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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運動始於 2006 年 4 月 23 日，

由黃武雄、小野、徐仁修共同發起，

是一個長期致力於保護台灣山海風光與人文之美的公民參與行動：

從找出生活周遭的美麗小徑開始，

藉由雙腳行走與單騎的慢速行旅方式，

以及手作步道縫合破碎棲地的友善環境行動，

讓人親身體會不同的人文歷史與故事，

也更真切的了解我們所生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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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千里步道運動獲得第 11 屆「總統文化獎 - 在地希望」的

肯定，這是所有曾參與其中的每一位夥伴共同努力的成果。

回顧走過的 15 個寒暑，以及即將展開的各項工作，要感謝許許

多多前仆後繼參與及投入心力的志工、工作夥伴、贊助者們的

支持，讓我們能持續不懈的堅守理念與價值，走出一條屬於台

灣、連結在地、跨越領域、公私協力的環境守護公民運動。

2022 年，雖然面對的依舊是充滿挑戰和變動的全球大時代，但

匍匐前進的奮力不會停止，每一個階段的守護行動，都是我們

為這塊土地所作最謙卑的努力。

全球疫情雖造成國境邊界暫時的封閉，但透過步道議題所關注

的環境友善、生態永續、生命探索、在地文化、徒步旅遊等價

值與內涵，卻得以再次深化與反思。

在即將邁入虎虎生風新的一年的此刻，要預祝所有喜愛親近山

林、雙腳慢行體驗在地風土、彎腰挽袖辛勤手作的每一位，讓

我們依舊滿懷熱情，和百年來不分東西方無數的人們一樣，懷

著走向遠方的夢想而上路，並在走向遠方的路上，並肩扶持，

孕育新的夢想。

謹以這本小冊，誌記 2021 我們一起以汗水與熱情留下的足跡，

昂首迎向 2022 ！

前言 : 走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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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綠道的推動，是千里步道自 2006 年啟動迄今，化夢想為實

體的具體落實：有主題、有願景、有路線、有指標，更有著許

許多多充滿在地故事和活力的社區和聚落。國家綠道 2018 年 4

月經行政院核定後，以淡蘭、樟之細路、山海圳作為優先推動，

截至 2021 年底，三條綠道皆已完成主題網頁、沿途指標等之設

置；農水署主責的百年大圳綠道也完成第一期路線串聯並持續

優化中；以台灣百年糖業文化為主題軸線的糖鐵綠道，和足以

代表台灣原民特色的南島綠道則持續進行公私對話與共識凝聚

中。

千里步道作為一個民間倡議平台，亦多次參與民間糖鐵國家綠

道社群的交流、 文化部文化路徑網絡共學工作坊、原民會原民

古道諮詢會議⋯等，並欣見越來越多引動的漣漪效應在各地萌

芽、更多有特色的主題路線被提出，例如，以天主教會 / 教堂為

串聯主題的台灣 CAMINO、從極南到極北的切地瓜路線，以及我

們也有幸參與協助的高雄右堆文化路徑規畫等。

除了持續的倡議與公私協力，也透過積極協助有意發展以長距

離步道為主題的旅行業者，發展更多以國家綠道為規劃、與社

區連結的深度體驗遊程。2021 年，三條優先推動的國家綠道上，

已有許多旅者透過全程徒步完成長距離壯遊。綠道的故事，正

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上被書寫、紀錄與傳誦。   

國家綠道的倡議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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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蘭百年山徑自 2015 年倡議，2016 年正式啟動以來，歷經六

年的公私協力，從選線、定線、串聯、推廣，至 2021 年 12 月

已召開 21 次跨縣市平台會議，讓這條總計超過 300 公里含跨北

北基宜的步道路網，重現曾經的大歷史現場，以及百年來生於

斯長於斯，一代代延續至今的生活記憶與故事。

這條北台灣第一條長距離步道，以她嶄新的面貌重現百年風華，

雖在疫情籠罩下已兩年無法結合台灣步道日舉辦年度首長會師，

但這條被暱稱為「淡蘭道」的淺山路線，卻已成為北台灣最具

人氣的郊山步道；多部廣告、戶外旅遊節目、電台系列節目、

刊物雜誌等，亦以「淡蘭道」為主題。

淡蘭百年山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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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淡蘭國家綠道再次登上國際版面：名列 SCI 的國際期

刊《觀光規劃與發展》（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PD）

2021 年以世界長距離步道為題公開徵稿，副執行長徐銘謙博士

以〈跨越行政疆界：長距離步道的第一哩路〉為題，將淡蘭百

年山徑的跨縣市平台運作與台灣民主化之經驗撰文投稿，獲得

審查刊登，讓淡蘭經驗登上國際期刊；另外，新北市政府委託

蕭青陽設計大師所拍攝的「淡蘭古道三部曲」，也獲得「葡萄

牙國際觀光電影節」運動與休閒類宣傳片首獎。

為了迎接疫情後更多親臨到訪的國內外友人，台北淡蘭文化徑

及台北端起點意象設計、宜蘭淡蘭平原線及宜蘭端起點意象設

計、國際友誼步道的締結、結合北中南路沿線服務據點的集章

護照等規劃與構想，亦持續透過平台會議公私協力持續推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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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曾經是漢人與原住民生活邊界的隘勇線；或是曾因

樟腦與茶葉的外銷，扮演接軌全球經濟大動脈的古道。如今在

客委會主責推動串起沿線聚落、長達 380 公里主副線路網後，

蛻變成為一條邁向縫補與和解、與全球相連的友誼之徑。

在疫情之下，這條台灣首條締結國際友誼步道的綠道不像往年

一般－有許多國際健行愛好者來訪，而是默默開展枝芽的一年：

從客委會對這條綠道展開未來十年的政策芻議研擬，到多個企

業及旅行業者組團走訪、參與手作步道修復古道，以及台灣山

岳等多份雜誌以其為主題製作專刊，在在都顯示其多元發展的

生命力。　

樟之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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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們受客委會委託，研擬樟之細路國家綠道推動計畫，

分別就路線建置、服務機能、行銷推廣、營運規劃等四大面向

提出未來十年短中長程的發展建議，期待從完善基礎軟硬體設

施、友善近用與發掘地方能量開始，提升能見度與可及性，並

集結跨域地方組織，確立永續營運模式與公私協力制度配套，

發展樟之細路的經營管理模式。

同時，為了讓樟之細路沿線的社區和民間團體更多被認識與運

用，我們舉辦數場走讀與手作步道活動，包括：與大亞電纜美

麗家園基金會的夥伴共同走讀鳴鳳古道、邀請 XTERRA TAIWAN

的選手們手作修復打牛崎古道、與寶悍運動平台合作辦理石硬

子古道走讀及千段崎古道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11

山．海．圳，無論從台江內海古戰場溯源而上，或自東北亞最

高峰順坡而下，都是饒富哲思的行腳。從山到海，見證涓滴之

流如何匯聚入海；從海到山，則是飲水思源的溯源探尋。

為讓國人更深入了解這條連結山海的國家綠道，2021 年受林務

局委託，與大凡整合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共同合作舉辦智庫沙龍，

邀請徐如林、龔卓軍與謝金魚等專家老師，以及三位完成這趟

177 公里壯遊的「全程行者」們，分別從原民文化、大圳歷史等

多元面向，帶領聽眾認識這條溯源風土的文化路徑；同時，舉

辦涵蓋生態旅遊、導覽培訓、服務據點經營與綠道美學等之教

育訓練，以凝聚並強化山海圳綠道沿線公私部門與民間單位的

共識與願景；除了靜態的智庫沙龍與教育訓練，特富野古道手

作步道活動與山海徒步與騎乘活動，也讓 2021 年的山海圳充滿

熱力，也帶動更多的在地參與。

在山海圳跨部會平台公私協力的努力下，烏山嶺水利古道與沿

線指標設置在 2021 年歲末俱已完成，正蓄勢待發迎接 2022 年

的到來。

山海圳綠道 



12

手作步道在台灣的第十五年，全台各地已累積 150 條步道的修

整，超過 1 萬人次的志工參與。儘管 covid-19 疫情打亂了原先安

排的步調，卻也意外讓更多無法出國旅遊的國人有機會以更慢

速更深度更在地的方式認識我們的山林，手作步道就是其中一

種最接地氣的方式，藉由手作步道工作假期成為修復大地的步

道志工，同時也探索各地美景，不論是山海圳特富野古道上欣

賞雲霧中的林業遺跡、在高雄六龜想像當年約翰湯姆生鏡頭中

的畫面、在澎湖東嶼坪享受無邊際的海天全景⋯⋯即使必須忍

耐戴著口罩的悶熱，志工們不減熱情，在步道上揮汗付出的身

影，展現出驚人的能量。

於此同時，經過多年在各地累積手作步道的認同，全台許多社

區與公部門陸續投入資源，如基隆暖暖古道、南投東光社區的

向天圳步道，南投魚池的澀水社區步道、嘉義好美社區美漾悠

境步道、高雄六龜新威社區，以及近幾年不曾間斷的花蓮米棧

社區、宜蘭羅東社大的松蘿湖步道認養計畫、中和華夏科技大

學步道課程等等，這些眾多的手作步道場次，也提供了 2021 年

初甫結業的種子師資們充份的實習機會，在不同環境、材料條

件、參與對象之間學習工法與帶領技巧，全面提升各方面技能。

厚積而薄發的手作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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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樟之細路在中央、地方與民間三方合作之下，今年也繳出亮

眼的古道修復成績：桃園市客家局與三林社區協助改善十寮山

徑、關西鎮公所與金廣成社區拆除損壞已久的打牛崎棧道並修

復其中一段石階、橫山鄉公所今年也加入手作步道的行列，除

了樟之細路上的騎龍古道和茶亭古道，也修復鄰近的墩仔銃古

道，而北埔千段崎古道在南外社區連續三年的努力下，已成為

安全舒適的社區遊程導覽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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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初甫完成五地同步步道學實務課新增的 38 位種子師資

生力軍，開始「做中學」實習學習歷程，香港的學員由於疫情

影響與限聚令，雖困難重重，郊野公園仍努力以分組「超小班

教學」安排實作訓練，因而遲至年底甫完成結業要求，獲得結

訓，在此過程中，義工能夠透過修補山徑的行動，找到對抗無

力感的力量。

今年先後與竹北社區大學、羅東社區大學合作開辦步道學入門

課程，為繼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會區之後，前進

竹北人口稠密的都會區開設「新竹步道學」，建立樟之細路的

在地基礎；同時首度由西部轉往東部開設「宜蘭步道學」，結

合在地最強師資陣容，包括宜蘭縣史館館長廖英杰、流域系統

環教的方韻如、生態專家陳建志、GPS 工具專家陳建忠等，豐富

步道多面向地方知識。

自 2013 年開辦步道學迄今，已經進行十四期入門課，累計達到

542 名學員；實務課程共開設四期，132 位學員完成實務課程訓

練；加入步道師種子師資共學社群者，目前已培訓出 7 位步道師，

18 位實習步道師，50 位種子師資，在手作步道的路上持續精進，

為守護土地做出努力。

結合科普與師資培訓的步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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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 7 月手作步道場次與參與人次雖因疫情影響有所下降，

但也因此有更多時間進行工作的統整、梳理與調查規劃深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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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原住民部落的工作可說是今年的重點之一，北部泰雅族部

落除了繼續與多年耕耘的愛南澳生態旅遊協會合作，也與烏來

國中師生在內洞進行環境教育課程；於南台灣則在林務局屏東

處與旗美社大的邀請下，參與了高雄那瑪夏布妮山牛樟樹林路

線的踏查，並與當地布農族夥伴在曲積山進行手作步道的培訓。

另外，由林務局屏東處委託，自 2020 年 8 月展開的屏東魯凱及

排灣古道系統調查規劃，捲動六個原住民鄉的社區參與，從歷

史文獻的整理、面對面的拜訪、說明會的召開、逐步指認古道

路徑、瞭解地方對古道修復的期待、盤整各部落古道維護的型

態差異⋯，同時在族人的帶領下，17 度循古道深入舊部落，帶

回第一手的路況資訊與遺址現狀。

兩場「砌 ‧ 原鄉之路」手作步道的實作交流分別於泰武鄉舊佳

平與來義鄉喜樂發發吾部落進行：在靈媒與耆老的講解中認識

傳統祭典與儀式，在榮譽步道師指導下學習在地的工法，在與

考古團隊的合作中了解遺址調查的嚴謹細密。「用祖先的技術，

恢復祖先的路」不再只是夢想，而是可以用雙手實踐的具體行

動。

以步道連結部落與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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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全球齊心抗疫的日子裡，綠道國際交流的腳步仍不停歇。

在國際交流的公私協力方面，完成與林務局共同簽署的「公私

協力國際交流備忘錄」，並研擬未來與國際友誼步道合作備忘

錄；同時，也協助盤點國家步道系統，遴選出 3 條具國際交流

潛力之步道－能高越嶺道西段、特富野古道以及太平山檜木原

始林步道與周邊步道群，並提出國際交流操作模式與建議、印

製中英日韓四語摺頁，啟動國際交流事宜。

在本土疫情爆發前的四月，我們幸運地完成了自然步道國際交

流論壇與健行活動：邀請日、韓兩國步道組織代表與國內步道

專家、各機關之步道業務推動人員擔任講者，以線上直播及實

體活動並進方式舉辦論壇，也為疫情之下的各國步道組織加油

打氣；健行活動則選在具國際交流潛力的太平山自然步道舉行，

邀請加拿大和荷蘭的駐台使節及家人、 三組外國媒體以及國內

各領域專業工作者共同參與走訪霧雨之森，讓台灣山林與步道

之美，在疫情中仍能跨越邊界向國際展現。

四月底賴清德副總統也應千里步道的邀請，特別邀約美國在台

協會、英國在台辦事處與新加坡駐台辦事處等外國代表，在林

務局長及鄒族長老的帶領下，和山海圳推動平台的公部門夥伴

們同遊特富野古道與達邦部落；這場島內的國際盛會，也成為

時任 AIT 處長酈英傑先生離台前難得的餞別之旅。

國際交流

疫情中的國際步道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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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開展各式線上國際交流，首先是與

日本宮城偶來、土耳其文化路徑協會、加拿大布魯斯步道協會，

分別就友誼步道締結進行線上討論；並參與由世界步道聯盟

（World Trails Network）發起的每月一次 Trails Talk 線上步道聊天

室，讓全球的步道愛好者相互交流，每月交流主題包括各國步

道日、氣候變遷等議題之分享，千里步道協會也受邀在 2021 年

10 月的聊天室中，分享和 Openbook 閱讀誌合作的〈國際步道線

上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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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於 2021 年 11 月舉辦的第四屆亞洲步道大會，因全球疫情

影響，在和籌備委員與亞洲步道聯盟商議後，順延一年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舉辦。

儘管延期，但各項暖身準備沒有停歇，除了維持和各國講者的

聯繫外，也期望藉由智庫沙龍、步道書籍專文，以及和漢聲廣

播電台合作的國際步道跨國連線錄音計畫等各式跨界合作，深

化社會大眾對世界步道文化的認識與關注，在大疫之後，迎接

來自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踏上台灣的長距離步道，

親身體驗台灣特色風土與美景。

也要感謝許多企業及民間組織，如 XTERRA TAIWAN、MERRELL 美

國戶外第一品牌、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歐都納股份有限

公司、帝亞吉歐、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盛情贊助大會籌辦所

需物資與經費；在主視覺設計方面，也感謝已六度入圍葛萊美

獎的蕭青陽老師親自操刀設計，相信屆時將可以讓國際友人感

受到台灣的熱情與步道文化的軟實力。

迎接 2022 第四屆亞洲步道大會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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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雖是個動盪不安的一年，但是面對險阻與挑戰、或是過度

與不當的環境開發與課題，台灣民間社會依舊充滿韌性與動能，

跨界的合作不論是倡議或是行動，透過社群經營、連署發聲、

動態報導、創意設計、網路科技、出版行銷等，皆展現出鏗鏘

有力的社會動能。

例如：面對層出不窮的步道工程亂象，如苗栗三義魚藤坪景山

溪步道工程、新竹五指山橫向步道、台中瑞井與學田山步道⋯

等，各地步道學員和 NGO 夥伴們主動集結挺身，透過聯署、投

書、召開記者會、拜會主管單位等方式，希望可以搶救守護山

林自然生態；或由一群跨領域專業者所組成的台灣河溪網，持

續追蹤前瞻水環境計畫之河溪流域生態課題；串聯全國許多環

境團體的廢核行動平台全力，投入反核四重啟公投；以大學與

社區為基地透過草地音樂會、在地文化資源調查等方式搶救的

竹北璞玉自然田⋯。

步道是人們與大自然的連結，不應成為切割棲地的裂痕，環境

永續、土地正義、韌性城市、減少外來材料硬鋪面、減廢減碳等，

都是體現與實踐的核心價值，也是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

跨界合作理念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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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環境議題的跨界合作，2021 年也透過多元形式進行理念推

廣，包括：

1 年

今年我們和 Openbook 閱讀誌合作，推出三篇步道書籍專文，涵

蓋山海圳主題書單、世界步道文化書籍，以及台灣的健行哲思

與長距離步道健行。在跨國移動受限的 2021 年，邀請健行者們

以雙眼代替雙腳，領略步道的美景與人文底蘊。

《手作之道》是繼 2016 年《手作步道》後，再次邀請各方寫手，

由十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夥伴合作撰稿，前後歷經了十個月的

修訂與討論，終於在 2021 年 12 月出版上市。透過這兩本深度

介紹步道故事與工法的好書，讓讀者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探索步

道的世界。

《走路 ‧ 回家》是千里步道運動發起人小野老師第一本自傳體

的療癒之書，也是首部以步道運動在台灣推動 15 年之歷程作為

主軸的文學書寫。

2021 年版的台灣守護地圖，邀請澳門年輕藝術家霍凱盛首次

跨海合作，透過他細膩針筆畫作，呈現這塊土地一路走來的故

事與綻放的生命力，並將原畫製成限量「掛布款」作為捐款

禮。2022 年的台灣守護地圖，則以 1636 年荷蘭繪師 Johannes 

Vingboons 所繪製的〈福爾摩莎島與漁翁島海圖〉作為主圖，並

佐以霍凱盛所繪製的 18 張主題小圖，敘述著這座島嶼從遠古迄

今兼容並蓄著的時代足跡及歷史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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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視環境專題報導《我們的島》，今年隨同前往南方四島東嶼

坪嶼拍攝手作步道如何以步道連結人與土地；原民台《部落瞭

望台》則是呈現排灣族舊佳平部落返鄉之路的修復歷程；身具

科普教育功能的臺灣科學教育館也正在規劃以手作步道為主題

的常設展區。

不僅於此，步道還可以很「設計」！在校園內，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與南台科技大學設計相關科系師生不約而同地關注步道議

題，以榮譽步道師和手作步道作為畢業製作主題，更實際參與

步道修復，體會築徑人的心境。蕭青陽工作室以《淡蘭古道》

影片參加日本 Good Design Award，向百年前的古道致意。 黑松

沙士與當紅樂團告五人合作的年度主題曲【只管向前】MV 中，

也放進了步道工作者的身影，讓傳統技藝瞬間風潮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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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許多產業受到疫情影響時，很幸運地，我們仍領受到許多跨

領域企業組織的支持和鼓勵，除了理念的認同，也慷慨投入資

源與物資贊助，並共同完成了 5 場次共計 11 天的手作步道工作

假期、4 場國家綠道走讀活動及 2 場手作步道、國家綠道的講座。

在這艱辛的時刻裡，注入一股暖意。

4

延續去年的國旅熱潮，人們相繼走上步道，體驗部落社區豐富

而溫暖的故事，也有越來越多的媒體報導，包括《商業周刊》

專文介紹淡蘭國家綠道〈世界變太快，作伙一起拚｜ 600 雙搬

石頭的手，如何讓台灣版朝聖之路重現〉；《Taipei Tiimes》〈Along 

the camphor trail〉和《台灣山岳雜誌》〈樟之細路 說故事的人〉

深入報導古道與周邊社區的精采故事。在各方媒體的協助下，

持續推廣國家綠道與手作步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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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記

五校聯合步道學進

階課程期末發表會

一月份在台中文山

社大熱鬧舉行，共

有 75 人 結 業。 新

竹與宜蘭地區亦接

續展開步道學入門

課。為手作步道的

倡議與實踐培訓更

多公民科學家。

淡 蘭 國 家 綠 道 第

18-21 次 平 台 會 議

與 山 海 圳 跨 部 會

第 5-6 次 平 台 會 議

在疫情中仍持續辦

理，公私協力逐步

優化綠道的建置與

推廣。

手作步道活動經過

十年餘的推動已經

在超過 150 條步道

上具體實踐，2021

年雖因疫情有短暫

的停歇，但仍在全

台各地持續推動。

三四月間結合企業

志工於特富野古道

上進行凍拔的修復；

樟之細路千段崎、

小粗坑十寮也有多

場手作活動。

1
2

3 月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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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務局合作辦理

自然步道國際交流

論壇「我們與步道

的距離」，並分別

於太平山、山海圳

舉辦徒步活動，邀

請美國、英國、荷

蘭、加拿大、新加

坡等國駐台使節與

國際媒體等共同參

與。

受 邀 參 與 原 民 會

「原民國家綠道」

研商會議、國發會

糖鐵國家綠道研商

會議等，並與民間

關心糖業文化夥伴

共同組成「台灣西

部糖鐵人文國家綠

道 籌 備 會 LINE 社

群」 。

因應嚴峻疫情，台

灣步道日活動改為

全線上方式進行，

推出「機智步道師

的居家生活線上聊

天室」。同時加入

世界步道聯盟 WTN

每 月 線 上 Trails Talk 

。與線上書評平台

Openbook 合作三波

線上好書介紹。

4
5

6 月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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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屏東林管處委託

透過文獻、訪談、

現勘…展開一整年

的魯凱排灣族古道

踏查；與高屏在地

團體合作，於舊佳

平、那瑪夏、六龜、

來義等地舉辦手作

步道活動。

接 續 2020 年 受 邀

協助海管處舉辦手

作步道工作假期，

2021 再次來到南方

四島進行步道現地

踏勘、課題分析，

並透過講座及內部

訓練和對外招募方

式舉辦四場次手作

步道工作假期維護

東 嶼 坪 嶼 前 山 步

道。

第三屆榮譽步道師

正式啟動，組成工

作小組，廣發審議

辦法函請各界踴躍

提名、召開審議委

員會，經跨領域專

業者所組成之委員

會共同審議，第三

屆榮譽步道師：屏

東霧台禹弘仁、澎

湖湖西許仁雄、新

竹竹北謝見祥三位

耆老長輩。

7
8

9 月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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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展開每年下半

年 的 重 點 工 作 之

一—守護地圖—的

製作編印，疫情也

讓我們學習更多的

線上科技與網路媒

體，Openbook 線

上國際書展、募資

平台行銷，以及與

漢聲電台即將展開

的全年度單元節目

「千里之行」都是

首次的嘗試。

第 十 一 屆 總 統 文

化 獎 頒 獎 典 禮

2021.11.30 在 圓 山

飯店盛大舉行。有

了總統、副總統的

加持和肯定，以及

和另外四位優秀的

獲獎人同台領獎， 

這是一份屬於所有

曾參與、正參與其

中的每一個在地夥

伴共同努力的成果

和榮耀。

2021 年也是出版的

豐收之年，手作步

道繼五年前出版後

再次增修再版、手

作 之 道 集 結 17 條

各具特色的自然步

道或古道修復的精

采故事，走遍全台

的新書發表會持續

進行中。

10
11

12月

月

月



30

越是混沌艱困的時刻，越能感受到每一分善意的珍貴；也正是

這樣的善意和託付，讓我們在這一年中毫不孤單，越行越有力。

許多捐款與捐物來自參與付出後的回捐、來自圖文作品的無償

提供、來自小額定期定額捐款、來自社會企業的理念認同⋯，

謹以我們持續堅定的努力，回報每一份支持，也回報生養孕育

萬物的地球母親。

人

180 王品芳；200 方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具名、善心人士；

300 陳淑宜、陳淑雅、虞音蓓；400 許文謙、不具名；500 楊國

楨、劉鳳英；600 戴慧珍；655 陳小姐、陳小姐友人 1、陳小姐

友人 2；800 劉 * 川；1,000 方王慶理、王淑麗、古秀鳳、吳巧雯、

吳琬琪、林意儒、張奐雲、張美足、鄭寶日、蕭玲芬、謝佳妏、

鍾孟庭、不具名；1,100 洪詠善；1,200 林尚蓉、黃崇鍾、簡進興、

賴 * 玲、不具名；1,316 林碧雲；1,500 鄭婉微；1,598 趙正雄；

1,880 吳彥輝、周于盟；2,000 2021 占星行運分享營、朱妊培、

余思嬋、張玄音、張靜芬、曾嬿蓉、蕭青陽、賴鵬智、鍾淑香、

顏恭益、不具名、不具名、不具名；2,400 王錦雪；2,500 蕭百

傑；3,000 王素雲、王韻琦、王耀慶、李芝瑩、林美玲、林素慧、

張 * 娟、張續嗣、陳明慧、陳 * 芬、楊志明、趙庭鈺、鄭雅紋、

蕭武治、秦玲美；3,196 楊美莉；3,300 劉懿萱；3,436 王俐臻；

3,500 宋 盈 瑩；3,600 Y********N、 姚 金 鴻、 黃 雅 慧；4,600 張

隆漢；4,720 Ohana Sunshine Corp 2255 Showers Dr #271 Mountain 

財務報告與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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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A 94040；5,000 丁冠文、王桂芳、吳坤季、阮 * 嬌、賴佩

靈、Andrew Su；5,264 游東炎、趙翊彣彣琹彣彣；5,500 何慧娟、侯沛彣彣彣；

5,800 江敬芳；6,016 吳玟靜；6,815 丘山旅行社有限公司；7,000 

王國緯；7,060 林立文；7,350 呂雯娟；7,520 陳亦瑱；9,580 盧

素珍；9,760 魏妃梓；10,000 洪 * 源；10,800 李麗美；10,882 

陳敬佳；11,000 黃天人；11,280 王薏婷、張學璽；11,480 廖珮雯；

11,750 陳麗娜；11,882 陳盛燮彣；12,000 張勝雄、許明正、劉培毅、

蔡振華、羅慧娟；12,032 魏薏娟；12,220 陳建熹；12,660 陳宏構；

12,798 王及人；13,800 楊至雄；14,240 方俊忠；14,658 鄭傑仁；

14,700 郭 * 順；15,356 王藝婷；15,957 林芸姿；16,769 不具名；

24,000 林振瀚；27,064 江逸婷；28,628 陳朝政；29,510 陳秋坤；

30,000 不具名；33,000 小小的股份有限公司；35,756 羅秩帆；

36,284 朱木崑；38,276 洪光君；40,000 張淑媚；73,340 涂正元；

100,000 黃淑女、不具名；108,046 吳清地；112,357 綠藤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000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優睿

思品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700,000 熱心贊助企業。

XTERRA TAIWAN： 環 保 鋼 杯 10 個、 鴨 舌 帽 517 頂、 運 動 毛 巾

300 條；MERRELL 美國戶外第一品牌：鴨舌帽 130 頂、提袋 250 個；

KAWAS：耐磨登山長褲 8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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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內容 分項金額 ( 元） 百分比 總金額 ( 元）

A 專案收入

1 國際交流 32,67,610 19.53 %

12,026,549
2 國家綠道 834,548 4.99 %

3 步道守護 6,371,796 38.09 %

4 企業合作 1,552,595 9.28 %

B 捐款收入
1 一般捐款 3,742,400 22.37 %

4,450,889
2 專案捐款 708,489 4.24 %

C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249,611 1.49% 249,611

收入小計 100.00 % 16,727,049

D 專案支出

1 國際交流 504,266 4.03 %

3,670,091
2 國家綠道 540,879 4.32 %

3 步道守護 1,799,592 14.39 %

4 企業合作 825,354 6.60 %

E 業務費 業務費 2,391,042 19.12 % 2,391,042

F 人事費 人事費 6,446,915 51.54 % 6,446,915

支出小計 100.00 % 12,508,048

32

財務報告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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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長在剛出爐的新年講話中，呼籲「世界各國人民團

結互助、同舟共濟，致力於使 2022 年成為所有人的復甦之年」，

與此同時，2022 年也是聯合國訂定的「山區永續發展年」，在

全球已經持續兩年的 Covid-19 疫情下，兩個來自聯合國的全球

呼喚與行動，顯得格外貼合當前的局勢與期望。

面對新的一年，一方面持續受到自 2019 年來的疫情衝擊，全世

界不僅在公共衛生、健康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也影響到各國

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的運作與互動；另一方面，因為新型態的

變種病毒，從 delta 到 omicron 不斷演變出越來越強的傳播力，

而防疫疲乏與回歸正常生活的渴望，都使得跨境移動更為困難，

因此在國內的山林自然裡，湧入過量的人潮，對生態環境、周

邊社區部落都造成嚴重的衝擊，使得目前的遊憩行為難以讓山

區維持健康的永續發展。

與其期待不知何時能開放邊境，將困在台灣內部如洪水猛獸般

的遊客量釋放出境，不如化被動為主動，把握這波人人都感受

到戶外衝擊的機會，而外國遊客暫時無法入境的時候，正面迎

向過去一直未能妥善處理的山林遊憩管理的制度、文化、倫理、

維護等問題，檢討法規、乘載量、監測、教育等未竟之處，以

未來台灣的山林步道要提升至國際水準為目標，真正做好照護

山林公共財的永續。

當台灣的百岳運動發展至今滿五十年、二十世紀初開長距離步

道風氣之先的美國阿帕拉契山徑邁入第二百年的此刻，台灣目

前的淡蘭、樟之細路、山海圳三條國家級綠道也已經初步完成

2022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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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把親近自然的目標從登山攻頂，逐漸分散、轉移到完成

長距離、長時間的累積，對於減輕相對脆弱的高山環境的壓力

有所助益，也能更接近內在、更貼近在地社區、更注重多元族

群文化的內涵。找出淺山步道的故事，豐富體驗的層次，增益

沿線社區山村的經濟。讓走路的價值回到山下、回到生活，創

造友善行人的空間與環境，減少遊憩行為對開車的依賴，減少

步道、廁所等工程設施深入原始環境的開發，關注社區、部落

的美麗風光、文化資產的保存。

迎向 2022 年的這一年，山海圳國家綠道的前身，也就是最早由

台江愛鄉護水倡議、台南市政府開始推動的山海圳綠道邁入十

年；由民間倡議開始的淡蘭百年山徑，自 2015 年開始也有七個

年頭；由客委會主推的樟之細路自 2016 年起規畫至今滿六年，

相較於進入第二個世紀的阿帕拉契山徑還是「幼兒期」的起步

階段，水圳、糖鐵、南島國家綠道還在醞釀的階段。以最新的

加拿大全國大步道 The Grand Trails 至少要 25 年才能成熟的經驗

來看，年輕的台灣國家綠道還需要很長要努力完善各項軟硬體

服務機能的時間。2022 年即將四年一度的九合一地方大選，考

驗著需要多年時間醞釀成熟的國家綠道運動能否延續、深化，

集結公私協力、在地希望與進步價值的國家綠道運動，應該是

能夠超越短期政治與意識型態的社會工程，需要持續的承諾與

長期的投入。

2022 年也是走過淡蘭最多次的外國人馬偕博士來台宣教 150 周

年，他所留下的遺緒不僅止是在宗教與醫療，也包括熱愛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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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土地的情感；血液裡流著蘇格蘭愛走路的基因的他，足跡也

不僅只是在淡蘭，也留在樟之細路上。想像當我們走上國家綠

道的廊道空間，也與他產生跨越時間的重疊。為了展現這種世

界越洋而來，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故事與痕跡，2022 年的台灣

守護地圖特別以「見證台灣與世界，交會時互放的光亮」為主

題，也預告年底因為疫情延後一年的第四屆亞洲步道大會，希

望能順利迎來世界的復甦，以及國外徒步愛好者的齊聚，在國

家綠道的夢想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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