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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復興部落，族人採集林下的黃藤，用於做家具的藤材，藤黃心則

作為佳餚；在台八線深處，肖楠、檜木等多樣化珍貴林木下，是一片咖

啡園，與昆蟲等生物共享林下的環境。依據林務局「第四次全國森林資

源調查報告」，臺灣地區（含金門、連江縣）的森林覆蓋度接近 61%，

如何妥善地利用森林資源，讓環境與經濟可以永續共榮，是臺灣各地山

村共同前進的方向。

文︱曾怡陵
圖︱林務局

啟動人與山林共生的希望

林下經濟

南華工作站內段木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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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林業的開端

林下經濟是一種與山林永續共生的複合式土

地管理態度，除了伐採木質的森林主產物外，

亦可收穫蕈菇類等非木質的森林副產物，而達

到生活、生計與生態間的三生平衡。

2016年，林務局委託林業試驗所進行「林

下經濟永續經營可行性之研究」計畫，並召集

農委會所屬相關機關籌組「林下經濟推動小

組」，就相關的技術規範等問題進行協商。林

務局局長林華慶說：「木材的生產絕對是林業

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不是全部，要有產值才

能稱為產業。很多木材之外的副產物所能發揮

的產值甚至大於木材。林業應該是一個更有包

容性的一個產業，基本上只要能夠源源不斷永

續地發揮產值，都應該被歸納在林業的範疇。

在這樣的概念下，我們決定讓林業更多元化，

所以才會跨出這一步。」

此外，林下經濟也是現實問題的對策。林華

慶說明，木材生產大概要3 0年以上的週期才

能伐採，以臺灣私有林的規模來看，私有林主

很難單純依賴木材生產維生，因此時常產生超

限利用的狀況。「林下經濟是私有林或者是租

地造林的重要配套措施，」過去在森林裡不能

設置設施，也不能進行林木生產以外的行為，

「我們希望未來因為林下經濟，可以把過去幾

十年來超限利用的林地，逐步導正回來。」林

華慶說。

以森林保育為前提，發展林下產業

從2016年開始進行林務局及內政部等相關法

規的解套及溝通，2019年4月頒布「林下經濟

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正式接受林下經濟

經營使用的申請，並開放第一階段的森林副產

物：段木香菇與木耳、臺灣金線連、森林蜂產

品。此外，規定須維持森林植被、不施用除草

（蟲）藥劑、使用化學肥料。

「經營林下森林副產物的前提是森林環境的

維持，因此開放的腳步是很審慎的，」林華慶

以山葵為例，其需光性強，因此得大程度地疏

開樹冠層，加上部分必施用農藥以控制蟲害，

評估後還不適合開放於林下種植。許可的品項

即為關卡，段木香菇與木耳、臺灣金線連和森

林蜂對森林環境的影響都經過評估。

林華慶進一步表示：「像段木香菇就可以在

森林環境裡面做很好的循環利用，人工林本來

就需要疏伐，伐下來的段木可以就地利用。我

們希望林下經濟可以跟原本森林的經營緊密結

合，例如疏下來的枝葉可以當堆肥，而不是變

成廢棄物。」

針對現行開放申請的林下經濟品項，林務局

也進行相關的環境監測。對於有些人提出森林

裡引入義大利蜂是否會與野生蜂競爭蜜源的擔

心，林務局已委託林業試驗所進行監測。林務

局造林生產組組長李允中說明，在監測一年的

林務局局長林華慶表示生產森林副產物的前提是森林環境的維
持，因此開放腳步十分審慎。（攝影 /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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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裡，目前並沒有交互競爭的現象，但還須

做更長期的觀察。在還沒有明確答案之前，林

務局已積極在林間培育新的蜜源植物，並改變

造林的刈草方式。「我們平常會把昭和草或是

其他草本的蜜源植物當作雜草刈除掉，但現在

會適度保留，開花期就可以當作蜜源植物。」

李允中說。

林下經濟遍地開花

為了讓林農掌握林下經濟的管理方式，有關

單位紛紛開設相關課程，例如：林務局補助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開設養蜂及金線連課程，林區

管理處開班教授段木香菇的種植及森林蜂的飼

養方式。此外，林區管理處也輔導合作社及部

落，有組織地推動林下經濟。例如：花蓮林區

管理處南華工作站輔導成立的「有限責任水璉

林業運銷合作社」朝林下養蜂發展，也輔導數

個原住民部落建立香菇跟養蜂的技術。

2018年2月7日，苗栗縣南庄鄉賽夏族與林務

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簽訂夥伴關係，此後舉行和

解SaSiyoS儀式，化解雙方過去因林業管理引

發的衝突和誤解。林華慶說：「在和解儀式上

面，族人說要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和解，希望可

以跟林務局有更深的合作。他們跟我提到在南

庄蓬萊那些村子裡沒有人種檳榔樹，當地人對

森林的保護是很好的。考量他們有很好的森林

蜜源等植被條件，那時我就提議：要不要試試

看林下養蜂？」新竹林區管理處開始帶族人觀

摩養蜂班並提供疏伐木以製作蜂箱，林下養蜂

開始於下半年啟動。

林華慶說，部落裡沒有很多工作機會，族人

很高興能擁有不破壞環境的新產業。「雖然才

一年的時間，可是部落老人家很快就掌握蜜蜂

的生態、習性，已經累積一些know how，像

是怎麼樣在冬天幫怕冷的義大利蜂保溫、怎麼

樣對付虎頭蜂……，所以現在很多其他地方去

那裡觀摩。族人有想法、積極而且有組織，我

對他們的前景非常看好。」

「林下經濟的發展必須適地適性，」林華

慶以水璉林業運銷合作社為例，其蜜蜂蜂巢時

常遭受虎頭蜂入侵，花蓮林區管理處研發出孔

徑只能容許蜜蜂出入的網罩，以阻卻虎頭蜂的

進犯；但同樣的情況在南庄賽夏部落就不是問

題，因為部落人力相對充裕，而且熟悉自然生

金線蓮性喜陰涼，可透過簡單設施放置在林下種植。（攝影 / 張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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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所以他們就不太怕虎頭蜂，甚至還會去

捕捉虎頭蜂變成蜂酒呢！」而台東達魯瑪克部

落有一些年輕人回鄉，除了林下經濟，也發展

森林療癒、生態旅遊，樣貌多元。

林務局自2017年起即推動「山村綠色經濟永

續發展計畫」，運用山村資源推動多元發展，

如今部分山村已具有六級化產業的雛形。如：

臺東達魯瑪克部落、苗栗南庄賽夏部落、南投

仁愛的史努櫻等部落，在發展森林副產物之

外，也透過遊程的規劃為一級產業加值。接下

來，林務局也將規劃將林下經濟與有機銜接，

藉由有機與友善補貼等措施降低林下經營成本

並協助拓展通路，縮短林農草創的過程。

「林下經濟中短期的目標是希望藉此導正林

地的超限利用，長期目標是發揮森林的多元價

值，促進森林的永續。」林華慶說目前尚未訂

立量化目標，希望透過推廣，讓大家發現林下

經濟是有潛力的產業，那麼種果樹、檳榔的農

民也會開始願意思考重新造林，利用森林裡多

樣性的環境，提振山村生計。

從森林的多元性帶動山村經濟的多樣面貌，

讓森林生態成為沃土，培養出生生不息的價

值，讓保育與生計共榮，也能讓更多人親近森

林，進而愛惜、保護森林資源。 

※  轉載自《農訓雜誌》第357期（頁20-25）

屏科大開班教授養蜂課程。

林下養蜂。（攝影 / 何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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