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阻且長—台灣林業的永生之戰 

 

文／林綺薇 

 

日本電影《那啊那啊神去村》中，伐木工人飯田與喜曾表示，「這一行做得成不成功，下輩子

才知道。」林業經營無法立見成效，任何決策都會刻畫在無聲的年輪裡，長成百年後台灣的樣

貌。 

  

高聳參天的樹木佇立深林，說的是百年光陰，是上一代、我們，與未來的故事。 

 

一下計程車，濃濃的木頭香飄散在空氣中，廠房裡堆滿裁切好的木頭，位在新竹縣橫山鄉的正

昌製材廠，九成使用國產木材進行加工，從小在父親梁兆清身邊看著如何經營製材廠的梁國

興，28歲時進到製材場，擔任經理，至今已17個年頭。 

 

 

正昌製材廠經理梁國興。（攝影／林綺薇） 

 

「民國60幾年，父親創業時就做國產木材。」梁國興童年對木頭的記憶，是跟著父親到深山裡

的林班，觀摩父親如何管理生產線。 

  

一上去就是紮營好幾天。 



  

剛入行時梁國興才28歲，年輕小夥子不被老師傅認同，沒有人願意在他的指揮下做事，他只好

捲起袖子到廠房加工、切割，用實力證明自己。 

 

一轉眼梁國興已經45歲，這些年他多次到國外見習、與政府單位合作，致力推廣國產材，如今

正昌每年約消耗6000立方公尺的國產材，是北台灣最大的國產材使用廠商，這些成就是汗水與

經驗的累積。 

  

辛苦，是梁國興對林業的初印象，也是台灣林業一路走來的註腳。 

   

森林供內需成國際趨勢，衝擊台灣木材進口 

 

台灣森林總面積約200萬公頃，覆蓋度為60.7%，資源豐富卻沒有妥善經營。 

 

民國80年環保意識抬頭，行政院訂定《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後全面禁伐天然林，年度伐木

量不得超過20萬立方公尺，自此全台伐木量不斷下降，108年剩下4.6萬立方公尺，只有全盛時

期的20分之一，木材只能被放在遙遠的深山裡靜待腐壞。 

 

各地製材廠紛紛倒閉或外移中國，加上年輕勞力流失，臺灣林業開始萎縮，過去的榮景從此一

去不復返。根據林務局統計，目前全台林業相關工作人員約6萬人，108年林產品生產量值約1

億5000萬台幣，還不如一家大型餐廳。 

 

但是，到了21世紀，這些被台灣放棄的林業資源，卻被世界各國牢牢把握。 

 

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指出，森林具有碳吸存的

功能，各國應落實森林永續經營。林業，開始了典範移轉的過程。 

  

過去「砍樹」被認為是破壞環境的絕對之惡，然而，若長久沒有疏伐森林，隨著樹齡增加，樹

幹中段腐爛後，儲存的碳分子會和氧氣結合為二氧化碳重新回到空氣中。定期且適量的疏伐，

將提高森林儲碳、循環能力與木材品質。 

  

小檔案：疏伐，在森林經營時，為了調節樹與樹之間的生長資源與空間，進行的砍伐行為。 



  

除了經營森林，提高國產材自給率與打擊非法砍伐也成為國際趨勢。美國雷斯法案修正案（La

cey Act）與歐盟木材法案（EU Timber Regulation，EUTR）均強調認證木材來源，實施以後木材

進口量下降，改由國產認證木材代替。 

 

森林，逐漸成為國家戰備物資，體現國家的永續競爭力；如同糧食自給率，木材自給率也越來

越受重視。 

 

許多國家紛紛擬定策略，例如，中國劃定「國家戰略儲備林」，與俄羅斯共同開發森林資源；

日本訂定「森林及林業再生計畫」，將木材自給率從2002年的1.8%提升到目前約40%。 

  

「韓國早在2009年就把自給率當成國安問題。」台大森林系教授邱祈榮指出，韓國不僅規劃20

30年將自給率提高到50%，也積極尋找海外林地資源，確保木材供應無虞。 

 

各國積極提高木材自給率，台灣卻大大落後，國產木材一年僅生產3到4萬立方公尺，自給率不

到1%。 

台大森林系教授邱祈榮呼籲政府提高木材自給率多年。（圖／邱祈榮提供） 

 

資源豐富卻進口非法木材，台灣為國際詬病 

 

除了戰備與永續經營考量，台灣木材使用度高，也是自給率日益重要的原因。 

 



台灣人愛用木製品，從造紙、文具、學校課桌椅、家俱到建築都要用到木頭，每年需400到500

萬立方公尺的木材，相當於四萬座大安森林公園的樹木。 

 

但根據農委會林業試驗所（以下稱林試所）計算，108年台灣木材自給率只有0.8%，99%以上

都從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國大量進口，其中三成來自外國非法砍伐天然林，早在民國102

年《從國際打擊非法木材貿易趨勢探討》研究即指出，全世界非法木材進口國中，台灣排名第

三，僅次於中國和日本。 

 

林試所主任秘書林俊成指出，台灣不善加利用國內豐富資源，卻大量進口有疑慮的木材，被國

際詬病。作為非法砍伐產業鍊的一環，你我客廳的木桌、房裡的衣櫃，可能都曾是雨林動物的

家。 

  

當木材合法認證、經營國內森林的觀念成為國際共識，越來越多國家重新制定規範，嚴格認證

國內木材來源、抵制非法，同時減少木材出口以留給內需，將為台灣帶來貿易障礙。 

  

「各國出口政策越來越限縮，往後台灣的木材取得一定會更加困難。」從去年開始，國際木材

價格上漲近30%，林俊成指出，長此以往，將威脅台灣木材高達99%進口的木材原料，國內木

製傢俱、紙製品、衛生紙等民生用品將越來越貴，台灣卻無計可施。 

  

南投永隆林業合作社總幹事詹益州指出，台灣林業機具缺乏、林道不通，製材所與防腐乾燥設

備不足，要提高自給率，還有許多問題都有待解決。 

 

人力短缺也是艱難的挑戰之一。 

 

民國70年代接班到現在，今年62歲的進原製材廠負責人吳成立從小看著爸爸經營製材場，見證

了台灣百年木業的興盛到衰微，他最擔心的是人口老化，「3位製材師傅加起來200歲，2位加

起來150也不誇張。」 



除了缺少加工設備與廠房，林業人口老化也是棘手問題。（攝影／林綺薇） 

 

年輕人投入意願低，加上機器老舊、生產成本不斷變高，整體產能無法提升，「雖然就這樣放

棄很可惜，但我老了沒辦法。」吳成立也不敢鼓勵自己的兒子接下家族事業。 

  

林俊成坦言，要讓數字提升很容易，「過分一點的話，連砍行道樹都可以算在自給率。」但困

難的是從育苗種植、砍伐、運輸下山、標售拍賣與加工都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製材廠撐國產材，貨源穩定是關鍵 

  

林業從日治時期興起，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仍有人堅守著台灣市場。 

  

全台製材廠約140家，林業合作社13家，只有五分之一、約30家製材廠獲官方使用國產材認

證。正昌民國62年創業之初就與政府承租國有地造林、自有林班，以國產材加工為主。 

  

定期疏伐、森林循環良好，2015年正昌的林班獲得國內第一家FSC國際森林管理認證，兼顧木

材產量與自然永續循環。除了提高林班木材供應比例到二分之一，同時也向不同合作社、林農

購買國產材，分散來源以維持供貨穩定。 

  



小檔案：FSC認證，又稱森林驗證，是由獨立的第三方對申請單位「森林經營方式與成效」的

驗證，包含森林經營認證（FM）和產銷監管鏈認證，可促進森林妥善利用、環境保護。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正昌有自己的林班地。許多人在禁伐天然林後就黯然退出台灣市場，而

有些則四處尋找新機會，一路撐了下來。 

  

位於宜蘭羅東的進原製材場，負責人吳成立的父親本在雲林四湖鄉三條崙漁會上班，後舉家搬

到宜蘭投靠專做國產材的親戚，吳成立也從海邊來到山林，與木材相伴長大。 

  

民國73年從父親手中接下製材場時正值市場榮景，吳成立回憶，「當時市場太好了，訂單接不

完，肯做就有得賺。」然而，民國80年禁伐後國產材減少，吳成立決定轉向北美進口木材原

木，加工後再出口日本。 

 

民國90年代許多加工廠移至中國，當地生產成本便宜，相較之下，在台灣加工的北美材遂失去

優勢，為了競爭，只好逐年降價求售，若中國每一材積（木材售價以「才」計算，每一才約0.

0028立方公尺）賣110元，進原只能賣到90元、甚至85元，後來乾脆放棄日本市場，轉向國

內。 

  

繼北美材之後，進原嘗試使用當時大量進口的日本杉，但日本杉細小，不符合做國內客製化木

材加工的大直徑需求。直到四年前，台灣林班木材供應漸漸穩定，吳成立發現宜蘭羅東林管處

在標售柳杉，不僅直徑大、適合客製化，又因杉木特性而利於防腐，遂轉向國內購買，自此國

產材的使用比例年年提升。 

 

從台灣檜木到北美材，從日本杉最後回到台灣柳杉，30年繞了半個地球，現如今幾乎100％使

用國產材。 

  

「這三、四年算是穩定提供，標售後可以知道下一批何時會下來。」吳成立表示，木材貨源穩

定對製材廠而言相當重要，林俊成也指出，就算廠商有心用國產材，若不能保證料源每年充

足，也不敢貿然開生產線，「政府應量產國產材，廠商才能放心。」 

  



 

30年的輾轉，進原製材廠吳成立現在選擇與羅東林管處購買國產材。（攝影／林綺薇） 

   

危機就是轉機：盤點可用林地、上下游整合 

 

除了貨源穩定，成本也是考量。吳成立指出，從前進口材因為自動化經營、進口量大而成本低

廉，一材僅21元台幣，國產材生產成本就要10元，加上製材、加工費用，至少需要27元。 

  

「今年開始不一樣了，兩邊一樣貴。」梁國興表示，2021年國際船運價格大漲，加上各國減少

木材出口，製材場越來越難買到進口材，北美材甚至一材漲到30元，進口供貨情形嚴峻，「是

重用國產材的大好機會。」 

 

不論是基於國家永續競爭力考量或市場需求，量產國產材刻不容緩，不能回到民國50年代毫無

環保意識的砍伐方式，又必須善加利用森林，木材自給率該怎麼衝？ 

 

為了提升自給率，林務局訂下2027自給率達5%的長期目標，也盤點可用人工林，含國有林1.1

萬與私有林1.9萬公頃。但邱祈榮指出，若2027年木材自給率要提高到5%，尚須8萬多公頃的林

地，約八萬個足球場大小，「真正的機會在私有林地。」他指出，政府若提供經濟誘因，將能

讓更多私有林主願意投入私有林地的木材生產。 

  

「不用擔心森林無法永續。」邱祈榮強調，台灣生產性人工林有27萬公頃，以一公頃林地生長

量5立方公尺的最差情形來看，一年總共也可生產135萬立方公尺的木材，將大大提高自給率。 



 

吳成立表示，目前臺灣森林缺乏疏伐，木材品質與產量都不佳，建議政府仿效日本多層次的疏

伐模式。林務局也從北歐引進機械化設備「塔式集材機」在竹東苗圃推廣，以機器取代人力，

訓練對象包含林農、林業合作社與製材廠商。 

  

「政府宣示要增加國產材，只是微幅地增加產量。」詹益州建議，應鎖定一林業生產區域，種

植到加工在同一地完成，既能提高效益，也能在當地建構完整產業鍊，作為其他林地模仿的範

本。如新竹因為人工林數量多、蓄積總額也多，便相當適合優先作為產業鍊輔導的重點區域。 

 

提高木材附加價值，促進國內林業永續 

 

台灣木材無法大量生產以壓低成本，通常不是廠商首選。邱祈榮建議，「台灣木要走高單價高

產值路線，才可以留住人。」 

  

進原將國產材用於修補古蹟與客製化訂單，日前更接了花蓮舊鐵路醫院的修復工程。梁國興也

表示，正昌收購國產材加工，用在花博的迎賓入口，每年也持續接下二十多件古蹟修復的案

子，大大提高國產材的曝光度與附加價值。 



 

此外，正昌也和縣政府合作舉辦「森林旅行」活動，讓民眾走到山中學習伐木過程、了解森林

經營與保育之道。 

 

 

 

正昌製材廠結合林業與觀光，推廣森林旅行，讓民眾對森林經營有正確的認識。（圖／梁國興

提供） 

   

林務局局長林華慶從實務面分析，提升台灣林業必須用消費端拉抬生產端。林務局於今年與臺

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北科大）木創中心、家具品牌有情門合作，北科大負責設計、有情門做

量產，林務局則做料源（私有林、國有林、平地造林）的盤點與媒合，政府的加入，象徵著國

產木材的推廣與使用。 

 

政府公共建設也可以善加利用國產材，林俊成指出，可以活用「公共採購」與「地產地銷」兩

概念。 



所謂公共採購，即是政府規定國內公部門、建造業須用一定比例的國產材，如學校課桌椅、公

共建設等，除了大幅提高國產材利用率，更可省下製造鋼筋水泥的碳排。地產地銷則是指使用

在地生產的木產品，如日本政府為推廣地方創生，北海道就用北海道產的、京都即使用京都生

產的木材，既可減少運輸成本與污染，也有效率地使用在地木材。 

「我對他們只有敬佩。」吳成立的小兒子吳政祐看著爺爺和父親攜手守護的製材場，只能靠著

年紀越來越長、背影佝僂的師父與工人支撐多年，未來在哪，還是未知數。比起其他傳統產

業，林業需要的生長、等待與試驗時間動輒數十年，重振之日難以一眼見底，不但要對症下

藥，更必須與時間賽跑。 

  

從書本、衛生紙，到家具與建築，森林其實就在你我的日常呼吸中，適當的砍樹是必要，自給

率的提升也是必要，如何藉著此次需求轉向國內，訂定完善的林業復興策略，考驗著政府當

局，也考驗著台灣林業人。 

 

成功與否，或許這一代人看不到，但我們的下代子孫看到鬱鬱蔥蔥的森林時會知道。 

 

森林經營越來越重要，如何砍伐與有效利用，考驗著政府當局與民間的持續推動。（攝影／林

綺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