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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標 7A 號 八仙山事業區第 17 林班 

國有林產物採運工作 

作 業 規 範 

第一條 開工與前置作業 

乙方____________與甲方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訂定採運契

約書後即可申請開工，惟開工後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可進行伐木作業： 

1. 參加甲方召開之施工說明會、協議組織會議，以及由甲方告知環境危害

因素及防範措施，並作成紀錄；另乙方需自行召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並將訓練紀錄(如附錄一)報甲方備查。 

2. 乙方應於作業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保人

身意外險。乙方依前段辦理之保險內容如下： 

(1) 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500 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1,500 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台幣 3,000 萬元。 

(3) 每一事故之乙方自負額上限：新台幣 2 萬元。 

(4) 保險期間：自開工之日起至本契約核發之採取許可證所載採運期間

(如有申請延期採運者，保險期間需比照順延)。 

3. 完成設立採運作業告示牌 1 面，樣式與內容由甲方提供(如附錄二)，豎立

位置由甲方監工指定。 

4. 配合甲方辦理界木及保留木點交作業。 

5. 配合甲方辦理防火安全檢查合格。 

6. 乙方提交工作人員名冊，如有人員變更，應於 15 日內將變更人員名冊報

請甲方備查。 

第二條 作業設備與安全裝備 

(一) 伐木作業所採用之設備包括「鏈鋸」、「手鋸」及「板斧」，必要時得採

用「怪手」等重機械協助作業。 

(二) 集材時依現地狀況使用「怪手」或架設「索道」及「集材機」，並以「貨

車」或「鐵牛」運輸林木。 

(三) 現場工作人員均應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安全鞋」，並穿著適

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鏈鋸操作人員須配備「面罩」、「隔音耳

罩」、「防護手套」，以及穿著「防割褲」。 

(四) 如現場工作人員未穿戴防護裝備、防護裝備配戴不齊全或防護裝備規

格不符合前款標準，凡工作期間發生任何勞工安全與衛生、保險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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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均由乙方處理及負完全責任。經甲方監工查獲或由民眾檢舉查證

屬實者，甲方應通知乙方改善，如通知日次日起 3日內仍未改善，甲

方有權通知乙方立即停工，待乙方改善後始得復工。(該停工期間照計

工期，日數不得補足。) 

第三條 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一) 砍伐作業： 

(1) 伐區內 4 年生以上之老竹、枯立竹、枯死竹均應伐除，並保留 3 年

生以下新生竹桿。廠商對留存木應切實加以保護，如有誤伐或因集

材損傷留存木（失去生長機能者）依契約相關規定計罰。 

(2) 竹類砍伐之切點高度，為自上坡處地際為基準起算 15 公分內。處分

之竹類，其在切點以下部分，非經許可不得挖掘採取，違者移請檢

察甲方偵辦，並按山價 3 倍賠償。 

(3) 伐倒之信號：應有一定信號標準，使用音號時，必須使各作業人員

平均能清晰聽到。 

(4) 伐區內已註記之界木、保留木及早期伐採後留存之樹頭，均不得砍

伐及搬運及損傷，違者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約金，情節嚴重者移

請檢察甲方偵辦。 

(二) 竹材整堆作業： 

廠商應將伐除之竹材在不影響交通下，整齊堆置於道路兩側或集運至甲

方指定之地點。 

(三) 林產物查驗放行 

1. 竹材、副產物、枝梢材、末端口徑二十公分以下之疏伐木、廢材、工業

原料材與不便分別編號及烙印者，得分組以衡量查驗放行。但經檢查站

過磅時，以過磅數量為準。 

2. 乙方得分批申請查驗放行工作，如欲申請林產物交付，須於 15 日前填具

國有林產物查驗放行申請書，並檢附依前款檢尺方式辦理之竹材明細送

交甲方，待甲方派員辦理放行作業後，始可進行竹材搬運作業。 

3. 如有材堆不整齊或材積明細不齊全，致甲方查驗放行作業延誤者，由乙

方自行負責。 

(四) 林產物搬運 

1. 乙方於竹材搬運時，應攜帶核許文件及搬運單，隨時供甲方、警察單位、

森警隊查核。 

2. 乙方應自行負責聯外道路之落石、簡易坍方之搶修作業，如屬嚴重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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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林道路基流失者，則得洽主責甲方負責修復；惟如係乙方超載或原

木堆置超出車高、車長、車寬等原因，致道路、橋樑、公共設施或其他

私人財產之毀損時，乙方全權負責修復或相關賠償事宜。 

3. 載運車輛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經社區時，應安排前導車輛、

廣播或交通指揮人員，並請務必減速慢行。 

4. 乙方應將搬運之竹材後續流向作成紀錄(林產物登記帳簿)，並將紀錄交

由甲方備查。 

(五) 臨時作業道 

伐區內舊有作業道得予整修，整修費用已計入林產物價金，整修路線需

依甲方監工指示辦理，不得損傷林木，亦不得擅自新設作業路線。如舊

有作業道上因障礙木致無法整修者，應依施工規範之障礙木處理程序向

本處申請，待核可後再行作業。 

(六) 跡地檢查驗收 

乙方於採運期限屆滿前(包括核准延期之採運期限)完成林產物之伐採

後，應於 7日內填具申請書報請甲方辦理跡地檢查驗收，經甲方檢查合

格後發給作業完畢證明書，標準如下： 

1. 採取之林產物查驗標準如下： 

(1) 伐區內 4 年生以上之老竹、枯立竹、枯死竹均應伐除，並保留 3 年

生以下新生竹桿。 

(2) 竹類砍伐之切點高度，為自上坡處地際為基準起算 15 公分內。 

(3) 伐除之竹材在不影響交通下，整齊堆置於道路兩側或集運至甲方指

定之地點。 

2. 伐區內不搬出之殘材、腐朽材、瑕疵材，皆已依作業規範第 3 條第 1 項

第 3款處理完畢。 

3. 完成採運作業告示牌 1面。 

4. 環境整理：土場清理、臨時工寮或其他設施清理、殘材、垃圾、鋼索、

燃料等清理。若跡地檢查不合格，甲方將通知乙方於指定期限內改正，

未能於期限內改正或拒絕不改正者，履約保證金將不予發還，亦不發給

作業完畢證明書。 

第四條 油料、廢棄物管理 

(一) 環境管理 

1.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周邊設置臨時廢棄物集中區，將作業過程中所產生的

廢棄物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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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通風處(下風處)設置臨時危險物品存放區，包括易燃、

易揮發或有毒物品存放區，如機具所使用之潤滑油、機油及燃油與殺蟲

劑等化學藥品等，並於臨時存放區配置滅火器。 

3. 乙方需設置臨時油料或化學藥劑添加區，需特別注意避免滲漏而造成土

壤危害，並於區域內配置滅火器。 

4. 運作中之機具，若有潤滑油滲漏或溢出之現象，應採取措施避面土壤污

染。 

5. 管理人員應不定時巡視林場內的環境衛生狀況。 

(二) 廢棄物之分類處理 

1. 屬於一般容器類的廢棄物，包括苗木容器及生活廢棄物等，應集中放置

於作業區附近。 

2. 裝盛化學藥劑、燃油或機油等容器，應妥善集中於作業區附近且通風良

好處，並避免容器內殘餘之液體外漏造成污染。 

3. 工作人員作業過程中所產生的生活廢棄物，應妥善分類處理。 

4. 乙方作業過程所產生之各類廢棄物，應定時或定量，將廢棄物運出林地。 

(三) 乙方於作業期間未依規定進行環境管理及廢棄物分類處理，甲方將以

書面通知廠商改善。累計次數達 3次者，自第 4次起，甲方將通知廠

商停工，待廠商改善後始得復工。停工期間工期照計不予補足。 

(四) 作業完成，乙方需請甲方監工檢視環境，確認無廢棄物殘留於林地後，

才可報請完工跡地檢查。 

第五條  突發事件處理 

(一) 作業期間，若發現保育類或高保護價值物種出現，應依甲方「03-FM-27-

生態保育作業程序」之「林地利用行為發現應通報物種機制」程序(附

錄三)向甲方雙崎工作站通報。 

(二) 作業中遭遇毒蛇或蜂類等動物，應暫時停止作業，確保其離開無危害

時再接續作業。 

(三) 界木或保留木如因天災、病蟲害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而傾

倒、死亡、或影響工程安全時，可由承採人報請甲方補設界木或作妥

適之處置。 

第六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作業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據甲方監工之指示辦理；如經甲方監工

指示應改善而未改善，情節嚴重者，甲方得扣減採運日數。 

(二) 本工作具備高度技術及危險性，作業期間，乙方必須經常派員駐在現

場督率施工、工作程序及方法。 

(三) 乙方作業應確實遵照「森林法」、「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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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隨時注

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以維採運或搬運工作人員之安全，並

應遵守作業所在地之單位(甲方所屬鞍馬山工作站)及其派駐現場之監

督、護管、押運等人員監督指揮。 

(四) 廠商在本契約有效期間釀成森林火災，致使甲方及其他參與救火之機

關、團體、人員所受之損失及所支出之救火費用，概由乙方負賠償責

任。 

(五) 作業區域內及其相關設施，因設置欠缺、施工不良或管理不當之原因，

致甲方發生國家賠償事件時，甲方對乙方有求償權。 

(六) 乙方應優先進用當地原住民或社區人員。 

(七) 集運竹、木材如經過私有土地，乙方應告知土地所有人並取得同意，

如有損及第三者之權益，乙方應自行負責協調及補償事宜。 

(八) 承採工作所使用之一切生產成本，其機具設施、路面養護、搬運、過

磅、砍伐綑綁、集運設施或保險之費用均已列在生產費用內，由乙方

負責，除有採運契約書第 37條不可歸責事由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額外費用或主張任何權利。 

(九) 作業時如遇有立地環境特殊，部分留存木不予伐除確實有礙作業之情

形，應由甲方現場監工勘察認定後，報請甲方核定以障礙木處理，障

礙木處理程序未完成前，乙方不得擅自伐除。 

(十) 本契約之各種書表格式，由甲方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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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一、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二、 職業安全衛生主管： 

三、 現場負責人： 

四、 參與人員簽名： 

   

   

   

五、 教育訓練內容： 

(一) 契約、法令及相關作業方式說明： 

1. 本契約書相關條文款說明俾全體員工知照。 

2. 展示本案伐區位置，並說明作業方法、運材路線。 

3. 嚴禁越界盜伐、濫墾、擅伐，如有前揭情事，應負相關法令責任。 

4. 油料應放置於防油布上，不得直接置於林地；垃圾應分類集中處理，並

於工作結束時，一併攜離造林地。 

5. 現場作業時應巡視伐區周圍，注意界木或留存木有無被砍伐或壓損。 

6. 講解鏈鋸使用法、伐木程序、集材作業程序等，並應遵守林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伐木造材、機械集材、索道運材、卡車運材、缷材貯木、引

擎及裝載操作與維護等）。 

7. 逐條述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及「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相關法規。 

8. 逐條說明「職業安全衛生概要及安全衛生守則」。 

9. 作業前應檢查工作項目：環境因素、安全裝備、機械設備、   。 

10. 作業中應檢查工作項目：伐木、造材、集材、整堆、搬運、   。 

11. 作業後應檢查工作項目：機械設備、廢棄物、油料           。 

12.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發生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搶救措施，並

通報負責人及○○工作站；負責人應於事故發生8小時內，依規通報。 

13.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作業期間務必配戴護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備妥急救包、滅火器。 

2. 除於休息時間並設有菸灰缸等情形外，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或亂

丟菸蒂，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 

3. 作業期間中，如發生火災，應請迅速報告警察甲方及甲方處理外，並請

及時動員搶救控制火勢。 

4. 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予勸

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工作站或報警處理。 



7 

 

六、 照片： 

  

七、 教育訓練講解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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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採運作業告示牌格式 

 內容： 

 

 樣式：A字型直立型告示牌(如示意圖) 

 

 

 

 

 

 

 

60 公分 

90 公分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人工林伐採作業 

施行目標及效益： 

本伐區原造林樹種被桂竹林取代，多為老齡竹，為落

實人工林永續經營與合理利用，本案採擇伐方式，留存 3

年以下新生竹桿，留存    支，疏伐率約  %。 

伐採後增加林內生長空間。促進竹林天然更新，期保

持竹林生產力。伐採後之林地光照量增加，可促進地表腐

植質分解提高土壤肥沃度，有利土壤種子庫發芽及地被植

物正常生長，以減緩土壤沖蝕。 

 

 採取許可證字號：(114)  主木字第     號 

 採運期限：11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採運樹種：孟宗竹 

 施行地點、面積：八仙山事業區第 17 林班 1.78 公頃                    

 施行單位、負責人、聯絡電話 

主管單位：04-25150855 #152 高小姐 

現場管理：鞍馬山工作站 04-25877905 黃小姐 

    監工：鞍馬山工作站 04-25877905 黃小姐 

 

    監工：雙崎工作站 04-25773103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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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林地利用行為發現應通報物種機制作業流程圖」 

 

 

 

 

 

 

 

 

 

 

 

 

依會議意見修正完成

後送自然保育科審議 

復工 

廠商現場發現「應

通報物種(如附件)」 

鞍馬山工作站 

會同廠商勘查紀錄 

是 

否 

邀集專家召開

會議審議 

審議是否通過 

執行減輕或迴避對策 

聯繫相關專家
前往勘查評估
有無不利影響 

持續停工或請利用單

位檢討本項利用行為

之可行性 

減輕或迴避對策完
成 

自然保育科      經營企劃科 
現場立即停工 

減輕或迴避對策完成 

評估無不利影響復
工，並執行監測 

評估有不利影響，擬
定減輕或迴避對策 

邀集專家召開

會議審議 

審議是否通過 

否 

是 復工 

通報 

通報 

通報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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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 22種「瀕危物種」清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