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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十年代初期，當時北海岸萬里地區

的野柳岬才剛從海岸軍事管制區解禁，

由當時萬里鄉公所以公共造產的型態經營為

野柳風景區，人們才能自由的探索野柳岬的

自然風貌。矗立在野柳岬的180多個蕈狀岩當

中，當地民眾發現了一顆蕈狀岩頭部順著節

理線崩落了一半的岩石。留下的另一半，形

狀在某一個角度神似一個婦人的頭部。在那

資訊不流通的年代，難得有人聯想到港幣上

的英國女王肖像，於是便如同其他蕈形岩石

一樣，取一個時髦又響亮的名字---女王頭。   

所以嚴格說起來，外表堅硬的女王頭誕生至

今不過五十幾年。但是經過歲月的侵蝕，女

王頭跟真正的英國女王一樣，逃不過大自然

的法則---生老病死。

   女王頭所在的野柳岬，歷經萬里鄉的公

共造產，台北縣政府的野柳風景區及目前觀

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風景區管理處(以下簡稱

北觀處)的野柳地質公園等不同的管理單位管

轄，一路走來也算平安順利。從民國五十年

代到民國九十年代中期，野柳地區的遊客數

量始終維持在每年50萬左右，這樣的遊客人

次不受經濟景氣、交通建設，甚至SARS病毒

傳染的影響，這樣不上不下的表現在台灣地

區的風景區當中也算是獨樹一格的。

   民國95年1月1日，觀光局北觀處將野柳地

質公園透過促參法將經營管理委託給新空間

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空間公司)，經營

期限為10年，到期後優先議約可以再經營十

年。今年(104年)第一個十年的經營管理即將

到期，究竟這十年的經營管理，野柳地質公

園是一路走來始終如一，還是有了甚麼樣的

變化呢？

   第一個變化就是遊客人數的巨大變化。野

柳地質公園或是前身野柳風景區開放的前40

年當中，每年的遊客人數變化不大。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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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委託給民間企業以後，遊客人數逐年攀升

到民國103年時已經超過330萬人次，為原來

的六倍之多。大量的遊客不但增加園區管理

者的收入，同時繳交政府的權利金和各項稅

金都大幅提高。最重要的是帶動了區域的觀

光經濟發展，提供民眾就業機會。

   第二個變化是野柳地質公園委託經營的十

年間，從事學術研究計畫超過40個，主辦或

協辦國際地質相關研討會超過15次，推動生

態旅遊、綠色旅遊及環境教育超過三萬人次

參加，提供遊客解說導覽超過50萬人次。而

這些學術及教育面向的經營，在現階段是無

利可圖的經營項目，這也說明了野柳地質公

園的經營單位不是純粹以商業經營的角度來

經營園區。

   第三個變化是野柳地質公園的國際化。野

柳在十年前的國際遊客只占10%(約每年五萬

人)，十年後國際遊客的比例提高到80%約每

年260萬人。這麼高的國際遊客比例，目前

在台灣地區為僅次於國立故宮博物院。這幾

年，野柳女王頭已經成為台灣對外宣傳重要

的地標之一，包括新版中華民國護照內頁的

第一頁就是野柳女王頭。

   新空間公司是如何讓野柳地質公園產生

以上的變化呢？首先最重要的是新空間公司

是不以商業利益為公司經營的優先目標。追

求最快及最大的商業利益是一般企業經營的

基本原則，但是在野柳地質公園，這樣的經

營策略反而會變成殺雞取卵。野柳地質公園

的核心價值除了提供遊客地景地質賞景功能

以外，教育推廣及學術研究更為重要。地質

公園若要永續經營與發展，必須從教育面向

著手，而學術研究則提供教育推廣基礎資料

及未來的發展方向。所以新空間公司接手經

營權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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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料建置以後就轉化成一般學生及遊客可以輕

易吸收消化的圖畫書、解說手冊、學習單、

冒險地圖或電腦互動遊戲及動漫影片等。透

過這些媒介可以讓遊客及學生更加深入的了

解野柳進而喜愛野柳。

   其次新空間公司也意識到了，地質公園

發展的同時，周邊社區的發展提升和參與也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只在園區以內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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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幹，縱然經營的成果是遊客暴增、得獎無

數，只有獨善其身的後果是社區疏離、為富

不仁。野柳地區長住的人口約一千五百人，

其中從事與觀光相關產業的人口約六百人，

這麼高比例的人口數量除了地質公園直接聘

用的六十多人以外，其他都在園區外從事餐

飲、住宿、紀念品販賣等工作。當大量的遊

客湧入野柳地區而居民卻做不到生意，生活

沒有改善時，不理性的抗爭就會發生。再

者，遊客對野柳的觀念是整體的，並沒有園

區圍牆的觀念，遊客對周邊特產街販賣的商

品品質低劣，服務不周等不好印象，一樣算

在地質公園的頭上。因此，新空間公司除了

迴避跟園區外商家經營相同項目，避免與民

爭利以外，一直都很積極在提升整體野柳社

區的層次與形象。除了最直接的經費補助等

敦親睦鄰方式，也積極的委託專家學者，開

班授課，參訪其他成功社區發展的案例，希

望在地質公園國際化的同時也能將社區整體

水準及形象提升到國際標準。

   新空間公司的國際化比較具體的成果除了

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外，就是已經與日本秋芳

洞及福建泰寧世界地質公園簽訂姊妹公園，

雙方除了學術和管理技術的交流以外，還必

須共同行銷，互相推廣。目前野柳地質公園

還與日本及大陸多個世界地質公園交流洽談

中，未來將會增加姊妹公園的簽約數量。在

國際遊客的比例上面，除了目前佔比較大比

例的大陸遊客(60%)以外，其他國籍的遊客也

有大幅的成長。十年來，非大陸的國際遊客

也由每年5萬人次增加到每年60萬人次。

   過去的十年，野柳地質公園的成長翻了好

幾個身，成為台灣觀光推廣及地景地質教育

推廣的模範生。在新空間公司未來新的十年

經營管理，還能像前十年一樣保持高成長、

高品質嗎?

   大量的遊客雖然帶來可觀的經濟發展，但

是隨之而來的是對環境的衝擊，造成無法永

續經營。所以基本上增加遊客人數不再是未

來的發展目標。野柳地質公園的園區總面積

為24公頃，但是95%的遊客只到訪第一區的燭

台石與第二區的女王頭，而這兩區的面積只

有不到5公頃。每日平均9200的遊客人數要擠

在5公頃的土地上，而事實上園區希望遊客只

在觀景步道上移動，不要到處遊走避免增加

人為破壞。所以地質公園的擁擠程度已經到

了令人無法忍受的地步。新空間公司在民國

101年開始對園區尖峰時段實施人數管制，園

區內若超過2500人便進行遊客入園管制。此

項措施也已經達到分散人流的效果，遊客會

分散到非尖峰時段到訪野柳。但是問題是:野

柳真的需要這麼多所謂『到此一遊』的遊客

嗎？女王頭斷頭後遊客還會再到野柳來嗎？

沒有女王頭的野柳會是甚麼情形呢?

   上述三個問題其實牽涉的問題很廣，包含

了國家整體發展、觀光政策、生態保育及社

區發展等等。新空間公司以一己之力，只能

想著今天不做明天就為時已晚的理念繼續勇

往直前。近幾年國家政策在引進大量國際觀

光客，身為野柳地質公園的管理者，新空間

公司很驕傲地提供國際觀光客欣賞國際級的

地景，國際級的服務。同時也要保存野柳地

質公園第三區尚未被觀光客踐踏的土地，安

排更有趣味更有內容的環境教育課程及生態

旅遊。未來的發展方向將由『量變』轉換成

為『質變』。至於回到主題女王頭，雖然在

不久的未來將會跟真正的英國女王逃不過生

老病死的宿命，我們也會像照顧自己家人一

樣的呵護她，防止任何的人為破壞，直到她

『壽終正寢』。

   女王頭帶領野柳經歷了風光的十年，但是

如同企業家交棒一樣，野柳必須找尋另外的

接棒人，而這個接棒人不是所謂的燭台石或

是俏皮公主等單一個冰冷的石頭，而是在塑

造一個地質公園真正的核心價值，這個核心

價值其實就是聯合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四

個面向：地景保育、地景旅遊、環境教育及

社區參與。而女王頭在未來的十年(或許不

到)，將以她既有的光環帶領我們完成扶持這

個新的接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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