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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海台灣,台灣山區面積佔了全台灣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國土規劃中自然不應該忽略逞

片充滿生態、文化多樣性;本文以推動建構「台灣山岳政策白皮書」為目標,透過歷史研究

分析法及規劃研究方法,釐析台灣山區環境破壞的成因,並以聯合國《廿一世紀議程》和永

續發展的目標,參考其原則、策略與行動綱領,來建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頷》的八大策略和

行動方案條目。本文認為,若要健全台灣的山岳活動環境,在行動綱領的策略上應包括‥(一)

保育山林資源、確保山區多樣生態世界;(二)深耕山岳文教、促進多元文化繽紛生命;(三)

促進山區活化、保障山區活動安全依歸;(四)培育山野人才、精進戶外領導科研知能;(五)

健全山岳法制、提昇山區服務管理品質;(六)立基山林生態、發展創意經濟生活產業;(七)

研發山野科技、建立資訊服務整合平台; (八)推廣山岳休憩、宣揚健康登山活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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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芻議
陳永龍

一、導言

台灣是一個「山海文化」豐富、生態繽紛多元的社會。山海是台灣生命的原鄉,也構成

台灣「生命文化多樣性」的續紛世界。山海台灣,台灣山區面積佔了全台灣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國土規劃中自然不應該忽略這片充滿生態、文化多樣性,而且作為台灣發展與屏障的重

要區域。

由國土規劃的角度來重新「定位」台灣,台灣本島(及列島)確實是一個山海環境構成

的島嶼國家。以本島而言,從生態、經濟、文化與資源的角度觀之,自然環境中的「山」與

「海」共同構成了台灣發展的基盤。除此之外,海洋事務攸關外交,而山岳事務則屬內政,

一外一內,共同孕育了台灣在生態、文化的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的潛能。

以下,沿著陳永龍(2004) 「朝向山的守護者」及陳永龍(2008) 「山是一所學校一一創意

教育的文化土壤與像山一樣的思考」等論文的理脈延伸思考,期許末來能由行政院設立「國

家山岳事務推動委員會」來制訂整合性的山岳活動綱領與政策。

(一)立足台洱放眼天下

立足台灣、放眼天下,台灣才能培養出優秀而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而立足台灣,當然

是放眼天下的起點。放眼天下;地球上海洋約佔地表面積的三分之二強。海洋在生態平衡上,

擔任全球碳循環、水循環與能量重地的功能;在氣候變遷上,攸關全球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

在交通運輸上,提供無遠弗屆的便捷功能;在資源蘊藏上,提供豐富的生物與非生物資源,

每年約有一億噸的水產品佔人類動物蛋白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在替代能源上,除了海域石油

探勘之外,海洋潮汐、溫差、風力等新興能源的發展,近年來也吸引各國的關注。

在海之濱、山之巔共構的地球上,國際對山岳環境的保護與資源使用,各國也日益重視。

自聯合國1992年起制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 、 《廿一世紀議程》等攸關「永續發展」的文件

中,都有與山區暨原住民的條文專章,更可見山岳在地球生態平衡與人類永續發展中的重要

性!而聯合國把2002年訂為「國際山岳年」與「生態旅遊年」 ,即是為了檢視自一九九二年

起推動「永續發展」在十年後的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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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台灣;台灣本島山岳佔有三分之二強之面積;山域生態文化的多樣性,提供台灣全

體可以安居的基礎。山岳在台灣生態平衡上,擔任氣象、水循環、特有種動植物與生態多樣

性的角色;在氣候變遷上,山是台灣的屏障,具有全球暖化之微氣候調節作用,也阻卻了颱

風的侵襲‥在交通上,人的雙腳有時是比任何機動工具更好的交通方式;在資源蘊藏上,具

有多樣性的水資源、生物資源和文化資源等,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基盤。

儘管台灣多山,且山岳遠比海洋容易親近,但國人對於山野卻是陌生的!不僅缺乏山野

生活知識與野外求生技能,更對台灣山林野地的多樣生態、多元文化無知。因為,台灣人民

從小就沒有在教育與生活中,感受與意識山岳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更沒有足夠的基本能力

在山野地區行動。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目前國際上在極端自然條件下的科學研究者,例如

南極、喜馬拉雅山區等等,無不是這些研究者都是登山與愛山者,才可能忍受惡劣的生存條

件來進行科學研究。

(二)山的世界浩瀚深遠

山是地表突出高度到一定程度的地形,一般來說,是地表隆起比周遭土地還要高(以海

拔為基準)的地方;而聚集這類地形很多的地方,就叫做山區。許多地形學的教科書會把山

定義成「介於山谷與山谷之間的隆起部分」 ,或以超過七百公尺的地方叫做山,不到的叫做丘

陵等等lo

日本登山家暨學術工作者梅棹忠夫、山本紀夫(2007)編著《山的世界》一書,集結三

十餘位日本知名山岳專家及登山家的專業,以全世界山林景況及作者自身經驗,探討了登山

科學、山的文化、山林生活、環保意識等等,即已跳脫只把山看成挑戰與登臨對象的思考,

而把山當作知識領域的對象來探究。

山的世界基本上是先從地球生成的地質地形現象,即地理學的地形地貌開始,而後涉入

天文(氣候)、水文等環境因子,而產生山的環境生態面向,或冰雪岩、或苔原、或草原、或

森林等等,而構成陸陸域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與繽紛生命。因此,山的世界不只是物理的世

界,更是生物與環境交織的世界,是孕育生命演化的母體。山被許多原始民族認為是有生命

的母體,另一種代名詞的稱謂則是GAYA (蓋姬)或說大地母親。

而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居住於不同生態環境的人群,透過人與環境集體互動的「創造

性的適應」機制,而建構了獨特的生態文化。因此,不同的山區總是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文

化多樣性的地方,而具有許多古老的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也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資產。甚

ll請參見梅棹忠夫、山本紀夫編,2007 ,(山的世界》,PP,101-102 ,台北:商務出版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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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界上絕大多數在雄偉險峻的高峰地區,這些巨峰往往被鄰近的原住民族當作神聖空間

來保護與信仰。在這個層面的意義下,山是神聖的。

只不過,在今日的山區世界,由於人類過度開發與對山區土地的超限利用,使山區裸露

化、沙漠化而造成洪水與土石流的天地;山在人類今日文明下面臨了巨大的危機,即:全球

暖化、氣候兩極化與地域沙漠化的現象。也正是在這種全球環境變遷與政治經濟變動中,我

們更有必要警覺到山林守護的必要與重要,而不只是把山當作踐踏與登臨的對象而已。立足

台灣、放眼天下,也在這個概念下而更具有全球在地化的行動意涵。

日本的登山家與山的研究者共同從「人為什麼要登山? 」起,探究「山的環境」 、 「山裡

的生活與文化」和「山的危機與保護」等面向;而日本政府更自2008年起編列五年四百億元

的預算,欲促使全國的青少年得以在正規教育中,開啟親近山林的自然體驗與探索教育。因

此,這些「他山之石」的借鏡,亦值得國人認真思考山岳政策與山岳教育的重要性。

而在台灣,多數的人並沒有機會到美國的山野地區去聽狼嚎,也未必有緣去阿帕拉契山

徑或太平洋山徑登山健行;那麼,在台灣的人該如何立足台灣、放眼天下,但卻懂得「像山

一樣的思考」呢?也許,我們得先回到「山的世界」來對山有基本的認識與理解,再開始出

發會比較好些。

(三)向山畢習與山岳政策白皮書的重要

向山學習,我們可以說出許多道理;但要「像山一樣的思考2. ,卻多半仍只是一種口號。

山會思考嗎?山又是怎麼思考的呢? 「像山一樣思考」這句經典話語,是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紀》 (A Sand County Almanac)中首先提出來的「土地倫理」觀念;背景是

當時美國白人大量撲殺狼群,以為那樣可以保護牲畜與享受更多的鹿群資源,不料卻帶來更

大的生態災難!

當時美國各州的獵人樂於殺狼,以為狼一旦減少,將能獵得更多的鹿皮,對狼嚎最為懼

怕的鹿群,在狼群消失後不再恐懼;然而,當一座失去狼的山,所有灌木和幼木的嫩葉都被

過多的鹿群吃掉,變成光禿禿的,至於鹿群最後則因數量過多而餓死。因此,撲殺狼群基本

上反應的是人們對大自然的無知與對狼群的恐懼。而在這些明顯而迫近的希望和恐懼之後,

卻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即: 「只有山知道造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

的嚎叫。」3

2請參見李奧帕德(AldoLeopold)著/吳美真譯, 1998 ,《沙郡年紀江台北:天下文化出版0

3同上註oPp.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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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海洋」而言, 「山岳」 「教育」是遠比海洋更容易親近,更容易推動「戶外教育」

而容易看見成果的。換句話說,登山無異是一種把「山」當作媒介,透過體驗、探索等方式,

來「打開經驗世界」 、 「發展抽象能力」並「與世界連結」的絕佳管道,要像山一樣具有「空

間的廣度和時間的深度」來思考,才能讓人在「體察與探索內在自我」時,也看見更寬廣而

能修補人與大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然,關注山必然不是排斥海。若重新回顧與檢視台灣的「山岳事務」和「海洋事務」

的推動歷程,近十年來台灣是重海輕山的!以海洋政策為例,略微回顧台灣從《海洋白皮書》

的制訂開始,以至《海洋教育白皮書》的頒佈,並開啟全民海洋教育的推展,這期間不過十

年左右;因此,從海洋事務與海洋政策開始被重視、研議、制訂政策等,以至今日嘗試落實

到「教育」領域中,這個推動過程是深具啟發性的。

台灣在近十年來已經開始重視「海洋事務」並逐步推動政策改革,亦已看見一些成效。

但在「山岳事務」上,卻可說是一片空白;除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於2006年委託「台

灣山岳綱領」的規劃方案外,並未見到以「國家永續發展」為核心思考的統合性政策計畫。

但在前人基礎上,未來仍有必要推動國家的山岳政策,從制訂《山岳白皮書》 、 《山岳政策白

皮書》 、 《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等,全面推展山岳活動和山野教育的工作。

二、維護山岳環境確保囝家社會永續發展

山岳活動,並非只有「登山」活動,更和多數的人在山區消費、使用、破壞大自然的種

種土地使用方式有關。因此,思考山岳活動綱領,並非只從「登山」的狹隘角度觀之,而得

有宏觀的視野,才能立基在維護台灣山岳環境的基礎上,確保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並使山

岳活動和原住民生計文化等,都獲得自由、平等、互利的保障。

在原住民的文化傳統中,原本有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土地倫理;因此除了部落住地附

近的刀耕火種游耕農地外,到處幾乎都是青翠的山林,而使其所依存的生態環境,始終保有

著生物多樣性的特質,具備了永續發展的條件與內涵。在原住民各族群還是山林主體的傳統

部落社會裡,儘管各有不同的文化制度,卻有相通的生態智慧與文化觀念,視山林大地為滋

養萬物的母親,河流則是大地的奶水。然而,今日原住民不再是山林土地的主人,廿一世紀

的我們,必須共同承擔過往山林生態破壞的苦果。

(一)今日始嚐台洱山林生態破壞的惡果

全球環境變遷加上人們無知地浩劫對待大地,大自然終究是會反撲的。自1988年植樹節

「送樹到林務局、為台灣森林請命」起的森林運動,十年來的成果已使台灣林業全面停止伐

登峰遣極百年風華′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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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但許多的山林地現況,卻依然不是蒼鬱的森林,而變成了茶葉、高冷蔬菜、檳榔、山葵

等等經濟農作物地;甚至是變成為牧場、高爾夫球場、遊樂場、住宅、寺廟及納骨塔等等非

農業使用地。更者,許多不當的工程開發,往往水土保持不良;土地超限利用的結果,造成

大地本身無法自然回復的傷害,而招致大自然的反撲,帶來逢雨必災的環境災難。例如,近

年來各山區每在颱風或豪雨後,接連出現的洪災、山崩、土石流、或如「林肯大郡」事件等

等災害,都是最佳的明證。

在每次的颱風災後,報章雜誌總會有檢討與撻伐的聲音出現,政府部門見輿論之壓力,

有時會表示出整治的決心。而這樣的過程中,原住民往往又成為二度受害者,在1998颱風災

後,當時法務部長城仲模為顯示魄力,多次搭直升機檢視國土超限利用與濫墾狀況,第一值

開刀的對象就是找烏來鄉原住民,彷彿原住民就是破壞山林保育的殺手。但對於更嚴重的平

地財團在山林地區的違法開發案卻視而不見。這些狀況,一直到十年之後的九二一地震、廿

年之後的八八風災,災害模式愈來愈大,國家社會主流的思維和因應模式卻大同小異。

事實上,政府部門在面對這些現象時,雖然也會用水土保持的角度,將之視為「山坡地

濫墾、濫建問題」來看待;但在處理問題方面,卻經常是束手無策的。一方面,山坡地被費

分為不同的權責單位管理,有許多不同(甚至衝突)的制度與法令存在,常被形容為多頭馬

車;而這也往往成為無法解決間題時,互推責任的藉口。若政府強力肅查,也多半只拍蒼蛐

不打老虎,原住民遂常成為這種狀況下的替死鬼。

另一方面,即使非關多頭馬車,針對某些土地超限利用問題嚴重地區,如阿里山地區、

台中縣和平鄉地區、南投縣仁愛鄉與信義鄉地區等等;政府部門雖曾仔細研擬一些方案,但

最後的結果,卻是連非法濫墾且查證屬實的部份,也沒有辦法清理、查辦與復原。其中有一

個典型的案例為「德基水庫集水區超限利用山坡地專案」 (簡稱為梨山事件) o

1992年,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曾想要專案處理梨山地區土地超限利用問題,包括合法承和

但變相使用者以及非法佔用公地濫墾者二大類的清查作業。但是針對德基水庫上游集水區非

法變更使用濫墾部份一千一百七十一公頃,擬以終止租約,限期收回林地方式處理。因此核

定凡自公告日起三年內申請終止租約交還林地者,由政府依下列標準發給轉業救助金。該案

提出第一年繳回者每公頃補償九十萬元、第二年繳回者補償七十萬元、第三年四十萬元、第

四年還不繳回則終止租約強制收回林地,並不予任何補償。結果卻是該案尚未推動,就因某

些立委替居民開公聽會反對,而取消此一已經過行政院核准方案的執行。

諸如這類的個案,實已凸顯出山坡地濫墾濫建等超限利用問題,並非如政府官員或大剖

分學者專家想像的那樣單純;因為它不只是土地利用方式與水土保持技術問題、或違法違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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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問題,而是森林生態系的保育問題;但卻涉及了更複雜且更深沈的社會人文、政治結

構、生計經濟與土地倫理等糾結的問題。亦即,它是山林土地的社會發展史問題。

(二)台灣山林環境雙遷的政治經濟分析

依陳永龍( 1999)的研究指出,台灣在前清時期的西部平原地區,平埔諸族群已經因與

漢人水稻文化的接觸,在番產漢佃與一田二主的狀況下,地權逐漸地私有化與流失,平原地

區也漸漸原野破壞、鹿場消失。而自晚清1860年後,即開始和世界市場接合,對外開放通商

口岸,對內則反映在開山撫番的政策上,在平埔諸族土地逐漸流失的同時,也開始把統治勢

力仲向內山一帶,開始開山種茶與伐樟製腦,是為山林地區生態環境破壞之肇始,但當時的

開發仍多集中在中低海拔與北部山區一帶,對於中高海拔地區的影響並不大。

到日據時期,在日本次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主義統治下,殖民政權透過武力征討,使國

家機器的政治權力全面進入深山地區。然後在各時期因應殖民母國意識形態與政經理脈需要

的「理蕃計畫」下,一方面榨取山林資源,另一方面則透過扶植授產與集團移住計畫,以及

醫學、衛生與教育等社會改造政策,以期徹底摧毀了山林地區原住民各部落的生活空間與世

界觀。

此時,作為提供日本殖民母國物資所需的殖民地,為了順利取得開發山林資源的正當性,

台灣的殖民地政權透過林野調查,除保留部份「準要存置林野」給山區的原住民外,其餘的

山林地區的土地,全部被視為「官有林野」地,變成了國家擁有的土地。這進一步地剝奪了

原住民對山林地與獵場使用的自然主權,促使了這些高山地區開始砍伐紅檜或開礦,成為以

違反生態法則使用山林資源的濫觴。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同時也接收了日本政權的殖民地遺產。此時,準要置存林野變

成了山胞(後改稱為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得以承租使用保留地竟彷彿成了國家的恩賜!

至於官有林野,則變成國有林班地,林務局延續著日人伐木的林業政策,自己砍樹去賣以求

訝源自主;或將林班地承租給包商砍伐,造成了原始森林與生態多樣性的摧毀。

而隨著中部橫貫公路及其支線的開拓,政府於公路兩側就地安置開路的榮民;為了使其

能自力更生而不致成為國家負擔,退輔會遂輔導榮民開墾山地農業(梨山地區)種植溫帶果

樹,或自己經營牧場(清境農場一帶)來增加財源。這些墾植覲象造成土地超限利用與農藥

污染水源問題,而成為另一波的生態環境浩劫。同時,因為公路的開通也增加了山區的外地

移民,提供平地資本進入山區的機會。

登峰達極百年風萃′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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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起,林業市場的價格不高,而農業市場上卻有著高山茶、高冷蔬菜以及檳榔等

的龐大需求,因此隨著阿里山公路的開通,在利之所趨下,阿里山地區不少林地承租人或業

主遂擅伐原有竹木,改種高山茶與檳榔,並興建房舍與製茶廠。而丹大林道盡頭承租出去的

林班地以及中橫支線等高山地區,也紛紛改種高冷蔬菜或茶葉。這些根系更淺、固土更差的

經濟作物,所帶來的水土保持問題當然是較諸溫帶果樹來得嚴重,就更遑論生態環境衝擊問

題了。

約與此同時, 1980年代中由於國民旅遊需求增加,為舒解雇傭勞動工作壓力與躲避都市

惡劣的生活品質,中產階級紛紛朝向消費自然的旅遊。這使得更多的平地資本進入山區,設

法以各種方式取得山林土地的實際使用權,並投資休閒工業,在風景優美(特別是有溫泉所

在)的地區,蓋起渡假山莊與休閒旅館。因而使這些地區出現更多的非農業使用,形成濫建

問題。

在1990年代之後,因應週休二日的休閒旅遊需求,這些休閒產業對山林地區的開發破

壞,事實上已經成為更為普遍的現象。不僅國家公園與林務局的森林遊樂區成為重要經營方

向;土地的轉租、轉賣與炒作現象,也因資本家對休閒市場的預期而變得更加頻繁。而這種

休閒工業的投資,讓土地使用以非生物性方式固著化的結果,除了造成山林生態無法再自然

回復的新災難外,也產生更多的族群性經濟剝削現象。

對這些「本土.新生的次級資本家而言,他們多半並沒有大財團的鉅額資本,但因國家

對山林地區土地的分類與限制,使這些地方擁有比平地地區更低的地租;因此即使只有承種

之使用權,只要賭注國家可能沒有能力執行違法或處理違規使用問題,在有利可圖之下就往

往會進行土地的超限利用。再加上原住民的單純易騙與作為廉價勞動立的來源,就更足以獲

取經濟上短期的最大利潤了。而若遭到查處,則尋求透過紅包、關說等等方式來延長使用年

限。或者,運氣好的話,若是能配合官員異動、法令修訂或地目變更,已變相取得土地所有

權者將會獲得更大的暴利。

當然,也正因為戰後的「黨國國家機器.為漢人移民的政權,對山林地區的主權,是E

日本政權手上「接收.過來的,因此在接收殖民地遺產的同時,也接收了各項研究調查與法

令制度的成果,而不必在實踐上有所反省。因此隨著台灣被整合進世界市場的同時,政權鷗

注的重點一直是國際分工下工業發展的間題,在六。年代起以農養工的政策下,自然更不會注

意原住民的處境與山林環境保育等種種問題。

於是,非立基在原住民生存暨生態保育的政權,舊有的法令與制度,以及沒有效率的皂

僚體系,始終跟不上山林地區土地使用變遷的腳步。而在民意代表的關說或政治妥協的壓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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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歷年來政府多次清理原住民保留地及高山地區違規或違法使用的問題,其結果也就往往

是變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更加放寬土地使用管制,以及放鬆土地權之取得,而造成這

些山林土地逐步地被蠶食鯨吞。

近廿年來有關「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修法、 「水土保持法」的頒佈等等,雖然訂定了更

嚴格的利用規範;但由於前一個階段造成土地使用與權屬的複雜,加上新「國族國家機器」

打造,所謂本土政權與本土資本更緊密地相結合。因此嚴峻法令,除了造成對原住民族更大

的生存限制與環境不正義現象外,是否有助於解決數萬公頃山林地超限利用問題,情勢恐怕

未必那麼樂觀。

而在這樣的歷史過程裡,處境最糟的山林子民可能就是原本的原住民族群了。他們在前

一個次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政權(日本)下,被剝奪了所依存的土地,摧毀了原有和生態系

緊密相連的生活空間;緊接著,又在次國族主義所翻製的內部殖民主義國家機器(國民政府)

下,透過平地化與「覲代化」的社會同化政策與教育體系,進一步地在成為廉價勞動力的同

時,還不斷地被研究、被教化、被操弄文化。

這樣的結果使大部分的原住民部落,漸漸喪失其主體性,甚至忘掉了祖先代代相傳的土

地倫理,而學習平地人的山地開發使用模式。在資本不足的狀況下,往往更難和平地資本家

競爭,最後常常是土地脫手轉租轉讓而無法贖回,成為新的無產勞動者;甚至還在土地轉租

(賣)出去之後的同時,淪為租(買)地者的僱工。

同時,又因為原住民是少數民族與弱勢者,在今日票選假民主的社會裡,其環境與生存

權並不受主體社會重視,遂在資本/國族主義複合體的聯手作用下,或因水庫、發電場、核廢

場等之公共工程,或因水泥、採礦等財團投資,而對原住民的土地與生存權利產生新的威脅,

即使是藉保育知名成立的國家公園也不例外。因此,存在了許多的「環境不正義」現象,壓

迫著原住民生存的空間,但只有少數幸運的地區其生存抗爭獲得重視與善意回應。

(三)環境生態保護輿環境正羲的主張

若以政治經濟史的分析角度觀之,隨著台灣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休系的同時,農產

品與自然資源逐漸地商品化,由早期的製腦、茶葉出口以換取某些工業產品,以至日據時期

開始伐木、採礦與建造水力設施等等措施,不僅一步步地破壞山林生態平衡,也同時將原住

民捲入市場經濟的洪流裡,並摧毀了其與土地共生的自然經濟生計方式。戰後台灣所謂的經

濟奇蹟,事實上也是奠基在對生態環境與底層勞力(含原住民)的剝削之上,才達成所謂「現

代化」歷程的。

登峰蓬極百年夙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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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後,因為林業的利潤降低,一些山林地開始有更多的經濟作物栽植,例如茶

葉、檳榔、果樹、山葵與高冷蔬菜等等,而造成濫墾與土地超限利用等現象。也因這些坡地

農業需要密集資本投入,原住民多半沒有這樣的財力,而使保留地的使用有更多轉租情形發

生,土地使用更趨複雜。而這些土地不當開發或超限利用情形,不僅造成水土流失、逢雨必

災的潛勢,更造成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的破壞,使一些珍貴稀有動物面臨瀕臨滅絕的危機。但

是大社會在保育聲浪崛起之時,卻往往不察地誤以為然住民狩獵是生態破壞的殺手。

這些土地使用的擴張,經常夾擠了原住民的生存環境,特別是以國家之名的公共建設與

財團投資開發的種種措施,例如水庫、核廢場、國家公園以及水泥場、採礦場等等,也因而

不可避免地會有原住民的生存抗爭存在。儘管有不少部落因為妥協、退讓而早已在歷史的洪

流裡被淹沒(例如因石門水庫而千村的泰雅族部落) ,但這類原住民的生存抗爭,在過去的歷

史上確是不曾停息過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期裡,因為不同的緣由事件,而有不同的抗爭

形式出現。但所爭的東西,卻不外乎是土地、生活與尊嚴的自主權。

因此,我們可由諸多史料中發瑰,在明鄭以至晚清1860年開山撫番後的原住民地區,環

境生態與自然地景的破壞寶其來有自,因此才會牛山濯濯、鹿場消失之語。而面對生活空間

被擠迫與生存環境被破壞的原住民,或因歸順而漸被同化,或因衛土護生而與漢人發生衝突,

甚至「出草」來遏止外人入侵,遂被稱為「番害」來對待。特別在日據殖民時期日人急速向

山區擴張進逼,更是大大縮限了原住民傳統的生活領域,而招致大小不斷的「蕃害」 ,其中最

悲壯而為驚天動地的生存抗爭,即是「霧社事件」 。

戰後的台灣,因為承繼了日本人武力鎮壓原住民而全面控制山區的成果,再加上日據末

期新理蕃政策的奏效,原住民部落的生存抗爭意識,在主體社會同化教育數十年之後幾已停

息,直至1984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後,才又跨族群部落地燃起了弱勢者生存抗爭之火。

此後更於1988與1989年發起了兩次的還我土地運動,以及間接影響到一些原住民地區爭環

境生存權的運動,例如屏東魯凱族反瑪家水庫、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運動、布農族反玉山國家

公園、太魯閣人反國家公園及水泥工業運動、水漣阿美族反牛山欲建火力發電廠等等,在在

都反映了原住民的環境生存權不容破壞的聲音。

上述的種種現象,也凸顯了原住民族作為「人」的存在以及其環境生存權間題;由於大

社會多半站在都市中心角度思考,因而缺乏對邊陲地區弱勢族群主體性發展的更多關注。換

句話說,在以政權與資本為中心的思考範疇裡,山林地區(或限制發展地區)的開發與保育,

往往都忽略了該限制區內原住民族(或其他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益,而招致開發、保育與地

方生計的衝突現象,產生「環境正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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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簡單地說,便是因環境因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

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紀駿傑, 1997 : 77) 。其論述的興起,主要是因全球資本主義

擴張過程,導致地球資源日益枯竭及因環境改變或破壞所引起的社會衝突不斷,於是美國自

1970年代開始出現環境社會學的論述(Buttel , 1987) 。更因美國長期來的種族問題,以及有

毒廢棄物與垃圾場、核廢料等多選擇在非白人地區處理,因而1980年代末的新環境社會學(即

環境正義)論述,將這些現象稱為「環境的種族(偏見)主義」( Environmental Racism)( Bullard ,

1993 ‥紀駿傑, 1993)。

有關環境正義的論述,在全球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二十世紀末,開始被廣泛引用來討論

有關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所遭遇的環境議題。並且,這樣的議題不只有在廢棄物的處理上,

也呈顯在資源的擷取過程,因而有一些環境社會學者視此現象為環境與社會間的持久性衝突

(Schnaiberg and Gould , 1994) o

紀駿傑( 1997)以全球原住民為例,整理環境正義的相關研究,強調儘管原住民的知識

與文化對全球生態與人類生存有多重意義,但他們在全世界仍遭受各種無情的生態迫害,甚

至滅族的危機。而迫害與威脅主要來自(一)政府選擇原住民傳統家園作為核子試爆與堆放

核廢料的地方。 (二)外來人口的侵入逼近與強勢文化的滲入。 (三)國家與資本家常以私有

化與更有效利用為理由搶奪原住民土地。 (四)政府以成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名義,侵佔原住

民歷史家園,並限制其傳統經濟及文化活動。 (五)強勢文化所謂的「發展」與「開發」 ,包

括林木採收、採礦、採石油及水資源利用等等,是生態與原住民的另一種浩劫。 (紀駿傑,

1997a : 81-89)

因此「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了原住民(與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

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以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

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的權利。而其規範性意義就在於使我

們面對那些環境不正義現象時,要毫不猶豫地選擇站在哪一邊(紀駿傑, 1997 : 78 、 86) 。這

裡觸及了研究之政治正確性的問題,也點出持正義論的學者其關懷行動的積極意義。

(四)確保山林生態才是台灣永績發展的根基

在1987年WCED 《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裡,已經注意到原住民和保持生態體系與維

護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山地、旱地等複雜生態

體系資源管理的經驗。 」 (WCED , 1987 : 12)也注意到環境正義的問題,因而提到「人類社

會正進行著一項極諷刺的現象,當發展擴及雨林、沙漠及其它孤立的環境之後,它傾向於將

發悸達極百年夙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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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 」 (WCED , 1987 : 115)而在聯合國(1992)的《廿

一世紀議程》裡頭,也有同樣的關注,強調原住民與其居住土地有歷史淵源,對自然資源保

育有獨特的貢獻,其對「永續發展」的參與應予加強,傳統知識與經驗應予尊重( Sitarz,1993 ) o

因此,思考台灣「山岳活動綱領」時,必然得先回到確保山林生態保育和原住民文化生

計發展並存,以此作為基本出發點,才能在永續發展的觀念下,重新看見登山與山岳活動的

重要性與可能性。

三、架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八大策略

為了架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實踐策略,我們有必要先回顧聯合國面對「全球環境變遷」

與面對未來的「廿一世紀議程」裡重要的內涵,尤其是與「山岳區域」有關的部份。

(一)廿一世紀議程及其行動綱領中的山岳永續發展

聯合國1992年在巴西里約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 ,各國共同發表《廿一世紀議程》 ,

作為各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期使達成永續發展之長程目標。 《廿一世紀議程》稟持

「永續發展」的理念,提出處理地球環境問題的全球策略,具體地為人類的未來規劃了行動

綱領,在社會與經濟方面,主要包括: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財務援助,鼓勵有利於環境發展的

宏觀經濟政策;消除貧窮,加緊為人類提供永續的生計機會;改變非永續性的生產和消費型

態;保護和增加人類健康;促進人類居住的「永續發展」 ;以及,將環境與發展問題納入決

策過程,制定有效的法律和條例架構。

而在保育和資源管理以促進發展上,強調應保護大氣層、綜合牲土地資源利用、保護並

合理使用森林資源、控制沙漠化、保護山區生態系、滿足農業需要而不破壞土地資源、生物

多樣化之「永續發展」 、對環境友善之生物技術管理、保護海洋資源、保護及管理淡水資源、

管理有害廢棄物等等。

其中, 「保護並合理使用森林資源.方面,強調應管理不當的森林砍伐、火燒、放牧,以

避免水土資源之品質劣化、野生動植物消滅和全球溫暖化;支持森林在生態體系、經濟、社

會和文化各方面的綜合性角色發揮,加強森林相關研究工作。在「保護山區生態系」方面,

則強調應促進對山區生態系的生態狀況及持續發展的了解,及水源區的發展,降低山區居民

對山區生態品質的負面影響;促進國際合作研究山區生態系;國家應鼓勵民眾參與保育工作,

多樣化的山區生態,調查易受侵蝕、洪患、山崩、地震、及各種自然災害的地區加以保護0 4

4請參考聯合國正式文件《廿一世紀議程江參考網址: hi坦//wwu′unorE/chinese/events/wssd/agenda21,h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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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l建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芻議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在農業委員會第十六屆會議(2001年3月26-30日於羅馬)討

論「關於(21世紀議程)的進展報告‥糧晨組織貢獻的要點」 ,強調「里約+10年」的重點

應放在審查《21世紀議程》的實施方面。其中,關於《廿一世紀議程》第13章「山區永續

發展」的主要任務,包括籌備2002年的「國際山岳年」 0 2000年6月,糧農組織以國際山區

年領導機構的身份,編寫了秘書長關於2002年國際山區年籌備情況的報告,該報告將提交第

五十五屆聯大。該報告闈述了在國家、區域和國際一級的活動,並列舉了在某些國家內採取

行動的例子。糧農組織還於2000年7月開創了關於國際山區年的正式網際網路網站0 2000

年9月,向成員國各部發送了一份正式函件,並附有一張調查表,要求提供關於國家為「國

際山岳年」所採取的舉措、是否擁有與山區有關的資料庫以及山區重要問題的資訊0 5

而在里約會議十年後的2002年,聯合國又有《2002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強

烈確認對里約原則、全面執行《廿一世紀議程》和《進一步執行廿一世紀議程方案》的承諾。

因此針對《廿一世紀議程》各章節的內容,提出更多行動綱領與策略上的建議。與山區暨原

住民有關的部份,包括:

38(r) 「促進對傳統和原住民農業系統的保護、永續利用及管理,並加強原住民的農業生

產模式;」

39(d) 「透過相關的政策和方案,來採取綜合措施以防治荒漠化和減輕乾旱的影響,例如透

過土地、水和森林的管理、農業、農村發展、預警系統、環境、能源、自然資源、保

健和教育以及消除貧窮和永續發展策略等; 」

41 「促進永續的旅遊發展,包括非消費型生態旅遊,其中考慮到2002年國際生態旅遊年、

2002年聯合國文化遺產年、 2002年世界生態旅遊高峰會議及其《魁北克宣言》和世

界旅遊組織通過的《全球旅遊業道德守則》的精神,以增加旅遊資源對旅遊區人民的

收益,同時保持旅遊區文化與環境的完整性和加強生態敏感區和自然遺產的保護工

作。」

42「生物多樣性在整個永續發展和消除貧窮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它對地球、人類福祉、

人民生計和文化完整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不過由於人類的活動,生物多樣性目前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只有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條的規定,讓當地人民,

特別是遺傳資源原產國從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中受益,才能扭轉這種趨勢。 」

而直接指明「山區永續發展」的行動策略,則是‥

5請參考聯合圈正式文件COAG/01/Inf.6 : 「蘭於(21世紀載程)的進展報告‥糧晨組絨貢獻的要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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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議定]山脈生態系統支持特定的生計,並包括重要的流域資源、生物多樣性和獨特的朝

物群。其中許多係十分脆弱,容易遭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並需要得到特定保護。為止

需要在所有層級上採取行動,以便‥

(a) '訂和促瓊各晝方暮、貴暈和暮法,貴暮合未貴山暈暈暈的暈擅、暈膏和牡十暈咸巾分

並加強國際合作使它對消除貧窮方案產生積極影響,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中;

仲)執行各項方案,酌情處理森林破踱、土地流失、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水流扛

以及冰川縮退等問赳;

(c)酌情制訂和執行各項對性別問題敏感的政策和方案,包括公共和私人投資的政策和方

案,以苒助消除山地社區面臨的不公平現象;

(d)執行各項方案來促進多樣化和傳統的山地經濟、永償生計和小規棋生產爐系,包括瞌妻

易於進入囤內和囤暸市蜴、通信和運輸親釗,同時考慮到山區的特殊敏感性;

(e)促進山地社區全面參典和參加影孿到它們的泱策∵,並將屈住民的知識、遺產和價值靶

納入所有發展倡議中;

(D馬應用研究和建立能力而調動國內和國際支援,以為開發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有軸

行山脈生態系統的永續發展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並透過具爐的計晝、暈案和方案=

一泱在山地生活人民的貧藹間題,對所有利害相關者提供充分支援,固睹者羸到2m2年

際山岳年的黠神0 6 (粗羸底腺為作者強調)

因此,聯合國在2∞2 「國際山岳年」對於山區永續發展的強調,其原則是相當清楚蚓

的。在此行動計畫中所揭示的重點,也是我們構思《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指導原則。

(二)台灣山岳活動行動綱領的策略研擬

有關台灣的山岳活動行動綱領,在20∞年時經建會透過「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

訊中心.邀請黃德維先生,研擬了一份《台灣中央山脈永續發展議程規劃⋯台灣山岳活動蜜

展綱領與行動方案(草案) 》 ;依經建會官方網站對此計畫的摘要描述,指出: 「台灣中央山

脈地區的山岳活動日趨發展,但是目前的山岳活動欠缺整合性的管埋政策,現有的相關知

6請參見聯合國正式文件維002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江參考網址‥

http ‘亙rww q∞gle, ∞皿tW/血恤-tG卹urce-WCb&c{F3 &▼C{EacC6QFi AC&urFhttp抑A%2F%2F血ap呷V,咐

些壟亞堂Fdowulond%2Fndon+dec‘缸ctr缸=%20%E8批l %AF%Ej %90%8 8%E5 %9(訛8B%20%E6%BO%B 8%

塹耳A% BC.RE7%99%BC%E 5 %B l %95 %E-8%A 1 7acC%E5淵B%95 %EJ3%▲8%8 8)4E7%95 %AB2002de≒RcGNT!

坦Ynfr肛3aDO曲扣L8g-AFOtCNHD12ThFEd血KaYvir3 8AsoMKS4AJfroig2甜YcDcbER2z d[Yq9RNL I w&ca!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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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才資料也散落四方,並且缺乏政策議談之學術網絡及山岳知識的教育研習機制。為確保

台灣中央山脈的永續發展,本計畫案將運用文獻探討與整合、制度比較與分析、專家學者訪

談及現場勘查之研究方式,並配合台灣國土規劃之研究與政策的推動與發展,針對國內所面

臨的山岳活動提出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案。本計畫之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回顧整理已有的政

策研究成果,提出有助於解決問題之政策課題研究;2.規劃山岳活動知識資料庫之建置;3.組

織學術網絡,建立專業交流平台;4.規劃國內山岳活動與知識的教育研習機制。 」 7

由於先前政府的相關計畫,並無針對「山岳地區」當做主題的統整思考;因此該草案可

說是台灣有關山區永續發展的初步規劃,並設定了「山岳政策」的目標為:

為使台灣的登山運動成為合乎生態旅遊規範之全民運動項目,在永續國土保育與維護生

態環境,減低對環境衝擊的前提下,整禮規劃運用山岳資源,妥善規劃發展山岳活動活動與

生態旅遊事業,應朝向發展山林自然教育及山地生態旅遊產業之方向發展,期能達成0

1,短期目標‥(1)設立教育訓練中心(登山學校)建立教學體系。

(2)增加登山運動人口每年成長10% 0

2.中程目標:促進山地生態旅遊產業產值每年成長10%0

3.長程目標‥實現綠色魅力家園,達成國土永續發展願景08

該規劃方案中也指出‥ 「如果要正確推動台灣山岳活動的發展,基本政策應包括創新的思

維、推動產業化、以及統合部會行政功能、減低對環境衝擊等。 」而其設定「山岳政策」的

架構,則強調山岳活動應從建構活動知識與技術、整合環境資源、健全服務與管理制度、提

供資訊流通等方面,來構思規劃整體的山岳政策;台灣發展山岳活動的政策綱領架構,可以

從幾個構面來整合配套,才能順利推動山岳活動的發展。其中,這些山岳政策最基本構面包

括有:「研究發展、教育訓練、資訊服務、宣導推廣、產業服務、管理制度、建設經營等七大

項目。」9

因此,該規劃草案在其設定的七大項目上,進一步演敘出「台灣山岳活動發展綱領策略

及行動方案(草案)」,包括‥

1.研究發展‥以創新的思維進行山岳活動相關的研究奠定未來發展基礎o

1.1規劃國內學術網路組織

1.2推動國際山岳相關機構與學者交流

7資料來源請參: http://wwu′.CeDd.gov.tw/ml.aspx?sNc)=0009066 0

8請參見黃德雄, 2006 ,《台灣中央山脈永續發展議程規劃-一台灣山岳活動發展綱領與行動方案(草案)》 ,台北‥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0

9同上註。請參黃德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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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訓練:設置教育訓練機構推廣正確的山岳活動知識與技能0

2.1規劃台灣山岳教育研習機制

2.2設立山岳教育研習中心

3.贊訊服務‥提供便利整合的資訊使民眾易於親近山岳活動0

3.1建置山岳知識資料庫

3.2充實山岳活動資訊網路

4.宜導推廣‥鼓勵全民登山運動,提昇國人對山岳活動、生態旅遊與自然環境的認識0

4.1組織國家登山隊宣導山岳活動

4.2推廣全民當山活動

4.3籌設台灣山岳博物館

5.山岳旅遘產凳服務‥結合登山活動、生態旅遊,發展觀光與休閒服務業的山岳旅遊永續急

色產業0

5.1發展山地生態旅遊產業

5.2組織專業登山嚮導

5.3輔導山地原住民社區發展山岳旅遊相關服務產業

6.管理制度:規範山岳活動的內容,統合管理體系0

6.1規範山岳活動內容建立分級制度

6.2檢定認證山岳活動能力以利管理

6.3檢討入山管理制度

6.4統合行政機關體系

7.建設經營‥以永續國土保育與維護生態環境為前提,整體規劃運用山岳資源0

7.1籌設各地山岳活動服務中心

7.2 強化山難救助組織

7.3整建山岳活動環境設施10

基本上,這份山岳活動發展綱領策略及行動方案,是當時經過幾次登山界集思廣益的熹

見,才匯集出來的;因此,儘管七大項目的架構仍不夠縝密完整,但綱領策略及行動方案,

卻多是符合登山界期待的重點。因此,本研究重新把山岳地區立基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暨

「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藉著保護山岳環境來確保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藉由生態、文化

政治、經濟、科技等面向的考量,本研究重新框架《台灣山岳活動綱領》以期提供作為推噩

10同上註。請參見‥黃德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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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岳政策白皮書」的前置思考;並以八項發展策略,來建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

行動方案。這八項發展策略包話:

策略(一)保育山林資源、確保山區多樣生態世界;

策略(二)深耕山岳文教、促進多元文化績紛生命;

策略(三)促進山區活化、保障山區活動安全依坤;

策略(四)培育山野人才、柑進戶外領導科研知能;

策略(五)健全山岳法制、提弄山區服務管理品賞;

策略(六)立基山林生態、發展創意經濟生活產凳;

策略(七)研蛋山野科技、建立資訊服務整合平台;

策略(八)推廣山岳休憩、宣揚健康登山活力台灣。

以下,本研究把這八大策略及可衍生出來的工作項目和行動方案,透過表格的方式來呈

現,以期更看見架構的系統性與綱要重點。

表1台淳山岳活動綱領蛋展棗略與行動方案

發展策略 行動方案 主辦找關 備註 

1.保育山林資源、確保山 區多樣生態世界 

1.1調查山區生態,建立生物多樣性資源庫。 農委會/NP/學術 

l,2建立長期監測,進行環境變遷系統研究。 農委會/NP/學術 

1.3保護山與溪谷,建立山域及河川巡守隊。 農委會/NP/學術 

1.4健全GIs系統,充實生物地理資料庫。 農委會/NP/學術 

1.5 獎勵社區林業,培養地方文化生態人才。 農委會/原民會 

2.深耕山岳文教、促進多 元文化繽紛生命 

2.1籌設山岳博物館 跨部會 

2.2連結山區單位/文化中心辦山岳文化展。 文建會 

2.3尊重原住民文化,獎助原往民文化慶典。 原民會/地方政庸 

2.4辦理全國登山研討會與民意論壇。 跨部會 

2.5尊重原住民進入傳統領域使用自然資源。 跨部會 

2.6獎勵原住民手工藝及各種手作技藝。 原民會/地方政府 

3.促進山區活化、保障山 區活動安全依歸 

3.1確保山區交通軟硬體建設服務暢通安全。 交通部/地方政府 

3.2辦理各類別登山知能研習與安全講習。 教育 

3.3 官民協力強化山域搜救知能技術。 消防署/國搜etc 

3.4健全野外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衛生署/消防署 

3.5建立職業嚮導制、培養原住民生態嚮導。 原民會/NP 

3.6 出版山野活動與戶外安全指導手冊。 教育部/體委會 

3.7推動登山安全研習暨教練認證(時數)。 教育部/體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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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育山野人才、精進戶 外領導科研知能 

4.1獎勵大學設「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 教育部 

4.2獎助大學開設山野探索與戶外領導學程。 教育部 

4.3設立登山學校(山岳教育研習中心) 教育部/NP 

4.4制訂「台灣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 

4.5研修山野教育融入12年國教課綱。 教育部 

4.6編定各類山野教育與生態文化叢書。 教部/林務局/NP 

4.7辦理大專登山安全與戶外領導研習。 教育部 

4.8連結山野教育提昇中學生科研人文知能。 教育部 

5.健全山岳法制、提昇山 區服務管理品質 

5.1修訂各個有礙山野活動發展的法規。 行政院/立法院 

5.2修改入山管理辦法使朝向登記報備制。 警政署 

5.3設置小而分散適地的山區避難小屋。 林務局/NP 

5.4規範山岳活動與山區步道分級制度。 林務局/NP 

5.5維護山區步道資訊與指標系統使明確。 林務局/NP 

5.6健全各山屋之醫藥與通訊設施。 林務局/NP 

5.7推廣LNT教育降低山林環境污染破壞。 林務局/NP 

6.立基山林生態、發展創 意經濟生活產業6. 

6.1保障原住民在地性傳統生計農牧採集。 原民會/農委會 

6.2輔導原住民發展文化創意生活產業。 原民會/經濟部 

6.3提供原住民擔任生態嚮導員就業保障。 原民會/NP 

6.4發展綠色休閒民宿特色餐飲樂活產業。 原民會/觀光局 

6.5推動山岳活動連結生態旅遊與文化體驗。 原民會/觀光局 

6.6加強山區行銷以提升山區創意經濟市場。 經濟部 

7.研發山野科技、建立資 訊服務整合平台 

7.1建置「台灣登山健行」山區資訊網站。 林務局 

7.2建置網路登山學校和山野知能資源網。 教育部 

7.3 強化山區通訊、航空與各瑣E化服務。 跨部會/NCC 

7.4定期更新山區即時資訊與通報系統。 網站管理機制 

7.5建置山岳生態旅遊產業服務資訊網。 觀光局 

7.6研發山區發報電子系統與無線電網絡。 資科單位 

8.推廣山岳休憩、宣揚健 康登山活力台灣 

8.1辦埋837爬山去或動(8/3七點集合) 體委會 

8.2輔導登山社團推廣全民登山健行運動。 體委會/內政部 

8.3瓣理各項山岳文化活動講演或影音會。 文建會 

8.4訂定十月為「山岳活動月」串連各活動。 跨部會 

8.5獎助全國登山大會師、溪仙大會等交流。 體委會 

8.6辦理山岳影展、讀書會等活動。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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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跨部會行動

依照目前政府機關各單位與登山有關的事業主管機關,有些是已經有明確的工作職掌,

有些則是還具備灰色地帶,故採取無作為的方式面對山岳活動的服務管理。以下是目前政府

中央機關各單位與山岳活動有關之瑰況概要表。

表2 中央機關各單位山岳活動相關業務分工表

中央機關 單位 相關法規 登山相關業務 目前作為 

行 政 院 

教育部 各司處室 環境教育法etc. 登山安全/山野教育 已草擬「登山安全與山野教育方案」 

內政部 

警政署 入出山管理辦法 入出山管制 尚無積極作為 

消防署 災害防救法etc. 山難與山域搜救 被動待命處理山區救難但專業略不足 

營建署(含 
國公公園法etc. 

生態區入園許可/國 步道山屋維護、指標、解說教育,登 

各NP) 家公園登山學校 山學校尚無積極作為 

農委會 林務局 森林法etc. 

山林步道/山屋/解 說/LNT_ 

自然中心/國家步道/LNT教育推廣 

體委會 全民運動處 
登山嚮導員授證 登山嚮導員授證/小 

只辦理兩次授證照/無積極作為 
瓣法 百岳推廣 

交通部 觀光局 發展觀光條例 商業登山/職業嚮導 無積極作為(商業登山旅遊安全規範) 

圈防部 國安法 入出山管制 無積極作為 

經濟部 水利署 水利法etc. 

溯溪與溪流活動管 理 
無積極作為 

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 
救護直升機、急救 醫藥管理 

尚無積極作為 

環保署 環境基本法etc. 
環境污染管制、環 保教育 

尚無積極作為 

經建會 
山坡地保利用育 

山區使用與發展 
曾規劃「山岳活動綱領與行動方案」 

條例 草案 

原民會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登山嚮導職 

尚無積極作為 
etc. 業保障 

文建會 文資法etc. 

自然地景文化地景 保護 

山區尚無積極作為 

國土安全 辦公室 山坡地保利用育 條例 

國土保安 觀念錯誤擬欲把原住民趕下山居住 

災害防救 辦公室 

(含國搜) 災害防救法etc. 

各項災害防救(含山 域救援) 

除海鷗直升機外山區尚無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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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表2可以看到,目前政府機關欠缺「山岳活動」的統籌指導系統,未來政府組織

再造中,山岳活動管理可能歸屬在環境資源部,但目前仍欠缺完善的法制與發展計畫。因此,

建議在組織再造前,應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及政務委員來統整各機關單位的協

調、合作,才能共同制定一致的服務管理方式,在保護山區環境下,藉著山岳活動來促進山

區活化和在地經濟、文化的永續發展,

五、結語

推動《台灣山岳政策白皮書》是一條必須走的路。然而,在瑰實的層面上,我們更希望

先從務實的角度出發,考量《廿一世紀議程》和永續發展的原則與行動綱領,先推動「台灣

山岳活動綱領」策略和行動方案,來逐步推動山岳活動與山區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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