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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登山安全，共構步道美好未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台灣山林地區具有豐富的景觀及自然資源，自民國 91 年起，林務局陸續建置全國步道系

統，已整建逾百條步道供山友使用。然而隨著登山健行人口增加，山域事故發生頻率也增加，

有鑑於此，本局建立步道困難度分級制度並持續推廣，更與民間團體合作，設置簡易山徑標

示、高山地區設置攜帶型加壓袋等，逐步建立安全登山的環境。 

一、步道困難度分級，讓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健行步道 
  完善的步道分級制度，可以提供使用者相關步道環境特性及困難度等資訊之依據，並做

為管理者進行步道規劃及經營管理策略擬訂之參考，因此步道分級制度之建立，為山岳活動

規劃管理之重要工作。本局透過焦點團體（Focus Group）及專家問卷（Delphi Method）等方

式，歸納綜整步道規劃管理專家、學者之經驗與意見，建立一套可為長期引用的台灣步道分

級標準，運用標準量化之步道分級模式，取代現今多以質化為主（依賴主觀判斷）、分級結果

不一致等難以整合應用之情況。 

  此步道困難度分級方法，乃依據三階段專家座談及問卷所獲得之 10 項因子進行界定，另

將 10 項因子依困難程度再細分為三至五個等級，以此量化數據將本局所轄步道進行分級，見

下表。 
第一層級因子 第二層級因子 評分級數界定 

1.地理條件 
1-1 海拔高度 

分為 1,000 公尺以下、1,000-2,000 公尺、2,000-3,000 公尺、3,000-3,500 公尺

及 3,500 公尺以上等不同等級。 

1-2 坡度 
分為平均坡度 10%以下、10-15%、平均坡度 10-15%或特殊路段 50%以上、

平均坡度 20-25%或特殊路段 60%以上及平均坡度 25%或特殊路段 70%以上。 

2.路況及設施 

2-1 步道長度 
分為 5 公里以下（或步道行程約在半天以內）、5～15 公里（或行程在一天以

內）、15～25 公里（或行程需一至二天）、25～50 公里（或行程需二至三天）、

50 公里以上（或行程需三天以上）。 

2-2 步道路況 
依路況分為步道全線平整易行，部分路段不平整或有泥濘易滑、積水、凹凸

不平等狀況，或步道多數路段不平等路況不佳情形。 
2-3步道相關設

施 
分為全線皆有完善之指標系統、安全設施及廁所、山屋、休憩平台等服務設

施，僅有部分路段有指標及設施，及全線無相關設施等不同等級。 

2-4聯外交通便

利性 

分為有大眾運輸工具或可開車直接至步道口附近（距離步道口在 500 公尺以

內）、由站牌或停車場需走 500 公尺-3 公里才能抵達步道口、下車後需走 3
公里以上才能抵達步道口等不同等級。 

2-5入園入山申

請或使用量管

制 

依所在地點是否有管制或需登記，及是否需事先(或可現場)辦理入園入山申

請等不同等級。 

3.環境風險 
3-1困難及危險

地形 
依步道中屬於特殊困難及危險地形（如溪流、斷崖、脆弱或易崩塌路段等地

形）之路段比例區分等級。 
3-2天候歧異度 依天候歧異度(天氣變化情形)分為低、中等、較高、頗高、極高。 



 
 
 

C04 林務局推展登山安全，共構步道美好未來 

健康國民 活力臺灣  337 

第一層級因子 第二層級因子 評分級數界定 

3-3具威脅之動

植物 

依步道全線無具威脅性動植物，步道沿線有咬人貓、咬人狗等或螞蝗等會讓

人感到不適的動植物，或步道沿線有虎頭蜂、恙蟲、毒蛇、熊等可能危及登

山安全之動植物進行評分。 

  依據上述分級標準，將本局所轄步道分為五級，各級步道對應不同能力程度之使用者，

攜帶不同的裝備等條件，以第一級步道困難度最低，最易到達，且所需時間最短。各級步道

之說明如下表。 
級別 定義 步道區位 時間 裝備 對象 困難度 

第
一
級 

為容易到達之開放性步道，坡度較平

緩，且設施完善，路面平整易行，約半

天至一天內即可完成。 

海拔約 1,000
公尺上下 

約半天至 1 天 輕裝（帶水或少許糧

食） 
一般大眾 低 

第
二
級 

為容易到達之開放性步道，坡度稍陡，

或有少數困難路段，但設施完善，路面

平整，約一天內可完成。 

海拔約 1,000
～2,000 公尺

間 

1 天以內 輕裝（帶水與適量糧

食即可） 
體力稍佳者 低-中 

第
三
級 

部分路段需經過自然保護（留）區內須

申請入園許可。部分路段路況較差，坡

度較陡，但基本設施完善。路程為一天

或一至三天。 

海拔約 2,000
～3,000 公尺

間 

1 天或以上須

有過夜準備 
需過夜即應有齊全之

裝備（包括飲水、食

物、地圖、禦寒衣物、

急救藥品等） 

初級登山者，

體力佳且有初

步地圖判讀能

力者 

中 

第
四
級 

部分路段需經過自然保護（留）區內須

申請入園許可。位於高海拔（約 3,000
公尺以上）山區，步道路況較原始，坡

度較陡，具部分困難及危險路段，氣候

變化大。路程約一至三天，需有專業領

隊帶領。 

海拔約 3,000
公尺以上 

1-3 天 登山裝備需俱全（包

括糧食、飲水、煮食

設備、地圖、禦寒衣

物、照明設備、睡袋、

帳棚等）。有管制需事

先申請入園許可。 

體力佳並具地

圖判讀及野外

求生能力者 

中-高 

第
五
級 

步道多位於自然保護（留）區內須申請

入園許可。位於高海拔（約 3,000 公尺

以上）山區，步道路況不佳，也較原始，

有許多困難及危險路段，坡度陡，氣候

變化大。路程需約三天以上，需有專業

領隊帶領。聯外交通不便。 

海拔約 3,000
公尺以上 

3 天以上 登山裝備需俱全（包

括糧食、飲水、煮食

設備、地圖、禦寒衣

物、照明設備、睡袋、

帳棚等）。有管制需事

先申請入園許可。 

已受訓登山者 高 

  建立各步道的分級制度後，更需要各使用者衡量自身體力、裝備，事前進行完整規劃，

方能有效達到步道分級之目的。林務局所轄步道分別歸屬於何種等級之步道，所有資訊皆公

布在台灣山林悠遊網(http://trail.forest.gov.tw/)，鼓勵民眾登山前先行查詢路況、所需時間、裝

備等相關資訊，以保障登山安全。 

常見問題 
  問題 1：步道分級考量因子是否有將環境地質、使用者年齡等可能影響健行困難度因子

納入考量？ 

  說 明：步道分級考量因子已儘量將各種影響使用困難度的因子納入，如:步道坡度、長

度、海拔高度、所在地點的路況是否平整、當地天候是否劇烈變化、是否會經過危險或困難

地形等，環境地質的考量也納入在前述因子中，如當地屬於較不穩定的地質結構，在評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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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經過危險或困難地形時即納入。本局在評量步道分級制度時，已徵詢登山、生態保育、地

質環境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運用標準量化之方式，歸納適合分級的評估因子。至於使用

者年齡，林務局考量每個人的年齡和能力並非正比，故步道分級是以客觀條件加以區分，鼓

勵使用者衡量自身體力狀況及登山經驗據以自我判斷。 

  問題 2：部分國家公園也有針對步道和路徑進行分級，和林務局的分級制度有何不同? 

  說 明：部分國家公園如:雪霸國家公園，針對其生態保護區登山步道依據活動天數、危

險地形及雪季期間，分成 A、B、C、C+、D、E 級共 6 級 (D、E 級為雪季期間之登山路線)

針對轄內路徑進行分級管理。然而林務局所轄範圍廣大，步道從郊山至高山，長度從 1 公里

到 20 公里不等，海拔從 0 至 3000 公尺，為使轄管步道皆能有一體適用之分級標準，故以此

訂定。以尺度而言，林務局分級制度涵蓋範圍較國家公園更廣，經分析比較，雪霸國家公園

之步道多屬於林務局步道分級制度之第 5 級步道，由此可知國家公園是依其所轄環境不同而

訂定更細膩的分級制度。 

  問題 3：林務局步道分級是否有對應管制措施? 

  說 明：建立步道困難度分級制度是提供民眾在登山健行前之參考依據，並非管制依據。

且林務局一直以來秉持鼓勵民眾親近山林的理念，除部分依森林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野生

動物保育法所劃設之「自然保護(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進行人數管制，其餘無相關登山

限制，亦未依此進行任何封山封路限制。 

二、公私協力設置簡易路標系統，減少山區迷途風險 
  鑒於台灣山區許多路徑指標不明、不足或有誤，為降低一般民眾山域活動之風險，本局

針對國有林班地內，非林務局或其他政府機關整建但經常發生迷途事故之路徑，進行公私部

門協力設置標示與維護機制，希望借重民間登山團體對山域的熟悉度及專業，協助設置簡易

山徑標示以減少迷途，並建立民間團體參與維護機制。 

參考國內外案例，標示系統的設計及設置原則簡述如下： 

  1. 標示顏色：必須在山徑中具強烈識別度，為了與自然顏色呈現對比，參考現有的布條、

指標牌、山友穿著之登山服裝顏色，採用紅色、黃色或藍色系。且標示邊緣搭配 0.8 公分之

白邊、黑邊使色塊更明顯。 

  2. 標示形式與材料：標示形式考量友善環境、便於攜帶與操作、加工簡單、特殊氣候狀

況、美觀等條件，將大小限縮於 100 平方公分，實際規格請見後段說明。標示材料經多方比

較，選定以鋁板為主，因鋁板穩定性高、質量輕，且不易仿製，並增加反光功能。 

三、本局簡易標示系統之標示分為以下三種，並於山徑起點設立告示牌說明： 
  1. 編號標示(10 x 10 公分)：可輔助搜救作業，縮小迷途救援範圍，其上有編

號(如右圖)，自山徑起點以每 100 公尺進行設置，如：編號 005 即為自起點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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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處，故此標示亦可作為里程計算。 

  2. 色塊標示(10 x 10 公分)：功能如同現有之布條或國外案例之油漆，主要

為確保維持在安全及正確路徑上，並減少目前布條繁多造成景觀及塑膠製品等環

境問題。在 100 公尺間依照環境狀況彈性設置，特別應設置於叉路、轉彎處或路

跡不明顯處。 

  3. 叉路標示(20 x 5 公分)：主要設置於重要叉路口，用以標示目標、

方向、距離與預估時間(如右圖)。 

  4. 入口告示牌(約 A0 版面大小)：有鑑於本標示系統為新設階段，一般民眾及山友尚不熟

悉標示意義，故於山徑入口處設置告示牌，除簡要介紹所屬山徑環境氣候、長度及坡度變化、

認養單位等資訊，並說明標示系統之功能，另附上遊客注意事項及緊急聯絡電話(如下圖)。 

 

  5. 為增加標示之可視角度，讓使用者可以更容易於山林

中辨識牌示，本局於編號標示及色塊標示外附加垂直布條（如

右圖），固定於原標示牌上。 

  本局亦建立民間認養機制，認養機制可分為財務認養及勞

務認養兩種。財務認養主要以企業為主，由企業提供部分經費

來源，作為該山徑設置標示系統及後續維護之經費支出；勞務

認養由一般民間團體為主，依操作內容可分為設置標示系統之

「技術性認養」及維護標示系統及路徑巡視之「例行性認養」。

勞務認養團體向林務局提出申請後，由本局或民間團體製作標

示，再經民間團體進行設置，並可透過教育訓練方式，協助民

間團體成員建置標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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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規劃完成簡易標示系統後，本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參採了宜蘭縣消防局歷年山域事故救

援經驗，分析經常發生事故的熱點路線，於

104 年完成「阿玉山」及「松蘿湖」等 2 條山

徑之簡易路標設置，並與千里步道協會簽訂

認養契約。105 年更接續完成「巴博庫魯山」

及「太加縱走(太平山-加羅湖)」等山徑之簡

易路標。 

 此外，本局於 104 年起與桃園市山岳協

會合作，協助該協會辦理「中央山脈路徑標

誌製作暨山域資料之統整計畫」，透過溝通討

論，由該協會號召新竹市體育會山岳協會、

大台南登山協會、台中市登山環保協會、屏東縣笠頂興平山友協會及桃園市龍潭山岳協會等

5 個登山團體參與，於中央山脈熱門山徑「南三段橫斷」及「南一段」建置簡易路標。 

  自 104 年 9 月起，各團體陸續進行現勘調查、指標設置。為了確保路標發揮指引功能，

避免設置之路標牌因狂風豪雨或部分遊客惡意毀損導致標示牌脫落等狀況，本局與前述設置

單位合作簽訂認養契約，認養期限自 104 年起至 106 年不等，期間內由認養團體協助進行標

示巡護，造福廣大山友。 

  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建立簡易標示系統，減少山徑中過多混亂不清之指標，提供正確路線

指引，減少登山者迷途事件，未來亦鼓勵更多愛好山林的團體及山友加入，一起共創友善安

全的登山環境。 

常見問題 
  問題 1：如何決定哪些山徑需要設置簡易標示系統? 

  說 明：簡易標示系統設置係為避免因指引不清造成之迷途事件，故主要針對國有林地

內，經常發生迷途事件的路線進行設置，參考地方消防單位意見(如羅東林區管理處即參考宜

蘭縣消防局之建議)，擇較為急迫又無任何政府單位設置指標的熱門山徑進行施作。惟因本局

經費及人力有限，故僅能每年擇部分路線進行設置，尚無法就全台所有熱門山徑施作，如無

民間團體參與，亦難執行及持續完成更多路線。 

  問題 2：我有興趣參與路標設置，該如何加入? 

  說 明：本局合作以團體為單位，可由所屬登山協會洽談合作事宜，有關簡易標示之設

置原則及方式等，亦可由本局協助辦理培訓課程。設置路線經公私部門雙方討論評估後決定，

並由本局補助設置標示之部分經費。詳細情形歡迎聯繫本局承辦人林小姐(電子信箱：

chiayulin@forest.gov.tw)。 

桃園市山岳協會協助設置簡易標示及入口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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