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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各地方政府的推動地方級地質公園

的認證工作，在未來邁向國家級的地質公園

過程中，需要有更清楚的評估標準。本文主

要說明國家級地質公園的評估方式，依據世

界地質公園的標準與評估方式，修改成台灣

級國家地質公園的評估表，歡迎各地方級地

質公園一起推動。本報先係向林務局提出之

研究報告，後續相關辦法及規定，仍需由林

務局公告。本文僅提供參考。

一、目的

地質公園從2016年7月納入文化資產保存

法後，為促進地質公園的發展、經營管理與

永續發展，應有整體的規劃。馬祖地質公園

計畫便朝此方向發展，以成為國家級地質公

園認證條件。

二、依據

地質公園計畫的精神與目標，是配合

臺灣的地質公園，朝地景保育、環境教育、

社區參與及地景旅遊的方向。策略上，國家

級的地質公園有明確的範圍、核心區、經營

管理單位並透過資源調查計畫、經營管理計

畫、綱要發展計畫、教育宣導計畫，並有

良好的財務規劃。國家級地質公園應具備條

件，本報告依下列條件，加以列表說明。

三、國家級地質公園的自評內容與評
估表

表1 評估表內容

I 地質與景觀
1.1 屬地
1.2 地質遺跡保護
1.3 自然與文化遺產
II 管理機構
III 資訊和環境教育
IV 地質旅遊
V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表2 評估表概要

申請評估概要
類別 權重(%) 自評 評估專家

I 地質與景觀
1.1 範圍 100
1.2 特殊地景的

保育
100

1.3 自然與文化
遺產

100

II 管理機構 200
III 資訊和環境

教育
200

IV 地景旅遊 200

V 區域經濟可
持續發展

100

專

論 國家級地質公園評估報告

臺灣地形研究室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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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小計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100

 

 I. 地質與景觀(300) 
1.1 範圍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範圍 100   

1.1 地質遺跡名錄    

 轄區內的地質遺跡、景點（列表）    

 20―40 處地質遺跡、景點或 

40 處或更多處地質遺跡(二選一)

（附件一） 

20 

  

  

有核心區與緩衝區（說明、圖）（附

件二） 
10 

  

合計 30   

2 地景多樣性    

2.1 所屬區域有多少處典型地質或地貌特徵？ 

海蝕崖、海蝕溝、海蝕洞、海蝕拱門、顯礁、沙灘、連島

沙洲、侵入岩脈、節理、潮間帶（附件三） 

10  

 

2.2 所屬區域有多少種確定的岩石類型？  

花岡岩、閃長岩、凝灰岩、火山角礫岩、輝綠岩、玄武岩

(侵入岩脈)（附件三） 

10  

 

 合計 20   

3 公園內重要地質遺跡的公共解說    

3.1 具有公共解說系統的地質遺跡數量（解說牌或宣傳手冊）

（附錄一）(三選一)（附件三） 

   

 5—10 5   

10—20 10   

20 個以上 15   

3.2 具重要科學意義的地質遺跡數量（列

表） 
>25% 5  

 

3.3 具科普意義的地質遺跡數量（列表）

（附件一） 
>25% 5  

 

3.4 用於地景旅遊的地質遺跡數量（列表） >25% 5   

3.5 被公園利用的非地學遺跡數量（列表）

（附件四） 

 
5 

  

 合計 35   

4 現有地質公園之間的關係     

4.1 臺灣地質公園網路中無相似地質公園 3   

4.2 在臺灣地質公園網路中有另一個地質公園具有可對比的

地質特性 
2  

 

4.3 在本國已有的臺灣地質公園網路中有另一個地質公園具

有可對比的地質特性 
5 

  

4.4 在同一地區已有的臺灣地質公園網路，有另一個地質公園

具有可對比的地質特色 
5 

  

 合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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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小計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100

 Ｉ. 地質與景觀(100) 
1.2 地質遺跡保護 

允許 

分值 
 

專家 

評估 

1 所在地區存在的地質遺跡及意義    

1.1 
有至少一處具有國際性的地質地貌意義的地質遺跡（詳

細描述） 
10  

 

1.2 有至少 5處具有國家意義的地質遺跡或景點（附件三） 10   

1.3 
有至少 20 處可用於科普教育和大中學校的教學實習的

地質遺跡或景點（附件五） 
10  

 

1.4 有建立地質遺跡、景點資料庫？（列表）（附件三） 5   

1.5 是否繪製地質遺跡分佈圖？（圖）（附件四） 5   

2 地質遺跡、地景保護的策略和立法    

2.1 
整個地區是由於其地學價值與科學意義，被列入法律保

護範圍 
10  

 

2.2 

嚴禁破壞、搬移地區內的地質遺跡(地質法、海岸法、

觀光發展條例) （附件七：發展觀光條例）（附件八：

海岸管理法） 

10  

 

3 如何防止濫用和破壞地質遺跡、地景？    

3.1 
有防止濫用和破壞公園整個區域的管理條例（法規）的

一般性通告(說明) （附件九） 
5  

 

3.2 

有防止濫用和破壞公園單個地點的管理條例（法規）通

告（文資法、水土保持法、森林法、海岸法、國土計畫

法、國家公園法） 

5  

 

3.3 有標語、專人看管和巡邏（附件十） 5   

3.4 
有於網站、傳單等宣佈管理規定（例如不准挖掘和採集

標本）（附件十一） 
5  

 

3.5 在特定區域有監控採集地質標本（說明） 5   

4 防止地質遺跡和基礎設施被人為和自然破壞    

4.1 定期維護和清理（說明）（附件十） 5   

4.2 保護措施（說明）（附件十二） 5   

4.3 保護性措施（說明）定期巡邏（附件十） 5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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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地質與景觀
部分總得分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300

 Ｉ. 地質與地景(100) 
1.3 自然和文化遺產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自然遺產級別    

1.1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國際組織認定的保護區域

（說明） 
15  

 

1.2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國家認定的保護區域（說明）

（附件三） 
10  

 

1.3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地區認定的保護區域（說明）

（附件三） 
5  

 

2 文化遺產級別    

2.1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國際組織認定的保護區域

（說明） 
10  

 

2.2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國家認定的保護區域（說明）

（東犬燈塔、東湧燈塔為國定古蹟，依據文化資產保存

法）（附件十三） 

10  

 

2.3 
地質公園範圍內部分地區為地區認定的保護區域（說明）

（附件十三） 
10  

 

3 維護自然和文化遺產    

3.1 
促進公園內地質遺產與存在的自然和文化遺產之間的關

係(說明)（附件十四） 
10  

 

3.2 解說計畫(說明)（附件十五） 10   

3.3 交流計畫(說明)（附件十六） 10   

3.4 教育計畫(說明)（附件十七：教育計畫） 10   

 合計 100   

 

  
II.管理機構 

允許 

分值 

自

評 

專家 

評估 

1 公園管理機構的組織方式    

1.1 地質公園是否有一個清晰明確的邊界？（圖）（附件二） 10   

1.2 

地質公園是否具有一個有效的管理機構（管理維護者），能夠

採取和實施措施負責地質遺跡、景點的保護與永續發展？（附

件十八） 

10   

1.3 
地質公園的工作人員直接或間接受雇於地質公園（說明）（附

件十九） 
5   

1.4 
預算來源（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觀光局、地方政

府補助） 
5   

2 是否有管理或總體規劃？    

2.1 有管理或總體規劃（說明）（經營管理計畫書） 40   

3 管理規劃要點    

3.1 地球遺產（地質遺跡與地景）（說明）（附件二十：地質法） 10   

3.2 管理文化資產（說明）（附件二十一：文資法） 5   

3.3 管理自然遺產（環境生態）（說明）（附件二十二、二十三） 5   

3.4 旅遊活動（說明）（附件七：發展觀光條例） 5   

3.5 教育宣導（說明）（附件十七：教育計畫） 5   

3.6 發展當地、區域產品（農業、林產發展）(說明) （附件二十

四） 

5 
 

 

3.7 社區參與(說明) 地質、景觀保護、地質旅遊、農業和林業（附

件十四） 

5 
 

 

3.8 本地區域/發展區域的分析(說明) （附件二十五：SWAT 分析） 5   

4 公園申請中是否含有市場開發計畫？    

 有（說明） 5   

5 已完成了哪些工作，去保護其地質遺跡和永續地景旅遊？    

5.1 已劃定開展地景旅遊的區域（說明）（附件二） 5   

5.2 已劃定不允許遊覽的區域（供保護和研究）（附件二） 5   

5.3 環境友好的徒步旅遊道路系統(說明) （附件二十六） 5   

5.4 明確的自行車道和其它道路，如馬道或河運(說明) 5   

6 有任何倡議或工作組，討論促進自然和文化遺產    

6.1 關於特定主題的定期“工作組＂會議（說明）（附件二十七） 5   

6.2 
地質公園與旅遊組織和其他利益群體之間的單獨合作以及協

定（說明） 
5   

6.3 其他定期活動（說明）（附件十五、十六、二十八） 5   

7 
在過去五年中，該地質公園是否在地質多樣性、養護或可持續

地景旅遊領域收到任何獎勵或其他正式認可？ 
   

7.1 國際榮譽（獲獎名稱與時間）（附件二十九） 10   

7.2 國內榮譽（獲獎名稱與時間） 5   

7.3 其他（獲獎名稱與時間） 5   

8 
是否有著名地質專家從科學的角度開展進一步的科學研究？

（自評分值不得超過 150 分） 
   

8.1 
在正式工作人員中，至少有 1 位擁有地質學或其他相關學科

的學位（直接雇用） 
5   

8.2 至少有 5位擁有地質學或其他相關學科的學位（間接雇用） 5   

8.3 在正式工作人員中有其他相關學科的專家（如生物專家） 5   

8.4 
與至少一個科學團體（大學、地質調查機構）有定期和正式的

合作活動（附件三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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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管理機構 

允許 

分值 

自

評 

專家 

評估 

1 公園管理機構的組織方式    

1.1 地質公園是否有一個清晰明確的邊界？（圖）（附件二） 10   

1.2 

地質公園是否具有一個有效的管理機構（管理維護者），能夠

採取和實施措施負責地質遺跡、景點的保護與永續發展？（附

件十八） 

10   

1.3 
地質公園的工作人員直接或間接受雇於地質公園（說明）（附

件十九） 
5   

1.4 
預算來源（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觀光局、地方政

府補助） 
5   

2 是否有管理或總體規劃？    

2.1 有管理或總體規劃（說明）（經營管理計畫書） 40   

3 管理規劃要點    

3.1 地球遺產（地質遺跡與地景）（說明）（附件二十：地質法） 10   

3.2 管理文化資產（說明）（附件二十一：文資法） 5   

3.3 管理自然遺產（環境生態）（說明）（附件二十二、二十三） 5   

3.4 旅遊活動（說明）（附件七：發展觀光條例） 5   

3.5 教育宣導（說明）（附件十七：教育計畫） 5   

3.6 發展當地、區域產品（農業、林產發展）(說明) （附件二十

四） 

5 
 

 

3.7 社區參與(說明) 地質、景觀保護、地質旅遊、農業和林業（附

件十四） 

5 
 

 

3.8 本地區域/發展區域的分析(說明) （附件二十五：SWAT 分析） 5   

4 公園申請中是否含有市場開發計畫？    

 有（說明） 5   

5 已完成了哪些工作，去保護其地質遺跡和永續地景旅遊？    

5.1 已劃定開展地景旅遊的區域（說明）（附件二） 5   

5.2 已劃定不允許遊覽的區域（供保護和研究）（附件二） 5   

5.3 環境友好的徒步旅遊道路系統(說明) （附件二十六） 5   

5.4 明確的自行車道和其它道路，如馬道或河運(說明) 5   

6 有任何倡議或工作組，討論促進自然和文化遺產    

6.1 關於特定主題的定期“工作組＂會議（說明）（附件二十七） 5   

6.2 
地質公園與旅遊組織和其他利益群體之間的單獨合作以及協

定（說明） 
5   

6.3 其他定期活動（說明）（附件十五、十六、二十八） 5   

7 
在過去五年中，該地質公園是否在地質多樣性、養護或可持續

地景旅遊領域收到任何獎勵或其他正式認可？ 
   

7.1 國際榮譽（獲獎名稱與時間）（附件二十九） 10   

7.2 國內榮譽（獲獎名稱與時間） 5   

7.3 其他（獲獎名稱與時間） 5   

8 
是否有著名地質專家從科學的角度開展進一步的科學研究？

（自評分值不得超過 150 分） 
   

8.1 
在正式工作人員中，至少有 1 位擁有地質學或其他相關學科

的學位（直接雇用） 
5   

8.2 至少有 5位擁有地質學或其他相關學科的學位（間接雇用） 5   

8.3 在正式工作人員中有其他相關學科的專家（如生物專家） 5   

8.4 
與至少一個科學團體（大學、地質調查機構）有定期和正式的

合作活動（附件三十） 
5   

8.5 
定期諮詢提供由：具有地質學背景的專家、具有地球科學經驗

的人、當地社區的業餘愛好者（附件三十） 
5   

9 公園是否具備下列設施？    

9.1 
地質公園管理或由合作機構管理的博物館（說明）（附件三十

一） 
5   

9.2 地質公園的資訊（遊客）中心（說明）（附件三十二） 10   

9.3 
地質公園內有資訊亭或其他資訊站，提供有關公園的資訊（說

明） 
5   

9.4 在公園內具入口意象、解說、資訊牌（說明）（附件三十三） 5   

9.5 
公園中已具備或將要設計地質考察路線（說明）（附件四路線

圖） 
5   

 合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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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
管理機構
得分小計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200

 
III.資訊和環境教育 

允許 

分值 

自

評 

專家 

評估 

1 範圍內研究、資訊和科學普及活動    

1.1 
至少 1 個科研/學術團體在公園中進行科學研究（說明）（附件

三十四） 
5   

1.2 
每年至少有一個研究工作者在公園內完成學位或論文（說明）

（附件三十五） 
5   

1.3 
在過去 5 年內至少有 5 篇以公園的科學或旅遊為主要內容的學

術論文發表（附件三十六） 
5   

2 在公園內是否開展環境教育活動？    

2.1 有環境教育專家承擔此項任務？（附件三十） 5   

2.2 
是否開展過至少一次環境教育活動？（說明）（附件三十七）（附

件十五）（附件十六）（附件二十八） 

5   

2.3 設有博物館等（附件三十一） 5   

2.4 是否開展針對小學生的專門專案？（附件十七）（附件三十八） 5   

2.5 是否開展針對初高中生的專門專案？ 5   

2.6 是否開展針對大學生的專門專案？ 5   

2.7 是否有大學實習/教學中心？（附件三十二：遊客中心） 5   

3 具有何種科學普及材料？     

3.1 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的科普教學材料？（附件三十八） 5   

3.2 是否有電影、錄影、幻燈等媒體（附件三十九） 5   

3.3 是否有互動方式/互聯網（附件四十） 5   

3.4 是否有專題展覽（附件四十一） 5   

3.5 是否有專門的教學裝備（智力遊戲、專用設施等） 5   

4 公園有何種出版物？（附件四十二）    

4.1 地質遺跡保護 5   

4.2 地質歷史 5   

4.3 自然和文化的領域 5   

4.4 環境友好（友善）行為 5   

5 為學校團體準備的地質服務。    

5.1 有地質公園工作人員擔任導遊（說明）（附件三十，表 2-3） 10   

5.2 固定教材，提供給所有遊客（說明）（附件三十八） 5   

5.3 限制人數（說明）（附件三十八：每個單元都有人數限制） 5   

5.4 如果遇到惡劣天氣，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說明）（遊客中心） 5   

5.5 專案是否針對不同年齡？（說明）（附件三十八學習單） 5   

5.6 是否有專門的科學考察專案？（解釋和說明）（附件三十八） 5   

5.7 與申請公園相關的內容，是否提供教師培訓？（解釋和說明）

（附件二十八） 
5 

  

6 教學—導遊    

6.1 地質公園內是否至少有一個合格的常駐專家為遊客解說？（說

明）（鄭鴻棋） 
5  

 

6.2 是否有地質公園的正式解說員（說明）（附件三十） 5   

6.3 由合作組織提供解說員（說明）（附件四十三） 5   

6.4 是否有業餘解說員（說明）（附件三十，表 2.2） 5   

6.5 是否有解說員培訓課程（說明）（附件三十七照片、附件二十八） 5   

7 有何種資訊提供給教學機構，以鼓勵他們來公園參觀    

7.1 向中小學和大學宣傳(說明) （附件四十四） 5   

7.2 宣傳小冊子(說明) （附件四十二） 5   

7.3 媒體廣告（報紙、廣播、電視）(說明) （附件四十五） 5   

7.4 地質公園的報紙和通訊(說明) （附件四十六） 5   

8 可對學校提供何種服務？    

8.1 在自己的公園的網頁上，提供地質公園環境教育的資訊(說明) 

（附件四十七） 
5  

 

8.2 可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負責環境專案的人員(說明) 5   

8.3 有定期的電子通訊 5   

 合計 200   

 

8.5 
定期諮詢提供由：具有地質學背景的專家、具有地球科學經驗

的人、當地社區的業餘愛好者（附件三十） 
5   

9 公園是否具備下列設施？    

9.1 
地質公園管理或由合作機構管理的博物館（說明）（附件三十

一） 
5   

9.2 地質公園的資訊（遊客）中心（說明）（附件三十二） 10   

9.3 
地質公園內有資訊亭或其他資訊站，提供有關公園的資訊（說

明） 
5   

9.4 在公園內具入口意象、解說、資訊牌（說明）（附件三十三） 5   

9.5 
公園中已具備或將要設計地質考察路線（說明）（附件四路線

圖） 
5   

 合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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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環境教育得分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200

III.資訊和環境教育
允許 

分值 

自

評 

專家 

評估 

1 範圍內研究、資訊和科學普及活動 

1.1 
至少 1 個科研/學術團體在公園中進行科學研究（說明）（附件

三十四） 
5 

1.2 
每年至少有一個研究工作者在公園內完成學位或論文（說明）

（附件三十五） 
5 

1.3 
在過去 5 年內至少有 5 篇以公園的科學或旅遊為主要內容的學

術論文發表（附件三十六） 
5 

2 在公園內是否開展環境教育活動？ 

2.1 有環境教育專家承擔此項任務？（附件三十） 5 

2.2 
是否開展過至少一次環境教育活動？（說明）（附件三十七）（附

件十五）（附件十六）（附件二十八） 

5 

2.3 設有博物館等（附件三十一） 5 

2.4 是否開展針對小學生的專門專案？（附件十七）（附件三十八） 5 

2.5 是否開展針對初高中生的專門專案？ 5 

2.6 是否開展針對大學生的專門專案？ 5 

2.7 是否有大學實習/教學中心？（附件三十二：遊客中心） 5 

3 具有何種科學普及材料？ 

3.1 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的科普教學材料？（附件三十八） 5 

3.2 是否有電影、錄影、幻燈等媒體（附件三十九） 5 

3.3 是否有互動方式/互聯網（附件四十） 5 

3.4 是否有專題展覽（附件四十一） 5 

3.5 是否有專門的教學裝備（智力遊戲、專用設施等） 5 

4 公園有何種出版物？（附件四十二） 

4.1 地質遺跡保護 5 

4.2 地質歷史 5 

4.3 自然和文化的領域 5 

4.4 環境友好（友善）行為 5 

5 為學校團體準備的地質服務。 

5.1 有地質公園工作人員擔任導遊（說明）（附件三十，表 2-3） 10 

5.2 固定教材，提供給所有遊客（說明）（附件三十八） 5 

5.3 限制人數（說明）（附件三十八：每個單元都有人數限制） 5 

5.4 如果遇到惡劣天氣，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說明）（遊客中心） 5 

5.5 專案是否針對不同年齡？（說明）（附件三十八學習單） 5 

5.6 是否有專門的科學考察專案？（解釋和說明）（附件三十八） 5 

5.7 與申請公園相關的內容，是否提供教師培訓？（解釋和說明）

（附件二十八） 
5 

6 教學—導遊 

6.1 地質公園內是否至少有一個合格的常駐專家為遊客解說？（說

明） 
5 

6.2 是否有地質公園的正式解說員（說明）（附件三十） 5 

6.3 由合作組織提供解說員（說明）（附件四十三） 5 

6.4 是否有業餘解說員（說明）（附件三十，表 2.2） 5 

6.5 是否有解說員培訓課程（說明）（附件三十七照片、附件二十八） 5 

7 有何種資訊提供給教學機構，以鼓勵他們來公園參觀 

7.1 向中小學和大學宣傳(說明) （附件四十四） 5 

7.2 宣傳小冊子(說明) （附件四十二） 5 

7.3 媒體廣告（報紙、廣播、電視）(說明) （附件四十五） 5 

7.4 地質公園的報紙和通訊(說明) （附件四十六） 5 

8 可對學校提供何種服務？ 

8.1 在自己的公園的網頁上，提供地質公園環境教育的資訊(說明) 

（附件四十七） 
5 

8.2 可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負責環境專案的人員(說明) 5 

8.3 有定期的電子通訊 5 

合計 200 

 
IV 地景旅遊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有哪些宣傳材料？    

1.1 印刷材料（例如宣傳單、雜誌、海報）（附件四十二） 10   

1.2 為公眾發行的通俗著作（例如書籍、指南書）（附件四十二） 10   

1.3 光碟或錄影材料（附件三十九） 5   

1.4 其他宣傳材料或商品（附件四十二） 5   

2 解說資料有多少種語言？     

2.1 英語 5   

2.2 日語 5   

2.3 韓語 5   

2.4 其他（說明） 5   

3 公園區域內是否有資訊中心或展覽？     

3.1 至少有一個資訊中心、遊客中心（附件三十二） 10   

3.2 資訊中心是否採取了為使用輪椅或其他輔助器械的殘疾人

提供便捷性的措施？（附件三十二，第二項） 
5 

  

3.3 對遊客提供公園內可能的活動資訊（附件三十二，第三項） 5   

4 遊客中心所提供資訊和介紹的方式是：    

4.1 靜態顯示材料（附件四十八） 10   

4.2 電影、錄影、幻燈等（附件三十二） 5   

4.3 定期更換的專門展覽（附件三十二，第四項） 5   

5 公共交通和設施    

5.1 利用公共交通是否可達公園區域？（附件四十九） 5   

5.2 公園內是否提供旅遊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5.3 公共交通是否包含了步行和騎車的道路？（附件三） 5   

5.4 已經開發的遊覽道路是否有停車設施？（附件二十六地圖） 5   

5.5 在停車處是否設有廁所？（附件二十六地圖） 5   

6 遊客在抵達本公園之前，是否可以瞭解到地質公園的公共

交通情況，並鼓勵遊客利用公共交通？ 

   

6.1 宣傳材料（傳單、小冊子、互聯網）包含公共交通的資訊（附

件四十二） 

10   

6.2 公園或當地的旅遊機構網站發佈公共交通的資訊（附件四

十九） 

5   

6.3 特別為遊客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或其他環保的

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7 公園管理機構和合作夥伴具備何種導遊方式？    

7.1 專門針對地質和地景的特殊團隊 5   

7.2 旅遊季節的導覽（附件五十） 5   

7.3 是否有針對殘疾人士的遊覽？（附件五十一） 5   

7.4 如果遇到惡劣天氣無法遊覽，有其他項目替代（遊客中心） 5   

7.5 有預約系統，或無需登記（附件五十） 5   

8 通告、是否利用互聯網提供服務？    

8.1 在公園入口處和景點處有解說牌（附件三十三、附件五十

二） 

10   

8.2 與其他旅遊、團體、當地政府網站相連接，提供地質公園更

廣泛的資訊 

5   

8.3 地質公園管理者可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附件五十四） 5   

8.4 定期的電子通訊 5   

9 如何與旅遊部門或企業溝通本地質公園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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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地景旅遊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有哪些宣傳材料？    

1.1 印刷材料（例如宣傳單、雜誌、海報）（附件四十二） 10   

1.2 為公眾發行的通俗著作（例如書籍、指南書）（附件四十二） 10   

1.3 光碟或錄影材料（附件三十九） 5   

1.4 其他宣傳材料或商品（附件四十二） 5   

2 解說資料有多少種語言？     

2.1 英語 5   

2.2 日語 5   

2.3 韓語 5   

2.4 其他（說明） 5   

3 公園區域內是否有資訊中心或展覽？     

3.1 至少有一個資訊中心、遊客中心（附件三十二） 10   

3.2 資訊中心是否採取了為使用輪椅或其他輔助器械的殘疾人

提供便捷性的措施？（附件三十二，第二項） 
5 

  

3.3 對遊客提供公園內可能的活動資訊（附件三十二，第三項） 5   

4 遊客中心所提供資訊和介紹的方式是：    

4.1 靜態顯示材料（附件四十八） 10   

4.2 電影、錄影、幻燈等（附件三十二） 5   

4.3 定期更換的專門展覽（附件三十二，第四項） 5   

5 公共交通和設施    

5.1 利用公共交通是否可達公園區域？（附件四十九） 5   

5.2 公園內是否提供旅遊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5.3 公共交通是否包含了步行和騎車的道路？（附件三） 5   

5.4 已經開發的遊覽道路是否有停車設施？（附件二十六地圖） 5   

5.5 在停車處是否設有廁所？（附件二十六地圖） 5   

6 遊客在抵達本公園之前，是否可以瞭解到地質公園的公共

交通情況，並鼓勵遊客利用公共交通？ 

   

6.1 宣傳材料（傳單、小冊子、互聯網）包含公共交通的資訊（附

件四十二） 

10   

6.2 公園或當地的旅遊機構網站發佈公共交通的資訊（附件四

十九） 

5   

6.3 特別為遊客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或其他環保的

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7 公園管理機構和合作夥伴具備何種導遊方式？    

7.1 專門針對地質和地景的特殊團隊 5   

7.2 旅遊季節的導覽（附件五十） 5   

7.3 是否有針對殘疾人士的遊覽？（附件五十一） 5   

7.4 如果遇到惡劣天氣無法遊覽，有其他項目替代（遊客中心） 5   

7.5 有預約系統，或無需登記（附件五十） 5   

8 通告、是否利用互聯網提供服務？    

8.1 在公園入口處和景點處有解說牌（附件三十三、附件五十

二） 

10   

8.2 與其他旅遊、團體、當地政府網站相連接，提供地質公園更

廣泛的資訊 

5   

8.3 地質公園管理者可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附件五十四） 5   

8.4 定期的電子通訊 5   

9 如何與旅遊部門或企業溝通本地質公園的的理念？    9 如何與旅遊部門或企業溝通本地質公園的的理念？    

9.1 組織專門人員或讓他們參與其中 5   

9.2 對運作好的專案實行定期獎勵計畫 5   

9.3 官方合作者/專家/贊助者的遴選和提名 5   

 



專論 10

Section V:
區域經濟的
永續發展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100

 V 區域經濟的永續發展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促進地方食品和手工藝品、餐飲整合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1.1 開發或積極支援的地方特色/或生態食品生產（附件五十

五） 
10  

 

1.2 在餐館中有地方特色和/生態食品（附件五十六） 10   

1.3 公園組織出售當地的農副產品 10   

1.4 有地方特色食品或特色小吃的商標（附件五十七） 10   

1.5 促進地方農副產品進入市場（附件五十八） 5   

2 在開創和促進區域地質旅遊產品中作了何種努力？     

2.1 創新開發地質內容的複製品作為旅遊產品 5   

2.2 當地生產的藝術品和紀念品（附件五十九） 10   

2.3 管理機構和合作夥伴的商品零售店主要出售的是地方特色

商品（附件三十二） 
5  

 

3 如何促進地方工藝品發展？    

3.1 積極支援地方工藝品市場的發展（附件五十五、五十六、五

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5  

 

3.2 地方工藝品有櫥窗展示（附件三十二） 5   

4 在促進所在地質公園與當地商業聯繫有哪些努力？     

4.1 地質公園或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出區域服務/產品的商標

（附件五十七） 
5  

 

4.2 地質公園對地方產品市場進行引導 5   

4.3 旅遊專案包含了與地方商業的合作內容（附件六十一） 5   

5 網絡    

6.1 與企業合作網路 5   

6.2 與政府部門的合作協議 5   

Section IV:
地質旅遊得分

最大分值 自評 專家評估

200

 
IV 地景旅遊 

允許 

分值 
自評 

專家 

評估 

1 有哪些宣傳材料？    

1.1 印刷材料（例如宣傳單、雜誌、海報）（附件四十二） 10   

1.2 為公眾發行的通俗著作（例如書籍、指南書）（附件四十二） 10   

1.3 光碟或錄影材料（附件三十九） 5   

1.4 其他宣傳材料或商品（附件四十二） 5   

2 解說資料有多少種語言？     

2.1 英語 5   

2.2 日語 5   

2.3 韓語 5   

2.4 其他（說明） 5   

3 公園區域內是否有資訊中心或展覽？     

3.1 至少有一個資訊中心、遊客中心（附件三十二） 10   

3.2 資訊中心是否採取了為使用輪椅或其他輔助器械的殘疾人

提供便捷性的措施？（附件三十二，第二項） 
5 

  

3.3 對遊客提供公園內可能的活動資訊（附件三十二，第三項） 5   

4 遊客中心所提供資訊和介紹的方式是：    

4.1 靜態顯示材料（附件四十八） 10   

4.2 電影、錄影、幻燈等（附件三十二） 5   

4.3 定期更換的專門展覽（附件三十二，第四項） 5   

5 公共交通和設施    

5.1 利用公共交通是否可達公園區域？（附件四十九） 5   

5.2 公園內是否提供旅遊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5.3 公共交通是否包含了步行和騎車的道路？（附件三） 5   

5.4 已經開發的遊覽道路是否有停車設施？（附件二十六地圖） 5   

5.5 在停車處是否設有廁所？（附件二十六地圖） 5   

6 遊客在抵達本公園之前，是否可以瞭解到地質公園的公共

交通情況，並鼓勵遊客利用公共交通？ 

   

6.1 宣傳材料（傳單、小冊子、互聯網）包含公共交通的資訊（附

件四十二） 

10   

6.2 公園或當地的旅遊機構網站發佈公共交通的資訊（附件四

十九） 

5   

6.3 特別為遊客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或其他環保的

交通工具（附件四十九） 
5 

  

7 公園管理機構和合作夥伴具備何種導遊方式？    

7.1 專門針對地質和地景的特殊團隊 5   

7.2 旅遊季節的導覽（附件五十） 5   

7.3 是否有針對殘疾人士的遊覽？（附件五十一） 5   

7.4 如果遇到惡劣天氣無法遊覽，有其他項目替代（遊客中心） 5   

7.5 有預約系統，或無需登記（附件五十） 5   

8 通告、是否利用互聯網提供服務？    

8.1 在公園入口處和景點處有解說牌（附件三十三、附件五十

二） 

10   

8.2 與其他旅遊、團體、當地政府網站相連接，提供地質公園更

廣泛的資訊 

5   

8.3 地質公園管理者可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附件五十四） 5   

8.4 定期的電子通訊 5   

9 如何與旅遊部門或企業溝通本地質公園的的理念？    9 如何與旅遊部門或企業溝通本地質公園的的理念？    

9.1 組織專門人員或讓他們參與其中 5   

9.2 對運作好的專案實行定期獎勵計畫 5   

9.3 官方合作者/專家/贊助者的遴選和提名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