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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章】 

為防範山難與加強登山安全，2005 年起由內政部、林務局、教育部、體委會等相關部門協議

每年輪流主辦「全國登山研討會」。10 年來已分別接續舉辦。2015 年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接辦，並由羅東林區管理處規畫辦理。期能透過本次研討會，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檢視國

內登山管理服務環境，特別以「登山自律 萬里泰平」為會議主軸，期使登山事務發展更趨健

全。全國登山研討會一方面承接過往部份主題，繼續深化拓展；另一方面，結合國際上登山

與山岳環境保護思潮，提昇登山與山區環境之服務品質。而透過民間力量集結，進行公私協

力的知識經驗整合，凝具更高的代表性與公信力。 

一、會議目的 
（一）透過專家專題講演，提升全球視野，加強環境保護思維與山區服務。 
（二）藉由專家主題論壇，聚焦登山技能交流，深化山野核心知能素養。 
（三）藉由研討與談，針對重點議題，產官學 NGOs 交流合作，提出建議性的務實作法，強

化各機關單位團體之協力整合。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政府機關協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教育部（體育署）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山岳文教協會 
民間協力單位：台灣山岳聯盟（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歐都納體育戶外基金會。 
贊助單位：美商戈爾公司、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百岳登山用品社、永和登山會 

三、會議時間地點 
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19-20 日（星期一～二） 
會議地點：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巷 58 之 1 號 03-9809806 

四、報名及與會人數 
（一）與會人數預計共 150 人，額滿為止。 
（二）報名截止日期：2015 年 10 月 5 日（或額滿為止）。 
（三）報名方式：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報名辦理。 
  1. 請利用 2015 全國登山研討會網站 taiwanmt.nchu.edu.tw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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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報名表填寫後利用 Email 傳至：taiwanmt@ms24.hinet.net。(檔名請用姓名存檔，「（姓

名）報名 2015 全國登山研討會」；或傳真至：(02)2703-3376。電話：(02)2755-0088。 

五、會議主題與議程：預定 4 主題 8 場次 

（一）登山管理與安全責任 
從政府管理者的角度進行研討，例如：政府管理措施能否有效防範山難發生？以及搜救責

任該如何分攤等，除了政府管理責任外，真正的登山安全來自登山者的自我要求，如何透

過登山教育及嚮導制度，加強登山隊伍的自主風險評估及安全管理，已成為不容忽視的課

題。如何從登山者自律的角度，達成登山安全的目標，也是本次研討的重點。 

（二）登山設施的基準與規劃 
登山旅遊的推廣與登山安全的提升，都會涉及步道設施的議題。登山者應以成為「生態人」

為目標，讓登山活動與環境有更和諧的關係；步道設施也應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去思考設

施建置的必要性內容。如何配合世界潮流，建立適合國內的手作步道系統，也是討論的重

點。過去研討會有關步道設施的論述，主要針對的是硬體設施。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

若將資訊科技運用於步道設施，透過行動載具與網路，管理者與使用者即可即時交換資訊、

更新訊息，落實登山安全將更容易。而運用資訊科技來發展步道文化，亦為本次研討會關

注的重點。 

（三）山岳旅遊環境的建構  
台灣登山步道的分佈較細碎，且個別步道的旅遊資源有限，通常不具備重遊的價值。因此，

如何運用現有的步道資源，建構適合山岳旅遊的環境，吸引國外背包客來台旅遊，是本次

研討的核心課題之一。藉由長程步道的規劃，應可串連出更豐富的步道網絡，結合當地部

落的旅遊特色，或透過社區發展旅遊資源，也是增進步道旅遊價值的重要途徑。 

（四）山岳友善環境的志工機制與運作實務  
步道的使用與維護，除了政府合適的管理措施外，如何讓志工機制更有效地投入步道服務

及管理，並結合當地部落及社區的資源，積累出良好的步道文化，為本主題的討論核心。

引入志工機制除了可以長期維護步道品質，也可以透過志工解說與參與志工的方式，讓山

岳旅遊更有內涵，也讓步道發展帶動當地部落或社區的合宜發展。 

  專題演講一：國家步道生態旅遊發展策略  
  講者：郭育任（國家步道生態旅遊計畫主持人）  
  說明：推動能高地區示範步道路線之生態旅遊，整合部落原住民共同參與經營之機制。 

  專題演講二：長距離步道：大台北天際線步道施作構想 
  講者：黃福森（北台灣山徑聯盟召集人） 
  說明：規畫一條屬於大台北的阿帕拉契山徑，以不同的角度欣賞這個城市的萬種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