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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峯 

 長期以來我一直為台灣所謂保育界之過分強調稀有物種而感到不

妥，他們忽略了比稀有度更根本的棲地、生育地淪喪，以及物種歧異度

問題，同時，不斷強調稀有珍異，無疑是以人類好惡偏頗去為生界製造

階級觀，創造一些保育明星，也形成眾多草芥為賤的誤謬。當初借助人

們所喜愛的動物切入保育宣導的美國，後來實證調查，大部分的美國人

只願意支持「較高等」動物的保育。而經由留學及閱讀導入台灣的保育

觀，亦普見移植美式偏見，加上人性中的移情作用，易於見樹不見林，

形成本末倒置的假保育、真迫害的偽善或偽裝。 

針對台灣自然生態體系的保育問題，亦存有同類型誤謬，也就是

說，台灣的保育如果僅僅重視幾座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以及農委會

「林務局狀散布的自然保留區，卻忽略龐大面積的林野生物原鄉，才是

台灣生靈績絕存亡之所賴，長此以往，終將走上物種凋零、快速滅絕的

不歸路，因就學理與自然界現象言之，物種保育奠基於威爾遜與麥克阿

瑟（E.O.Wilson and McArhur）的島嶼生態理論，保護區事實上即生物性

島嶼，平衡後物種量與島嶼面積呈現二次方的曲線關係，而設立保護區

卻允許非保護區的破壞，保護區即令派軍隊駐防邊界，區內物種一段時

期後必將衰退，不若先前豐盛。此等問題，在保育生物學的術語則敘述

為保護區域內及區域外的保育議題，各國的經驗多強調區域外保育甚至

比保護區重要，而無論內、外，贏得在地人的支持才是關鍵，換句話

說，保育終歸需要有文化的內化與價值的依歸。 

台灣一、二十年來的自然保育運動除了創設幾座法定保護區之外，

龐雜的保育觀念與行為，在有意無意間，墜入上述的盲點，個人認為有

必要作及時的矯正，更有所寄望於林務當局。 

全台過半面積屬林地，林務局是全國最大國土面積的管理單位，層

次卻只是省二級，除了先前充當搖錢樹的伐木黃金年代以外，在工不如

商、農不如工、林不如農的偏頗催化下，林業政策雖迭有變遷，但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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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國土系列 

難以擺脫伐木營林、造林的窠臼，從業人員之與社會接觸或有保守委瑣

之風，忘卻身負全國維生生態體系的重責大任，地球生界繼絕存亡的根

本突變專職，依我見解，林務局目前管轄土地與相關業務，必將是二十

一世紀台灣所有事務中，最重要與崇高的事業，社會價值的典範必將移

轉至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經營與保育，正如世界當前對各國國力的評估，

業已加進自然資源的完整度，我認為今後林務局人員必須擺脫傳統唯用

觀，大刀闊斧走向保育為主的捍衛職責，落落大力的揮出全國保育網新

政策，扭轉過往視林地為「生產林地」的舊制包袱。 

全國林地中除了目前已淪為人造林的山地之外，絕大部分的國有天

然林應改編為台灣維生生態系的保育林，嚴禁任何開發與人力干擾，保

育經管經費應由全國社會成本評估後，編列於國家歲支，山坡地保留地

夥同原住民生計面向，則由使用者付費原則，明訂維生生態系環境稅，

經由水費向全國人民徵收。關於集水區系、水源保護區、農林漁牧林林

總總等，今之分屬環保署、營建署、農委會、經濟部、教育部、水利等

等相關事務，舉凡林地攸關，悉數納入全盤規劃內涵，全國最大土地管

理單位大可不必拘泥於層級，而應以現實狀況及觀格局預先籌謀，台灣

土地業已潰爛至此未來解決之道終將訴諸土地專權一元化，至少應以

「部級」及早研擬，耗資一億三千九百餘萬、歷時五年的「第三次台灣

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既然由林務局森林企劃組獨立完成，人才濟

濟的林務局足夠以遠見智慧，儘速且持續研究規劃「台灣林地總體保育

規劃」，放棄陳年舊制的「林業政策研討」，及時建立下世紀國土規劃

的先見之明，以實力及最瞭解台灣土地的深沈經驗，展現本土主體性的

真正累積型智慧，切莫老是淪為政客酬庸分贓、封官競地下的犧牲品或

配角。 

尤為重要者，台灣的自然保育第一階段已陷入「韋伯理論」的官僚

老化期，具備開展全國保育第二階段運動的單位，筆者獨鍾林務局，畢

竟此一單位已潛蟄過久，亢龍有悔也該脫胎換骨矣！而改造首在理念與

實務，先就目前巡山員制度改訓為山林保育暨解說人員，執行取締山坡

地違法、違規的假農民、真盜賊，遏止鯨吞蠶食的農業上山，而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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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層人員必須擔負推動改造的實力陣線，將現今所有天然林視同國

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以前瞻觀念、生態學理的重新學習，配合過往的

山林經驗，短期內熟悉保育業務，並進一步超越目前花拳繡腿的保育

秀，超越國家公園系列的保護措施，妥善照顧台灣天然基因庫大本營，

直到有天，如林務局等山林單位成為自然保育的主流之際，台灣的保育

才算是真正進人狀況。 

寄語林務局從業人員接受新時代挑戰，跨出傳統保守態勢，主動出

擊，堅守守護土地節操，悍拒經建卦帥的財經思潮，樹立千秋萬世新典

範，新世代保育運動就從現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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