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案由 
草案提案人：杜麗芳(博崴媽媽)* 

  歷年國內重大山域意外事故包括 2011 年 2 月 28 日，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語系暨心理

系學生張博崴隻身攀登台灣百岳之一的白姑大山卻意外罹難，張姓父母於意外發生後，主張

政府機關應提升山域救援機制及救援時效，經台北地院判准國賠近 267 萬元。且由於近年來

民眾健康意識及追求生活品質提升，從事登山活動民眾提供相關分享資訊於網路平台，使得

登山風氣蔚為風行，惟亦因參與登山活動人員相關知能、風險管理意識及裝備等資訊與宣導

教育不足，使得登山活動事故事件日趨頻繁，亦耗費大量國家搜救資源。因此為防範未然，

減少人民生命損失及耗費國家搜救資源，除了納入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投保登山強制險外，

爰訂定「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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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崴面山基金會籌備處創辦人、台灣登山教育推展社團法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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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案由 
草案提案人：杜麗芳(博崴媽媽) 

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條文總說明 
  為保障人民山域活動權利，促進人民登山安全，推廣山域活動發展，健全國家山地區域

管理，其中有關人民運動權係屬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人民基本

權利」之一，然山域活動發展牽涉國家山域管理監督權責，均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第四款規定之重大事項，自應以法律規定為之。既係以法律方式規範山域活動管理等相關事

項，其法律名稱自應為「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本條例）。 

本條例草案制定重點如下： 
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律名稱 說明 
山域活動管理條例 一、為保障人民山域活動權利，保

護人民山域活動安全，推廣山

域活動發展，健全國家山域管

理，其中有關人民運動權係屬

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憲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人民基

本權利」之一，而山域活動發

展牽涉國家山地區域管理監

督，均屬「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之重大事

項，自應以法律規定為之。 
二、既係以法律方式規範山域活

動管理等相關事項，其法律名

稱自應為「山域活動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保障人民山域活動權利，維護人民從事山域活

動之生命及身體安全，推廣山域活動發展，重視山域

自然生態，健全國家山域管理，特制定本條例。 
山域活動管理事項，依本條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

者，依其他法令規定。 

一、明定本條例立法意旨。 
二、第一項明定為保障人民山域

活動權利，保護從事山域活動

之生命及身體安全，推廣山域

活動發展，維護山域自然生

態，健全國家山域管理，特制

定本條例，俾以有所規範。 
三、第二項明定山域活動管理事



 
 
 

A2-3 山域活動管理條例草案案由 

健康國民 活力臺灣  117 

項，依本條例規定；本條例未

規定者，依其他法令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條例規定事項涉及其他法令規定者，以其他法令主

管機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主管機

關，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二、第二項則明定本條例規定事

項涉及其他法令規定者，以其

他法令主管機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例如：牽涉山難救

助者，自應屬災害防救法或消

防法規定之主管機關。 
三、按本條例規範各該山域活動

管理事項，大體上係屬憲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四款規定廣義

「教育制度」範疇，自當由中

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地方

執行；至於國家對於國際山域

活動交流及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山域活動交流等事項，則

係屬「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

十三款規定範疇，自當由中央

立法並執行之。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山域，指主管機關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

本條例規定公告指定之山地區域。本條例施行前而其

經山域活動團體從事山域活動或其相關活動之區域

者，亦同。 
二、山域活動：指以自然人以身體行走、攀登或其他

身體移動方式而於山域活動者，包含以徒步健行、縱

走、攀登（含冰攀及雪攀等）、溯溪、攀岩、探洞、

爬樹、山野探勘、技能訓練、路跑、露營或其他相關

山域戶外活動方式而達到運動休閒等目的者。其於山

域以適當專門技術或專業工具輔助身體移動而從事

者，亦同。 
三、山域活動專業人員：指依本條例規定輔助探登人

從事山域活動之體育運動專業人員。 
四、探登人：指從事山域活動之自然人。其屬執行山

域嚮導或其他山域活動專業人員業務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第二項明定其屬前項第一款

後段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本條例制定公布後三年

內，自應依據本條例完成山域

指定公告作業，俾符本條例規

範山域指定公告常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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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域活動團體：指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設立而以

山域活動為其設立目的且以國民體育法規定主管機

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體育運動團體。 
六、山域搜救團體：指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設立而以

山域搜救為其設立目的且以災害防救法規定主管機

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團體。 
七、登山管制區域：本條例主管機關於第一款規定山

域範圍內，基於環境險惡、救援困難或其他因素而依

據本條例規定另行公告指定者。登山管制區域得分作

一般管制及特殊管制等型態。 
八、山地區域：指國家依據國家安全法規定指定為山

地之區域者。 
其屬前項第一款後段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或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本條例制定公布後三年內，依據

本條例通案完成各該山域指定公告作業。 
第四條 國家對於山域，均應予開放。但其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依各該法令規定： 
一、本條例主管機關依據本條例規定指定登山特定區

域。 
二、探登人從事山域活動而未依通常路線行進。 
三、山域土地依據民法規定為私人所有或占有。 
四、其經依國家安全法規定指定為山地區域。 
五、其有第二條但書規定事項且涉及其他法令規定。 
六、本條例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明定國家對於山域開放各該法律

效果及其例外規定。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本條例規定公告指定山域或

登山特定區域，其嗣後有調整變更或廢止者，亦同。

其有依規定指定登山特定區域者，應以其特殊環境或

生態性質而分別配套訂定各該登山特定區域管理辦

法。 
前項山域或登山特定區域位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

區、林區、自然生態保護區或其他依法令設立之特定

區域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且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布訂定各該山域活動管理辦法。 

一、第一項明定山域指定方式及

指定事項委任立法。 
二、第二項明定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管轄山域公告指定作

業而配套發布訂定各該山域

管理辦法。 

第六條 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本條例

規定公告指定登山通常路線、入山路線及不得進入範

圍。 
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山域範圍，配

合前項規定登山通常路線或入山路線而建立山屋、步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本條

例規定指定登山通常路線、入

山路線及不得進入範圍。 
二、第二項明定各該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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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索道及其他適宜設施。 
前二項山域範圍，位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林區、

自然生態保護區或其他依法令設立特定區域者，應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優先公告指定，且編列預算設

立各該山域設施。 
前三項登山設施，應以輔助配置使用天然能源及符合

當地環境生態為原則。 

管機關針對其等管轄山域優

先指定配套訂定各該登山區

域管理辦法。 

第七條 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條路線

及登山設施，應以其特殊環境或生態性質而分別配套

訂定各該登山通常路線及登山設施管理辦法。但其位

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林區、自然生態保護區或

其他依法令設立之特定區域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優先指定，且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公告各該路線及會同發布訂定設施

管理辦法。 

明定山域路線、設施等公告方式及

渠等管理辦法之委任立法依據。 

第八條 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網際網路

上建立各該山域專屬網站，提供各該山域天候概況、

山域地圖及山域設施配置分布等情形。 
前項登山區域位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林區、自

然生態保護區或其他依法令設立之特定區域者，應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優先提供之。 

明定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網際網路上建立各該登

山區域專屬網站，提供各該登山區

域之天候概況、登山地圖及登山設

施分布等情形。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探登人山域活動自我安全

管理辦法。 
前項探登人山域活動自我安全管理事項，應包含山域

分級、進入申請、人數安排、行前健康檢查、山域活

動從事計畫、山域嚮導、山域協作或其他山域活動專

業人員指定、山域移動階段安全防護（含糧食裝備攜

帶及通訊方式規劃）、山難救援系統聯繫及其他山域

活動自我安全管理方式。 

明定探登人山域活動自我安全管

理辦法之委任立法依據。 
 

第十條 探登人從事山域活動，應依本條例規定行進。其

有進入登山特定區域者，應向本條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情形而其登山區域位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

林區、自然生態保護區或其他依法令設立之特定區域

者，應向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前二項規定情形而涉及二個以上機關管轄者，應分別

向各該機關申請。但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整合為單一

機關申請辦理為原則。 
前三項情形之申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委任

明定探登人從事山域活動行進及

進入登山特定區域申請程序及渠

等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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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機構團體或認可其他機關機

構團體辦理。 
前項認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十一條 國家應建立登山嚮導、登山揹工及其他山域活

動專業人員管理制度。 
前項山域活動專業人員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 

明定國家應建立登山嚮導、登山揹

工及其他山域活動專業人員管理

制度，以及其等制度委任立法依

據。 
第十二條 國家對於本條例規定之山域活動，應建立山域

活動保險制度，會同保險人及山域搜救團體共同辦

理，探登人從事登山特定區域內之活動者，應配套辦

理山域活動保險。 
前項登山特定區域以外之山域活動而有配套辦理登

山保險之必要者，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

公告指定之。 
前二項山域活動保險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國家對於本條例規定之山域

活動，應建立山域活動保險制度，

以及其制度委任立法依據。 

第十三條 國家對於山域範圍發生探登人迷路、疾病或其

他危害人身安全等情形，應建立山難救援系統。其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山難救援系統而有以災害防救法或其他法令有

規定者，應依各該法令辦理。 

明定國家對於山域範圍發生探登

人迷路、疾病或其他危及人身安全

等情形，應建立山難救援系統及渠

制度委任立法依據。 

第十四條 山域活動範圍涉及特殊管制山域者，應由山域

嚮導帶領之，並依登山路線難易程度，由山域嚮導為

其本人及所屬成員辦理登山綜合保險，其有發生意外

而衍生搜救等相關費用者，應由保險給付；最低保險

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山域嚮導應領有山域嚮導證書且具備初級緊急

救護能力，領有基本救命術證書或初級救護技術員證

照。山域嚮導應依登山計畫帶領隊員從事登山活動，

嚴禁所屬成員脫隊自行。 
前項成員發生意外事故而有導致損害生命安全之虞

者，山域嚮導應執行緊急救護並負起照護之責。 

一、第一項明定進入轄內特殊管

制山域，應由領隊帶領， 並
依登山路線難易度，由山域嚮

導為其本人及所屬成員投保

登山綜合保險，其有發生意外

而衍生搜救等相關費用者，應

由保險給付；最低保險金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二、第二項明定規範擔任領隊人

員應具備之條件及義務， 以
便登山客發生疾病或意外事

件負起照顧之責。 
三、第三項明定第二項成員發生

意外事故而有導致損害生命

安全之虞者，山域嚮導應執行

緊急救護並負起照護之責。 
第十五條 國家對於山域教育之執行，應予保障。前項山

域教育辦理方式如下： 
一、依據大學法或職業學校法規定、國民義務教育法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對於山域教

育，應予保障。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山域教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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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設立學校、學院、研究所、學

系、學程、學科、課程等養成教育。 
二、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設立國民補習學校、進修

學校或短期補習班。 
三、依據終身學習法設立終身學習機構、社區大學或

學習型組織。 
四、主管機關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山域教育

訓練或相關研習。 
五、依據國民義務教育法設立學習場域、舉辦相關活

動。 
六、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舉辦相關活動。 
七、山域活動團體、山域搜救團體或其他法人團體舉

辦山域教育訓練或相關研習。 
八、其他山域教育方式。 
前二項規定之山域教育，應以攀登到達山峰（含冰攀

及雪攀等）、溯溪、攀岩、探洞、爬樹等技術、天候

掌握、山區管理、山區自然生態認識及維護、山難救

助、登山醫學、登山歷史編撰、登山文物保存、登山

攝影及山域保險等學術範疇。 

理方式，俾便山域教育與我國

現行教育體系接軌，其中第一

款至第五款規定為列舉規

定，第六款規定則為概括規

定，二者並列，避免掛一漏

萬。 
三、第三項明定前二項山域教育

學術範疇。 

第十六條 國家對於國際山域活動交流，應予協助。其有

與大陸地區有山域活動交流者，亦同。 
前項山域活動交流辦理方式如下： 
一、探登人前往外國或大陸地區從事山域活動者。 
二、山域活動團體以其名義加入外國或大陸地區山域

活動團體者。 
三、依據我國法令設立山域活動團體而外國或大陸地

區山域活動團體得以其名義加入者。 
四、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前來我國從事山域活動或

其相關活動者。 
五、其他有關國際山域活動交流活動者。 
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

備。 
前項報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或委託

其他機關機構法人團體辦理。 
前四項國際山域活動交流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明定國際山域活動交流事項及其

辦理方式。 

第十七條 為提升山域活動器材使用安全及其品質，維護

國民山域活動消費安全，應建立山域活動器材安全檢

查制度。其辦法，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為提升山域活動器材之使用

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山域活動消

費安全，應建立山域活動器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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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制度而於商品檢驗法或其他法令有規定者，應先

依各該法令辦理。 
檢查制度，以及其制度委任立法依

據。 
第十八條 其以運動休閒以外之目的而從事山域活動

者，得經主管機關或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而不

適用本條例規定。 
前項情形而於其他法令有規定者，應依各該法令辦

理。 

一、蓋本條例立法目的範疇僅係

規範以運動休閒為山域目的

者；是此其以運動休閒以外之

目的而從事山域活動者，例

如：生態調查、採集動植物或

從事其他工作等等情形，自有

得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公告而不適用本條例

規定之餘地，此自係第一項規

定所由設。 
二、第二項則明定前項情形而於

其他法令有規定者，應依各該

法令辦理。 
第十九條 國家對於本條例規定事項，應配合辦理統計。 

前項山域活動統計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對於本條例

規定事項，應配合辦理統計，

按國家及各級地方自治團體

依據本條例規定授權訂定各

該法規命令或本乎渠等職權

訂定行政規則而執行各該山

域活動管理事項等，均係屬

「抽象性事項」之規範，自不

宜僅以行政機關內部各該承

辦人員之經驗法則（行政程序

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為據，而

率皆以國家山域活動學術研

究資訊及相關統計數據作為

各該執行之科學依據。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山域活動統

計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蓋鼓勵國家山域活動學術

提升及辦理國家山域活動管

理統計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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