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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努力的印記。
大事記裡，2017 年的頭三天，分別記錄著：和臺北水源局的朋友們至
北勢溪上游集水區坪林油杉保護區周邊步道迎新健行和社區拜訪、到
漢聲電台錄製每月一次的節目、舉行手作步道工法手冊編撰第一次顧
問會議、參與全國社區大學會議聽取鄭麗君部長建構地方知識庫的願
景。
2017 最後三天，長期陪伴的南澳生態旅遊聯盟參與羅東林管處舉辦的
嘉年華活動、臺三線自然步道召開苗栗場說明會和紙湖竹排潭步道的
踏查現勘，陪伴千里步道運動 12 年的網站主機，也在去年的最後一個
禮拜功成身退，完成 2010 年以來最大幅度的網站改版工程。而跨年
夜，前往雲南昆明協助手作步道工作坊的工作團隊，與石城在地自然
學校的夥伴們在簍火旁迎來 2018 第一天。
回顧整理一整年的大小事，從 Google 日曆上匯出的行事曆高達 830
筆。每一筆，都是曾經努力的來時路；千里 12 年，也就在這些堆堆疊
疊的印記中走出一條台灣的步道運動史－－一部從台灣民間啟動、由
下而上推動「從步道到綠道」的發展軌跡。
2017，串聯北北基宜四縣市的重現淡蘭百年山徑的大地之夢已漸趨成
熟，逐步進入指標系統與周邊配套建置的階段；協助客委會進行的臺
三線自然步道古道歷史梳理、現地踏查、耆老訪談、系列座談、影像
拍攝也如火如荼的持續累積中；台灣的手作步道施做點也在跨入 2018
年的當口，邁向第 100+N 個點；展開步道學課程或工作坊、課程訓練
的單位，從林務局、國家公園、觀光局、縣市政府、大專院校、社區，
甚至對岸中國。再再的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反樸歸於自然、手作的趨
勢，已然來到，雖然，努力的步履常常還是趕不上結構與制度所帶來
的系統性破壞的速度，但是反思的火苗已經點燃，願意挽起袖子彎下
身一起守護我們所共有的這塊土地的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在體制裡願
意承擔、突破現況的有志者也一個個站上第一線。
謹以這份來自 2017 每一天的工作報告書，與您一起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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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運動在 2010 年完成環島路網串聯後便致力於推動路網活化
與步道守護。

在路網活化的工作上，除了持續透過和社區及在地社群的合作，以低
碳旅行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千里步道的理念，我們更提出「示範道」
的概念，希望從環島路網上找到合適的路段，遊說地方政府及社區，
藉由「示範道」具體呈現減少光害、去除水泥護欄、不使用除草劑、
確保自行車及行人路權等價值。

2012 年，與宜蘭縣政府、羅東社區大學共同推動的全台第一條千里
步道示範道「宜蘭冬山鄉太和 - 八寶示範道」正式啟用，而緊接著由
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倡議多年，在台南市政府的支持下，全國第
一條以「綠道」為名的示範道「台江山海圳綠道（後更名為台南山海
圳綠道）」，於 2016 年完成台江國家公園至台灣歷史博物館段，全
線 45 公里的串聯。

總結過去十年的推動經驗，2017 年開始我們正式提出「千里步道 2.0」
的願景作為下一個十年的自我期許，以「全國」的高度展開綠道制度
化的倡議行動。過去這一年間，除了與台江的夥伴持續透過各種方式
遊說、倡議以「台灣水圳國家綠道」為目標，將台南山海圳綠道向嘉
南大圳北幹線延伸之外，我們也持續參與淡蘭百年山徑及浪漫台三線
自然步道等重要計畫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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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道（Greenway）的概念最早在 1959 年，威廉．H．
懷特（William H.Whyte）於城市土地學會出版的《保護
美國城市的開放空間》一書中提出，意旨為「兼顧自然生
態提供人通行的線型空間」，透過保存既有的自然或人文
線型空間，有意識地傳達願景價值。這與千里步道推動環
島路網的精神不謀而合。儘管十年來民間持續不懈地倡議
串聯，並漸漸獲得公部門的回應與支持，但回顧台灣相關
推動經驗及既有的法規制度，我們認為在現行體制中必須
作出適當翻轉，才有助於整體性、系統性地保存各種綠色
廊道，進而成為便於國人親近的綠道。

兼顧自然生態提供人
通行的線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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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 2017 年獲得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我們回顧了國際上推動綠
道及長距離步道的經驗、整理國內相關制度及案例，同時請教拜訪
過包括劉克襄、郭瓊瑩、陳板、黃于玻、林大元、吳茂成、翁儷芯
等專家學者，並透過數次座談會議邀集交通部、文化部、農委會、
內政部營建署等諸多相關部會，以釐清課題、提出務實的政策推動
策略。期間，我們也參與規劃了苗栗及雲嘉南的綠道討論會，蒐集
地方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意見。

歷時將近一年的研究討論，我們終於在千里步道環島路網的基礎上，
提出 8 條國家綠道的主題構想，並強調跨區域、跨領域、由下而上
凝聚認同為綠道推動的核心，而此研究成果更在 2017 年 12 月 5 日
由國發會陳美伶主委召開主持的首長會議中，獲得各部會首長的認
同，進而確立由國發會統籌綠道跨部會平台會議的推動方式，以逐
步落實國家綠道願景。

目前 8 條國家綠道主題構想包括：淡蘭國家綠道（淡蘭百年山徑）、
臺三線國家綠道（浪漫臺三線自然步道）、山海屯國家綠道、糖鐵
國家綠道、水圳國家綠道、台灣山海圳國家綠道、南島國家綠道，
以及脊樑山脈國家保育綠道等。為了促使更多民眾開始認識綠道的
價值，我們也透過環保署環境教育圓夢計畫補助，辦理相關講座及
小旅行活動，活動成果讓我們連續第 6 年獲得圓夢計畫績優團隊的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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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網調查與社區培力
延續 2016 年協助新北市觀光旅遊局進行淡蘭百年山徑北路路網
調查，2017 年調查腳步推展至中路及南路，一條結合在地文史、
社區產業與生態景觀的長距離步道系統已初見雛型。而古道的
復興與守護，亟需沿線社區的參與，2017 年千里步道持續陪伴
淡蘭山徑路網中的重要節點－－雙溪泰平里，結合登山健行與
在地食宿及深度導覽體驗，規劃並試辦不同主題的生態旅遊遊
程及手作步道工作假期。期待未來持續透過遊憩動線規劃及社
區產業活化，能讓步道沿線的農村聚落社區，與長距離步道間
點與線的連結更加緊密完善。

 - 公私協力與跨單位合作
自 2016 年正式召開第一次「重現淡蘭百年山徑北北基宜跨縣市
平台」工作會議，2017 年千里步道持續每季一次輪流和各縣市
及中央主管單位共同召開平台會議，一共四次會議，分別於 1
月 19 日由基隆市政府主辦，4 月 19 日由宜蘭縣政府主辦，7 月
27 日由台北市政府主辦，10 月 17 日則由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
局主辦。目前已進行的策略合作議題包括：跨縣市定線確認與
權責協調、未來步道整建方式、長距離步道起點以及各單位現
有計畫協調合作等。透過各項議題具體討論與分工，逐步落實
淡蘭百年山徑路線規劃。

 - 倡議推廣
自 2016 年台灣千里步道協會邀集北北基宜水、中央水土林、
產學研與社區，發起「重現淡蘭百年山徑」守護行動，2017
年持續邀請更多民間力量一起參與、投入。2017 年 5 月 27 日，
千里步道與基隆市政府共同舉辦「淡蘭義工隊」授旗記者會，
北台四縣市及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們再度聚首，於基隆暖暖為 24
個來自北台灣的民間團體、登山社群、大專院校、公部門等所
組成的「淡蘭義工隊」授旗。結合傳統農村土地公生日做牙、
換工、吃福的習俗，希望透過更多親山愛山、關心古道文化資
產的社會大眾一起參與淡蘭百年山徑的守護。



浪漫臺三線
自然步道

環
島

綠
道

千里步道，始於足下

1211

臺三線內山公路，從桃園龍潭到台中東勢，沿著山麓地帶蜿蜒而
行。歷史上，這裡曾是原住民與漢人共處的交界區域，也是茶與
樟腦的重要產地。目前沿線的山林古道中，仍保留許多當年開墾
的歷史遺跡和人文景觀，具備串連成為國際級長距離步道、打造
在地特色文化廊道的良好基礎。

2017 年起，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參與客家委員會浪漫臺三線自然
步道的規劃，進行 36 次山徑古道勘察與社區拜訪，舉辦 2 場地
方說明會，並於苗栗社大進行綠道討論會，與書店、社區大學合
作 4 場系列論壇，並邀請部落客、攝影團隊進行步道踏查紀實與
論壇剪輯，並於電台錄音推廣理念與論壇活動。

2018 年，我們將持續進行路線踏查，優化步道選線；深入拜訪
在地社區，發掘地方特色並溝通自然步道的規劃；邀請專家學者
參與論壇，探究自然步道周邊的文史脈絡與環境資源；邀集部落
客走訪，分享自然步道的風情與聚落特色；辦理手作步道工作假
期，讓民眾實際動手參與古道的修復。透過面對面交流，與網路
上影片、活動的訊息傳播，擴大對話的社群，引領民眾循步道走
進社區，深度體驗區域的人事物，活化臺三沿線的產業活動，守
護步道與自然環境，並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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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道守護上，承襲了多年來深耕奠定下的基礎，善的力量持續
擴大影響，2017 年在中央與地方的政策上都有相當好的轉變發
生。林務局林華慶局長、台中市林佳龍市長於四月分別在參與了
太平山鳩之澤步道工作假期實作與台中瑞井手作步道現場參訪
後，皆宣示未來將以手作步道友善環境的理念，整建維護轄區內
步道；新北市政府則率先以敲除水泥，將手作步道精神納入了實
際工程之中；客委會、水保局、觀光局，分別以講座、工作坊等
方式，將手作步道概念導入相關業務同仁；同時，國家公園與林
務局更在其步道規劃設計準則與工法規範上重新進行檢討改善，
對更為永續環境的制度，做了許多努力。

為了持續積累、建立台灣本土步道工法典範，2017 年初起
即廣邀並組織有興趣參與的手作步道種子師資、林務局步
道承辦人員與手作步道講師團隊近 20 人，以共學讀書會
的形式，挑選了美英紐日四國共七本步道工法設計手冊為
參考文獻，每兩週一次利用晚間時段以線上雲端視訊會議
方式，跨越了時空限制，共同研讀與交流，透過分析各國
工法案例精進職能概念，也加入自身實際操作的經驗進行
討論。

步道工法共學讀書會期間，也邀請相關專家做國內外經驗
案例分享與示範，如：日本福留脩文的近自然砌石工法。
自 1 月至 7 月共持續召開了 13 次線上讀書會，共學機制
的累積對於技能精進具有啟發性，除了為本土手作工法設
計手冊奠定根基，更期待未來有機會進行跨技師的溝通交
流，進一步扭轉步道政策法令，擴大落實師法自然的手作
步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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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手作步道概念的推展，2017 年除了更多的講座邀約、步道踏查
現勘與培訓課程，面向大眾仍持續以步道工作假期或手作步道體驗
課程之模式，結合各地公部門、在地社團、社區與原鄉部落之特色，
除針對一般民眾，也擴及不同社群的推廣，諸如：親子共學團的小
朋友、暨南、文化、中原等大學生、高山協作、山屋管理員等。

或與生態旅遊、或與環境教育、或與無痕山林等議題、資源結合設
計，場域遍及於各地：台大梅峰農場、台東嘉明湖、新北泰平崩山
坑、美濃黑川校長紀念碑、南投澀水社區、宜蘭太平山鳩之澤、台
中大坑、花蓮米棧社區、知本自然教育中心、嘉義特富野、觸口自
然教育中心、新北坪林漁光、宜蘭松羅湖、台北中埔山、屏東大武、
苗栗天狗部落等等之古道 / 步道，陸續合作辦理超過 30 場次步道
工作假期或手作體驗活動，其中有常態回流守護的志工，更不乏初
次參與以動手實作認識步道、回饋土地的志工。手作步道推動即將
要進入第 12 個年頭，而全國的手作步道點就在 2017 年也悄悄的超
過了一百條，這種自然與人的情感連結，持續在手作步道與志工之
間牽動、內化、發酵中。

延續步道學在地化的精神，與台北文山社區大學持續著景美山、
中埔山步道的常態維護；於 2016 年起與台中文山社區大學合辦的
「台中步道學」則在 2017 年繼續深耕，邁入第四學期。  

合併後的台中市成為全台第二大城市，意味著更多戶外健行與休
閒需求，市政府大力推動「百里步道」計畫，對於城市週遭山林
環境，既是機會更是挑戰。我們與台中荒野、主婦聯盟台中分會、
劉克襄老師等共同努力，於四月促成市長走訪瑞井手作步道，期
望影響政策走向，同時繼續進行「天然步道零損失、設施步道負
成長」鋪面調查行動，歷經三期學員分工合作，目前已經接近完
成，根據目前統計，台中水泥步道比例高達 58%，天然步道則僅
有 17%。在設施步道部分，2017 年在熱門的大坑五之一，舉辦四
個工作天的手作步道體驗活動，拆除不穩定的工程棧道，以現地
卵石鋪設階梯與擋水與排水等，嘗試與各界溝通設施減量更安全
的理念，有關大坑的相思原木棧道價值討論，是下一階段對話的
起點。而繼前二期訓練出一群步道種子師資後，步道學實務課程
預計 2018 年將移師台中開設，將步道人才培育扎根中台灣，期盼
厚植政策監督與在地實踐的民間守護能量。

同時，手作步道系統性的專業培訓體系也持續推展，在這一年透
過工作坊與培訓課程等形式，將參與對象擴及到各國家公園管理
處、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與工作站，以及觀光局各風景管理處人
員等，試圖能影響公部門第一線步道業務單位的經營思維，以更
友善環境生態的整合性思考，促進公私協力合作機制，提昇步道
環境監測之運用，改善步道維護管理制度。



亞洲步道相關組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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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千里步道協會受邀參加於日本鳥取縣舉辦的第六屆
世界步道大會（World Trail Conference, WTC），並與主辦單
位鳥取縣政府建立初步連結。2017 年 3 月，鳥取縣政府 WTC 辦
公室室長偕同 NPO 法人未來理事長來到台北進行交流，在千里
步道協會和景美山小組的陪伴下，一同踏上仙跡岩步道，了解仙
跡岩手作步道的過程與成果。此外，為了建立與亞洲步道組織更
為緊密的連結，千里步道協會也正式加入 Asia Trails Network
（ATN），未來將透過 ATN 的網絡，逐步推動與其他會員及亞洲
步道組織的交流合作。

2017 年的端午節，千里步道協會前往北京，延續 2016 年與蓋婭
自然學校的合作，於沃思花園與學員們一起以手作步道的方式整
修連通果樹梯田的行山小路，完成工作之後，大伙一起手作餃子，
歡慶端午佳節。11 月底，千里步道接待了來自韓國旅遊發展局
專員及韓國旅遊研究中心研究員，分享於台灣推動手作步道的經
驗及公私協力模式，並前往景美山步道海巡署支線實地了解郊山
手作步道的成果。

千里步道協會自 2014 年開始協助大南澳的泰雅山村部落推動
生態旅遊，2017 以協助培育穩定人才及產業發展、公私協力
共同保育森林資源為目標，一方面協助南澳生態旅遊聯盟思考
如何以生態旅遊產業帶動社區一二級產業的循環發展，另一方
面則希望促成南澳生態旅遊聯盟認養南澳古道，積極參與傳統
領域資源共治及森林生態保育。未來將協助發展以「南澳古
道」為主題的跨夜生態旅遊遊程，並持續培訓、回訓生態旅遊
導覽人員，並透過規劃南澳古道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與南澳各
部落族人一起修復維護這條返回舊部落的回家之路。

此外，苗栗縣泰安鄉的梅園、天狗部落，也在新竹林區管理處
及雪霸國家公園的支持下，開展了手作步道維護部落戰役古道
的工作假期，期待未來能逐步修復這條具有故事性的山徑，為
部落推動生態旅遊帶來新的契機。



手作步道與自然教育的
南方奇緣

手作步道參與
香港郊野公園四十周年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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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本會副執行長徐銘謙的簡體版《像山一樣思考》出版，
並受邀至深圳自然教育論壇分享手作步道專題。該書獲得對岸
2016 年博物學圖書推薦與大鵬自然好書獎十大好書，也因而有機
會到深圳領獎、以及開展相關講座與培訓課程。自然教育在中國
目前已經是百花齊放，科普與環境意識有所提升，手作步道作為
一種修復人與自然關係、從步道出發關懷環境生態與人文歷史保
存，多面向提供了自然教育體驗的素材，2017 年底我們也有機會
受邀到雲南昆明石城自然學校，為保護區管理人員與自然教育團
體進行三天的步道學工作坊。期待兩岸民間關懷自然生態的夥伴，
能以手作步道為對話平台，為喚起民眾生態意識、守護地球永續
發展共同努力。

1977 年劃設的郊野公園，奠定百分之四十的香港避免開發，四年後連結
郊野公園的麥理浩徑也串聯完成。四十年後，人口不斷成長的香港，郊野
公園面臨龐大的開發壓力，與此同時，管理郊野公園的漁護署同仁們，也
以多項創新作法慶祝與傳承當年的遠見。

2017 年我們有幸受邀到香港，為漁護署同仁設計四天的步道學教育訓練
課程，以及與漁護署築路人員一起於麥理浩徑開展公眾手作步道體驗活
動，分別在初春於雞公山段、秋天在馬鞍山段進行為期四個工作天的實作，
同時與香港在地的保育團體、登山野跑以及大學專家學者等對話、合作。
漁護署並派相關工作人員來台參與手作步道工作假期，以及步道勘查、社
區討論的學習之旅。

台、港所面臨的步道問題有相似之處，也各有所長，值得相互參照學習之
處。香港漁護署各管理站直接雇用築路工人的編制，相對能確保步道的自
然度與維護的即時與彈性，而且能節省公帑，值得台灣效法；然而築路工
人經驗傳承與人力出現斷層，除了內部教育訓練成長與協調外，也開始考
慮引進公眾志願參與步道修護工作，對於志工參與的模式，則欣羨台灣。
在此良性互動基礎上，期待持續相互學習、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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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30 筆行事曆中，除了受邀演講推廣理念，主協辦步道課題教育訓
練 / 工作坊，參與環境議題研討聲援，系列或帶狀持續推動工作項目包括：

舉辦或參與各項手作步道工作坊或工作假期：梅
峰、嘉明湖、崩山坑、美濃、芎林、台北仙跡岩、
中埔山，台中大坑、花蓮米棧、知本自然教育中
心、陽管處保育志工訓練、阿里山特富野、宜蘭
龍潭湖、屏東大武部落等，以及與香港漁農署郊
野公園、昆明石城自然學校等合作辦理

立法院政策遊說—參與立法院永續會環境論壇、
籌辦立法院永續會生態檢核與工程發包體系公
聽會、拜訪吳玉琴、蘇治芬、高志鵬、姚文智
等委員辦公室討論步道工程發包相關課題

邀請步道種子師資展開步道
工法共學讀書會與工法設計
手冊編寫

與國發會合作進行國家
綠道建構研擬計畫

持 續 進 行 淡 蘭 百 年
山 徑 北 中 南 路 定 線
與 聚 落 輔 導， 並 召
集 跨 縣 市 平 台 每 季
一次的平台會議

參與客委會浪漫臺三線
自然步道調查與現勘、
籌畫論壇、手作步道試
辦等工作

每季一次參與北水特公
私協力交流會，主辦秋
季交流會；參與 NGOs
環境會議籌備與執行

漢聲電台每月第二個
周 五 上 午 九 點「 福 爾
摩沙美麗台灣我的家」
進行帶狀節目製播

七月間於蘋果日報發
表「搶救我們的天空
才是真前瞻」，引動
各媒體對天空步道議
題的持續探討

陪伴並參與南澳生態旅遊聯盟
平台與協會之成立、協助泰平
生態旅遊推動

參與教育部戶外教育推
動會與民間優質戶外教
育聯盟

展開台中步道學工作坊與系列課程，
並於台灣大學步道社、南投暨南大學、
文化大學景觀系、中原大學景觀系等
展開步道課程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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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元
 9,262,730　元
 1,109,634　元

企業合作
專案計畫 
捐款收入 

10,841,393　元總計

87.6% 專案計畫

企業合作
捐款收入 10.5%

1.9%  4,609,256　元 
 4,388,256　元
 1,436,785　元

 4,609,256　元 
 1,436,785　元
    335,706　元

   2,440,790　元
    1,611,760　元 

人事費
專案執行 
業務費

以會計科目分

以實際工作項目分
人事費
業務費 
國際交流
步道守護
環島綠道

 10,703,326　元

 10,703,326　元

總計

總計

44.%

44.2%

人事費

人事費

專案執行

業務費

步道守護

環島綠道

國際交流

業務費 13.8%

13.8%

23.4%

3.2%

15.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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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每一位捐款贊助支持步道運動環境守護的朋友們！您們的支持是

我們更穩健向前行的助力：

※ 感謝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長期贊助市內數據電路與網際網路

戶名 / 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帳號 / 03116500776871（郵局代碼：700）

外幣帳號 / 034-53-05774-6（兆豐銀行代碼：017）

並請於匯款後將帳號後 5 碼或繳款收據拍照回傳千里步道
（tmitrail@tmitrail.org.tw）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02-29236464 # 24 郭小姐

千里步道走入第十二年，要感謝許多朋友的支持，尤其許多每月定期
定額長期默默的朋友們，不論是每月 300，或是 1000，我們珍惜感謝
在心，努力讓每一份捐款都可以發揮加乘的效益。讓我們銘記在心。
尤其從 2013 年開始啟用信用卡捐款後，淑貞、理德、雪芬、逸婷，即
定期定額撥款捐助迄今，甚至沒有押上扣款截止日；中菱建材從 2012
年起每月定額捐款迄今，即將屆滿六年了；至雄大哥每筆導覽解說費
用都回捐了；張勝雄、陳東華老師每年過年前都會匯來一筆捐款；許
多步道志工、曾參與活動甚或從未謀面的朋友們不定期的小額捐款，
也都帶給我們許多溫暖和鼓勵。

涓滴之水匯聚成河，我們懷著感恩之心，謙卑地善用每一筆捐款，回
饋給我們共有的土地。

歡迎利用線上捐款 https://goo.gl/QZhR1H 或以匯款 ATM 轉帳等方式捐
款支持步道運動

尤美鳳、王秋芬、王秀霜、林三元、王能賢、古秀鳳、李嘉智、
周子妤、林大元、林怡萱、林素慧、胡慧平、高輔霖、張隆漢、
張素真、張正亞、張玄音、許靜娟、陳俊欽、陳憲墀、陳建熹、
黃于玻、廖寶琴、蔡呈易、鄭承欣、蕭玲芬、呂麗碧、劉郁伶、
黃茱莉、Taligu Maligilig、廖淑芬、鄭梅芳、王秀瑛、陳培
瑜（以上 ~~3,000 元）

江敬芳、吳清地、林碧雲、林含章、俞克裕、徐坤賜、王達仁、
陳翠玲、陳宏構、曾煜隆、王錦雪、黃美寬、戴慧珍、陳麗娜、
黃思維、劉宗龍、潘建宇、蕭旨芳、徐萬水、高鈺琪、汪劉鴻、
黃雅慧、王怡心（以上 3,000~~5,000 元）

呂雯娟、林靖恪、洪棨桐、涂正元、許乃懿、許明正、楊智全、
楊至雄、方雅虹（以上 5,000~~10,000 元）

Lin Thomos Ko、吳淑貞、中菱建材、黃世仁、陳理德、翁雪
芬、江逸婷、陳東華、吳惠美、郭天順、張勝雄、吳清地（以
上 10,000 元以上）

中菱建材、戴慧珍、鄭梅芳、江逸婷、王秀瑛、徐萬水、陳理
德、翁雪芬、黃世仁、高鈺琪、陳培瑜、汪劉鴻、黃雅慧、王
怡心、方雅虹、曾煜隆、吳淑貞、呂麗碧、劉郁伶、黃茱莉、
王錦雪、黃美寬、廖淑芬、Taligu Maligilig（以上每月定期
定額捐款）



2018 跨域、跨界與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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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步道的形成，絕對不只是動工的過程；一條長距離步道，要能從
0 公里指標里程延續不斷數百公里，除了仰賴民間的熱情，更要政府
部門的跨單位合作與溝通，方能致之；而一張阡陌縱橫、串聯各區域
具代表性又豐富的自然與文化互動地景的綠道網絡，更需要整合不同
專業的民間團體與不同職掌的中央與地方部門，才能形成。

要成就介於點與面之間的線形，本就意味著要突破各種框框界限，這
需要不斷深入相關專業、自我突破，更需要跨域、跨界的連結，跨越
從來就不容易，有時前進三步，倒退兩步，還是要持續不懈前進，這
就是我們工作的日常。

2018 年在淡蘭國家綠道的跨領域合作模式上，將會跨出北台灣，陸
續啟動其他區域的綠道主軸倡議，每個區域主軸會涉及不同領域的民
間團體，不同的縣市與中央部門，例如持續以「兩鐵並行，古蹟活化」
與鐵道保存相關團體對話與在文化路徑保存的合作。

除了個別綠道主軸的推動，在總體上位政策層次，也將參與與促成由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導，整合國土、交通、文化、保育等部門的國家
綠道推動平台，以在制度上處理線型空間缺乏法源、無主管機關的困
境，同時在政策上推動「通行權」入法、解除公共建設資本門占比過
高，以及公共工程採購、設計的僵化問題，盡可能導向以常態維護管
理的經常門、公私夥伴關係與志工參與的制度設計。

在公眾溝通方面，除了持續舉辦各種主題的智庫沙龍、手作步道體驗
活動、步道學課程培訓之外，將會與國中小戶外教學、戶外用品公司
與團體合作，讓更多人親近使用已經規劃成熟的綠道路網，例如淡蘭
沿線的百年小學，以完成淡蘭長距離山徑為學習目標，又如神學院馬
偕日以淡蘭為傳承馬偕精神的學習場域等。此外，我們也有幸受邀參
與藝術策展，連結山林環境與藝文，轉化多元的表現形式，觸及更多
群眾，期能引導國人長距離遠足健行的文化。

步道連結人與自然，是跨越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國族疆界的共通語
言，未來我們也將持續走出去，讓世界的步道與台灣相互連結，以尊
重生態環境、多元人文關懷價值促進和平。超越藩籬的千里之行，我
們在路上，邀請朋友們，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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