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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2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3花蓮師院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4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碩士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本計畫目標係透過借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計畫，以協助規劃太魯閣峽谷地景多樣性保育和經營管理策略，提供太魯閣國家公園推動太魯閣峽谷列為世界地質公園及相關經營管理之參考。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圖 1計畫之執行架構與作業流程圖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首先研究者將「世界地質公園網路申請者自我評估表」要評估的六項分成六個大項，每一大項都有主項和分項，每一分項細目都有一個分項合計的分數，每一分項細目中又有細目的內容，每一內容所占的分數最高多少都有先確定（表格中的細項分數），每一評分者即依據項目的內容給予評分，評分後由研究者總合成分項合計的分數，許多的分項總合成主項的分數。評分由研究團隊邀請太管處企劃、保育、觀光和解說等四業務課課長，以及研究團隊兩位學者等共計六人參與評分，每一內容分數都是將 4位課長評分總和除以4，得到的是太管處課室的平均數，而學者部分亦將每一內容分數加起來除以2，得到學者的平均數。因此，在每一主項表格上所呈現的只有太管處平均數與學者平均數。結果如下各統計圖表：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 太魯閣峽谷在此「世界地質公園網路申請者自我評估表」所得到的分數總平均為百分之八十，應屬於不錯的成績。其中表現最好的是第一主項目「地質與地景」和第三主項目「解說與環境教育」，得分比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顯示太魯閣峽谷的地質與地景資源品質非常高，至於經營管理的相關法規、行政體系、經營管理規劃和經費等配置，也有很高的得分，對一般公眾的解說和環境教育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在第二主項目「經營管理結構」與第四主項「地質旅遊」方面，主管機關在地質和地景資源的專門保護措施、以及地質旅遊的專門導覽規劃和活動提供等方面，都有待再加強；至於第五主項目「區域經濟永續發展」方面，在所有項目中得分最少，顯示主管機關在國家公園事業的夥伴企業合作以及在地產業協助方面，有待較多努力。當然，評估表中有些細目內容不一定適合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引入與實踐，需要配合現行國家公園法規和政策，亦有待管理機關善加抉擇和認取；最後在第六主項目「交通」方面，得分尚可，主要是專門的遊園公共交通系統以及需求量日增的自行車道規劃上，尚有加強。
(二二二二)   本計畫比對李光中、王鑫（2009）研提之「太魯閣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策略架構」，依分析結果篩選了與峽谷地景多樣性保育有關之總目標、策略目標及工作目標，可提供太魯閣國家公園未來研訂101-104年度執行計畫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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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太魯閣峽谷地質與地景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2 太魯閣峽谷經營管理結構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3 太魯閣峽谷解說和環境教育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4 太魯閣峽谷地質旅遊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5 太魯閣峽谷區域經濟永續發展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6 太魯閣峽谷交通易達性分項自評統計圖

圖 7 太魯閣峽谷地質公園潛力綜合自評結果圖表 1太魯閣峽谷地質公園潛力綜合自評結果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