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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第十九屆
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側記

臺灣地形研究室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第十九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已於

110年3月26日（星期五）至3月27日（星期

六）在林務局及桃園草漯沙丘地質公園、觀

新藻礁、苗栗過港貝化石層舉辦。相較於前

兩屆，本屆的組成更加多元。兩日的網絡會

議，共有199位來賓，其中76%來賓為來自16

個社區的夥伴，及31個公部門單位的同仁。

（一）第一天：野外考察參訪苗栗好望

角、過港貝化石層、桃園觀新藻礁草漯沙丘

地質公園

本次野外考察上午參訪苗栗好望角、過

港貝化石層。過港貝化石層已於110年2月4日

受指定為自然紀念物，當地貝化石層之數量

及種類豐富之外，其特有性和稀少性亦為研

究與保育價值所在。

下午則針對近期備受爭議的藻礁保育問

題，前往桃園藻礁實查。瞭解藻礁裸露出來

的原因，以及周邊火力發電廠、港口對藻礁

的影響。

總結來說，本次網絡會議野外考察邀請

各界專家介紹了地質、地形、歷史、生態等

各種面向的地景保育，也帶領與會者考察不

同地景保育措施的執行效果與現狀。本次考

察的地景保育措施包含：自然紀念物、自然

保留區、地質公園。從體驗不同的措施，與

會者可了解在不同的制度下，社區、相關團

體與地方政府的協力方式及效果有所差異，

解說員的解說面向及組成亦有所不同。

圖1：與會來賓組成

圖2：參與之社區及各社區報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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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天：室內會議

本屆室內會議假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樓

國際會議廳舉行，主要議程為：頒獎、專題

演講、論文發表及社區分享。融入更多社區

參與之元素與機會。在頒獎時段，各社區得

以上臺接受頒獎，並與林務局之長官合影。

專題演講亦邀請學界專家們從不同角度，輔

佐社區夥伴們繼續深耕地方。論文發表時

段，則提供青年學者發表平台，與各地質公

園之夥伴介紹自己的構想。最後在社區分

享時段，大會提供各社區12分鐘，向與會來

賓、其他地質公園夥伴，以「我的社區我的

地質公園」為題，闡述經營的心得，作為本

次網絡會議之結尾。

本屆網絡會議新增頒獎時段，表揚已公

告之七座地質公園、2020愛在地質公園微電

影影音比賽得獎者，以及2020第一屆臺灣地

質公園產品競賽得獎者，並請評委針對參賽

作品提出建議，以利各地質公園持續進步。

專題演講的部分，國立臺灣大學林俊全

教授以「地質公園的推動現況」為題，向與

會來賓介紹近期發展，並鼓勵各方賢達來參

與今年之活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蘇淑娟教

授則以「發現地質公園的六識：啟動眼耳鼻

舌身意」為題，介紹地質公園的解說如何啟

動遊客的六識，加深體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王文誠教授則以「學習性地景 Learning 

Landscape」為題，以下北地質公園的運作，

向與會者介紹地質公園如何深根國民教育，

落實地質公園的核心精神。國立東華大學劉

瑩三教授以「Geofood-民以食為天」，介紹

當今國際地質公園關注的Geofood議題，並說

明臺灣地質公園的潛力及響應方式。最後，

國立東華大學李光中教授以「里山倡議融入

地質公園規劃和經營」為題，從UNESCO對地

質公園「永續發展」經營之強調切入，談論

里山倡議如何呼應地質公園核心價值，並闡

述里山倡議的實施方法和五個關鍵面向。

論文發表的部分，大會以「地質公園

的前瞻視野」為題，邀請年輕學者分享目前

的研究及構想。黃家俊以地質觀點出發的評

估，透過經營地質公園，對九份金瓜石水湳

洞（水金九）地區的地質多樣性進行策展。

劉閎逸從政治生態學的角度，探討高雄田寮

泥岩區的水資源利用變遷。歐明軒以雞冠山

到馬頭山為研究範圍，展示公民參與之生態

調查成果，並宣揚其優勢，包含：可提供即

時性資料、提供大量資料、紀錄地點廣泛、

圖3：野外考察過港貝化石層情形

圖4：野外考察於桃園草漯沙丘大合照

圖5：授牌典禮上馬祖地質公園經營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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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產生地方認同。林怡廷以臺灣地質公園

學會的Facebook粉絲專頁（「我在地質公

園」）為例，介紹將地質公園之受眾轉變為

消費者的方法。

由於地質公園數量持續成長，本屆社區

分享改為現場抽籤排順序，以「我的社區，

我的地質公園」為題，各有12分鐘之分享時

間。欲報告之社區有：馬祖地質公園、草嶺

地質公園、澎湖海洋地質公園、利吉惡地地

質公園、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九份金瓜

石水湳洞地質公園、和平島地質公園、鱉溪

地質公園、高雄泥岩惡地質公園，共9場。

1. 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

由張傳益先生代表報告，並介紹本次

會議共有九位社區夥伴同行。該團隊投入地

質公園工作的緣起，是因為民國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政府開發將南瓜山剷平，而後，國

際戶外用品公司在茶壺山辦了路跑，導致當

地湧入大量人潮，產生危險與破壞。於是當

地社區開始投入地景保育，挖掘地方特色。

2. 鱉溪地質公園

由鱉溪地質公園聯絡人王鈴琪代表介紹

鱉溪地質公園如何將在地文本說成故事，豐

富解說內容。其所介紹之景點解說手冊，為

本屆網絡會議報到時發放的資料之一。內容

充滿創意，以一個男孩的尋根故事串連各景

點。解說手冊的撰寫，亦以社區及在地團體

為主力，其中並串聯豐南村辦公室、吉拉米

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永豐國小等十個核心

推動單位，參考平台顧問後山采風工作室，

在國立東華大學李光中副教授研究室的協助

下，合力產生。

微電影比賽獲得最佳人氣獎及大會首獎

的作品《愛在鱉溪》，亦是社區夥伴們邀請

吳泰維導演，一起拍攝出的作品。

3. 草嶺地質公園

由草嶺地質公園協會蘇俊豪先生代表，

向大家介紹草嶺的美景，以及社區在九二一

地震後做的努力。其中亦提到草嶺地質公園

正在努力打造讓大家舒適品嚐草嶺咖啡的空

間。

4.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由程書珍小姐代表報告，除了介紹地

質公園的內涵，亦分享團隊如何化危機為轉

機。團隊指出，在經營地質公園時，面臨的

困難有：社區居民參與度偏低、仍須依賴公

部門資源推動地質公園相關業務、志工招募

不易、社區產業初期建置資金嚴重不足。於

是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跨出地理範圍的限

制，邀請住在臺東市的夥伴一起加入經營

行列，並積極連結不同領域夥伴發展合作關

係。有了以上改革，才有今日活躍的團隊和

精彩的解說。

5. 馬祖地質公園

由連江縣馬祖地質公園協會廖綺君理

事代表報告。馬祖地質公園是最先成立協會

來串聯不同團隊經營地質公園者。儘管因地

理阻隔，馬祖地質公園協會相較其他地質公

園，要凝聚各方人馬更具挑戰，該協會成立

三年來已開始推動環境教育工作；透過民眾

票選LOGO凝聚地方共識，增加地方參與的意

願；輔導社區進行地質公園相關工作；安排

小小解說員培訓工作。

6. 利吉惡地地質公園

由楊炎湫先生代表報告，介紹團隊在推

圖6：論文發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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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內門區之內南社區發展協會、馬頭山

自然人文協會、內東社區發展協會等九個團

體。本次會議社區夥伴亦踴躍參與。

本次社區分享由黃惠敏主講，介紹地質

公園如何串聯八個社區團體，試圖找回人與

土地的連結，共生共榮。這個精神在受到土

地開發的威脅下更別具意義。透過地質公園

網絡，當地社區已經理出豐富的大地故事、

里山生態、人文傳奇，並組織小旅行，準備

帶著訪客探索不一樣的高雄。

總結來說，第十九屆網絡會議再次證明

了台灣地質公園扎實的社區參與；提供各社

區共同學習機會；讓各地質公園的成長被看

見、肯定。而本次網絡會議頒發的招牌，也

象徵著地方級地質公園被賦予的責任。期許

更多地質公園獲得地方政府認證，繼續將國

土綠網織得更廣、更堅固。

圖8：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社區組成團隊

圖7：鱉溪地質公園社區分享

動地質公園上的努力，包含：解說員培訓、

環境教育，設立宣導攤位等。此外，溝通與

協力亦是利吉惡地地質公園發展的重點。去

年富岡與利吉地質公園之經營社區聯合成立

臺東縣地質公園協會，而後利吉與富源社區

更積極與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開會，討論

利吉旅遊資訊站的空間規劃；並與國立東華

大學劉瑩三老師一同召開社區權益關係人會

議，討論年度工作項目及營運事務。

7. 和平島地質公園

由陳怡蓁小姐介紹和平島公園經營團隊

如何落實UNESCO的「永續發展」指標，將和

平島打造為經濟與保育雙贏的地方。該團隊

以「國際永續旅遊島」為經營目標與願景，

並以「地質公園」為手段之一，持續強化四

項核心價值，創造永續DNA。該團隊執行的工

作超越社區營造之範疇，透過歷史的連結與

沖繩建立合作關係；與在地童長社團（小社

島）合作，讓孩子學習各種地形自然知識，

培育小小解說員；透過原生植物工作方向當

地居民介紹和平島的地質；結合USR及CSR，

將和平島作為產學合作、永續夥伴的平台。

8.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由王貞儒小姐代表介紹。該團隊由以下

問題發想：「在維護島上人們生活的需求之

下，是否有可持續性（sustainable）經營的

可能性？」結合USR與CSR的人力資源，及計

畫資源，從生活面與生態生產面，開發在地

化的獨特永續旅行，落實環境教育，並完成

菜宅修復與應用。

9. 高雄泥岩惡地質公園

作為第二十屆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的地

主，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得以不受時間限

制，介紹主要團隊。該地質公園為網絡成員

中由社區參與組成數量最多者，包含：燕巢

區之金山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援剿人文協

會；田寮區之崇德社區發展協會、鹿埔社區

發展協會、古亭社區發展協會、大崗山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