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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林業實驗所的設置與發展 
(1941-1949)*  

林志晟** 

 

1937年中日戰爭爆發後，國家軍需孔急，經濟困難漸趨明

顯，可提供大量軍務原料與經濟效益的林業資源，遂被視

為支撐戰時經濟建設的焦點之一。為了妥善供給軍需資

源，密切配合戰爭發展，如何深入掌握全國林業發展，善

加利用林材，自然成為中樞關切要事。抗戰時期所成立的

中央林業實驗所，即負責擬定各種林業政策，並施行大規

模的林業調查與推廣教育，用以協助國家渡過兵燹，成為

抗戰時期林業發展的關鍵。本文即希冀藉由原始檔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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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林所於抗戰時期所規劃的相關林業措施，瞭解其歷史

意涵，藉以重新審視中國林業史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林業、中日戰爭、中央林業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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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7年3月12日，安徽省各界為紀念植樹節，由省政府擬具《三十

六年度植樹節告全省同胞書》一文，亦分別從國家建設、改良農業，

與國防戰略考量等面向，說明植樹的各項好處，並呼籲皖省民眾通力

應配合省府的造林與保林活動，以期蔚成優良的保林風氣，漸次達到

建國計畫。翌年(1948年)，安徽省的重要宣傳媒介《皖報》更以特刊方

式，配合宣傳該年的植樹節紀念大會，除大幅刊登官方的植樹節宣言

外，並有多篇文章論述植樹與造林的重要性與政策缺失，希望喚起一

般民眾對於推廣造林之重視。  

然1945年植樹節時，蔣中正(1887-1975)於陪都各界造林運動委員會

致詞時，也曾提及：「植樹造林，為國家建設之要務，良以培育需時……

政府承國父遺教，久經提倡不遺餘力……」1；《皖報三十七年植樹節

紀念大會特刊》專文亦云：「國父遺教，首重民生，植樹之利，大莫

與京。戡亂建國，生產第一，推廣造林，一致努力。」2上述所提的《三

十六年度植樹節告全省同胞書》更高倡「造林建國論」： 

從國家建設來說，森林是各種建設最需要的資源，總理一部實業

計劃，經緯萬端，無一不需大量的木材，僅就興建鐵路與開發煤

                                                      
  1 萬仁元、方慶秋 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65冊)》(南京：南京大學

出版社，1993)，426-427。 
  2 農林部檔案，20-00/40/8，《總類》，〈安徽省三十七年度省會植樹節紀

念大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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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兩項來說……我們如不大量造林，我們的建國工作，將無法開

展。3 

此外，就連被國民黨視為叛逆的汪精衛政府，也曾出版刊物，藉

由文字宣導的方式，呼籲一般民眾加入愛林行列。4各方對於林業的重

視程度，可見一斑。 

不過，即便中樞與地方政府多年來屢次高聲疾呼造林育苗之重要

性，成效卻未如預期。誠如《皖報》專論所言： 

   政府維每年在推行造林運動，但我們人民始終不知注重森林，

至於自然林，亦莫不盡量摧殘，更談不上保林，以致到處童山

濯濯，田野暴露，不僅日常應用木材，須取之於外國，而且災

患迭乘，糧食亦不足以自給，如此損失，何等重大！5 

該報另一則專論亦用辛辣且諷刺的筆調，指陳中國號稱以農立國，但

廣大平原卻是到處荒涼，很多山地童山濯濯，這是何等令人不解的現

象？而論者年年呼籲植樹，卻是處處無樹的說法，更可看出林業推廣

                                                      
  3 農林部檔案，20-00/40/8，《總類》，〈三十六年度植樹節告全省同胞書〉。

而孫氏認為實業發展首重交通，「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

而發展鐵道需大量木料配合，所以造林的重要性，自是不能忽略。參見呂

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117-119。 

  4 首都造林運動臨時委員會編，《首都造林運動紀念特刊》(出版地不詳：首

都造林運動委員會，1942)。 
  5 農林部檔案，20-00/40/8，《總類》，〈安徽省三十七年度省會植樹節紀

念大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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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不彰。6 
   

究竟當時的情形是否如《皖報》所述，中國各地舉目無樹，民眾

仍然不知育林愛樹的重要性，以致濫伐濫墾的情形層出不窮？還是中

國的林業發展已在逐步改善，媒體言過其實了？究竟政府除了藉由媒

體宣傳外，是否還有相關的林業規劃與措施，以改善中國無樹的窘境，

並藉此儲備國家力量？抑或僅是流於口號宣傳，事實上無力改變此

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成立的中央林業實驗所，或能提供這些重要問

題的答案。 

基於推動國家整體林務研究和發展重責而設立的中央林業實驗

所，在1941年7月12日正式運行所務後，不僅代表林業研究開始獨立，

有其專屬研究機構，亦象徵林業事務不再受制於農業機構之下，林業

發展受到政府高度重視；更證實政府已著手進行實際的林業發展規

畫，試圖扭轉中國過去飽受破壞的林相。此外，中林所於抗戰期間擬

定許多林業政策，施行各類林業調查，用以協助國家渡過兵燹，是中

國林業發展的一大關鍵，亦更加凸顯中林所的貢獻與功勞。 

而中林所雖有其重要歷史發展意涵，但過去為文探究者寥寥可數。陳

嶸的《歷代森林史略及民國林政史料》以參與者的角色，對中林所的組織、

任務及機構做一清楚記載，深具參考價值。但該書以收錄史料為主，缺

乏分析。7而焦國模的《中國林業史》，雖論及中林所，但該書僅將史料依

                                                      
  6 農林部檔案，20-00/40/8，《總類》，〈安徽省三十七年度省會植樹節紀

念大會特刊〉。 
  7 《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一書後經1951、1952年再版兩次，書名



．88．林志晟 政大史粹第十四期 

照時序堆疊，未能詳加分析史料，無法凸顯該所之意義。此外，焦書亦誤

判史料，以致出現若干明顯錯誤。8至於吳金贊以其文化大學博士論文改

寫而成的《中華民國林業法制史》一書，也曾談到中林所，但內容值得吾

人再三商榷。9 

上述諸書或因未善加剖析史料，或無原始檔案佐證，以致無法完整呈

現中林所之歷史全貌。因此，本文試圖透過庋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農林部檔案》之《中央林業實驗所》部分，藉由掌握原始檔案，

輔以爬梳時人回憶與報章期刊，重新勾勒中林所如何規劃抗戰時期的中國

林業政策。，希冀不僅能夠改正前述著作之諸多錯誤，讓後人能夠再次瞭

                                                                                                                
改為《中國森林史料》，並增加自1934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歷

史文獻。參見陳嶸，《中國森林史料》(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3)，
224-229。 

  8 焦國模，《中國林業史》，(台北：渤海堂文化出版社，1999)，310-313。
焦氏誤判史料之例子，即如焦氏該書將中林所所華北、華南兩試驗場，誤

解成中林所為推展業務工作的暫行權宜措施，然此兩試驗場，實為接收日

人與滿洲國的相關林業機構而成。另一由中林所為研究瘧疾特效藥成立的

重要機構－常山種植場，則未見焦氏提及。可參見農林部檔案，

20-03/25/4，《人事室》，〈為接收海南島敵偽林業研究所暨林業工廠林

場等七處謹擬具本所華南分所組織章程草案呈乞鑒核轉請備案由〉。中央

林業實驗所發文：林造字第3150號。(1946.1.31)。 
  9 吳金贊，《中華民國林業法制史》(台北：正中書局，1991)，147。首先，

吳氏錯認中央林業試驗所為中林所單位全稱，並認為該所設立目的在於森

林調查與運銷制度之建立，忽略該所為供應國防軍需特色。再者，吳氏亦

未交代該所成立之背景與業務範圍，更錯植該所組織條例公佈時間為1945
年3月27日。中林所組織條例公布時間為1945年3月21日。〈農林部中央林

業實驗所組織條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63號，(1946.03.21)，
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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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林所的貢獻與歷史意義；亦能開發前人未觸及之處，填補中國林業史

之空白，創造林業史之新發展面向。 

二、中央林業實驗所的設置與職掌 

  1937年中日戰爭爆發後，戎馬倥傯，國家建設受阻。因此，國民

政府隨於1939年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生產會議，制定戰時生產與經

濟發展原則，並在會後宣言稱農、林、工、礦、交通為經濟建設主體，

特別是林業生產，關係工業原料與農田水利至巨，在抗戰時期需要木

材尤為迫切；10加上隨著中日戰爭的久持不下，東部大片平原農業區由

日本佔據，棉糧產品供應量大量減少，經濟困難日益顯著。為了增加

農產品生產，根本改善軍需民用的供應，11隔年3月的行政院國務會議

議決設立農林部，隨即將掌管全國經濟事務的經濟部所屬的農林司劃

出，獨立為農林部，並於同年7月正式設立，接管原由經濟部負責的全

國農林行政事務與其附屬單位，負指導、監督之責。12   

首任農林部部長陳濟棠(1890-1954)回憶該部設立之初，一切均須從

                                                      
 10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至六

月份》(台北：國史館，1989)，587-593。 
 11 王家典，〈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戰時經濟管理體制的建立〉，收於國史

館 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台北：國史館，1998)，
19。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經濟檔案函目彙編(3)》7-9；〈農

林部組織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257號，(1940.05.15)，1；〈修

正農林部組織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300號，(1940.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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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手，毫無成規可循。從經濟部農林司轉歸農林部所管的農林事業，

應該如何力求發展，以配合抗戰軍務的需求，成為陳氏關切之重點。13

陳氏這段回憶，清楚說明了農林部設立之用意與背景，乃在提供戰時

軍需之用。職是之故，農林部的政策方針多以配合戰爭業務為原則。

如1941年由農林部召開的全國第一次農林行政會議，其決議要項無一

不與國防戰爭有關，尤以林業整理與保護，以及合理開發、利用與推

廣，為其會議要點重項，更加強化了戰爭與林業之間的密切關係。14 

在林業發展與戰爭需求日漸緊密結合的影響下，原本僅配屬於農

林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之體系下的森林試驗系，逐漸受到大眾關注，使

得農林部在成立不到一年內，立即於農林行政會議上通過「設立中央

林業實驗所」一案，比照西方各國，設立獨立之林業研究機構。15而國

立中央大學森林學會16與國立西北農學院森林學會17聞此訊息後，分別

                                                      
 13 陳濟棠，《陳濟棠自傳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67。 
 14 萬仁元、方慶秋 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58冊)》(南京：南京大學，

1993)，14-15。 
 15 焦國模，《中國林業史》(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9)，310。 
 16 國立中央大學森林學會所提出的建議如下：1、林木育苗及宜土實驗；2、

森林資源調查；3、森林經理；4、森林病蟲害；5、材性實驗；6、木材防

腐；7、木材乾燥；8、理水防沙等內容。農林部檔案，20-56/1/13，《中

央林業實驗所》，〈建議從速實現擬設立中央林業實驗所一案自復查照〉。

農林部發文：南林字第3676號(1941.4.29)。 
 17 國立西北農學院森林學會推薦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森林學系教授的梁希

(1883-1958)出掌所長一職，但後來仍為韓安出任。農林部檔案，20-56/2/9，
《中央林業實驗所》，〈懇請早日成立中央林業實驗所並徵勸梁希先生出

任林業開來之艱鉅由〉。農林部收文：伯甲字第4647號(19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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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農林部，針對設立中林所案提出相關建言。除談及該所之工作大

綱、發展方向，並推薦所長人選，希望農林部能審慎思考。 

農林部在1941年1月送交中央林業實驗所計劃概算與組織章程草

案，於行政院第512次院會通過，並呈奉國民政府准予備案後，18隨即

任命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林科碩士，曾任陜西省林務局副局長的韓安

(1883-1961)代理所長職務，19副所長一職則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

研究員鄧叔群(1901-？)出任。20中林所於7月12日組織正式成立，假四川

省立教育學院開始辦公，兩人方始真除，開始進行中林所應辦工作。

至於農林部為何選擇呼聲未如梁希高的韓安接掌所長一職，實因韓安

與馮玉祥 (1882-1948)為至交有關。除兩人皆為安徽省巢縣人的地緣關

係，以及同是基督徒的宗教因素外，馮氏對於韓安的林學專才甚為欣

賞，更為主因。於是和時任農林部常務次長的錢天鶴，一起舉薦韓氏

出任所長職務。21 

雖然中央林業實驗所排除萬難，順利在1941年7月開始運行。但由

於抗戰時期物資與人力均極度缺乏，各級機關的員額編制與經費皆面

臨嚴苛挑戰，肩負以林救國重責的中林所亦面臨此種問題。觀察該所

                                                      
 18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行政院指令〉。行政院

發文：勇叁字第7338號。(1941.6.9)。 
 19 農林部檔案，20-56/6/1，《中央林業實驗所》，〈呈送代理中央林業實驗

所所長韓安任用審查表件請轉請任命由〉。農林部發文：南總字第7483
號。(1941.10.2)。 

 20 農林部檔案，20-56/6/2，《中央林業實驗所》。 
 21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農學編．林業卷》(北

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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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成立的當月工作報告，即可看出中林所缺乏林學專材協助的困

境。按中央林業實驗所法定編員額當為82員，不過至1941年8月為止，

該所已開始辦公近月，連正副首長在內卻只有12人到任，該所於創建

時期人力嚴重不足的狀況，可見一斑。(該所創辦時期法定員額編制及實際

到任人員名冊，請參照附錄表1、表2)。至於開辦經費部分，中林所在1941

年6月23日開始籌備，卻遲至近兩個月才領到由農林部撥發的開辦費用

10萬元；而此種員額不足、經費欠缺的情形久未改善，可從該所的工

作月報中略知梗概。22 

由於人力和物資嚴重不足之故，中林所所長韓安、副所長鄧叔群

等人都必須身兼多職，藉以樽節人事經費。此事可從該所工作範圍名

單中看出。中林所在《籌辦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計劃草案》中劃分

該所工作範圍為3組7股。計有：造林研究組，下轄經濟林、保安林、

森林病蟲害3股；林產利用組有木材利用及林產製造2股；林業調查推

廣組則負責林業調查與林業推廣2股。此3組組長即由所長韓安兼任林

業調查推廣組主任，副所長鄧叔群主掌造林研究組主任，而林產利用

組則交由與所長一職擦肩而過的該所代理技正－梁希兼任。23  

                                                      
 22 農林部檔案，20-56/33/1，《中央林業實驗所》，〈遵令另繕七月份工作

月報表恭請鑒核彙轉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呈字第40號。(1941.9.16)。 
 23 農林部檔案，20-56/17/2，《中央林業實驗所》，〈派梁希代理中央林業

實驗所簡任技正兼中央林業實驗所林產利用組主任、派韓安兼中央林業實

驗所林業調查推廣組主任、派鄧叔群兼任中央林業實驗所造林研究組主

任、派梁希代理該所簡任技正兼組主任並派韓安等兼組主任仰知照由〉。

農林部發文：南總字第5174號。(194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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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林所身為國家最高林業研究與推廣單位，必須進行的相關工

作千頭萬緒，多如繁星。其主要工作方向，可分為7大項： 

一、關於全國經濟林、保安林及主副產物之研究及改進事項。 

   二、關於公私林業改良場技術工作之督導及協助事項。 

   三、關於與各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或其他公私之林業改良機關

合作，解決特種林業問題事項。 

   四、關於林業研究所得之技術及優良種苗之推廣事項。 

   五、關於林業經濟之調查研究事項。 

   六、關於林業主副產分級標準運銷制度之研究事項。 

   七、關於林業改進技術人員之訓練事項。24 

上列要項以〈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組織規程草案〉25為藍本進行規

劃，經多次修訂而成。不過中林所的組織規程在設立之初，即被所長

韓安發現不妥。肇因為中林所內人事處理經實際運用後，與該所擬定

之組織規程有所不同。因此，韓氏旋即於同年12月呈請農林部准予修

改中林所之組織規程條文，以增進工作效率。26不過農林部以該所成立

未久，業務尚未展開，且在國家非常時期，應體慮國家財政，節省經

                                                      
 24 農林部檔案，20-56/29/2，《中央林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卅一

年至卅三年計劃大綱〉。 
 25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賚呈籌辦農林部中央林

業實驗所計劃及組織規程簽核備案由〉。農林部發文：南秘字第1793號。

(1940.1.14)。 
 26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為請修改本所組織規程

條文請鑒核示遵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呈字第119號。(194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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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為由，未准中林所的組織章程條文擴充組織。27韓安則再度去函農林

部，並援引農林部之訓令，以為立論基礎；28雙方經過多次公文往返，

逐條交涉討論，方始定案。 

在1945年3月20日所公佈〈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組織條例〉中，

則確認該所之職掌與權限。其內容約略與組織規程草案相同，如第2條

條文即說明該所以各項林業試驗、推廣與研究為主要施政，次為培訓

林業人才與運銷制度的研究；而第4條條文則載明該所分設各系，分掌

各種技術研究事項，計有造林研究、森林保護、木材工藝、林產製造、

水土保持、森林經理、林業經濟、林業推廣、森林工程、森林副產等

10系，29正式確立該所運作之法定基礎。 

三、抗戰時期的林業規劃與建設 

中林所的成立和發展方向與中日戰爭爆發，國家急需軍事原料密

切相關，此點可自〈籌辦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計劃草案〉中看出端

倪。該草案不只強化中林所與提供戰爭軍需之緊密關係，更為中林所

                                                      
 27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擬呈請修改該所組織規

程條文擴充組織一案未便照准〉。農林部發文：移林字第175號。(1942.1.6)。 
 28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為前呈擬請修改本所組

織規程條文並不超越經費預算再將詳實緣由呈請簽核示遵由〉。中央林業

實驗所發文：呈林文字第36號。(1942.1.14)。 
 29〈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組織條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763號，

(1946.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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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工作規畫之指導方針。30而該草案中的第5項和第6項之說明，清楚

交代該所成立宗旨，如第5項云：抗戰建國時期，各都市城鎮因遭敵人

之破壞，大都須重新建造。而交通之恢復與增進，以及其他各種復興

事業，在在均須要大量之優良木材。故質與量均須力求增進，一方面

用科學方法調查研究及指導，開發原有森林。一方面加緊繁殖推廣，

使木材源源接濟。第6項則是條陳各項木材能夠提供航空、槍托、防毒

面具等軍務用途使用之理由，致使該所其後的規劃與相關業務，多與

戰事進度相互配合。因此，基於上述的工作方針與指導原則下，中林

所的工作無不以戰事優先。如於中日戰爭末期時，在戰時首都重慶市

內進行薪炭材、建築用材和各種工藝用材之產銷供應情形，以及市場

價格變動調查，以確保供需無虞，不致引起民眾恐慌，影響軍心，即

是一例。31   

該所在培養供給軍需原料的修先原則下，於初期三年計劃大綱

                                                      
 30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賚呈籌辦農林部中央林

業實驗所計劃及組織規程簽核備案由〉。農林部發文：南秘字第1793號。

(1940.1.14)。該草案分列9項籌辦中林所理由標題，並於標題後附加詳細

說明：一、為發展全國林業，必須有一實驗與推廣全國林業之中心機構。

二、為節省行政經費，集中實驗推廣及國營林場於一中心機構。三、為求

適合風土，劃定林區，並選定各區造林樹種。四、統籌及實驗全國外銷林

產品之生產。五、統籌國內建築木材之供給。六、實驗供給航空木材及其

他軍用原料。七、研究與提倡國產工藝用材及藥用原料。八、實驗交通用

材防腐方法，以延長其使用年限。九、國土保安林之實驗。 
 31 農林部檔案，20-56/31/5，《中央林業實驗所》，〈為呈賚重慶市薪炭市

況調查報告二份乞鑒核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林推字第2956號。

(194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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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承續《籌辦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計劃草案》的一貫思維，將工

作計畫範圍區分成前述的3組7股。此中，以統籌及實驗全國外銷林產

品之生產，藉以換取龐大外匯資源的施政目標，為抗戰時期中林所注

意的重要作為之一。根據財政部貿易委員會民國24年至26年調查統

計，中國每年平均出口桐油、茶油、五倍子、白臘、樟腦、板栗等林

產品約計9,140萬元。如果能對於選種栽植榨油提煉等方法，加以實驗

改良，以求質量的增進，並且繁殖優良品種之推廣，以及擴充栽種面

積，使得產量可大幅增加，刺激輸出增加，即可充實國庫，獲取戰備

資金與原料；但如何針對桐油、茶油等林產品的內銷、外銷數量，作

出適合市場需求的統計與估算，以免過剩或缺少，造成市場供需不平

衡，也是一項重要工作，所以如何根據國內外對林產物的實際需要，

作一全盤統籌規劃，從事栽培，也成為中林所的重要工作範疇之一。32 

此外，該三年計劃大綱中，亦臚陳中林所工作計劃實際內容。其

業務範圍涵蓋甚廣，如廣設工作站、籌設熱帶林實驗場、林木種子繁

衍、標本採集與陳列氣象紀錄與觀察、木竹材物理特性研究、木材防

腐研究、改良桐油、樟腦等林產製造務品質、調查全國主副經濟林產、

調查全國公私林場伐木公司荒山埔地可供造林之面積、創設教育公有

林等；從實際的研究到推廣與林材利用，無一不包，目的皆在有效利

                                                      
 32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賚呈籌辦農林部中央林

業實驗所計劃及組織規程簽核備案由〉。農林部發文：南秘字第1793號。

(19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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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增加全國林產物的生產，以供給戰事補給。33 

但按照該所之組織草案的法定員額編制，雖然從先期的82人擴編

到92人，增加10名員額，34但在人力配置上仍捉襟見肘。如何利用有限

人力，執行上述龐大業務，頗成問題。因此，農林部於中林所呈送此

計劃大綱時，便要求該所工作計劃應按照與抗戰有關、收效快速、避

免過分複雜或不易解決之問題等原則下擇要舉辦，樽節人力使用與經

費支出，務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成效，35提醒該所的業務必須與戰爭準

備緊緊相連。   

雖然中林所的設立帶有濃厚軍需供給特色，無不以提供軍用所需

為業務規劃前提，但該所仍有其他非關戰爭需求的業務，諸如與南京

鐘南中學辦理合作學校示範林，36或和國立中央大學合作辦理森林利

用，37藉以向學生宣傳與推廣林業教育；或是成立林業資料室，提供國

                                                      
 33 農林部檔案，20-56/29/2，《中央林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卅一

年至卅三年計劃大綱〉。 
 34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賚呈籌辦農林部中央林

業實驗所計劃及組織規程簽核備案由〉。農林部發文：南秘字第1793號。

(1940.1.14)。員額編制變化可參見本文第二節之討論。 
 35 農林部檔案，20-56/29/5，《中央林業實驗所》，〈據面呈該所經過概況

暨三十一年度工作計劃大綱指令遵照由〉。農林部發文：章林字第3034
號。(1944.3.7)；農林部檔案，20-56/29/，《中央林業實驗所》〈擬呈送該

所三十三年工作計劃大綱經核指遵由〉。農林部發文：章林字第3034號。

(1944.3.7)。 
 36 農林部檔案，20-56/30/7，《中央林業實驗所》，〈為本所與南京鐘南中

學辦理合作學校示範林經過情形備文呈報鑒核備查由〉。中央林業實驗所

發文：林推字第1295號。(1944.4.20)。 
 37 農林部檔案，20-56/30/7，《中央林業實驗所》，〈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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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林業機關諮詢，增加社會對林業認識；38再者，如為合理利用山地

而增進生產，與各省合作設立推廣苗圃；辦理南京首都綠化造林，以

為全國綠化表率，並增加建設用材和薪炭林；39推動重慶陪都紀念林活

動，用於紀念抗戰所擬定之林木生產國策；40甚至於淮河新堤養護植

物，以防雨水與洪流之沖刷等，41也都是該所相關業務。即便中央訓練

團的園林布景，42以及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林森(1868-1943)陵園佈置，43

乃至於發行林業的學術刊物，44都成為中林所所推動的林業建設。而中

林所也曾和靜生生物調查所聯合調查滇南、贛北等地的森林資源，可

                                                                                                                
所、國立中央大學合作辦理森林利用試驗合同〉。(1941.12. 1)。 

 38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呈報本所成立林業資料

室之經過並檢同該室工作計劃綱要一份仰祈鑒核備案由〉。中央林業實驗

所發文：林文字第803號。(1943.10.17)。 
 39 農林部檔案，20-56/30/12，《中央林業實驗所》，〈首都造林計畫綱要〉。

林推字第3054號。(1947.11.20)。 
 40 農林部檔案，20-56/30/26，《中央林業實驗所》，〈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

所陪都紀念林工作報告〉。 
 41 農林部檔案，20-56/1/2，《中央林業實驗所》，〈呈為擬具淮河新堤植物

養護計劃敬乞鑒核由〉。林保字第1866號。(1947.7.18)。 
 42 農林部檔案，20-56/30/19，《中央林業實驗所》，〈據呈送中訓團園林建

設三十二年度工作實施計劃與經費預算草案指令遵照由〉。農林部發文：

章林字第12842號。(1942.12.18)。 
 43 農林部檔案，20-56/36/2，《中央林業實驗所》，〈為呈賚二月份工作簡

報表三份敬乞鑒核由〉。林文字第2320號。(1945.4.3)。 
 44 農林部檔案，20-56/38/6，《中央林業實驗所》，〈為呈報本所半年工作

報告經奉核示各點呈復鑒核備查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林文字第4092
號。(194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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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因受當時政經局勢影響，僅取得初效，無法取得顯著成果。45 

此外，中林所亦規劃許多保護森林與造林育苗的相關辦法與活

動，例如為保護南京四郊荒山的天然野生幼樹，訂定〈獎勵保護野生

幼樹辦法〉，選定湯山、棲霞山、東善橋、牛首山、清涼山等地為示

範區，進行幼樹保育工作，預定推廣面積達3千5百畝；46或是為了發動

推廣人民造林，制定〈鄉鎮森林保護協會模範章程〉，並張貼佈告週

知。47從上述的討論，即可看出中央林業實驗所業務的多樣性，並積極

推廣與研究調查林業事項，但仍不免受限於成立在中日戰火綿延時期

下的影響，跳脫不出供給戰時軍事需求之特色。 

四、戰後林業事務的接收 

  1945年8月，中日戰爭即將結束。面對飽受戰火蹂躪，滿目瘡痍的

中國大陸，以及中共和蘇聯的共產聯合陣線，政府當局該如何著手恢

復國力，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同年8月14日《掃蕩報》刊載一則蔣中

正致電各軍政首長的電文，明言在抗戰結束與復原開始之間，有一個

重大問題，即是淪陷區的接收問題，點出戰爭結束後的首要工作，便

                                                      
 45 胡宗剛，〈靜生生物調查所與中央林業試驗所的兩項合作〉，《中國科技

史料》，1(2003.1): 30-37。 
 46 農林部檔案，20-56/1/9，《中央林業實驗所》，〈為保護京郊荒山野生幼

樹特訂定獎勵辦法呈請鈞部函請市政府會銜佈告人民遵造辦理由〉。中央

林業實驗所發文：林推字第5335號。(1948.9.15)。 
 47 農林部檔案，20-56/1/10，《中央林業實驗所》，〈公佈鄉鎮森林保護協

會模範章程由〉。農林部發文：農京字第16086號。(194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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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後復員與接收日本所遺留的工業與相關機構。48 

不過要如何進行接收與復員，實是一浩大且艱困的問題。負責統

籌擬訂戰後復員計劃綱要草案的中央設計局，在會商各機關並經國防

最高委員會核定通過後，使各單位依此草案為重要復員藍本進行後續

工作。 49農林部亦於該年10月8日頒發〈農林部收復區特派員辦事準

則〉，配合經濟部戰時生產管理局在9月4日所頒的〈經濟部戰時生產

局各收復區特派員辦公處組織規程〉等令，協助接管收復戰時由日本

控制的農林漁牧事業，並受陸軍總司令部或當地最高行政長官之監

督，負責辦理登記接受事宜。50 

但是接收與復員事務多如牛毛，該從何處規劃起成為一大挑戰。

時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的熊式輝(1893-1974)，在開羅會議結束後，向蔣

中正表達：「台灣及東北四省與內地各省情形不同，復員工作宜有專

人負責，早為準備，最好能將預定此後使其在其地任接收工作之人為

之。」並建議由中央設計局組織東北、台灣兩調查會，預為籌劃戰後

兩 個 收 復 地 區 之 行 政 ， 且 建 議 由 曾 任 農 林 部 長 一 職 多 年 的 沈 鴻 烈

(1882-1969)與陳儀(1883-1950)分別主持。51 

                                                      
 48《掃蕩報》，1945年8月14日，第2版。 
 49 林桶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復員準備工作－以京滬地區為例〉，收於

國史館 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下)》(台北：國史館，

1998)，4。 
 50 教育部 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四篇抗戰建國(三)》(台北：國立編

譯館，1990)，1612。 
 51 何鳳嬌，〈戰後初期台灣土地的接收與處理(1945-1952)》〉(台北：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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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輝之所以認為接收東北與台灣有其特殊性，必須有專人及早

準備，此問題可從文化面與經濟面進行剖析。首先，東北與台灣曾受

日本帝國長期統治，在文化、語言乃至於行政體制上，均與其他淪陷

區有所不同。如何調整區域因遣返日人所留下的文化空缺，是一大棘

手問題；52其次，兩地境內皆蘊含豐富林材，53不僅可提供戰後復員所

需的基本資源，亦可學習日人所留之技術與觀念，可謂一舉數得。是

故，東北與台灣的特殊狀況，成為戰後接收的一大要點。54 

                                                      
 52 即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了避免日本戰敗後到政府妥善接收完畢前，出現

所謂「青黃不接」的權力真空，造成官民草率砍伐林木，因此留用多名日

籍技術員擔任技正，以協助持續推廣林務工作。見王國瑞，〈臺灣林業

史稿〉，《台灣林業》6.1(1980.02):29-38。此外，中林所也曾留用日人

協助推展林務工作。農林部檔案，20-03/25/4，〈中央林業實驗所華南、

華北場徵用日籍人員〉。 
 53 東北的林材甚為豐富，著名林學家陳嶸(1888-1971)曾在全國各地進行調

查，即認為東北三省的森林保存狀況相當良好，深具經濟價值。參見陳嶸，

《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林業推廣

部，1934）。而台灣的林業經濟價值，可參見李文良，〈帝國的山林：

日治時期台灣山林政策史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01)；吳明勇，〈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

(1921-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譜系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54 職是之故，本文僅以探究兩地之接收問題為主旨，剖析中林所接收戰後林

業之過程。而中林所除協助接收東北與台灣的林務外，亦曾接收海南島，

可參見農林部檔案，20-03/25/4，《人事室》，〈為接收海南島敵偽林業

研究所暨林業工廠林場等七處謹擬具本所華南分所組織章程草案呈乞鑒

核轉請備案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林造字第3150號。(1946.1.31)。
中林所雖尚有其他附屬單位，諸如東北林業試驗場、華南林業試驗場、華

北林業試驗場和常山種植場，且與接收問題有關，但非本文主旨，故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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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灣的林業接收過程而言，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後，隨即由

陳儀組織行政長官公署代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農林部亦派遣該部參

事趙連芳(1902-)為特派員，赴台籌設特派員辦公處，並於台灣省行政長

官公署農林處內合併辦公；趙氏除身兼農林部特派員與農林處處長，

更擬定〈農林部台灣特派員辦公處組織規程〉。55而農林部的另一名參

事周亞青(1902-)、專門委員凌立(1906-？)、黃維炎(1904-1988)等員也隨即

赴台協助接收。56  

銜農林部之命抵台協助接收之諸員，除先完成〈日偽資產簡表〉、

〈農林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室接收各行政機構財產清冊〉等接收資料

外，57農林部也向台灣行政長官公署索取台灣森林面積、才積蓄量、苗

圃面積、歷年育苗造林數字、主要產品及全台宜林地面積等調查結果，

作為編印全國林業統計。58此外，中林所也應農林部之命，派遣該所推

廣系主任葛曉東、林業經濟系主任周映昌、技士朱懋順，以及一名外

                                                                                                                
不擬討論。 

 55 農林部檔案，20-16/252/11，《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農林部台灣區

特派員辦公處發文：農特字第1305號。(1946.3.25)。 
 56 農林部檔案，20-16/252/11，《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飭報派往台

灣等地接收人員姓名級職暨攜帶器材之重量等由〉。行政院訓令：收文勝

甲第1545號。(1945.9.13)。 
 57 農林部檔案，20-16/252/3，《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遵令補送接收

日偽資產簡表乙份並附呈財產總冊貳份請鑒核由〉。農林部台灣區特派員

辦公處代電：致末陷署農字第20473號。(1946.8.29)。 
 58 農林部檔案，20-56/39/4，《中央林業實驗所》，〈為函請匯報森林資料

由〉。農林部發文：農京林(卅五)7845號。(194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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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士George W. Nunn前往台灣視察森林。59值得一提之處，農林部與

中林所派出的赴台工作人員，日後多成為台灣戰後初期林業建設的重

要推手。60 

除了台灣的復員工作如火如荼展開外，東北的接收亦是緊鑼密鼓

地進行。陳嶸曾指出東北地區原為清朝(1644-1912)發祥之地，原本即地

廣人稀，森林茂密，加上清廷刻意封禁多年，森林無人破壞，其茂盛

程度為全國之冠。61而根據中央林業實驗所擬定的〈東北林業接收管理

計劃大綱〉中顯示，東北九省的森林全部面積約為35,650,792公頃，森

林蓄積為4,143,896,800立方公尺，以最低木材市價市尺千元計，約為法

幣12,885,214,788,000元；而林區內設有鐵道一千餘公里，公私經營之

木漿場11處、製材工廠148處，具有相當龐大的森林財源；除了證實陳

嶸的看法外，也認為日本意欲侵略東北的不良企圖，實基於林業的經

濟效益。62 

在東北的林業接收過程中，中林所除依照〈東北林業接收管理計

劃大綱〉辦理實際接收業務，更重要的任務是編列各項接收資料、財

產清冊與簡報表，以提供農林部制訂相關接收手續和資料。諸如河北

                                                      
 59 農林部檔案，20-56/32/4，《中央林業實驗所》，〈前奉面諭飭選前往台

灣視察森林人員一節遵將選派人員姓名報請察核由〉。韓安發文：收文和

字第03897號。(1947.6.26)。 
 60 姚鶴年，《台灣省林務局誌》(台北：台灣省農林廳林務局，1997)，4-23。

如曾赴台協助接收的黃維炎，即成為台灣戰後首任林務局局長。 
 61 陳嶸，《中國森林史料》，53-54。 
 62 農林部檔案，20-56/2/6，《中央林業實驗所》，〈東北林業接收管理計劃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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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區敵偽產業處理局交給中林所北平工作站的接收清單，63以及華北

試驗場所造的黃村事業區接收清冊、64山海關及北戴河兩事業區接收清

冊及簡表等；65其中〈偽華北造林會緣起及經過附苗圃林場一覽表〉66和

〈奉令接管華北木材組合造林署辦理經過報告〉67甚為重要。當中所載

數據與文字，清楚說明中林所如何進行東北兩大林業機構的接收歷

程。此外，各種有利於林業發展的木材工業調查，68與接收華北石炭公

司，69也全都屬於中林所的接收範圍內。整體東北林業的接收指導原

則，即如該所擬定的〈東北林業接收管理計劃大綱〉所言：「抗戰勝

                                                      
 63 農林部檔案，20-16/220/17，《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撥交農林部

中林所北平工作站各敵偽工業單位案〉。行政院訓令：收文農京第13897
號。(1946.11.12)。 

 64 農林部檔案，20-16/220/17，《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據華北場呈

送敵造林署黃村事業區移交清冊及接收簡報表等情轉請鑒核由〉。中央林

業實驗所發文，林造字第0018號。(1947.1.16)。 
 65 農林部檔案，20-16/220/17，《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為據華北場

呈送敵造林署山海關及北戴河兩事業區移交清冊及接收撿報表等情轉請

鑒核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林造字第0018號。(1947.1.16)。 
 66 農林部檔案，20-56/2/3，《中央林業實驗所》，〈偽華北造林會緣起及經

過附苗圃林場一覽表〉。(1945.9.30)。 
 67 農林部檔案，20-56/2/15，《中央林業實驗所》，〈奉令接管華北木材組

合造林署辦理經過報告〉。(1945.8)。 
 68 農林部檔案，20-16/244/02，《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為呈賚日寇

在我東北經營之主要木材工業調查表一份呈乞遇機代本所接收二三處俾

利林業由〉。中央林業實驗所發文，林文第3000號。(1945.12.31)。 
 69 農林部檔案，20-16/220/17，《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撥交農林部

中林所北平工作站各敵偽工業單位案〉。行政院訓令：收文農京第13897
號。(194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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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以還，深知建國之財源胥賴於此(筆者註：意指廣大森林財源)，故即派員

前往辦理接收，並擬定經營管理計劃，以資實施，而顧國本。」70仍以

經濟考量為優先施政方針！ 

五、結論 

1937年中日戰爭爆發，無論軍事設施或國家建設無一不需木材，

樣樣皆仰賴林業的供給，林業建設成為各部會施政時的配合重點，林

業發展再度受到國人重視。而1941年所設立的中林所，即在此種背景

下成立。誠如最後一任的農林部部長左舜生(1893-1969)所言： 

農林部的精華不在所內，而在其所屬的若干附屬單位。在南京的

主要附屬機構計有七處：一、中央農業實驗所；二、中央畜牧實

驗所；三、中央林業實驗所；四、農業推廣委員會；五、棉產改

進處；六、菸草改進處；七、農業經濟研究所。71 

被視為農林部精華機構的中林所，負責統籌與施行戰時林業調查與推

廣業務，除了必須以提供軍事用途的必需品，因而實施一連串的調查

與研究，當中包括於中日戰爭末時，在戰時首都重慶市內進行薪炭材、

建築用材和各種工藝用材之產銷供應情形，以及市場價格變動調查

等；除此，中林所也在南京進行首都造林工作，可惜功敗垂成，僅於

                                                      
 70 農林部檔案，20-56/2/6，《中央林業實驗所》，〈東北林業接收管理計劃

大綱〉。 
 71 左舜生，《近卅年見聞雜記》，收於沈雲龍 主編，《中國青年黨黨史資

料叢刊》(台北：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198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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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霞山開闢一個實驗區後，便宣告失敗，但依舊無損中林所的努力。72 

此外，諸如制定各項保護林業的法條，或是與各機關學校進行合

作，藉以推廣林業教育；乃至於設立各項研究室，以提供國內外學者

及民眾諮詢管道，都可看出中林所的積極與企圖心。不過，左舜生也

直言：「農林部有一個中央林業實驗所，我經過一番研究，覺得無論

在人才、經濟、設備、規劃的各方面，都太嫌不夠」，一語道出中林

所的限制。73 

然中林所的成立目標與施政方針，即如〈農林部中央林業實驗所

辦理調查推廣國防林計劃〉所言：「國防林之推廣在直接供應國家準

備軍事之林產材料，協助軍事準備，鞏固國防事業。」即以供應戰爭

軍需為主，74而中樞毫不掩飾該所籌辦此計畫的立場，開門見山地說點

出林業與抗戰之間的密切關係。然中林所發行的刊物－《林訊》亦有

多篇作品呼應此種思維，如郝景盛的〈森林萬能，木材萬能〉一文，

便清楚地指出：「抗戰八年中，筆者因感於我國荒山荒地之廢棄，連

年水旱天災之頻仍，輕工原料之缺乏，以及戰後復興建國木材之需要，

曾提出『森林萬能，木材萬能』八字口號，以提倡造林，但戰時軍事

第一，勝利第一，權衡緩急，自不可責之即辦，現在抗戰勝利我仍接

著『森林萬能，木材萬能』的堅決信念，重視造林，提倡木材化學工

                                                      
 72 左舜生，《近卅年見聞雜記》，121。 
 73 左舜生，《近卅年見聞雜記》，121。 
 74 農林部檔案，20-56/33/9，《中央林業實驗所》，〈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

所辦理調查推廣國防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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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75替戰爭與林業建設之間的相互關係，下了最佳的解釋。 

誠如李力庸之觀察，農林部的成立乃為加強民糧經濟生產，以鞏

固抗戰力量，導致其部會業務有分工越趨精細的傾向，促使各地的農

林漁牧墾發展均較抗戰前有進一步之發展。76肩負重任的中林所雖盡力

推展各項林務政策，用以協助國家渡過難關。但隨著抗戰結束，農林

部的功能性任務即告一段落，並旋即於1949年與工商部、水利部及資

源委員會併入經濟部，農林政策再度改弦更張；加以國共兩黨爭戰不

休，兵燹紛起，以及林產植物之長成難以立竿見影等種種不利因素影

響下，吾人必須仰賴更多史料以評估中林所之實際成效與影響，始能

全面且完整地評價該所之歷史貢獻！ 

                                                      
 75 郝景盛，〈森林萬能，木材萬能〉，《林訊》3.1(重慶，1946.1):2。 
 76 李力庸，〈中央農業實驗所對中國農業科學化的推動〉(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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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1：中央林業實驗所1941年7月工作月報表員額清單 

職別  所  

長  

副  

所  

長  

技  

正  

技  

士  

技 

佐 

會 

計 

主  

任 

課 

主 

任 

事 

務 

員 

雇 

員 

練 

習 

生 

共 

計 

法  

定  

員  

額  

 

1 1 14 20 22 1 3 10 10 無 

定 

額 

82 

現  

設  

員  

額  

1 1  1 2  2  4 1 12 

資料來源：農林部檔案，20-56/33/1，《中央林業實驗所》，〈遵  

令另繕七月份工作月報表恭請鑒核彙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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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央林業實驗所1941年7月任職人員名冊 

職別 姓名 等級 現支俸薪 到差日期 

所長  韓安  簡任3級  600 1941.6.23. 

副所長  鄧叔群  簡任5級  520 1941.7.14. 

技士  姚開元  薦任9級  240 1941.7.19. 

技佐  盛家廉  委任3級  160 1941.7.19. 

技佐  黃中立  委任4級  140 1941.7.19. 

文書課主任  戴九峰  委任1級  200 1941.7.12. 

出納課主任  李典訓  委任1級  200 1941.7.23. 

雇員  王治財   60 1941.6.23. 

雇員  魏熙（因病於7月

31日去職）  

 60 1941.7.12. 

雇員  吳亢平   60 1941.7.17. 

雇員  魏國平   60 1941.7.18. 

練習生  蔣文軒   60 1941.7.18. 

資料來源：農林部檔案，20-56/33/1，《中央林業實驗所》，〈遵令另繕七月

份工作月報表恭請鑒核彙轉由〉。  



中央林業實驗所的設置與發展(1941-1949) ．115． 

The install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ureau 

Chih-Cheng Li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broken in 1937, the government pressed for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goods. Obviously, the economics situ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nd the forestry, which can provide the large numbers of 

military goods and economical profit, was becoming a part of importance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 supplying the military demand and cooper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r properly, how to command the forestry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deeply and to utilize the forestry materiel well is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ureau, which is established on the war period to 

manage the forestry policy and execute the big-scale of forestry investigation. It also 

helps government to pass the war period and it becomes the point on the 

Sino-forestry development. As a reason,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research the activity 

an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bout the 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ureau. And then, we can scan the development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forestry and 

to find the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forestry. 

 

Keywords ： forestry 、 Sino-Japanese War 、  The 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ur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