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在全球經濟持續發展、自然資源不斷消耗的背景下，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不斷增

加，引發溫室效應使得全球暖化日益嚴重，長期之下，進而產生氣候變遷現象。臺灣四

面環海，屬海島型氣候，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甚為顯著，發生極端氣候的現象亦明顯增加。

近年來氣象統計結果顯示，夏季降雨日數逐漸減少、致災性豪雨的頻度增加，提升了山

區發生土石流災害的機會；而不斷刷新紀錄的高溫，除了影響農作物及天然植生的生長

期程，長期以來將造成棲地變遷，影響物種的生存。綜上所述，臺灣屬氣候變遷環境下

的高危險區域，島內的產業及生態皆會受到影響。

國際上為減緩氣候變遷，展開一連串行動，以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緩和全球

溫室效應。透過森林吸收並固定大氣中二氧化碳，為長期以來討論熱烈並備受矚目的減

碳議題。臺灣的森林覆蓋率達 60％，擁有可觀的森林資源，藉由政策的調整能提升森

林減緩溫室效應的效能。

貳、林業之調適策略

一、林業生產之調適

為減緩氣候變遷，國內規劃利用森林資源達到二氧化碳減量的策略，主要由 3 方面

著手，分別為碳吸存、碳保存及碳替代。

王怡穩 1

【氣候變遷下農業之調適策略（下）】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植林減碳，
創造永續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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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林減碳

碳吸存之目標為增加森林生態系中碳貯存量，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即增加森

林面積，因此造林工作長期以來均為林務局重要推展政策之一。為植林活動之推

廣，林務局陸續執行了不同區域及對象之造林計畫，其中包括補助費用，由民眾

於私有土地上造林，目前位於山坡地或有實施造林必要的地區，皆可提出獎勵輔

導造林之申請。另除補助計畫外，林務局亦執行以防風護岸為目的之海岸及離島

造林，以及崩塌地、回收之出租造林地、濫墾地及火災跡地等國有林地造林工作。

綜上，目前執行之植林減碳方式，即於非林地或屬林地但受人為、天然因素

干擾而未覆蓋森林之區域進行造林，促使植生覆蓋，以達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效

益，及確保國土安全與預防災害的發生。

（二）加強森林經營

經研究證實，進行妥善規劃、計畫性經營的林地，單位面積林木生長量較

未經營之林地高，即森林經營將提升林地之生產力，如此於符合碳保存目標下，

可保存森林中碳貯存量並防止其減少或流失。林務局執行之加強森林經營計畫包

含復舊造林及中後期撫育作業等二項目，前者主要對象為劣化之海岸林、伐木跡

地、林分稀疏及老化退化之國有林地等，後者則針對造林滿 7～ 20 年之國有人

工林進行修枝、除蔓及疏伐等作業。期望經營後的林地能夠加速生長、提升碳保

存效益，進而生長出良好的林相，以利於未來林產物的利用。

（三）推廣國產木材

相較於其他材料之製品，如石化、鋼筋、水泥等，林木產品生產過程中所消

耗之能源及製造之污染較少，屬於低耗能、低污染材料，對地球環境較為友善。

碳替代之目標為將林地中貯存之碳量轉移至木質產品中，藉以替代其他高耗能、

高污染之材料。為加強推廣木質材料之使用，及提升國內木材自給率，林務局積

極推廣國產材之使用，以創造永續森林之經營。

二、保存生物多樣性之調適

臺灣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海拔高度差異大，棲地多樣性高，孕育出豐富的生物多

樣性。但因開發行為，棲地環境遭受破壞，加上極端氣候日益加劇的干擾，在在威脅著

臺灣的生物多樣性。為維護國內的生物多樣性，林務局近年來積極結合社區，並與民眾

合作，期望從下列之面向，將環境保護的概念深植於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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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綠色保育標章

綠色保育標章為林務局於 99 年與慈心基金會合作推動之計畫，期望向農友

傳遞友善環境的耕作理念，避免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除草劑等非友善生物

及環境之資材，提供保育動物覓食、繁殖、育雛的環境，提升農田的生態豐富度。

7 年來共有 241 位農民參與，通過認證的農地達 395 公頃，提供 39 種以上保育

類或稀有之野生動物安全友善的棲息環境，受惠物種包含環頸雉、石虎、穿山甲

等野生動物。綠保標章具有雙重面向，推廣對象除了生產者外，亦包含購買農產

品的消費者。希望能讓消費者理解，進行任何消費行為皆會對環境造成影響。當

大眾購買友善農產品時，不只是購買無毒安心的產品，更是以實際行動改善土地

環境。

（二）推展里山倡議

保存生物多樣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為設置保護區，大幅度降低該區域的

人為干擾。然而，在與人類生活領域重疊的淺山、平原地區亦存在許多野生動物，

多數因棲地破碎化而面臨族群減少的危機，如石虎。為此，林務局於 99 年引進

國際上推展之里山倡議，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概念。由政府與民間協力，將

保護區域自山脈森林區延展至海岸，以推動生態造林、友善環境耕作及生態旅遊

等方式，促進社區居民與自然環境和平共處，保全生物多樣性。

（三）推廣環境教育課程

為提升國民的環境意識，透過適當且多元的教材設計，環境教育能將多面

向的知識及概念，以趣味性的方式傳達予大眾。藉由戶外課程，帶領生活於都會

中的民眾進行探險或體驗活動，與大自然親密接觸；而室內課程則領導民眾接觸

關於環境、生物多樣性保育等議題，在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暖化的背景下，節能減

碳的概念亦融入教學課程中。期望藉由環境教育，民眾能夠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

係，並進一步將友善環境的概念帶入生活中，以實際行動參與改善環境問題。

參、結語與展望

政府當前推動許多措施，用以減緩氣候變遷對民眾生活，以及未來居住環境的影

響。林務局推行之部分政策，如獎勵輔導造林補助民眾投入造林工作，及里山倡議由民

間團體協助民眾改善與環境相處的方式等，均需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而未來有關改

善減緩氣候變遷的相關對策，亦需社會大眾共同努力，才能維護我們及野生動、植物的

生活及生存環境，減輕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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