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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登山嚮導員培訓及檢定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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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架構我國登山嚮導員培訓及檢定策略之可行方案,並將登山區分為登山管

理、登山活動及登山教育三個面向分別進行初步探討與分析。登山活動與登山環境有著

相當大之關連性且登山環境因素會影響登山技術、登山裝備與登山環保之適用性,我國

山岳環境屬海島型氯候國家與英國、日本及紐西蘭較為接近,而在登山國情與法制基礎

上為大陸法系國家與日本及中國較為接近,而中國大陸近幾年在整個登山體制與管理上

進展相當快速且嚮導員管理上與我國較為接近均為體育部門所主管,本文初步建議就現

行登山嚮導員培訓與檢定架構可參採並修正中國之制度,可在(一)登山管理‥ 1體育

部門委託登山運動協會進行相關整合及登山運動員之檢定與管理02.環境管理部門就所

主管法令可增訂有關子法條文,針對特殊區域採強制配屬嚮導員(自然導覽人員)並徵

收環境使用費。(二)登山活動‥委託有關登山協會進行登山團體及登山嚮導員之訓練、

進修、檢定與管理並應進一部推動山岳保險制度。(三)登山教育:可分別推動1.正規

教育授予學分0 2,非正規教育授予時數0 3.職業教育授予證照等三方面推動,方能全面

提升我國登山水準及登山安全。另透過我國登山響導員培訓及檢定策略分析,建議可委

託成立專責之登山嚮導員培訓與檢定機構,以培養我國專業的登山嚮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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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暗登山紼導男培刺及拾是之採討

臺灣登山嚮導員培訓及檢定之探討

林志純、廖櫻芳、黃玄科

一、前言

依據去(2007)年林務局所舉辦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所載,行政院體委會正式回應

有關「登山嚮導員証推動之建議」五:經檢討「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業已修正登山

嚮導員授證相關措施,由現行本會名義委託發證改為登山運動相關團體或運動學術機構

團體申請辦理,並經本會以「行政處分」方式核准登山運動相關團體以渠等名義自行發

證,俾將事權充分完全回歸登山運動專業團體,本會則仍以登山嚮導員授證主管機關立

場或委託其他團體監督管理發證團體執行登山嚮導員授證相關事宜,增訂登山嚮導員自

行管理之職業團體制度等等,研擬新法規「登山嚮導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 。另後續基

於消費者保護、保障登山民眾人身健康安全及保育山區週邊生態環境等相關法益考量,

擴增登山嚮導員執行業務空間,擬參酌本會先前「游泳池管理規範」相關立法例,併同

研訂具有「行政指導」性質之行政規則「登山管理規範(草案)」 。

迄今2008年10月止,仍未見有關「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 「登山嚮導員授證管理

辦法(草案)」及「登山管理規範(草案)」之正式討論、公聽與修正,更未見有關登山嚮

導員培訓機制之建立與推動,而體委會95年(2006)委託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第一次辦理登

山嚮導員授證,報考人數總計315人,其中7人在考試前自動撤回, 6人報名資料不符,

不予報考,餘計有302人,其中294人報名檢定健行嚮導; 8人報名檢定攀登嚮導員,

取得健行嚮導員資格認證者為165人,取得攀登嚮導員資格認證者為3人,總計取得資

格認證者為168人,迄今這些取得資格認證者,有關就業、登山嚮導業務、消費者保護

及環境保育執行現況,亦未見有關之後續評估與調查分析成效未知外,登山嚮導之養成

與培訓過程仍未系統化、科學化與本土化,因而造成這幾年來我國登山嚮導員的整體素

質及社會地位仍未見提升,本文嘗試探討並分析適合我國國情現況之登山嚮導員培訓與

檢定方式,進一步將相關討論範圍擴大至登山管理、登山活動與登山教育三面向,期望

藉由文中探討的議題與建議事項,提供從事體育專業人員、環境管理或培訓檢定嚮導之

有關人員參考。

二、臺灣登山嚮導員之沿革

(一) 、探險拓荒期

緣於明清及日本時期臺灣係處於原始蠻荒的環境,入山的目的多在執行「開山撫番」

或致力於原住民治理事業與資源調查及開採。其中在1926年日治時代雖然成立有臺灣

山岳會的組織,且其學者會員很多學術研究遍及氣象、地質、地理、森林、動物、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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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及人類學等領域可謂登山成續豐碩的時期;可惜的是當時的高山與名山是只有日本

人可以攀爬的,故此時登山嚮導員多為熟悉該山區環境的原住民,而工作主要為帶路與

高山後勤支援。

(二) 、臺灣光復後期

二戰後臺灣的登山運動受戒嚴法影響深遠,特別在1956 (民國45)年國防部公布

戒嚴期間臺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嚴格限制人民自由出入山區,造成20年間登山人口

無成長,臺灣光復後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即譚靜梅( 1997 )所稱的奠基期(民國34-58

年)/發展期(民國58-73年)/轉型期(民國73-85年) ,在這幾期的登山運動囿於戒嚴且

沿襲日據警察管控及入山管制之原因,入山必須向警政單位申請並經審核許可,而登」

活動尚需檢附嚮導證,嚮導證的核發權在警政單位,而管理上登山者以登山團體靠行昨

方式運作,故此時期登山嚮導員除帶路及後勤支援外並逐步轉型成協助登山管理及參與

政府行政協助之工作。

(三)、多元專業期

自終止動員戡亂解嚴後登山運動朝向多元化發展,登山已不再只是登頂,歐美蓬章

的戶外休閒與保育觀念的引進,加上行政院將嚮導證核發管理由警政單位移撥給體委

會,按理我國體育部門規劃登山嚮導員可提升為「體育專業人員」並朝向歐美職業化發

展。而相當可惜的是,此立意良好之政策在相關管理制度與配套整合措施均進展相當緩

慢,加上規劃制度不合我國國情體制及相關基礎背景資料難以整合情形下,多年以來仍

無法提升登山嚮導員專業形象及技術水準,而觀光旅遊業之導遊領隊更已在2004(民匱

93)年提升為國家考試之普通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同理現今之登山嚮導員應必需

具備專業技術能力與知能。

臺灣未來趨勢

1.登山嚮導貝肩負環境教育使命

由於登山者均不是該山區生態體系之一環,就環境觀點來說「登山者即是污染者_ ,

這也是登山者多被稱為「登山客」的原因,對山來說登山者均屬於外來客,故登山嚮導

員在帶領登山者進入山區時,必須肩負所帶隊伍降低山區環境衝擊及環境教育的使命才

能便山區生態資源永續利用降低生態環境之衝擊0

2.職業與非職業導向的登山嚮導員併行

目前我國職業分類上雖有登山嚮導業,但就目前自由經濟市場及取得嚮導證無法不

具排他性執業情形觀之,職業嚮導市場經濟規模及管理制度尚未完備,故小規模非職業

導向興趣業餘之登山嚮導員仍會持續0

3.登山嚮導員(自然導覽人貝)特殊地區的強制配屈

環境管理單位整體考量環境生態敏感區及特殊地區專業導覽之必要性,就環境生態

及安全考量,特殊地區應採強制配屬登山嚮導員及嚴格審核申請許可制,以保護生態環

境及登山安全,至於一般非生態保護地區則應採行登記報備制方式放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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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聘登山繡導男拮圳及檢定之採討

J.登山嚮導員技術極端與知能本土在地化

只會帶隊的登山嚮導員需求將減少,就目前相關登山管理面來看在臺灣登山,依相

關法令規定根本不需聘請登山嚮導員陪同,故除非登山者自覺需要前往特殊地區或需要

特殊技術才能到達之山區或者從事生態旅遊需要在地之登山嚮導員導覽,以更加深入了

解在地文化與其生態,故登山嚮導員勢必走向技術極端與知能本土化。

三、現行臺灣登山嚮導員定位與管理

(一)、實質現況

目前臺灣地區大部分的登山活動,在入山管制登山需嚮導證陪同制度取消後,大都

是透過登山社團或自組隊,以類似旅行社的運作方式進行,而政府部門尚未對登山嚮導

員進行相關的進修輔導與管理,其在業務性質上係屬於旅遊服務,類似觀光業之領隊與

嚮導性質。

(二)、定位、職賣與內涵

經查政府部門相關法令規範,目前係依據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規定,登山

嚮導員在法律定位上係屬「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 ,故現行登山嚮導員為體育專業

從業人員,而其職責依目前「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及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

令並未予以規範;此外在實務面上明定書面規範者多訂於所謂旅遊契約中,其中尚有大

多數登山隊伍係以慣例方式進行登山活動,其成員相關權責並未明定,如前述我國現行

登山嚮導員角色職責類似旅遊業之導遊與領隊業務,肩負隊伍之行程規劃、食宿安排及

安全管理事項,而在相關法令仍未給予相關規範。

此外考量登山環境管理、登山活動管理及登山教育三面向之登山嚮導員之屬性、性

質與內涵可歸納出如下:

1.登山嚮導員之屬性

(l).環境管理面:環境維護管理者助手

(2).登山活動面:遊憩、運動、自然體驗引導者

(3).登山教育面:環境教育、遊憩教育、親子教育、運動教育執行者

2.登山嚮導員之性質

(l).環境管理面‥污染者、利用者、消費者

(2).登山活動面‥冒險者、運動者、專業者

(3).登山教育面:心靈體驗引領者、自然體驗引領者、自我成長引領者

3.登山嚮導貝之賁質內涵

( l)環境管理面:協助對山林自然環境降低環境之低度負面衝擊並進而護衛山林。

(2).登山活動面:協助社會及政府降低登山活動風險、促進登山者身心健康。

(3).登山教育面‥協助登山者體驗遨遊臺灣山林並熱愛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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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登山嚮導員之定位

(l).引路人員

(2).體育專業人員

(3).旅遊服務人員

(4).環境看守人員

(三) 、法令架構

1.體育專業人員管理:

登山嚮導員目前母法係依據「國民體育法」所延伸「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所定,

主要係規範體育專業人員之檢定資格,相關檢定內容規範並不完善,且職業登山管理與

檢定制度尚末納入「技術士」相關規範0

2.登山使用環境管理‥

我國為多山岳之環境,故登山嚮導員所使用之山岳環境法令規範計有: 「森林法」 、

「國家公園法」 、 「發展觀光條例」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等,上述相關法令均已有限制

特定區域許可制之規定,惟目前尚未與登山嚮導員產生連結0

3.登山教育推動管理:

(l),正規教育:目前已有科技大學在森林科生態旅遊組開設三學分「登山嚮導課

程」 ,其現行課程為部訂選修,於此課程內容加強登山倫理與生態保育觀念及野外求生

技術,以符合自然資源保育及生態旅遊之精神;此外相關休閒產業系所如國立體育學院

亦已逐步建置正規教育之相關學分課程。

(2),非正規教育‥目前多由社區大學或登山社團進行相關講習訓練,依相關法令授

予學習時數之認証方式,係屬較為普遍且可全面性推展之教育方式。

(3),職業教育‥目前僅體委會辦理之登山嚮導員檢定及授證,而有關登山嚮導員之

職業進修與教育訓練,相關部會均尚未予以規劃。

證照機制

在我國現行專業證照制度中,主要可歸納為下列四類:

1.國家考試制度(公務員考試) 0

2.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執業證照制度0

3.技術士技能檢定及駿證0

4.專業人貝能力鑑定考試。

考選部於88年4月9日(88)選規字第03295號函復行政院體委會界定登山嚮導員係

屬技能檢定。而所謂技能檢定係指依指定程序及標準,對國民工作技術能力,測定其工

作上所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凡達一定水準者由政府頒給技術士證的一項措施,而技能

檢定的功能係評鑑接受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者習得知能水準、建立技術士證照制度,以

利國民就業及提高技術及服務水準,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產業技術發展。故登山嚮導

證屬性界定如同學歷證件,作為參加訓練及技術程度之證明;有者具就業資格證明之作

用;目前職業潛水已納入甲乙級技術士證照辦理檢定,而登山嚮導員尚末納入技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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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聘婪山嚮導賈椅訓及檢是乏撲討

照體系中,係由體委會針對體育專業人員自行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檢定,體委會現行之檢

定證照不具排他性與執業性,且委託適法性、公正性與檢定內容頗受質疑外,行政部門

並未依照國民體育法之規定先行辦理進修訓練再予以檢定,取得該張體育登山嚮導員檢

定證照對就業與專業形象並無助益。

(四) 、市場及保險機制

目前依據體委會評估,登山嚮導業之產值每年約為二千萬,此登山活動市場有旅行

社、職業及民間業餘登山嚮導瓜分,加上政府部門並未妥善管理及規劃造成職業市場未

達自由經濟規模,另外登山活動亦屬高風險活動,我國至目前為止亦尚未規劃有專屬登

山活動之保險機制,旅遊險針對高山病給付仍常有爭議,登山嚮導員在肩負嚮導及領隊

之使命提供安全旅遊服務風險相對提高,有關風險管理與規劃仍未見實質之推動。

四、各國登山嚮導員培訓策略分析

所謂培訓策略,就是主動尋求一套行動方案,藉以發展出登山嚮導員的競爭優勢並

強化其優勢。透過策略的運用,培訓出專業的登山嚮導員,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每隔數

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對登山嚮導員的技術以及專業性進行考核與評鑑,讓登山的專業

技術能進行局部或重大改變。

本研究針對中國、日本、美國以及英國登山嚮導員培訓策略作一系列探討,期望藉由各

國成熟的登山嚮導員培訓型態,找出適合我國國情之登山嚮導員培訓模式以及實施策

略。

(一) 、中國登山嚮導員培訓策略分析

中國在登山運動的管理上,由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統一辦理培訓與檢

定,登山嚮導訓練合格人員,由中國登山協會統一頒發高山嚮導實習證書,實習合格後

才正式頒發高山嚮導證書,並依照規定可從事高山嚮導之工作o

1.初級嚮導貝培訓

參與初級嚮導員培訓之人員需經過基礎技能的考核,考核通過方能進入初級嚮導員

培訓。培訓的目標在於熟悉基礎登山安全與風險;掌握登山活動的基本知識;了解山岳

等級、地理環境,並具有攀登6000公尺以上高山的登頂紀錄3次,以及攀岩、攀冰的

基礎技術。藉此管控初級登山嚮導員的專業能力與素質0

2.中級嚮導員培訓

除了須具有二年初級嚮導的工作經驗外,要更系統化了解登山的理論與知識,並取

得登山中心檢定合格證書。在登山活動中具備計畫、組織的能力,正確判斷活動危險性

以及控制活動進行的能力,熟悉攀岩、攀冰技術。至少攀登6000公尺以之高山3次,

7000公尺以上高山3次記錄,或7500公尺一8000公尺高山記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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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級嚮導貝培訓

具備四年以上高山嚮導的工作經驗,精通登山理論與知識,靈活運用攀岩、攀冰技

術。全方位了解活動計劃、團體組織架構並具有領導統馭的能力,取得登山中心檢定合

格之高山嚮導證書,至少精通一種外語。攀登7000公尺以上不同山岳3次以上記錄, l

次8000公尺以上高山記錄並登頂。

各級高山嚮導每兩年須參加各類型高山嚮導培訓課程或申請晉級訓練,每二年進行一次

資格檢定,檢定的同時提供二年內的登山活動經歷以及相關證明文件,檢定未通過,取

消高山嚮導的資格。

(二) 、日本登山嚮導員培訓策略分析

日本登山響導的培訓由山岳嚮導聯盟,統一管理全日本的山岳嚮導培訓業務,並且

加入國際山岳嚮導協會聯盟IFMGA ,主要須接受培訓之嚮導分為助理山岳嚮導、日本

山岳嚮導及國際山岳嚮導0

1.助理山岳鵝導

日本助理山岳嚮導的資格取得須通過由都道府縣知事承認之山岳嚮導考試,或聯盟

指定考試通過及格者,並獲得聯盟理事會3分之2以上的推薦0

2.日本山岳嚮導

山岳嚮導員的培訓,須完成日本文部省登山研修所主辦的研修會,研修會的課程包

含:冰雪技術、攀岩技術、緊急危難處理助技術以及滑雪技術等。完成培訓課程後,經由

山岳嚮導聯盟統一檢定,並取得證書0

3.國際山岳嚮導

國際山岳嚮導的培訓要求比山岳嚮導高,不但須完成文部省舉辦的高級嚮導員培訓

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書,還須具有攀登喜瑪拉雅山、阿爾卑斯等冰河的發達山岳50日

以上的冰河攀登經驗。在海外高山擔任國際山岳嚮導(uAGM)助理嚮導7日以,並獲得

理事會3分之2以上的推薦。

所有聯盟所公認之山岳嚮導員取得證書後,仍需出席聯盟所公認之技術研習會,任何研

習課程一年之中必須出席四日以上,由聯盟主辦的研習會則必須在三年問完成五學分課

程進修,若無特別理由連續二年末出席研習會,則取消山岳嚮導員資格。

(三) 、美國嚮導員培訓策略分析

美國山岳嚮導員培訓由美國山岳嚮導協會( AMGA)經營策畫,針對提供服務的登

山機構以及山岳嚮導員進行考核和審查,建立專業的服務品質以及安全管理機制0

1.山岳嚮導

山岳嚮導員的培訓,基本要求是要在冬季,具冰攀和岩攀的專業技巧。課程中,培

訓人員將被要求具備冰河、雪、冰、岩和冰岩混合路段等地形領導隊員之能力。在攀登

過程中能安全、自信的操作攀登、確保、固定點架設等技術。

一個山岳嚮導員的養成,必須得到攀岩嚮導和滑雪嚮導證書,再經由助理山岳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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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之後,透過培訓合格取得山岳嚮導資格0

2.國際山岳嚮導

取得山岳嚮導資格後,可申請加入IFMGA ,在獲得IFMGA會員國認可之後,即可

取得國際山岳嚮導員資格。

(四) 、英國嚮導貝培訓策略分析

英國山岳嚮導協會在整體制度上都以符合國際山岳嚮導聯盟與歐洲嚮導委員會的

認定標準,因此所舉辦之山岳嚮導員培訓與檢定,在歐洲各地以及各國際山岳嚮導聯盟

會員國間,也都可以互相認定並執行嚮導業務。

在英國,要成為一位專業的登山嚮導員除了須申請成為協會會員之外,在入門基礎

訓練課程開始之前,必須與協會共同討論訓練的等級和未來訓練課程的評估方式,讓候

選人有磯會了解自己目前的實力以及未來將要面臨的挑戰。

分為夏季與冬季訓練,夏季訓練包含體能訓練,疾病的預防,環境知識,領隊權責

以及專業技術的評估,冬季訓練則包含雪崩訓練、雪崩的察覺和預防等。

完成培訓後,需具有實際攀登五年以上的詳細資料以及文件證明,並獲得二位審查

員的推薦,以保證山岳嚮導員的專業值得信賴。

表一 各固籠導員培訓策略分析一覽表

圍別 培訓策略 

中國 固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統一辦理培訓與檢定,檢定合格取得高山嚮導實習證書,實習合 

格後才正式頒發高山嚮導證書,並依照規定可從事高山嚮導之工作。各級高山嚮導,每二年須參 

加各類型培訓課程與檢定,未通過檢定,取消高山嚮導證。 

日本 日本登山響導的培訓由山岳嚮導聯盥統一管理山岳嚮導培訓業務,完成各承辦單位培訓課程後, 

須接受山岳嚮導聯盥理事會3分之2以上的推薦,並取得嚮導證書。取得證書後,仍需出席聯盟 

所公認之技術研習會,若無特別理由連續二年未出席研習會,則取消山岳嚮導員資格。 

美國 由美國山岳嚮導協會(AMGA)經營策畫,針對提供服務的登山機構以及山岳嚮導員進行考核和審 

查,山岳嚮導員的養成,必須得到攀岩嚮導和滑雪嚮導證書,再經由助理山岳嚮導實習之後,透 

過培訓合格取得山岳嚮導資格。 

英國 要成為一位專業的登山嚮導員須申請成為山岳嚮導協會會員,基礎訓練課程開始之前,與協會共 

同討論訓練的等級和未來訓練誅程的評估方式,了解自己目前的實力以及未來將要面臨的挑戰。 

完成培訓後,需具有實際攀登五年以上的詳細資料以及文件證明,並獲得二位審查員的推薦,以 

保證山岳嚮導員的專業職得信賴。 

登山嚮導員的培養與訓練是全面提升登山人素養的一種方式,在登山嚮導員培訓與檢定

議題的熱烈討論下,結合各國實施登山嚮導員培訓之資料,作為國內登山嚮導員培訓的

借鏡。有助於整體登山服務品質的提升,培養專業的登山活動技巧,除了從登山中找到

樂趣之餘,還能藉由專業的領導技術,帶領更多愛好登山的人士,體驗戶外運動的樂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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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登山嚮導員培訓之重要性與方向

(一) 、登山嚮導員培訓的重要性

目前國內登山嚮導員檢定方向依體委會規劃,對有意成為嚮導者,以「行政處分一

之方式委託民間專業團體給予授証之資格,並於通過學術科檢定之後發與證照。現形授

證辦法當中僅提及檢定方向以及檢定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內容,在培訓登山嚮導員以及素

質上,將交由各登山團體自行認定把關。

登山嚮導員所需有的能力分別為基礎理論知識、登山專業技術性知識以及登山環境管理

知識。實在需要規劃長期、系統性的課程來加強登山嚮導員的專業外,並輔以有效且嚴

格的檢定制度,以確保登山嚮導員的素質。

王玉麟(民87)認為培育是為使專業人才更加卓越,發揮更佳的能力,在投入每項工

作之前,增加與增進其職前的各項教育、訓練、培植、養育的功能。也就是說登山嚮導

員培育的意義是在投入登山嚮導工作之前,為確保登山嚮導專業的素質能發揮其最佳效

力,所提供的各項教育、訓練、培植、養育計畫。登山嚮導員的培訓可以不同的方式呈

現,但用意都在於掌控登山嚮導員專業的素質,以確保登山活動品質。

登山嚮導員培訓的目的是使有志成為登山嚮導者,得以獲得登山嚮導任用資格且兼

備登山嚮導職務所需的各項知識、意向(disposition)與能力的一段過程。培訓的過程或方

式必須兼具專業知識、意向、能力的培養,運用不同的課程目標與活動規劃,達成培訓

的目的。藉由培育前與培育後的篩選,接受專業的課程訓練及實習,通過能力檢定,以

獲得登山嚮導員資格,達成必備能力的養成。

登山嚮導員培訓之重要內涵可分以下幾點‥

1.一貫性嚮導員專業化養成之歷程0

2.確保嚮導貝專業素質的培養,提昇登山各類型活動品質0

3.透週各類型的課程及活動規劃,滔蓋登山嚮導貝專業知誡、意向、能力的培養,

以幫助登山嚮導員提升專業素質。

登山嚮導員之所以需要培訓,主要目的在於引起個人行為的改變,改善目前的工作

表現,或增加從事嚮導的能力,以適應各種危機處理,進而提高登山活動的品質。

(二) 、登山嚮導員培訓的方向

目前國內尚無登山嚮導員培訓的專責機構,對於培訓的內容也沒有系統性的方向‥

為了貫徹「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對登山嚮導員資格檢定的相關規定,完備登山環境管

理及登山活動市場,藉以提高國內登山嚮導員的專業素質,促進及推廣國內登山活動健

康有序的發展,除了應舉辦登山嚮導員檢定之外,也應針對檢定人員提供培訓的管道.

鼓勵配合一貫性培訓方式,才能達成素質的提升。

由於國內登山組織及單位各有其重視之培訓理念與目標,在各類活動、課程設計、評鑑

方式上各有不同,程度表現上難以衡量,教授成果更加難以掌握。因此,為了培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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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導員的多元工作能力,服務能力和保障登山者生命安全之能力;應設法提高登山運動

行業整體水準,規範登山有關活動,討論與規劃我國本土所需的各項登山技能。

推動登山嚮導員培訓可透過理論性課程、技術性課程,以及登山管理相關權責課

程,提升登山嚮導員的素質及專業能力,促進國內登山嚮導員整體能力的進步與發展o

1.理論性課程‥

(l).山岳人文:如登山倫理、歷史淵源、原住民文化等。

(2)山岳生態:如生態保育、生態觀察、環境特性、自然體驗等0

2.技術性課程‥

(l)登山知識:如高山環境特性、氣象、地圖、山野生活知能、登山計劃、登山安

全守則、野外急救等。

(2).登山裝備‥如個人與及體裝備、各式專業登山器材、郊山裝備、中級山裝備、

高山裝備、技術性攀登器材等。

(3)登山技能:如山野生活技能、營地選擇與架設、特殊地形通過、攀岩、溯溪、

方位判讀、野外求生與應變等0

3.登山管理課程‥

(l).法令與制度:如入出山管理法令、環境法令、自然保育法令等。

(2).山難防救:如山難成因與認識、山難預防、山難搜救、山難留守業務等。

(3).領導統御:如權利義務與職責、行前會議、總務與採購、團體認知、活動結束

檢討等。

透過完整的登山嚮導員培訓規劃,再輔以資格檢定可掌握培訓的成效,提升整體登山嚮

導員素質,才能顯現登山嚮導員檢定的價值。

(三) 、以2007年中圍大陸培訓計晝為例

我國登山嚮導員檢定於2007年並未庚續舉辦,而中國大陸已於2007年3至4月寶

施基礎技能初級攀岩、初級戶外、初級拓展指導員的培訓計畫,該計畫明定為‥在總結

了以往幾年培養訓練班的經驗墓礎上,中國登山協會定於2007年3月19日至30日, 4

月2日至20日期間在北京懷柔國家登山隊訓練基地連續舉辦兩期基礎技能、初級攀岩

教練員、初級戶外指導員、初級拓展指導員培養訓練班。具有一定戶外運動和攀岩基礎

者,可直接參加3月23日與4月6日的等級培養訓練資格考核(基礎技能考核) ,考核通

過者及以往取得助理級別者可參加初級攀岩教練員、初級戶外指導員、初級拓展指導員

培養訓練班。可看出其已將培養訓練及資格考核併同舉行舉行外並將級別標準分為初

級、中級、高級及指導師級等四級,在培訓及考核上採循序漸進不似我國只辦理登山嚮

導員檢定工作。

其培養訓練對象分為‥

1.熱愛登山、攀岩及相脯戶外遘動的愛好者0

2.有志從事登山、攀岩、山地戶外運勤、拓展從業者。

而培訓之報名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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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基礎技能培養訓練班:年齡18周歲-55周歲;身體健康;熱愛登山、戶外遘動s

2,初級攀岩教練員、初級戶外捐導員、初級拓展指導員培養訓練班‥基礎技能考核

透迴者;以往助理級別持証者具有較好的溝邇能力和表達能力。

就上述報名條件可看出中國大陸對於戶外有關培訓與檢定係採取較為開放之態度,

與我國採取相當嚴格之資格限定不同。

至於其培養訓練目標及課程價值臚列如下:

1.基礎技能課程

培養訓練目標:

加強登山戶外運動基本知識和技能;提升野外風險識別能力和基本操作技術;提÷

安全和環保意識。

完成基礎技能培養訓練課程可取得以下斬獲‥

( l).了解並掌握登山戶外運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識。

(2).了解戶外及攀登的裝備知識及其使用與保養。

(3).熟練掌握戶外常用繩結的打法與應用。

(4),了解野外環境的基本知識及具備野外活動的危險初步識別能力,包括地理、氣

象、生理等;掌握基本攀登技術,包括上方確保、下降、人工場地上方確保點設置、基

本攀登技巧0

2.初級攀岩教練員

培養訓練目標:具有較強的安全意識和熟練的攀岩基本操作技術,並針對初學人進

行安全保護和技術指導。完成初級攀岩教練員培養訓練課程可取得以下斬獲‥

(l).了解攀岩運動的起源、發展歷程及現狀。

(2).熟練掌握常用裝備的使用方法及其限制。

(3).熟練掌握下方確保技術。

(4).常用攀登方法,具有一定的先鋒攀登能力。

(5).自然場地確保點設置的基本方法。

(6).掌握簡單的單繩上升下降技術。

(7).對初學人能夠進行一般性的技術示範和指導0

3.初級戶外指導員‥

培養訓練目標:具有較強的戶外活動技能和安全意識,具備團隊活動中領隊工作的

綜合能力。完成初級戶外指導員培養訓練課程可取得以下斬獲:

(l)了解戶外運動的定義、發展歷程及現狀;

(2).熟練掌握常用裝備的使用方法;

(3).熟練掌握戶外各種地形的行走技術;

(4).熟練掌握地形圖判讀和指北針使用方法;

(5).具備野外活動中的營地和生活管理能力;

(6).熟練掌握團隊活動的前期裝備、食品等配備和管理;

(7).掌握處理團隊戶外活動中的管理和挫制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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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級拓展指導員‥

培養訓練目標‥具備熟練的安全操作技能;掌握拓展活動的基本知識;具備拓展活

動過程中的指導能力。

完成初級拓展指導員培養訓練課程可取得以下斬獲‥

(l).熟練掌握拓展的相關安全操作技術。

(2).熟練掌握拓展的基本概念。

(3).了解拓展的起源與發展歷史。

(4).了解拓展的分類、特點、功能與作用。

(5).掌握拓展活動的一般流程與重點環節。

(6).掌握拓展指導員在培養訓練中的角色、作用。

(7).達到拓展指導員的能力與素質要求,熟練掌握拓展的過程監控和回顧方法。

由上述培訓計畫觀之,中國大陸有關登山運動發展已較我國進展怏速,除已進入「考

訓合一.之外,並已跳脫登山之框架朝全面戶外遊憩專業人員之方向努力,因而發展出

國家培訓檢定登山嚮導員外之「攀岩教練員. 、 「戶外指導員」及「拓展指導員」等,臺

灣目前除相關法令規定仍停留在「登山」之狹隘視野外,應通盤考量整體戶外遊憩運動

之規劃與發展才能提升品質與水準。

六、臺灣登山嚮導員培訓及檢定可行性分析

(一) 、我國可行登山組織管理架構一自主管理

就分析比較我國及各國登山管理組織體制與國情,以中國與我國較為相近均為體育

部門所主管,建議我國可先在體育部門下輔導或委託成立山岳聯盟,並輔導各登山協會

採策略聯盟之方式加入,所有之登山戶外活動相關公私團體均應鼓勵為此國家級策略聯

盟之會員,並由該策略聯盟結合保險公司推動「登山戶外運動保險」 。

(二) 、我囤可行登山嚮導員技能檢定架構一檢訓合一

登山嚮導員統由體委會委託專責單位辦理組織與培訓並應朝檢訓合一方式辦理,學

科部分應統由該專責單位協調有關機關及單位予以建立科學化之題庫與教材,此外技術

審定則可由所在地各登山協會推薦並進行書面審查及檢定後核發相關證照,另外從事管

制地區之登山活動建議仍應強制具備適當等級之登山嚮導員帶隊始能進行,如此才能保

障各登山嚮導員之職業並進行登山活動之安全管理與服務。

(二) 、我圍可行之登山活動管理桀構一通盤考暈

就我國現行各登山環境所使用相關法令中增訂「登山管理」之條文,針對3500公

尺(或3000公尺)以上及特殊環境敏感地區進行許可申請制之入山管制,登山隊伍必須具

備相當條件並強制配屬各級登山嚮導員、志工或導覽人員帶隊,經環境使用主管部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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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過且繳交環境使用費後才能進入登山,而環境管理單位所徵環境使用費用可作為該

地區環境復育與教育使用,至於一般休閒旅遊之登山活動則應全面開放採取登記報備

制,不再另行入山管制。此外山難防救部分則仍應由警政及消防部門進行資源統合與教

育訓練,如此方能提升國民登山旅遊水準及登山活動安全。

進一步統整我國登山管理、登山活動及登山教育三面向,並參酌各國體制與執行方

式且考量我國國情及體制,茲將我國可行之架構整理如圖一,作為架構我國登山嚮導員

及登山管理與登山教育之執行參考。

圖一 臺灣登山管理活動及教育理想架構圖

永續經營

↑

社會理解認同支持

丁

山岳活動精緻化

T

登山管理

體育部門(體委會)

山岳聯盥

☆登山運動員管理

☆培訓與檢定

☆山岳協會輔導

環境部門(林務局、國家

公圃、觀光局)

☆環境使用者管埋

☆環境教育解說

☆生態保育區管制

☆環境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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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協會(策略聯盥)

☆登山保險

☆登山活動

技術專業化

☆排他性質

☆專業性質

☆運動性質

☆技術性質

☆職業性質

一般休閒性

☆觀光性質

☆生態旅遊性質

☆地區性質

☆服務性質

☆ 業餘性質

(四) 、我圖登山嚮導員培訓策略可行性分析

以目前國內登山嚮導培訓的體制而言,屬於非常不健全之狀態,既沒有專職

專責的登山教育機構執行登山嚮導員的培訓,也沒有系統性安排各類型培訓課程與目

標。反觀國外登山體制完備,具有專業的培訓機構,培訓課程嚴謹外,檢定也依據不同

類型山岳嚮導而設計不同屬性之登山嚮導員檢定。

國內登山運動蓬勃發展,現在應積極予以規劃,在培訓策略規劃上,期望體育相關

單位能規劃具有組織的登山嚮導培訓中心,統整登山嚮導員培訓課程,並於課程檢定合

格後,取得合格證書後可安排實習課程,從實習過程評鑑嚮導員的應變能力、專業技術

熟練程度以及領導統馭的能力。

可依據臺灣海島型環境,將登山嚮導區分為初級嚮導、中級嚮導以及高級嚮導,依

據不同等級給予不同層次之訓練,確保嚮導的素質與專業能力o

1.初級鵝導培訓

參與登山基礎課程培訓,了解臺灣山岳地理環境,熟悉登山安全與風險等基礎課

程,取得檢定證明,並攀登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六次經驗,具備基礎攀岩的技術,了解攀

岩基礎概念,實習合格後,取得初級嚮導證書0

2.中級嚮導培訓

熟悉初級嚮導的基礎課程之外,需具有二年以上初級嚮導工作經驗,並更加系統化

了解登山的倫理與知識,通過登山培訓中心舉辦的檢定考試。整體登山活動中,具備組

織與管理能力,正確判斷活動危險性,對於活動的進行能控制意外的發生。至少二次攀

登海外6000公尺以上高山之經驗,熟悉攀岩、與冰攀技術,完成課程後參與登山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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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中心舉辦之檢定,通過後取得證書即可成為中級嚮導員0

3.萵級嚮導貝培訓

培訓的目的在訓練全方位的登山嚮導員,除了需具備四年以上高山嚮導的工作經

驗,精通各類型登山理論與知識,靈活運用攀岩、攀冰技術外,對於活動細節,團體組

織架構有深入了解,具有領導統馭的能力,並具備一種外語能力,取得登山嚮導員培訓

中心檢定合格之高山嚮導證書。攀登7000公尺以上不同山岳3次以上記錄, l次8000

公尺以上萵山記錄並登頂。

取得證書之各級嚮導,每二年需回培訓中心接受四日以上課程培訓,或申請晉級。每二

年進行一次檢定,檢定的同時須附上二年內所有登山經歷以及活動相關證明,檢定未通

過者取消資格。

(五) 、我固登山嚮導員培訓成效評估流程

培訓成效評估的功能是藉由培訓的過程強化登山嚮導員的素質,提昇競爭力。透過

成效評估,可以瞭解訓練方案有無達成預期的目標,證明培訓功能存在的意義性。

適當的運用評估,可以擴展訓練的功能,協助登山嚮導員明白自我學習狀況,同時

也可以協助講師判斷其教學內容、方法之適宜性,對培訓課程規劃者可以提供數據來證

明訓練後之成效,當作將來培訓需求評估、課程規劃及行政作業上改進之依據。

登山響導員培訓不只是設計培訓的課程,尋求專業的講師,還必須兼顧學員的學習

狀況,視程度調整授課內容,完成培訓目的。培訓成效評估流程可分為以下五大點:

1.登山嚮導員的訓練需求評估‥以訓練需求評估來決定哪些登山知識、專業技能及

行為必須加以訓練0

2.決定訓練的目標‥訂出可評估的學習目標0

3.訂定評估的指標準則0

4.決定評估的策略:對於所需的專業知識、資訊傳遞速度、接受改變的潛力、及組

織文化配合等進行策略性評估0

5.執行訓練成效的評估‥決定訓練成效的評估方式,利用評估的資訊設計訓練方案c

七、建議與結語

(一) 、加速建置我圃登山管理相關法令

從我國「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公布以來,進行一次檢定後相關配套之登山管理法

令仍未推動與建置,造成目前登山活動人員、環境及安全管理之紊亂,建議環境管理單

位依據森林法、國家公園法、發展觀光條例及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增列「登山」有

關之管理條文,可規範3500公尺(或3000公尺)以上及環境特殊敏感地區之管制許可方

式,考量配置專業之人員始得許可進入,至於屬一般休閒旅遊地區之登山活動,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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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相關子法及命令應配合修正全面開放採取登記報備制,方能全面推動與健全登

山活動之管理。

調整我國登山協會及登山嚮導員之架構

建議體育部門重新審視並調整我國登山協會及登山嚮導員之組織架構,在體育部門

輔導下成立登山策略聯盟或委託成立專責單位,方能建立完整之登山組織架構並打破現

存各登山團體之本位主義,並考量由各登山協會協助推動辦理登山嚮導員之推薦與登山

保險制度。

(二) 、調整現行登山嚮導員檢定認謹方式

目前登山嚮導員檢定仍形同虛設,政府政策既然朝市場自由化及職業化推動,建置

步驟上可先協調各環境管理部門從事登山管理後,將現行檢定方式朝檢訓合一方式推

動,如此方能提升我國登山嚮導員之組織性與專業化,並可獲得各組織之認可與社會地

位。

(三) 、期待建立專責戶外培訓與檢定單位

國內目前尚未建立組織化且獲得國際認可之登山嚮導培訓單位,未來若能成立專責

戶外培訓與檢定單位,培訓優秀的戶外遊憩專業人員,一方面除能提升國內登山嚮導員

整體素質外,並能朝向推展全方位之戶外運動,對於登山安全的管控以及風險評估,具

有正面意義。

(回) 、建立完善培訓及檢定評估成效系統

登山嚮導員培訓取得證書並非終點,回流教育才能不斷提升整體素質,並了解目前

登山嚮導專業程度,透過完善培訓評估系統的建立,可以分析嚮導員學習的成效,知識、

技能學習狀況,對於規劃培訓課程之行政人員,可藉由評估系統了解培訓的成效,作為

下次課程規劃參考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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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Study of Thiwan Mountain Guide Training and Cer齟cate Program

Chi-Chwen Linl Ying-Fang Liao 2 xuan-Ke Huang 3

【Abs盧act】

The study tried to establish feasible plans for our country’s mountain climbing guid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e program, The study divided mountain climbing into 3 parts as

mountain management. mountain activities, and mountain education for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Mountain activities are cIosely related to mountain environment

that affects mountain climbing tec血iques. mountain climbing equipmen's,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ur country’s mountain environment belongs to ocean island wea血er

type which is close to England, Japan, and New Zealand, While our country’s mountain

management system is similar to China and Japan, Recently, the mountain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has grown rapidly under the Gyrmastic Department similar to our system,

This study suggests current皿Ountain climbing guid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e program can

fo110W the system in China. such as (l) mountain guide management: (a)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Gyrmastic Department that integrate all relevant nlles and regulation. (b)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wi11 buil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血at will enforce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mountain guide and environmental fee, (2) mountain activities‥ by

authorizing mountain associations to provide training, Cer脯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lso

to promote for mountain activities insurance program, (3) mountain educa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 formal education with school credits, (b) infomal education with credited

hours. (c)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ertificate. so as to raise our country’s mountain climbing

standard and safdy Through our mountain guide training and cer'ification strategy analysis.

we suggest to authoriz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血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our country’s mountain climbing guides,

Key words: mountain climbing guide, mountain climbing activity,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stategy

l. Association's president ofTalwan Field Rover 「rung-Hai University' Ph,D, Student

NO. 22.Dongguang R..Hsinchu City TEL‥03-5735012 Email:lcchwentw@yahoo,COmJw

2. Association's director ofThiwan Field Rover

NO. 22.Dongguang R..Hsinchu City TEL:03-5735012 Email‥mood3322@yahoo,COm,tw

3. Association,s director of TalWan Field Rover

NO. 22.Dongguang R..Hsinchu City TEL:03-5735012 Email:WOWa5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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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申囤登山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為推動我國登山運動發展,確保國內登山活動的規範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體育法》 ,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於西藏自治區5000米以上和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3500米以上

獨立山峰的登山活動。

第三條國家體育總局主管全國登山運動,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具體組織實

施管理。地方體育行政部門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登山活動。中國登山協會、地

方各級登山協會按照其章程,協助體育行政部門做好有關管理工作。

第四條省級體育行政部門根據本地區情況劃定供攀登的山峰,報國家體育總局批准

後,由省級體育行政部門分別公佈。

第二章 登山活動申諦和批椎

第五條舉行登山活動應當組成具備以下條件的團隊‥ (一)由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單位

發起; (二)隊員兩人以上,並參加過省級以上登山協會組織的登山知識和技

能的基礎培訓及體能訓練; (三)配備持有相應資格證書的登山教練員或高山

嚮導, l名登山教練或高山嚮導最多帶領4名隊員; (四)團隊所有成員須經二

級以上醫院身體檢查合格,無障礙疾患; (五)配備符合安全要求的防寒、通

訊、生活、醫療等基本器材裝備。登山團隊不得吸收外國運動員參加。

第六條登山團隊設置領隊(隊長) 。領隊(隊長)對團隊活動和成員進行組織管理。團隊成

員應當服從領隊(隊長)的指揮。

第七條舉行登山活動應當進行申請。攀登公佈的山峰,登山活動發起單位應當在活動

實施前一個月向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申請。攀登末公佈的山峰,登山

活動發起單位應當在活動實施前三個月向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申請。

攀登省、自治區、直轄市交界山峰,經攀登一側省級體育行政部門批准,並向

山峰交界其他方省級體育行政部門通報。如山峰交界省級體育行政部門間有爭

議,由國家體育總局決定。

第八條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登山活動發起單位應當在活動實施前三個月向國家體育

總局申請特批。

第九條申請舉行登山活動需要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登山活動發起單位

法人資格證明; (三)登山團隊所有成員名單及登山簡歷; (四)登山團隊登山

教練員或高山嚮導的資格證書; (五)登山計劃書; (六)裝備清單; (七)其他

需要的文件。

第十條同意申請的,由批准部門發給國家體育總局製作的《登山活動批准書》 。批准部

門是省級體育行政部門的,還應將批准結果向國家體育總局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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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登山活動計劃中如有需其他主管部門核準的事項,憑《登山活動批准書》 ,

登山活動發起單位可以委託批准部門代辦。

第十二條 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負責向登山團隊提供包括交通、攀登路線、

山峰地區氣象特徵以及注意事項等資訊和資料的諮詢服務。

第十三條 登山團隊變更攀登季節、路線或山峰,應當重新申請。

第三蕈 登山活動要求和成績確認

第十四條 登山團隊進山前,應當向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交驗《登山活動批

准書》 ,並按山峰所在地相關規定,向當地有關部門繳納登山環保費。

第十五條 登山團隊應當保持登山路線及營區的環境衛生,妥善處理登山垃圾。地方

有具體環保規定的,按相應規定執行。

第十六條 登山團隊在登山活動中發生重大事故,必須及時向批准單位報告,並採取

相應措施。

第十七條 登山活動結束後,登山團隊應及時向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報告,

並將登山活動結果和登山過程中的意外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批准單位。

第十八條 需要交驗成績的,登山團隊應向山峰所在地省級體育行政部門提出交驗申

請,並提供以下資料: (一)登頂或到達高度的圖片(取景中須有背景和對照物) ,

登頂處女峰還須提供360度連片照片。 (二)登頂及攀登過程概述。

第十九條 成績認定合格後,省級體育行政部門發給由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

心統一製作的登頂(登高)證書,並報國家體育總局備案。達到等級運動員標準

的,按照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員技術等級標準申報等級運動員稱號。

第二十條 登山團隊使用山峰的名稱、高度,應以國家有關部門最新正式公佈的名

稱、高度為準。

第四覃 罰則

第二十一條 未經批准擅自組隊登山的,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或山峰所在地

省級體育行政部門停止該登山活動,成績不予認定;吊銷參與該登山活動的登

山教練員或高山嚮導的資格證書。

第二十二條 批准單位末認真履行審查職責,發放《登山活動批准書》的,國家體育總

局視情況給予通報批評,責令改正。

第二十三條 未按環保要求處理登山垃圾的,按照地方有關規定處罰。

第五蕈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港、澳、臺人員來大陸參加登山活動,按國家體育總局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外國人來華參加登山活動,按《外國人來華登山管理辦法》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佈之日起施行o 1997年7月8日原國家體委發佈的《國內登山

管理辦法》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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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固高山嚮導管理暫行規定

第一葷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高山嚮導的管理,推動我國登山事業健康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匱

體育法》和相關法規,制訂本規定。

第二條本規定所稱高山嚮導,是指在登山活動中帶領並幫助隊員或客戶達到預期目標

的專業技術人員。高山嚮導分為高山協作、初級嚮導、中級嚮導和高級嚮導四

個等級。

第三條國家體育總局是登山運動的歸口管理部門,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負

責實施對全國高山嚮導的具體管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體育行政部門對本行

政區域內高山嚮導進行管理。

第四條國家對高山嚮導實行持證上崗制度。

第二葷資格取得

第五條各級高山嚮導的培訓、考核均由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統一組織。

第六條高山協作基本條件(一)了解登山理論,掌握一定的登山知識和技能,取得高

山協作培訓合格證書。(二)登頂5000米以上山峰。(三)登山活動中具備基

本技術的運用能力、高山活動能力和高山活動後勤保障能力。

第七條初級嚮導基本絛件(一)掌握登山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術,取得初級嚮導培訓合

格證書。(二)至少3次6000米以上不同山峰的登頂或高度記錄。(三)達到

攀岩難度至少5,8級和攀冰難度至少w13至w14級先鋒攀登水準。 (四)具

備4級以下技術等級地形登山活動的嚮導工作能力。

第八條中級嚮導基本條件(一)比較系統掌握登山理論知識,取得中級嚮導培訓合格

證書。 (二)至少3次6000米以上不同山峰的登頂記錄,或至少3次7000米

以上不同山峰的高度記錄,或至少1次7500米以上山峰的登頂記錄,或至少1

次8000米以上山峰的高度記錄。 (三)達到攀岩難度至少5.9級和攀冰難度至

少w14級先鋒攀登水準。(四)至少兩年初級嚮導的工作經歷。(五)具備計

劃、組織、實施登山活動的能力,正確判斷危險的能力及控制活動的能力。

第九條高級嚮導基本條件(一)系統掌握並精通登山理論知識,取得高級嚮導培訓合

格證書。 (二)至少3次7000米以上不同山峰的登頂記錄和1次8000米以上山

峰的高度記錄,或至少1次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頂記錄。 (三)達到攀岩難度

至少5,10級和攀冰難度至少w14級先鋒攀登水準。 (四)具有四年以上嚮導工

作經歷。(五)通曉一門外語。(六)具備計劃、組織、實施登山活動的能力,

綜合協調能力和領導能力。

第十條具備申請高山嚮導技術等級條件的.應由本人填寫申請書.提交必備的書面材

料,經所在地登山組織推薦並簽署意見後報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統

一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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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十一條 各級高山嚮導的申請者考核合格後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高山協作l 、

申請書及5張2寸免冠近照; 2 、高山協作培訓合格證書(複印件) ; 3 、 2名嚮

導的評定書;4、相應標準的登頂、登高證書(複印件)。(二)初級嚮導l 、申

請書及5張2寸免冠近照; 2 、初級嚮導培訓合格證書(複印件) 3 、2名中級以

上嚮導的評定書; 4、相應標準的登頂、登高證書; 5 、登山經歷記錄。(三)中

級嚮導l 、申請書及5張2寸免冠近照; 2 、中級嚮導培訓合格證書(複印件) ;

3 、 2名高級嚮導的評定書; 4、相應標準的登頂、登高證書(複印件) ; 5 、至少

兩年初級嚮導的工作經歷紀錄。(四)高級嚮導l、申請書及5張2寸免冠近照;

2 、高級嚮導培訓合格證書(複印件); 3 、 3名高級嚮導的評定書; 4、相應標準

的登頂、登高證書(複印件) ; 5 、至少四年中級嚮導的工作經歷紀錄。

薰十二條 審批通過後發給由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統一製作的各級高山

嚮導資格證書。

第三章基本職實

第十三條 高山嚮導的基本職責是在登山活動中為隊員或客戶提供安全保障、技術指

導和相關服務第十三條高山協作職責(一)在嚮導的領導下工作,服從嚮導

安排,接受嚮導的業務指導。 (二)運送登山物資、建設登山營地,協助嚮

導做好各種安全保障和後勤服務。

第十四條 初級嚮導職責(一)接受中級和高級嚮導的業務指導。(二)根據山峰

條件,按要求進行登山物資的準備工作。 (三)按計劃做好隊員身體素質訓練

和基本技術指導。(四)在4級以下技術等級地形登山活動中提供嚮導服務。(五)

登山活動中發生危險情況時,協助實施救援行動。

第十五條 中級嚮導職責(一)收集山峰資料,根據登山隊伍大小和人員結構擬定

攀登計劃。 (二)確定登山活動組織人員配置名單,安排具體工作。 (三)制

訂並實施隊員身體素質訓練和技術訓練計劃。 (四)檢查登山物資和裝備的準

備情況。 (五)在登山活動中提供嚮導服務,實施攀登計劃,提供安全保障,

安排攀登日程和人員活動。 (六)登山活動中對危險情況做出快速反應,及時

採取有效救援措施。 (七)指導初級嚮導和高山協作的工作,並對其能力做出

評定。

第十六條 高級嚮導職責(一)制訂或審定登山活動計劃。(二)監督隊員身體素

質訓練和技術訓練計劃的實施。 (三)監督登山活動的各項準備工作、登山活

動實施過程。(四)登山活動中發生危險情況時,組織、實施救援行動。 (五)

指導嚮導的業務,提高嚮導的素質,並對其能力做出評定。

第四章資格管理

第十七條 取得各級高山嚮導資格的人員在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登記註

冊。

第十八條 各級高山嚮導每兩年須參加繼續培訓或申請晉級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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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高山嚮導每兩年須進行一次資格驗審,驗審時須提供其2年內的登山活垂二

經歷和相應的證明材料。

第二十條 被登出資格證書的高山嚮導若繼續從事嚮導工作的須重新申報。

第五蕈法律賣任

第二十一條 違反本規定,情節輕微的,由主管部門給予批評或警告。

第二十二條 違反本規定,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由發證機關撤消其高山嚮導資格,收

回高山嚮導證書。 (一)嚴重違反《國內登山管理辦法》規定的。(二)以

高山嚮導身份在登山活動中發生嚴重責任事故的。 (三)未參加繼續培訓的二

(四)資格驗審不合格,或逾期半年以上未進行資格驗審的。 (五)資格驗審

間隔時間內末從事任何嚮導工作或登山活動的。 (六)違反其他有關規定的。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在國外接受高山嚮導培訓並取得資格證書的人員,按本規定

執行。第二十四條本規定自發佈之日起試行0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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