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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公園設置的目的在於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 

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我國自民國六十一年制定國家公園法起，至目前已陸 
陸續續成立了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等六座各具不同特 

色的國家公園，各國家公園對於區內資源保育、教育研究、觀光遊憩等執行 

成效，亦受到社會各界肯定與支持；但國家公園規劃成立至今畢竟只有短短 
十幾年的時間，再加上法令規範之不足、人民保育觀念闕如、政府機關溝通 

協調機制欠缺，以致國家公園在經營管理上尚有許多問題極待克服解決。 

  本研究旨在研究日本國立公園之經營管理制度，期藉由日本國立公園經 
營管理之經驗，來做為我國國家公園在經營管理之參考。首先收集有關日本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相關法規、研究報告及文獻資料，並實際探訪參觀日本 

主要國立公園之各項建設與實地經營管理之運作後，將所收集資料加以歸納 
整理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上之優點，與我國國家公園 

之課題相比較分析，藉以尋求出解決因應之道。 

  日本無論在地理位置、國情民俗及資源環境等等皆與我國較相似，同時 
其國立公園成立比我國將近早大約五十年，有許多經營管理上之經驗值得我 

們來學習，期望能藉由本研究之探討分析，有助於國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 

課題之解決，並可提供未來相關單位在經營管理國家公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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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 
 
  我國自一九八四年成立第一座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起，迄今已成立 
六座國家公園，由於國家公園之規劃設置起步較晚及國民保育觀念尚屬萌芽 

階段，國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所遇到的瓶頸及課題，亟需參考國外之經驗 

來尋求解決因應之道。日本自一九三四年三月設置了瀨戶內海、雲仙天草及 
霧島屋久等國立公園之後，至今共成立了二十八座國立公園，面積共約二百 

零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七公頃，佔全日本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五，在國立公園成 

立六十多年以來，經歷了法規制定、土地使用調整、人民協調及政府與國民 
對保育觀念的認知等等過程，已有相當完善的經營管理制度。雖然我國國家 

公園係大多參考美國國家公園的模式來規劃，其經營管理體系亦類似美國， 

但因日本地狹人稠的地理環境及國情特性、歷史淵源等均與我國較為相似， 
因此其國立公園的制度及經營管理的做法，亦有許多值得我國來借鏡參考。 

故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蒐集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之相關法規、研究報告及文獻照片等資料並 
  加以建檔管理。 

2. 探討研究日本國立公園之經營管理制度，了解其經驗，並整理分析其經 

  營管理上的優缺點。 
3. 比較台灣國家公園與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上之差異，並嘗試運用日本 

  國立公園之經營管理上之優點，來尋求解決台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之 

  問題。 
 

第二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係針對日本國立公園之經營管理制度做探討了解，並與台灣國家 
公園目前經營管理現況做比較，嘗試藉由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之成功經驗 

，尋求解決台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之困境，並期待能預防新問題的發生。 

  本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1. 首先確定本研究之方向、欲達成之目的、設定研究範圍與內容及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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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方法、時間流程等基本架構。 

2. 蒐集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之相關法規研究文獻報告等資料，並加以彙 
  整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3. 實地探訪參觀日本國立公園，以實際了解目前日本國立公園之各項建設 

  與經營管理之運作現況。 
4. 將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之成功經驗與國內現況做分析比較，思考研擬 

  問題之解決對策，以健全國內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自筆者民國七十九年進入玉山國家公園服務以來，經由實際承辦 

業務之經驗及參加各項關於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訓練講習、研討會等，陸陸 
續續蒐集有關國內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相關文獻報告資料；同時八十六年六 

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七日因公奉派赴日本參加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研習一個 

月，其中經由室內理論課程研討及國立公園之實地參觀，蒐集各項有關日本 
國立公園經營管理之最新文獻報告及相片圖說等資料。其相關行程如表一。 

  之後於八十六年八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再經由研討會、圖書館查閱、透 

過網際網路、相關專家學者請教等方式，進一步蒐集資料以補文獻之不足後 
；有關研究報告之撰寫，首於八十九年一月先確定研究方向、目的與方法； 

八十九年二月至六月進行相關資料再補足工作及並將所有資料研讀歸納整理 

分析；八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進行資料彙整及成果分析討論，至八十九年十 
二月完成研究報告撰寫並行付印。其研究流程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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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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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本國立公園經營管理研習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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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公園介紹 
 

第一節 法令規定 
 
  日本自然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規定相當多，且分別由各相關機關主管，因 
此對於自然環境保護之推動實有賴各相關機關的互相協調配合。茲將日本自 

然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整理如表二： 
 

第二節 自然公園體系與沿革 
 
一、自然公園之沿革 
  結束了長久以來的封建時代，日本自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中央政府 
的太政官公告了公園的設置，參考歐美先進國家都市公園設置之條件與方式 

，將富有休閒遊憩與教育意義之名勝古蹟或遊憩場所規劃為公有之公園，以 

提供國民來利用，但後來由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社會繁榮的進步，都市 
化及工業化的結果國民對於休閒保健、休養生息、環境教化的場所需求日益 

殷切，於是有了自然公園之發展。 

  美國自一八七二年設置了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後，使世 
界各國對美麗的風景及自然資源的保育蔚為風潮；而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國力漸強、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亦思考如何將具有特殊有 

自然資源、文化保存價值的地區予以妥善保護，除作為國民育樂、休憩、教 
育之場所外，亦供國際間合作利用與研究，因此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 

便制定了「國立公園法」，並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三月起設置了瀨戶 

內海、雲仙天草、霧島屋久、阿寒、大雪山、日光、阿蘇、中部山岳等八處 
國立公園。 

  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間自然保育風潮之推動及整個國民社 

會之進步，從國土保安、國民保健、休養教化等觀點看，更加深社會大眾對 
自然公園重要性之認知與需求，然而原來國立公園法，對應屬都道府縣立自 

然公園及國定公園之間的關係並無明確之規定，而管理並由都道府縣自主， 

事權雜然並不統一，於是在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年），將國立公園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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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自然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表（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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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範圍擴大加強後重新制定了「自然公園法」，將全國自然風景區分為： 

國立公園、國定公園及都道府縣立自然公園三等級。 
二、自然公園之體系 
  依據自然公園法第一條之規定，自然公園設置的目的是為保護國家優之 

自然風景地區，並增進國民保健、休養生息、環境教育之正確利用。 
自然公園依各地域之景觀特色、指定管理機關、價值範圍不同分為： 

1. 國立公園：為具有國家代表性風景之自然風景地區，由中央政府的環境廳 

      長官指定之，是由中央政府來規劃管理。 
2. 國定公園：係略次於國立公園之自然風景地區，由中央政府的環境廳長官 

      依地方政府的都道府縣之申請來加以指定，是由中央政府規劃 

      ，都道府縣管理。 
3. 都道府縣立自然公園：是次於國立公園及國定公園之自然風景地區，是代 

      表該都道府縣之自然風景區，由都道府縣指定規劃並自行管理 

      。 
  目前日本全國共有二十八處國立公園、五十五處國定公園及三○三處都 

道府縣立自然公園，自然公園總面積 5,329,352公頃佔全國面積約 14%；除 

此之外另外為維護具有優美海岸及海中景觀特色之地區，亦規劃指定為海中 
公園，目前共有六十一處。自然公園除對自然資源做積極的保護之外，每年 

更有約十億人次前來休閒旅遊，因此自然公園對於自然資源保護及國民休閒 

遊憩之功能，極具意義。 
 

第三節 國立公園概況 
 
  日本的國土位於歐亞大陸東緣的位置，隔著日本海與歐亞大陸平行成一 
弧狀列島，國土南北狹長約三千公里，面積約有三十八萬平方公里，地理位 

置包含著亞熱帶及亞寒帶之區域，氣候濕潤，且受季節風之影響四季明顯有 

別，同時日本列島亦處於環太平洋的地震帶，是世界上新的地殼變動帶之一 
，種種地質的現象相當活躍，地形變化起伏，為世界上少數的火山國之一； 

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地形、地質、氣象及動植物等豐富的自然資源 

，並具有山岳、湖泊、河川海岸、森林等極富變化優美獨特的景觀，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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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悠久的歷史蘊含了人文文化資產，這種種的景觀資源使日本有世界的風景 

國之美譽。 
  國立公園之劃定為具有國家代表性風景之自然風景地區，由中央政府環 

境廳長官聽取自然環境保全審議會之意見後指定之，是由中央政府來規劃管 

理。日本自一九三四年設置的第一座國立公園∼瀨戶內海國立公園以來，目 
前共設置二十八座國立公園，面積 2,047,387 公頃，佔全國總面積的 5.4% 

，有關日本國立公園之相關位置與面積如表三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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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立公園一覽表（日下部甲太郎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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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日本國立公園位置圖（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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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立公園計劃與管理 
 

第一節 公園計劃體系 
 
  為了兼顧自然公園自然資源的保護及充分適當的遊憩利用，每一公園均 
依環境的特性、自然風景的保護、國民利用狀況等因素，擬定具體的保護及 

利用計畫，有關自然公園計畫體系及計畫圖如表四及圖三： 

一、保護計畫 
  保護計畫是針對自然公園內如何進行資源的保護管理來擬定，保護計畫 

分為保護限制計畫及保護設施計畫兩項。日本自然公園的管理機關，依據公 

園內土地的所有權及對自然風景地區開發行為的限制，採取「地域制」的方 
式管理，將公園內風緻景觀之獨特性、自然豐富度、土地使用狀況及公園利 

用重要性，劃分為特別保護地區、海中公園地區、第 1. 2. 3.種特別地區及普 

通地區等分區來保護管理；除普通地區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物設施之建設、礦 
物林木的採掘等行為採通知許可外，其他特別保護區及特別地區內建物設施 

之設置、竹木伐採等行為及海中公園地區設施之建設、特定熱帶魚的採捕等 

行為都是採申請許可制，需向管理機關（環境廳或都道府縣知事）申請，依「 
國立公園內（普通地區除外）各種行為的審查指針」之規定來審核，而普通 

地區一定行為亦需通知都道府縣知事。有關國立、國定公園之行為限制如表 

五。 
  同時在國立及國定公園之特別保護區、第1種特別地區、國設鳥獸保護 

區的特別地區及生息地保護區等區域內之民有地，為了自然資源環境保護的 

必要性，亦實行了特定民有地買受制度，由民有地所有者申請賣出，由都道 
府縣發行公債購買民有地，而償還金及利息均由國家都道府縣補助之，補助 

率國立公園七成、國定公園五成、鳥獸保護區五成、生息地保護區五成，而 

被認定全國特別重要之自然保護地區之補助率國立公園全額、國定公園七成 
、鳥獸保護區七成、生息地保護區七成。此制度在 1972年實施，在 1994年 8月 

已有購買國立公園 13處、國定公園 5處、國設鳥獸保護區 2處共 20處，面積 

6587.50公頃之民有土地（事業費約 125億 7148萬圓）。 
  另外，為了達到公園內景觀的修復、植生的恢復、防火、病蟲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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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自然公園計畫體系表（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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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公園計畫圖例（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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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國立國定公園行為限制概要（中島慶二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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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繁殖生息、防風定砂及遊客安全管理等，亦擬定了保護設施計畫，做為 

設施的配置及整建的方針。 
二、利用計畫 
  利用計畫是針對如何進行自然公園之利用來擬定，分為利用設施計畫及 

利用限制計畫兩項。利用設施計畫是整個利用計畫之主軸，在自然公園內有 
關利用設施的整建、利用設施集團的整備、集團設施地區、利用動線計畫及 

單項設施如園地、住宿、運動、休閒等必要設施的整建等等相關的配置和整 

建的方針。 
  另外自然公園的利用，是在自然保育的原則下，在自然景觀中提供自然 

的利用，應避免類似都市中遊憩踐踏和喧擾及公害污染的產生等等，因此對 

於設施的規模及利用的限制等管理方針，擬定了利用限制計畫。因此利用計 
畫的訂定，包含了公園事業的決定、事業內容大綱及程序、中央地方公共團 

體、民間單位的分工、公園事業的執行（設施的建設管理營運等）。 
 

第二節 管理體系 
 
  日本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包括國立公園及鳥獸保護區係由中央機關直 

接管理，而國定公園及都道府縣自然公園則是地方都道府縣管理並由中央機 
關督導。 

  中央主管機關是總理府的環境廳，環境廳下設四個局，其中自然保護局 

為國立公園的主管機關，而自然保護局下設企劃調整、計畫、國立公園、設 
施整備、野生生物等五個課，分為職掌國立公園與自然保護之相關業務。 

  而為了確實執行國立公園內環境廳所管財產管理、公園計劃擬定、公園 

事業調查決定、公園內行為之許可手續、許認可事項之執行與違法者之管理 
指導、自然景觀的保護管理、公園利用的指導、公園內遊客的自然解說與環 

境美化等等業務，在主要的國立公園地區設置了自然保護事務所，並配置有 

自然保護官負責實際執行，目前共設置了十一個自然保護事務所，配置了約 
一百七十位自然保護官分別管理二十八座國立公園。有關環境廳的組織如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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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日本環境廳組織圖（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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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憩利用管理策略 
 

第一節 遊憩利用現況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經濟高度的成長，無限制過度的開發結 
果，不僅造成對自然環境資源的破壞，同時亦產生產業型公害及都市生活型 

的公害等環境污染問題，致使國民喪失了親近自然的機會，甚而影響了國民 

生活的品質。 
  自從自然環境保護相關法律訂定之後，日本政府亦採取許多限制管理的 

措施，使得自然環境的保護有相當的成果；同時由於國民休閒時間的增加， 

物質條件的豐富，生活水準的提昇，國民對於從事野外休閒遊憩活動的需求 
亦相對的增加；而且日本政府又積極進行自然公園利用設施的整建，如 1950 

年進行集團設施地區、 1954年的國民保養溫泉地、1956年進行國民宿舍、 

1957年的自然研究路、1961年進行國民休閒村及住宿設施中心、1963年遊客 
中心等規劃建設，提供國民價格低廉、設施及教育大眾化的遊憩利用設施， 

因此使得國民對自然公園的利用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有關國民勞動時間變 

化及自然公園遊客量變化如表六及圖五。 
 

第二節 遊憩利用設施 
 
  依據自然公園計畫，公園事業的設施分為： 
1. 保護利用設施：包括植生復原、動物繁殖、防砂、防火等 4種。 

2. 遊憩利用設施：包括道路（車道、步道、自轉車道）、橋、廣場、園地、 

        宿舍、避難小屋、休憩所、展望設施、解說場所、野營場 
        、運動場、游泳場、遊艇場、滑雪場、溜冰場、騎馬設施 

        、車庫、停車場、加油設施、升降機、運輸設施（自動車 

        道、鐵道、索道等）、給水設施、排水。 
  有關自然公園計劃之公園保護及利用各項事業設施，由政府自行或國營 

企業經營執行為原則，但經政府認可委託之公共團體或民間亦可執行，且其 

設施整建的內容、管理、經營方法需由環境廳長官許可方可執行。環境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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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自然公園利用者推移圖（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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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國民勞動時間變化及自然公園遊客量變化圖（日本環境協會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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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編列 100億日圓做自然公園設施整建經費（其中有 35%由環境廳執行、65 

%補助都道府縣執行），公園設施事業在 1995年以前約有 6000件被執行，其 
中有 7%由中央政府的環境廳執行，約 45%由環境廳以外的政府機關或地方公 

共團體執行，約 48%由民間來執行。 
 

第三節 過剩利用對策 
 
  據估計每年約有十億人次的遊客進入自然公園遊憩，而過多遊客漫無限 

制利用的結果，將造成對自然環境資源的破壞。自然公園過剩利用的問題， 
基本上是利用超過了環境的承載量與還原力，因此造成國立公園過剩利用， 

歸納而言應包括下列三項量與質的問題： 

1. 大量且集中車輛的利用，使得自然的破壞、空氣污染環境變壞、污水處 
  理及設施容量超過上限。 

2. 過多遊客的健行登山隨意踐踏，使得自然環境變化、植生破壞。 

3. 從環境質的方面來看，自然環境破壞不能還原、動物減少。 
  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日本自然公園管理當局提出因應對策如下： 

一、自動車利用的限制 
  在昭和40年代初（1965年）一些遊客人數較多的遊憩地點，如國立公園 
中的上高地及尾瀨地區，由於遊客使用自動車過量超過道路及停車場等設施 

之容納量，同時遊客違法佔用道路隨意停車，無限制的讓自動車進入公園地 

區的結果，造成交通擁擠、植生破壞、噪音、排廢氣等污染，使得自然資源 
的保護及健全環境的利用，因遊客過密且過度的利用而發生破壞。 

  中央政府環境廳在昭和49年（1974年）為了確保國立公園中自動車利用 

的適正化，訂定了「國立公園內自動車利用適正化要綱」，由自然保護局、 
自然保護事務所、都道府縣、警察、建設、運輸等等機關及相關市町村、團 

體等組成連絡協議會，共同檢討制定各種交通管理對策，藉以管理國立公園 

內自動車的使用。目前國立公園中共有 12座公園 16個地區依此要綱實施了自 
動車的限制，大部分是因為積雪過多、植物休養期、賞紅葉及賞花季節等時 

期來實施，而中部山岳國立公園之上高地及立山地區更是終年實施限制之地 

區。有關目前自動車利用適正化對策實施狀況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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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實施自動車利用適正化對策現況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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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近年來除限制自動車的使用之外，日本政府更極力提倡低公害自動 

車的使用，以更進一步提高國立公園的環境保護，現在共有 4座國立公園 6個 
地區實施了限制低公害車進入之措施。 

二、進入區域的限制 

  依據自然公園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為了維護公園的自然景緻使國立公園 
內自然環境較脆弱且動植物資源較珍貴之地區得以免於破壞永續保存，經由 

各相關省廳的協議，將公園內的特殊景觀、野生動植物生息、生育環境脆弱 

之地區，如：1.高山帶、亞高山帶、風衝帶、濕原等植生復原困難地區 2.野 
生動植物的生息地、生育地與繁殖地等重要地區 3.地質地形等自然現象較特 

殊之地區 4.天然林及富研究價值之人工林地區 5.自然環境較脆弱且動植物資 

源較珍貴之地區。依「國立公園的公園計畫製作要領」，劃為進入限制的區 
域做妥善的保護。 

  本制度自平成2年（1990年）第一次劃定 10個公園 15個地區為限制進入的 

區域，至目前止日本全國的國立公園共有 15個公園 28個地區合計 196,208公頃 
被劃為限制進入區域做保護，未來配合國立公園每五年實施國立公園計畫檢 

討時，一併做限制進入區域的增設之檢討。有關進入限制區域如表八。 

  另外國立公園管理當局為了宣導推廣限制進入之措施讓大眾週知遵守， 
除設置限制進入區域的各項宣導看板之外，並與相關單位團體合辦各種安全 

運輸講習會及各項宣導活動，以使社會大眾皆能了解並遵守。 

三、鼓勵非假日遊憩分散遊客 
  目前一般遊客大部份均集中在假日從事遊憩活動，因此也造成假日遊憩 

量過大而造成環境的衝擊，為了將假日遊客分散至平常日，日本國立公園管 

理當局實施多項鼓勵非假日旅遊的措施，如獎勵旅遊業者及旅遊關係出版事 
業公司辦理非假日旅遊活動、公司財團所發行印刷品刊物限平常日使用、自 

然解說日的設置等等。 

四、山區登山健行管制 
  為高山地區自然的保護，並防止登山意外事故的發生，日本國立公園管 

理當局實施多項山區登山管制措施，如山區山屋住宿預約以控制遊客量、山 

區自然資源調查研究依研究成果製作解說出版品教育遊客、禁止遊客離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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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國立公園乘入限制地區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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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步道範圍、在濕原地區設置步棧道及柵欄、注意標誌、解說牌誌等設施防 

止遊客隨意踐踏、動植物高密度生息地禁止遊客進入、義工制度之建立協助 
山區環境維護及解說教育等等。 

五、環境美化及清潔 

  環境清潔美化為國立公園最重要業務，對於資源保護及遊憩品質之提昇 
有相當助益，在國立公園內除由民間相關團體及義工協助環境清潔美化外， 

日本國立公園管理當局亦推動實施，如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將垃圾壓縮帶 

出國立公園外等多項措施，期使公園垃圾量減少，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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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野生生物之保護管理與自然環境保育 
 

第一節 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一、調查的目的 
  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又稱為綠的國勢調查，依據自然環境保全法第四 

條，政府每隔五年應對全國地形、地質、植生及野生動物包括水域海域等自 

然資源環境現況做基礎調查研究，以掌握改變狀況，並建立自然資源基礎資 
料，做為政府自然環境保護政策制定、自然公園之劃定、計劃之擬定等之依 

據。 

二、調查概要 
  日本自1973年開始實施第一次的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並陸續在 1979 

至 1980年進行第二次調查，1983至 1987年進行第三次調查，1988至 1992年實 

施第四次調查，1993至 1998年進行第五次調查，同時在 1994至 2000年實施有 
關物種的分布狀況之物種多樣性調查。有關各階段的調查情形概述如下及表 

九： 

 ㈠第一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第一次的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在1973年實施，調查所得的成果包括 

 ：二十萬分之一的現存植生圖、地域植生自然性圖及植生自然度圖等等， 

 並於1974及 1975年公佈。此次調查結果可以了解全國自然環境的改變情形 
 ，掌握正確的全國自然環境現況，做為未來如何保護自然、復育自然、設 

 施整建之參考及政府擬定自然保護政策之基礎資料。 

 ㈡第二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第二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主要項目包括：動物之生息分布、現存 

 植生、海岸、湖沼等改變基礎資料之收集調查，另亦包括從第一次自然環 

 境保全基礎調查以來五年中有關自然環境改變之資料，調查項目比第一次 
 調查時增加約為10項，且規模亦比第一次調查時為大，其成果有全國主要 

 動物的生息分布區域及動植物分布圖等。 

 ㈢第三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此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是以第二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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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自然環境保護基礎調查一覽表（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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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基礎，再擴大調查研究其他動植物群落，以掌握了解自第二次自然環境 

 保全基礎調查以來自然環境變化情形。此次調查並包括自然景觀資源的調 
 查，將各都道府縣之資源狀況製成自然環境資訊圖，並整合第二次自然環 

 境保全基礎調查的植生調查成果，依植物社會學的方法製成全國五萬分之 

 一的現存植生圖。此次調查的特色是讓一般國民參與調查工作，以一般民 
 眾居住週遭得自然環境為調查地點，進行環境指標種的動植物分布及地形 

 的調查，全國共有約10萬人參與此次的調查。 

 ㈣第四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此次調查乃延續第二及第三次的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成果繼續做調 

 查，以掌握了解前幾次調查以後之自然環境變化情形。此次調查重點在於 

 巨樹、巨林之分布、湖沼及海岸線改變狀況之調查、海域生物環境調查、 
 藻場、干瀉、珊瑚礁的分布調查。另外亦進行整個環境生態系的動態自然 

 現象、人為影響等生態系總合的調查。 

 ㈤第五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 
   此次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除前四次調查項目之外，並進行濕地現 

 況及淺水海域現況了解，其主要項目有：新生濕地的調查、海邊的調查等 

 。 
 ㈥生物多樣性的調查 

   生物多樣性的調查是基於生物多樣性保全的觀點來實施客觀性及科學 

 性的調查，自1994年以後開始實施，其重點在了解全國野生動植物分布概 
 況的物種多樣性調查、物種內多樣性的遺傳性多樣性調查及代表性生態系 

 區域之維護、生態系構成要素之生態系多樣性地域調查等。 

三、調查成果運用 
  歷年來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的成果，均由相關單位彙整編寫報告書及 

製作地圖，並公佈出版讓民眾了解，並做為政府指定劃設各種自然公園、自 

然環境保護區域、鳥獸保護區域及世界自然遺產地域之基礎資料，同時亦可 
做為政府自然保護措施及環境解說教育之參考資料。 
 

第二節 野生物保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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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對於野生生物之保護，主要是依據鳥獸保護與狩獵法、物種保存法 

、自然公園法及自然環境保全法等來實行，其業務除了針對珍貴稀有野生生 
物之保護、棲息地之保護、濫捕之防止、瀕臨滅絕物種之保護繁殖等工作外 

，亦包括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際合作來共同為候鳥及野生生物之保護。有關日 

本野生生物保護體系如表十。 
 

第三節 鳥獸保護制度 
 
一、制度概要 
  日本有超過約600種以上的鳥獸棲息著，對於鳥獸的管理並不是一味保護 

，依鳥獸保護與狩獵法之規定在特殊情況下是准許狩獵、捕捉的但均需要受 

鳥獸保護與狩獵法嚴格的限制。依鳥獸保護與狩獵法之規定，考量鳥獸之棲 
息狀況、危害農林業之程度及狩獵資源之利用性與遊憩休閒需求等因素，將 

可狩獵捕捉的鳥獸種類稱為「狩獵鳥獸」，包括 18種類的獸類及 29種類的鳥 

類；另外狩獵鳥獸以外之鳥獸稱為「保護鳥獸」，保護鳥獸對於學術研究之 
需要或嚴重危害到農林業和人民的生活時，經特別的許可才可狩獵捕捉。 

二、鳥獸保護區 
  依鳥獸保護與狩獵法之規定，對於鳥獸保護應劃設鳥獸保護區，依規定 
是由環境廳長官或都道府縣知事來劃設，鳥獸保護區中並可劃定特別保護區 

來實施較嚴格之保護，鳥獸保護區中鳥獸是全面禁止捕捉的，而鳥獸保護區 

中之特別保護區除鳥獸是全面禁止捕獵外，其工作建築物之設置、水中物之 
埋立、林木之伐採等行為亦均需經過都道府縣知事及環境廳長官之許可。直 

至 1997年止日本全國共劃設有 3,709個、面積 3,441公頃的鳥獸保護區及劃定 

有 616個、面積 256公頃的特別保護區。 
三、狩獵制度 
  日本對於狩獵的行為是被准許的，其狩獵制度相關措施是由都道府縣執 

行，在都道府縣知事實施狩獵測驗合格發照的制度，通過狩獵鳥獸的識別能 
力及安全狩獵相關知識測驗，發給狩獵許可證，其狩獵許可證又依捕獵方法 

分為甲種（使用捕網）、乙種（使用空氣槍及壓縮槍以外的槍具）、丙種（ 

使用空氣槍及壓縮槍）等三種證照，至 1994年止持有狩獵許可證者約有 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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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日本野生生物保護體系（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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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時狩獵者在實際從事狩獵前應向都道府縣登記及繳交入獵稅、狩獵者 

登記稅等始可進行狩獵。 
  另外為了安全狩獵之推廣及狩獵資源之維持，日本之狩獵區域原則上劃 

分為可狩獵區域、狩獵限制區及狩獵禁止區三種，如圖六所示，同時亦有以 

下幾種狩獵限制： 
1. 狩獵時間之限制：北海道地區原則上自 10月 1日起至翌年 1月 31日止，北海 

         道以外之地區原則上自11月 15日起至翌年 2月 15日止。 

2. 禁止捕獵區域：鳥獸保護區、特別保護地區、休獵區（為可狩獵區面積之 
        三分之一）、公道、公園、神社境內、墓地等。 

3. 危險捕獵方法之限制及大量捕獵方法之限制。 

4. 有 22種類鳥獸規定單日內 1種狩獵物捕捉量之限制。 
 

第四節 瀕臨滅絕野生生物種之保護 
 
  日本古時候視野生動物為敵人列為征服捕殺的對象，因此常有獵殺野生 
動物的行為；而近年來由於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過度的捕獵、棲息地的破 

壞及外來種移入的競爭等因素，使得野生物種的種類逐漸減少，因此為了確 

實做好瀕臨滅絕野生生物種之保護工作，日本政府在昭和 61年（1986年）在 
中央政府的環境廳自然保護局設置了野生生物課，著手從事瀕臨滅絕野生生 

物現狀的調查保育工作，在平成 3年（1991年）完成「日本瀕臨絕滅野生生物 

脊椎動物編及無脊椎動物編」之調查報告，並於平成 3（1991）至 8（1996） 
年進行植物的調查研究，有關日本動植物種類及瀕臨絕滅種數如表十一。 

  野生動植物是構成生態系重要要素，是自然環境的一部份與人類的生活 

息息相關，而野生生物種的絕滅將嚴重減少生物的多樣性，同時亦將引起整 
個生態系的變化。日本有許許多多物種瀕臨絕滅的危機，日本政府為了積極 

保存瀕臨絕滅的物種，在 1992年訂定了物種保存法，並於 1993年 4月實施，物 

種保存法主要內容包括：國內稀少野生動植物種的指定、捕獵及讓渡流通等 
的限制、棲息地保護區的劃定、保護增殖事業各種施政計畫之擬定及實施、 

瀕臨絕滅野生生物種的保存、保護措施的實施、各種調查研究及重要科學知 

識的累積等等。茲將重要內容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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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狩獵禁止區域概念圖（林耀源等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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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日本動植物種類及瀕臨絕滅種數表（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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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稀少野生動植物種的指定、捕獲與讓渡之限制 
  國內稀少野生動植物種的指定，是依據其生息地破壞狀況、物種生育狀 
況、人類行為影響使其惡化等程度來指定，目前依物種保存法之規定共指定 

有 51種為稀少之野生動植物種、須緊急保護有 3種，這些物種被指定後，各相 

關機關應互相協力合作來從事有關稀少野生物棲息地的監測與了解、物種保 
存觀念的啟發與工作普及、各種違法行為的禁止與取締等工作。 

  在野生動植物種捕獵與讓渡等禁止方面，除學術研究需經環境廳長官許 

可外，其他有關對稀少野生動植物種個體、器官及加工品之捕獵、採取、殺 
傷、讓渡、輸出入等行為一律皆以禁止。 

二、生息地保護區的劃定 
  日本稀少野生動植物種生息地保護區，是由環境廳長官認定必要之區域 
加以劃定之。有關生息地保護區又可分為二個區域，一是稱為「管制區域」 

，是限制較嚴格之區域，由於物種的種類及生態生息環境較特殊，必須做較 

嚴格之管制，在這個區域內任何工作建物之設置或林木之伐採等等行為，均 
必須事先向都道府縣知事或環境廳長官申請許可；另一個區域稱為「監視區 

域」，這是管制區域的緩衝地區，限制比管制區域較少，在這個區域內任何 

工作建物之設置或林木之伐採等行為，只要通知都道府縣知事或環境廳長官 
即可。目前日本正規劃五個生息地保護區，但由於尚未與居民協調達成共識 

及其他因素，因此尚未劃定。 

三、保護增殖事業的實施 
  保護增殖事業實施的目的是為了使受保護物種的個體群數在自然環境中 

能永續保存、限制物種個體的捕獵、生息地違法行為的禁止、生息地環境的 

維護及惡化的改善、物種個體繁殖促進等等。保護增值事業的實施必先了解 
受保護物種的分布狀況、生息環境、種內遺傳的多樣性、引起絕滅的原因等 

才能制定有效的對策；且保護增殖事業的實施亦需先讓當地居民了解共同配 

合協力來實施，如此才能得到較佳的效果。 
  日本國內稀少野生生物種的保護增殖事業的實施，有環境廳對於保護增殖 

事業的預算編列（每年約二億日圓的經費）、野生物種保護中心的設置整建 

（目前全日本有七座）、地方公共團體或民間團體保護增殖事業的認知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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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工作，並由相關機關團體並共同制定「保護增殖事業計畫」，目前共制 

定有八種保護增殖事業計畫，而且實施效果良好。保護增殖事業計畫的內容 
包括：生息狀況的掌握、濕地及河川環境的改善、森林育成等生息環境的維 

護改善、飼育繁殖、飼育繁殖個體的野放、野外個體隻數的復育、外來種的 

禁止等，是由相關省廳共同協力實施。 
 

第五節 自然保護國際合作 
 
一、國際條約 
㈠生物多樣性條約 

 訂定生物多樣性條約之主要目的是為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同時能確保生 

物永續的使用，並使遺傳資源的使用及利益能公平均衡的分配等。在 1992年 
全世界共有 157個國家共同簽署，而日本亦於 1992年由中村環境廳長官簽署， 

1993年 12月條約生效，到了 1996年締約國共有 162個國家。 

  生物多樣性條約的促進實施，是由環境廳自然保護局長、議長及十一個 
相關省廳連絡會議來設置；在 1995年 10月訂定條約實施的基本方針，並決定 

召開生物多樣性國家戰略地球環境保護相關閣僚會議，以為生物多樣性條約 

的國家戰略促進實施和國際合作的進行。 
  日本並於每年舉辦生物多樣性締約國會議，以建立情報資訊交換、生物 

多樣性保護之具體事項、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永續之相關範圍事項討論等等。 

㈡特有水鳥生息地及國際重要濕地條約 
  日本在1980年 6月申請加入國際「特有水鳥生息地及國際重要濕地條約」 

，於同年 10月正式成為締約國，並劃定登錄釧路濕原為特有水鳥生息地及國 

際重要濕地，同時在 1993年於北海道釧路市舉辦第五次締約國會議，共有約 1 
,200人參加並做成多項決議，是特有水鳥生息地及國際重要濕地締約國會議 

歷次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 

  這個條約是以特有水鳥生息地及國際重要濕地的生息生育、動植物保護 
的促進等為目的，並規定各締約國濕地的指定、登錄及濕地、各種動植物、 

特有水鳥保護促進等的管理措施。 

㈢絕滅野生動植物種的國際交易關係條約（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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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1980年8月申請加入「絕滅野生動植物種的國際交易關係條約」， 

於同年 11月正式成為締約國。這個條約主要目的是限制野生動植物國際交易 
及輸出國輸入國間合作實施、對絕滅野生動植物的保護、限制獵捕等規定， 

條約中將絕滅野生動植物種的保護基準分為附屬書Ⅰ、Ⅱ、Ⅲ等三個區分類， 

各分類中有各主要種、限制內容及許可條件等之規定。如表十二。 
  日本有關絕滅野生動植物種輸出入之規定主要是依「外國貿易管理法」 

及「關稅法」來實施，另外在「絕滅野生動植物種的國際交易關係條約」中 

附屬書Ⅰ亦有國內讓渡之限制。日本在 1995年 2月舉辦第九次締約國會議，會 
中並選出常設委員會之議長國，各國均期待對條約實施的效果做積極的貢獻 

。 

㈣候鳥保護條約與協定 
  日本在1974年與美國、1980年與澳洲及中國等國家締結了兩國間候鳥保 

護條約（協定），透過兩國間的合作對於候鳥及絕滅鳥類生息環境之保 

護做努力。各條約之會議大概每兩年舉辦一次，以為各國間對策之情報資訊 
交換、兩國間共同調查之協議等。 

㈤世界遺產條約 

  世界遺產條約主要目的是針對世界之文化及自然遺產之保護，由各締約 
國出經費成立世界遺產基金會，對各國之文化及自然遺產進行保護對策之援 

助。日本在 1992年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條約之締約國，並 

於 1993年成為世界遺產委員會之委員國。在日本登錄之自然遺產有屋久島及 
白神山地兩處，文化遺產有法隆寺及姬路城兩處，而對於有關遺產地區之保 

護是依自然環境保全法及自然公園法等法令來實施。 

㈥有關環境保護之南極條約議定書 
  南極條約議定書是針對南極地區的和平維持與科學研究利用的促進為目 

的。在 1991 年日本制定「有關環境保護之南極條約議定書」，針對南極 

地區之環境保護做積極的貢獻，相關國內法之訂定作業目前正在進行中。 
㈦二國間之協定 

  日本分別美國、韓國、中國、澳洲等國締結了環境保護合作協定、科學 

研究技術協定及環境分類國際合作之實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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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絕滅野生動植物種保護基準（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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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其他 

  日本除參與多國間之條約或兩國間之協定外，並和美國、加拿大等國進 
行環境分類之國際合作，如與美國進行地球展望合作之共同課題、天然資源 

之開發利用及特殊珊瑚礁之保護、國際珊瑚礁保護之進行。 
二、對開發中國家之國際協助 
㈠對開發中國家之國際協助型態 

  現今地球環境問題是人類共通的問題，必須進行國際的共同協調合作才 

能解決，而開發中國家在資金、技術、人力等方面均不足，其對許多環境問 
題往往無法有效解決，因此常需要各先進國家進行支援協助。因此日本在 

1992年 6月定訂「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由環境廳及外務省執行有關技術合作 

及無償資金協助等政府開發援助工作，對開發中國家進行國際環境保護與自 
然保育等科學技術研究與資金贊助，對自然保護做更積極的貢獻。 

㈡環境廳之國際合作 

  日本環境廳編列政府開發援助經費，積極進行國際合作。由環境廳之自 
然保護局針對亞洲太平洋地區開發中國家之濕地保護合作、亞洲地區鳥類保 

護、世界遺產地區之保護、珊瑚礁生態系之保護等實施基礎整備及生物多樣 

性保護檢討和地球環境保護等事業實施必要之支援；同時自然保護局亦進行 
國際自然保護連合及國際濕地保護連合的分擔金支出等。 

㈢國際合作事業團之合作 

  開發中國家自然保護之進行工作，有關專門知識經驗和行政官技術師等 
人才的培育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環境廳自然保護局在地方公共團體、民 

間團體等合作下成立國際合作事業團，實施有關研修、專家派遣、機械器材 

提供與技術合作及相關自然保護策略開發調查之技術合作等。 
㈣民間團體之國際合作 

  近年來各種公益法人及任何團體等民間團體，成立了環境事業團的「地 

球環境基金助成事業」和民間基金等各種支援體制，投入有關開發中國家環 
境保護之國際合作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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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親近自然之措施與義工制度 
 

第一節 親近自然之設施 
 
  日本為了提供日益增多的旅遊人數休閒遊憩，在自然公園規劃設置了多 
樣且豐富的親近自然的場所與設施，以下針對親近自然的場所與設施分述如 

下： 

一、國民休假村 
  國民休假村是在國立或國定公園自然環境中的休閒適用地點，在不破壞 

自然環境的情況下，整建價格低廉且設施健全的住宿設施和各種親近自然設 

施，以提供國民遊憩休閒使用。國民休假村在 1965年即開始規劃整建，到 
1996年 10月已完成約 35個國民休假村提供日本國民休假利用，如表十三。 

  國民休假村的設施包括有遊客中心、園地、停車場、滑雪場、自然遊步 

道運動廣場、溫泉等公共設施是由國家或地方的公共團體整建，而住宿設施 
、露營、滑雪等需收費設施是由財團法人國民休假村協會來整建營運。 

二、長距離自然步道 
  長距離自然步道是提供國民登山健行、探訪自然與史蹟、健全身心及深 
入了解認識自然資源與保護為目的，因此長距離自然步道主要是連結自然公 

園與文化資產之步道。日本自 1970年開始進行長距離自然步道的規劃整建工 

作，在 1974年完成首條長距離自然步道－東海自然步道，目前共完成東海自 
然步道、九州自然步道、中國自然步道、首都圈自然步道、四國自然步道、 

東北自然步道等六條長距離自然步道，正在進行中部北路自然步道及近畿自 

然步道之整建，此八條長距離自然步道總長度約 21,319公里。同時亦推動十 
年以上老朽步道的再整建工作包括利用資訊提供、自然學習、簡易住宿等設 

施據點的整建工作，如近畿自然步道整建計畫的擬定調查實施。 

  有關長距離自然步道的路線是由環境廳規劃決定後，由各相關都道府縣 
來整建與管理。有關長距離自然步道如圖七、八及表十四。 

三、親近自然的場所 
  在國民居住環境附近自然及文化人文資源豐富的地區，例如小動物及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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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休假村一覽表（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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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長距離自然步道路線圖（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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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長距離自然步道圖示（日本環境協會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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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長距離自然步道一覽表（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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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生息地點、海邊及雜木林、神社等等，這些地點環境經過適當的保護整建 

後，提供國民就近且多樣豐富的休閒活動，可讓國民有和自然共生共融的感 
覺，例如經選定為自然觀察的森林、環境與文化村、親近自然的鄉里、鄉里 

自然的家、親近自然海邊、親近休養的溫泉地等等場所，這些場所為了提供 

國民自然觀察的導引及使用解說，均設有活動中心或遊客中心、小動物的保 
護設施、保護林、自然觀察路、觀察小屋及辦理自然解說活動等等。 

四、溫泉 
  日本是世界上著名的溫泉國，溫泉是日本國民極為重要的保健休養的資 
源，在 1995年全國的溫泉出泉數共有 25,129個，湧出量一日約 361萬立方英吋 

。而對於溫泉的保護及適當的利用管理日本政府制定了「溫泉法」，這個法 

律最主要是規定環境廳長官對於有極佳溫泉利用地區，可劃定為「國民保養 
溫泉地」，以做為國民健身休養的場所，到 1996年 10月共指定了 84所 13, 

092.47公頃的國民保養溫泉地。 
 

第二節 親近自然活動 
 
  環境廳為使國民人人都能親近自然，對自然有更深入的了解與體認進而 

愛護自然，並能主動從事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擬訂許多推展親近自然的策 
略及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 

一、綠化週及綠化日 
  在每年的4月 23至 29日訂為「綠化週」、4月 29日為「綠化日」，由自然 
公園所在地的都道府縣市町村自然環境保護部門和相關團體舉辦各種自然觀 

察會活動。 

二、親近自然運動 
  在每年暑假期間7月 21日至 8月 20日舉辦「親近自然運動」，由自然公園 

所在地的都道府縣市町村自然環境保護部門和相關團體辦理各種自然野外活 

動及觀察學習會等，同時自 1959年開始每年在國立、國定公園所辦理的親近 
自然運動活動中，並實施了自然公園大會。 

三、全國自然步道健行月 
  每年10月訂為「全國自然步道健行月」，在全國長距離自然步道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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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道府縣市町村舉辦自然步道健行大會（包括登山、健行、自然觀察會、賞 

鳥會）等活動。 
四、國民環境基金活動 
  本項活動是由國民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自主性發動的募款活動，以做為土 

地的購置、自然保護管理等費用；目前像北海道小清水町的「俄霍斯海的村 
建設運動」及和歌山縣田邊市的「天神崎保護市民運動」等等活動在日本全 

國各地展開，而最有名且較有成效規模的運動為「知床的百平方米運動」。 

  知床百平方米運動位於北海道的知床半島，知床半島是位於日本北海道 
向俄霍斯海突出的半島，是保有原生自然環境資源極為原始豐富的地區，可 

說是日本最後的原始自然地區，於 1964年被指定為國立公園。 

  知床的百平方米運動是由北海道的斜里町發動。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 
本政府為了作戰有充足的糧食，其政策是採增糧的政策，由政府制定許多的 

獎勵措施，鼓勵人民耕作增糧，因此有許多人來知床半島開墾耕作，其土地 

是向政府購置的，後來因氣候環境條件不佳而耕作失敗，但過度開墾的結果 
使得自然環境及生態資源遭受嚴重破壞。到了 1972年代日本全國正展開國民 

環境基金活動，因此許多愛護知床半島自然環境的人士亦呼籲成立基金會， 

並展開離農地的購買及森林復育等的國民環境基金活動，由每戶出 8,000日圓 
集資購置土地，全國民眾及外國人均可參與購置，到 1997年 20年內已集資 5億 

2千万圓基金購置約 472公頃土地從事植樹造林運動，恢復知床半島以往的自 

然景觀。 
 

第三節 義工制度 
 
一、自然公園指導員 
  自然公園指導員制度，是日本自然公園制度中最成功且最具規模的制度 

，是在 1957年建立的，由自然保護事務所所長、各都道府縣知事及財團法人 

國立公園協會會長就富於指導立即行動力的國民中推薦，經由環境廳自然保 
護局長聘任以 2年為一任期，到 2000年 7月共聘任 2,950人。有關自然公園指導 

員居住地區及人數如表十五。 

  自然公園指導員是為自然公園保護之模範與並為利用者之指導，協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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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自然公園指導員居住縣別及人數（國立公園協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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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護事務所及自然保護官、都道府縣知事來從事自然公園管理業務，其任 

務包括公園的利用指導、遊客利用者的自然解說、遊客意外事故的防止及自 
然公園內各種資訊的提供等等。 

二、公園義工 
  為了協助自然保護事務所及自然保護官之自然解說、野生生物保護管理 
之推展工作，在 1985年開始進行公園義工之自然解說專家的養成、指導及培 

育等研習會的工作，其任務包括自然觀察會等各種活動的解說、自然環境調 

查、野生生物的保護管理、利用據點的美化清潔、利用設施簡易維護管理等 
等。本制度是由民眾自動發起協助到 1996年 4月共在 22國立公園 33個地區登錄 

了約 1,700位公園義工。 
 

第四節 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簡介 
 
  日本對於國立公園事務之管理，由除政府的自然保護官員及委任的自然 

公園指導員與民間公園義工協助外，其大部分有關現場管理與民眾較有相關 
之業務活動均委由民間團體來辦理，因此日本參與自然公園管理業務之團體 

相當多，其中最具規模協助自然公園業務最多者為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 

  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是在1979年 2月設立，在當時的中央政府自然環境 
保護審議會中，提出對於自然公園內之珍貴國家遺產，除由公共機關管理外 

亦考量由國民參與協助保護，且公園維護管理業務亦應檢討由使用者（遊客 

）負擔一部份費用等意見，依此意見環境廳首先檢討並實施向遊客收取入園 
費用及公園內的停車場、露營場等特定遊客使用之設施需負擔費用等。這些 

由遊客負擔費用稱為協力金，協力金經費相當龐大且對自然公園設施的維護 

及管理相當重要，需由一機關團體來管理財源及實際運作，因此在 1979年 2月 
由內閣總理大臣許可正式成立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來統籌管理運作。 

  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的業務分為公園利用者負擔費用之收取及公園各 

項管理設施之維護、美化清掃管理兩項，包括公共停車場的管理交通引導、 
遊客中心等利用設施的維護管理、遊步道廣場等美化清潔和啟蒙、定期自然 

解說和資訊提供、荒廢地點之自然復原等，其經費來源除向公園利用者所徵 

收費用之協力金外，另外還有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的清掃補助金。在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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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本部及20個支部共有53名職員，臨時職員約有52500 

名（包括設施管理 36800名、清掃 15700名），其組織可說相當龐大。 
  有關協助自然公園業務之團體除自然公園美化管理財團之外，其他像財 

團法人國立公園協會、財團法人國民休假村協會、財團法人日本自然保護協 

會、環境事業團等等團體組織，對於自然公園亦提供不同業務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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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利用設施與保全整備 
 

第一節 公共設施整備 
 
一、利用設施 
  依據自然公園法施行命令之規定，自然公園利用之設施有下列41 種類： 

1. 道路及橋 

2. 廣場及園地 
3. 宿舍及避難小屋 

4. 休憩所、展望設施及解說地點 

5. 野營場、運動場、游泳場、遊艇場、滑雪場及乘馬設施 
6. 停車場、加油設施及升降機 

7. 運輸設施 

8. 給水設施、排水設施、醫療急救設施、公共浴場、公共廁所及污物處理設 
施 

9. 博物館、植物館、動物園、水族館、博物展示設施及野外劇場 

10. 植生復原設施及養魚設施 
11. 防砂設施及防火設施 

  以上各項設施主要是由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整備公共設施，由民間事業 

者整備營利設施。 
二、目的效果 
  公共設施整備的目的是對自然破壞的防止、自然保護教育及遊客意外事 

故之防止等，其效果如表十六： 
 
 表十六、自然公園等設施整備目的與效果表(環境應自然保護局 1987) 
 

整備目的 效    果 設施 

自然保護 過度利用之緩和、

擅自進入之防止、

自然荒廢之防止、

國民珍貴資產自然

環境之保護等。 

1. 園地等利用據點適當配置 
2. 利用動線(車道、步道、停車場)等的 
 限制 
3. 原生林、濕原、沼澤等保護包括步道
 、木棧道、排水設施、公共廁所等 
4. 珍貴高山植物之保護、登山步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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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目的 效    果 設施 

自然保護教育 自然觀察、自然探
勝等深度自然的體

驗，自然正確深度

的理解、自然保護

思想的普及、自然

保護教育資訊等。

1. 自然探勝步道、自然研究路、自然解
 說標誌 

2. 自然體驗的野營場 

3. 長距離自然步道 
4. 遊客中心、展示設施 

事故防止 遊客之安全確保、

預防事故發生設施

、災害防止、老舊

設施整修等。 

1. 高山地區之避難小屋、登山道 

2. 火山、噴氣地等的步道 
3. 海岸之探勝步道及展望地 

4. 老舊步道、橋等設施之整修 

 
三、基本事項 
㈠基本原則 

 公共設施整備需考量以下幾項原則： 

1. 景觀性：與周邊景觀的調和。 
2. 總和性：與地區的整備計劃相一致。 

3. 利用性：考慮到遊客的利用率。 

4. 安全性：確保使用者之安全。 
5. 經濟性：能符合經濟及較高的耐久性。 

6. 管理性：便於管理者管理維護。 

㈡事業實施的程序 
1. 公園的指定：國內代表之風景地及珍貴自然的風景地，環境廳長官召開 

        審議會決議，公告。 

2. 公園計劃之決定：包括保護限制計劃、保護設施計劃、利用設施計劃、 
          利用限制計劃等，環境廳長官召開審議會決議，公告 

          。 

3. 公園事業之決定：公園事業包括道路、廣場、園地、宿舍、休憩場所等 
          ，由環境廳長官召開審議會決議公告，而事業執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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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廳長官委任執行、環境廳長官以外之協議執行、 

          地方公共團體之承認及上述三種以外之認可等方式。 
 有關事業實施程序如表十七。 

㈢事業實施的流程 

1. 目的：設施整備的目的（自然觀察、登山等） 
2. 調查：資料收集分析 

3. 計劃：整備計劃之擬定 

4. 設計：實際設施設計 
5. 施工：整備的實施 

6. 維護管理 

 有關事業實施之流程如圖九。 
㈣調查 

   自然公園的設施應在與周邊景觀環境相調和、使用安全、較高耐久性 

 及對自然環境影響最小的原則下進行，其調查應包括以下項目： 
1. 地形：傾斜方位、傾斜度、利用可能地的分布、利用可能面積。 

2. 土壤地質：土壤的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崩塌的危險性、有無溫泉、綠 

       化復原的可能性。 
3. 氣象：氣溫、降雨量、晴天日數、風向。 

4. 水文：水害的危險性。 

5. 植物：珍貴植物有無及分布、有害植物之有無。 
6. 動物：需保護動物之有無、害蟲之有無。 

7. 景觀：風景的特徵、有趣風景及自然現象之有無。 

8. 災害：土地的崩壞、出水、有毒之紀錄。 
9.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現況、關聯計劃。 

10. 權利限制：土地所有狀況、土地限制。 

11. 飲用水：水質、水量、污染源之有無、水源位置、水源距離。 
12. 電力電話：架設的可能性。 

13. 保健：醫療機關位置、距離、診療項目。 

14. 週邊遊憩據點：種類、概要、到達性、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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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公園事業實施程序表（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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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設施整備圖（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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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利用動向：利用型態、利用人數、利用階層。 

16. 週邊公園設施：種類。 
17. 交通：交通機關、交通工具、到達時間。 

㈤計劃、設計 

   自然公園設置之目的是對於自然風景地之保護，進而增進國民之保健 
 、休養及教化等，因此自然公園之設施應以風景之保護及利用之增進為主 

 要考量，因此其計劃與設計需考量下列各項： 

1. 對自然環境的改變最小。 
2. 各項設施之配置應避開主景觀之位置。 

3. 材料之應用及設施機能之設計應與風景景觀相調和。 

4. 應以原生植物來做修景綠化。 
5. 適當適量之設施數量。 

6. 遊憩動線應明確流暢。 

7. 考量遊憩安全性。 
8. 舒適性之考量。 

9. 維護管理應經濟。 

10. 社會弱勢團體之考量。 
㈥施工 

  由都道府縣訂定施工管理準則執行適當正確的施工管理。 

㈦維護管理 
  維護各種設施適當正確的功能，執行必要的維護管理。 
 

第二節 自然公園事業的體系 
 
  環境廳為了使國民能親近接觸自然，在自然公園的附近擁有豐富自然環 

境的自然地區，進行親近自然設施的整建工作。在國立國定公園保護自然多 

樣的自然環境中提供遊客安全舒適的遊憩環境，進行遊客中心、公共廁所、 
野營場等自然公園利用設施的整備，同時在核心地區亦進行包括自然環境保 

護、復育和利用設施整備、自然學習的總合整備事業。有關國立國定公園設 

施整備及親近自然場所的整備之「自然公園等事業」，從 1994年開始進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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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業位置確定及與國民生活密切結合之新公共事業。有關自然公園等事業 

體系圖如圖十。 
 

第三節 綠的鑽石計劃 
 
  在國立國定公園事業中最重要且最具規模的整建計劃為綠的鑽石計劃又 
稱為自然公園核心地區總合整備事業，此事業計劃自 1995年開始實施，是選 

定國立國定公園中最具代表性之核心地區進行自然環境保護及自然體驗學習 

等等的總合整備事業。其目的在使國立國定公園的核心地區之自然得以加強 
保護與復原，並確保得以永續使用。至 1997年共有中部山岳、白山、日光、 

十和田八幡平、雲仙天草等五個國立公園，上高地、市的瀨、奧日光、十和 

田湖奧入瀨、立山、雲仙等六各地區實施此計畫，每一計劃整修期間 5至 7年 
經費約為 30至 100億圓分環境廳及都道府縣補助經費。有關綠的鑽石計劃整建 

地區及說明如圖十一。 

綠的鑽石計劃事業內容有： 
1. 自然環境保護修復事業：包括自然環境保護整修、植生復育、動物繁殖、 

            景觀保護事業等。 

2. 自然體驗現場整備事業：包括從自然環境保護中對於自然學習適切的指導 
            、自然體驗質與量的整備。 

3. 利用據點整備事業：包括親近自然利用者的指導、保護活動之核心地區利 

          用設施集約的整備。 
4. 利用誘導據點整備事業：包括核心地區的導引、核心地區資訊提供及利用 

            者指導據點的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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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自然公園事業體系（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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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綠的鑽石計畫圖（環境廳自然保護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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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綜合分析與結論 
 

第一節 比較分析 
 
  以上幾個章節已針對日本自然公園之經營管理制度做了詳細的介紹，本 
節將進一步的做分析比較，解析台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與日本自然公園之異 

同，並藉以日本自然公園之良好制度與經驗，做為台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問 

題解決之參考，以及未來國家公園經營發展之道。 
一、日本政府對於有關自然環境保護的法令制定相當完備且定期檢討修法，而 

 大部分且重要法令如自然環境保護法、自然公園法、鳥獸保護法及溫泉法 

 等的主管機關皆為環境廳，同時對於自然保護工作的監督執行，無論是資 
 源的調查、設施建設、野生生物保護、國際間合作等均統合在環境廳的自 

 然保護局下，國立公園之規劃管理亦是其中一部份，因此能有效做好自然 

 保護及國立公園經營管理的工作。相較於我國，目前雖然各自然保護相關 
 法律相當完善，但國家公園的根本大法∼國家公園法，為民國六十一年制 

 定迄今已有二十幾年並未修法，這對於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確有些不合時 

 宜窒礙難行之處；另外對於其他相關自然保護之法律及主管機關分散在不 
 同機關不能統合，再加上溝通協調制不健全，致使在自然保護的工作不能 

 確實有效率的執行。 

二、日本是一個島國本身環境地狹人稠，為使自然公園內之資源能充分的保護 
 及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自然公園法規定對於自然公園土地之管理依不同資 

 源狀況劃分為特別保護區、特別地區（又分1.2.3種特別地區）、普通地區 

 及海中公園地區等四種不同區域分別予以不同程度的使用管制，這與我國 
 將國家公園劃分為生態保護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及一般 

 管制區等五個分區管理意義上是相同的；但日本為使土地做合理充分的利 

 用，在自然公園內除特別保護區需嚴格保護之外，其他地區只要申請或通 
 知許可即可使用，同時相當多的遊憩設施如：纜車、電車、住宿旅館、觀 

 光船、水上機車、釣魚、露營、狩獵等是被允許的，這與注重保育的我國 

 ，凡事均事先申請許可甚至完全被禁止是不同的。 
三、自然環境資料的健全與否，對於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可說是相當重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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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日本政府自 1973年起即進行自然環境資源的基 

 礎調查，截至目前止已進行了五次自然環境資源調查且陸續進行中，其調 
 查內容不僅包含各項自然人文資源，且範圍亦擴大到國民生活環境，由全 

 民共同參與調查，可使自然環境保護工作真正落實到全國各地；而我國對 

 於全國自然資源的調查雖有定期在進行，但均僅限於國有森林，並不及國 
 民居住環境，未如何使國民參與保護自然工作是我們應加強的目標。同時 

 為推動國際間自然保護的工作與相當多的國家簽定條約或協定，將自然保 

 護工作推向國際，這項工作我國或因於各種政治因素目前相當闕如，但身 
 處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也應思考已不同方式來推動國際間自然保育工作。 

四、日本對於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除有相當完備的法令做為依據之外，對於 

 實際工作的執行管理亦訂定相當多的工作手冊或說明書等，做為相關工作 
 人員從事經營管理工作的規範，如設施的整備制定有自然公園等設施整備 

 技術指針、實務操作訂定有自然公園實務必攜、環境解說制定有自然解說 

 技術入門等，其他像自然公園手冊、自然公園的設施等等，這些不僅使工 
 作人員有所依循，同時對於經營管理與設施建設亦能朝向制度化及規格化 

 ，再加上工作人員認真盡責崇法務實，使得國立公園經營管理工作相當落 

 實；反觀我或許是國家公園成立來短短十幾年時間，相關工作規範及制度 
 尚未健全，日本國立公園這些經驗確實值得我們來學習。 

五、日本國立公園的義工制度相當健全，其中以自然公園指導員之組織與制度 

 最具規模與完整，自然公園指導員由各都道府縣知事及財團法人國立公園 
 協會會長就富於指導力及行動力的人民中推薦，經由環境廳自然保護局長 

 以委囑方式委任之，來協助辦理國立公園利用指導、自然解說、環境清潔 

 美化、遊客安全維護及資訊蒐集等相關業務，這種制度雖與我國目前各國 
 家公園之需要訓練，屬義務性質，以從事環境教育解說業務為主，相對而 

 言日本自然公園指導員制度較具組織化及專業化，且是經由中央政府環境 

 廳委任更具有榮譽及使命感。除此之外日本尚有社區民眾自源發起協助國 
 立公園工作之義工，協助辦理解說活動、野生動物保育管理、環境美化、 

 簡易設施維修、淨山美化等工作，這些以民眾的力量來協助參與國立公園 

 的業務，使民眾體認國立公園之重要性，是日本國立公園能健全發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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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原因。 

六、日本國立公園的業務除計劃制定、經費籌措及特定事業的許可由中央政府 
 環境廳辦理外，其他如設施建設、解說教育、保育研究及環境美化、遊客 

 安全防備等現場管理業務，均委由地方機關或民間財團、法人機構如自然 

 公園美化管理財團、國立公園協會、國民休假村協會等辦理，這與我國從 
 計劃之擬定到設施建設、解說教育、保育研究、觀遊遊憩與保育違法處理等 

 國家公園業務全由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不同；我國在民間團體方面雖有國 

 家公園學會來協助國家公園業務並提供意見，但業務目前僅侷限於保育研 
 究業務，如何強化國家公園學會之組織與協助，或加強與國家公園業務相 

 關之團體合作，是我國未來努力的方向。而業務委由地方機關或民間團體 

 辦理，不但可以減輕政府人力經費之負擔、增加政府財政來源，並可提昇 
 效率及遊客服務品質，在我國政府當前正實行人力精簡政策，日本的做法 

 值得我們來參考學習，而另外國立公園的事業讓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參與 

 的結果，更可讓社會大眾了解認知國家公園，能更有效順利的推動國立公 
 園工作。 

七、對於鳥獸等野生動物之保護管理，日本有一套相當完整的鳥獸保護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是鳥獸保護法之制定，鳥獸保護法從保護計劃、狩獵鳥獸之 
 分類、狩獵許可、鳥獸保護區之劃設、罰責等等均完善的規範，除此之外 

 日本各地對於鳥獸的管理均有制定鳥獸保護區位置圖，將該地區相關鳥獸 

 資源、人民生活、土地使用及環境狀況做詳細調查後劃設，以為各地區之 
 鳥獸管理；同時日本是准許狩獵時間、方法、數量、區域等均有規定，這 

 不僅對於人民農作物的保護有助益，亦可維護生態間之平衡，同時對於國 

 民休閒遊憩的提供有相當助益。相較於我國對於野生動物之保護管理，在 
 民國七十八年制訂了野生動物保育法可說是我國野生動物保育之根本大法 

 ，其重點在於野生動物之保育與罰責，雖有授權地方機關設置保護區及捕 

 獵之執行；而且國家公園管理之主要法令∼國家公園法，更無有關野生動 
 物管理之規定，建議未來在修訂國家公園法或相關法規時，能考量野生動 

 物狀況、人民生活習俗及生態間之平衡等等因素，適度將狩獵予以開放。 
 

第二節 綜合結論 



－61－ 

 
  我國於民國六十年代在世界自然保育潮流衝擊及國內相關保育人士、團 

體積極努力下，自民國七十三年成立國內第一座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起 

，已相繼陸續成立了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等六座各具特色的 
國家公園；然而在國家公園成立之初，相關規劃設置制度及人員考察大都以 

美國國家公園為主，因此不可諱言國內目前國家公園相關制度做法亦大都承 

襲美國國家公園，雖然在國內國家公園發展近二十年的歷史，其相關業務工 
作皆已上軌道，然經營管理尚有許多問題極待來克服解決。 

  日本與我國同屬東北亞國家，不僅風俗民情較為相近，且國土環境地狹 

人稠更是相同，而且日本國立公園之設置至今已有六十六年歷史，比我國早 
成立將近有五十年，其有關國立公園制度、法令、組織、運作、經驗等等， 

說是相當健全完善，其在法令健全、組織編制、社會資源運用、狩獵制度、 

環境資源充分合理使用、人民守法等等方面，其經驗與做法確實值得我國來 
學習，尤其是政府未來在進行政府組織再造、人員精簡及法令研修等等工作 

，有關日本國立公園的制度與經驗確可供我們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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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吉 
 野山步道 

▲日光國立公園華嚴  

 潼瀑布 
▲日光國立公園五重塔 

 文化遺產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吉野山民 

 間美化運動實施㆞區告示牌 

   

▲日光國立公園日光自然博物館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吉野山停車場，每 

 年櫻季節實施交通管制遊客至此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山 

▲日光國立公園㆗禪寺湖及男体山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大台 原林木 

 因鹿雙吃食造成枯木景觀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大台 原㆞區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大台 原為鳥 

 獸保護區 

   
▲秩父多摩國立公園山的故鄉村遊 

 客㆗心 
▲秩父多摩國立公園御岳溪登記繳費 

 即可從事釣魚活動 
▲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大台 原登山管制告示牌， 

 日本登山採登記許可再登山口登記資料即可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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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大湧谷景 

 觀及纜車遊憩設施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富士山景 

 觀及纜車遊憩設施 
▲秩父多摩國立公園山 故鄉村園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工作㆟員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鳥類解說牌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箱根遊客 

 ㆗心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蘆 湖野營㆞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國民宿舍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鳥類觀察站 

   
▲釧路濕原國立公園告示牌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蘆 湖交通船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湖究園㆞ 

 蘆 湖野餐桌椅及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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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釧路濕原國立公園濕原木棧道 ▲東北海道釧路濕原野生物保護㆗ 

 心 
▲釧路濕原國立公園之釧路濕原日 

 本國鳥丹頂鶴之故鄉 

   
▲知床國立公園羅臼遊客㆗心展示 

 及保護官介紹 

▲知床國立公園羅臼遊客㆗心 ▲知床國立公園知床五湖及連峰 

   
▲知床國立公園鳥獸保護區管理㆗ 

 心 

▲知床國立公園知床自然㆗心委託 

 財團經營管理之解說介紹 
▲知床國立公園知床自然㆗心委託 

 財團經營管理 

   
▲知床國立公園百平方米運動紀念 

 館內解說牌 

▲知床國立公園百平米運動紀念館 ▲知床國立公園自導式步道之入口 

 告示及付費解說摺頁索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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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牌誌 ▲日本國立公園保護官制及標制 ▲筆者與知床國立公園保護官合影 

   
▲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財團經營之 

 遊艇遊憩 

▲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親水設施及 

 商店旅館區 
▲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及雌阿寒岳 

   
▲阿寒國立公園硫磺山景觀之休憩 

 桌椅及自導式摺頁索取箱 

▲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畔委託美化 

 財團之停車場 
▲阿寒國立公園阿寒湖許可之釣魚 

 活動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野營 

 服務㆗心 

▲阿寒國立公園摩周湖 ▲阿寒國立公園硫磺山㆞區當㆞義 

 工帶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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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休憩 

 桌椅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野營 

 炊事洗滌及污水處理設施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露營 

 營㆞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國民 

 宿舍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探勝 

 路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公廁 

   
▲阿寒國立公園屈斜路湖砂浴設施 ▲阿寒國立公園屈斜路湖露㆝溫泉 

 浴場 
▲阿寒國立公園和琴半島園㆞商店 

 街 

   
▲金剛生駒紀泉國定公園千早園㆞ 

 體能健身設施 

▲金剛生駒紀泉國定公園千早園㆞ 

 香楠莊國民宿舍溫泉浴㆞ 
▲金剛生駒紀泉國定公園千早園㆞ 

 香楠莊國民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