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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國民 活力台灣 

  本人喜歡登山的文化工作，這樣才能為台灣登山留下一些東西，讓下一代瞭解前輩做

了什麼努力。登山研討會的每一場討論、每一篇文章，都是與會者的經驗與智慧結晶，這

正是登山的文化工作！自 2001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起，

至 2005 年在雪霸國家公園「研商全國登山諮議小組籌組及小組運作相關事宜」會議，協

議自 2006 年起擴大涵括政府相關部門接續辦理；遂有 2007 年農委會林務局、2008 年教

育部、2009 年體委會等機關接續，2010 年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和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等民間社團發起，組成「台灣山岳聯盟」，並

主動承擔 2010 全國登山研討會之主辦工作，以民間自主協力的方式，搭建與政府合作的

平台。2011 年輪歸內政部，而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緊接著是林務局辦理 2012 年

的全國登山研討會，2013 年輪由教育部辦理，2014 年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並增辦登

山安全裝備展示活動、戶外體驗等活動；2015 年由林務局主辦，提倡登山自律以落實登

山安全。 
  在登山活動發達國家，登山的發展主要有二個面向：對於入門者或中高齡需協力的登

山者，給予場域設施或專業人員的支援，並透過使用者付費或成熟的商業機制，達成適當

的平衡及供需關係；對於成熟的登山者，就是透過山野環境教育，形成自律登山的安全觀

念及行為，並透過互助保險分攤風險，並間接促進搜救專業的發展。登山服務產業化、登

山者自律、行政責任合理化，能使政府、民間團體與登山者，達成合適的分工合作關係，

讓多元登山可以成熟穩定發展。全國登山研討會歷經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不僅深化本土登

山的知識內涵，也開始聚焦實際的可執行方案，對於有共識的結論，歷次研討會的與會者，

都非常重視該結果能否被有效落實；我們也非常重視與會者的寶貴意見，也盼望不同立場

的夥伴，可以透過多方座談與對話的方式，對實際問題集思廣益可能的解決途徑，因此，

研討會的議題選擇，也開始針對具體的行動方案進行探討。 
  本人僅代表主辦單位謝謝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力，及相關參與者的規劃與籌備，以及岳

界各大社團的鼎力支持，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是促進登山發展展最重要的基礎。最後，要謝

謝各位與會的貴賓及朋友不遠千里而來，除集思廣益展現登山智慧外，更希望諸位能在參

與研討之餘，也同時把身心浸潤在陽明山美景之中。最後祝大會順利平安、完美落幕！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 理事長 

黃楩楠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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