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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的 

台灣、日本、韓國三國環境極為類似，林地面積森林覆蓋率皆超過 50％以

上，林業經營發展亦面臨許多相同之衝擊。因此，藉此這定期舉辦之研討會，可

供相關研究人員能和世界快速變化環境下之林業經營科學研究接軌，分享見解和

構建一網路，使三國林業經營專家和研究人員共同承擔，腦力激盪，尋求因應解

決快速變遷下林業經營相關問題。由於環境快速變化，啟動了對社會各種多樣之

威脅，但也提供我們一個巨大的挑戰，以達成森林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這需要

比以前更細緻之規劃和執行森林經營作業，以確保人類經濟需求和森林生態環境

健康之兩全其美，雙贏之策略與方法。目前森林經營領域之研究人員，已經發展

和使用現代化工具去監測和因應森林生態系之動態變化，此架構幫助解決複雜之

森林經營決策。因此，希望藉由此研討會將三國林業經營專家和研究人員齊聚於

一堂，集思廣益，創造一有效率之平台，做為交換見解、作業經驗和彼此合作，

以達成森林資源多目標利用之間有更好之平衡發展。 
 

II、 行程 

行程 事由 
5 月 26 日   往程 
5 月 27 日   首爾大學參訪報到 
5 月 28 日   研討會 
5 月 29 日  研討會、野外參訪、韓國人工林及休養林經營 
5 月 30 日   研討會、野外參訪、韓國都市林管理及植栽綠化狀況 
5 月 31 日   回程 

 

III、 過程 

1.研討會 
本屆研討會在韓國首爾大學之 Hoam Faculty house 舉行，首先由大會召集人

韓國首爾大學教授，森林先進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Joosang chung 開場，介紹召開

研討會之緣起及目的，台日韓三國輪流舉辦之「世界快速變遷下之森林生態永續

經營研討會」(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Rapidly Changing 
World)，相關研討會之召開始於 2006 年 8 月由日本 chiba 東京大學森林計畫協會

Japanese Society of Forest Planning(JSFP)主任 yamamoto 召集舉行；2007 年於台

灣中興大學于蕙蓀林場舉行，由馮豐隆教授主辦，本所森林經營組協辦；2010
年，因第 13 屆 IUFRO 會議於韓國首爾舉行，會議主題森林之未來，永續社會與

環境，與會者大家共識建議加入韓國，促成 2012 年之台日韓三國以森林經營為

主題相關研討會。第一屆於 2012 年宜蘭大學森經營研究室王兆桓教授主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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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協辦，第二屆於 2013 年日本九州鹿兒島大學數理統計研究室， Atsushi 
Yoshimoto 教授主辦。 

本次（第三屆，2014 年）會議共有來自美國、不丹、菲律賓、馬來西亞、

台灣、日本及韓國一百餘位林業專家和研究學者，共發表口頭報告 18 篇，壁報

54 篇，台灣參與者除本所外，台灣大學及實驗林，中興大學、宜蘭大學、嘉義

大學森林經營領域教授與學者共 7 位參與。 
口頭報告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份：南韓林業之介紹及永續經營森林與人類之多元面向。 
第二部份：探討各國溫室氣體減量和碳吸存相 
關議題。 
第三部份：探討各國重要經濟樹種生長收穫相關模式探討與林木擇伐永續收穫。 
第四部份：航遙測技術應用。 
第五部份：為森林生態服務之定量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職發表之報告，題目「香杉人工異齡及混合林之構成與經營研究」，摘要如下： 
香杉為台灣重要鄉土樹種，其生長快速，材質優良，因此成為台灣重要造林

樹種之一。本研究之試驗地位於台灣南部林業試驗所高雄六龜研究中心，1973
年造林香杉，數年後因鼠害及颱風危害因而補植台灣杉，1996 年依香杉受害程

度進行伐除，留存香杉上木 200、300、400 株/ha，並栽植 6 種原生樹種濶葉樹，

江某、牛樟、印度栲、香楠、烏心石、台灣櫸，16 年生時，經裂區試驗變異分

析顯示，不同上木留存量、成活率、胸徑、樹高差異皆不顯著，但林下栽植之 6
種樹種成活率、胸徑、樹高差異皆極顯著，而區集效應僅樹高顯著，上木留存量

和林下栽植樹種間之交感效應，則僅成活率差異顯著，餘均不顯著。不分上木留

存量，平均成活率以印度栲最高 75％，香楠、烏心石、江某其次為 65～68％，

牛樟及台灣櫸最低 36～37％，平均胸徑以香楠最高 11.6cm，其次為烏心石及印

度栲 10.3cm～10.4 cm，江某 9.0cm，牛樟 8.4cm、台灣櫸最小 6.2cm，平均樹高

以香楠最高 8.9m，烏心石 8.2m，印度栲 7.9m，江某 7.2m，牛樟 6.4m，台灣櫸

5.8m 最低。不同上木留存量，不同林齡之生長趨勢，不同樹種各有其生長特性，

上木留存最少者，不一定存活率最高，但大致其胸徑生長上木留存量較少者，有

較高之趨勢，再者，留存之香杉及台灣杉上木，其生長也會隨著留存木株數之降

低而增加。 
 
2.韓國林業介紹 
面積： 

平均海拔高 420 m，韓國土地面積 221,000 km2，南韓土地面積 99,660 km2，

韓國林地面積占總土地面積 70 %，有 154,700 km2，其中南韓林地面積佔 64 %，

63,782 km2。 
氣候： 

年平均氣溫南部 12-14℃，中部 10-12℃，北部 5-10℃。平均年雨量 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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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平均 60 %集中在夏季。 
森林分布： 

1. 亞冷寒帶森林(Sub-boreal forest) 
平均溫度 5℃以下，樹種 Abies, Picea, Larix, Juglams mandshurina, Betula 
platyphylla。 

2. 冷溫帶森林(Cold-temperate forest) 
平均溫度 5-14℃，樹種 Quercua, Zelcova, Fraxinus, Piruns densiflora, 
Piruns koraiensis。 

3. 暖溫帶森林(Warm- temperate forest) 
平均溫度高於 14℃，樹種 Quercua acuta, Lastanopsis cuspidate, Camelia 
japonica。 

森林資源： 
針葉樹人工林之面積以 red pine (Pinns densiflora)佔 56％最多，其次為

Japanese larch (Larix kaempferi)佔 16％，Pitch pine (pinus rigida)佔 15％，Korean 
pine (Pinus koraiensis)佔 8％，其他樹種佔 5％。 

1. 每人擁有林地面積約 0.2ha(世界平均 1/4)。 
2. 林木總蓄積：800 萬 m3，平均每公頃 125.6 m3，其中國有林為 148.5 m3/ha，

私有林 117.7 m3/ha。 
3. 59 %之人工林，林齡在 30 年生以下。因此，撫育管理、疏伐、工時分

析、高效率集運機械之採用，以降低作業成本，是當前努力之目標。 
4. 南韓木材之消費 83.8％由國外進口。 

森林所有權屬： 
1. 私有林占 68 %，4,337,880ha (82%林主擁有之林地面積小於 50ha) 。 
2. 國有林占 24 %，1,543,352ha。 
3. 公有林佔 8 %，487,611ha。 

林產物與貿易： 
1. 2012 年，林產物需求量 27,819,900 m3。 
2. 2012 林產物本身供給量 4,506,000 m3，自給率 16.2 %。 

森林生態公共效益(Public benefits of forest)： 
據南韓林業機關公布，2012 年總估計約 908 億美金(1us≒1200 韓元(KRW)) 
≒1,090,070 億 KRW 
森林一年效益約占 9 % GDP 
碳吸存，氧氣生產量及空氣淨化，每年之效益 220,630 億 KRW，佔森林生

態公共效益之 20 % 
集水區保育效益有 202,10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19 % 
森林地景效益有 151,71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14 % 
森林遊樂效益有 146,07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13 % 
土壤沖蝕防止效益有 143,36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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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保護效益有 66,93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6 % 
水源淨化效益有 65,47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6 % 
生物多樣性保育效益有 52,75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5 % 
野生動物保育效益有 24,240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2 % 
森林療法(Forest therapy) 效益有 16,820 KRW，佔森林生態公共效益之 2 % 

韓國政府林業組織 Korea forest service(KFS)： 
任務： 
1. 促進、保護與永續利用森林資源 
2. 提升森林公共利益 
3. 保育國家林地 
組成： 
由 5 個部門組成 25 個單位及 5 個地區管理處及 27 個工作站組成。 
林業部： 
1. 林業計畫與合作局(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Bureau) 
2. 國際事務局(International affairs Bureau) 
3. 森林資源局(Forest resources Bureau) 
4. 森林利用局(Forest utilization Bureau) 
5. 森林保護局(Forest protection Bureau) 

    其 5 個部門，共 25 個所屬單位及 5 個地區管理處及 27 個工作站組成 
韓國森林研究機構(Korea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KFRI)： 

屬於政府部門之組織 
任務： 
1. 聚焦於森林永續經營知識與技術之促進與發展 
2. 強化韓國林業科學之競爭力，經林業技術之發展與擴大應用，改善生活

品質與創造財富 
組織： 
1. 森林政策與經濟部門 
2. 森林保護部門 
3. 森林遺傳資源部門 
4. 林產物部門 
5. 林業作業研究中心 
6. 南方森林研究中心 
7. 暖溫帶森林研究中心 

野外參訪 
野外參訪韓國人工林經營、休養林、民俗文物村、都市林管理及植栽綠化狀

況。 
 

IV、 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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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材自給率之提升 
南韓土地面積 99,660 km2，林地面積占 64 %，約有 63,782 km2，私有林占

68 %，國有林占 25 %，公有林 8 %，木材自給率 16.2 %，此情況和台灣相較，

台灣土地面積約為南韓的 1/3，但森林林地面積占 59 %，國有林占 70 %以上，

私有林約 20 %，公有林 10%，而木材自給率 1 %不到，由此可知，台灣對森

林林產品之生產供給尚存許多努力空間。 
2. 人工林之經營 

南韓之針葉樹人工林，主要為紅松(Red Pine)，Pinus densiflora 佔 56 %，其次

為日本落羽松 Japanese lanch(Larix kaempferi)佔 16 %。其人工林之經營初期

栽植距離為 2×1.5m2，亦即每公頃 3,300 株，因此林齡 15-20 年生左右即進行

修枝撫育工作，其對林木質與量的提升甚為重視，但亦碰到工資成本高漲及

環境之問題，因此本次研討會，亦有數篇文章探討友善環境之集運作業及成

本工時分析。期待降低生產成本，又能對環境之衝擊降低之集運研究，此方

面有待我們借鏡學習，有關各種人工林之經營撫育、生長收穫發表之報告最

多，超過 10 篇以上。 
3. 生態服務功能計量 

南韓定量估算其森林生態公眾效益價值達 1,090,070 億韓元，約等於 908 億美

金，並分別以水源涵養、空氣品質改善、沖蝕控制、森林遊樂、水質改善、

塴塌防止及野生動物保護，分別計畫並估算其效益然後宣傳教育社會大眾，

喚起國人對森林之重視，因而充裕資源管理及相關研究經費，而台灣在森林

生態服務功能之定量評價之重要性，雖已獲得共識，但其評估計量方式仍有

許多學習空間。南韓以森林生態服務功能計量之方式，喚起國人重視森林及

保護森林，爭取經費之方式，值得我們借鏡。 
4. 都市林之管理 

參觀南韓首爾都市林、行道樹之管理維護及前總統李明博清溪整治，由汙水

排水溝變成大眾市民喜愛駐足、休憩及可讓市民親水、近水、親身體驗之多

樣性生態景觀，讓人覺得南韓處處之努力及用心，對於老樹、珍貴樹木、景

觀行道樹之維護管理值得本所樹醫中心及縣市綠化部門學習。 
5. 休養林之開發 

森林具有多功能目的，其能發揮國土保安、水源涵養、淨化空氣、環境生態

多樣性、經濟性木材使用及許多森林特產物之保健、經濟價值等各種效能。

其中有關森林休養林之開發應用，在南韓蓬勃發展，尤其針對日益老化之社

會中老齡層提供森林特殊方便及友善之環境，如芬多精、陰離子、新鮮空氣

等紓解身心及身心靈醫療治療效果及無障礙空間，在此次研討會亦有超過 5
篇報告之發表。因此，台灣林業單位應可加強森林療癒之開發應用及研究。 

6. 木材利用 
此次參訪首爾附近之大關嶺休養林及民俗文物村，發現其對木材之利用，開

發的淋漓盡致，尤其對於小徑材、小工藝品及木碳之開發應用，處處可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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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之場所，其小工藝品之設計，千奇百怪，值得我們開發平地造林木之中小

徑木及林地疏伐木利用之參考。 
 
 
 

V、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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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入口之告示牌 

 
職與同仁發表的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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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經營組鍾智昕、職和宜蘭大學林世宗合作發表之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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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場 

 
參訪大關嶺休養林之經營措施 



 12

 
不同樹種之木炭分析展示 
 

 
木材工藝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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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南韓民俗村

 
南韓民俗村小工藝品展示及販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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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民俗村木藝品展示及販售情形 

 
南韓民俗村木材工藝品展示及販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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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工林 

 
韓國紅松人工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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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松人工林經營作業解說 
 

 
紅松人工林不同經營狀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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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松解說牌 
 

 
紅松人工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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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松人工林之疏伐 

 
紅松之針濶葉混合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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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針葉混合林 

 
針濶葉人工混合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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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首爾清溪整治，將溪水排水溝，進行廢水處理、淨化，並將沿溪兩側生態美

化，創造人們親水近水、休憩，人們喜愛之場所（一） 

  
南韓首爾清溪整治，將溪水排水溝，進行廢水處理、淨化，並將沿溪兩側生態美

化，創造人們親水近水、休憩，人們喜愛之場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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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治後清溪舉辦活動 

 
都市林老樹之外科手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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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林老樹之外科手術（二）

 
都市林不同支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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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林林木美化支撐維謢

 
貴重樹之支架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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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道樹之基盤保護（一） 

 
行道樹之基盤保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