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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高山、國家公園、遊憩、山岳活動、生態旅遊 

 
一、 研究緣起 
 
十幾年來台灣地區陸續成立了六座國家公園，其中有玉山、太魯閣、雪霸等

三座國家公園是高山型的國家公園，不過由於國人經營管理國家公園的經驗有

限，而台灣地區又有獨特的環境條件與文化背景，對山野觀光遊憩活動的發展也

不如先進國家那樣有系統性的整體規畫，即使是在最傳統的登山健行運動方面都

還有許多問題須要改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推動二十一世紀我國的國家公園朝向永續發展、除了保

護自然之外也兼顧人文角度，經營屬於全民共有的國家公園等願景，借世界各國

高山型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經驗，探討發展高山型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山岳活動

及遊憩型態的情況，以供我國同樣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經營管理規畫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將以文獻研究法閱讀包括各公私部門之出版品、研究論文與網際網路

電腦資訊等相關文獻資料，分析整理後，配合外國高山型國家公園之訪談及現場

調查作業等方式，以比較法的研究方法，檢討我國現行的遊憩發展型態，並提出

可行之方案。 
 
本研究的範圍，將選擇地理環境與台灣類似，有高山島嶼特性的國家地區，

以其所屬之山岳型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經驗為主要內容，包括 
 

英國、紐西蘭、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再酌參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體系較為健全的

美國、加拿大，與山岳活動發達的瑞士、奧地利等阿爾卑斯山區國家的情況做研

究。 
 

三、研究發現 
 
經過對世界各國及我國高山型國家公園遊憩發展型態之現狀分析檢討，本研

究有以下幾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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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山健行與觀察自然生態活動都是高山型國家公園的主要遊憩項目。 
2、 先進國家都有協助遊客在高山型國家公園從事遊憩活動的專業團體

與相關服務業者。 
3、 先進國家都有專業的教育訓練機構傳授山岳遊憩活動必備的知能。 
4、 高山型國家公園對遊憩路線的解說教育與經營管理要特別重視遊客

安全。 
5、 高山型國家公園的遊憩活動可依危險情況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進行

管制或解除禁止。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提供入園遊客的妥善服

務，在山岳遊憩活動的管理部分，應積極規畫管理合歡群峰與南湖大山、奇萊山

等地的實質狀況，再配合步道網與據點的服務設施與資訊軟體的提供與維護、規

畫設立登山學校以提升登山品質與山岳活動的安全，辦理高山體驗與生態觀察活

動，儘可能提供民眾瞭解高山生態、 
 

草原生態，並培養親近自然的興趣。 
 
立即可行之建議： 
1、 編印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主要登山健行路線遊憩資訊之導覽手冊，提

供入園遊客瞭解園區山岳環境的特性。（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
站。） 

2、 整建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主要登山健行路線的山徑指標系統，以方便

遊客參考導覽手冊進行遊憩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觀光遊憩課；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太

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 
3、 定期因應季節特性與專業團體合辦主題性觀察自然的生態旅遊解說

教育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協辦機

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 
4、 賞雪活動主要遊憩區的昆陽至武嶺間，整理現有山徑設置人車分道

系統，提供遊客安全的遊憩體驗環境。（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

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 
5、 結合登山健行團體辦理山岳遊憩活動知能的短期技藝研習活動，提

升遊憩品質與山岳活動的安全。（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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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性之建議： 
1、 在合歡山區設置登山學校，做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訓練中

心，提供員工在職教育及訓練專業山岳遊憩活動服務與指導人員的

機構，以提高員工及遊客的安全需求。（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

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解

說教育課。） 
2、 規畫主要賞雪遊憩區合歡山莊至武嶺間人車分道系統，提供遊客安

全的遊憩體驗環境。（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

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 
3、 規畫有關自然環境與人文歷史的遊憩活動，調查舊遠東金礦的相關

歷史，整理舊有山徑，規畫成健行遊憩與解說教育的活動路線。（主

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

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

究課。） 
4、 輔導旅遊服務業者經營國家公園許可事業之經營管理，協助遊客進

行遊憩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協辦

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解說教育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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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內政部營建署與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舉辦「保護

區管理的國際新趨勢」研討會，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前處長葉世文在「跨入二

十一世紀的國家公園」專題演講中，闡述我國從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成立第一個墾

丁國家公園以來，已將近有十八年歷史，設立國家公園的基本精神與目的在生態

保育、環境教育與觀光遊憩，國家公園從業人員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願景，要

建立在永續發展的國家公園、人文的國家公園與全民的國家公園，並且具體落實

於各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經營管理計畫與組織架構之中。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組織架構中，設有四個管理站，分別因應各地區特

色塑造明確的主題並朝向發展各地特色去經營管理。其中合歡山管理站海拔最

高，也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西側的主要出入口，為提供入園遊客的妥善服務，在山

岳活動的管理部分，應積極規畫管理合歡群峰與南湖大山、奇萊山等地的實質狀

況，再配合步道網與據點的服務設施與資訊軟體的提供與維護、規畫設立登山學

校以提升登山品質與山岳活動的安全，辦理高山體驗與生態觀察活動，儘可能提

供民眾瞭解高山生態、草原生態，並培養親近自然的興趣。 
 

十幾年來台灣地區陸續成立了六座國家公園，其中有玉山、太魯閣、雪霸等

三座國家公園是高山型的國家公園，不過由於國人經營管理國家公園的經驗有

限，而台灣地區又有獨特的環境條件與文化背景，對山野 
 

 
觀光遊憩活動的發展也不如先進國家那樣有系統性的整體規畫，即使是 
在最傳統的登山健行運動方面都還有許多問題須要改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推動二十一世紀我國的國家公園朝向永續發展、除了保

護自然之外也兼顧人文角度，經營屬於全民共有的國家公園等願景，借世界各國

高山型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經驗，探討發展高山型國家公園遊憩型態的情況，以

供我國同樣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規畫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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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範圍，將選擇地理環境與台灣類似，有高山島嶼特性的國家地區，

以其所屬之山岳型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經驗為主要內容，包括英國、紐西蘭、日

本、馬來西亞等地，再酌參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體系較為健全的美國、加拿大，與

山岳活動發達的瑞士、奧地利等阿爾卑斯山區國家的情況做研究。 

 

本研究將以文獻資料之整理研究，包括各公私部門之出版品、研究論文與網

際網路電腦資訊等相關文獻資料分析整理為主，配合外國高山型國家公園之訪談

及現場調查作業等方式進行 

本研究之工作步驟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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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進度 

 
本研究的工作期程，預計為一年時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研究工作的進度安排如下表 1-1 所示： 
 
表1-1 工作進度表 

              時間（月）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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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蒐集分析             
  確認研究範圍             
  文獻回顧             
  現況資料調查             
  遊憩型態現況分析             
  期中報告       ○      
  國內外案例分析             
比較國內外環境之異同             

  整理關鍵性課題             
擬定適合發展遊憩型態             
  期末報告            ○

報告書印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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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山型國家公園之遊憩型態 

 

第一節 世界各國之高山型國家公園 

 

本研究選擇地理環境與台灣類似，有高山島嶼特性的國家地區，以其所屬之

山岳型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經驗為主要內容，包括英國、紐西蘭、日本、馬來西

亞等地，再酌參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體系較為健全的美國、加拿大，與山岳活動發

達的瑞士、奧地利等阿爾卑斯山區國家的情況做研究如下圖 2-1。 

 
圖2-1  有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島嶼與國家 

 
 
 

第二節 山岳型國家公園的遊憩型態 

亞洲地區有山岳型國家公園的國家，除了我國之外，鄰近的有日本與馬來西

亞較為著名，其中馬來西亞婆羅洲島沙巴州的神山國家公園非 
常著名，是國人常訪遊與考察的山岳型國家公園，日本則是以有「日本北阿爾卑

斯」之稱的中部山岳國立公園最為著名。 
 

神山國家公園位於馬來西亞、婆羅洲北部的熱帶叢林，海拔 4101 公尺的神

山(京那峇魯山)就是國家公園的主要中心，同時也是東南亞最高的一座山。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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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巍峨的規模讓人畏懼，但京那峇魯山是世界上最容易攀登的山岳之一，每年有

數千的遊客登臨京那峇魯山的頂峰－Lows 峰。 

除了不需要特殊技巧及設備的山區健行活動外，公園裡也有攀岩、溫泉浴、

賞鳥、動植物觀察等多種遊憩活動。 

 

圖2-2 馬來西亞國家公園有多種遊憩活動 

 
 
 
中部山岳國立公園位於有北阿爾卑斯之稱的日本中部，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

山岳公園，其中的白馬岳、立山、槍岳、穗高岳、乘鞍岳等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連峰是全國登山活動最活躍的地方。 
除了一般最常有的風景探勝與登山、健行之外，自然生態觀察也是普遍參與

的活動。 

 

圖2-3 中部山岳國立公園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山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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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中部山岳國立公園活動多樣化 

 

 
歐洲地區的山岳型國家公園，在島嶼型國家的英國，有中西部的湖區國家公

園與中部的山區國家公園，都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公園，在湖區國家公園也

有山岳型的活動，而山區國家公園更是英國山岳遊憩活動的大本營，可以進行的

活動包括：健行、騎馬、自行車、攀岩、探洞、空中運動、水域活動、綜合休閒

活動等。 
 
圖 2-5 英國山區國家公園可以進行多種的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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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山岳地形，以阿爾卑斯山最為代表，其中山岳遊憩活動最發達的瑞

士大約有２０００個自然保護區，有州的，有社會的，還有私人的，形形色色，

總面積達１０００平方公里。而國家公園只有一個，位於瑞士東南部的格勞賓登

州，由阿爾卑斯山中部的風景區組成。 

這個公園的歷史有將近一百年，早在１９０９年，這裏就建立了以科學研究

爲目的的自然保護區，禁止在區內砍樹、放牧、狩獵、釣魚和採花。１９１４年

改爲國家公園，對外開放。１９５９年擴大面積爲１６９平方公里。公園的任務，

包括保護自然環境、科學研究、供人們休息享受等，這裏有８０公里旅遊小路，

每年接待遊客約２５萬人。 

 

圖 2-6， 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以瑞士的山岳遊憩活動最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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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與台灣高山島嶼很類似的紐西蘭，國家公園和保護區是價值連城無法替

換的寶藏，對毛利人而言，其中有許多還包含了深遠的歷史和精神意義。在 1887

年，毛利人把北島中部祖先傳下來的通格裏羅火山（Tongariro）、魯瓦皮胡火山

（Ruapehu）和瑙努赫伊火山（Ngauruhoe）的火山峰贈送給紐西蘭人民，從而創

建了紐西蘭第一個，也是世界第二個國家公園。現在，紐西蘭共有十三個保護區，

在這些保護區內，保留了一些紐西蘭最壯觀的風景、稀有和瀕臨絕種的動物以及

考古場所。 

其中有五個公園組成了兩處由聯合國世界認定的遺産位址（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西部地區、峽灣、庫克山和艾斯派林山（Mt Aspiring）合成一個，

另一個則是通格裏羅火山。 

在紐西蘭的國家公園除了庫克山和艾斯派林山之外，亞瑟山口國家 

 

 

公園也是具代表性的山岳型國家公園，在國家公園內常見的遊憩活動包括有登

山、洞穴堔險、釣魚、獨木舟與小艇、飛行觀光、滑雪、直升機滑雪、溫泉浴等。 
喜愛登山運動的人可直接去南島的南阿爾卑斯山脈。這座壯觀的山脈中有許多高山，其中庫克山高達

3764 公尺，是 30 座超過 3000 公尺的山峰中最高的一座。 

     雖然不是界上最高的山峰，但這些山峰仍然對登山愛好者具有極大的挑戰性。首次成功登上珠穆朗

瑪峰的紐西蘭登山家芆德蒙·希拉利爵士，就是在這些山上磨練他的登山技術。 

大多數登山活動都是在位於南阿爾卑斯山上的西部地區（Westland）、庫克

山（Mt Cook）、艾斯派林山（Mt Aspiring）、亞瑟山口（Arthur's Pass）及峽

灣國家公園進行。  

專業水準的專家還開設各種登山經驗方面的課程。登山季節通常是十一月至次年三月。但對有經驗的

登山者來講，冬季也有平靜晴朗的天氣。 

 

圖 2-7 亞瑟山口國家公園也是具代表性的山岳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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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在國家公園內常見的遊憩活動包括有登山 

 
 
美國加州最著名的自然旅行家約翰‧穆爾(John Muir)如此寫道：「沒有任何

人工的殿堂可以比美優勝美地」。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成立於 1890 年，佔地廣達

1200 平方英哩。這一大片鬼斧神工，似是精雕細琢，卻又在細膩中展現粗曠的

自然美景，平均每年吸引三百萬以上的遊客前來參觀，並且在 1984 年納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名單。 

  絕大部份的遊客賞玩的重點是優勝美地山谷一帶。在一哩寬，約 7哩長的

谷地中，分別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懸崖峭壁和瀑布，並且有著一大片千年高齡的美

洲松分佈在其中的河流兩岸，所呈現的景色美不勝收。目前全世界已發現的最大

花崗岩石─El Capitan 即座落於山谷內。從谷底算起，El Capitan 高 3593 呎，

它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攀岩者到此超越顛峰，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像蜘蛛般

的人懸掛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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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攀岩是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重要的活動項目 

 

 

 

 

 

 

 

 

圖 2-10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遊憩活動種類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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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分析 

 

第一節 日本國立公園的統計調查 

 
日本主管國立公園業務的環境省曾於 2001年 3月間，進行對國立公園的認

知調查，有關於訪遊國立公園之遊憩型態，最多的有六成是「風景探勝」，其次

是「夏山登山」，約有五成，第三項是觀察自然的「野鳥觀察、動植物觀察」，約

有四成。此外，較多的項目有「駕車旅遊」與「溫泉浴」，各約二成。 
 
圖 3-1 日本國立公園之遊憩型態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2001 
 
前述幾項較多人從事的遊憩活動型態，也普遍與其他國家類似，台灣與日本

同樣是有高山的海島，又曾經被日本政府長期殖民統治，人民有些生活習慣還有

些接近，而且高山型國家公園中的玉山、雪霸與太魯 
 

閣在日據時代也就有計劃成立國家公園的規畫，因此日本的統計資料頗具有參考

價值。 
 
 

第二節 我國國家公園的遊客分析 
 
從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八十四年底，內政部營建署陸續成立墾丁、雪壩、玉

山、陽明山、太魯閣、及金門等六座國家公園，內政部營建署與統計處為增進國

人對國家公園相關資訊的瞭解，倡導國內知性之旅，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曾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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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至八十七年為止的七年間進入國家公園的遊客人次、車輛、等資料作一簡要分

析，提供各界參用。 
 
國家公園遊客人次呈遞升趨勢，至八十七年當年已達 82萬 6,605人次，平

均年增率約為 9.31％；其中以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349萬人次最多，及 21.30％之
平均年增率最快。玉山國家公園之 161萬遊客次之，平均年增率為 1.84%。 

 
若以歷年占遊客人次比例觀察，自民國八十三年起，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人

次一直居各國家公園之冠，以民國八十五年占 43.75％最高，民國八十七年之比
例雖略有下滑亦占 42.23％，此可能因該公園位於大臺北都會區，且交通便利所
致。 

 
玉山國家公園遊客人次在民國八十一、八十二年間排名第一，但自八十三年

以後，則退居第二，而由陽明山國家公園取代。墾丁國家公園則名列第三位。其

餘依序為太魯閣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 
 
八十七年前往國家公園之車輛達 149萬輛次，以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56萬輛

次占 37.5%最多。平均年成長率 18.87%為最快，這也是造成每逢假日，陽明山
附近交通擁擠的原因。 

 
若以歷年車輛次數觀察，則除民國八十三及八十七年陽明山國家公園車輛次

（分別占 34.50%及 37.51%）最多外，其餘各年均以太魯閣國家公園車輛次居多，
其比例約四成。民國八十七年前往國家公園之車輛有下降情形，與八十六年比較

約減少 12.49%，其中以太魯閣國家公園減少 44.66%最多。太魯閣國家公園在八
十七年遊客增加的情形下，車輛卻減少，可見大眾運輸工具（遊覽車）已逐漸發

揮功能。 
 
前述統計分析雖然是三年前的資料，但是以其趨勢，另依營建署整理的資

料，我國國家公園的遊客型態仍可看出是觀賞自然與乘車賞景居多，其中太魯閣

國家公園因為有中部橫貫公路貫穿園區為穿越型通道，乘車賞景活動的遊客數量

特別高，冬季有大量遊客的賞雪活動，基本上也是乘車賞景與觀察自然活動項目

的綜合延伸。 
 

內政部營建署整理國內山岳型國家公園適宜遊憩的活動項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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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內政部營建署山岳型國家公園適宜遊憩活動表 

公園名稱 
活動種類 

玉山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備註

觀賞自然景觀 V V V  
觀賞地形景觀 V V V  
觀賞鳥類     
觀賞動植物景觀 V V V  
乘車賞景 V V V  
騎自行車     
健行 V V V  
登山 V V V  
賞雪 V V V  
野餐 V V V  
露營 V V V  
溫泉浴     
體能訓練活動     
釣魚     
觀賞傳統建築     
觀賞歷史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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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發展高山型遊憩活動的環境特色 

 
台灣是個高山島，全島約有三分之一是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登山健行活動

是國民休閒旅遊的重要項目，行政院規畫的觀光客倍增計畫中，發展山岳旅遊也

是重要的推動方向，如果以現有的環境資源來看，要安排十條最佳的山岳旅遊路

線，理想的就有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合歡山、七星山、北大武山、福巴越嶺、

北部橫貫公路、中部橫貫公路、南部橫貫公路等行程，可以構成認識台灣山地的

整體概念。 
 
要安排山岳旅遊活動的行程，除了遊憩的自然資源要豐富外，理想的條件還

應該要包括能提供基本交通、餐飲、住宿等服務，設施都要能便利完善，才能讓

遊客在安全的環境裡充分體驗親近山林的樂趣。以台灣現有的環境來看，國家公

園、森林遊樂區都有相當好的路線可以安排為山岳旅遊的行程。 
 
台灣的國家公園中，有三座是高山型的國家公園，還有一座是以火山為特色

屬郊山型的陽明山國家，其中玉山國家公園海拔 3952公尺的玉山是台灣最高
峰，與同為高山型雪霸國家公園內的台灣第二高峰海拔 3886公尺雪山並列為最
受國際岳友樂於旅遊的路線，每年都有許多外國遊客到訪。至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最高峰七星山，也是台北市的最高峰，海拔 1120公尺可以當天往返的短近行程，
國內外人士前往旅遊都很方便。 

 
雪霸國家公園海拔 3492公尺的大霸尖山與太魯閣國家公園海拔 
 

3417公尺的合歡山，都是有歐洲阿爾卑斯山風情的高山，合歡山過去都是以冬
季賞雪活動著名，近年來在國家公園管理處推動生態知性旅遊觀念後，夏季上山

避暑兼觀賞高山花卉的遊客已大為增加，此外，配合從霧社橫越中央山脈到太魯

閣峽谷的中部橫貫公路，也是很美麗的山岳旅遊路線，可以乘車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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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山岳遊憩活動的定位 

 
從歐洲阿爾卑斯山區到亞洲喜馬拉雅山區，都早已經有專業的旅行社可以為

遊客提供整套登山健行的遊憩服務，國內山友出國觀光旅遊也已經有許多人享受

過這種服務，並且津津樂道。但是在台灣的山岳遊憩動，多年來一直就難以解決

業餘興趣同好團體的義務活動與專業服務事業商業化經營的定位的糾葛。 
 
台灣有很豐富的山岳活動環境，確實是有發展登山運動並且吸引國內外觀光

客的地方，台灣已經有好幾個山岳型的國家公園，也有許多位於山地的森林遊樂

區等地，不僅是國內登山活動的熱門去處，也是外國山友嚮往的地方。這些山區

的自然生態環境與景觀，都可以達到國際級的水準，但是國內山友在這些山區的

活動，不僅距離國際水準尚遠，大部份還缺乏正確的活動觀念，不要說貽笑大方，

恐怕連自身的安全都大有問題。 
 
目前台灣的旅行服務業務，都必須由觀光局登記核准的旅行社才能承辦，但

是許多登山社團在不知不覺中就做了原本應該是旅行社的服務業務，當然這其中

也有人其實就是在做登山旅行的營利性服務，但是其對外使用的是登山社團的名

義，而非旅行社正式的事業體組織，這其中雖然也有兩者互助合作成功的例子，

但是由於有不公平條件的競爭，過去曾經遭到旅行社業者檢舉被取締罰款的也大

有人在。 
 
登山運動發源地歐洲阿爾卑斯山區的國家裏，參加登山健行活動是很普遍的

休閒遊憩活動，山岳旅行也是很重要的觀光服務事業項目，提供服務的登山嚮導

或登山教練普遍受到尊敬，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因為在那裏差不多大家都會接

觸到山，也懂得山的危險包羅萬象，對於登山活動的安全管理都很重視，要取得

登山嚮導或教練的資格，就要接受完整的教育訓練並定期檢測，才能確保合格的

一定水準。 
 

第二節 山岳遊憩服務設施 

 
目前台灣山區的登山健行活動遊憩服務設施，包括山莊食宿、步道路線、指

標地圖、水源取捨、營地位址等種種，都還有待改善。這些硬體設施除了政府主

管單位的建設外，由岳界與工商企業捐贈或協助興建，以及熱心維護，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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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強登山健行活動安全的項目。 
 
多年來，林務局曾經在許多山區建設有不同等級的山莊與登山步道，服務登

山健行的遊客，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也在南湖大山與奇萊山區建設有現代化的

太陽能山屋，但是山友在使用這些山莊的行為表現，距離國際水準可還差了一大

截，曾經陪同外國友人攀登台灣高山的同好，一定會有感觸良多的經驗。 
 

關於整建山徑步道與指標方面，遊客缺乏公德心的破壞行為是必須要制止與

改善的問題。登山社團結繫塑膠路標條子的行為，有時候除了指引方向也還兼有

宣傳社團名聲的作用，不過這個問題也可以研究推廣使用地圖的知識，與建設永

久性的指標，並將登山健行路線標準化來解決，像紐西蘭、日本等先進國家的作

法那樣。 
 
登山社團以區域性地利之便，協助主管機關單位認養山區的硬體建設，是許

多先進國家行之已久的方式，苗栗地區山友以維護馬那邦 
 

 
山的步道，來紀念在喜馬拉雅山區登山殉難的山友徐慶榮，新竹市救難協會以維

護大霸尖山山區的安全為己任，都是可以參照推廣的做法。 
 

 

第三節 合歡山適宜的遊憩活動型態 

 
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遊憩區的地理環境與交通條件頗類似於歐洲瑞士與

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區，所適宜的遊憩活動，也相當接近，目前在合歡山區遊憩

區的活動型態，管理處依遊憩據點的歸類，有地形、地質景觀觀察、動植物生態

觀察、健行、攝影寫生、野餐露營等數種：  
 
         表 4-1 合歡山遊憩區的活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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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網頁 
 
                              

如果以遊憩的活動型態來看，依遊憩項目的特性而言，則適合於合歡山區的

遊憩活動可以有下列數項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遊憩區適宜遊憩活動表 

適合季節 辦理單位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路線 

活動

時程
春 夏 秋 冬 個人 服務

業 
管理

處 
乘車賞景 台 14甲線公路 半日 v v v v v v  
登山 石門山、合歡主峰、東

峰、北峰 
1∼3日 v v v v v v  

健行 塔次基里山徑 3∼4日 v v v v v v v 
觀賞自然景

觀 
全區 一日 v v v v v v v 

觀賞地形景

觀 
克難關、石門山、武嶺 一日 v v v v v v v 

觀賞鳥類 全區 一日 v v v  v v  

觀賞動植物 全區 一日 v v v  v v v 
觀星 合歡主峰、武嶺 二日 v v v v v v  
騎自行車 台 14甲線公路 半日 v v v  v   
賞雪 松雪樓、武嶺、昆陽 一日    v v v  
野餐 全區 一日 v v v  v   
露營 合歡東峰東麓廢滑雪場 二日 v v v  v   
溯溪 塔次基里溪 2∼4日 v v v  v   
飛行傘 合歡主峰 一日 v v v  v   
各項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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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乘車賞景 

太魯閣國家公園有中部橫貫公路穿越園區，也是進出園區的主要道路，除

了主線台 8線連通梨山、大禹嶺及天祥、太魯閣之外，台 14 甲線從霧社

經昆陽、合歡山到大禹嶺也是橫越中央山脈進出園區的主要道路，目前梨

山至東勢的中橫主線毀於地震尚未通車，行經合歡山的霧社支線就成了主

要道路，其中合歡山莊是主要遊憩據點，除了當日通過外可安排為二日一

夜遊程。 

二、 登山 

合歡山區位於中央山脈主脊，除了主峰還有相連的東峰、石門山、北峰與

西峰都是超過三千公尺的著名高山，其中石門山有步道可輕易登臨，西峰

則路途遙遠屬冒險級的挑戰路線，不易登臨。遊程安排可以合歡山莊為據

點做放射狀往返。此外鄰近的奇萊山區與南湖大山等地，都是屬於路途遙

遠的冒險級挑戰路線，困難度較高，不適宜一般遊客前往。 

三、 健行 

合歡山區的交通流量不大，沿著公路的健行活動尚可進行，若有人車分道

系統則更為安全。此外沿著合歡古道健行或是塔次基里溪舊遠東金礦的山

徑也是健行活動的好路線，不過這些山徑年久失修，仍有待重新調查規劃。 

四、 觀賞自然景觀 

合歡山區為太魯閣國家公園位於中央山脈主脊的高山遊憩區，自然景觀非

常豐富，全區內都可以觀賞到季節分明的不同自然景觀。 

五、 觀賞地形景觀 

合歡山區位於中央山脈主脊，也是台灣主要的分水嶺，分別為立霧溪、濁

水溪、大甲溪集水區的分水嶺，除了山岳地形發達外，溪谷地形也很豐富。

此外由於位處高山地區，古冰河地形遺跡也仍可尋見。在克難關、石門山、

武嶺與合歡山主峰都是很好的觀賞地點。 

六、 觀賞鳥類 

合歡山區位處高山地帶，棲息的鳥類不多，以高山鳥類為主，但是由於交

通方便，是觀賞高山鳥類的理想遊憩路線之一。也可配合其他觀察自然的

活動進行。 

七、 觀賞動植物景觀 

高山地區的動植物由於環境特殊，與低海拔地區有不同的特色，尤其是隨

著季節變化的氣溫影響，植物景觀變化豐富，夏季的高山花卉與秋季的紅

葉美景都是遊憩的主題。 

八、 觀星 

高山地區空氣較潔淨，雲層的遮蔽較少，光害也比較少，是觀星活動的理

想去處，合歡山區交通方便，所以是適合觀星活動的著名遊憩路線之一。 

九、 騎自行車 

合歡山區有台 14 甲線公路與台 8線中橫公路可通達，其中武嶺是台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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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最高點，對騎自行車活動而言，是很有義意的挑戰路線，雖然騎自行

車上合歡山的風氣尚不盛行，但是每年都有騎自行車的愛好者上山遊憩。 

十、 賞雪 

合歡山區是台灣最著名的賞雪去處，台灣位處亞熱帶，但是由於有三千多

公尺高度的因素，幾乎每年冬季都會降雪，遊客乘車上山賞雪成為每年冬

季的遊憩盛事，然而也因為活動時間集中在有降雪的假日，遊憩據點集中

在昆陽至合歡山莊附近，屬於瞬間尖峰型的活動，難以經營管理，而成為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最大的負擔。 

十一、野餐 

合歡山區的餐飲服務設施目前仍屬簡陋型態，雖然還沒有發展出以野餐為

主題的遊憩活動，但是在其他觀賞自然景觀的遊憩活動中，卻常以野餐的

方式解決餐飲的需求，因此輔導正確的野餐活動與整建適宜的服務設施仍

有必要。 

十二、露營 

目前在合歡山區的住宿服務設施，僅有林務局的合歡山莊與民營的落鷹山

莊，較近的雖有大禹嶺地區的民宿旅館，但是在合歡山遊憩區主要據點的

住宿容量相當有限，露營活動可以是解決住宿需求的方式，同時可以配合

其他不同類型的遊憩活動，而且高山露營也是體驗自然生態環境的特殊經

驗之一。 

十三、溯溪 

合歡山區位於中央山脈主脊，也是台灣主要的分水嶺，分別為立霧溪、濁

水溪、大甲溪集水區的分水嶺，除了山岳地形發達外，溪谷地形也很豐富，

是溯溪活動的理想環境。不過這裡是溪流的上游，溯行的技術困難度偏

高，只適合專業團體進行，並不適合一般遊客參與。 

十四、飛行傘 

合歡山區為高山草原，有公路交通，可以成為飛行傘運動的活動地區，不

過高山飛行傘運動是高危險性的冒險運動，與溯溪同樣只適合專業團體進

行，或者須要有專人指導，並不適合一般遊客參與。 

 

 

 

 

 

第四節 預期之衝擊 

 

發展遊憩活動必定會帶來遊客，國家公園以保育自然生態的經營管理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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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因此對於遊客的行為宜加以規範，避免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性的衝擊，從事

山岳生態旅遊，最重要的是減少對山岳自然生態的衝擊，在山岳生態旅遊較發達

的先進國家，已經逐漸發展出「低衝擊性登山」的觀念，也大致建立了一些共識

的規範，可以做為我國發展山岳生態旅遊的參考。 
 

在離家外出從事山岳生態旅遊之前，做好一個完整的旅遊安全計畫是最重要

的基礎，因為只有安全無虞的人才會行有餘力去注意生態環境，一旦需要緊急避

難的逃生過程中，就難免會做出破壞環境的行為了。 
 

從事山岳生態旅遊活動也免不了要有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需求，其中

行進間的動作是否適當，是最容易影響環境品質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行進時就要

注意幾項應該遵守的規範： 
 

。行走既有的路徑上，避免再任意走出新的路徑，減少破壞的面積。 
。在草原現成的路徑上，走成一路縱隊，不要多人平行，造成路徑變寬的破壞。 
。行經沒有路徑的地區，步履要輕，減少對地表或植被的傷害。 
。如果是沒有路徑的植物區，就分散著走，不要成一路縱隊，減少對植物的傷害。 
。行進間不要隨意亂丟垃圾。 
。盡量不要留下非必要的標記。 
。如果碰到鬆動的石塊，就將其調穩或移走。 
。不要亂動考古遺蹟的物品，或造成破壞的踐踏行為。 
。不要為了行進方便，而任意改變地貌或自然結構。 
。不要任意攀折花木，可以用攝影的方式將美景記錄下來永久保存。 
。在山野地區宿營時，要盡量選擇指定的營地，或是較光禿的地方，避免在草地

或有植被的地方紮營。不要隨意挖掘營溝造成表土的破壞。 
。炊煮食物要自備爐具與燃料，不要撿拾柴木燒灶，絕對不可以砍伐活的樹木來

燒柴。 
。保持水源的潔淨，這也是山岳生態旅遊中最重要的禁忌： 
洗滌物品時要遠離水源，不要直接在溪流裡洗滌物品。 
不可以將食物殘渣任意倒進溪流或湖泊的水體裡。 
避免使用會破壞自然生態的洗潔劑。 
。將垃圾帶下山，帶上山的食物愈簡單則所產生的垃圾就愈少。 

。注意排泄物的處理，盡量在公共廁所或指定的場所解決排泄的問

題，萬不得已就要選擇遠離路徑和紮營地區，並且離開水道至少五十公尺

以外的地方解決。如果是低海拔的森林與含有有機土壤的地區，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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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洞掩埋排泄物，但是也要與路徑、營地、水源保持一定的距離。 

 
    目前合歡山區可提供的住宿服務容量有限，因此停留型遊憩活動的遊客數量
不致於增加太快，而且山岳型遊憩活動的限制因子相當多，本來就不是以量取

勝，應該以提升遊憩品質為重要概念，就環境生態承載量而言，不會造成太大的

壓力。 
 
    以合歡山區現有的遊憩據點與路線來看，只有賞雪活動的尖峰車流量會對交
通造成嚴重阻塞，必須靠交通管制來管理。對於遠東金礦 
 
 
與塔次基里溪健行路線的調查規劃，則必須考慮是否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其行

經大禹嶺地區的路線若有經過私人產業，也要考慮相關業主的權益，或另選適當

路線以避免產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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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立即可行之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提供入園遊客的妥善服

務，在山岳遊憩活動的管理部分，應積極規畫管理合歡群峰與南湖大山、奇萊山

等地的實質狀況，再配合步道網與據點的服務設施與資訊軟體的提供與維護、規

畫設立登山學校以提升登山品質與山岳活動的安全，辦理高山體驗與生態觀察活

動，儘可能提供民眾瞭解高山生態、草原生態，並培養親近自然的興趣。 
 

立即可行之建議有： 
6、 編印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主要登山健行路線遊憩資訊之導覽手冊，提

供入園遊客瞭解園區山岳環境的特性。（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

站。） 
說明：可以用單行本書籍及單張式摺頁出版，提供詳細的解說內容，及標示

清楚遊憩路線與遊憩據點位置的地圖，摺頁地圖的材質要用可防水、

撕不破的人造紙。 
7、 整建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主要登山健行路線的山徑指標系統，以方便

遊客參考導覽手冊進行遊憩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觀光遊憩課；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太

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 
說明：指標系統宜有整體性連貫系統，構成點、線、面的資訊，各路線可用

編碼及顏色系統來分別標示，以易於對照辨識。 
8、 定期因應季節特性與專業團體合辦主題性觀察自然的生態旅 
 

 
遊解說教育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

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 
說明：管理處可以結合教育團體與機關單位，辦理依春夏秋冬不同四季特色

為主題的觀察自然生態活動，輔導專業團體承辦事務性作業，並進行

解說教育。 
9、 賞雪活動主要遊憩區的昆陽至武嶺間，整理現有山徑設置人車分道

系統，提供遊客安全的遊憩體驗環境。（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

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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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在步道的出入口設置指示標牌，沿途設置簡易避雨亭與休憩椅等設

施，步道的路面及邊坡稍加整理即可。 
10、 結合登山健行團體辦理山岳遊憩活動知能的短期技藝研習活動，提

升遊憩品質與山岳活動的安全。（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 
說明：在規劃中的登山學校尚未設立之前，可以先結合登山健行團體舉辦分

科教育式的短期研習活動，推廣山岳遊憩的活動知能與加強國家公園

管理處工作人員的山區行動能力。 
 

第二節 中長期性之建議 

 
對於未來發展的中長期性之建議有： 
5、 在合歡山區設置登山學校，做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訓練中

心，提供員工在職教育及訓練專業山岳遊憩活動服務與指導人員的

機構，以提高員工及遊客的安全需求。（主辦機 
 
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

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說明：山岳遊憩活動的環境具有不確定性的危險，遊客或服務人員 

及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工作人員都要有正確的知識才能確保安全避免

發生山難事件。登山學校的設置，必須有專業團體、學者、專家的參

與，可以採用基金會組織的營運方式進行。 
6、 規畫主要賞雪遊憩區合歡山莊至武嶺間人車分道系統，提供遊客安

全的遊憩體驗環境。（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

站；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 
說明：合歡山莊至武嶺間道路狹窄，冬季容易積雪，影響行車安全，設置人

車分道系統，可以延續昆陽至武嶺系統，提供遊客安全的遊憩體驗環

境。 
7、 規畫有關自然環境與人文歷史的遊憩活動，調查舊遠東金礦的相關

歷史，整理舊有山徑，規畫成健行遊憩與解說教育的活動路線。（主

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協辦機關：太魯閣

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

究課。） 
說明：淘金採礦曾經是合歡山區重要的人文歷史活動，塔次基里溪是立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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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主要的源流集水區，溪谷地帶的自然生態非常豐富，可以是解說

教育的好場所，宜加以詳細調查做適當的規劃，提供遊客多元化的遊

憩體驗環境。 
8、 輔導旅遊服務業者經營國家公園許可事業之經營管理，協助遊客進

行遊憩活動。（主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 
 
經理課；協辦機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太魯閣國家

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 
說明：生態旅遊是山岳遊憩活動的新興型態，國家公園管理處宜輔導旅行社

等旅遊服務業者依生態旅遊規範，經營國家公園許可事業之經營管

理，協助遊客進行適當的遊憩活動，避免造成環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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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合歡山區雪季人車分道交通系統初步選線構想 

  

一、計畫範圍： 

    易積雪區範圍內沿著台 14 甲線公路，北起小 風口停車場 

    南至昆陽，全長約六公里如下圖 6-1 所示。 

二、初步選線：  1. 小風口至克難關間，在公路東側即下邊坡處。 

  2. 克難關以南轉接石門山步道至尖山下。 

  3. 尖山下至合歡山莊，在公路東側即下邊坡處。 

  4. 合歡山莊至武嶺，在公路西側即下邊坡處。 

  5. 武嶺至昆陽，在公路西側即上邊坡處。 

 

 

 

 

 

 

 

 

 

 
合歡山區各遊憩據點的交通距離約如下圖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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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陽至武嶺及武嶺至合歡山莊間的步道位置，可利用舊有合歡古道之山徑，

沿著台 14甲公路設置如下圖 6-3所示。其中武嶺至昆陽，以在公路西側即上邊

坡處現有山徑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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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之衝擊： 

昆陽至武嶺間的人車分道系統，可利用舊有合歡古道之山徑整建，因此可以

減少對環境生態的衝擊，只要在步道本體的鋪面不做過度的施工，對環境的衝擊

預期不至於有明顯的破壞。 
武嶺至合歡山莊間，可以沿著既有公路邊坡設置，其中部分為棧道式，因此

也不會增加對地形有大規模破壞的工程。 

 

附錄二 塔次基里溪遠東金礦高地健行路線 

一、 活動規畫型態： 

  綜合的知性之旅，包括健行、露營、自然觀察與教學等。 

二、 行程設計：  

 適宜三天兩夜的遊程，第一天自合歡山莊出發，下坡至塔次基里溪畔宿
營，第二天走訪遠東金礦，第三天上坡至終點大禹嶺。 

三、 行進路線：塔次基里溪遠東金礦高地健行的路線如下圖 6-4所示，起點

以合歡山莊為宜，入口在合歡尖山下的石門山步道口，海拔約 3100公尺
處，沿著石門山南稜下坡，至塔次基里溪溪底，海拔約 2000公尺，落差
約 1100公尺，距離約 5公里，一般步行速度加休息時間，為一天行程，
目前路徑荒廢，尚需整理。 
遠東金礦海拔約 2200公尺，往大禹嶺的塔次基里溪吊橋海拔約 1900公
尺，這三處據點的往返距離約在 2小時以內，可安排為半天行程。塔次基
里溪吊橋至海拔 2562公尺的終點大禹嶺，高差約 660公尺，距離約 3公
里，沿途山徑明顯可循，步行時間約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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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之衝擊： 

以合歡山區現有的遊憩據點與路線來看，只有賞雪活動的尖峰車流量會對交

通造成嚴重阻塞，必須靠交通管制來管理。對於遠東金礦 
與塔次基里溪健行路線的調查規劃，則必須考慮是否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其行

經大禹嶺地區的路線若有經過私人產業，也要考慮相關業主的權益，或另選適當

路線以避免產生糾紛。 
    這條路線的健行活動行程稍長，是不適合一般遊客隨意進出，因此只適合有

限度的解說教育性質、體驗式生態旅遊，遊客量估計不會太多，只要依照生態管

制區的遊客承載量管制方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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