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序 
  台灣擁有豐富多元的山岳環境，登山活動在民間登山社團的推廣下蓬勃發展，政府也

從消極管制，逐漸轉變為積極的服務管理；進入網路時代後，網路重新建構了新的人群關

係，個人可以從網路輕鬆獲得登山資訊，而網路揪團也變成新興的開隊方式，離開了社團

技術、經驗傳承，如何落實登山安全的理念，變成刻不容緩的課題；觀光發展條例修法後，

登山產業正面臨轉型期，要達成山岳旅遊國際化的目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國際知名旅遊書「寂寞星球」，針對國際人士對台灣旅遊景點進行票選調查，第一名

就是太魯閣！山岳旅遊的發展與登山步道及設施的狀態息息相關，登山健行若以全民運動

的角度視之，山徑的發展與維護管理，應該從全國性、整體性的思維訂定整體性的發展計

畫，除了滿足國民登山健行的基本需求外，應與保育、山岳旅遊發展等面向做連結，力求

均衡穩定的發展。 

  厚植登山產業需要政府跟民間通力合作，政府對於登山活動的管理，包含場域管理與

活動管理二個方向，台灣的山徑設施長期依賴政府維護管理。近年來，政府的角色也從過

去管制入山，逐漸演變為生態教育、遊憩發展等面向；此外，以服務為導向的管理手段，

更符合登山健全發展的目標，而善用民間力量、促進公私部門溝通與合作，已成為政府施

政的重要手段。 

  淨山活動是登山人回饋山林的具體作為，守護山林更是留給後代子孫一片樂土的應盡

義務，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林務局協同民間團體推動淨山活動，呼籲山友由過往消費山林的

思維，提升為永續山林的落實。結合民間社團專業能力與人力資源，以及與在地社區相結

合，廣納人民自發性參與，讓淨山活動與人有更密切的結合。 

  進入網路時代後，網路重新建構了新的人群關係，個人可以從網路輕鬆獲得登山資訊

的，而網路揪團也變成新興的開隊方式，離開了社團技術、經驗傳承，如何落實登山安全

的理念，變成刻不容緩的課題。在搜救方面，人民則對政府過度依賴，在政府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加上訴訟事件不斷，政府與民間又陷入緊張關係，「封山」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就百岳路線 26 條，去年共有 9 條處於長期封山狀態，今年已經降為 7 條，登山人何時能

自由進出山林，仍是岳界最深的期待。今年的山難事件仍頻，消防單位在國賠敗訴後，開

始建立與岳界對話的管道，也在後續的山難事件中與岳界累積默契。政府加強與民間的互

動溝通，並務實地逐步改善作法，似乎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發展山岳旅遊是深耕登山產業的主要途徑，觀光發展條例修法後，登山產業正面臨轉

型期。登山產業的發展會促使登山專業深化，對就業、經濟發展有所助益，對於山岳旅遊

品質及登山安全的提升也有助益；登山產業可以充實山域設施的軟體服務，讓入門者、中

高齡者或國外背包客，可以安全地體驗山林，同時發展多元登山，豐富登山活動的內涵。 

  本次研討會的議題著重在行政服務管理及政策法制、登山路線及設施、山岳旅遊及產

業、登山技術及山野教育等四大面向，主軸設定為：慢步山林 樂太魯閣，「慢步」代表國

民休閒生活的悠遊自在，「樂」代表友善、安全的山域環境，友善安全的太魯閣山域也是

主辦單位的核心目標！這次研討會論文資料彙編，撰文者包含行政機關、學界、產業界及

登山界領域的山友，內容包含了專題演講稿、議題論文及專文，還有實務經驗的分享簡報，

希望把大家的思想與經驗結晶，持續為登山累積「文本」，以作為未來登山發展的基石。 

  我們作為登山研討會的執行工作者，會盡力辦好研討會及周邊活動，惟論文集的彙編

總在倉促中進行，若有遺珠之憾與錯漏之處，在此先行向讀者致歉。登山研討會是政府與

岳界對話的平台，讓各種聲音在這平台發聲，促進政府與岳界的相互理解，是這個平台的

基本功能；若能凝聚共識並付諸實現，則是我們的共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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