止砂、土崩壞及飛沙、墜石、泮冰、頹雪等

害所必要者，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林與土砂捍止保安林，經濟營林區可用預算約

1.5億元（表 3.8），倘若環境效益獎勵對象為國土計畫法分類之環境敏感區域，因

有其它法源限制伐採區域面積達 5.3萬公頃，經濟營林區可用預算會有短缺狀況，

需要另外籌措預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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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獎勵造林計畫預算限制營林區與經濟營林區面積分配 

 獎勵造林計畫平均年度預算 5億元 

1.獎勵限制

營林區面積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5.3萬公頃，含國有

林租地 4.1 萬公頃） 

水源涵養保安林、土砂捍止保安

林、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3.5萬公頃） 

水源涵養保安林 

（1.1萬公頃） 

2.限制營林

區預算需求 
5.3億元 3.5億元 1.1億元 

3.可作為經

濟營林區推

動預算額 

0億元 1.5億元 3.9億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森林法理念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林、土砂捍止保安林與自然保留區等，並

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林，視預算與申請狀況，優先獎勵水源涵養保安林約需 1.1

億元預算需求，若擴大到森林法第四章保安林範圍則需 3.5億元，考量經濟營林區

農牧用地面積（18.7萬公頃）與林業用地面積（17.2萬公頃）比例約 1:1，假設未

來申辦長期與短期造林面積等量，依環境效益獎勵範圍不同經濟林每年可推動

350~850公頃。  

若依上述新植造林長期與短期營林造林面積等量，以永續經營的伐採方式（每

年森林生長量=可伐採量）估算，根據林務局森林資源調查報告推估森林林木年生

長量為針葉樹 7.34m3/ha/yr、闊葉樹為 6.16m3/ha/yr（張一山等，1982）以 6.8m3/ha/yr

為年生長量估算，國有林產物處分作業要點估算利用材積比例為 0.7，每年新植造

林 500~850 公頃的情況如下（式 1）與（式 2），每年可提供伐採材積約為

21,658~52,598m3： 

20年 × 6.8 m3（年生長量） × 0.7（利用材積） × 造林面積（公頃）  

= 長期造林每年可提供伐採材積（m3）…………………………….……（式 1） 

6年 × 6.8 m3（年生長量） × 0.7（利用材積） × 造林面積（公頃）  

= 短期造林每年可提供伐採材積（m3）…………………………………..（式 2）   

在每年 600 萬 m3 的木材需求量下，每年固定經費 5 億元下，可貢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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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88%木材自給率；若需達到 1%木材自給率每年需推動新植造林 1,000 公

頃，則需另外籌措經費約 1 億元，其他各方案與獎勵標準與自給率評估如表 3.9。 

表 3.9 各方案與獎勵標準推動經濟林面積與自給率評估 

獎勵造林計畫平均

獎勵金年度預算 
5億元 

獎勵限制營林區範

圍 

水源涵養 

保安林 

（1.1 萬公

頃） 

水源涵養保安林、土砂捍止保安

林、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3.5 萬公頃）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5.3萬公頃，含國有

林租地 4.1萬公頃） 

經濟林可用經費

（億元） 
3.9 1.5 0 

經濟林每年可受理

新植最大面積（公

頃） 

850 350 0 

每公頃伐採材積

（m
3
/公頃） 

61.9 

每年可提供可伐採

材積（m
3
） 

52,598 21,658 0 

期滿砍伐之木材自

給率貢獻（%） 
0.88 0.36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個案評估 

依前述建議方案一計算造林者參加獎勵造林參考林務局短期經濟造林技術手

冊資料評估短期經濟樹種生長資料與林試所研究報告，評估各種森林經營目標下，

造林者可獲得之輔導資源與收穫如下： 

（一）短期造林（經營 8年） 

以國內大型林業合作社模式評估林業經營，短期經濟林密植 4,000 株/公頃，

根據林業試驗所研究資料，新植 8 年生產太空包用木粉經濟效益較高，每公頃約

可收穫 48萬元（粗收益），領取造林相關補助為獎造辦法 32萬元、公私有林整合

經營與輔導計畫約 4萬元，可領取總補助金額約 36萬元，因此扣除造林成本 40萬

元，約可收穫 44萬元。 

若以 1,500 株/公頃密度進行 6 年短期收穫生產太空包用材料，每公頃粗收益

價值僅 13萬，遠低於獎造辦法投入，短期 8年造林樹種每公頃粗收益為 1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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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樹種又會因樹種及地位限制，建議一般林農需考量成本與收穫做彈性調整造

林。 

（二）長期造林（經營 20年） 

長期經濟林經營杉木 20年每公頃可收穫約 70萬元（粗收益），可領取造林相

關補助為獎勵造林輔導辦法 60 萬元，若長期 30 年經營高價值用材，每公頃收穫

為最高，需持續給予適當的疏伐、撫育措施才能創造高經濟價值，其餘各項通案估

算如表 3.10 顯示。因此，引導造林者長期經營，新植造林後的撫育疏伐配套措施

顯得格外重要，建議提供林農多元化持續性的收入以維持林農能進行長期造林。 

表 3.10 各項經營目標與週期下造林收益與領取補助金額 

輪伐期 

（年） 
樹種 主產物 

單價 

（元/噸、

元/m3） 

每一生產週期 

平均產量 

（噸/公頃、

m3/公頃） 

經濟效益

粗收益 

（萬元） 

獎造辦法與公私有

林計畫補助合計 

（萬元/公頃） 

6 相思 太空包木粉 4,000 33 13 32 

8 桉樹 造紙木片 2,700 150 41 36 

8 相思 太空包木粉 4,000 44 18 36 

8 
相思 

（密植） 
太空包木粉 4,000 120 48 36 

20 杉木 用材 5,000 200 70 60 

30 杉木 用材 5,000 350 123 85 

30 香杉 用材 36,000 150 540 85 

資料來源：短期經濟造林技術手冊；短伐期經濟造林樹種選擇、育苗與示範造林；林務局每月木材市價調查報

告。台灣與大陸杉木人工林生長之研究比較（2013）。 

四、預期效益 

在優先推動環境獎勵的預算下，依方案及獎勵金額不同經濟林每年可推動

350~850 公頃，建議採用方案一造林獎勵訂定短期造林獎勵 6 年為期共 32 萬元、

長期造林獎勵 20年共 60萬元，視每年申請狀況環境效益獎勵 1.1萬~3.5萬公頃，

依據修正草案規劃，獎勵金經費 5億元限制，整體效益結果如下： 

（一）造林效益 

1.提高木材自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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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財務與自給率評估（表 3.8），本修正草案規劃，嘗試模擬草案核定

後，在獎勵金經費 5億元限制下，以及遵循目前每年推動 350~850公頃之情境下，

每年約可貢獻 0.36~0.88%木材自給率。 

2.增加造林面積 

造林 20 年共可推動新植 7,000~17,000 公頃，並推動限制營林區 1.1~3.5 萬公

頃環境獎勵確保長期造林，限制營林區每年可增加森林蓄積量 2.2~5.2萬 m3。 

3.厚植森林資源 

獎勵造林 20 年推動新植面積 20 年共可推動新植 7,000~17,000 公頃，根據林

務局於 2017年計算臺灣國有林地礦區生態損害補償費用案，以及林業試驗所相關

研究推估水源涵養效益、碳吸存效益與水土保持效益等效果： 

（1）森林水源涵養效益 

台灣森林每年每公頃約可涵養 16,000噸乾淨水源（林淵霖等，2012），因此在

每年獎勵 1.1萬~3.5萬公頃限制營林區的狀況下，每年可為台灣涵養 1.7億~5.6億

噸乾淨水源，若計價則以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取加權平均，每噸水價約 2.6元，以

下述公式（式 3）計算，每年可產生 4.4~14.6 億元水源涵養效益，共計 20 年造林

共可涵養 35億~113億噸乾淨水源、生態系服務價值為新臺幣 91億~294億元。 

16,000噸/年公頃×每年獎勵限制營林區面積×20年×水價 2.6元 

=共涵養 3.5億 m3的乾淨水源…….………………………………………..（式 3） 

（2）吸收二氧化碳 

台灣森林每年每公頃約可吸收 45 噸~90 噸二氧化碳，每年每公頃約可產生 1

萬元碳吸存效益，因此每年獎勵限制營林區 1.1萬公頃~3.5萬公頃狀況下，每年可

為台灣吸收約 50萬~158萬公噸二氧化碳，產生 1.1億~3.5億元碳吸存效益，20年

共可產生 22~70億元的碳吸存效益 

（3）水土保持效益 

根據林試所 2012年研究與林務局研究計畫顯示台灣森林每年每公頃可以減少

1,000立方公尺土壤沖蝕，減少約 15萬元土石流風險，因此，限制營林區獎勵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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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萬~3.5 萬公頃獎勵環境效益回饋每年可漸少 1,100 萬~3,500 萬立方公尺土壤沖

蝕，減少 17億~53億元土石流風險，20年共可減少 340億~1,060億元土石流風險。 

（二）經濟效益 

1.提供山村工作機會 

獎勵造林辦法推動 20年，執行推動新植造林面積 7,000~17,000公頃，獎勵造

林辦法推動 20年長期與短期營林約各 3,500~8,500公頃，若以表 2.1一般造林地區

造林育苗功程表，每公頃造林 20 年約需人力 383 工，造林 6 年約需人力 187 工，

因此依下述（式 4）與（式 5）計算，獎勵造林 20年造林 7,000~17,000 公頃可創造

人力需求約 200 萬~490 萬工，每工 1800 元計算，共可創造 36 億~88 億元工作機

會。 

長期營林 3,500~8,500 公頃×383工/公頃=約 134萬~330萬工………..…（式 4） 

短期營林 3,500~8,500 公頃×187工/公頃=約 65萬~160萬工………….…（式 5） 

2.帶動林業振興 

承上述條件，參考 3.4 個案評估項目，每公頃短期營林 8 年約可生產 44 噸造

林原料；長期營林 20 年每公頃可生產 200 立方公尺用材。依下述（式 6）與（式

7）計算，推行獎勵造林政策 20年共可創造 41億~136億元經濟效益。 

長期營林 200立方公尺/公頃×3,500~8,500公頃×5,000元/立方公尺 

=約 35~121億元……………………………………………………….…….（式 6） 

短期營林 44噸/公頃×3,500~8,500 公頃×4,000元/噸 

=約 6億~15億元………………………………………………...…………..（式 7） 

（三）資源配置優化 

本研究計畫建議，在預算許可下，每年優先推動水源涵養保安林環境效益獎勵

1.1萬公頃，令固定推動新植造林 850公頃，方案一可提供 25%經費優化，亦可較

現有增加 213%的推動新植面積，增加造林面積與提高木材自給率，並每年保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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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營林區友善經營，厚植森林資源，其他方案與效益預算優化比例如下表 3.11。 

表 3.11 不同方案與獎勵金額下優化比例與所需經費 

 
原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獎勵年限 20 6 20 6 20 

獎勵標準（萬元/公頃） 60 32 60 30 60 

每年推動經濟

營 林 區 新 植

850公頃 

20年獎勵金經費支出 （億元） 67.1 50.5 49.0 

平均年需經費 （億元） 3.4 2.5 2.45 

最高年需經費（億元） 5.1 3.9 3.8 

經費優化比例 （%） 0 25 27 

每年推動限制

營林區友善經

營 1.1萬公頃 

20年獎勵金經費支出（億元） - 22 22 

平均年需經費 （億元） - 1.1 1.1 

經濟+限制營林 平均年需經費合計 （億元） 3.4 3.63 3.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獎勵輔導造林計畫相關配套模式 

一、獎勵造林配套模式 

依據上述規劃成果，已可釐清獎造辦法及林業輔導計畫之權責分工。獎勵機制

屬於時間性的獎勵措施，規劃分造林完成前，由獎造辦法輔導林農造林，屬於法規

命令性質、長期保障民眾權益；完成後由產業輔導計畫輔導林農營林，可視營林需

求、彈性調整短期計畫輔導項目。由兩者之協力運作，於造林期間，不同時間階段

給予對應之獎勵輔導（給付）方式，堆疊獎勵林農在森林經營所需資源與協助（圖

3.4）。 

二、相關配套評估 

未來的輔導模式將導入分流式的造林獎勵與計畫性營林機制，輔以產業輔導

計畫，協助林農作友善性的經營森林。為確保新植造林完成後，林農可持續作積極

的森林經營，改善依賴森林生活者的生計，檢視各項目相關之政策資源，本研究建

議應具備之輔導項目如表 3.12。惟仍需可進一步加強重點如下：  

（一）區域性特色林業輔導計畫：考量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精神係獎勵造林者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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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為，而非特定族群對象，故接續以產業輔導計畫，地方可建置地區林

業特色發展規劃，展現木材應用、藝術等傳統習俗，提昇國產材應用之效

益面向。由地方輔導造林者種植指定樹種、輔導發展多元化林業經濟。未

來將持續與各地方政府協調，共同規劃適合各地區產業特性之相關輔導計

畫，打造地方林業特色。 

（二）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計畫：輔導林農發展多元化林業經濟、成立合作

社形成造林者集團，降低經營成本與門檻、開發經常性收入，建議除了現

有的林下經濟等經濟林經營方案，加強計畫於各項經營方案如環境保安林

長期經營、遊憩林經營與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模式等。輔導更多元的經營方

式，以期增加造林者的經常性收入來源。此外，其它也可研議增列國外已

推行之補助項目，如特定國產材造林樹種、合作社加入會費等補助項目，

加強造林者集團經營的吸引力。 

（三）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鑒於臺灣長期木材需求超過 99 %來自國外進口，

國內木材市場低迷，現行公私有林經營不易，造林初期成本高，常造成森

林荒廢，不利國土保安、水源涵養。為促使公私有林永續營林，仍有必要

由政府補助支持個人及團體之撫育及管理成本，以營造優質森林，有助帶

動林產業振興，逐步建立產業鏈，活絡國內林產業，提高國內木材自給率。 

 

圖 3.4 造林政策資源配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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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林務局於 107 年 1 月 22 日公告「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作業規

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以及「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

法」之規定，林農完成造林後之經營及利用規劃流程如圖 3.5。規劃原則如下： 

（一）經濟營林區內林地 

以面積作區分，小面積土地以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本營林項目；大面積土地

整合係以符合 30公頃以上之林業合作社規模，納入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規範，

進行林下經濟、優質林木採伐，或是中小徑木加工之木製材料或產品。 

（二）限制營林區內林地 

限制營林區符合資格者，在不影響國土保育的前題下，配合公私有林整合經營

計畫輔導，作森林長期撫育與適度疏伐。 

（三）無營林意願者 

租地回歸租約管理，辦理租約終止、退還獎勵金。私有林回歸地方政府管理，

若位限制營林區，則依其管理辦法（如保安林經營準則）辦理。 

（四）原住民保留地之造林地 

編訂為禁伐區域之造林地應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非禁伐區域，則依「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作業規範」參與作森林整合經營。 

 

圖 3.5 獎勵造林屆期後之經營及利用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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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獎勵輔導造林計畫可配套資源 

輔導項目 輔導內容 可配套政策資源 

獎勵標準 
主辦 

單位 周期 
金額 

（千元） 

1.疏伐撫育 

完成後之刈草、施肥、

疏伐與採伐等對象為一

般農民 

• 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 

次 20 

林務局 

2.基礎設施 
臨時性林道、一般林道

維護、森林邊界等 

• 森林永續經營暨產業振

興計畫 

• 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 

次 1/2 

3.生產資材 

辦理公私有林經營、林

產產銷輔導及防治資

材，以林業、林產之相

關單位為限 

• 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 次 
1/2、最

高 500 

4.生產設備 
輔導應用採伐機具、運

輸車輛等 

• 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 

次 
1/2、

3,000 

5.國內認證 
輔導造林者參與木竹材

溯源管理與國產材標章 
次 

1/2~2/3、

100 
6.國際認證 

輔導造林者申請國外森

林認證，如 FSC、ISO

等 

次 

7.特定樹種 
輔導造林者種植指定樹

種 

• 區域性特色林業輔導計

畫 - - 
地方 

政府 

8.教育訓練 
輔導造林者以科學方法

營林並傳承林業知識 

• 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

導計畫 

• 農業主管計畫補助標準 

次 1/2、500 

林務 

局、 

地方 

政府 

9.合作社 
輔導造林者集團經營降

低成本與門檻 • 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

導計畫 

• 區域性特色林業輔導計

畫 

- 

同上各項 

- 
10.混農林業 

輔導發展多元化林業經

濟，開發經常性收入 

11.林業副產

物 

輔導發展多元化林業經

濟，開發經常性收入 
- 

12.保安林禁

伐補償 

研議依森林法第 31條規

定提供保安林禁伐補償 

•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

及造林回饋條例 
年/公頃 30 原民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後續工作建議 

（一）相關規範之竸合評估 

配合本修正辦法，相關需同步檢視，可能具競合關係之規範與修正方向建

議如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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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獎勵新制可能競合規範與修正方向 

優先順序 相關規範 競合關係與修正方向建議 

優先 

1.造林樹種及每公頃栽植株數

基準表 

建議地方單位積極推動地區特色林業之樹種，利於

國產材政策與林下經濟的推動 

2.獎勵造林審查要點 
第四條獎勵造林審查附表，內容修正經濟營林與限

制營林區分流 

3.獎勵輔導造林解釋彙編 需新增增修辦法條文、函釋文件 

次要 

4.保安林施業方法 

附表「保安林建議造林樹種及伐期齡」備註說明公、

私有林及租地造林樹種之伐期齡減半，經濟營林區

輪伐期年限受到限制 

5.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

林回饋條例 

該條例修正草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改為「原住

民保留地參與造林獎勵期滿二十年之禁伐補償」。

未來需由林務局與原民會協商修改為「期滿六年之

禁伐補償」 

6.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

作業要點 

第四條作業程序，第三項各林管處辦理收回程序之

第六款「各年度經費預算之分配與運用」內容修改

由林務發展與造林基金支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後續推動問題  

以上的評估，係考量當前政策資源可供支應的限度下，所試算的結果，這

也使的推動能量與力度有限。然而，考量未來修正草案受林農接受後，面對數

十萬公頃的輔導面積，此一經費額度將明顯不足。建議主辦單位仍需思考其它

經費籌措方式或相關可挹注之經費來源，如下： 

1. 爭取國土計畫法規定設置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3，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四條第五款「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2.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接受捐款執行認養植護樹與野生動物保育作業要點」，

徵求企業及個人捐助4，以挹注限制營林區之森林環境回饋金經費。 

3. 提升造林面積為「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中農業部門指標之一，預計 109

年完成 3,636公頃，114年完成造林 7,176公頃，建議可將獎勵造林輔導辦法

                                                      
3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基金用途包含：「依本法規定辦理之

補償所需支出」…「其他國土保育事項」。目前預算用途為辦理全國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

圖推動計畫及研訂相關子法。 

4 企業造林抵稅可行性評估詳如附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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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納入推動方案的目標中，並爭取專案經費以支援獎勵造林輔導辦法。 

4. 同上，推動方案中「溫室氣體減量及獎勵機制」與「建構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及排放交易制度」研議將造林增加之碳匯納入獎勵機制或交易制度。 

5. 爭取地方政府之區域型林業發展計畫資源挹注。 

6. 爭取相關部會政策資源。例如：農業特別收入基金（林務局）、水資源作業基

金（經濟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內政部）、環境保護基金（環保署）、溫泉

事業發展基金（經濟部）。限制營林區條件，若依國土計畫法之環境敏感地區

第 1類項目，其區域之劃設皆有對應之法源依據、特定的區域屬性以及對應

的作業基金支持相關管理（表 2.6），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經費可研議由劃設

該區域之權責主管機關，依其相關規範之對應作業基金協助支應。 

根據森林法第 48 條，現行獎勵造林輔導辦法經費以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林務發展與造林基金為主，但因獎勵造林輔導辦法範圍包含水庫水源涵養保

安林、土砂捍止保安林、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受限制營林範圍，

因此在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區域計畫法與水利法、水庫蓄

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等法規進行友善經營森林時，應該需優先爭取相關經費

來源如「農業特別收入基金」、「水資源作業基金」及「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7. 研議試辦導入森林環境稅。此有待與相關機關（單位）研商溝通與配套措施，

透過稅賦機制來抑制環境污染，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的永續經營。 

（四）相關單位應配合事項 

為完成本修正草案作業順利運行，建議相關單位應配合重點事項包括： 

1.林務局 

（1）完備林業產業輔導計畫規劃。 

（2）公告適合經濟營林範圍土地清冊。 

（3）獎勵經費來源籌措、跨部會研商會議、行政院核定。 

（4）調整造林申辦作業與建置申請作業資訊系統。 

（5）辦理地方機關人力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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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規劃獎造辦法轉換機制。 

2.地方政府 

（1）研提地方性林業經營方針，發展特色人工林。 

（2）宣傳並推廣優先輔導造林之土地區位。 

（3）搭配中央政策推廣專業人才培訓，或引入專業團隊協助發展地方特色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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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我國山坡地地區林地與農牧用地利用，以做林業使用占多數，惟依據森林法第

48 條規定，近年我國推動的山坡地私人造林相關計畫，因獎勵制度面未能有效引

導造林地依產業發展做靈活使用、造林方式未依土地條件明確區隔生產性人工林

與環境林、缺乏產業相關輔導計畫配套以及檢測作業困難等問題，導致林主投資造

林意願降低、森林環境品質難以提升與地方推動單位人才無法累積，進而讓整體林

業的產業發展活力不足。因此，本計畫配合 2017年起林務局陸續推動之「森林永

續經營暨產業振興計畫」及「國產材生產規劃與市場開拓」政策，以及 2018年內

政部核定執行「全國國土計畫」之契機，就造林政策及產業發展需求，檢討獎勵機

制，提升其健全性。 

本研究檢討過去獎勵造林計畫執行，並藉由研析國際與我國林業政策趨勢、國

內外文獻、專家與造林者訪談、專家會議、工作會議、政策策進會議、座談會等方

式彙整各方意見，從政策面、執行面與產業面等面向檢討「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

定，提出相關條文之修正建議原則。重點如下： 

一、獎造辦法之定位應為獎勵私人、原住民族或團體造林，並提供造林人因配

合政府引導的造林行為，保障基本權益。造林過程中以及完成造林後應有

相關產業輔導措施協力運作，確保造林成果契合市場需求及環境健康。 

二、造林方式應契合土地功能分區使用原則，依森林法規定分流引導作有計畫

性的生產性人工林與環境林。 

三、檢討配置獎勵金標準、修正每年度申請作業流程及造林成果審核機制，包

括：設置完成獎勵金及標準、環境效益回饋金、造林報告單等，確保造林

品質，降低地方人員行政作業負擔。 

四、由造林人每年提報造林進度，由主管機關依受獎勵人前一年度造林成果辦

理審查與檢測，並逐年處分核准獎勵，避免長期造林失敗產生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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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置新舊制度銜接轉換機制，保障既有受獎勵人權益，並輔導造林人以新

造林模式運作。 

 

4.2 建議 

本研究係屬「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法作業之前置研究，並依據前述修正建議

原則，研提兩建議案，供主管機關在後續修法作業及施政規劃參考。此外，有關後

續修法與施政上應注意事項與建議如下： 

一、本建議方案係為有效吸引民眾投入造林，以振興林產業與確保森林環境健

康，應寬列未來施政目標與經費預算，不宜依既有經費預算設限未來推動

能量。 

二、待施政方案擇定後，應會銜原民會，辦理共識會議，辦理具體修法作業。 

三、在修法作業同時，應同步建置新舊制度銜接模式與細部行政處分作業方

式，並再精算財務計畫，確保未來政策推動的政策資源支持及層級單位之

行政作業程序。 

四、應執行相關規範之修正與檢討，避免法規競合，如：更新獎勵造林實施要

點、修正保安林施業方法有關輪伐期之規定、取消追繳獎勵金作業流程及

註銷流程等。 

五、搭配建立新獎勵機制之契機，建置林業輔導案件受理與申報整合作業平

台，整合各項計畫輔導案件資訊，強化林業輔導效能與避免政策資源錯誤

配置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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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獎勵輔導造林申請書修正稿 

___年度獎勵輔導造林暨造林計畫申請書（修正版） 

                    編號： 

□ 申請免費供應種苗。 

□ 申請造林獎勵金及免費供應種苗。 

□ 申請造林獎勵金，自備種苗。 

□ 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 

一、申請造林地點（視需要可增列） 

地段 

（事業區） 

小段 

（林

班） 

地號 
面積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 

（或承租人） 

土地條件 

（主管機關查詢

後填寫） 

GPS 座標 

（主管機關現勘後填

寫） 

□TWD97 

□TWD67 

      

X： 

Y： 

      

X： 

Y： 

備註：1. 土地條件內容應依林地經營條件結果填寫經濟林、保安林、自然保護區，以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必要之

土地區位。 

2.已申請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之公私有林補助者，不得申請本造林獎勵金。 

 

二、造林計畫（可視需要增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者免填） 

目標產物 

（可複選） 

□木材用材                           □公益目的   

□混農林業經營項目（___________）    □林下經濟項目（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混農林業經營僅限農牧用地。林下經濟為「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屬單純地

林業範疇，混農林業則為「林業與農、牧的混和經營模式」。   

經營輔導需求 

（可複選） 

□造林撫育技術訓練   □副產品開發      □代耕媒合   □林業認證 

□參與生產合作社     □混農林經營培訓  □其它_________________ 

種植規劃 

樹種 株數 預計造林年數 

 

 

 

 

 

 

 

 

 

 

 

 

撫育計畫 
新植/補植 

（次數） 

補植 

（次數） 

刈草 

（次數） 

施肥 

（次數） 

修枝除蔓 

（次數） 

疏伐 

（次數） 

第 1年       

第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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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第 11年       

第 12年       

第 13年       

第 14年       

第 15年       

第 16年       

第 17年       

第 18年       

第 19年       

第 20年       

備註：請自行增列。 

 

三、申請造林種苗數量（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免填） 

種苗來源 
面積 

（公頃） 
樹種 新植或補植 

種苗數 

（株） 

□申請 

□自備 
  

□新植 

□補植 
 

□申請 

□自備 
  

□新植 

□補植 
 

□申請 

□自備 
  

□新植 

□補植 
 

備註：自備樹種種苗種類需符合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定樹種。 

 

本人依據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定樹種，申請免費配撥上開造林用種苗，如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願依市價賠償，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1.已接受主管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無償配撥種苗而無充分理由再受配。 

2.將配撥種苗轉售圖利或無正當理由不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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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檢附下列文件 

□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由機關協助登入地籍網路查詢系統列印）。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團體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應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租契約書。如承租國有

或公有土地者，應檢附出租機關同意造林之文件。 

□申請人為共有土地所有人之一，應提出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書或分管協議書。 

□申請人為各鄉（鎮、市、區）公所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

其繼承人，免附土地登記簿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承租契約書等相關證

明文件。 

□前一年度造林報告單（限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者） 

此致 

受理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林區管理處 

             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住址： 

電話： 

國民身分證字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核對土地文件有

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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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獎勵輔導造林申請書（原版本） 

               編號： 

□ 申請免費供應種苗。 

□ 申請造林獎勵金及免費供應種苗。 

□ 申請造林獎勵金，自備種苗。 

一、申請造林地點 

地段 

（事業區） 

小段 

（林班） 
地號 

面積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 

（ 或承租人） 

GPS 座標（主管機關

現勘後填寫） 

□TWD97 

□TWD67 

     
X： 

Y： 

     

X： 

Y： 

二、申請造林種苗數量（註：自備種苗者免填） 
面積 

（公頃） 樹種 新植或補植 
種苗數 

（株） 

    

    

本人依據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定樹種，申請免費配撥上開造林用種苗，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願依照政府追

償時之市價賠償：  

1、已接受主管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無償配撥種苗而無充分理由再受配。 

2、將配撥種苗轉售圖利或無正當理由不造林。 

三、自備樹種種苗數量 
面積 

（公頃） 樹種 新植或補植 
種苗數 

（株） 

    

    

1. 本人願意依據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定樹種，申請自備上開造林用種苗。 

2. 本人自備種苗造林，同意不要求請領種苗補助費。 

 



附件一 獎勵輔導造林申請書修正稿 

 

9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四、應檢附下列文件： 

□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由機關協助登入地籍網路查詢系統列印）。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團體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應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租契約書。如承租國有

或公有土地者，應檢附出租機關同意造林之文件。 

□申請人為共有土地所有人之一，應提出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書或分管協議書。 

□申請人為各鄉（鎮、市、區）公所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

其繼承人，免附土地登記簿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承租契約書等相關證

明文件。 

 

此致 

受理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林區管理處 

             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住址： 

電話： 

國民身分證字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核對土地文件有

關證件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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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造林報告單（稿） 

造林第___年報告單 

編號： 

查核機關現勘/ 

查核填用 

地段 

（事業區） 

小段 

（林班） 
地號 經營型態  

現勘  

日期  
年   月   日    

 

 

 □經濟林 

 □非經濟林 
GPS 座標 

□TWD97 

□TWD67 

X： 

Y： 造林核准年月 
獎勵核准 

面積（公頃） 
種植樹種 種植株數 

現勘/ 

審查 

結果 

□無明顯變異  

□與陳報相符  

□與陳報不符，

需檢測確認  

□與陳報不符，

需限期改善  

□需停止造林  

□建議列為除地  

年    月   
 
 

 

累計 

已補植株數 

本年預定 

補植株數 

平均樹高 

（公分） 

平均胸徑 

（公分） 

  
 
 

 

編號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1 □刈草  ______次 

備註 
請 填 報 森 林 健

康情形  

2 □補植 ______株 

3 □修枝 ______次 

4 □其他  

森林健康狀況  

1 蟲害  □無  □輕微  □明顯  □嚴重 

2 病害  □無  □輕微  □明顯  □嚴重 

3 枝葉狀況  □無明顯落葉 □明顯落葉 □大量枯死 

4 其他  請說明 

 

請浮貼《造林地遠景》照片 

照片需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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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浮貼《造林地近照》照片 

 
照片需附日期 

請浮貼《工作內容》照片 

 
照片需附日期 

查核機關現勘填用 

現勘/審查 

人員職稱  姓名  簽章  

 

 
 

 
 

 

 
 

 
                                                                             

一、請於每年 3 月底前依據前一年森林撫育事實，繳交本報告單，所附照片限為填報日期 3 個月內之現場實際現

況，逾期視同放棄。 

二、本報告單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由受理機關退回限期一個月內補正資料： 

1.經現勘與所陳報現況事實不符。 

2.經現勘結果，有土地違約使用或超限利用情形。 

3.林相狀況不佳，樹木存活率明顯低於 70%標準，需補植者。 

上述填報內容，均為本人申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獎勵之造林地實際經營

情形，並已善盡撫育管理義務，如有隱瞞虛偽情事，願負法律一切責任。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電話：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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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評選委員意見回覆內容 

2017/12/21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吳珮瑛委員 

1.此一計畫的首要目標要檢討臺灣的造林

獎勵政策，並不侷限於表 2-1（第 4頁）

中的『山坡地獎勵輔導造林』政策，希望

規劃團隊不要弄錯對象。因為後續相關

說明有時似乎意指前述所指的單一對

象，有時又是涵蓋不同階段的涉及獎勵

造林政策。就時間軸來看，其實規劃團

隊在圖 2-1-1有比較清楚的表示，其中即

涉及了各項與造林計畫相關的獎勵項

目。此外，就整體工作項目的橫斷面而

言，若又配合『國土計畫法』中的四大分

區，由此衍生而來的獎勵政策應該是協

助規劃位處於不同分區內之造林所需要

的獎勵設計，如此就清楚，此一計畫不

是僅針對『山坡地獎勵輔導造林』政策

進行檢討與研擬新方向（如果必要）。 

感謝委員提醒。在資料蒐集與研析階段，為能充分

釐清獎勵輔導造林政策面臨課題與發展方向，本計

畫將於檢討過去施政計畫推動情形以及當前相關

政策時，將會進行完整而全面的歸納研析，而不僅

侷限山坡地範圍。 

由於本案徵求文件訂定之工作內容為「研訂或修正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草案」，又考量目前我國山坡地

及平地造林計畫係分開獨立推動，經與主辦單位確

認需求後，擬優先以原辦法設定之獎勵範圍-山坡

地，將研究重點聚焦於依實務課題檢討獎勵造林政

策，並配合林業政策設計堆疊式補助方式，以及其

他相關配套，研提獎造辦法修正草案。計畫執行期

間，將與主辦單位於各工作會議滾動檢討計畫執行

內容。 

2.第 10 頁說明本計畫評估歷年的造林獎

勵計畫的推動將以文獻研析以及次級資

料分析方式，由政策面、制度面及成效

面進行檢討。成效面除了造林面積外、

其中何以均聚焦於木材品質或是林才蓄

積量？對於特定的造林獎勵或是補助這

些面向應該獎勵的初衷。尤其第 3 頁一

開始就提及氣候變遷、京都議定書等與

減碳相關的國際公約，這些問題的提出，

都不是為達成林木之生產而造林。建議

要由森林多功能性的其他效益面向。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之造林獎勵計畫之檢討，原

則上係盡可能收及瞭解各種面向執行情形，並未聚

焦於「木材品質」與「木材蓄積量」。未來在獎勵

機制的設計，將會依林業政策推動的目的與獎勵初

衷來設定特定的造林獎勵項目與補助。另，考量氣

候變遷、「京都議定書」與相關的國際公約所提倡

的減碳議題，以及森林的多功能性的其他效益，均

屬林業發展與林業政策需考慮面向，本研究將盡可

能廣泛涉獵討論，調整檢討內容。 

3.本計畫的工作項目（一）及（二）檢討臺

灣造林獎勵政策及分析國外造林獎勵與

輔導辦法，目前規劃的內容與範疇過於

狹隘，如此將難以銜接到工作項目（四），

因此一工作項目是所收集的國際相關公

約以做為本專案計畫關連性的連結。檢

討中完全未觸及生態面與環境面，如此

並不知過去臺灣的造林計畫並無此功

能、或是有但執行不確實，但不論是哪

一個情形，建議就要規劃在檢討（一）及

國外的獎勵與輔導辦法（二）之項目中，

否則進行至工作項目（四）則顯得突兀。

又工作項目（四）何以分成政策面等四

大項，政策面過於含糊，因其他三項也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委員意見將工作項目

（四）之內容重新調整，分為產銷輔導與生態環

境兩大構面去探討四個公約組織，據此連結工作

項目（二）之日、美、德國內木材市場發展與生

態林業之探討。工作項目（一）、（二）及（四）

之執行，皆為修正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前置作

業，將依研究成果逐一研提可能之修正方向，並

進行彙整連結。相關內容也已參酌委員建議加強

與計畫目的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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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都是政策面中的內容。 

4.前述意見 1 及 2 均反映在造林者的深度

訪談之附件 2 的問卷初稿中，這些問項

均鎖定在『山坡地獎勵輔導造林』或者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規定中。此外，問

項不應局限在木材的功能上。又開放式

的問項如附錄第 2-2 頁中的第 6 題過於

複雜，每一位造林者目前或過去所造林

地之區位，應該在訪問前即可知，因此，

建議依受訪者林木所在區位徵詢對相關

功能之意見，因為這是受訪者可以呈現

他認為過去他的造林所獲得獎勵之合理

與否的反應。至於其他非特定受訪者林

木所具有的功能，即是徵詢他個人的看

法。如此也才能兼顧計畫書第 23頁所提

及的瞭解造林者的觀點與看法，及探索

造林者務實需求。依此也涉及到深度訪

談者對象的選擇中需涵蓋各式不同功能

之造林者的配置。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分區作業

仍在進行中，受訪者可能對於所在區位劃分結果以

及土地功能導向並無深刻瞭解。本研究已參酌委員

建議，盡可能與受訪者交流意見，並增加造林獎勵

之題項設計，以瞭解造林者觀點與需求。 

5.有關於國外造林輔導獎勵及補助措施、

計畫書中規劃選擇日本、美國及德國，

理由為何請說明清楚，因人工林發達的

國家應不只有這三個國家，因此，選這

三個國家必有此一因素外的其他理由。

此外，如以此三個國家為對象，何以環

境稅又涉及北美（北美是指美國及加拿

大）、而歐盟在英國脫歐後有 27 國，德

國是其中之一，由個別國家到個別國家

所屬的區域或是聯邦，其間的關係建議

要說明清楚何以要擴及如此廣泛的對

象？尤其是歐盟，以環境稅而言、盟員

各國彼此間雖然有一些共識，但個別成

員國在政策的制訂及執行之細節並不相

同，如要探討歐盟，建議不要樣樣點到，

但卻不深入。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選擇之國外案例係考量日

本、美國與德國在造林政策推動成效卓著，且各有

特色。例如日本從 2000 年的森林計畫開始到 2016

年，成功提升國內木材自給率 13%。美國則鼓勵私

有林地，透過生態服務給付方式支付私有林地主獎

勵其造林，增加國內木材生產避免砍伐國有林。德

國則是森林管理與林業發展成效最為卓著之國家，

其森林面積從 60 年代到現在提升了百萬公頃，於

此同時德國也發展成歐洲最大的木材生產國。 

日、美、德三國都曾經遇到造林難題，例如：日本

與德國於二戰後急需回復戰時被破壞之林地面積；

美國則由於便宜進口木材導致國內造林意願低落

等。三個國家的造林政策各採不同理念與措施，但

是卻各有所長並成效明顯，因此建議以此三個國家

借鏡，將有利於本計畫學習與檢討造林政策。已新

增研究方法部分強化選擇此三個國家之論述。 

另外，考量歐盟各國環境稅徵收方式差異甚大，本

研究將遵照委員建議，併同林業政策檢討，聚焦於

日、美、德三國之環境稅徵收方式，避免資料蒐集

過於分散而無法深入研析之問題。已新增說明，並

修正為蒐整各國環境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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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前計畫書有關日本、德國、美國或是歐

盟的內容，都是有引用的部分都是看臺

灣現有文獻，建議執行時不要只看別人

的文獻來說明政策的內容，除了你們點

出現有文獻對相同政策看法上的差異、

而針對目前文獻內容要進行比對與批判

外，執行一個計畫，建議要回到各國或

是各區最原始政策制訂之種種內容，進

行說明、剖析與建議，否則你們的看法

就繞不出臺灣現有的文獻看法與結論，

如此就不需做此一研究。 

感謝委員提醒與建議。有關日本、德國、美國或是

歐盟的林業政策內容，參考中文文獻有利快速藉由

過去研究成果瞭解各國原始政策內容。未來執行，

將回歸原始政策資料內容進行研析。 

7.本計畫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配合『國土計

畫法』，針對不同分區下的造林規劃新

的造林獎勵政策與輔助方案，然本計畫

每一項工作完成後，卻沒有規劃這些工

作，如此乃失去執行每一個項工作的意

義。 

感謝委員指導。國土計畫法的實施為林務局啟動本

計畫的重要契機，也是我國土地政策發展重點。本

研究已加強在每一個工作項目與導入國土計畫法

之連結。需注意的是，國土計畫法的土地分區與相

關土地政策，為本研究研析的考量因素之ㄧ，未來

林業政策之擬定與獎勵機制之策畫，係藉此契機同

步檢討與精進，並非完全需遷就國土計畫法之土地

分區。本研究將綜合考量施政單位需求、國土計畫

法施行以及各工作項目研析結果，檢討修正獎勵輔

導造林辦法，並針對新版獎造政策推動，研提應注

意事項。 

8.建議將本計畫的審查委員由計畫的可能

諮詢委員名單中刪除。 

感謝委員提醒，已重新檢視計畫諮詢顧問之合宜

性，並將審查委員由名單中移除。 

二、邱立文委員 

1.土地特性，林地分區僅有規範國有林，請

問私有地如何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關於私有林是否需要分區給予補

助，來提升林農參與造林動機，或是還有其他更適

合的土地分區標準，後續將配合獎勵機制設計（工

項 1-2）同步研析，並釐清獎勵機制輔導對象及補

助標準。 

2.對象訪談分層取樣，如何取得對象?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辦理造林者訪談之目的，係

瞭解造林者對於過去參與造林所獲得獎勵之合理

與否的反應，以及未來輔導需求。擬將透過「立意

抽樣」方法，協請主辦單位或推動單位媒合與舉薦

林務經驗（投入年數高）且造林績效良好（檢測皆

有通過）者，優先進行訪談。此外，也會配合「滾

雪球抽樣」方法，請受訪者推薦其他資深造林者。 

3.獎勵造林政策相關參與部分，中央部會

尚有教育部及國有財產署。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協助釐清教育部和國有財

產署於獎勵輔導造林程序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納

入檢討修正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作業時，需跨部會參

與之對象。 

4.服務建議書工作項目應注意事項如何盤

點的方法?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研提執行「修正獎勵輔導造

林辦法作業」之應注意事項，係考量政策修正應以

既有推動情形為基礎進行檢討，並需同時考量未來

施政目標與推動方式。故依徵求文件所提工作，綜

合評估政策修正作業可能需注意之細節。未來各工

作內容將依注意事項與原則逐步釐清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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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獎勵做法，除了經費以外，尚涉及其

他法規，建議應一併納入。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以「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為

主要研究標的與範圍，若該辦法修正涉及其他法規

需配合事項，將於政策建議中提出應注意配套。 

6.環境稅徵收方式及其他免稅之類亦屬一

種獎勵措施。 

感謝委員建議。經瞭解，依據《所得稅法》第 14條

第 1項第 6類，從事「自力耕作、漁、牧、林、礦」

的收入，其成本及必要費用得 100％扣除，可免繳

個人綜合所得稅，相當於實質免稅。另，依據農委

會訂定之「農場及農業合作社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登記辦法」規定，依森林登記規則第三條或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經林業主管機關之圖簿登載或取

得登記證者，得申請登記為適用本條例規定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農場。環境稅是否可納入免稅項

目，將於執行中，同步確認國外經驗及國內制度，

並於適當時機向主辦單位提出，進行研議。 

7.請說明曾經承包那些案子的經驗。 感謝委員提問。本團隊自 2002 年起陸續協助農委

會完成多項重要政策推動規劃及法制檢討工作，例

如研修農田水利法（草案）及緊急農水路改善計畫

補助作業要點等等，重點成果可參考服務建議書附

錄 5。 

8.計畫羅列應有層次，上位計劃或是細部

計畫。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加強計畫資料呈現之層

次。 

9.提出法規修正，未有林業專家。 感謝委員詢問。考慮本計畫性質為農（林）業政策

之檢討規劃，故研究成員已召集相關專長人才共同

執行，包含林業、經濟及法規方面。除團隊既有人

力外，本研究亦聘請資深農（林）業政策專業人員

擔任計畫顧問，並規劃運作相關議題之各領域專家

諮詢機制，以確保計畫執行成果品質。 

三、張岱委員 

1.國土計畫法實施在山坡地範圍-農業發

展區第 3 類，從來之使用林木生產並不

影響。 

感謝委員意見。據瞭解，未來國土計畫法實施後，

山坡地範圍之林地劃定分類將可能為國土保育區、

農業發展區以及城鄉發展區。其中，農業發展區第

3類，惟山坡地之林地仍有公、私有的差異，從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來看，則有農牧用地、林業

用地、遊憩用地、生態保育用地與國土保安用地等

分類，不可一概而論。 

未來的獎勵機制，是否將依土地資源特性給予差異

獎勵，以及土地分類標準，仍有待研議。本計畫將

盡可能將相關構想與產學界代表研商，確認各種方

案之可行性。 

2.協助主辦單位設計方案，利於執行方便

性，設計機制易於操作。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研提新的獎勵機制時，會特

別將實務操作的方便性納入評估考量。 

3.輔導林農發散式建議，應檢視初步方案

有具體建議，須整體思考政策工具，補

助不是唯一，申請程序簡化，發揮林木

生產功能等等。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調整訪談部分的研究步

驟，先預擬新制度架構與內容後，再執行訪談，以

聚焦訪談重點，獲得所需反饋。此外，在研提新的

獎勵機制時，也會盡可能瞭解造林者對於獎勵之外

的輔導需求。 

四、張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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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照邀標書，建議加強了解過往獎勵造

林政策。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於檢討我國獎勵造政策

（工項 1-1）時，加強掌握歷年獎勵造林策略變革

之歷程與脈絡，將其推動之時空背景、社經環境、

重點目標、相關規範及推動成效等內容進行系統性

地歸納整理。 

2.獎勵輔導造林辦法適用對象國公有及私

有地造林，不限定國有林。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獎勵輔導造林辦法適用對象，

本研究擬優先以既有規範設定為範圍，配合主辦單

位需求或未來政策推動需求滾動調整，並無限定國

有林。未來的獎勵機制，是否將依土地資源特性給

予差異獎勵，以及土地分類標準，仍有待研議。本

計畫將盡可能將相關構想與產學界代表研商，確認

各種獎勵方案之可行性。 

3.請說明選擇 3個國家做為參考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選擇之國外案例係考量日

本、美國與德國在造林政策推動成效卓著，且各有

特色。例如日本從 2000 年的森林計畫開始到 2016

年，成功提升國內木材自給率 13%。美國則鼓勵私

有林地，透過生態服務給付方式支付私有林地主獎

勵其造林，增加國內木材生產避免砍伐國有林。德

國則是森林管理與林業發展成效最為卓著之國家，

其森林面積從 60 年代到現在提升了百萬公頃，於

此同時德國也發展成歐洲最大的木材生產國。 

日、美、德三國都曾經遇到造林之難題，例如：日

本與德國是二戰後急需回復戰時被破壞之林地面

積；美國則由於便宜進口木材導致國內造林意願低

落等。三個國家的造林政策各採不同理念與措施，

但是卻各有所長並成效明顯，因此建議以此三個國

家借鏡，將有利於本計畫學習與檢討造林政策。已

新增研究方法部分強化選擇此三個國家之論述。 

4.請說明獎勵造林政策，對於組織改造到

農業部或是環資部差別。 

感謝委員意見。根據本研究評估，組織改制後，將

林業經濟發展及維護生態保與及生物多樣性之輔

導與管理進行分工。倘若獎勵造林政策放在農業

部，其施政理念將以經濟發展為主、林地保育為輔，

並著重開展私有地之造林。其施政目的將著重於林

業發展，鼓勵民眾參與經濟林，擴大造林面積以提

昇國產材自給率與營造林業休閒環境。 

若獎勵造林政策計畫放在環資部，其施政理念將以

林地保育為主，經濟使用為輔，並著重保護公有林

地。獎勵輔導造林的目的可能會更強調生態保育與

環境優化，而減少對於增加木材生產之需要。政策

方向也會以生態造林、混合林生態、減少砍伐等為

主要任務。 

五、陳朝圳委員 

1.P10 圖 2-1-1每次新的造林計畫推出時，

都有對應新的政策，此次委託單位是否

有新的政策推出？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係以「修訂獎勵輔導造林辦

法」為研究重點，故擬訂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

案後，研究團隊會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作為主管機

關研擬造林政策之參考。倘若主管機關有新造林政

策欲加以推動，本研究將會透過「工項七」，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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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委託單位研商確認，同步瞭解最新造林政策之發

展，納入草案研擬考量。 

2.如果推出未來對新制度是否要跟著修改 感謝委員意見。倘若本計畫所研提之修法草案得到

主管機關採納，進入修法程序、形成新制度落實，

自然會影響其他相關配套作業。本研究將於修正作

業完成後，協助盤點相關配套作業與應注意事項，

供主辦單位參考。 

3.制度應要有初稿再去跟林農進行訪談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預擬新制度架構與內容

後，再執行訪談。 

4.國土計畫法是針對土地辦理分區，林地

分區則是只針對國有林分區，並無對公

私有林分區，私有地如何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獎勵輔導造林辦法適用對象，

本研究擬優先以既有規範設定為範圍，配合主辦單

位需求或未來政策推動需求滾動調整，並無限定國

有林。未來的獎勵機制，是否將依土地資源特性給

予差異獎勵，以及土地分類標準，仍有待研議。本

計畫將盡可能將相關構想與產學界代表研商，確認

各種獎勵方案之可行性。 

5.提升獎勵造林政策資源配置，針對獎造

經營模式，土地不同分區及對象進行。 

感謝委員建議。獎勵機制之設定，將盡可能廣泛考

量林農輔導需求以及林業政策方向，給予差別獎

勵，作堆疊式補助。例如：契作經營、FSC 認證、

土地分區等。相關結果將提報於相關工作會議以及

專家會議研商確認。 

6.本案須請貴單位林業領域人員協助修

正，盡量使用林業用法名詞，以利溝通。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已重新檢討報告書文字，後

續亦將經過林業領域專業人員協助審視修正，以確

保用詞之合宜性。 

六、楊宏志委員 

1.P24 從工作內容流程看來，政策面跟產

業面如何做?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已加強 P24 之工作流程說

明，並將四大構面重新調整為產銷輔導與生態環境

兩大面向。其中，政策面與產業面主要強調的產銷

輔導，係需注意 WTO規範對於政策補助之建議原

則，加上配合推廣 FSC 認證制度，萃取其林業永

續經營概念與應注意原則，納入本計畫修法精神，

確保未來造林獎勵之堆疊式補助不影響貿易公平

與自由卻也能同時鼓勵國內木材產業發展，並研提

相關配套措施，例如林業合作社集體 FSC 認證，

或是補助森林機具器材、林業道路建設等。 

七、李允中委員 

1. 服務建議書 P47 配合委辦機關行政作業

需求提供臨時支援，請說明有哪些? 

本研究將透過工作會議與委辦單位緊密合作，共同

完成本計畫任務，並視委辦單位需求，提供本計畫

研究範疇及預算規劃內，有關政策檢討及修正獎勵

輔導造林辦法作業事宜之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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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陳朝圳委員 

1.P.1 研究背景僅針對 2008 年後之獎勵造林及森林

永續經營暨林業振興方案，進行背景的論述，但

對於 2008年之前的獎勵造林計畫隻字未提，其論

述與 P.5 所進行之獎勵造林政策檢討內容，前後

不一，建議增加 2008年之前的獎勵造林政策的背

景描述。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2.P.13 全台適用獎造辦法之山坡地面積約為

2,637,163 ha，依據表 2.5 其面積涵蓋國有林，而

依據獎造辦法第四條第一~三款其辦理範圍並不

包括大部分的國有林，而僅為國有出租造林地，

因此全台適用獎造辦法之山坡地面積應該不是

2,637,163 ha，建議重新評估。 

感謝委員建議。現山坡地面積約 263.7萬

公頃，適用獎造範圍土地約 58.3萬公頃，

排除國有林自行造林地、未續約出租造

林地等類別。僅國有林續約（含接管）租

地 10.5萬公頃、公私有林 14.3萬公頃及

農牧用地 33.5萬公頃適用於獎造。 

3.P.15 有關具潛力之造林輔導範圍與規模評估，其

估算方式係以可申請造林面積為 263.7萬 ha為基

礎，括除 170 萬 ha 的林業使用地，而言明有 93

萬公頃可擴展為林業區域，此種估算目的為何?是

否妥當?為何不是利用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所繪

製之林地所有權屬及管理機關分布（圖 2.3 及表

2.6）將國有財產署、原民會、公有林及私有林之

面積視為獎勵造林輔導範圍? 

感謝委員意見。依據獎造辦法第 4 條規

定，適用獎造辦法輔導之土地主要為國

公有林地之放租地、私有林地、原保地林

地以及農牧用地。依據第四次森林資源

調查資料分析，國有地、原保地、公有林

地及私有林等山坡地多已是森林覆蓋區

域，可拓展造林土地有限。依林業政策欲

「擴大造林面積」及「提高木材自給率」

等考量，潛在可輔導造林之土地，應為尚

未做林業使用之農地或即將主伐之林

地。適合做為經濟營林之土地則全國國

土計畫劃設為農業發展區之第 3 類之農

地以及國土保育區之第 2 類屬國公有地

之林木經營區土地。本研究已更新適用

土地範圍及規模，以協助收斂未來優先

輔導對象。 

4.依據進度第二階段報告書應針對我國獎勵造林政

策提出修正原則及修正重點；及針對國外造林輔

導獎勵與補助措施，提出可供參考之重點。建議

先針對我國獎勵造林政策在大方向上提出檢討或

修正方向，再根據政策的適切性，提出如 P.29及

P.30 的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修正重點方向及原

則。獎勵造林政策目前最需解決的問題建議優先

列出相關議題，並利用第三階段及第四階段之各

項會議形成共識，以供為未來修法之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加強補充我國

林業政策方向以及未來可納入獎造辦法

之政策理念，並結合前期政策執行檢討、

產業輔導需求、專家建議、工作會議討論

共識，研提獎造辦法修正方向及原則。本

研究將以滾動式檢討方式，於後續相關

會議逐步凝聚共識。 

5.造林獎勵輔導相關辦法除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

外，其他與該辦法相關之辦法規章，建議一併討

論，以避免產生競合關係。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結合獎勵機制

修正方向之研提，同步檢討相關法規規

定之連動與競合關係。例如：保安林經營

準則、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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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饋條例等。待確認修法方向後，將具體提

出相關辦法規章應注意或同步修正方

向。 

6.P.16~19 有關政策推動問題檢討，建議增加國內外

研究文獻之收集、分析與彙整。 

感謝委員建議，謹遵辦理。 

7.P.18 長期造林建議改為長輪伐期造林、短期造林

改為短輪伐期造林、複合林改為混淆林、單一林

改為純林。 

感謝委員建議，謹遵辦理。配合林業政策

與獎勵機制之持續檢討，已修正相關方

案構思內容。 

8.建議於報告書中列出與造林獎勵輔導有關之相關

辦法及要點，並逐條提出檢討，P.19 僅針對第 2

條、8條、12條及 13 條，提出檢討建議，其他條

文是否有需要檢討?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中第 19頁僅就文

獻回顧檢討辦法條文修正重點課題，原

報告書第 19頁則依執行單位意見彙整修

正條文。配合林業政策與獎勵機制之持

續檢討，本研究已研提本辦法所有條文

檢討建議。 

9.P.25 之 2.4 我國對地綠色補助政策，該節所描述

之內容以農業農地耕作補助為主，其與本計畫之

關聯性為何?建議應加以論述。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相關說明。對地綠

色補助政策係為我國落實農地農用，給

予對地綠色給付基本獎勵，同時搭配不

同政策目標，給與條件式堆疊補助。本研

究配合林業政策為落實林地林用政策原

則，以及各項施政導向，將參酌我國對地

綠色補助機制，參考其堆疊補助方式，評

估其適宜性，提供未來獎造辦法修政建

議。 

10.P.29 之 2.6 獎勵輔導造林（要點）辦法之修訂重

點，本節所敘述內容其根據為前人研究文獻及政

府機關相關業務人員所提供之意見，缺少一般民

眾、環保團體對於獎勵造林政策的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造林者樣態多元，本

研究內容已規劃各種類型之造林者訪

談，收集其對於獎勵造林政策的意見，並

於 107 年 8 月 3 日辦理環保團體諮詢，

蒐集相關建議。 

吳珮瑛委員 

1. 目前階段的第貳節內容很混亂、不易掌握要點。

這一節的重點是要檢討臺灣歷年來相關獎勵造林

計畫，而檢討的面向可以由計畫目標及其背後政

策、制度規劃、執行結果逐一檢討。研究團隊沒有

依檢視公共政策成效的要點進行檢討，因此，目

前第貳節難以抓到要點。檢視公共政策首先要檢

討計畫背後所蘊含之政策的原理原則及其合理

性，所謂合理性可由公平與效率檢討；進而，檢討

計畫目標（也就是制度規劃下各項目的適宜性與

妥適性），最後再檢討計畫執行面所遭遇的困難。

而所有相關計畫均涉及政府的獎勵或補助，因此，

政府財政的可行性亦是檢討的重點之一。目前報

告沒有建構出前述這些面向的上下前後層次與位

階關係，因此難以得知第貳節內每一小節間的關

係。建議研究團隊要參閱檢視公共政策的相關文

獻，使第貳節內容易於掌握且有條理。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修正第二章內

容架構，加強前後層次順序與位階，並參

酌公共政策檢討模式，逐步分析政策合

理性、妥適性與執行困難處，檢討歷年獎

勵造林計畫背景、制度規劃、經費支出與

執行成果。 

2. 臺灣所有的獎勵造林政策背後之原理原則基本上 感謝委員意見。綜觀國際上林業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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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對造林生產成本的補助（給付）上，研究

團隊應該針對此有所檢討。建構在成本補助（給

付）的原則，基本上是由降低生產者（造林者）之

生產成本著手，合理的情況下應可以達成相對多

的造林面積；然如果由林木可以發揮的生態、環

境等等多元效益著手，則是由需求面著手，亦即

認定林木為整體創造出的價值而進行補助或獎

勵，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政策制訂原理與原則，而

選擇不同的原理原則後，方才檢討各計畫所設定

之獎勵金額高低的合理性。研究團隊應該知道參

閱日本、美國及德國的造林政策，因各國在不同

背景與條件下而選擇不同的補助原理原則，如此

參閱這些國家才知需要借用之目的！ 

比如在最新的國土計畫法下，造林地可能發生

於「農業發展區」或「國土保育區」，在這兩個截

然不同區位之國土的林木因肩負不同的功能與職

責，因此，政策的擬定勢必有不同的獎勵出發點

（前者由成本出發、後者由效益考量），這些必須

先確定，進而討論獎勵金額的高低及該如何獎勵

方有意義。 

（給付）政策，大致可區分（1）造林成

本給付、（2）生態效益補償、（3）其他專

項補助、（4）林業稅費減免、（5）價格支

持、（4）林產品消費補助等類型。獎勵造

林輔導辦法之政策原則，係為達成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員承諾，目標

於  2020 年前增加臺灣森林覆蓋面積 

11,550 公頃目標，鼓勵民眾配合政府政

策目標，從事造林行為所造成之成本負

擔或損失，基於保障公共利益與人民基

本權利，提升獎勵機制法律位階，給予近

全額的成本給付。台灣過去相關的林業

政策給付亦皆為以造林成本觀點考量。

考量現行林業政策方向，擬提振林產業

發展活力，與過去以生態環境導向之造

林政策模式不同，適合之輔導模式應有

差異。又考量產業輔導之須配合產業需

求靈活調整，故在設計獎勵機制時，將需

同時考量靈活的產業輔導方式，並於獎

勵辦法中保障民眾基本權益部分。至於

獎勵金額的設定，因效益難以有統一標

準估算，國際上多從成本切入，從造林支

出、所得損失，以及可使用政策資源量

（經費預算）作合理分配。 

此外，在全國國土計畫下，不同土地使用

功能分區，例如「農業發展區」、「國土保

育區」，應引導做不同型態之森林經營模

式，主關機關應依其土地條件引導，依造

林者需求給予不同輔導。然因我國土地

公能分去劃分果尚未底定，本研究將持

續關注國土計畫法推動進程，配合其規

劃結果，滾動修正。 

3. 第貳節所提及的各項獎勵造林計畫，基本上是建

構在生產成本補助（給付）的獎勵政策原則下，而

各造林獎勵計畫，則是在此一政策原則下的不同

制度設計，而各制度則有具體目標，比如 2008-

2012 的「綠海計畫、綠色造林計畫」，目標為造林

在已改善完成的重金屬污染農地、嚴重下陷區；

企業認養公有土地造林；8 年要造林 6 萬公頃等

等，因此檢討此一計畫，首要檢視 8 年（時間已

過）的總造林面積、又重金屬污染農地、嚴重下陷

區之造林面積是否達計畫設定目標？又企業認養

之公有土地造林件數及/或面積是否達目標？不

論有無達成必都有原因，每個計畫逐一檢視後，

再合併檢討所有計畫的共同問題。而未達成目標

是當初目標訂的不合理或是執行面的問題、亦或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加強檢視各造

林計畫在執行時所適用之獎勵規範條

文、獎勵方式、內容以及推動成效。同時，

檢討其推動目標達成情形與落後原因，

並補充更新歷年計畫執行成果盤點總

表。冀藉由整體檢視，提出歷年相關造林

計畫推動之共同問題，並將共同問題或

獎勵方式的適宜性等納入獎勵機制檢討

與設計參考。 



附件四 第二階段委員意見回覆內容 

 

1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是背後的政策原理原則不適宜？而在逐一檢視各

計畫時，可以提出各計畫執行的特殊問題，或是

在整體檢視後提出所有計畫的共同問題。 

4. 第貳節目前沒有依循前述所建議的方式進行歷年

計畫的檢討，第 29 頁就有獎勵造林辦法修正重

點，這些內容出現得很突兀。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依委員意見，重

新檢視歷年計畫檢討成果，強化政策檢

討與獎勵造林辦法修正重點之連結。 

5. 第參節為日本、美國及德國的獎勵及補助政策介

紹，這些內容何以同時也出現在附件 3.1、3.2 及

3.3中？建議正文是比較各國之用，因此正文要歸

納出三國的相同與相異處，且必需要有內容明顯

地與臺灣之政策（第貳節已檢討完臺灣歷年造林

計畫，第參節就可以清楚歸納台灣歷年造林計畫

之問題）進行對照與比較。而不是將附件中相對

多內容再轉述的濃縮版放在正文，如此使得整份

報告欠缺連慣性與完整性。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進行日、美、德

與台灣共四個國家的獎勵補助政策與獎

勵機制予以對照，並補充於報告內容。 

6. 第 40頁第參節中的 3.4 小節是關於「林業相關環

境稅案例評析」，之下的小節為「世界上的環境稅

制度」，此一標題過大，目前內容僅有日本，並未

包含其他國家，寫成世界過廣。由與前面同樣的

問題，何以此一節的內容一部分在報告正文、更

大比例在附件 3.4，兩處除了部分重複外，很大的

比例必須正文與附件交叉看才有完整的資訊，如

此安排看不出特別用意、但卻增加閱讀上的障

礙！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相關文字。本研究

已檢討報告書呈現方式，於正文精簡說

明研究成果，並以不重複為原則，於附件

補充說明，以避免閱讀障礙問題。 

7. 又附件 3.4 林業相關環境稅案例內容過於瑣碎，

其中美國與德國是碳稅與能源稅，這與林業並沒

有直接相關，這是廣義的環境稅類別，研究團隊

僅約略提及各國的環境稅制，但都點到為止，未

與林業進行必要與相關的連結。 

感謝委員建議。環境稅的蒐整主要為徵

求文件內容，其中美國、德國沒有直接與

森林環境經營相關的環境稅制度，僅碳

稅與能源稅與林業有較間接之關係。本

研究已調整報告呈現方式，直接呈現森

林環境稅重點，強化此政策案例參考結

果與本研究之連結性。 

8. 第 44-45 頁的內容出現的不恰當，是否應該與前

述的計畫檢討合併？且由 44-47 頁的內容是否置

於本節其他內容中比較恰當，每一大結後的小節

內容其實沒什麼特別意義，因為由該節的分析，

難以讓讀者可以合理推論出該節所陳述的結論內

容。比如這一結前述的森林環境稅都是針對日本，

並未對其他國家的森林環境稅有任何討論，何以

研究團隊就下結論，日本的森林環境稅制度是否

適合臺灣的可行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將依委員建議，修正呈現

方式。由於日本、美國與德國三個國家

中，僅有日本有採行森林環境稅機制。本

研究將加強評估環境稅機制於台灣推行

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執行方式建議。 

9. 本計畫的專家會議中包含原民會代表，但計畫中

完全沒有討論原住民造林（不論是在保留地或是

私有地）的相關獎勵或是補助，不論是臺灣過去

或是國際公約上經驗。建議要加入。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加強原住民（保

留地）造林之獎勵機制以及國際公約經

驗之論述與檢討。據瞭解，原民會本年度

也同時在進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

及造林回饋條例」之檢討修正，本研究將

加強協助林務局與原民會間兩項修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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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溝通討論。 

10.後續造林者深度訪談工作，目前在第 61 頁規劃

部分的題目，建議需要獎勵金額的部分（金額/公

頃）與其他僅是以程度表示意向的問題要清楚區

分，目前有一些題目與金額並無關，比如森林經

營技術輔導需求等等諸多題目。又有些題目是重

複的，建議要詳細檢查。又同在同一獎勵面向中，

即「成本補助」、「環境補助」、「採伐獎勵」與「結

構性調整獎勵」，是先確認造林者之林木的功能

（由受訪者確認），進而挑選獎勵的面向，或至少

排出優先順序，然後再由所挑選的面向中，依各

面向的獎勵項目填入相關金額或意向。亦即他如

果認為林木是經濟林，合理的情況他應選的獎勵

面向是成本補助，而後在成本補助下各細項目的

補助金額應為何？第 61頁表的下半部，目前僅列

出造林作業成本補助的細項，尚未規劃其他「環

境補助」、「採伐獎勵」與「結構性調整獎勵」相關

的細項，建議為來問卷要有相關內容。且表 6.2 目

前雖僅是規劃，但建議正式問卷不要大面向問完

（四大總面向，即表 6.2 的上半部），而後才問細

項，建議採取其中之一即可，如問需獎勵補助成

本的細項（即表 6.2下半部），即不需問成本總項

（即表 6.2上半部）。 

感謝委員意見，已參酌委員建議修正造

林者訪談問卷內容，加強訪談問題間的

獨立性、造林者造林目的、不同獎勵面向

之意見以及成本數據收集等。此外，經專

家諮詢、造林者訪談以及過去文獻建議

以及政策研擬經驗，有關獎勵金額的設

定，由其是造林成本，可依據林務局編定

之「一般造林地區造林育苗功程表」表定

之造林工時，並依人工成本檢討計算造

林投入成本。至於獎勵項目需求，原則將

綜合考量相關法律依據、既有政策計畫

資源、未來施政導向與目標以及須保障

民眾基本權益等原則，審慎評估適合納

入獎造辦法的獎勵項目。 

11.國際公約是接續的工作，目前規劃要由四大公約

討論起。應不僅這四大公約，且選擇這四個公約

有何特別道理嗎？事實上森林沒有所謂公約，目

前有 10個協議或協定（treaty）與森林有關，建議

研究團隊應更全面的討論。其他沒有討論的為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ndangered 

Species（CITES）、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

Desertification Convention、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Ozone Layer Convention、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Agreement。而與森林相關的組織，

研究團隊基本上尚未規劃，建議參閱 United 

Nations Forum on Forests、世界糧農組織下的

Committee on Forestry （COFO）、United Nations 

of Environment Programme 等。這些協定中就包括

了原住民公約，如此才可藉此討論臺灣森林與原

住民的補助（補償）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加強國際組織

之倡議原則內容研析。同時，本意見已於

工作會議討論，因國際上有關討論原住

民與在地社區的論述眾多，考量 FSC、

UNFCCC 以及 CBD 等皆為聯合國成員

共識，與 UNFF、COFO 以及 UNEP 等所

提大致呼應，皆須注重原住民與在地居

民之需求、生活及文化環境維持、保障基

本權益以及森林經營優先權等面向。

FSC、UNFCCC 以及 CBD 等倡議內容較

符合我國林業政策方向。又本研究森林

與原住民的補助（補償）部分，已由原民

會於本年度同時進行「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檢討修正作業。

本研究將加強協助林務局與原民會間兩

項修正作業之溝通討論。 

12.目前計畫草擬了獎勵的初步構想，建議修正堆疊

式的名稱，改以多重補助或獎勵稱呼，這計畫書

中原有的名詞。這不是研究團隊的問題。又此一

節中雖列了補助獎勵的原則，但後續初步建議的

幾種類型仍顯得凌亂。簡易型、多元型及方案型

（建議改成套裝型或包裹型，因為方案是一般用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未來造林獎勵機制

之設計，將參酌委員建議，綜合林業政策

目標、國際趨勢、政策檢討及產業需求等

多方考量，研提可能構想方案，提報於後

續工作會議、專家會議、座談會議等滾動

檢討，凝聚共識，並逐步調整。各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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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簡易型與多元型也是一種方案、易混淆）。所

建議的三類型看不出其差異，也就是目前所謂方

案型中的長期造林方案，與簡易型及多元型有何

差異？研究團隊應就林木種植時間的長短，先就

此定位林木可能發揮的功能及效益，再決定林木

可取得的補助項目（亦即可獲得「成本」、「環境」、

「採伐」或「結構性調整」中的那一（些）補助或

獎勵），而後再決定相關的補助項目金額。亦即補

助之標的不清楚、設定用途含糊，標的及用途分

界不明確，就難以判斷該有何補助項目及對應金

額高低的合理性。比如第 54-57 頁中的多元型中

第 21-30 年可以領 46 萬，而第 31 年若林木未全

面採伐，則 31-40年仍可得 46萬，然如果第 31 年

林木未採伐僅剩原種植數量的 1%，何以第 31-40

年與 21-30 年仍具有相同的資源保育與生態服務

效益，亦即二者同樣包括資源保育每年每公頃 0.5

萬及生態服務補償每年每公頃 2 萬？同樣的，長

期方案、簡易型及多元型補助，第一種方案下種

20年的總補助金額為 120萬，而後兩者分別為 70

萬及 66-77.5萬元，金額差異如此大的道理為何？

又每一種項目的金額目前已有數字，特別是與資

源保育、生態服務相關的項目之金額是如何定出

來、應該詳細說明。如果參考美國的經驗，達到不

同等級或項目的環境指標獲得的補助金額是不同

的，這些補助方案的設計顯然沒有納入這些考量。

這一部分的工作如要明確建議方案，必須清除釐

清前述第 10點意見的內容，亦即務必將各造林補

助之標的（那一種面向）釐清，再決定補助項目及

金額。 

項目獎勵標準設定之合理性亦將有相對

應的評估與說明。 

13.本報告最後列了很多中文、日文及英文參考文

獻，但部分並未引用在報告中，因此不清楚報告

中的那些內容是參考那一筆特定的文獻。參考文

獻不是列好看的，是為了完成此一報告確實有看

過的文獻資料，而確實看過就需清楚引用在報告

中。建議報告中要清楚引述相關文獻來源；更重

要的是、因為報告中沒有將相關文獻引用清楚，

目前有部分內容（除法條內容外）和其他文獻所

用的文字有極高雷同度，如此是很冒險的。建議

要將來源確實引用，然即便引用他人文獻、也不

能和他人使用相同的文句描述同一件事，這是不

良習慣。又參考文獻很多的文獻如有確實看而需

要列在報告後，建議將資訊列完整，否則他人如

要進一步參閱會找不到。進而，英文文獻中寫「全

美農業聯合會」為作者，既是英文文獻何以寫中

文，這樣別人找得到嗎？此部分諸多內容均如此，

日文亦同。又列在英文文獻下的部分文獻並非英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審慎、精確檢

視文獻資料引用內容及方式，確認引用

文獻資訊完整、符合學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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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團隊中有人看得懂這些語文的文獻？ 

張彬委員 

1.前期資料分析應有數量，如歷年獎勵造林面積的

變化，出現哪些狀況，能清楚了解其趨勢。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加強相關造林

計畫成果之分析變化趨勢，並說明推定

面積前後變化情形與可能原因。 

2. 6 年的短期經濟林，最重要的特點是不追繳獎勵

金的設計，未見納入本次報告及研究?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匯整歷年相關造

林計畫成效以及獎勵機制的修正與設計

已有綜合考量短期經濟林部分。調整獎

勵年期後，基於此為辦法規範之民眾基

本權益與應盡義務，不建議廢除追繳獎

勵金的機制。原 6 年短期經濟林的推動

是以短期專案計畫形式執行，無法強制

規範民眾退回獎勵金，建議不宜適用於

獎造辦法規定。 

3.參加獎勵造林，私有土地預估有 13萬公頃，實際

參加多少?國有林班地出租造林地約 9萬公頃，實

際參加約 6,000 公頃。目前可參加造林土地潛力

是多少?應該要分析，林木經營區 11 萬公頃放進

來，跟獎勵造林分析有些不合，因為獎勵造林應

該跟需要造林的土地有關，與林木經營區無直接

關係，建議檢討分析與獎勵造林有直接關係者。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透過主辦單位

收集相關統計資訊，持續釐清國公有地、

私有地以及原保地之放租地清冊與圖資

以及優先輔導之林木經營區之人工林區

位，進一步比對適用獎造辦法之土地條

件，釐清未來可參加獎勵造林的土地範

圍與規模。 

4.日本如何進行獎勵造林政策，是否只有收穫才進

行補助，無其他冗長費時逐年檢測工作，俾便提

供我國參考，另外至 2017 年日本木材自給率已經

提高到 50%，提供委託單位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日本的森林經營計畫制

度允許多種的提出模式，可以由林地主

自行規劃，多個林地主共同規劃，或委託

森林組合等集團規劃。其補助以森林經

營計畫為基準，對象可以為集團或個人。

其補助措施的檢查者為地方振興局的職

員或委託人員，檢核機制分成「文書檢

查」及「現地檢查」兩部分，不同補助項

目的檢查方式由各都道府縣的「森林環

境保全整備事業實施要領」及「森林環境

保全整備事業檢査要領」規範。「文書檢

查」的基礎文件包括土地證明資料、森林

簿、森林經營計畫書、經營委託書等。造

林者需提供所申請項目之證明文件，包

括：疏伐補助須提供作業、器械、疏伐結

果等的照片，以及疏伐材積之證明資料

（送貨收據等）。「現地檢查」依照不同的

補助項目會有不同的做法，與我國採單

一的「成活率」檢測指標有異。例如疏伐

補助會去現地勘查搬出木之伐根、林地

殘材等。 

另外，經檢視日本農林水產省之「平成 28

年木材需給表」，2016年木材之自給率為

31.1%，如把原木、燃料材之資料加入計

算，則為 34.8%。依照 2016 年日本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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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所公布之「森林・林業基本計画」，委

員所指自給率 50%應為 2025年（平成 37

年）目標。本研究已於報告書補充相關說

明。 

5.後續規畫委託單位提供獎勵方案分成簡易型跟多

元型，建議簡易型朝向保安林及生態保護的方向，

以達到厚植森林目標，多元型則是朝向永續及林

木經營者，以提供國產材的來源目標，未來獎勵

造林政策應調整朝向提高木材自給率的方向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關於簡易型與多元型與

不同森林經營目標的搭配，本研究已持

續研究，並搭配相關工作滾動檢討修正。

目前已於專家會議取得共識，將保安林

及生態保護之造林與經濟營林區做分流

獎勵輔導，冀於獎造辦法保障民眾參與

造林之基本權益，並搭配相關產業輔導

計畫，依產業發展需求給予彈性政策資

源協助，以兼顧提高木材自給率與國土

保安及生態保育之多元目標。 

6.獎勵造林資訊化的工作很重要，從申請即進行資

訊化，第一線承辦人員更動，資料仍然可以找得

到，有利於後續業務推動。 

感謝委員指導。本建議符合本研究研提

之未來獎勵機制應配套作為。為落實林

業計畫性經營以及促進造林者落實森林

經營，相關申請作業程序以及造林者應

盡之義務與需提報內容，建議應有資訊

系統登陸，以促進政府輔導資源媒合資

源。本項已納入相關配套建議中。 

楊宏志委員 

1.請造林生產組將本局公私有林輔導流程於會後提

供予委託單位參考。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2.後續獎勵造林相關方案，請於第一次專家學者會

議後，聚焦相關利弊分析後，再簽請本局核示，俾

便計畫進行。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3.針對各委員建議，請台農院依據契約規範進行相

關可行性及資源配置之調整評估研析。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將蒐整造林經費

（預決算表）支出與造林面積，配合未來

獎勵機制設計評估獎勵輔導造林資源之

配置。 

4.歷年獎勵造林政策與當時政策或計畫推出時空背

景之關係及執行後成效，除表格呈現，應再簡化，

一目了然呈現。 

感謝委員指導。已簡化歷年造林政策與

背景、成效做摘要說明。 

5.本階段報告書有重複部分，於下次報告應避免，報

告內容應簡潔具體並修正誤繕部分。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6.新的獎勵機制應納入的財源及利弊分析。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邱立文委員 

1.國土計畫法 3 月底報送行政院版本，與本簡報有

落差。 

感謝委員提醒。全國國土計畫已於 107年

4月核定。本研究已更新相關內容。 

2.各國資料蒐集定額及年期補充。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日、美、德三國補助

制度的獎勵標準及年期資訊已彙整與第

二階段報告書表 3.5 的各國林業政策案

例對照表中。 

3.環境稅國內氛圍仍不成熟，請規劃團隊仍依據台

灣現行法規可行提供財源部分規劃。 

謝謝委員建議。依據現行法規可提供獎

勵造林之經費來源已整合納入「林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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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造林基金」，配合造林計畫定期提撥

預算支應。其它財源之規劃可行與否，例

如：森林環境稅、其它部會基金、地方政

府配合款、社會負擔或捐贈、碳匯交易

等，仍需待長期跨部會協調與試辦。本研

究將待獎勵機制之設計內容較為明確

後，依據台灣現行法規與研究結果，提出

可能財源籌措方向建議。 

4.本報告 P.38-39有關德國補助林業合作社部分 2公

頃以下，補助 120 歐元/公頃，2-200 公頃卻僅有

7-60 歐元/公頃；200 公頃以上卻不補助，請說明

為何面積越大補助越少? 

謝謝委員意見。德國目前亦面臨私有小

林地主無法完全整併、轉型的問題。此補

助項目為GAK計畫對於德國林業合作社

的 「 森 林 管 理 計 畫 契 約 」

（Waldpflegevertrag），其為林業合作社提

供給私有林地主的經營代管服務契約，

因為越小的林地，林業合作社所需負擔

的單位面積經營成本亦較多，因此此計

畫會提供較多的補助。 

5.獎勵造林有森林維護的公益效應及林木收穫等目

標，日本針對小型個人項目補助為何? 

謝謝委員意見。日本的林業補助制度採

「森林環境保全直接支援事業」及「森林

整備地域活動支援交付金制度」雙軌進

行，前者針對大型私有林地主，或委託森

林組合等集團、區域合作等方式，補助對

象有能力提出森林經營計劃書，可申請

較多的補助項目及金額。後者則是針對

分散、小規模經營之私有林地主，為補助

金額低、契約較彈性之補助制度。其大部

分的補助項目，政策方向都是促進小型

森林經營者往規模化、專業化的方向去

轉型，包括獎勵森林經營計畫、森林界線

調查、實施集約化疏伐等。 

6.造林、植林碳匯的方法學，不容易確認，碳稅部分

如何計算。 

謝謝委員意見。碳稅制度的目的是國家

以稅費去降低總體碳排放量，而非進行

碳的總量管制（碳交易平台的政策方

向），因此碳稅與造林、植林碳匯的計算

較無關係。目前國際上對於森林碳匯的

計算的確有很多爭議，於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中以及碳匯交易制度中有較多討

論。目前多在發展階段，需導入市場機

制，由企業廠商依碳排放需求，於交易平

台媒合造林服務，並提供交易認證。考量

台灣相關機制尚未成熟，建議可列為未

來研究發展重點項目，於特定區域試辦

導入。 

7.私有保安林主補助跟一般補助設計應有不同，獎

勵檢覈制度未來想法。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建議應將保安林

等限制營林區與經濟營林區做分流輔

導，做不同的獎勵輔導，並經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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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者訪談及專家會議獲得認同與共

識。本研究將依據後續相關工作與各方

意見，持續完善獎勵制度設計細節，於期

末提出具體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方

向建議。 

8.未來工作項目針對林農角度訪談，建議應加強需

求面部分。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於訪談問卷加

強林農輔導需求調查比重，並同步瞭解

林農對於現行獎勵輔導造林制度之看法

與未來發展建議。 

9.目前獎勵仍規劃要定期檢核，檢覈制度如何規則? 感謝委員提醒，本研究已配合獎勵機制

之檢討與修正設計，重新檢視申請作業

流程與相關檢測（核）標準與方法。 

張岱委員 

1.P.13 山坡地面積資料有誤，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山坡地土地面積

資料，並於後續工作會議中修正檢討。 

2.P.20 應維持林用而非進行林用或是維持生態服務

功能等，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相關文字。 

3.P.53 國產材認證部分，不是僅有 FSC 認證亦包含

其他國際相關認證。 

感謝委員意見。國內外有關森林的認證，

不僅有 FSC 認證，尚有眾多其他認證制

度，例如 ISO、PEFC、PAFC、MTCC、

LEI、CFV以及台灣國產材認證等。然而，

考量本研究工作範疇及聚焦討論，本研

究報告只呈現 FSC 認證，未敘及其他認

證。本研究已修正相關文字，通盤考量國

內林業相關認證之輔導獎勵。倘未來認

證之取得可獲得政策獎勵，將建議後續

主管機關可依實際狀況表列適合納入獎

勵之認證項目，並不以 FSC 為限。 

李允中委員 

1.針對團隊蒐集各種補助資料，在下次專家會議時

彙整收斂各項意見包含法規、執行方向及措施等。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於 107 年 7 月

19 日辦理第一次專家會議，並彙整相關

意見於會議中討論，收集專家建議，作為

後續獎勵機制檢討與設計依據。 

2.日本最新林業白皮書提供團隊納入研究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3.不同伐採方式例如友善環境作法，可能造成成本

增加部分，請提供參考德國近自然林業經營的方

式。 

感謝委員意見。德國林業的政策一方面

是推廣近自然林業的經營模式，增加森

林水土保持及生態的效益。另一方面則

是以補助森林合作社、林業基礎設施等

方式，促進國內林業專業化、規模化，以

降低經營成本，增加競爭力。伐採是否列

入獎勵項目，以及友善環境之伐採方式

是否需加碼較高額度之獎勵，將納入獎

勵機制設計作業中持續研議。本研究建

議限制營林區之長期撫育輔導須於辦法

內提供長期撫育成本負擔之獎勵金保

障，經濟營林區之後續撫育輔導應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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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場經營需求，由具靈活彈性之產業輔導

計畫銜接。 

4.後續規畫提供 3 種提供獎勵方案，如何決定、規

劃，應在後續工作中研析。 

感謝委員意見。持續於相關工作會議、專

家會議等活動滾動檢討獎勵方案，凝聚

共識。 

林政管理組 

1. P.16「符合森林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

形之林業用地範圍，但目前未造林之土地：即目

前超限利用之宜林地此部份土地分布及規模仍有

待查測。」因國有林事業區及保安林非屬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列查定範圍，無超限利用之問題，建

議刪除此段文字。上述待查測土地分布及規模，

建議可參考農委會農地資源盤查表數據。宜林地

與加強保育地，使用類型為農糧作物與非林業使

用者。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修正相關文字。 

2.建議運用範圍將國土保安用地或查定結果為加強

保育地者納入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規

劃，以及森林法之規定，「國土保安用地」

或查定結果為「加強保育地」應納入限制

營林區，不適合作經濟營林。本研究將依

適用獎造辦法之土地範圍，研議不同土

地條件之獎勵輔導造林方式。 

森林企劃組 

1.目前內政部已將「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報行政

院審議，其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複雜（附件 1），

非單純依據森林經營需求，現行林地將分布於國

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第 4 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另

有部分造林地亦可能分布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類及第 5類。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依據 107年 4月

核定之全國國土計畫，更新相關內容。 

2.現行林地除國家公園範圍劃入國保 3、都市計畫範

圍劃入國保 4 或城鄉 1 之外，推估其餘非都市土

地分布於國保 1者，係保安林及國有林事業區（林

地分區為國土保安區或自然保護區）；分布於國保

2 者，係國有林事業區（林地分區為林木經營區或

森林育樂區）、實驗林、試驗林、部分國、公有林

及水源保護地區之私有林；分布於農發 3 者，係

其餘國、公、私有林地。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依據 107年 4月

核定之全國國土計畫，更新相關內容，並

將持續關注後續土地功能分區劃設結

果，滾動檢討相關機制。 

3.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屬原

則性定義，部分無法直接操作，其細節將另訂於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仍尚待內政部

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因此除了國有林班

地、實驗林及試驗林之國土功能分區較為明確之

外，其餘國、公、私有林地應如何在國保 2 及農

發 3 調配，建議應有林產業之空間發展規劃，以

利林產業輔導政策之推動。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係以「提升獎勵造

林政策資源配置」為題，研究範疇在於檢

討現有獎勵輔導造林制度，並研提修正

方案與草案條文。 

考量林產業之空間發展規劃牽涉甚廣，

除了林地的國土空間分布外，尚須考量

產業鏈上下流整合、國產材使用推廣等，

將連動影響我國林業的整體發展、土地

利用與政策資源的籌備，非單純獎勵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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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導造林辦法的檢討作業所能涵蓋。本研

究將持續釐清適用獎勵造林之土地範圍

與規模，作為未來財務計畫規劃之估算

基礎。 

4.至於報告書（P.17）所謂「差異化造林輔導」，未

來是要規劃不同的容許使用項目納入「國土計劃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僅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作

為區別，在森林法體系下給予不同輔導政策，建

議納入研析。 

感謝委員意見。該段論述原文為：「仍待

全國國土計畫的土地劃分確定後，依據

相關土地利用原則，給予差異化的造林

輔導」，意旨林業政策及未來的獎勵機

制，將需與國土計畫法與全國國土計畫

的實施接軌。修正後的獎勵機制須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依

不同造林目的給予不同的獎勵輔導。當

然，無論獎勵機制如何修正，仍須符合森

林法的規範體系之理念，保障民眾配合

造林時，應有基本權益。 

5.另報告書（P.28）對於國土計畫法之發展敘述，建

議可以參考營建署網頁之國土計畫法專區，有關

該法發展沿革之描述。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將參酌營建署網

頁資訊，補充國土計畫資訊。 

造林生產組 

1.本案將邀請相關單位一併出席後續工作會議討

論，以作多元意見分享交流。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本研究已於第

五次工作會議研商後續會議邀請相關單

位出席之作業原則，並由主辦單位視議

題需求邀請相關單位出席。 

2.請研究團隊針對現行獎造政策所面臨問題及執行

成果；未來新方案執行範圍、區域對象研析，以利

後續研究方案比較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本研究已依據委員意見，

更新歷年造林計畫推動成效總表，作為

後續研究評估依據。 

3.請研究團隊依與會委員問題或意見，納入第三階

段及第四階段之結論予意見，屆時於期末報告提

出研析結果。 

感謝委員指導。本研究已綜合委員意見，

修正本研究第二階段工作成果以及第三

階段工作執行方式，包括：國內外政策檢

討、國際趨勢研究、以及獎勵機制研討

等，並彙整重點成果於報告書中。 

4.有關後續獎勵造林相關方案，請於第一次專家學

者會議，聚焦相關利弊分析後，再由承辦單位簽

請局長核示，俾利計畫進行。 

感謝委員指導。謹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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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三階段委員意見回覆內容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陳朝圳委員 

1. 2020 年前要增加臺灣森林覆蓋面積 11,550公頃，

是以何時間為基期?應加以述明。 

感謝委員提醒，2020 年前要增加臺灣森

林覆蓋面積 11,550公頃，是以 98年為基

期年。文字已補充於報告書相關章節。 

2.本政策推動目標除報告書中所提出之目標外，建

議增加提升國產材自給率，且不應將目標鎖定在

生態環境導向的造林行為，必須參考引述森林多

目標功能或生態服務功能之提供為推動獎勵造林

政策目標。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獎勵造林目標，已於

主辦單位討論，並協助提供目標設定建

議。配合林業政策推動，將設定目標為：

（1）10 年內協助提高木材自給率 1%；

（2）推動新植造林面積 12,000公頃；（3）

促進限制營林區 1.6 萬公頃林地長期撫

育，提高森林蓄積量。 

3.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何年實施，必須於研究背景中

明述，而對於獎勵輔導辦法之實施為何必須進行

獎勵機制之檢討?為何須進行辦法之修正?建議必

須強化其需求性的論述。報告中僅提出森林永續

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國產材生產規劃與市場開

拓及全國國土計畫三個計畫名稱，建議簡述其與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必須檢討與修正的關聯性?以

強化研究目的。 

1.感謝委員意見，將會從林業政策規劃、

產業需求及辦法執行問題整合強化獎勵

輔導造林辦法修正的必要性。 

2.針對獎勵造林輔導辦法與產業輔導計

畫將會加強連結性與配套措施論述，強

化研究目的。 

4. P.3圖 1.2之林業計畫建議改為森林經營方案或林

業經營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報告中修正。 

5. P.5 專家諮詢訪談進行兩場，訪談人數僅三人，是

否具有代表性?訪談人名是否要出現於報告書中

建議斟酌。 

感謝委員意見，除了專家諮詢訪談，本計

畫已完成兩次專家會議，經多方面專家

意見修改獎機制。 

6. P.6 我國森林經營目標之描述僅描述森林經營之

公益及經濟性缺乏永續性森林經營的重要目標。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獎勵輔導造林辦

法對森林經營目標的永續性內容。 

7.歷年獎勵造林政策推動與執行探討所列之重要爭

議重點係以前人研究引述條列，但有部分重點未

列入文獻，建議增列文獻來源。 

感謝委員意見，因有部分重點係來自本

計畫執行，已加強資料來源註明。 

8.條列式的進行獎勵造林政策檢討，會產生片段式

的描述，研讀後會缺乏問題核心的收斂，建議針

對條列式之問題重點進行系統性連結已產生具有

收斂性與邏輯性的檢討論述。 

感謝委員意見，已系統性連結文字敘述，

收斂座談會、專家會議各方意見進行陳

述。 

9. P.11 所列出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之爭議條文包括

第 4、8、9、10 條等，與其前述政策規劃、政策

執行、產業實務面之檢討與文獻回顧之關聯性必

須加強，而非列出爭議條文在另照文獻論述有爭

議必須檢討，而所列出之片段式的文獻引述與該

條文之爭議性的關聯性為何?很難瞭解。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修正法條與政策

檢討的關聯性，完整敘述檢討成果，呈現

修法之必要性。 

10. P.13…釐清適用作經濟營林區位….語意不清，建

議改為…釐清適用於經濟營林之區位。 

感謝委員意見，將會調整報告用詞。 

11. P.13 有關森林面積之描述建議改為依據第四次

全國森林資源調查臺灣地區（含金門、連江縣）總

感謝委員建議，已調整報告文字，層次說

明山坡地範圍內之森林資源調查範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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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森林面積為 2,197,090 公頃，森林覆蓋度為

60.71%，其中屬森林法定義之林地，其森林覆蓋

面積為 1,781,660公頃；林地以外之其他土地，森

林覆蓋面積為 415,430 公頃。以地籍資料篩選出

符合森林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定義的林地區塊，臺

灣全島林地總面積為 1,993,205 公頃，依所有權屬

區分，國有林有 1,849,818 公頃，佔 92.8%，公有

林 6,832公頃，佔 0.3%，私有林有 136,555公頃，

佔 6.8%。 

積，以及依所有權屬區分之國有林、公有

林和私有林的面積和比例。 

12. P.14針對短期內應優先輔導對象「未來可輔以每

年度森林主產物採伐地銜接上述輔導對象。」此

句含意為何?建議更加明確其語意。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係希望國有林每

年度的主產物採伐規劃，能銜接參與獎

造達輪伐期之造林地，提升國內木材自

給率，營造永續健康森林。 

13. P.15圖 2.5優先輔導建議加入面積，且必須區分

為經濟營林面積及限制營林面積，潛在輔導對象

亦同。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改並以表格呈現經

濟營林及限制營林區之面積。 

14.有關獎勵範圍與對象建議將圖 2.5 之對象、輔導

優先順序及面積以表格彙整。 

感謝委員意見，已彙整獎勵範圍及對象，

表格排列說明之。 

15. P.15圖 2.6建議以地圖製作之基本要素內容，必

須包含指北針、比例尺，並放大使此圖具有可讀

性。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16. P.16 林業政策方向目標列出國土保安、水源涵

養、增加森林碳吸存、減輕天然災害、促進自然環

境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及社會經濟發展等，是

否完備且是否有重複目標之描述請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將會精簡重複目標的減

輕天然災害與國土保安部分，另外將各

項政策目標敘述更加精確。 

17. P.16 建議將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除焦點座談內

容重點之外，建議將總結內容與林業有關之具體

重點列出。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第六次全國農業會

議的四個部分重點列出與林業和獎造相

關的具體重點，並說明獎勵機制應參考

之重點。 

18. P.17表 2.1提升我國木材自給率已有明確目標為

10 年內朝木材自給率達 5%之目標，促進林產業

發展，善盡地球公民責任，建議加入。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此目標列入辦法機

制之中，進行精算財務影響評估。 

19. P.18建議參考「林業及自然保育議題焦點座談」

及「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內容」、專家訪談及

各項工作會議進行彙整未來的林業施政與策略、

重點建議及未來施政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已整合焦點座談與第六

次全國農業會議的總結，作為未來獎勵

造林辦法修正的方向。 

20. P.41 未來獎勵辦法之政策理念（1）輔導林農進

行林產業經營應兼顧國土保安、永續性經營及經

濟效益；（2）以導入計畫性經營來達成國土保安、

永續性經營及經濟效益之目標；（3）實施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以提高林農的森林經營意願，林地生

產力及森林的生態服務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報告中整合此三項

以完整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的政策理念。

依國土計畫法分區分級規劃，將造林土

地區位規劃分流；導入計畫性營林，由造

林者提造林報告單，引導其合理、撫育營

林；參考對地綠色給付分年分次現勘方

式，經審核通過發給獎勵金。 

21. P.41獎勵機制修正之前提條件，建議增加建構林

業產銷鏈及建設林業經營之基礎設施。 

感謝委員意見，林業產銷鏈與林業經營

之基礎設施由於補助項目較為複雜，經

多方面研究與訪談意見，建議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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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補助計畫項目進行補助，本

研究在報告中的「建議配套措施」中提出

相關措施建議。 

22. P.45表 3.3獎造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內容建議檢視

是否已回應獎造辦法之理念，例如導入計畫性經

營、產業輔導計畫協力運作及鼓勵參與林業組合。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強化並增加草

案修正與檢視項目獎造辦法之理念，融

入並整合於報告內。 

23.建議將獎勵輔導造林目前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加

以整理，並檢視獎造辦法修正草案是否可解決核

心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已整理獎造現有核心問

題於報告內，配合上述檢視獎造理念項

目，強調解決核心問題。 

吳珮瑛委員 

1.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很不易閱讀的報告，不易閱

讀的理由之一為，主體內容不多、缺少說明，由第

7頁至 15頁的五大節次都是一兩行的條列式文獻

引用，因為一行和一行間、一點和一點間的毫無

連結，這七、八頁看似回顧他人諸多文獻與見解，

然因為完全沒有論述與說明，因此實難以得知這

些內容的用意。理由之二是，本報告的附錄 1.1 至

附錄 1.15是數個工作會議紀錄、臨時工作會議記

錄，專家諮詢會議紀錄及訪談記錄，基本上並沒

有原貌呈現（也就是由附錄中完全看不出工作會

議討論何議題、專家諮詢會議中的討論議題、訪

問什麼問題？）看每個附件一兩頁記錄的意義何

在？即便原貌呈現，現在要審查委員一一詳看，

應該也是很凌亂。照理，研究團隊應該要歸納彙

整每次工作會議決議、訪談記錄及專家意見等等，

如有做這些工作、研究團隊才可以慢慢收斂出各

方相同或不同的意見，如僅是告訴審查委員研究

團隊做了合約要求的那些工作項目，但每一項工

作如果對政策的研擬沒有幫助，其實是毫無意義，

這樣的報告想必林務局未來也很難採納。 

感謝委員意見，已系統性連結，加強政策

檢討論述說明。工作會議紀錄等內容放

入附錄中，在附件中列出本研究重要成

果，如申請書修正稿、造林報告單等資

料。 

2.第15頁中檢討歷年獎勵造林政策及計畫執行檢討

的「產業實務面」中，建議提升獎勵標準，因為依

據 103 年林務局制定「一般造林地區造林育苗功

程表」與現行造林人力費用標準，每工為

1,800~2,500 元，20 年的造林費用標準為每公頃

70~97 萬元，比現行的每公頃 60萬元為高。然此

應說明此一準則之合理性，何以 20年何以需 388

工，用於何種工作？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造林撫育費用參考

造林功程表中的造林及撫育項目，並以

調查的工資進行計算，已在報告中詳細

將計算方式以表格呈現。 

3.第 28頁建議可挑選森林環境稅試辦點，作為造林

獎勵金來源不明確、也不可行。日本的環境稅，一

部分來自全國所有納稅義務人繳給中央的固定稅

收，另一部分國家依地方之私有林面積、林業人

口數及人口數撥給地方環境讓與稅所組成。這些

是收入來源，也是獎勵措施的資金來源。而研究

團隊建議臺灣環境稅試辦點的來源一為，森林面

積大或是遭破壞急需造林改善的縣市課予直接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強化環境稅

的可行性論述與獎勵金的來源確認。建

議可朝向直接受益者以及環境破對象進

行同步課稅研議，輔以試辦點的同步規

劃進行研究，尋找未來獎造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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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稅，這兩個對象是相互矛盾的，森林面積大是正

面貢獻，而遭破壞須改善是負面（該做而未做）行

為，如何對不同行為者採取相同的處罰作為（課

稅）？而間接稅是環境稅的另一來源，團隊建議

由垃圾隨袋徵收費或是香菸健康捐提撥，研究團

隊必須說明，何以這些是合理獎造資金來源？目

前環保署的溫室氣體減量基金由空污費中提撥極

小部分的經費，已遭立委質疑二者之關聯性，沒

有合理連結而由他處提撥經費，遭到質疑的可能

性一定很大。日本的情況和臺灣完全不同，日本

的私有林約佔 60%，而臺灣僅有 7%。日本可以向

全國收稅、再給予造林者（私有林為多）合理之獎

勵金，因為是私有林，所以是他者要拜託私有林

地所有者將造林做好，這是一般可以接受的作為。

然在臺灣，私有林僅佔如此小的比例，國公部門

造林未做好，要向百姓收費之合理性易受挑戰（一

般人認為這是政府本就該做的事）。因此，應轉向

凸顯森林為碳吸存、空氣淨化及生態環境等等多

項功能的提供者，並舉出科學數據，以能建議增

加空污費作為獎造資金來源，可能才是相對合理

可行的作法。 

4.第 41頁建議的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基本上是

建立在分流機制上，這是好的構想，然第 42-43 頁

文字、表及圖的說明有不一致及不易理解之處，

建議說明清楚。又更重要的是何謂環境敏感區？

又何以是不具環境效益？因為如此分類涉及獎勵

金的給予，因此必需有清楚定義及標準，不能僅

是概念式的名詞而以。第 47頁起表 3.3中提及環

境回饋獎勵，這是前述所謂具環境效益而給予的

獎勵？還是在環境敏感區所給予的環境補助？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分流機制是建立在

國土計畫法區分環境敏感區域等級，已

在報告中其用詞定義，精確使用文字進

行論述。 

5.第 52 頁各修正草案建議方案之利弊，表 3.5 各方

案與當前課題的關聯，這是團隊主觀上的認定還

是在任何準則下的評定？報告中均未說明，建議

要詳細說明每一個有關聯的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當前課題與報告

的關聯性，並於方案利弊分析中強化其

論述。 

6.第 64頁的預期效益，何以表 3.11中所列均為不可

量化效益？基本上團隊所認定可量化的效益範疇

太小，僅鎖定種植面積、林產物材積、雖有包括吸

收二氧化碳及水源涵養效益的數值，然這些數值

由何而來、如何估算？團隊認定的效益，不要僅

鎖定在現成已有數值的項目上，事實上二氧化碳

吸收及水資源涵養不也是推估而來？並非知道多

大的林地就立即可知其對應的數值，且推估的方

式也是有多種？因此，表 3.11所列的一些不可量

化效益其實是可量化的，比如穩固產業鍊供需，

這會反映在林產物的價格上；農民參與意願提升

應該會反映在造林面積的增加上，還有促進林下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已針對不同方

案與獎勵金額下優化比例與所需經費進

行分析，具以分析資源配置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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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應該可以推估可能新植何種作物、多

少面積及產量。在合理清楚的假設下，也可以提

供對應的量化效益。否則如果一個政策的執行不

可量化的項目永遠多於可量化之項目，基本上很

難讓決策者決定是否採行，因為就一個政策而言，

決策者很清楚執行下去所需的經費預算，但換得

的效益不可量化、將是非常的空洞、難以說服。因

此，可量化的效益項目除了研究團隊目前所列種

植面積、二氧化碳吸收及水資源涵養外，文獻上

尚有諸多如何將前述所建議的項目轉為可量化的

作法與結果，臺灣不該一直停留在諸多效益不可

量化的環境資源之保育工作上，此對林務局將是

一大傷害。 

7.造林者訪談的人數是如何決定？又各類型的造林

者的分配又是如何決定？建議報告中要清楚說

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依造林者土地屬

性與申請人屬性進行分類，冀能聽取各

方面的意見，並請林務局與各林管處、縣

市政府提供建議名單，以各單位推薦名

單優先選取，另外抽選名單中的造林者

為受訪對象。 

8.附錄 3.1至附錄 3.4有諸多表單內容修正，建議文

中要說明修正的目的。建議附錄的工作會議內容，

應放入協助計畫執行、有實質幫助的內容。建議

第二階段正文內的部分內容，不用放在附錄裡，

應完整解釋、述明理由。 

感謝委員意見，已強化政策檢討與草案

修正論述說明，並將相關工作會議資料

放在附錄，重要修正內容如申請書、造林

報告單等資料放入附件。 

張彬委員 

1.農牧用地是否要納入？參與獎造範圍不多，進行

造林後恢復成農業使用不易。 

感謝委員意見，經工作會議、專家會議討

論，農牧用地維持納入獎造範圍內。 

2.方案二似乎較為可行；方案三國有林租地未收回

前，放入方案二裡面，提供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已調整獎勵機制

概念，兩方案中皆納入國有林優先收回

處理方式，財務評估中皆有計算國有林

租地為收回前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經

費預算。 

3.木材自給率提升至 1.5%計算基準方式為何? 目前是以全台每年需求 500 萬立方公尺

為基準，伐採 30年生公頃 

4.運用空拍技術檢測成活率的計算方式為何? 目前本研究運用空拍機的方式為限制營

林區成林後評估 70%的林木覆蓋率，並

無成活率的計算方式。 

5.地方劃設生產區，未來地方輔導私有林經營，以利

伐木收穫，地方政府以此獎勵私有林造林者。 

感謝委員意見，研究團隊將會評估生產

區與獎造辦法結合的可行性。 

6.「獎勵」應該是限制營林區限制伐採給予獎勵，「補

助」應該是造林的時候給予成本補助。建議獎勵

金可部分放入後端伐採，獎勵造林木材形質具佳

的獎勵造林人。 

感謝委員意見，依本法第 48條之規定，

獎造辦法係為獎勵私人、原住民族、企業

團體造林行為，故以提供獎勵金。另有關

獎勵造林後端伐採木材形質優良的規

劃，由輔導計畫提供獎勵金。 

李允中委員 

1.建議研究團隊後續可在專家會議中諮詢林業（造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會討論限制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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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林）專家意見，有以下兩點： 

（1）限制營林區可作為禁伐或是可作高強度的營林

地區，需要先作釐清，此部份會影響後續方案的

差異。例如：水庫集水區可作營林，但需要高技術

性營林，並非單純禁伐，此部份補助的獎勵金可

能要再調整。上述概念需要釐清對於限制營林區

的處理方式為何。 

（2）方案三環境效益回饋獎勵，每年給予固定 1 萬

元獎勵，需先釐清限制營林區處理方式後，方案

設計會有所調整，方案二與方案三之間可能有方

案 2.5。 

區區分營林強度與獎勵補助的調整；另

外也會針對限制營林區做更精確的分流

已發放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2.方案三與方案四與工作會議版本不同（圖 3.1與表

3.1 不同），方案四在重新申請第二輪造林，須提

出森林經營計畫書。方案型態可區分為：1.可營林

區，林農規劃營林；2.可營林區，但林農不營林，

依需求給予苗木、造林貸款；3.可營林但受法規限

制地區。請執行團隊再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經工作會議、專家會議討

論後，已依討論結果調整獎勵機制概念。 

3.地方推地區林業特色計畫，可列為修正條文內，必

要時給予地方政府權限，對於受益者課收環境稅

等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地區林業特色計畫

列入條文中。 

4. P.29 山坡地開發回饋金係 100%繳入林務發展與

造林基金，進行檢討山坡地開發回饋金，是否調

降?宜酌修文字。 

感謝委員只要，已修正文字。 

5.有關報告中修改獎勵、補助的用詞以及架構，後續

法制作業、條文改寫還有修正空間，請本計畫團

隊進行適度的調整。 

感謝委員意見，依本法第 48條之規定，

獎造辦法係為獎勵私人、原住民族、企業

團體造林行為，故報告中用詞使用獎勵。 

黃群修委員 

1.本（第三階段）重點工作包括林農訪談及國際公約

規範，然：1.林農訪談：受訪林農如何篩選？訪談

內容應適度整理納入成果報告本文，而非只列於

附錄。2.國際公約：（1）所列各項並非本文 P.29 所

稱之「貿易」規範。（2）FSC 並非國際公約。（3）

與其談 UNFCC 不如提國內因應公約減碳責任，

與溫管法下所提減碳策略中規則之後續造林面

積。 

1.本研究依造林者土地屬性與申請人屬

性進行分類，希望可以聽取各方面的意

見，並請林務局與各林管處、縣市政府提

供建議名單，以各單位推薦名單優先選

取，另外抽選名單中的造林者為受訪對

象。 

2.感謝委員指教，已調整報告用詞，為「國

際公約與組織」；另外並整合溫管法的減

碳策略。 

2. P.17 應將全國農業會議結論納入，而非只焦點座

談。 

感謝委員意見，已整合第六次全國農業

會議的總結，作為獎勵造林辦法的方向。 

3. P.20 全國國土計畫之「林地管理」用詞宜再審酌，

概國土計畫為國土空間區位之規劃，其內容與林

地內之林業經營行為並不太大關聯。 

感謝委員指教，已調整報告用詞。 

邱立文委員 

1.實務上行政單位遇到的困難，建議蒐整資料並提

供分析，在方案中呈現並層次說明清楚，未來技

術上可精進的部分。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中已層次說明行政

單位執行須處裡的課題並加以分析。 

2.獎勵機制在森林經營不同面向，增加獎勵的誘因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方案因針對獎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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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可能有差異，只著重在獎勵金似乎太限縮。 林，各種經營方式在前六年並無太大差

異，並且考量多元化的森林經營不同的

經營方式需求均有不同，並考量隨時可

調整的靈活度，建議將各種不同面向的

輔導，以後續配套輔導計畫進行，更能符

合各種林農的需求。 

3.建議 9月 8日全國農業會議有關林業政策的結論，

可納入報告。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全國農業會議林業

政策的結論融入報告中。 

4.建議提出財務方案，供長官參考裁決。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中已詳細分析財務

方案，提供長官參考裁決。 

5.現無混農林業，報告文字宜作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文字。 

6. P.59 保安林禁伐補償與原保地禁伐補償為兩件不

同的事情，建議修改。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報告中禁伐補償

相關敘述文字。 

7.附錄 6-9，獎勵的面向或許可從獎勵或是補助參與

碳匯方法學的方式進行。 

感謝委員意見，經由專家會議已由造林

經營成本面切入進行討論獎勵金配置。 

造林生產組 

1.簡報 P.13與 P.23的方案評估，後續會再簽請局長

裁示。各方案優缺點，須再分析操作面、要克服缺

點的地方，後續方案才可落實執行。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會分析操作面與

克服缺點的地方。 

2.建議可收斂、聚焦報告內容，作小結重要結論。訪

談內容作結論，具以支持陳述的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報告中加強段落重

點論述。 

3.附錄 1.15-6 頁，第八次工作會議的方案討論總結

有區分林木經營區、非林木經營區，同意執行團

隊改以經濟營林區呈現。然方案三、四限制營林

區底下細項劃分，具環境效益與不具環境效益，

需考量環境效益是多元的，針對具有環境效益的

部分，第七年開始再給予補助。請團隊再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分流方式是依國土

計畫法中分類項目為基準，以強化法源

依據，報告中已詳述方案分流依據。考量

造林在樹苗成林前環境效益並不明顯，

目前係以既有森林或是造林完成成林後

再給與環境效益獎勵，已在報告中補充

相關論述。 

4.現行獎造辦法，大學實驗林（舉例如台大實驗林）

的位階並非主管機關，而是受理機關。依據農委

會公告委任林務局，由（南投）林管處核准處分

（台大）實驗林獎造申請。若大學實驗林位階調

整為主管機關，可能會有法規上的調整或是解釋

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申請流程中已調整大學

實驗林的受理位階，以符合法規上的解

釋。 

 

  



附件六 期末委員意見回覆內容 

 

 1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附件六 期末委員意見回覆內容 

2018/12/21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陳朝圳委員 

1.中英文摘要之關鍵字寫法，例如專有名詞之英譯，

建議寫法能有一致性。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摘要已修正相關文

字。 

2.獎勵造林面積（新植造林）逐年下降，係因可進行

新植造林地之面積逐年減少，未來應針對過去獎

勵造林期滿（20年）且已達輪伐期之林地進行計

畫性的更新造林，如此才能達成森林經營的永續

性經營目標。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第 11頁已酌修造林

政策推動成效影響因素等文字，過去獎

造已屆期或是已達輪伐期之林地，未來

將由產業輔導計畫輔導林農進行永續性

營林。 

3. P.28 檢討合理造林作業成本為 40 萬元/公頃…，

報告中討論此一合理作業成本如何形成獎勵造林

金，建議將簡報內容納入報告中。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13、47、57頁中

已加強論述獎勵金的檢討係參考造林成

本費用，重要論述在於獎勵金的目的係

提供造林誘因，非 100%成本補助。 

4.表 3-3 有關獎勵造林辦法修正草案建議將獎勵辦

法之所有條文列出，以利檢視修正後各條文間是

否具有競合關係。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61 頁表 3.4 的獎

造辦法修正草案，已列出所有法規檢視

有無彼此競合關係。 

5.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及修正建議，對於方案一、

二之成林後如何處理？建議於內容中加以說明，

且對於成林後之名詞能加以解釋或定義。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附件七名詞解釋中

已補充說明完成獎勵，第 79頁已補充說

明兩方案完成後的配套措施及政策資源

配置建議。 

6.報告中對於天然林建議改為原生天然林。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7.建議本計畫之分區僅列出經濟營林區與限制營林

區，與國土計畫法脫鉤。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中第 2.4節與第三章

獎勵機制修正概念，已將國土計畫法脫

鉤並修正文字。然國土計畫法係全國土

地盤點、使用分區分級之計畫法規，法律

位階應高於森林法，故本計畫會以國土

計畫法所劃分之分區分級為參考原則，

分流的部份會參考森林法所規範營林之

區位限制。 

8. P.30 表 2.8 各國對於造林政策之比較，對於利用

森林經營計畫書來引導政策之方向的落實，其對

於我國未來造林政策方向的掌握具有重要性。建

議獎勵造林辦法之修正，對於未來進行之私有林

輔導，對於森林經營計畫書之導入能有法源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第 64頁獎造辦法第

八條，已說明將由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

導之。考量獎造辦法係為鼓勵私有林主

進行造林、妥善撫育之，本團隊規劃設計

之申請書及造林報告單係為造林規畫，

以簡易操作為主，非森林經營計畫書需

詳細經營規劃內容。未來法規導入森林

經營計畫書作為其法源依據，建議再行

研議。 

9.本計畫已經過專家會議、座談會、工作會議及三階

段的期中審查，對於未來獎勵造林政策方向、法

令及操作方法已提出具體的修正事項及內容，已

完成計畫之工作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吳珮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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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1.本計畫經過三次的審查，研究團隊已將整個計畫

的邏輯條理整理得相對順暢，然目前報告中仍有

極多處在名詞上不一致或是定義不清，比如獎勵、

補助、補償等等，建議整個報告、名詞如僅有一個

意義，建議整個報告的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附件七名詞解釋已

重新定義重要名詞。獎造辦法係以鼓勵

林農進行造林所發放的獎勵金，故本研

究係以提供獎勵金誘因方式進行獎勵機

制設定。相關名詞使用已依內文表達意

含重新梳理校對，並補充特殊名詞定義

於報告附錄。 

2.本報告沒有列出原訂計畫要求的工作項目，因此

無法得知是否已逐一完成計畫應達成的任務，建

議將計畫要求的工作項目配合目前報告的章節安

排，在每個章節開始時適當說明相關章節是為完

成那一（些）工作項目。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第一章前言部分補

充原定計畫要求工作項目，並於各章節

說明與工作項目對應關係。 

3.報告整體邏輯雖相對順暢，然每一項工作（章節）

之間的關連，建議要能環環相扣。不要有自成一

格的內容，不知如何與前後銜接的內容，比如 2.7

節森林環境稅機制評估等等節次。目前整個報告

閱讀起來仍有「各自為政」的樣態。這主要源自於

本報告沒有建構一個針對新植、現有轉換的獎勵

或是補償機制的架構所致。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中已將各章節針對

獎勵機制原則與條文修正概念，調整報

告文字內容，串連文章前後連貫性銜接。 

4.整體的結論（不論是研究團隊的分析或是由造林

者的訪談結果）是目前「獎勵輔導造林辦法」誘因

不高，主因獎勵造林標準不高以致於難以提昇造

林面積。研究團隊針對此的建議仍建議為因應工

資上漲應提升獎勵造林成本、苗木供應等等，這

完全是供給面的考量。研究團隊針對此一問題在

上一次的答覆是世界國際上（其實也僅是本研究

所看的國家而已，沒有所謂國際上）亦多從成本

切入，而目前的內容亦僅由成本面考量，然以美

國為例，在第 30 頁表 2.8，的成林獎勵標準是在

契約結束後依森林效益補助，所謂效益即是需求

面，主要是針對森林可以發揮的公共財效益。建

議要由森林的效益面考量獎勵或補助，否則成本

面的考量對於森林後續發揮的不同功能、經營的

好壞都沒有差異，如此對認真經營的林農並不公

平，更無法凸顯森林的貢獻。 

如果都以造林成本為考量，第 32 頁起有關於

環境稅的課徵原則又強調遵循受益者受益原則，

主要是考量各環境敏感區域造林產生之環境效

益，又要針對談排放主體（污染者）課徵環境稅，

但我們從來不知道森林的這些相關效益，環境稅

課徵的標準由何而來？ 

特別是本計畫要針對獎勵機制修正進行規劃

時，本計畫強調要實施「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打

造森林健康環境，又第 48 頁的表 3.1的獎勵機制

修正規劃概念中亦提及環境效益回饋獎勵，然何

謂效益、涵蓋的範疇為何，更重要的是如何衡量，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附件七名詞解釋已

加強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定義，提供的

造林誘因，係為限制營林區限制伐採的

林地，對於林農妥善撫育營林，發揮森林

外部效益，提供之公共財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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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本計畫不僅未提及，整個獎勵機制的檢討中亦未

特別強調。 

此外，第 88 頁附件一中的二造林計畫中又有

「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者免填」，但目前獎勵並

沒有針對造林的環境效益有回饋的林木有所獎

勵，如果是目前諸多獎勵中的一類，建議說明清

楚。 

5.建議將第 30 頁的表 2.8、第 41 頁的表 2.11 及第

44-45 頁的表 2.12 的內容作適當的連結，如此方

可以由最後的表 2.12中得知台灣造林獎勵機制的

檢討結果與精進對策。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42頁表 2.11、第

45 頁表 2.13 與第 49 頁表 2.14 已強化說

明國外案例與國際公約與森林環境組織

內容，並在造林獎勵機制的檢討結果與

精進對策，說明學習借鏡議題的內容。 

6.第 42-44 頁可以仍留著一兩行一段來自他人的看

法，這是完全沒有消化的論述方式，建議要修正

成段落式的陳述。 

感謝委員建議，成果報告第 56頁至第 59

頁已修正文字論述方式，使之易於閱讀。 

7.第 48 頁表 3.1 中有關獎勵機制修正，不論是方案

一或是方案二，關於經濟營林區及限制營林區的

獎勵金額，背後的邏輯基本上是因為什麼作為而

有獎勵，目前的說明並不清楚？其中對經濟營林

區的成林獎勵金，第 6 年當樹高 4 公尺時每公頃

補助 12萬元，而第一類環境敏感區第 6年營林區

達相同條件時，每公頃獎勵 8 萬元，不知是在何

種原則下而訂出二者的此種獎勵金額？獎勵是針

對林木的收成，還是對林木所發揮的公效益而獎

勵？建議經濟營林區及限制營林區的啟動獎勵

（造林成本獎勵）列為一項，而後續因位處不同

區位發揮不同功能而有的不同獎勵分開列。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50 頁表 3.1 已補

充歷次獎勵機制重點討論過程，附件八

亦已完整呈現獎勵機制修正概念。獎造

辦法經檢討獎勵金額度，係參考造林成

本面的考量，考量新植造林非提供成本

的 100 %作為獎勵金誘因，故經濟營林區

與限制營林區皆設定為 50~75%（兩種方

案）。 

完成獎勵係鼓勵林農妥善完成造林期間

的撫育經營，所提供的森林公共效益係

大於造林木小苗，故給予完成獎勵。 

然不同區位發揮不同森林功能效益而給

予的獎勵，建議未來推動產業輔導計畫

進行更細部的獎勵配套措施，以此銜接

獎造辦法，完善整體造林及營林規劃。 

8.投影片有相對多影響評估說明，如投影片第 21 頁

各項預期效益，建議補足會議中的項目，並說明

各項目如何算得。又各項目不要僅算至數量，可

以由文獻上選取適當金額數值（單價），求算以金

額表示的各項預期效益。這是造林目前可以發揮

最重要且具體之功能。 

感謝委員建議，成果報告書第 73頁至第

77 頁內容已補充說明各項效益計算方

式，以及參考文獻數據，算出各項預期效

益，呈現造林可具體發揮之功能。 

 

9.報告中的各項數據如是列舉、或僅是其中一種情

境下的結果，建議不要寫成唯一的結果，比如經

濟林農長短期選擇的種植面積我們並不確定，因

此，第 67頁的表 3.8在木材的自給率上有不同結

果，然內文中不要將增加 0.8%木材自給率寫成唯

一。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3.3節已調整有關

木材自給率相關文字說明。有關木材自

給率增加可能性，已強化說明經濟營林

選擇方案、面積不同而產生的數據改變。 

 

10.第 88 頁附件一中的二，造林計畫中的選項，目

標產物中的選項「混農林業經營項目」與「林下經

濟項目」有何差異？請確認表單中的任何選項必

須要完整（也就是要能涵蓋所有可能的選項）及

感謝委員提醒，依據定義，林下經濟為

「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屬單純

地林業範疇，混農林業則為「林業與農、

牧的混和經營模式」。經檢討造林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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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互斥（一選項和另一選項不能彼此包涵）。 的選項，目標產物中的選項「混農林業經

營項目」與「林下經濟項目」定義與內涵，

目前於我國都尚在發展中，雖然有混淆

的疑慮，但兩者屬不同經營模式，經檢討

後建議仍應區隔，兩個選項應屬獨立。為

確保表達完整，已於成果報告第 96頁表

單中備註補充說明，協助民眾理解。 

張彬委員 

1.同意分經濟營林區及限制營林區之不同獎勵。 感謝委員支持。 

2.建議採方案一，因第一年造林成本較高。 感謝委員支持。 

3.建議短期造林應達 8 年，山坡地成長較緩、鬱閉

較慢。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公私有林及輔導作

業規範將喬木類新植撫育期間訂為六

年，且完成獎勵訂為樹高 4公尺，考量政

策一致性與完成標準達成難度，建議仍

維持 6 年為期，完成獎勵金得展延 1 年

（短期造林）或 2年（長期造林）。完成

後可以產業輔導計畫銜接，鼓勵造林者

持續妥善撫育營林。 

4.依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內容計算（第 13 頁），短期

造林獎勵金 6 年共計 36 萬，方案二為 30 萬，非

說明欄的 6年 40萬。 

感謝委員提醒，此應屬文字語意混淆，已

於第三章與修正草案說明欄補充說明。 

5.取消獎勵金收回的理由太薄弱了。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提出之獎勵機制

係為事後給予獎勵金，與現有獎造辦法

第一年申請造林審核通過後，即為 20年

期的行政處分不同。本研究提出之獎勵

機制，新增造林報告單的設計，需獎勵造

林人每年提繳報告單，經審核、現勘或檢

（抽）測通過才可發放獎勵金，故無獎勵

金返還之問題。相關論述已在第 67頁修

正草案第 12條中說明欄補充之。 

6.租地林農獎勵金與私有林獎勵金是否要有區別，

未見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現有獎造辦法係考量國

有租地土地成本較私有林低，故有第七

年起獎勵金減半之設定。然本研究提出

之獎勵概念係為造林行為之獎勵，經檢

討國有租地與私有林地造林成本並無不

同，故皆給予同額獎勵金。若考慮土地成

本因素，國有租地收穫仍需繳回 1%林產

物分收率，且租地造林經營須受契約限

制，依永續經營角度國有租地經營成本

並不會低於私有地造林，經參酌多位專

家學者意見，本研究建議租地與私有地

造林獎勵需一致。 

李允中委員 

1.建議本計畫與國土計畫法脫鉤，針對條文第二條

或第四條，參考現有適用獎造範圍的相關法規，

進行經濟營林、限制營林區實質定義說明，也可

感謝委員建議，獎造辦法條文分流的部

份，會在第 8 條中補充說明分流的區位

定義，係參考森林法所規範營林之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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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加上本局法規所規範之環境林相關重要法源之區

位，如野生動物保護區等。 

限制，報告 2.4節中修改相關文字。其他

非森林法所限制伐採之範圍，其他主管

機關訂定之法規，建議由地方主管機關

認定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金之財務來

源由訂定該法規之主管機關，依法規對

應之作業基金支應。 

2.建議研究團隊將 9月 21 日之後，討論的方案研究

結果呈現在附錄中，利於作為未來方案簽核長官

的參考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黃群修委員 

1.環境敏感區部分在深山內，其造林成本（如運輸、

交通等）較高，但與經濟營林區獎勵金相同。經濟

與環境林分流，可都給予一樣額度獎勵金，成林

後或許可研議環境林因土地限制給予額外的補償

金。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獎造辦法提供造林

者獎勵金係為提高造林誘因，參考造林

成本作為獎勵金額度的檢討，依照本研

究 3.4 節獎勵輔導造林計畫相關配套模

式，獎勵造林提供林農基本權利的基礎，

故本研究建議經濟與環境林獎勵金為一

樣額度，後續因不同地區造林難易度產

生之成本差異，應由產業輔導計畫及區

域性特色林業等配套措施提供相關獎勵

及輔導。 

2.建議獎造與國土計畫法脫鉤，原因如下： 

（1）國土法立法過程中，林業主管機關已表達開發

行為係屬於設施型開發，其伐採行為不屬於國土

法的開發行為。 

（2）內政部營建署訂定的國土法僅為程序，依國有

林的分區分級去劃設功能分區，以供縣市政府參

考。國土法其下的計畫要求縣市政府進行分區劃

設，因此國土法並無實質法律依據，需待地方縣

市政府根據中央國土法劃定適當用地，進行公告

後才有國土法相關管制規定。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參考森林法所

規範營林之區位限制，修改分流區位，並

在報告本文中第 2.4 節與第三章修改國

土法相關文字。 

3.建議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八條之禁止伐採行

為限制與造林成本補助，兩者之間的關係做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限制營林區的區位

規範，已在附件七名詞解釋說明，參考森

林法限制伐採行為的相關條文。另獎勵

金優化配置係參考造林成本費用，僅為

提供造林的誘因，並非全額的造林成本

補助。 

4.報告第 10頁政策檢討，建議如下： 

（1）使用經費預算來取代新植面積，作為造林的成

效 KPI評比。 

（2）農牧用地原本就可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故獎

造推動成效面積較少，原因可能為全民造林計畫

尚未屆期、人工林未達輪伐期收穫更新及農地活

化政策等。 

感謝委員意見，獎造計畫的 KPI 評比使

用新植面積較能呈現出新植造林推動成

效，係因經費預算涵蓋有其他費用支出，

如撫育、造林貸款等，且預算編列審核變

異較大。 

有關農牧用地是否納入獎造議題已在工

作會議中討論決定，維持納入獎造範圍。

另有關獎造農牧用地推動成效不佳之相

關檢討內容，已在第 11 頁酌修報告文字。 

5.建議效益評估或可將山村經濟放入，以扣合局內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中將加入山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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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內容 

政策方向。 效益，補充影響評估內容，以期符合局內

政策目標。 

6.建議國有林 4.1萬公頃收回議題應排除，不納入獎

造辦法裡面。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9頁已強化說明，

考量國有租地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應由

政府建立退場機制並管理之，故維持國

有林租地收回議題納入獎造辦法內。 

楊宏志委員 

1.建議獎勵輔導造林申請作業流程分別製圖，一種

從零開始新植造林，另一種才是現在版本分有經

濟與環境林區位，利於林農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成果報告第 54、55

頁酌修申請作業流程圖，依林農可能的

需求分為新植造林與環境林兩種情境。 

2.簡報 P.7政策目標建議改用表的方式呈現，提高閱

讀性。簡報 P.9圖再做調整說明，本局給予 6年或

20年之獎勵金係林農投入之成本補助、成林獎金，

二者需清楚定義。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建議修正相關

內容呈現方式。環境效益回饋獎勵、完成

獎勵之命名與定義已有重新檢討與設定

於附件七，並報告中修正相關文字。 

3.第 21年給予獎金，係因未砍伐而給予或因環境效

益而給予獎勵，建議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附件七已補充說明完成

獎勵與環境效益回饋獎勵的原則與概

念。 

4.考量難以估算環境林領取環境效益獎勵金預算，

建議補充說明需進行滾動式修正之。 

感謝委員意見，將滾動式修正環境效益

評估，以配合實務面所需。 

5.建議簡報 P.5 非獎造範圍的禁伐補償刪除。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6.建議 6年或 20年的樹種清楚定義，如牛樟不適合

短期。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25頁已調整樹種

定義，經濟林樹種納入短期造林，其他樹

種則歸為長期造林樹種。 

7.建議可參考林政組有關礦場生態補償相關資料，

估算獎造經濟效益與活化山村經濟、就業機會等

議題之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第 77頁已補充山村

經濟效益，以期能完備獎造辦法之效益

評估。 

造林生產組陳科長麗玉 

1.簡報 P.13 概念圖建議後續可分成目前階段與未來

新制兩個圖，以呈現相關政策機制，搭配 P5~6簡

報內容，利於未來對外說明獎造新制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已調整概念圖內容，並分

成目前階段與未來新制兩個圖，搭配簡

報內容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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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名詞解釋 

一、經濟營林區 

以生產木材為主要目標，適用於森林資源開發之土地區位，為限制營林區外的

山坡地區林地與農牧用地。 

二、限制營林區 

參考森林法第 10 條與第 17-1 條森林限制採伐區之定義概念，需作長期防災

保安之林業經營或自然資源保護為主之區域。條件如下： 

（一）森林位於水庫集水區、溪流水源地帶、河岸沖蝕地帶、海岸衝風地帶或沙

丘區域者，係以保安林為主，其大多分布在集水區與海岸地區。 

（二）森林位於自然保護區內，具生態保育價值、地景林型代表性、特殊天然湖

泊溪流等區域、保育類或珍稀動植物生育地等條件。 

（三）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公私有林地，如崩塌裸露地、土石流潛勢

區。 

三、完成獎勵 

為鼓勵林農妥善管理造林，於獎勵造林屆滿後，其造林地狀況達到主管機關認

可標準所給予的獎勵。 

四、區域性特色林業 

經地方主管機關盤點所轄區域內之林業及具潛力發展項目，所認定具地方代

表性的林業經營項目或模式。 

五、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為確保限制營林區作長期森林造林，鼓勵林主主動投入維護森林環境健康產

生正面之外部效益，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效益回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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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歷次重要獎勵機制方案討論內容 

一、第三階段報告版本（107年 9月 21日） 

•方案一（簡易型）：維持現行齊頭式獎勵機制，修正獎勵標準、年限與檢討檢測

作業。 

•方案二（組合型）：依土地條件分流引導經濟營林區及限制營林區經營方式，並

保障前六年造林成本。限制營林區第七年起另給予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方案三（套裝型）：為促進林產業轉型，於方案二的基礎上，明定經濟營林區申

請條件為林業合作社。限制營林區內具環境效益之公私有林得申請環境效

益回饋獎勵；限制營林區之國有林租地優先收回。 

•方案四（套裝型 II）：為促進林產業轉型，於方案二的基礎上，優先獎勵經濟營

林區第一次申請者以及林業合作社。限制營林區內具環境效益之公私有林

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限制營林區之國有林租地優先收回。 

表 8-1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第三階段報告版本） 

土地 

分區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不具環境效益 環境敏感區 

方案一 

（簡易型）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方案二 

（組合型 I）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 萬元 

2.第 7年起給予 1萬元環境補貼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方案三 

（組合型 II）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對象限為符合公私有林

輔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

營計畫之造林者）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公私

有林 

1.提供苗

木 

2.貸款補

助 

公私

有林 

第 1年即給予 1萬

元環境補貼 

國有

林 
租地收回 

方案四 

（組合型 III）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第二輪申請對象限為具

森林經營計畫造林者）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公私

有林 

1.提供苗

木 

2.貸款補

助 

公私

有林 

第 1年即給予 1萬

元環境補貼 

國有

林 
租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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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獎勵輔導新制方案對應修正條文與原則（第三階段報告版本） 

 方案一 

（簡易型） 

方案二 

（組合型 I） 

方案三 

（組合型 II） 

方案四 

（組合型 III） 

1.適用土地

條件

（§4） 

- 
排除不適用做經濟林之國有林出

租造林地 

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申請程序

與文件

（§6） 

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請書

並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計畫欄位

以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3.獎勵金額

度（§8） 

1.獎勵造林期間為第一至第六年，並補充規定成林後應接受主管機關配合相關林

業施政計畫之輔導 

2.檢討前六年合理造林成本為 35.1~48.2 萬元/公頃，前六年給予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最高 15 萬元。第 2~6 年，獎勵最高 5 萬元。獎勵標準由主管機關每五

年檢討當地造林成本後，訂定公告之，合計獎勵金額以 40 萬元為限 

- 

1.分流引導符合本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及全國國土計畫

規劃之限制營林地區作長

期造林，並給予長期環境效

益回饋獎勵 

2.位於限制營林區第 7 年起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

獎勵 1萬元 

3.明定限制營林區可新植造

林條件為經主管機關核准

採伐林木後之跡地。以及遭

遇不可抗力因素者 

明定經濟營林

區申請條件為

林業合作社 

優先獎勵經濟營

林區第一次申請

者以及林業合作

社 

1.國有林租地得向林務局申請優先

收回 

2.限制營林區內具環境效益之公私

有林地，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 1萬元 

4.檢測標準

（§9） 

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造林

者每年提報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 

刪除第 7 年

以後之檢測

標準 

調整第 7 年以後之檢測標準

為林木覆蓋率 

刪除第 7年以後之檢測標準，並新

增限制營林區之環境敏感區檢測

標準為林木覆蓋率 

5.檢測作業

程序

（§10） 

1.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於檢測作業

之查核項目新增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之審查 

2.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以

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建立每年度

檢（抽）測比

例標準，以茲

遵循。第一年

及第六年需

全面檢測、第

二年至第五

年至少抽樣

檢測 3% 

建立每年度檢（抽）測比例標

準，以茲遵循。第一年及第六

年需全面檢測、第二年至第

五年以及限制營林區第七年

以後至少抽樣檢測 3% 

建立每年度檢（抽）測比例標準，

以茲遵循 

（1）經濟營林區：第一年及第六

年需全面檢測、第二年至第五

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限制營林區：每年抽樣檢測

至少 3% 

6.獎勵機制

轉換方式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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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簡易型） 

方案二 

（組合型 I） 

方案三 

（組合型 II） 

方案四 

（組合型 III） 

（§16） 

 

二、獎造辦法座談會版本（107年 10月 4日、5日） 

•方案一（簡易型）：維持現行獎勵區位、對象，修正獎勵年限為 6 年，調整獎勵

金額度及修改檢測標準。 

•方案二（組合型）：1.依照經營方式及國土計畫法土地區位，分流引導林木經營區

及限制林木經營區。2.依全國國土計畫編並土地使用原則，不適合經濟營

林區位及國有林租地尚未收回者，第 7年起林相覆蓋率達 70%，可由造林

人每年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方案三（套裝型）：1.以林產振興山村經濟、兼顧社會環境永續，於方案二的基礎

上，明定林木經營區申請條件為符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

計畫之造林者（或林業合作社）。經過林產物收穫後，可再參加獎勵造林計

畫。限制林木經營區：位於全國國土計畫編定公告之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內

之公私有林，完成造林後或覆蓋林木 70%者，得每年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

勵；國有林租地優先收回。 

•方案四（套裝型 II）：為鼓勵未參與獎勵造林的林主，於方案三上，除符合公私

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計畫之造林者（林業合作社）外，第一次

申請而未加入林業合作社者，亦可申請參加獎勵造林計畫。經過林產物收

穫後，加入林業合作社者，方可再申請參加獎勵造林計畫。限制營林區同

方案三。 

表 8-3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座談會版本） 

土地 

分區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方案一 

（簡易

型）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2.無償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方案二 

（組合

型 I）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2.無償提供苗木 

1.提供第 1~6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公頃 

2.第 7年起給予 1萬元環境補助 

（國有林租地未收回者亦可申請） 



附件八 歷次重要獎勵機制方案討論內容 

 

 13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土地 

分區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3.貸款補助 3.無償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方案三 

（套裝

型） 

1.提供第 1~6 年獎勵金上限

40萬元 

（對象限為符合公私有林輔

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計

畫之造林者） 

2.無償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公私

有林 

完成造林後或

覆蓋林木 70%

者，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

勵 

公私

有林 

1.無償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國有

林 
租地收回 

方案四 

（套裝

型 II） 

1.提供第 1~6 年獎勵金上限

40萬 

（第二輪申請對象限為具森

林經營計畫造林者） 

2.無償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公私

有林 

完成造林後或

覆蓋林木 70%

者，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

勵 

公私

有林 

1.無償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國有

林 
租地收回 

表 8-4獎勵機制修正條文與原則（座談會版本） 
 

方案一 

（簡易型） 
方案二（組合型） 

方案三 

（套裝型） 

方案四 

（套裝型 II） 

1.適用

土地條

件

（§4） 

- 排除不適用做經濟林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 

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申請

程序與

文件

（§6） 

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請書並

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計畫欄位以及

（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3.獎勵

金額度

（§8） 

1.獎勵造林期間為第一至第六年，並補充規定成林後應接受主管機關配合相關林業施

政計畫之輔導 

2.檢討前六年合理造林成本為 35.1~48.2 萬元/公頃，前六年給予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

勵最高 15萬元。第 2~6年，獎勵最高 5 萬元。獎勵標準由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當地

造林成本後，訂定公告之，合計獎勵金額以 40萬元為限 

- 

1.分流引導符合本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及全

國國土計畫規劃之限

制營林地區作長期造

林，並給予長期環境

效益回饋獎勵 

明定經濟營林區申

請條件為林業合作

社 

優先獎勵經濟營林區

第一次申請者以及林

業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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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於限制營林區第

7 年起每年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勵 1萬

元 

3.明定限制營林區可

新植造林條件為經主

管機關核准採伐林木

後之跡地。以及遭遇

不可抗力因素者 

1.國有林租地得向林務局申請優先收回 

2.限制營林區內具環境效益之公私有林地，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萬元 

4.檢測

標準

（§9） 

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造林者每

年提報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 

刪除第 7年以後

之檢測標準 

調整第 7年以後之檢

測標準為林木覆蓋率 

刪除第 7年以後之檢測標準，並新增限制營

林區之環境敏感區檢測標準為林木覆蓋率 

5.檢測

作業程

序

（§10） 

1.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於檢測作業之查

核項目新增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之審查 

2.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以補充

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建立檢（抽）測

比例標準，以茲

遵循。第一年及

第六年需全面檢

測、第二年至第

五年至少抽樣檢

測 3% 

建立檢（抽）測比例

標準，以茲遵循。第

一年及第六年需全面

檢測、第二年至第五

年以及限制營林區第

七年以後至少抽樣檢

測 3% 

建立檢（抽）測比例標準，以茲遵循 

（1）經濟營林區：第一年及第六年需全面檢

測、第二年至第五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限制營林區：每年抽樣檢測至少 3% 

6.獎勵

機制轉

換方式

（§16）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更 

 

三、第九次工作會議版本（107年 10月 17日） 

獎勵機制方案修改重點如下： 

1.檢測標準納入變異點判釋；2.檢討獎勵金返還規定；3.研議新舊制度轉換處

分書，以勾選方式選擇舊有行政處分，或是新制產業輔導的需求，由行政處分轉為

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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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第九次工作會議版本） 

土地 

分區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方案一 

1.第 1~6年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70%，最高以 40萬元/公頃為限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方案二 

1.第 1~6 年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70%，最高以 40萬元/公頃為限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提供第 1~6 年造林成本 70%，最高以 40 萬

元/公頃為限 

2.第 7年起給予 1萬元/公頃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方案三 

1.第 1~6 年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50%，最高以 40萬元/公頃為限 

（符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

具森林經營計畫之造林者獎勵

造林成本 70%）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完成造林後或覆蓋林

木 70%者，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勵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方案四 

1.第 1~5 年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50%，最高以 30萬元/公頃為限 

（符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

具森林經營計畫之造林者獎勵

造林成本 70%） 

2.成林後（第 6年起 1年內）覆蓋

林木達 70%者，提供成林獎勵

10萬元/公頃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完成造林後或覆蓋林

木 70%者，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勵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表 8-6獎勵機制修正條文與原則（第九次工作會議版本）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1.適用土

地條件

（§4） 

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申請程

序與文

件

（§6） 

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請書並

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計畫欄位以

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3.獎勵金

額度

（§8） 

1.獎勵造林期間為第 1至第 6年，並補充規定其經營可配合主管機關之地方特色林

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之輔導 

2.檢討前六年合理造林成本為 35.1~48.2 萬元/公頃，前六年給予造林獎勵金，合計

獎勵金額以 40 萬元為限。獎勵標準由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當地造林成本後，訂

定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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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第 1~6 年提

供造林成

本70%，第

1 年獎勵

最高 15萬

元/公頃，

第 2~6年，

獎勵最高

5 萬元/公

頃 

1.分流引導符合本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及全國

國土計畫規劃之限制

營林地區作長期造林，

並給予長期環境效益

回饋獎勵 

2.經濟營林區第 1~6 年

提供造林成本 70%，第

1年獎勵最高 15萬元/

公頃，第 2~6年，獎勵

最高 5萬元/公頃 

3.限制營林區第 7 年起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

回饋獎勵 1 萬元 /公

頃，獎勵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

訂定公告之 

4.明定限制營林區可新

植造林條件為經主管

機關核准採伐林木後

之跡地，以及遭遇不可

抗力因素者 

經濟營林區第 1~6

年提供造林成

本獎勵 50%，符

合公私有林輔

導作業規範且

具森林經營計

畫之造林者獎

勵 造 林 成 本

70%，第 1 年獎

勵最高 15 萬元/

公頃，第 2~6年，

獎勵最高 5萬元

/公頃 

1.經濟營林區第 1~5

年提供造林成本獎

勵 50%，符合公私

有林輔導作業規範

且具森林經營計畫

之造林者獎勵造林

成本 70%，第 1 年

獎勵最高 10 萬元/

公頃，第 2~5 年，

獎勵最高 5 萬元/公

頃 

2.成林後（第 6 年起

一年內）覆蓋林木

達 70%者，提供成

林獎勵 10 萬元/公

頃 

限制營林區內之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土地

以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

公私有林地，完成造林後或林木覆蓋率

達 70%者，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

勵 1萬元，獎勵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每

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4.檢測標

準

（§9） 

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造林者

每年提報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 

刪除第 7 年

以後之檢

測標準 

調整第 7 年以後之檢測

標準為林木覆蓋率達

70% - 

維持前 5 年檢測標準

為成活率 70%，並

新增成林檢測標準

為申請造林樹種林

木覆蓋率達 70% 

刪除第 7年以後之檢測標準，並新增限制

營林區之環境敏感區檢測標準為林木

覆蓋率達 70% 

5.檢測作

業程序

（§10

） 

1.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於檢測作業之

查核項目新增造林經營現況報告單之審查 

2.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以補

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稽核方式一 

1.有經營計畫，原則依計畫運作（如：由「公私有林整合經營與輔導作業計畫」）

之執行成果及績效查核，並由獎造辦法抽測 3% 

2.無經營計畫，維持第 1、6年全面檢測，第 2~5 年及成林後（第 7 年起）抽測 3%，

輔以（1）變異點判釋，或（2）全案件數現勘，以空拍照檢視是否有維持林相 

3.限制營林區每年全案件數現勘，以空拍照檢視是否有維持林相 

稽核方式二 

建立每年度

檢（抽）測

比 例 標

 

建立每年度檢（抽）測比

例標準，以茲遵循。第

一年及第六年需全案

 

建 立 每 年 度 檢

（抽）測比例標

準，以茲遵循 

 

建立每年度檢（抽）

測比例標準，以茲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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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準，以茲

遵循。第

一年及第

六年需全

案件數檢

測、第二

年至第五

年至少抽

樣檢測3% 

件數檢測、第二年至

第五年以及限制營林

區第七年以後至少抽

樣檢測 3% 

（1）經濟營林區：

第 1年及第 6年

需全案件數檢

測、第 2年至第

5 年至少抽樣檢

測 3% 

（2）限制營林區：

每年抽樣檢測

至少 3% 

（1）經濟營林區：第

1 年及申報成林年

度需全案件數檢

測、第 2 年至第 5

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限制營林區：每

年抽樣檢測至少

3% 

6.獎勵機

制轉換

方式

（§16

）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更 

 

四、第二次專家會議版本（107年 11月 6日） 

獎勵機制方案修改重點如下： 

1.整合四個方案，經濟營林區分基本獎勵與公私有林輔導計畫，調整獎勵輔導

造林申請作業流程；2.新增成林獎勵，設定平均樹冠投影面積為成林標準。 

表 8-7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第二次專家會議版本） 

分區 

 

內容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類別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獎勵項目 

1.基本獎勵：提供造林

成本獎勵 60%，第 1年

獎勵 12萬元/公頃、第

2~5 年獎勵 3 萬元/公

頃，經正常撫育管理，

第 6 年（得展延 1 年

內）平均樹冠投影面

積達 2.5平方公尺者，

提供成林獎勵 8 萬元/

公頃 

2.配合公私有林輔導作

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

計畫之造林者：提供

造林成本獎勵 75%，

第 1 年獎勵 14 萬元/

公頃，第 2~5 年獎勵 4

萬元/公頃，經正常撫

育管理，第 6年（得展

公私有林 

1.完成造林後，得申

請環境效益回饋

獎勵 1萬元/公頃 

（須檢具前年度森

林撫育事實證明，

台灣森林經營管

理方案第八條規

定之區位優先） 

2.提供苗木 

3.貸款補助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國有林租地 優先輔導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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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內容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類別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延 1年內）平均樹冠投

影面積達 2.5 平方公

尺者，提供成林獎勵

10萬元/公頃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說明： 

1.經濟營林區：主要涵蓋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國公有林地之生產性人工林以及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宜

農、牧地與宜林地。但排除國有林地混植林木租地0.7萬公頃及目前做農糧與其他使用之農牧用地14.5萬公頃。 

2.第一類環境敏感區：涵蓋全國國土計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土地。參考國土計畫法環境敏感地區第1類之環境敏

感程度較高項目，分別為：（1）自然保護區；（2）野生動物保護區；（3）水土保持區；（4）保安林；（5）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6）海岸保護區；（7）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 

表 8-8獎勵機制修正條文與原則（第二次專家會議版本） 

 修正原則 

1.適用土地條件

（§4） 

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申請程序與文

件（§6） 

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

請書並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

林計畫欄位以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3.獎勵金額度

（§8） 

1.獎勵造林期間為第 1至第 6年，並補充規定其經營可配合主管機關之地方

特色林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之輔導 

2.更新前六年合理造林成本為 40 萬元/公頃 

（1）經濟營林區：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60%，第 1 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5年獎勵 3萬元/公頃，經正常撫育管理，第 6年（得展延 1年內）平均

樹冠投影面積達 2.5平方公尺者，提供成林獎勵 8萬元/公頃 

（2）經濟營林區配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計畫之造林者：

每年計畫查核後，提供造林成本獎勵 75%，第 1年獎勵 14萬元/公頃，第

2~5年獎勵 4萬元/公頃，經正常撫育管理，成林後（第 6年起 1年內）樹

冠投影面積達 2平方公尺者，提供成林獎勵 10萬元/公頃 

3.參照農業對地綠色給付標準，限制營林區內之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土地以及

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公私有林地，完成造林後，每年得申請環

境效益回饋獎勵 1萬元/公頃 

4.各項獎勵標準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5.配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未達森林經營計畫之伐期、林地未達輪伐期或

造林完成前將林木砍除，重新申請造林者，不得發給造林獎勵金，但因病、

蟲害、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須砍除重新造林經報准者，不在此限 

4.檢測標準

（§9） 

1.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

求造林者每年提報森林現況報告單 

2.經濟營林區：新植後第 1~5 年為「成活率 70%」，第 6 年（得展延 1 年

內）為「平均樹冠投影面積達 2.5 平方公尺」 

3.限制營林區：林地變異點偵測為林相良好之森林 

5.檢測作業程序 1.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於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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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原則 

（§10） 作業之查核項目新增森林現況報告單之審查 

2.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

理，以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3.建立每年度檢（抽）測比例標準，以茲遵循 

（1）經濟營林區，除了配合公私有林輔導作業規範且具森林經營計畫之造

林者外，第一年及第六年需全案件數檢測、第二年至第五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限制營林區：林地偵測為變異點者 

（3）每年得由受理機關辦理森林現況報告單審查與現勘 

6.獎勵金返還

（§12） 
刪除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 

7.繼受造林

（§13） 

1.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獎勵金領取人得終止獎勵金之核准 

2.刪除土地繼受人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獎勵金之規定 

8.獎勵機制轉換

方式（§16）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

變更 

五、第二次專家會議會後版本（107年 11月 13日） 

獎勵機制方案修改重點如下：1.歸納長、短期方案，補充財務分析；2.維持既

有獎勵金 60萬元/公頃/年額度；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森林可申請環境獎勵；4.成林

標準修改為平均樹高。 

表 8-9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第二次專家會議會後版本） 

分區 

方案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類別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方案

一 

1.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 12 萬

元/公頃、第 2~5

年獎勵 2 萬元/

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6 年（未完成者

當年不得領取，

得展延 1年內）

平均樹高達 4公

尺者，獎勵 12萬

元/公頃。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公私有

林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

元/公頃、第 2~5年獎勵 2萬元

/公頃。 

2.成林獎勵金：經正常撫育管理，

第 6 年（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

取，得展延 1 年內）平均樹高

達 4 公尺者，獎勵 12 萬元/公

頃。 

3.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萬元/公頃。 

（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水

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提供苗木。 

5.貸款補助。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國有林

租地 

優先輔導收回。 

方案 1.造林獎勵金：第 公私有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 1.提供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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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方案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類別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二 1 年獎勵 12 萬

元 / 公 頃 、 第

2~19 年獎勵 2

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年（未完成者

當年不得領取，

得展延 1年內）

平均樹高達 4公

尺者，獎勵 12萬

元/公頃。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林 元/公頃、第 2~19 年獎勵 2 萬

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年（未完成

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

內）平均樹高達 4 公尺者，獎

勵 12萬元/公頃。 

3.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後，

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萬元/公頃。 

（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水

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提供苗木。 

5.貸款補助。 

2.貸款補助。 

國有林

租地 

優先輔導收回。 

說明:1.經濟營林區：主要涵蓋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國公有林地之生產性人工林以及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

宜農、牧地與宜林地。但排除國有林地混植林木租地0.7萬公頃及目前做農糧與其他使用之農牧用地14.5萬公頃。

2.第一類環境敏感區：涵蓋全國國土計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土地。參考國土計畫法環境敏感地區 第1類之環境

敏感程度較高項目，分別為：（1）自然保護區；（2）野生動物保護區；（3）水土保持區；（4）保安林；（5）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6）海岸保護區；（7）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 

表 8-10 獎勵機制修正條文與原則（第二次專家會議會後版本） 

 方案一 方案二 

1.適用土地

條件

（§4） 

1.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山坡地範圍之農牧用地申請造林獎勵金，土地使用類別需變更為林業用地方可

核准。 

2.申請程序

與文件

（§6） 

1.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請

書並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計畫

欄位以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2.申請森林環境效益回饋者需檢附造林報告單。 

3.獎勵金額

度（§8）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元/公

頃、第 2~5 年獎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6年（未完成者當年

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內）平均樹

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1.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 12 萬元/公

頃、第 2~19年獎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 年（未完成者當年

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內之既有森林或該

區經申請造林完成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 萬元/公頃（須檢具前

年度造林報告單，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各項獎勵標準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5.未完成造林者，獎勵期滿前不得重新申請造林，但因病、蟲害、天然災害等不

可抗力因素，須砍除或伐採並重新造林經報准者，或配合主管機關之地方特色

林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導經營者，不在此限。 



附件八 歷次重要獎勵機制方案討論內容 

 

 14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方案一 方案二 

4.檢測標準

（§9） 

1.新植造林：第 6年起（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內）為「符合平均

樹高達 4 公尺」。 

2.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造

林者每年提報造林報告單。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完成造林後：林地覆蓋判釋無出現大於 0.01公頃之變異點。 

5.檢測作業

程序 

（§10） 

1.新植造林：造林後一年內及成林獎勵年度，得依申請案件數全面檢測，其餘年

度，每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新增每年得由受理機關辦理造林報告單審查與現勘。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之林地變異點判釋。 

4.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以

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6.獎勵金返

還

（§12） 

刪除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 

7.繼受造林

（§13） 

1.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得終止獎勵金領取人之獎勵金核准。 

2.刪除土地繼受人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獎勵金之規定。 

8.獎勵機制

轉換方式

（§16）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更。 

 

六、期末審查會議會前會版本（107年 12月 10日） 

獎勵機制方案修改重點如下：1.整合長短期方案，並限制環境林長期造林；2.

另研議定額獎勵方案。 

表 8-11獎勵機制修正規劃概念（期末審查會議會前會版本） 

分區 

方案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方案

一 

1.短期造林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5 年獎

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6年（未

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

延 1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

尺者，獎勵 12 萬元/公頃。 

2.長期造林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元/公頃、第 2~19年獎

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年（未

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

延 2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

尺者，獎勵 12 萬元/公頃。 

1.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19年獎勵 2

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年（未完

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

獎勵 12 萬元/公頃。 

3.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

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 1萬元/公頃。 

（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

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提供苗木。 

5.貸款補助。 

6.國有林租地優先輔導收回

（未收回前仍可申請獎勵）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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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方案 
經濟營林區 

限制營林區 

第一類環境敏感區 第二類環境敏感區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方案

二 

1.短期造林獎勵金：第 1~6 年

每年獎勵 5萬元/公頃。 

2.長期造林獎勵金：第 1~20年

獎勵 3萬元/公頃。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1.長期造林獎勵金：第 1~20年

獎勵 3萬元/公頃。 

2.既有森林或申請造林完成

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

饋獎勵 1 萬元/公頃。 

（須檢具前年度造林報告單，

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3.提供苗木。 

4.貸款補助。 

5.國有林租地優先輔導收回

（未收回前仍可申請獎勵） 

1.提供苗木。 

2.貸款補助。 

1.經濟營林區：主要涵蓋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國公有林地之生產性人工林以及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宜

農、牧地與宜林地。但排除國有林地混植林木租地0.7萬公頃及目前做農糧與其他使用之農牧用地14.5萬公頃。 

2.第一類環境敏感區：涵蓋全國國土計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土地。參考國土計畫法環境敏感地區 第1類之環境

敏感程度較高項目，分別為：（1）自然保護區；（2）野生動物保護區；（3）水土保持區；（4）保安林；（5）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6）海岸保護區；（7）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 

表 8-12獎勵機制修正條文與原則（期末審查會議會前會版本） 

 方案一 方案二 

1.適用土地

條件

（§4） 

新增第二項規定，補充規定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功能使用原則。 

2.申請程序

與文件

（§6） 

1.導入造林計畫機制，加強造林地土地屬性辨別與成林後之產業輔導，修正申請

書並增列：（1）申請造林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屬性辨別、（2）增列造林計畫

欄位以及（3）經營輔導需求調查。 

2.申請森林環境效益回饋者需檢附造林報告單。 

3.獎勵金額

度（§8） 

1.短期造林（限經濟營林區） 

（1）造林獎勵金：第 1年獎勵 12萬元/公頃、第 2~5年獎

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6年（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

延 1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2.長期造林 

（1）造林獎勵金：第 1 年獎勵 12 萬元/公頃、第 2~19 年

獎勵 2萬元/公頃。 

（2）成林獎勵金：第 20 年（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

展延 2年內）平均樹高達 4公尺者，獎勵 12萬元/公頃。 

1.短期造林獎勵

金：第 1~6 年每

年獎勵 5 萬元/公

頃。（限經濟營林

區） 

2.長期造林獎勵

金：第 1~20年獎

勵 3萬元/公頃。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及主管機關認定有造林實施必要之土地內之既有森林或該

區經申請造林完成後，每年得申請環境效益回饋獎勵 1 萬元/公頃（須檢具前

年度造林報告單，水源涵養保安林優先）。 

4.各項獎勵標準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後，訂定公告之。 

5.未完成造林者，獎勵期滿前不得重新申請造林，但因病、蟲害、天然災害等不

可抗力因素，須砍除或伐採並重新造林經報准者，或配合主管機關之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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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方案一 方案二 

林業發展計畫及相關林業施政計畫輔導經營者，不在此限。 

4.檢測標準

（§9） 

1.新植造林：第 6年起（未完成者當年不得領取，得展延 1 年內）為「符合平均

樹高達 4 公尺」。 

2.鼓勵獎勵造林者落實森林經營管理，引導林農自我檢核森林經營，明訂要求造

林者每年提報造林報告單。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完成造林後：林地覆蓋判釋無出現大於 0.01公頃之變異點。 

5.檢測作業

程序 

（§10） 

1.新植造林：造林後一年內及成林獎勵年度，得依申請案件數全面檢測，其餘年

度，每年至少抽樣檢測 3%。 

2.新增每年得由受理機關辦理造林報告單審查與現勘。 

3.第一類環境敏感區之林地變異點判釋。 

4.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將檢測作業委託專業機關團體辦理，以

補充受理機關人力與專業。 

6.獎勵金返

還

（§12） 

刪除獎勵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之規定。 

7.繼受造林

（§13） 

1.調整繼受人無意願者，得終止獎勵金領取人之獎勵金核准。 

2.刪除土地繼受人返還造林地獎勵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獎勵金之規定。 

8.獎勵機制

轉換方式

（§16） 

補充明訂本修正辦法公告生效日前依修正前規定辦理者，可申請獎勵內容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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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造林計畫面積及經費統計 

表 9-1 86-105年全民造林計畫面積及經費統計 

年度 

全民造林面積 

（公頃） 
基金 業務費 合計 

新植 撫育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85以前（註 1） 9,715 - - - - - - - 

86 2,475 7,868     503,144 373,275 

87 4,481 2,948     1,249,000 1,054,326 

88 5,006 17,093     1,200,000 1,069,109 

88（下半年）、

89 
3,944 27,815     1,924,000 1,564,065 

90 3,472 31,303     1,647,700 1,377,724 

91 4,426 31,888     1,761,414 1,598,585 

92 2,065 35,213     1,240,000 1,226,832 

93 3,315 35,664     1,494,300 1,242,193 

94 - 38,985     1,217,000 1,010,894 

95 - 36,660     1,027,100 851,783 

96 - 36,191     978,000 808,161 

97 - 36,005 800,000 728,972 - - 800,000 728,972 

98 - 35,475 725,150 626,969 46,990 54,601 772,140 681,570 

99 - 34,831 645,000 471,020 40,000 36,682 685,000 507,702 

100 - 33,699 641,000 570,678 40,000 35,479 681,000 606,157 

101 - 32,171 629,000 531,833 42,000 36,940 671,000 568,773 

102 - 30,762 603,500 533,012 40,194 39,812 643,694 572,824 

103 - 29,350 518,500 492,577 34,570 38,822 553,070 531,399 

104 - 25,500 453,000 417,788 30,076 35,200 483,076 452,988 

105 - 24,930 375,500 409,566 26,285 37,226 401,785 44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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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年度 

全民造林面積 

（公頃） 
基金 業務費 合計 

新植 撫育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106 - 21,589 404,353 379,397 26,453 37,725 430,806 417,122 

107 - 18,440 337,008 （缺） 36,108 （缺） 373,116 （缺） 

合計 38,899 602,791 5,390,650 4,782,415 300,115 314,761 19,932,423 17,304,124 

資料來源：林務局 

表 9-2 98-107年獎勵輔導造林計畫面積及經費統計 

年度 

獎勵造林面積（公頃） 基金 業務費 合計 

新植 撫育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預算數 

（千元） 

決算數 

（千元） 

98 525 無 97,500 75,914 19,000 15,368 116,500 91,282 

99 514 249 155,000 147,248 10,000 6,843 165,000 154,091 

100 651 754 235,000 167,094 36,577 25,312 271,577 192,406 

101 602 1,354 295,160 156,434 42,266 7,766 337,426 164,200 

102 517 2,005 278,077 176,135 42,229 4,464 320,306 180,599 

103 409 2,607 235,075 184,076 22,740 2,876 257,815 186,952 

104 391 3,124 238,988 188,113 20,375 2,754 259,363 190,867 

105 295 3,533 234,815 178,045 16,130 11,451 250,945 189,496 

106 219 3,924 217,716 182,305 69,880 27,350 287,596 209,655 

107 269 3,776 282,807 （缺） 52,507 （缺） 335,314 （缺） 

合計 4,392 21,326 2,270,138 1,455,364 331,704 104,184 2,601,842 1,559,548 

資料來源：林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