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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觀察鄰近幾個國家的地質公園

發展，可以瞭解地質公園並非只是以地質特

性為主的公園，也非一個號稱地質公園的地

方，就叫做地質公園。然後就天下太平。

這樣的背景裡，我們需要如何模樣的地

質公園?我們可以發展出如何的地質公園呢？

地質公園的理想與願景又是如何？

地質公園從1997年開始被提出、規劃

設計與經營管理至今，正好20年。過去20年

來，正好看到地質公園構想啟蒙，到世界上

許多國家的認同，並提出許多的地質公園參

與認證。不管是國際等級，還是國家等級，

甚至是地方等級，在在吸引許多人的投入。

因此地質公園這樣的名稱，已經慢慢變成一

種品牌。就像國家公園一樣，是跟世界接軌

的。地質公園在這些地方，也是吸引國際訪

客、國內遊客的招牌。

因此，我們看國際地質公園的發展，對

各國而言，的確是一種運動。雖然每個國家

發展地質公園的目的不同。有些是以觀光發

展為主，也有些國家是以地方的產品為發展

的基礎。但整體而言，是希望地方永續發展

為依歸。

台灣成立正式地質公園網絡，從2011年

開始成立，介紹地質公園的概念。有9個地

質公園成立，但是基本上是概念性的地質公

園。有關地質公園的建設，相對的還是侷限

於網絡會議的舉行與參與、國外地質公園的

參訪、相關海報與手冊的出版。然而地質公

園究竟是否是類似國家公園，有一經營管理

單位來負責？還是地質公園只是一個概念、

虛擬的公園而已。由於2016年七月前，都沒

有相關法源的規範，因此各地質公園的後續

推動，無法有效進行。各地質公園的伙伴仍

以概念的培力訓練為主。

然而，從2017年開始，地質公園修入

了文化資產保存法。各地質公園如何經過認

證、指定，達到完成設立程序。變成需要更

進一步思考的地方。這也是許多國家在看台

灣的地質公園網絡時，常常問到，台灣的地

質公園如何認證與指定的原因。

過去英國的English Riviera Geoaprk

在申請認證時，探討的主題便是綱要發展計

畫、教育宣導計畫、地景保育計畫、經營管

理計畫等計畫的規劃。也就是說，要成立一

個地質公園需要有好的綱要發展計畫、保育

計畫、宣導計畫、財務管理，乃至於如何經

營管理。而這些規劃是否能夠被實踐，或是

已經開始落實了，都是被評鑑的重點。

我們如何參考類似英國的作法呢？雖然

國情有所不同，但我們有幾個方向應該是在

認證過程中，需要去達成的:

1. 地質公園的社區參與。社區是一個概念。

社區是指生活在地質公園的居民與相關的

權益關係人，例如學校、商店、農家等

等。要做地質公園，究竟是有何目的，必

須先釐清與社區的關係。如果地質公園與

社區沒有瓜葛，顯然社區不是地質公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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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地質公園無法獨立於社區。沒有

社區的地質公園，設立是沒有意義的。因

為地質公園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促進地方

的永續發展。

2. 地方政府的支持。地質公園雖然是以地方

的特殊地質、地形的環境，希望能藉以做

為地方的永續發展基礎。因此有許多的面

向需要不同政府部門的參與。地方政府有

許多部門，如果沒有對地質公園的瞭解與

參與，地方的地質公園是很難推動的。地

方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如何協助社區

去規劃、經營管理，甚至經費、人力的支

持。地方政府的支持，不應該只是應付社

區的概念而已。

3. 相關政府部門的協助。尤其是各國家風景

區、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的主管單位。

因為在這些地區的這些單位，都是目的事

業主管單位，甚至是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如何讓轄區內的地質公園的概念落

實，提供地方永續發展的基礎，需要有更

多的共識，才能有效的經營管理與發展。

因此，政府部門的參與、輔導與經營的角

色，必須取得一定的定位與角色。

4. 地質公園的範圍。基本上，地質公園內，

應該有特殊的地景點，可以被利用來吸引

人的地方。甚至成為永續發展的基礎。這

些地景點的特殊性、故事性，應該能被研

究與解說。地質公園內重要的地景點，需

要有更多的維護計畫，避免破壞。這些經

營維護計畫，需要更多的經費與人力與技

術，以及更有效的推動。

5. 地質公園的經營需要有人去負責。所謂的

人，是指一個組織或一個社團去經營管

理。例如例行的安全、清潔維護；災害的

排除與維修；解說與教育活動的推動；地

方特色的產品的研發、製作；地方文化特

色的傳承乃至於地方形象的建立。因此，

一個活動的地質公園，必須有一群人們的

經營，但需要結合地方政府、民間團體，

地方居民、學校等權益關係人，一起努

力。因為有很多的工作，必須主管單位的

協助。以馬祖地質公園而言，雖然是由社

區發起，但經營管理單位應該會是由馬祖

風景區管理處來協助。許多的地質公園的

活動與經費的籌措，都需要風景區管理處

來協助。因此，一個好的伙伴關係，將是

一個地質公園成功的開始。

6. 國際交流是另外一個選項。走出台灣，也

歡迎外國訪客來台視重要的一環。主要原

因是他山之石，可以協助我們瞭解自己的

優缺點，同時也可以增進我們經營管理的

方向與方法。尤其是台灣成長的經驗中，

固然有自己的環境與文化成分，而演育出

獨特的地景文化。但因為地方小，需要瞭

解國外的發展與特色，借而引領我們的地

質公園的發展。然而地質公園要如何迎接

國外訪客呢？語言能力的培養是一重要一

環。解說與交通、住宿等問題的解決與提

升，都必須在經營管理之際，有更積極的

作為與突破。

7. 當今網路時代，許多的地質公園資訊也需

透過這樣的管道行銷。等同行銷的意義是

提供相關資訊給訪客或潛在的訪客。其中

包括了學校戶外環境教育、鄉土教學都

是。另外外國語言的資訊提供也非常重

要，如果可能，盡可能利用各種機會，把

自己地質公園的資訊轉譯成其他語言，也

將是與國際接軌重要一環。野柳地質公園

是非常好的例子，目前提供了10種語言的

服務，甚至比故宮博物院的七種還多，是

全國所有景區中，最積極努力的。其他地

質公園如何趕上，是一個努力的目標。

8. 至於地質公園的產品，則是另外一個需要

努力的方向。因為這些代表了各地質公園

的特色。例如澎湖的地質公園產品是漁產

品，草嶺的是山產，利吉的特色是釋迦，

燕巢的特色是芭樂。其他的地質公園是否

也可以找出一些可能成變成品牌的產品

呢。其次是如何變成品牌行銷，都是未來

地質公園可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