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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在臺灣興起的各式冒險遊憩活動中，登

山可謂是我國國民最受歡迎的冒險遊憩活動之一。

交通部觀光局（2017）對國人2016年的旅遊狀況

調查中顯示，觀光、休憩、度假是國人從事旅遊的

最主要目的（81.2 %）。並且除「純觀光旅遊」之

外，「健身運動度假」是去從事觀光遊憩的最主要

原因，且較往年呈現增加的趨勢。並在此原因中，

「自然賞景活動」的比例為最高；而在「自然賞景

活動」中，「森林步道健行、登山、露營」佔了第

二高的比例（36.6%），較2012年的29.4%與2010

年的25.5%比起來增加甚為明顯。此外，王伯宇

（2014）對臺灣冒險運動觀光的發展現況資料也指

出，登山為我國國民最主要的冒險運動觀光活動之

一。由以上的論述可知，「登山」此一活動在我國

國民的休閒遊憩活動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臺灣的自然環境也是造就登山活動蓬勃發展的

重要因素。由於板塊運動造就了臺灣成為了一個充

滿了山的島嶼，光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就有

258座（交通部觀光局，2014）。而3,000公尺以上

的高山之中，又以 百岳 最為有名。也就是和日本

登山界相似地，臺灣的百岳是指3,000公尺以上具有

代表性的一百座山峰（林玫君，2008）。許多的登

山者都以能完成百岳為重要的里程碑，這一百座山

峰也確實吸引了戶外遊憩愛好者前往一探美景並挑

戰自己的能力。

在臺灣要攀登高山，《國家公園法》或《國

家安全法》的山地管制區條例是登山者會遇到的法

我國登山相關管理條例
文／王伯宇

（圖片提供／王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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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條款，須根據其條

款來申請入園證或入

山證方可攀登高山。

但自民國 1 0 6年 1月

份起，臺中市實行了

《臺中市登山活動管

理自治條例》；同年

2月，南投縣政府亦頒

布了《南投縣登山活

動管理自治條例》；

同年 9月，花蓮縣政

府也公告了《花蓮縣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

例》。苗栗縣亦於民

國107年4月實施《苗

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這些條例使得登山

者在此四個縣市內欲一親百岳的芳澤時，要面對的

另一個法律條例。本文將就上述的幾項登山管理條

例來做一介紹與剖析。

貳、山地管制區條例

《山地管制區條例》乃是依據我國《國家安全

法》第5條而規定之。此法條乃是早期基於國防考量

的背景下所產生的。如同該法條所述：「為確保海

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

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

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應

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法務部，2018）。法條

中所規定之機關為警政署。而又依據該法，在國家

安全法施行細則中第30條說明，山地管制區又可分

為以下二種：

一、山地經常管制區：為維護山地治安，經常實施

管制之地區。

二、山地特定管制區：具有遊憩資源得提供人民從

事觀光、旅遊及其他正常娛樂活動，基於維護

山地治安有必要實施管制之地區。前項管制區

設置檢查所，由警察機關執行檢查、管制任

務。

簡單的來說，只要政府認定是屬於山地管制

區的地方，就算是從事山岳觀光的活動，亦須依

據該法受管制與檢察，一定要申請入山許可證。

如果在未經許可進入管制區域內的登山客，經勸

離而不聽時，會處以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000元以下罰金 （法務部，

2018）。

由以上可知，在現行的山地管制區條例中，

確實有把人民的高山旅遊考慮進去。但依法還是

要申請入山許可證。早期都須使用紙本作業流程

或是親自到警察局或相關單位辦理。現今為了方

便民眾申請，警政署已設有「入山案件申辦系

統」網頁，可直接線上申請，甚至用自然人憑證

即可申請。所需提供的資料主要是人員名冊，內

容包含了姓名、性別、國別、出生年別、出生日

（圖片提供／王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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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身分證或護照字號、電話、電子郵件、住家地

址、緊急聯絡人姓名與緊急聯絡人電話。入山許可

證獲得之後，登山者需攜帶此許可證以及身分證件

便可前往該山區進行登山活動（內政部警政署，

2014）。

但在社會風氣的考量下以及時代的轉變，立法

院於106年確實有討論將山地管制區條例廢除 （曾

韋禎，2017）。如將來此一條例廢除，入山證將就

沒有申請的需要。

參、國家公園法

我國《國家公園法》之制定乃是為了保護我

國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及歷史古蹟，並亦

提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用途。在此法之下，依據面

積及特性再劃分出不同類型的保護區（內政部營建

署，2016）。由於我國許多的高山都位於國家公

園的範圍內（如玉山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19條：「進入生態保護區

者，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因此，攀登高

山需申請入園證的規定，乃是基於國家公園內生態

保護的考量，《國家公園法》第13條也規定於國家

公園內所禁止的行為（如採摘花木、汙染水源等）

（內政部營建署，2016）。確實，一個地區之所以

被劃為國家公園，保護其特殊或珍貴的生態系統向

來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文化等其他因素而設立的

國家公園則不在此範圍內）（Pigram & Jenkins, 

2006）。為避免過多的遊客進入園區而對該園區的

「生態乘載量」負擔過大，確實需要實施入園申請

的制度以保護國家公園內的生態系統。

在我國的入園證申請時，須於入園七日之前至

一個月內每日07:00~23:00提出，而且還須視登山

路線上的山莊床位是否足夠方能申請。申請方式有

網路申請、臨櫃申請與郵寄申請。如果未申請入園

證便前往攀登國家公園內的高山，可處以1,000元

以下的罰鍰，還有可能禁止申請入園半年至一年不

等。申請時須要有隊員資料、路線攀登計畫，且每

隊不得超過12人（雪季攀登每隊需3人以上，最多

不得超過6人）（雪霸國家公園，2017）。核准後

進行攀登時，仍需攜帶許可證、核准人員名冊、身

分證明文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或其他具

定位功能之器材及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此外

尚須注意的是，僅申請入園證就攀登園區內的高山

實屬違法，入園證申請完仍須申請入山證，方可進

入國家公園攀登高山。或是亦可以在各國家公園管

理處的單一窗口，申辦入山入園兩證合一的許可證

來進行攀登（雪霸國家公園，2017）。

肆、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在民國106年間，臺中市、南投縣與花蓮縣先

後實施了該縣市的《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苗

栗縣亦於民國107年跟進實施，使得登山者在此四

縣市欲攀登百岳時，必須面對的另一個法令。根據

本文的初步探究，《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頒布

的原因，主要是防範未登記入山，或是在颱風天硬

要去爬山的登山客，因為發生山難事件，因而要求

該登山客或團體負擔因搜救所衍生出的相關成本。

例如，在《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的前言

中就寫到 （臺中市政府，2016）：

（圖片提供／王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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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天候等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禁止入山

之公佈；

五、罰鍰；

六、負擔搜救相關費用；

七、例外情況。

「避免浪費資源、勞民傷財」似乎是此四縣市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最大的共同宗旨。但此《登

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頒布後，卻是爭議不少。例

如，在「連署反對：不合理登山管制與罰則」活動

中，該活動的訴求是：

●  以「浪費國家搜救資源」看待登山意外，未正

視山域救護系統的重要性。

●  封閉步道、禁入荒野，限制人民自由。

●  個人無法投保登山險，保險內容不足涵蓋目前

登山活動。

當然，《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的是非對錯

鑒於104年8月7日蘇迪勒颱風期間本市轄內南

湖大山北一段發生夏姓男子一家三口颱風天冒險攀

登南湖大山，回程時遇來襲、溪水暴漲而受困，歷

經警消、民間團體及熱心民眾共動員17人加上挖土

機，終於將三人安全救援下山；另105年4月13日

和平區遠多志山發生劉姓登山客右腳踝疼痛腫脹不

適，由直昇機載運下山送醫，致生搜救費用及登山

保險議題，但也因此耗大量災人力浪國家搜資源，

允有建立登山活動管理機制必要。

經本文檢視該四縣市之《登山活動管理自治

條例》後，發現其共通的條文內容如下（花蓮縣

政府，2017；南投縣政府，2017；苗栗縣政府，

2018；臺中市政府，2016）：

一、登山活動定義與管理之山域；

二、登山活動應注意之相關事項（如申請入

山、氣候、毒蛇等）；

三、應攜帶之定位與聯絡器材；

（圖片提供／王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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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本文所能闡述，但此條例的頒布確實增加了我

國登山者在攀登時所要面對的法律條例。在攀登此

四縣市的高山時，仍須注意此一條例的規定。此

外，臺中市政府還另有規定「登山綜合保險最低保

險金額表」，這也是在攀登前需要注意的地方。

伍、結語

登山對我國國民來說，已經是一個越來越受

歡迎的活動，其市場也不斷地在成長。在接近山林

的同時，民眾也應確實了解需要遵守的法令規章為

何，以免在上山後違反相關的規定而受罰，進而影

響了登山活動的體驗。《山地管制區條例》的入山

證、《國家公園法》的入園證、以及四個縣市的

《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是在登山前需要了解的

一些規章。雖說各個法令皆有其考量的背景，但本

文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我國國民的登山教育，

建立負責任的登山觀念，使得登山此一活動，對於

攀登者本身、環境、社會資源以及當地居民都能有

永續的發展，創造一個四贏的局面。

作者王伯宇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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