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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規劃與新郊山運動之推廣 
作者：徐銘謙* 

摘要 

千里步道運動始於 2006 年 4 月 23 日，為一致力於保護台灣山海風光與人文之美的「公

民行動」：從找出生活周遭的美麗小徑開始，在串連各種路徑的同時，透過智庫沙龍討論會、

路網試走，以及環境和在地議題的參與，也串連起各地的草根力量與社區的活力。 

在串連環島路網的大架構下，我們同時也進行區域路網的連結，希望能結合更多社區與個

人，接力合作，串連出各具特色、不同主題的區域環圈。以大台北地區為例，若能規劃「環

臺北一週」路線，即能讓住在大台北的六七百萬住民，平常日子裡就可以隨時透過既友善環

境又悠閒從容的移動方式，發現不一樣的台北；也讓更多來到台北的國內/外旅人，有更多深

度體驗/認識她的機會。 

步道運動，透過環島與區域路網的串聯，連結的不僅僅是「路徑」，更是匯集由點而線而

面的民間力量，共同守護我們生活的家園、山林和環境。連結僅僅是步道運動的開始，提供

公民參與認養、振興山村經濟、建構自然學習的據點，結合大眾運輸進行的兩天一夜以上的

「新郊山運動」，將是推廣「環台北一週」公民行動的前提。 

 

 

 

 

關鍵字：步道運動、千里步道、新郊山運動、環台北一週。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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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規劃與新郊山運動之推廣 
作者：徐銘謙 

一、 前言 

2006 年黃武雄、徐仁修與小野三人聯名發起串聯環島綠色路網的「千里步道」運動。希

望能結合眾人之力，探查並串連出一條美麗的環島步道路網，人們可以悠遊的行走/騎乘於其

上，深入的走進台灣各個社區/角落，並在慢速體驗的過程中，感受大地自然之母的擁抱與生

活其中人們所匯聚出的歷史/人文/風土…等在地智慧結晶。 

在近四年走過各縣市鄉鎮村里，尋訪既具美麗風光又遠離車陣塵囂的「千里步道」路徑的

同時，我們也深深的感受到，越是生活在都會中，若要尋覓一方美麗，越是得耗費更多時間、

路程、金錢的成本，然而也正因為時間、路程、金錢等眾多因素的限制，居住在都會的人們，

若希望在平常日子裡就可以在居住地周邊，體驗到較具深度的慢速行旅，往往是個緣木求魚

的奢望。 

也因此，在串連環島路網的大架構下，我們同時也進行區域路網的連結，希望能結合更多

社區與個人，接力合作，串連出各具特色、不同主題的區域環圈。以大台北地區為例，若能

規劃「環臺北一週」路線，即能讓住在大台北的六七百萬住民，平常日子裡就可以隨時透過

既友善環境又悠閒從容的移動方式，發現不一樣的台北；也讓更多來到台北的國內/外旅人，

有更多深度體驗/認識她的機會。 

步道運動，透過環島與區域路網的串聯，連結的不僅僅是「路徑」，更是匯集由點而線而

面的民間力量，共同守護我們生活的家園、山林和環境。 
 

二、千里步道運動理想與實踐 

試想，一條環島的專為雙腳及單車所提供的美麗步道，一條沒有水銀燈、除草劑與水泥護

欄「鄉野三害」的山徑古道，一條不經大興土木，就能串連起台灣各地美麗風光的千里步道…。 

千里步道運動始於 2006 年 4 月 23 日，為一致力於保護台灣山海風光與人文之美的「公民

行動」：從找出生活周遭的美麗小徑開始，在串連各種路徑的同時，透過智庫沙龍討論會、路

網試走，以及環境和在地議題的參與，也串連起各地的草根力量與社區的活力。 

（一）智庫沙龍與地方討論會 
步道運動，是健康運動、是環境運動，更是由下而上、守護文化資產與大地的新公民運動。

平均每個月一次在台北籌畫中心舉行的的智庫沙龍討會，以及不定期在各縣市鄉鎮舉行的地

方討論會，是為千里步道運動的大腦會議。討論會歡迎大家參加，腦力激盪，雖不作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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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次討論、引言內容皆完整記錄，或線上實況轉播，將各方意見上網公開，供大家參考。 

自 2006 年啟動迄今，已辦理超過 50 場以上的智庫與地方討論會，深入探討的議題包括：

各地路線規劃、鄉野三害、AONB 美麗風光保留區、環境信託、兩鐵並行、另類環島、行旅

文學、步道守護、光害問題、海岸保護、綠色低碳交通…等；進行與公共政策相關之議題討

論時，必邀請相關部會與民意代表與會，以期透過公民對話與集思，串連出更多具體的公民

行動。 

（二）路網/社區串聯與試走活動 
步道運動最重要的工作之ㄧ即在進行環島步道路網的串聯。環島步道路網包括山線與海線

兩條主幹道、沿著河川、圳路、廢鐵道、農路、古道…，臨山近海，伸入平原，進入各鄉鎮、

農漁村、社區與偏遠部落，形成綿密的步道路網。 

推動環島步道路網的串聯，需先集結民眾的力量，由下而上，並串聯在地公共性社團（生

態、文史、社造、空間規劃、登山、健行與綠色旅遊…等），組成跨領域步道推動組織，或成

立千里步道地方籌畫站，舉辦步道探查 PPGIS 培力活動、區域路網規劃與修正。每當區域路

網串聯成熟，並進行跨區域整合後，即會由籌畫中心與在地團體共同合作規劃步道路網試走

活動。 

步道試走是城鎮與村落、旅者與居民、生態與生活、開發與保留的深度對話方式。每一次

試走活動，皆由在地團體領隊，匯聚對鄉土關注的能量，透過媒體報導，將鄉土之美介紹出

去。試走活動同時肩負著：步道沿途生態文史資源，與環境議題、鄉野三害等主題之觀察與

紀錄，以作為後續路線修正與社區資源調查之匯整。而每一次試走活動，亦皆結合在地特色，

進行不同主題之規劃，例如：雲林虎尾的「追火車」，已成為結合糖業、鐵道、文史的地方盛

事；而「花東縱谷浪遊」，更是滿溢著對鄉土的關懷與縱谷風情的浪漫。 

（三）公共議題與立法推動 
除了路網的串聯，步道運動尤其關注環境與公共議題參與，例如：綠色交通、慢速深度旅

遊、工作假期、無痕山林、文化資產保存、環境信託、海岸生態、食物零旅程、節能減碳、

農村發展、社區營造…。 

由於千里步道運動直接的訴求是探查並串聯出一條美麗的環島步道，供徒步者與自行車能

悠遊其中，因此，步道運動同時希望能推動，於步道周邊立法設為「美麗風光保留區」【如英

國的 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努力保留台灣山海原有的自然與人文之美。 

同時，為了避免新闢或拓寬步道工程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千里步道運動同時強調「自然路

權」主張：盡量就現有道路進行規劃與連結，目標是將原有完全由汽機車壟斷的路權，部份

還予徒步者與自行車。目前已具體完成的是公路法第 58 條的增修條文—「公路主管機關得依

自行車與行人之需求，於既有路面內，或另以替代道路方式，設置可供自行車及行人安全通



2009 全國登山研討會 
2009 Taiwan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80◄親山樂活：2009 全民登山運動年 

行之專用道」。（96.12.19 立法院三讀通過）。未來我們希望能就土地信託、路權法案，以及步

道法（或綠廊法案）與美麗風光保留區等立法進行研擬與遊說，並參與減碳三法之推動。 

(四）環島步道路網串聯現況 
步道運動發起迄今三年半，目前已大致完成台灣東部：台北到台東之山縣與海線之路網規

劃，約 800 公里；台灣西部：北桃竹苗中（東勢）、彰（鹿港）雲嘉（大林）、南（白河）高

市，約 700 公里路網之規劃。截至目前約計完成 1500 公里，13 個縣市之路網規劃。預計於

步道運動發起四周年（2010）時，完成環島步道主幹道路網之規劃，並對社會大眾與政府公

布，一方面邀請步道沿線社區共同參與守護、認養，一方面要求政府全面保留步道周邊之自

然/人文等環境與景觀，不再進行開發。 

為提出更完整經典的環島步道路網，今（2009）年 6 月起，千里步道籌畫中心更邀集各地

區步道探查志工，組成「探查先鋒隊」再次確認路網是否符合千里步道的理想步道（詳見附

錄），以三年來初步串聯之路線為基礎，進行地毯式的分區踏查，以確認出作為主幹道的路線，

務求能讓首次集合眾人之力所規劃之環島步道路網更臻完善。 

 

三、新郊山運動的全民推廣 

步道運動發起人黃武雄在千里步道第一篇文獻中，曾勾勒這樣的夢想圖像：「幾年之後，

臺灣會出現一條眾志成城、名聞遐邇的千里步道。你可以背著行囊或騎著單車去走一圈，也

可以選擇某個區段去走個半天一天，沿途領略臺灣僅存的美麗風光。你手上有本小冊子，告

訴你離步道不遠處有個林間茶館可以喝茶，或有個田園民宿可以落腳。小冊子也告訴你，可

以在哪裡租借腳踏車，在另一個地方歸還它。小冊子更告訴你步道附近的林相與生物，讓你

真切看到、聽到早已被你忽略遺忘的景物。當然小冊子也記載步道附近一些古蹟、文史活動

的據點、一些劇場或音樂表演的消息，讓你的健行變成一趟豐富的文化之旅」。 

而且這條步道蜿蜒於臺灣的田野與山海之間，沿途沒有：一路阻斷你走入風景的紐澤西

水泥護牆、強光照射讓你瞳孔萎縮的水銀燈、殺草劑把花草燒焦死寂枯黑如煉獄的痛楚。（十

多年來，這三樣所謂「鄉野三害」正大肆破壞臺灣鄉野的景觀，趕跑了山水間的靈氣。）這

條步道臨山近海走入平原。白天你看到沿途美麗的花草與田舍，夜裡你在星光下低迴，在流

螢中目眩神搖。雖說環島步道，你並不急著走直線，因為你追求快速走直線的結果，只是回

到原點。這條步道蜿蜒曲折，卻讓你看到無限」†。這樣的夢想必須先實現於鄰近都會區的區

域郊野步道，嘗試在小範圍內先行實驗成形，融入民眾的生活與思考，方能進行全民的推廣。 

                                                 
† 黃武雄，2005 年 5 月 9 日，〈夢想幾年後台灣出現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原標題：開闢千里步道，回歸內在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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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區域步道路網到「新郊山運動」 
根據行政院體委會與中華山協印贈的《大台北地區登山健行路線圖解》中對「郊山」的定

義：「登山界通常指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下，距市區六十公里以內，可以一天來回的山，行程

不長，難度不高，適合大眾活動的山稜」。傳統步道分類，有依照海拔高度作為分類依據的，

如下表： 

表一：以地理區位（海拔高度）為標準之步道分級表 

類型 海拔高度 步道狀況 所需天數 

郊山步道 1,500 公尺以下 
通常路跡明顯，路況良好，活動所需之裝備亦較簡

單，體力消耗小 
可當日往返

中級山步道 1,500—3,000 公尺 
林相較複雜，路況較不明確，為雪季高山及長程高

山縱走外較難攀登之步道 
約需 2-3 天

高山步道 3,000 公尺以上 高山氣候變化大，攀登較為困難  

資料來源：郭育任等，2007，〈臺灣步道使用困難度分級之研究〉，台北：2007 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亦有以步道長度與步行時間為主的步道分級，如下表： 

表二：以步道長度及步行時間為主之步道分級表 

級別 步道長度 步行時間 

短程型 18 公里以下 1 日以內（約 3-6 小時） 

中程型 18-60 公里 1-2 日（6 小時以上） 

長程型 60 公里以上 2 日以上 

資料來源：郭育任等，2007，〈臺灣步道使用困難度分級之研究〉，台北：2007 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本文在此提出的「新郊山運動」，取郊山步道的海拔高度，同時取中、長程型步道的長度

而成，提倡郊山以兩天一夜的時間，深度漫步並住宿偏鄉。此概念或與林務局所推動的區域

步道系統較為接近。郭育任在接受林務局委託之《北臺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及整體發展

計畫》‡中曾指出，「區域步道因有別於國家步道之環境資源代表特性，因此建議將其操作性

定義訂為『位處臺灣山岳、海岸及郊野地區之步行體驗廊道，其步道本身除具備地區自然人

文資源或景觀美質的特色外，並可提供便利之國民生態旅遊、自然體驗、環境教育、休閒遊

憩、與景觀欣賞等機會』」。 

                                                 
‡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委託，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執行，2007，《北臺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及整體發展計

畫》，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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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智在《南臺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及整體發展計畫》§中則認為：「從感性面來說，

區域步道是跨越自然的範圍界線，在地理環境藩籬之上形成自我的系統，落入日常生活空間

中，並與社區、產業結合，是一種休閒遊憩、活動健身、親子互動、環境教育、生態保育，

而展現在常民文化、地方產業、社交生活」。 

千里步道運動所提出的「新郊山運動」，範圍將包含現有郊山、親山、親水、區域步道、

產業道路、社區小徑、文史古蹟…等路線的區域路網，且包含：有大眾運輸可達的「點」、

有可以非機械動力方式行進的「線」，並可以有山村社區作為「面」的據點，以進行住宿與

補給的支援。「新郊山運動」，將可以創發出兩天一夜就可以享受沿山進沿溪行爬大山的過

夜體驗。 

事實上，有些郊山也有著像大山一樣的土徑、有些郊山雖然算不上中級山，卻往往也得走

上七、八個小時，甚至還會鑽箭竹林、攀岩，相當於在高山上一天的豐富路程體驗，但是卻

可輕裝而行，不用背大背包重裝上路，也不用耗費交通時間，半夜趕路。同時還可以就近住

宿在一日可及的山間聚落，或者整建一些偏遠廢校成為可供住宿的山屋驛站；而兩天一夜的

行程，也常常可以連接到大眾運輸系統可及之處。 

綜上所述，新郊山運動有以下幾點特色： 

1. 以行進方式來說：慢速、非動力的行進 
2. 以海拔高度而言：1,500 公尺以下淺山、中級山 
3. 以與都會的距離來看：距離都會 60 公里內的近郊 
4. 以步道長度或步行時間為準：至少兩天一夜，以節省交通費用與時間用在住宿 
5. 路線選擇最好兩端都能結合大眾運輸可及的行程規劃 
6. 有效發展山村聚落（或進行廢校認養）的住宿、驛站 

（二）新郊山運動：結合社區與自然的健康運動 

以「環台北一週—新郊山運動」作為主題的區域步道路網串連，是環島千里步道路網串聯

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社區/社群串連的實踐案例。它是一個結合社區與自然的都市健康運

動。在林務局所推動的國家步道系統中，其建設目標主要為達到「提高遊憩體驗品質，增加

戶外遊憩選擇機會」、「提供自然學習場所，建立安全之自然遊憩及登山環境」、「舒緩遊憩壓

力，降低環境衝擊」、「活絡山村產業及經濟，創造多元就業機會」、「保存原鄉文化，凝聚族

群共識」等五大效益。新郊山運動結合「環台北一週系統」路網的規劃，將有可能在區域實

現此構想。 

                                                 
§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委託，大凡工程顧問公司執行，2007，《南臺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及整體發展計畫》，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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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路徑將社區山村與自

然文史資源點連結成系統，將可

彰顯系統中的單一元素。根據李

銘輝所描述，系統為：（1）一個

有秩序的整體。（2）欲達成相同

的目標而集結。（3）各單一元素

或次系統互相集結後具有複雜

性。（4）各單一元素或次系統間

具有關聯性。（5）各單一元素或

次系統互相集結後具有穩定性
**。在系統的觀念下，步道所串

連之觀光遊憩資源皆可視為一

個系統（如右圖）。 

此概念與「全國步道系統」中「轉運站」的定位接近，林務局將「全國步道系統」分為五

大建設向度，強調從「都會生活圈」經過「主要交通動線」，抵達「轉運站」後，沿著「接近

動線」，到達「步道本體」（如下圖）††，亦即社區/聚落作為轉運介面作為登山旅遊系統之廣

義出入口，提供轉運補給、餐飲住宿、登山裝備租售、緊急醫療救護功能，同時結合現有戶

外遊憩系統（如國家森林遊樂區、風景

區、國家公園之遊憩區、國家步道系統、

自行車道等），「提供民眾多樣性的遊憩

體驗機會外，還可避免區域步道系統中

接近道路之拓寬闢建，而可能造成的環

境衝擊，並進一步增加區域步道系統鄰

近生活圈的經濟利益」‡‡。新郊山運動亦

突出偏鄉山村的地位，甚至鼓勵近郊過

夜的行旅方式，將更能有效活化山村。 

 

 

                                                 
** 李銘輝、郭建興，2000，《觀光遊憩資源規劃》，台北：揚智文化。 
††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編，2005，《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國家步道成果彙編--走入山林，體驗臺灣之美》，台北：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頁 2-3。 
‡‡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委託，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執行，2007，《北臺灣區域步道系統藍圖規劃及整體發展計

畫》，頁 2-27。 

圖一：系統的層級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李銘輝、郭建興，2000，《觀光遊憩資源規劃》，台北：揚智文化

圖二：國家步道系統五大建設向度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編，2005，《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國家步道

成果彙編--走入山林，體驗臺灣之美》，台北：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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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郊山運動」希望從都會生活圈到步道本體之間，都能成為步道路線，透過大眾運輸之

連結，將生活的近郊變成無限延伸的步道網絡。透過個人與社區的接力合作，串連出沿著山

脊稜線、郊山古道、水路圳道…，不同主題/特色的環線；然而，它不僅僅只是地圖上路網的

串聯，更是民間活力與創意的聯結，透過「環臺北一週—新郊山運動」串連起散佈在這個網

上如珍珠般閃閃發亮的特色社區；同時，結合深度慢速旅行的方式，促進地方觀光產業。 

（三）推廣新郊山運動為基礎，串連環台北一週 

根據 1997 年交通部觀光局「山岳遊憩系統資源評估與規劃」研究報告中對登山者所做的

調查：「登山活動主要分布在淺山（一千公尺以下）部分佔了 36%；低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

右）及中海拔（二千五百公尺）各佔約 16.5%、19.5%；高山（三千公尺以上）則佔了 28%。

在性別方面，男性以高山活動為主，女性則以淺山活動為主。主要活動的年齡層則在 20-49
歲為主，佔了 85.9%，而 50 歲以上的登山活動人口佔了 10.3%，主要以淺山為主」§§。新郊

山運動訴諸的推廣對象，即是囊括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淺山、低海拔的現有登山人口，同時

要以新郊山運動訴求大台北地區，日日生活在緊張忙碌的水泥叢林中，高達七百萬的居民，

將兩天一夜郊山行蔚為風氣，學習登山入門，養成登山的習慣，以及學習登山禮儀。 

明年將要來臨的「三個生活圈、五個直轄市、七個發展區」，將會形成更大規模的生活圈

系統，透過有意義的路線選擇、串連與建構新的生活圈想像。串連環線的路徑，有幾種類型

（如下圖），我們準備邀集大台北的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登山組織，以各種不同的主題想像，

來串連「環台北一週」路網，使得路網可以發展成各種不同循環複合型的組合，以使民眾可

以依據體力與時程的規劃有多種選擇。 

 
圖三：步道型態之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楊秋霖，2003，〈步道規劃設計重點及案例說明〉，收錄於《國家步道系統建置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黃德雄，2004，《臺灣長程遊憩山徑環境特質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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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交通線網的發展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如下圖）：從孤立徑道經過連結徑道，發展成樹

枝徑道，然後可以形成環節徑道***。環台北一週路網的串連主要也是從點、線到面，將既有

的路徑串連成系統，將斷點運用現有的小路連結起來，以成系統。 

 

圖四：交通線網發展的階段 
資料來源：梁蘄善，1991，《地理學計量分析》，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環臺北一週--新郊山運動」將能具體提供大台北住民，一個平常日子裡就可以隨時透過

既友善環境又悠閒從容的移動方式，發現不一樣的台北的機會。並鼓勵人們願意以雙腳親近

土地，一方面帶給自身不同的都市慢速樂活體驗，同時也帶給這片已高度開發的大都會，更

多休憩的空間和綿延生息的機會。 

 

肆、環臺北一週--新郊山運動的倡議 

你總是遙想著被山林擁抱的滋味嗎？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你就可以不需要累積很多年

假、背很重的大背包、開很遠的車，就可以隨時走向「環臺北一圈」的環線上。而學校孩子

們的戶外教學、畢業旅行，也可以善用這一層層綿密的環圈，跳脫現有大陣仗遊覽車蜻蜓點

水式的觀光行程，而以深度體驗方式，與在地生活連結，讓鄉土教學不再只是教室內、課本

上的靜態知識，而是充滿人味、鮮活動態的周遭發現之旅。 

                                                 
*** 梁蘄善，1991，《地理學計量分析》，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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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台北一週」路線主題的多元想像 

例如，關心偏鄉教育資源與小校發展的社區朋友，可以透過「環臺北一週」偏鄉小學路線

的串聯與行旅，更深入教育現場，與地方家長對話，讓偏鄉行腳除了休閒、健康、聯誼..等元

素外，還能更具知性與反思；或如，喜愛踏尋先民步履感受歷史氛圍的朋友，則可以串連起

「環臺北一週」古道路線，讓行旅過程充滿人文歷史故事，彷若進入時光隧道；再如，你若

喜愛以水路探詢台北盆地與河岸沿線之鄉鎮村里聚落，或是同時結合山/水之美，進行山-河天

際線之串聯，皆有其獨特之踏查樂趣，亦能因此看見不同的台北風貌；又若，登山愛好者或

登山團體，則可嘗試將環繞台北盆地周邊的山稜脊線串接起來，進行一個了不起的田野探查。 

（二）「環台北一週」的推動方式 

環台北一週的核心精神在「公眾參與」與「社區串聯」。從議題倡議、串聯過程以及後續

發展，都需要有民眾與社區的參與： 

1.議題倡議與社區/社團邀集 
廣泛拜訪、邀請對此議題有興趣、可能合作之社區、團體或個人，說明共同討論、描繪

「台北環圈」願景與藍圖；並把握每一個適當的場合與機會，將此一構想散播出去，讓「環

臺北一週」成為一個新興的都市議題； 

2.舉行焦點團體座談 
邀請來自不同領域、地區、組織之代表，例如：登山社群、古道專家、社區大學、社區

代表…等，進行「環臺北一週」主題路線初步規劃分享討論，並進一步發展各主題環圈之間

的橫向串聯與資源連結。亦可針對「環臺北一週」路網串聯過程中可能促發、連結之議題，

例如：地方產業與小民經濟、廢校再利用（單車驛站、背包客客棧、田野學校據點等）、大眾

運輸＋步行/單車/水路＝綠色低碳交通路網之建構、特色社區共同行銷/結盟策略…等，邀集

各領域專業者，腦力激盪，創新集思。 

3.組成工作推動小組 
邀集積極參與之社區/社團/個人，組成工作推動小組，進行環圈主題之確認、社區/社團

主責與分工、路線串連進度討論、資源串連與分享…等工作之執行。 

4.路線踏查與志工培力 
組織探查先鋒隊，進行環圈路線探查。環圈主題與路線，可由社區/社團/個人於座談會

或工作會議中提出，亦可由先鋒隊成員藉由地圖判讀與路線資料蒐集。除了先鋒隊之外，同

時也廣邀社區/社團與一般民眾，包括社區工作者、上班族、公務人員、教師、學生、家庭主

婦、喜愛登山者…舉行培力課程。課程內容包含：無痕山林理念推廣、地圖判讀、PPGIS 地

理資訊系統、Google Earth 及 GPS 衛星定位儀使用、簡易手作步道生態工法…等，以協助推

展後續各項步道調查、路線串聯與步道維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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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舉行試走活動，擴大社區參與和影響層面 
「環臺北一週」要能持續推動，在大台北的天空下，織出一層層綿密的網，達成帶動社

區經濟產業、提升深度旅行內涵、凝聚綠色生活共識、拓展綠色社區營造的行動面向，完成

串聯社區的綠色生活廊道夢想，最重要的還是民眾的支持—願意踏上這美麗環圈。透過兩天

一夜試走活動的規劃與舉行，將能有效帶動慢速旅遊觀光風氣，具體鍛鍊社區服務品質。 
6.步道資料庫建置與網站經營 

「環臺北一週」除了透過人與人的直接溝通、互動與合作，本計劃當然也需透過網路資

訊平台的建構，結合網路、GPS、文史景點田野調查等，將社區資源、生態文史點、綠色路

網探查及串聯…等相關資訊，與社會大眾的交流與對話，拓展並累積社區工作推動之能量，

讓在地的社區工作透過網路，不僅能收事半功倍之成效，更能跨越時/空的限制，發揮它無遠

弗屆的影響力。 

7.後續認養/維護工作的啟動 
本計劃並將號召步道志工，於成熟的山徑或社區定點進行工作假期與步道認養或河川

守護，讓親山愛步道的人士有機會以勞動付出的方式，回饋其平日享受的山林河川與步道，

同時也更能融入綠色廊道周邊社區的整體環境當中。 

（三）「環台北一週—新郊山運動」的效益與影響 

1.增進社區的在地意識與鄰近社區的連結 
透過路線的找尋、串連與討論，增進在地的/生活的議題深化，讓民眾有機會跨越「個人」

與「公共」藩籬，由過去對公共議題的疏離、對環境週遭問題的冷淡，有機會藉此重新思索

生活空間新的可能，進而促進人們對生活與自身，以及周遭環境的連結，並在實際的參與行

動後，深化對社區的認同。 

另一方面，透過與鄰近社區的串連過程，社區得以跳脫自身議題的關注，而將合作與學習

的視野延伸到社區以外的場域，而得以擴展視野。 

2.建立並推廣近郊慢速的新郊山運動綠色旅遊模式 
「環台北一週」路線串連完成後，集居擁擠狹窄大都會的民眾可以擁有新的自然活動空

間，利用週休二日、大眾運輸，就可以在大台北郊區體驗出遊的靜謐。美國阿帕拉契山徑有

所謂的「全程行者」，也就是從頭到尾不下山地走完山徑，也有所謂的「分段行者」，也就是

分成好幾次完成全程。 

未來，「環台北一週」也可以提供民眾進行各種類型的體驗，有挑戰級的中級山稜線縱走，

也可能是台北古城、古道的人文巡禮…，這些都可以有不同的全程行者、分段行者，推廣一

般大眾接受慢速的、在大台北郊區過夜的旅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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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偏鄉山村生態經濟發展 
鼓勵民眾在使用「環台北一週」路線時，選擇留宿在郊區、偏鄉的小山村，體驗熱門景點

在人潮散去、山城寧靜的小村夜晚生活，或者去到非熱門的社區，透過社區發展協會選擇一

般民家投宿、或者居住在廢校轉型的背包客棧、單車驛站，隨興地輕裝在鄉村健行一天後，

抵達一個小村莊投宿、享受在地風味餐點，在台灣也能有像在歐洲健行一般的輕鬆經驗，在

郊山也能體驗到百岳的健行感受，省去裝備的費力，轉而支持山村在地的經濟發展。 

4.促成大台北步道與廢校認養 
藉由「環台北一週」路線串連的經過，促使台北縣、市政府提出步道與廢校認養機制，並

進而開放給社區、社團與企業進行實質作為的認養乃至規劃之參與，包括進行步道志工的培

訓、步道生態工作假期的舉辦，以及結合社區現場資源的田野學校等環境教育的舉辦，民間

的社區與社團將有新的、開放的公共場域實踐公民實作的參與，步道、廢校將成為新的學習

的生活空間，而非孤立、休閒的場所。 

參與步道、廢校認養維護的過程中，將轉化使用步道的人的觀念，從「環境的消費者」變

成負責任的「環境參與者」，外來的旅遊者將不會像傳統觀光一樣帶來社區的負擔，而是動手

參與、學習的互助。 

5.為沿線社區導入外部資源與社區培力 
人的經營往往是最長久也是最重要的。「環台北一週—新郊山運動」希望不僅可以提供給

所有參與者賦權增能的深刻學習和參與體驗，也能培養出更具現代公民素養的行動者，可以

持續對各種在地公共議題，有更多的觀察和反省，並進而持續帶動社區的凝聚力與活力。 

6.以路線串連跨領域的社區關注的多元議題 
「環台北一週」的串連，將跨越整合各社區資源特色與社團關注的議題，包括自然生態、

文史人文、鄉村型或都會型社區議題、綠色交通、環境保護等議題，路線本身將促使關注不

同領域的社區與團體相互合作，並且擁有全觀格局的視野重新看待台北新故鄉。而路線本身

串連的特色風光，也將透過在地社區、參與社團的長期參與，而能被完整地守護、保留下來。 

7.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平等對話的關係、社區共識的凝聚，需要建立在資訊充分交流與共享的基礎上，透過數位

/資訊的培力與學習、專業團隊的技術支援和協力，以及民眾在公民行動中所累積對社區網絡

的實際操作經驗，將有助於在有形的網站經營或是社區網絡連結上，為社區資訊的共享機制

建立，打下厚實的基礎。 

「環台北一週—新郊山運動」不僅在社區意識的提升、社區活力的激發上，將有所貢獻；

並透過在地民眾的培力與分工協力，進一步與在地生活和文化層面，有更多具體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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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從串連美國「阿帕拉契山徑」的倡議者班頓‧麥凱，到倡議串連「綠色山徑之旅」的黃德

雄前輩，以及發起「千里步道環島路網」的徐仁修、小野、黃武雄，這些串連路徑的行動，

代表了一種共同的夢想。「這個時代也有許多步道，不是依循自然與人文的演變而來，而是

有一群人，決意把一些原本沒有關連的步道，串連在一起。這群不為政治、經濟、宗教、自

我挑戰等理由改寫、創造歷史的人們，乃是為了證成其對世界的理想，將內心形而上的哲思，

以最具象的步道形式來向世界宣告」†††。 

環台北一週的新郊山運動，建立在千里步道環島路網的願景上，做為區域生活圈小規模的

實踐，展現串連、認養、維護與生活化的理想模型，吸引新新登山的民眾力量，同時也與登

山界前輩們對話。對未來，我們的願景是：能在人口密度極高的台北縣市，連結起社區、生

態、文史的生活空間，完成綠色環狀網絡的串聯，並在實踐推動的過程中，激發社區民眾對

都市生活不同的想像。而當我們願意放慢速度，以非機械動力的移動方式，重新認識、再次

發現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與週遭的人/事/物時，我們也將越能學習到如何謙卑的面對大自然、如

何開放的與他人合作，進而共同守護山林，打造更適宜的居住空間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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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探查千里步道的參考條件> 
〈供路段探查人填寫〉 

步道參考條件 滿足與否？ 
請打「V」 

請稍加描述(篇

幅不足，請於表

末續完) 

 
說    明 

[1]. 
美麗路徑 

遠離喧囂，沿途有

美 麗 的 自 然 景 觀

或田園意趣？ 

□有 
□無 
□尚可 

 沿途風景美麗是步道的必要條件，但有些鄉道

偶被迫穿過村鎮，也不必排斥，因可藉此休息

或補給，不必拘泥全程遠離喧囂，以符合實際。

[2]. 
走向 

大 體 與 環 島 方 向

一致？ 
□是 
□否 
□其他 

 步道若無法與環島方向一致時可考慮 S 形前

進，雖然拉長距離，但可增加免於快速開發之

區域面積。 
[3]. 
住戶稀少 

為現有道路，沿途

住戶稀少？ 
□是 
□否 
□其他 

 若規劃為千里步道，將採取某些管制車輛的措

施，沿途住戶稀少，管制措施也較容易落實。

見註[A ]。 
[4]. 
替代道路 

附 近 有 可 供 替 代

之現有道路？ 
□有 
□否〈請轉第[8]
欄〉 
□其他 

 例如附近若有與此步道平行之現有道路，則可

以減少對原有(汽機車)交通的負面影響。 

[5]. 
路寬 

路寬？ 
〈指一般路寬〉 

□約 1 米以下 
□約 1 至 3 米 
□約 3 米以上 

 此便於評估徒步者與自行車，能否併行於同一

步道。另外，當自行車需與汽機車合流時，也

需這項資訊。 
[6]. 
高度 

海拔高度？ 
〈指路段最高處〉 

□300 米以下 
□300-500 米 
□500 米以上 

 千里步道設主幹道與支道。主幹道海拔不宜太

高，以便於自行車上下，但支道則不受此限，

可延伸至山區，甚至接連古道，或切入國有步

道系統，必要時同路折返。 
[7]. 
特點 
 

有 特 殊 自 然 景 觀

或文史背景 
□自然 
□文史 
□其他 

 若本路段有重要古蹟、生態特點，或文史意義，

請作描述。 

[8]. 
弓狀路線 

如 果 附 近 無 替 代

道路，那麼現實路

況 是 否 可 規 劃 為

「弓狀路線」？  

□可 
□否 
〈 □ 已 有 合 適

之替代道路〉 
(請轉回第 5 欄)

 徒步者與自行車不一定要併行於同一步道。必

要時可考慮在某一路口分途，但殊途同歸，於

另一路口又相會。分途之後自行車暫時在現有

道路與汽機車合流，(但路面墊高，且路面材質

不一，以作區隔)，徒步者則可走小徑，山路/
古道/荒野僻道皆可考慮，這項考慮會使千里步

道完成的可能大幅增加。見註[B]。 
[9]. 
照明情況 

沿 路 有 無 水 銀

燈？ 
□有 
□無 
□其他 

 請說明 兩盞水銀燈平均間隔？ 水銀燈是否

為強光（1000W）？ 

[10]. 
水泥護牆 

沿 路 有 無 水 泥 護

牆 ？ 或 金 屬 浪 板

護欄？ 

□有 
□無 
□其他 

 路外（崖邊）路內（靠山）或者兩側有護牆？

請稍做描述。 你的感受？ 

[11]. 
路面舖設 

柏 油 或 水 泥 舖 滿

路面？ 
□有 
□無 
□其他 

 請說明舖設範圍佔滿全路面或只舖設中間部

份？ 

[12]. 
除草劑！ 

沿 路 多 處 噴 灑 除

草 劑 ！ 使 草 木 仍

焦乾？ 

□有 
□無 
□其他 

 除草劑噴灑後數月之內會使週遭草木焦枯，不

若平時繁茂，請說明你的觀察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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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 ]： 對步道上之原有住戶，考慮其交通需求，容許其自用汽機車出入步道，但須作管制，

例如： 

方案一：於路段兩個相鄰的路口設置路障(參見圖三)，阻止兩路口間之汽機車通路，

只准住戶汽機車出與入。 

方案二：若路段兩個相鄰的路口之間，距離太遠，可考慮外車不准經過，只准住戶

及其特定訪客通行的管制方式，或採其他更適當之管制方案。 

註[B]： 「弓狀路線」 如圖四所示 (並參見本文第二節[圖例])。 

當步道路段規劃不易時，可考慮在最靠山邊(或沿海)之現有道路，規劃為自行車暫時

與汽機車合流，而另闢山區小路(或岸邊小徑)作為徒步者之步道.。如此可大幅提高千

里步道環島一圈之可能性(至若蘇花公路，既無替代道路，自行車與汽機車合流又不

安全，此路段可考慮徒步者走山路，自行車由接駁車運送)。 

  

                    C 

                 

此路段自行車暫與                           徒步者步道 

一般汽機車合流                 〈山區〉 

                 D                   

                                         

                                        圖四  人車分道 

 

以下空白，供探查人續完，附表各欄的路況描述。請標明參考條件欄次，如 [1], [5]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