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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序 

  就國民喜愛的運動項目而言，登山佔 9.9%、健走約 8.6%，而大部分的國民主要以散

步（佔 42.7%）為主，由此可知步行類的運動是國人的最愛。惟步行運動屬於低強度有氧

運動，可以搭配合適的環境感受，結合環境體驗與運動，而台灣豐富的山域環境，正好是

步行類運動的最佳場域。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健康國民、活力台灣：全民山域活動發展策略」，希望透過登

山活動的推廣，提升國民身體素質，以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同時希望以台灣豐富的自然

資源，發展登山相關產業，讓登山就業與山岳旅遊成為台灣的新活力！在這個主題下，本

次研討會的核心議題包含：登山管理與法制、登山產業與多元化、登山教育與自律等面向。 

  在登山管理及法制方面，國內登山路線經數十年的發展，已形成豐富的步道網絡，政

府與民間的努力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惟步道往往橫跨二個以上的管轄區域，而林務局與國

家公園因法制工具不同（國家公園法、森林法），容易發生各自為政的問題，導致步道發

展難以均衡發展，而資源的投入往往難以符合使用者的期待。自從政府在山難國賠爭訟敗

訴後，加深了登山安全與行政責任間的緊張關係，地方政府開始主動訂定登山自治規章，

在登山法制化的進程上，似乎中央政府已慢了半拍。惟相關法制作業，在倉促情況下訂定，

容易發生不當限制登山的問題，直接影響登山的正常化發展。因此，政府與民間應長期對

話，並在落實共識的過程中，逐一落實相關法制作業。 

  在登山產業發展方面，對於初學者、中高齡登山者以及國外的背包客而言，亟需登山

服務體系的建立，就登山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尼泊爾、日本）而言，登山服務必須從發

展發登山產業著手。目前國內已有登山嚮導制度，但發證後並未與登山服務產業連結，導

致發證效用不彰，也無法促進登山服務產業發展。因此，為健全登山服務產業的發展，除

建立專業證照制度外，對於登山服務的營業事項，應設置規範，並給予必要的輔導與資源。

登山產業發展的需求會促使登山專業深化，對就業、經濟發展有所助益，對於山岳旅遊品

質及登山安全的提升也有助益；登山產業可以充實山域設施的軟體服務，讓初學者、中高

齡者或國外背包客，可以安全地體驗山林，同時發展多元登山，豐富登山活動的內涵。 

  在登山教育與自律方面，登山仍有一定的風險，宜從山野教育著手，讓國民充分認知

山域環境的特性與風險，相關教材的撰寫，除了利用現有教育資源，亦可援用民間登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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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專業資源。未來，可以進一步建構官民合作的山野教育研究中心，深化相關專業知識

的發展。環境教育已經成為國民終身學習的一環，直接透過實體環境體驗與做中學的方式，

達成體驗學習的效果，山野教育亦屬於環境教育的重要部分。有經驗的登山者能夠自由地

翱翔山林，是登山發達國家的共通特色，登山是具有探險性，是一種兼具技術能力的體育

活動，學習登山技能的目的，在於透過個人技術能力與團隊合作達成登頂的目標，對於塑

造成熟人格、培養風險控管能力具有一定的助益。真正的登山安全，應建立在登山者自我

能力地培養上，因此，政府對於培養成熟登山者，應從山野環境教育著手，宣導登山者自

律的觀念。 

  這次研討會論文資料彙編，撰文者包含行政機關、學界、產業界及登山界領域的山友，

內容包含了專題演講稿、議題論文及專文，還有實務經驗的分享簡報，希望把大家的思想

與經驗結晶，持續為登山累積「文本」，以作為未來登山發展的基石。我們作為登山研討

會的執行工作者，會盡力辦好研討會及周邊活動，惟論文集的彙編總在倉促中進行，不免

會有遺珠之憾與錯漏之處，在此先行向讀者致歉。最後，感謝大家前來與會，祝大家在討

論與交流的對話中，進行一場登山發展的心靈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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