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永續登山為價值實踐全民淨山運動之展望 
黃志強*、吳思儀†、潘振彰‡、林孟怡§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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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行之有年，透過淨山活動的推

動，呼籲山友自許為一個負責任的愛山人，由過往消費山林的思維，提升為永續山林的落實。

引入公私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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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淨山活動的層面更廣泛，透過步道山徑所具備的各種元素，讓淨山結合雪季訓練、

登山安全、原民生活體驗、里山倡議、手作步道維護、山野教育等各種內容，讓淨山活動與

人有更密切的結合。 

  本屆大會主辦太魯閣國家公園特別將推動全民淨山運動列為大會專題座談主題，同時採

座談與工作坊的方式進行。第一部份座談邀請國內推動公私協力有豐碩成果之執行單位分享

歷年推動相關業務之成果與未來之展望，希望從登山者淨山的內涵展開論述，去發掘人與山

林的內在連結關係，由以往純粹的淨山活動，透過公私協力發展為更多元更廣泛結合的全民

淨山運動，提出可以實踐的具體作法。第二部分採工作坊，由四位專家擔任輔導員，分別提

出場域環境，由參加人員依據場域之獨特條件，設計出可具體施行的多元淨山運動。期望藉

由經驗分享與實際設計規劃，可以將專家之寶貴經驗傳承與會人員，未來都能夠具體規劃與

推動各種特色的淨山活動，擴大人民自發性參與淨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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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歷年淨山活動與相關服務設施認養 

太管處解說教育課課長 黃志強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從民國 93 年起結合學校、民間社團、機關團體等辦理各項淨山活

動，淨山區域從合歡山區、奇萊山區到南湖山區。在這廣袤崎嶇險峻酷寒的山域裡，曾經有

一群人，帶著他們的熱情，犧牲假期、不畏艱險清出一袋又一袋，種類繁雜的垃圾；這個號

稱台灣孕育多條大川的母親山區，多年來被一群群有心無心的人將垃圾遺留在它的身上，它

不曾有怨言，但大地終將反噬，垃圾溶出的物質將回到人類的身體，何其不堪﹗ 

  今天藉由全國登山研討會的舉辦，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整理出這十幾年來參與淨山的

學校、民間社團、機關團體等單位名錄（如表一），另外歷年協助太魯閣國家公園認養各步道

設施的單位團體，亦彙整如表二；在此對這些單位人員致上最深的謝意，也希望藉由這些年

淨山的影像喚起國人重視山林教育，從『你丟我撿』到『你不丟我不用撿』--你我共同維護

美麗的高山環境，將淨山活動內化為全民淨山運動。 

表一 太魯閣國家公園歷年淨山活動參與單位一覽表 

年度 參與淨山單位 

93 慈濟技術學院、花蓮師範學院、清安國小、中華民國空降特戰部隊退伍弟兄協會、台北縣登山協

會、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南投縣政府環保局、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94 中華民國空降特戰部隊退伍弟兄協會、慈濟技術學院、惠普科技(HP)、荒野保護協會、台中捐血

中心、南投縣警察局仁愛分局 

95 山谷登山會、台大登山社、花蓮地區民眾、太魯閣保育志工、陸軍特訓中心 

96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東勢林區管理處、南投仁愛鄉公所、立法委員湯火

聖辦公室、署立南投醫院、台北縣登山會、南投縣山區救災防護協會、合歡山商行、好鄰居文教

基金會、中華民國空降特戰部隊退伍兄弟協會、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97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南投縣綠野協會、太魯閣保育志工、好鄰居文

教基金會、中華民國空降特戰部隊退伍弟兄協會 

98 東勢林區管理處、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神鷹山區搜救隊、國際獅子會 300-C3 區、合歡山商行、

陸軍特戰訓練中心寒訓基地、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隊、翠峰派出所、太管處保育志工、花蓮縣環

境保護局及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隊合歡小隊 

99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台灣阿甘、台中港東南扶輪社、太魯閣國家公

園警察隊合歡小隊、仁愛分局翠峰派出所、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100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花蓮林區管理處、南投林區管理處、和泰汽車、中部汽車環境委員會、

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隊合歡小隊、合歡派出所、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101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

隊合歡小隊、仁愛分局翠峰派出所、台灣阿甘、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102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

隊合歡小隊、台灣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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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

九大隊太魯閣分隊合歡小隊、台灣阿甘、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104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

九大隊太魯閣分隊合歡小隊、台灣阿甘、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休閒運動工作者賴瑞均、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工程處

南澳工務段 

105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台灣阿甘、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太魯閣分隊合歡小隊、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高海拔試驗站、洋咩咩禮

品專賣店、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 

106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台灣阿甘、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太魯閣分隊合歡小隊、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高海拔試驗站、羊咩咩禮

品專賣店 

 

表二 太魯閣國家公園歷年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93~96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1 
合歡山主峰、東

峰、石門山步道 
山難救助協會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93/05/01~97/0430 認養企約書

2 南湖山區登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樹林登山協會 93/05/01~96/06/30 認養企約書

3 奇萊山區登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屏東縣登山會 93/05/01~96/06/30 認養企約書

4 畢祿山區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山岳協會 94/05/01~97/05/31 認養企約書

5 長春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95/08/01~97/07/31 認養企約書

6 
白楊、豁然亭 

文天祥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

中心 
96/07/01~99/06/30 認養企約書

97~99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1 大禮大同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縣山岳協會 97/07/01~97/06/30 認養企約書

2 砂卡礑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中華電信公司行動通

信分公司台北營運處 
97/07/01~98/06/30 認養企約書

3 

合歡主峰、合歡北

峰、石門山健行步

道 

山難救助協會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97/05/01~99/04/30 認養企約書

4 長春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市第二信用合作

社 
97/08/01~99/06/30 認養企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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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錐麓古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縣幼獅健行登山

會 
97/07/01~99/06/30 認養企約書

6 綠水河流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縣基督教女青年

會 
97/07/01~99/06/30 認養企約書

7 南湖山區登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樹林登山協會 97/07/01~99/06/30 認養企約書

99~101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1 大禮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2 長春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3 錐麓古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縣幼獅健行登山

會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4 砂卡礑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中華電信公司行動通

信分公司台北營運處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5 
合歡主北峰及 

石門山步道 
山難救助協會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6 羊頭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7 綠水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

中心 
99/07/01~101/06/30 認養企約書

101~103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1 大禮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台灣電力公司花蓮區

營業處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2 長春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3 砂卡礑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4 錐麓古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縣幼獅健行登山

會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5 
合歡主、北峰及 

石門山步道 
山難救助協會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6 羊頭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7 
綠水步道 

白楊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

中心 
101/10/01~103/09/30 認養企約書

103~105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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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禮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台灣電力公司花蓮區

營業處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2 
長春祠步道 

蓮花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3 錐麓古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花蓮縣幼獅健行登山

會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4 
合歡主北峰及石門

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5 
奇萊山 

南湖大山 
山難救助協會認養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6 
綠水步道 

白楊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

中心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7 羊頭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台北市體育總會山岳

協會 
103/11/01~105/10/31 認養企約書

106~107 年度相關服務設施認養統計表 

編號 提供企業認養設施 
企業認養(或協議合

作、贊助模式 
合作對象 認養期限 備註 

1 大禮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台灣電力公司花蓮區

營業處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2 長春祠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3 北二段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4 
奇萊山步道 

羊頭山步道 
山岳協會人力認養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5 
綠水步道 

白楊步道 
企業人力認養 

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

中心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6 南湖大山 協會人力認養 
社團法人台北市出去

玩戶外生活分享協會 
106/01/01~107/12/31 認養企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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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松羅湖山徑為例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課長 吳思儀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自 2003 年起整建自然步道系統，目前有太平山步道群 9 條，社區

步道群 12 條；透過規劃的路線範圍、設立自導式解說系統、制定簡易維護開口契約等作為基

本營管，確保戶外遊憩安全及品質；並開放社區、企業、團體認養，以期建立民眾認知自身

屬於生態系中的一份子，關心生態永續的具體實踐，讓各界有共同關心及參與的機會。 

  除了已建置的自然步道系統外，近年來許多山徑亦受民眾所喜愛，例如本處轄內的松羅

湖尤其熱門，每到假日約有百名山友前往攀登。人潮眾多進而迷途事件也層出不窮，在林務

局羅東林管處與宜蘭縣消防局研商後，依循 2014 年林務局的委託案，旋即於 2015 年完成建

置松羅湖山徑標示系統，並在登山口豎立告示牌，羅東林管處官網也可下載相關資訊，並將

相關資料提供周遭山域管理及消防警政單位，以達資訊一致俾利搜救，亦辦理相關推廣訓練

課程於在地宜蘭山協、葛瑪蘭山協、宜蘭大學登山社等，到目前為止迷途事件明顯下降，趨

近於零，但是後續協助救援的事件便成為受傷、裝備不足、天氣不佳等狀況，因此如何提升

山友登山自律便成為另一項重要的課題。山徑標示系統設置以來相關成果如下： 

  1. 搜救資源：宜蘭縣消防局反映迷途事件明顯下降。 

  2. 專案報告：於消防局季聯繫會議報告及消防員常訓時推廣介紹。 

  3. 廣告效益：如健行筆記流傳及山友使用需求。 

  4. 節省成本：相關搜救單位出勤次數與有效搜救提升。 

  5. 牌示維護：牌示成本低，不易損壞，且維護成本較低。 

  6. 減輕工作：巡山員協助搜救案件下降。 

  7. 山徑認養：由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協助技術性認養。 

  今年更強化通訊牌誌設置，讓山友能得知哪裡是有手機訊號的位置，以便於山難通訊之

參考，並與 Google 街景合作，希望以後能在電腦前知道各里程的現場狀況，有助於新手瞭解

松羅湖的登山環境。 

  為了維護松羅湖山徑系統和泥濘路況的改善，並尋求公私協力山徑認養，讓各界有共同

關心及參與的機會，因此和台灣千里步道協會簽訂技術性認養契約，每年舉辦 2 次手作步道

工作假期，並結合羅東社區大學植物班、宜蘭大學登山健行社及羅東林管處同仁一起手作步

道共同維護松羅湖山徑，並於 106 年 11 月 19-22 日更以松羅湖山徑為主要施作場域，作為連

續 4 天的手作步道訓練地點，可見林務局之重視程度。 

    另外因為山友來訪眾多，也因此委託米亞桑戶外國際有限公司辦理蹲點調查計畫，由成

果可以得知，每到假日總有數以百計之山友拜訪，多數也是在湖邊紮營，在集水區的範圍內，

上山煮食的廚餘與排遺便會影響到當地生態環境，而民眾可能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影響湖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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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不自知。此外由問卷調查可以得知多數民眾皆不清楚松羅湖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於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內，其中湖域中白腹游蛇的數量更是豐富，上述相關的污染

物都會匯集到湖內，逐漸影響到甚至破壞了松羅湖的生態環境。 

  林務局常年以來推動無痕山林運動(LNT)，但是總被民眾簡化為不要亂丟垃圾而已，其實

無痕山林 7 項守則包含行前規劃和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應持續推廣無痕山林運動及提高山友

登山自律，才能維護良好山林環境。未來，林務局羅東林管處將逐步嘗試透過在地部落、相

關企業、團體、學校共同合作，逐步推廣登山自律觀念的建立、規範的訂定、落實遵守環境

公約等，讓降遊憩對山林環境之影響，提升遊憩安全，重建環境倫理態度。 

 

武陵地區(包含雪東線、四秀線登山步道)為例 

雪霸處遊憩服務課 潘振彰 

  雪霸處於 87 年起推動「雪山主東峰線步道」步道認養，最早期由台中縣登山會、財團法

人波錠文教基金會進行，為國家公園首創之舉，園區內的其它 7 條高山登山步道也陸續有民

間保育團體、登山團體或企業機構簽定認養合約和回饋措施，其中最熱門的雪山主東峰線步

道近年來（自 101 年至 106 年）持續由「臺北市出去玩戶外生活分享協會」參與認養活動，

除淨山外亦推動環境教育，成效良好。結合民間有心人士力量與資源，讓步道管理加乘的作

法，也使其它登山遊客更深刻認知環境與遊憩品質密切之關係。 

  如同櫻花鉤吻鮭的保育工作不僅是雪霸處的責任，我們從 93 年起結合了周邊環山、南山

及松茂三部落並成立保育巡守隊，藉社區長老豐富生態智能，及所累積的求生經驗與智慧，

供作生態導覽及居民參與生態保育的依據。透過共同保育瀕臨滅絕物種，建立雪霸處和部落

的管理平台和溝通的橋樑。而這些合作經驗同樣也可落實於登山步道環境，藉由更多山友們

的豐富經驗與專業共同管理，讓台灣山林生態之美達到永續與傳承。 

  國家公園經由永續保存生物生態、景觀、地質及人文，讓全民與後世皆可共享，並讓自

然永續價值也經由登山遊憩活動深化到一般民眾，從而尊重土地愛護自然，而豐富之生態資

源可提供自然科學研究及環境教育，以增進國民對自然及人文資產之瞭解，以上也正符合了

國家公園的三大主要目標-保育、育樂、研究。我們盼望從全民淨山開始，藉由步道親近踏訪

山林，探訪寶貴自然資源傳遞保育的觀念，並學習與自然重新連結，修補過往少數人們的不

當行為曾對山林的破壞與衝擊。 

  雪霸處歡迎同樣有保育理念的各團體、企業投入雪霸園區內各類型的認養模式，民間團

體或企業在簽定認養合約之後，原則以兩年為一期，在其認養步道進行環境清潔、設施維護

與改善、步道安全及步道狀況查報或特殊路線之探勘等更多元之工作，盼全民的參與為台灣

美麗的山林注入更多保育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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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嘉明湖國家步道推動登山教育宣導與環境維護為例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課長 林孟怡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之嘉明湖國家步道，自 94 年正式對外開放以來，每年吸引

逾 2 萬名人次前來，是東部地區極熱門的登山步道路線。過去於 101 至 103 年間，步道環境

及嘉明湖周邊面對人潮過度密集使用，所造成之生態壓力與環境衝擊，臺東林區管理處除積

極改善步道管理與環境維護之新制度，更努力推展登山環境教育與登山安全宣導工作。 

  105 年起嘉明湖國家步道以山屋作為環境教育基地之理念，將山屋管理委託專業團隊米

亞桑戶外國際有限公司進駐，協助提供山屋住宿管理、設施維護檢修、山域諮詢、高山症預

防與步道環境宣導維護（廚餘、垃圾揹下山）、淨山活動等，更積極辦理山屋夜間講座及無痕

山林種子師資培訓課程與到校推廣服務等，運作良好山屋服務機能與環境教育宣導工作。 

  同年度始於靜山期（元月 5 日至 3 月 31 日）與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合作，辦理「嘉明湖手

作步道工作假期」，合作對象為一般大眾，期望帶動參與民眾對於步道環境維護的認識，以提

升對土地守護的認同。106 年更擴展參與對象，結合在地夥伴單位，與米亞桑戶外國際有限

公司、海端鄉布農天馬登山休閒企業社及海端鄉高山協作團體合作，辦理手作步道工作坊，

目的為強化合作夥伴對於嘉明湖步道常態化維護工作的機動性與增進在地人力手作步道的技

能，以提升在地工作機會與深化對環境維護的共同責任。 

  嘉明湖的美麗，是許多登山者趨之若鶩的原因，走入美麗山林，是生命本質的一部分，

期待每一位踏上步道的行者，都帶有一份同理心，關心垃圾處理，避免干擾野生動物、尊重

其他的使用者，臺東林區管理處將持續堅守保護山林資源的職責，開啟多元參與的管道，共

同推展登山安全、環境維護、推動良好的登山管理制度，使嘉明湖國家步道向永續善用的目

標邁進，以提供全民高品質的登山遊憩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