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山岳資源豐富，地理環境特殊，造就了具獨特性、複合性及多樣性的生

態環境及自然景觀資源，也創造不同類型的遊憩環境。為有效開發森林遊樂資

源，民國65年訂定之「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第十三條即明定：「發展國有林

地多種用途，建設自然生態保護區及森林遊樂區，保存天然景物之完整及珍貴動

植物之繁衍，以供科學研究及教育，並增進國民康樂。」民國74年修正公布「森

林法」第十七條明定：「森林區域內，得視環境條件，設置森林遊樂區；其設置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78年訂定發布

「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以為設置與管理森林遊樂區之法源依據。

由於國人在物質生活逐漸提昇與改善之餘，有更多閒暇時間追求精神生活之

滿足，為提供國人高品質之休閒育樂場所，本局自民國54年起陸續規劃整建森林

遊樂區，已完成開發並開放者，計有：

太平山、滿月圓、東眼山、內洞等 4處。

大雪山、八仙山、合歡山、武陵、奧萬大等 5處。

阿里山、雙流、藤枝、墾丁等 4處。

知本、富源及池南等3處。

為使森林遊樂資源永續發展，提昇旅遊品質，除逐年編列經費，加強整建及

維護現有16處森林遊樂區之公共服務設施，並積極建設向陽、卓溪、觀霧等 3處

新設置之森林遊樂區，期能滿足國家對森林遊憩資源之殷切需求。90年度完成太

平山蹦蹦車站設施、房舍及仁澤溫泉設施整建工程、觀霧遊客中心新設及步道整

建工程、東眼山公廁整建工程、合歡山供水設備改善工程、武陵、大雪山房舍整

建工程、奧萬大環境美化工程、阿里山房舍、供水設施、觀景平台及解說牌整建

工程、藤枝、墾丁供水設施整修、清水岩、富源步道整建工程、知本牌樓及環境

美化工程、向陽、卓溪公廁及涼亭觀景台新建工程等計56件。另持續推動森林遊

樂區內住宿餐飲等服務設施提供民間投資參與興建暨營運，冀藉民間企業經營效

率，提昇遊憩服務品質。此外，配合2002國際生態旅遊年，積極建設各森林遊樂

區內遊憩服務設施，規劃生態旅遊遊程，另結合山村社區，以拓展森林生態旅

遊，並提供國人親近自然之最佳途逕，進而達到愛林保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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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資源之多樣性與所衍生各種效益，在歷經科學研究及驗證下，已受世人

高度肯定及重視，其中森林遊樂及生態保育效益，便隨著國人對戶外休閒活動之

需求日增，更益顯其重要性。

依本局轄屬16處森林遊樂區，90年統計共提供258萬人次遊憩機會，顯見森

林遊樂區已成為國人從事戶外休閒活動之重要選擇。

因此，在森林資源永續經營、生態保育、提昇森林遊樂產值與活絡山村經濟

等原則下，本局針對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策略如下：

依各森林遊樂區資源特色，結合附近地區景點、人

文及民俗之特色，訂定四季行銷策略，發展具代表地方性之遊憩活動。

森林生態資源之豐富性，是歷經數千年演化結果，為人類寶

貴之資產，在森林遊憩活動中，利用森林生態理念（融合自然保育、遊憩活動並兼

顧地方村落發展）、地理景觀及隱蔽幽靜效益，發展體驗自然之生態旅遊活動，兼

具遊憩休閒、自然教育及保健、運動、健身效果。90年度完成16條生態旅遊遊程設

計規劃及訂定「國家森林生態旅遊策略聯盟計畫」，推動國家森林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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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辦理 2梯次生態旅遊研習班，及1梯次生態旅遊

規劃研習班，培訓本局員工、國家森林志工及社區團體負責人等共計180人。

本年度辦理34場次生態旅遊活動，積極推廣生態旅遊概

念，並出版「新森活主張」、「國家森林生態旅遊 鐵道篇」及刊載中、英、

日文版雜誌廣告，參加第9屆台北國際旅展，向國內旅客積極促銷國家森林遊樂

區及推動生態旅遊活動理念。

改善遊樂區自然環境及

公共設施，提供自然學習、藝術啟迪與戶外遊憩體驗的題材與場所；遊客至森

林遊樂區從事遊憩活動，除了受資源特色之吸引外，設施品質與服務水準，亦

是攸關遊客到訪之重要因素，因此人性化設施規劃與專業解說服務是提昇遊憩

品質重要目標。

將原有之各式步道修整及串

聯，以形成一網狀聯繫，藉由配合步道系統，提供不同遊程及資源帶動民眾走

向自然區域，也帶動村落福利（農、漁、牧、美食、文化、表演），啟發民眾對

自然的尊重，強化自然生態旅憩之體驗；並配合步道系統發展，協助步道沿線

山村部落培訓解說員及嚮導，並提供民宿及登山補給服務，增加當地就業機

會，改善山村經濟。

為引進民間資金及營管技術，提昇森林遊樂區餐宿服務水準，陸

續辦理奧萬大等10處森林遊樂區提供民間投資經營工作。

藉由旅遊資訊系統之建立與電子化，透過資訊之

即時傳輸，提供國人遊程安排，選擇多元化活動，以增進資源經營與利用效率。

為維護森林遊樂區遊憩資源之完整與自然，指定遊樂區內各

項限制與禁止行為，依「森林法」各項規定，執行森林資源保護工作。

為推動國家森林志工制度，引進豐沛社會人力

及各項專才，協助推動各項業務，本年度已辦理35梯次講習，共計1307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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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人休閒旅遊之需要及提昇服務品質，本局積極推動森林遊樂區有償

性之餐宿服務設施開放民營工作，以引進民間資金、企業經營理念及管理能力，

提升森林遊樂區之經營效率。

鑑於森林遊樂區面積遼闊，有位於國有林中心地帶者，亦有位於重要集水區

上游者，且依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規定，森林遊樂區內之森林，視

其資源特性，得劃分為營林區、遊樂設施區、景觀保護區及森林生態保育區等，

除遊樂設施區外，均須由林業機關以林業專業技術加以經營管理。復查區內公共

設施之良寙與旅遊安全息息相關，並不適宜將全區開放民營。是以，在兼顧自然

保育及提升休閒旅遊品質之原則下，僅將有償性之住宿及餐飲等服務設施，提供

民間投資經營，至區內之森林環境及公共設施，則仍由本局經營管理。

另行政院人力評鑑服務團請本局針對可進行民營之區域等提出計畫案，經本

局各林區管理處審慎評估選定，基於國土保安、環境保護、林業整體經營之考

量，除已提供民營之墾丁森林遊樂區墾丁賓館本館、海濱分館2館，及依據「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公告徵求民間投資興建暨營運，現與申請人協商議約

之太平山森林遊樂區仁澤遊樂設施區外，另擇定東眼山、觀霧、合歡山、八仙

山、大雪山、奧萬大、阿里山、藤枝、知本、富源等 10處森林遊樂區之住宿及

餐飲等服務設施，將依據「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之規定，視各地點之資源條件及投資規模，交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OT）；或以委託民間機構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OT）等方式辦理。

案經研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遊樂區餐宿服務設施民營化計畫

案」，經提農委會主管會報作專案報告，復奉行政院89年7月14日核復同意辦理。

其中奧萬大已於90年12月31日招標，惟並無業者參與投標，將針對財務規劃、市場

需求等進行再評估，並將修正公告文件再行第二次公告。本局將積極推動，以提

昇國家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效率、餐宿水準及競爭力，提供國人更加舒適之休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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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山地林野間，有許多早期先住民為生活所走出

的山徑步道，其間蘊涵有先民走過的歷史人文；在今日的

時空背景，則轉換為台灣子民體驗自然、觀察生態、認識

鄉土、增進健康及提供旅遊之重要處所。本會整建國家步

道系統計畫原係配合行政院九十年五月二日第二七三二次

院會通過之「國內旅遊發展方案」陳報，並於九十年十二

月十四日奉行政院核復同意辦理。該計畫現經納入「挑戰

二○○八－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觀光客倍增計畫」中

執行，藉由國家步道系統的規劃與整理，協調各相關管理

單位，整合自然遊憩據點，依據資源條件，發展不同型態

之生態旅遊，使自然及人文等環境資源在兼顧生態保育、

經濟發展及社區福利之生態系經營原則下永續發展與利

用，進而落實綠色矽島建設新願景。

為達成國家步道系統發展之願景，有效展現國家步道

系統之生態與人文等資源特色，計畫相關推動內容如下：

—研訂各類步道選線、定線規範、使

用規則、維護管理及附屬公共設施選址、規劃、設計、施

工規範、圖例等，作為步道設置管理之準則。

—針對選定之步道，進行相關自然、

人文等資源調查，以為步道後續整修等整體規劃之運用，

使有效達成資源永續利用。並依據各類資源屬性規劃步道

系統，並持續彙整相關環境資源資料，進行環境資源資料

庫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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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天然資源分布情形和人為設施

需求等相關內容，考量步道系統的實質情境屬性，規劃國

家步道系統藍圖，以展現步道系統的地景變化與空間向

度，建構完善之國家步道系統，提供休閒遊憩、健行登山

及健身學習等使用。

—適時整理維護步道相關設施，

以確保民眾安全，延長設施使用壽命。逐時進行步道沿線

環境監測，瞭解步道系統之使用情形，及相關環境變化。

—充實步道系統之各

類環境資料，建立環境解說教育資料庫，並藉網站之架設

及連結，提供生態旅遊、環境教育等資訊之查詢管道。

—培訓生態、環境、文史解說人員，

結合山村文化，辦理各類環境教育解說活動，推動兼具生

態、文化與健康之山林生態旅遊。協助輔導山村居民提供

簡易但具地區特色之補給、膳宿等旅遊服務及產品，活絡

山村經濟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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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本年度以辦理先期規劃作業為主，諸如研訂國

家步道系統設計規範、規劃國家步道系統藍圖、建置國家步

道系統網站及資料庫，並選定具代表性且資源豐富之步道，

進行自然及人文資源調查。相關推動內容如下：

1 .

（1）研訂國家步道系統設計規範

（2）辦理霞喀羅古道人文史蹟調查

2 .

（1）辦理北部及中部步道設計規範研討會。

（2）辦理2001年亞洲盲胞登大霸尖山活動。

（3）辦理觀霧森林遊樂區巨木步道之旅等，各森林遊樂區內步

道生態解說活動。

3 .

於森林遊樂區區內或鄰近區域進行步道及相關設施維

護暨整修，包含太平山、滿月圓、內洞、觀霧、大雪山、八

仙山、清水岩、阿里山、雙流、藤枝、知本、富源等森林遊

樂區暨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之步道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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