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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積沙成塔	眾志成城」

第二十二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於111

年10月14日在桃園中央大學大講堂辦理室內

會議，以及10月15日前往海岸草漯沙丘、新

屋石滬及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進行野外考

察。成員來自全台各地地質公園社區及民間

團體、縣市政府機關、國家風景管理處以及

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夥伴約230人參加本次盛

會。

本次大會主題為「積沙成塔 眾志成

城」。會議內容包含邀請3位專家演講、2位

研究論文發表，更重要的是各地質公園的社

區分享。

本次亦承襲前兩屆辦理第三屆臺灣地質

公園產品競賽。並特別邀請第二屆臺灣地質

公園學會讀景比賽特優作品得獎學生及其指

導老師參與頒獎典禮。

整體的網絡會議，是希望所有與會夥

伴及網絡成員能藉此機會分享觀摩、彼此交

流，增進各個地質公園間的學習成長。

二、	會議過程：

室內會議一開始由草漯社區長者以「客

家花布馬舞」作為開場表演，接著邀請林務

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夏榮生處長、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陳增祥副局長以及國立中央大學

周景揚校長等貴賓代表致詞。

並邀請周景揚校長擔任第二屆臺灣地質

公園學會讀景比賽之頒獎人，本次頒獎除了

獎狀外，特別頒贈台北－日本來回機票1張給

特優作品獲獎學生及其指導老師，並將於112

年3月31日到4月5日，由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林

俊全理事長帶領高中師生及機票捐款人、學

會會員等前往日本系魚川地質公園進行交流

考察。

第22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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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會議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專題演講

首先由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夏榮生處

長以「綠網上的珍珠：地質公園」為題，說

明其輔導並與當地社區一起探討自己家鄉的

地景珍寶，並思考自己想要的地質公園，看

見地質公園的願景。

接著是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的

林立昌處長，分享「桃園海岸治理成果」，

許厝港濕地、草漯沙丘、觀新藻礁及新屋石

滬在桃園海管處的努力下，獲得永續的保育

及推廣，讓「現在」不為「回憶」唏噓，讓

「未來」迎向「永續」。

第三場演講是由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

的施照輝主任擔任。他以「如何行銷我的地

質公園： 歐美市場消費者輪廓初探與案例

分享」為題，提倡要先了解自己地質公園的

問題，再來推動地質公園。而且不要用別人

有，我也一定要有的心態去發展地質公園，

而是要找到各地質公園的價值，然後再思考

設計包裝後進行推廣，讓各地質公園擁有專

屬的特色。

2. 研究論文發表

第一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林宗

儀教授，介紹「草漯沙丘地質公園的地質、

地形與環境管理」，從累積的監測數據中得

知，三、四千年前的海岸線應該在內陸側幾

百公尺的位置，因此有大片的藻礁平台，因

為海岸線退縮或是陸地前緣的沉積物堆積推

移，使得藻礁逐漸被砂石覆蓋，演變成沙丘

與沙灘地形。

第二位演講者是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六

孔站的黃光瀛主任。他以「台灣西南沿海沙

丘潟湖經營管理」為題，分享目前設置的海

岸防護措施，以減緩海岸沙丘變動速率。並

結合當地居民及民間團體、企業，一起進行

沙洲的保育活動。如一些簡易的定沙工法，

讓民眾體會到沙洲對環境海岸線的重要性，

提升民眾對沙洲沙丘保育的觀念。

3. 社區分享

社區分享主題以「我的社區 我的地質公

園」為主，介紹各地質公園目前推動與發展

以及其經營管理所遇問題及困境等。上台分

享報告之社區有：馬祖地質公園、草嶺地質

照片1、與會人員於中央大學大講堂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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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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牛埔惡地

地質公園、高雄泥岩惡地質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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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濱海地質公園、鼻頭龍洞

地質公園、草漯沙丘地質公園，共13場。

4. 桃園海岸管理成果分享

首先由中央大學USR與海岸事務參與顏宏

元教授以「桃海三生：形塑桃園海岸環境與

人文發展永續共生」為題，介紹此計畫分成

三種面相，分別是環境、人文、經濟。每個

面向都跟不同的單位合作，配合桃園海岸政

策白皮書，建構桃園海岸綠色廊道、環境監

測保護、持續在地文化推廣、導入社會企業

及CSR、發展跨領域跨學校的合作，幫助社區

永續發展，完成社區創生，已達到計畫的目

標。

接著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李仁富顧

問，以桃園新屋石滬故事館為例，說明桃園

海岸社區經營分享，該協會以「愛鄰愛村、

鄉梓和樂、協力一心、會合眾志」為理念，

持續在努力。包括與鄰近中小學合作，推動

在地文化向下扎根，發展社區深度旅遊，

落實生態、生活、生產，三生綠色社區目標

等。他們特別點出目前社區面臨的危機：社

區開發商品專業度不足，市場競爭力弱、信

心不足、人力缺口嚴重、政策與相關法令至

今未同步、社區企業定位不明確、核心價值

凝聚共識難度高等，這些問題也提供與會來

賓及社區夥伴省思與討論。

5. 第三屆臺灣地質公園產品競賽

本競賽由臺灣地質公園學會主辦，主要

是為發展具地區特色或文化傳承的地質公園

產品，配合每年下半年舉辦之網絡會議時程

辦理。

希望以「地質公園」為主題，以地質公

園所在地產品為原料，結合地方產業文化特

色，與地質公園旅遊概念開發之產品，精選

地質公園產品，以廣推地質公園所在地之特

色，吸引大眾到各地質公園旅遊消費，促進

地質公園區域的產業發展及競爭力，建立地

質公園品牌意象。

本屆競賽於2022年10月5日截止收件，共

收件社區組：25件；公部門組：8件。除了前

兩屆既有的最佳包裝設計獎、最佳創意獎、

最佳地質產品獎、最佳市場吸引力獎，本屆

增加分組首獎及不分組別的最佳人氣獎。分

別由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京華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參賽之「金礦冰糖」獲得社區

組首獎、不分組別最佳人氣獎則由利吉惡地

地質公園-臺東縣地質公園協會所推出的「檸

檬精油手工皂」勝出。

照片2、第三屆臺灣地質公園產品競賽社區組
首獎-金礦冰糖

照片3、地質公園產品競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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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野外考察

第二天的野外考察依活動行程分為兩條

路線，分別是方案一、浪漫沙丘(白沙屯觀景

步道、草漯沙丘觀音展示館、永安海螺文化

體驗園區)；方案二、新屋石滬(蚵間觀滬平

臺步道、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由於當日

天候不佳，強勁的東北季風吹拂整片沙丘，

讓大家深刻體會沙丘是怎麼被移動的，還有

沙粒拍打肌膚的觸感體驗。

最後前往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該園

區以桃園客家傳統文化和客家漁村為主，園

區設有展覽室、AR及VR體驗設施、視聽室、

餐飲休閒空間等。本次野外考察皆由當地社

區解說員導覽介紹，讓與會夥伴對於草漯沙

丘地質公園及桃園客家傳統文化具有更加深

刻的了解。

四、	總結

一年2次的網絡會議，議程內容含括專題

演講、研究論文發表、專家學者座談、社區

分享、地質公園攤位展覽、地質公園產品競

賽及相關競賽頒獎等。期望藉由網絡平台，

讓網絡成員彼此間能夠持續交流、學習，建

立地質公園間的交流與溝通的管道，提升網

絡成員在相關專業知識及在地產業發展的

推廣與經驗，進而應用推廣到各自辦理的研

習、工作坊、活動及討論會議等等，提升全

民對於地質公園的認識與參與。期望在地方

社群與社區產生地景保育的力量，進而改

善地方社會經濟，促成永續的社會與環境發

展。利用地質公園這個品牌宣傳行銷地質公

園。

整體而言，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已經進行

了22次。每次的網絡會議參加人數一次比一

次多，成為大家一起觀摩、比較、成長的平

台。要特別感謝所有參與籌備的工作人員、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中央大學的協

助，促成了這次圓滿、順利的會議。可見的

未來，大型的會議場所越來越難尋找。同時

要維持會議的品質與功能，乃至於提供更多

的伙伴參加，共同成長，都是未來籌備會議

的挑戰。

照片4、野外考察-草漯沙丘，在地解說員於
沙丘館進行導覽解說

照片5、野外考察-新屋石滬，在地解說員於
百年石滬群進行導覽解說

第22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相關演講

影片皆已上傳至台灣地形研究室YouTube平

台，有興趣者，可自行點選下方QRcode連結

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