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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崙尾山林地複層林營造案聯合說明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近年為提升本市森林健康，委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進行全市

林地發展建議工作，並自 108 年起進行本市大崙頭山公有林示範經營，110 年更與臺北市立美術館合

作辦理「2020 台北雙年展」作品《儲回大地的藝術》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於執行前及執行過程中，

參與的專業單位包含林業試驗所、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及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森林系團隊等，以發揮森林水土保持及固碳效益，期待提供給後代子孫一片健康永續的森林。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20 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將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納入策展

的概念中，建構展覽及公眾計畫平臺來聯結美學、道德、社會、經濟相互間的關係，希望能轉化衝突

與分歧為具建設性的對話。法國藝術家史帝芬．維列－波特羅（Stéphane Verlet-Bottéro）所發起的

作品計畫《儲回大地的藝術》旨在處理 2020 台北雙年展的碳足跡，倡議藝文機構和工作者必須積極

行動，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臺北市立美術館並審慎檢視展覽帶來的環境影響，與大地工程處合作尋

求碳中和的可能，透過有規劃的森林經營，提升碳吸存的能力，展現對在地環境的維護責任。 

大地工程處指出，近 30 年來，受到古典環境保護運動衝擊，在「封山保林」的社會思維下，形同棄

守森林經營，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森林林相過度鬱閉，彼此競爭壓抑林木的生長空間，生長形質不佳，

反而可能使森林逐漸走向「劣化演替」。在林業發展興盛的日本等國，透過合理的砍樹與造林，經濟

林與遊樂景緻林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森林資源本身就具備多元效益，包含提供木、竹材產物的直接效

益，以及國土保安、水源涵養、遊樂等間接效益。 

臺北市立美術館連續兩屆台北雙年展都就環境生態議題提出命題，希望藉由藝術創作提醒人們生態變

遷劇烈已然影響人類及非人類的生存。大地工程處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承諾秉持專業審慎處理，並肩負

後續照顧成林的責任，經過與在地居民及相關團體溝通，希望能讓社區及相關團體共同參與，共同守

護及養護種下的樹苗，過程中也會有學者專家的檢視，也將透過更多管道將本案的實施方式與預期成

效與大眾溝通，資訊公開以納入各方建議與討論。碳中和的實踐並非一蹴可幾，需要大眾的等待與認

同，我們衷心期盼藝術實踐能跨越科際藩籬，真正為後續世代成就這片永續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