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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UNESCO Geoparks）的緣起與概念 

  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地球科學部提出「地質公園計畫」

（Geoparks programme），雖然在2001年未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的支持而成

為正式計畫，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十分鼓勵各會員國自行成立國家地質公園，使得地質

公園逐漸成為國際重要的地景保育手段之一。 

  地質公園成立目的之一，是為了改善世界遺產種類之間不均衡的問題：文化遺產數

量遠多過自然遺產，而地球科學類型的自然遺產又是少數中的少數。希望藉由在世界各

地設立的地質公園，保護無法列入世界遺產的重要地質地形景觀，藉此向世人展示地球

四十六億年的歷史。 

  以“Geo”做為核心的地質公園，保護與呈現的不只是一區域的特殊地質、地形景觀，

例如斷層褶皺、奇岩怪石、崇山峻谷等，同時展示了生活在這裡的動植物生態，以及人

與土地長期互動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與地理景觀。如何巧妙的以「土地」為主軸，串連起

生硬的岩石地貌、活潑的生態系統與溫暖的風土民情，是地質公園是否能吸引遊客前來

進行地景旅遊（geotourism）的關鍵，進而達成地質公園希望「促進地方社區參與區域永

續發展」、「推廣地球科學與環境教育」的目標。 

  由於地質公園旨於「保護與推廣地球遺產」、「推廣地球科學與環境教育」與「透

過地景旅遊促進在地社區投入區域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吸引不少國家紛紛

投入設立國家級與地方級地質公園的行列。為了推廣地質公園概念，向全球展示國際級

水準的地質公園，並促進國家之間的經驗交流，「世界地質公園網絡」（Global 

Geoparks Network，簡稱GGN，亦稱The Global Network of National Geoparks）在2004年

成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GGN）雖無國際公約，但推動計畫已獲得UNESCO的支

持，成為正式的國際層級自然保育的自發性網絡（voluntary network）。「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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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中心設於中國北京，2004年在此召開了第一屆國際地質公園會議。自2004年至

2012年止，已有來自二十七個國家的九十座國家地質公園加入了「世界地質公園網

絡」，其中以中國的二十七座為最多，其次是義大利與西班牙，均有八座地質公園列入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GGN）中。 

UNESCO地質公園的設立標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0年出版的「國家地質公園尋求UNESCO協助以加入世界地

質公園網絡的指南與標準」（Guidelines and Criteria for National Geoparks seeking 

UNESCO’s assistance to join the Global Geoparks Network）一文中，說明加入「世界地質

公園網絡」應符合以下標準，包括：規模設定、經營管理、地方參與、促進經濟發展、

發揮教育和保育功能等（UNESCO, 2010；李光中等人，2010）。 

1. 規模和設定：依定義，地質公園是一種地景區的概念，所以劃定地質公園範圍

時不該只侷限於特殊地形地質現象，還應包涵周圍人地互動的現象。地質公園

規劃概念和文資法自然保留區不同，它是一種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為核心區，

而將周圍人為活動和土地利用納入緩衝區的地景規劃概念。 

2. 經營管理：上面提到地質公園的範圍常包括特殊地形地質現象周圍的土地，許

多私有地有可能也會被劃進來，如此勢必會增加經營管理上的難度。過去劃設

自然保護區時常視人為活動為負面干擾，這種觀念僅適用於嚴格的自然保留

區，並不適用於地景類型的保護區。地景類型的保護區需要保育人地互動的產

物—— 土地利用，尤其是許多傳統土地利用方式，利用多年還能維持土地生產

力和景觀美質，這樣的景觀應該有特殊文化、地區居民的精神價值以及永續土

地利用技術等智慧含藏在其中。 

3. 地方參與：地質公園規劃和經營強調權益關係人的參與，特別是地方社區、地

方主管機關以及民間團體的參與。參與過程要有步驟和方法，地質公園才能取

得成功。主管機關和地方社區合作推動地質公園，特殊要瞭解和尊重地方意

見、傳統習俗和傳統利用自然資源的習慣，否則地質公園規劃很容易受到反彈

或不合作。 

4.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地質公園追求的重要效益，希望能促進在地生活品質、

鄉村的環境品質、居民的經濟收入或就業機會等。因此，地質公園經營大多搭

配地景旅遊（geotourism）。地景旅遊是永續旅遊的一種形態，除了遊賞地質地

形等主題資源外，亦希望透過旅遊產業來達成環境保育、經濟發展和社會永續

等目標。因此，除了從事跨學科研究做好地質公園規劃外，亦需進行社區培力

（community empowerment），使社區有能力經營地質旅遊產業，有能力接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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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公園旅遊者。否則一旦有商機，很容易被外來企業搶去生意。 

5. 教育宣導：推廣地質公園保育教育可以透過舉辦各種活動和管道，例如：博物

館、解說教育中心、地質旅遊指南、地質景觀步道、解說媒介、通俗文學、科

普圖鑑、現代傳播媒體等，利用這些工具來傳播地理學和地質學的知識以及環

境保護的理念。鼓勵地質學者、地形學者、地理學家和生態學者與當地居民和

主管機關展開交流，而交流最普遍的方式是透過地景解說和欣賞。主管機關和

學者專家也應多多支援和協助學校老師在教學上融入在地地景資源和保育議

題。 

6. 保育：地質公園並非就是要設置一處全新的保護區，目前國際間大多傾向比較

彈性的管理方式。如先前所言，地質公園中可能包含了保護特殊地質地形現象

的法定保護區（如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等），法定保護區通常有清楚的界限

和嚴格的法令規範，地質公園管理單位應遵守保護區法令所規定的權利、義務

以及相關罰則，以確保特殊地景資源不受開發與旅遊活動的影響。 

台灣地質公園的進展與未來發展策略 

  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但對於推動地質公園也不遺餘力。學者專家在2002年推

薦了四十處具有成為地質公園的潛力景點，北部有十二處、中部有五處、南部有五處、

東部有八處（王鑫、李光中，2002）（表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2010年初步

規劃了「高雄燕巢月世界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及「台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示範

區，2011年加入「雲林草嶺地質公園」及「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示範區，最近又有「北

部海岸地質公園」與「馬祖地質公園」的加入（台灣國家地質公園網絡，2013）。為了

建立台灣地質公園之間橫向聯繫的管道，林務局參考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及歐洲地質公園

網絡的模式，建立「台灣地質公園網絡」（Taiwan Geoparks Network，簡稱TGN），藉

此促進台灣地質公園之間交流與溝通，協助各地評估與推動設立地質公園（台灣國家地

質公園網絡，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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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景保育地質公園推動優先順序（王鑫、李光中，2002） 

推動

優先

順序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1 *野柳風景區 過港貝化石層 +澎湖 #小野柳 

2 貴子坑 八卦山（八卦台地） 小琉球 石梯坪 

3 *龍洞岬 日月潭 高雄柴山（壽山） 龜山島 

4 *鼻頭角公園 武陵眉溪砂岩剖面 高雄大岡山 蘇澳陸連島 

5 
和平島風景區 

八斗子 

頭嵙山層香山相與火

炎山相交界 
^燕巢泥火山群 宜蘭大里海蝕平台 

6 龍鳳谷溫泉   清水斷崖 

7 
硫磺谷熱水換置帶

及溫泉區 
  舞鶴台地 

8 紗帽山   #利吉惡地形 

9 竹子湖熱水換置帶    

10 烘爐山火山口    

11 金瓜石    

12 *三貂角    

*  納入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的範圍內。 

+  已規劃為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  納入高雄燕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的範圍內。 

#  納入台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的範圍內。 

 

  對於台灣未來發展UNESCO地質公園的策略，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1. 由於地質公園是引進的新概念，國內目前尚未有適當的法令規範，可透過最近

政府組織再造的契機，修法將地質公園的概念與作法納入相關法令。在法令完

備之前宜採取彈性的經營方式，以地景區的概念來規劃和經營，謀求人地共存

共榮之道。因此，地質公園和國家公園、風景區或其他類型法定保護區不同，

它的規範應由主管機關、地方社區和學者專家等權益關係人共同訂定，而且以

獎勵和補助取代限制和處罰。否則規定得很嚴，不但造成劃設困難，也不容易

達到資源保育與公眾教育的目的。 

2. 地質公園和地質旅遊規劃和管理的最大挑戰在於平衡各種不同的、而且經常是

互相矛盾的目標以及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的興趣。保育目標、地方參與目

標和旅遊業目標等三者間如何協調和兼顧，如果只強調其中一項發展目標，經

常會導致負面的結果（下圖一）（李光中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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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地質公園網路會員急速增加，為了維持國際級高品質的地質公園，GGN 委

員會開始推動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申請加入評估（new applicant evaluation）與四

年一次的會員再評鑑（membership revalidation）。地質公園評估／再評鑑的項

目包括（UNESCO, 2010）： 

（1） 地質與景觀保育：包括公園範圍內的地景多樣性價值與保育，以及是否擁

有其他重要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等項目。 

（2） 經營管理架構：包括經營管理組織架構、經營管理計畫書、三至五年行動

方案、行銷策略、地景保育與旅遊、自然與文化遺產推廣小組、國內外殊

榮、地球科學專家參與、硬體設施等項目。 

（3） 資訊與環境教育：包括科學研究與教育活動、環境教育計畫、環境教育素

材與出版物、專業行銷成果、多國語言的出版物、參訪團體活動規劃、專業

導覽與培訓、環境教育場域與課程、線上課程等項目。 

（4） 地景旅遊：包括遊客中心或展示中心、資訊與解說展示、可及性與設備、

大眾交通工具資訊、管理單位或合作團體的導覽遊程、其他旅遊資訊、網

路資訊與服務、遊憩設施、地景旅遊推廣、相關永續旅遊、遊客滿意度評

估系統等項目。 

（5） 永續區域經濟發展：包括地方餐飲特展整合與推廣計畫、地方地景旅遊行

程、地方特產行銷與展售、年度企業服務計畫、公私部門與民間團體合作

網絡等項目。 

上述評估主題與項目可供國內地質公園發展與規劃時參考。若台灣地質公園的

品質未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所要求的水準，無關是否具備聯合國會員的身份，

亦無法加入國際上的地質公園網絡。 

4. 持續投入、參與國際地質公園網絡活動、會議或訓練課程，如 GGN、歐洲地質

公園網絡（European Geoparks Network，簡稱 EGN）、亞太地質公園網絡

（Asia Pacific Geoparks Network，簡稱 APGN）。邀請國際地質公園專家學者訪

台提供地質公園推動與經營管理建議，以增進台灣與國際專家團體之間的互動

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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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地質公園——平衡自然保育、地方參與和旅遊業發展的新途徑（李光中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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