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山屋糾紛談山屋使用守則 
黃福森* 

摘  要 
  近來因政府開放山林政策，大量人口湧入山林，讓原本使用率高的台灣高山地區山屋更

形擁擠，造成山屋住宿者之間容易產生摩擦及紛爭。查閱各 FB 登山討論群組，已有多次針對

類似問題，雙方人馬互相攻訐謾罵，甚至人身攻擊而鬧上法院，對於登山活動的發展實屬不

利，且壞了大家登山的好心情。未來如要減少此類山屋使用之糾紛，實有必要訂立台灣山區

通用的山屋使用守則，以利大家遵循而減少糾紛的發生，更能享受登山帶來的樂趣。 

  本文擬由山屋糾紛發生的狀況，探討其發生的原因，並進一步依此草擬「山屋使用守則」，

藉由建立山屋使用守則來減少糾紛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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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屋糾紛談山屋使用守則 
黃福森 

一、背景說明 
  近來因新冠病毒發生後的後疫情時代，國人因各國防疫管制措施，國外旅遊大幅減少，

改為轉向國內旅遊；也因為封閉過久，造成大眾產生所謂國內的報復性旅遊，大批國人開始

湧入台灣山區，相關設施使用超過飽和。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高山地區山屋的使用問題，

因大量人口湧入，在無人管理的山屋使用上，很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磨擦與糾紛，也由於

網路方便使用之故，致許多人也將相關糾紛發生的狀況寫出供大眾評論。 

  本文擬由 FB 各熱門登山登山平台，加以常年在山區活動所見，有關山屋使用所發生的

糾紛與問題，整理彙整，並進而試著擬定山屋使用的守則，使得未來能逐步減少山屋使用糾

紛的發生，並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功效，促進相關單位能進一步制定是用台灣地區的山屋

使用守則，使大家均能「快快樂樂地上山，快快樂樂地下山返家」，而不是留著許多怨氣和怨

言的登山回憶。 

二、山屋守則之定義 

(一)台灣山屋的分類 
  台灣地區山屋的歷史，要從登山前輩開拓百岳高山的年代說起，那個時期還有許多與山

區結合，包含狩獵、伐木、採礦的山中產業，在杳無人跡的高山上留下了為數不少的工寮，

登山者藉由這些現成的山小屋的仳蔭，來完成攀登百岳的心願。 

  針對台灣山屋的類型，從「使用上」來分類，可以分為「住宿型山屋」、「避難型山屋」、

以及「工寮」三大類。 

1. 住宿型山屋 

  早期台灣山區大型山屋的興建，與昔日救國團辦理高山登峰隊的活動息息相關，除了台

灣第一高峰玉山之外，雪山是台灣第二高峰，還有壯觀的圈谷地形，一向是大眾攀登台灣高

山注目的焦點。 

  1969 年在武陵農場設立之後，救國團與林務局捨棄以往司界蘭溪上登雪山的舊路線，合

力開闢了一條經雪山東峰登雪山的新路線，並在登山步道的沿途興建了七卡及三六九兩座大

型山莊，作為攀登雪山宿營的基地，此後冬季的「雪山登峰隊」，就成為無數莘莘學子最嚮往

參加的活動，一團接一團大型隊伍能藉由此路線平安登上台灣第二高峰；近年來林務局為了

推廣山岳旅遊，也大量興建了許多住宿型的山屋。目前台灣地區的熱門路線，包含大霸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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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九山莊、玉山的排雲山莊、能高越嶺的天池山莊、嘉明湖地區的向陽山屋、北大武的檜

谷山莊等，均可歸類為此型山屋。 

2. 避難型山屋 

  台灣山屋邁入大量興建的時期，是與山區頻頻發生山難事件息息相關，在各單位的山難

防治檢討聲浪下，讓山屋興建成為減少山難事故的重要預防措施之一。1985 年起台灣高山型

的國家公園陸續成立，為了發展登山路線上的步道設施及減少山難發生，開啟了另一個高山

避難山屋設立的風氣，太魯閣國家公園在南湖山區設置了雲稜山莊、南湖山莊，在奇萊山區

設置了奇萊山莊；雪霸國家公園陸續設立了翠池山屋、新達山屋、桃山山屋，甚至在一向為

山友視為畏途的聖稜線上亦普設山屋。 

  玉山國家公園除了在八通關古道東段設立山屋，連偏遠的高山縱走路線馬博橫斷，及需

長途跋涉的南二段，都陸續在宿營地點興建山屋，此類型山屋採用現代化組合式模組，以直

升機吊掛建材上山組裝而成；山屋兩側搭配有儲水設施可以收集雨水供登山者使用，屋頂還

有簡易太陽能板，經轉換的電力作為屋內的燈光使用，上下兩層約可住宿 40 人，雖然歸類於

「避難型」，但卻是很舒適的現代化山屋。 

3. 工寮型山屋 

  狩獵之外，很多山中的產業還是守著傳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觀念，與山區環境

充分結合，並在山區活躍地進行著，目前山區最主要的工寮都與伐木或造林有關，另外還有

台電東西輸電工程保養所建造的工寮，很多工寮都是以現地伐木構建的方式來組立，再加上

鍍鋅鐵皮屋頂防止漏水，往往都能支撐很長一段時間，對登山者來說烤火方便，是很好遮風

避雨場所，也算是很豪華的山中小屋。 

(二)有人管理或無人管理 
  以上為台灣山屋依照使用上的分類，如果由「是否有管理人員」來作為分類依據，可以

簡單分為「有人管理」和「無人管理」山屋兩大類。其中有人管理的山屋還可以分為「經常

性編制」的管理人員，其管理人員屬於林務局編制的員工，例如大霸尖山的九九山莊、能高

越嶺的天池山莊；或是「外包型」的管理人員，其管理人員屬於林務局另外發包給得標廠商

安排人力來管理，例如嘉明湖避難小屋的管理就是採用外包的形式。 

  本文探討的山屋使用規則，主要是針對無人管理的山屋類型，其中包含住宿型、避難型

及工寮等不同類型的山屋。 

三、山屋糾紛的探討與守則建議 
  依據各大新聞媒體及 FB 熱門登山社團，有關山屋使用的糾紛可以分為以下幾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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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息時間 
  山屋使用上有關於進入及離開時間，所造成的問題並不嚴重，比較容易產生的問題在於

「熄燈就寢」與「起床時間」兩部分。山屋最常發生的糾紛就是山友熱情聊天，忘記放低音

量且忘了時間，以至於造成山屋內其他人員觀感不佳，甚至飲酒作樂暢所欲言，而忘記其他

想要安靜睡覺休息的別隊山友；此類糾粉，如果適時接受勸阻尚可化解糾紛，如果不聽勸告

惡言相向，則很容易發生嚴重的言語及肢體衝突。發出的「聲音」及「燈光」常常是討論的

重點，所以山屋實在有必要訂出合理的就寢時間，當到達約定時間時，應該將「聲音」及「燈

光」關閉，以免影響他人。 

￭山屋守則建議 

有關山屋的「就寢時間」部分，可以統一來規定實施，但「起床時間」部分，因各隊出發時間

不同，無法統一規定，比較可行的是要求山友起床收拾行囊時，須確實自律並保持安靜。 

天黑後請輕聲細語，九點後關燈就寢。 

起床保持輕聲細語，燈光勿亂照他人。 

(二)床位分配與使用 
  除了吵鬧問題之外，山屋最容易發生的第二個糾紛，就是屬於床位的分配問題。以往有

些無人管理的山屋，因為採用先到先佔用的方式，常常會有一些隊伍派人事先佔據床位，或

是一人占據多個位置，影響山屋分配的公平性，人未到的先行佔位，也常常造成山屋爭吵的

問題。 

  目前大多數山屋為了避免此一現象，都已將床位編號標定，並於入園證內註記每個申請

隊伍的床號，進而減少了很多爭端。最近比較容易發生的問題，是部分人員不依照床位編號

使用，或是貪圖便利未與他人溝通就更改床位，還有少部分未申請到床位的人佔用公務床位

或他人床位，因此而衍生糾紛。 

￭山屋守則建議 

依照床位編號入住山屋，請勿非法占用他人床位 

(三)炊煮空間使用原則 
  目前無人管理的山屋，對於炊煮空間的規劃，可以分為「有獨立空間」和「無特定空間」

兩種類型。有規劃炊煮空間的山屋，通常有獨立的廚房；沒有規劃炊煮空間的山屋，山友大

多使用地板或收納平台。 

  對於有規劃廚房的山屋，常發生爭議的是炊煮檯面被占用，使用完成後未清理乾淨及將

個人爐具炊具收回，留給後續他人使用空間；至於未規劃炊煮空間的山屋，則容易發生使山

屋使用者貪圖便利，在床位區炊煮食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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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屋守則建議 

炊煮完成後請將炊具收回，避免放置雜物在炊煮區，餐後收拾妥當注意清潔，留給後人完善

使用空間。 

床位區請勿炊煮食物，廚餘收納妥當帶回，如無炊煮區，盡可能到戶外炊煮食物。 

(四)裝備收納擺放與遺失問題 
  一般山友在入住山屋時，常會發生任意放置登山用品的狀況，例如雨衣脫下吊在門口，

登山杖隨手放在大門邊，飯後餐具隨手放置於廚房，此類行徑除了容易造成山屋內部雜亂之

外，也常發生錯拿或裝備失竊的問題。 

￭山屋守則建議 

當得知自己床位的位置後，應將背包放置於睡覺的床頭，登山杖可放置於睡覺的身側或整對

於固定地點整齊放置，脫下的衣物應隨手收入背包，如果有潮濕的狀況可以先放入塑膠袋，

登山鞋及拖鞋放置於床邊腳下，如此不但可保持山屋整潔還可避免發生遺失等問題。 

(五)山屋整潔、環境維護與門窗管理 
  在進入無人管理的山屋前，可以先打開門窗，檢查山屋相關設施並酌予整理山屋環境，

如果發現山屋設施受到破壞，請記得在下山後回報相關單位；當隔日離開山屋時，請務必整

理及打掃相關環境，留給後人整潔的環境及空間，也請特別注意一定要妥善檢查門窗是否確

實緊閉？以免動物闖入，造成山屋設施受到破壞。 

  山屋使用時，常發生山友貪圖方便，穿鞋進入床位或睡覺區域，床位上留有鞋印，應立

刻以抹布擦拭乾淨，留給後人乾淨的使用空間。 

￭山屋守則建議 

禁止穿鞋踏床，或將垃圾及廚餘任意棄置，如有食物湯汁潑灑，不慎弄髒床及地面，應立即

擦拭乾淨；離開山屋時要詳細檢查，避免在山屋遺留雜物，門窗也應關閉妥當，避免動物闖

入破壞。 

四、結語 
 經由以上針對山屋經常發生的爭吵糾紛問題，站在減少糾紛發生與建立大眾可依循的方

式，初步整理研擬山屋使用守則如下； 

1. 入夜要放低音量，九點請熄燈就寢。 

2. 起床應輕聲收納，燈光切勿照他人。 

3. 核對床號住山屋，雙方同意才可換。 

4. 避免佔用他人位，公務床位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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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宿空間勿炊煮，簡單料理避油煙。 

6. 餐後炊具妥收納，廚餘務必帶下山。 

7. 裝備收妥放背包，安放床頭省空間。 

8. 登山杖整齊放置，登山鞋置床腳處。 

9. 進屋打掃開門窗，離開檢查關好門。 

10. 垃圾帶走勿留置，山屋設施勿破壞。 

  以上山屋守則是經由無人管理的山屋，使用常見的糾紛狀況，研擬避免的方式而初步發

展而成，至於是否可適用於所有山屋而成為山屋使用的通則，則有賴專家學者及登山人士集

思廣益，並思考加入季節環境變化與設施故障狀況之考量，更進一步討論研究定案，後續方

能公告實施並推廣於登山界，以妥善利用及保護山屋設施減少使用者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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