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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緩地球暖化，有效吸收大氣中溫室氣體，聯合國環

境署(UNEP)於2007年開始進行「種十億棵樹保護地球」活動
（PLANT FOR THE PLANET : THE BILLION TREE CAM-
PAIGN），計畫在2007年於全球種植十億棵樹，藉由樹木碳匯
功能，將二氧化碳封存，降低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該計畫受

到各國重視並實際參與，也廣納個人、團體等上網登記宣示，

宣告承諾總種植數量超過10億棵。

植樹造林不僅有助於減輕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現象，另外

提供水土保持、氣候調節、維持環境生態系統等正面效益，因

此植樹造林成為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重要運動。本活動推出第

一批本土性氣候保護紀念林植樹活動，活動成果在聯合國環境

署網頁登錄註冊，不僅與國際植樹保護氣候行動同步，也保護

本土環境品質。

植樹造林因所需成本低、且具多重效益，並能有效達到碳

匯目標，而成為氣候保護的優質選擇方案。然而植樹造林受限

於種植場地與技術，因此以企業或個人以自願認養（購）在適

當地區種樹造林，並委以第三單位實際進行造林並負責維護管

理方式，為植樹造林減緩溫室氣體暖化效應的普遍執行方式。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環品會)、臺大實驗林以及臺大全球
變遷研究中心(全變中心)在國內推動第一批植樹造林固碳活動
，推出「氣候保護之友」認同卡，以一卡種一樹活動幫助個人

或企業，以碳抵償方式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本計畫由環品會執行制度設計與推廣，臺大實驗林負責造

林與管理，而臺大全變中心則負責森林碳封存減量計算等技術

支援。民眾與企業經由認購「氣候保護之友」認同卡，參與紀

念林氣候保護工作。

一、活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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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可視為地球危機年，因為全球暖化已經被證實，並對地球造成極
負面的衝擊影響。十億樹活動 ( Bill ion Tree Campaign ) 由聯合國環境署
(UNEP)發起，成為一個全世界的種樹活動，希望將個人、團體、公司企業、
政府、非政府組織集結起來，保護我們的氣候以及生存環境，為地球種樹，

種下希望。

種十億棵樹的活動事實上起源於諾貝爾獎得主馬賽教授 ( Wa n g a r i 
Maathai)，她首先發起種樹運動，然後透過與聯合國環境署合作，在2006年
11月將此運動推廣至世界各國，希望在一年內，即2008年底前可以在地球種
下十億棵樹。然而，該活動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擴展出去，所有有意願的人都

可以在網路上宣示種樹的數量，在五個月內，上網登記種樹的數量已經超過

十億株。而在2008年1月，已經登記栽種約24億棵樹，已經種下的樹木則高
達18億株。

因此，聯合國環境署重新設立目標，新目標為在2009年前，在全球種下
70億棵樹。參與此活動的國家幾乎遍佈全球，包括各國的機關團體、政府組
織，都大力支持該活動。所種植的樹，則以當地、本土性的樹種為優先，以

不增加新的生態問題為考量。

該活動的官方網站

http://www.unep.org/BILLIONTREECAMPAIGN/

二、聯合國種十億棵樹活動介紹 
      (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

Plant for the Planet
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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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卡推出後，受到各方熱烈的迴響，包括民眾以及大型氣候有非常高

的意願認養樹木。原先規劃臺大實驗林溪頭營林區的10公頃造林地，共
15,000棵紀念樹木很快就認養完畢。應各界要求，臺大實驗林特別再規劃出
清水溝、內茅埔兩個營林區中的回收墾地，增加紀念林栽植面積，最後紀念

林總面積為30.79公頃，認養樹木共41,520株。

紀念林認養樹木的情況為，一般民眾共有6,611株、其他五家大企業共
認養34,541株、認養名單不明者有368株，因此，此活動將在臺大實驗林區
，栽植共41,520株紀念林。

三、「氣候保護之友」認同卡認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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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林認養情況

認養人 一般民眾 企  業

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其 他

說明

總 數

株數

認養資料
填寫不明者

6,611 34,541 368 41,520



4.1設置與管理原則

氣候保護紀念林之設置與管理原則如下幾點：

A.以國有林為主，如各地實驗林，保證所種的樹木達到其生存年，不會

有中途被任意砍伐情況。未來若考慮私有林作為保護林，則必須有相

關控管之條例規範。

B.紀念林CO2儲存40年，即每棵樹之生存年以至少40年為計(農委會全民

造林則以20年計)。

C.每棵樹的計算基準從植樹開始時間起。

D.不可以將老樹移除，以老樹跡地作為場址，植樹地點應為崩塌地、裸

露地、草生地等。

E.在40年內，若發生火災、病蟲害等意外，應由管理單位立刻重新補植

造林。

4.2 設置地點與分佈

紀念林栽植區域為：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之溪頭、清水溝、內茅埔營林區。

‧栽植面積：共30.78公頃。

‧海拔高度：800∼1,600公尺。

四、紀念林設置狀況

Plant for the Plan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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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溪頭營林區

(2) 清水溝營林區

清水溝

樹編號

Chingshuikou9700001~ 
Chingshuikou9701400

C070108101-
C070109500

Chingshuikou9701401~
Chingshuikou97053580

Chingshuikou9705359~
Chingshuikou9708941

C070105467-
C070105770

C070106110-
C070106151

C070106162-
C070106163

認同卡編號 認購者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香港商香港上海
匯豐銀行

香港商香港上海
匯豐銀行-匯豐之友

1400

879

3079

3361

2

120

100

1400

3958

3583

株數 區塊株數

C070105799

C070106160

C070106166



4.3 造林時程
三營林區中，以溪頭與清水溝營林區先行作業，於2007年12月至2008

年1月，進行整地作業，2008年2月完成栽植作業，內茅埔營林區則於2008
年2月完成整地及步道整理作業，並於2008年3月完成栽植作業。所有栽植區
皆於2008年4月開始進行撫育及補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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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茅埔營林區

內茅埔 - 大捻仔

內茅埔 - 石穴

樹編號

Neimoupu9700001~
Neimoupu9715000

C070109501-
C070124500

認同卡編號 認購者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5000

Neimoupu9715001~
Neimoupu9717500

C070124501-
C070127000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500

株數

15000

2500

區塊株數

‧整地 ‧載運苗木

‧流籠搬運苗木 ‧人工搬運苗木

‧栽植 ‧苗木立支架固定

相關作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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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紀念林樹種介紹

苗木：臺灣杉、烏心石、臺灣肖楠、樟樹、臺灣櫸、牛樟

(一) 臺灣杉

學名：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科名：杉科 

性狀：常綠大喬木，幹通直，老枝上的葉為鱗片狀

         ，新枝上之葉為針形，樹冠圓錐形，形同聖

         誕樹，樹姿優美。 

用途：建築、傢具、裝潢、船埠碼頭之防舷樹。 

(二) 樟樹

學名：Cinnamomum camphora
科名：樟科
性狀：常綠大喬木，樹冠大，根莖葉花果均香味，
         樹幹通直，樹勢優美。 
用途：建築、雕刻、製腦，公園、綠地、機關、
         學校、工廠綠化美之主木，亦為鳥類食餌
         植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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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樟

學名：Cinnamomum kanehirai 
科名：樟科

性狀：常綠大喬木，小枝光滑；芽鱗外面被淡褐色

         毛，樹皮具有明顯的縱向深溝裂。葉互生，

         革質，橢圓形，脈3出，在嫩葉上者不明顯

         ，脈腋有毛叢。

用途：木材具有芳香，為著名的建築、傢俱及雕刻

         工藝用材，可提煉牛樟油。

(四)烏心石

學名：Michelia compressa
科名：木蘭科 

性狀：常綠喬木，葉互生，革質，披針形

         或長橢圓形，全緣或微波狀綠。為

         抗病蟲害強之鄉土樹種。材質優良

         ，屬闊葉樹一級木。 

用途：建築用材、家具、農具、樂器、彫

         刻、枕木、梭子、裝飾合板。庭園

         、公園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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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肖楠

學名：Calocedrus formosana
科名：柏科 
性狀：常綠喬木，幹直，樹皮灰紅褐色，縱
         向淺溝裂，外皮纖維質，刀削後分泌
         淡紅色樹脂，小枝扁平。
用途：用途廣，材質緻密，不受白蟻蛀蝕，
         惟易生龜裂，為建築、家具、棺木、
         雕刻及裝飾材。

(六)臺灣櫸

學名：Zelkova serrata
科名：榆科
性狀：分佈於低海拔較乾燥的山野。落葉大喬
         木，幼齡木枝幹細長，樹皮鱗片狀剝落
         ，長橢圓形，樹幹圓錐形，樹勢高雅。
         樹皮為帶有光澤的灰褐色，有橫列的皮
         孔。枝葉柔美，葉互生，長卵形，有鋸
         齒狀葉緣，質地為紙質，表面粗糙。秋
         、冬落葉前葉子變紅、黃，是優美的庭
         園樹和行道樹。
用途：庭園美化、園藝盆栽、上等建材。



五、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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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植樹節現場參觀

為讓所有認養紀念林樹木的民眾，可以親自至植林現場參觀，主辦單位

於2008年3月8日星期六，在植樹節前夕舉辦氣候保護參觀日活動暨植樹減碳

之旅活動，展示紀念林的栽植成果。參加活動人數超過300人。

除了參觀紀念林外，我們也將減碳概念也融入當日活動中，鼓勵當日參

與活動的民眾，自備盥洗用具、茶杯、水壺、環保餐具及拖鞋等日常用品，

並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期望民眾藉由參與此次活動

，更了解森林的重要及大自然之美，以達拋磚引玉之效，進而推廣環境教育

，使大家都能發揮即知即行的精神，減緩全球暖化趨勢，綠化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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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森林日宣傳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每年召開會員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2007年的第13屆COP會議在峇里島舉辦。主辦單位中的臺大全變中
心柳中明主任以及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的劉銘龍董事長出席該會議，將本次氣

候保護紀念林的活動成果，以海報與折頁傳單，攜帶至會場展覽與發放，並參

與12月8日森林日(forest day)的展覽活動，增進與各國團體交流互動的機會。



六、年度工作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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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保護紀念林由民間自願認購，以一株紀念樹500元新台幣的認養金額，

交由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與臺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運作與管

理，為台灣種植樹木，作為保護環境、對抗氣候變遷的具體表現。為將紀念林資

金運用透明化，以及將紀念林每年的狀況做公開的檢視與監督，主辦單位邀請國

內專家學者，召開紀念林管理之審查會議。

此審查會議於2008年2月29日召開，三個主辦單位的負責人皆親自出席，審

查委員為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夏禹九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

源學系暨研究所 羅漢強主任。

會議中，由臺大實驗林管理處報告紀念林的設置情況，委員們提供改善建議。

會議結論：應讓認養民眾了解紀念林管理情況，因此網頁內容儘可能包括民眾

欲知問題，包括紀念林的現況、認養樹木的位置等，另外可加入生態系統、水

土保持的觀念，加強環境教育功能。網頁內容以親近大眾的方法說明，而非以

艱深易懂的術語來宣導。並應說明紀念林的生長時間以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等

，避免造成誤解。

 針對審查委員建議，紀念林的官方網頁進行改版，將以部落格形式呈現，

並將發行電子報，主動告知認養人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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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碳吸存功能，在於樹木在生長時會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因此造

林被視為一種可以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方法。但每棵樹吸收碳的速度不

同，依照其樹種、栽種地點、栽種分布等而異。以紀念林為例，每年每棵樹約

可吸收12公斤的二氧化碳。

七、樹木對環境的貢獻

PLANT FOR THE PLANET
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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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除了有吸收碳的功能外，對環境還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貢獻。例如：

．提供氧氣：

一棵成熟的樹木約可以提供一戶四人家庭需要的氧氣量。

(實際供氧量與樹種有關)

．水土保持：

世界上超過20億的人，仰賴森林來保護他們的水源。樹木的根部可以將土壤固定

不流失，且樹葉提供遮蓬，使得暴雨不至於直接落在地面，沖刷土壤。雨水透過

土壤，滲漏到地下水層，也補充河川水量。但是，沒有樹木的土地，會無法將雨

水導入土層，使得雨水落到地面後，90%會直接流入海洋而無法利用，且會沖蝕

地表土壤，農作物生產受到衝擊。

．生物多樣性：

雖然熱帶雨林佔地球表面面積僅約5%，但其孕育了地球上超過一半的動物與植

物。科學家預估，若森林的砍伐速度不變的話，在2050年將有百萬種的動植物

種類會消失。

．心理層面：

研究顯示，小孩在戶外活動，會增加其健康以及注意力。而人們在生活環境中看

到樹，也會展現出較佳的工作表現。

．經濟：

超過十億的人類居住在森林以及靠近森林的地方，以樹木作為經濟來源，如木材

、水果、藥性植物、飲料、纖維、樹脂、草飼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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