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序 
  今年登山界的大事，就是政府指定「教育部體育署」為登山事務主管機關，讓山域政策

發展及行政事務推展，有一個明確的主政單位，登山活動總算是名花有主了。今年正逢教育

部體育署主辦登山研討會，以「樂在山林，挑戰自我」為活動之主軸，並針對登山活動之管

理、設施、產業及教育等面向，訂定主題進行討論及分享，由登山主政單位主導研討會的進

行，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開始！2019 登山研討會除了延續過去重要議題的討論與執行檢討外，

也針對近來熱議事項進行研討。本次徵稿與場次安排，希望能讓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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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管理面向上，「山域開放與服務管理」主題將討論開放山林後的發展課題，並提出

相關建言；登山安全責任自負是過去研討的重要共識，但如何讓登山者有能力自負責任，除

了本身的技能與團隊默契外，也需要適當的「登山安全配套機制」作為基礎，例如合適的登

山保險、健全的第三人留守制度等。在山徑設施發展願景的面向上，從運動的角度重新面對

登山，提出「戶外健身房理念」，把鄰近城區的郊山山徑當作運動場域，並適當連結公共交通，

也讓綠道的理念找到新的落實方式；在「山林環境發展願景」的議題上，將對山屋發展定位

提出討論，也從登山教育與文化發展面向，重新定義山屋應有的功能地位與環境角色。 

  在產業面向，針對「登山產業發展」舉行小型座談，自從觀光局函釋登山活動非屬觀光

發展條例應特許範圍，讓登山微型工作室有了免於違法之虞的起步空間，若能再引入運動發

展條例有關運動產業的獎助措施，對登山產業的發展，將扮演活水的功能；「山野運動多元化

發展」的議題上，對於溯溪管理的以及國際越野活動進行探討。在山野教育面向，進一步深

化「登山自律的內涵」，並嘗試提出民間版本的登山宣言作為登山者自律的準據；在「登山安

全與山野教育之實踐」的議題上，將邀請兼任山野教育老師分享學校教育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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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我們的共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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