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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夢適系麟之建置興載展

林結貞、翁儷患

臺、緣起

1992年聯合國世界發展與環境大會通過《21世紀議程》 、 《森林原則聱明》等

文件,森林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森林多樣化機能的保全及永續經營戚為世界

潮流。世界各國為此紛紛制訂新的林業政策或工作計畫,改以重視環境之施政方法

利用林地及經營森林,期藉由「環境重視型政策」保障現代和下一代人們的社會、

經濟、生態、文化利精砷需求,便森林之生物多樣性、生產力、更新力、活力以及

潛力得以維持,藉以發揮生態、經濟及社會機能。

「山岳之島」台灣有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220座,山林地區常因地形起伏

或河川切割等天然環境的隔絕,形戚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孕育了許多珍貴特有的

生物、棲地與生態系,也因此吸引了許多的登山民眾走入山林。在登山及健行等戶

外活動,逐漸戌為「全民遘動」的今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期藉由全國步道

系統之建置與發展,在保育山林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有效發揮森林環境之經濟與社

會機能,便人們得與森林友善溝通,並從所有溝通的活動過程中獲得愉怏。

台灣山區多屬國有林地,由林務局管理;林務局於70年間整修了不少的登山

步道及避難小屋, 80年間因應國人登山風氣提升,委請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對全台

熱門登山步道進行調查, 90年1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研商建立全國登

山步道網會議」 ,決議由林務局協調各相關單位,規劃整合建置全國登山健行之步

道系統0 95年度更配合行政院呼應民間發起「開闢千里步道,回歸內在價值」社

會運動,擴大建置與發展之廣度與深度。

貳、全國步道系統建置與發展目標

早期遍布台灣山林的步道、古道(或越嶺道) ,蘊含了豐富的歷史與故事,保

存了台灣本土文化與先民生活智慧;全國步道系統的建置與發展,以各地既有步道

為主,利用步迢系統(線形網狀)規劃,整合旅遞區域、景觀據點(點狀)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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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環境資源特色、透過完善的軟硬體及豐富的遊程規劃,藉由系統規劃之方式,賦

予步遺系統新生命及定位。

隨著登山健行的普及,遍佈各地的步道網絡,提供國人認識自然環境、瞭解鄉

土文化、增進身心健康、推動生態旅遊與學習自我認知等場所,從其分布及使用狀

態等,瞭解先住民各族及社群間的闋係,認識台灣的土地與社會發展史。從沿途多

變的環境資源,認識自然生態與地理環境的多樣性典獨特性。從漫步曲徑蜿蜓間,

體驗台灣山林之美,啟發愛護環境思維,提昇健康正面之社會價值觀、活絡城鄉產

業與促進文化傳輸、深植在地文化內涵,建立具環境及文化共識的社區,自然永績

山林環境。全國步道系統的建置與發展,在保育山林環境、提供優質遞憩體驗之前

提下,輔以具備環境教育內涵之多元工作方案,使民眾於登山健行等戶外活動中,

得建立環境概念認知、澄清環境價值,認識人類、文化和生物、物理環境之間的相

關性,進而尋求自我生命之定位。

全國步道系統建置與發展之目標如下:

- 、以全國步遺系統為脈絡,串聯各地旅遞區及景觀據點:藉由全國步道系統

逗結孤立之森林遞樂區、國家公園、風景區等遞憩區域,延伸公共活動空

聞,形戚能量多元而穩定的自然旅遞網絡,完備生態旅遊之礎石。

二、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展現區域風貌與特色‥依據步道沿線的自然人文環境

特色,結合步道周邁山村社區的文化及農林特產品,發展多元遊程及配套

設施,促使自然環境與地區扈民和遊客三方各蒙其利。

三、均衡建置五大向度,促進系統整體完善發展:均衡發展步道整體系統之

五大向度,強化自然旅遊網絡交通、資訊、保育、體驗等適切之可及性。

配合管理規範,強化自然旅遞安全並降低周遭環境破壞,保護自然資源。

四、充實環境教育內涵,加強人與自然互動:導入多元活動,配合兼顧山林活

勤安全之環境教育,培養正確環境倫理之素養。發展山林活力及潛力,加

強人與自然之良性互動,提昇社會整體正面價值。

五、導入公私協力機制,開啟多元參與‥藉由公眾參與及公私協力等方式,兼

顧環境倫理、改善環境行為。輔導山村提供適切服務,活緯地方產業,建

立具環境共識及文化共識的社區,促進山林與地方社區永續發展。

參、全國步道系統建置發展策略

步道的分佈與發展,提供人類走入山林、體驗自然的最佳途徑。每一條步遘都

有專屬的獨特故事,行走其上,感受包括人文風俗、自然生態、地理地質、水文氣

候等故事情節,彷如進入一實體博物館。

完整的步道系統應包含生活圈、連結動線、轉運站、接近道路及步道本體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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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向度,依據資源潛力與限制條件之不同,合理發展各向度機能,建立不同強度之

服務設施,發展不同型態之山林活動,滿足登山健行、賞景旅遊、自然創作與治療

等需求。在全民風行登山健行的趨勢下,全國步迢系統以使民眾容易接近,兼具生

態旅遊網絡各條件之可及性為考量,其發展策略如下:

一、完善的向度系統:完整的步道系統應包含以步道為系統主軸,生活圈與

轉遘站為步道訊息與相關服務的樞紐,連結動線與接逅道路為連絡管道

之五大向度。

二、適切的設施活動:依據不同資源潛力與限制條件,建立不同強度之服務

設施,發展多元型態之生態旅遊活動,強化民眾接近山林的可及性,滿

足不同戶外休閒需求。

三、正確的環境態度:有效結合教育與管理之系列手法,有規劃的把適合自

然山林之環境倫理、態度、行為等,內化至便用者及管理者觀念,落實

環境行為管理,永纏經營山林環境。

四、多元的學習管道‥提供各類完善的資訊,包含相關知識、技能等多元學

習管道,以提昇國人環境知識,增進環境經驗,強化人與自然互動過程

之豐富結合。

五、豐富的互動發展‥藉由公眾參典及公私協力、自然創作及自然治療等人

與人、人與自然之互動,發掘山林的活力及潛力,提昇社會整體正面價

值。

肆、刻正積極發展之方向與內容

林務局自91年起著手規劃建置全國步道系統迄今,先後辦理了規範研訂、資

源調查、系統規劃、整修維護、網站建置與宣導推廣等作業,在歷經14個國家步

道系統藍圖規劃與配套發展等過程到今天,我們導入環境倫理,重視土地健康,尊

敬自然的一切功能與價值,期在兼顧生態保育、經濟發展及社區稿祉原則下,提供

優質山林遊憩與教育功能,落實環境行為管理,永續經營山林環境。未來更將加強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建立合作協力機制,維護步道生態環境,發展多元山林潛力,

促使山林產業有效升級並兼具品質,創造永續山林新價值鍊。

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發展,除致力建置完備之基礎步道設拖及戶外環境煬域,

目前更積極配合推動無痕山林運動、辦理步迢工作假期及發展自然創作,期在步道

軟硬體設施系統發展之同時,配合環境教育之多元內涵,培養現代國民、深化認識

台灣、加強社會關懷並拓展全球視野。玆就刻正積極發展之方向與內容略述如下‥

- 、研訂分級制度修訂規範,整合山林管理制度‥研訂步迢分級制度,檢討

修訂步道規劃設計規範,協調整合山林服務窗口及管理制度,完備山林



活動之管理條件及硬體基礎。

(-)研訂步道分級制度:針對台灣自然環境內,各步道長度、坡度、生

態環境、使用族群等條件,研訂分級制度,並配合環境條件與規劃

設計規範,建置發展步道系統。

(二)檢討修言丁各類步道規劃設計規範:檢討選線、定線及系統規劃規範、

步迢系統識別標章、解說及揩標牌誌系統等設計規範,整理編印步

遺設計、施工維護案例及操作手冊,以為建置維護步道系統之準則。

●整體發展概念 

●選定線及初步設計 

●現場設計調整及定線測量 

維護管理階段
●建立步道維護計畫

●建立步道經營管理計畫

●認養制度的建立輿賣施

●健全環境教育系統

圖1步邁系統規劃設計階段作業

(三)登山管理制度探討與整合:以保育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為基

礎,以便民、利於登山為出發,藉由「登山」相關法令、制度與

規定之分析檢討,強化相關法規與制度,調整登山管理制度與發

展,促使登山者共同保育山林,咸為山林守護者。

二、規劃全國步道系統藍圖,整體均衡發展:依據步道環境資源條件,整合

各景觀據點,規劃全國步道系統藍圖。研訂步道系統整體發展計畫,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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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規劃軟硬體建置及經營管理,完備步迢系統之整建0 97年3月預定完

戚北、南台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以為全國步道系統整體發展之依

循。

( - )考量步道資源特色及景觀美質代表性、生態敏威度與資源遭受衝擊

的可能性、交通連結關係與可及性、可提供遊憩機會之屬性、現有

使用程度、安全與使用困難度、與鄰近遊憩系統之串連性、興周邊

生活圈、社區、聚落之關聯性等評量因子,規劃全國步邁系統藍圖

並擬訂整體發展計畫,以妥善建置步遘系統之軟硬體設施,形塑優

質戶外活動環境。

(二)依據五大建設向度在步遺系統發展中扮演之機能與應提供之軟硬體

建設,落實發展計畫內容,整合建置全國步道系統,形構山岳經營

管理策略,發展永續健康自然環境。

三、落賓推動無痕山林遘動,內化環境倫埋‥ 95年著手規劃推動無痕山林運

動(LNT. Leave No Trace) ,醫試針對適合臺灣山林之環境倫理、態度、

行為等,系統性內化至使用者及管理者觀念0 96年起,除積極建置台灣

環境優化之相關準則規範及配套軟硬體,更整合行政機關、相關社團及

專家學者,籌組無痕山林執行委員會,積極協調整合公私部門之認知,

透過各級政府及相關團體之力量共同落實推展此遘動,以期具體落賓於

民眾之環境行為上。

(一)資料蒐集:廣泛收集國內外相關資訊,彙整國內相關研究戚果,以

為台灣無痕山林運動細則編輯之用,建立適於台灣長期推廣之教

材。

(二)伙伴結盟:透過會議及座談等方式,遨集政府相關部門、學者專家、

登山團體、環境關懷團體等研商討論,集緯公私部門資源及經驗,

共同研議台灣登山禮儀與環境教育參與糢式與推動機制,擴大無痕

山林運動推動與影響層面。

(三)教育訓練:考慮不同戶外活動的各類型參典者,提供適切之教育訓

練課程,以落實戶外活動者對待自然環境之友善態度與行為規範。

(四)宣導推廣與監測機制:利用研討、座談會議等公眾參與方式,針對

便用步迢需具備之態度與行為等理論與實務作法,交流意見、凝聚

共識。投入更多且長期的研究及監測,建立長期之研究及監測機

制,以為管理步道環境品質之措施依據。

四、整建維護步道路體設施,維護環境品質:依現地需求逐年整建維護步道蹬

體及相關設施,並設置步道指示、標詭系統,發展網絡相連之全國步道系

統,於提供登山健行使用設施之同時,兼顧整體環境品質之維護。



(一)依據步道系統整體發展計畫及步道規劃設計規範與現地需求,逐年

整建步迢路體及柏關設施,並設置步道指示、標誌系統,提高生態

旅遊環境之安全性,完備全國步道系統之步道路體與公共設施.

(二)整建步道過程係以原有路線、土徑步道為主,在保育自然環境及避

免人為破壞之原則下,以生態工法、自然材料為主,盡量便用當地

原有材料,就地取材,並兼顧步道之排水性、適地適材等前提°

(三)為確保環境品質、維護民眾安全並延長各類公共設施便用壽命,除

進行步道系統實質整建外,應適時適地整理營造可視景鸛,維護步

道沿線環境、路體及其附屬設施安全,充實緊急通訊、救難醫療等

設備,以備不時之需。同時考量典景觀道路、林迢等道路之接合,

於適當地點,設置符合環境條件必備之公共、安全、服務等周邊設

施○

五、建構導覽網頁及管理資訊系統,統一資訊平台‥規劃建構全國步道系統入

口網站及環境資料庫及管理資訊系統,提供步道旅遊資訊、環境教育教材

等查詢管道。

( - )建構步道環境資料庫及管理資訊系統,包含步道地理資訊系統及環

境監測系統、旅遊安全通報系統。逐步充實步道間各項環境因子調

查,結合各類位相及屬性空間資料及環境教育功能,建置步道系統

環境資料庫及管理資訊系統,以為步迢導覽網頁、電子學習站等用

途。

(二)建構步道數化圖資管理系統:整合步道環境圖像數位化資源,配合

環境資料庫等內容,便各相關資源突破時空限制,有效放大環境圖

資效益,發揮數位資源特性。

(三)整合開發步道入口網站,配合E化趨勢,整合並規劃開發全國步

道入口網站,統一資訊平台。即時更新並持續擴充導覽網站資訊,

提供即時資訊交流,規劃山林電子學習站,建置山岳電子博物誌、

強化山林環境相關知識,作為國人獲取生態旅遞資訊、學習自然

教育知識等最佳查詢管道。

六、辦理環境調查監測紀錄,掌握環境條件:針對各地步道進行自然、人文等

資源調查與綿錄,並進行環境生態及遊憩體驗之監測分析,掌握環境整體

及各分項條件,瞭解步道沿線環境之變化,回饞輔助經營管理等措施,維

護環境資源條件、遞憩品質o以地景尺度為葷元,結合自然、人文資源調

查,進行步道之時空及環境變化監測,評估步道系統便用情形、影響及效

益。

七、整埋翻于多樣化教材文宣,提供山林知識、技能學習管道‥整理各類山



●

林知識教材,編印發行步道旅遞地圖、摺頁、手冊及各類環境教育文宣;

結合步道導覽網站E化,並輔以登山研習中心、資訊中心等設置,提供

國人生態旅遊資訊、環境教育教材等山林知識技能之查詢與學習管道。

( - )收集整理山林知識學習教材:以森林育樂、登山健行等戶外活動為

主,涵蓋生物多樣性、地理環境、活動技術、資源管理、活動保險

與法律責任、山難防救、野外求生、登山醫學、人文歷史、氣象水

文等課題,整理作為山林教育相關學習教材。

(二)發行多樣化步道旅遞文宣:編印步道旅遊相關地圖、摺頁、手冊及

叢書,結合步道導覽網站E化輔助功能,提供國人步道旅遞資訊、

環境教育教材等題材及查詢管道o

(三)強化山林教育擴展層面‥研議於都市生活圈中規劃建置生態旅遞資

訊中心,提供環境教育相關資訊服務。另擇定邇當場所咸立山岳研

習中心,有效整合或運用前列各項環境教育發展內容,提供山岳相

關知識、技能研習之最佳場所。

八、推廣自然創作,拓展山林活力與灌力:鼓勵自然文學與藝術創作,推廣生

態美學,藉由自然觀察與創作,瞭解大自然所有產物形式所合乎的生存條

件與目的,培養生活性的國民品味提升;進而經由創作過程中的自由意

志,遑問自然存在方式的差異意義,揭露自然生態中存在方式所潛藏的人

性理想,便人的倫理更為真實精確。

九、推廣多元遊程創意活動,活絡地方產業:考量步道實際路線變化、整合地

方產業、環境特色及民眾之體適能,規劃各類遊程,供民眾遘用。

( - )各類遊程規劃:考量步道實際路綠變化、資源條件及民眾之體適能,

規劃各類遊程,並配合辦埋推廣活動,引導民眾認識山林環境,進

而愛護環境,珍惜環境。

(二)多元推廣活動:包括山徑筆記書推廣等靜態藝文提倡運動、無痕山

林運動系列活動、規劃組合式縱走健行活動、策劃親子步遘行旅等

各類活動瓣理。藉由活動的帶領,引領國人輕鬆走入自然,在無屋

頂的生態博物館中悠遊學習。

十、推展步道志工,促進公眾參與及公私協力:定期辦理座談會、研討會等,

提供公私合作之艮好平台。藉出步道工作假期或步道認養等方式,將「消

費環境」的旅遊觀念轉化為「環境參與(或生產)」的深度體驗與認同,

開啟多元參與機制,提昇環境共識。

(-)活絡公眾參與‥步道系統之規劃、施作及經管、維護等各階段,均

納入公眾參與機制,定期辦理座談會、研討會等,以利大眾參與並



嘹解相關業務發展情形o藉由公眾參與提供公私對話與合作之良好

平台,開啟多元參與機制,

(二)工作假期導入:結合生態與文化,導入新休閒形式之工作假期

( Working Holiday )活動。採類似夏令營方式舉辦活動,以新型態

的生態環境維護志工服務形式,招募對環境保育具熱忱、喜愛山

林活動的有志人士參與,利用工作或學校放假期間,參與自然生

態環境的義務勞動工作,藉工作達到服務社會之目的,且從中得

到休閒功能。工作假期以營隊活動進行,不僅有山林健行和大自

然賞景,戚員於過程中另需從事種樹、浮山、復育植被、步道景

觀改造等勞動工作,藉由實地的工作與在地的生活,宣導融入當

地自然與人文環境,體驗自然,並藉由實務勞動的付出,瞭解自

然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黍撥≡議
圖2本年度1月初於霞嘻羅古道辦理之生態工作假期,志工施作步道集水設施與

導溝情形與完成成果

(三)籌組步道志工團隊‥規劃籌組非營利性步道志工團隊,使步道之永

續經營得自步迢工作假期操作之經驗學習、交流互動及師資典參加

人員間互動學習等過程,延伸原僅參與活動「短期性服務」的步道

工作假期參與者,轉變為更具參典深度與廣度的「長期性服務」步

道志工利用公私協力之合作模式。如協助登山健行事務之經營管

理、步迢維護修整與環境監測等服務;或以工作假期方式,駛三巳

時以簡易工具及現地可取的材料進行步遺維修工作,共電捶實霎垣

教育,維護山林環境品質,型塑山林整體意象」崑展山林蓋霪紮益二

(四)鼓勵民間團體認養步道:由民間團體認養步違崔供相糖喜潔韓壽等

勞務服務,抑或由社會企業認養步道提供財務葦撙注c

●



伍、結語

行走山林間,曾經是一部沒有書寫過的歷史,片段散佈在無數生活的平凡段落

中。步道行腳,從只為生活,乃至遑求某塵娛樂、自由與意義的一部份090年至

今,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與發展隨著許多愛好山林與自然生態等各領域社會人士的

期待及多方之督促及協助下,近6年來積極建置與發展。然而先進國家的步道系

統,前後皆歷經數十載之發展過程,方能逐步周全完善,因此全國步道系統之發展

需以永續為前提,提供瞭解與保護自然環境的最佳管道與堤所,其中的生態與文化

更將成為獨特的台灣經驗,也是台灣再生的重點。

步道系統為提供遊客深入自然之主要網絡;步道系統除了提供大眾用腳去走,

用眼去看之餘,更能夠提供大家用心去體會的優質戶外環境。良善的山林活動可以

磨勵人的心志,讓人在活動過程中向大自然學習,從中獲取不同的生活體驗以激發

心靈層面的提昇,用心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之聞的和諧關係。全國步道系統的建

置與發展,主要在山林美學的培養,山林環境潛力與活力的發展,環境倫埋、山岳

相關戶外活動知識與妓能、自然環境管理等內容之統合與賽踐。相信惟有心及觀念

的改變,才能真正造咸行為的改變,也才得以領受大地之母和煦鯨盡的庇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