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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目標 

一、落實國家公園中程計畫「保育與永續」、「體驗與環教」、「夥

伴與共榮」、「效能與創新」四大願景目標。 

二、指定保存指標人文史蹟資產，確保文化遺產之保存，凸顯國家

公園歷史發展脈絡。 

三、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進行環境變遷在地證據長期環境變化監測

與生物災害風險調適長期研究，擬訂保育防災對策，建立保育

模式典範。 

四、分散尖峰遊憩壓力，規劃推動遊憩分流計畫，研擬資源衝擊減

輕對策。 

五、進行遊憩體驗與指標生物數量影響評估：辦理合歡古道、水鹿

跨域合作調查保護監測。 

六、強化國家公園區內自然保育暨環境景觀維護效能，保護動植物

棲地，並提供國民高品質之遊憩休閒環境，加強生態保護區及

特別景觀區土地國有化，健全完整生態系統。 

七、強化伙伴關係，擴大 NGO 團體、學者專家、權責機關、企業

組織及社群居民合作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八、推動優質生態旅遊活動，與在地社群合作永續發展傳承原住民

文化，並促進提供原住民就業機會，落實利益回饋地方。 

九、推展太魯閣族代表性樂舞文化，協助在地文化創意產業的推

動，保存太魯閣族樂舞與工藝文化的命脈，將太魯閣族的特色

文化介紹給中外遊客，藉此推動多元文化的環境教育。 

十、充分運用志工、社團等社會資源，舉辦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宣

導，參與國際重要保育合作網及區域組織，促進國際交流與互

動學習，提升國家國際地位。 

十一、因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整合 ICT 資訊通訊及雲端科技，

以遊客中心為發展場域，整體更新相關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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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應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完成後之遊憩衝擊與陸團客遊憩量遽

增之環境承載壓力，規劃交通轉運服務系統，提供遊客便利的

旅遊轉運服務，提升遊憩服務品質與遊客安全，減少環境衝

擊，並進一步提供優質化生態旅遊環境。 

十三、加強區內公共設施的安全與維護，以維護遊客安全。提昇園

區公共設施資訊之公開與查詢便利性。建立系統化、電腦化、

標準化、透明化的資料庫，以利設施全生命週期管理。 

十四、登山安全與人力傳承：提升登山設施安全、推動登山保險機

制、加強巡山員訓練、原住民技術人力文化傳承，輔導擴大在

地居民就業。 

十五、登山學校倫理教育推廣創新發展：發展健全登山學校組織、

培育專業師資、建立課程認證制度辦理登山嚮導訓練、進行國

際交流。 

十六、提升防災及災修效率品質提升。 

十七、配合遊客特性與資源特色，發展差異性解說服務。 

 

貳、工作重點 

一、保育研究計畫 

(一)因應全球環境變遷，建立有效的環境監測系統：以生態系經

營觀念持續建立環境、生態基線資料，監測各項人類利用行

為對環境及生態的影響研究計畫。 

(二)守護國家珍貴自然人文資產：為守護太魯閣國家公園珍貴資

產之真實性與完整性，加強國家公園珍貴地景、重要生態價

值與文化價值之研究與論述。 

(三)監控人類活動對環境及生態之衝擊：針對遊憩活動及開發行

為可能影響之非生物環境監測，及指標生物影響監測等評估

環經受到人為活動影響之程度，強化經營管理作為。 

(四)提高從業人員資源保育技能並與相關單位合作進行保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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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環境監測工作，並結合國內外相關學術單位、機關團體等

進行保育事項。 

 

二、環境維護計畫 

(一)推動「太魯閣峽谷遊客安全保護工程計畫」，辦理：1、九曲

洞步道東西洞口生態明隧道；2、小中橫遊客分流計畫。 

(二)為維護遊客安全，辦理園區各項天然災害搶修及預防等工

程，包括台八線重點遊憩地區隧道橋樑安全監測及老舊橋樑

補強維修，既有聚落及遊憩據點地震落石與颱風豪雨災害搶

修，災害潛勢調查、邊坡浮石清理、安全設施(含護欄、防落

石柵等)維護及災害預防工程，所屬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建構極端氣候之暴雨水管理(檢討園區設施設計標準)等。 

(三)辦理中橫公路沿線太魯閣、天祥、合歡山遊憩帶等服務中心

設施維修整建與環境美化工程，及小中橫地區、中橫人車分

道計畫。  

(四)蘇花沿線遊憩設施，周邊轉運交通據點設施維修整建，綠建

築、公廁性別平等及無障礙設施、服務設施維修整建，蘇花

舊公路及古道區域防災治理及景觀整理等。 

(五)園區峽谷重點景觀據點環境教育及解說設施更新工程，中橫

公路史蹟調查保護，登山學校活動基地相關設施設置，另辦

理設施管理與 103 年各項工程先期規劃。 

(六)園區內既有高山步道、吊橋、避難山屋整建維修及節能減碳

改善工程。 

(七)園區內及周邊重要景觀區(布洛灣、白楊、蓮花池等)及其聯

外道路沿線公共設施整建。 

 

三、解說教育計畫 

(一)為提升解說服務品質，配合遊客特性與資源特色，發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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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說服務，強化外語解說、在地服務，延長各服務據點解

說服務。 

(二)為維護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發展在地文創產業經濟，推動

太魯閣族代表性樂舞展演，建立文創櫥窗，協助推行在地文

化創意產業。 

(三)發揚在地原住民族的生態文化，拍攝原住民文化暨生態影

片，宣揚太魯閣族傳統文化及生態智慧。 

(四)為強化國家公園自然、人文保育並重的核心價值，辦理蘇花

古道重現活動（含文宣）。 

(五)為推展高山環境教育，根植高山生態保育及棲地保存的觀

念，分散遊憩壓力，持續推動合歡山花季活動。 

(六)為促進花蓮觀光的發展，活絡在地產業經濟，持續辦理 2013
年太魯閣峽谷音樂會。 

(七)為提供優質遊憩體驗與環境教育環境，更新遊客中心解說展

示軟硬體設施。 

(八)為因應科技發展，提升解說服務品質，辦理遊客中心 ICT 資

訊通訊及雲端科技整體更新。 

(九)為推動太魯閣在地環境教育，辦理學童環境教育活動，推廣

國家公園保育理念。 

(十)為有效增進解說系統之機能，傳揚國家公園核心理念，持續

規劃設計與製作出版各類解說摺頁、書籍、影片及紀念品。 

(十一)提升解說人員專業素質及創新能力，持續辦理解說員在職

培訓；善用社會資源，促進多元夥伴關係良性發展，注入國

家公園新血輪，持續辦理招訓委外解說員、解說志工及原住

民解說員。 

 

四、土地取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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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國家公園區內自然保育暨環境景觀維護，提供動植物良好

棲地，優先辦理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範圍內，公有土地撥用

及私有土地徵購暨地上物補償。 

 

五、經營管理計畫 

(一)與權責機關合作發展新城、崇德之區域交通轉運接駁服務系

統、建置解說設備與人力培訓等。 

(二)整理小錐麓舊道與砂卡礑步道銜接，辦理小中橫計畫規劃作

業。 

(三)續推動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以合作協議方式與 NGO 社團組

織合作辦理登山課程及登山講座。成立登山學校校務委員

會、課程委員會。 

(四)中部東西橫貫公路沿線遊憩區細部計畫檢討。 

(五)規劃檢討園區熱門景點預約分流制度與承載管控策略。 

(六)強化緊急通訊設備與聯絡機制，建置完善之救援醫療系統。 

(七)改善入園申請審核制度，推動入園審核山屋床位登記制度。 

(八)擴大社區參與及住民關懷、促進原住民文化傳承，補助國家

公園區內及鄰近地區機關、學校、社區團體辦理環境教育、

保育宣導、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 

(九)辦理國家公園從業人員及周邊社區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與登山學校建置之專業訓練、服勤管理。 

(十)促進國土復育成效與強化完整建置國土核心區鄰近社群環境

培力，納入國家公園保護區之共識，建構伙伴關係溝通機制。 

(十一)建立區域學校專家學者參與合作機制，並辦理區域居民、

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NGO)團體、相關機關單位之公共論

壇與原住民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諮詢會議。 

(十二)辦理「大中橫建設計畫設施規劃」、「遊憩多元發展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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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規劃」、「西寶聚落產業發展培力計畫」、「國家

公園邁向永續經濟之研究」、「登山學校課程規劃」及「蘇

花管理站服務設施規劃」等委託案。 

(十三)因應陸團客遽增遊憩壓力，與權責機關協調發展中橫公路

交通分流管理措施，擴增遊憩據點承載分流規劃。 

(十四)持續辦理太魯閣峽谷馬拉松及春節遊園專車業務。 

 

六、設備維謢計畫 

(一)汰換交通及運輸設備：汰舊換新已逾使用年限公務車輛，包

括 21人座中型巴士、四輪傳動休旅車及 8人座客貨車各乙部。 

(二)購置資訊設備：包括電腦、螢幕、印表機、GPS 及網路、資

料備份等週邊相關設備汰舊換新，資訊管理、應用系統建置

維護等。 

(三)購置其他設備：汰換及更新管服中心及各管理站遊客服務設

備、其他辦公設備及視訊會議等解說媒體設備及生態監測設

備。 

 

參、預期效益 
一、確保遊客安全維護與推廣登山保險，加強落石防護災害搶修暨

遊客分流。 
二、國家公園計畫推動及遊客中心與各管理站經營管理，以差異性

行銷提昇遊憩服務。 
三、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跨園區範圍生態環境資源管理研究及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監測辦理多項委託研究計畫、環境監測、生物

資料庫管理及生態保育工程。 
四、辦理園區內土地購置及地上物補償，以符合民眾需求。 
五、確保國際級資產永續經營，合理保護與適切利用自然文化資產。 
六、維持生態系基本功能及自然演替過程；並保存遺傳、物種及生

態系的生物多樣性，扮演國土分區規劃國家公園之保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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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代表性生態系指標物種及其監測模式，瞭解野生動植物及

其重要棲地等時間序列上之動態演替方向，為經營管理參據。 
八、依國家公園保育設施減量，安全防災之目標，進行現有設施之

改善，達節能減碳之效益，並維持環境敏感區位多樣性生物及

棲息地之永續發展，辦理棲地營造生態復育。 
九、提升解說服務品質，提供多元、優質之遊憩體驗、環境教育場

所與服務，增進全民環境教育素養。 
十、推展太魯閣族特色樂舞文化及原住民文創產業，活絡在地經

濟，有效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資產，建構國家公園與在地原住

民良好夥伴關係。  
十一、善用社會資源（志工及非營利組織），建立多元夥伴關係，

辦理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宣導，參與國際重要保育合作網及區

域組織，促進國際交流與互動學習，提升國家公園能見度。 
十二、保存人文多樣性文化資產，活化利用社區歷史資源，增進文

化產業效益，將周邊社區培力成果與生態旅遊體驗活動成功結

合發展。 
十三、兼顧園區內外和諧共生、與區域夥伴合作，確保國家公園系

統與保護區系統。 
十四、加強民間企業、團體與志工、週邊社群參與國家公園經營及

各項保育活動，擴增國家公園管理之各項支援系統並擴大關係

社群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十五、規劃交通轉運服務系統，改善代表性地景及遊憩熱點峽谷區

交通擁擠情形，提昇國際形象，友善服務環境，建立區域發展

交通轉運成功模式典範。 
十六、健全太魯閣國家公園遊憩整體發展，並保存國家公園核心保

育目標，引導國民遊憩體驗全新觀念與遊程設計規劃。 
十七、設計合乎永續生態原則性設施，落實設施節能減碳工法，以

減少對國家公園之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以及人文史蹟之衝

擊。持續加強設施管理資料建置，彙整例行維護設施之書圖，

提升設施維護之效率，並進行設施勘查，記錄設施維護改善情

形，以設施全生命週期管理為目標。 
十八、營造安全通用舒適低碳之設施與環境，使遊客能自由親近體

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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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為國家公園永續經濟模式訂定價值鏈指數方法，量化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成本與效益分析，達成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目標。 
二十、提升登山安全、強化山區通訊品質，減少山難發生。 
二十一、發展完善登山環境教育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