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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地景，通常會讓人欣賞、讚嘆。如果我們明白地景的特色與成因，更容易引起共鳴，尤

其是特殊的地景，會令人引以為傲。無形中，這些地景便是我們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在過去

近20年來，曾經歷經了兩次的地景普查。第二次的普查於2012年完成，共有341個景點被登錄。這

些便都是我們國家重要的資產。

本期的地景保育通訊介紹的主題中，主要是以台灣的地景普查後，所選出來的10大地景為主

題。10大地景是由去年的地景調查成果，利用網路票選結果，選出10大地景，同時也選出各縣市

的主要地景。這些地景的特殊性、稀有性與脆弱性，都是所有關心這些地景的朋友們心所懸繫之

處。歡迎讀者透過照片專輯，與我們共同欣賞這些特殊地景。

隨著環境教育法的施行到今天，已經是第三年了，我們瞭解到，如何讓地景保育與環境教育

更進一步的結合，是另外一個任務。透過地質公園、生態旅遊、社區的參與，許多地景得以被注

意、傳誦。因此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努力的是，如何讓地景保育結合環境教育的理念，成為國人的

基本素養。更希望因為地景保育的緣故，台灣能邁向另外一個地景保育的境界。

本期的他山之石專欄，特別刊載了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執行長與副執行長訪問馬祖地質公

園的演講紀錄。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幾年前被列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名錄。他們的地質公園的經

營管理與資源的特性，非常值得我們參考。兩位負責經營管理的負責人的到訪與演講，或許可以

讓我們從他們經營世界地質公園的心得，提供我們經營管理台灣地質公園網路的另一個思考的空

間。

在新書的介紹部分，台灣的動態地景、台灣的地景保育、台灣的地質公園、台灣的十大地景

等四書，正好為本研究室過去四年的努力成果，獻給所有讀者。請大家批評指正。這四本書的前

三本，是以中英文撰寫，希望能提供國外友人，了解台灣的地景特色的介紹性入門書籍。也歡迎

讀者從網頁上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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