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外國人士來台登山的常見性困擾 
與日本登山環境的介紹 

曾根正和 * 

摘  要 
  台灣山岳資源豐富且多元，極附國際獨特價值，坐擁相同緯度國家所沒有高山景觀，然

而山岳觀光推展尚落後素以山岳遊憩著稱的歐美國家。近年來中亞等國更因具有八千公尺以

上高峰之吸引力，帶動當地觀光契機，成功吸引各國人士前來探訪。反觀台灣，在推動高山

景觀旅遊沒有完整的山岳遊憩模式提供給國際登山客，亦缺乏完整的軟硬體設施，導致來台

進行山林遊憩的外籍人數低於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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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外國人士來台登山的常見性困擾 
與日本登山環境的介紹 

曾根正和 * 

壹 外籍人士來台登山之難題 

一、申請入山入園證的制度 
  此制度對部分外籍人士而言無疑是一種文化衝擊，台灣是目前世界上少數必須申請入山

證／入園證才能入山進行登山活動的國家。歐美和日本並無相關規定，多數是自行於入山口

登記或是投遞登山計畫表。若是基於文化與地質環境不同，有維持此制度的必要性則應該建

立完整清楚有脈絡可循的網路申請方式，例如：關鍵字的規劃、網站名稱的設定、網站使用

的流暢性…等等，使外籍人士透過網際搜尋引擎即能立刻取得相關申請資訊，而非透過網路

閱讀部分旅居台灣的外國人所寫的網路分享文，雖具有參考價值卻未必具有正確性。故建議

公部門整合各單位所建置的網路山岳遊憩資訊，並思考外籍人士如何透過關鍵字在網路引擎

搜尋到申請入山入園證的申請說明和申請的入口網站。 
  依照目前現況而言，即便外籍人士者找到入口網站之後，實際在該網站上填寫資料的流

暢性與外語說明亦不足，加上網路上申請入山證和入園證的兩個系統是分開的，須個別申請

也未相互提供連結。除了上述兩種由內政部警政署(入山證)和內政部營建署(入園證)不同行政

單位管理的許可證外，另有農委會林務局管理的山屋和自然保留區／保護區的入區申請，這

些重重申請上的不便也是台灣登山人會遇到的申請難題，對於未曾造訪台灣的外籍人士，無

疑是重重難關，同時申請的限制也不少，以下列舉說明: 
  1. 申請期限：一定要在一個月內(或期限是依申請單位而不同），太早太晚都不能申請，

即使依照規定按時申請也未必能申請到床位，倘若想申請是北大武之類有總量人數管制的山

林，取得入山資格充滿許多不確定性，任何問題僅能透過電子郵件往返來處理(即時通話須克

服時差與外語溝通問題)，加上天候的不確定性條件，大大提升的申請難度，降低來台登山意

願。 
  2. 百岳登山分級制度：立意甚好，將每座高山各縱走路線的難易度清楚說明是必要的，

使國內外的登山客能依據自身能力來衡量合適的山岳，但限制不得跨級攀爬的規定而不論過

往的登山經驗一律只能從 A 級開始， 這使得初次來台的外籍人士所能選擇的山岳甚少。 
  3. 對外籍人士登山管制條件不一致：林務局管理的山屋，例如：九九山屋、天池山莊、

檜木山屋，外籍人士無法獨立申請住宿。國家公園管理下的山屋，外籍人士則可獨立申請住

宿，如此差異使外籍人士困惑亦減損登山的意願。雪季入山管制也是個問題，雪霸國家公園

要求領隊必定為台灣籍或雇用台灣高山嚮導才能入山，但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的雪季山岳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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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度不輸於台灣卻沒有如此規定，僅部分地區要求提出入山計畫(例如日本富山縣)，使得

台灣雪季山岳之魅力鮮少人能體驗。 

二、台灣山屋質量不足 
  台灣的山屋不容易申請，縱使申請到入住資格也未必有乾淨的伙食自理環境，而目前唯

一有食宿的山屋是排雲山莊和天池山莊，其他山岳的山屋皆須自行負責伙食和寢具，倘若未

抽中山屋床位，須多攜帶帳篷，這對部分登山客是體力上的考驗，即使有高山協作提供相關

服務，但難憑網路搜尋找到與其聯絡之方式亦無公開透明的價格體系。 

三、往返各登山口的交通問題 
  抵達台灣的機場後前往登山口，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要花費相當多時間才能抵達。有

些山岳則根本沒有提供公共交通工具。以台灣最有名的玉山塔塔加登山口為例子，登山者需

要自行預約接駁車才能抵達，即便外籍人士能自行與登山接駁專車聯繫，也無從比較其服務

品質與價格的合理性。自行租車開到登山口是另外一個選項，對於不熟悉台灣交通情況的外

籍山友是有困難度的。 

四、登山步道的規畫 
  抵達登山口的林道多處坍方未修補增加行進的困難，且路標不清楚，數量也不夠。 

五、語文資料不足 
  個別國家公園網站皆有英文版(部分有日文版)，卻幾乎沒有說明整體來台灣登山的所需

要申請各項要件的文件，包括:交通、入山/入園證、山屋、嚮導、保險等等一切需求。 

貳 現行日本登山環境概況 

一、入山管制 
  在日本進行山岳活動全民皆有自行負責的概念，這是長年以來公部門執行的觀念宣導，

故全民隨時隨地可以入山林活動無須經由特殊申請取得許可，即使是雪季，攀爬山岳也無須

公單位的許可。雖然沒有申請許可的制度，但有登山計畫書（登山屆）的機制。設置此機制

是為快速有效地進行救難活動而非管制山林活動。此機制的進行模式是由登山人於自行填寫

後投入登山口的投遞箱亦可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方式傳遞給相關單位即可(亦可當地填寫

投遞)。若干地方政府（目前共四個縣政府）有自治條例要求入山前一定要提出計畫書，舉例

來說：富山縣在 1966 年制定登山屆出条例，要求攀爬雪季劍岳(12/1~5/15)必須在入山 20 日

前提出登山計畫書，當地政府單位審閱後發行確認書，但縣政府並不是審核入山許可與否，

而是審核其計畫內容若有不恰當之處則進行建議或勸告。故登山人萬一發生山難需要救援時，

當地救難隊依據投遞的登山計畫書提供援助，日本各地負責救援山難的單位如地方政府單位

和民間登山團體都大力推廣登山計畫書的使用。（遇到山難的登山人，在救援當中產生的費用

和傷亡皆自行承擔吸收，在山岳保線的部分會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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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山屋 
  日本也是山區佔其國土七成的山岳國，主要高山集中在本州中央地帶，全國各式山屋共

有五百多間，其中大約一半的山屋集中在此區域。隨著過去一百多年的登山活動的發展，山

屋逐漸新增或擴建。全國第一家是由白馬岳山麓的民間旅館 1907 年開業的白馬山莊，後來被

火燒和颱風破壞並隨著登山人口的增加而持續擴建，如今成為可容納800人的日本最大山屋。

也因應登山人口高齡化和女性登山人口增加，提升山屋的經濟價值也提供登山人在山林過夜

一個更加舒適安全的選擇。 

1. 經營型態 
  日本的山屋可分為有人的營業山屋和無人的避難山屋，以營業山屋為居多，無人管理的

避難山屋僅占二成。營業山屋普遍會供應寢具和伙食，同時販賣零食酒水、登山用品或紀念

品等，稱之為山上的旅社也不為過。目前山屋所佔的土地很多位於國有林地以內，由山屋經

營者向管理單位租用土地繳納租金並接受管制。現行的經營者大部分是民間家族世代的傳承

經營或由山岳團體承包，以公司型態串聯經營幾間山屋的模式也有，少數山屋是地方政府自

行經營。一般山屋的一日費用包含早晚餐和住宿，金額大約 6，000 ~9，500 圓日幣。倘若是

只能無雪季節營業且地點較遠的山屋會收取較高的費用(例如:北阿爾卑斯山脈)，靠近都市運

輸方便的山屋則較低。山屋會提供自行炊煮的區域，登山人可以自己準備伙食並付住宿費即

可，大部分的山屋也附設露營區，山友亦可選擇支付營地費，自行紮營。避難山屋可分為兩

種：一是以住宿煮炊為前提而興建的避難山屋，另外一種則是躲避大風/雨/雪等不可預期因素

的臨時性避難山屋。前者位於離水源處不遠處，可住宿煮炊伙食亦有廁所的建置(台灣高山山

屋的型態類似此種)，少數的此種避難山屋在夏天旺季有民間人士經營伙食的供應，相對於台

灣的高山協作借用山屋供應伙食的做法。第二種避難山屋是當地政府為促進地方登山觀光安

全而建的居多。 

2. 山屋的設備 
  因地點和經營規模的不同會有差異性但營業山屋主要(基本)的設備有如下： 
  住宿臥室：通鋪為主，提供乾淨棉被，枕頭等寢具，部分山屋擁有個室(另外加價收費)。 
  食堂伙食：熱門路線的山屋有直升機運輸日常用品也有自行發電設備，能供應豐富的菜

色。（旺季人數多時分批入室用餐。） 
  洗手間：不管哪裡的山屋，處理排泄物是很大的考驗，自 1999 起日本中央政府補助一半

費用改進山屋洗手間的水準。山屋的洗手間一般開放於給非住宿人使用但需要支付使用費。 
  其他：少數山屋有特殊設備例如烘乾室，溫泉浴池等，更添加住宿山友的方便。 

3. 營業期間 
  具體期間依據每間山屋的立地條件而定。日本北部在冬季有大量的降雪，故入山人數銳

減也影響入上下山之交通，部分山屋甚至有雪崩的危險，因此雪季停止營業。(冬季不經營的

山屋，在此期間會開放給登山人當作緊急避難所。)而日本的八之岳山區同樣是冬季降雪但該

區的山屋全年營業居多。一般而言山屋是採預約制但它同時具有避難所的性質，因此沒有預

約也可住宿(仍須付費)，伙食方面也無法保證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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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服務 
  部分的山屋開設臨時夏山診所由大學醫學部來經營(夏季登山人數龐大)，目前山岳臨時

診所共有二十多處，多數集中在北阿爾卑斯山區，其他區域設立有富士山四處，白山和南阿

爾卑斯的北岳的各一處。 

三、往返登山口的公共交通 
  主要高山皆可搭乘鐵路和巴士等公共交通抵達，不須自行開車或雇用高山接駁車，各樣

交通工具服務班次也相當頻繁，舉下列實例來說明其路線和所需時間： 
  ＊北阿爾卑斯山槍岳穗高岳等登山口上高地 (東京→上高地 4.5 小時) 
   東京→JR 3 小時→松本→松本電鉄 30 分→新島々1 小時→公車→上高地 
  ＊南阿爾卑斯山北岳（日本第二高山）等登山口広河原(東京→広河原 3 小時 40 分) 
   東京→JR 1 小時 40 分→甲府→公車 2 小時→広河原 
  前往上述的主要山岳登山口。旺季期間有從東京等主要城市出發的夜間專車，都不需轉

車而直達登山口，或最近的公車總站，非常方便。 

四、日本的山岳保險 
  山岳保險與一般的人壽保險之差，是前者包括搜救費用的支付。日本的搜救活動，主要

的負責單位是各縣警察署的山岳警備隊，其費用由公費來支付。倘若進行大規模搜救活動，

就需要當地山岳會等民間人員的參與協助。警察等公家以外的費用必須由受惠者（即受難者）

負擔。據說一天一人的費用會高達幾萬元日幣，因此保險是必要的。 
  日本的山岳保險目前有年費制和單次制的兩種。前者為以年單位來保險。其中保險制度

是先參加協會後選各自所適合的保險內容。譬如日本山岳協會(JMA)底下的山岳共濟會保險，

先參加協會支付會費 1，000 圓日幣，再投保各自選的保險方案。其保險方案包括基本登山活

動的健行保險和攀岩冰雪攀爬等的高難度登山保險。保險項目金額與保險費有幾個不同的選

擇，登山人依各自的需求可投所選的保險。健行保險最高保險費為日幣 8，180 圓（一年），

可保死亡等 300 萬、搜救費 500 萬，登山保險最高保險費為日幣 24，600 圓（一年），可保死

亡等 500 萬、搜救費 500 萬。年制保險也有專門保險搜救費用的，年費日幣 4，000 圓可保

300 萬的搜救費用但沒有死傷治療的保險的項目。 
  單次制的保險由幾家公司發售。其費用和方案有相當豐富，有只保一兩天的方案，也有

保整月的方案。費用方面都是幾百圓日幣的水準，但都包括幾百萬圓的搜救費用的項目。對

登山次數不多的山友來說，單次保險較適合。 

參、給台灣登山環境的建議 

一、取消入山／入園證的制度並改善山屋申請制度 
  據相關文件，入山證是過去日治時代為理蕃政策而設置，後來民國政府為軍事戰略的目

的繼續實行，對於旅遊價值，山林資源維護和山難搜救以及山難預防並無正面積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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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仿效日本登山計畫書的方法，基於安全的因素使山友自主性的申請同時有利於行蹤

管理，若無沒有提出登山計畫書便自行而貿然入山而遭難，應自行承擔。登山是自己負責的

活動，政府相關單位和民間山岳登山團體應合作強力推廣此基本觀念。加強山屋的建設與管

理是提高登山安全性的要點之一，增加山屋的數量，同時山屋的使用應是不分國籍皆能自行

申請使用。 

二、加強山屋的基本建設 
  日本現今的山屋環境是經由數十年的演變而來，台灣也需要時間才能達到一定的水準但

不開始永遠不會出現。如何設計建設山屋以及如何經營(包含物資運輸’單價訂定等等) ，都

是台灣政府與相關民間團體互相研討的課題。建議山屋管理單位與協作業者合作，做出服務

價格透明化公開化，同時維護山屋的作業由協作業者來進行，提高現有的山屋的服務水準。

硬體的規劃建設需要時間和金錢，與協作業者合作則是現有的硬體人員條件能夠實現的，可

當作改進山屋環境的第一步。 

三、加強前往登山口的公共交通 
  增加前往各登山口的公共運輸並將其路線與價格公布於網站或是各大交通樞紐站， 縮短

國內外人士抵達登山口的時間，目前有不少提供山岳接駁服務的業者，政府相關單位應介入

管理，促使合法經營並提供公開透明化的價格，使其能透過網路預訂服務，確保業者和登山

客的雙邊權益與義務。 

四、擴充台灣山岳相關的外語資訊 
  建議統籌相關的指南系統，補助民間業者共同進行主要外語如英語和日語的資料庫，建

立完整的外語登山指南。 

五、建立山岳保險制度 
  建議政府與民間業者合作建立支付救難費的保險制度，搜救費原由國民稅捐支付的制度

可考慮改成部分由受惠者（受難者）負擔，此保險無須強制購買但要讓登山人清楚明白須自

行負擔救難費並推廣使用者付費的基本觀念，以促進登山活動自行負責的基本觀念同時能有

效嚇阻貿然登山或私自入山的危險行為。 

結語 
  台灣山岳具有豐富的各項自然生態資源與壯觀的山峰景致，隨著近年來國內外的登山人

口增加，此篇以日本人的身份闡述在台灣登山的實際經驗， 說明外籍人士在台灣登山所面臨

的不便，以及分享相關的台日登山環境之差異，期許未來能有更多國際人士徜徉在福爾摩沙

的美麗山林。（上述的言論都皆為個人在台灣山岳漫步三百多次的觀察和意見，唯恐逆耳，請

各單位多加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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