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序 

  「山林」是台灣賴以為生的瑰寶，「山」是水的故鄉，而「林」是連結山水的重要自然元

素，更是生物賴以生存的重要棲地。2018登山研討會以山林為核心，鋪陳出綠道山林、原鄉

山林、安全山林、無痕山林四大議題，作為今年研討的主軸。本次徵稿與場次安排，希望能

針對四大議題，讓公、私部門充分表達與溝通，如何在尊重「登山個體多元發展」的前提下，

找出一條具有「共同願景」的前進道路，是本次登山研討會的目標。 

綠道山林面向 

  山岳旅遊的發展與登山步道及設施的狀態息息相關，國內登山路線歷經數十年的發展，

已擁有豐富的山徑資源，如何將步道連結形成步道網絡，豐富行程設計方案，是近來政府、

民間共同努力的方向。林務局長期推動「國家步道政策」，透過步道系統串連山村聚落，發展

山岳健行活動及森林生態旅遊；民間團體也以提出台北天際線、烏來步道鏈等串連構想。在

國土計畫法制建立之際，以建構綠道網路的方式連結國土計畫，將綠道網絡視為國土計畫的

一環，用國土整體規劃的視角看待步道，將是未來重要發展方向。 

  本項議題規劃二個主題：國家綠道網路建構、山徑設施發展。在國土計畫綠道主題方面，

特邀請到主導綠道規劃的國發會代表蒞臨與談，並徵集千里步道協會及相關實際參與綠道規

劃的作者參與發表研討；在山徑設施設置發展部分，徵集到公私部門的設置基準、數位技術

利用及具歷史價值建築再利用的文章，希望在硬體之外更著重軟體及品質的提升。 

原鄉山林面向 

  臺灣山岳環境極富特色，生態環境豐富多樣，具備發展生態旅遊的潛力，生態旅遊的發

展須以「人才」為基礎，有健全的產業環境才能吸引人才，投入生態旅遊的發展。產業是培

養專業人才的最佳途徑，不但對就業、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亦可提升山岳旅遊品質及登山安

全，同時發展多元登山，豐富登山內涵。其次，如何發展步道生態旅遊，連結山村聚落經濟

產業，促進地方經濟活絡，登山產業發展結合地方參與，可以讓自然山林轉化為富涵地方特

色的原鄉山林。 

  本項議題規劃二個主題：部落發展登山健行產業、以原鄉社區特色結合古道舊社發展生

態登山健行。部落登山產業方面，徵集到實務界及林務局業務推動稿件，就實務面經驗進行

分享；原鄉社區方面，徵集到民間實際參與原鄉生態旅遊發展者的稿件，仍是以實務經驗分

享為主。原鄉山林的討論，均著重於實務經驗分享，希望讓研討會的討論接地氣，對於原鄉

產業發產提供務實的發展方向。 



 

 

安全山林面向 

  國家安全法第五條山地管制區廢止後，入山管制將成為歷史，國家公園山區的入園管制，

也逐漸轉變為安全服務管理、生態承載量管理，「登山者自律管理」成為主要發展方向；個人

在面對山岳風險時，有其本然的脆弱性，需有配套措施的支持，使其可以有效自救或負擔風

險，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包含：推廣登山安全技能、政府的安全服務管理機制、保險及保險機

制背後的保障體系等。其次，生態保育是政府山域管理的核心責任之一，維持合適的生態承

載量，取締危害生態保育的行為，如何兼顧環境保育與登山發展，是山域管理的重要課題，

如何透過生態登山、無痕山林理念的推廣，達到登山人「保育自律」的目標，亦是自律登山

的核心價值。 

  本項議題規劃二個主題：第三方留守機制、生態保育與登山管理。留守機制方面，徵集

到資訊、搜救、登山專家的專文，並邀情消防單位進行與談，希望對於近來大家關注的罰款、

搜救費用等議題深入討論。保育管理方面，徵集到長期登山的植物專家、從事山林護管業務

人員的專文，重新檢視保育與登山的關係，希望能兼顧保育管理與登山自由。 

無痕山林面向 

  登山活動具有一定的風險，從「山野教育」著手，讓國民充分認知山域特性與風險，是

落實登山安全最根本的作法。登山活動已從早期的「攻山頭」，轉變為強調多元體驗的「精緻

登山」，山域活動也從傳統的健行，逐漸發展出溯溪、越野跑、樹攀等型態，走向多元化的型

態，對於銀髮、女性、親子等不同族群，亦有專項技能的發展；登山活動的進行都必須強調

尊重土地倫理與環境維護，並有因應氣候變遷的「低碳登山」倡議。 

  本項議題規劃二個主題：中高齡登山、登山教育的實踐與願景。中高齡登山方面，邀集

到運動專家、登山醫學專家及發展高齡登山社團代表文章，從專業面、推廣實務面進行研討，

希望對於國家長照政策有間接助益；登山教育方面，邀集到學校老師、民間社團代表、國家

公園管理處代表，分享有關登山安全、環境教育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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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編總在倉促中進行，不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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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