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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林務字第 0941740628 號函頒訂定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21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6174079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81740927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9174111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3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91742000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01741204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21741462 號函修正第三點及第六點附表 

三、第七點附件四規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4174103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51606057 號函修正第七點、第六點附表三 

規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81740328 號函修正第七點規定 

 

一、為執行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辦理天然災害漂流木處理，及實施災害

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第十四款所定漂流物處理之應變措施，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用詞，定義如下，其定義表如附表一： 

(一)天然災害：指因颱風、豪雨所造成之天然災害。前述以外之天然災害發

生且有漂流木產生時，得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之。 

(二)發生後：以氣象局解除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時間為起算基準。 

(三)國有林：指森林所有權屬於國家所有及國家領域內無主之森林而言。 

(四)國有林區域：指國有林事業區、林班、詴驗林、實驗林、保安林及由國

有土地營造之森林等區域，及水庫蓄水範圍周邊森林屬國有者區域。 

(五)當地政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六)清理註記：指打撈、清理、註記之工作。 

(七)一個月內：以氣象局解除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時間為起算基準之

一個月日曆天。如於一個月時間內再發生天然災害時，以後者警（特）

報解除之時間為起算基準。 

(八)當地居民：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實際情形自行規範。 

(九)自由撿拾清理：依當地政府公告之居民身分、區域範圍、期間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就主管機關未清理註記之漂流竹木，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進行撿拾清理。 

三、漂流木處理之分工及應辦事項如下，分工表如附表二。 

(一)打撈清理：天然災害發生後之漂流木，應依漂流木所在位置，由各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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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主動派員作必要處置，其清理分工劃分如下： 

1.位於國有林區域內，由各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清理。 

2.位於水庫蓄水範圍內，由各水庫管理機關（構）清理。 

3.位於河川行水區內，先由各河川管理機關依水利法第七十六條規定進

行緊急處置，期間由河川管理機關視災情而定，並以天然災害發生後

三天為原則，於認定無影響河川行水安全之虞時，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逕為接續清理。詳細分工如下： 

(1)緊急處理時，中央管河川由水利署各河川局作緊急處置；直轄市、

縣(市)管河川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緊急處置。 

(2)非緊急處理時，中央管河川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必要時

得洽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清理；直轄市、縣(市)管河川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清理。 

4.攔河堰：由各攔河堰管理機關清理。 

5.海堤：由水利設施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清理。 

(1)一般性海堤：水利設施主管機關。 

(2)事業性海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 

6.海灘（岸）：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管理機關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構)清理。 

(1)已登記土地管理機關為林務局管理經營之保安林地，由林務局林區

管理處清理。 

(2)已登記土地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署之國有土地，由國有財產署清

理。 

(3)未登記土地管理機關之海灘（岸）土地，如劃入風景特定區或國家

公園範圍者，由該風景特定區管理機關(構)或國家公園管理處清

理。 

(4)未登記土地管理機關且未劃入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範圍之海灘

（岸）土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 

7.商港：由商港管理機關(構)清理。 

8.漁港：由漁港管理機關清理。 

9.工業港：由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及經營管理工業專用港之公民營事業

清理。 

10.軍港、軍用海灘：由軍港管理機關清理。 

11.私有地(農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理，必要時得洽林務局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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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協助。 

(二)辨識、註記、檢尺、集運： 

1.國有林區域內、水庫及中央管河川之漂流木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

責。 

2.其餘國有林區域外之漂流木，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必

要時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派員協助。 

3.發現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木，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 

4.為搶救災需要時，私有地(農田)、漁港等區域之漂流木，不分林木是

否具有標售價值，得先清理、打撈、集運堆置於堆置場所後，再行辦

理辨識、註記及檢尺作業。 

(三)提供堆置場所與保管具標售價值木材： 

1.由各清理單位負責提供場地及保管木材，如有困難洽當地林務局林區

管理處協助。 

2.中央管河川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 

3.水庫當地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應於防汛前覓妥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貯

木場所，如林管處確有困難，則商請水庫管理機關（構）協助提供。 

4.水庫具標售價值漂流木辦理標售時，應於招標文件規範廠商於一個月

內搬離，如確有困難，應由標售單位協商水庫管理機關（構）延長搬

運期間。 

(四)標售、查驗： 

1.國有林區域內、水庫及中央管河川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 

2.其餘國有林區域外，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公、私有林林

木之標售、查驗，並代為標售國有林部分之林木。 

(五)有關竊取、侵占、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 

(六)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處理：漂流木由林業主管機關辨識非屬森林法第五

十二條第四項公告之貴重木，且評估處理之費用高於林產物價金，而認

定不具標售價值時，經各該清理單位打撈清理，並經會同相關機關認定

已無影響橋樑、河川行水、水利設施安全與營運、環境清潔、港區航行

之虞，得交由各該清理單位負責清除、再利用或作其他妥適之處置，必

要時請當地環保或消防單位協助。 

(七)公告自由撿拾清理： 

1.公告自由撿拾清理時，應於公告中敘明：自由撿拾漂流木，發現漂流

木上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者，由拾得人於撿拾後通報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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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保管並依民法第八百十條拾

得漂流物規定辦理；拾得無國有、公有註記、烙印但屬森林法第五十

二條第四項公告之貴重木之漂流木，應由拾得人向當地林務局林區管

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以確定漂流木

所有權之歸屬，拾得人對於拾得之漂流木，應依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設置帳簿，記載其林產物種類、數量、出處及銷路。 

2.國有林區域外，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指定範圍、居民身

分、期間，開放當地居民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進行自由撿拾清理。

公告範圍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優先開放設籍於漂流木現場鄉(鎮、

市、區)之居民撿拾，一定期間以後，再開放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其他鄉(鎮、市、區)之居民撿拾。並應於公告中一併敘明當地居民自

由撿拾清理之行為規範，且會同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輔導當地居

民自由撿拾清理。公告撿拾清理期間以一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

個月或再次公告。 

3.國有林區域外之商港、漁港或水庫蓄水範圍，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先洽詢各該主管機關（構）同意後，始能公告提供民眾自由撿拾清

理，並應於公告中一併敘明其相關規定事項，以供遵循。 

4.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海堤、海灘（岸）、河川行水區範圍內之漂

流木，公告提供民眾自由撿拾清理前，應先洽詢各該主管機關相關規

定事項，並於公告中一併敘明，以供遵循。 

5.國有林區域內，即國有林地、周邊森林屬國有之水庫蓄水範圍等國有

林區域範圍內，以不公告開放民眾自由撿拾清理為原則。但水庫管理

機關（構）為妥適處置前款所定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提供撿拾時，得

洽請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辦理公告。 

6.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應依本點及第八點規定，

並得參考公告稿參考範本(附件一)內容修訂公告事項後辦理之。 

四、清理費用：由清理單位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由各級政府依法編

列預算辦理。 

五、國有林竹木漂流出國有林區域外時，處分方式依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辦

理，查驗方式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辦理；漂流木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如

附件二；集運漂流木搬運單格式，如附件三。 

http://www.forest.gov.tw/public/Attachment/775162331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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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漂流木標售所得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國有林區域外漂流木如烙有國有記號者，其標售所得應依國有財產法第

七條規定全數解繳國庫。 

(二)各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清理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未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

木，處理方式如下： 

1.分配比例： 

(1)標售所得扣除生產費後，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其他清理單位）各

百分之五十之比例分配。 

(2)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各清理單位應將生產費支出與標售所得收

入分別列帳，不得收支坐抵。 

2.執行方式： 

(1)如生產費高於標售所得時，該標售所得即全額交由清理單位列為當

年度收入帳。 

(2)標售所得扣除生產費後，如尚有餘額，其餘額之百分之五十應解繳

國庫、百分之五十交由地方政府（或其他清理單位）列為當年度收

入帳。至前揭標售所得中屬生產費之額度，交由漂流木清理單位一

併列為當年度收入帳。 

(三)漂流木標售所得分配詳如附表三。 

七、海上漂流木如由漁民打撈，進港後應由海巡機關、警察機關、自治機關或

該港區（漁港）管理機關（構）通知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人員判識，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烙有國有、公有記號或足以認定為國有林、公有林漂流出者，由當地林

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認領運回集中保管，並依民法

第八百十條準用第八百零五條規定，給予打撈者林產物價金之十分之一

以為報酬。 

(二) 烙有私有記號或無法判定權屬者，依民法第八百十條準用關於拾得遺失

物之規定，由漁民交存於自治機關，並由自治機關公告招領。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自治機關於辦理漂流木公告招領期間，得洽由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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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漁港）管理機關（構）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林務局林區管理

處保管漂流木。 

海上漂流木處理流程圖詳如附件四。 

八、禁止使用機具搬運野溪、河川區域內之漂流木；如有挖掘、埋填或變更河

川區域內原有形態之使用行為者，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二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如有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者，依水利法第九

十三條之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於水防道路行駛三

點五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違反者，則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三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主要通行處設置林產物

檢查站，並依下列方式檢查及登記公告自由撿拾清理之漂流木： 

(一)發現漂流木上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者，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寫漂流木搬運登記表，烙打調查印後運回集

中保管，並依民法八百十條拾得漂流物規定辦理。 

(二)無國有、公有註記、烙印但屬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公告之貴重木之

漂流木，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填具漂流木搬運登

記表交予拾得人並烙打放行印。 

(三)檢查及登記公告自由撿拾清理期間當地居民拾得漂流木作業流程圖詳如

附件五；拾得漂流木搬運登記表如附表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