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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 1~6 月監測結果摘要彙整表 

監測項目 監測內容 監測結果摘要 應對措施 

環

境

監

測 

森林資源  各林型生長

量及蓄積量 
 

1. 今（112）年度預計完成系統樣區 39 個及永久樣區

21 個。系統樣區執行點位分別位於關山事業區（9

個）、延平事業區（7 個）、臺東事業區（4 個）及

成功事業區（19 個）；永久樣區皆位於成功事業區。 

2. 1-6 月完成複查 12 個樣區（系統樣區 5 個、永久樣

區 7 個），執行樣區總面積為 0.51 公頃，分別位於

成功事業區（9 個）及關山事業區（3 個），尚餘

48 個樣區將於下半年度完成。 

3. 本年度上半年樣區調查蓄積總計為 93.93 立方公

尺，單位蓄積每公頃為 864.57 立方公尺，較前一輪

蓄積增加 9.19 立方公尺，單位蓄積增加 124.34 立方

公尺。 

4. 依據完成之樣區推估成功    事業區蓄積量為

79,583,102 立方公尺；關山事業區蓄積量為

24,302,414 立方公尺，其中天然林推估蓄積量為

50,394,165 立方公尺，人工林蓄積量為 13,773,845

立方公尺。 

5. 樣區複查對於周遭林木、水土保持均無影響，亦無

發生破壞野生動物棲地及無遺留作業廢棄物。 
 

1. 樣區調查對地被

造 成 之 輕 微 影

響，係因調查人員

進 行 樣 木 測 量

時，致踐踏林地內

植被，並不造成傷

害性影響，調查後

植生可自然恢復

及生長，故無需做

後續處理。 

2. 加強從業人員安

全及技術等相關

之教育訓練，使能

更確實掌握林木

生長相關資訊。 
 

土壤狀態 土壤流失情

形（含經營活

動造成之影

響） 
 

1. 伐採作業道屬臨時作業道路，沖蝕狀況持續監測。 

2. 執行樣區複查，現場調查工作對於地被植物有輕微之

破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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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

狀況 
 

1.保安林森

林覆蓋率 

2.集水區崩

塌地復育情

形 
 

1. 本年度執行編號第 2501、2521、2534 號保安林檢訂作

業，檢訂總面積為 1318.403715 公頃，其中第 2521 號

土砂捍止保安林檢訂後面積為 1289.383592 公頃，立木

地面積 1276.149115 公頃（佔保安林面積 99%），林相

良好。 

2. 集水區崩塌地復育情形： 

(1) 109 年度判釋出 3,255 處崩塌地，計 6,954.6 公頃；

110 年度判釋出 2,815 處崩塌地，計 6,516.5 公頃；

111 年度判釋出 2,999 處崩塌地，計 6,800.4 公頃。

整體崩塌地呈現復育趨勢。 

(2) 轄區 74 個土砂集水區分成高、中、低潛勢，共有

7 個集水區連續 3 年被評為高風險潛勢，包含大

武事業區-太麻里溪、金崙溪、大竹溪，臺東事業

區-知本溪，延平事業區-鹿野溪，關山事業區-新

武呂溪，成功事業區-馬武溪集水區。 

1. 保安林檢訂成果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定公告後，交各

機關單位按森林法

及保安林經營準則

等依權責執行相關

經營管理作業。 

2. 持續透過轄管崩塌

地變遷追蹤暨重大

土砂區評估計畫監

控轄區集水區內土

砂產出及崩塌地復

育情形，可預先針

對土砂災害防患於

未然，俾利滾動式

調整森林經營施業

內容及方式，以求

環境永續經營。 

代表性

區域維

護 
 

1.天然林生

長及保護 

2.變異點分

析 
 

1. 天然林生長：依據完成之樣區推估成功事業區蓄積

量為79,583,102立方公尺；關山事業區蓄積量為

24,302,414立方公尺，其中天然林推估蓄積量為

50,394,165立方公尺。 

2. 天然林保護：112年上半年共執行6次森林巡護特遣

工作，結果略說明如下：  

(1) 112 年 2 月 19-23 日巡護大武事業區第 2-4、9、

12-13 林班，清查牛樟貴重木並進行野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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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調查，沿途無發現不法情事。 

(2) 112 年 3 月 15-19 日巡護延平事業區第 1-3、14-15

林班，進行延平事業區第 15 林班地內永康山茶群

基本資料量測與分布範圍調查，沿途無發現不法

情事。 

(3) 112 年 3 月 20-22 日（因故提早結束）、112 年 5

月 8-12 日巡護臺東事業區第 8-11、14 林班，清

查貴重木並記錄沿途野生動植物及物候、建立深

山救援基本資料，沿途拆除獵（工）寮 2 座及舊

式獸夾 1 組，無發現不法情事。 

(4) 112 年 3 月 21-25 日巡護成功事業區第 37-42 林

班，執行貴重木牛樟清查及巡護等，並進行野生

動物及溪流魚類調查、裝設野生動物紅外線照相

機，沿途無發現不法情事。 

(5) 112 年 5 月 10-14 日巡護大武事業區第 23-24 林

班，清查牛樟貴重木並進行野生動植物資源調

查，沿途無發現不法情事。 

(6) 112 年 5 月 23-27 日巡護成功事業區第 31-33 林

班，進行臺灣櫸複查及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

護區巡護等工作，沿途無發現不法情事。 

3. 112年上半年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利

用監測整合作業」運用遙測衛星影像偵測到本處轄

區內變異點計2處，已完成查報。 
 

生物多

樣性 
 

1.野生動植

物保育執行

情形（含違法

1. 野生動植物保育監測成果： 

(1) 無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 

(2) 野生動物救傷、收容、危害（含路殺事件）17 件（關

1. 野生動物環境及族

群無重大變動，持

續進行相關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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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處理） 

2.狩獵動物

族群變化 

3.主要溪流

魚類種類及

水質 
 

山站 14 件、大武站 0 件、知本站 2 件、成功站 1 件）。 

A. 關山站：灰腳秧雞 1 隻、斯文豪氏攀蜥 1 隻、

長尾真稜蜥 1 隻、黑眶蟾蜍 1 隻、細紋南蛇 2

隻、赤尾青竹絲 1 隻、青蛇 3 隻、白斑石龍子 1

隻、壁虎 1 隻、臺灣黑熊 2 隻。 

B. 知本站： 

a.1 月鳳頭蒼鷹 1 隻太麻里鄉道路無法起飛，送

臺東縣野鳥學會救傷。 

b.2 月臺灣野山羊 1 隻利嘉林道死亡，就地掩埋。 

C. 成功站：1 件（鳳頭蒼鷹 1 隻）。 

(3) 自動相機監測成果：共記錄到野生動物 17 種：臺灣

獼猴、野豬、山羌、臺灣野山羊、黃喉貂、臺灣黑

熊、水鹿、白鼻心、鼬獾、食蟹獴、麝香貓、穿山

甲、藍腹鷴、飛鼠、松鼠、赤腹松鼠、老鼠等及各

類鳥類。 

(4) 另，知本自然教育中心紅外線照相機收集資料/每月

至少 1 次。112 年 1-6 月收回紅外線自動相機 6 次，

紀錄物種 8 種，為山羌、鼬獾、黃喉貂、水鹿、食

蟹獴、藍腹鷴、臺灣野山羊及紫嘯鶇等。 

(5) 臺灣獼猴族群變動監測及繁殖鳥類調查：112 年上半

年獼猴調查共執行 8 次調查，共調查 50 個樣區，322

個樣點。有 69 個樣點記錄到猴群，22 個樣點記錄到

孤猴。 

(6) 繁殖鳥類調查共設立 4 個樣區，27 個樣點，記錄到

鳥類 358 筆，其中屬保育類鳥類計有 8 種（熊鷹、

松雀鷹、鵂鶹、臺灣山鷓鴣、白耳畫眉、烏頭翁、

2. 加強相關保育宣導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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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鸝、大冠鳩）。 

(7) 執行生物多樣性相關宣導人次：993 人次。 

地點（例如） 1 月 2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海岸山脈臺東蘇

鐵自然保護區 

4 人

次 

4人

次 

4 人

次 

4 人

次 

4 人

次 

4 人

次 

植樹月宣導活動 0 0 800

人

次 

0 0 0 

黑熊保育宣導   87

人

次 

  32

人

次 

其他     50

人

次 

 

2. 狩獵動物族群變化： 

(1) 1-6 月期間，轄內 19 個部落申請狩獵，共計狩獵動

物計 228 隻，種類為：臺灣山羌、臺灣野豬、臺灣

水鹿、臺灣野山羊、飛鼠、白鼻心、野兔及臺灣獼

猴。 

(2) 臺東縣海端鄉紅石及崁頂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112年 1-6月崁頂及紅石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共計

狩獵 185 隻野生動物，主要狩獵物種為中大型哺乳

動物(山羌 134 隻，其餘野豬 13 隻、野山羊 19 隻、

水鹿 3 隻、台灣獼猴 16 隻)。 

(3) 截至 112 年 6 月底為止，由於半年監測期較短，主

要狩獵物種族群變動趨勢不顯著，將於 112 年底全

年監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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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月期間，於 3 條溪流（鹿寮溪、大崙溪、利嘉溪）

執行溪流魚類調查 2 次，調查到魚類 8 種（高身白

甲魚、臺灣石賓、明潭吻鰕鯱、日本秃頭鯊、粗首

馬口鱲、臺東間爬岩鰍、臺灣白甲魚、細斑吻鰕虎）。 

(1) 大崙溪基本調查資料（流速 0.73 m/sec、水溫 29.4℃、

電導度 606μS/m），並調查到魚種 5 種（高身白甲

魚、臺灣石賓、明潭吻鰕鯱、日本秃頭鯊、粗首馬

口鱲）、鹿寮溪基本調查資料（流速 0.67m/sec、水

溫 22.9℃、電導度 503μS/m），並調查到魚種 4 種

（臺東間爬岩鰍、臺灣白甲魚、日本秃頭鯊、細斑

吻鰕虎）。 

(2) 1-6 月期間，於利嘉溪執行溪流魚類調查 1 次，調查

成果： 利嘉溪基本調查資料：平均流速 0.72 m/sec、

水溫 25.7 度、電導度 382（μS/m），pH 值 9.37，並

調查到魚種 3 種（苦花、秃頭鯊、鰕虎）。 

崩塌地 針對危脆或具

較高風險之區

域基礎資料監

測、工程急迫

性與可行性 

1. 針對危脆或具較高風險之區域基礎資料監測、工程急

迫性與可行性： 

（1）成功事業區第 18 林班崩塌地： 

崩塌土砂影響東 23-1 線道路，經會勘權責分工由東

河鄉 公所進行道路邊坡復建工程，已於 111 年完工，

本處 112年辦理治理工程，已於 112年 6月 28日開工，

針對坡面內水系進行整理，以穩定蝕溝，防止擴大沖

蝕，減少坡面不穩定狀況再發生。 

（2）成功事業區第 2 林班崩塌地： 

崩塌土砂對於河道旁保全並無直接影響，其上游坡

度平緩且尚有儲砂空間，目前坡面穩定，目前尚無急

1. 成功事業區第 18 林

班崩塌地已進行工

程施工階段，施工期

間持續監控崩塌地

變化情形。 

2. 成功事業區第2林班

崩塌目前穩定，仍以

持續監測現地變化

情形為主。 

3. 「110-112 年知本森

林遊樂區崩塌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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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工程介入治理情形。 

2. 崩塌地變異情形 

（1）大武事業區： 

判釋轄區七成崩塌地無明顯變化，復育的崩塌地有

113 處，68 處呈現擴大趨勢，27 處為新生崩塌地，本

年度持續監測中。 

（2）臺東事業區： 

判釋轄區八成崩塌地無明顯變化，復育的崩塌地有

33 處，擴大與新生崩塌地分別為 21 處及 22 處，其中

特針對知本森林遊樂區大規模崩塌崩塌潛勢區域，持

續利用既有監觀測設施進行區域地滑及地下水變化觀

測，以定期無人載具拍攝掌握區域內崩塌狀況及崩塌

特性，並結合監觀測成果評估區域災害風險及擬定災

害因應對策。 

（3）延平事業區： 

判釋轄區無明顯變化的崩塌地約占七成，擴大的崩

塌地有 141 處，復育的崩塌地 92 處，新生崩塌地 73

處。 

（4）關山事業區： 

判釋轄區超過七成的崩塌地無明顯變化，70 處崩塌

地呈現擴大趨勢，61 處崩塌地呈現復育趨勢，出現 41

處新生崩塌地，其中特針對向陽森林遊樂區及埡口山

莊持續利用既有監觀測設施進行區域地滑及地下水變

化觀測，以定期無人載具拍攝掌握區域內崩塌狀況及

崩塌特性，並結合監觀測成果評估區域災害風險及擬

定災害因應對策。 

調查、監測計畫」持

續監測，預計於 112

年 10 月底辦理監測

報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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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功事業區： 

轄區無明顯變化與新生崩塌地數量皆超過四成，16

處崩塌地呈現復育趨勢，9 處呈現擴大趨勢。 

3. 知本遊樂區內執行「110-112 年知本森林遊樂區崩塌潛

勢調查、監測計畫」，計畫範圍以知本森林遊樂區內

潛在大規模崩塌區（約 81.7 公頃）及於 106 年 10 月知

本森林遊樂區北側新生崩塌地面積約 2.1 公頃（該崩塌

全坡面面積為 11.4 公頃），合計面積約 93.1 公頃，每

年底提供調查、監測報告，本年度上半年監測結果無

異常情形。 

環

境

監

測 

外來入侵

物種 

外來入侵物

種種類、數

量、分布區域

及變化趨勢 
 

1. 外來入侵植物監測：部分造林地有外來種入侵情形（小

花蔓澤蘭、香澤蘭、銀合歡等）、部分海岸林有無根藤

發生；刺軸含羞木按契約工期及以開口契約進行刈除。 

2. 外來入侵動物物種影響監測：1-6 月轄內無外來種通報

案件。 

發現之外來植物非屬新

入侵種，已編列於各契

約工期辦理防除。 

林木疫病 疫病預防、 

通報及處理 

1. 部分造林地原有病蟲害情形（相思樹黑媒病、褐根

病、星天牛、一點擬燈蛾等）持續監測，影響暫無擴

大或已趨緩；另於本期監測新增 3 案（知本工作站轄

區），已填寫「整合式病蟲害管理決策紀錄表格」進

行評估、成功工作站轄區 1 案（欖仁葉片蟲害）為季

節性發生。 

2. 部分造林地（關山工作站轄區）有明顯動物危害情

形。經監測野生動物挖掘土壤及磨角，致造林木根系

裸露或環狀剝皮死亡，其中契約 11045 號有擴大情

形，尚未影響保障成活率，成功工作站轄區有 1 件零

星動物危害楓香造林木情形，亦未影響保障成活率。 

1. 林木疫病：造林地

以不施用藥劑為原

則，且多為無嚴重

影響林木成活情形

或季節性發生及未

擴散，部分危害情

形並已趨緩，將持

續辦理監測。 

2. 動物危害：明顯危

害區域已架設照相

機監測，另依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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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分造林地原有病蟲害情形（相思樹黑媒病、褐根

病、星天牛、一點擬燈蛾等）持續監測，影響暫無擴

大或已趨緩；另於本期監測新增 3 案（知本工作站轄

區），已填寫「整合式病蟲害管理決策紀錄表格」進

行評估、成功工作站轄區 1 案（欖仁葉片蟲害）為季

節性發生。 

4. 臺東苗圃培育期間黃槿發生輕微薊馬危害，施用滅達

樂並填寫「苗圃使用化學藥劑環境與社會風險評估

（ESRA）」及「整合式病蟲害管理決策記錄表格

（IPM）」，確認對環境及社會仍屬可控範圍，已施

用哈帕油並與其他苗木隔離栽培，持續監測小苗治療

成效。 

地狀況於補植時以

調整苗木種類方式

因應。 

3. 苗圃育苗掌握非必

要不施藥原則，經

專家學者鑑定病蟲

害部分，依照建議

施藥控制或施以預

防性用藥。 

4. 契約 11117 號原推

斷為疫病部分，經

檢測為根系盤根，

應於苗木新植時，

即排除有盤根疑慮

之苗木，或破除盤

根後挖深挖大植

穴，供苗木根系有

健全生長空間。 

環

境

監

測 

森林火災 林火整備及處

理 

1. 112 年上半年發生森林火災次數 4 場，略述如下： 

(1) 112 年 2 月 26 日於第 2518 號保安林（X：249263；

Y：2497367）發生火災，延燒面積約 0.46 公頃，約

400 株苗木受損，後續辦理復舊造林。 

(2) 112 年 2 月 28 日於第 2517 號保安林（X：258110；

Y：2511106）發生火災，延燒面積約 0.17 公頃，無

造成林木材積損失。 

(3) 112 年 3 月 5 日於第 2530 號保安林（X：301768；

1. 持續加強防火器材

保養及維修工作，

以備急需。 

2. 加強辦理防火演

練，維持防火量

能。 

3. 落實精準式防火宣

導，提高民眾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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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506269）發生火災，延燒面積約 6.6 公頃，無

造成林木材積損失。 

(4) 112 年 5 月 4 日於第 2515 號保安林（X：275876；

Y：2532083）發生火災，延燒面積約 1.8 公頃，無

造成林木材積損失。 

2. 預防措施： 

(1) 防火倉庫整備：每月進行防火倉庫防火器材保養維

護 1 次。 

(2) 防火演練：森林火災 ICS 模擬演練、加強防火演訓

事項及森林火災防救技能 1 次。 

(3) 加強巡護：針對火災高風險地區加強巡視達每月

8-12 次。 

(4) 防火宣導：針對轄內居民及遊客進行精準式防火宣

導計 35 次，其中知本工作站於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辦理 1 場防火宣導、綠島辦理 1 場防火宣導座談會，

於綠島設置告示牌 5 面，大武工作站配合植樹節及

大武國中校慶運動會辦理共 2 場防火宣導、成功工

作站配合植樹節、東河鄉公所及東河鄉農會辦理共

3 場防火宣導等。 

防火觀念。 

天然災

害 
 

受災區域之修

復措施 

1. 本期監測期間發生颱風災害（瑪娃颱風），及造成 2517

號保安林積水，受影響契約計 5 件（大武工作站契約

11103、11104；知本工作站契約 11002、11220、11221）。 

2. 契約 11053 號受火災延燒影響，面積約 0.34 公頃。 

3. 治山工程汛期間落實防汛整備檢查業務。 

1. 颱風災害受影響之

造林地，受損程度

輕微部分已完成補

植，餘依受損情形

及現地狀態，分別

採自然復育、或於

造林適節進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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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2517 號保安林

造林地積水問題，

已就排水溝渠持續

執行清淤。 

2. 火災延燒受影響之

造林地，後續將整

體規劃週邊零星空

隙地，一併辦理復

舊工作。 

廢棄物處

理 

1.區內廢棄物

清 理 及 清 運

（含漂流木） 

2.施業活動之

廢棄物處理 

1. 112年上半年清理所轄沿岸林地之廢棄物計 95.409公

噸（含可回收物 3.088 公噸），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2 年度第一季海廢快篩結果，本處轄管沿岸林地環

境皆屬乾淨或尚可。 

2. 施業活動之廢棄物處理 

(1) 造林作業廢棄物皆要求廠商清理帶走。 

(2) 苗圃作業期間產生之廢棄物依廢棄物處理程序及

相關規定分類回收並定期清運。 

(3)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廢棄物清理及清運平均每月

至少清運 16 次，春節期間加計 8 次，上半年度清

運約 96 次，執行成果均良好。 

1. 沿岸林地環境受漁

業觀光遊憩等人為

活動及海岸地形潮

汐洋流等自然因素

影響產生或滯留之

廢棄物，持續執行環

境清理維護作業，並

於易遭棄置大量廢

棄物之熱點裝設監

視相關設備，以加強

查緝嚇阻不法。 

2. 持續以社區林業、辦

理環教活動等公私

協力方式共同維護

沿岸林地環境。 

3. 苗圃產生之廢棄物

（苗袋、塑膠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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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依相關分類規

定處理。 

經

營

活

動 

造

林

及

撫

育 

造林地點、樹

種 、 成 活 情

形、面積、基

改物種使用情

況 

1. 112 年 1-6 月已完成新植面積 14.99 公頃、撫育面積

263.19 公頃，造林地多屬國產屬移交、檳榔移除收回

林地、疏伐跡地，及銀合歡入侵、木麻黃劣化地等，

樹種含相思樹、楓香、臺灣肖楠、殼斗科、林投、欖

仁、臭娘子等，無使用基因改良（GMO）樹種。 

2. 造林地新植案件成活率良好（達栽植株數 95%以上），

撫育工作除契約 11101 號因星天牛危害影響，已於 111

年下半年度依監測結果及契約規定調整保障成活率

外，餘無低於保障成活率情形。 

3. 部分造林地（關山工作站轄區）有明顯動物危害情形。

經監測野生動物挖掘土壤及磨角，致造林木根系裸露

或環狀剝皮死亡，其中契約 11045 號有擴大情形，尚

未影響保障成活率，成功工作站轄區有 1 件零星動物

危害楓香造林木情形，亦未影響保障成活率。 

動物危害：明顯危害區

域已架設照相機監測，

另依造林地狀況於補植

時以調整苗木種類方式

因應。 

苗

圃

管

理 

苗圃培苗樹

種規劃、病蟲

害管理、配撥

情形、基改物

種使用情況 
 

1. 112 年度上半年苗木配撥及育苗情形： 

(1) 配撥總數量約 9.67 萬株，其中以瑞源苗圃 4.80 萬

最多，主要作為植樹月贈苗活動及配合各項造林、

綠美化、供鄰近單位、社區及部落使用等工作。 

(2) 新培育苗木計 29.28 萬株，達經營計畫所列之年度

目標。 

(3) 苗圃現已達出栽標準的樹種約 150 種，除提供轄內

造林綠美化，亦可供鄰近單位、社區及部落使用。 

2. 病蟲害管理：臺東苗圃培育期間黃槿發生輕微薊馬危

害，施用滅達樂並填寫「苗圃使用化學藥劑環境與社

苗圃育苗方式遵循種子

及育苗作業程序辦理，

並依未來營林目標及經

營計畫修訂方向調整，

同時持續監測苗圃病蟲

害及苗木品質，避免老

苗盤根等影響苗木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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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風險評估（ESRA）」及「整合式病蟲害管理決策

記錄表格（IPM）」，確認對環境及社會仍屬可控範

圍，已施用哈帕油並與其他苗木隔離栽培，持續監測

小苗治療成效。 

3. 每期育苗工作產生之廢棄物，依廢棄物處理程序分類

後定期清運，以維持環境整潔。 

環

境

監

測 

 

經

營

活

動 

化

學

品

使

用 
 

1.肥料使用地

點、種類及用

量 

2.藥劑使用地

點、種類及用

量 

3.生物製劑使

用 

4.化學品儲存

及管理 

1. 造林地及苗圃施用肥料案件，採用有機質肥料。 

2. 本處轄下 3 處苗圃（臺東、瑞源及龍泉）育苗作業施

藥/肥種類及使用量如下，對周遭環境影響輕微。 

(1) 生物製劑：哈帕油、枯草桿菌、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等，約計 2.21 L。 

(2) 化學藥劑：亞托敏、百利普芬等，合計液劑約 2.62 

L。 

(3) 有機複合肥料：綠林牌好康 633、神真水、臺肥特

43 號等，約計 330.5 kg。 

3. 苗圃藥品儲藏於上鎖藥櫃，且有專責保管人監督施藥

人員確實穿戴防護裝備、施用劑量等，落實勞工安全。 

1. 不施用 FSC 禁用之

化學藥劑，藥品儲藏

於上鎖藥櫃，且有專

責保管人監督；施藥

人員確實穿戴防護

裝備、施用劑量等，

落實勞工安全。 

2. 依據減量計畫書執

行，提高生物製劑使

用量減少施用化學

藥劑，並持續接種菌

根菌，達成與苗木的

共生關係。 

採

伐

作

業 

採 伐 實 施 情

況、預計與實

際年度伐採面

積的比較、殘

材處理方式 

1. 112 年上半年於紅石林道辦理伐採工作（契約 11056

號），於 112 年 6 月 13 日完工，植被破壞狀況輕微。 

2. 112 年上半年於錦屏林道辦理 111 東標 2 號疏伐案，

於 112 年 6 月 15 日開工，持續監測活動。 

1. 契約 11056 號伐採

區，將持續監測植被

恢復狀況。 

2. 將持續監測轄區動

物狀況，如發現有高

保育價值野生動物

將啟動相關程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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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伐採工作。 

3. 將持續監測伐區地

被回復情形。 

環

境

監

測 

經

營

活

動 

基

礎

設

施

維

護 

步道養護（災

害處理、設施

狀況） 

1. 112 上半年度步道巡視計為 60 次（不含遊樂區）。 

2. 步道設施損害等部分，上半年度以開口契約維護 2 條

步道（都蘭山步道、綠島觀海步道），另由工作站自

行維護 3 條步道（鯉魚山步道、麻荖漏步道、大武觀

海步道）。 

3. 轄區步道設施有高架結構部分，由工程人員委請專業

團隊辦理檢測工作。 

4. 浸水營國家步道東段姑仔崙吊橋因「抗風索」及「橋

面」有壞損情形，將暫時封閉進行整修。 

5. 嘉明湖國家步道向陽營地有臺灣黑熊出沒，營地暫停

開放。 

1. 嘉明湖國家步道向

陽營地臺灣黑熊出

沒，向陽營地暫停

開放，並設置即時

自動相機進行監

測。 

2. 持續請工作站將步

道監測結果及維護

情形提供本處，有

關姑仔崙吊橋因

「抗風索」及「橋

面」有壞損情形已

由工程人員辦理整

修。 

3. 提醒各工作站於步

道巡查時一併清潔

周遭垃圾，以維護

步道環境。 

林道維護 1. 林道一般巡查 112 年 1~6 月進行 12 次，知本及關山工

作站各 6 次。 

監測結果：林道部分路段邊坡土石崩塌及傾倒木、路

基掏空、林道兩旁咬人貓蔓延情形、既有擋土構造物

龜裂情形等。 

1. 持續進行本處所轄

林道各項監測工

作，並滾動式檢討相

關作為因應。 

2. 林道工程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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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道特別巡查於汛期前及颱風地震後，配合林務局辦

理所轄林道特別巡查工作計 1 次。 

3. 林道維護情形： 

（1）辦理知本林道 6K-7K 改善工程，於 112 年 6 月

21 日開工。 

（2）辦理錦屏林道 3K-14K 改善工程，配合疏伐作業，

目前尚未開工。 

（3）辦理 111 年度霧鹿、紅石、知本林道橋樑檢測改

善項目維修工作。 

（4）開口契約持續辦理各林道坍方清除及路面維修工

作。 

前均會召開施工說

明會，告知部落施工

資訊，並請廠商施工

車輛進入部落需減

速慢行，注意用路人

安全。 

經

營

活

動 

基

礎

設

施

維

護 

治山工程 112 年上半年共執行 3 件工程，包括知本站：1 件；成功

站：1 件；開口契約 1 件， 監測結果如下：   

1. 未發現水質及水量異常干擾、機具漏油、環境髒亂及

外來物種入侵等異常狀況。 

2. 各工區施工作業監測狀況回報，未發現違反性別平等

及積欠薪資抱怨情事，並將持續辦理追蹤。 

3. 各案工作（開口契約除外）施業前均辦理設計審查及

施工前說明，邀請當地居民、NGO 團體、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等告知規劃內容、作業重點、危害風險項目

等。 

4. 陸域或水域生物棲地，據各工作站監測結果及委託生

態團隊追蹤成果，無異常變化 。 

1. 工程施業期間持續

透過監測、生態追蹤

調查等，滾動式調整

施業方式及內容，以

求環境永續經營。  

2. 持續與在地居民、

NGO 團體保持溝

通，研商治理對及解

決方案。  

3. 持續落實「迴避、縮

小、減輕 及補償」

等生態保育策略，以

降低環境影響程

度，並納入動物通道

設計，以維護生態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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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環境。 

社

會

監

測 

社區/原住

民關係 

1.對於協議條

款的執行、合

法及慣習權利

之認定 

2.傳統知識和

智慧財產權使

用 、 特 殊 文

化、生態、經

濟、宗教或重

要精神的保護 

1. 施業活動之協議：  

(1) 造林、疏伐等施業活動，因涉及影響原住民部落權

益者，於作業前皆取得鄰近社區及原住民部落FPIC

及協議書同意施作。 

(2) 錦屏部落關心部落水管及疏伐車輛進出部落的問

題。 

(3) 紅石部落關心車輛進出部落車速應減慢並鳴聲警

示。並感謝本處派員參加部落的射耳祭活動與回

饋，及聯繫並僱用部落夥伴辦理刈草等工作。另外

建議宣導原住民自用採集規定，並提供紅石管制站

鐵門的鑰匙給紅石部落保管。 

2. 上半年無涉及使用傳統知識和智慧財產權使用。 

 
 

1. 錦屏部落：112 年 6

月 12 日邀錦屏部落

夥伴辦理部落說明

會，說明本處伐採工

作規劃，及針對水管

等公共設施維護，及

車輛車速問題進行

說明，會後達成共

識，並列入相關契約

規範督責施工廠商

確實遵守。 

2. 紅石部落：11056 號

伐採工作已督責廠

商降低車速行駛，及

鳴聲示警。並請廠商

雇用在地夥伴協助

相關工作，法規宣導

部分將於召開部落

說明會時一併宣

導，近期管制站鐵門

改善，完工後將提供

鑰匙給部落主席保

管，共同保護森林資

源。 

勞工權益 1.性別平等、性 1. 112 年上半年（含經營活動）未發生性別平等、性騷 1. 持續宣導性騷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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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性別歧

視 

2.薪資給付 

3.教育訓練（含

職業健康與安

全） 

4.勞工保險 

擾、性別歧視案件。 

2. 各項施業（如資源調查、育苗、造林、採伐、治山工

程、林道、步道…）活動、監測結果廠商按時給付薪

水，未發現有承包廠商積欠工資之情。 

3. 112年上半年度已完成下列 3項 FSC森林驗證相關訓

練： 

(1) 性騷擾、性別平等。 

(2) 安全與健康。 

(3) 執行生態系統服務維持及強化。 

4. 提供「112 年度職工團體保險及眷屬自費團體保險」

及「112 年度災害好發季節投保團體傷害保險」，保

障職工權益。 

訴處理委員會及申

訴專線電話。 

2. 持續加強宣導各科

室於年度前完成教

育訓練管理程序書

所列教育訓練課程。 

3. 依照人員異動辦理

加退保。 

合法性監

督 

1.非法活動之

預防及處理 

  

1. 非法活動之預防及處理： 

(1) 保安林 

A. 112 年上半年未查獲棄置廢棄物案，棄置廢棄

物區護管巡視每月至少 8 次以上，裝設紅外線

照相機 2 臺；查獲 1 件竊取砂土案（已查獲犯

嫌），後續長期設置監視設備，無再犯情形。 

B. 依保安林檢訂結果辦理非營林樣態處理： 

a. 知本工作站已收回非營林地 21 筆，面積計  

2.301508 公頃。 

b. 大武工作站已收回非營林地 10 筆，面積計

0.1182  公頃。 

(2) 國有林地及事業區 

A. 112 年上半年共查獲 4 件盜伐案（其中 1 件人

贓俱獲）、  3 件盜採牛樟菇案（均人贓俱獲）

1.非法活動之預防及處

理 

(1) 112 年牛樟盜伐

案、牛樟菇盜採案

件均已移警偵辦，

後續配合檢察官偵

辦及法院審理。 

(2) 民眾越界占墾，護

管人員均能迅速回

報，優先以勸說方

式請民眾返還林

地，減少與民爭

訟。 

(3) 持續督促護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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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 件遭濫墾違規案，均已移送檢警偵辦，且

盜伐熱點區護管巡視每月至少 4-8 次。 

B. 112 年上半年巡護次數達 5,284 次，深山特遣巡

護工作實際執行 6 次，每月派員抽查森林護管

工作執行情形。 

C. 112 年依據林務局核定應執行廢耕拆除計畫 35

公頃，上半年實際執行 46.444223 公頃，達成

率 132.7％。 

D. 預防措施：  

a. 加強重點巡視工作、盜伐案件區域持續不定

期安排 2 天 1 夜巡視工作。 

b. 與保七總隊第九大隊臺東分隊合作，利用縮

時攝影機、紅外線照相機、4G 即時影像傳

輸儀器等，於現場裝設監控儀器，並將視情

況調整裝設地點及數量，以防範盜伐案件發

生。 

c. 針對貴重木分布區域及不易到達之偏遠山

區，排定 5 天 4 夜深山特遣任務執行清查，

提高對資源掌握狀況，並強化深山地區巡護

頻度，防範不法情事發生。 

d. 加強掌握轄內盜伐及盜採線報，並與保七總

隊第九大隊成立通訊平臺，分享情資，提高

案件查緝效率。 

e. 針對林班內棄置廢棄物熱點區域（第 2506、

2516、2517、2518、2537 保安林等）裝設縮

時攝影機及紅外線自動照相機，遏止違法棄

加強巡視頻度，以

達成年度目標。 

(4) 每月皆有派員抽查

站內森林護管工作

執行情形。 

(5) 持續督促護管人員

查明占用並加強占

用收回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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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廢棄物情事。 

爭議處理 陳情案、客訴

及 爭 議 之 處

理、利害相關

方之意見 

1. 首長信箱： 

(1) 112 年 1-6 月本處首長信箱收案 16 件，平均於受理

2.5 日內回復陳情人，與 111 年下半年度收件 20 件

相較，減少 4 件。 

(2) 首長信箱受理案件之屬性分別為： 

A. 步道及設施建議或損壞通報問題計 6 件。 

B. 向陽山屋預約規定問題計 1 件。 

C. 民眾服務建議計 1 件。 

D. 檢舉林地占用計 1 件。 

E. 知本及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議題（含感謝信）

有關問題計 4 件。 

F. 旅遊諮詢問題計 1 件。 

G. 樹木保育建議計 1 件。 

H. 造林計畫合作計 1 件。 

2. 人民陳情案件：112 年 1-6 月人民陳請案件計 2 件。 

持續依民眾抱怨及陳情

事項確實妥處並依限回

復民眾、研擬改善對策

並追蹤辦理情形，以減

少爭議案件發生。 

當地經濟

和社會發

展 

社區林業 1. 112 年度計有 24 社區（大武工作站 3 件、知本工作站

8 件、關山工作站 9 件、成功工作站 4 件） 申請社區

林業計畫。原住民社區 19 件、非原住民社區 5 件。 

2. 社區協助巡守森林保護工作，主要於成功事業區

37~40 林班、關山事業區 1~6、25~27、45~47、51~53、

55 林班、延平事業區 1-3、15~19 林班、臺東事業區

5~10 及 19~33 林班、大武事業區 2520、2537、2538、

2517、2510、2515、2514、2522、2531 等保安林內執

行。   

3. 社區申請補助辦理教育訓練計完成約 173 小時 1,170

請工作站加強訪視及輔

導社區，若需修改課程

時間，亦請社區將調整

之課程期程函工作站轉

陳林管處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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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部分社區因受天候、講師時間無法配合等狀

況，調整延後活動或課程之辦理。 

林產物採集與

利用 

1. 上半年度林產物專案採取及合作相關計畫： 

(1) 與「財團法人臺灣義築協會」合作運用國產木竹

材辦理「利嘉林道管制站整修工作」：孟宗竹 33

支。 

(2) 為本分署辦理「112 年森林市集國產材推廣介紹」

活動，專案採取牛樟木 1 塊，材積 0.048 立方公

尺，提供推廣展示國產材使用。 

(3) 為本分署辦理「臺灣黑熊室內照養場域木平臺改

造計畫」：使用柳杉角材 184 支、臺灣杉用材約

2.928 立方公尺及紅檜用材約 1.185 立方公尺。 

 

遊樂區與周邊

社區部落之合

作 

不定期與策聯盟飯店業者及周邊部落、社區代表聯繫或會

談、交換意見。持績辦理生態旅遊遊程與森林療癒課程，

邀請、提供優惠予周邊策略聯盟飯店住宿客等參與。 

 

推廣公私協力

參與 

本年度計有旮部融岸文化教育促進會、小馬社區協會、巴

阿尼豐永續發展協會、溫泉社區發展協會、卡大地布文化

發展協會、利嘉社區發展協會、大武生活美學協會、加羅

板部落產業發展協會等 8 個在地社區組織團體執行社區

林業計畫，以公私協力方式共同參與周邊保安林之巡護及

環境維護等經營管理工作。 

 

遊憩服務 知本國家森林

遊樂區 

1. 服務成果： 

(1) 服務人數：1-6 月園區入園人數共 87,284 人、門票收

入共 4,275,961 元、服務臺販售商品收入共 119,876

元、停車場收入共 533,048 元、販賣機租金共 28,139

元。 

(1) 環境監測：請工作

站持續監測，並針

對調查危木移除，

妥處褐根病株林

木、避免擴散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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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園區由國家森林志工老師駐點/帶團解說，112 年上半

年服務 5 萬 2,370 人次。 

2. 管理情形： 

(1) 因應 COVID 19 疫情，除加強園區消毒及於服務臺

放置酒精消毒 AI 感測器供遊客使用。 

(2) 綠美化及植栽管理：依現況需求不定期執行植栽修剪

等維護工作，112 年 1~6 月依現況需求不定期執行園

區刈草工作。 

(3) 清潔工作：核心公廁派員駐點清潔，其餘各區每月執

行清潔及垃圾清運至少 16 次。春節期間加強清潔計 8

次，上半年度清運約 96 次，執行成果均良好。 

(4) 設施、步道維護巡查工作：經巡查園區步道狀況良好

無落石及崩塌情形發生。 

(5) 督導情形：遊樂區 1~6 月總計月督導 6 次，督導缺

失主要為步道枕木、木椅等部份腐朽；停車場旋轉門

及停車場感應線圈損壞，已更新、修復完畢。 

(6) 工程建設：112 年 1-6 月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內無育

樂設施工程。 

(7) 設施監測：上半年度設施 2 件完成修復，餘無緊急需

維修設施。 

(8) 水質檢測：上半年完成 4 臺飲水機、2 次飲用水水源

及 1 次處理槽放流水水質檢測，檢測結果符合規定。 

(9) 枯危木調查：1-6 月共砍除 8 株枯危木，持續監測 56

株。 

3. 上半年度進行遊樂區遊客滿意度調查 315 份，滿意度

達 93.3%。 

頭將進行燒毀，列

管危木每季進行監

測並報處核備。 

(2) 社會監測：請工作

站辦理清潔勞務外

包員工訪談、持續

現場人員服務品質

教育訓練、全年提

供遊客滿意度線上

及線下調查。 

(3) 經濟監測：持續進

行販賣部外包工程

發包採購及環境進

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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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半年抱怨及衝突爭議 1 件，遵循 07-FM-110-抱怨

及衝突爭議處理程序辦結歸檔存查。 

向陽國家森林

遊樂區 

1. 遊樂區休園，無滿意度及遊客人次等社會監測；但環

境清潔持續執行中，廠商及現場勞工之執行成果均良

好。 

2. 上半年抱怨及衝突爭議共計 0 件，未來如有相關事件

將遵循 07-FM-110-抱怨及衝突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3. 環境監測結果： 

(1) 112 年委託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依環境影響評估說

明書承諾事項執行空氣品質、放流水水質及噪音監

測，監測結果均符合標準（詳如監測報告），監測項

目說明如次： 

A. 空氣品質監測：TSP、PM10、SO2、NO2、CO。 

B. 噪音與振動監測：日間時段量測。 

C. 水文與水質監測：BOD5、SS、pH、NH3-N、DO。 

(2) 委託臺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飲用水及山泉

水水質檢測，檢測結果均符合標準值。 

1. 持續辦理環評承諾

監測事項，休園期

間暫停實施滿意度

及遊客人次等社會

監測；清潔勞工權

利將持續監測。 

2. 關山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監測結果

穩定，持續保育監

測中。 

3. 園區因休園現場無

受理客訴抱怨，如

輿情或民意信箱有

抱怨及衝突爭議等

情 事 ， 持 續 循

07-FM-110-抱怨及

衝突爭議處理程序

辦理。 

知本自然教育

中心服務及營

運 

1. 112 年上半年執行學校戶外教學 44 場次，服務人數

1,096 人次；非學校戶外教學 44 場次，服務人數 1,455

人次。另現場遊客活動 2 場次，服務人數 417 人次，

外部推廣 10 場次，觸及人數 1,666 人次。 

2. 持續依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教育中心願景標，辦理

及推展林業永續經營及自然保育相關課程活動，達成

1. 現場服務人員於課

程進行前均辦理場

域巡視，發現場域

設施有損壞及待修

均即時通報，妥適

處理；活動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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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值。 亦提醒參加者遵守

服務人員引導及注

意安全。 

2. 依林務局管考機制

及契約規範進行各

項履約管理工作，

確保服務品質。 

3. 按月由受託單位提

供工作月報，列入

履約管理紀錄備

存。 

步道遊憩服務 步道周邊民眾無提供相關意見。  

財務監測 經費支出和收

入狀況 

經費支出 

1. 112 年 1-6 月一般行政、林業管理、林業發展及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給付等核定經費計 244,444,707 元，實

際執行數計 192,143,877 元，執行率 78.60%。 

2. 112 年全年度核定經費計 474,993,707 元，實際執行數

計 192,143,877 元，執行率 40.45%。 

收入狀況 

112 年 1-6 月收入項目包括罰款及賠償收入、財產收

入及其他收入，預定收入金額計 2,800,000 元，實際收入

金額計 2,339,848 元，執行率 83.57%。 

 

高

保

育

監

HCV1 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臺東紅葉村臺東蘇鐵

自然保留區、大武事業區

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

1. 高保育價值區域監測綜合環境評估： 

(1)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穩定（無異常） 

(2) 臺東紅葉村臺東蘇鐵自然保留區：穩定（仍受蟲

害影響） 

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

保護區因受病蟲害影

響，臺東蘇鐵族群數量

衰退，將辦理 112 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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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大武事業區臺灣油杉自然

保護區、關山臺灣海棗自

然保護區及海岸山脈臺東

蘇鐵自然保護區，以維護/

保護行動的監測 

(3) 大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穩定  

(4) 大武事業區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穩定 

(5) 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穩定  

(6) 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護區：劣化 

2. 高保育監測結果： 

(1)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219 次、314 人次，發現盜伐

盜獵 0 件，環境狀況描述：無異常（穩定）。 

B.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2 處，記

錄到生動物種類 12 種。 

C.航照判識：下半年未通知有航照變異點。 

D.其他：無。 

(2) 臺東紅葉村臺東蘇鐵自然保留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18 次，未查獲盜伐盜獵，環境

無重大變化，臺東蘇鐵族群仍遭受介殼蟲及小灰蝶

危害。 

B.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1 處，紀

錄到野生動物種類：山羌、水鹿、臺灣野山羊、臺

灣獼猴、黃喉貂、臺灣黑熊。 

C.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暫無辦理項目。 

D.其他：無。 

(3) 大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護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322 次、42 人次，發現盜伐盜

獵 0 件，環境狀況描述：無異常(穩定)。 

B.航照判識：上半年未通知有航照變異點。 

C.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於下半年執行族群調查任

群調查工作，又因地形

因素物理化學防治困

難，將進行臺東蘇鐵境

外復育措施。 



 

25 
                                                                   

務。 

D.其他監測結果：無 

(4) 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4 次、8 人次，發現盜伐盜獵 0

件，環境狀況描述：無異常(穩定)。 

B.航照判識：下半年未通知有航照變異點。 

C.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於 3 月份進行 4 天 3 夜族

群調查工作，新增 2 株漏查木，合計 84 株，報告

無發現野生動物或異常狀態。 

D.其他監測結果：無。 

(5) 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53 次，未發現盜伐盜獵案件及

野生動物，環境維持穩定。 

B.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1 處，紀

錄到野生動物種類山羌、鼬獾、臺灣獼猴、食蟹獴、

臺灣野山羊、鳥類。 

C.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暫無辦理項目。 

D.其他監測結果：無。 

(6) 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護區 

A.巡護成果：巡護計 6 次，巡護成果發現動物種類

0 隻，發現盜伐盜獵 0 件，環境狀況描述：無異常，

環境維持穩定。 

B.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1 處，記

錄到野生動物 12 種：臺灣野山羊、山羌、白鼻心、

食蟹獴、野豬、臺灣獼猴、野鼠、野兔、臺灣山鷓

鴣、黑冠麻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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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上半年尚無辦理研究或調

查。 

D.其他：訪談 1 人 

E. 其他監測結果：無。 

HCV2 海岸山脈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關山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利嘉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以維護/保護行動的監測 

1. 高保育價值區域監測綜合環境評估： 

海岸山脈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穩定 

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穩定  

利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穩定 

2. 高保育監測結果： 

(1) 海岸山脈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A. 巡護成果：巡護計 6 次，巡護成果發現動物種類

0 隻，發現盜伐盜獵 0 件，環境狀況描述：無異

常，環境維持穩定。 

B. 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1 處，記

錄到野生動物 12 種：臺灣野山羊、山羌、白鼻

心、食蟹獴、野豬、臺灣獼猴、野鼠、野兔、臺

灣山鷓鴣、黑冠麻鷺。 

C. 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上半年尚無辦理研究或調

查。 

D. 其他：訪談 1 人 

(2) 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A. 巡護成果：巡護計 42 次，未發現盜伐盜獵案件

及野生動物，環境維持穩定。 

B. 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5 處，

紀錄到野生動物種類鼬獾、山羌、山羊、水鹿、

臺灣獼猴、松鼠、黃喉貂、鼠、藍腹鷴、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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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鷓鴣、黑長尾雉、臺灣竹雞、虎鶇、臺灣紫

嘯鶇等。 

C. 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暫無辦理項目 

D. 其他：無 

(3) 利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A. 巡護成果：巡護計 15 次，巡護成果發現動物種

類 大冠鷲、 藍腹鷴、 鳳頭蒼鷹、黃喉貂、臺

灣野山羊、赤腹松鼠、山羌、五色鳥、臺灣獼猴，

發現盜伐盜獵 0 件。  

B. 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5 處，

紀錄到野生動物種類 12 種： 臺灣山羌、長鬃

山羊、臺灣水鹿、臺灣獼猴、臺灣野豬、野鼠、

鳥、白鼻心、鼬獾、黃喉貂、狗、食蟹獴。 

C. 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 深山特遣隊 1 次 ，成果

為牛樟生立木 14 株、臺灣黑熊排遺 1 處、野生

動植物無異常。 

D. 其他： 無。 

HCV3 綠島地區臺灣狐

蝠，以維護/保護行動的監

測 

1. 高保育價值區域監測綜合環境評估： 

HCV3： 

綠島地區臺灣狐蝠：穩定 

2. 高保育監測結果： 

A. 巡護成果：巡護計 12 次，巡護成果無發現動物，

無發現盜伐盜獵。 

B. 野生動物監測結果：架設紅外線照相機 3 處，紀

錄到野生動物種類 5 種（臺灣山羌、梅花鹿、白

鼻心、松鼠、及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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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辦理研究或調查項目：無 

3. 其他監測結果：112 年 3 月阿眉山段發生森林火災，

火災後設置禁止營火告示牌 5 面，並架設紅外線照相

機 2 處，3-6 月觀察結果發現仍有臺灣山羌、梅花鹿、

白鼻心、赤腹松鼠、貓及狗，未發現臺灣狐蝠。 

其

他

監

測 

反貪腐、法令宣導 1. 針對本處員工透過廉政園地電子佈告欄、電子郵件進

行宣導： 

春節、端午節期間請同仁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遇有與職務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應

酬，應予退還或拒絕，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室；對

於涉及請託關說事項，應主動登錄，以維護民眾對公

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共同建立公務員保護機

制，杜絕不當餽贈、關說、應酬等爭議。 

2. 中大小型宣導活動：為使全民瞭解倡廉反貪之決心，

廉政宣導活動以「廉能為政府之核心價值」、「廉政檢

舉專線：0800–286–586」、「臺東林區管理處檢舉專

線」、「民眾洽公不能送、不用送、也不必送」、「貪汙

零容忍」及「全民反賄選」等資訊為宣導主軸，加深

民眾及學童反貪觀念。 

(1) 辦理「112 年植樹月政宣導-社會參與活動」2 場

次： 

A. 112 年度區域植樹活動「森活圈」及森活市集

辦理廉政宣導活動 1 場次，參加人數約 250

人。（臺東森林公園）。 

B. 於本處植樹月贈苗活動搭配辦理廉政宣導活

動 1 場次，參加人數約 150 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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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前往縣內偏鄉地區辦理廉政宣導，結合本處

成功工作站及東河鄉農會所辦理之都蘭香丁節活

動，辦理社會參與反貪廉政宣導 1 場次，參加人

數約 200 人（東河鄉都蘭文創園區）。 

3. 透過廉政園地宣導專區對本處同仁及一般民眾進行

宣導：為增進員工廉政法令知識，深化同仁依法行

政、知法守法的法律素養，並提升反貪意識，編輯廉

報 E 刊，內容有關廉政宣導、廉政小品、廉政小叮嚀

及公職人員行政中立等宣導，供同仁及民眾閱覽。 

經營目標 完成 112 年度經營計畫調適，並經機關首長核定，各單位

續據以執行中。 

各項施業持續依調適後

之年度經營計畫據以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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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轄高保育價值區域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