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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強化兩岸林業相關議題之交流而舉辦之「兩岸林業基層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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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7)年循例由陸方於浙江省舉辦「2018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論壇主題為森林經營與保護，子議題為人工林經營技術，森林康養(森林

療育)，兩岸共計 12位學者發表專題報告，雙方交流融洽。另本次參訪地點主要以森林康養為

主，包括廿八都、江郎山、三衢石林、根博園、莫干山及溪湖、西溪溼地等，各地區分別具有

不同之森林景觀體驗，除可了解各地區內之整體規劃設計理念供我國做為參考借鏡外，導覽過

程中亦可充分體會其發展沿革、人文歷史、文化內涵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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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於 2016 開始創辦，擔任兩岸技術業務交流之溝通友誼平台角色，

並秉持著「林業動力在創新、創新源頭在基層」之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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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辦理。本(2018)年則由中國林學會規劃於浙江省辦理「2018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期能激發兩岸林業互動及行政與學術之創造力，以提升本國產、官、學、

研競爭力及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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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職稱 工作單位 參與交流職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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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 

2 李隆恩 男 
技士 

會員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3 鄧安岑 男 
約僱護管員 

會員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4 楊叔錠 女 
課長 

會員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5 張雯婷 女 
技正 

會員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6 陳鳳珠 女 
技正 

會員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7 莊議 男 
技術士 

會員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中華林學會 
團員 

8 胡元瑋 男 
助理研究員 

會員 

林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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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陸方出席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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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称/职务 

1 陳幸良 男 中國林學會 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2 李冬生 男 中國林學會 副秘書長 

3 吳鴻 男 浙江省林學會 理事長 

4 官秀玲 女 中國林學會 理事、處長 

5 高智慧  浙江省花卉協會 秘書長 

6 徐翠霞 女 浙江省林學會 專職副秘書長 

7 張駿 男 浙江省林學會 副秘書長 

8 何禎 男 浙江省林學會 監事會委員 

9 王智宏 男 浙江省林學會 秘書 

10 劉秀婷 女 中國林學會 碩士 

11 刑方如 女 中國林學會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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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兩岸林業基層交流參訪行程表 

時間 行程 主要內容 

10 月 22 日 
乘坐 CA150 航班，12：30-14：20，桃園國際機場-

杭州萧山國際機場接機入住酒店，晚餐 

10 月 23 日 全天，學術會議 

10 月 24 日 

8：30-12：00 
國家生態文明教育基地（廿

八都古镇） 
生態文化 

12：00-13：00 酒店 午餐 

13：00-17：00 江郎山 
森林資源保護與森林

康養產業的利用 

17：00-17：30 乘坐車輛，返回酒店  

18：00- 酒店 晚餐、休息 

10月25-26

日 

8：30-9:00 乘坐車輛   

9：00-11：30 調研三衢石林、不老泉 生態文化、森林康養 

12：00-13：00 乘車 中餐 

13：00-14：00 入住酒店 午休 

14：00-14：30 乘車到根雕園 生態文化 

14：30-17:30 調研根雕園 生態文化 

17:40-19：00 晚餐 晚餐 

19:00-20:00 入住酒店 休息 

8:30-12：30 乘車 生態文化 

12：30-14：30 中餐 午餐、午休 

14：30-17：30 調研莫干山 生態文化 

18：00- 入住酒店 晚餐、休息 

10 月 27 日 

8：30-9：30 乘坐車輛   

9：30-12：00 調研西湖、西溪濕地 生態文化 

12：00-13:00 午餐 午餐 

13:00-17:00 自由安排 休息 

18：00- 酒店 晚餐、休息 

10 月 28 日 杭州蕭山機場乘坐 CA149 航班，09:30-11:20 返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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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兩岸林業基層交流研討會議程 

201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 内容 報告人 主持人 

開幕式 

08：30-09：00 致歡迎詞 

浙江省林學會理事長吳鴻致詞  5 分鐘 

中國林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幸良致詞  10 分鐘 

中華林學會副秘書長張華洲致詞  10 分鐘 

浙江省最美银杏村落授牌  5 分鐘 

赠送纪念品併合影        5 分鐘 

中國林學會 

副秘書長 

李冬生 

議題一：森林康養 

09:00-09:30 大陸森林療養的發展現狀與趨勢 
中國林學會森林療養分

會理事長 劉立軍 
中國林學會 

處長 

官秀玲 

  09:30-10:00 
淺談森林療育的初步規劃—以內洞國家森

林遊樂區為例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技正陳鳳珠 

10:00-10:30 林業發展新方向-森林康養在浙江的發展 
浙江省林學會理事長 

吳鴻 

 10：30-10:40 茶歇 

10:45-11:15 湖南森林康養發展的探索和展望 
湖南省林學會原副理事

長 柏方敏 

中興大學 

副研究員 

簡世昌 

11:15-11:45 森林療癒、快意森活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技術士莊議 

11:45-12:15 温州市森林康養產業發展情况匯報 
浙江省温州市林學會理

事長 李克恩 

12:15-12:45 雁蕩山林場森林旅遊與康養產業發展 
樂清市雁蕩山雁蕩山林

場場長 廖亮 

12:45-14:00 午餐與午休 

14:00-14:30 森林康養議題討論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技正陳鳳珠 

議題二：人工林經營技術 

14:30-15：00 大陸人工林概况 
中國林學會櫟類分會名

譽理事長 王祝雄 
浙江省花卉協會 

秘書長 

高智慧 

15:00-15:30 南投林區管理處造林作業概述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課長楊叔錠 

15:30-16:00 浙江人工林經營發展現狀及策略研究 
浙江省林學會副理事長 

江波 

16:00-16:15 茶歇 

16:15-16:45 木蘭人工林經營案例 
河北木蘭林管局科長 正

高级工程師 周慶營 
林業試驗所 

助理研究员 

胡元瑋 16:45-17:15 
利用競爭指數配合中層疏伐理論建構未來

木選木模式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技士李隆恩 

17:15-17:45 討論 中國林學會櫟類分會名譽理事長 王祝雄 

 17：45-19: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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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討會實紀 

本次「2018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以森林經營與保護為主題，子議題為「人工林經營技術

及森林認證實務交流」及「森林康養(療育)」。進行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議程首先由中國林

學會李冬生副秘書長主持，中國林學會陳幸良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及臺灣中華林學會張華洲副秘

書長致辭，並進行浙江省最美銀杏村落受牌領獎。 

緊接著由中國林學會官處長秀玲及台灣中興大學簡副研究員世昌共同主持「議題一、森

林康養」部分，內容包括中國林學會森林療養分會劉理事長立軍報告「大陸森林療養的發展現

狀與趨勢」、臺灣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陳技正鳳珠報告「淺談森林療育德初步規劃-以內洞國

家森林遊樂區為例」、浙江省林學會吳理事長鴻報告「林業發展新方向-森林康養在浙江的發展」、

河南省林學會柏原副理事長方敏報告「湖南森林康養發展的探索和展望」、臺灣林務局東勢林

區管理處莊技術士議報告「森林療癒、快意森活」、浙江省溫州市林學會李理事長克恩報告「溫

州市森林康養產業發展情況匯報」、以及樂清市雁蕩山雁蕩山林場廖廠長亮報告「雁蕩山林場

森林旅遊與康養產業發展」。 

「議題二、人工林經營技術」部分則由浙江省花卉協會高秘書長智慧及台灣林業試驗所

胡助理研究員元瑋共同主持，分享內容有中國林學會櫟類分會王名譽理事長祝雄報告「大陸人

工林概況」、台灣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楊課長叔錠報告「南投林區管理處造林作業概述」、浙

江省林學會江副理事長波報告「浙江人工林經營發展現狀及策略研究」、河北木蘭林管局周科

長慶營報告「木蘭人工林經營案例」、以及臺灣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李技士隆恩報告「利用

競爭指數配合中層疏伐理論建構未來木選木模式」。 

議題一最後的綜合討論由臺灣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陳技正鳳珠主持，與會學者專家們

針對台灣及大陸地區較受歡迎之森林康養體驗項目、大陸地區康養基地營運現況、台灣目前於

森林遊樂區內之森林康養設施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議題二之綜合討論則由中國林學會櫟類分

會王名譽理事長祝雄主持，與會學者專家們對於高山造林之需求、林木採伐技術、大陸地區目

前疏伐木種類、木蘭區踩灌作業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9 

肆、參訪重點紀要 

一、參訪地點簡介 

(一) 國家生態文明教育基地（廿八都古镇） 

廿八都古鎮古稱「道成」，地處浙、閩、贛三省交界，宋朝時在鄉以下設都，江山設都四

十四，道成地屬二十八都，此後就一直沿襲這個名稱，素有「楓溪鎖鑰」之稱，專家譽此為「文

化飛地」，學者稱其為「一個遺落在大山裡的夢」。廿八都於 2007年被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2008 年被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山歌)之鄉； 2017年新晉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廿八都古鎮與江南其他水鄉古鎮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甚至帶有幾分神秘。1100多年前

黃巢起義，在浙、閩之間的崇山峻嶺中開闢了一條仙霞古道，從此四周關隘拱立、大山重圍的

廿八都成了歷代屯兵扎營之所，兵家必爭之地。最初主要是軍事功能的千年古道到了清代逐漸

成為商旅要道，溯錢塘江而上的船只裝載著未自江、浙的布匹、日用百貨到江山的清湖碼頭靠

岸，然後轉陸路，由挑夫肩頭的扁但擔挑往閩、贛。從閩、贛來的土特產也要到清湖裝船運往

金衢沪杭各地。廿八都作為過往貨物中轉的第一站，一個必經的交通樞鈕，迅速成為三省邊境

最繁華的商埠。鼎盛時期，商行店鋪、飯館客棧布滿了整條鵝卵石鋪就的大街，日行肩夫，夜

歇客商，每天南來北往，熙熙攘攘，富足熱鬧了數百年之久。 

 

(二)江郎山 

江郎山古稱：玉郎山、金純山，俗稱三爿石，在世界遺產的大家族中,自然遺產比文化遺

產更顯得珍貴.全球現有 800多個世界遺產，僅有 100多個自然遺產,而江郎山佔有一席，2010

年 8月作為「中國丹霞」的系列提名地之一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為浙江省第一個世界自然

遺產。中國有 790個丹霞地貌景區,江郎山脫穎而出,成為中國丹霞申報世界遺產提名地之一，

丹霞地貌在美國西部、中歐、澳大利亞也有分佈,國際地學界稱其為紅層.丹霞地貌是中國人提

出來的,丹霞一詞最早見於曹丕的芙蓉池作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今人形容丹霞地貌常常

說“色若渥丹，燦若明霞”。 

江郎山景區為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和國家級 5A級景區，由三爿石、十八曲、塔山、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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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峰、須女湖(青龍湖)和仙居寺等部分組成，面積 11.86平方公里，景源類型以自然景觀為主，

同時也有豐富的人文景觀。山形主體為三個高聳入雲的巨石，傳說是古時候三個姓江的兄弟登

上山頂變成為三大巨石而形成，所以又叫江郎山。三巨石拔地沖天而起，高 360餘米。形似石

筍天柱，形狀像刀砍斧劈，自北向南呈「川」字形排列，依次為:郎峰、亞峰、靈峰，人們叫

三爿石。江郎山郎峰，高 816.8 米，被中外遊客稱為「神州丹霞第一峰」。郎峰峭壁上有明代

理學家湛若水摩崖題刻「壁立萬仞」四字。 

江郎山不僅聚岩、洞、雲、瀑於一山，集奇、險、陡、峻於三石，雄偉奇特，蔚為壯觀，

且群山蒼莽，林木疊翠，窟隱龍潭，泉流虎跑，風光旖旎。每當雲霧瀰漫，烟嵐迷亂，霞光陆

離，常凝天、山於一色，融雲峰於一體。難怪唐詩人白居易贊曰:「安得此身生羽翼，與君來

往醉烟霞」。大地理學家徐霞客三次游江山時都寫到江郎山。他把江郎山與雁蕩山、黃山和鼎

湖峰進行比較，極力地讚嘆江郎山「奇」、「險」、「神」。江郎山的風景迷倒了許許多多的中外

遊客。 

江郎山素有「雄奇冠天下，秀麗甲東南」之譽，擁有中國丹霞第一奇峰、全國一線天之

最、天然造化的偉人峰，驚險陡峻的郎峰天游和千年古剎開明禪寺，千年學府江郎書院，全國

最大的毛澤東手書體「江山如此多嬌」摩崖題刻等自然景況觀與人文古蹟相輝映的景點景觀。 

 

(三)三衢石林 

三衢翡翠石林風景旅游區位於「中國胡柚之鄉」，總面積 27.58平方公里。其地質剖面界

定為 4.5億年前奧陶系地質年代，被國際地科聯公認為全球界線型剖面，俗稱「金釘子剖面」。

景區內喀斯特地貌發育完全，堪稱「江南一絕」。另據韶山毛氏宗譜記載，毛澤東祖先曾「世

居三衢」，毛澤東三次經過衢州問及三衢山之來歷。三衢山南坡有一石室，是北宋名臣趙抃讀

書處，取名「趙公岩」或「清獻書岩」。 

 

(四)根博園 

開化根博園位於錢塘江源頭，占地 360 餘畝，景區入口扭曲高聳的“福門”展示著它獨特

的身姿，不過和這座園子的主角們不同，這是一座用銅澆注成的根雕模型。景區以盆景、奇石、

根藝、園林古建構成恬靜自如、天人合一的畫卷，匯聚各類植物、名貴樹種 160多種，亦有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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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鷹、山雀鷹、長尾藍雀、紅嘴相思鳥、白頭翁、畫眉等 36種鳥類常年在此棲息。陳列盆景

奇石作品 4,000餘件，佛儒道、民間神話傳奇、歷史風雲等系列大型根藝作品 2,000餘件，最

大的有 40餘噸!巨型根雕五佰羅漢更是世界之最、華夏一絕。 

枯樹名木園裏珍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樹根，有的樹根已經在地下埋了萬年，完全被炭化

了，然而樹根形態和的紋理卻清晰可見。此外，還展示根藝文獻資料，根藝大師代表作，工藝

流程和醉根文化等，是一部根藝美術的四庫全書，堪稱世界根雕藝術之都！這裡的美，美在親

近和諧、回歸自然，奇在文化與生態的珠聯璧合，它的建成書寫了世界園林的奇蹟!具有「天

下第一奇園」的美譽。 

 

(五)德清莫干山 

莫干山(國家 AAAA級旅遊景區、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為天目山之餘脈，，

美麗富饒的滬、寧、杭金三角的中心。莫干山是中國四大避暑勝地之一。眾多的歷史名人，既

為莫干山贏得了巨大的名人效應，更為莫干山留下了難以計數的詩文、石刻、事蹟以及二百多

幢式樣各異、形狀美觀的名人別墅。因春秋末年，吳王蓋闔閭派干將、莫邪在此鑄成舉世無雙

的雌雄雙劍而得名，是中國著名的休閒旅遊及避暑勝地。 

莫干山山巒連綿起伏，風景秀麗多姿，景區面積達 43平方公里，它雖不及泰岱之雄偉、

華山之險峻，卻以綠蔭如海的修竹、清澈不竭的山泉、星羅棋布的別墅、四季各異的迷人風光

稱秀於江南，享有「江南第一山」之美譽。 

 

(六)西湖、西溪溼地 

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部，是中國主要的觀賞性淡水湖泊，也是中國首批國家重點風

景名勝區。西湖三面環山，面積約 6.39平方千米，東西寬約 2.8千米，南北長約 3.2千米，繞

湖一周近 15千米。湖中被孤山、白堤、蘇堤、楊公堤分隔，按面積大小分別為外西湖、西里

湖、北里湖、小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面，蘇堤、白堤越過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個

人工小島鼎立於外西湖湖心，夕照山的雷峰塔與寶石山的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

二塔、三島、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於 2011年 6月 24日，杭州西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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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濕地是指介於陸地和水域之間的過渡生態系統，西溪國家濕地公園距離杭州西湖

五公里，在杭州天目山路延伸段，是罕見的城中次生溼地。曾與西湖、西泠併稱杭州「三西」，

是目前國內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於一體的國家濕地公園，具有

「杭州之腎」和「副西湖」美譽。2005年正式被中國國家林業局批准為第一個國家濕地公園，

並劃分成東、西兩區進行工程建設與保護。公園佔地面積約10.08平方公里，東區開放的區域

約3.46平方公里，環園遊步道長約8公里，步行一圈需3.5個小時以上。園區約70%的面積為河

港、池塘、湖漾、沼澤，正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烟」，整個園區六條河流縱橫交匯，水道如巷、

河汊如網、魚塘櫛比如鱗、諸島棋布，形成了西溪獨特的濕地景緻。 

 

 

二、參訪心得重點 

(一)研討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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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了陸方在人工林經營方面的歷程、現況遭遇問題及未來策略，與台灣的林業發展相

似處為：重視優良種源苗木的培育；早期造林採單一、速生樹種。樹種以杉木、柳杉、松類、

柏木類、樟為主。近年採生態造林，多樣性樹種混植，並以高經濟價值樹種逐漸汰換杉木、柳

杉林；林木生產由早期皆伐中、小徑木，改以養成大徑木目標樹(未來木)為目標。另就其人工

林經營相關簡報內容，歸納下列幾點供為台灣林業未來政策訂定之參考： 

1、人工林伐採的年齡定得太短，過早伐採多得中小徑木:台灣在租地樹種伐期齡的訂定

都太短，雖為承租人能有短期收益著想，但無法獲得林木最大收益，不但不符合經濟效益更是

浪費林地、林木資源。當然，要讓承租人能經營下去才是最大的因子，所以搭配林下經濟，是

可行的方法。而在國有林方面，目前還在解決國產材生產的議題上，以直接可伐採的柳杉、杉

木及台灣杉等為主要作業項目，仍無通盤的樹種規劃。即使是上揭三個樹種，仍可依不同立地

等級採近自然育林方式保留目標樹的方式經營。不過台灣目前還未有立地等級調查資料。 

2、為人工林訂定林分質量評價標準，依林分的健康、林木蓄積量等為因子，以評斷經營

期間是否繼續培育還是需要進行其他經營作業:對於人工純林經營技術包括均質經營(留優去

劣)、目標樹經營(目標是培育大蓄積量、大徑級木材、並且是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强大的高

價值林分)、轉化經營(將不成功的人工林逐漸轉變適當的樹種)、混交林經營技術(保持生物多

樣性的生態結構)、流域經營技術、編制收獲量表(為森林經營提供量化工具)。 

3、另有關轉化經營模式，可應用在林木經營區內的次生林，或不成功的造林地。將已形

成雜木林的林分進行樹種調查，可保留具價值的樹種或大徑木，以疏伐或小面積皆伐後於孔隙

地進行補植，以近自然育林方式慢慢轉化為優質林分。但以現今社會氛圍，誰也不敢打次生林

的主意。台灣林業已保守停頓了很多年，又常受短期政策影響，往往無法落實造林規劃，導致

技術無法傳承、精進。 

 

(二)參訪心得 

本次「2018兩岸林業基層交流」參訪地點如前述，包含廿八都古鎮、江郎山、三衢石林、

根博園、德清莫干山及溪湖、西溪溼地，各參訪地點心得重點說明如下: 

「廿八都」為中國歷史文化古鎮，更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古鎮內仍有許多古宅大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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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完整，透過導覽解說人員的介紹，不僅可知古鎮之發展沿革，人文歷史等，更可知古鎮內仍

有許多原住民仍居住其中，導覽過程感覺自身彷彿置身於鼎盛時期之古鎮，充分體會其意境，

可說是集聚「有旅遊吸引力」、「一定歷史時期累積之歷史性」、「含文化性內涵」及「一定的實

務(如文物古蹟)和精神(如民俗風情)」於一身的人文景觀體驗。 

「江郎山」為浙江省第一個世界自然遺產，獨特的丹霞地貌景區，三爿的丹霞孤峰聳立

於山地之巔，高大雄偉的直立紅層孤峰(石牆或石柱)和刀劈狀地深巷谷，不愧擁有「神州丹霞

第一峰」之稱。而一線天則是亞峰和靈峰之間的深窄陡直峽谷，兩壁平行，被評定為「中國一

線天之最」，不得不讓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與奧祕。 

「三衢石林」登山步道沿線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包括 46 座石峰和 11 個溶蝕漥地組成的

峰叢-漥地地形以及大量的溶痕，溶溝、石牙、石柱、落水洞、小溶洞等微型和小型岩溶型態，

保存了上新世溫暖氣候期形成的峰叢-漥地地形和第四紀寒冷氣候形成的各種小型溶蝕景觀。

此外，園區內盤竣的奇岩怪石亦開放遊客依其想像命名，不僅讓遊客於視覺上獲得極大滿足，

亦使自身充分融入其中。園區另有提供高空滑索、高空索橋、玻璃景觀台及下山滑道等設施供

遊客體驗，提供遊客於滑索凌空飛渡山谷之新奇感受，有如卓立雲端、衣袖飄飄的天仙一般，

緊張又刺激，體驗讓腎上腺素飆高的刺激感及釋放激情的情緒感受。 

進入「根博園」看見許多已於地下埋了萬年的樹根為材料，進行根雕創作的各式作品，

各個唯妙唯肖，展現出地下根系延展的生命力，亦不難想像光是尋找這些材源的工程是如何浩

大，以及國家投入鉅資於修復及保護工作，讓更多人能夠一睹這些巨作的風采。沿著往山坡上

之參觀路線，進入盆景園明顯可感受其古樸典雅氛圍，彷彿進入蘇州園林。 

「莫干山」綠蔭如海的修竹、山巒連綿起伏，美不勝收，不愧擁有江南第一山之美譽。

全山綠化覆蓋率高達 92%，漫步於竹林或林下，明顯令人覺得神清氣爽，宛如身處世外桃源，

讓身、心、靈都能得以放鬆，是一種獨特的森林療育體驗。另外，遍佈於每個山頭的別墅，掩

映於茂林竹海之中，巧妙地將自然的美與建築物的美做結合，這種無敵美景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的感受，在在衝擊了視覺感官，極具體驗價值。 

「西溪濕地」為罕見的城市中的次生溼地，不僅具備了環境調節功能，同時亦擔任提供

休閒遊憩功能的角色，讓民眾可免於舟車勞頓之苦，前往偏遠山區才能感受休憩之體驗。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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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因與繁榮城市工商地毗鄰，對於生態環境之衝擊亦不容小覷，爰濕地之管理上藉由土地

分區類別之劃設，搭配時節開放時間之不同，使其生態環境得以休養生息，不致受人為過度干

擾影壤，充分發揮生態環境調節之功能。「濕地」之管理不僅於生態環境進行管理，亦搭配結

合人文活動(如划龍舟競賽、賞梅品茶等)，讓自然、生態、人文、歷史得密切結合，讓民眾可

體驗亦動亦靜之雙重遊憩感受，誰說於紛擾的城市中無法享受自然生態環境之美呢? 

伍、結論與建議 

一、河北木蘭林區總面積約 10,589 公頃，人工林面積約 4,329 公頃，面積不大，較諸林務局各

工作站轄區尚屬小面積。但能自行編製各樹種收獲量表，可見其專業性。如果林務局能放

寬並鼓勵各林區對自轄內林地經營自主權，或許能有更好的成果產出。 

二、藉由論壇研討議題之交流及實地參訪之行(本次僅就森林康養議題部分)，不僅可了解兩岸

林業之發展現況實務操作情形，對於林業學術發展、政策規劃、技術之提升等級具參考價

值。 

三、森林療育場域之參訪，不論是廿八都、江郎山、根博園、三衢石林等，各區內解說標示牌

或垃圾箱之設計，不難發現均與均依周遭環境做整體規劃設計，或以當地地標物為設計主

體，呈現之效果不僅無違和感，對於當地之地標物亦具有加強宣傳之效。 

四、於人工林經營方面，兩岸均因過去之禁伐規定，或者造林樹種選擇不當等因，致影響木材

處分收穫仍需仰賴進口供給、林地易受病蟲害威脅等，未來如何藉由撫育工作之經營管理

以確保森林永續性，為兩岸共同面臨之問題。 

五、本次實地參訪陸方僅安排的名勝古蹟、森林康養場域進行觀察，惟就人工林經營部分並未

納入參訪行程，實屬可惜，光從書面簡報多僅為理論性論述，建議應就研討會議題適度搭

配參訪行程，以期能真正達到交流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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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2018兩岸林業基層交流研討會報告摘要/簡報 

 

大陸森林療養的發展現狀與趨勢 

中國林學會森林療養分會 

劉立軍 理事長 

各國森林療養的稱謂各有不同，分有自然療法、森林療法、森林浴、森林治癒、森林療

育等多種稱謂。在中國林學會森林療養分會則稱之為「森林療養」，而部分省分則稱之為「森

林康養」。 

森林療養就是利用特定(經過醫學證實)的森林環境開展醫療性質的防病治病、增進健康的

行為模式，並不同於「森林旅遊」或「森林康養」。森林療養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其

首要作用、目的和意義是對疾病的預防，而不是治療和康復；其終極目標就是要讓全國的老百

姓都能夠得到森林療養的恩惠，而且由政府買單。 

就大陸地區森林療養的發展歷程而言，於2015年10月14日以前屬於理念和模式的引進、

消化、吸收、嚐試階段；2015 年 10 月 14 日以後則以全國森林療養國標理念普及及推廣會的

召開為標誌，普及推廣，試驗示範、提升發展階段。目前大陸地區北京、湖南、四川、浙江、

山西等主要省分森林療養的發展現狀雖各有不同，其未來發展趨勢包括:制定標準及引領方向、

腳踏實地與專心致志、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組建專家隊伍、開展合作及互利共贏。也期許能克

服現今存在之供給側和需求側不對襯、醫和林作用不對襯、基地建設和森林療養內容不對襯、

研究成果尚不能滿足森林療養服務、以及林種劃分中沒有自然休養林、開展森林空間利用與現

有森林經營管理制度相牴觸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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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森林療育的初步規劃以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例-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技正陳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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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發展新方向-森林康養在浙江的發展 

浙江省林學會 

吳鴻 理事長 

浙江省森林康養的發展主要進成為政策文件制定、會議活動舉辦、科學與跨單位合作進

展、以及平台之建立等模式。浙江森林康養案例中，就杭州地區論之，於 2010年率先開展城

市森林保健研究項目，2013 年率先發布森林保健杭州指數，2018年則開展了中國首例森林療

養基地醫學實證研究；就溫州地區論之，因立足溫州”山、海、城”的自然格局，已通過”康復

醫院”進森林和森林康養納入工會療養範疇，並開發”溫州古道”APP 等創新舉措，且已對首批

12 家森林康養基地完成評估驗收，如境內之雁蕩山國家森林公園、永嘉書院均列入全國森林

康養試點基地。 

其他城市如衢州黃坛口為森林康養旅遊風情小鎮；麗水在白雲生態林場、遂昌白馬山森

林公園、景寧草魚塘森林公園開展建立森林康養基地，開展人體醫學實證；湖州安吉縣則榮獲”

全國森林康養示範區、基地試點建設縣”稱號等。未來浙江地區森林療養將朝開展康養資源普

查、編制全省發展規則、開展示範基地建設、以及開展森林療養專項研究等四大面向為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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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森林康養發展的探索和展望 

湖南省林學會 

柏方敏原副理事長 

湖南省地處中亞熱帶，全省林地面積 1,300.68萬公頃，森林蓄積量 54,827.72萬立方米，

森林覆蓋率 59.68%。由於森林景觀優美，溫度及濕度適宜，生態環境良好，適宜於發展森林

康養。 

湖南發展森林康養主要係基於污染對人類健康產生的影響、森林環境對人類健康的促進

作用、森林景觀生態環境保護和人民健康等因而來，其六項重點工作分別為:(一)建立一個康養

中心:率先在省林科院試驗林場建立大陸首個由政府、企業和醫療機構合作的森林康養基地-湖

南林業森林康養中心；(二)編制一個發展規劃:2016 年 11 月 15 日順利由專家評審通過「湖南

省森林康養發展規劃(2016-2025)」；(三)下發了一個省級通知:2016年 12月 15日湖南省人民政

府辦公廳下發了大陸首個以省政府名義下發的森林康養文件-關於推進森林康養發展的通知；

(四)註冊了一個康養公司:青羊湖森林康養公司為大陸第一家以森林康養名稱註冊登記成立的

公司，開闢了工商註冊名錄中從無到有的先驅；(五)核准了一個康養協會:為了加強行業管理，

為了更好發揮湖南森林資源優勢、積極、穩妥、科學地推動湖南宜森林康養產業發展，並正確

引導森林康養產業發展，湖南省林業勘察設計院和湖南省青羊湖國有林場等單位發起成立了

「湖南森林康養協會」；(六)基地試點示範建設:啟動了 20個森林康養試點示範基地，目前首批

森林康養試點基地建設面積為 13.5 萬畝，規劃康養步道 146 公里。以青羊湖國有林場為例，

成立於 2011年 12月，全場土地面積 1,129.1公頃，森林覆蓋率 98.7%，為湖南省唯一的省區

國有林場，被評為大陸十佳林場、大陸森林康養基地標準化建設示範單位、大陸森林養生試點

基地、湖南省秀美林場等。 

未來湖南省森林康養發展之展望包括「森林康養對老年人健康的促進」、「森林康養對兒

童和青少年健康的促進」、「森林康養對亞健康人群的促進」、「森林康養隊部健康人群的促進」、

以及「森林康養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促進」。故森林康養具有屬於 21世紀人類先進的醫學理論和

醫療手段新、改變了傳統的醫療理念、以治療型轉為預防型、為其他健康產業不具備的特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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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價值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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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療癒快意森活-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技術士莊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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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市森林康養產業發展情況匯報-浙江省溫州市林學會理事長李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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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蕩山林場森林旅遊與康養產業發展-樂清市雁蕩山堰蕩山林場場長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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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工林概況 

中國林學會櫟類分會 

王祝雄名譽理事長 

人工林即指由植苗(包括植苗、分殖、扦插)、直播(穴播或條播)或飛播方式形成之森林，

其造林方式又可分為人工造林(更新)、飛播造林、封山(沙)育林三種。目前大陸地區人工林面

積為 20,769萬公頃，蓄積量為 151.37億立方米，單位蓄積則為 89.79立方米/公頃。具有較大

人工林面積的省分為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雲南及福建，其面積、蓄積合計佔全國總量之

42%。而人工林主要之優勢樹種前三類為杉木(面積比例佔 19.01%)、楊樹(面積比例佔 18.14%)

及桉樹(面積比例佔 9.47%)。目前人工林資源主要特點為結構單一，樹種組成簡單；森林質量

不高，人工人質量低於天然林；生態穩定性差，主要為同齡化及結構功能單一所造成。而人工

林面臨之變化趨勢則為資源總量持續增長、質量日趨提高，以及資源消耗壓力大。 

目前在人工林培育之政策面上，主要為法律有規定(法定責任)、資金有補貼、改革有要求

(造林護林之責任)及技術有規範四大類，期望藉由前述政策之輔助，能有效提升人工林培育績

效；就經驗面而言，則主要可分為工程造林(帶動、如封山造林 60%/年)、全民參與(齊動、如

義務植樹)、城鄉綠化(聯動)、部門綠化(協動、包括水路、交通、學校綠化等)、以及林業改革

(推動)等。 

未來大陸地區人工林培育工作，仍須面臨待解決課題包括:(一)森林綠化重點轉移及造林

撫育任務繁重之形勢；(二)主要任務之擬定，如加快實施生態保護修復工程、深入推動全民義

務植樹、統籌抓好部門綠化、廣泛開展城鄉綠化、以及強化森林撫育經營等；(三)保障政策之

制定，包括科學規範布局、加大科技支撐、創新體制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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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林區管理處造林作業概述-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課長楊叔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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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工林經營發展現狀及策略研究-浙江省林學會副理事長江波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木蘭人工林經營案例 

河北木蘭林管局 

周慶營科長/正高級工程師 

木蘭林區位處河北省最北部，北臨內蒙，南接京津，是阻擋內蒙渾善達克沙地南侵的重

要生態屏障之一。區內林地面積 144萬畝(其中 65萬畝屬人工林)，森林覆蓋率為 90.5%。 

傳統之人工林經營模式以採伐利用為中心，重點在於“伐”，關注的是採伐收穫了什麼，

體現的是“現得利、當年紅”，為蘇聯法證林經營模式，此種模式產生得結果為森林越砍越少、

質量越來越低、樹木越砍越細、以及樹種越砍越少；相較於德國近自然經營方式，以近自然育

林思想為主導經營森林，把森林培育作為主要目的，重點在於“留”，堅持的是“以留定伐”，

關注的是“留的對、留的好”，體現的是“長期性、大格局”，此種模式產生的結果為森林越採

越多、徑級越來越大、質量越來越好、以及價值越來越大。木蘭林區亦即以“近自然育林理念

為指導，以目標樹為架構的全流域經營模式”的經營思路，模仿自然規律，依託自然條件，借

助自然力量，透過人為干預加速發育進程，培育接近自然又優於自然、功能完備、質量優良、

可持續經營森林的作業體系。 

不同人工林樹種之採伐年齡各有不同，若森林採伐年齡定得太小，較早的主伐易造成較

多中小徑級林。一般林木生長階段又分為更新階段、形干階段(高生長階段)、疏伐階段(展冠增

徑階段)、以及收穫階段，於生長過程中其目標樹之擇定尤為重要。目標樹係指長期保留、重

點撫育、完成天然更新並達到目標直徑後才採伐利用的樹木，選擇時間通常於形干階段完成後，

一般樹高達到終高的一半左右時或胸徑達到目標胸徑的 1/5~1/3時。疏伐階段則是將干擾樹伐

除，目的為目標樹解放空間、促進目標樹生長。 

木蘭林區之人工林造林重點為第一、增加森林面積、提高森林質量、增加蓄積儲備，從

2101~2017年累計荒山造林 15.7萬畝，並全面取消皆伐作業，全面推廣目標樹經營，以培育優

質大徑材；第二、生物多樣性更加豐富，現有混交林面積為 64萬畝，撫育後人工純林的多樹

種混交趨勢明顯，林下植被及土壤結構都獲改善，森林更加健康穩定，生態功能發揮更充分。

第三、流域打造穩步推進，目前已打造完成 3,000畝以上的精品流域 30個，覆蓋面積 42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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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內林分結構穩定、物種豐富、林相優美；第四、增加珍稀樹種比例，主要樹種由 5種增加

到 13種，珍稀樹種面積有 32萬畝，樹種有紅松、核桃楸、黃菠蘿、水曲柳、蒙古櫟、五角楓、

蒙椴、山黃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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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競爭指數配合中層疏伐理論建構未來木選木模式-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技士李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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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照片 

  

研討會前拜會中國林學會副秘書長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研討會簽到情形 

  

研討會互贈紀念品合影 浙江省最美銀杏村授牌照片 

  

森林康養議題綜合討論 人工林經營技術議題綜合討論 

  
兩岸林業基層交流研討會會場 台灣代表與中國林學會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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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照片 

  

廿八都古鎮街景 廿八都古鎮街景 

  

廿八都解說導覽情形 廿八都解說導覽情形 

  

廿八都垃圾箱結合綠美化裝置 廿八都各建物解說牌面外觀 

  

廿八都語音介紹標示牌 台灣代表於廿八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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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郎山旅客服務中心 接駁車搭乘情形 

  

江郎山解說牌外觀設計 江郎山解說導覽情形 

  

江郎山垃圾箱外觀設計 江郎山步道排水設計 

  
江郎山美景 台灣代表於江郎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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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衢石林入口處 園區內解說牌及奇石 

  

三衢石林解說導覽情形 三衢石林解說導覽情形 

  

三衢石林高空索橋 三衢石林高空滑索體驗 

  

三衢石林下山滑道 台灣代表於三衢石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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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博園入口處 根博園區 

  

根博園解說導覽情形 根雕展品參觀 

  

根博園解說導覽情形 園區內垃圾箱設計外觀 

  

根博園解說標示牌 根博園盆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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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導覽標示牌 莫干山竹林間步道體驗 

  

莫干山解說導覽情形 莫干山解說導覽情形 

  

竹生長年份標示情形 莫干山別墅群之一 

  

於莫干山遠眺山景 台灣與陸方代表於莫干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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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溼地入口處 西溪溼地導覽船 

  

西溪溼地一景 西湖一景 

  

西溪溼地一景 西湖一景 

  

台灣代表於西溪溼地合影 台灣代表於西湖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