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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山岳新視界 探索×融合×深耕 
2021 全國登山研討會簡章 

一、活動說明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二) 主辦單位：臺東林區管理處 

(三) 協力單位：林務局轄下各林區管理處 

(四)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山岳文教協會 

(五) 相關政府機關：教育部體育署、內政部營建署/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警政署、消防署、交通部觀光局、原住民族委員會 

(六) 民間協力單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歐都納戶外體育基金會、米亞桑戶外中心 

(七)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六) 

(八) 會議地點：台東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 

958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路 107 號 089-861-111 

(九) 與會人數：預計共 150 人，額滿為止（全國登山研討會 https://www.twnaca.tw/taiwanmt） 

二、研討會主題：《展望山岳新視界 探索融合深耕》 
  有關台灣登山議題，主要反應在行政管理（政府）、山徑及設施、產業發展、教育訓練四

個面向，這些議題在每一個登山發展階段，均有不同的取向與時代特色，台灣的登山發展歷

程從「管制的山」、「百岳的山」到「多元的山」，希望邁向「展望的山 教育守護」，朝整合與

交流的登山管理模式邁進。台灣擁有多山的自然環境，山裡也有原住民族的多元文化，台灣

的登山文化擁有豐厚的發展土壤，我們應該珍惜這樣的時代機遇，深耕台灣山岳文化，落實

多元文化在台灣的生根發展。2021 登山研討會，我們希望可以「深耕」既有文化、「融合」

不同領域，並「探索」未來道路，共同「展望山岳新視界」。 

三、報名須知 
(一) 報名截止日期：110 年 08 月 27 日（或額滿為止）。 

(二) 報名方式如下，報名查詢專線(02)2755-0088 黃小姐： 

  1. 2021 全國登山研討會網站(taiwanmt.nchu.edu.tw)下載報名表或直接於網路填報名表單 

  2. 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後，傳送 Email 至：taiwanmt@ms24.hinet.net 或 

傳真至：(02)2703-3320 (報名表以姓名存檔：王小明 2021 登山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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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填寫報名表注意事項：★二天一夜，活動免費，惟交通住宿自理。 

   (1) 個人資料請務必確實填寫，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2) 餐飲葷素未勾選者一律備葷食。 

   (3) 交通方式、代訂住宿請參閱報名表內容，並依項目勾選確認。 

   (4) 請自備水壺（杯子），大會不提供免洗杯具。 

   (5) 住宿推薦：日暉國際渡假村(台東縣池上鄉新興路 107 號 089-861111) 

日暉樂樂溫泉酒店(日暉二館／池上鄉東欣路 123 號) 

四、研討會主題 
  本次研討會的主軸：《展望山岳新視界 探索融合深耕》，共規劃成四大主題，分項主

題說明如下： 

(一)登山活動法制、政策、管理及服務措施：落實友善管理文化 
  政府於 108 年宣示開放山林政策，以「全面開放、有效管理」為主軸，整合各部會資源

積極推動登山發展，109 年適逢肺炎疫情，在各國紛紛封鎖國界的情況下，原本出國旅遊人

口導向國內旅遊，登山的人口也順勢爆發，登山新手準備不足、網路揪團缺乏互助精神、熱

門登山路線爆量等問題陸續發生，山域事故案件量也成倍數增長，甚至發生森林火災的憾事。

這些新興課題對政府形成巨大的管理壓力，慶幸的是，政府並沒有走回「封山」的老路，仍

願意積極面對山林開放課題，「山林友善管理」已成為政府登山管理的新文化，不同的價值之

間該如何權衡，創造多贏亦或有所取捨，是往後政府在政策和體制思維上亟需民間集思廣益

的一塊新天地。 

(二)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與登山活動發展：以原住民族多元文化豐富登山文化內涵 
  「在高山工作是一份很辛苦的職業，但對族人來說，他是一份少有可以留在部落，又可

以在傳統領域行走的一份工作」，登山協作產業與森林護管員、國家公園巡查人員(巡山員)的

工作，讓原住民族有機會將年輕人帶回山區，回到祖居地重新找回族人的歷史主體性，也讓

原住民族文化與登山文化發生交流。原住民族文化在登山方面的議題，通常圍繞在文化傳承、

在地創生、登山協作產業等面向，如何讓原住民族文化與山岳文化共生共存，並非僅是單純

的行政管理面向，應回歸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找到發展對策。 

(三)公私協力及跨領域合作，推動登山發展：發揚登山合作文化 
  登山隊伍十分重視成員間的互助合作（團隊合作），即使是獨攀也需要有留守人的協力，

所以登山文化本身就有協力、合作、互助的內涵；登山須在公共的山域環境展開，勢必涉及

政府機關的場域管理課題，主要的場域主要由林務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轄，有些路線則由

地方政府或特定主管機關管轄；除了場域管轄外，若涉及通訊、救難、教育訓練則又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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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府機關，過去的登山研討會目的在於促進民間、政府單位的相互認知、理解，才能進一

步達成公、私合作的目標。 

 (四)登山安全及山野教育：深耕與探索 傳承登山文化 
  台灣經歷長期的民主化發展後，社會風氣走向自由開放，2019 年的山林開放政策也反映

此一潮流，公民自由度也是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教育的形式從「填鴨」轉為「自我探索」。

傳統登山師徒制的教育模式，已無法滿足「普及」的需求，登山教育的下一步：應建構一個

「登山教育的社會網絡」，讓政府、傳統協會/社團、學校、專業團體，各自承擔不同的角色，

共同建構一張登山教育的大網，讓受教者可以自由探索發覺興趣，也可以深化技能豐富登山

的教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