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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大會概況

紀權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

日本地質公園網絡成立至今已有15年的

時間。2007年12月在日本的地質學者與地質

相關民間團體的協助下，成立了「日本地質

公園聯絡協議會」，聚集13處有意成立地質

公園的區域來做更多的交流合作，2008年為

了實質推動地質公園成立了「日本地質公園

委員會」作為審查單位，並且順利的在2008
年底正式通過糸魚川、山陰海岸等7處地質

公園的審查。2009年「日本地質公園網絡

（Japanese Geopark Network, JGN）」成立，

日本地質公園連絡協議會功成身退，糸魚川

市長米田徹擔任首任理事長，開始以地方為

主體的推動工作，2010年為了擴展全國性的

交流，第一屆「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全國大

會」就在糸魚川世界地質公園舉辦。

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全國大會

2010年起日本每年秋天都會定期舉辦

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除了2020年因為

COVID-19疫情影響而停辦，十多年來毫不間

斷的巡迴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的地質

公園，在各都道府縣、市町村之中宣傳地質

公園的理念與魅力（表2）。舉辦大會的目的

不僅是單純的擴大地質公園的交流，也藉此

提高社會大眾對於地質公園的認知，以及促

進主辦地區的觀光收益。歷次大會從全國各

地質公園前往的人數多在600人以上，而開放

參加的演講與攤位市集，更可以吸引上千位

在地民眾前來參與，光從數字上來看就可以

感受到效益驚人。若從大會詳細的行程來看

（表3），更可以讓我們看到日本地質公園在

蓬勃發展的背後下的功夫。日本地質公園全

國大會每年都會彙整工作成果，並於網站上

公開（https://geopark.jp/jgn/education/），本

文即以這些資料來與讀者分享。

地質公園的魅力展現

地質公園全國大會不只是地質公園同

好的聚集，更是一場展現地方實力與魅力的

小型博覽會。由於日本的地質公園的經營管

理主體「地質公園推進協議會」通常為地方

政府主導，所以主辦的地方政府必定傾全力

投入規劃、宣傳及行銷。包含會前會後的考

察、開幕的表演、會議期間的住宿及餐點、

地方特產的展售，都是行銷地方的機會。以

2018年的APOI大會為例，在這個位在北海道

邊陲僅有4千個居民的樣似町，動用了公民

館、圖書館、體育館、學校等場地（圖1），

來迎接來自全國的6百多位來賓，由於周邊

住宿設施不足，也協調民居作為民宿接待外

賓。大會的節目中安排了愛努族的傳統舞蹈

開場，兩天的內容中也穿插了「北海道150
年」的演講與展覽，在地特產的展示會，還

有APOI地質公園的地景旅遊行程，在北國寒

冷的十月間感受到十足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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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2007/12 日本地質公園連絡協議會成立

2008/05 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成立

2008/12/8 日本第一批地質公園成立，包含APOI、洞爺湖有珠山、糸魚川、南阿爾卑
斯（中央構造線地區）、山陰海岸、室戶、島原半島等7處

2009/05/06 設立「日本地質公園網絡（Japanese Geopark Network, JGN）」

2010/08/22-08/23 第1屆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全國大會在糸魚川地質公園舉行

2011/7/27 JGN正式取得NPO法人登記

2012/05/12-05/15 第5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大會在島原半島世界地質公園舉辦

2015/09/16-09/20 第4屆亞太地質公園網絡大會(APGN)在山陰海岸世界地質公園舉辦

2022年10月 會員數56個，其中46個已認定為地質公園的地區為正會員（9處為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10個籌備中的地質公園為準會員。

表1、日本地質公園網絡發展大事紀

屆次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2

1 2010/8/22-8/23 糸魚川世界地質公園（新潟縣） ~1,000 3

2 2011/9/29-10/01 洞爺湖有珠山世界地質公園（北海道） 671

3 2012/11/02-11/05 室戶世界地質公園（高知縣） 498

4 2013/10/15-10/18 隱岐世界地質公園（島根縣） ~500

5 2014/09/27-09/30 南阿爾卑斯地質公園（長野縣、山梨縣） 748

6 2015/10/27-10/29 霧島地質公園（鹿兒島縣） 734

7 2016/10/10-10/12 伊豆半島地質公園1（靜岡縣） 827

8 2017/10/25-10/27 男鹿半島．大潟地質公園（秋田縣） 935

9 2018/10/06-10/08 APOI世界地質公園（北海道） 674

10 2019/10/31-11/05 大分姬島地質公園、大分豐後大野地質公園（大分縣） 796

11 2021/10/03-10/05 島根半島．宍道湖中海地質公園（島根縣） 849 4

12 2022/10/22-10/23 白山手取川地質公園（石川縣） -

表2、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歷年辦理時間地點

1 2018年4月獲得世界地質公園認證
2 參與人數僅計算登錄報名參加者
3 人數包含當地市民
4 線上實體同步進行，實體參加者206人，線上參與者6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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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19年大分大會行程表，可做為範例參考

10月31日-11月1日　會前考察

11月1日

10:00-12:00 JGN事前相談會

13:30-15:30 JGN運營會議

15:40-17:40 JGN全地域事務局長會議

18:00-20:00 市町村長懇親會、事務局長等懇親會

11月2日

08:30-10:30 市町村長session

11:00-13:00 開幕典禮（開幕表演、貴賓致詞、頒獎、紀念演講）

14:30-15:20 專題演講

15:30-17:00 座談會

18:30-20:30 大會交流

10:00-17:30 九州區域地質公園展示與體驗攤位

11月3日

10:30-12:00 邀請演講

10:30-17:30 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14:30-17:30 分科會

10:00-17:30 全國地質公園分區展示與體驗攤位

11月4日

10:30-12:00 口頭發表、分科會

10:30-13:30 海報發表

10:00-13:30 全國地質公園分區展示與體驗攤位

12:15-12:45 閉會式（大會宣言、下次主辦地介紹）

11月5日　會後考察

資料來源：第10回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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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8年APOI大會會場周邊地圖，整個城鎮都是網絡大會的場地（資料來源：第9回日本地質
公園全國大會網站https://www.apoi-geopark.jp/9thjgnzenkoku/）

圖2 2018年 APOI大會，愛奴族的傳統舞蹈作為大會的開場（左），在地特產美食攤位也作為大
會的午餐供應（右）（圖片來源：第9回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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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的實務研討

日本的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和國內一樣少

不了專題演講，主題的安排不僅要讓大家更

深刻認識地質公園的價值，也配合每年度社

會的議題來與社會對話，如2011年專題演講

「災害列島與地質公園」回應了當年的東北

大震災，2019年專題演講「將風景變成故事

看看」請到當紅行腳節目「ブラタモリ」製

作人來分享製作歷程。但是更令人關注的是

地質公園管理維護的研討與交流。全國大會

期間，JGN會召開許多的會議，如事前相談

會（針對欲申請為世界地質公園或國家地質

公園的地區進行座談）、運營會議（召集地

質公園的管理維護單位成員進行研討）、事

務局長會議（各地質公園協會的事務局局長

（即秘書長）共同召開的會議），提供地質

公園經營管理交流研討的平台，營造出管理

階層的網絡。

全國大會另一個重頭戲分科會，如同國

內網絡會議的社區分享。不過分科會通常會

劃分出許多子議題，猶如研討會般依照議題

來做分享交流，有些還會以工作坊的方式來

呈現。討論的主題包含地質地形保育、生態

保育、文化資產保存、教育、防災、觀光、

解說員等，其中最特別的是2013年起開始設

置「市町村長分科會」，成為地質公園當地

地方首長重要的學習與交流的場合。如2014

年以「地質公園開啟的地方自治的未來」為

題，邀請幾位地質公園的地方首長來分享實

務的經驗；2019年適逢日本地質公園網絡10

周年，當年以「你的城鎮需要地質公園嗎?」

來反思地質公園設置的意義以及尋求突破之

道。

地質公園的紮根

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的參與人員，除

了前面提到的市町村長、事務局人員以及地

方社群如導覽員、保育團體外，還有許多老

師會帶領學生報名海報發表，這些小學、國

中、高中的地質公園幼苗從小就參與地質公

園的議題，不僅透過學校的特色課程學習，

也帶到網絡大會中與其他的地質公園夥伴分

享。像是2011年的洞爺湖有珠山大會，當地

的溫泉小學校的同學就發表了4篇的海報，

介紹洞爺湖的生物及外來種入侵的議題；

2016年的伊豆大會，在主辦地學校熱烈參與

下，共有30組的同學報名海報的發表，並且

分為「調查研究」、「商品開發」、「魅力

發信」三個主題進行發表的競賽；2022年的

白山手取川大會，特別設置了兩天一夜的

「Youth session」，打造高校生的地質公園

網絡，同時也有54組的學生參加口頭與海報

的發表，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近幾年的網絡大會也開始重視公開給當

地居民的講座、展示與體驗攤位，讓地方的

民眾可以更深入了解地質公園的特色以及關

注的議題。像是2022年的白山手取川大會，

在大會開幕的前一晚即邀請到知名的旅遊節

目主持人來進行公開演講，以「與地球同遊

圖3 2016年伊豆大會的解說員分科會，學員熱烈投入如何提升解說技巧的研討（圖片來源：第7回
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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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9年大分大會市町村長分科會（左）與地質公園申請希望事前相談會（右）（圖片來源：第10回日本
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報告書）

圖5 2022年白山手取川大會小學生發表的海報（左）與高中生在Youth session交流（右）
（圖片來源：左圖FB @Yasushi Mimatsu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5478826268880948&set=pcb.5478827055547536
右圖FB @室戸ユネスコ世界ジオパーク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567945831999097&set=pcb.567957598664587）

圖6 2022年白山手取川大會的市集，貼有地質公園吉祥物的餐車相當吸睛（左），認識河川的石頭吸引家長
帶著孩頭一起來學習（右）
（圖片來源：左圖FB @三陸ジオパーク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471968281629159&set=pcb.471996588292995
右圖FB @鬼頭雄也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3344514832539058&set=pcb.334451574920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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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質公園」為題向民眾宣揚地質公園

的魅力。大會期間的兩天，主辦單位也透

過市集來與地質公園夥伴交流以及與市民同

樂，市集包含了地方特產美食、全國地質公

園的推廣攤位、還有在地文化的體驗。大會

的專題演講也透過直播讓更多的民眾可以透

過網路參與。日本的地質公園網絡大會不僅

積極的在群體內向下紮根，也跨到群體外試

圖爭取更多民眾的認同。  

我的城鎮，我的地質公園

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在市町村長的積

極帶領之下，投入許多人力與資源，讓地質

公園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重要內涵，因此每

年的地質公園網絡大會，可以說是一次小型

的城鎮博覽會，地方的政府機關、企業、商

家、學校、地方社團協力參與，一起將大會

做最完美的呈現。外地來參與網絡大會的地

質公園，也由地方首長帶隊，從地質公園的

事務局員工、解說員、協力的學術團體與地

方社團、到小中高生，也齊心在大會中，將

自己家鄉的美好，藉由報告、攤位、交流與

各地的夥伴分享。網絡大會讓每個地質公園

可以一年一度來彙整工作成果與凝聚向心

力，連結所有權益關係人，從地方、區域串

聯到全國。主辦地則成為一個交流與發信的

舞台，將地質公園的議題，藉由場內的研討

以及對外的行銷推廣，再一次讓社會大眾感

受到地質公園的價值與魅力。

結語

日本地質公園網絡大會展現的不僅是資

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看見「社區參與」扮

演的關鍵腳色。由於不同的權益關係人在不

同的位置支持地質公園的發展，因此網絡大

會也開始針對不同權益關係人規劃議程、研

討主題以及活動，一次次擾動各個社群，也

不斷形成一個又一個次級的網絡，使地質公

園網絡更加的強化與健全。國內的網絡會議

從學術研討、社區分享、攤位展示，逐步嘗

試攝影比賽、地質產品競賽、高中生讀景比

賽等內容，積極擴大參與對象。或許我們可

以嘗試辦理海報的發表、議題的分科研討、

青年論壇，以更多面對面的討論來增進交流

效果。有日本地質公園網絡的經驗做借鏡，

期待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在人數與質量

上都可以不斷增長。

圖7 2016年伊豆大會新聞剪報。網絡大會透過媒體傳播向大眾發聲（資料來源：
第7回日本地質公園全國大會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