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是人走出來的？走過不留痕跡？ 
高山步道沖蝕溝的共業與解決之道 

徐銘謙 * 

摘  要 
  台灣因為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推擠隆起，使得小小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就有超過兩百座三千米以上的高山，也因此擁有從熱帶到溫帶的林相，孕育豐富多樣的動植

物生態，也滋養原住民生活文化的傳統智慧。隨著解嚴以及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網路化的歷

程，登山運動的發展也走向普及化、去組織化、去專業化甚至商業化，更多人想要親近高山

的結果，往往導致原本敏感脆弱的山林受到損害，最常見的包括踐踏衝擊、垃圾為患；人造

設施的需求與破壞也隨之深入山林，小至步道工程、山屋拉電、大至高山纜車的爭議即是；

沒有做好準備的登山者遭遇輕重不一的山難事故頻傳，使得登山管理制度需求浮上檯面，不

可否認，許多迷途事件除了登山者個人對山岳環境不了解之外，私自開闢新路與捷徑導致路

跡不明也是主要原因。 
  步道作為人進入自然的載體，是上述諸多問題的根本，本身也充滿矛盾與價值取捨的議

題。人作為「主體」的思維，往往把山林自然當作「客體」，享受眼前山林美景的同時，人們

常常忽略自己在自然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然的影響。更常忽略自己背上的重裝、腳下

的鞋底對自然土壤產生的衝擊與強度，只看到自己一步跨越的登山技巧的純熟，而無視於步

道因而植被不生、土壤踩硬、受到雨水沖刷成溝的破壞，這些問題隨著行走的人大幅增加以

及極端氣候的降雨，造成沖蝕溝問題越來越嚴重。 
  過去關於高山沖蝕溝問題的處理與伴隨而來的討論，總是走向兩個極端：一邊是政府，

為了解決高山植被的踐踏衝擊，總是以發包工程的方式解決，而工程施作對地景的破壞往往

引來登山者的反彈；另一邊是登山者，主張「什麼都不做最自然」，反對任何人為干擾的措施，

看不出眼前山徑土路所承受的沖蝕問題。事實上，許多登山經驗豐富的山友見證高山環境的

劇烈變遷，有縱時性的長期觀察為基礎，遂能瞭解沖蝕溝的「滄海桑田」，但是往往僅能慨嘆

環境劣化，亦無力改變劣化的趨勢。 
  本文藉由回顧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與林務局、國家公園合作處理嘉明湖國家步道、合歡北

峰登山步道兩處高山草原型步道沖蝕溝的觀察與實作經驗，嘗試以「手作步道」的原則，為

上述兩種極端的爭論找出務實可行的解決之道，然而要能進一步在高山地區推廣，尚需要登

山者的瞭解與參與，以及政府制度上的調整與改變，方能在解決步道衝擊與兼顧自然之間取

得永續的平衡。 

關鍵字 
高山步道、沖蝕溝、手作步道、常態維護、公私協力、步道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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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人走出來的？走過不留痕跡？ 
高山步道沖蝕溝的共業與解決之道 

徐銘謙 

壹、前言 
  台灣因為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推擠隆起，使得小小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就有超過兩百座三千米以上的高山，也因此擁有從熱帶到溫帶的林相，孕育豐富多樣的動植

物生態，也滋養原住民生活文化的傳統智慧。而從日據時代到四大天王乃至山岳團體等岳界

前輩的努力推廣之下，登山運動蔚為風行，國人不用買機票出國也能享有得天獨厚的山岳美

景與攀登健行的體驗。 

  然而隨著解嚴以及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網路化的歷程，登山運動的發展也走向普及化、

去組織化、去專業化甚至商業化，更多人想要親近高山的結果，往往導致原本敏感脆弱的山

林受到損害，最常見的包括踐踏衝擊、1垃圾為患；人造設施的需求與破壞也隨之深入山林，

小至步道工程、山屋拉電、大至高山纜車的爭議即是；沒有做好準備的登山者遭遇輕重不一

的山難事故頻傳，使得登山管理制度需求浮上檯面，不可否認，許多迷途事件除了登山者個

人對山岳環境不了解之外，私自開闢新路與捷徑導致路跡不明也是主要原因。 

  步道作為人進入自然的載體，是上述諸多問題的根本，本身也充滿矛盾與價值取捨的議

題。畢竟大自然不需要人，是人需要大自然才闖入，而人作為「主體」的思維，往往把山林

自然當作「客體」，享受眼前山林美景的同時，人們常常忽略自己在自然的出現，本身就是一

種對自然的影響。更常忽略自己背上的重裝、腳下的鞋底對自然土壤產生的衝擊與強度，只

看到自己一步跨越的登山技巧的純熟，而無視於步道因而植被不生、土壤踩硬、受到雨水沖

刷成溝的破壞，這些問題隨著行走的人大幅增加以及極端氣候的降雨，造成沖蝕溝問題越來

越嚴重，這些問題已經不只是推動登山者自律的「無痕山林」運動，2要求登山者「行走在堅

硬的地表」，3所能解決的問題。 

                                                 
1 所謂「踐踏衝擊」指的是踩踏導致土壤硬度增加、地被植物及土壤中生物的死亡、土壤流失、步道寬度增加、

植群根系裸露、路基塌陷等環境的影響。 
2 無痕山林運動緣起 1980 年代的美國，因為面對 1960 年代大量遊客湧入戶外所造成的環境衝擊所發展出來的

運動，在台灣，則由林務局於 2006 年正式引入，包含七大原則：1.事先充分的規劃與準備；2.在可承受的地

點行走宿營；3.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4.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5.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6.尊重野生動植

物；7.考量其他的使用者。網站：https://lnt.org/ 
3 此處指的是無痕山林運動的第二原則：「在可承受的地點行走宿營」，其內容為：1.在既有的步道、步道口、露

營區等已建置好的區域內活動及休息；2.隊伍行進時請呈一縱隊，並走在步道中間。不要走捷徑或踩踏在步道

邊緣，避免既有步道變寬或形成新的步道，而造成土壤侵蝕、危及步道基礎及對環境生態的破壞；3.縱使步道

泥濘或潮濕，也請行走於步道上，避免走在步道邊緣而造成步道面積加寬，或泥濘範圍變大；可穿著登山鞋

配合綁腿或雨鞋，以減少衣物鞋襪的污損。而若必須穿越沒有鋪設步道，或進入自然度較高的荒野地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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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高山步道人走出來的沖蝕溝與複線化，如此絕非自然現象 

  過去關於高山沖蝕溝問題的處理與伴隨而來的討論，總是走向兩個極端：一邊是政府，

為了解決高山植被的踐踏衝擊，總是以發包工程的方式解決，而工程施作對地景的破壞往往

引來登山者的反彈；另一邊是登山者，主張「什麼都不做最自然」，反對任何人為干擾的措施，

看不出眼前山徑土路所承受的沖蝕問題。事實上，許多登山經驗豐富的山友見證高山環境的

劇烈變遷，有縱時性的長期觀察為基礎，遂能瞭解沖蝕溝的「滄海桑田」，但是往往僅能慨嘆

環境劣化，亦無力改變劣化的趨勢。 

  本文藉由回顧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與林務局、國家公園合作處理嘉明湖國家步道、合歡北

峰登山步道兩處高山草原型步道沖蝕溝的觀察與實作經驗，嘗試以「手作步道」的原則，為

上述兩種極端的爭論找出務實可行的解決之道，然而要能進一步在高山地區推廣，尚需要登

山者的瞭解與參與，以及政府制度上的調整與改變，方能在解決步道衝擊與兼顧自然之間取

得永續的平衡。 

貳、高山步道劣化現象與成因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曾先後接受太魯閣國家公園與林務局的計畫委託，針對部份轄管步道

進行手作步道工法的調查、規劃與操作，不同的步道有不同的課題，要瞭解步道的課題，必

須要先瞭解影響步道狀況的因子，包括環境的（如地質、植被、地形、水、土壤）、使用者行

為、以及工程介入後與前述因子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複雜效果，本文主要介紹高山步道沖蝕溝

的課題，並以熱門的合歡北與嘉明湖步道為例，說明高山步道沖蝕溝課題與成因。 

一、環境因子與使用者行為對步道的影響 
  影響步道問題的環境因素，包括土壤、地質、地形、植被與水（氣候）等環境因子綜合

性作用的結果（如下圖）： 

                                                                                                                                                                  
選擇岩石地、沙地、碎石地及雪地等較堅硬的地表行走，以減低對植被及地表的傷害與侵蝕；在自然度較高

的荒野地區，請將隊伍分散行走，以避免新的步徑形成；應儘可能避開稀有動植物棲地、復育區等環境脆弱

敏感地區；若一定要經過，儘可能讓腳步落在破壞性最低的地方，並請隊友依循前一位隊友的步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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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耀興，2014，高山凍原工法討論—台灣經驗簡報 

  以合歡北峰步道來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登山者走出的步道路線選擇在最陡峭的脊線（如

左圖），因此地形陡峭導致水的沖刷作用強，相較於腰繞路線（如右圖），如果路線不改，勢

必要增加很多設施。 

  

  而其位於森林線以上，樹木無法

生長，以草原帶為主要的植被，相對

較難抓住土壤，容易受到踐踏而無法

生長，迎風背風又會形成高矮不同的

植被相，潮濕程度也不同，步道沖蝕

的樣態也會有所不同。 

 

 

 
圖：文耀興， 

2014，高山凍原工法討論—台灣經驗簡報 

http://damon624.pixnet.net/blog/post/31844535-%E5%8D%97%E6%8A%95-%E5%90%88%E6%AD%A1%E5%B1%B1%E7%99%BE%E5%B2%B3%E6%94%BB%E9%A0%82%E5%85%A8%E8%A8%98%E9%8C%84-%E5%90%88%E6%AD%A1%E5%8C%97%E5%B3%B03422%E5%85%AC%E5%B0%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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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不同的土壤層，以及地質石頭的樣態不同的條件下，土壤吸收水分及透水性的程度，

會使積水泥濘與沖刷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如果土壤下有較大的石頭與岩盤，沖刷可能相較

於黏土無石頭的較為輕微。 

 
圖：文耀興，2014，高山凍原工法討論—台灣經驗簡報 

  使用者行走在步道上總是挑選好走的路面，因此當路中間積水泥濘便會向兩邊繞過，導

致步道變寬、沖蝕面積變大、水流作用更強，當交互作用導致沖蝕溝變深，使用者又會在旁

邊的植被走出新的路跡，然後重複前述作用，導致步道複線化，每一條步道經過一段時日都

會加深深度，變成很多條沖蝕溝。尤其，當步道就位於公路旁邊，可及性高，又可以賞景，

就會引入過多人潮，變成大眾化步道，踐踏衝擊加深，上行下行錯開找路，會使得複線化與

沖蝕溝問題更加嚴重。 

二、工程介入後與使用者行為對步道的影響 
  當土地管理單位一方面發現踐踏衝擊問題，另一方面為了提供大眾化步道的設施需求，

通常就會發包步道工程，以木板攔阻沙土，也提供遊客規律的階梯，但是人性不喜歡「好漢

坡」，此種木板容易發生背填土石從兩側流失，導致踩踏面低，變得不好走，再加上人潮不斷

成長，上下行各自避開選擇路線，原來的步道設施路線被放棄，踐踏衝擊就往兩側植被擴散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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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規格化的木板往往無法適應

不同深度的沖蝕溝，沒有深入土壤的

結果導致設施懸空（如右圖），為了

解決新的踐踏，管理單位無法擴充規

格化的階梯，就在旁邊直接擺放土包

袋，當遊客踩踏，土包袋就破破爛爛，

設施就會出現坑坑疤疤的補丁（如左

圖）。結果惡性循環、踐踏問題繼續

擴散、沖蝕溝繼續加深。  

參、工程手段所帶來的問題 
  一般來說，工程發包受限於經費編列資本門為主、公共工程採購招標規則、建造百分比

法計價法與最低價搶標、設計圖與材料規格化等結構性問題，其工程解決方法大致有以下幾

種類型，其問題分別說明之： 

一、作木棧道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在沖蝕的步徑上作木階梯，包括木板攔阻、木格框，以及架高木棧道

（並加上護欄）等，這些材料的選擇都是為了搬運方便，以及畫設計圖標準化，材料與經費

估算方便，所以材料規格一致，不會出現因應不同深度，以及當遇到岩盤不需要作還是必須

作（如右圖），這種規格化的工程階梯與行走步伐通常很難配合，因此實際上使用者反而會避

開階梯，因此在階梯兩側踐踏衝擊相較於不做階梯更為集中而非分散草坡，而使得木板浮起，

從木板階梯原先的高度也可以判斷施作前後步徑土壤流失的程度。 

 
  而如果設置架高木棧道，通常也是因為設計圖和施工方便，會把步道路廊拉直線，取代

原先較為迂迴的路線（如下圖），這意味著階梯更陡，因此變得更為依賴欄杆，而階梯規律的

設計往往不考慮微地形的變動，而統一其上升階梯與平台的區段配置。這種架高木棧道的好

處是，遊客因為護欄比較難越過走兩側，因此植被較易恢復，但施工過程落柱對環境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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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而且搬運材料更多，搬運便道往往也會造成

破壞，而且位於雲霧與低溫高山環境，水在木板上

會凝結甚至結霜，規格化的木板作為踏面容易溼滑，

且架高設施不易維護其安全性，若有木板損壞、欄

杆傾斜、底下的基座落土、五金元件鏽蝕等，都增

加安全的疑慮，使用一段時間以後，反而需要更多

的維護成本，否則一旦發生危險，設施維護疏失就

會吃上國家賠償的官司。 

二、排水設施 
  通常設置排水設施，因為材料規格化，階梯與導流橫木

長度相同，會導致排水無法離開步道，結果造成水仍然回流

沖刷步道。排水設施通常沒有作消能跌水，導致出水處對旁

邊的草坡造成沖蝕溝。排水設施如果只是一次性發包工程，

而非常態維護，則很快就會淤積無法發揮排水效果，導致大

雨時水流在階梯上漫流形成瀑布。 

三、作擋土牆 
  由於大部分高山步道在踐踏出隱患的初期，並未開始處

理排水分流，因此當沖蝕溝已經非常深了，才想用一次性大

工程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因此設施強度就想要很強，且想要一次徹底解決，因此各種材質的

擋土牆就會變成設計標準圖的必然選擇，然而由於規格化組裝材料不具結構咬合的能力，且

深度太深，水體量能很大，根本不可能一次到位用很高的牆攔阻，因此經不起山區颱風，就

沖垮了，但通常工程想到的解決方案是加強材料的耐用程度，以及輕量以利搬運，因此就會

出現「鎂水泥」這種材料，但無法攔阻土石的擋土牆，即使個別材料可以千年不壞，但整體

設施仍是不耐用，而且這些外來材料就變成自然裡的廢棄物，不可能再編列經費清運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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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包袋填墊 
  由前前述一次性工程都是資本門，但後續維護管理為經常門，經常門不斷受到刪減與排

擠，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維護工作，反而因為經費不足，而採取十萬元以內不用公開招標的

方式簡易處理，或是以開口契約包括多條步道，委託維護，因此就會選擇最簡易的作法--土

包袋裝填現地砂石堆放，土包袋「萬用」程度包括作邊坡、擺放無植被區域，作凹陷的木板

階梯背填、填放流失的階梯落差等，結果土包袋無結構效果，被沖垮、踩破，更有甚者，客

土袋縫隙很小，根本連植物生長的可能都沒有，而土包袋本身最後就成了在自然裡面也是久

久不壞的廢棄物。 

  

五、衍伸性設施-指標 
  由於在草原帶，當登山者行走出很多條路線後，該路線又因可及性高導致各種不熟悉路

況、沒有準備的遊客也會闖入，山區午後起霧等因素，往往容易造成迷途山難，結果不是去

封閉歧途，除草明確路線主線，而是想以設施解決問題，因此就會出現很多強度不一的指標

系統，這些指標設置後最重要的還是維護，但其實正本清源是把步道路線清出明確的範圍，

僅在必要處適當設置。 

  高山步道應考慮整體地景，並從源頭解決前述環境因子與使用者行為的問題，有時更需

要處理的是軟體的管理，限制流量等，但現階段政府部門以資本門經費充裕，就必須以工程

發包方式，並且要一勞永逸的強工程手段，試圖對抗大自然的力量。而因為建造百分比計價

法，必須拉高工程總經費，才能在規劃設計監造等比例也隨之提高，因此在此邏輯下最好的

選擇就是：畫越少的設計圖、用越多的外購材料，再加上最低價搶標，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受害的就是高山的環境。 

肆、手作步道的解決方案 
  相反地，手作步道強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從字義上看為「以人力方式運用非動力

工具輔助進行步道施作，使步道降低對生態環境與歷史空間的擾動，以增進步道的永續性」。

然而，手作步道理念之提出，實鑑於步道過度工程化、人工化，造成棲地切割、不透水、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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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蓋、耗能量、外來種、破壞景觀與史蹟等問題，手作步道乃是基於環境倫理，強調以人力

方式運用非動力工具輔助進行施作，降低對生態環境與歷史空間的擾動，以增進步道的永續

性與整體性。 

  因而手作步道不僅只是施作層次，而要從事前規劃開始，順應步道所在地的氣候、地質、

生態等環境特性，考量人文歷史脈絡、使用者特性與兼顧棲地整體性，結合傳統工藝、在地

知識與專業知能進行因地制宜的「適切設計」；重視軟體與服務，減少不必要的硬體，使步道

與周遭景觀相融合，施作減少外來材料在能量與資源的損耗，善用現地特性的材料；更重要

的是，為確保步道具備一定彈性能因應大自然的變化，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更需重

視民主對話的過程，與多元的非政府部門展開多樣的合作，以建立手作步道重常態維護體系。 

綜上所述，手作步道乃涵蓋前期規劃、施作到後續維護管理全階段的系統思維，基本原則應

包括以下六項： 

1. 考量環境生態：順應步道所在地的氣候、地質、原生生態習性等，兼顧使用者特性與棲地

整體性； 

2. 考量人文歷史：依循歷史反映工法，結合傳統工藝、在地知識進行因地制宜的「適切設計」； 

3. 設定環境承載量：基於在地資源調查，設定可接受的遊客衝擊度，進行步道分級及相對應

的施作強度，提供從大眾化到荒野級多樣的遊憩體驗機會； 

4. 盡量就地取材：減少外來材料從採礦到運輸在能量與資源的損耗，善用現地既有自然材

料； 

5. 重視常態維護：確保步道具備一定彈性能因應大自然的變化，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

性； 

6. 強調公私協力：政府的土地管理單位、專業者與民間組織從規劃討論、施作與後續維護需

共同參與、平等合作。 

  基於此原則，手作步道通常會採取以下幾種方法來解決沖蝕溝問題，但這些作法在不同

環境下會有不同的樣態與作法，而且受限於草原型材料資源的稀缺，高山搬運不便等條件，

基本上更需要發揮巧思，以更簡易、更具韌性的替代方式來解決問題，以下僅以在嘉明湖國

家步道實作的案例進行說明： 

一、改道封舊路 
  當沖蝕問題發生時，不是立即陷入該用什麼設施解決，而是先看如何可以讓水的沖刷作

用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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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能高越，文耀興，2014，高山凍原工法討論—台灣經驗簡報 

  因此第一優先的考慮是重新檢視步道選線，是否有改道的可能性，徹底減緩坡度，這種

作法是最省工省料，而且能長久發揮效用的作法，但在前述現有工程邏輯裡面，不會成為「理

性」的選擇。而且一般不明究理的山友會擔心改道豈不是增加破壞面積與擾動範圍？實際上

任何在步道上的干擾都有擾動，包括踐踏，改道可以盡量選擇避開需要大幅擾動的地方，在

最小擾動情況下，減緩水流，也同時讓使用者便於行走，國外步道多是以此方式為主流，關

鍵是要做到使用者直覺就會遵循路線，不會逃避步道或開闢捷徑，而之字型改道更要注意上

方步道的排水不會往下方步道沖刷，同時不再使用的舊路，仍然必須設置攔阻沙土的設施，

以免水仍日夜奔流沖刷，舊路也需仔細封閉，讓山友看不出來，才不會迷途，這些在作法上

是可以細微地留意而避免後續問題的。 

 

二、往源頭分散排水 
  無論有無改道，找到水的來源，運用地形一段一段分散排水，是最重要的基本工作。排

水的作法很多，有時運用坡度控制洩水，有時用導流，有時用截水溝，主要就是在平緩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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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坡降前就要把水截流，而在坡降結束後也要再截水，若坡降長，則中間要導流，總之

透過層層分散，讓水不致成流，減少對步道本身刷深力度，特別是段差處當水流成瀑布，往

往會形成漩渦力量，掏刷更深，同時也要避免排水出水處必須做消能設施，避免造成新沖刷。

排水系統以現地材料為主，以石頭為佳，各式石頭排列方法不同，而若有風倒木亦可運用。 

  
註：右圖為冰島案例 

三、沖蝕溝回填 
  在坡度較為平緩的沖蝕溝路段，在用前述的排水方式先行導水後，平緩路段可以找現地

的石材做底層回填料，逐層填上，並要注意做攔阻基礎避免石頭滑動，底層一定要用石材才

能發揮透水與穩固不被沖刷的效果，表層再回填土，但不可用容易吸水的腐質土，然後將旁

邊堤上的植被先切開，將堤土挖開填平路面，再將植被種回邊坡，如果不說，應該沒有人會

發現這條步徑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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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置低矮擋水結構，攔砂土回填、局部減緩坡度、避免刷深、逐步填高 
  在一些因為改道而廢棄的沖蝕溝，則是用現地材料，或是拆除失去效用的工程板材，疊

砌擋土牆攔阻砂石。 

  此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在沖蝕程度不深，但坡度較陡

處，用攔阻砂石的檻，也可以當作步道的階梯，但要注

意背填土必須滿覆，且兩側需埋石避免背填土流失，階

梯要因應微地形變化，不均質但順走的距離設置。 

  當沖蝕溝深度很深，或材料不足的情況下，攔阻設

施不用切平溝的高度，而採取低矮穩固的方式設置，後

面回填料若不足，可以交給自然一起合作幫忙，隔一段

時間背填砂石會填滿，此時在已經填滿的平面上再逐層

加高擋土牆，既然沖蝕溝是時間日積月累而成，回填也

需要同等的時間與耐心。 

  但這種深溝不能再提供行走，步道必須改道，同時

也要預先做好排水與改緩坡度的階梯，同樣的，要做到

階高階深適合步伐與坡度的動態平衡，讓山友行走起來

很順暢，就可以避免新的沖蝕溝產生。 

五、較陡處設置階梯，減緩沖刷 
  在較陡峭處，無論沖蝕作用已經開始，或是防範未然，在周遭石材充足路段，可以適度

鋪設階梯，讓水沖刷的作用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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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界定路線、封閉複線化、復育植生 
  當路線被踩踏的非常混亂的時候，需要選擇一條最符合行走行為、且水流作用相對較少

的路徑進行定線，將定線做的更為清楚，並搭配攔繩圍阻，引導山友行進，而不再使用的路

線，則讓其自然生長植被，但因為高山植被生長緩慢的情況下，可分散移植離開步道但是現

地鄰近的生長茂密的植被來復育植生，在冰島的案例可適度撒肥與草籽，讓其生長快速，才

能達到封閉複線的效果。 

 
圖：冰島案例 

伍、結論與建議 

一、小結 
  手作步道低設施、低衝擊的特性具備適應大自然的韌性（Resilience），其強度比起看似

強硬但缺乏彈性而相對脆性（Brittleness）的工程設施，至少不遑多讓。同時，還具有一般步

道工程無法取代的效益： 

（一）生態效益： 

  手作步道減少機具使用與外來材料搬運，對步道周遭的生態干擾最小，對於地球自然資

源的取用也能減少，產生的廢棄材料也因此減少。手作步道以源頭處理排水問題取代末端處

理鋪面，天然化的結果在景觀視覺上融入自然、也能減少鋪面硬體造成棲地切割效應，由於

微生態系維持較完整，生物多樣性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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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緩暖化： 

  一般步道工程常有水泥耐用的迷思，事實上山林的變動需要彈性的自然步道才能適應，

仰賴進口的水泥材料在其從生產、運輸到棄置的生命週期中都不斷釋出二氧化碳，粗估每 1

公噸水泥排放880公斤二氧化碳，而用於步道工程中的每立方米的混凝土中有0.37公噸水泥，

也就是每立方米步道水泥材料排放 326 公斤的二氧化碳。在當今全球暖化的時代，以手作步

道取代水泥思維，除了能有效降低溫度，也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經濟效益：  

  在國家財政支出日益緊縮，而過去步道廣設的硬體設施，已經進入高度密集的維護年限

時，推動天然步道零損失之概念，不只具有環境保護之意涵，更能具體節省政府之硬體支出，

工程經費結構中，材料與搬運是最主要的，手作步道強調現地材料運用，以及符合現地微環

境的規劃，減少不必要的材料放入規劃設計，可大幅減少經費支出，政府支出適度轉移到鼓

勵輔導社區、志工日常認養維護與專業課程培訓，仿造美國阿帕拉契山徑等建立常態維護體

系，可在步道出現問題之初加以排除，或有效預防，從源頭減少工程支出與破壞。 

（四）減少損失： 

  步道本身的生態、歷史人文、景觀美質，乃是步道的重要資產，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

成分，然而現行許多工程缺乏對步道資產的理解與美學的感受，工程施工破壞了自然、古蹟，

往往難以回復，使得人們走上的步道不再能連結自然與過去的時空，成為一條寂靜的步道、

沒有歷史的步道，當步道主要的景觀美質被破壞，缺乏解說資源與吸引力，人們不再造訪，

反而變成閒置無用的步道，造成更多無謂的浪費與損失。 

（五）減少風險： 

  層出不窮的案例說明，越多硬體設施帶來越多安全風險，管理維護人力與經費成本也隨

之增加，民眾因設施造成的危險增加國家賠償支出，手作步道主張反璞歸真、減量工程設施，

反而可以減少設施帶來的風險，引入更多志工參與手作步道過程，進一步透過親身體驗，達

到與大眾觀念溝通的效果，參與志工常常反映更加認識自然與入山風險，更加理解步道維護

之辛勞與不易，不害怕泥濘，打破設施帶來便利安全的步道迷思，更加支持國家步道理念。 

（六）創造新經濟： 

  手作步道與志工人力資源之結合，並結合社區本來發展的生態旅遊，就能引進手作步道

工作假期的特色遊程，此種遊程由於深入在地、遊客放慢速度住在社區，除了參與步道維護，

尚有食宿、交通、導覽、DIY 等體驗活動搭配，由此可創造社區小民經濟，運用社區多元就

業人力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而隨著手作步道專業化體系建立，步道學訓練課程、步道師等新

興職業出現，皆有助於新的經濟循環。 

（七）改善社區關係： 

  無論是林務局的社區林業、水保局農村再生等社區培力、社區營造之計畫，其本意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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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單位與周邊社區關係改善，手作步道強調公眾參與的趨勢，讓民眾能參與所處公共

空間的塑造，建立社區意識，而且藉此了解到自己身處環境的特質與驕傲，建立環境維護的

責任感，也有助於分擔土地管理單位長期的管理成本。 

（八）累積社會資本： 

  當社會已經從依賴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提升到生態資本、文化資本，及做為民主政治中

建立公民社會重要基石的社會資本，一方面納入使用者需求，使專業知識普及，有助於多元

需求的納入，溝通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來自不同領域、意識形態、政黨立場的志工共同

為土地回饋貢獻，重建面對面的溝通情境與社會信任，對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將有重要助益。 

（九）增加附加價值： 

  手作步道與環境教育的結合，手作步道是最好的山野教育，不只是消費自然，能從欣賞

自然進一步到回饋自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創造許多無形的附加價值，包括體認環境

保護的重要性，乃至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建，後者更能解決現代青少年的大自然缺失症，對於

國民身心靈健康有所助益，有效減少健保與公衛支出成本。 

二、政策建議 
（一）儘速盤點高山沖蝕溝，進行監測，收集數據 

  目前高山步道沖蝕溝已經像癌細胞一樣隨著人潮擴散，必須爭取時間及早解決，否則未

來將更難處理，而且解決方法不可能一步到位，應展開各條高山步道的調查與踐踏衝擊監測，

瞭解沖蝕的嚴重程度與環境因子、使用者形圍的影響，逐年紀錄程度，建立數據向大眾宣導

無痕山林，且需每條步道做出總體規劃，依照程度列出優先順序，以及整理維護的作法，以

編列經費分年分期執行。 

（二）加強土地管理單位橫向整合，爭取時間展開處理 

  許多高山步道，因為位於不同土地管理單位權責重疊或交會之處，因而會成三不管地帶，

延誤處理時機，比如合歡北峰，自 2012 年調查並提出方案後，因為位於林務局與國家公園重

疊區域，需要時間溝通釐清維管責任，而人潮與水流「逝者如斯乎」，應盡早先封閉，拆除浮

出無效的設施，處理排水與沖蝕溝攔阻。同時，陡上路段改道選線，涉及與登山團體溝通，

以及其他單位的用地協調或法規釐清等，也需橫向聯繫整合工作。 

（三）建立常態維護的體系，用時間修補地貌 

  如前所述，工程理性結果會導致環境與地景的破壞，且沖蝕溝問題是日積月累的，必須

防微杜漸處理好排水與減緩水流的預防性作為，以及需要時間慢慢修補深溝，這些都並非能

一蹴可幾，因此應改以常態維護的系統替代一勞永逸的工程系統，包括將工程支出改為直接

僱用工人（原住民優先）、招募志工結合山屋露營地作為推進修護的基地營，甚至以相關科系

的替代役、學生實習等人力就近於各地以現地材料、因地制宜進行沖蝕溝修補。最重要的是

步道經費應打破資本門多、經常門少的比例，步道興建已經充分，日常維護才是主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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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調現地資源材料管理之整合運用 

  應建立材料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循環，才能落實節能減碳，例如合歡山公路坍方，公路單

位緊急搶通將土石推下山谷，但沖蝕溝回填需要土石材料，如能協調相關單位建立材料回收

中心，促進高山地區材料就近合理善用，避免搬運碳足跡，且符合現地地質環境，也可減少

外購材料的成本。 

（五）山友自我管理並養成回饋山林的責任感 

  搭配無痕山林的教育宣導，甚至招募有興趣的山友來參與手作步道修復沖蝕溝，由此有

助於使用者瞭解到踐踏衝擊對高山的危害，也許李奧帕德的「像山一樣思考」的故事可以借

用比喻，故事大意是大家都以為羊怕狼，所以養羊的人把狼殺光，其實山更怕看似無害的羊；

工程設施對高山的破壞明顯，因此輿論都譴責任何的人為步道，視之為「狼」，但其實山更怕

紛至沓來的登山客，每人一腳刮走的植被與土壤，被山區大水沖刷造成的危害更重，卻容易

被忽視。每個登山客去到自然都應抱持虔敬，意識到自己的破壞，認知自己遊山玩水、挑戰

征服、開荒闢徑的行為都並非個人享受或英雄主義的，而是對自然對自己負有公共的責任的。 

（六）合理的承載量管制與給予山林休養生息的時間 

  高山環境因其敏感與脆弱，實際上應該要有合理的承載量管制，不能無限度的任人進入，

因此需要前述的基礎調查與監測數據作為管理的依據，特別是熱門路線，在商業隊伍帶人很

輕易地進入後，踐踏、排遺、垃圾問題很嚴重，並非任何設施所能解決，研議各種配套管理

的手段是環境資源管理的必須，同時也應設定避開敏感的時間給予山林休養生息的時間。 

（七）建立步道分級系統與工法相應的規範 

  步道應該建立分眾分級的系統性概念，針對大眾與針對登山高手的步道需求與想像南轅

北轍，不應只有同樣的強度的工程作法，尤其在高山地區，環境敏感度高，即使可及性高，

仍應注意工程要低度，而在需要時間較長、難度較高路段，其實僅需簡易清楚的指標，甚至

難度更高的山區，連步道與指標都不需做，維持自然，僅供具有登山訓練完備的人去挑戰，

而如果並未準備充足的人，進入這種山徑有任何的問題，則應自負全責。建立分級與工法相

應的規範，以及明確登山者自行負擔的責任，或許不需違憲的登山管理條例，也可以做到分

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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