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山旅遊化，旅遊登山化？ 
李偲弘* 

摘  要 
  2020 年初開始，全球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國際間疫情嚴峻，觀光局限制出境旅遊，

國人無法出國旅行，轉為尋找台灣特色旅遊，旅行社業者承受極大營運壓力，紛紛轉往國內

旅遊市場。登山健行成為近年蔚為風潮的旅遊型態之一。 

  從消防署的數據統計發現，高知名度的山岳或是網紅打卡景點，因為行前準備不足，發

生意外的事故也越多。 

  本文將以自身從事健走旅遊產業，數年來遇到的登山旅遊相關問題，提出淺見與討論，

並提出三點建議： 

  1.全台步道分級制度：目前國內登山分級制度未有標準統一，山林悠遊網/國家公園/地方

觀光局/健行筆記等分類標準不一，易造成山徑難易度誤判，行前準備不足之問題。建議由主

管機關召集相關單位，擬定國內山徑分級制度統一標準，以利旅客蒐集資訊與整備。 

  2.嚮導人員的媒介：旅行社因疫情轉作國旅或登山旅遊，如何媒合適當人才？會帶團的領

隊不一定會爬山？會爬山的嚮導不一定會帶團？公私部門如何協力合作，讓適當的人才與產

業媒合，提升登山旅遊之安全性。 

  3.登山旅遊聘請專業嚮導之規範。依照全國統一分級制度，對於高難度之山徑旅遊，建議

聘請專業嚮導，以降低山難發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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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 行政院宣布「開放山林」，2020「Covid-19 新

冠肺炎」，民眾對於提升自身免疫力與健康程度更加重

視，登山健行成為近年蔚為風潮的旅遊型態之一。 

  從消防署近 20 年的數據統計發現，山難發生件數/

人數不斷攀升，2020 年更是明顯增加，約略平均值兩倍。  

  依路線分類，可發現高知名度的山岳或是網紅打卡

景點，發生意外的事故也越多。如步道規劃良好、路徑

清楚、登山難度也並不算高的玉山、合歡山等，是高山

中最多搜救案件的地點。而郊山的新北「劍龍稜」、苗栗

「火炎山」、台中「鳶嘴山」、宜蘭「抹茶山」等，也因

為行前準備不足，導致事故不斷。 

  依求援身分分類，可發現自組隊伍為山難事件之大宗，組成成員能力不一，行前準備不

足，皆有可能為山難原因。 

   

圖 2/3.引用自：中華民國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討論與建議 
1.步道分級制度統一標準 
  步道分級制度在登山界行之有年，政府/民間單位亦有各自分級標準，今年 8 月，玉管處

公布「新玉山國家公園難度分級」，將步道分為六級，雪霸登山步道亦提供對照分級表供民眾

查詢。 

圖 1.引用自： 
中華民國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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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國家公園步道分級系統僅列出其管轄範圍之步道，隸屬林務局管理之步道則有另一

套山林悠遊網步道分級系統(1-5 星)。國內知名登山健行資料庫網站「健行筆記」亦有其分類

標準。 

  分類標準依各管轄單位劃分，有可能造成民眾誤判步道難易度與自身體能狀況。另外有

部分中級山難度更甚高山路線，以海拔高低作為分級標準亦容易混淆。 

 

圖 4.引用自：雪霸國家公園網站 

  
圖 5.引用自：台灣山林悠遊網 圖 6.引用自：健行筆記 

2.郊山步道分級再細分 
  以「新國家公園步道分級」、「台灣山林悠遊網」、「健行筆記」之分類標準，台灣郊山路

線多屬 0-2/1-2 星/低-中等級路線，然而對於沒有登山經驗的民眾或團體而言，並無法清楚了

解其等級差異與需要的準備。 

  建議能將郊山步道分級再細分，提供一般民眾前往郊山步道前能夠更清楚其難易度，避

免越級挑戰，增加山難發生之機會。亦可作為商業/登山旅遊團體分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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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從事登山旅遊產業多年，有感於會報名商業郊山旅遊團體，多為喜好自然但並非山

友等級之能力者，對於目前既有之郊山步道分級(0-2級)無法判別是否適合自身體能狀況參與，

是故，將郊山暫且分為五星級(1-5 等)，作為旅客報名參團之參考依據，以避免旅客誤判遊程

難易度，貿然參加，造成不必要之風險，增加社會成本。  

 
圖 7.引用自：玉山國家公園網&那米哥旅行社 

3.商業登山旅遊 
  因新冠肺炎影響，國際間疫情嚴峻，出境旅遊完全封鎖，旅行社過往 90%以上皆以海外

旅遊為主要經營方向，近兩年被迫轉作國內旅遊市場求生，國人也因無法出國旅行，轉為尋

找台灣特色旅遊，旅行社之登山旅遊產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包含各大 OTA 平台，亦推出

許多山林之旅，親近山林選擇變得更多更廣。 

  商業登山旅遊提供消費者更多元選擇，跟隨有經驗之登山旅遊團體，可讓旅客更親近戶

外，提升自體免疫力，亦可依自身體能狀況挑選適合之路線。 

  然而郊山旅遊與觀光旅遊型態不同，旅行社如以過往之觀光團操作模式，將可能造成不

必要之登山旅遊風險。如業務對於路線不熟悉，或者業績競爭下，可能會提供旅客錯誤的資

訊（路線很好走/無需登山經驗...等）；領團人員如相關經驗不足，亦可能發生迷途等事件。 

  政府鼓勵旅行社轉型策略，或許也可將登山教育列為轉型輔導課程之一，讓業務/線控/領

隊/導遊人員提升登山旅遊相關知識，減少事前作業之疏失；抑或是安排業者與山岳社團媒合

會，讓旅行社能更迅速精準找到適合人才。 

  旅行社、登山社團、網路揪團，旅客屬性有些許差異。登山社團多為有一定經驗，彼此

互相認識具有一定情誼，遇到狀況較願意彼此照應；旅行社除了客戶包團外，如為集散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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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間彼此互不相識，各自登山經驗也不相同，當遇到狀況由領團人員負責處理；網路揪團

則更因彼此不熟悉，也沒有如旅行社之法律責任，當遇到狀況時，更可能發生丟包之情況。 

  以旅行業者角度，如欲尋找合作之登山嚮導人員，約略從以下幾點評估： 

1.登山專業度 
  專業性對於具備登山嚮導資格者來說，絕非是問題，於活動中與旅客分享登山經驗與基

礎知識，對登山旅遊很有幫助，也能建立旅客正確觀念。 

2.知識豐富度 
  參加旅行社之消費者對於遊程之訴求不同，登山除了運動接近大自然，也希望能對土地/

部落/生態/文化等有所了解，如嚮導能於爬山過程中，分享在地的風土民情/生態環境/人文歷

史，也是如今消費者評估遊程要素之一。 

3.幽默風趣度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出外旅遊其中一個目的為「放鬆」，解說內容宜重深入淺出，幽默風

趣，貼近生活，如解說內容過度文謅謅，或是引用過多艱深文獻歷史，也會使遊客失去耐性，

造成旅遊品質降低。 

4.服務熱忱 
  旅遊業屬於觀光服務業，旅客之滿意度，對於再次報名意願影響很大，因此帶團人員需

具備高度服務熱忱，行前需提醒旅客注意事項與天氣概況，出團期間沿途幫旅客拍照留念，

夜宿山屋或飯店需注意旅客有無問題，並適時提供協助。 

5.應變能力 
  登山旅遊相對觀光旅遊，意外風險更大，旅客登山經驗不一，遇到狀況之危機處理能力

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