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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國登山研討會簡章 

一、會議目標：尋求登山發展的共同願景 

  山岳是台灣最寶貴的自然資源，登山在國內自由民主發展及網路生活的帶動下，登山人

從團體走向個體化、個性化，呈現出不同面貌的多元文化，民間在未來應該可以扮演更為積

極主動的角色，而政府的角色也逐漸從管制轉變為服務管理。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如何在

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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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的核心方向。 

  自 2001年以來，政府機關及民間接力合作辦理登山研討會，讓登山研討會成為政府與民

間共同推動登山事務的重要平台，既引發新的想像與行動，更持續累積對登山議題的討論，

並嘗試找出具體落實解決方案。 

二、活動簡介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南投林區管理處 

承辦單位：臺灣山岳文教協會 

協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內政部消防署、教育部體育署、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新竹林區管理處、羅東林區管理處、東勢林區管理處、嘉義林區管理處、 

 花蓮林區管理處、台東林區管理處、屏東林區管理處、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 

贊助單位：維他露基金會、展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甫洲實業公司、 

中華長江科技公司、台灣山岳文化事業公司 

會議時間：2018年 10月 26-27日（星期五~六） 

會議地點：南投縣惠蓀林場（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山林巷 1號 049-2942001） 

與會人數：預計共 150人，額滿為止 

三、報名須知 

（一）報名截止日期：2018年 10月 12日（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如下，報名諮詢專線：(02)2755-0088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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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2018全國登山研討會網站：taiwanmt.nchu.edu.tw，可於線上直接填寫報名表

https://goo.gl/TytxSo。 

2. 下載網站報名表後，利用 Email 傳至：taiwanmt@ms24.hinet.net 或傳真至：

(02)2703-3376。（檔名請註明，「姓名 2018全國登山研討會」。） 

（三）注意事項 

1. 個人資料請務必確實填寫，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2. 餐飲葷素未勾選者一律備葷食。 

3. 交通方式請參閱報名表內容，並依勾選項目要求辦理。 

4. 請自備筷子及水壺（杯），大會不提供免洗餐具。 

5. 住宿建議：惠蓀林場（https://sites.google.com/huisun-nchu.com.tw/home）。 

五、研討會主題 

本次研討會的主軸：「遊藝山林 縱橫生態原鄉」，共規劃成四大主題進行研討，分項主題

說明如下： 

（一）支持自律登山邁向「安全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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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串連長程步道走向「綠道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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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道資源從觀光旅遊的角度，大致可以分為國際級路線、國家步道、區域步道，其中國

際級路線主要以玉山、雪山為主，因造訪人數眾多，導致申請不易、承載量過多問題，發展

其他的潛力路線，分散現有明星路線，應有必要性，且能展現出臺灣豐富的高山風貌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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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結生態旅遊與部落發展走向「原鄉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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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登山安全及山野教育面向「無痕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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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野教育包含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二個面向，教育內容必須面對山域活動多元發展的事

實，無痕山林的理念也必須與時俱進。現有教育體系資源如何連結民間專業登山團體資源，

共同合作達成全面教育的目標，是目前的核心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