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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成立大會紀要

臺灣地形研究室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在各界的協助下於

106年3月17日下午在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

際會議廳舉辦成立大會，邀請立法院蘇委員

治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觀

光局、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臺灣地質地形相關的學者專家、臺灣地

質公園網絡成員等，在100多位與會貴賓的見

證下正式宣布成立。

成立大會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林俊全教授主持，也是此學會籌備處主

任委員，他感謝來自馬祖澎湖及台東等遠道

而來的伙伴來參加此次盛會，感謝王鑫教授

過去在30年前成立國家公園學會後，致力推

動保育，而今天成立的台灣地質公園學會，

是從地方社團切入的社團，以社區的地景、

歷史文化等為榮，也希望社會有這個學會成

立能有更多的貢獻。很高興去年政府公布地

質公園成為文化資產保存法法條的一部分，

也特感謝立法院蘇委員治芬能讓法規順利的

通過，地質公園的通過對於地景保育及社區

營造方面是一個里程碑，而這個法條的主管

機關為林務局，另外地質公園在地質景觀方

面如何讓大眾去看到，除了有地質法之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也致力推動地質知識

的推廣。另外感謝國家公園及觀光局能夠加

入地質公園的系統，感謝各位貴賓蒞臨大

會，希望未來學會對國家有更多的貢獻。

接著由文化大學王鑫教授致詞，他說從

20年前開始始推動地景保育，當時林俊全教

授在英國念書，他轉告我在英國舉辦地質保

育大會，希望能夠去參加，當時也順利去參

加了，這是推動地景保育的關鍵，讓國內的

地景保育逐漸朝國際去發展，而跟地質公園

的結緣也是在那時候。感謝相關政府行政人

員的協助，讓地質公園有更多人去了解，感

謝林俊全教授願意承擔成立學會的重任，希

望地質公園將來更上一層樓、更普及。

蘇委員治芬說去年將地質公園正式放

到文資法，是希望以國家的位階把它保護下

來，除了目前9個地質公園外，還有許多區域

需要去保留，很感謝台大林俊全教授及李建

堂教授過去在她擔任雲林縣長的期間，不斷

的跟社區說明，這十幾年來慢慢地去取得地

方對地質公園的認同。目前我也加入學會的

會員，未來地質公園還有許多任務，希望可

以跟大家一起努力，也讓臺灣有更多區域加

入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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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文化大學地理系王教授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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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林局長華慶說在林俊全教授近30

年的努力，以及王鑫教授協助下，見證到地

質公園的開花結果，今天是臺灣自然保育界

相當重要的日子，地質公園這個概念終於在

臺灣有比較多人去理解，今天正式成立的學

會，有一個專業的團體，未來可以讓地質公

園的發展更有方向性，也謝謝過去前輩們的

努力。林務局在代表農委會成為地質公園的

主管機關，不過過去林務局10幾年也陪伴各

位一起努力，如草嶺從風景特定區，經921地

震後轉型成為地質公園，最重要的推手為蘇

委員及相關的老師，林務局也輔導了利吉、

燕巢等4個地方以及觀光局5個管理處成立了

地質公園網絡，很重要的是帶領社區去了解

地質公園，以及進行地質公園的教育推廣，

讓在地居民理解在地地質的珍貴性，然後引

以為榮，這是自然保育相當重要怎樣去促進

居民的認知，願意自發性的去愛護它。林務

局去年有國土綠網的計畫，希望能夠串連里

山、里海及地質公園，讓國土有個生態廊道

的網絡，地質公園將是推動這個生態網絡的

策略點，希望能夠保全社會-生態-生產地

景，未來能與學會合作，透過學會平台與專

家學者、社區NGO及居民等，來達到地質公園

發展的願景。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江所長崇榮說

我們都知道人都來自於大自然，生活在大自

然裡，由大自然在供養，最後還是要回到大

自然，所以大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如果我

們對於大自然的地質及地質作用有一定的了

解，會與大自然產生連結，對於我們的生活

及態度會有選擇，至少居住環境會選擇趨吉

避凶。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成立的宗旨非常明

確，希望以科學研究做基礎，在策略上要結

合社區及地方的人力，來共同推廣地質公

園寓教於樂的成效，當然最終要推廣環境教

育，然後促進地質公園保育及永續的發展。

因此我覺得地質公園學會的運作，一定會給

國人們對知識有很大的提升，讓我們生活更

有內涵。今天只是一個成立的開始，還需要

大家共襄盛舉，大力協助這個學會的發展，

也希望這個學會欣欣向榮，為我們生活添加

更多的內涵。

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方處長正

光代表觀光局長致詞，他說地質公園在2004

年開始推動，2005年在澎湖舉辦第一次辦

理地質公園國際研討會，同時澎湖縣政府也

是最早把地質公園納入相關法規。非常高興

代表局長跟各位對地質公園熱愛的朋友來參

加臺灣地質公園學會的成立。地質公園最重

要的精神是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地景旅遊

及社區參與，這正好是觀光局目前要推動的

主要業務，也要走進社區跟社區一起打拼觀

光，點亮台灣。2011年觀光局及林務局在林

老師的協助推動下見證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

的成立，原本6個地質公園，在觀光局的加入

下，目前已經有9個地質公園，因此觀光局與

地質公園結下非常深的淵源，我們也希望地

質公園學會成立後，能夠結合產、官、學及

社區，一起帶領大家將臺灣的地質公園告訴

世界，雖然不能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但

臺灣絕對是世界最好的。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詹組長德樞說

在國家公園裡地景也非常的多，早年也請王

鑫教授調查陽明山全區的地質景觀，幾年前

照片2.農委會林務局林局長華慶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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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幫國家公園寫一本如何欣賞地景，來培養

大家欣賞臺灣這麼漂亮的地景。國家公園的

成立主要是保育，保育不外是動植物的生物

多樣性，或是人文史蹟的多樣性，另外就是

地質景觀多樣性。記得有一年參觀日本火山

的監測，在島原市剛好在宣傳雲仙火山世界

地質公園4周年，臺灣島地質地形多變，可以

成立地質公園非常多，但因為政治因素，無

法參加國際的組織，當然我們也希望地質公

園的成立，不管藉由生態旅遊或是環境教育

的推廣，地質公園都是很好的場所，讓大家

認識地質公園，因為認識它，才會想要保護

它，期望學會未來發揮環境教育的功能。

林俊全教授說除了以上致詞的貴賓外，

還有許多國家公園、林務局及觀光局的處長

蒞臨本次大會，感謝各位貴賓的蒞臨，其實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將

是學會成功的關鍵，也要拜託各位多支持。

從2005年開始辦地質公園會議到2009年及

2011年，一共辦了3個國際地質公園會議，我

們的總統都有召見國際貴賓，今年9月預計召

開臺灣地質公園的國際會議，到時候也期待

各位在場見證，我們也希望可以有40位日本

地質公園的貴賓可以來參加國際研討會，承

如先前貴賓所提到因政治因素我們無法走出

去，所以我們就讓國際人士走進來台灣，看

看臺灣地質公園推動的成果。

接著開始進行成立大會的議程，首先報

告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成立的過程及未來的工

作計畫，同時說明學會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

入會情況，估計今日有將近100位入會。接著

討論學會章程的內容，經會員討論後，建議

修正部分內容，並於大會正式通過。

本次大會邀請林務局夏組長榮生演講，

她說去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地質公園的名稱

及定位納入法條中，在後續整體的操作過

程，未來的運作到底有怎樣的可能性，或是

在這樣的過程中到底要有怎樣的程序，能讓

各地方的地質公園更加的活絡，以及讓地方

的政府、NGO及社區夥伴們，更有充分合作

及協力的態度，今天的演講將來跟各位說

明。今天的演講題目為「文資法修正後的地

質公園」，文化資產保存法從民國71年制定

開始，夏組長說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的過

程，包括提高罰則、文化資產的分類等，其

中地質公園則列入第78條的法規中。在自然

地景的變革方面，早期只能中央指定，修法

後地方也能指定，因此自然資產可區分為國

家級跟地方級，而自然文化景觀改為自然地

景，之後再區分為自然地景跟自然紀念物。

在地質公園的指定方面，可以由個人、團體

向地方政府提出指定申請地方級地質公園，

再由地方向中央提出變更為國家級的申請，

所以一經公告，即具有文化資產的身分，而

地質公園學會在指定的過程中則可以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接著以日本地質公園為例來說

明如何規劃地質公園的範圍。她說地質公園

學會的成立凸顯重要且深願的意義，除了展

現大家共同推動地質公園的決心，更重要的

是協助讓在地社區營造更永續的生活環境與

發展。而林務局為深化里山倡議的精神，推

動國土生態綠網建置計畫，現有9處原本具有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地質公園，希望都能

陸續完成公告，成為生態綠網的其中一環，

也希望在學會的帶領下，讓臺灣地質公園在

國際上發光發熱。

照片3.林務局保育組夏組長榮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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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觀光局北觀處陳處長美秀演講

觀光人眼中的臺灣地質公園—以野柳地質公

園說起，她從觀光局第一本地質公園的研究

報告，談到觀光人要與地質地理來結合，因

此委託林俊全教授進行相關的研究，後來第

二本則進行國際地質公園相關申請架構的建

立，並完成英文版的申請文件。他認為國際

進入臺灣觀光，對於地質公園這一塊是不能

或缺的。接著他用許多照片來介紹北部海岸

地質公園，她提到地質公園是要大家去親近

的，如果不去親近就不會加入這個地質公園

網絡，她也說雖然他們是是做觀光的，但是

與地質公園推動的宗旨是一致。接著她以野

柳地質公園為例，提到野柳的OT廠商獲得的

金擘獎，而觀光局北觀處獲得行政院的永續

獎，是第一個頒給觀光單位的，這也表示觀

光單位也是有在努力做保育。例如野柳早期

是開發過度的風景區，在觀光局接手後進行

設施的減量，並與地景融合增加美感。而在

環境教育方面，野柳地質公園是環保署環境

教育場域認證的第一個地點，也因此觀光局

每個管理處也開始進行環境教育，具有帶頭

的作用。野柳後來因開放陸客觀光，在遊客

量大增的情況下，是觀光局第一個進行總量

管制的地點，同時也讓國際了解到我們已經

開始在做地質公園的總量管制。在野柳保育

方面，透過公民討論的方式，把地質公園的

保育帶出去，也因為女王頭保護的議題，讓

更多人知道地質公園在進行地景的保育及保

護。另外包括攤販及野柳紅色警戒線的議題

等，也透過社區參與及公眾討論的方式來處

理，希望各位如果有好的建議，也可以提供

給管理處參考。

演講完後，接著公布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第一屆的理監事當選名單，在各位會員無異

議的情況下，順利完成成立大會的舉辦。

照片5.參加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成立大會全體貴賓合照

照片4.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陳處長美秀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