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登山路線 打造登山運動者的天堂 
黃福森 * 

摘  要 
  台灣本島總面積為 36,188 平方公里，南北狹長計 394 公里，地勢東高西低，地形主要以

山地、丘陵、盆地、臺地、平原為主體，其中山地、丘陵所占的比率大約是全島總面積的三

分之二，造就台灣地區多山的環境。台灣的山脈大多為配合地形的南北走向，分成中央、雪

山、玉山、阿里山和海岸五大山脈，其中已知名稱的 3000 公尺以上高峰超過 260 座，儼然山

岳王國風範，登山人士依照高度從低到高，將台灣山岳概分為包含郊山（0~1000 公尺）、中

級山（1000~3000 公尺）、高山（3000 公尺以上）三種，從日據時代開始，喜愛登山的人士就

開始相關山峰的攀登及連走，經多年來努力，逐漸形成各山區的登山路線。 

  近年來，台灣地區的登山健行路線，已逐漸從逐峰攀登演變為連峰縱走，登山路線發展

及推廣也由以攻頂為主的「山岳式」，經過古道等多樣化元素融入，轉變為單純登山健行體驗

的「步道式」登山健行推廣方式，加上各地區政府、林務局、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等積極

投入步道設施的建構，各區步道蓬勃發展如雨後春筍般被發掘及建構出來，提供全國國民及

國際觀光人士各式各樣多樣化的選擇，使得台灣除了地形上是山岳王國，更在實質登山路線

多樣化選擇上也具備山岳王國的風範，本文擬就台灣地區政府單位及民間所發展出的重要步

道系統，做一完整的介紹與回顧，除了讓國人可以了解相關步道外，並提供後續政府發展國

際觀光及山岳資源整合的參考。 

 

 

 

 

關鍵字 
登山步道、步道整合、台北天際線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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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登山路線 打造登山運動者的天堂 
黃福森 

一、前言 
  有關台灣山岳的詳細介紹，在台灣推廣國際觀光旅遊的發展上，一直缺乏詳細及完整的

山岳路線介紹與推廣，甚至大多數的國人也只知道玉山、合歡山等少數知名高山，多年來在

發展國際山岳旅遊事務上的推廣有限，並造成熱門山區人口過度集中所產生，包含承載量、

交通壅塞、垃圾污染、及短時間湧入大量人口湧入等的生態破壞問題。 

  從台灣登山史看台灣登山發展的過程，從日治時期開始的登山活動，由市郊淺山逐步向

中級山及高山邁進，當市郊重要名山一座一座被攀登，活動路線逐漸被大眾化後轉向中級山

及高山發展，當中級山一座一座被開發出路線，高山活動也由早期的五嶽三尖，發展到百岳

攀登風潮。另一方面，在早期楊南郡等古道專家，及後期林宗聖、黃育智等大力撰文介紹後，

廣義及狹義的台灣山林古道，也逐漸成為另一類的登山目標，其實，在說明台灣所謂的｢登山

｣活動方式，必須先了解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的差別；在台灣所謂的登山活動方式，是屬於健

行（Hiking or Backpacking）的等級，而真正的登山（Mountaineering）指的是技術性的攀登

活動，如攀岩、溯溪、冰攀活動等，需要比較專業的訓練，也不算是大眾化老少咸宜的運動。 

  國外習慣將單日的活動稱為 Hiking，而多天數的長途野營健行活動稱為 Backpacking，這

一類的活動，是屬於在登山步道或原始山徑上的徒步旅行，並不需要特殊的攀登技術，一般

人具備良好體能，加上適當的步行技巧就可以達成目標，對於發展國際山岳旅遊及打造台灣

成為登山運動者的天堂，台灣擁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此類山岳場域環境，除少數寒流來襲時，

還有終年四季如春的氣候，可以提供給國人及國際觀光客最好的山岳環境。 

  本文主要以多年來官方及民間所發展成熟的登山步道為切入點，詳細說明台灣山岳王國

所擁有的眾多步道群，以作為國人登山推廣及國際山岳觀光推廣之參考。 

二、山岳攀登推廣 

(一)台灣百岳 
  台灣百岳是經由林文安先生選定，百岳的標準有三項：高於一萬英尺、在地圖上註有山

名、有三角點為優先選定標準，並特別說明所選的山名不擬變更。當時林先生把日據時代的

台灣地形圖上「日尺」（一萬日尺=3030 公尺）當作是「英尺」（一萬英尺= 3,048 公尺），所以

事實上有五座低於 3,048 公尺的高山，是在陰錯陽差的狀況下，進入了百岳的名單。1972 年

12 月 5 日，林文安選在日人台灣山岳會的成立紀念日，在百岳編號 100 號的羊頭山上，正式

宣告成立「台灣百岳俱樂部」。俱樂部成立後，帶動了台灣高山的攀登風氣，林文安以提供記

錄、帶隊攀登等方式，對當時有志於台灣高山的山友，提供了極大的鼓勵與協助，可惜於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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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20 日在帶隊攀登中雪山的途中，因在風雨中找尋退路受困，心力交瘁而罹難。 

  1978 年戶外出版社出版了《臺灣百岳全集》，書中計畫將前 100 名完成百岳的名單及經

歷介紹輯入，在當時造成很大的轟動，間接影響了當時百岳的攀登風氣。台灣百岳的攀登至

今依然在台灣登山界引領風騷，吸引很多人投入台灣高山的世界，也形成了 36 條台灣高山登

山的路線。 

(二)小百岳 
  由於台灣百岳位於高山地區，一般民眾接近及攀登不易，所以 2003 年台灣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為了推動全民登山運動，在普及性考量下，以台灣各縣市近郊山區為主要選擇對象，所

甄選出來各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 100 座郊山，由於台灣小百岳海拔皆不高，離市區近且登頂

容易，所以也吸引了許多登山者前往攀登，目前最新的小百岳選定版本為 2006 年版本，經由

小百岳的推廣活動，也成功建立了至少 100 條單日健行登山路線。 

三、現有步道發展 
  近年來各級政府為發展觀光，積極投入登山步道的構建工作，包含林務局、宜蘭海岸及

東北角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地方各鄉鎮公所等，大多各盡其所能

地爭取預算，於各觀光風景區興建登山步道。一方面可改善以往旅遊風氣僅止於到當地短暫

停留，未能深入觀光消費；另一方面可以推展各風景區深度生態旅遊的發展，期許消費者能

多花時間體驗各地人文風情。 

(一)縣市政府登山步道 
  台灣地區各縣市政府投入登山步道建設，以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發展歷史最久，所

建構的熱門登山路線步道也較多，近年來則有台中市大力推廣及建設區內的百里步道。 

(1) 台北市親山步道 

  管理單位為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分為大屯山系、七星山系、五指山系、南港

山系及二格山系步道。各山系有數條不等的步道，總計共有 20 條親山步道及 50 條特色步道，

規劃路線為早期台北地區的熱門郊山登山路線整建而成。步道均以大眾化的簡易級及進階級

步道為主。步道本身細分有親子級、勇腳級、山友級。步道鋪面大部分採用石階鋪面的步道，

步道設施有涼亭、解說牌、叉路口路標指示、生態導覽介紹。 

  步道特色：每一條親山步道，在步道途中都有一組獨特的紀念戳打印台，民眾完成步道

健行後，可利用打印台在親山護照手冊或小筆記本上做成紀錄，增加旅途趣味。 

  ﹝管理單位﹞：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步道數量﹞：20 條親山步道、50 條特色步道 

  ﹝年度重要活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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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登山步道系統 

  新北市政府是近年最積極建設新步道及推廣以登山健行為主題活動的縣市政府，以「新

北市、好生活」為主的新北市登山步道系統，是台北縣政府自民國 92 年台北縣改制前即開始

進行的步道整修工程，93 年更推行「綠色走廊推展計劃」，並列入縣內 12 項重大創新施政之

ㄧ，逐年編列預算，共整修了超過 40 條以上的步道，並精選 24 條步道作為推廣入門使用，

目前還在施工擴充中，管理單位為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除少數早期興建的石階步道之外，

均採用生態工法清除路障、綁繫繩索及陡峭處局部鋪設枕木而成。最特殊的是，在新北市各

郊區登山口附近的重要路口，都可以見到步道登山口的指標及里程數，很容易引發社會大眾

一探步道究竟的興趣。今年來因為步道眾多維修保養不易，所以致力於推廣社團認養計畫，

並於相關網頁「新北市登山健行網」主頁加入「步道損壞」通報系統，讓山友留言以了解各

步道最新損壞狀況，並安排人力進行後續維修處理。 

  新北市政府已展開轄區內「淡蘭古道系統」的定線及整闢，為目前登山步道發展的重點

計畫。 

  ﹝管理單位﹞：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步道數量﹞：陸續擴建中約 70~80 條步道，精選 24 條 

  ﹝年度重要活動﹞：新北市登山節 

(3) 台中市登山步道系統 

  台中市政府早期以發展近郊大坑山區為主的步道系統，自民國 70 年代就開始投入開闢登

山步道，目前此區共計有編號 1~10、5-1、9-1 號的 12 條步道，此山區最高峰為標高 859 公

尺的頭嵙山，也是台中市改制前的最高峰，步道特色多為沿山區稜線而建的相思木棧道，遠

望猶如遊龍盤山極為壯觀。2016 年 8 月開始，台中市政府風景區管理所開始辦理規劃此區山

徑全面整修維護，同時計劃針對台中市 37 條、約 75 公里登山步道進行整修，並投入經費開

闢另外 25 公里的登山步道，以打造「自然景觀、生態體驗、文化歷史」的三大主題，形成台

中市的百里登山步道系統。 

  ﹝管理單位﹞：台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步道數量﹞：37 條 

  ﹝年度重要活動﹞：無 

(4) 高雄市登山步道系統 

  高雄市主要的郊山步道系統為位於左營區的柴山地區，目前已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來經營管理，此外在高雄縣改制前，為配合當時行政院推動運動人口倍增計畫及全國百萬人

口登山活動，曾規劃辦理全民票選「高雄縣十大名山」系列活動，入選的十大名山：大崗山、

觀音山 、旗尾山 、大鬼湖、溪南山 、鳴海山 、關山、塔關山 、三叉山 、玉山等，除有計畫

將九十二年度十大名山系列活動成果彙集成冊外，九十三年度將繼續辦理十大名山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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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此區好山好水等觀光資源透過票選、登山、藝文競賽等多元活動，介紹讓全國民眾知道，

可惜在 921 地震後山區路況及步道損害嚴重，加以南橫遲遲未能修復通車，後續未有完整的

登山步道計畫。 

 (二)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台灣地區有太魯閣、雪霸、玉山等三座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已擁有豐富景觀資源及壯闊

的高山地形，為登山者提供了各式各樣、不同等級的高山景觀登山步道，此外，陽明山國家

公園及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則以接近市郊地區，不但擁有豐富自然景觀資源，也提供市民最

佳的運動健身場所。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管理單位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分為大屯山系 5 條、七星山系 3 條、擎天崗山系 6

條、人車分道系統 4 條系列，共計 18 條路線。部分步道與台北市親山步道重疊，規劃及施工

方式也有許多類似之處。除大屯西峰線、陽明山系東西大縱走之外，均以大眾化的簡易級及

進階級的石階步道為主。每年有編列維修預算，會進行例行性的維修保養工作，步道能經常

性的保持在良好的狀況，並常舉辦生態導覽及季節性活動，並於今年開始舉辦已停辦多年的

陽明山東西大縱走，發售手冊讓民眾沿途拓印以完成認證，沿途經過頂山(陽)、石梯嶺(明)、

竹篙山(山)、七星山東峰(東)、七星山主峰(西)、大屯山主峰(大)、大屯山南峰(縱)、大屯山西

峰(走)、面天山(活)、向天山(動)共計 10 座山頂，以拓印完成括弧中 10 個字。國家公園於管

理處各據點均有提供相關步道摺頁資訊，所以社會大眾均能認知相關步道設施，已成為大台

北區最熱門的登山路線之一。 

  ﹝管理單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數量﹞：18 條 

  ﹝年度重要活動﹞：陽明山東西大縱走 

(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民國 98年開始規劃成立，並經 行政院於 100年 4月 14日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

圖，劃設範圍包括：壽山、半屏山、大小龜山及鳳山縣舊城遺址、旗後山等地，面積總計約

1,122.654 公頃，100 年 12 月 6 日正式開園，並暫時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推動辦

理各項業務。本區依照上述各山區分別規劃步道，目前共計有半屏山 2 條、壽山 4 條、龜山

1 條、旗後山 1 條，總計約 8 條步道。 

  ﹝管理單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步道數量﹞：8 條 

  ﹝年度重要活動﹞：無  

(3)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以太魯閣地區山域為主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內擁有眾多登山路線，其中最為知名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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錐麓古道，此外區內依照不同等級分列各步道，有景觀型步道 10 條、健行型步道 5 條、登山

型步道 17 條。 

  ﹝管理單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數量﹞：32 條 

  ﹝年度重要活動﹞：無 

(4) 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以雪山和大霸尖山穿起的聖稜線周邊，擁有豐富的高山景觀步道，除了高山登山步道外，

也規劃有中級山領域的登山步道，在觀霧遊憩區 4 條及雪見遊憩區 3 條，高山登山步道則有

雪東線、雪山西稜線、聖稜線、武稜四秀線、志佳陽線、大霸線、雪劍線、雪山北稜線共計

8 條高山路線，可進行長天數的登山健行活動。 

  ﹝管理單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數量﹞：15 條 

  ﹝年度重要活動﹞：無 

(5) 玉山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以玉山主峰為意象的玉山國家公園，其實園區範圍廣大，區內共計有玉山主峰線、玉山

群峰線、南橫三山/關山線、八通關線、南二段線等 5 條長程高山登山健行路線，東埔山及鹿

林山、麟趾山 3 條短程路線。 

  ﹝管理單位﹞：玉山國家公園登山步道 

  ﹝步道數量﹞：8 條 

  ﹝年度重要活動﹞：無 

(三)林務局的國家步道及區域步道 
  民國 90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研商建立全國登山步道網會議」，決議由林務局

協調各相關單位，規劃整合建置全國登山健行之步道系統。目前逐步編列預算，開始建構各

國家步道及區域步道，由於能廣泛採納各先進意見，並吸取各歐美國家步道相關知識，所以

目前所建設的步道反應大致良好。 

  林務局的步道主要分為「國家步道」及「區域步道」兩大系統。 

(1) 國家步道系統：高山地區已陸續完成能高越嶺步道、嘉明湖步道、北大武山國家步道，並

在各路線沿途建設可供多人使用大型山屋，包括天池山莊、向陽山屋、嘉明湖山屋、以及

檜谷山莊等，早已成為登山界的熱門登山路線。其他交山及中級山地區還有如下的國家步

道，東滿步道、福巴越嶺國家步道、霞喀羅國家步道、大霸尖山登山步道、浸水營古道、

六龜警備道：藤枝段，總計完成國家步道 9 條，山屋興建 4 棟。 

(2) 區域步道系統：原來預定將台灣高山以外地區概分為 14 區，分別發展地區型的步道系統，

目前已建構完成者共計 116 條，依縣市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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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獅頭山步道、金瓜寮魚蕨步道、桶後越嶺步道、哈盆越嶺步道，共計 4 條步

道。 

￭ 新竹縣：北得拉曼步道、五指山登山步道、鎮西堡巨木群步道，共計 3 條步道。 

￭ 苗栗縣：鳥嘴山登山步道、加里山登山步道、冬瓜山登山步道、馬拉邦山登山步道，共計

4 條步道。 

￭ 台中市：橫嶺山步道、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德

芙蘭步道、八仙山主峰步道、東卯山步道、唐麻丹山步道、波津加山步道、屋我尾山步道、

新山馬崙山步道、斯可巴步道、白毛山步道、鳶嘴稍來小雪山國家步道，共計 13 條步道。 

￭ 南投縣：九九峰森林步道、合歡尖山步道、合歡東峰步道、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澀水森林步道大林環嶺森林步道、鯉魚潭森林步道，共計 6 條步道。 

￭ 彰化縣：桃源里森林步道、猴探井步道、清水岩(中央嶺、二棧坪、十八彎)步道群、麒麟

山森林步道、香山森林步道、坑內坑森林步道、廟前坑森林步道，共計 7 條步道。 

￭ 雲林縣：龍過脈森林步道二崙自然步道，共計 1 條步道。 

￭ 嘉義縣：福山步道、里美避難步道、奮起湖肖楠母樹林、水山步道、塔山步道、特富野古

道、嘉南雲峰步道、瑞太古道、四大天王山步道、獨立山步道、獨立山-大巃頂步道、杜仔

湖步道、石夢谷步道、金獅村步道、茶之道步道、對高岳森林浴步道、阿里山國家森林遊

樂區巨木群步道、二萬坪步道、十字路來吉古道、奮瑞古道、奮起湖大凍山步道、新美內

沙谷步道、土匪山步道、龍銀山步道、大埔大巃三角點步道，共計 25 條步道。 

￭ 台南市：鎮南宮步道、龍麟山步道、關仔嶺大凍山步道、關仔嶺碧雲寺-水火同源登山步道、

崁頂步道、雞巃山步道、崁頭山步道鈺鼎步道，共計 7 條步道。 

￭ 高雄市：美濃雙溪樹木園步道、美濃靈山登山步道、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六義山

步道，共計 4 條步道。 

￭ 屏東縣：尾寮山登山步道、里龍山步道、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墾丁國家森林遊樂

區步道群、石門山步道、高士佛步道，共計 6 條步道。 

￭ 宜蘭縣：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南澳古道、拳頭姆自然步道、松羅步道、礁溪跑馬古

道、林美石磐步道、聖母登山步道、新寮瀑布步道、九寮溪自然步道、台灣山毛櫸步道、

翠峰湖環山步道、茂興懷舊步道、三疊瀑布步道、鐵杉林自然步道、見晴懷古步道、鳩之

澤自然步道、望洋山步道、朝陽步道、檜木原始林步道，共計 20 條步道。  

￭ 花蓮縣：月眉山步道、安通越嶺道：西段、八通關越道：鹿鳴吊橋段、佐倉步道、鯉魚山

步道群、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富興步道、虎頭山步道，共計 8 條步道。 

￭ 台東縣：關山紅石步道、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都蘭山步道、麻荖漏步道、知本國

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鯉魚山步道、關山嶺山步道、大武觀海步道，共計 8 條步道。 

後續區域步道整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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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音山-陽明山-北海岸區域步道系統 

2. 基隆-東北角海岸區域步道系統 

3. 北桃山域步道系統 

4. 竹苗山域步道系統 

5. 宜蘭-太平山區域步道系統 

6. 太魯閣-合歡山區域步道系統 

7. 中彰山域步道系統 

8. 南投山域步道系統 

9. 雲嘉-大阿里山步道系統 

10. 大台南山步道系統 

11. 高雄山域步道系統 

12. 高雄區域道系統 

13. 屏東區域步道系統 

14. 東部區域步道系統 

(四)其他風景區管理處 
  除了最著名的草嶺古道外，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當初花費數千萬，以怪手大肆

開挖，興建灣坑頭山的石階登山步道（桃源谷及虎字碑聯絡道），引起反石階的步道運動。可

能當初受到抗議，後來較少建設大規模的石階步道；因區內包含山域及海域，可從事的戶外

活動極為多元化，所以大多以相關戶外潛水、單車、沙雕、童玩節等活動為主，除草嶺古道

外，並未大力推廣區內其他登山健行路線，此區域擁有北台灣最壯觀的山海美景，管理處規

劃有主題遊蹤→自在行→步道健身之旅，共計有南子吝步道、南雅地質步道、鼻頭角步道、 龍

洞灣岬步道、龜山島生態賞景自導步道、桃源谷步道系統、 草嶺古道、三貂角燈塔暨瑪岡山

步道山徑、跑馬古道、林美石磐步道、聖母山莊國家步道等 11 條列管步道。每年 11 月舉辦

的草嶺古道芒花季為此區登山健行的重點活動，吸引無數人來此登山健行攬勝。 

  ﹝管理單位﹞：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步道數量﹞：11 條 

  ﹝年度重要活動﹞：草嶺古道芒花季 

(五)其他各地社區營造步道 
  民國 90 年行政院文建會以「社區是各種文化、生活的單元」觀念，在全國各地推動「社

區總體營造運動」，並發布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獎助須知。許多各地區單位

以其中第三、十、十一項，分別是「地方文史、生態保育、文化資產」，利用步道興建來申請

補助，陸續興建了各城市近郊的步道；期間，也有各鄉鎮市公所單獨申請觀光步道預算，也

施作了許多登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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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間單位 
(1)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推廣台北天際線步道 

  美國目前有包含經典的阿帕拉契山徑等三條，每條距離約 3000~4000 公里的長距離步道

國家景觀步道，即使小小的香港地區，也有一條百公里長的｢麥理浩徑｣，更不要說鄰近的山

岳王國－日本，除了擁有 1200 年歷史，全長 1200 公里的四國遍路，還有 1969 年開始規劃跨

越一都二府八縣，全長 1697 公里的｢東海自然步道｣；然而台灣地區雖然有千里步道協會推動

環台一周，林務局也推動號稱萬里步道的計畫，但卻遲遲未有具體的步道定線公布與成熟的

施作計畫，在這個山岳土地達到約四分之三的台灣，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展望世界各國的都市，要擁有如大台北區四面群山圍繞的景觀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

要環繞城市一周的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循著四周的里山步道，一步一腳印地認識我們所生

長的土地；而在這一條城市四周制高點的步道，剛好也可以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好好地欣

賞這個城市的萬種風情，長遠目標如果能透過這條長距離步道的規畫，發展出如同香港地區

的城市近郊綠地郊野公園保護區，讓居住在這個城市的民眾可以有理想的綠帶休憩空間，並

達到劃設保留區減少山坡地開發的生態保護宗旨。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動員相關人力將全線踏勘完成，並將勘查成果彙整刊行於第 129 期的

台灣山岳雜誌，讓台北天際線步道的理想向前更邁進一步。台北天際線步道各段行程簡單介

紹如後： 

第一段：南起二格聳天際 (新店→石碇) 

  整條步道路線由台北捷運新店線的終站｢新店｣捷運站開始出發，翻越小獅山後走一段較

枯燥的柏油路面，就開始一連串的原始山徑探索之旅，經過優人神鼓練習場，在待老坑山附

近會銜接上及穿越貓空地區的幾條步道，健行者循著稜線前行就可以登上此段的高點｢二格山

｣；然後經過筆架連峰無數山頭的考驗，抵達石碇老街。石碇目前已發展成觀光老街，此地有

豆腐及豆漿類的美食，未來可結合步道發展民宿及露營場所。 

第二段：皇帝寶殿攀岩稜 (石碇→汐止) 

  傍溪而建的石碇老街是本段的起點，先沿著昔日溪邊的淡蘭古道往木柵方向前行，在雙

溪口附近可以銜接湳窟山的登山小徑，一路循著皇帝殿山列岩稜翻山越嶺，越過西峰與東峰

間緊張刺激的岩稜地形，然後再下降到往平溪的公路上，越過公路就是雞冠山、松柏崎山、

上鹿窟崙、四份仔尾山的稜脈，到達本段步道的高點，可以選擇經由大尖山到汐止享受美食

及住宿，或是直接進行下一段的旅程。 

第二段支線：中埔富陽觀生態 (公館→汐止) 

  從四份子尾山頂，也規劃了一條支線，可以串聯 101 大樓及公館夜市，從和平高中進入

富陽森林公園，連走中埔山銜接 101 大樓過來的象山、拇指山與南港山，然後經過倒照湖山

就可以連走到擁有一等三角點的土庫岳，山脈延伸就可到達四分子尾山的主支線分岔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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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支線可以是分段縱走的下山路線，也可以是環行的另一個東區登山入口。 

第三段：五分山頂聖稜線 (汐止→猴硐) 

  四份子尾山一路向北而行，沿街耳空龜步道，在磐石嶺附近就會接上汐平公路，然後爬

上姜子頭山、姜子寮山，一路來道有雷達轉播站的五分山頂還需要越過很多山頭，這條被山

友戲稱為｢五四縱走｣(也有人稱之為基隆聖稜線)的稜線，上下小山頭不斷，是耐力恆心與毅

力的考驗，正可以體現登山者的精神。本路段的終點｢猴硐｣火車站，以收留流浪貓及在地的

煤礦博物館，早已成為知名的國際觀光景點，吃住自然不成問題。 

第四段：採金之路路迢遙 (猴硐→基隆) 

  第四段路線山雖不高，景觀及人文史蹟卻極為豐富，由大粗坑古道經由傳奇的山腰採金

聯絡道，可以尋訪金礦的山洞遺跡及銀絲瀑布，然後經由小粗坑古道拜訪山神廟，越過高點

後就可見到九份山城，享受完美食及山城的海風，還要一路經過琉榔步道，尋訪歷史上基隆

港附近的幾個砲台遺跡，辛苦完成此段路線後，當華燈初上時，一身疲憊的你正好可以在基

隆廟口，恣意地享用台灣的傳奇小吃，並在海港邊住宿一宿以恢復疲勞繼續第五段的路程。

本段路線被戲稱為｢猴雞動物縱走｣，也就是猴硐、基隆走一回的意思。 

第五段：界寮五指連稜遊 (基隆→內雙溪) 

  第五段路線是｢界寮縱走｣(由基隆界寮啟登，一路沿著五指山列到達劍潭的路線)的一部

分，由基隆港附近前往情人湖、大武崙砲台遊賞風光，然後走到大武崙往萬里公路上的界寮

開始稜線縱走，一路經過三界山、友納山、五指山，然後在萬溪產業道路的越嶺高點風櫃嘴

結束此段路線。風櫃嘴附近是登山及自行車運動的熱門休息點，腹地廣大也很適合整闢為營

地，假日也有人在此經營小吃餐點服務。 

第五段支線：大崙來去劍潭山 (士林→內雙溪) 

  第五段的支線就是延續｢界寮縱走｣未完成的路線，經由五指山、大崙頭山、大崙尾山、

文間山，然後來到劍潭山，圓山大飯店就在望了，而士林夜市正好就在登山口附近。 

第六段：陽明東西走橫斷 (內雙溪→淡水) 

  內雙溪風櫃嘴到淡水的路線，要經過陽明山國家公園，也正好就是｢陽明山東西大縱走｣

的路線，一路要經過頂山、石梯嶺、竹篙山、七星東峰、七星主峰、大屯主峰、大屯南峰、

大屯西峰、面天山、向天山等十座知名山峰，雖路程辛苦，卻可以飽覽大屯火山系的美景，

沿途所經的大屯坪、面天坪、向天池都是很令人流連忘返，由向天池直下小坪頂就可以銜接

紅樹林河濱步道到達淡水。淡水老街好吃好玩的不少，是可以讓健行者流連停駐一夜的地方。 

第七段：觀音連峰望海趣 (淡水→林口) 

  從淡水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對岸的觀音山，康熙二十四年「臺灣府志」稱它為八里分（坌）

山，西元 1654 年荷蘭人將它畫在古地圖中，名為「TAMSWIJSE BERCH」。當年凌雲寺開山

祖師省源和尚，從淡水登陸時，看見眼前的山就像是觀音跌坐，旁邊還有十八羅漢向祂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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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渡船到對岸的八里渡船頭，走牛寮埔步道登上觀音山硬漢嶺，連走占山再一路經風櫃斗

湖山、牛港稜山到達林口。 

第八段：大棟鶯歌訪台地 (林口→鶯歌) 

  林口新林步道接泰山後，再由山腳頂山銜接崎頭步道，迴龍附近就是山腳埔頂山的登山

口，由此開始大凍山系的縱走之路，經過大棟山、石灰坑山，在大榕樹附近叉路接上鶯歌步

道系統，步道終點為忠義山，下方即是鶯歌火車站。 

第九段：鳶山講古樂逍遙 (鶯歌→橫溪) 

  由鶯歌徒步走過三鶯大橋，鳶山山脈正好橫陳於眼前，從三峽老街附近登山口登上山頂

大鐘，鳶山山系縱走正好如一馬蹄形，一路經過五十分山，在烏塗窟山前左轉接二鬮山系，

經過壽山與山員潭子間的保線路，下山經過大埔在繼續攀登王公坑山，經溪南尖抵達橫溪。 

第十段：天上山來烘爐地 (三峽橫溪→新店) 

  由三峽橫溪開始，就步入天際線的最後一段步道｢天上山系｣，由元亨堂上山，這條天上

山系因有桐花步道及承天禪寺，常有登山人來此運動，由長壽山開始，一路經過成福山、十

八羅漢奇岩、石門內尖山、天上山、五城山、文筆山、五尖峰、烘爐塞山、外挖子山，抵達

新店溪河濱步道的陽光運動公園附近，順著河濱步道就可以回到開始的原點｢新店捷運站｣。 

(2) 千里步道協會推廣淡蘭古道系統 

  淡蘭古道的開闢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朝嘉慶年間，淡蘭古道的歷史研究者依據古道

主幹線搭配交錯的支線，概略劃分為北路、中路、及南路三大系統，「北路」由萬華、松山、

南港、瑞芳、雙溪、貢寮到宜蘭，是當時的主要公家道路「官道」，因昔日馬偕博士在一八七

二年到一九○○年間，曾經此路線進入當時蠻荒為開的宜蘭地區傳教而聞名；「中路」則是經

由汐止、平溪、雙溪到宜蘭的路線，因為路線是依循著昔日入山開拓墾殖的軌跡，所以也被

稱為「民道」；至於「南路」則是經由深坑、石碇、坪林到宜蘭頭城的路線，是安溪茶飯商旅

往來所行走的通道，故稱之為「商道」，由於開拓目的及使用者的不同，成為昔日入「蘭」的

三大孔道。 

  里步道協會委請中華山岳江啟祥隊長所帶領的藍天隊協助帶領探勘，從 104 年 2 月由石

硿子到盤山坑路線查開始，進行淡蘭百年山徑的踏查，目前已協助千里步道協會踏查路線的

任務多達三十次，沿途並整修山徑。目前仍持續進行全區路網勘查，今年 4 月 26 日正式舉辦

「淡蘭百年山徑串聯與守護啟動記者會」，希望跨縣市促成淡蘭舊道系統的步道分級制度、歷

史文化路徑指定的倡議等，這場活動的主辦單位雖然是千里步道協會，但淡蘭百年山徑路網

能夠具體的呈現，中華山岳藍天隊實為功不可沒的背後最重要推手。 

四、結論 
  台灣具有獨特的山域地理環境，經多年發展也形成各式各樣的登山步道，上述所列出的

步道及達數百條之多，長度可達數千公里之遙，可惜一般民眾對此認知有限，如何將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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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整合推廣以作為國內深度旅遊及推廣國際觀光者實為當務之急，本文僅將國內各步道及

登山路線資訊做初步整合，並提供初步策略以為後續發展推廣參考之用。 

(一)全台灣步道資訊整合 
  由本文中可發現目前全台灣步道分屬不同管理單位，相關資訊也分散在各個政府相關部

門網站，如此的狀況造成一般社會大眾獲取步道資訊的困難，也不利於全台灣步道推廣與整

合，所以建議須先進行全台灣列管步道的調查與整合，並將可將所有台灣步道相關資訊統一

在一個網站入口，並進行分類管理。 

(二)步道管理單位須統合 
  各地區或風景區、國家公園步道分屬不同管理單位，目前缺乏上級指導單位進行所有步

道整合管理，所以會發生有管理單位重疊或是權責不明的現象與狀況，建立未來發展可以設

立全台灣步道的最高管理單位以進行整合。 

(三)發展當地特色與步道結合 
  目前各區縣市大多會推廣當地特別景點與節慶，如能將步道健行活動加入推廣之列，對

於遊客及背包客來說，不但可以增加當地停留時間以刺激消費，還能吸引對當地人文史蹟更

進一步深入探索，增加再次探訪的興趣與意願。例如草嶺古道芒花季吸引遊客進一步走入步

道，從事登山健行活動。 

(四)串聯步道有助推廣 
  目前台灣各區步道發展分散各地，可以利用主軸概念加以串聯，對於推廣步道將收到事

半功倍之效，例如近日發起的台北天際線步道，即是將現有台北市及新北市步道加以整合串

聯，單一目標不但有利於推廣，並且可快速讓大眾了解台北近郊山區步道路網，而延伸會想

去了解各段步道。 

(五)發展推廣步道的搭配活動 
  目前步道發展以「山岳集點」及「步道拓印」兩大活動很受到歡迎，前者例如小百岳的

推廣，當參加者登完數座小百岳後，自然會有興趣陸續完登其他的小百岳；台北市親山步道

則是以拓印活動，提高民眾的參與方式，兩者均是以集點、蒐集等設定目標的方式，吸引大

眾走入山林來登山健行，有了目標之後就會有逐步完成的意願，也間接達成推廣的目的  

  台灣一年四季如春，除少部分寒流來襲時，在氣候條件足夠的狀況下，造成高山地區短

期積雪而不利於大眾化的登山運動的推廣，其餘大部分時間全年度均可進行大眾化的登山活

動，以台灣目前線有步道數量，如能搭配良好的管理維護與整合機制，並加以積極地推廣到

全國百姓及國際觀光客，對於打造台灣成為全世界登山運動者的天堂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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