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永續發展計畫（105 年至 108 年）中程實施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國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

國民之育樂及研究，我國自民國 73 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迄今已成立 8 座國

家公園，已逐漸邁向建立完整國家公園系統，而透過國家公園法規範及有效之

經營管理，歷年來保育成效有目共睹，為保存國家整體珍貴自然及人文資源之

有效機制。然而在全球環境氣候急遽變遷與外來物種佔據本土物種棲地的發展

下，國家自然資源保育仍面臨嚴峻的挑戰，隨著世界保育潮流與時代的演變，

傳統物種保育之觀念逐漸朝建立完整之生態系統保護發展，強調的是全面性、

整體性的保育與資源永續利用原則。 

鑑於國內尚有許多具有國家公園資源特色的淺山生態系，惟其資源豐度或

規模較小，未能予以保護之地區，同時民間保育團體也大力呼籲政府將其納入

保育範圍，考量該區域如未能加以妥善規劃與管理，將使生態資源產生不可回

復的衝擊，故納入國家公園體系保育實屬必要，揆諸國情及國家公園發展相彷

之日本，在其國家公園立法過程，從國立公園法演變至自然公園法已有採取分

級分類經營管理之相關機制規定，爰以其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資源，將國

家公園選定基準加以分級分類，除原有之國家公園外，另有國家自然公園之分

類，並透過國家公園法修法，達成維護國家生態資源保育及促進國土永續發展

目標，國家公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於 99 年 11 月 12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

過，同年 12 月 8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賦予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

度或面積規模較小之國家自然公園之法源依據。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為保護高雄壽山地區特有之自然風景、野

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係為達成維護壽

山國家自然公園生態資源保育目標、促進國土永續發展、提供國民更佳遊憩環

境與設施，並提升解說內容及服務品質，以及辦理園區環境改善與景觀植生計

畫，提供優質環境及遊客良好視野景觀，以陶冶國民心靈、提昇國民素質，進

而提高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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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之「研商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

『105 年至 108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草案）』」會議結論賡續辦理。 

二、現況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現況說明如後：坐落於高雄市西南區，範圍包括壽

山、半屏山、大小龜山、左營舊城及旗後山等地區，總面積約 1122.654 公頃，

區內擁有豐富自然地形與人文史蹟，不但是高雄都會區難得的綠帶，也是一座

極為珍貴的自然寶庫，更承載數百年來不同種族發展的歷史變遷。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孕育了高密度山豬枷、臺灣特有種－密毛魔芋、臺灣魔芋、恆春厚殼樹、

臺灣西海岸密度最高的臺灣海棗，更有大家熟知的臺灣獼猴。在人文歷史古蹟

如鳳山縣舊城、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旗後砲台、龍泉寺遺址等，是一座兼具

生態保育、遊憩及研究功能之國家自然公園。 

因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為緊鄰高雄都會區的綠帶，交通便利性高，素有高雄

後花園之稱，自 76 年解除戒嚴後，因應高雄市政府的要求與時勢環境的影響，

國防部於 78、85 年 2 度檢討縮減軍事管制區後，隨即有大量遊客湧入，經統

計每日約有 1 萬人次遊客量，全年遊客量約 387 萬人次，僅次於墾丁、太魯

閣、陽明山等國家公園，為全國遊客量第 4 高的國家公園，因應龐大的遊客

量，及沿襲已久不當的遊憩活動習慣(如：餵食野生動物、棄養餵食大量流浪

動物、濫墾與濫建、佔用公地私闢休息區等)，都需要藉強而有效的經營管理

機制，來達到保育管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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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過程概述 

國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

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我國自民國 73 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迄今已成

立 8 座國家公園，已逐漸邁向建立完整國家公園系統。為保育淺山生態

系，99 年 11 月 12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公園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同

年 12 月 8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正式賦予「國家自然公園」成立之法律依

據，明定國家公園之分級、分類及國家自然公園劃設及經營管理適用國家

公園相關規定等，未來對於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

模較小之地區，將以「國家自然公園」方式，納入國家公園體系予以保護。 

首座國家自然公園也循台江國家係由下而上，地方發起中央接續推動

之模式成立，壽山地區自 76 年解除戒嚴後，因應高雄市政府的要求與時

勢環境的影響，國防部於 78、85 年 2 度檢討縮減軍事管制區；81 年隨即

有大量遊客湧入，且濫墾濫建、侵占公有土地者與日俱增。為恐壽山的生

態體系漸趨瓦解，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高雄市野鳥學會與中華民國自然

生態保育協會等民間團體，以由下而上方式，於 86 年推動高雄市壽山自

然公園並完成法定程序，明定鼓山區海拔 10 公尺以上及西部海岸以東之

柴山地區劃定為柴山自然公園的範圍，並比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精神，

依據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設，管理機關為高雄市政府。 

而位於壽山北端半屏山、大小龜山由高雄市政府陸續建設半屏山自然

公園及龜山自然公園等，延伸生態廊道至壽山自然公園，三山區域生態及

景觀資源豐富而多樣，但是不當的遊憩活動、濫墾及濫建、占用公地及台

泥礦區裸露地沖刷等環境課題，若未加以妥善規劃與管理，將使該區的生

態資源產生不可回復的衝擊。鑑此，地方有識之士乃倡議設置國家自然公

園以謀求三山豐富資源得以永續發展。 

案經 98 年 12 月 18 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86 次會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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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所報「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可行性評估及範圍劃設說明書」，會議決議

（略以）：「一、鑑於壽山擁有獨特之珊瑚礁植被、珍貴之史前貝塚遺跡及

臺灣彌猴等豐富自然資源，具備發展國家自然公園之優越條件，所報「壽

山國家自然公園可行性評估及範圍劃設說明書」原則同意。」 

        行政院於 100 年 4 月 14 日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圖並於 11

月 1 日公告實施，劃設範圍包括：壽山 928.714 公頃、半屏山 163.3 公

頃、大小龜山及鳳山縣舊址遺址 19.39 公頃及旗後山 11.25 公頃等土地，

面積總計約 1,122.654 公頃，區內為珊瑚礁石灰岩地形，且壽山具獨特的

珊瑚礁植被、著名的臺灣獼猴以及珍貴的史前貝塚遺跡，是高雄市最具特

色的天然地標，因長期軍事管制，多樣性自然資源得以妥善保存，亦具備

發展國家自然公園之優越條件，更是絕佳的自然教育與自然科學研究基

地，同年 12 月 6 日正式開園，並暫時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推動辦理各項業務，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教育、生態旅遊及文史資

源永續利用等多方面之效益。 

        上開修法公告實施翌年 100 年 12 月 6 日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誕生開

園，是我國國家公園發展史上深具意義的一個里程碑，是我國國家公園的

生態保育和環境教育邁向淺山生態系經營的開始。 

二、發展目標 

就國家自然公園而言，其真正的涵義在於保育一個國家或區域內特殊

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或文化的襲產（Heritage），這些襲產包括特殊的地

形、植被、野生物、以及不同時期或區域的人類文化，在國家自然公園中

以永續利用的理念經營管理，並供大眾從事解說教育、科學研究及休閒遊

憩之用，妥善維護以供子子孫孫永世共享。  

隨著世界保育趨勢的演繹並與國際接軌，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整體發展

願景在於促進臺灣的國家(自然)公園體系在國內外成為代表臺灣精神與自

然文化襲產的象徵，進一步涵容多元文化與世界接軌，形塑壽山國家自然

公園成為臺灣自然與人文襲產保育的典範與實踐者，擘劃以下四個未來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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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一）「保育與永續」（Conservation ＆Sustainability）：保育完整生態系

統，維護國家珍貴資源。 

（二）「體驗與環教」（Experie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強化環

境教育與生態美學體驗。 

（三）「夥伴與共榮」（Partnership ＆ Prosperity）：促進住民參與管理，

強化夥伴關係。 

（四）「效能與創新」（Effectiveness ＆Innovation）：健全管理機制，提

升組織效能，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提升國家保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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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策略與績效指標 

一、實施策略  

（一）「保育與永續」（Conservation ＆Sustainability）：保育完整生態系

統，維護國家珍貴資源 

策略 1：落實自然與人文資源調查，建構資料庫，作為研究分析

與訂定保與經營管理策略的基礎。 

策略 2：建立人與環境和諧共處模式，實踐里山三生共榮的願景。 

策略 3：棲地的保育與復育，移除入侵性外來種，保存生物多樣

性，增進自然資源永續發展。 

策略 4：人文資源與歷史空間保存與深化，串連文化特色活化再

利用。 

策略 5：保護珍貴高位珊瑚礁地質地形，維持地景的完整性。 

 

（二）體驗與環教」（Experie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強化環

境教育與生態美學體驗 

策略 1：建立環教中心並進行專業經營，提供民眾與各級學校優

良的環境教育場所及課程。 

策略 2：充實保育解說志工服務陣容，並增進環境教育知能，推

動環境教育宣導，建立民眾之環境保育觀念，進而投身

環境行動。 

策略 3：規劃適合各年齡層參與之環教課程，從有趣的活動中建

立友善環境的價值觀。 

策略 4：充實自導式解說系統，適時進行機會教育。  

策略 5：籌設遊客解說中心，藉以使民眾瞭解園區資源及遊憩諮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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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夥伴與共榮」（Partnership ＆ Prosperity）：促進住民參與管理，

強化夥伴關係 

策略 1：導入住民及 NGO 團體參與，推動共管機制。 

策略 2：結合區域各權責機關與社群組織力量，建立溝通帄台，

合作推動業務。 

    

（四）「效能與創新」（Effectiveness ＆Innovation）：健全管理機制，提

升組織效能，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提升國家保育形象 

策略 1：整合計畫法令，增進保育效能。 

          策略 2：建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專業人員定期培訓機制。 

策略 3：建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訊知識數位化典藏與網路系統。 

策略 4：建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與預防系統。 

策略 5：發展綠色運具，響應節能減碳，因應全球暖化與環境變

遷之衝擊。 

二、績效指標 

願景目標 績效指標 
指標值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小計 

1.「保育與永

續 」

（ Conservatio

n ＆

Sustainability ）

：保育完整生態

系統，維護國家

珍貴資源 

（壽山國家自然

公園）野生動植物

物種種類數量維

持率（單位％） 

100% 100% 100% 100% 100% 

（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指標物種或瀕

臨滅絕物種族群數

量維持率(單位％) 

100% 100% 100% 100% 100% 

（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自然和人文地

景維持率（單位％）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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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目標 績效指標 
指標值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小計 

（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核心保護區土

地面積維持率（單

位％） 

100％ 100％ 100% 100% 100% 

新增國家自然公園

面積（單位：公頃） 
0 3808 54 0  0  

新增遊客服務牌誌

(單位：面) 
35 35 25 25 120 

2.「體驗與環

教 」

（ Experience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強

化環境教育與

生態美學體驗 

國家公園遊憩據

點遊客數（單位：

人次）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16,000,000 

國家公園環境教

育與生態旅服務

人次（單位：人次）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國家公園辦理「工

作假期」參與人次

（單位：人次） 

600 600 600 600 2400 

遊 客 對 環 境 教

育、解說設施級解

說服務之滿意度

（單位：％） 

91% 92% 93% 94%  

3.「夥伴與共

榮 」

（ Partnership 

＆ 

Prosperity）：促

進住民參與管

理，強化夥伴關

係 

社區培力參與人次

（單位：人次） 
200 200 200 200 800 

召開諮詢建議或專

案小組會議（單

位：次） 

6 6 6 6 24 

原住居民對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之滿意

度（單位：％） 

85% 87% 88% 90%  

4.「效能與創

新 」

國際合作交流處數

（單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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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目標 績效指標 
指標值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小計 

（Effectivenes

s ＆

Innovation ）：

健 全 管 理 機

制，提升組織效

能，加強國際合

作交流，提升國

家保育形象 

適修國家公園或國

家自然公園計畫通

盤檢討或變更面積

（單位：公頃） 

0 0 100 0 100 

增加解說服務空間

(單位：帄方公尺) 
250 350 350 25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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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實施內容 

一、主要工作內容  

（一）「保育與永續」（Conservation ＆Sustainability）：保育完整生態系

統，維護國家珍貴資源 

1.擴大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強化淺山生態廊道保護管理機制 

  (1)潛在國家自然公園評估與規劃。 

  (2)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整備計畫。 

2.建立人與環境和諧共處模式，實踐里山三生共榮的願景 

(1)適度的遊憩總量控管，減輕環境壓力。 

(2)加強宣導各種禁止事項，減少人與野生動物衝突發生。 

(3)組成專家學群，研擬經營管理對策。 

(4)建構國家自然公園健全的淺山生態經營管理模式，保全生

產、生活、生態永續利用的環境。 

3.強化區內生態保育工作 

(1)移除入侵性外來種，防止危害本土物種。 

(2)串連破碎棲地，建立生態廊道，進行劣化棲地之復育。 

(3)持續推動資源調查、保存與復育工作。 

(4)研究成果數位化及資料庫建置。 

4.建立園區內自然、人文、地質及地景資源基礎資料庫 

(1)進行區內自然與人文資源調查研究，建立統一格式之基礎資

料庫，俾利往後研究分析之用。 

(2)擴大劃設國家自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殊景觀區與史蹟保存

區，妥善保護珍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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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資源之保育與經營管理研究，針對個案擬定策略，採用

適當之維護措施。 

(4)定期舉辦研究調查成果發表及研討會，分享研究成果和心得

交流，作為日後經營管理之參考。 

5.環境變遷之長期監測與研究 

(1)建立資源調查標準作業程序，進行全面普查，掌握轄區資源

現況。  

(2)規劃樣區進行長期監測，及早因應環境變遷對生態體系的影

響。 

（二）「體驗與環教」（Experience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強化

環境教育與生態美學體驗 

1.推廣深度精緻生態旅遊 

(1)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生態旅遊及伙伴型生態旅遊推動計畫。 

(2)與遊客數量及滿意度調查等，提供全民優質的生態旅遊環境。 

(3)辦理國家自然公園生態旅遊(含低碳旅遊)推動計畫。 

2.推展園區綠色運具、建築與友善環境 

(1)維護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優質環境，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綠色友善環境計畫等相關活動。 

(3)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生態維管計畫。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既有聚落社區綠色友善環境潛力點可

行性評估及規劃案。 

(5)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友善環境實質建設計畫，並提供民眾

更優質及無障礙之遊憩環境，辦理相關公共設施、景觀據點

維修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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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永續發展經營管理觀念，辦理相關公

共設施環保節能,綠色材料及資源回收再利用計畫。 

(7)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低碳休閒運輸計畫，辦理相關先期可

行性評估及規劃案，並建置相關公共設施及設備。 

3.強化環境教育功能，提供多元之教育與學習服務 

(1)辦理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人員培訓與增能計畫。 

(2)辦理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推動成果展，同時宣導環境教育

理念。 

(4)建立自然與人文資源資料庫，保存珍貴資料。 

(5)充實環境教育資源，依據不同對象規劃多樣課程方案，提供

多元學習服務。 

(6)建構解說資料庫，豐富解說內涵，增進學習意願。 

(7)設置自導式解說系統，適時進行機會教育，提升遊客之環境

意識。 

(8)提昇宣導品實用性，提高民眾使用與保存意願，減少資源浪

費。 

(9)設立環境教育中心，提供民眾與各級學校優良環教場所。 

(10)製作在地特色之解說出版品，行銷國家自然公園資源之美及

保育理念。 

4.提供與生態和諧共存之遊憩服務 

(1)推動遊憩總量管制，減輕環境壓力，落實自然公園保育與永

續發展之核心價值。 

(2)推行生態旅遊，透過解說員的引導，在行前與途中適時給予

正確的資訊，建立友善環境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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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揮國家自然公園特色之環境體驗與生態旅遊 

(1)結合區內及周邊聚落進行整體營造，規劃具在地特色之生態

遊程、環教活動與文創產業，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將利益回饋

給在地社群。 

(2)旅遊活動採行分眾式推廣，設計多種不同之深度旅遊路線提

供民眾選擇。 

(3)與其他單位及 NGO 合作，成立環境教育推廣聯盟，不定期推

出各種環教活動，達成寓教於樂之目的。 

（三）「夥伴與共榮」（Partnership ＆ Prosperity）：促進住民參與管理，

強化夥伴關係 

1.導入住民參與，推動夥伴關係：持續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

通盤檢討，並加強與園區內居民之協調溝通，以兼顧國家自然公

園環境保育宗旨與(原)住民合作夥伴關係之建立。 

2.促進國際交流，突顯重要地位：辦理成果發表或國際研討會 

3.轉化國家自然公園與原住居民成為共生共榮之夥伴關係連結。 

(1)持續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具有建議性質諮詢帄台之運作機

制。 

(2)結合周邊社區參與國家自然公園資源保育與推廣工作。 

(3)協助園區衍生性產業發展，引導居民發展綠色經濟，增加收

入。 

(4)針對原住居民與使用者對國家自然公園之需求及滿意度進行

調查，作為經營管理策略之參考。 

4.推動區域生態保育策略聯盟，落實國家自然公園理念。 

(1)針對園區山林資源與生物棲地保育、復育、防災、宣導等議

題，建構地區公部門溝通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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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相關學術機構、研究保育組織建構合作關係。 

(3)推動建構區域生態系統，確保區域生態環境穩定發展。 

（四）「效能與創新」（Effectiveness ＆Innovation）：健全管理機制，提

升組織效能，加強國際合作交流，提升國家保育形象 

1.擬訂公告禁止事項，增進保育效能： 

  (1)101 年 6 月 22 日依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規定，報經內政部核

定公告 10 項「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並進行相

關違規事項之勸導取締及裁罰。 

  (2)為預防狂犬病疫情蔓延及因應衛生福利部禁菸規定，於 102

年 11 月 1 日公告增訂「園區吸菸」及「攜帶寵物進入園區」

等 2 項禁止事項，成為我國首座全面禁菸的國家公園。  

2.強化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深化推動保育 

(1)持續經營國家自然公園里山學校，成為南部區域環境教育之

重要場域。 

(2)持續推動發展里山學校環境教育課程，讓國家自然公園成為

國中小學生的自然學科的戶外教學體驗場所。 

(3)持續推動與國家自然公園有約計畫，將國家自然公園保育成

果呈現於國人面前，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 

(4)持續辦理製作國家自然公園簡介、摺頁，攝製 DVD 影片，出

版各項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出版品等，讓國家自然公園各

項保育研究成果，展現在世人面前，以強化環境教育功能。 

(5)持續辦理國家自然公園人員環境教育及專業培訓，提昇從業

人員專業知能。 

3.辦理國家自然公園之資源調查、公園劃設、計畫評估、經營管理、

政策研究、制度建立等先期規劃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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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構園區綠色基盤，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1)逐步更新改善園區公共服務設施品質。 

(2)提高園區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3)規劃區內綠色運具及低耗能交通運輸系統。 

5.提升管理單位整體經營管理效能與技術。 

(1)運用資訊通訊科技(ICT)於建置保育研究、解說教育、土地使

用管制資訊系統。 

(2)擬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分區細部計畫。 

(3)進行園區範圍擴大之適宜性評估，並檢討既有分區劃設類型。 

6.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建構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與預防系統。 

(1)研擬環境敏感地區管理與天然災害應變計畫。 

(2)積極推動遊客災害應變宣導與教育。 

(3)以建構防災空間系統理念配置公共設施。 

7.建置國家自然公園經營管理資訊系統與環境教育中心。 

(1)建立多樣化遊憩資訊帄台，提供民眾即時導覽咨詢服務。 

(2)建置多功能環境資訊系統，提升環境資源管理效率。 

(3)從單點解說設施到地區性教育中心，構築國家自然公園環境

教育網絡。 

二、分期工作規劃  

（一）105 年 

壽山企劃及遊憩計畫： 

A.焦點計畫 

1. 檢討既有自然保護區帶，進行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調查與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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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跨年度計畫，採一次發包，分別於 105 及 106 年編列預算辦理)。 

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創新遊憩活動整體規劃評估(如石灰岩洞穴分級

管理及環境監測計畫、越野自行車山岳體驗管理、攀岩活動可行性

評估)。 

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憩行為對環境衝擊之影響評估。 

4. 辦理園區遊客承載量管理及分流計畫。 

B.例行性計畫 

1. 建立夥伴關係召開守護壽山專家學者 NGO 定期諮詢交流會。 

2. 各遊憩據點經營管理、設施維護及環境美化。 

3. 辦理土地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及用地取得。 

4. 辦理山野技能、急難救助、聯合演練、人員訓練進修等，以利國家

自然公園之業務能順利達成。 

5. 辦理園區遊客安全、設施勘查維護等巡山護管工作。 

6. 機關網站更新維運、強化本處入口網及企業內部資訊系統 EIP 管理

功能。 

7. 清查園區電信通訊品質（無線電及行動電話）。 

8. 購置業務需用合法套裝軟體，汰換電腦週邊設備，建置共購機房虛

擬異地備援系統。 

壽山環境維護計畫： 

A.焦點計畫 

      1.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客中心解說展示空間裝修工程(第一期)。 

      2.半屏山翠華路登山口暨半屏湖棲地營造與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屬跨

年度計畫，105 年辦理規劃設計，106~107 年辦理工程施作)。 

      3.綠色山徑改善計畫(第一期；壽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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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例行性計畫 

1.維護檢修園區內既有設施及步道系統。 

2.設置資源性解說牌示及方向指示牌。 

  3.持續進行園區邊坡暨地表變形監測。 

壽山保育解說計畫： 

A.焦點計畫 

1.辦理臺灣獼猴族群資源及生態監測及保育管理計畫（一），建立人猴

和諧共處新關係。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棲地環境監測及復育計畫-半屏湖溼地棲地

生態優化營造計畫。 

3.辦理保育研究中心規劃設計及分期（一期）建置計畫，提供優質研

究空間。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計畫-半屏山地區。 

5.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編製計畫-特有種生

物及地質。 

B.例行性計畫 

1.各項研究調查資料之彙整，建構解說素材資料庫。 

2.規劃製作專屬解說媒材及宣導品，進行環境教育推廣使用。 

3.持續規劃及推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建立環境教育優質場域。 

4.持續控管外來入侵植物及流浪動物數量，維持良好之棲地環境。 

5.規劃保育與解說志工增能培訓計畫，強化志工服務能量與品質。 

（二）106 年 

壽山企劃及遊憩計畫： 

A.焦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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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討既有自然保護區帶，進行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調查與評估計畫

(屬跨年度計畫，採一次發包，分別於 105 及 106 年編列預算辦理)。 

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創新遊憩活動試操作計畫(如石灰岩洞穴分級管

理及環境監測計畫)。 

3. 建置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區域網路及無線網路計畫(屬跨年度計畫，採

一次發包，分別於 106 及 107 年編列預算辦理)。 

B.例行性計畫 

1. 建立夥伴關係召開守護壽山專家學者 NGO 定期諮詢交流會。 

2. 各遊憩據點經營管理、設施維護及環境美化。 

3. 辦理土地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及用地取得。 

4. 辦理山野技能、急難救助、聯合演練、人員訓練進修等，以利國家

自然公園之業務能順利達成。 

5. 辦理園區遊客安全、設施勘查維護等巡山護管工作。 

6. 機關網站更新維運、強化本處入口網及企業內部資訊系統 EIP 管理

功能。 

7. 購置業務需用合法套裝軟體，汰換電腦週邊設備。 

壽山環境維護計畫： 

A.焦點計畫 

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客中心解說展示空間裝修工程(第二期)。 

2. 半屏山翠華路登山口暨半屏湖棲地營造與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屬跨

年度計畫，105 年辦理規劃設計，106~107 年辦理工程施作)。 

3. 綠色山徑改善計畫(第二期；大小龜山暨半屏山地區)。 

B.例行性計畫 

1. 維護檢修園區內既有設施及步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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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資源性解說牌示及方向指示牌。 

3. 加強充實水土保持保護措施及遊憩據點之遊憩、服務與公共設施。 

壽山保育解說計畫： 

A.焦點計畫 

1.持續進行臺灣獼猴族群資源及生態監測及保育管理計畫（二），建立

人猴和諧共處新關係。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棲地環境監測及復育計畫-西海岸珊瑚礁地

形監測及復育計畫。 

3.辦理保育研究中心分期（二期）建置計畫，提供優質研究空間。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計畫-大小龜山及左營舊

城地區。 

5.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編製計畫-臺灣獼猴

繪本。 

B.例行性計畫 

1. 持續辦理解說及環境教育人才培訓。 

2. 辦理資源保育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3. 充實及創新展示媒材與解說宣導品。 

4. 規劃建置壽山原生種苗培植場，保存生產棲地復育植物資材。 

5. 持續規劃及推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建立環境教育優質場域。 

6. 持續控管外來入侵植物及流浪動物數量，維持良好之棲地環境。 

7. 持續進行區域內資源調查，掌握資源分布現況。 

（三）107 年 

壽山企劃及遊憩計畫： 

A.焦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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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第 1 次通盤檢討計畫。 

2. 輔導劃設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如高雄美濃、台中大屯山、新北烘爐地

等地區)計畫(屬跨年度計畫，採一次發包，分別於 107 及 108 年編列

預算辦理)。 

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創新遊憩活動試操作計畫(如越野自行車山岳體

驗管理計畫)。 

4. 建置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區域網路及無線網路計畫(屬跨年度計畫，採

一次發包，分別於 106 及 107 年編列預算辦理)。 

B.例行性計畫 

1. 建立夥伴關係召開守護壽山專家學者 NGO 定期諮詢交流會。 

2. 補助培力社區辦理各項環境教育、保育宣導、文化創意產業活動。 

3. 辦理土地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及用地取得。 

4. 各遊憩據點經營管理、設施維護及環境美化。 

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石灰岩洞穴分級管理及環境監測計畫。 

6. 辦理山野技能、急難救助、聯合演練、人員訓練進修等，以利國家

自然公園之業務能順利達成。 

7. 辦理園區遊客安全、設施勘查維護等巡山護管工作。 

8. 機關網站更新維運、強化本處入口網及企業內部資訊系統 EIP 管理

功能。 

9. 購置業務需用合法套裝軟體，汰換電腦週邊設備。 

壽山環境維護計畫： 

A.焦點計畫 

1.半屏山翠華路登山口暨半屏湖棲地營造與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屬跨

年度計畫，105 年辦理規劃設計，106~107 年辦理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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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小龜山解說資訊服務設施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屬跨年度計畫，

107 年辦理規劃設計，108 年辦理工程施作)。 

B.例行性計畫 

1.維護檢修園區內既有設施及步道系統。 

2.設置資源性解說牌示及方向指示牌。 

3.持續進行園區邊坡暨地表變形監測。 

壽山保育解說計畫： 

A.焦點計畫 

 1.持續進行臺灣獼猴族群資源及生態監測及保育管理計畫（三），建立

人猴和諧共處新關係。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棲地環境監測及復育計畫-壽山蝶類棲地環

境監測及蝶道復育計畫。 

3.辦理保育研究中心分期（三期）建置計畫，提供優質研究空間。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計畫-壽山地區。 

5.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編製計畫-鳥類。 

B.例行性計畫 

1. 持續進行區域內資源調查，掌握資源分布現況。 

2. 持續辦理解說及環境教育人才培訓。 

3. 辦理資源保育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4. 充實及創新展示媒材與解說宣導品。 

5. 持續規劃及推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建立環境教育優質場域。 

6. 持續控管外來入侵植物及流浪動物數量，維持良好之棲地環境。 

（四）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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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企劃及遊憩計畫： 

A.焦點計畫 

1. 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第 1 次通盤檢討計畫。 

2. 輔導劃設潛在型國家自然公園(如高雄美濃、台中大屯山、新北烘爐地

等地區)計畫(屬跨年度計畫，採一次發包，分別於 107 及 108 年編列

預算辦理)。 

3. 園區遊憩活動滿意度及環境影響調查評估計畫。 

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創新遊憩活動試操作計畫(如攀岩活動體驗管理

計畫)。 

B.例行性計畫 

1. 建立夥伴關係召開守護壽山專家學者 NGO 定期諮詢交流會。 

2. 補助培力社區辦理各項環境教育、保育宣導、文化創意產業活動。 

3. 辦理土地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及用地取得。 

4. 各遊憩據點經營管理、設施維護及環境美化。 

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石灰岩洞穴分級管理及環境監測計畫。 

6.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越野自行車山岳體驗管理計畫。 

7. 辦理山野技能、急難救助、聯合演練、人員訓練進修等，以利國家

自然公園之業務能順利達成。 

8. 辦理園區遊客安全、設施勘查維護等巡山護管工作。 

9. 機關網站更新維運、強化本處入口網及企業內部資訊系統 EIP 管理

功能。 

10.購置業務需用合法套裝軟體，汰換電腦週邊設備。 

壽山環境維護計畫： 

A.焦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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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小龜山解說資訊服務設施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屬跨年度計畫，

107 年辦理規劃設計，108 年辦理工程施作)。 

  2.配合園區擴大計畫，設立國家自然公園管理站，俾應經營管理之需

要。 

B.例行性計畫 

1.維護檢修園區內既有設施及步道系統。 

2.加強水土保持保護措施及遊憩據點之遊憩、服務與公共設施。 

壽山保育解說計畫： 

A.焦點計畫 

1.持續進行臺灣獼猴族群資源及生態監測及保育管理計畫（四），建立

人猴和諧共處新關係。 

2.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棲地環境監測及復育計畫-壽山陸蟹棲地環

境監測及優化計畫。 

3.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計畫-旗後山地區。 

4.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重要環境資源解說手冊編製計畫-蝶類 

5.開發結合自然人文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之文創產品，推廣國家自然

公園經營理念。 

B.例行性計畫 

1.持續控管外來入侵植物及流浪動物數量，維持良好之棲地環境。 

2.持續規劃製作專屬解說媒材及宣導品，進行環境教育推廣使用。 

3. 辦理資源保育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4.持續培育解說及環境教育人才，結合社區力量推廣環境教育。 

5.持續規劃及推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建立環境教育優質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