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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日本國勢調查，女性林業從業人口不僅在近 10 年呈現微幅增加，且其

在林業現場上的活躍表現也屢見不鮮。此外，女性在時代演進中，也逐漸從附屬

的角色轉而成為自主性的獨立團體，這些團體以女性觀點出發，進行各種林業推

廣與林業經營的改善，讓更多女性認識及參與林業。不管是林業現場的女性從業

人員或是致力於推廣林業的女性團體，透過多元化經營林業，從林業中被環境感

動並與社區建立緊密生活連結，讓面臨人口老化與外流危機的農山村區域有了活

化與創生的可能。本次行程拜訪 4 位女性林業從業人員，包括京都的內海美沙小

姐、高知的井上有加小姐與濱崎康子小姐、和歌山的中島彩小姐；2 位女性林業

研究者，京都女子大學的中道仁美老師與高知大學佐藤洋子老師；2 個非營利組

織，林業女子會＠京都與林業女子會＠高知。透過本次參訪，看見女性在不同林

業現場的活躍表現，不管是林業現場的女性從業人員或是致力於推廣林業的女性

團體，雖然人數還不多，但藉由各自理想的實踐，逐漸修復森林或林業、地方風

土、生活與人之間的關係性。從綠色雇用、綠色青年就業準備寄付金到地方振興

協力隊，在政府的努力與年輕世代的投入下，近年來日本林業正逐步走出迥異於

傳統林業的樣態。雖然在日本林業裡，男性仍占絕大比例，但根據 1995 年~2020

年國勢調查，年輕的女性林業從業人口正逐漸增加。國際林業性別研究指出，女

性的參與對提升森林資源的多元運用、較具永續的經營模式以及提高對氣候變遷

的社會靭性均有助益，隨著日本年輕女性走入林業，此一現象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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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伴隨著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口結構轉型等問題，青壯年男性

人口大規模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以尋求得以謀生的工作機會。據聯合國《2016年

永續發展目標報告》預計在2030年全球60%人口，即將近50億人，都是城市居民。

因此，全球「農業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的現象亦將隨高度都市化

與全球化而愈演愈烈。過去對留在農村甚至山村的女性，多是以環境劣化、經濟

不均等、家計負荷的受害者的面貌呈現，但現在世界各地女力的興起，使鄉村女

性不只是被全球經濟引擎壓縮而邊緣化，反是能夠在女性當家做主的鄉村地域展

開新的地方創生型態。 

    日本的農山村區域的女力復興，即為一個顯著的事例。由於日本亦正持續面

臨嚴重的人口老化與外流危機，農山村區域中最大的資源即為森林，近半個世紀

中，受到生活的現代化的影響，用材需求減少，再加上外國木材輸入的影響，使

木材價格低迷，林業逐漸衰退沒落，許多山村林業落入極限聚落的處境，林業衰

微與地方消失都將成為既定事實。所幸在日本政府的努力與年輕世代的投入下，

近年來日本林業逐步走出迥異於傳統林業的樣態。值得關注的是，在日本案例看

見了愈來愈多女性從業人員在林業現場上的活躍表現。女性林業從業人員在時代

演進中，也逐漸從附屬的角色轉而成為自主性的獨立團體，例如1970年代開始，

由女性組成的林業研究團體(女性林研グループ)、1990年代由從事林業工作的女

性公務員或技術人員組成的 Ladies Network 21(豊かな森林づくりのためのレデ

ィスネットワーク・21)以及2010年開始的林業女子會(林業女子会)。 

    近年來，日本非營利組織為了解決沒有林地但想從事林業的人之需求，而推

出自伐型林業，更指出自伐型林業是「連女性都能從事的林業」，其特徵以多元

化經營林業、從林業中被環境感動、與社區建立緊密生活連結等方式，建構出生

活與生計兼顧的新林業型態，讓面臨人口老化與外流危機的農山村區域有了活化

與創生的可能，這些現象都相當值得吾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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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標 

    本計畫擬考察日本女性實際投入山村林業與地方創生的事例，行前準備擬先

統整日本的女性林業從業人員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並探討雇用政策、相關配套

措施、林業從業型態的轉變等面向在人才育成上的作為。再實際赴日本與女性林

業從業人員、女性林業研究者及非營利組織訪談、交流，以汲取第一手資料與切

身經驗，做為未來台灣相關政策與制度設計的參考。 

 

參、 女性在林業從業型態的轉變 

    直至1960年代，女性多從事與造林及初期撫育相關的作業。不過到了近代，

因造林減少，伐採作業變多，致使從事林業的女性逐漸減少，而轉往森林特產物

或副產物相關的工作發展。根據1995年~2020年的國勢調查(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未滿35歲的年輕林業從業人口正逐漸增加，其中，女性的林業就業者與林業從事

者在近10年皆略有增加(圖1與圖2)。與其他產業相較之下，林業依然是重勞動且

較具危險性的工作，但林業機械的現代化與作業自動化讓年輕族群願意開始從事

林業。2009與2021年的日本林業年報(林業白書)分別指出，因林業機械化的進步，

可看到愈來愈多的女性是透過取得林業機械的相關證照來參與木材生產或森林

調查。根據林野廳針對全國森林組合所實施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女性雇員總數

年年減少，但未滿30歲的女性伐採與搬運人員在近年有增加的趨勢(圖3)。由圖3

也可看出，女性雇員在2001至2018年間，不同年齡別負責伐採與搬運等作業之比

例也產生了變化，例如，負責伐採與搬運等作業的39歲以下女性在2001至2008年

僅占不到10%，但從2009年起超過了10%，2014年超過20%，2015年及2016年均

超過30%，2017年超過40%，甚至在2018年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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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林業從事者的人數變化。(林業從事者是指從事與林木、苗木、種子、伐

採、搬出、處分及製薪炭材等相關工作的人)(資料來源:日本國勢調查) 

 

圖2 林業就業者的人數變化。(林業就業者:包含林業從事者，以及與林產物(樹

皮、樹脂)收集相關的製造業或服務業的人，也包含獵人。)(資料來源:日本國勢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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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女性雇員在不同年齡別負責伐採與搬運等作業之比例(2001至2018年) (資料

來源:日本森林組合一齊調查) 

 

肆、 法令與雇用政策 

    為促進女性參與，日本於1999年訂立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後於2015年

推動女性活躍推進法。在林業方面，於2001年開始的森林・林業基本計畫中即強

調希望能透過研修促進女性參與、加強知識與技術的傳承以及建立女性林業工作

者的網絡等，以確保人才的培育。在政策面向上，2013年開始施行的發揮森林山

村多元機能對策交付金，則是針對在地方上進行各種森林整備活動的地方協議會，

設定組織中需有女性成員參與為必要條件；2020年開始的林業後繼者養成事業，

則是直接針對辦理女性林業人才培育或女性林業創業及展業相關的民間團體進

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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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從業人口增加的主要關鍵可分為二，一為促進雇用政策上的推動，例如

綠色雇用(緑の雇用)與地方振興協力隊(地域おこし協力隊)等；二為林業型態的

多樣性與柔軟性，例如自伐型林業。 

    綠色雇用制度自2003年開始，針對新雇用者，雇主(林業經營公司)可透過此

制度，讓新人在前3年進行各種研修學習各項林業基本知識與技能，成為 forest 

worker，另外針對就業5年及10年以上者，可再研修成為 forest leader 或 forest 

manager。在研修期間，研習生(新人)每月可獲得9萬日圓的補助，施行研修課程

的雇主也可獲得經費補助。綠色雇用實施以前，日本每年的林業新就業人口平均

約為2,000人，而自從綠色雇用在2003年實施以來，每年平均約增加1,200人新就

業人口，讓整體數字提高到3,200人。地方振興協力隊制度自2009年開始，主要由

地方自行招募所需隊員，隊員活動期間為1-3年，在此期間從事農林水產業、觀光

業及地方振興等活動。總務省每人予以補助400萬日元/年，針對任期結束後立即

創業的隊員還給予400萬日元/年補助。總務省指出，根據截至2021年3月31日任期

已滿的8,082名隊員所做的調查，從事農業的有404人、林業47人、畜產業21人及

水產業(漁業)9人。根據片山與佐藤在2016年的研究，參與地方振興協力隊的人後

續多半選擇自營業較多(例如自伐型林業)。 

    自伐型林業為近代日本新崛起的林業型態，自伐型林業係指山林經營、管理

與伐採等所有工作都自行規劃與作業的一種林業經營型態，這個模式試圖跳脫主

流經營作業法，即林主極少涉入經營現場，而以專業託管及統包的方式，促成大

規模、生產性、有效率的人工林經營。在「自伐型林業」這個詞彙出現之前，日

本原本已有「自伐林業」一詞。自伐林業指的是，山林所有者從經營規劃到伐採

均由自家勞動力進行作業的森林經營型態，通常為小規模林業，所有權與經營權

合一。自伐型林業十分強調實際經營者的長期投入、親力親為與環境優先等核心

價值，其主要特徵包括：(1)為低成本、低投資的小規模林業；(2)多次疏伐，以生

產高品質大徑木為主的長伐期經營，可兼顧經濟自主與環境永續；(3)森林自營、

自主管理，在既有的自家山林或是固定區域的山林上進行作業；(4)非山林擁有者

也可入行，並鼓勵發展副業，具彈性；(5)與地方建構密切的關係，具社會性。近

年來，日本政府為提升木材自給率，鼓勵林主施行主伐，其中也不乏出現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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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伐的案例。然而，現行一般林業開設林道的作業方式以及皆伐後跡地裸露，引

起國土保安的疑慮，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此背景之下，能兼顧經濟與環境

面向的自伐林業即受到各界矚目。從事自伐型林業的人，有不少是返鄉或是移居

山村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捨棄都會生活，選擇到山林裡實踐半林半 X 的斜槓

人生，例如：林農/民宿主人。也有不少人從事與地方福祉或文化振興相關的事務，

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跟地方建立連結。隨著年輕族群的移入，不僅可望舒緩地方人

口 的 減 少 及 老 化 ， 還 能 帶 動 地 方 創 生 。 根 據 自 伐 型 林 業 推 進 協 會 官 網

(https://zibatsu.jp/)的資料，近7年來參加過自伐型林業相關研習課程的有5萬人以

上，其中約有 2,500人投入自伐型林業。而導入自伐型林業的地方自治單位(市町

村)也正逐漸增加中，截至2022年9月為止，全日本已有一半以上的都道府縣，共

53個市町村導入自伐型林業，其中以高知縣的8個市町村為最多，其次為岩手縣

6個、奈良縣4個。 

 

伍、 女性林業團體 

    女性林業從業人員在時代演進中，也逐漸從附屬的角色轉而成為自主性的獨

立團體。1970年代開始，由女性組成的林業研究團體在日本各地紛紛設立(林野

廳 https://www.rinya.maff.go.jp/)，成員主要為從事林業工作的林主或眷屬，目的

之一在於透過活動提升女性從業人員的地位，之二則透過彼此交流增進林業技術

或是特用林產品的加工販售，此一團體爾後於1997年更進一步發起女性會議，讓

活動更具組織化(全国林業研究グループ連絡協議会女性会議)，成為日本較先驅

的女性林業團體。到了近代，1990年代有由從事林業工作的女性公務員或技術人

員組成的 Ladies Network 21(簡稱 LN21)，2010年則是林業女子會在各地紛紛成

立。LN21與林業女子會皆以女性觀點出發，透過活動辦理或是在不同的社群軟

體上發聲，讓更多女性認識及參與多樣化的林業。表1為各個團體的概略介紹與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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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女性林業團體的概略介紹與比較 

 女性林研團體 LN21 林業女子會 

設立 1970年代 1993年 2010年 

主要

成員

組成 

林主或林農眷屬 公務員或技術人員 
大學生、一般大眾、

建築或林業相關人士 

目的 

1. 提升女性從業人員的

地位。 

2. 透過彼此交流增進林

業技術或是特用林產

品的加工販售。 

1. 從 林 業 第 一 現 場

提 供 最 新 資 訊 或

調查研究成果。 

2. 推廣森林的魅力。 

 

1. 向 都 會 女 性 傳 達

森林的魅力。 

2. 了 解 並 推 廣 當 地

木材及林業。 

 

成員

人數 
95個團體，2673人 

(2018年資料) 

40個團體，430人 

(2012年資料) 

26個團體 

(2021年資料) 

主要

成員

年齡 

熟齡世代 青壯世代  年輕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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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訪行程與工作紀要 

    本次計畫參訪行程如表2。 

表2 日本山村林業之女力振興參訪交流計畫行程摘要 

日期 訪談對象 內容摘要 

11月10日 去程(桃園-日本關西機場-京都) 

11月11日 
京都女子大學  

中道仁美教授 

訪談女性參與現況以及女性參與對

地方的重要性 

11月12日 

1. 林業女子會＠京都 

2. 森林施業規劃師 

内海美沙小姐 

1. 林業女子會的概況、活動歷程與

未來規劃 

2. 森林施業規劃師的工作現況 

11月13日 
高知縣四萬十町 

濱崎康子小姐 

訪談女性雇用的現況、如何建構良好

的職場環境以及所面臨的困難 

11月14日 
林業女子會＠高知 

(井上有加小姐) 

林業女子會＠高知的概況、活動歷程

與未來規劃等 

11月15日 
高知大學 

佐藤洋子教授 

訪談農村女性政策以及女性參與對

地方的意義 

11月16日 交通移動(高知-大阪) 

11月17日 
和歌山縣 

中島彩小姐 
訪談女性就業環境及面臨課題 

11月18日 回程(日本關西機場-桃園) 

(以下略敬稱) 

 
 
工作紀要 

1. 京都女子大學中道仁美教授 

    中道仁美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農村社會學、農山漁村的女性政策等，近年著

重在林業及山村女性之研究。與中道仁美老師的訪談裡，老師先指出不同時代下

的法律，影響著林業作業的方式，進而形成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林業樣貌；而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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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各地，林業作業的方式也因地區及樹種而異，例如早期女性多從事與造林及初

期撫育相關的作業，因此，在造林比較盛行的地區，可看見較多女性的雇用。老

師認為，近年女性從業人口增加的原因包括綠色雇用以及綠色青年就業準備寄付

金等政策的施行，其中，綠色青年就業準備寄付金等政策主要支撐著日本林業大

學校的營運，讓學生可在就學時期取得林業相關證照，有助於畢業後的就業。因

此，女性雇用漸漸從早期的造林及初期撫育相關，轉變為現在是藉由取得相關證

照來參與林業。由此，老師認為，雖然早期女性大多是因為結婚而進入山村，但

是現在因為就業而進入山村的例子也不少。而對於如何改善林業女性的就業環境，

老師則認為關鍵在於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消除雇主對女性的既定成見。 

2. 林業女子會＠京都(豐濱萌) 

    林業女子會＠京都在2010年7月成立，創立者為井上有加，原本由大學生組

成，但現在成員多元，約有20名，大多是非森林或林業相關的人士。在京都的女

子會成立後，日本各地紛紛響應，現在已有26個團體，包括日本國內已有25個地

方成立了林業女子會，而日本國外也有1個團體，由在國外的日本人所組成。京

都的女子會有花背、南丹及和束等三個支部，各自進行及企劃有興趣的活動，不

過近年因 Covid-19疫情影響，僅舉辦成員之間的線上交流與學習。Covid-19疫情

前，辦理的活動包括森林及木材的環境教育或體驗，主要目的為向都會女性傳達

森 林 的 魅 力 ， 並 向 大 眾 推 廣 當 地 木 材 及 林 業 ， 相 關 訊 息 也 透 過 網 頁 (fg-

kyoto.wixsite.com/fg-kyoto)與臉書分享資訊(www.facebook.com/forestrygirlkyoto)。 

3. 森林施業規劃師内海美沙 

    森林施業規劃師(森林プランナー)的工作是，代替林主建構森林經營計劃，

從施業方針、提案、現場作業的指示與確認、販售至財務精算等。本次拜訪的森

林施業規劃師内海美沙，來自大阪府，曾在京都日吉町森林組合工作4年，目前

則是獨立工作者，主要工作區域為京都府的南丹地區。同時，内海美沙也是林業

女子會＠京都的南丹支部的一員。在林業蕭條的背景下，許多居民大多認為林業

已經無法賴以為生，生活也漸漸與森林脫離，而内海美沙透過測量、伐採與環境

教育推廣等工作，與當地居民逐漸建立信任關係，試圖縫補人與森林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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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居民能重新發現森林的多元價值，與森林共榮共好。例如，協助居民清除住家

或農田附近的危木，並且將伐除後的木頭製成可用之材。 

4. 高知縣四萬十町濱崎康子 

    濱崎康子來自愛知縣名古屋，2005年移居至夫家所在的高知縣四萬十町才首

次接觸林業。2008年，於夫家的建設公司設立林業部門，並擔任負責人。濱崎康

子透過提案型施業，已疏伐150ha 以上的林地，不過近年則以皆伐為主。濱崎康

子積極雇用女性林業工作者，也考慮設置女性作業班，不過有意願從事林業的女

性很少，截至2022年10月，濱崎康子只雇用了1位女性。該名女性林業工作者透

過綠色雇用政策在濱崎康子的公司學習了許多林業相關的技能。共事了6年，該

名女性也因家庭因素於2022年10月回到家鄉關東地區。在這6年期間，濱崎康子

從中體悟許多女性工作者的長處，並認為營造一個男女皆可安心的工作環境才是

最根本的關鍵。在女性從業者極少的情況下，濱崎康子仍積極地尋找有意願從事

林業的女性，並促使林業女子會＠高知的創立，更提議創設「現場部」，希望可

以提供建言改善林業現場的工作環境。 

5. 林業女子會＠高知(井上有加) 

    井上有加是林業女子會@京都&高知創辦人，於2018年移居高知，與夫家一

同經營建築事務所，希望能透過森林資源的活用，帶給地方振興與活化的可能。

2018年8月，井上有加在濱崎康子的建議下，與多田千尋一同創立林業女子會＠

高知，目前成員約有40名，除了辦理交流與學習、林業的推廣、森林魅力的宣傳

與建構橫向連結等相關活動外，林業女子會@高知更設立「現場部」，期待能針

對職場環境提出建言，建構女性友善的工作環境。井上有加認為，友善的林業工

作環境對男性或女性而言都是正向的。不過，井上有加也坦言，目前所面臨最大

課題是，如何有效地將「現場部」對職場環境的建言傳達給適當的對象。林業女

子會＠高知近年與高知縣林業大學校共同舉辦「林業女子的職涯論(林業女子の

キャリア論) 」的短期課程，邀請活躍於林業或森林相關的女性從事者，以女性

觀點分享其職業發展中的點滴，並藉此讓學生及大眾更加認識林業。雖然，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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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女子會＠高知並無建置網頁，但積極透過臉書(www.facebook.com/fgirlkochi)

與 Instagram(forestry_girls_kochi)分享相關資訊。 

6. 高知大學佐藤洋子老師 

    佐藤洋子老師研究領域包括地域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及性別論。近年則針對

農村女性勞動者與生活進行相關研究。佐藤老師以較為批判的觀點指出，目前在

農山村中的地方創生策略裡，女性似乎被當作「社會資源」的一部分，僅被賦予

勞動與生育的任務。在佐藤老師針對林業女子會＠高知活動歷程的觀察中發現，

女子會的活動大多非關經濟性，也不營利，純粹推廣與宣傳森林(林業)的魅力、

建構交流網絡以及針對職場環境提出建言等，這群女性正在農山村中以她們的方

式與地方產生連結。因此，女性的活躍不該僅有鼓勵勞動與生育，卻忽略了女性

或身為一個「人」而有的其他多元價值。 

7. 和歌山縣中島彩小姐 

    中島彩出生於兵庫縣神戸市，25歲前為一名舞者，26歲開始接觸與從事林業，

於鹿兒島的林業就業講習會中取得些許必要資格。近15年的林業生涯中，中島彩

前後曾在鹿兒島縣、廣島縣、長野縣及兵庫縣等地的工作，累積許多工作經驗。

後於2021年移居至和歌山縣龍神村，並設立 three tree 公司，目標在於提升森林

價值。中島彩在和歌山縣龍神村主要接受小面積與小規模的林業工作委託，包括

規劃伐採、利潤試算、到進行伐採與再造林等，促進地方林業再生的推動。除了

林業最前線的工作外，中島彩也擔任講師，致力於人才培育的相關工作上，例如

愛知縣的「森女養成」講座，中島彩已連續7年擔任講師，學員累計達70名，已畢

業的學員也有不少已經在林業界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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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與建議 

從綠色雇用、綠色青年就業準備寄付金到地方振興協力隊，在政府的努力與

年輕世代的投入下，近年來日本林業正逐步走出迥異於傳統林業的樣態。透過本

次參訪，看見女性在不同林業現場的活躍表現，不管是林業現場的女性從業人員

或是致力於推廣林業的女性團體，雖然人數還不多，但藉由各自理想的實踐，逐

漸修復森林或林業、地方風土、生活與人之間的關係性。雖然在日本林業裡，男

性仍占絕大比例，但根據國勢調查以及森林組合一齊調查的結果，年輕的女性林

業從業人口正逐漸增加。國際林業性別研究指出，女性的參與對提升森林資源的

多元運用、較具永續的經營模式以及提高對氣候變遷的社會靭性均有助益，隨著

日本年輕女性走入林業，此一現象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台灣目前林產業仍蕭條，林務局於 2017 年宣示為國產材元年，人工林產業

可望逐步復甦。然而，在青壯年人口外移與逐漸高齡化的山村裡，未來如何與山

林共存共榮仍是一大課題。從本次參訪的日本經驗可知，營造一個不分性別皆能

安心工作的環境，才能讓林業工作更加長遠；再者，除木材生產外，應多重視森

林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等面向上的多元價值，例如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連結，喚

起人們對環境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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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參訪實錄) 

 
11 月 11 日，京都女子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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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拜訪林業女子會＠京都(豐濱萌，左)、森林施業規劃師内海美沙(右)

以及在地居民福山明子(中)(內海美沙照片提供) 

 

 
11 月 12 日，内海美沙工作的京都府南丹市日吉町的中世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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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内海美沙說明幫助民家伐除可能形成災害的林木 

 

 
11 月 12 日，内海美沙說明，林業女子會＠京都利用鏈鋸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製作椅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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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目前内海美沙以廢校的舊五箇莊小學教室為據點，提供各種林業

相關的洽談，以及推廣林業女子會＠京都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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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拜訪高知縣四萬十町濱崎康子(左) 

 
11 月 14 日，拜訪井上有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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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高知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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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中島彩伐採的 120 年生柳杉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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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中島彩伐採的 120 年生柳杉木暫置場(土場)以及木材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