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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岸林業論壇」為兩岸對於林業相關議題舉辦之林業領域系統性交流，辦理模式原則

由雙方林業界具代表性的中華林學會及中國林學會具名辦理。自 2014 年在台北舉辦第一屆

「兩岸林業論壇」後，分別於 2015 年在哈爾濱、2016 在台北、2017 在重慶、2018 在台中召

開。為持續促進兩岸林業合作與交流，加速林業科技進步與創新，推動兩岸森林經營發展，2019

年由林務局、林業試驗所、中華林學會及林業專家學者共計 11 人，實地參訪浙江省安吉鄉之

竹炭、竹家居、竹機械工廠，以及竹扇之鄉、竹文創基地、竹博園、竹纖維展示中心；福建省

建甌市竹產業展館、水煮筍公司、竹地板公司、竹餐廚公司、雷竹豐產高效基地等地，並至福

建省福州市參與「2019 年兩岸林業論壇」，就竹產業發展及森林康養議題進行交流，共計發表

12 篇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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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兩岸林業論壇」為兩岸為強化林業相關議題之交流，辦理模式原則由雙方林業界具代

表性的中華林學會及中國林學會具名辦理。自 2014 年在台北舉辦第一屆「兩岸林業論壇」後，

分別於 2015 年在哈爾濱、2016 在台北、2017 在重慶、2018 在台中召開，迄今已連續辦理 5

年。為持續促進兩岸林業合作與交流，加速林業科技進步與創新，推動兩岸森林經營發展，2019

年由林務局、林業試驗所、中華林學會及林業專家學者共計 11 人，前往福建參加「2019 年兩

岸林業論壇」，並參訪浙江與福建之竹產業發展情形。 

 
 
 

貳、 人員及行程 

一、出席人員名單 

(一)臺灣出席人員名單 

編號 姓 名 性別 實際職務 工作單位 參與交流職務

1 黃群修 男 
組長 

會員 

林務局 

中華林學會 
領隊 

2 張華洲 男 
簡任技正兼秘書 

副秘書長 

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3 陳燕章 男 
研究員兼組長 

理事 

林業試驗所 

中華林學會 
團員 

4 許原瑞 男 
研究員兼主任 

會員 

林業試驗所 

中華林學會 
團員 

5 林裕仁 男 
研究員 

會員 

林業試驗所 

中華林學會 
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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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性別 實際職務 工作單位 參與交流職務

6 陳財輝 男 
研究員 

理事 

林業試驗所 

中華林學會 
團員 

7 羅凱安 男 
副教授 

常務監事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中華林學會 
團員 

8 莊閔傑 男 
副研究員 

會員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9 簡世昌 男 
副研究員 

會務專員 

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10 李允如 女 
技士 

會員 

林務局 

中華林學會 
團員 

11 顏翊卉 女 
技士 

會員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二)陸方出席人員名單 

編號 姓 名 性別 工作單位 職稱 

1 沈瑾蘭 女 中國林學會 副秘書長 

2 鄭郁善 男 
福建農林大學 

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 

副校長 

副理事長 

3 藍曉光 男 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 理事長 

4 陳其兵 男 四川農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 教授/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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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性別 工作單位 職稱 

5 張宏亮 男 浙江省安吉縣自然資源與規劃局 教授級高工 

6 汪奎宏 男 浙江省竹產業協會 會長 

7 林金國 男 福建農林大學材料工程學院 教授/副院長 

8 湯鋒 男 國際竹籐中心 教授 

9 宋新章 男 浙江農林大學林業與生物技術學院 教授 

10 馮彩雲 女 中國林學會 高級工程師 

11 郭文霞 女 中國林學會 博士 

12 謝錦忠 男 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 秘書長 

13 張瑋 男 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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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兩岸論壇參訪行程表 

日期 時間 項目 地點 

11/22 

星期五 

CA150 14:20 抵達杭州蕭山機場 杭州蕭山機場 

  機場到安吉 車程約 2 小時 

18:00～20:30 歡迎晚宴 
宿安吉竹博園開元度

假村 

11/23 

星期六 

08:30～11：30 

安吉竹鄉參觀（杭垓鎮“中國竹木園藝製品之

鄉”；孝豐鎮“中國竹業科創之鄉”）（竹炭、

竹家居、竹機械） 

  

11:30～13:30 午餐 孝豐鎮 

14:00～17:00 
安吉竹鄉參觀（鄣吳鎮“中國竹扇之鄉”、竹文

創基地、竹建築） 
  

17:30～18:30 晚餐 
宿安吉竹博園開元度

假村 

19:00～20:00 美麗鄉村燈光秀（蔓塘裡大地之光） 蔓塘裡 

11/24 

星期日   

08:30～11:30 安吉竹鄉參觀（竹博園、余村（兩山理論發源地）） 天荒坪鎮 

11:30～13:30 午餐 天荒坪鎮 

14:00～16:00 安吉竹鄉參觀（天荒坪竹纖維生產展示中心） 天荒坪鎮 

16:00-17:30 安吉竹鄉-杭州 車程約 2-2.5 小時 

17:30～18:30 晚餐 宿杭州紫晶大酒店 

11/25  

星期一   

09:30～13:00 

杭州-福建建甌（09:54-12:37 G1661 陳燕章等 8

人，陪同：郭文霞） 

杭州-福建建甌（10:26-12:54 G1655 黃群修等 3

人，陪同：張瑋） 

建甌西站 

13:00～14:30 午餐   

15:00～17:30 

建甌竹產業參觀 

15：00—15：40   

建甌市竹產業展館 

15：40—16：30    

建甌市明良食品有限公司（生產水煮筍） 

建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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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30   

建甌市房道鎮潘坑村竹闊混交林基地 

17:30～18:30 晚餐 宿建甌家興大酒店 

11/26 

星期二  

08:30～11:30 

福建建甌竹產業參觀 

8：30—9：30   

建甌市華宇竹業有限公司（生產竹地板） 

9：30—10：00  

建甌市東峰鎮井岐村雷竹豐產高效基地 

10：00—11：30  

建甌市雙羿竹木發展公司（生產竹餐櫥用具） 

  

11:30～13:30 午餐   

14:00～16:00 參觀竹業城 福州站 

16:15～17:18 建甌-福州(G1633  16:15-17:18)   

18:00～19:00 晚餐 宿福州 

11/27 

星期期三  

09:00～11:30 參觀福建農林大學及福州景點   

11:30～12:30 午餐   

13:30～18:30 2019 兩岸林業論壇   

18:30～19:30 晚餐 宿福州錦頤大酒店 

11/28 

星期四 
MF879  9:00 離開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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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兩岸林業論壇研討會議 

日 期:2019 年 11 月 27 日    

會議室：福建農林大學禧強樓學術報告廳  

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 內容 報告人 主持人

開幕式 

 13:30-13:45  1.中國林學會副秘書長沈瑾蘭致辭 

2.中華林學會顧問兼團長黃群修先生致辭 

 

 

 

 

 

 

 

中華林

學理事 

陳燕章 

學術報告 

13:45-14:05 故宮：海峽兩岸共同的竹文化之家 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   

藍曉光 理事長 

14:05-14:25 
蓮華池林園療愈(康養)基地建置及嚮導導培

訓 

臺灣林業試驗所  

許原瑞 研究員 

14:25-14:45 竹旅康養高品質發展創新融合研究 

四川農業大學風景園林

學院院長 

陳其兵 教授    

14:45-15:05 
竹材于創新新生活之應用——以台大實驗林

竹材利用及發展為例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莊閔傑 副研究員 

15:05-15:25 
安吉筍竹產品的變遷對高品質發展竹產業的

啟示 

浙江省安吉縣自然資源

與規劃局 

張宏亮  教授級高工   

15:25-15:45 臺灣竹產業的發展與挑戰 
臺灣林業試驗所 

林裕仁 研究員 

15:45-16:05 會間休息 

16:05-16:25 浙江省竹產業發展歷史、現狀與未來 
浙江省竹產業協會  

汪奎宏 會長 
中國林

學會竹

子分會

副理事

長   

丁雨龍 

 

16:25-16:45 臺灣主要竹種的經營與生產 
臺灣林業試驗所 

陳財輝 研究員 

16:45-17:05 竹材特性及其高效利用 

福建農林大學材料工程

學院  

副院長 林金國教授    

17:05-17:25 臺灣高屏地區竹產業現狀與建議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羅凱安 副教授 

17:25-17:45 全竹化學增值利用的思考 國際竹藤中心 湯鋒教授 



10 

17:45-18:05 氮沉降對毛竹林生態系統碳、磷迴圈的影響

浙江農林大學林業與生

物技術學院  

宋新章 教授 

18:05-18:25 集中問答 

18:25-18:30 移交“兩岸林業論壇”旗幟儀式 

18:30-19: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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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論壇實紀 

本屆「2019 兩岸林業論壇」以「創新引領：新時代兩岸竹產業融合新發展」為主題，就

竹產業發展及森林康養，進行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論壇在福建農林大學禧強樓學術報告廳舉

行，議程首先由中國林學會沈瑾蘭副秘書長主持，中國林學會沈瑾蘭副秘書長及中華林學會黃

群修顧問致詞，林業試驗所許原瑞研究員、林裕仁研究員、陳財輝研究員、臺灣大學實驗林管

理處莊閔傑副研究員、屏東科技大學羅凱安副教授等 5 名代表發表演講。 

首先由我方中華林學會陳燕章常務理事主持上半場演講。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藍曉光理

事長演講題目為「故宫：海峡兩岸共同的竹文化之家」，整理了故宫有兩個博物院，一個是北

京的故宫博物院，另一個是臺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貴文物分别有 150 萬件和 6 萬件。因此，

故宫包括它的藏品，有中華民族文化之根的美譽。2014 年 3 月，藍曉光理事長分别檢索兩岸

故宫博物院網站，北京博物有關竹的相關紀錄共有 4,218 條，臺灣博物有關竹的相關紀錄共有

5,730 條。從文物珍藏看，兩岸故宫的藏品主要是墨竹、書法、竹刻、文竹、竹纸、筆、管、

扇、把玩等，其中墨竹 多，藍曉光理事長並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林業試驗所許原瑞研究員報

告「蓮華池林園療癒（康養）基地建置及嚮導培訓」，以蓮華池的療癒基地做為例子與大家分

享經驗，首先介紹蓮華池的地理位置與氣候、自然資源的介紹，導入林園療癒 = 森林療癒 + 

療癒性園藝活動的概念，另外調查環境資源包括不同類型步道、房舍建築場域、戶外活動場域

等。各項資源依其特色建立調查資料，初步成果如下：各步道調查長度、坡度、沿途植物資源、

動物資源，各項資源用於五感體驗之特色。共規劃 6 條療癒步道，可大致分為兩類，分別為靜

態的林園療癒步道及動態的森林保健步道，累積總長度約 2,600 公尺。於園區內並設置「空氣

盒子」，監測 PM2.5 空氣品質，並進行蓮華池療癒步道冬季與春季林下芬多精成分組成比例分

析等。 後報告了里山療癒村發展策略，並介紹了 2019 年度林園療癒嚮導之培訓經驗。四川

農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院長陳其兵教授報告「竹旅康養高質量發展創新融合研究」，以四川省

的發展竹旅康養的經驗做為分享，從起源與契機、竹林的空氣潔淨度研究，到竹旅康養的相關

規劃與建置等。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莊閔傑副研究員報告「竹材於創新生活之應用-以臺大

實驗林竹材利用及發展為例」，以臺大實驗林的經驗，報告竹材為臺灣重要的森林產物，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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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為臺灣重要的傳統產業，然近年來由於產業環境的變遷，使臺灣竹產業呈明顯衰退趨勢。

竹林經營面臨土地、工資、生產成本、價格競爭和行銷通路等問題，造成竹農經營意願低落；

未來應朝精緻化、專業分工發展，同時可轉型為休閒農業。臺灣竹製品製造業多屬小型企業，

以竹稈加工為主，生產製造上著重原料供應來源穩定和竹材加工性，主要製造優勢為生產管理

上的製程合理。面臨進口竹製品廉價競爭、製程無法全自動、材料成本偏高和替代品威脅等問

題，有 55 %的竹加工業者近十年營運狀況為負成長，政府及學術單位應透過產官學合作，開

發精緻與高價值產品，並舉辦展覽促銷活動。目前竹製品製造業中，以精緻竹家具、竹劍和竹

工藝品尚有發展潛力。另外，新興之竹炭、竹醋液製造業為竹產業開創一轉型契機，未來發展

方向應積極訂定認證機制、加強推廣、開發多功能性產品，並建立產業策略聯盟。另外介紹臺

大社科院新大樓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圖書館的設計是整個作品中很有特色的一環，不

同於一般將圖書館置於學院內部的做法，將圖書館獨立成棟，並作為社科院的入口建築。其中

竹製書架及窗邊閱覽桌由實驗林管理處木材利用實習工廠技術研發，與國內大禾竹藝工坊合作

生產，其他設計品家具由互助營造公司承包。結論為原竹材料雖不易大量生產，但此材料型態

卻具地方特色。層積竹材於材料的品質、加工技術等，均可突顯出此材料具開發及利用的潛力。

複合材料方面，則可利用不同材質的特性，使產品形式更具多元化，並且可創造出不同的視覺

造形。技術研發產品方面，則是結合竹青保綠及煙燻竹材的處理技術之後，更可提昇其附加價

值。浙江省安吉縣自然資源與規劃局張宏亮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報告「安吉筍竹產品的變遷對高

質量發展竹產業的啟示」，因安吉縣地處長江三角經濟圈幾何中心，與上海、南京、杭州等周

邊大中城市購成 3 小時和 1 小時交通圈，建設中的申嘉湖高速西延線和商合杭高鐵，及規劃中

的通杭城際輕軌，使得安吉據有極大的地理優勢，再加上其竹林資源豐富，自古以來即為竹產

業的發展重鎮。林業試驗所林裕仁研究員報告「臺灣竹產業的發展與挑戰」，臺灣地區主要經

濟 竹 種 : 桂 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 、 孟 宗 竹 (Phyllostachys edulis) 、 麻 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莿竹(Bambusa stenostachya)、長枝竹(Bambusa dolichoclada)、綠竹(Bambusa oldhamii)。

桂竹、孟宗竹以生產竹材為主要經營方式，兼作竹筍生產；麻竹、綠竹則以採筍為主，兼作竹

材生產；莿竹、長枝竹專供生產竹材，兼作防護林栽植，亦使用於防風定砂等保安功能。桂竹

主要分佈於北部地區之新竹縣、中部地區之苗栗縣及南投縣，孟宗竹主要分佈區域於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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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南投縣、嘉義縣，麻竹以中部地區為主要產地，莿竹及長枝竹則以南部地區為主要產地。依

據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有關竹材與竹製產品類別共計 13 類：竹筍、原

竹、竹葉及竹鞘、調製或保藏竹筍、竹炭、竹材、竹漿、竹容器、竹編織品、合板、木竹筷及

籐、柳、竹或類似材料製作物及家具等。將近年面臨之困境由技術面、經營面及政策面分析，

在技術面竹材在利用上之缺點包含：1. 形質無法如工業產品達到均一標準化。2. 生物材料易

受天候溫濕度影響其使用壽命，耐久性不若金屬或塑膠長久。3. 竹稈竹肉部分碳水化合物含

量高，生竹若未經適度乾燥處理，易發霉腐朽變質，易遭蟲蛀，降低使用年限。4. 竹稈竹節

之存在。5. 竹稈部位不同，竹材基本性質不同。6. 竹材顏色若未經保青處理易褪色。經營面

上則有下列困境：1. 價格低落，始終無法提高。2. 勞動力不足，技術人才缺乏。3. 加工製程

效率低，生產成本高。4. 產銷供需失調，造成竹林蕭條。由政策面觀之，則是 2016 年開始實

施的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機制，造成竹材來源短缺。解決之道與未來發展可參考幾個方向：

1. 開發竹材前瞻應用新技術：擴大與空氣、水、建材與綠色能源等相關的民生高階應用產品

開發。2. 提升產品規格，區隔產品價格：配合新的產業模式，在產品國家標準及規範的加值

區隔下，以臺灣竹製精品進行產品區隔。3. 推動優質竹產業示範區：透過竹產品應用與行銷

示範區建置，提供投資者與民眾實際體驗與異業結盟機會，結合觀光休閒與社區總體營造發展

具有地方特色之竹產業或國家競爭力之竹產品。4. 促進異業結合，打造六級產業：藉由六級

化產業串連與異業結合等手法，依市場導向全力推動竹材加工新穎產品開發、廠商國際參展，

成立產業聚落、林產技術推廣交易平臺等活絡產業方向發展。5. 促進國際合作，擴展國際市

場：舉辦國際活動，向世界介紹臺灣在竹加工技術與發展多元產品的竹產業特質，開闊國際市

場的交流與機會。 

簡短休息及茶敘後，由中國林學會竹子分會丁雨龍副理事長主持下半場，浙江省竹

產業協會汪奎宏會長報告「浙江省竹產業發展歷史、現狀與未來」，由浙江省的地理概況，

到竹產業現況、面臨的主要問題，到竹產業發展的對策和展望進行報告。未來需要解决的

主要技術問題：1.竹林規模化、機械化經營技術。2.竹材綠色加工技術。3.竹材無醛產品

結構性提升技術。4.竹纖維綠色生產技術。林業試驗所陳財輝研究員報告「臺灣主要竹種

的經營與生產」，臺灣主要竹種之水平分佈：桂竹分布於桃園、新竹、苗栗、南投、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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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等地區，孟宗竹分布於南投、嘉義，綠竹分布於台北、桃園、台中、台南、屏東等地

區，麻竹分布於南投、嘉義、雲林等地區，莿竹分布於台南、高雄，長枝竹則分布在台南。

臺灣主要竹類之垂直分布：桂竹海拔 100~1,500m；孟宗竹於海拔 500~1,600m 生長較佳；

麻竹生長在北部 800m 以下，中南部 1,000m 以下；綠竹生長在海拔 300m 以下；莿竹中

南部海拔 300m 以下；長枝竹南部海拔 300m 以下。並介紹臺灣主要竹種利用模式、竹材

蓄積量、桂竹資源分布、品質及桂竹材資源利用。現今桂竹產業遭遇之困境：臺灣桂竹材

生產約有 85%以上位於原保地，受到禁伐補償條例實施後，衍生出桂竹材供應不穩的問題

極為嚴重，造成下游竹劍及相關竹產業苦無生產料源可用。根據林務局林業統計年報資料，

2015 年竹材生產面積及支數(487.57 ha；2,431,258 支)，到了 2017 年僅剩下(181.42 ha；

1,229,043 支)， 2018 年僅剩下(130.73 ha；609,969 支)，面積降低超過 70%，支數也減少

將近 75%。桂竹材生產從 2015 年 2,239,872 支到 2018 年僅剩 463,952 支，減少幅度將近

80%。至於綠竹筍，因其為季節性產品，春夏季味覺之代表，口感 佳食材，深受人們喜

愛。綠竹筍的蛋白質、維他命及食物繊維等含量豐富，又熱量極低，為 佳之健康食品。

採收後之綠竹筍需在 短的時間內處理，食材的新鮮度保持極為重要。 佳品質的綠竹筍

大小約在 300 公克左右，適合作為現代化精緻食材。 後介紹綠竹筍不同地區產銷模式之

差異與麻竹林分之經營等。福建農林大學材料工程學院副院長林金國教授報告「竹材特性

及其高效利用」，介紹竹材的物理性質及其利用與化學利用等。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羅凱

安副教授報告「臺灣高屏地區竹產業現況與建議」，對高屏地區竹產業未來發展之建議：

1.屏東已有相關竹製品廠商投資設廠，正在籌劃新技術之竹材加工，然而卻苦於沒有可用

之竹材原料來源，應妥善盤點規劃可生產之竹林資源。2.竹產業的發展可利用廣大的竹林

資源，是可再生的綠色環保產業，若能以需求導向的規劃方式，重建竹林產銷生產鏈，除

可引導竹林恢復永續經營，可增加臺灣產木竹材自給率之政策目標外，對提升鄉村竹農收

入及產值留住林業經營人力將具有相當重要之貢獻。3.降低作業成本是發展竹產業的重要

關鍵，尤其在機械化採伐、集材作業方面。鑑於臺灣地形，未來可發展小型作業及搬運機

械、滑道、索道，來增加作業效率。4.鼓勵合作經營並合理規劃竹林作業道路及申請水土

保持要求程序，便於竹林管理與產品運輸，爭取政府單位多元補導方案補助。5.建立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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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諮詢平台與產業地圖，累積竹產業知識庫及分享推廣；研發有利基之全竹多元利用，結

合相容產業循環利用，產業鏈協作充分利用減少浪費。6.利用文化創意行銷產品品牌故事，

提升竹產品價值及消費偏好。國際竹藤中心湯鋒教授報告「全竹化學增值利用的思考」，

從竹資源化學利用現狀到全竹化學增值利用與全竹化學利用的發展機遇。竹產業發展面臨

嚴峻挑戰，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拓展資源利用途徑，增强產業科技水平，提升產品附加

價值，是促進竹產業高效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挖掘竹資源化學利用潛力，集成現有化

學利用技術，構建全竹化學增值利用新模式，實現竹子生長至採伐的全生育期化學利用，

其發展前景廣闊。浙江農林大學林業與生物技術學院宋新章教授報告「氮沉降對毛竹林生

態系统碳、磷循環的影響」，結論為 1.氮沉降顯著增加了毛竹林的生產力，顯著降低了土

壤碳储量，促進了土壤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但减少了對甲烷的氧化吸收，综合平

衡後可使毛竹林生態系統的年固碳能力增加 17.8-29.0%，每公斤大氣氮沉降可使毛竹林生

態系统的年固碳能力增加 48.7 kg C ha-1。 2.氮沉降顯著增加了凋落葉量及磷(P)歸還量、

土壤磷酸酶(APase)活性、有效磷(Available P, AP)和微生物生物量磷(Microbial biomass P, 

MBP)，增加了毛竹林竹葉片磷含量，降低了氮磷率，減輕了磷限制；降低了叢枝菌根菌

(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 AMF)侵染率和數量，减少了葉片磷重吸收。氮沉降加快了

毛竹林生態系统磷循環，磷吸收模式由重吸收和 AMF 吸收向根系直接吸收轉變。 

後的綜合討論由黃群修團長及沈瑾蘭副秘書長一同主持，與會學者專家們針對該日演

講還有兩岸所面臨到的實務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並在中國林學會沈瑾蘭副秘書長將兩岸林業論

壇旗幟移交我方中華林學會黃群修顧問兼團長後圓滿結束，明年輪由我方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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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重點紀要 

一、參訪地點簡介 

本次「2019 兩岸林業論壇」參訪行程包含杭州的杭垓鎮、孝豐镇、鄣吳镇、安吉縣、余

村、竹博園，建甌市明良食品有限公司、華宇竹業有限公司、東峰鎮井岐村雷竹豐產高效基地、

雙羿竹木發展有限公司等。 

杭垓鎮為浙江的重要竹產品產地，大多是小型的竹加工廠，產品以竹編產物為主，依賴

大量的人力與勞力，近年深受勞動力老化及難以招募新血的困境。 

孝豐镇為竹產業的聚落小鎮，包含竹產業相關機械及較複雜的加工與應用公司都有。本

次參訪公司有佶竹生物科技公司與吉泰竹木機械。 

鄣吳鎮為一個有歷史的老鎮，其中的製扇手工業非常有名，由老師傅手工打造的扇子是

一大特色。在鄣吳镇也參觀了竹孝寶生物科技公司，主要產品為竹酵素飲品，利用活體竹子節

之中空部份，打入酒精或酵素混合物，經一段時間之吸收作用後採收。 

安吉竹印象故事館為一傳統產業轉型之案例，原本為紡織公司，近年型為觀光工廠的概

念，並利用竹子為原料，期以無汙染產業為目的。 

竹博園，結合食、住、寓教於樂的綜合園區，為一大型自然博物館，並有旅社在內，另

需購票才能進博物館參觀，博物館內的特色為各式各樣的竹子以及大熊貓與小熊貓。 

余村，兩山理論的發源地，習進平擔任浙江省書記時所規劃，將原本是礦場的余村，因

環境汙染而力求轉型，並喊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目前的發展主力為

無汙染工業與觀光。 

建歐竹產業展館，將建歐市的發展重點-竹的各個產品做一展覽與銷售的地方。 

朝陽竹編帽業有限公司，生產各式的竹編帽子，也是面臨人力老化及新血不足的困境，

另外有生產較高附加價值的竹編帽加聚合物（塑膠），以增加產品的使用廣度等。 

明良食品公司，為一個外資投資的企業，專做食品加工，主要產品為竹筍加工，並外銷

到日本等地，於筍生產旺季時，因應需要大量勞力的作法為，透過人力仲介公司引進鄰近省份

的勞工。 

華宇集團，生產各式木地板材料，供自行組裝或是專業施工所用，其中膠合方法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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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所在。 

東陽雷竹合作社，為一個地區型的雷竹生產合作社，與臺灣的合作社功能雷同，借由集

合小農一同行銷與宣傳等。 

雙羿竹木公司，製作各式以竹為主的家具與纖維等用品，其產品亦行銷世界各地，具有

國際競爭力。 

各參訪地點詳細簡介如下： 

 安吉松森木竹工藝有限公司：始創於 1996 年的松森集團，坐落於山清水秀的中國竹鄉安

吉縣杭垓鎮，占地 8 萬餘平方公尺，員工 200 餘人，下轄自營外貿出口和品牌內銷兩大事

業部及六大生產基地。松森公司長期以來秉承“和諧，激情，發展”的經營信念。以創新

為本的發展思路，不斷的在提高國際客戶對於中國獨有的杉木的認知度，同時引領著其戶

外產品的國際市場導向，使公司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也從當初 高峰時佔據 70%日本市場，

到現在自主知識產權的碳化圓木類產品已雄踞 90%以上美國市場，接近壟斷地位。 

 佶竹生物科技：浙江佶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湖州市安吉縣孝豐鎮竹產業科技創業中心，

主要經營竹炭、活性炭、竹醋液、竹焦油及產品研發、製造、銷售；活性炭再生利用；生

物質燃氣的供熱、供電技術開發與應用；機械設備設計、製造、銷售；毛竹收購、加工、

銷售；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一條生產線，一年可消耗邊角料 1.5 萬噸，生產竹炭等產

品 2,500 噸。並整合竹子熱解炭化、物理活化等創新技術，使整個生產工藝實現零排放；

另針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剩餘熱量，還加裝了餘熱鍋爐，輸送到周邊企業，目前園區內已

有企業主動要求供熱。佶竹科技依託安吉當地豐厚的毛竹及其加工產業化的資源和環境優

勢，發揮公司產品工藝設計、裝備工程研發二大中堅團隊的雄厚技術優勢，以竹加工發達

地區的竹邊角廢棄料資源綜合利用為先導目標，打下竹炭產業化的堅實基礎；以竹資源豐

富地區的全竹利用為發展目標，構築竹炭產業化連鎖發展的大平台，讓中國乃至世界竹子

資源的應用更生態環保、健康養生。 

 安吉吉泰機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竹木地板系列機械設備製造銷售於一體的專業公司，

生產的“天賦”牌機械產品，被評為浙江省湖州市名牌產品，“天賦”牌商標是浙江省湖

州市著名商標。產品有常規、側壓、平壓竹地板，竹、木重組地板、竹木復合地板及竹百

葉窗、竹地毯、竹籤類等系列設備。從胚板生產到企口、砂光、油漆成品板的生產機械，

形成了一整套地板流水設備，同時為用戶提供廠區規劃、設備安裝及技術輔導等支持。以

“創新開拓，精益求精”為理念，以“為用戶創造利益，為企業提升品牌”為目標與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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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共圖發展，相輔相成，共創輝煌的未來。 

 鄣吳鎮：鄣吳鎮為清末明初篆刻大師吳昌碩之故鄉，有著獨一無二的昌碩文化，得天獨厚

的扇文化，以及古鎮的深厚人文底蘊。且鄣吳鎮是中國 大的竹扇出產地之一，扇子產量

占中國市場的 1/3，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從事扇產業的，有辦扇子公司的、有手工制扇的、

有畫扇面畫的、有銷售扇工藝品的，扇子讓老百姓感受到了傳統扇產業的魅力，更是在對

藝術追求的過程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在 2016 年，鄣吳鎮歸仁里老街獲評“省

級文化創意街區”試點街區，目前老街已完成修復和立面提升工程，且高端制扇工作室、

茶館、民宿等已陸續入駐老街。鄣吳鎮已經逐漸由以制扇業為主導演變為以昌碩文化、扇

文化為核心，以扇產業為主導產業，發展遊客參觀、體驗及產品銷售的綜合性扇子文化小

鎮，遊客在鄣吳不僅僅可以買扇子，還可以做扇子、畫扇面畫，甚至可以入住扇子街，深

度體驗古法制扇的 200 道工序。 

 竹印象館：“竹印象”是順應低碳經濟方向，堅持可持續發展產業，享受綠色健康生活而

締造的。竹纖維行業的興起標誌著中國的竹文化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竹印象”的

誕生，是安吉登冠竹木開發有限公司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標誌。它將是一個倡導竹文化理

念，追求健康環保的嶄新新家紡品牌。該公司自 2003 年成立以來，就一直致力於新產品

的開發和應用，並通過自主創新與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結合，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開拓功能性健康生態家紡。在內銷市場主打竹纖維繫列產品和生產銷售，同時因為避開了

傳統市場的激烈競爭。竹纖維紡織品已被科技界譽為21世紀 具有發展前景的綠色產業，

市場前景廣闊。竹印象以發展連鎖加盟店的擴張戰略，將其 新研發生產的高科技竹纖維

產品向社會奉獻健康生活大禮，並攜手知名廣告媒體為竹印象打造科學專業的廣告宣傳形

象包裝促銷方案，公關策劃和品牌策略，確立了“竹導健康生活”的品牌新理念。竹印象

已加大科研開發投入，建立竹纖維研發設計打樣生產中心，著力打造企業核心自主知識產

權。在擴大自主研發力量的同時，與中國國內著名高等院校合作，致力於竹纖維面料的研

發與創新。竹纖維將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服務客戶為宗旨，靠質量打天下，靠誠信贏天

下，全力倡導以竹代棉，更健康更環保。時至今日，竹印象產品已形成六大系列，幾百個

品種。市場營銷網絡已遍佈全國各地。 

 竹博園：熱帶雨林總面積 2,200 平方公尺， 高處為 15 公尺，以收集、保存、研究和展

示熱帶及高山竹區竹種資源為目標，是開展竹類植物多樣性遷地保護和科學普及教育的重

要場所。共保存展示竹子品種 61 種，各類熱帶植物 140 餘種。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許多

珍奇的竹類植物，比如高大的歪腳龍竹、奇特的攀援竹類爬竹、無耳鐮序竹；來自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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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稈大佛肚竹、南美的瓜多竹等，還可以觀賞到其他具有典型熱帶雨林特徵的植物，獨木

成林、樹包石、食蟲植物、蘇鐵類、蕨類、蘭花和鳳梨類植物，如雞蛋花、榕樹、龍眼、

桫欏、豬籠草等。還有龜甲竹、金鑲玉竹、黃稈京竹、孝順竹、青皮剛竹、紫竹、斑竹、

黃槽斑竹、唐竹、花葉唐竹、長葉苦竹、狹葉苦竹、倭形竹、筇竹、大佛肚竹、花毛竹、

紅竹、方竹、早園竹、羅漢竹、淡竹、黃稈烏哺雞竹、白哺雞竹、花哺雞竹、粉單竹、黃

槽剛竹、綠槽剛竹、鳳尾竹、茶稈竹、雞毛竹、闊葉箬竹、菲白竹、鋪地竹、菲黃竹、瓜

水竹、晾衫竹、綠紋竹、黃條早竹、黃白竹、爛頭苦竹、琉球矢竹、五月季竹等。整個溫

室採用竹子為骨架植物，下層配置四季溫室花卉，融火山岩假山、瀑布、山洞、棧橋、溪

流、特色竹亭等園林景觀為一體，錯落有致，具有濃郁的熱帶風情。安吉竹博園大熊貓館，

是目前世界一流的大熊貓專業生態展館，整個熊貓館面積大約 7,000 平方公尺。大熊貓居

住的地方是嚴格按照專家建議設計建造的，其中各項功能齊全。比如，熊貓怕熱不怕冷，

160 平方公尺的室內館就設置成了恆溫室，室外氣溫一旦超過攝氏 26 度，牠們就要進去

室內展場。另外，大熊貓喜歡爬樹，偶爾也要玩玩遊戲，四個 500 多平方公尺的室外館安

裝了樹架、遊樂設施，專供它們健身休閒之用。安吉小熊貓館，整個小熊貓館占地面積約

1,500 平方公尺。根據小熊貓的習性，在設計上主要以室外活動場所為主，其中各項功能

齊全。小熊貓是大熊貓的伴生動物，有和大熊貓相類似的生活飲食習性，同時它也是可以

和人類近距離接觸的溫順動物。博物館內是 6,000 年竹文化的濃縮，是中國一流、世界領

先的竹子專業博物館。全館占地 12,000 平方公尺，2012 年進行從新裝修，形成了識竹廳、

傳統加工展廳、現代加工利用廳、全竹傢俱展廳、話竹廳、賞竹廳、論竹廳等 7 展廳和一

個序廳。竹編《清明上河圖》，《蘭亭序》，世界 粗 大的巨龍竹，實心的古裡竹等。以

豐富的展品，詳實的史料，再通過現代 先進的光影技術，讓遊客親身感受中國豐富的竹

資源、悠久的竹歷史和光輝燦爛的竹文化。 

 余村：三面環山，村口一塊石碑矗立，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余村靠著優質的礦石資源成為安吉“首富村”，卻也付出了環境污染等代價。這不僅

是余村的挑戰，尤其是中國經濟數十年持續增長，不少地方面臨資源與環境的壓力，遭遇

“成長中的煩惱”。2005 年 8 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安吉余村考察，對余

村主動關停礦山的做法給予高度評價，並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口號。“我們

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2013 年，習近平對“兩山”重要思想進一步完善，闡釋如何辯證看待經濟社會發

展（金山銀山）與生態環境保護（綠水青山）的關係。在“兩山”理論的指導下，余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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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揮竹鄉優勢，發展生態旅遊和文創產業，這才有了如今的“綠色生活”。 

 朝陽竹編帽業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甌市朝陽竹編帽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 年 1 月 22 日，

地處於“中國竹子之鄉”福建省建甌市。占地面積 21 畝，目前擁有員工 726 人，企業利

用當地豐富的毛竹資源，採用“公司”+“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專業研究生產各式竹編

安全帽，是中國聽過國家安監總局和國家質量技術監督總局審查認證的竹編安全帽生產企

業。擁有 M—5—5KN 安全帽力學性能試驗機，電熱鼔風恆乾燥箱，CM—3 安全帽拉壓

力實驗機一台及自製工藝標尺等完備的安全帽生產所需的，檢查檢驗技能和手段。公司所

研發生產的“萬木林”牌竹編安全帽系選用當地的優質毛竹為原料，經過漂洗，烘乾等防

霉防蛀處理後精製而成，具有綠色環保等天然的特性，更具有輕便，透氣配戴舒服，無沉

悶感等優點，是目前市場上通用塑料安全帽的 佳替代產品，廣泛適用於鐵路維護，建築

安裝，森林採伐，高空作業，碼頭裝卸等各類工場。 

 明良食品有限公司：福建明良食品有限公司創建於 1998 年 3 月，為農產品加工的專業企

業，位於福建省建甌市徐墩工業園區。占地面積 112 畝，建築面積 3 萬多平方公尺，筍竹

生產基地占建甌市竹林總面積的 16.8%，主要產品是果蔬罐頭、速凍食品等。擁有國際先

進的竹筍加工生產線，儲藏能力為萬噸的保鮮冷藏庫，年生產加工蔬菜、竹筍、食用菌等

農產品能力 6 萬噸，產品類型有 4 大系列 80 多個品種。十多年來，以“專注有機產品，

打造綠色產業”為使命，實行“以市場為導向、以基地為依託、以加工為龍頭”的經營策

略，建立“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合作關係，建立筍竹綠色食品認證面積

10,410 畝，有機筍竹基地 10,209 畝，無公害蔬菜基地 1,021 畝，帶動農戶上萬多戶。該公

司根據日本有機食品技術標準，制定了有機食品竹筍產地環境要求、筍竹基地生產技術規

程、竹筍加工技術規程和質量標準，生產流程達到了從原料生產、產品加工到銷售過程的

有機一體化。生產流程的主要特點是:一、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經營模式，實現從分

散、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化、產業化經營的轉變。二、使用農家肥料和有機肥料，禁止使用

農藥化肥。三、通過有機食品認證，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該公司執行“以安全衛生為基

礎，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科學管理為保證，以顧客滿意為標準”的質量方針，堅持“綠

色、環保、有機”的經營理念，做大做強明良品牌，研發生產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有機食

品，打造出了全新的綠色產業。”產品具備以下三大優點：1. 在原材料方面，按照有機

農業生產方式管理的筍竹生產基地確保了原料無農殘無污染，構建了從原料生產、產品加

工到市場銷售的質量可追溯體系；2. 加工方面，利用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生產設備，採

用“溫和式漂燙殺菌”和“無酸鮮品流態化單凍”等新工藝，不加任何添加劑，一次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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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成，產品保持竹筍原汁原味，確保食品質量安全。3. 產品執行綠色食品和日本 JAS

有機食品標準，制訂了嚴格的質量管理體系和內控標準。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水平，產品具

有“嫩、脆、鮮”的特性，營養豐富，清脆可口，新鮮度高，深受客戶和廣大消費者喜愛。

經過十多年創業發展，明良公司具有較高的產業化水平。堅持“質量第一，服務第一”的

宗旨，建設品牌，樹立企業形象。以“綠色、環保、有機”的產品定位作為“明良”品牌

的核心價值，滿足了廣大消費者對安全健康食品的需求。產品出口日本和東南亞等地區，

在日本市場具有較大影響力，內銷市場建立了以北京、山東、上海為區域中心的銷售網絡，

具有較高的知名度。明良品牌榮獲了“國家免檢產品稱號”、“中國竹文化節竹業博覽會

金獎產品”、“ 福建名牌產品”稱號。 

 華宇竹地板：湖南華宇竹業是一家專業從事竹資源高效開發，竹產品精深加工，綠色家居

材料推廣運用的綜合性企業，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出口竹製品的製造和銷售。該公司總部設

在中國西南部的美麗的城市—湖南懷化，下屬有洪江市華宇林產開發有限公司、洪江竹業

有限公司、瀏陽利佳建材有限公司三家企業。該公司建立了年供應優質楠竹 300 萬根的原

材料基地，員工 800 名(其中高級管理技術人員 48 名)，旗下三家公司擁有目前國際先進

水平的加工製造竹地板、竹木復合地板、整合材的生產線 20 條，全套成品生產線兩條，

固定資產數千萬元，年生產能力 80 萬平方公尺。在穩定發展國際出口業務的同時，亦密

切關注國內市場的啟動。以出口產品的高品質、高標準來打造品牌—華宇“366”牌健康

系列竹製品。華宇“366”牌健康系列竹製品目前已是國內綠色家居建材行業推廣運用的

首選產品之一。未來願與國內外有識之士精誠合作，整合各方資源優勢，以全球同步的產

品品質體係為依託，用現代化的營銷服務理念，打造綠色家居建材界的國際知名品牌—華

宇“366”牌健康系列竹製品。 

 東陽雷竹合作社：位於建甌市東峰鎮井岐村，占地面積 435 畝。東陽雷竹專業合作社註冊

的“膳樂”牌商標被評為“南平市知名商標”，“膳樂”牌雷筍獲 A 級綠色食品標誌使

用權，東陽雷竹專業合作社獲得“國家農民合作社示範社”。堅持科學管理，重點推廣生

態培育技術，除採取留筍養竹、適時鈎梢、合理砍竹等技術外，在科學施肥上，充分利用

附近牧場的沼氣液作為有機肥施入到雷竹林地。開展引水灌溉，建立蓄水池、蓄水塘，配

備變壓器、配電線路和相應的管道、噴頭等灌溉設施，在夏秋乾旱時節對雷竹林進行噴灌。

雷竹林地安裝太陽能殺蟲燈防治蟲害，減少農藥使用。冬季採取穀殼保溫覆蓋技術，促進

提早出筍，提高效益。在道路上種植綠化樹，建立休閒亭等設施，發展鄉村農業觀光旅遊。

該基地畝產值可達 3 萬多元人民幣，為推廣雷竹栽培起到了良好的示範帶動作用，目前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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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鎮雷竹種植面積達 4,000 多畝，成為農民增收致富新的增長點。 

 雙羿竹木公司：福建雙羿竹木發展有限公司創建於 2010 年，註冊資本金 2,300

萬元人民幣，是一家專注竹家居產品研發、生產及銷售的科技型企業，也是多家世界 500

強企業特許供應商。總部位於福建省建甌市中國筍竹城 B 區 1 號，擁有建築面積七萬平

米標準廠房的生產基地，1,000 餘名員工和國內先進的竹家居製品生產線，全產業鏈生產

竹整合材和竹家居、竹餐廚用品，產品主要出口歐美國家和亞太地區，致力於用竹子美化

日常生活為使命。以“持續進步、品質優先、精益管理、創新突破、企業做久”的經營方

針，實現了客戶信任、員工生活更美好的企業願景。與院校和科研機構聯合組建研發中心，

開發智能竹加工專用設備和工藝，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竹製品加工設備，申報多項國內國

外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並對生產工藝進行技改升級，多個項目列為福建省 2014

年、2016 年省級重點技術改造項目；並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按照“低碳、環保、節

能”的要求，踐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堅持生產過程和產品的“生態、綠色、環保”，“雙

羿”牌商標和產品是福建省著名商標和福建省名牌產品；且擁有良好的產銷供應鏈及通過

世界森林資源管理認證(FSC)，堅持可持續的經營管理 80,373 畝毛竹林場，取得了林場、

工廠.世界森林資源管理雙認證(FSC)；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保持競爭力，實現快

速、穩定、健康發展。 

 
二、參訪心得重點 

(一) 安吉為大陸地區竹產業重鎮，以余村為例，依循當地領導人 2005 年訪視時提出「綠水青

山就是金山銀山」之「兩山理論」， 善用生態資源來發展經濟，以毛竹為主，從竹根、竹

竿、竹葉和竹粉進行全株利用，另外還有無形中的利用，像是蔓塘里的竹藝術燈光秀、竹

林中養雞、竹林下種植中藥材等，並建立竹子專業博物館—「中國竹子博覽園」，培育當

地品牌產業—「竹印象」，全方位發展竹子的利用價值。 

(二) 建甌市則以筍、竹兩用林為主來培育竹子，除了竹工藝品、竹製品外，建甌市輔導合作社

建立雷竹豐產高效基地，以生產雷竹筍為主，並外銷水煮及冷凍竹筍到國內外。 

(三) 大陸竹子種類雖多，但經濟價值 高、栽培經營面積 廣的則是毛竹（孟宗竹）。 

(四) 大陸竹產業仍保有善用農村長者技能、勞力密集的傳統手工編製之竹具，如竹籃、竹簍、

竹盤、竹櫃、安全帽、頭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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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陸竹產業擁有自製傳統竹材加工機械以及高端生物技術設備之能力，大大提升其產能以

及多樣化之產品與品質。 

(六) 大陸竹產業已能機械化大量生產各種竹筍加工食品，各式組合式竹材與竹層積材，供為建

築材料、製造家俱以及耐磨地板之用。 

(七) 大陸生物技術竹產業已能生產各式竹奈米纖維、竹炭、竹質活性碳、竹萃取液、竹燃氣、

竹酵素、竹保健飲料與竹酒等，達到全竹利用、無廢料之更生態環保、更健康養生之目標。 

(八) 大陸竹文創產業則包括竹扇、竹傘、竹樂器、竹雕以及竹藝品之製作等，琳瑯滿目，美不

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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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為振興我國竹產業，建議加速國有林班地之竹林更新，並儘速導入機械化收穫竹材，以因

應禁伐補償政策導致竹材產量減少之困境，降低人力成本。 

二、 中國大陸近年竹產業發展迅速且多元全面，當地業者亦表示多有參酌臺灣竹業產品及相關

機具、技術，為維持我國竹產業之競爭力，建議除透過竹材技術諮詢中心媒合竹材技術推

廣與竹材為型產業技術，亦協助輔導廠商申請我國及他國專利，以保障我國研發之竹產

品。 

三、 歐美市場歡迎竹產品的程度明顯上升，對於當前的國際貿易環境，臺灣雖然面臨內外的種

種不利因素，但仍有機會利用既有技術機組在新局勢站穩地位。 

四、 受限於無法在量產與中國大陸競爭，未來可朝向研發新技術取代勞動力，提升產能的方向

進行產業振興。 

五、 未來必須促進異業結合，打造六級產業模式發展，同時促進國際合作，擴展國際市場方向

努力。 

六、 屏東已有相關竹製品廠商投資設廠，正在籌劃新技術之竹材加工，但卻缺乏可用之竹材原

料來源，建議可妥善盤點規劃可生產之竹林資源。 

七、 竹產業的發展可利用廣大的竹林資源，是可再生的綠色環保產業，若能以需求導向的規劃

方式，重建竹林產銷生產鏈，除了可以引導竹林恢復永續經營，增加臺灣產木竹材自給率

之政策目標外，對提升鄉村竹農收入及竹產業產值、留住林業經營人力，亦將具有相當重

要之貢獻。 

八、 降低作業成本是發展竹產業的重要關鍵，尤其在機械化採伐、集材作業方面。鑑於臺灣地

形，未來可發展小型作業及搬運機械、滑道、索道，來增加作業效率，並鼓勵合作經營並

合理規劃竹林作業道路及申請水土保持要求程序，便於竹林管理與產品運輸，爭取政府單

位多元補導方案補助。 

九、 建立竹產業諮詢平台與產業地圖，累積竹產業知識庫及分享推廣；研發有利基之全竹多元

利用，結合相容產業循環利用，產業鏈協作充分利用減少浪費。另可利用文化創意行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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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牌故事，提升竹產品價值及消費偏好。 

十、 明(2020)年輪由我方主辦，建議寬列經費，並論壇議程建議酌增，以擴大交流層面，儘早

確定論壇重點主題及參訪地點，及早籌辦。 

  



陸、附錄

一、2020 兩

錄 

兩岸林業論論壇研討會簡

故

中

簡報 

故宮：海峽兩

中國林學會竹

26 

 

兩岸共同的

竹子分會藍

的竹文化之

藍曉光理事長

家 

長 



 

 

 

 

27 

 



 

 

  

28 

 



 

 

蓮華池池林園療癒

林業試驗

29 

癒(康養)基地

驗所許原瑞

 

 

地建置及嚮導

瑞研究員 

導培訓 



 

 

30 

 

 

 

 



31 

 

 

 

 

 

 



32 

 

 

 

 

 

 



33 

 

 

 

 

 



34 

 

 



 

 

 

 

竹

四川農

竹旅康養高質

農業大學風景

35 

質量發展創

景園林學院

創新融合研究

院院長陳其兵

究 

兵教授 

 



 

 

 

 

36 

 



 

 

37 

 

 

 



 

 

38 

 

 

 



 

 

 

 

39 

 



 

 

 

 

40 

 



 

 

  

41 

 



竹材材於創新生

台灣

生活之應用-

灣大學實驗林

42 

-以臺大實驗

林管理處莊

 

 

 

 

驗林竹材利

莊閔傑副研究

利用及發展為

究員 

為例 

 



43 

 

 

 

 

 



44 

 

 

 

 

 



45 

 

 

 

 

 



46 

 

 

 

 

 



47 

 

 

 

 

 



  

48 

 

 

 



安吉笋竹

浙江省安吉

竹產品的變遷

吉縣自然資

49 

遷對高質量

資源與規劃局

 

 

 

 

量發展竹產

局張宏亮教

業的啟示 

教授級高工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臺灣竹產

林業試驗

59 

產業的發展

驗所林裕仁

 

 

展與挑戰 

仁研究員 

 



 

 

 

 

60 

 



 

 

 

 

61 

 



 

 

  

62 

 



 

 

浙江江省竹產業

浙江省竹產

63 

業發展歷史

產業協會汪

 

 

、現狀與未

汪奎宏會長

未來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 

 

臺灣主要

林業試驗

72 

要竹種的經營

驗所陳財輝

 

 

營與生產

輝研究員 

 



 

 

 

 

73 

 



 

 

 

 

74 

 



 

 

 

 

75 

 



 

 

 

 

76 

 



 

 

 

 

77 

 



 

 

 

 

78 

 



 

 

  

79 

 



 

 

福建農林

竹材特

林大學材料

80 

特性及其高效

料工程學院副

 

 

效利用 

副院長林金金國教授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臺

屏

臺灣高屏地

屏東科技大學

92 

地區竹產業現

學森林系羅

 

 

現況與建議

羅凱安副教授

議 

授 

 



 

 

 

 

93 

 



 

 

 

 

94 

 



 

 

  

95 

 



 

 

全竹化學

國際竹

96 

學增值利用

竹藤中心湯锋

 

 

用的思考 

锋教授 

 



 

 

 

 

97 

 



 

 

 

 

98 

 



 

 

 

 

99 

 



 

 

  

100 

 



 

 

氮沉降

浙江農林

降對毛竹林生

林大學林業

101 

生態系统碳

業與生物技術

 

 

碳、磷循環

術學院宋新

的影響 

新章教授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二、研討會會照片 

論壇

論壇

論壇現場雙

壇現場 

壇現場 

雙方代表合合照 

109 

雙

論壇現

論壇旗幟

雙方代表互

現場 

幟交接 

互贈禮品 



三、參訪照照片 

參觀杭垓

參觀杭垓

參觀杭垓

垓鎮竹加工廠

垓鎮竹加工廠

垓鎮竹加工廠

廠 

廠 

廠 

110 

參

參

參

參觀杭垓鎮

參觀杭垓鎮

參觀杭垓鎮

鎮竹加工廠 

鎮竹加工廠 

鎮竹加工廠 



參觀杭杭垓鎮安吉

參訪佶竹生

參訪佶竹生

吉松森木竹工

生物科技公

生物科技公

工藝公司 

公司 

公司 

111 

參觀杭垓

參

參

垓鎮安吉松

參訪佶竹生物

參訪佶竹生物

松森木竹工藝

物科技公司

物科技公司

藝公司 

司 

司 



參訪佶竹生

參訪佶竹生

參訪吉泰竹

生物科技公

生物科技公

竹木機械公

公司 

公司 

公司 

112 

參

參

參

參訪佶竹生物

參訪吉泰竹木

參訪吉泰竹木

物科技公司

木機械公司

木機械公司

 

司 

司 

司 



參訪吉泰竹

參訪鄣吳扇

參訪鄣吳扇

竹木機械公

扇藝展售商

扇藝展售商

公司 

商店 

商店 

113 

參

參

參

參訪鄣吳扇藝

參訪鄣吳扇藝

參訪鄣吳扇藝

藝展售商店

藝展售商店

藝展售商店

店 

店 

店 



鄣吳

參訪鄣吳扇

參訪吳

吳鎮路邊竹

扇藝展售商

吳昌碩故居 

竹梢乾燥去葉

商店 

葉加工 

114 

參

參訪竹

參訪鄣吳扇藝

拜訪鄣吳製

竹孝寶生物科

藝展售商店

製扇師傅 

科技公司—

店 

—竹酒 



參訪

參訪竹孝

參訪竹孝寶

訪竹孝寶生物

孝寶生物科

寶生物科技

物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竹

技公司—竹酵

司—竹酒 

竹林下養雞

酵素培養竹

115 

雞 

竹林 

參訪竹

參訪

參訪竹孝

竹孝寶生物科

訪竹孝寶生

孝寶生物科

科技公司—

生物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竹

—竹酒 

司 

 

竹酵素 



蔓塘

蔓塘

塘裡大地之

塘裡大地之

參訪竹印

之光—竹工藝

之光—竹工藝

印象故事館

藝產品 

藝產品 

館 

116 

 

 

蔓塘裡裡大地之光

參訪竹印象

參訪竹印象

光—竹工藝產

象故事館 

象故事館 

 

產品 



參訪竹印

參訪竹印

參訪竹印

印象故事館

印象故事館

印象故事館

館 

館 

館 

117 

參訪竹印象

參訪竹印象

參訪竹印象

象故事館 

象故事館 

象故事館 



參訪竹印

參訪竹印

參訪竹印

印象故事館

印象故事館

印象故事館

館 

館 

館 

118 

參訪竹印象

參訪竹印象

參訪竹印象

象故事館 

象故事館 

象故事館 



參參訪余村-兩

參訪

參訪

兩山理論發源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源地 

119 

參訪訪余村-兩山

參訪竹

參訪竹

山理論發源地

竹博園 

竹博園 

地 



參訪

參訪

參訪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120 

參訪竹

參訪竹

參訪竹

竹博園 

竹博園 

竹博園 



參訪

參訪

參訪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121 

參訪竹

參訪竹

參訪竹

竹博園 

竹博園 

竹博園 



參訪

參訪

參訪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122 

 

參訪竹

參訪竹

參訪竹

竹博園 

竹博園 

竹博園 



參訪

參訪

參訪建甌

訪竹博園 

訪竹博園 

甌竹產業展館館 

123 

參

參訪竹

參訪竹

參訪建甌竹

竹博園 

竹博園 

竹產業展館 

 

 



參訪建甌

參訪建甌

參訪朝陽竹

甌產業展館

甌產業展館

竹編帽業公

館 

館 

公司 

124 

參

參訪建甌產

參訪建甌產

參訪朝陽竹編

產業展館 

產業展館 

編帽業公司司 



參訪朝陽竹

參訪朝陽竹

參訪明良

竹編帽業公

竹編帽業公

良食品公司

公司 

公司 

司 

125 

參

參

參訪朝陽竹編

參訪朝陽竹編

參訪明良食

編帽業公司

編帽業公司

食品公司 

司 

司 



參訪明良

參訪華宇

參訪華宇

良食品公司

宇竹地板公司

宇竹地板公司

司 

司 

司 

126 

參

參

參

參訪華宇竹

參訪華宇竹

參訪東陽雷

竹地板公司 

竹地板公司 

雷竹合作社 



 

參訪東陽

雷竹筍

參訪雙羿

陽雷竹合作社

筍裝盒現況 

羿竹木公司

社 

司 

127 

參

參

參訪東陽雷

參訪東陽雷

參訪雙羿竹

雷竹合作社 

雷竹合作社 

竹木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