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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登山嚮導證是警政署針對社團活動型態而產生的制度,但隨著山區活動

型態的轉變,嚮導必須被賦予更多的任務。台灣登山環境目前正處於轉型與成長

的階段,許多管理規範仍是曖昧未明的,是要以環境保護為重?還是該鼓勵登山

旅遊活動?如何規範龐大的登山人口?或誰來服務龐大的登山人口?都是目前

備受討論的話題。

本文將以個人相關經驗,試著探討台灣登山在走向商業化的趨勢下,相關管

理單位與從業人員之間的關聯及可互動的模式。筆者認為‥商業登山應朝向專業

登山嚮導的證照化與榮譽化制度,才能保障登山安全,並使嚮導同時作為管理單

位的人力資源,也擔負山林守護與教育的角色。

【Abstract】

Yesterday the National PoIice Agency jssued the guide,s |icense for the mountaineers

Who intend to carry on with their activities, As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has gone to

SOme Structural changes the function ofthe license should be changed as well, A guide

should show more responsibiIity and professionaIism, The mountaineering activity

ofTaiwan is growing but the administration ofnatural environment hasn,t caught up

With the growth, It is st“l being disputed tha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n

natural part of the country are incompatible, Is it possible to offer tours that won,t

haγ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ragile ecosystem of our mountain? If so who should

offer this service? How tours should be conducted? Here i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mment and guides should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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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元月,高山地區的入山管制不再需要「高山嚮導證」作為申請的

三≡ ,二:上玉山運動等等高山旅遊的推廣,台灣登山活動人口已經從過去以登山

三言、擎生等社團活動為主的型態,逐漸轉成商業、個人及社團等相互參雜的狀

≡ 三萼山區已經不是少數人活動的封閉式空間,而是任何人想去就可以去的區

三 三中,商業活動的介入,已成為不可避免的局面。

÷二國內旅行社的登山旅遊廣告所吸引的眾多顧客來看,台灣的山確實是前途

三三三二觀光資源;但也不乏外國人希望來台從事登山活動卻不得其門而入,因此

三雩一區資訊流通,似乎還處於不發達的狀態。而國家公園在被迫開放山區管制

_ ÷ ∴亭臨龐大的登山人口所帶來的環境保護、登山安全維護等等管理壓力,也

三≡二三入￣管制」或「開放」的兩難。

′、、上種種的情況,都凸顯台灣官方對山林地區的登山管理,在「入山管制」

≒ ￣三山嚮導」脫勾之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重去「高山嚮導證」的制度,是警政署針對登山社團活動型態而訂定的入山

三三一睪窯:而「高山嚮導證」的授證辦法後來被移到行政院體委會辦理。隨著山

三三委型態的轉變,並非「高山」地區才需要嚮導,特別在商業登山活動日漸增

二三二冬日,嚮導的角色亦形重要而必須被賦予更多的任務;因此在九十一年,體

三三≒始著手研擬出另一套登山嚮導制度,以因應新的登山時代來臨。

三是,正當體委會開始研擬新的「嚮導」認證與授證辦法的時候,內政部卻

乏≡二∴⊥管制規定,廢除了原本「三人」始得登山,以及以「高山嚮導證」作為

二三￣. 3000公尺以上入山申請之規定。因此,體委會草擬的登山嚮導員授證與管

≡ 、美去了￣登山嚮導」作為「入山管制」的法制基礎,目前仍難以研擬出能夠

≡≒三行的辦法。



當台灣登山活動目前正處於轉型與成長的階段,許多管理規範仍是曖昧未明

的。究竟登山管理是要以環境保護為重?還是該鼓勵登山旅遊活動?誰有能力/

權力,來規範龐大的登山人口?又,誰來服務龐大的登山人口,並在服務中提升

登山旅遊者的環境保育視野?這些都是目前備受討論的話題。

因此,本文將以個人相關經驗,試著探討台灣登山在走向商業化的趨勢下,

相關管理單位、從業人員與登山人口之間的關聯與可互動的模式,以及在自然環

境保育的前提下,台灣登山環境的永續發展方向。

二、山林活動人員與環境關係

(一)山林活動性質與對環境利用的方式

在開始討論之前,筆者把人們利用環境、與山林環境的互動方式,暫且區分
成以下四種型態‥

1.一般遊憩(簡稱A)

主要是指登山、健行、生態旅遊等活動人口,這也是目前對山最大宗的使

用族群。這些人主要性質是對該場域依賴性最低且熟悉度也最低的人,因

此在活動之前或之間需要較多外力協助的一群s

2.生活場域(簡稱B)

主要是指原始住戶或生活機能位於該山區的人,例如原住民、土地所有人

等。目前針對台灣山岳型國家公園範圍而言,除了當地居民私有土地外,

則是對傳統習俗文化的需求運用。這些人對場域的依賴性高且具有高熟悉

度,是提供外力協助的一群。

3.學術研究調查(簡稱C)

主要是指學術研究者、長期山林記錄、攝影與創作者,這些人於某段時間

中對環境有頻繁的使用率,對場域的依賴性中等但具有高熟悉度,是需要

部分協助但也可以提供協助的一群。

4,山野專業技能、職能及山林教育場所(簡稱D)

主要指職業或專業利用全部或部分環境者,如登山嚮導、巡山員、山莊管

理人員等。這些人對場域依賴性中,熟悉度中等,針對特定需求提供資源

也須要部份資源者。



針對這四類不同的活動,筆者粗略地暫時把它們與山林環境之間的依賴度、

熟悉度,以及這些活動的人本身究竟是作為外援提供者居多,或是需要外援的使

用者,依其程度之高低,圖示如下:

國圈困■田

口依賴性

■熟悉度

■外緩提供瑁

囚外媛使用者

由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一般遊憩的活動者,對山林的熟悉度是最低,而需要

有外援提供者(如登山嚮導、挑夫等等)的幫助,才能保障自身在登山遊憩中的

基本安全與舒適。特別在商業登山活動不斷增加的時刻,這些「外援提供者」的

角色也更加重要。

(二)山林活動人員的性質

為了更清楚地聚焦在這些「外援提供者」的角色,筆者繼續把在山林中的活

動人員的身分歸納為三類:環境使用者、環境管理者、外援提供者,這三種人對

環境的使用型態對比如下表‥

表一、山林活動人員與環境性質

活動人員 一般遊憩 生活場域 研究調查 山野專業技能、職能及 

(A) (B) (C) 山林教育場所(D) 

環境使用者 * * * * 

環境管理者 * * 

外援提供者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所有活動使用型態,皆屬環境使用者,但環境管理者則包括B及D o雖說在

生活場育中的住民( B )與研究人員( C ) ,也都有可能提供對一般遊憩之登山



服務;但他們都有各自的維生場域,頂多是「兼職」的性質,較少以提供登山遊

憩之專業服務來當作主要的生計來源。但在高山熱門路線的「登山旅遊化」狀況

下,目前卻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商業登山嚮導」的職業,作為對一般遊憩(A )

的外援提供者。因此,筆者把提供登山外援的「專業服務」放在D的領域內;

包括本來屬於(A)、( B)領域,但也提供登山專業服務的人。

若用環境保護及管理的角度分析,並以對環境「依賴度」及「需接受外援」

程度當作對出入山區「自由度」的評斷依據, B的自由度最大, C 、 D有部分的

自由度,而A則需要接受相當規範。若以可提供外援作為管理者的判斷的話, B

為最佳的管理者,C、D次之, A則不適合。

在現實狀況中,平常多在平地的山林環境管理者(暫且稱為E ,如警政署、

國家公園、林務局等行政人員) ,往往難以在第一線的現場,直接從事環境使用、

管理等行為。而目前( B )領域的人,卻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山林世界中,末必

與外界有所聯結。因此,只有具中度依賴性及中度熟悉度的D領域中的人,是

有較高比例從事提供登山「專業服務」的行業,並兼具環境使用者、管理者與外

援提供者三種身分的人。

在這樣的狀況下,當管理機構( E )本身無法在環境現場內,從事環境使用

與管理的行為,也就難以教育/規範( A )領域內的人;於是作為環境「外援提

供者」(特別是D作為專業服務者),便應是( E )與( A )之間最佳的仲介角色。

而事實上,目前許多國家的環境管理措施,已將D納入管理系統的一環,一來

節省管理人事成本,二來更能有效掌控管理範圍。

若針對外援提供者中登山嚮導一項,將一、二的分析,套在目前國內相關山

區管理(三)及國外山區管理(美國、尼泊爾)以做比較,各環境使用者、環境管理

者與登山嚮導之間的自由度與結合度如下‥

表二、台灣、美國、尼泊爾國家公園對專業登山嚮導、環境使用者規範之比較

台灣 美國 尼泊爾 

環境管理者 管理者自管 管理者必要時調度嚮導 委外援提供者管理 

登山嚮導 民間自審 受管理單位評核 受管理單位評核 

環境使用者 申請許可入園 自行登記入園 自行登記入園 

非強迫性宣導 強迫性宣導 嚮導代為宣導 

免費 付費 付費 

比較對象‥台灣高山型國家公園人園、美國第拿里國家公園及尼泊餚Sagarmathae國家公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酪理



由上表,我們發現三者對入出山區之環境使用者皆無資格限定,美國、尼泊

雩以「登記報備」方式管理使用者,而台灣尚屬於「申請許可.的制度o l但在

三山嚮導上,台灣尚末有審核方案,及與登山嚮導配合方案;美國則嚮導受管理

三生評核,必要時與嚮導合作,如急難救助調度;尼泊爾嚮導受管理單位評核,

「芋分管理委託嚮導執行,如嚮導可規範登山客。

(三)台灣登山嚮導現況

台灣目前的嚮導性質主要有四種,包括體委會即將於九十三年底廢除的「高

一萬導證」者、國家公園曾試著推行的「生態嚮導證」者、各登山社團內部自行

≡￣二三的「各社團登山嚮導」 、以及商業登山活動中所聘雇的「商業登山嚮導」等

=窯,茲簡述如下‥

二 鞋委會高山嚮導員:

具備行政院體委會所核發之高山嚮導證者。此類嚮導過去由各登山社團或團

毫圭萼人選,公部門採文件審核方式,但公部門本身對該嚮導無資格遴選之辦

三二此嚮導主要是三千公尺高山管制辦法之前最主要的活動嚮導,在開放山區以

三,該嚮導證持有人已不具備活動必要之嚮導資格,而本證也得於九十五年十二

≡三十一日後到期失效。

二.罰家公園「生態嚮導員」:

具備國內國家公園所核發之生態嚮導證者,該嚮導由國家公園單位辦理研習

≒挂後認定核發。國家公園推行生態嚮導以傳遞生態知識與環境教育推廣之目

三于,進而達到山區活動人口管理的效果。

國家公園曾將生態嚮導列入登山管理制度之一環,即山區活動必須以有生態

萼導隨行。但由於登山活動人口性質如二-(二)所提,並不只有一般遊憩人員,

還有生活場域、研究人員與山野專業技能、職能及山林教育場所等,有些活動人

口可能比嚮導具備更高的環境熟悉度,甚至為外援提供者的角色,而不適合受限

於生態嚮導之管理範疇之中。

3.各社團登山嚮導:

由國內登山社團所評核該社之嚮導資格者,該嚮導依個人實際登山能力受所

有關入山管制的「申請許可.與￣登記報報.制度之討論,可參見陳永龍, 2000/3/25 , 「人山

籌小高山嚮導證與登山安全:兼論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一些問題」 ,於《第四屆全國大專院

咬登山專文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大專登山聯盟主辦;或陳永龍, 2001 , 「環境倫理、登山

安全與入山管制一兼論登山教育與建構本土的登山學. ,於2001/4/14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

干言寸會論文集》 ,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楊文章(2001 ) 、陸昌華(20022)的文章,也

三張登記報報制,請參見楊文章, 2001 , 「現行入山管理辦法的探討」 ,於2001/4/14 《太魯閣國

家÷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內政部暨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辦;以及陸昌華, 2002 , 「登山嚮導的

姦責一角色與定位」 ,於雪霸國家公園主辦之《2002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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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登山社團所評核,應是最具登山專業技能的嚮導,過去該嚮導也多被社團推薦

為受核高山嚮導證。唯各登山社團活動性質與能力評核標準不同,故其推出的嚮

導無一定的共通標準。

4.商業登山嚮導:

商業活動所聘用之活動嚮導者,由商業活動、團體因活動內容需要而聘用之

嚮導。受聘於活動的嚮導包括以上三種嚮導來源或三種以外的人,嚮導秦質、能

力更無一定準則。

綜合以上現況,過去高山嚮導證者與生態嚮導證者,雖有山區活動規範之功

效,但都是特殊目的的管理方式,於是跼限了山林活動的發展。但目前國內登山

嚮導無公部門基礎評核準則的狀況下,不僅不能有效的將嚮導資源用於管理登山

活動;環境管理單位往往也需投入更大的人員、物力管理山區活動人口,並非有

效與經濟的方向。

三、山區活動相關環境管理法規

(一)入山管制相關規定

國內目前針對民眾進入山區「管制地區」的管理,主要採「申請許可」制度,

必須辦理入山或入園證。即,進入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內,須向主管機構申請

入園許可證; 2進入「山地經常管制區. ,則必須向內政部警政署(或下屬警政單

位)申請入山許可證。坤請「山地經常管制區.所須的證件:包括1.申請人員

名冊(申請書)三份‥ 2.登山計畫書三份; 3.登山路線圖三份; 4駙人員身份證正反

面影本; 5,入山證工本費每人10元(跨縣市者,每一縣市加收10元) ; 6.附回郵

信封(依郵件重量計資) 。

匱家公園生態保護區,因為都屬於「山地經常管制區」內,故同時需要入園

許可證和入山許可證。但2003年國家公園依據國防部及內政部之規定,修訂「進

入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報奉內政部核定;

自民國九十二年元月一日起實施,依據新修訂作業須知,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

者,須於入園前七日至一個月內向欲前往之國家公園以郵寄、網路「單一窗口」

或親自送達方式提出申請0 4

2請參見內政部,內政部,民國91年12月12日,「進入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

保護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 , http://\γWW.nDD.goV.tW/Darklaw/law2-8.htm o或玉山、太魯閣、雪霸

國家公園官方網站上有關「生態保護區」入園申請規定和申請書0

3請參見內政部警政署,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發)布, 「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

規定」 , httD‥//ww.npp.goγ.tw/Darklaw/law2- 10.htrn o

4資料來源: httD,//www.spno.rov.tw/hot news.aso?ID=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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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後來整併作業,提供入園、入山兩證單一窗口,則須檢附: 1.玉山

國家公園進入生態保護區申請書(內容有‥人員名冊、行程、環境維護、緊急處

理..等)一式五份‥ 2人員身分證影本各一份; 3.登山計晝書四份; 4.登山路線圖

四份; 5入山證工本費每人10元(跨縣市者,每一縣市加收10元) ‥ 6.附回郵信

封(依郵件重量計資)0 5

再者,由於警政署的「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中,已經取

消「高山嚮導隨行」及「三人以上始可成行」之規定;因此國家公園只能建議:

「未來民眾申請入園,因已民眾往後申請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應考量登山條

件,自行判斷要不要僱用嚮導,登山安全也由登山者或領隊自行負責。 」「取消

高山嚮導隨行之後,登山安全應自行負責,若違反相關規定,將依災害防救法相

關規定處罰。本處將於入園申請書上詳細審核是否詳填登山計畫、緊急聯絡人及

電話、行程路線及緊急救援方式等,俾密切掌握登山者行程。 」 6

其中,比較重要的變化是,登山的管制開放,進出山區變得自由一些:但也

因此無法過濾進出山區人員的登山能力及環境態度,而提高山難風險與環境破壤

的機率。因此,登山嚮導在山中的角色,特別是在商業登山活動中,尤其重要。

(二)登山嚮導檢定辦法

而針對評核山區能力的相關管理,體委會推動且多次修正的「登山嚮導員授

護邂邊_ 7 ,在九十年的版本中,就已經嘗試對登山嚮導進行國家規範,而依山

野活動中不同「專業能力」 ,把登山嚮導區分為「健行嚮導員」 、 「攀登嚮導員」 、

「山岳嚮導員」等三級(第三條) ,其檢定資格必、須是年滿二十歲以上,持有最

近三個月內公立醫療院所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參加攀登嚮導員及山岳嚮導員檢

定時,其檢查項目應包括血色素、肺吐氣量、肺動脈壓等三項) ,及有效期內急

救員或水上救生員證書,且具第四條條文所列資格者,始得參加各該級登山嚮導

員檢定。其專業能力、資格、撿定項目與檢定費用詳見下表:

’資料來源請參考: http://www.γSnD.篁OV.tW/tc/c)ther/appIY/a_3,aSP肌nk2 0

3請參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2/12/28 , 「入園申請取消高山嚮導隨行及三人以上始可成行

之規定」 ; http://www.spnp,gOγ,tWthot_neWs,asP?ID=28 0

’最新版本請參: http://media.iustsports.net.tw/sDO_demo/sDO law_COntent.aSI,?遁空o該法原為白警

政署業務移植過來的「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從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台八十七購

委綜字第04965號令發布;而後改名為「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

十一日九十髒委綜字第O18675號令修正發布,而後又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體委

全字第09300166021號令修正發布。而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六日體委全字第0930017505 1

號令修正發布的,才是最新版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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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級登山嚮導員資格檢定表

級別 健行嚮導員 攀登嚮導員 山岳嚮導員 

賁 
具備從事郊山、中級山及三 丁公尺以上高山等健行活 

除具有健行嚮導員技能 外,並具備攀岩、溯溪及雪 

除具有健行嚮導員及攀登嚮 
∵∵′∴ 

地行進之嚮導專業技能 
業 動之嚮導專業抆能者。攀登 

者。攀登之等級以北美優勝 導員技能外,並具備冰雪地之 
能 之等級以北美優勝美堤系 

美堤系統界定,為自由攀登 級數達五,八級者或人工攀 登達A3之攀登等級。 

嚮導專業技能者。 
力 

統(YDS)界定,為自由攀 登級數達四級者。 

檢 

1,完成附表一所定「健行 1,完成附表一所定,￣攀登 

1,完成附表一所定「山岳嚮 導員」級別之核定路線,經登 山團體證明者。 2,累計參加十四天以上之冰 

嚮導員」級別之核定路線, 嚮導員」級別之核定路線, 

經登山團鵑證明者。 經登山團體證明者。 

2,累計參加七天以上之登 2,累計參加十四天以上之 

山訓練,經登山團體證明 攀登訓練,經登山團體證明 疋 
雪地攀登訓練,經登山團體證 

=欠 
者。 者。 Fl 

明者。 3,二年內由合格山岳嚮導員 指導並擔任助理工作二次以 上,經登山團髑證明者。 

格 3,二年內由健行嚮導員級 3,二年內由攀登嚮導員級 

以上合格登山嚮導員指導 以上合格登山嚮導員指導 

並擔任助理工作二次以 並擔任助理工作二次以 

上,經登山團體證明者。 上,經登山團髖證明者。 

. . 

登山與環境保護 攀登環境認識與環境保護 冰雪地環境認識與環境保護 

登山計劃與領導統御 岩攀技巧 冰雪地活動技巧 

∵∴亡 科 目 

山野活動技巧 溯溪技巧 冰雪岩混合地形攀登 

一般救援作業認識 雪地行進坡巧 冰河行進與雪崩認識 

攀登場所救援作業認識 冰雪地救援作業認識 

檢 定 費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新臺幣四萬七千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90年版「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第三、第四、第十條及附表二之

資料整理。但最新版(93/9/6)發佈的辦法,這些條文內容並未修改。

由於體委會本身並不具備「檢定能力」 ,因此必須委託既有的其他參考指標,

來遴選「評審人員」的資格(第七條) ‥而且把檢定費用「外化」為申請者必須

負擔的「成本」 ,訂定高額的檢定費用,特別是「山岳嚮導員」這一級(第十條) 。

再加上目前「入山管制.中有關登山活動的規定,根本不需要「登山嚮導員」的

存在,所以這樣的管理辦法雖然公佈,必然無法真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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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山嚮導與管理單位之謀和

由於在山區活動只有「一般遊憩型態」的人,是屬於對環境依賴性最低且熟

悉度也最低的人,也是需要較多外力協助的一群,也因此許多環境管理是主要規

範這種活動型態的人,以降低活動意外或無知的環境破壞。方式藉由教育宣導提

高其對環境的認知及熟悉度,這群人多會找有經驗者協助,往往是找外援提供者

的登山嚮導支援。

所以,若環境管理單位能掌握嚮導資源,應該是更有效率的活動人口管理方

式。但現有管理的法令規定中,登山嚮導員確實沒有他應有的位置;特別是對商

業登山之嚮導,更有該有所規範與獎勵,促使其能夠專業化、榮譽化,是一個可

以思考的方向。換句話說,應讓「登山嚮導」真的可以作為一個「專業」 ,有實

質以此專業維生的可能性恫時又必須讓新白勺登山嚮導證照是一種對「登山專業」

知識技能的肯定,而成為一種「榮耀一的象徵0 8如此,才能既保障一般遊憩者

的登山安全,又能夠擔負環境管理、環境教育與山林守護的角色。

而在登山嚮導的專業化、榮譽化思考下,筆者認為商業性登山活動中作為外

援提供者的登山嚮導,應該具備的條件及與管理單位的關連,大致如下:

(一)嚮導應具備的知識、條件與能力

1.必須具備的部分

至少《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申「健行嚮導員」專業能力以上。即具備郊山、

中級山及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等健行活動嚮導專業技能;攀登等級以YDS界定為

自由攀登級數達四級者c且需具備登山與環境保護、登山計畫與領導統御、山野

活動技巧、一般救援作業認識等知識,並需尊重當地原有人文之態度者。

2.選擇具備的部分

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中「攀登嚮導員」及「山岳嚮導員」之專業能力,當地

人文歷史、自然生態、地質、氣象等專業領域知識。

(二)嚮導可與管理單位產生的關連:

1.管理單位可委託嚮導的部分

環境糾察工作、掌握活動人員的行為動向、最新山區狀況通報、協助政令宣

導、協助山區設施維護。

8陸昌華, 2002 , 「登山嚮導的職責一角色與定位. ,於雪霸國家公園工辦之《2002國家公匱登

山研討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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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單位可提供給嚮導的資源

山區資訊交流整合平台、開辦職訓課程、提供部分資酬。

3.嚮導可提供給管理單位的部分

彈性的人力資源、提高山區活動安全性、創造活動人口、減少環境宣導成本。

4.管理單位可提供給使用者的部分

可信賴的嚮導資訊、完整的山區資訊、山區對外的連繫

五、結論與建議

從前面分析探討,我們可以這麼說‥環境管理單位若能充分擁有「嚮導資

源」 ,就等於有更多的人力資源可用:但前提卻是須讓這樣的嚮導,是專業化、

榮譽化的制度,而非只是檢定與考評,卻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與榮譽制度。政府

部門不同單位間如何在相關法親進行統整工作,應是重要的工作。

過去國內的高山嚮導歸屬於各登山社團,嚮導證的認定也無確切的考核標

準,九十二年雖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已產生,但目前仍有執行上的間題點,而尚

未實行。但山區開放帶來的登山人潮,也正面臨更大的管理課題,這已是該整合

資源的時候了;而由管理單位進行嚮導資源的整合,也是最合適的。

但因一般遊憩形態中,作為環境活動中外援提供者的登山嚮導,實在應是介

於「環境管理者」與「環境使用者」之間的謀和角色,才能達到保障登山安全與

守護山林環境中的雙贏。困此,筆者也在本文的結論中,建議列舉管理單位可與

嚮導配合的相關方案,以供國家公園及相關山林管理單位,在制定山林相關管制

規定與獎勵辦法時的參考‥

(一)建立專業登山嚮導的證照與榮譽制度

為了保障一般遊憩形態的登山安全並加強環境教育,特別是針對商業登山中

的職業登山嚮導,應促使具有公信力的登山嚮導員授證制度建立,讓專業登

山嚮導走入證照的時代;同時,更應研擬獎勵辦法,來推動專業化的榮譽制

度。如此,嚮導的責任、義務與榮譽,才有認定的立基與獎勵標準。

(二)定期舉辦登山研習研討,廣納意見並提供進修交流機會

由於國內與登山相關的教育訓練、研習進修,除了各登山社團可能有自己的

研習進修計畫外;屬於跨社團的研習以及研討會,歷年來相當缺乏。因此,

應當多加舉辦這類研習研討,也提供這些專業嚮導的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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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歸屬專業嚮導人員的資料庫

若能順利推動專業登山嚮導員的證照與榮譽制度,便應針對這些專業嚮導,

建立人力資料庫,以備往後不時之需。例如,在推動國家山區救難制度化的

過程中,這些專業登山嚮導便是很好的人力資源,若他們仍有機會繼續充實

相關救難知識技能,便可以在急難時發揮莫大的功效。

(四)訂立環境管理單位與專業嚮導間的配合辦法

由於專業嚮導不只扮演登山安全的角色,也肩負環境守護與管理之責任;這

些嚮導與山林管理單位,都應當共同為維護自然盡一分心力。因此,建立環

撓管理單位與專業嚮導間的「新夥伴關係. ,訂定相關的配合與獎勵辦法,

將有助於整個制度的落實。

最後,筆者更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多聆聽登山界的聲音,共同擬定有關登山

活動更好的規範與獎勵措施,落實「環境管理者」與「環境使用者」之間的「新

夥伴關係. 。其中,專業登山嚮導制度的建立,將有助於這個新夥伴關係的推展

與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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