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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提報暨指定基準摘要表 

提報人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指定範圍地號 

新北市萬里區海洋段 2、2-1、2-2、2-6、2-7、4、5、6、7、
7-1、8、8-1、9、9-1、9-2、9-3、9-4、10、10-1、10-2、
10-3、11、11-1、11-2、11-3、12、12-1、12-2、12-3、13-1、
13-2、27、27-1、27-2、28、30、30-1、31、31-2、31-3、
31-4、31-5、31-6、32、32-1、33、33-1、33-2、33-3、33-4、
33-5、34、34-1、34-2、41 等 55 筆土地 

指定範圍面積 238,399.32 平方公尺 

自然地景指定基準 說明 

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

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野柳岬具備大寮層最佳的連續露頭，並且受地表作用形成多

樣的海蝕地形景觀，如蕈狀岩、蜂窩岩、海蝕洞、海蝕壺穴

等。 

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

及美學價值。 

1. 具有國際級的海岸侵蝕地景。國內外的科學研究及教科書

時常以野柳做為海岸侵蝕及風化作用的案例。 
2. 具有國家級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野柳出露的大寮層剖面

已規劃訂定為大寮層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 
3. 以野柳為名之海膽化石種屬。包含野柳圓碟海膽

(Echinodiscus yeliuensis)與野柳星盾海膽(Astriclypeus 

yeliuensis) 
4. 野柳的特殊地形景觀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地質旅遊景點，野

柳女王頭更成為新北市以及臺灣推廣觀光的最佳形象代

言。 
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

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

用。 

大寮層展示了 2,000 萬年前起的沉積與成岩作用，單面山地

形說明了造山運動所留下的地殼抬升與傾斜的結果，海岸地

景展現了各種風化營力作用在地質材料上的多樣化成果。 

野柳地質公園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提報表，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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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所稱之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係指具保育

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78 條將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

本案所進行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屬地質公園。依《自然地景與

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自然地景之指定基準，第 2 款「地

質公園」之指定條件如下： 

（一）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野柳地質公園位於新北市萬里區，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北觀處）轄管。野柳地質公園提報範圍包含整

個野柳岬，地質以大寮層的厚層砂岩構成，區域地層位態為東北向傾向東

南，受地殼抬升與海岸侵蝕之交互作用，形成突出於陸地的岬角以及單面山

地形。而大寮層的厚層砂岩因含有大量的生物化石與生物碎屑，鈣質在成岩

過程中形成許多結核，在海岸受差異侵蝕作用，形成全臺灣最具代表性的蕈

狀岩海蝕地景。園區內另有海膽化石、生痕化石、豆腐岩、蜂窩岩、海蝕壺

穴等多樣的海蝕地景，地質景觀多樣性十分豐富。 

（二）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 

野柳岬具備多樣的海蝕地形，屬於國際級的代表性地點。王鑫(Wang, 

2005)在海岸科學百科(Encyclopedia of Coastal Science)中以野柳的女王

頭、燭台石與薑石等做為海岸奇形岩石(coastal hoodoos)的範例。奇形岩石

是用以指稱地形特徵為柱狀(columns, pillars)、或蕈狀(toadstool)怪異岩石的

敘述性及集合性名詞(Thornbury, 1969)，Bryan(1925)則總結美國西南部的

研究，將奇形石的形成歸因於雨蝕及其他物理化學風化。基本上奇形石這個

名詞並未含成因的意義，僅用以描述奇形怪狀的小地貌。 

海岸奇形石的形成通常結合了鹽風化作用、波浪侵蝕、崩解作用、風蝕

以及差異侵蝕等作用，野柳的特殊地景成為見證這些地質營力的重要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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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鐵良(1964)首先發表論文探討野柳之奇形岩石的成因，並將其分類為擎柱

石（pedestal rock，亦稱蕈狀石）、燭狀石與拱狀石。對於擎柱石的成因包

含四個重要的因素：(1)被節理切割的鈣質砂岩，易被刻劃成岩柱，(2)岩層

傾斜平緩，有廣大面積以接受海浪侵蝕，(3)臺灣北部深受東北季風影響，受

季風吹拂的海浪加強海蝕的能力，(4)更新世的海岸抬升，讓擎柱石免受海浪

持續侵蝕而毀壞，並受風砂磨削形成現今的外觀。 

王鑫與李桂華(1982)進一步探討擎柱石的成因，由侵蝕速率每年 1 mm

推論，擎柱石至少需要 2,000 年才能形成；若以地殼上升速率每年 2 mm 推

算，4,000 年可離開水面約 8 公尺，由此推論擎柱石的形成應不會老過 4,000

年。除了奇形岩石外，徐美玲(1988)也針對野柳的多孔狀岩石進行研究，本

研究發現各類型的多孔狀岩石與其分佈區域的地質、地形、地表與海水運動

的關係以及生物活動狀況密切相關。 

野柳岬的大寮層露頭以及所產出的海膽化石則具有國家級的科學重要

性。野柳岬出露之大寮層屬於臺灣北部西部麓山帶沉積岩地層，厚度約 200

至 500 公尺，其主要分布於桃園以北區域，三峽溪湊合以及野柳海岸為出露

最完整的區域。大寮層中段有一厚約 50 至 60 公尺的厚層塊狀鈣質砂岩，其

中含有大量化石與中度至強烈生物擾動，以及平行層理、低角度交錯層理與

波狀紋理等（陳文山，2016）。金山到鼻頭角的海岸線因受海岸侵蝕，完整

出露了臺灣北部西部麓山帶的沉積岩地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著手規

劃將此沿線的海岸指定為岩石地層標準剖面與基準剖面，其中野柳岬即為大

寮層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lithostratigraphic reference section)。 

野柳岬的大寮層中發現野柳圓碟海膽(Echinodiscus yeliuensis)及野柳

星盾海膽(Astriclypeus yeliuensis)兩種以野柳為名的沙錢海膽化石。此兩種

海膽同屬於海膽綱(Echinoidea)、不規則海膽亞綱(Irregularia)、盾形目

(Clypeasteroida)、星盾海膽科(Astriclypeidae)。其中野柳圓碟海膽化石於

1982 年首次被發表於學術論文（王家慶，1982），該研究於野柳岬的大寮

層中採集到許多此物種之化石標本，亦在新店溪直潭附近大寮層落石中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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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物種化石標本。因此標本具有圓碟海膽屬(Echinodiscus)的特徵，但有

別於其他漸新─中新世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種屬，因此以野柳為名命名為新

種(new species)。因臺灣其他地區並未發現此種化石，因此將其做為大寮層

的標準化石。野柳星盾海膽為王家慶(1986)所命名的新種，該研究指出當時

於臺灣各地所採集的星盾海膽屬化石與現生的星盾海膽十分類似，但經過詳

細的研究認為化石標本的構造有別於現生物種，因此將野柳所發現的化石命

名為新種。 

野柳多樣的地質景觀具有景觀美質，是臺灣重要的觀光資源，依著岩石

形貌，賦予其人文想像與命名，諸如燭台石、仙女鞋、冰淇淋石、象石等。

其中，風化作用所形成獨特造型的蕈狀岩，從某角度有如女性優雅的側影，

貌似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因而命名為「女王頭」，突顯其這座造型高雅的蕈

狀岩。女王頭為野柳的代表性地景，也成為野柳、萬里區的意象，更是新北

市以及臺灣的宣傳形象，現有的中華民國護照簽證內頁首頁，即以女王頭與

周遭蕈狀岩為底圖。 

總結野柳地質公園具備的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包含國

際級矚目的海蝕地形，在國內外的地質學與地形學教科書中時常被引用為案

例。而大寮層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以及兩種以野柳為名的海膽化石則具有

國家級的科學重要性，為國內地層學以及古生物學重要的野外考察地點。野

柳豐富的地質景觀，使野柳成為馳名的觀光名勝，於此設立為國家風景區，

野柳的女王頭更成為臺灣最具指標性的地質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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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野柳地質公園地理位置圖 

 
圖 2 野柳地質公園提報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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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野柳地質公園區域地質圖 
地質圖套繪臺北圖幅（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5），底圖套繪 Google Earth，垂直

高度放大 3 倍。 

 

圖 4 野柳岬地質方塊圖（徐鐵良，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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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在 Encyclopedia of Coastal Science(Springer, 2005, p.260-262)以女王頭、薑石與

燭台石為例說明海岸奇形岩石(coastal hoodoos)的成因。 



「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報告」 

 9 

 
中央地質調查所規劃之岩石地層基準剖面 

（引用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8 年業務成果發表會海報） 
*大寮層的標準剖面為三峽的大寮地，野柳出露的剖面應稱為基準剖面。 

  

王家慶(1982)所採集的野柳圓碟海膽化石

標本 
王家慶(1986)所採集的野柳星盾海膽化石

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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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質概論（陳文山，2016，第 58 頁）中以野柳出露的砂岩做為大寮層的露頭案例 



「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報告」 

 11 

 

普通地質學（劉聰桂，2018，第 154 頁）中以野柳的特殊地質景觀做為物理風化的案例 

圖 6 野柳地質公園內地質遺跡之科學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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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以女王頭作為在地形象設計 
（圖片來源：野柳社區發展協會粉絲團、野柳國小─揚帆於水藍奇石的海洋樂園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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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車站內新北市形象廣告 

 

2008 年起發行的中華民國護照，內頁第 4、5 頁背景為野柳女王頭與其週遭蕈狀岩地景，

作為臺灣意象的國際宣傳。 

圖 7 野柳自然地景之美學價值與形象應用 

（三）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用 

野柳地質公園，地層屬大寮層，形成年代為中新世，為距今約 2,000 萬

至 1,900 萬年前堆積，因此紀錄了大地在 2,000 萬年間的演化歷史。大寮層

記錄了 2,000 萬年前淺海大陸棚至海岸平原的沉積環境變化（游能悌、鄧屬

予，1999），堆積的厚層砂岩中有大量的生物居住其中，因此於大寮層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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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大量的海膽化石與生痕化石。 

淺海的砂層在後續的沉積物持續向上堆積之下，深埋到地底，在數百萬

年間，成岩作用開始進行，將沉積層壓密、脫水、膠結而形成堅硬的岩石。

在此期間，穿梭於岩層孔隙內地下水，將溶解於水中的鈣與鐵等物質沉澱出

來，因而在岩層中開始形成堅硬的結核。 

約 600 萬年前，蓬萊造山運動撼動了寧靜的海域，在菲律賓海板塊的火

山島的推擠之下，讓歐亞大陸邊緣的海底岩層開始被擠壓抬升而露出地表，

造山運動伴隨的褶皺與斷層作用將原本水平的地層折彎或傾斜，切穿岩層的

節理也在地殼抬升的過程中形成。推測直至約數萬年前，野柳岬才逐漸浮出

海面，開始受地表作用的雕塑。 

當野柳岬的地層抬升至海水面之上，即開始遭受風化侵蝕作用的洗禮。

首當其衝的海水侵蝕與鹽風化作用開始在堅硬的岩層上刻劃痕跡，另外伴隨

著風、雨及生物的作用，以及末次冰期以來的海水面升降，讓野柳岬上的蕈

狀岩得到最佳的伸展台。 

表 1 野柳地質公園地質歷史事件表 

地質事件年代 說明 

約數萬年前 
野柳岬浮出海水面。野柳岬浮出海面以後，開始遭受風化侵

蝕作用，獨特的地形與地景逐漸形塑。女王頭等蕈狀岩地貌

推測形成年代不會早於 4,000 年前。 

600 萬年前 
蓬萊造山運動開始。造山運動讓深埋的沉積岩得以抬升至海

水面以上，受風化侵蝕而出露地表。造山運動伴隨著褶皺與

斷層作用，讓大寮層因而傾斜形成單面山的地形。 

1,900 萬年前至數萬年前 
成岩作用。沉積的砂層開始深埋，產生壓密、脫水以及膠結

的成岩作用。岩石中的結核逐漸成形。 

約 2,000 萬年前 
大寮層沉積年代。淺海相地層，具有多樣的沉積構造與化石，

為大寮層的基準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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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完整之程度 

野柳地質公園的地景為動態，由季風、海浪、陽光、雨水等風化侵蝕作

用，形塑出所見地景，也持續不斷作用改變地景樣貌。對照不同時期，可見

野柳的地景緩緩變化，原有的地景受風化侵蝕而逐漸改變型態，如頸圍日益

消瘦的女王頭，甚至已消失的地景，如金錢豹；也有新的地景產生，如俏皮

公主。在野柳地質公園園區內，亦可見岩石與地景演育過程中，不同階段的

樣貌。 

人為活動則是影響野柳地景另一因素。1960 年代初，野柳特殊地景開

始引起注意，成為著名的觀光勝地，並設立野柳風景區進行管理。大量的遊

客，以及因應遊憩的大量公共建設、衍生的攤販等，使得園區環境承載超出

負荷，對於整體地景資源產生衝擊與破壞。隨著地景保育觀念提升，以及經

營管理調整，針對園區內人工建物減量與遊憩乘載管制，加強脆弱自然地景

的巡護人力，除部分因地震、颱風、自然風化而斷頸之蕈狀岩，大部分保存

非常完整。 

三、指定之緣由及理由 

野柳地質公園具備了獨特的地質與地理環境，因而形成特殊的地形景

觀，為全國指標性的地質公園，在地質科學與地形學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

究與教育價值。我國類似地質景點還有和平島、鼻頭角以及小野柳（富岡地

質公園），但在可及性、園區規劃、地質與地形的多樣性仍以野柳為最優。

而也有賴於野柳女王頭的特殊形象，讓野柳地質公園，成為熱門的旅遊景

點，也屢次登上國際媒體。 

經評估野柳地質公園已具備《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所規定的地質公園指定基準（表 2），且因其為全國指標性的地質景觀

區，又為地方與國家的代表，若透過地質公園的指定，能使其科學價值得到

進一步地宣揚，其脆弱度能獲得更有效的維護，其象徵性也能更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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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野柳地質公園指定具體條件 

自然地景指定基準 說明 

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

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野柳岬具備大寮層最佳的連續露頭，並且受地表作用形成多

樣的海蝕地形景觀，如蕈狀岩、蜂窩岩、海蝕洞、海蝕壺穴

等。 

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

及美學價值 

1. 具有國際級的海岸侵蝕地景。國內外的科學研究及教科書

時常以野柳做為海岸侵蝕及風化作用的案例。 
2. 具有國家級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野柳出露的大寮層剖面

已規劃訂定為大寮層的岩石地層基準剖面。 
3. 以野柳為名之海膽化石種屬。包含野柳圓碟海膽

(Echinodiscus yeliuensis)與野柳星盾海膽(Astriclypeus 

yeliuensis) 
4. 野柳的特殊地形景觀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地質旅遊景點，野

柳女王頭更成為新北市以及臺灣推廣觀光的最佳形象代

言。 
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

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

作用 

大寮層展示了 2,000 萬年前起的沉積與成岩作用，單面山地

形說明了造山運動所留下的地殼抬升與傾斜的結果，海岸地

景展現了各種風化營力作用在地質材料上的多樣化成果。 

四、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 

野柳地質公園行政區屬新北市萬里區，地形上為一突出海岬，呈現東北

─西南走向，面積約為 23.8 公頃。土地地籍屬新北市萬里區海洋段，計有

55 筆，土地所有權人類別分別為國有、新北市有，皆為公有土地，管理單

位為北觀處，現委由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空間公司）營運，

其園區土地權屬與面積如表 3，完整地籍清冊詳附錄二 1。基於經營管理及

地形地質現況，將園區由入口至野柳岬盡頭劃分為第一至三區。 

                                      

 
1 園區內另有兩處非屬北觀處管理之國有土地，一處為野柳燈桿所在，屬海洋段 3 地號，面積 100.01 平

方公尺，由交通部航港局管理；另一處為野柳電塔，屬海洋段 1106 地號，面積 144.16 平方公尺，由新

北市萬里區公所管理。 



「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報告」 

 17 

表 3 野柳地質公園土地權屬及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單位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新北市 
萬里區 
海洋段 

2、2-1、2-2、2-6、2-7、
4、5、9、9-1、9-2、9-3、
9-4、10、10-1、10-2、
10-3、27、27-1、27-2、
31、31-2、31-3、31-4、
31-5、31-6、33、33-1、
33-2 、 33-3 、 33-4 、

33-5、41 等 32 筆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

北海岸及觀音

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234,326.8 98.29% 

新北市 
萬里區 
海洋段 

6、7、7-1、8、8-1、11、
11-1、11-2、11-3、12、
12-1 、 12-2 、 12-3 、

13-1、13-2、28、30、
30-1、32、32-1、34、
34-1、34-2 等 23 筆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

北海岸及觀音

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4,072.52 1.71% 

合計 55 筆 - - 238,399.32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圖 8 野柳地質公園劃設範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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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分區方面，本區屬野柳風景特定區，園區內土地使用分區為岩

石景觀區、休憩區與人行步道區。岩石景觀區面積為大宗，計 20.7988 公頃

（新北市政府，2019），涵蓋園區主要自然地景區域。 

 
圖 9 野柳風景特定區之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野柳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書》，

新北市政府 2019 年 9 月 27 日公開展覽 

野柳地質公園在劃設上，劃設範圍為園區地籍邊界內之陸域範圍，針對

園區內地質遺跡，對比地質圖、野外現地調查，從更高精度的大比例尺地質

圖中，勾勒出更細部的岩層分布，以及岩層出露經侵蝕風化作用所形成特殊

地景分布範圍（圖 5）。特殊地景中，容易受人為活動及環境因素干擾脆弱

性地景，以及造型獨特，其美學價值已成為野柳形象的指標性地景，為保育

之核心地景。又考量現有觀光遊憩上管理維護措施，如濱海地區劃設示警紅

線、女王頭週遭以石頭圈圍管制範圍，以及巡護人員駐守在示警紅線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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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蕈狀岩、女王頭等核心地景或瀕臨危險區域。是故，綜合上述理由，野

柳地質公園核心區劃設依循以下原則與步驟： 

1.劃出特殊地景範圍。 

2.套疊園區地籍，以地籍範圍內之特殊地景範圍為核心區潛力區域。 

3.將位在現有管理維護上劃設示警紅線外區域，以及第三區封閉區域劃

設核心區。 

4.示警紅線內易受人為干擾，且具指標性之核心地景列入核心區。 

蕈狀岩、薑石、豆腐岩、燭台石與仙女鞋等奇形石是野柳具代表性之特

殊地景。蕈狀岩分布在園區第一區、第二區，是野柳地質公園的遊憩景區，

受人為干擾極大。蕈狀岩核心地景為俏皮公主、女王頭，女王頭其形象已成

為野柳精神象徵，具臺灣人文記憶意義，現有劃設禁止進入範圍且有人員駐

守管理，避免人為觸摸加速女王頭風化，故女王頭核心區劃設範圍，以現有

管制區域，面積約為 43 平方公尺；俏皮公主之形成與命名較晚，其命名更

是突顯女王頭斷頭危機議題下，投射作為女王頭接班人，成為野柳新的指標

性地景，故建議劃設為核心區。相較女王頭已劃設管制範圍，俏皮公主並未

有劃設禁止進入範圍，僅由園區保全針對遊客不當行為進行警示，以俏皮公

主為中心涵蓋周遭計 12 平方公尺之範圍為核心區。 

薑石露頭分布於第一區東北側示警紅線外海岸，其分布為帶狀往西南延

伸跨越示警紅線內，示警紅線外之區域露頭，不受人為遊憩影響，較為集中

分布位置有 2 段，劃為核心區，其面積 763 平方公尺。 

奇形石為地層中不同形狀的結核與周遭的岩層，經侵蝕形成野柳著名的

特殊地景。劃設為核心區的特殊地景，分別位在第一區燭台石與鯉魚石，第

二區仙女鞋、地球石、花生石。燭台石與鯉魚石劃設面積 262 平方公尺、仙

女鞋與鄰近地球石、花生石劃設面積 290 平方公尺，所在區域位在示警紅線

外，僅當地居民在固定採集石花菜、麒麟菜季節前來，不受遊憩人為衝擊。 



「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報告」 

 20 

豆腐岩自野柳岬末端向西南延伸，位在野柳岬末端，以及野柳岬西北側

海岸向西南突出，此二處是豆腐岩出露完整且容易觀察的地景，該處難以由

園區陸路前往，僅當地少數居民在固定季節進行沿岸採集，或釣客前來，人

為干擾低。兩處之劃設面積為 5,549 平方公尺、12,773 平方公尺。 

第三區東側海岸，包含二十四孝山、蜂窩岩、風化窗等特殊地景，目前

通往第三區步道設施已毀損，遊客難以前往，管理維護上形同示警紅線外區

域，故也將其劃設核心區，劃設面積為 21,957 平方公尺。 

表 4 野柳地質公園核心區劃設區域一覽表 

特殊地景範圍 核心地景 
面積 

（平方公尺） 
所在地號 

蕈狀岩 女王頭 43 海洋段 2-7 號 

蕈狀岩 俏皮公主 12 海洋段 2-7 號 

薑石 薑石 763 海洋段 2-7 號 

奇形岩 燭台石、鯉魚石 262 海洋段 2-7 號 

奇形岩 仙女鞋、地球石、花生石 290 海洋段 2-7 號 

蕈狀岩 二十四孝山、蜂窩岩、風化窗 21,957 海洋段 2 號、2-1 號 

豆腐岩 豆腐岩 5,549 海洋段 2-1 號 

豆腐岩 野柳岬豆腐岩 12,773 海洋段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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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全區特殊地景範圍暨核心區 

 
野柳地質公園第一區特殊地景範圍暨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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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第二區特殊地景範圍暨核心區 

 
野柳地質公園第三區特殊地景範圍暨核心區 

圖 10 野柳地質公園劃設核心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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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皮公主 薑石 

  
燭台石、鯉魚石 女王頭 

  

仙女鞋、地球石、花生石 
二十四孝山 

（圖片來源：羅金光(2018)野柳地質公園地

質地景解說手冊，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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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窩岩（上）、風化窗（下） 
（圖片來源：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豆腐岩 

圖 11 野柳地質公園核心區內特殊地景 

五、指定範圍之影響 

野柳地質公園規劃區域為陸域，土地權屬為公有地，在野柳風景特定區

都市計畫中以岩石景觀區、休憩區為主要範圍。現行土地管理單位為北觀

處，依據法規為《發展觀光條例》，以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園區為

封閉式固定時間開放，管理對象為園區內遊客行為，對於當地之漁船作業不

在其管理轄內，故並不影響漁船作業權益。 

園區濱海岸為當地海女採集藻類、髮菜之範圍，相關的管理規範依據新

北市政府於 2014 年公告「萬里保育區」範圍及其漁區、漁期限制事項，開

放採集期間，採集活動需先向新北市萬里區漁會登記，園區則依據漁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許可證，開放當地海女進出園區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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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萬里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 

就《文化資產保存法》法規層面而言，對於地質公園並無任罰則規範，

劃設後可依現有管理法規制度，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故未來野柳地質公園劃

設後，對於野柳的居民生活環境、漁業活動不會有影響。 

六、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一）環境特質 

野柳位於曲折的臺灣北部海岸，600 萬年前的蓬萊造山運動中，岩層抬

升出露。過程中，原本呈水平狀態的岩層傾斜，呈現北面陡坡懸崖、南面緩

坡的單面傾斜單面山山形。抬升出露的岩層有堅硬厚層砂岩，以及南側軟弱

的砂頁岩，且南邊有崁腳斷層經過形成斷層破碎帶，在波浪、潮汐與海流的

沖蝕之下，堅硬的厚層砂岩突出形成海岬，是為野柳岬；頁岩與破碎斷層帶

則受侵蝕而凹入形成海灣，為翡翠灣，形成曲折蜿蜒的海岸。大航海時代西

班牙人航行經過北臺灣海域，看見野柳岬突峻奇險的地形景觀，以及險惡的

暗流，以「Punto Diablos」稱之，其意為「惡魔岬」。「Diablos」（魔鬼）

發音近似「野柳」，為野柳地名的可能起源。海水侵蝕作用，也在野柳海岸

留下海蝕崖、海蝕凹壁、海蝕平台、海蝕洞、海蝕溝等海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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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年均溫約為 23℃，最暖月均溫 28℃，最冷月均溫 15℃，年溫差為

13℃。年平均雨量約 3,000 毫米，降雨平均分布於各月，入秋後的東北季風，

為位在背山迎風面位置的野柳，帶來豐沛降雨，使得冬季降雨量多於夏季。

溫度、降雨、東北季風等氣候現象，以及海水作用，成為形塑野柳地形、地

景的推手。 

（二）資源現況 

1.地景資源 

(1)單面山 

野柳岬是典型的單面山地形，向東南方傾斜約 20 度，其斜面為厚層砂

岩層的層面。兩座單面山，中間以海蝕平台相連，構成野柳岬地形地貌，外

型看似伏臥的烏龜，野柳岬也稱為「野柳龜」，岬角末端的那座單面山當地

人稱「龜頭山」。單面山地形，以及野柳岬附近週遭洄流、暗礁多，經常發

生船難的現象，成為當地民間傳說「野柳龜精」的神話題材。「龜頭山白煙」

景象，除了是在地神話的人文內涵，亦是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當地漁民逢

氣候變化，風浪要來之前的氣象預報。 

 

圖 13 單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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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蝕地形 

野柳的海蝕地形包括海蝕崖、海蝕凹壁、海蝕平台、海蝕洞、海蝕溝、

海蝕壺穴等。 

海蝕崖為海岸受海水侵蝕所形成的陡峭海崖，海崖下方接近海水面處，

受波浪侵蝕作用強，海水在崖壁上挖蝕成凹壁，為海蝕凹壁。海蝕凹壁的位

置可推測各時期不同海平面的高度，看出海水面的升降情形。海蝕凹壁不斷

受到海水侵蝕，造成上方岩盤因底部支撐力降低而崩落退後，形成垂直的海

蝕崖、以及高度與海平面相近的平台，是為海蝕平台。 

 

圖 14 海蝕平台 

海蝕凹壁繼續受海水侵蝕過程中，若在海陸交界的濱線處，遇到脆弱易

崩或天然破裂面發達的地方，海水沿著脆弱地帶深入侵蝕，形成深入海崖的

洞穴，為海蝕洞。野柳地質公園內「媽祖洞」、「情人洞」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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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海蝕洞（媽祖洞） 

海浪沿著岩層中脆弱的節理面，或岩層中鬆軟的泥岩侵蝕，逐漸擴大成

海蝕溝（陳文山，2010）。野柳岬節理與岬角延伸方向呈垂直，故在野柳地

質公園內，可見設置橫跨海蝕溝的小橋。野柳地質公園園區內第二座橋樑所

橫跨的海蝕溝，深約 3 公尺，是昔日當地孩童戲水，甚至捕捉熱帶魚，跳水

撿拾遊客投下硬幣，以賺取零用錢，當地稱為「死囝仔窟」。 

 

圖 16 海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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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柳的海蝕平台上，海水的侵蝕、重複乾濕、鹽結晶風化而產生深淺

不一的凹穴，當海水挾帶著石粒進入凹穴，與凹穴內部滾動產生磨擦，使凹

穴日漸擴大、加深，形成海蝕壺穴。 

 

圖 17 海蝕壺穴 

(3)化石 

化石包含古生物在當時環境活動與行為留下痕跡的「生痕化石」，以及

遺骸所形成的「實體化石」。 

野柳常見的生痕化石有「星狀生痕化石」、「疣壁蛇形管痕」、「海草

痕」及「脫逃構造」。「星狀生痕化石」為濱海生物攝食痕跡；「疣壁蛇形

管痕」為節肢動物穴居痕、穴食痕、糞痕之組合；「海草痕」即為穴食痕跡；

「脫逃構造」則為逃避掠食者追捕，或環境突然改變造成生物脫逃所遺留的

痕跡（羅金光，2018）。 

野柳岬之海膽化石為扁平狀的沙錢科海膽，有兩種為臺灣特有種化石，

分別命名為「野柳圓碟海膽」、「野柳星盾海膽」，前者呈二孔，後者為五

孔。海膽化石反映大寮層砂岩 2,000 萬年前的淺海環境，水深約 10 至 20

公尺，當海床上生物死亡後的遺骸被海流搬運至某處沈積，便形成一層層富

集生物遺骸的砂層，故在野柳砂岩中會出現一層層含有海膽化石的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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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生痕化石 

  
圖 19 海膽化石（圖左：圓碟海膽，圖右：星盾海膽） 

(4)石灰質結核 

野柳岩層中，堅硬抗侵蝕的石灰質結核，差異侵蝕的結果，留下較周邊

砂岩突出的型態，形塑出野柳各種奇岩怪石的樣貌，依其造型可分為蕈狀

岩、燭台石、拱狀石、薑石等。 

蕈狀岩造型為一支較細石柱，上頭頂著球狀的岩石，造型似蘑菇而得

名。球狀的岩石是含鈣質的砂岩層，相較下方柱狀岩層較堅硬，原本呈現無

頸狀的岩石在海水波浪、東北季風及烈日等營力作用下，發生了差異侵蝕，

形成上粗下細的蕈狀岩，經過長時間的侵蝕作用，由粗頸進而成細頸，最終

因承受不了頂部重量而斷頭。野柳著名的地景女王頭屬蕈狀岩，因其造型似

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側面而得名，今已成為野柳的象徵。除女王頭外，另還有

俏皮公主、日本藝妓、龍頭石、二十四孝山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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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台石略呈圓錐狀直立於地面，直徑約在 0.5 至 1 公尺之間，上細下粗，

頂部中央有含石灰質的圓形結核，抗侵蝕力較強，在海水沿著結核的侵蝕

下，原有較軟的砂岩消失，在結核周圍形成環狀溝槽，有如蠟燭台，結核有

如蠟燭火焰一般。除了燭台石，仙女鞋、冰淇淋石、象石、花生石、鯉魚石、

地球石等，皆因結核型態不同所形塑。 

 

圖 20 燭台石 

 

圖 21 仙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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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層中含有不規則結核，埋藏於地層中，因地殼擠壓所造成兩組以上節

理交錯。當較硬的結核露出地表，再經風化與海浪侵蝕，形成飽經風霜的粗

糙外表，有如老薑的外型與紋路，故稱薑石。 

 

圖 22 薑石 

拱狀石在野柳岬僅有一處，其成因說法有二：一為中央部分因為受到海

水的作用而掉落，形成中央有空洞的特殊小地景。另一說法認為其屬於殘蝕

風化地形。上層較硬的岩石被節理切割，其被切割的面和下層較軟的砂岩接

觸的地方，風化與被侵蝕的速度最快，因此就形成洞穴（羅金光，2018）。

其造型如酷似金剛而名為「金剛石」，從另一側又像兩隻親吻的小狗，也稱

「親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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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拱狀石 

(5)節理 

風化紋（銹染紋）為風化作用沿著岩石的節理進行，使水中或岩石內含

鐵的成分氧化，生成氧化鐵，逐漸滲入、沉澱在兩側的砂岩，造成節理兩側

的砂岩出現對稱的層層紅色線紋。氧化作用越完全，風化紋的顏色也越深。

風化後的氧化鐵與旁邊岩石內的小沙粒，或其他物質再結合、膠結，使硬度

變大。若硬度大於周圍岩石，則會突出形成小脊狀；反之，則會下凹甚至有

些會在裂縫處，沉澱出許多含鐵的化合物，各有不同的變化（羅金光，2018）。 

 

圖 24 銹染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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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岩亦為節理構造，經侵蝕所形成。板塊運動擠壓，形成兩組節理，

且節理呈近乎垂直方向，海浪長期沿著節理所侵蝕而成，猶如經刀切割整齊

的豆腐。 

 

圖 25 豆腐岩 

(6)多孔性岩石 

野柳多孔性岩石，為地質、地表與海水運動關係，以及結核上生物活動，

形成蜂窩岩、風化窗、溶蝕盤等地景。 

結核裡面佈滿許多貝類和海膽碎屑，生物碎屑經海水溶解，或岩石崩

解，在結核表面形成一個個小洞。海水的鹽分繼續進行化學性作用，或洞內

積水因溫差產生物理性作用，擴大原有洞穴，於是形成蜂窩形狀，固名「蜂

窩岩」，有時原凹洞變得較大呈長方形時又稱為「風化窗」（羅金光，2018）。

蜂窩岩構造常見於蕈狀岩頂部，也常見於其他岩石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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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蜂窩岩與風化窗 

平坦的窪地海水蓄積，經日曬水分蒸發後，留下結晶岩鹽；有時凹陷處

匯集有機物，有機質一腐壞，凹陷中的水便轉變成酸性，與結晶岩鹽溶蝕周

遭岩石，凹陷面積不斷擴大，形成圓盤狀的「溶蝕盤」。潮間帶漲、退潮海

水和雨水蓄積，使的溶蝕過程不斷重複，溶蝕盤區域亦不斷的擴大。 

 

圖 27 溶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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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環境 

(1)植物 

野柳沿岸岩石地形，表土稀少，加上東北季風風勢，造就野柳特殊的植

生群。野柳植物與分布區域，海蝕平台上常見脈茸草、石板菜、濱排草、鳳

尾蕨等草本植物；地勢陡峭的海崖地帶生長有林投、稜果榕等低矮的灌木與

喬木；稜線坡地上最常見的五節芒，生機勃勃護衛著坡地，其間雜生著大葉

山欖、九節木等矮灌叢，稜線附近有紅楠、楊桐等矮林。在沙地可見馬鞍藤，

以及岩石間岩大戟，還有臺灣百合、珊瑚刺桐、苧麻等。耐鹽、耐旱與抗強

風是野柳陸生植物的特性，展現出岩岸地形植物頑強的生命力（改寫自北觀

處官方網站）。 

(2)鳥類 

野柳臨海的常綠闊葉林與相對低度開發的環境，以及地處臺灣北端中繼

站的位置等因素，使其成為候鳥、迷鳥停留的處所。每年 3 月至 4 月、10

月至 11 月是候鳥北上返家與南下避冬的季節，可發現紅尾伯勞、藍尾鴝、

藍磯鶇、魚鳶、遊隼、戴勝等數十種候鳥過境。在東北季風時節與颱風來臨

前後，野柳又成為迷鳥的避風港（改寫自北觀處觀光資訊網）。 

3.人文環境 

(1)產業 

狹長的野柳岬兩側形成天然的灣澳，當地運用地形條件在兩側開闢野柳

漁港與東澳漁港。野柳漁港日治時期即已建港，是萬里地區漁船停靠數量最

多，漁獲量最大的漁港，捕魚範圍以臺灣北部近海海域為主。港區沿途可看

見修船廠及漁用製冰廠等設施，提供漁船進港後相關的補給與維修，隨時可

見各式大小漁船漁忙的情形。東澳漁港規模較小，大多以沿岸作業的小型漁

船為主，也兼業經營海上休閒活動的觀光海釣船。 

捕魚方式為刺網、延繩釣、一支釣、拖網、棒受網等，漁獲物依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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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魩仔魚、鰹魚、鯖魚、鱙仔魚、黃雞魚、紅魽魚、四破魚、黃小魦丁（青

鱗仔）、飛魚、馬加鰆魚、竹筴魚、白帶魚、紅尾冬、烏魚、苦蚵魚、剝皮

魚、小卷、軟絲、透抽、花枝（臺北縣萬里鄉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2010），

以及近幾年最具知名度的「萬里蟹」─花蟹（花市仔）、三點蟹（三點仔）、

石蟳。 

除沿岸、近海漁業外，每年農曆 2 月至 5 月，石花菜盛產季節，當地婦

女於沿岸一帶潛入海中採集海菜、石花菜，以貼補家用。這些依海採集海中

資源的婦女，稱為「海女」。由於這項工作辛苦、風險高，年輕人不願傳承，

海女人數逐漸減少，年齡從 60 歲到 80 歲不等。 

(2)信仰 

保安宮正面對野柳漁港，主祀開漳聖王陳元光將軍、天上聖母及土地公

等諸神，是野柳的信仰中心，建廟緣起於清朝嘉慶二十五年（西元 1820 年），

居民於野柳附近海域拾獲一艘載著建材與開漳聖王神像的船隻，並以船上建

材建廟供奉。野柳岬周邊海域險惡，容易發生船難，保安宮成為野柳漁村居

民出海作業的心靈依靠。每年農曆正月 15 日，由保安宮所主辦的「神明淨

港」活動，由壯丁扛著神轎跳入野柳漁港中，從港區對岸上岸，是為「淨港」；

接著在進行「過火」儀式、繞境。透過宗教儀式藉以神力去晦辟邪，保佑野

柳港舟平安，眾神遶境護佑社區，是臺灣獨一無二的宗教民俗活動。 

「媽祖洞」為位於野柳地質公園第一區與第二區中間的海蝕洞，相傳約

兩百年前，當地人在洞中發現一尊媽祖神像。因為當時野柳居民貧困，僅能

因陋就簡在野柳岬岩石凹縫間供奉媽祖神像，承受風吹日曬雨淋。直到後來

媽祖托夢給漁民，因此才於清朝嘉慶十四年（西元 1809 年）於金山建廟供

奉，即為現今的金山慈護宮。每年農曆 4 月 16 日，金山媽祖固定返回野柳

巡視。在野柳地質公園所有地景中，媽祖洞是神聖的宗教發源地，每年盛大

的媽祖回娘家祭典，不僅是在地重要的祈安祭典，更連結北海岸的金山、萬

里等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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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存、維護方案及可行性評估 

野柳自然地景具地景多樣性價值，也是臺灣重要的觀光資源。《文化資

產保存法》中，對於地質公園管理維護並無訂定罰則，係藉由在地民眾的自

主守護，或運用其他具管制力的保護法規進行規劃管制。野柳地質公園劃設

後，保存、維護方案可從自然地景劃設依據法源《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及

現有觀光經營管理主要法規《發展觀光條例》觀光經營管理部分，並參酌歷

來學者專家地景保育之研究成果，以及對於野柳地景管理維護建議，擬定相

關方案，使野柳地質公園在地景旅遊與地景保育能兼顧，亦呼應世界地質公

園倡議之核心價值。 

（一）自然紀念物指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8 條所指稱之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物、

礦物、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係因應小區域地景保

存的需求而增訂，可針對小區域或特定的地景點指定為自然紀念物，也可與

地質公園搭配成為地質公園的核心區（王中原，2017）。管理方面，《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85 條、第 103 條、第 104 條、第 105 條，對於自然紀念物

有明訂禁止事項與罰則，可強化地質公園核心區的法令保護效力。 

表 5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然紀念物禁止事項與罰則一覽表 

條次 條文 說明 

第 85 條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

維護其生態環境。但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儀需要及研究

機構為研究、陳列或國際交換等特殊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自然紀念物禁

止事項 

第 103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略） 
六、違反第八十五條規定，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

破壞自然紀念物或其生態環境。 
（後略）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罰則─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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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 說明 

第 104 條 

有前條第一項各款行為者，其損害部分應回復原狀；不能回

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損害。 
前項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為者，得由主管機關代履行，

並向義務人徵收費用。 

罰則─損害求

償 

第 105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行職務犯第一百零三條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同條所定之罰金。 

罰則─損害求

償 

《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自然紀念物之指

定基準，第 3 款對於「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之指定條件為「自然形成且獨

特罕見」、「科學、教育、美學及觀賞價值」。「女王頭」、「燭台石」為

野柳地質公園內具備此一指定條件的地景，可規劃提報為自然紀念物。 

表 6 女王頭、燭台石之自然紀念物條件與其代表意義 

特殊現象 

條件 
女王頭 燭台石 

自然形成且

獨特罕見 

女王頭為野柳蕈狀岩群的代表，為

結合多種地質環境與作用而形成的

特殊地形。 

燭台石為砂岩中結核受差異侵蝕而

成的奇形岩石，天然塑造出的燭台外

型，是世界少見的地形景觀。 

科學、教育

價值 

1. 大寮層野柳砂岩段的地層特性

（鈣質砂岩）。 
2. 造山運動所形成的傾斜地層。 
3. 複雜的風化與侵蝕作用（海蝕、

風蝕、差異侵蝕）。 
4. 見證 4,000 年以來海水面的變化

與地殼變動。 
5. 特殊的蕈狀岩地形，成為國內外

教科書的案例。 

1. 大寮層野柳砂岩段的地層特性

（鈣質砂岩）。 
2. 複雜的風化與侵蝕作用（海蝕、

風蝕、差異侵蝕）。 
3. 特殊的奇形岩石，成為國內外教

科書的案例。 

美學及觀賞

價值 

為野柳地質公園的景觀標的，也是

新北市與臺灣對於觀光宣傳的代表

性地景與意象。 

為野柳地質公園的景觀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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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設與管理 

從現有法規劃設與經營管理，野柳自然地景屬於「風景特定區」，並由

中央機關交通部觀光局轄下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經營管

理型態為觀光遊憩導向，開放遊客進入，與自然生態保護為目的之「自然保

留區」或國家公園中「特別景觀區」，限制旅遊開發與外人進入的型態不同，

因此，限制進入本區的人數的做法實務上不容易達成（施照輝，2005）。面

對野柳地質公園過多的遊客超出環境乘載，對環境造成衝擊，分區管理是未

來野柳地質公園方向。 

在《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係指具有無法以

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

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

動物保護區、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

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範圍內劃設之地區。野柳具有特殊地

景且為臺灣主要風景區，符合該條例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立條件。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做為地景資源觀光經營管理上劃設，為維持環

境品質，可導入成長管理機制，規範適當之遊客量、遊憩行為與許可開發強

度，納入經營管理計畫。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覽人員，旅客進入該

地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

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 19 條）。

「專業導覽人員」指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

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人員。透過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及專業導覽人員的規劃，在地景保育與觀光發展刀口

上，提出更精確的平衡點，管理遊客人數，以額外付費導覽解說，朝向深度

旅遊，兼具保育、環境承載與經濟收益（施照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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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補助 

野柳地質公園劃設後，主管機關亦可依《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獎勵補

助辦法》第 9 條，對於地質公園監測研究及管理維護事項、保存展示空間及

設施設備之修復或活化利用計畫，以及保存、記錄、調查研究、出版、教育

宣導、人才培訓等支出予以補助，將相關資源挹注至社區、學術單位、團體，

達到共同參與野柳之地景保育。 

八、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策略 

（一）面臨之威脅 

野柳地質公園的自然地景資源具脆弱性，容易受人為活動及環境因素干

擾。人為活動之威脅，來自於觀光活動。戰後至 1960 年代初，野柳岬為海

岸軍事管制區，一般人無法進入，1963 年海防解禁後，野柳的特殊地景再

經媒體批露，吸引大批遊客慕名前來。為管理野柳觀光活動，最初萬里鄉公

所以公共造產的型態經營野柳風景區，再到野柳風景特定區，由臺北縣政府

管轄。當時對於野柳地景經營管理，以遊憩開發為導向，並投入大量的硬體

建設。野柳觀光人數逐年成長，帶來門票收入挹注政府部門歲入，觀光客消

費也為野柳社區帶來經濟收益。但觀光活動的成長，代表環境承載壓力逐漸

提高，對於野柳地景帶來衝擊。 

學者王鑫於 1995 年針對威脅野柳地景之行為，歸納出「不當之遊憩規

劃」、「開發建設」、「遊客過多造成的危害」等類型（王鑫，1995）。造

訪野柳的觀光客，主要活動區域為野柳地質公園第一、二區，其面積僅約 3

公頃的土地，早年每年最顛峰約有 50 萬的遊客蒞臨，為滿足更多的遊客，

不斷地增設各項公共設施。過多的遊客，缺乏遊客參訪動線與引入保育技術

之規劃，加上遊客任意直接踩踏、坐臥、觸摸，或是刻字、塗鴉景點，對於

園區內主要景點，如女王頭，以及周邊地面造成極大破壞。長期「超限」使

用的結果，已使野柳地景資源遭受破壞，亦影響遊客之滿意程度、遊憩品質

與體驗（施照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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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臺北縣野柳風景特定區管理所委託中國地理學會進行「野柳風

景管理制度及地景保育技術改進之研究」，擬定野柳地景保育工作策略、經

營管理方向及建設方向，提報為臺北縣政府「風景區安全維護及地景資源保

育計畫」施政計畫。內容包括加強風景區安全維護，擴展自然資源的利用，

設立解說服務系統，委託學術機構辦理研究計畫，出版保育系列叢書，加強

地景資源保育宣導，平衡觀光遊憩容量與飽和，減低飽和衝擊等。2003 年

野柳納入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後，更針對園

區內人工建設進行減量，「開發建設」對於地景之威脅因素已降低，並導入

聯合國地質公園概念進行地景保育與經營管理（施照輝，2005）。 

2006 年野柳地質公園透過「OT 模式」（Operater-Transfer，營運─移

轉），將經營管理委託給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委託經營後，遊客量也逐年

增加，2008 年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旅遊，觀光客成長更為快速，2015 年

總觀光人數已達 350 萬人。遊客數成長反映經營收益上的榮景，另一方面，

也是遊憩活動「不當之遊憩規劃」、「人為破壞」等對環境衝擊的老問題，

甚至因遊客量增加，現有環境承載壓力高於過去。 

野柳的地景為動態，受自然的風化侵蝕作用持續不斷，地景樣貌亦不斷

變化。從女王頭歷年圖像，其頸部日漸細微，自然演育最終結果，就如園區

內其他蕈狀岩一般，斷頭落地，女王頭形象消逝，成為野柳社區，甚至臺灣

社會所關注的議題。 

（二）既有保存、維護措施 

針對野柳地景資源經營管理與面臨的威脅，主管機關北觀處與營運單位

新空間公司，分別從園區遊憩管理、學術研究、環境教育三方面著手。 

遊憩管理方面，北觀處依據《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等法規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告「野柳地質公園遊客禁止事項」（發文字

號：北觀野字第 1010900112 號），管理園區內陸域與 20 公尺等深線範圍

內各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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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地質公園以「保育優先、永續野柳」的經營理念，新空間公司率

先提出「尖峰分流」計畫，此計畫亦為交通部觀光局第一個實施尖峰分流的

景區。透過時段分流，平均分散尖峰與離峰時段入園人數，解決大量遊客同

時湧入園區所導致擁塞的狀況，減輕園區內環境承載力，進而達到環境保護

的訴求（楊景謙，2019）。而為配合園區遊客型態，採取時間分流方式僅針

對團客執行進場人數管制，透過團客的預約管制，改變旅行團來園時間，分

散人流。實施後有效降低尖峰時段之遊客數與瞬間尖峰擁擠度，達預期之遊

客分流目標，且整體遊客總數並未減少。 

針對遊客行為影響地景部分，園區內設立 50 支監視器，現場派駐 26

名安全巡查人員，針對對於遊客不當行為，如攀爬、跨越拍照或破壞、觸摸

等行為即時糾正，遊客若不聽勸阻則開立勸導單，若還是不聽勸導，則依發

展觀光條例開立罰單。重點地景野柳女王頭維護，劃設女王頭管制區，堆石

為界，以步道引導遊客參觀路線。園區開園期間指派 2 位巡查人員駐守，維

護現場秩序，避免人為觸摸，減少遊客不當的觸碰加速風化。高強度管理保

護措施的實行，確實達到減緩風化速度，縮減速率已經降至每年平均縮減 1

公分左右。 

為提供教育推廣基礎資料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新空間公司在經營初期即

投入大量經費調查野柳地區的所有資源，包括陸地、海洋及天空的各項資源

調查及監測，範圍涵蓋了地質、生態、海底、當地人文及遊客行為分析。完

成基礎資料建置以後，將其轉化成學生及一般遊客可以輕易吸收消化的出版

品或融入環境教育課程中（楊景謙，2019）。 

表 7 野柳地質公園歷年學術研究計畫案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期程 

海洋垃圾攔截索現場測試與數值模擬 蔡政翰教授 2016.1.1-2016.12.31 

野柳地質公園環境推廣與人才培訓 林雪美教授 2016.1.1-2016.12.31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研究 陳墀吉副教授 2015.1.1-2015.10.31 

野柳地質公園環境教育推動與中程規劃 林雪美教授 2015.1.1-201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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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期程 

海洋垃圾攔截研究與測試 蔡政翰教授 2015.5.1-2015.10.31 

野柳地質公園互動環境教育遊戲之設計 王慶生副教授 2015.3.3-2015.10.31 

野柳地質公園之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林雪美教授 2014.3.1-2014.12.31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研究 陳墀吉副教授 2014.10.1-2015.11.31 

野柳海洋垃圾攔截研究與測試 蔡政翰教授 2014.3.1-2014.11.30 

野柳地質公園互動式虛擬旅遊體驗模式規劃建

置 
王慶生副教授 2014.4.1-2014.12.26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滿意度調查分析與營運策略

之研究 
陳墀吉副教授 2013.6.1-2014.8.31 

以野柳地質公園環境設施場所規劃之環境教育

課程 
林雪美教授 2012.9.10-2013.8.31 

野柳地質公園華語解說 SOP 最適時間分配之

規劃 
朱純孝助理教授 2012.8.1-2013.9.15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擁擠知覺對遊客滿意度、服

務品質及忠誠度之影響研究計畫 
張俊民助理教授 2012.6.1-2013.5.30 

野柳地質公園票價費率分析模式 郭瑜堅助理教授 2012.6.1-2012.8.31 

野柳行動導覽糸統 101 年度維護計畫 朱子豪教授 2012.3.12-2012.12.31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移動軌跡之空間行為分析 林孟龍副教授 2012.5.20-2012.12.28 

Green-T2(臺 2 線)野柳綠色旅遊輔導計畫 
臺灣綠色旅遊協

會 
2011.12.20-2012.03.31 

野柳地質園華語解說服務最適時間分配之規劃 朱純孝助理教授 2011.5.16-2012.5.15 

100 年度野柳地質公園大寮層之岩石特性及沉

積環境研究 
袁彼得副教授 2011.1.1-2011.12.31 

2011 野柳地質公園學習單徵稿比賽得獎作品 
新空間國際有限

公司 
2011.6 

野柳地質公園大陸觀光客與臺灣遊客之空間行

為分析研究計畫 
林孟龍助理教授 2011.5.1-2012.2.28 

野柳地質公園發展自然中心計畫 周儒教授 2011.4.1-2012.5.31 

野柳岬近岸海洋生態影片拍攝計畫 郭道仁 2011.1.1-2012.12.31 

永續野柳─形塑臺灣永續美景推動之典範 陶翼煌副教授 2011.2.1-2011.11.30 

野柳行動導覽系統 100 年度維護計畫 朱子豪教授 2011.2.1-2011.11.30 

99 年度野柳地質公園大寮層之岩石特性及沉 袁彼得副教授 2010.1.1-20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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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期程 

積環境研究 

野柳行動導覽系統 99 年度維護計畫 朱子豪教授 2010.1.1-2010.12.30 

野柳地質公園介紹簡報及海報英文版製作 陶翼煌副教授 2010.2.1-2010.10.30 

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學術暨研究合作協議書 

真理大學觀光事

業學系 
新空間國際有限

公司 

2010.1.26-2012.1.25 

野柳岬近岸海洋生態資源調查及海域遊憩潛能

評估 
戴昌鳳教授 2009.8.1-2010.9.30 

98-99 年度獎助碩博士論文： 
臺灣北部石花菜屬(Gelidium spp.)海藻採集的

時空特性與永續經營研究 
林柏成 2009.5.1-2010.7.31 

98-99 年度獎助碩博士論文： 
國家形象對觀光地質公園行銷績效之影響─以

體驗行銷之觀點切入(以野柳地質公園為例) 
陳政宏 2009.5.1-2010.7.31 

2010 海峽兩岸海洋與海岸觀光休憩學術研討

會暨實務論壇 
世新大學觀光學

系 
2010.6.25-26 

The Yehliu Geopark I- V 林俊全教授 2009-2010 

北觀風景區野柳地質公園遊憩活動型態與需求

之調查 
陳墀吉副教授 2008.8.1-2009.9.30 

野柳地區漁具漁法調查 
瑪鋉漁村文化生

活協會 
2006.11.11-2009.7.31 

野柳地質公園之旅-中學版及國小版學習手冊 林俊全教授 2007.3 

野柳砂岩風化特性之研究  The Weathering 
Property of Sandstone at Yehliu 

林建偉 2008 

野柳地質公園遊客服務品質及滿意度相關之研

究 
張本初助理教授 2008.4.1-2008.6.30 

野柳地質公園行動導覽建置計畫 朱子豪教授 2008.8.1-2009.6.30 

野柳地質公園與社區永續發展之研究 左顯能助理教授 2007.5.15-2007.10.15 

野柳地質公園監測計畫 林俊全教授 2007.6.1-2012.5.30 

電子遊程解說導覽系統建置計畫 朱子豪教授 2006.10.2-2007.4.30 

資料來源：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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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方面，著手建立學習場域，改造園區內舊海巡營舍並成立野柳

自然中心。2012 年野柳自然中心率先成為國家風景區中第一個取得環境教

育場所認證的單位，之後通過環境教育評鑑，並成功展延。由學校、專家顧

問及環境教育夥伴組成多元而專業的團隊，完成人員的招募、培訓制度及課

程開發、修編與認證。目前完成認證的課程有近 10 套，另有 7 套尚未認證；

另外，已招募並培訓 5 期約 50 位導覽志工，其中已有近 30 位完成環教志工

培訓，並開始協助教育活動執行（楊景謙，2019）。 

（三）未來之保育策略 

未來保育策略，可分為園區承載量探討、女王頭議題兩部分。 

野柳地質公園每年倍數成長的遊客人數，為當地帶來可觀的經濟發展，

同時也對環境帶來衝擊，關乎能否永續經營的乘載量探討也成為未來發展的

重要議題。2019 年委託鴻展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進行野柳地質公園承載

量研究中，部分路段及景點有較擁擠的情形，未來會根據研究中的建議，改

善動線規劃及景點遊客分流。另外，為避免造成無法永續經營的情形，原則

上增加遊客人數將不再是未來的發展目標（楊景謙，2019）。 

女王頭議題一直是野柳地景保育與經營管理課題，所涉及不僅是自然地

景演育，亦包括地景旅遊帶來的經濟效益影響，以及地景的社會情感，對於

野柳女王頭的看法主要有兩派：保育派，即以岩石自然演育、地球是動態的

角度來思考；保護派，主張以人工保護來延緩斷頸，即以地景珍稀及文化角

度思考。為了保護珍貴岩石並兼顧遊憩安全，新空間公司與許多專家學者合

作在園區實施各種保護措施，希望能達到地景保護保育之目標。2008 年開

始，引入 3D 雷射掃描技術，針對女王進行非破壞性的 3D 雷射掃描，透過

此技術應用，除可記錄每年女王頭形狀的變化，監測每年的風化速率外，更

可作為地景保育的教材。延緩岩石風化方面，嘗試過防水漆、奈米塗層乃至

不鏽鋼玻璃纖維等覆材包覆蕈狀岩頸部等。目前針對岩石保護的各種試驗，

還尚未有一個完美的試驗成果，仍然有許多要克服的問題，例如：成品色澤

紋理、保護效果維持時間等等。試驗成果必需在外觀、色澤、美感有完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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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前提下，才能考慮在女王頭蕈狀岩上施作，所以目前先以開放學術科學

研究的態度，繼續探究人工保護之可行性。人工保護來延緩斷頸，目前可採

取的各種保護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岩石的斷頸趨勢（楊景謙，2019）。 

九、說明會或公聽會之重大決議 

為了使野柳在地了解野柳地質公園提報自然地景之緣由與保育意義，並

提升依法劃設地質公園之認同，針對野柳地質公園權益關係單位─新北市萬

里區漁會、新北市萬里區野柳社區發展協會、新北市萬里區特產推廣促進

會、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觀光形象商圈推廣協會、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等，個別進行拜會，聽取其看法，綜整所拜會之權益關係單位意見，詳如表 

8。後續於 109 年 8 月 31 日舉行「野柳地質公園是否指定為自然地景」暨

「女王頭、燭台石是否指定為自然紀念物」公聽會，其決議如下： 

1.針對野柳地質公園內地景價值，與會各單位及居民皆有高度共識，肯

定自然地景對地方之貢獻，並認為應加強保護。 

2.燭台石提報名稱農業局可再研議是否有更佳選擇。 

3.有關野柳特產推廣促進會提案，建請討論遊客動線規劃是否有讓人潮

通過特產街的方式，請北觀處協助研議相關規劃可行性。 

4.在地居民希望女王頭能被「保護」，長久留存。因此有關女王頭指定 

為自然紀念物部分，如果有助於保護景觀那樂觀其成；如果會造成它

被放任自然風化，則持反對意見。 

5.有關野柳社區發展協會提案，園區內第三區道路毀損問題，請北觀處

協助研議是否可透過維修道路或其他替代方案，讓在地漁民能安全採

集海菜。 

公聽會完整會議紀錄，另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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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野柳地質公園指定自然地景權益關係單位拜會意見一覽表 

單位／人士 日期 地點 意見 

新北市萬里區

漁會 
許順發總幹事 

109.8.4 
（二） 

新北市萬

里區漁會 

 野柳地質公園園區劃設，和當地沿岸採集權益相關，新北市

政府 103.11.4 公告萬里保育區限制事項，事關當地沿岸採集

權益，請納為參考。 
 現有採集管理方式，各類採集開放期，漁民先至漁會登記。 
 女王頭對地方居民意義非凡，有關劃為自然紀念物部分，要

確認是否能保留急救方案。 

新北市萬里區

野柳社區發展

協會 
林天賜理事長 

109.8.7 
（五） 

野柳社區

活動中心 

 女王頭是野柳，也是國家的門面與形象，應加以保護，避免

斷頭消失。 
 地方不樂意看到野柳地質公園成為高強度保育管制，無法維

護野柳地景形象。 
 地質公園須兼顧地方需求，生活、生產不能被限制。園區管

理與設施，除了服務觀光客，也需考量在地生活與產業上之

需求，如瑪伶鳥產業道路修復、第三區原有道路維護。 

新北市萬里區

野柳觀光形象

商圈推廣協會 
蔡濬宇理事長 

109.8.12 
（三） 

野柳觀光

形象商圈

協會辦公

室 

 女王頭是在地象徵，同意列自然紀念物。 
 「燭台石」與金山的「燭台雙嶼」名稱上易混淆，名稱可再

討論，建議將「燭台」意象留給金山的燭台雙嶼。 
 應讓地方了解現有管理上相關法令規章內容，與居民討論現

有與劃設後相關限制，以及保障相關權益，理解劃設後對地

方的好處。 

新空間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湯錦惠副總經

理 

109.8.12 
（三） 

野柳遊客

中心 

 燭台石列自然紀念物應再思考： 
1.該區是浪襲飛沫帶危險區域，列自然紀念物則可禁止海女前

往，有助管理。 
2.該區域海菜具高經濟價值，禁止當地居民前往必然引起衝突。 
3.另目前海菜採集方式為以工具刮取，對地景會造成破壞，如列

自然紀念物，有觸法疑慮。 
建議燭台石暫不列自然紀念物。 
 女王頭單獨列自然紀念物，則可作為北觀處、新空間公司以

回歸自然保育原則的管理維護之依據。 
 在地居民對於地質公園的考量是生活面、產業面，以及情感

面，故地質公園劃設並無太大反對意見；自然紀念物劃設為

高強度的依法管理，對於女王頭以自然風化、最終斷頭來處

理，地方必會反彈。 
 女王頭人工保護處理，相關建議作法新空間均進行過實驗與

評估，目前皆未成功。 
新北市萬里區

特產推廣促進

會 
林 麗 雲 理 事

長、蔡佳純總幹

事等 4 人 

109.8.12 
（三） 

野柳特產

街辦公室 

 園區內相關規劃若不影響居民活動，尤其是採集海菜權益，

原則上無意見。 
 建議園區應開放第三區與整修設施，包括瑪伶鳥步道，該區

能凸顯野柳海景之美。 
 建議改善園區遊客出入動線，使遊客出園路線能進入特產

街，帶動相關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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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管理維護者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十一、預期效益 

野柳的自然地景是在地重要的資源，造就地方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然長

年下來，過去觀光導向下的開發與管理對自然地景之威脅，以及觀光品質下

滑，突顯出野柳之地景、環境與產業生活之衝擊。自 2006 年起，野柳自然

地景透過「地質公園」是國際倡議的保育、永續概念之精神，作為轉型與經

營管理策略，兼具觀光發展與與地景保育，以實踐在地經濟與環境永續之目

標。至今，野柳的品牌形象逐漸由「野柳風景區」轉而成「野柳地質公園」，

除了地質旅遊經營帶動的經濟價值外，對於地景保育、環境教育投入，以及

國際交流推動，正逐步實踐地質公園地景保育、地景旅遊、環境教育及社區

參與核心價值，已具地質公園實質內涵。 

「地質公園」列入《文化資產保存法》，賦予地質公園法定文化資產認

證，亦代表臺灣的地景保育接軌國際概念。已具有地質公園內涵的野柳地質

公園，依法提報為自然地景，成為名符其實的地質公園。成為法定的地質公

園，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提高居民、遊客對地質及地景保育的重視，長遠

規劃在地生態、生活、生產之永續發展，協助對野柳的觀光持續朝向永續、

高品質的服務型態來發展，使得野柳品牌形象得以升值。野柳自然地景透過

國際旅遊、媒體推廣宣傳，以及現有經營團隊長年的國際經營，除持續做為

臺灣國際行銷的形象品，亦擴大國際交流層面，成為國內、國際地景保育經

營管理之典範。 

十二、應遵行事項 

野柳地質公園劃設遵行事項，包含現行公告與劃設後相關管理法規法

規。現行公告為「野柳地質公園遊客禁止事項」、「新北市水產動植物之繁

殖保育區及限制或禁止事項」，如表 9。劃設後相關管理法規，分別為自然

地景依據法源《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及現行管理維護單位北觀處經營管理

依循的法規《發展觀光條例》，其相關規範條文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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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野柳地質公園相關現行公告一覽表 

公告機關 
公告日期／ 

文號 
禁止或限制事項 法令依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北 海

岸 及 觀 音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101.4.27／ 

北觀野字第

1010900112號 

園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1. 任意超越園區紅色警戒線。 
2. 任意碰觸、攀爬天然地景。 
3. 於指定吸菸區外抽菸、隨地吐痰、拋棄紙

屑、煙蒂、口香糖、瓜果皮核汁渣或其他一

般廢棄物。 
4. 任意拋棄、焚燒垃圾或廢棄物。 
5. 攀折花草樹木及烤肉。 
6. 鳴放噪音、焚燬、破壞花草樹木。 
7. 游泳、戲水、烤肉。 
8. 關園及封園期間，未經申請許可強行進入。 
9. 酒醉者進入園區。 
10. 除宗教活動外，任意燃放鞭炮、煙火、焚燒

冥紙及設置紀念碑、牌、神壇與祭祀設施。 
11. 破壞天然地質地形。 
12. 除當地漁民領有該管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

證者外，採捕野生動物、植物、魚類資源、

寄居蟹、珊瑚、化石、撿拾石頭、貝殼及貝

殼沙等。 

發展觀光

條例、風景

區管理規

則 

新 北 市 政

府 
103.11.4／ 

北府農漁字第

10332356021

號 

1. 石花菜自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次年 4 月 15
日禁止採捕。 

2. 九孔殼長未滿 4 公分者禁止採捕。 
3. 龍蝦長未滿 20 公分者禁止採捕。 
4. 海膽不含刺殼長未滿 8 公分者禁止採捕。 
5. 麒麟菜自每年 9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15 日

禁止採捕。 
6. 大法螺、珊瑚與礁石禁止採捕。 
7. 珊瑚礁魚類魚體長未滿20公分者禁止採捕。 
8. 禁止使用潛水器材採捕石花菜、麒麟菜、九

孔、龍蝦、海膽、大法螺、珊瑚礁魚類、珊

瑚與礁石等。 
9. 禁止以非釣具類漁具之漁船進入保育區範

圍內作業。 

漁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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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野柳地質公園劃設後相關管理維護法規 

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條文 說明 

1 
文化資產

保存法 

第 82 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

維護；主管機關對私有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得提供

適當輔導。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得委任、委辦其所屬機關（構）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團體或個人管理維

護。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管理維護者應擬定管理維護計

畫，報主管機關備查。 

自然地景

經營管理 

第 85 條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

並應維護其生態環境。但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儀需

要及研究機構為研究、陳列或國際交換等特殊需要，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自然紀念

物禁止事

項 

第 87 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所在地訂定或變更區域計畫或都

市計畫，應先徵求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自然地

景、自然紀念物之保存及維護，並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

無具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價值者；如有發見，應即報

主管機關依第八十一條審查程序辦理。 

自然地景

保存維護 

第 88 條 
發見具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價值者，應即報主管機關

處理。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具自然地景、自

然紀念物價值者，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

報主管機關處理。 

具自然地

景價值發

見與處置 

第 103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略） 
六、違反第八十五條規定，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

方式破壞自然紀念物或其生態環境。 

罰則─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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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條文 說明 

（後略）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104 條 
有前條第一項各款行為者，其損害部分應回復原狀；不

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損害。 
前項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為者，得由主管機關代履

行，並向義務人徵收費用。 罰則─損

害求償 第 105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執行職務犯第一百零三條之罪者，除依該

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同條

所定之罰金。 
第 108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前略） 
二、違反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罰則─發

見具自然

地景價值

者未予通

報 

2 
文化資產

保存法施

行細則 

第 31 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管理維護者依本法第八十二

條第三項擬定之管理維護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指定之目的、依據。 
（二）管理維護者（應標明其身分為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如有數人者，應協調一人代表擬定管理維護計

畫，並應敘明各別管理維護者之分工及管理項目）。 
（三）分布範圍圖、面積及位置圖（地質公園如採分區

規劃者，應含分區圖）。 
（四）土地使用管制。 
（五）其他指涉法規及計畫。 
二、目標：計畫之目標、期程。 
三、地區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一）資源現況（含自然紀念物分布數量或族群數量及

趨勢分析）。 
（二）自然環境。 
（三）人文環境。 

自然地景

管理維護

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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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條文 說明 

（四）威脅壓力、定期評量及因應策略。 
四、維護及管制： 
（一）管制事項。 
（二）管理維護事項。 
（三）監測及調查研究規劃。 
（四）需求經費。 
五、委託管理維護之規劃。 
六、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範圍圖之比例尺，其面積在一千公頃

以下者，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面積逾一千公頃者，不

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以能明確展示境界線為主；位

置圖以能展示全區坐落之行政轄區及相關地理區位為

主。 
第一項之管理維護計畫至少每十年應檢討一次。」 

3 

自然地景

與自然紀

念物指定

及廢止審

查辦法 

第 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自然

地景、自然紀念物調查研究、保存及維護，得採下列方

式輔助之： 
一、提供諮詢及資訊。 
二、補助調查研究、監測、保存及維護之相關經費。 

自然地景

調 查 研

究、保存

及維護 

4 

自然地景

及自然紀

念物獎勵

補助辦法 

第 9 條 
主管機關得就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所支出之下列費

用，給予補助： 
一、監測研究及管理維護事項。 
二、地質公園或自然紀念物保存展示空間及設施設備之

修復或活化利用計畫。 
三、保存、記錄、調查研究、出版、教育宣導、人才培

訓。 
四、其他專案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就國定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前項費用

得優先給予補助。 

經營管理

相關獎勵

補助 

5 
觀光發展

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前略）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風

地質公園

所在區域

之觀光劃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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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條文 說明 

景、名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之

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

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境及重

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在原住民

保留地、山地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資源保育

區、自然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

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範圍內劃設之地區。 
（後略） 
第 6 條 
（前略） 
為維持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與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

環境品質，得視需要導入成長管理機制，規範適當之遊

客量、遊憩行為與許可開發強度，納入經營管理計畫。 

觀光劃設

區內管制 

第 10 條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會商有關機關，將重要風景或

名勝地區，勘定範圍，劃為風景特定區；並得視其性質，

專設機構經營管理之。 
依其他法律或由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風景區或

遊樂區，其所設有關觀光之經營機構，均應接受主管機

關之輔導。 

地質公園

劃設風景

特定區管

理 

第 17 條 
為維護風景特定區內自然及文化資源之完整，在該區域

內之任何設施計畫，均應徵得該管主管機關之同意。 

設施計畫

許可 

第 18 條 
具有大自然之優美景觀、生態、文化與人文觀光價值之

地區，應規劃建設為觀光地區。該區域內之名勝、古蹟

及特殊動植物生態等觀光資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嚴加維護，禁止破壞。 

觀光資源

維護 

第 19 條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覽人

員，並得聘用外籍人士、學生等作為外語觀光導覽人員，

以外國語言導覽輔助，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專業導

覽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多元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

自然人文

生態景觀

區設置與

導覽人員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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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條文 說明 

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應優先

聘用當地原住民從事專業導覽工作。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後略） 
第 20 條 
主管機關對風景特定區內之名勝、古蹟，應會同有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調查登記，並維護其完整。 
（後略） 

共同維護 

第 38 條 
（前略） 
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該管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進入之旅客收取觀光保育費；其收

費繳納方法、公告收費範圍、免收保育費對象、差別費

率及相關作業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其涉

及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

研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觀光保育

費收費制

度 

第 62 條 
損壞觀光地區或風景特定區之名勝、自然資源或觀光設

施者，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處行為人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回復原狀或償還修復費用。其無法

回復原狀者，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再處行為人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未依規定申請專業導覽人

員陪同進入者，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處行為人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罰則─罰

金、損害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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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函
地址：25341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33-6號

聯絡人：吳憶如

聯絡電話：02-86355108

電子信箱：10011588.ngn@tbro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北觀企字第10801004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以發文字號與識別碼下載。http://documentap1.

tbroc.gov.tw/DL//DL1/DLI100.aspx) 識別碼：VEBS8GDF 

(315081500H108010046801-1-1.pdf、315081500H108010046801-1-2.pdf、

315081500H108010046801-1-3.pdf)

主旨：為申請市定地質公園指定，檢送本處經管「野柳地質公

園」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提報表(含說明及補充資料)一份，

請查照。

說明：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1條及自然地景與自然紀錄物指定

及廢止審查辦法第12條暨貴府108年10月3日新北府農林字

第1081854123號函辦理。

正本：新北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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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具自然地景價值內容及範圍」補充說明資料 

新北市政府初審意見 補充說明頁次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特殊科學重要

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一節，內容未能具體說

明是否符合指定基準。 

P1-2 

(二)建議指定之緣由、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

置圖(地質公園可包含分區規劃)：未說明建議

指定之緣由及預期效益；另分區示意圖將野柳

地質公園分為三區，請補充說明分區目的、劃

分標準、各區面積及分區規劃，以及現況保存

完整之程度、指定範圍之影響。 

P2-4 

(三)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內容僅有地質特性列

表，缺少資源現況之敘述。 

P4-5 

(四)目前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

之保育策略： 

1、請將分項標題依規定表格改為「目前面臨之威

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策

略」。 

2、目前面臨之威脅(原標題「課題與未來挑戰」)：

請就地景保育的觀點補充說明目前面臨之威脅

(如遊客、天候等)，以及有何具體改善措施。 

3、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原標題「保存維護措施」)：

僅提及維護措施，請補充說明脆弱地質景點部分

之保存、維護方案及可行性評估。 

4、未來之保育策略(原標題「保育策略」)： 

(1)地質公園的首要核心是地景保育，打造符合觀光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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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初審意見 補充說明頁次 

需求之野柳遊客服務中心、以行銷導向建立台灣

旅遊新品牌等似與保育策略無涉。 

(2)「持續推廣環境教育，越在地越國際」語意不明、

「教育來訪旅客除女王頭外，可『分心』於其他

奇岩怪石前，『發覺』地質演化與大自然歷(史)

的奧妙和美妙」，有詞意誤用和漏字，請修正。 

(3)在地社區的參與過程與守護力量對於地質公園

是不可或缺的，關於社區參與部分請加以說明。 

 



附表一  

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提報表 
 

編號：                                                                              提報日期：108年10月23日 
 

申請人（姓名或團體名稱）：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人及地址：謝主任智明/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33-6號 

電子郵件信箱：cmhsieh.ngn@tbroc.gov.tw 

電話：02-2498-8980 

分機31 

行動電話：0937-487-273 傳真：02-2636-6675 

提報自然地景名稱及類別（請擇一勾選） 

 
□ 自然保留區        野柳 地質公園 

提報內容及範圍（詳如附件）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二、建議指定之緣由、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地質公園可包含分區 

規劃）： 

三、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四、目前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策略： 

附註 

一、提報內容至少應有照片及圖面一張，並得依需求附加補充資料。  

二、符合之指定基準請參閱「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規定。 

三、本表請送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受理。 



1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報 

「野柳地質公園」具自然地景價值內容及範圍 

一、 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茲依「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規

定所列之地質公園條件概述如下： 

（一）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野柳地質公園位於新北市萬里區，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北觀處）轄管，為臺灣北海

岸的狹長海岬。野柳地質公園奇美的地理景觀，是受到內、外營力

的影響而形成的，且持續作用中，經由千萬年侵蝕、風化的自然作

用，逐漸形成各種地質奇觀：燭臺石、蕈狀岩、薑石、壺穴、豆腐

岩、海蝕洞等奇觀，並遵循 UNESCO 地質公園的宗旨，保育珍貴的

地質景觀、妥善的資源利用並能結合社區經濟的發展。 

（二）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 

  一棵棵活像大香菇的蕈狀蜂窩石、燭台石，是野柳最引人注目的

特殊地景，其演育的過程是因岩層的節理因受海水日夜的侵蝕，隨著

時間的流逝，砂岩裡質地堅硬的結核經風吹、日曬、雨淋、海浪以及

強烈東北季風的吹打，形成無頸、粗頸、細頸和斷頸等不同形態的蕈

狀石，這些不同的形態，正代表著岩石不同的演育過程。整座公園歷

經千萬年的造山運動、海蝕風化交互作用而成，孕育出造形獨特的地

質及渾然天成的海洋景觀，是一座千姿百態的海洋地質自然生態展場，

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體，具有特殊科學重要性。 

    野柳地質公園兼具遠觀與近觀的各種地形：地質公園總長約1.7

公里，最寬處不及300公尺，能在如此有限的面積裡，就能觀察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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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形、海蝕地形……等。參觀遊客可以登上園區內較高的平臺，遠

距離觀察的地形景觀，包括單面山、海蝕平台、燭臺石、豆腐岩等，

亦可以從近距離觀察到多樣性可觸形地景，包括蕈狀岩、風化窗、薑

石、風化紋與生痕化石等具稀少性及遊憩美學價值，對於地質教育、

環境教育與地景保育的推動上，具有重大意義，是進行野外實察良好

的教學場所。 

（三）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用 

  野柳地質公園內可見證地景演育的不同階段，可見時間長、短

不同的地形演育歷程，地景資源豐富，例如中長期的地殼運動：板

塊運動、造山運動等，亦可見短期的地表作用：風化、海水侵蝕等，

能充分觀察到大自然界內營力以及外營力對地表的影響。 

二、 建議指定之緣由、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地

質公園可包含分區規劃） 

(一) 緣由 

    為保存及活化具保育自然價值之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爰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1 條及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

查辦法第 12 條規定申請市定地質公園指定。預期透過完成指定

公告，將更著重於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及社區參與等功能，並以

地景旅遊協助帶動在經濟，且地質公園亦屬國際品牌，能更有利

於將臺灣推向國際，提升與優化野柳地質公園管理品質。 

(二) 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 

    野柳地質公園土地面積約 2.3 公頃，包含新北市萬里區海洋段 2

至 41 地號等 55 筆土地，基於經營管理及地形地質現況大致劃分為

三區，第一區屬於蕈狀岩、薑石及燭台石的主要集中區，以燭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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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具代表性。第二區的地景與第一區相似，皆以蕈狀岩及薑石為

主，但數量比第一區少，著名的女王頭、龍頭石與金剛石皆位於本

區，也是遊客主要造訪的地區。第三區是野柳另一側的海蝕平台，

比第二區狹窄，平台一側緊貼峭壁，另一側則是急湧的海浪，在這

裡可看到不少怪石散置期間，其中，較特殊的有二十四孝石、珠石、

瑪伶鳥石，三者都是形狀特殊的結核，經過海水侵蝕後，所呈現的

奇特岩石。第三區除了奇岩怪石的自然地景之外，同時也是野柳地

質公園內重要的生態保育護區。相關土地權屬及位置圖彙整如下： 

表 1 野柳地質公園土地權屬及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海洋段 

2、2-1、2-2、2-6、

2-7、4、5、9、9-1、

9-2、9-3、9-4、10、

10-1、10-2、10-3、

13-1、27、27-1、

27-2、31、31-2、

31-3、31-4、31-5、

31-6、33、33-1、

33-2、33-3、33-4、

33-5、41 等 33 筆 

229,956.29 中華民國 北觀處 

海洋段 
6、7、7-1、8、8-1

等 5 筆 
1,545.94 新北市 北觀處 

海洋段 

11、11-1、 11-2、

11-3、12、12-1、

12-2、12-3、13-2、

28、30、30-1、32、

32-1、34、34-1、34-2

等 17 筆 

2,256.32 新北市 

新北市

政府工

務局 

合計 55 筆土地 233,7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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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野柳地質公園範圍及分區示意圖 

 

三、 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野柳地質公園是台灣第一座以 UNESCO 地質公園的精神作為

轉型與經營管理目標之園區，野柳海岸地形發達，屬侵蝕性後退型

海岸，主要地形是向東南傾斜的單面山以及明顯的海崖及海蝕平台，

可近距離觀察大寮層層積砂岩、風化作用、節理、燭台石等地景，

資源現況除了罕見的地形及地質景觀外，尚有春季海藻繁生的潮間

帶及每年的 3-5 月、10-12 月候鳥過境賞鳥的豐富自然生態景，為中

小學生絕佳地理戶外教學場所，亦為北海岸旅遊線上最具有觀光潛

力之遊憩區，茲將環境特質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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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野柳地質公園地質特性列表 

重要性 地景多樣性，充滿形狀、線條、質地與顏色之美，

為校外教學及地理考察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是世界上少見的特殊地景集於一地。 

不可替代性 特殊地景無法以人工來取代。 

獨特性 燭台石、蕈狀石、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是世界

上少見的地形景觀。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

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四、 目前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

策略 

（一）面臨之威脅 

1. 野柳地質公園每年平均遊客數高達約 250 萬遊客，現行遊客中心

約 400 平方公尺，原規劃供 1 年 21 萬人次使用，服務空間明顯不

足，園區夏曬冬雨，僅有的遮蔭遮雨設施經常人滿為患，舒適度

打折。另過多的遊客進入，必然會造成旅遊品質下降、加速珍貴

地景侵蝕風化等。 

2. 野柳地質公園目前外籍旅客佔園區總遊客數之八成，惟缺乏國際

級景點之入口意象，且位處萬里海邊有潛在氣候變遷問題，受強

烈颱風襲擊之危機。 

3. 傳統走馬看花之淺碟式旅遊型態轉變為深度旅遊模式之過渡期，

野柳應基於學術研究肩負起地質環境教育之任務，提供活潑生動

之解說導覽服務。 

（二）既有保存及維護措施 

1. 野柳地質公園 106 年遊客人次為 250 萬人，對於遊客不當行為，如

攀爬、跨越拍照或破壞、觸摸等行為，現場有 26 名安全巡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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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有 50 支監視器，對於遊客不當行為都及時糾正。遊客若不聽

勸阻則開立勸導單，若還是不聽勸導，則依發展觀光條例開立罰

單。 

2. 就野柳女王頭維護部分，地質公園開園期間女王頭旁指派 2 位巡查

人員駐守，讓遊客了解此一景觀之可貴，進而由內心參與保育，避

免人為觸摸，減少遊客不當的觸碰加速風化。另自 95 年起依促參

法委託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學術和保育理念為優先對野柳

地質公園進行營運管理，契約規範廠商每年應提撥經費辦理科教活

動計畫，該公司爰自 95-107 年委託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辦

理岩石掃描計畫、建置女王頭岩石掃描數據資料庫並持續更新。101

年委託台大應力所辦理女王頭 3D 結構模型與應力分析計畫，

101-107年委託台大高分子所謝國煌教授辦理岩石補強計畫等。未

來也將持續對脆弱地質景點進行監測並進行資料庫數據更新。 

3. 野柳地質公園實行遊客尖峰分流管制計畫，透過團客的預約管制，

改變旅行團來園時間，分散人流。有效降低尖峰時段之遊客數，且

整體遊客總數並未減少，有效降低瞬間尖峰擁擠度，並達預期之遊

客分流目標。 

（三）未來之保育策略 

1. 推動「野柳地質公園核心區計畫」與國際接軌、展現臺灣特色，

為野柳核心區創造新亮點，樹立綠色觀光典範。 

2. 持續推廣環境教育，加強將當地社區漁村文化融入野柳地質公園

遊程當中，教育來訪旅客除女王頭外，尚有其他各個奇岩怪石及

當地文化觀光等，分散客群。協助地方產業轉型及辦理解說員訓

練，培訓在地解說員，讓地方人士擔任解說員，除推廣環境教育

外，亦能達敦親睦鄰的目的。 

3. 為維持野柳的國際觀光吸引力，持續依 UNESCO 地質公園發展精

神加強地科相關研究，已陸續推動「遊客尖峰分流計畫」與「設

置野柳自然中心」，藉由積極之遊客量管制與永續性之環境教育，

改變遊客遊憩體驗及行為。結合漁村社區，發展地景特色教案、

優質遊程及伴手禮商品，提升整體環境秩序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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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實地質公園核心價值之一的「社區參與」，透過聘任在地員工、

贊助教育經費、協助社區文化保存、漁村文化融合於野柳自然中

心活動等方式持續深耕地方，提高社區參與及守護當地地質公園

之地景保育。相關作為概述如下： 

(1) 教育從小開始，提供本處所轄範圍之國小學生 1,000 名免費環

教課程（千千手到野柳）。 

(2) 配合地方文化與節慶，與在地單位共同舉辦具有在地特色的節

慶活動。例如：神明淨港活動、媽祖回娘家活動、野柳文化嘉

年華-童玩 DIY、野柳文化嘉年華-環保活動「來弄輦」等；此

外，並可透過節慶活動與在地單位產生連結，增進與社區民眾

的互動，達到敦親睦鄰的目的。 

(3) 與在地協會(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合作一日遊活動，協助宣

傳當地產業及文化特色，尊重當地人文景觀，保持原有漁村特

色，讓當地居民參與旅遊導覽。可讓外地參觀者實地體會漁民

在船上生活、觀看漁船進出起卸貨物狀況、聽老漁民講古、品

嚐在地當令食材、了解海洋生態、懷舊童玩等，另一方面亦可

以改善漁民生計，增進漁村繁榮。 

圖 2 從海上看野柳岬十分壯觀，可看出其地層的傾斜方向，及單面山的型態。

岩層抗蝕力的不同，遂形成各種嶙峋崢嶸的奇岩林立，雕琢出燭台石、蕈狀

石、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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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地籍清冊 

段代碼 段小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名稱 管理者名稱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1023 海洋段 2 79382.7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2-1 92507.2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2-2 307.28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2-6 7052.04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2-7 44540.1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4 900.16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5 2829.2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9 4500.7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9-1 16.99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9-2 83.09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9-3 94.8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9-4 13.9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10 22.1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0-1 25.41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10-2 71.78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0-3 206.33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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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代碼 段小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名稱 管理者名稱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1023 海洋段 27- 33.7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27-1 45.41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27-2 83.79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1 319.68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1-2 0.31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1-3 30.6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1-4 51.63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1-5 0.0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1-6 3.4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3 486.9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3-1 15.7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3-2 24.1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3-3 47.3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3-4 2.6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33-5 55.4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41 571.66 中華民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6 56.2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7 101.04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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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代碼 段小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名稱 管理者名稱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1023 海洋段 7-1 44.57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8 1238.44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8-1 105.69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11 168.6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1-1 57.24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11-2 79.9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11-3 12.63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12 242.95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12-1 1.72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2-2 189.83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12-3 0.07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3-1 405.19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13-2 977.76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28 48.57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0 39.02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0-1 25.38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1023 海洋段 32 3.28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岩石景觀區 

1023 海洋段 32-1 43.86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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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代碼 段小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名稱 管理者名稱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1023 海洋段 34 132.84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1023 海洋段 34-1 97.02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休憩區 

1023 海洋段 34-2 0.72 新北市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機關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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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質公園是否指定為自然地景」暨 

「女王頭、燭台石是否指定為自然紀念物」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9 年 8 月 31日 星期一 14 時 30分至 17時 00 分 

二、 開會地點：野柳地質公園遊客中心 2F 

三、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四、 協辦單位：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五、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六、 出席者：詳簽到表 

七、 會議紀錄： 

(一)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各位好，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要聽取大家的意見。請大家針

對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也就是野柳地質公園指定為自然地

景，還有女王頭、燭台石指定為自然紀念物這 2項，表達看

法。女王頭和燭台石指定為自然紀念物是只有局部範圍來指

定，並不是全部，不過會不會對大家造成影響，我們還是希望

聽聽大家的意見，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大家提出來，也讓我們可

以做為辦理的依據，如果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們才會依照指定

程序繼續作業下去，謝謝。 

 

(二) 農業局委請地創地質顧問公司負責人紀權窅先生簡報 

（1） 野柳地質公園目前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程序辦理，經過調查

本區就科學上而言確實具有地景價值也有代表性，符合指定

要件。劃設範圍為野柳公園全區，本區就都市計畫分區而言

屬野柳特定風景區，皆為國有及市有土地，面積 23.8公頃，

目前除野柳燈塔外皆由北觀處管理。 

（2） 針對地質公園，文資法並無罰則，法規上是期待由地方共同

決定管理維護方向，但管理維護者北觀處應擬定管理維護計

畫，報主管機關也就是新北市農業局備查。文資法本身雖無

明訂地質公園的罰則，但仍可透過其他相關法規達到管制效

力，如發展觀光條例、漁業法等。 

（3） 部分核心地景如蕈狀岩、薑石、奇形岩等等將規劃為核心區

加強管理維護。考量到核心區未來要加強管理，針對遊客較

頻繁活動的紅線區內，僅劃設最重要區域如女王頭、俏皮公

主等；紅線區外因人為活動少，劃設範圍較大如薑石區、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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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石區、仙女鞋、豆腐岩、二十四孝山等。範圍雖多但原則

上劃設自然地景沒有增加任何強制性規範，故不會對居民活

動造成影響。 

（4） 有關女王頭、燭台石指定為自然紀念物，同樣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辦理，指定基準為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女王頭及燭台

石就科學上而言有滿足相關條件，女王頭劃設範圍為現行管

制區，燭台石劃設範圍則稍大，為紅線區外燭台石、鯉魚石

區，這兩區同樣也都位屬國有土地，基本上不會影響在地居

民權益。 

（5） 自然紀念物不同於自然地景，管理面上法規有更強力的限

制，文資法明訂禁止採摘、挖掘或其他方式破壞自然紀念

物，並有罰則，因此劃設自然紀念物能對地景有更好的保

護。 

 

(三)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今天北觀處的課長也有來到現場，北觀處是否有要向大家說明

的事項？或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四) 北觀處（吳課長憶如） 

  主席、各位大家好，北觀處說明，文資法是在 105年 7 月 27

日公布實行，北觀處是依這條法規向主管機關也就是新北市農

業局申請野柳地質公園為自然地景，因此農業局今天依相關規

定辦理公聽會，北觀處樂觀其成，謝謝。 

 

(五)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謝謝北觀處。那麼不曉得在場的 2 位議員辦公室主任有沒有甚

麼意見要表達？ 

 

(六) 張議員錦豪服務處（蕭慶勝主任） 

  今日代表張錦豪議員、沈發惠委員、賴品妤委員發言。來的時

候覺得這個議題怪怪的，怎麼會指定女王頭是自然紀念物，野

柳風景區如果是人工塑造的話，不可能成為現在這麼著名的觀

光景點，所以當然要肯定它，沒有女王頭也不會有現在的野柳

風景區，因此如果是要保護女王頭我想在場的各位應該都不會

反對，以上。 

 

(七) 周議員雅玲服務處（林惠芬主任） 

  今日代表周雅玲議員發言。我也是在地人，就我個人立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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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對於指定女王頭為自然紀念物是肯定的，因為有女王頭所

以野柳才會發展成觀光區，各國各地的遊客都來遊玩，因此我

們相當肯定女王頭對地方的貢獻，謝謝。 

 

(八)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謝謝議員代表的發言。今日大家想說什麼都可以表達意見，請

問在場的鄉親有沒有想說的？ 

 

(九) 野柳商圈發展協會(蔡濬宇理事長) 

  我是野柳商圈發展協會的蔡濬宇，上次貴單位有先到我們辦公

室來說明過這個案子大致的情形，徵詢意見。我是這樣想啦，

女王頭對野柳的貢獻大家都肯定，讓它能正名是一件好事，但

是燭台石的部分我那天有提出一些想法，似乎你們沒有採納，

就是說金山外海有個雙嶼燭台，可能更適合燭台石這個名稱，

促進那邊的觀光。我覺得野柳地質公園裡的這些奇形石如果也

命名為「燭台石」，這樣會不會與「雙嶼燭台」造成混淆，況

且我看野柳公園裡的燭台石也不怎麼像燭台。貴單位最後還是

照你們原訂的計劃來辦，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應該是有充分

的理由，那今天既然大家都有來，是否有照片秀一下讓大家一

起來評論，看它們有沒有像燭台。 

 

(十)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謝謝您的意見。今天我們主要是針對野柳這個區域來討論，燭

台雙嶼和我們要討論的範圍不太一樣，我想是不同議題，您說

的是「燭台雙嶼」，我們今天這是「燭台石」，我們指定女王頭

跟燭台石是因為它們確實是特別。麻煩秀一下照片讓大家看一

下我們野柳的燭台石。 

 

（地創地質顧問公司放燭台石照片，與會人員討論） 

 

（十一）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好，麻煩還是將意見納入紀錄。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十二）野柳特產推廣促進會（蔡佳純總幹事） 

  我是野柳特產街的蔡佳純，我想野柳公園帶來的人潮對我們在

地居民應該是要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在特產街這邊和我們的期

望有點落差，很多遊客其實都不會經過我們特產街。能否把公

園規劃成單一出口，讓人潮能經過我們特產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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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張議員錦豪服務處（蕭慶勝主任） 

  這是不同議題，主辦單位無法處理，我來代為回答。有關特產

街提出的這個意見，上一次也是我處理的，和北觀處有關係，

但是和今天討論的指定案件沒有關係，牽扯到一起會變得複

雜。這個問題我會處理，一定會對你們有交代，但是不要和今

天討論指定的事情混在一起，主持人也沒辦法回答。 

 

（十四）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相關的意見我們都還是會如實彙整並提供給有關單位參考。還

有其他意見嗎？ 

 

（十五）野柳社區發展協會（林天賜理事長） 

  各位長官好，我是野柳社區發展協會林天賜。今天這個議題如

果是要「保護」女王頭的話我們非常贊成，但如果是要「保

育」它不動它讓它自然風化，我們是非常反對，因為這是我們

這裡很重要的地標，要盡力來保護。國外的智庫杜先生都有寫

文章在問說這麼好的地景為甚麼你們都不去保護它，你看國外

的人都在擔心它，我們自己卻都不顧，這是上天給我們的禮

物，我們卻不好好愛惜。今天如果是要「保護」它，我們說

讚。 

另外一點要說的是，一定不要影響到我們漁民的權益，還有我

們的海女，要重視他們的權利。雖然我自己是用漁船，但我也

很瞭解漁民（海女）的艱苦，現在園區裡的路是不通的，他們

要採海菜還要翻一座山，身上又背著各種海菜很重很辛苦，我

們要體諒他們。你們為了方便管制不去修這條路把它封起來是

不對的，風景區管制有很多方式，漁民的路要讓他們好好走，

要愛惜我們的漁民、重視漁民安全。現在二十四孝山那邊的路

北觀處不修，那以後一定也會斷，希望要維修別讓它斷掉，漁

民的產業路不能斷。 

 

  （十六）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業務單位，這次劃設會不會影響二十四孝山這邊的進出？ 

 

 （十七）業務單位 

地質公園劃設後還要擬經營管理計畫來做管理維護，到時這部

分還要請管理單位也就是北觀處來提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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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張議員錦豪服務處（蕭慶勝主任） 

管理單位是北觀處的話，這部分就請北觀處不要把它圍起來。

改天我們可以再找北觀處一起討論步道跟漁民進出問題，還有

剛剛特產街的問題。 

     

   （十九）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業務單位，自然地景是否會限制進出？ 

 

    （二十）業務單位 

指定為自然地景基本上只需要管理單位去擬定一個管理維護計

畫，這個計畫和會不會限制進出是沒有直接關聯的，維護管理

不一定是用限制進出的方式，所以如果有通過，這部分可能還

是要看後續北觀處如何規劃。 

 

    (二十一)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我想如果限制進出的話，地質公園可能就不用開了，所以不會

是用這種方式，請大家放心，還請北觀處到時候特別幫我們注

意這點。自然地景的強度沒那麼強，大家可以不用擔心；自然

紀念物有罰則，所以不能去破壞它。大家在保護、保育上都盡

了許多努力，沒有人希望這些地景消失，但是要怎麼做，後續

還是看管理單位北觀處如何進行，我想北觀處一定會堅持保

護。 

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甚麼意見？這些意見都會揭露在我們的紀

錄裡，會如實寫出來。如果都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進到下一

個議程。 

 

    （二十二）業務單位 

   下個議程是臨時動議，請問各位與會單位有沒有動議要提出？ 

  

    （二十三）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如果都沒有動議要提出的話，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八、 發言單意見： 

（一） 張錦豪議員服務處蕭慶勝主任： 

本人贊成野柳地質公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地景，理由：

地質公園及女王頭、燭台石若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塑造，便不能稱

為國家級北海岸第一風景地標。委員沈發惠及賴品妤亦持意見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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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會議結論： 

（一）針對野柳地質公園內地景價值，與會各單位及居民皆有高度共

識，肯定自然地景對地方之貢獻，並認為應加強保護。 

（二）燭台石提報名稱農業局可再研議是否有更佳選擇。 

（三）有關野柳特產推廣促進會提案，建請討論遊客動線規劃是否有讓

人潮通過特產街的方式，請北觀處協助研議相關規劃可行性。 

（四）在地居民希望女王頭能被「保護」，長久留存。因此有關女王頭指定

為自然紀念物部分，如果有助於保護景觀那樂觀其成；如果會造成

它被放任自然風化，則持反對意見。 

（五）有關野柳社區發展協會提案，園區內第三區道路毀損問題，請北

觀處協助研議是否可透過維修道路或其他替代方案，讓在地漁民能

安全採集海菜。 



 

 

「野柳地質公園是否指定為自然地景」暨 

「女王頭、燭台石是否指定為自然紀念物」 

公聽會議程 

時間：109年 8月 31日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至 5時 

地點：新北市野柳地質公園遊客中心 2樓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協辦單位：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洪簡任技正勝雄 

議程： 

時間 內容 

14:30-14:40 主持人致詞 

14:40-15:00 業務單位委請專家簡報 

15:00-16:40 與會人員提供建言及業務單位回應說明 

16:40-17:00 臨時動議 

17:00 散會 

註： 

1. 說明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議之進

行，並另行公告再行召開說明會事宜。 

2. 囿於時間限制，每人發言時間最長為 5分鐘，於時間到前 1分鐘響鈴提示，並請

善用發言單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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