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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目標 

促進臺灣的國家公園在國內外成為代表臺灣精神與自然文化襲產

的象徵，形塑國家公園成為臺灣自然與人文襲產保育的典範與實踐者，

配合四個未來願景，本處 111 年預計目標： 

（一）營建工程及設備計畫：辦理園區內委託測設、緊急災修、工程開

口契約、工程採購案等，維護遊憩服務安全，以完成 10 件為總目

標量。 

（二) 經營管理計畫：以園區遊客數達 3,500,000 人次以上為總目標量。 

（三）解說教育計畫：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服務等環境教育活

動，以 310,000 服務人次為總目標量。 

（四）保育研究計畫：以完成 5 件保育研究或資源調查案為總目標量。 

貳、工作重點 

1.保育研究計畫 

(1)委託辦理計畫：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對園區珍貴物種危及物種提

供經營管理參考，辦理以下 7 項計畫:「太魯閣國家公園植物生

態特色之調查暨專書」、「太魯閣國家公園交通史調查與解說專

書撰寫出版計畫案」、「太魯閣國家公園低等植物調查暨專書」、

「太魯閣國家公園山椒魚棲地調查、族群遺傳結構與保育醫學研

究」、「太魯閣國家公園大清水暨匯德廢棄礦區周邊山域野生哺

乳動物種類與豐度監測計畫」、「太魯閣國家公園台灣獼猴生態

調查與經營管理計畫」、「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歷史與空間變遷

調查計畫」。 

(2)研究成果轉化成教材及辦理保育推廣活動。 

(3)環境監測分析與外來種清除計畫。 

(4)辦理其他相關保育管理業務，包含生態保育資源護管巡查、生態

詮釋資料庫維護、氣象資料庫系統更新、各項調查機械設備維護

等。 

2.環境維護計畫 

(1)持續推動園區重要工程案，如：南湖主線步道安全設施改善及雲

稜山屋整建工程、太魯閣閣口牌樓及週邊附屬設施維修工程、綠

水地質展示館更新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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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園區隧道橋樑檢測工程。 

(3)辦理本處各管理站工程開口契約。 

(4)本處各項緊急災修復舊工程。 

(5)辦理遊客分流及中橫沿線設施維修整建與環境美化工程。 

(6)配合實施園區收費機制，辦理各項設備及工程建置。 

(7)園區環境教育及解說設施維修整建。 

(8)辦理園區內高山步道、吊橋、避難山屋整建維修工程。 

(9)預先辦理 112 年度工程設計規劃。 

3.解說教育計畫 

(1)辦理 2022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 

(2)辦理部落音樂會等社區活動。  

(3)辦理解說宣導品編撰、出版。 

(4)辦理學童環教、成人環教、YOUTH CAMP、三代同遊國家公園

等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服務。 

(6)辦理各梯次展覽館展出活動。 

(7)辦理 111 年轄區住民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4.經營管理計畫 

(1)辦理 111 年春節交通疏導措施。 

(2)辦理 111 年雪季勤務。 

(3)辦理太魯閣國家公園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4)辦理太魯閣國家公園 GIS 展示系統維運暨擴充案。  

(5)辦理 111 年度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 

(6)辦理 111 年度登山學校各梯次課程。 

(7)持續辦理園區經營管理業務，如：安全帽租借、環境清潔、步道

修繕查報等。 

(8)辦理交通設備、一般設備等採購作業及修繕，提升遊憩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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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備維謢計畫 

完成本處車輛、電腦周邊設備、生物多樣性知識資料庫平台、微型

救難系統及多媒體設施建置及汰舊更新相關設備維護。 

參、預期效益 
1.因應中橫公路遊憩量激增，台灣東部重大交通建設將陸續完成，

為遊憩服務之整合，整體規劃遊憩安全措施，提昇遊憩服務品質。 
2.因應全球環境變遷，建立有效的環境監測系統，完成人類活動對

環境及生態之衝擊之風險評估，與相關單位合作提高從業人員資

源保育技能，持續守護國家珍貴自然人文資產。 
3.藉由長期生態研究及群體整合型研究，釐清全球暖化、物種雌性

化及環境變遷等趨勢，確保國家公園保育核心價值。 
4.重視登山活動安全，健全登山設施，發展全民登山教育，提供高

品質之遊憩體驗及遊憩服務。 
5.建立標準資料格式之資料庫平台，連結國際保護區網路，及強化

國際研究伙伴關係，以共同保護台灣珍貴稀有物種等襲產。 
6.爭取加入世界襲產，提升國家國際地位，並積極回應國際重要保

育合作網及區域組織。 
7.強化與學術團體、各級機關、業者、非營利組織及民眾等伙伴關

係，擴大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機制。  
8.調查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資產，推動具環境意識與體驗深度的生

態旅遊產業，活絡地方經濟。 
9.建立代表性生態系指標物種及其監測模式，瞭解野生動植物重要

棲地等經營管理問題，俾符世界潮流。 
10.研發國土復育與生態工程技術，重建環境敏感區多樣化生物棲

息地，俾維持生物多樣性。 
11.疏解熱門景點遊憩壓力，規劃辦理中橫公路各遊憩帶遊客分流

計畫，以達遊憩體驗及資源保護之目標。 
12.提升遊憩品質，推動大中橫計畫，提昇世界級峽谷遊憩品質，

再創造花東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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