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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林務局統計，96 年至 100 年查獲盜伐案件從 47 件竄升為 353 件，人贓俱獲率由 96

年的 62%提高至 100 年的 79.6%，雖大幅提升，但山老鼠的犯案件數驟增 7.5 倍，證明山老鼠氣

焰持續高漲，現有機制無法有效管控。 

二、林務局管轄國有林地廣達 167 萬公頃，位處深山峻嶺，面臨山老鼠犯罪集團裝設炸藥陷

阱、車輛追撞威脅等險惡情勢，無警察權的巡山員，一入深山便五天餐風露宿、夜間埋伏查緝，

身心承受之巨大壓力，為常人難以想像。且以羅東林區管理處為例，巡山員平均年齡已達 50 歲

以上，80 多名巡山員平均每人巡視 2400 公頃國有林地，又因人力精簡政策，尚有 71 個預算員

額竟未補足，實有必要檢討現有巡山員整體人力結構，給予精良配備、危險職務加給、並結合警

政單位加強專業訓練。 

三、有關執掌國家公園區域內自然資源保護的「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全台八處隊部人力配

置僅 260 人（如雪霸國家公園警察隊僅 34 人、玉山國家公園警察隊僅 39 人）；而配合林區管理

處執行稽查取締勤務的「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全省八處分隊加上台北本部現有人數也僅

165 人。欲遏止山老鼠蹂躪山林，應先從護管工作加密下手，請警政署研議增加山林管區的「見

警率」。 

四、另據日前宜蘭大同鄉「南山神木群」檢警搜捕報導，檢方表示：「逮到山老鼠可能只抓

到砍伐的人，這樣沒有意義。」檢警若要抓大老鼠，瓦解全部集團成員，甚至是下游的收贓人，

有必要檢討現有法源，建立檢警監聽山老鼠犯罪集團的機制。 

五、山林資源保育與學術研究相關主管機關，所擁有或進行中之生態調查 GIS、GPS 等資料庫

，不時耳聞有外流情事，其中也包含了網路傳輸的外流風險，只要被山老鼠集團掌握相關資訊，

即使成立「深山特遣隊」，再怎麼勞師動眾的查緝任務都防不勝防。各部會應即刻研擬加強保護

之機制，公務體系必要時須負資料外流之嚴重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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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十三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4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宜臻等 21 人，鑒於法院配置之人員，

包括：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法官助理、司法事務官等人員之任務、專業加給

方式混亂，無法如實反映各類司法行政人員之專業程度。爰此，建請人事行政總處通盤檢討司法

人員之專業加給，以端正文官敘薪制度。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十三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等 21 人，鑒於法院配置之人員，包括：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官、少年保護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