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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計畫透過教育培訓、地景保育知識及技術的提供，喚起民眾共同關懷並參

與保育行動。藉由地景保育知識的教育推廣，組織民眾提升保育的意識及觀念，

並藉由工作坊或研習班，協助政府培訓專業的地景保育從業人員，期望達成地景

保育永續發展的目標。本計畫擬解決問題如下： 

1. 辦理地景保育研習班，提升政府保育人員的知識及技能，協助地景保育的永

續經營。 

2. 編印地景保育通訊及相關出版品，強化地景保育教育培訓材料，讓民眾了解

現階段地景保育推動的成果。 

3. 地景保育網頁的持續更新維護，提供最新地景保育資訊的傳達，並提供一般

民眾查詢地景保育知識及活動的管道，協助景保育教育的推廣。 

4. 辦理地景保育工作坊，提供地景保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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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目標 

一、 出版計畫-編印地景保育通訊半年刊第 48 期、第 49 期，提供地景保育教

材，並讓相關機關團體、學校瞭解目前地景保育的工作現況。 

二、辦理一場地景與永續發展研討會。透過研討會的辦理，讓公務機關學習國際

地景保育經驗，並進行國際交流。 

三、網頁維護-持續更新及維護地景保育網站。透過網站、通訊，針對學生、公

眾、民間社團、教師、志工提供地景保育的觀念、相關新聞，並提供地景登

錄資料及地景圖片查詢服務。 

四、辦理地景保育工作坊 1 場，以現場實務考察及討論，了解地景保育景點規

劃、維護及管理方式，培訓專業的地景保育人員。 

五、編印地景保育或地質公園手冊，協助相關知識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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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果說明 

第一節 出版地景保育通訊 

（一）出版地景保育通訊第 48 期 

  本年度（108）7 月完成的地景保育通訊第 48 期出版，本期內容包含赴日本

參加地質公園網絡會議－「日本地球科學聯合研討會（JpGU）」以及「第 13 屆

JGN 全國研修會」的心得、第十五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紀要、2019 年 4 月

18 日的地景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側記、濟州世界地質公園作為地景保育方面

的榜樣；而本期幻燈片主題為「九二一大地震二十週年」，以曾經受災殃的基礎

建設（如石岡壩、鐵路、石圍橋等）和草嶺崩塌地、堰塞湖等照片為主，可和地

景保育的 11、12 期進行今昔對比。 

 

圖 1 地景保育通訊第 48 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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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景保育通訊第 48 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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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地景保育通訊第 49 期 

  已於今年（108）12 月底出刊，本期內容包含國家級地質公園評估報告；楊

總以野柳地質公園的經營為例，分享地質公園經營構想與實踐；風吹沙航空照片

影像變遷判釋，從 1976（台 26 線興築之前）、1989、2006、2009、2011、

2013、2017 年的航空正射影像，用以瞭解道路興築前後對風吹砂地區活動沙丘

與沙溝的變化；美西國家公園考察心得；台灣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計畫；本其幻

燈片專輯主題為「屏東縣墾丁風吹砂照片」，對比公路興建前後之地景變遷。 

 

圖 3 地景保育通訊第 49 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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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地景保育通訊第 49 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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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景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一、前言 

本次研討會有別於以往，是由目前正在推動的 Future Earth Coasts 計

畫、東南亞永續發展計畫、里山倡議計畫、國家公園經營計畫與地質公園計畫整

合成一個國際研討會，希望藉由整合這些計畫，提供相關國家人員一個互相交

流、學習的機會。 

雖說是由多個計畫組合而成，但彼此間皆有關聯。隨著氣候極端加劇，永續

發展議題受到全球各界關懷，而脆弱多變的地景亦須受到關注，相關保育對策更

須維持彈性調整。臺灣除自然保留區受到嚴格管制之外，國家公園與國家風景區

各自扮演不同程度之保育、教育、解說及遊憩功能，地質公園更是近年來興起的

保護區，強調自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保育和發展。綜上所述，地景保育實踐上如何

以永續發展為前提，建構在不同體制、不同尺度的網絡學習方式上，成為本次研

討會議的主要目標。 

二、經過 

此次研討會舉辦於 4月 19日至 4月 23日為期 5日，參與人數約 300餘人，

外賓更高達 50多位，包括來自日本、香港、波蘭、越南、德國、法國、澳大利

亞、加拿大等多國學者。第一天在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行；第二天研討會之

成果論壇於野柳地質公園舉辦，配合地質公園之活動向會議參與者及遊客展示各

地質公園特色，並讓各地質公園(包含國外的地質公園)相互交流、分享與學習；

第三天至最後一天則將路線分為東北角、花東及離島三條，分別考察台灣不同景

點。議程表如表 1、活動海報如圖 6、活動照片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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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地景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108年 4月 18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12:00-12:30 臺灣地質公園報到及午餐 

12:30-13:00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年會 

13:00-13:30 專題演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夏組長榮生 

13:30-14:00 專題演講-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王文誠教授 

14:00-14:20 休息 

14:20-15:30 網絡會議分享(地質公園產品介紹) 

15:30-15:50 休息 

15:50-17:00 網絡會議分享(地質公園產品介紹) 

18:00-20:00 福華文教會館 1樓怡園餐廳晚宴 

20:00 外賓住宿福華文教會館 

108 年 4月 19日(星期五) 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8:00-8:30 一台大巴從福華文教會館送外賓到集思會議中心 

08:30-09:00 報到(8:45-9:00 小提琴演奏) 

09:00-09:30 

大會開幕式及長官致詞 

農委會主委、內政部部長、營建署署長、林務局局長、觀光局局

長、地質調查所所長、蘇治芬立委、Marc Hockings、Wolfgang 

Eder 

09:30-09:40 Book Launch Party (Wolfgang Eder) 

09:40-10:00 大合照及休息 

10:00-10:40 
專題演講一: Prof. Wolfgang Eder 

(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球科學部主任) 

10:40-11:20 
專題演講二: Prof. Marc Hockings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保護區委員會副主席) 

11:20-12:00 專題演講三:中島慶二(Nakajima Keiji)所長(江戶川大學)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研討會論文發表(每人 15分鐘) 

達文西廳 拉斐爾廳 米開朗基羅廳 尼采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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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的經

營管理 
里山里海 

地景保育、地質

公園的經營管

理 

永續發展、地

質災害、永續

指標、環境教

育 

主持人 
林玲、 

Kumagai 

劉淑惠、 

李光中 

王文誠、 

劉瑩三 

蘇淑娟、 

林俊全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0-16:50 

Margot 

謝桂禎 

印莉敏 

蕭明堂 

Chieh-Lu Li 

黃子娟 

休息 

Kumagai 

林加豐 

林茂耀 

莊正賢 

王建智 

蔡益銘 

李光中 

劉淑惠 

越南 

潘鈺丹 

楊景謙 

潘炎聰 

休息 

張秀慈 

黃惠敏 

中村俊彦 

小西由希子 

横山 武 

笹子全宏 

馬祖 

Tammy 

Cindy 

王文誠 

越南 

Jonathan 

休息 

劉瑩三 

吉松三男 

小池拓也 

木下道則 

朝野泰昌 

松原典孝 

熊谷暢聡 

林俊全 

菲律賓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越南 

休息 

Derek Yue 

Tak 

戴東霖 

Kashima 

Herve 

Piotr 

Ross Pink 

17:00-18:00 巴士接駁到金山兄弟餐廳 

18:30-20:00 大會晚宴，金山兄弟餐廳(限外賓及合辦單位邀請的貴賓) 

20:00-20:20 金山兄弟餐廳到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 

20:20-20:40 
住宿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 

各地質公園的參加者及擺攤人員住宿野柳 

20:40-21:30 夜訪女王頭(自由參觀) 

108年 4月 20日(星期六) 

8:30-09:00 萬里國中迎賓鼓隊(售票處)，約 3分鐘，步行至攤位廣場 

09:00-15:00 
地質公園市集攤位展示 

活動節目表 

09:00-10:30 

研討會成果論壇，野柳遊客中心 2樓 

國家公園論壇： 

與談人：郭瓊瑩、郭育任、Marc、Kumagai、游登良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地質公園論壇： 

與談人：王文誠、Cindy、Wolfgang、李思賢、Jonathan 

12:10-13:00 午餐(遊客中心 2樓及自然中心)、地質公園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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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30 
里山倡議論壇： 

與談人：李光中、劉淑惠、中村、小西、KASHIMA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永續發展論壇： 

與談人：蘇淑娟、Maria, Let、印尼、越南 Dinh 

16:10 研討會結束 

17:00-19:00 會議晚宴(限邀請貴賓參加，請合辦單位提供邀請貴賓名單) 

19:00-21:00 夜訪女王頭及音樂會(限邀請貴賓參加) 

108年 4月 21日(星期日)-22日(星期一) 

8:00-18:00 

飯店集合出發 

路線一:臺灣東部地質公園考察 2天(領隊:劉瑩三、劉淑惠) 

路線二:金門國家公園考察(領隊:王文誠、蘇淑娟) 

路線三:東北角海岸一日考察(鼻頭龍洞、三貂角、烏石港，領

隊:楊士芳、朱傚祖) 

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 

8:00-18:00 外賓回國，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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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地景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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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欣修致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局長華慶致詞 

  

日本系魚川市米田徹市長致詞 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球科學部主任

Wolfgang Eder致詞 

  

立法院蘇治芬立委致詞 研討會大合照 

圖 6 大會開幕式及長官致詞 

三、地質公園市集 

20日的成果論壇於野柳地質公園舉辦，當天更有國際地質公園市集舉行，

亦即除了台灣的地質公園，也有來自日本、越南的地質公園夥伴擺攤。市集內各

地質公園的社區夥伴將各自地質公園的摺頁介紹、社區農作土產及特色產品展示

於攤位前，讓來往的遊客得以認識台灣以及國外的地質公園，也讓各攤位的地質

公園夥伴相互介紹自家農產品與社區經營概念，彼此相互交流、分享經驗，為當

日市集注入一股蓬勃的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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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穿插的表演與不同國小的抬轎遊行點燃當天市集的熱情，讓野柳地景更

加栩栩如生地在壯闊的海岸線中展現最獨特的地貌，而晚上野柳石光夜訪女王的

女王音樂會更將當天活動氣氛帶至最高潮。除了邀請大提琴家－張正傑搭配鋼琴

演奏天鵝湖、聖母頌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後幾首曲目搭配京劇名武生朱陸豪，其

以美猴王之姿、中氣十足的獨特唱腔演出精彩的「霸王別姬」，而音樂會尾聲，

邀請了城市女伶－萬芳來現場演唱，其進入觀眾席與觀眾強烈的互動，讓現場氣

氛跟著活躍起來。一系列的表演輔以陣陣浪聲為背景，成功的將音樂、聽眾、地

景緊緊聯繫在一起，為當天活動畫上完美的句點。 

四、各個地質公園、社區夥伴的互動 

在四月二十日野柳石光暨國際地質公園市集當天一早，地質公園的社區夥伴

來到攤位前將各地質公園的摺頁介紹、社區農作土產展示於攤位前，讓過往的遊

客得以認識台灣的地質公園。而攤位間的社區夥伴們早已是互相熟識的朋友們，

擺攤完的閒暇之餘互相介紹合照、聊聊彼此的農產品與社區經營，為當日市集灌

注一府蓬勃的生氣。 

  

地質公園市集攤位宣傳情況 地質公園論壇-1 

  

地質公園論壇-2 地質公園論壇-3 

圖 7 四月二十日地質公園市集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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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里國小開幕表演 

萬里國小擂鼓隊撼天動地的表演，為地質公園市集揭開了序幕。小朋友們精

湛的技藝以及頂著豔陽揮灑汗水的努力、吶喊，深深獲得經過的觀光客、地質公

園市集訪客以及國外賓客的青睞，而紛紛圍繞在小朋友周圍觀賞他們的演出，隨

著鼓聲低沉的律動搭配高亢的敲邊聲，鼓鼓重擊入觀賞者的心底，心跳和情緒也

不自覺在醞釀中高昂起來，而鼓聲迴響於野柳地質公園間，也讓野柳地景栩栩如

生地在壯闊的海岸線中展現最獨特的地貌。 

2. 小朋友遊行 

在接近約莫 13:00 時，便開始陸續有附近不同國小的抬轎遊行於野柳地質公

園的步道上，並透過此遊行活動傳遞小朋友各自想傳達的理念以及想法，整個野

柳地質公園的氛圍在小朋友活潑青春地渲染下也變年輕了！那在小朋友遊行的路

途中，也會有市集攤位的人發糖果給小朋友們，以作鼓勵性質。相信這樣的遊行

互動的活動，對於小朋友、當天的訪客等而言，必定會是很難忘的經驗。 

  
萬里國中迎賓鼓隊 小朋友遊行 

圖 8 小朋友帶來的表演以及作品成果，讓地質公園更有生氣 

3. 攤位時遊客接觸/互動 

軒佑：來到此次地質公園市集的遊客，不少為來自外地的團客，對於能在野

柳地質公園得知更多關於國際地質公園與台灣景點的簡介感到相當驚喜。從拿取

各地質公園簡介的民眾中，不乏以親子教育為目的及帶團介紹的導遊，也希望透

過國際地質公園市集的介紹，讓本地及外國團客，對台灣的地質景點與文化有更 

深的一層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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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過去國際地質公園市集，這次的訪客不只是來自地質公園或地景保育

等相關人員，還有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觀光客，對於這些觀光客而言，攤位的地

質公園紀念品、折頁以及相關資訊等，使他們對台灣的地質公園有更多的瞭解，

讓不同階級、身份的夥伴都可以接觸到台灣的地景、地質公園與國家公園。 

4. 地景海報分送 

在台灣地質公園學會的攤位中，展示了以台灣各地名勝地質景點為意象的全

開海報，並免費贈與給對台灣地質景觀有興趣的民眾。在地質公園市集夥伴的熱

心幫忙下，將海報一份份捲起，招攬贈與給許多台灣及外國遊客。透過海報上的

繪畫創作，讓台灣的地景意象結合藝術，展現台灣人心中的地景之美。 

5. 音樂會 

2019野柳石光夜訪女王的女王音樂會，邀請了大提琴家－張正傑，以大提

琴搭配鋼琴演奏幾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包括天鵝湖、聖母頌等，後面幾首曲目搭

配京劇名武生－朱陸豪，以美猴王之姿、柔軟的身段演出，著實非常精彩，而朱

陸豪不只是活絡其身子，也以其獨特的唱腔中氣十足地震撼現場，和張正傑先生

共同演出「霸王別姬」，接著風之相頌管弦樂團，也演奏了許多經典名曲，在海

浪拍打岩岸的配樂之下呈現的真善美組曲、火焰之舞、神鬼奇航，氣勢十分磅

礡，也邀請來自其他樂團的薩克斯風首席、小號首席共同出演，指揮家甚至還加

入一個特殊的元素到樂團的演奏中－那就是大家的拍手聲，隨著指揮家－張雙亮

的引導，台下的觀眾在不知不覺中也成了演奏的一部份。音樂會來到尾聲，邀請

了城市女伶－萬芳來現場演場幾曲，萬芳和進入到觀眾席與觀眾強烈的互動，讓

現場氣氛也跟著活躍起來，而萬芳也演唱了幾首經典名曲，尤其最後以新不了情

作為結束，更是引起大家的共鳴，而綿綿細雨此時也漸漸落下，反正畫上了一個

完美句點，這場音樂會在海邊演奏確實別有一番獨特的風味，相信會成為觀眾心

中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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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音樂會節目表 精彩的音樂演出 

圖 9 野柳女王音樂會照片 

6. 野柳石光 

夜間舉辦在野柳地質公園的野柳石光活動，給予野柳地景新的風貌呈現。透

過燈光秀與音樂的搭配，讓蕈狀岩、燭台石在燈光的照耀下成為藝術創作，體現

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原先平凡無奇的景觀幻化為如藝術般珍貴的地景創作，只

待人們前去發現。期待來年能有更多的驚艷。 

  

野柳石光 野柳石光入場處 

圖 10 野柳石光活動照片 

7. 考察活動形式 

  全程主要由朱傚袓教授英文解說，國立東華大學的劉瑩三教授用中文翻譯，

立高雄師範大學的劉淑惠教授用日文翻譯，活動過程流暢，氣氛活躍。參與者大

多十分好學，會不時會向講師請教，語言之間的障礙也沒有打消他們對知識的渴

求。透過劉淑惠教授翻譯，讓知識能夠打破語言的界限。而參與者與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並不多，主要分為三組人，來自日本的，來自越南的以及兩位來自歐洲的

學者。但當日行程體力要求較高，特別是鼻頭角步道，對於一些較年長的學者要

走完全程會有點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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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午餐位於龍洞灣公園海景咖啡廳，該餐廳位於龍洞灣公園附近，在鼻

頭角考察完畢走 15 分鐘左右的路程即到逹，而在吃完飯後就能直接接下一個行

程去龍洞灣公園，十分方便，而且餐點也十分精美可口，也是地質公園的產品。 

  

朱傚祖老師解說 劉瑩三老師解說 

圖 11 野外考察照片 

8. 結論 

(1)本次研討會順利完成。首先要謝謝各單位的支持。讓此次會議順利推動。 

(2)本次會議達成幾個主要的目的，其中之一是東南亞的永續發展的繼續推動。

本度最重要的伙伴為來自越南的環境資源部，一共派了10位代表，雖然後來

有三位因為其他問題，沒有趕上參加，但7位代表也都表達了希望繼續與台灣

簽訂合作協議。由其是與科技部駐越南的科技組簽約。其次也將國家公園、

地質公園相關的領域的課題，繼續討論。日本在地質公園委員會委員長的帶

領之下，一共有36位出席，是另外一件盛事。 

(3)野外考察部分，也是頗受好評。其中往東北角海岸的考察，一共有三部遊覽

車，並能有很好的解說，讓本次研討會增加不少特色。金門國家公園的考

察，更讓外賓有許多驚艷的感受。其中一位波蘭的國際地形學會副主席，更

邀請筆者為Springer書局撰寫一本台灣的地形與地景的書。他正為此世界地

形系列擔任主編的工作。 

(4)整體而言，除了謝謝各單位的協助外，也要謝謝所有參與的伙伴，不管大家

是論文發表，還是幫忙整個會務的進行。沒有大家的幫忙，是無法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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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辦理地景保育工作坊 

2019 年地景保育工作坊謹訂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假馬祖南竿遊客中心，上

午的專題演講由受邀的日、韓籍學者主講，分享各自國家自然環境與經營管理，

為台灣可以交流與學習的對象；下午則為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論壇，分享地景保

育在地質公園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進一步推動其經營管理，下半場便以馬祖地質

公園地推動成功作為範例，並進一步延伸至其他地質公園在經營上的理想與實

際。 

 

圖 12 地景保育工作坊海報 



22 

 

表 2 地景保育工作坊議程表 

108 年 11月 27日(星期三) 地景保育工作坊 

時間 內容 備註 

08:10-08:30 報到 南竿遊客中心 

08:30-09:30 

專題演講一：日本的永續發展與生態系統之經營管理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 

examples in Awaji Island and Aso Region, Japan 

Tomohiro Ichinose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主持人：蘇淑娟教授 

09:30-09:40 休息  

09:40-10:40 
專題演講二：濟州：自然環境與共同資源的島嶼 

鄭椙杬教授 Chang Won Jung (韓國濟州大學教授) 
主持人：王文誠教授 

10:40-11:00 茶敘  

11:00-12:00 
專題演講三：韓國的自然保育與經營管理 

田中幸哉教授(韓國慶熙大學教授) 
主持人：林俊全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00-14:20 

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論壇（上）： 

1. 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的關連與重要性 

2. 如何推動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 

主持人：林俊全教授 

邀請王文誠、蘇淑

娟、劉瑩三等三位教

授與廖源隆處長、林

俊惠校長擔任引言人 

14:20-14:40 茶敘  

14:40-16:00 

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論壇（下）： 

1. 馬祖地質公園推動的理想與實際 

2. 台灣其他地質公園經營的理想與實際 

主持人：林俊全教授 

邀請王文誠、蘇淑

娟、劉瑩三等三位教

授與廖源隆處長、林

俊惠校長擔任引言人 

  工作坊首先由來自日本的 Tomohiro Ichinose教授以 Awaji Island（中文

名：淡路島）為例，分享其傳統的土地利用以及生物多樣性，也分享 Kyushu 

Island中 Aso地區的永續發展與資源管理。Awaji Island面積大小和新加坡一

樣（592.26平方公里），人口數約 143000，其中 65歲以上之老年人口佔了該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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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數的 30%，全島是由花崗岩所組成，南北邊為丘陵地形，中間偏南方有一

座沖積扇，島上各處充斥許多埤塘，佔了日本總埤塘數之約 10%，而當地居民便

搭配此地形、地質等自然環境進行農耕，也因此形成許多特殊的里山地景，像是

農民在沖積扇中在同塊土地上同時栽種稻米、洋蔥和一些蔬菜（又可稱為

Triple-cropping），也在山丘地區以梯田的形式栽種稻米和洋蔥，也利用埤塘做

為水源供給給植栽，因此可以三元素總結 Awaji里山地景的傳統循環系統：森林

（埤塘水源、農作物營養來源）、埤塘（農作物水源）、稻田（平衡森林和埤塘之

生態系）。而以上種種元素也打造出蜻蜓生活所需要的地景單位，其中又因不同

埤塘環境而有不同種類的蜻蜓生活在其中，包含被混凝牆包圍的埤塘、在開放地

景中的埤塘、森林與埤塘、在森林中的埤塘等環境，皆為影響蜻蜓物種組成因子

之一，接下來講者便開始介紹起蜻蜓生活習性、生活型態、體態性能（包含飛行

速度），因 Awaji Island 中大部分的埤塘間距不超過 100公尺，所以方便不同生

活圈的蜻蜓互動，也形塑出特別的生態地景。 

  介紹完 Awaji，空間往東南方移動至九州，中央有一座被稱做阿蘇火山的活

火山，而火山周圍的地區為 Aso Region（阿蘇地區）。在阿蘇地區，草原

（Grassland）和耕地（Plowland）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首先草原大多是以乾

草為主要植被，除了能供應給牛隻放牧，也能作為農耕早期的營養來源，同時牛

隻的排遺物也能提供養分給耕作物，加上地區的火山土壤讓阿蘇地區的土壤環境

適合農耕，但於 2016 年熊本地震使阿蘇火山口部分山壁崩落，引發阿蘇山小規

模爆發，造成九州許多地方的傷亡以及經濟虧損，這也讓人們必須重視天災（自

然環境的變動）、社會經濟發展與人類福祉之間的平衡，因此 Tomohiro 

Ichinose教授作為「基礎環境計畫」（Basic Environment Plan）的協同主持人

之一，主張循環及生態經濟、一個能同時滿足地區需求並擁有自行回復力

（Self-reliant）和去中央化(Decentralized)的社會、相鄰社群中的不同元素

相互補以將地區資源最適利用，總地來說，計畫最終目標是平衡自然、經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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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福祉，以創造出永續及韌度高的地區，當然最重要的因素是來自當地社區的參

與意願度以及良好的經營管理，取決於人類如何偕同大自然的力量共創永續性。 

  再來由來自韓國濟州大學的鄭椙杬教授分享「濟州，自然環境與共同資源的

島嶼」。首先介紹濟州島的地質歷史以及地形，其主體為火山島，以漢拏山為中

心，地質環境之特殊相當具有研究價值、教育價值、經濟價值，因此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生物圈保全地區（2002）、世界自然遺產（2007）、世

界地質公園（2010）。其擁有的火山地形，如盾狀火山、熔岩平原、寄生火山、

熔岩洞窟、凝灰丘及陸連島等多樣火山地景，使濟州島成為火山、火山岩等相關

學科領域重要的一個研究對象，尤其熔岩洞窟，內部型態和地形能保存地很完整

的熔岩洞窟非常稀少，因此在學術和保存方面有很高的價值。火山碎屑物以及火

山岩風化後沉落至土地上成為火山灰土，成為當地重要的農耕基礎，這樣性質的

土壤佔了濟州島全面積的 80%，但因為火山灰過輕，所以播種之後還會採用牛馬

採土的鎮壓農法，使種子不會和火山灰土隨風飄移。另一方面，濟州 batdam是

濟州先人透過將礫石與岩塊一塊一塊地堆積起來，用以擋風以及防止土壤流失，

也防止牛馬入侵耕地，保護農作物；再著，講者簡單介紹濟州的歷史文化，說明

三陽洞遺跡、高麗時代的耽羅和蒙古的相遇－缸坡頭里抗蒙遺址、蒙古設置耽羅

牧場；最後則聊到濟洲的共同資源：風、景觀、土地（共同牧場）、水（地下

水），其重要性和相關的治理議題逐漸獲得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重視，對於共有或

共有資源從歷史哲學等人文學方面的省思跟研究正是一個啟蒙階段，那為解決複

合的危機跟危險，首先不能只是單方面向自然索取資源，也要保存跟適度水準開

發來準備合乎公共目的利用管理的方案，把人類生活要再調整可持續發展的方

式。接著介紹韓國共同資源研究的現況以及領域，但開啟「共有」的研究之先備

知識為探討「公」（Public）和「共」（Common）的概念，因此為了釐清公與共之

差別，講者舉了「共有」概念的運用例子：森林、共同牧場、地下水，尤其地下

水為濟州島的主要水源，雖然濟州島年降雨量高達 2061毫米，但地質因素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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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河川，相反地因其多孔火山岩結構使得雨水容易滲入地下水，因此地下水

程為當地最重要的共同資源。 

  最後上午場壓軸由來自韓國慶熙大學的日本教授－TANAKA Yukiya 來分享日

本的地質公園－以洞爺地質公園（Toya Geopark）為例，主要簡介洞爺湖－有珠

山世界地質公園（Toya-Usu UNESCO Global Geopark）過去噴發事件和地形的關

係、推動歷程、產業。日本位處板塊交界處，活躍的構造運動使日本多處擁有特

殊的火山地質、地形環境，至今日本共有 44座地質公園，包含 8座 UNESCO世界

地質公園。洞爺湖－有珠山地質公園園區內著名的洞爺湖是距今 11 萬年前發生

的巨大火山噴發事件，造成窪地積水形成的湖泊，也就是所謂的「火口湖」。之

後講者分享這座地質公園推動的歷程以及動機，是源自於有珠山山麓於 2000年

的火山噴發，因當時有提早掌握火山噴發的跡象，所以事先疏散居民而無人直接

傷亡，之後以地區發展政策開啟邁向世界地質公園之路，接著介紹洞爺湖的面

積、深度以及有珠山的高度等基本資料，以及在 1943-1945年噴發事件中冷凝下

來而形成的新火山－昭和新山（Showa Shinzan），最後以火口湖附近的溫泉產業

收尾，說明此地區是日本相當著名的名勝景點之一。 

  上午聽完三位國外講師分享自然環境的經營管理之後，下午就由林俊全、王

文誠、劉瑩三、蘇淑娟等老師以及廖隆源處長和林俊惠校長進行地景保育與地質

公園論壇。首先由林俊全教授開場，向大家分享在推動地質公園過程中碰到的問

題，以及地景保育的想法和地質公園在台灣推動的緣起，並期許透過大家認同理

念而付諸實踐的努力，讓地景保育這個概念融為國人素養的一部份，而更加關懷

台灣土地。 

  所以推動地質公園發展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下紮根的教育。林俊全老

師說明地景保育通訊當初出版的預期讀者有三：一、給中小學老師作為教材推廣

並播種，而目前教育部的地理課本中有放入地景保育以及地質公園的概念；二、

社會大眾；三、專業團體，比如說是地質學會的會員，地景保育通訊就好像一個

窗口，讓大家瞭解臺灣發生什麼事。接著聊到過去因緣際會之下出版地景保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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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書籍等，到現在能夠有目前的成果，如成立地質公園、書籍出版、各式各樣地

景保育相關研討會活動，是因為有地方政府大力的支持與協助，才可以在運用更

多的經費做更多的籌畫，而提升研討會、活動品質，相較於日本，因某些地區當

地首長對於地景保育概念並沒有涉入太多，因此在籌畫地景保育相關事宜的過程

中，經費、資源限縮比較多而較難行事。 

  那除了在國內努力推廣地景保育，近年來也在推廣出國去考察，看其他國家

宣傳地景保育、推動地質公園、發展觀光旅遊的想法、做法以及成效，在反思、

檢視國內的作法有何需要改善。那在國內，既然地質公園已經變成文資法的一部

份，就期許能讓台灣所有地質公園一起成長，老師目前想法是透過解說員訓練

班，而臺灣九座地質公園中，有七座地質公園會持續或將辦理解說員訓練班，目

前有在推動的基隆和平島、野柳等地質公園都要開設解說員訓練班，並依上課時

數給予不同級別的解說員認證，像國家級解說員需要有 240的時數。接著老師邀

請來自香港、擁有國家級解說員認證的蔡慕貞，分享香港地質公園解說員的緣起

及制度，為的是吸引更多人對於地質、生態有興趣，也說明擔任世界地質公園解

說人員的可能難處，像是語言方面可能會要有很好的訓練，不然難以讓國外訪客

認識地質公園。 

  俊全老師接棒回來後小總結，臺灣地質公園從 2006年開始推動及有關解說

員認證的部分，並透過幾位老師和伙伴不斷地帶動臺灣地質公園一起往前，然

而，老師們最重要的任務倒不是要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的一員，而是讓每個地方都

能瞭解自己地區的特色，並能永續利用，但還是有些別人家的成果能作為我們的

一個理想，依循他們的步伐往前邁進，向香港地質公園可以做為一個很好的榜

樣，也藉由每年兩次的臺灣地質網絡盛會相互交流、分享分內事及成果。 

  經由老師開場和引言後，大家便帶著準備好的心情聆聽劉瑩三老師的分享，

對於未來地質公園的展望與發展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想像以及想法，個議

題：一、地景保育和地質公園的關聯性以及重要性。地質公園對於在地居民如同

一個品牌，若推廣得好則可以提升地方人民的就業機會、生活品質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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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程中還是有碰上一些問題，像是一些不符法律規定、地方 NGO組織的向心

力不足、導覽解說人員的決心以及品質有待提升。地質公園包含的不只有地質、

地形、地景，還有人文以及歷史，所以需要再多發掘一些訓練解說人員的素材；

二、如何推動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從香港、韓國濟州、日本等地質公園，除了

地方 NGO的協助之外，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共同來協助經營管理，更能推動

地質公園，以及地質公園的發展要有明確的目標，才會清楚應該如何運用地方組

織和政府的協助。 

  劉瑩三老師分享完自己在輔導地質公園以及看到別國地質公園的經營狀況之

心得，接著由蘇淑娟老師分享權益關係人在地質公園物中扮演的角色，認為在推

廣地景保育時，要將此概念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也是簡單提到地質公園的

萌芽是由於王鑫老師和林務局展開地景調查，而這也正是地質公園的基礎之一，

目前全台已經登錄 341個景點，實際上臺灣有更多有價值的景點，但因為並非每

個景點都有足夠的資源、能量以及社會環境可以守護；另外一個基礎是人的基

礎。那蘇老師當初加入地質公園團隊和其他老師攜手推動地質公園的原因，是由

於在學校僅有教學、研究和服務，缺乏了社會意義，而地質公園是一個老師能貢

獻社會、實踐並運用知識所學的一個平台，所以老師同時也呼籲夥伴若只是待在

位子上想著做好份內事，是不會產生社會價值。那老師接著就從永續發展切入說

明社會價值的改變，大家永遠不會只有想賺錢，也不會想著要吃更飽，反而更是

要注意吃得健不健康、乾不乾淨，那能不能持續讓這樣的環境延續到後代呢？像

老師在馬祖看見的正是需要社會轉型，包含產生韌性，也就是適應外在環境的變

化的能力，當外在環境變化而影響到社會時，多久以後會回復？正考驗韌性的強

度。再來就是為什麼在地質公園裡頭，需要在地的投入？因為需要在地最真實、

最生動的故事背景，而僅非解說員所學習到的科學，才更吸引訪客瞭解當地生活

的故事、生活的記憶；二是結合教育，正式放入學校課綱，以及終身教育；三是

和國家機構的聯繫，像是和林務局、觀光局、地調所之間的連結；最後是國際風

潮、國際風潮中的作為，可以參考國際間對於地質公園、國家公園等經營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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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那還有一件事是臺灣目前還沒做到的，就是國際工作坊。 

  蘇老師分享完後換王文誠老師分享地質公園的推動，分享他當初加入地質公

園團隊是以老師經濟地理學的背景看＂發展＂，並分享老師所帶領的草嶺地質公

園之緣起，認為應要發展為＂雲林＂地質公園。然，同為偏鄉地質公園，日本發

展地質公園一項重要的理念是為了帶動偏遠地方的經濟。但在地質公園概念引入

之前，有幾項偏鄉發展會遇到的問題：一、自然資源多，但未被妥善管理；二、

城鄉差距愈來愈大，許多外流人才已經失去了偏鄉的驕傲；天然災害的侵襲。地

質公園的概念正好是很適當的解決方法，其目標和國家公園、遊憩區的目標不一

樣，地質公園四大目標缺一不可：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地景旅遊，

而地景旅遊或生態旅遊有很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知識的傳遞，所以不論是不是在

地人，必須要有專家的參與；地方要能夠因為其獨特地景而獲利。那在發展地區

時，當要引進的設施時需要注意一件事，像是引進大型博物館，但經營管理的人

才卻不是來自當地，然而地方學會經營管理後，可能又不是大型博物館所需要的

東西，但我們需要博物館及館內人員來傳遞在地的人文、環境知識。老師最後提

到地方的研究是伴隨全球化而產生，相反地，在看地方的同時也要看世界，要瞭

解臺灣地質公園的兩大概念：地方社區和網絡。 

  下午場第一講由林俊全老師開場、劉瑩三老師、蘇淑娟老師、王文誠老師分

享如何推動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第二講則先由廖源隆處長分享推動馬祖地質公

園的理想與實際。廖處長便提到在推動馬祖地質公園時遇到的問題，也和林老師

討論了不少個＂怎麼辦＂，像是年長的人會比較難帶地景旅遊、關於吉貝島的環

境教育課程安排的問題等等等，然而回到馬管處為何要做地質公園，那該如何說

服局長要做地質公園？廖處長引用王老師講的「地質公園不僅僅是推動地方經

濟，更是偏鄉的驕傲」。所以觀光局在成立國家風景區的宗旨是活絡地方經濟、

帶動地方繁榮、促進地方就業機會，但真的投入進去後發現很難推動社區參與，

因為社區沒有經濟來源，不過愈來愈多企業願意捐款以示支持這樣的理念。但日

本下北地質公園這方面做得很好，不論是推動社區參與或是向下紮根的教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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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正式的國小生地質公園相關學程，並讓小朋友和各個不同身分背景的訪客介

紹他們的社區、地質公園，所以領導者的熱忱和學習力非常重要。此外，還有一

些土地問題，所以馬祖地質公園的地質景點都盡量劃設在都市計畫的保護區，分

成核心區以及緩衝區等不同級別，讓民眾在進行其他土地利用時，較不會受到限

制。然而，種種問題中，社區參與的問題這部分是最難解決，不過廖處長表示瞭

解到下北地質公園的經驗之後，就有和連江縣縣長建議教育方針，能考慮一年一

度校長會等，安排一小時的時間讓四位老師和校長們介紹地質公園，若校長用心

投入地質公園相關基礎教育，將更能推動社區參與，那地質公園的發展除了從教

育面向切入，觀光、文化也要漸漸成形。廖處長期許未來教育局辦理的導覽員訓

練能併入地質公園的解說員課程，和其他團體合作，而林務局和地調所的參與能

在資源上以及學術上有所支持，那剩下的就是地方上的努力和熱忱，激盪出偏鄉

民眾的驕傲。 

  林俊惠校長是馬祖地質公園協會首任會長，回憶起當是如何踏入地質公園大

家庭以及馬祖地質公園協會創立的過程。已經退休的林校長身為在地社區人，非

常有意願投入社區營造，因此被推派為首任會長，那承如廖處長剛提及花 1小時

介紹地質公園給學校校長，林會長表示該地區暑假開始的頭三天會舉辦教師研

習，或許能夠好好善用那三天的某段時間來介紹地質公園的環境教育等等，我們

可以用一個社區作為起點，慢慢推動地質公園，再去邀請其他社區全員動起來。 

期許未來能一起規劃深度地景旅遊、規劃路線等等，真正從心認識馬祖的地質地

景環境。 

  基本上講座主題已經分享完畢，接下來就是一些大家的心得分享，首先先請

來自出版社的王范小姐上台，當她發現還有許多馬祖當地居民，不論是旅店的管

理人、便利商店的店員都不清楚地質公園的時候，王小姐深知還有許多工作是可

以做的，尤其是他們自己也驚訝不清楚地質公園卻有熱忱參與解說人員的一環

時，所以她表示馬管處、縣政府讓在地人感到榮譽這件事已經做得很好了，只是

該如何將這些理念傳遞到馬祖每個角落，其實能結合的資源是很多的。至於蘇老



30 

 

師提到的韌性，今年她們繼地質公園之後有做颱風（八八風災十週年）跟地震

（921大地震二十週年）書籍，呼應兩位日本老師於上午講到的災害防治，在臺

灣就是得要面對地震與颱風災害，重點是災害發生之後可以如何短時間內修復？

而這件事的背後就是對於「環境的保護」跟環境素養的培養，而這正是所有地質

公園在做的事情，但是透過書籍傳遞知識、科普與理念的想法，則會面對另一個

現代低頭族現象的問題，所以這是出版業目前面臨的狀況，因此轉型符合電子化

趨勢也是出版業正在著手努力的面向。而關於書籍內容與宣傳，要去思考的三個

社會溝通面向：一、題材，地質公園運動是很龐大的系統，從中有許多有趣的題

材該如何做選擇；二、詮釋的人該如何說出吸引人的故事；三、那是否真的有傳

遞給想要溝通的對象（一般人），不論是在傳媒、文化產業、解說人員等都要留

意的。 

  下一位由夏慕貞老師分享，承接王老師剛所提到的地質公園四個目標：教

育、保育、社區、地質旅遊，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目標是一個鐵三角，分別是教

育、地球科學的普及、永續經濟發展，而永續發展面相又可以分成當地居民參

與、地質旅遊，這幾項元素彼此關係相當緊密。如果有地方感和榮譽感，擁有地

方認同後就會去保育、發展，對於未來經濟發展會蒸蒸日上，所以每個地方可以

聚焦在自己地方社區的特色，將心力投入在重點上。那導遊的工作也如剛剛王小

姐所提到，解說對象能否看得懂、聽得懂才是最重要的，而非自己到底講了多多

以及多好，那在地質公園中的解說除了活的生態之外，也要緊扣當地地質、地

景，便可以將地方的故事說得更豐富、生動。 

  再來是蘇淑娟老師的助理有些疑問要上台向大家提出，大家都清楚地質公園

四大目標中的其中一項是＂地方經濟＂，但他發現大家這方面討論的力度不太

夠，雖然優勢在於向下紮根的教育很札實，可是對於市場行銷等方面的背景及知

識不夠。他便以他之前社區發展盈虧的經驗分享給大家，說明若希望能透過地質

公園讓外流的年輕人回流，那經濟發展這一塊是很需要去討論具體的行銷策略，

那社區發展旅遊的形式到底適不適合？又要探討到就業、人力、成本的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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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以他提到地質公園的優勢在於顧及面向很廣泛，不只經濟，還有教育、保

育等等，但或許可以再對經濟這方面做更多的均衡討論。 

  馬管處廖源隆處長回應，首先一定要努力，再來就有提到像是咖啡，雖然是

某地方的特色，但不夠吸引人，所以也是回歸到行銷部分，該如何讓地方特色更

吸引人，需要透過更努力地學習、請益有經驗的人或是找會做的人來幫忙；再來

由許廣宗主任回應，首先表明要「把所有來到馬祖的人當作馬祖人」，不然馬祖

不會大，接著回復蘇老師助理，新創事業平均每十件只會有一件成功，只要一件

成功就可以賺錢，所以蘇老師助理可以換個角度看腳步凌亂，其實是多方面嘗

試，方向對了，接下來的所有努力就會有意義，後人腳步也才跟得上，可以更有

效率地達到目標。 

 

圖 13 林俊全教授與田中幸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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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王文誠教授與鄭椙杬教授 

 

圖 15 工作坊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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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頁維護更新 

本年度持續進行台灣地景保育網的維護及更新，提供國內外地景保育相關新

聞，並將地景保育通訊第 48 期及 49 期的內容放置在網站上，供大眾線上瀏覽。

除此之外，本次也將網站系統進行更新，提供更多功能及更穩定的網站。 

 

 

圖 16 地景保育相關新聞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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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地景保育通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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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編印手冊 

一、邁向國家地質公園之路 

本計畫編印的手冊書名為「邁向地質公園之路」，共 24頁，內容主題包括有

說明世界地質公園的現況、臺灣推動地質公園的歷程、理念以及為何設立地質公

園與如何來推動等，手冊編印的成果如下，主要進行台灣地質公園更名以及地質

公園歷程之更新。 

 

圖 18 《邁向國家地質公園之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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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邁向國家地質公園之路》更新地質公園推動歷程 

 

圖 20 《邁向國家地質公園之路》更新地質公園網絡分布圖 

 



37 

 

  二、地景保育與永續發展 

 

圖 21 地景保育論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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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地景保育論文集目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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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地景保育論文集目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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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地景保育論文集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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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年地景保育工作坊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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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9年地景保育工作坊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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