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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政院建言 

陳玉峯 

經由民間搶救棲蘭檜木林之運動、呼籲後，當局有了明確的決策，

六月底所有枯立倒木處理終止，第三期枯立倒木作業計劃取消，且農委

會宣稱禁伐後的檜木林將朝「森林生態公園、自然公園」等等規劃，表

面上好像救林成功，實質上仍在未定之天，整個保育運動其實僅止推動

了一半，尚存功虧一簣的危機。 

所謂森林公園、自然公園殆為空洞名詞，更且於法無據，亦與保育

不相干，棲蘭檜木林並無續存遠景之保證。為何農林系統從來皆諱言國

家公園，甚至擺明國家公園一無是處模樣，而此最後一片大面積純林將

何去何從？其與未來部會組織改造互動關係為何？如何才可確保檜木林

免於可能性危機？究竟棲蘭成立新的國家公園或就雪霸拓展即可？此等

保育事務之與北台地方政府及人民有何相關？檜木林之所以必要以最高

保育法制對待的意義、依據是何？本文試簡析之。 

先敘述檜木林在國家代表性自然遺產與世界地位的特徵。 

其一，孑遺於海洋性潤濕高山島的檜木群，代表古地史殘存珍稀林

相，今僅存在於東亞及北美，允稱全球水準的自然遺產，遑論台灣。近

五十餘年來由於伐木政策、植物地理及生態研究不足，以及國際政治局

勢之故，台灣檜木林本該列位世界自然遺產公約指定的全球遺產，奈何

長年淪於滄海遺珠；更且，在國內保育地位一直沉冤未白，素為保育界

最嚴重的疏忽之一。 

其二，台產檜木兩種且有雜交跡象，兩者及其生態系允稱全球獨一

無二，此生態系的研究成果，堪稱台灣向世界學術界提供貢獻最具潛力

的植群，其價值無以倫比、無可替代。 

其三，檜木林的研究，可提供地球生物在冰河時期大遷徙的解謎關

鍵。過往台灣植物或生物地理探討，常陷入與中國親緣關係的盲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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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筆者的研究顯示，從日本、琉球島弧，以及從菲律賓南方系統，有可

能是另外兩條來台路線，而檜木林即可能由日本經琉球來到台灣的證

據，此係由如昆欄樹及檜木的東亞分布型來推演者。 

其四，台灣檜木林之空間分布係介於溫帶與亞熱帶之間，正是針葉

林與闊葉林的交會帶，曾有人認為檜木林為台灣最古老的「原型」，或

說從檜木林來台後，再分化為各種植被帶，無論其是否為真，檜木林皆

為台灣植群或生界演化史不可或缺的環節，只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台灣

殆已中斷二十餘年。 

其五，就全國自然保育而論，歷來僅止偏重在人為價值、欠缺研究

或無知判斷的所謂珍稀物種，但卻遺漏檜木林帶內諸多活化石曠世物

種，例如台灣杉、台灣擦樹、台灣華參、檜木本身……，更且一般論及

物種歧異度，卻忽略生態系及棲地歧異度；農委會主掌全國保育事務龍

頭，但其自然知識、判斷能力，卻處處流露原本伐木營林經濟型從業人

員，轉接生手的保育事務之窘境，且長年以降並無顯著改善之跡象，此

所以國家無法提昇保育水平，而檜木林世界級珍稀生態系始終成為伐木

派覬覦對象的根本原因。 

其六，檜木林為全國最高大巨聳、最高齡的古木群，光從形相即足

以確立其不朽的生態地位，此等結構、歲月及景觀特徵，亦屬地球生態

系的瑰寶，過往欠缺自然情操、土地倫理的唯用價值觀，僅止將其商品

化，今後宜培育國人從認知、感悟等內涵，漸次品味其無可替代的價值

與意義。 

其七，依據筆者新近的研究，認為檜木（尤其紅檜）之天然更新機

制，相關於台灣地體上升、河川向源侵蝕及廣泛崩塌扇面，也就是說，

檜木以其長壽，配合台灣土地變遷而適存，實乃反映至少百萬年來台灣

環境或土地的最佳指標，允稱真正的台灣特徵生態系，亦即國家土地代

表性林型。 

其八，檜木林為台灣百年來林業之最主要對象，山林開拓史亦以之

為圭臬，如今中海拔巨木林主體全毀，僅存之北扁柏以棲蘭為翹楚；南

紅檜以秀姑巒為馬首，納入保育系統之後，宜以之建立林業文化史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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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留予春秋萬世，紀錄 20 世紀滄桑，此為台灣史不可或缺的自然遺

產。 

其九，棲蘭扁柏純林及其活絡更新的環境條件，反映蘭陽溪谷上溯

台灣雲霧帶，演化史上的終極完滿群落之一，也是北台灣最大降雨帶的

活水源頭，涵蓋北、桃、竹、基、宜維生系統的中樞，沒有任何人造系

統可以取代，且此檜木林為庇蔭北台最重要的穩定基盤，此帶一旦瓦

解，北台永無寧日。 

其十，棲蘭尚存原始檜木林之自然度第一級，其為台灣土地或該地

域最佳狀態，也是今後世代該林型最完整基因庫，提供自然生界演替、

復育大本營，確保永世生機之源頭。 

此所以棲蘭檜木林宜列為國家及全球代表性森林生態系的依據。 

其次，由國家組織結構及法規，申論棲蘭成立國家公園的必要性。

十餘年來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林務系統及環保署殆為台灣保育及環保

事務的實質主管機關，且各有特別法為組織及職掌依據，歷來在政府部

會調整過程中，一直未能有效、合宜、合理、如實而有遠見的整合，其

根本關鍵包括：1.政治「安定」優先原則；2.人治、人際關係的官僚派系

問題；3.山頭主義各擁學界裙帶系統較勁、卡位問題；4.欠缺長遠國土計

（規）劃法及環境基本母法問題。總括而言，當然是政治問題，但逆向

思考，仍然不失改造大好契機。然而，民國 85 年通過的「國土綜合開發

計劃」將過往四層級改為中央與地方二層級，筆者認為利弊很難論斷，

因為歷來人治或行政命令的本質並未真正改變，只是補破網式的枝節修

補，且地方政府對保育認知及政治包袱，甚至比中央還嚴重。 

是以欲寄望今後農林部、內政部、環保署、教育部、經濟部等相關

部會在二年內，對全國國有林班地管理事權之全面整合，恐怕未能過於

樂觀。再就生態保育法規的現實而論，國家公園法、森林法、文化資產

保存法、野保法…等都屬特別法，相互重疊、抗衡，誰都不比誰大，此

即法與人治的山頭主義現象，未來機關整合必須涉及修法。例如國家公

園法明訂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國家公園內林地的管理或施業，因與森林

法重疊，故在 79 年由行政院訂立「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森林區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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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配合辦法」，一旦「有爭議時，報請上級」處理，也就是得靠行政

院人治裁決。 

因此，就棲蘭山區檜木林的保育經營問題，目前既然已由行政院處

理，建請政院先就農委會於去年底提報的，將退輔會「森開處」改為公

務預算的計劃儘速核定，今年七月一日起即可安頓退輔會員工因六月底

終止所有天然林內枯立倒木作業，所引發的系列問題，至於非編制內人

員，宜蘭縣政府可以表達實質協助「縣民」的規劃。 

退輔會「森開處」在七月一日之後仍以代管機構，可協助轉型的調

查、規劃，規劃主管單位當然由行政院指派，在此我們建議，絕非農委

會所謂之「森林或自然公園」，因為就所有現行法規而言，真正具備實

質保育國家自然遺產者，只有國家公園法、文資法、野動法等，棲蘭檜

木林最宜列歸國家公園五大分區之「生態保護區」，因其擁有最嚴格的

管制與保護措施，包括國家公園法第 13、18、19、21 條，以及管理處頒

訂的必要辦法；現行文資法「自然文化景觀」所訂之「生態保育區、自

然保留區及珍稀動植物」，雖然亦有第 52 條禁止改變或破壞原有自然狀

態，但不夠嚴謹，且管理機關可以是在地地方政府，管制辦法只說要定

期巡邏或勞動當地警察協助，就目前成立之保護區觀察，或有流於形式

之虞。至於所謂自然公園，完全欠缺保育法規。 

換句話說，為達嚴正保育目的，行政院理應立即著手規劃「棲蘭檜

木國家公園」，且將眼光放寬遠，南以雪霸國家公園北界為邊界；山系

主軸沿唐穗山（2,089 公尺）、塔曼山（2,128 公尺）、南北插天山

（1,925 公尺），東北向支脈沿棲蘭山（2,101 公尺）、拳頭姆山（1,550

公尺）、阿玉山（1,419 公尺）；北界考慮以烏來娃娃谷以及北宜公路為

界，東南以台 7 甲，西北涵括北橫兩側、復興鄉、斯馬庫斯等等，總成

北台灣中海拔天然林之完整格局，別於太魯閣、雪霸、玉山之高山型國

家公園，火山生態系之陽明山，以及墾丁之熱帶海岸國家公園，更且，

棲蘭可確立為檜木主題型國家公園，則如北插天山山毛櫸珍稀林型、北

勢溪等大台北水資源心臟地域悉數涵納，確保北台灣自然生界全方位的

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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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政府組織再造無礙於國家公園保育之最高目標，而農委會似有

放棄保育業務之跡象，無論如何，仍該朝向久遠生界保全、國土保安大

計邁進，寄望行政院以恢弘見識，即刻籌謀規劃事宜，民間搶救棲蘭檜

木林聯盟自當結合各界力量，襄贊保育事務。 

目前棲蘭山區連外道路以宜蘭為總吞吐口，未來國家公園經營動

線，仍以不開闢任何新路為原則，則國家公園管理處所在地似宜落在宜

蘭縣境。因此，宜蘭縣民意代表及縣府，理應負起催生及全面協助中央

規劃之責任，結合北、桃、竹、基相關人士（註：六縣市長已於 87 年底

共同簽署），成立檜木國家公園催生聯盟，力促台灣保育史上，有別於

過往由上到下的規劃，真正反映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的典範，免除如過

往國家公園境內的紛爭，此面向尤以原住民保留地的衝突最激烈。 

寄語行政院在此新、舊世紀交替年代，主動智慧出擊，不僅在二年

內完成「棲蘭檜木國家公園」實質管理運作，南、北大武山及大、小鬼

湖地域（包括今之文資法保護區）亦宜籌謀為國家公園，夥同海岸濕

地、低海拔殘存天然林地域，一舉完成全國保育網之規劃，此必為政府

對後代子孫最佳的歷史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