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景保育通訊 55     2022.12 2

專

論

回顧地質公園學會六年的工作

林俊全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理事長

一、	前言

地質公園學會成立至今，也快6年了。真

的時光飛逝。回顧起地質公園發展的歷史，

應該從2005年在澎湖第一次辦理世界遺產與

地質公園國際研討會說起。經過了11年的努

力，讓文資法修法成功，從2016年7月27日總

統公告文資法修法，自然地景的法條中，納

入了地質公園與紀念物的文字。從此地質公

園的設立是有法律依據的。從林務局公告地

質公園的指定與廢止辦法後，馬祖地質公園

是第一座成立的地方級地質公園。和平島地

質公園是第十座地質公園。從2018年到2022
年，四年內臺灣依法成立了10座地質公園。

其中地質公園學會扮演了許多的角色。

記得2017年3月27日學會成立那天，在

台大思亮館舉行成立大會，從此開啟了地質

公園學會的各項任務。六年匆匆過去，地質

公園的概念在臺灣，從開始介紹到學界、政

府部門，從研討會到出版、到有系統地辦理

各種網絡會議、國內外考察與交流活動，從

沒有法源的依據到文資法納入地質公園的概

念，慢慢讓地質公園進入臺灣許多角落。經

過幾年的努力，讓地方社區、地方政府瞭解

可能的努力方向。可貴的是林務局長年的支

持，以及許多其他政府部門的協助，都讓許

多活動，讓人有感。

二、	學會發展的狀況

如果要檢討這六年來的努力成果，

學會的確陸續辦理許多活動。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努力工作，應該是協助各地質公園

依法完成設立地質公園。截至2022年底，

臺灣有10座地方級地質公園設立。到目前

為止，雖然這些地質公園都是地方政府依

法經過調查、公聽會、審議會等程序通

過，再公告。地方政府是主管機關。但各

地方政府看來對地質公園的設立目的、

經營管理目標乃至於支持程度都有不同

的解讀。有些地質公園很努力的經過調

查、辦理社區、學校說明會外，還辦理許

多的地質公園的活動、交流，才通過指定

審查。但也有地質公園所在的縣市政府，

並沒有把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當成施政

的一環。只希望很快速通過指定。但如

何讓社區瞭解這些推動，並能開展各項

的工作，就沒有能繼續後續的推動。因

此經過幾年下來，雖然指定成為地質公

園，但離地質公園成立的目的，看來還

有許多差異，這些都需要繼續釐清與推

動的地方。包括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的

共識，都是需要更進一步努力的地方。

另外一個問題是各主管機關、管

理機關，都已經有繁忙的業務，又面臨

人手不足的問題。所以也不容易從容的

推動地質公園業務。其實，各地方政府

瞭解地質公園是協助地方永續發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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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地質公園的運作，需要各部門（權益關

係人）協助達成地景的保育、做好環境教

育，讓地景旅遊成為吸引人的亮點。同時

也能讓社區伙伴參與各種活動乃至於經營

管理。社區伙伴的認同並能參與，應該是

地方永續發展重要的一環。然而如何達成，

許多的溝通是需要的。這些推動概念要展開

時，會發現說易行難。主要的原因是主管機

關是否願意落實指定後的經營管理。有許

多地質公園的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是一樣

的。也就是說缺乏經營、推動的層級，地

方社區也就不容易跟上。一般而言，主管

機關的工作量已經非常繁雜，如果還要監

管、經營地質公園的發展與活動，常因為經

費、人力與經驗不足，而無法落實。因此

地質公園的經營會落入虛有其名的窘境。

三、	品牌的建立

所以如何建立地質公園的形象、品牌

會是未來的挑戰。各地質公園如何建立品牌

與知名度，如何歡迎遊客到訪與瞭解地方特

色，需要精心的規劃與設計。除了地質公

園學會的標章外，目前馬祖、東部利吉、富

岡、野柳有比較清楚的地質公園標章外，其

他的地質公園仍須繼續設計，並應用。如果

可以建立品牌形象，同時各地方政府主管機

關與管理機關在辦理活動時，可以將地質公

園的標章標示，會對地質公園工作的推動有

很大幫助。

對地質公園的發展而言，品牌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這也是後續需要各地質公園一

起支持、努力的地方。臺灣各地質公園都具

有許多地景特色，許多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故

事。這些故事如何分享與應用，解說制度就

非常重要。以馬祖而言，在風景區管理處的

努力下，就有許多的解說牌設置，且都有中

英日韓等語言的介紹。野柳地質公園更有10
種語言的介紹，歡迎各方遊客到臨。這是兩

處地質公園的典範。各地質公園需要有解

說制度，才能將地方的好、美，介紹給造訪

者，也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訪。因此各地

質公園的解說牌、解說員的服務工作，都是

各地質公園成立後，需要更進一步達成的。

四、	解說員的培訓

解說員認證的工作是除了解說牌的設置

外，解說員現身說故事，是地質公園可以讓

更多人瞭解的方式。到2022年12月為止，各

地質公園通過地質公園學會認證的解說員，

正好達到500位。每位解說員除了拿到證書、

學習護照外，還有一個以高雄泥岩惡地地質

公園的芭樂樹的樹幹，以雷射雕刻成的木

章。500位的解說員，如果能發揮其功能，將

對各地質公園的解說服務，有很大的貢獻。

更希望有很多的解說員，可以接受進階級的

培訓。

臺灣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制度，是以地

方級、進階級與國家級，分成三級。地方級

解說員在受訓40小時，經過考試及格，可以

獲得地方級解說員的認證。這部分的課程是

以各項基礎概念為主。認證後，需要有40小
時的解說服務，才能參與地質公園學會辦理

的進階級解說員訓練班的課程。這個課程時

數也是40小時。課程內容則以各地質公園的

解說能力訓練為主。經過40小時的解說服務

後，並取得急救訓練的認證後，可以獲頒進

階級解說員的木章。如果希望獲得國家級解

說員的認證，則需再由地質公園學會的認證

課程40小時，並解說服務40小時後，才能獲

得。

這樣的設計，是希望能創立地質公園解

說的品牌。因為臺灣的國家公園、國家風景

區都有解說員，但如何建立地質公園解說員

的品牌，需要有系統地累積這些訓練成果，

才能有機會建立品牌。同時這些通過認證的

解說員除了協助各地質公園的解說水準外，

也能獲得些經濟收入。因為地質公園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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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是以志工性質參與，協助造訪者認識地質

公園的，並沒有如同國家公園的解說員有固

定薪資。因此，解說員訓練的工作是必須持

久，也要能讓解說員有培力的機會，不斷成

長。

五、	出版的任務

各地質公園有其自然地景、生態、歷史

文化的背景，這些都需要不斷的研究，並將

成果轉換為解說的資料。學術研究成果轉換

成科普的資訊，解說員乃至普羅大眾可以參

考的書籍。因此，解說資料的整理，便非常

重要。目前學會出版的《閱讀台灣的地質公

園 》、《閱讀野柳地質公園 》等書，便是在

此背景下出版。

衛城出版社所出版的《億萬年尺度的臺

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 》，與野人

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臺灣惡地誌 》，也是

各地質公園慢慢出版的讀物。這兩本書也都

獲得許多出版界的榮譽大獎。也值得感謝出

版社的貢獻。

六、	網頁資料

在可見的未來，地質公園需要更進一步

將所有地景、生態、歷史文化的資料，更有

系統的收集、整理、應用。存放網頁的資料

可能是活化的一個方式。目前地景保育、地

質公園所有的出版品，幾乎都在臺灣的地景

保育網、地質公園網可以查詢、下載。能夠

這樣展示，其實背後有許多的努力，也要感

謝林務局長年的支持，讓這個網頁能發揮一

定的功能。

七、	觀摩與競賽

相關比賽與觀摩是學會的另外一項重

要推動工作。目前每年舉辦的地質公園的攝

影、影音比賽，陸續把各地質公園之美，讓

社會大眾欣賞。曾經辦理了三年的攝影比

賽，目前作品仍全省各地巡迴展覽中。地景

美學是一個國人較少的素養。過去的學校教

育中，並沒有特別重視美育的教育，進入社

會後，美學的素養更難達成。期待地質公園

之美，能讓社會大眾瞭解與欣賞，美學的推

廣，便非常重要。

再者，地質公園產品競賽，也希望提供

各地質公園互相觀摩比較的機會。許多地質

公園社區在參加了地質公園網絡會議，或地

質公園的訪問活動中，都看到有哪些產品，

可以發揮的。無形中也刺激許多的發想。雖

然目前許多地質公園仍在草創階段，相信未

來各地質公園能有更多的創意產品推出。

八、	國內外交流

地質公園另外一個工作重點便是國內

外交流活動需要繼續推動。過去六年的前三

年，學會還常常帶領與國外地質公園的交流

活動。後三年因為疫情之故，雖然沒有與國

外交流的活動，但地質公園間的互動、學習

與串連，是一直不斷的。整體而言，包括協

助辦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等，地質公園

學會每一次的會議與活動，都提供了各地質

公園社區的學習平台以及成長的機制。

圖1、使用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芭樂樹樹幹

為材料，並以雷射雕刻成的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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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交流活動，都需要經費。經

費如何籌措，是各地質公園的考驗。如何透

過社區的經濟收入，或是相關部門的補助，

讓這些交流活動，包括網絡會議，都能順利

上各地質公園社區參加，都是一種需要長期

規劃的工作。

臺灣與日本地質公園的交流，在因為疫

情中斷三年後，即將於2023年4月舉辦日本

糸魚川地質公園考察。這次考察有四位高中

生與三位高中老師同行。他們也是第二屆讀

景比賽的特優學生與指導老師。在可見的未

來，我們也必須準備好，歡迎來自國外的地

質公園伙伴的交流活動。這些準備工作需要

有系統地準備。2023年7月將有第三屆讀景比

賽的特優同學與老師，赴日本考察、學習。

目前這些送學生到日本的活動，都是伙伴們

捐款促成的。為了以後可以培育下一代對土

地的認識與愛護之情，希望這些活動可以得

到更多的捐款協助辦理。

九、	讀景比賽

讀景比賽是另外一個重點。臺灣地質

公園學會過去三年來，努力辦理以高中生為

主的讀景比賽。這個活動的背景是臺灣地質

公園學會做為一個以推動地景保育、環境教

育、地景旅遊與社區參與的社團，如何認知

可以推動哪些工作，是有意義的？最後大家

討論的結果，認為為下一代提供扎根，認識

自己的土地（包括認識自己的地質公園），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協助高中的地理、地

科、生物、甚至國文等科，變成跨領域的學

習認識自己的土地，可以是一個努力的方

向。

因此學會策略上希望能得到高中老師

們的協助，一起在高中的課程裡，融入認識

地方的野外課程。並能有系統地學習閱讀地

景。另一方面，也提供高中生參與學習閱讀

地景的比賽。充實高中的地理、地科教育的

內容。相信這些認識自己土地的工作，會伴

隨著他們的成長。對自己土地的關愛，也會

隨著增長。這將是一個地質公園學會，做為

一個共同成長的平台，最可貴的機會。

目前讀景比賽正開始第三次的競賽，我

們期待最後每年能有一萬個高中生（大約是

當年百分之10的學生）能參與這個活動。當

然這需要許多高中老師也能協助學會一起努

力，提供高中同學透過學習、觀摩，認識這

塊土地的機會。希望這是學會對我們下一代

的貢獻。我們有這樣的期許與努力的方向。

十、小結

整體而言，過去臺灣的地質公園透過

在地質公園網絡、地質公園的群組、地質公

園學會的努力，不同平台的努力已經有不同

的面貌。地質公園學會也算完成了階段性任

務。但仍然有許多工作，需要接棒下去。也

有許多工作，需要主管機關、管理機關的協

助。

檢討之餘，必須謝謝所有參與過去六年

來，地質公園相關活動的伙伴，表達最高的

謝意。過去如果有任何成果，都是整個團隊

的努力。期待整個團隊能繼續努力，讓地質

公園成為地方永續發展的方式，也是地方的

驕傲。

圖2、第二屆讀景比賽特優作品得獎學生及其
指導老師於第22屆臺灣地質網絡會議上授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