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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特殊的環境資源，塑造了豐富優質的登山環境，而且登山健行活動在登山界及許
許多多登山前輩的推廣努力下，可說是日趨蓬勃發展；尤其是在政府實施週休二日及推動觀
光政策後，儼然已成為國人重要的戶外休閒遊憩活動。雖然如此，但目前之登山健行活動相
關法令規定不完備，服務管理措施尚闕如，又較不受到政府及社會各界之重視，以致各項登
山服務管理制度仍不健全。 

登山健行活動涉及生態保育、環境保護、休閒遊憩、運動健身、遊客安全等層面相當廣
泛，因此如何做好登山服務與管理工作，為全國人民的責任，須賴政府及全民共同的合作與
努力。本文就目前民間可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方向加以探討，並介紹玉山國家公園目前規劃
推動民間參與國家公園登山服務管理之方式，以作為未來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制度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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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是一個多高山少平地的環境，超過 3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計達 260 座之多，而其中
因山勢卓越、山形明顯而獨特的 100 座高山，被山岳界稱為「台灣百岳」，另外也衍生出「五
嶽（玉山、雪山、秀姑巒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三尖（大霸尖山、中央尖山、達芬尖
山）」和「十峻（玉山東峰、玉山南峰、馬博拉斯山、關山、奇萊北峰、大劍山、品田山、
無明山、能高南峰、新康山）」之高山名號，塑造了台灣豐富優質的登山環境（黃文卿，2001）；
同時配合政府所推動的「觀光客倍增計畫」、「生態旅遊」政策，規劃辦理「國家步道系統」
與「登高山成年禮」等活動以及山岳界推動多年的「台灣百岳攀登」、「中央山脈大縱走」及
「海外攀登成功」等活動，營造了台灣蓬勃的登山風氣；致使熱愛登山的中外人士，每年約
有 600 萬人次從事登山健行活動。 

在每年這麼多的登山健行活動人口，如何做好登山服務與管理，提供遊客既安全又舒適
的登山環境，這不僅是政府相關管理機關的責任與義務，更需賴登山界與民眾共同的配合與
努力；因此在政府實行精簡人力與經費政策之同時，由民間參與登山之服務管理，可說是未
來登山服務管理的趨勢。 

本文為本人在國家公園從事登山遊憩服務管理多年，提出民間如何參與國家公園登山服
務管理之經驗與心得，期望各界不令指正，以使制度更健全。 

貳、登山服務管理概述 

國內登山服務管理是依據不同法令規定，依權屬由不同機關辦理。以下針對國內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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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登山服務管理措施之演變、相關法令規定與權責機關及未來發展，做一概述： 
一、高山嚮導 

早在民國 68 年當時之內政部公告由台灣省警務處所定之「台灣省高山地區防範救
護山難注意事項」，規定擔任機關學校及登山團體之嚮導人員，須具備年齡 55 歲以下、
有攀登 3000 公尺以上高山 2 年經驗、擔任登山隊伍領隊 3 次以上者等資格與經驗，由
申請單位依照「登山嚮導人員甄選標準規定」申請辦理之。 

然自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立後，有關高山嚮導證之授證業務，由內政部移由體委會
辦理，體委會遂於民國 87 年發布「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提供年齡 20 至 65 歲、攀
登 3000 公尺以上山岳 15 座之經驗經機關學校及合法登山社團證明有案者、攀登國內
百岳 10 座以上之經驗且經登山團體證明有案者、素行良好身心健康者申請領證，擔任
高山登山活動之嚮導、解說、突發狀況之處理等工作。 

民國 90 年行政院體委會再提出「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將「高山嚮導員」修正
為「登山嚮導員」，將嚮導證之授證方式由具有登山經驗之認定，提升為實質檢定嚮導
之專業能力，以因應登山多元實際之需求，將登山嚮導員依專業程度分為「健行」、「攀
登」及「山岳」三級，並訂定各級嚮導員之檢定科目和檢定方式，明定授證方式和評選
程序以及得委託國家公園管理處和全國性體育團體辦理各級嚮導員之檢定授證和撤銷
廢止等管理機關。而原有的高山嚮導證將至民國 93 年 12 月底失效。 

二、入山許可 
依據民國 82 年國防部及內政部會銜發布，民國 85 年修正之「國家安全法」及其

施行細則第 48 條之規定所訂定之「人民入出台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第 8 條之
規定，有關人民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之許可條件之一為：學校、機關、公民營事業
機構、人民團體或人民因組隊（三人以上）登山健行者（攀登 3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者）
須領有嚮導證之嚮導隨行；而所謂的山地經常管制區大多涵蓋台灣高山原野自然的環
境，包括百岳高山。 

然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之實施，國防部和內政部再於民國 90 年修正「人民入出台灣
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取消原來第 8 條：「申請進入山地經常管制區須以學校、機
關、公民營事業機構、人民團體或人民因組隊（三人以上）及攀登 3000 公尺以上之高
山者須領有嚮導證之嚮導隨行」之規定。並自 91 年元月起實施。因此目前民眾申請入
出山地經常管制區，只要備妥資料向相關警政單位申請許可即可，也就是說攀登 3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個人亦可申請核准，並不須嚮導帶隊。 

三、入園許可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9 條之規定，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

許可。而玉山、太魯閣及雪霸等三個高山型的國家公園，為做好生態保護區之經營管理
及登山遊憩管理，在民國 87 年間三個管理處共同訂定「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
進入生態保護區申請須知」，規定民眾進入生態保護區活動應先申請辦妥進入生態保護
區之入園許可證，且由於玉山、太魯閣及雪霸等三個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亦大都涵括
3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地區，為與入山許可之申辦相結合，亦規定須有高山嚮導之隨行
始可核發入園許可證。另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及雪霸國家公園之雪山地區，更進一步的實
施承載總量管制，管制每日進入該區登山人數，以真正落實生態保護與提昇登山遊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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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然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之實施及登山活動觀念之變革，民國 91 年玉山、太魯閣及雪
霸等三個管理處共同修訂「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進入生態保護區申請須知」，
取消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之入園許可須嚮導帶隊、三人以上成行及須機關團體申請之規
定，以加強教育宣導及領隊民眾切結以強調領隊民眾責任等方式來取代嚮導之責任，並
自 92 年元月起實施。因此目前民眾申請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活動或登山健行，已
不用嚮導隨行且個人亦可申請，只需在一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
核准即可。 

四、其他 

除上述高山嚮導、入山許可及入園許可等三項重要之登山服務管理措施之外，其他
亦有林務單位、觀光單位及縣市地方政府等單位，依其業務權責推動相關登山服務管理
工作。 

(一)林務單位：民國 90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為配合「促進國內旅遊方案」推動「建
立全國登山步道系統網」，責由林務局扮演高山步道政策之整合與推動角色，並辦
理「國家步道系統設計規範」以作為未來高山步道規劃設計與維護管理規範。至於
位屬國有林班地之登山管理，除在自然保護區須另申請許可外（如棲蘭的鴛鴦湖保
護區、屏東之大鬼湖保護區），其他由警政單位依入山許可辦法來管理。 

(二)觀光單位：交通部觀光局為推動「生態旅遊」及「觀光客倍增計劃」，訂定「發展
觀光條例」，並於民國 90 年 10 月 14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19 條規定：為保存、維
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設置專業導覽人員，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旅客
詳儘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而其所謂自然人文
生態景觀區範圍幾乎涵蓋高山地區，而有關專業導覽人員之訓練管理及運用雖訂有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但須賴進一步確定及與相關機關
溝通配合，始得實施，目前僅止於法令規定，尚無實際實施之案例。 

(三)地方縣市政府：各地方縣市政府為推廣當地觀光，依據各縣市政府的環境資源特
色，推動辦理各項登山服務；如高雄縣政府的十大名山選拔及高雄縣屏東縣每年舉
行的登山成年禮活動，均提供各項登山活動服務。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日趨開放，民眾登山觀念的改變，加上高山嚮導制度的取消、
入山及入園管制的變革（取消嚮導隨行及三人成行之規定），使原有登山服務管理朝更開
放自由的方向發展。雖體委會已修訂通過「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對我國的登山安全服
務管理朝專業化和國際化之方向發展，但目前諸多配套措施尚未擬定，以致仍無法實施。
因此在政府相關單位對於觀光遊憩與登山運動之推行及國民參與登山健行活動的日益增
加，未來登山服務管理有必要在相關登山管理規定、申請資格條件、嚮導員專業素質的
培訓、登山者教育觀念以及登山服務措施（應軟體設施）的議題上，加以深入研究探討，
俾能在高山生態環境保護前提下，提供登山者既安全又生態的高品質遊憩體驗（黃文卿，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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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可行性 

在政府目前財政拮据力行人力縮減之同時，由民間參與國家建設與管理是未來政府實施
之政策，一方面可以引進民間企業創新迅速之效率，改善政府僵化保守之觀念，另一方面亦
可藉由民眾直接之參與，使其有認同感而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基此，由民間企業團體參與
登山設施（包括步道、山屋、牌誌棧道等）之管理維護、遊客之解說教育及登山活動之辦理
等登山服務管理，是相關管理機關未來積極推動之方向。 
一、參與內容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內容可以相當廣泛，舉凡從登山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管
理維護到山友登山服務、活動辦理及環境資源維護等，有關登山服務管理各項軟硬體設
施均可為內容對象。然以目前登山硬體設施之建設須有較專業技術及須較龐大之經費限
制下，除擁有專業技術及資金豐富之企業財團外，一般民間團體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對
象內容，則以步道設施管理維護、山友登山服務、活動辦理及環境資源維護等主。 

二、參與單位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單位可包括私人企業團體、社區聚落或商圈組織、登山協會

或環保團體及個人等，在主管機關的管理審核下，提供全民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機會（汪
荷清，2003）。 

三、參與方式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方式，可依民間企業團體本身組織狀況及願意提供參與條

件，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原則下，分為以下三種參與方式： 
(一)提供經費方式（出錢）：是由參與單位提供一定金額之經費交由主管機關作為登山服

務管理之費用，此方式以私人企業團體最多。 
(二)派人執行方式（出力）：是由參與單位調派人員實際參與登山服務管理工作，此方式

以民間登山環保團體、社區聚落或個人最多。 
(三)派人及提供經費並行方式（出錢出力）：一方面參與單位提供一定金額之經費交由主

管機關作為登山服務管理之費用，另一方面亦派人員實際參與登山服務管理工作。
此方式究以派人執行或提供經費為主，當看主管機關與參與單位商談合作方式而定。 

四、權責關係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無論何種參與單位與主管機關均需是平行、對等的夥伴合

作關係，除了參與單位提供財力人力協助主管機關推動登山服務管理之外，同時主管機
關亦須創造民間參與之利基，以增加民間參與之意願與機會。 
(一)企業團體：舉辦公益環境關懷活動，樹立具宣傳效果之廣告性牌誌，提高企業知名

度，塑造良好形象。 
(二)社區部落：社區聚落可藉由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工作，向外宣傳推廣優美之環境及

觀光(三)社團組織及個人：自然環境愛好者可藉由實際參與監控登山設施及環境的
發展現況，實踐其山林保護之理想與對土地之熱愛，同時亦可達到休閒娛樂與身心
健康之功效。 

五、監督管考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除了有上述權責關係外，最重要的是主管機關要做好監督



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制度之探討 

管考的工作，例如確實要求遵守相關規定、派人實際現場督導、執行報告撰寫等，以防
止假借參與之名，行登山方便之門，確實達到登山設施維護與環境資源管理的工作。 

六、推動策略 
(一)訂定相關計劃、規定或合約，以作為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依據與規範。 
(二)由主管機關優先選定示範登山服務管理之對象與願意參與單位，建立合作模式與機

制，以作為擴大推廣之參考與依據。 
(三)邀請相關企業團體、民間社團、社區居民及民眾個人，舉辦說明會，進行政策宣導

及參與利基之說明，逐步推廣民間參與登山服務管理之進行。 
(四)配合服務管理之教育訓練，以落實各階段品管要求。 
(五)登山服務管理使用者付費制度之研擬。 

肆、民間參與玉山國家公園登山服務管理之規劃與執行 

玉山國家公園的環境資源有 80﹪以上的高山地區及 65﹪以上的生態保護區，是一座生態
資源相當豐富的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內含括 30 座百岳名山及 27 座 3000 公尺以上之高
山，除了國內外知名的玉山群峰外，南二段、馬博橫斷、八通關日據越道、南橫三山及關山
新康山等步道更是登山客的最愛，每逢登山旺季登山人潮不斷，因此有關登山服務管理可說
是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重要的園區經營管理業務。 

為做好園區登山服務管理之工作，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 74 年成立後即本於權
責，興建各項登山軟硬體設施、聘僱保育巡查員及解說員、辦理相關活動及辦理入園承載管
制等業務；然為配合政府精簡人事與經費之政策，有關玉山園區內之登山服務管理工作，近
年來已由原先管理處自行辦理逐步規劃鼓勵由民間來參與服務管理，以真正落實政府政策，
同時達到全民共管國家公園之目標。 

有關玉山國家公園登山服務管理規劃由民間參與執行之業務，目前較具有制度與成效
者，有志工培訓服勤、步道設施認養、登山活動辦理等三項工作，茲將相關執行辦理情形敘
述下： 
一、志工培訓服勤 

志願服務法已於民國 90 年 1 月 20 日公佈實施，而國家公園之主管機關營建署，
亦邀集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開會決議，有關國家公園之志工依其屬性分為解說志工（平地
地區）及保育志工（高山地區）兩類。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善用社會資源，補園區巡
山護管人力老化與不足，自民國 90 年起依據「志願服務法」及「玉山國家公園義務生
態嚮導員（保育志工）協勤管理要點」之規定，開始規劃實施保育志工制度，協助玉山
園區內登山之環境清潔、設施維護、遊客服務管理、災難救助及資源巡查等巡山護管業
務。目前總共培訓有 80 位保育志工（其中原住民有 12 位），除每逢假日調派園區排雲
山莊、觀高登山服務站、瓦拉米及南橫三山等地點做定點服勤外，並不定期協助相關活
動辦理、訓練及園區勘查等工作，在今（92）年至 7 月底已有 33 人 83 人次參與協勤
工作，協助園區經營管理各項業務，對於園區環境清潔、設施資源巡查維護、遊客服務
管理等工作，可說是幫住相當大。 

二、步道設施認養 
玉山園區幅員廣大，登山健行為園區主要遊憩模式之一，尤其是玉山主峰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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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 20 萬人次申請攀登，為服務廣大的登山遊客，妥善做好登山經營管理工作，
提昇登山遊憩品質，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 90 年即著手擬定認養計劃及約定
書，推動辦理園區內步道及設施由民間企業及社會團體認養的工作，以善用社會資
源，彌補管理處人力與經費不足。 

本項業務自民國 90 年由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首先認養玉山主峰步道後，目前已
有六項步道及設施由企業團體或民間社團認養（如下表）： 

項
次 認養單位 認養地點 認養時間 認養方式 認養內容 備 註 

（參與方式）

一 

統一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 

玉山主峰步道
（塔塔加登山口
口至玉山主峰） 

第一期 90 年 9 月 1 日
至 91 年 8 月 31 日 
第二期 91 年年 9 月 1
日至 92 年 8 月 31 日

第一年認捐 30 萬
5 千 6 百元 
第二年認捐 19 萬
5 千 6 百元 

由管理處聘僱原住
民每月一次執行步
道環境清潔及設施
維護等工作 

提供經費方
式 
（出錢） 

二 

中華民國山
岳協會 

南二段步道 
（東埔登山口經
大水窟至向陽登
山口） 

第一期 91 年 5 月 1 日
至 92 年 4 月 30 日 
第二期 92 年 5 月 1 日
至 95 年 4 月 30 日 

每兩個月派員執
行認養工作 

步道環境清潔、設
施維護、遊客宣導
服務及資源巡查等 

派人執行方
式 
（出力） 

三 

中華民國山
難救助協會 

南橫三山及關山
步道 

第一期 91 年 5 月 1 日
至 92 年 4 月 30 日 
第二期 92 年 5 月 1 日
至 94 年 4 月 30 日 

每兩個月派員執
行認養工作 

步道環境清潔、設
施維護、遊客宣導
服務及資源巡查等 

派人執行方
式 
（出力） 

四 

漢翔公司職
工福利委員
會 

玉山風口經八通
關至東埔步道 

92 年 5 月 1 日至 93
年 4 月 30 日 

認捐 10 萬元及每
月派員執行認養
工作 

步道環境清潔、設
施維護、遊客宣導
服務及資源巡查等 

派人及提供
經費並行方
式 
（出錢出力）

五 

明碁電通股
份有限公司 

塔塔加遊憩區及
玉山後五峰步道 

92 年 6 月 1 日至 93
年 5 月 31 日 

認捐 30 萬元 由管理處聘僱原住
民每月一次執行步
道環境清潔及設施
維護等工作 

提供經費方
式 
（出錢） 

六 

中華汽車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排雲山莊、觀高
服務站、瓦拉米
山屋及山風至瓦
拉米步道 

92 年 7 月 1 日至 93
年 6 月 30 日 

認捐 30 萬元 由管理處聘僱原住
民每月一次執行步
道、山屋環境清潔
及設施維護等工作 
，並提供部分經費
辦理設施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提供經費方
式 
（出錢） 

本項認養工作自 90 年 8 月起執行，經統計每月大約可協助清除園區 200 公斤垃圾、
步道每年至少 2 次雜草清理、步道坍方簡易處理、牌誌棧道山屋等設施維護、遊客安全
服務 10 件等工作，同時並將認養範圍擴大到山屋步道等設施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成
效斐然，已初步達到認養及宣傳效果，頗受社會各界好評與認同，這一點可從初辦時由
管理處覓尋團體認養，到今年由企業團體主動提出認養合作可茲證明。 

國家公園是屬於全體國民所共享的，未來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應走向協同管理之趨
勢，而民間參與認養就是新的方向；透過認養制度之推動不僅可以讓民間企業及社會團
體參與公益活動，亦可以帶動更多的民眾參與服務及監督管理國家公園的業務。因此未
來除須加強督導既有認養工作之執行外，並將持續規劃推動其他步道與設施（如馬博橫
斷步道、緊急醫療站等）由民間認養，同時再擴大認養工作（如設施之建設管理、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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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基金、登山保險、登山宣導等），期望藉由廣大民間力量，達到國家公園全民共管
的目標。 

三、登山活動辦理 
預防山難事件之發生有賴登山安全教育之宣導，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推廣正確的

登山觀念及配合政府「生態旅遊」的政策，於今（92）年規劃辦理「與玉山生態有約」
活動，藉由帶領遊客實際攀登玉山，教導遊客正確登山安全與觀念，並體驗玉山生態之
美。本項活動依「與玉山生態有約」活動計畫，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策劃並由中華民
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及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等三大登山團體，參與承辦
及保育志工之服勤協助，今年共規劃辦理 10 梯次，參加人數約 200 人；社會大眾反映
熱烈，對於登山教育之教導、高山生態之解說與登山服務管理，有相當大的助益。 

伍、結語 

台灣的高山環境資源是屬於全體國民所共有，在廣大的登山環境及每年 600 萬龐大的
登山人口中，如何做好登山服務與管理，在生態資源保育的原則下，提供遊客既安全又舒
適的登山環境，這不僅是政府相關管理機關的責任與義務，更需賴登山界與民眾共同的合
作與努力。 

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民間參與投資國家建設與管理為未來政府積極推動之
政策，我們期望民間社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參與山林維護及登山服務管理工作，共同
保育高山珍貴生態資源，讓我們的自然生態資源能永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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