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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總目標 

現今全球各國的林業經營皆面臨兼顧生態保育與經濟生產的兩難困境。由於環境意識高漲

與相關環境法的制定，使得林業經營勢必考慮其對生態造成的衝擊，以符合生態、社會、經濟

與政治的期望。台灣的林產品供應量不敷需求，而且價格過高不具競爭性，早已不具經濟生產

的價值，因此台灣的林產品全由國外進口。在此情形下，如何最大化人工林的森林功能，使人

工林生態系經營符合林業永續經營、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社會服務三大原則，乃是當前林業經

營的重要課題。 

此外，影響全球的《京都議定書》即將生效。雖然我國並未列入第一批名單中，但以台灣

林產品的進口及石化燃料大量耗用之事實，國際碳稅壓力勢必遽增，林業之經濟性、社會性與

環境性功能也因而更加突出。 

森林為台灣最重要的生態系。依第三次台灣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資料，台灣全島森林

覆蓋度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其中超過百分之七十六為國有林地。而在國有林地中，約四十二萬

公頃為人工造林地。森林除孕育豐富又多采多姿的動植物生態體系外，對於國土保安及涵養水

源也扮演重要角色。由此角度來看，人工林生態系實為台灣非常重要的生態系之一。 

由於過去造林偏重於造林木之木材利用，因此形成大面積單純林相之林分結構。為符合現

今人工林永續發展－生態系經營之理念，實有必要對現存之人工林實施疏伐作業，配合林下人

工間植或天然更新方式形成混淆或複層林，以增加人工林結構之異質度和生物多樣性，達到生

態系經營之目的。然而該如何疏伐，不同疏伐處理對生物多樣性及森林功能的影響為何，對原

生樹種更新及復育的影響又為何，現今這方面的基本資料極度不足。現存的人工林與適地的未

來人工林建造，在某些程度都屬復育森林生態系的範疇，需生態科學的知識，並需科學資料的

提供，始能釐定這方面的經營法則與實施方法。本計畫主要目的之一即為取得相關資料，以做

為研擬因應策略之依據。  

 

二、整合之必要性及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生態系經營方面的研究，由於尺度大、影響因子眾多、參與物種複雜再加上環境的不確定

性，需要各方專家的參與，才可能對複雜的系統有所瞭解。本計畫希望獲得最適當的人工林經

營方式，使原生樹種得以自然復育、水土涵養的能力不受影響、生物多樣性增加及森林的總經

濟價值最高。這些問題橫跨數個領域，若無不同領域背景之學者參與，將無法獲致完整的答案。  

針對此一重要議題，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主導，整合林試所經營組、經濟組、

集水區經營組、生物組;台灣大學森林系、農化系，屏東科技大學森林系及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等十五位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團隊，針對台灣中部林試所蓮華池研究中心及附近林務局南投林管

處之杉木人工林，設立永久實驗樣地，研究不同之疏伐作業，對該人工林組成結構、原生樹種

之更新復育、碳吸存及固定、森林功能(微氣候、水文及土壤沖蝕)、生物多樣性(脊椎、無脊椎

及植群)等之影響；並利用林木生長模式、市場價格評估法，模擬林木生長，應用非市場價值評

估法估測生物多樣性及總經濟價值，最後研提相關因應策略，供作人工林生態系經營及生物多

樣性保育之參考。 

 

三、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與整合程度 
 本研究將於林試所蓮華池研究中心及附近林務局南投林管處之杉木人工林內，挑選五處造



林年齡相似（約三十年）之杉木林，以一公頃面積為單位設立試驗樣區，進行 0%，12.5%，25%
及 50%四種不同的疏伐處理，共將建立二十公頃的試驗樣區。所有子計畫均將以此二十公頃樣

區為研究地點，並依子計畫之需要在一公頃樣區內設立小樣區。疏伐前、後將定期在試驗樣區

內進行原生樹種、脊椎動物（包括哺乳動物、鳥類及兩棲爬行動物）、無脊椎動物（包括昆蟲綱、

蛛形綱、十足目及水生無脊椎）之調查，並監測微環境變化、落葉分解速率、土壤養分循環、

水土保持、植物光合作用及碳吸存等，以了解不同疏伐處理對生物多樣性、原生樹種復育及森

林功能之影響（詳細分工請見圖一）。 

 本計畫以共同樣區作為研究地點，結合多領域背景之優秀學者，進行長時間、大面積的研

究，並從多個向面探討不同疏伐處理對人工林生態系的影響。在林務局的大力支持配合下，相

信此研究團隊，將可發揮各自專長，同心合力共同達成計畫目標。 

 

圖一 子計畫間之相關性及分工圖，括弧內為研究主持人，
＊
為向國科會永續會申請之項目。 

 

 

 

 

 

 

 

 

 

 

 

 

 

 

 

 

 

 

四、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度 
  本計畫為一真正跨機構、跨領域之整合型計畫。參與機構包括國科會、林試所、林務局、

台灣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東海大學。林試所除了主導此計畫外，並提供蓮華池研究中心之實

驗地供研究人員進行實驗及一切後勤支援。林務局不但提供造林地供研究人員進行實驗，並提

供約三分之一的研究經費。東海大學的老師及學生除了構成研究計畫的主力外，校方並提供計

畫總經費的百分之二十做為配合款，以實際行動支持本計畫。 

 

五、預期綜合效益 
  本計畫之研究結果將可提供林務局、環保署或其他土地管理機構制訂相關政策之資料及理

論基礎。此外各縣市政府農林及環保管理單位、各大學及研究機構、民間環保團體等，亦可使

用本計畫之研究結果作為經營管理政策之制訂、學術研究之方向及應用之參考。本計畫之研究

結果也將提供合乎潮流之生態系經營法則。此外，本計畫之成功運作將可建立合作機制，為跨

機構、跨領域之整合型計畫建立模式，並培植更多年輕生態學家接棒持續研究。 

不同森林經營模式

對森林功能之影響 

微氣候
＊
（汪大雄、黃正良）

水文
＊
（陳明杰） 

土壤保持
＊
（王明光） 

光合作用
＊
（郭耀綸） 

對森林服務之影響 

碳吸存及固定
＊
（郭耀綸）

生態旅遊（黃正良） 
木材量

＊
（汪大雄） 

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不同物種
＊
 

族群動態
＊
 

群聚組成
＊
 

時空變異
＊ 

對原生樹種更新之影響 

種子傳播（孫義方） 

種子掠食（林良恭） 

苗木生長與存活（孫義方） 

（如疏伐強度） 
（汪大雄、黃正良）

（林善雄、關永才、

林惠真、汪碧涵、

林良恭、卓逸民、

林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