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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 

二、 出國人：綜合計畫處吳鈴筑簡任視察、徐國豐技正 

三、 出國日期：103年9月1日至9月6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期 工作內容摘要 

103.9.1 啟程，出發至中國大陸四川省阿壩州九寨溝縣 

103.9.2 出席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開幕及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生

態價值的建構—談自然經驗的重要」、「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

「我與臺灣自然中心的巧遇愛戀」；參加「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實地

課程操作與建議」 

103.9.3 參加「日則保護站中心環境教育實地課程操作與分享」及「自然保

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並進行交流及建議 

103.9.4 出席臺灣環境教育學者專家專題演講，主題為「臺灣水資源及國家

公園環境教育發展」、「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的發展與策略」、

「臺灣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當愛戀變成一輩

子的約定~自然中心的紮根萌發」；參與「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案

例分享」及「中國大陸環境教育案例分享」 

103.9.5 參加「九寨溝主景區與紮如溝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考察與規劃」，並

進行交流及建議 

103.9.6 整理資料；返程，回到臺北 

五、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一） 本次會議為促進兩岸環境教育交流與合作，並增進兩岸環境教育場域之優質

發展及經驗分享，邀請臺灣及中國大陸兩岸環境教育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相關產業等代表參與。 

（二） 會議主題為「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最主要目的係藉由臺灣學者專

家之環境教育場域研究與經驗，針對中國大陸四川省九寨溝環境景區之運

作，提出系統及實務建議，並且分享同時藉由參與研討，傳輸了臺灣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推動現況、經營策略與實務經驗，策勵雙方環境教育場域及環境

教育有更優質的發展，共同為保護環境而努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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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教育專題演講：臺灣環境教育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及經驗分享，包含「生

態價值的建構—談自然經驗的重要」、「我與臺灣自然中心的巧遇愛戀」、

「臺灣水資源及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的發

展與策略」、「臺灣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當愛戀變成

一輩子的約定~自然中心的紮根萌發」，以傳遞環境教育在環境中的價值，

並介紹臺灣自然中心建構臺江濕地學校環境教育課程、臺灣水資源分布及水

文環境特點、水資源環境教育、臺灣環境教育法規的現況及產業發展現況、

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觀光型度假區轉型為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歷程等；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介紹「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等。 

2. 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行動研討：總共兩個場次，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理事

長及成員，帶領臺灣團隊進行實地現勘「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及「日則保

護站中心環境教育實地課程操作」，介紹經營管理及體驗環境教育課程，並

於課程後，雙方分享心得與意見，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九寨溝推動優質環

境景區及環境教育之參考。 

3. 交流與建議：以「自然保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為題，介

紹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設置緣起、法規、認證制度及執行現況；對於「九

寨溝環境景區之自然保育、課程方案規劃、營運管理與居民參與等」、「九

寨溝自然保護協會之角色定位、設立宗旨、組織運作及資源整合等」，以及

「九寨溝主景區與紮如溝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考察與規劃」，由兩岸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及產業代表等，針對九寨溝環境教育系統進行意見交流，並分享

雙方環境教育實務的管理策略與保育措施，且經由大家共同討論，提出了具

體建議與改善作法。 

4. 案例分享：由臺灣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與磐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大陸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上

海辦公室分享「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中國大陸環境教育」之推動現

況、實務管理與作法。 

（三）建議事項 

1. 因應環境教育議題國際化及中國大陸在世界的重要性，透過此次參加行動研

討會，本署應積極主動參與中國大陸及國際會議，擴展視野，並延伸觸角，

以利了解及汲取國際環境教育發展趨勢及經驗，使我國環境教育的推動能與

世界接軌，提高執行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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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行動研討會以自然保育和環境教育為重點，透過兩岸學者專家有系統探

討大九寨的保護前景，並且建議要從綜觀的角度來保護區域內的自然遺產，

以維護區域生態的完整性和原始風貌。 

3. 由於九寨溝旅遊觀光客年年遞增，對自然景觀的破壞日益嚴重，推行環境教

育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尤其九寨溝具有完整生態系統及自然資源可以作為

環境教學或體驗地點，是發展環境教育的絕佳場所，也有助於提升遊客及社

區居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與保護；如能發展以環境教育為主要產業，兼顧旅

遊經濟，將會成為優質的生態旅遊景區。 

4. 環境教育不僅是環境知識的灌輸，更要培養民眾熱愛自然的態度，透過環境

體驗與學習，除了增加對自然的尊重和親近外，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

經由環境教育產業化，不僅能降低對自然的影響，而且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

人關注、參與，其產生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將遠遠超過直接開發當地

資源所獲得的效益，進而連帶影響該地區的永續發展。 

5. 截至本（103）年 8 月底止，本署通過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有 93 處，這

些設施場所也面臨參與戶外學習人數不足，建議規劃環境教育套裝行程，吸

引中國大陸組團赴臺灣學習環境教育的成功經驗，以及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參訪與考察，以增進我國環境教育產業發展之利基。 

6. 藉由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現況分析，發現九寨溝的環

境教育及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尚屬起步階段，亟待加強；尤其是觀光旅遊地

區，必須加入環境教育概念，並將當地營造成為一個「環境教育場域」，據

以執行及實踐環境教育，才得以奠立永續經營之基礎。 

7. 美好的環境是支持兩岸經濟發展與維護生活品質的重要資本，兩岸的自然資

源與環境維護都需要共同努力來珍惜與保護。建議未來能夠更加強兩岸環境

教育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與產業之經驗分享及建立交流平臺，以促進雙方合

作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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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本次研討會係由臺灣的臺北市立大學與中國大陸的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共同

主辦，以自然保育和環境教育為重點，期能促進兩岸環境教育交流與合作，並增進

兩岸環境教育場域之優質發展及經驗分享，邀請臺灣及中國大陸兩岸環境教育學者

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產業等代表參與。 

研討會除了邀請學者專家針對自然經驗、課程設計、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產

業推動實務等主題進行專題演講外，並進行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管理及環

境教育課程之實地操作，同時由臺灣學者專家針對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運作，提

出系統規劃與實務建議。 

因此希望透過參與本次行動研討會，能夠分享及宣傳臺灣推動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之設置及實務經驗，更進一步策勵雙方環境教育場域與環境教育有更優質的

發展；同時期能媒合兩岸環境教育學者、專家與產業代表相互了解，以建立交流

平臺，促進雙方合作之效益，共同為保護環境而努力。 

貳、會議行程 

日期 

（民國） 
工作內容 

103.9.1 啟程，出發至中國大陸四川省阿壩州九寨溝縣 

103.9.2 

9：00-9：05 開幕式 

9：05-9：30 

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張語克理事長致詞 

臺北市立大學徐榮崇教授致詞 

九寨溝管理局劉靜成書記致詞 

四川省林業廳仇劍科長致詞 

9：30-12：00 

生態價值的建構—談自然經驗的重要 

周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 

張語克理事長/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 

我與臺灣自然中心的巧遇愛戀 

王書貞理事/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環境友善種子有

限公司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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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30 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課程之操作與建議 

103.9.3 9：00-17：30 

日則自然體驗課程之操作與建議 

自然保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 

主持人： 

吳鈴筑顧問/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與談人： 

張語克理事長/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徐榮崇教授/臺北

市立大學、周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汪靜明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忠宏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俊智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王書貞理事/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會、劉瑞都副總經理/杉林溪遊樂事業公

司、康敏捷總經理/磐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雍怡項目

經理/世界自然基金會上海辦公室、秦大公主任/山水自

然保護中心 

103.9.4 9：00-17：30 

臺灣水資源及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 

汪靜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的發展與策略 

吳忠宏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 

陳俊智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當愛戀變成一輩子的約定~自然中心的紮根萌發 

王書貞理事/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環境友善種子有

限公司執行長 

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案例分享 

主持人： 

周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與談人: 

劉瑞都副總經理/杉林溪遊樂事業公司 

江華章館長/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 

康敏捷總經理/磐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環境教育案例分享 

主持人： 

張語克理事長/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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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秦大公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 

雍怡項目經理/世界自然基金會上海辦公室 

103.9.5 9：00-17：30 九寨溝主景區與紮如溝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考察與規劃 

103.9.6 整理資料；返程，回到臺北 

參、會議紀要 

一、時間及地點 

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於民國103年9月1日至6日於中國大陸四川

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九寨溝舉行。 

二、內容摘要 

研討會主要包含「環境教育專題演講」、「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行動研討」、

「交流與建議」及「案例分享」等四大部分，茲概述如下： 

（一） 環境教育專題演講 

臺灣環境教育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及經驗分享，包含「生態價值的

建構—談自然經驗的重要」、「我與臺灣自然中心的巧遇愛戀」、「

臺灣水資源及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

的發展與策略」、「臺灣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

當愛戀變成一輩子的約定~自然中心的紮根萌發」，以傳遞環境教育

在環境中的價值，並介紹臺灣自然中心建構臺江濕地學校環境教育課

程、臺灣水資源分布及水文環境特點、水資源環境教育、臺灣環境教

育法規及產業發展現況、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觀光

型度假區轉型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歷程等；中國大陸學者專家講授

「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 

（二）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行動研討 

辦理行動研討總共兩個場次，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張理事長及

成員，帶領臺灣團隊實地進行「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課程」及「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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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體驗課程」，介紹當地環境與生態特色，操作和體驗環境教育課

程，並於課程後，雙方分享心得與意見，且提出建議，以作為九寨溝

推動優質環境景區及環境教育之參考。 

（三）交流與建議 

以「自然保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為題，介紹

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設置緣起、法規、認證制度及執行現況；並

對「九寨溝環境景區之自然保育、課程方案規劃、營運管理與居民參

與等」、「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之角色定位、設立宗旨、組織運作及

資源整合等」，以及「九寨溝主景區與紮如溝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考察

與規劃」，由兩岸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產業代表等，對九寨溝環境

教育系統進行意見交流，並分享雙方環境教育實務、管理策略與保育

措施，且經由大家共同討論，提出了建議與改善作法。 

（四）案例分享 

由臺灣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與磐

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大陸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與世界自然

基金會上海辦公室分享「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中國大陸環境

教育」之推動現況與實務管理。 

肆、會議內容 

一、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開幕及專題演講 

（一）兩岸環境智慧景區行動研討會開幕 

由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徐榮崇教授與九寨溝自然保護協

會張語克理事長共同主持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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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由學者專家針對自然經驗、課程設計、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產業推

動實務等主題進行專題演講，演講內容分別簡述如下： 

1.「生態價值的建構—談自然經驗的重要」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周儒教授講授，透過戶外環境

學習建構環境價值，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驗，累積對環境友善的重要

生命經驗，不斷挑戰觀念的鴻溝、社會價值、資訊與科技。 

藉由臺灣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讓環境教育推動更加全面化，且

透過在自然中心的體驗與學習，促成關心環境、支持和參與自然保育、

改善環境的行動（環境學習）、增進團體生活的紀律和與人相處、互助

合作的學習方式及合理對待人之道（社會互動）、滿足個人自我精神的

需求與肯定，並培養建立個人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自我實現）。 

最後以向大自然學習謙卑、與萬物交朋友、累積重要生命經驗、建

構生態價值、提升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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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 

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張語克理事長介紹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之組

織、成員、九寨溝場域推動環境教育課程的方式及實作經驗。 

未來，協會透過不斷開發自然體驗式的環境教育課程，推動九寨溝

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的發展，並將協助景區遊客中心，開發室內解說活

動，通過各種類型的活動，引導更多的人親近自然、瞭解自然與保護自

然。 

 

 

 

 

 

 

 

 

3.我與臺灣自然中心的巧遇愛戀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暨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王書貞理事/執行長

展示臺灣臺江濕地學校開發的環境教育優秀實踐課程，透過臺灣自然教

育中心的4個要素（人、設施、營運管理及方案），介紹臺灣自然教育中

心背景、功能、環境教育方式、願景等內容。 

演講內容以臺灣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為例，介紹成立宗旨、發展願

景、課程發展方案、課程方案分類（戶外教學、主題活動、專業研習、

特別企劃）、東眼山森林學堂及課表、森林徵信社、森林碳測術等活動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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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藉由環境教育專業服務團隊的協助經營與輔導，並進行環境

教育效益評估及行銷，帶動臺灣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的發展。 

 

 

 

 

 

 

 

 

 

4.臺灣水資源及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汪靜明教授講授，以中國大陸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的總體目標為切入點，闡述構建生態文明的重

要性，並介紹臺灣水資源分布及水文環境特點、水資源環境教育、生態

資訊整合等課程。 

簡報內容包含臺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實務、生態資訊整合與環

境教育平臺、集水區愛水教育行動、石門水庫及集水區環境教育推廣。 

介紹曾文水庫愛水環境教育系列教材內容、臺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

平臺整合推廣、推動策略、課程及實務等，同時也說明臺灣環境教育發

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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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的發展與策略 

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吳忠宏教授講授，從臺灣環境教育場域研究緣

起、研究問題、首批環境教育產業、環境教育產業化路徑、環境教育經

濟效益等5個方面，介紹臺灣環境教育場域與產業發展現況及發展策略。 

內容包含環境教育法立法過程、重要法條介紹（臺灣環境教育人員

專業領域、環境教育對象、環境教育認證規定）、發展潛力三大產業（觀

光遊樂業、國家森林遊樂區、合格觀光工廠）、環境教育產業化對象、環

境教育產業化推動歷程及路徑、環境教育產業化可能之經濟效益等。 

另就臺灣環境教育經濟效益，從食、衣、住、行、育、樂及政府經

費等面向分析其產值，作為推動環境教育可能產值收益之參考。 

 

 

 

 

 

 



 15 

6.臺灣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的思維互動 

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陳俊智教授講授，將環保的理念融入創意構

想、生態及綠色文創，促使更多人參與、體驗環保活動，在活動實踐中

體會環境教育的重要性，並願意為環保貢獻力量。 

內容包含環境教育與文化相關性、環境教育內涵及目標、設計產業

化、環境教育與文化創意設計、環境教育場域形象/紀念品設計、文化創

意與商品化、金門低碳島、金門低碳經濟產業與標章、海報、標語等相

關優良案例。 

最後，以設計是觸媒、開啟思維互動的契機，讓共鳴與感動發生，

對環境關懷產生認同，自然而然的改變行為，並闡述發揮環境教育結合

文創設計思維，共創優質的環境教育。 

 

 

 

 

 

 

 

 

 

 

 

 

 



 16 

二、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行動研討 

行動研討總共辦理2個場次，針對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所發展環境教育課

程體系，並以目前正設計和實踐的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和日則保護站中心之自

然體驗課程等兩套課程；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理事長及成員，帶領臺灣學者

專家及產業代表進行實地課程操作，並於體驗環境教育課程之後，雙方分享心

得與意見交流，並提出推動建議，以作為九寨溝環境保護協會推動優質環境教

育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等參考。茲分述如下： 

（一）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課程之操作與建議 

九寨溝是長江水系嘉陵江源頭的一條支溝，其中蘆葦海自然解說步

道，位於九寨溝主景區樹正溝，起於樹正寨，終於盆景灘，為山林自

然步道體驗類型。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對於此課程之進行，由協會解

說員帶隊做戶外自然解說，帶領學員認識與體驗九寨溝的水文、地質、

藏族文化及動植物生態；全程約4公里，時間為1天。由於本次體驗及

討論的時間只有半天，未能依照原定課程進行，而當日僅以部分課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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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驗地點之環境與生態特色 

蘆葦海與之相鄰的是火花海三級疊瀑，寬50公尺、高8公尺，瀑布在

一片翠綠當中。樹正群海由19個大小不同的海子呈梯田狀，湖水翻堤而下

形成疊瀑，有「樹在水中生，水在林間流」的奇觀，被稱為「九寨溝的縮

影」；而樹正寨是九寨溝最繁華的藏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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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海是一個半沼澤型的湖泊，高山蘆葦叢生，是鳥類覓食、繁衍、

棲息的天然場所；火花海均深9.66公尺，湖面深藍、四周叢林茂密，因為

每當旭日東昇或夕陽西下，陽光斜射，湖面波光倒影，有如千萬朵燃燒的

火花。 

 

 



 19 

 

 

 

 

 

 

 

 

 

2.課程體驗與討論 

當日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解說員帶領兩岸學者專家進行自然解

說、認識及體驗蘆葦海之水文、地質、動植物生態及藏族文化等，並介

紹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如何透過課程進行環境教育，例如：蘆葦海水生

植物（水生柳樹）的光合作用對二氧化碳吸收、水生根系分布發育與鈣

堆積的現象，呈現以「反向」的喀斯特景觀，成為大自然的一大藝術傑

作；蘆葦海色彩斑斕的海子及瀑布，並具有很高的環境及科學教育之價

值。 

臺灣學者專家對於蘆葦海多樣性環境及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課程設

計提出建議，以作為協會未來推動優質環境教育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及活

動等參考： 

（1） 在豐富的天然教室，應強化結合溼地自然生態資源，針對不同對象

應設計不同的課程方案，推出系列戶外教學及推廣活動，以讓學習

者了解濕地存在的功能及意義。 

（2） 結合附近社區民眾、機關、學校一起參與，並培訓志工（志願者）

協助生態導覽服務，以增進民眾認識環境、愛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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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當地豐富資源，提供溼地、水資源、動植物、自然科學及低碳

等環境教育套裝課程，以體認溼地生態環境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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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則自然體驗課程之操作與建議 

1.體驗地點之環境及生態特色 

日則原本具有大量豐富的原始森林，在西元（下同）1972 年這一片

片原始森林被砍成為光禿禿的山坡，現場還保留著當時砍伐機具。到了

1974 年，由於中國大陸四川省林業廳率領野生動物學者專家進行調查

後，發現當地森林及生態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因而興起保育觀念，進行

保護相關措施，也成立日則保護站中心，並將當地環境劃分為實驗區、

緩衝區、核心區，以限制民眾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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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則溝全長 18 公里，由諾日朗瀑布、日則海、鏡海、珍珠灘、五

花海、熊貓海瀑布、熊貓海、箭竹海等組成，是九寨溝自然環境的精華

所在，有原始森林、豐富的動植物生態等，並設有日則保護站中心（目

前正在整修中），其中熊貓海、箭竹海，因為附近有大片箭竹林，經常會

吸引大熊貓（近年已不復見）前來覓食而得名，冬季時，熊貓海湖面會

結冰，而箭竹海則會一半結冰、一半不結，形成有趣的對比。 

 

 

 

 

 

 

 

 

 

 

 

 

 

 

 

 



 23 

 

2.課程體驗與討論 

日則自然體驗課程位於保護區的實驗區，不屬於大眾遊客遊覽範

圍，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首次將此地的自然環境規劃成自然體驗課程，

以觀察體驗大熊貓棲息地的生態環境及跟蹤森林裡野生動物的痕跡，瞭

解動物的生活習性，以及保護區的巡護保育工作，同時結合參觀九寨溝

森林採伐時的林場遺址，介紹九寨溝的保護歷史，體會自然保護的艱辛

與重要意義。 

 

 

 

 

 

 

 

當日由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張語克理事長親自進行環境教育課程

操作與解說，所有成員皆成為學習者，實地進行導覽解說、學習單的運

用，以無痕山林旅遊為主，並介紹2013年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如何與廣

東合辦自然體驗親子活動等內容。 

臺灣學者專家針對日則之多樣性環境及活動課程、教材設計等提出

建議，作為協會推動優質環境教育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參考： 

（1） 結合日則當地資源，強化課程多樣化及教材內容豐富化，以充分發

揮當地自然資源的功能及教育意義。 

（2）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應以大膽創新、寓教於樂等內容，吸引民眾參

與，並逐漸形成環境教育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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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則有天然豐富溼地場域，應結合當地成為自然教室、把自然當成

教材、以生物當作老師，結合溼地環境教育課程及教學，以提升優

質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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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流與建議 

（一）自然保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 

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希望臺灣學者專家對於協會運作、環境教育課

程發展、九寨溝自然保育與居民參與等方面提供意見，期能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因此，以「自然保育、課程規劃與營運管理之困難與挑戰」為

題作為討論重點和方向，進而對「九寨溝環境景區之自然保育、課程方

案規劃、營運管理與居民參與等」、「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之角色定位、

設立宗旨、組織運作及資源整合等」，進行意見交流，並分享雙方環境教

育實務經驗、管理策略與保育措施。 

本會議由吳鈴筑簡任視察主持並致詞，在致詞時說明臺灣推動環

境教育已有三十年了，初期從一般民眾都不知道什麼是「環保」，經由

政府、學校、民間團體和社區等推動，已逐漸建立及改變民眾的環保觀

念及行為。惟由於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加上對生物特性與環境之破壞、

能源與糧食嚴重短缺，已經嚴重威脅人類及環境，為解決這些棘手之環

境問題，除尋求科技解決外，治本之道有賴長期深入推動環境教育，讓

每一個人從認知、價值觀及態度上來落實環境保護之行為。爰此推動環

境教育立法，歷經 18 年，終於在 2010 年完成立法，並於 2011 年 6 月 5

日正式上路，期望在多年既有基礎上，更明確規範各級政府機關推動權

責，激勵全民參與，更進一步擴大環境教育的廣度與深度，邁向多元化、

專業化、創新化與產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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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教育法中，為增加民眾戶外學習的機會，所以規定政府機

關應該要整合規劃或輔導民間，對於有特色環境教育的設施及資源，要

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同時，為了確保這些設施場所的執行品質與教

育內容，就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辦理認證、管理及評鑑，以建

立和提供完整環境教育的專業服務、資訊與資源。臺灣從 2011 年 6 月開

始辦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截至 2014 年 8 月底為止，共有 93 處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因而介紹了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相關法

規、設置要素、認證制度及執行現況。 

 

 

 

 

 

 

 

之後，由九寨溝環境保護協會張語克理事長說明九寨溝自然保護

協會於 2006 年 5 月成立，協會透過自然教育等方式，傳播自然保護和永

續發展理念，聯合在地居民共同守護九寨溝的大自然，其宗旨是「傾聽

自然，守護家園」。協會成立以來，曾經舉辦過系列環境教育活動，例如

2009年邀請澳大利亞青年大使志願者到九寨溝開展為期 1年的環境教育

活動，受到景區工作人員和周邊學校社區的好評。 

2013 年以來，協會重新規劃發展思路，以自然教育為主要方式，

推動九寨溝自然教育的發展。其所致力的自然教育，就是建立人與自然

的連接，在自然中喚醒保護的熱忱。九寨溝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具有美

麗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人們親近自然、認識自然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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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由於很多來九寨溝的遊客，看到九寨溝的美景都要為之感動；而

被九寨溝感動的人，也會自覺地不再亂丟垃圾。所以在這個時候，協會

會去引導人們應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檢視自己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

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甚至參與環保的行動。 

協會透過不斷發展自然體驗式的環境教育課程，推動九寨溝自然

保護區的環境教育發展，研發的活動包括：自然解說培訓—培養在地的

自然解說員；學習「自然學校」—引入環境教育的新理念和理論基礎；

發展環境教育課程體系—即當前正在設計和實踐的蘆葦海自然解說步道

和日則自然體驗課程；開發親子活動—為外地的親子家庭團隊組織開發

九寨溝生態遊學活動。 

 

 

 

 

 

 

 

 

未來，協會將協助景區遊客中心，開展室內解說活動，通過各種

類型的參與活動，引導更多的人親近自然、瞭解自然和保護自然。 

吳簡任視察提到目前九寨溝生態保育協會的成員，大部分為志願

者，在臺灣稱為志工，雖其會員為 103 人，但實際上經常參加的成員不

到 10 人；為使協會能持續運作，介紹了臺灣環保義（志）工制度之建立

與運作，強調在此過程中必須凝聚向心力，要讓成員對工作具有使命感、

成長感、成就感和榮譽感，並要組織化，且依成員特質予以分工擔任幹

部，這樣才能使協會有效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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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協會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例如尚未立案、很少有補助經費、

環境體驗課程再精進、成員專業能力再成長等，臺灣學者專家提出建議，

重點摘述如下： 

1. 應先考慮協會設立之宗旨、願景、工作重點與資源等，並要先完成立

案，也要借助外部資源，例如與九寨溝管理局、學者專家、學校、九

寨溝及周邊社區和店家合作。 

2. 必須進行強弱危機綜合分析法（SWOT）內部評估分析，以強化協會

的經營管理。 

3. 系統化開發環境教育課程，並針對不同對象設計不同課程方案，且結

合各個景區特點設計多種課程，以使用最多的課程優先開發。 

4. 應強化現有解說系統，並設定環境教育目標，可以親子活動先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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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寨溝主景區與紮如溝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考察 

1.九寨溝景區的發展 

九寨溝景區是中國大陸的大自然傑作，九寨溝四周雪峰高聳，湖水

碧藍、飛瀑雲霧、林木青翠、清新的空氣及裝點其間的古老村寨、磨

坊、棧橋等，除了環境的優美，另外有獨特的自然景觀、豐富的生態

資源和藏族的民俗文化等，歷來被中國大陸四川省當地藏族同胞視為

「神山聖水」。其森林覆蓋率約為63.5%、植被的覆蓋率85.5%，並有許

多的野生動物如大熊貓、金絲猴、白唇鹿等，以及各種奇花異草。 

在 1966 年以前，九寨溝是與外界隔離的世外桃源；1966 年九寨溝

地區開始有許多原始森林被砍伐；直到 1975 年，中國大陸農牧漁業部

門對九寨溝地區進行綜合考察，發現這是一處蘊藏了豐富、珍貴的動

植物資源，才興起保護的觀念，直到 1978 年才得到初步的保護，並將

九寨溝列為自然保護區，同時也禁止在九寨溝內採伐森林。 

1982 年九寨溝被定為中國大陸第一批重點風景名勝區，1984 年 1

月九寨溝景區正式對外開放發展觀光旅遊；1992 年 12 月 14 日九寨溝

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 16 屆會議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名錄」；1994 年 7 月中國大陸林業部批准，並確認九寨溝為「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1997 年 10 月 29 日九寨溝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路。 

1999 年 3 月 26 日景區觀光車正式投入九寨溝營運，環保型的交通

工具，不僅降低了對九寨溝的污染，而且車輛統一安排與調度，有效

解決景區交通混亂及堵塞的現象；2003 年九寨溝景區內開通總長 70

餘公里的人行棧道，規範遊客透過徒步遊覽路線，以減少和降低遊客

徒步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另 2004 年被批准為國家地質公園，2007 年 5

月 20 日九寨溝景區被列入國家首批 5A 級景區，目前已發展為中國大

陸最熱門觀光景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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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環境考察 

（1）溝口-盆景灘 

九寨溝以樹正溝、日則溝和則渣窪溝為主線，並以諾日朗中心站

為中心出發，呈英文字母「Y」字型分布，其中樹正溝全程14公里，最

高景點為諾日朗瀑布；「Y」字的左線是則渣窪溝，全程18公里，最高

景點為長海；「Y」字的右線是日則溝，全程17公里，最高景點為原始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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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景區的第一個藏族村寨，從高空俯視村寨，好像一片巨大而

舒展的荷葉，因而得名荷葉寨。盆景灘海拔2,167公尺，淺灘上長滿了野

草，以及白楊、杜鵑花、松樹、柏樹、柳樹等中大型喬灌木。其中溪水

在此森林間經過，林中樹木千姿百態，有如山神在清流中放置了一個個

盆景一般。 

（2）日則溝（諾日朗中心站至原始森林） 

A.五花海—熊貓海 

五花海的全景看起來像一隻半狀開屏的大型孔雀，海子湖

上可見一座棧橋，橋上方的孔雀河狀如孔雀的頭頸，岸邊有三

株古松。橋下方的五花海湖面，好像孔雀舒展的羽翼，因此，

五花海又名孔雀海；五花海是陽光、湖水與水底的沉積物、植

物共同創造的一個奇跡。顏色形成的原因一是水中含有礦物

質，二是生長著多種藻類，它們對光線有吸收和反射的作用，

五花海因五花絢爛的色彩，躋身全世界十大最美湖泊之列。 

 

 

 

 

B. 熊貓海—箭竹海 

熊貓海，是水位變化巨大的海子，年變幅量達5公尺左右。

夏秋，湖泊水量充盈，翻堤形成熊貓海高瀑布。因熊貓喜歡到

此游蕩、喝水、覓食而得名；箭竹海，因湖畔箭竹叢生，到了

冬季，湖水一半結冰，另一半不會結冰，湖面形成白色和藍色

的曲線與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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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五彩池—長海 

長海是九寨溝海拔最高的景區，高3,101公尺，更是九寨溝

主景區中面積最大（93萬平方公尺）、最長（4,349公尺）、

湖水最深（88.8公尺）的海子，又有九寨溝母親海之稱。其形

成距今53.6萬年前，是一個典型的冰川堰塞湖，而長海之水從

來沒有溢出湖堤，長期處於穩定狀態，水流通過地下岩溶的水

系，補給日則溝的海子，成為九寨溝重要水資源補給與水庫調

節之效。 

3.九寨溝景區之環境保護措施 

九寨溝的進溝遊客人數，於 2013 年已達到 350 萬人，為了保護景

區優美的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限制進入人數是首選方案；目前九

寨溝旅遊管理局已經實行 100%旅行團網站預訂門票，限制遊客數量；

目前的每日進入九寨溝遊客限量在 13,000 人左右，而九寨溝每天的最

佳進溝遊覽人數應為 6,000 人，但是到了每年「黃金週」就無法限制

（40,000 人以上），對於當地環境造成了負荷和威脅。 

由於大量觀光客進入，已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尤其賓館飯店四

周污水橫流或排入河川，水質很差，九寨溝的水體已經有富優養化的

http://tw.mjjq.com/jiuzhaigou_tours/
http://tw.mjjq.com/jiuzhaigou_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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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湖泊也有沼澤化。為了保護水源，九寨溝設置高級廁所，並委

外處理，避免九寨溝水質被污染。另外，隨時有清潔人員進行環境清

潔，在此處民眾比較不隨意亂丟垃圾及隨地吸菸，而且有告示牌隨時

提醒民眾不能隨意丟棄垃圾。為了避免遊客直接踐踏林區破壞生態，

九寨溝管理部門投資了數千萬人民幣在各景區建立起人行棧道，讓遊

客全部在棧道上行走，這樣可以不受干擾而輕鬆觀賞美景，又可以避

免直接接觸景區而破壞環境。 

另外，規定一般的車輛不能進入景區，遊客一律要乘坐環保大小

巴士（約 500 臺），而各候車點已安裝了 7 個隔離欄，做到人車分離，

並排隊上車，保障了遊客乘車的秩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景區內原本是旱廁，遊客的排泄物就地處

理，而現在有 28 座環保廁所，而這些環保廁所皆採用電子監控，自動

更換清潔用袋，排泄物通過自動打包後，由專用清潔車運出九寨溝景

區進行處理。另外，九寨溝管理局委託四川省環境科學院制定九寨溝

環境保護規劃和景區污染防治規劃，建立了九寨溝環境監測站，對水

質、大氣和噪音等進行監測，以維護和保育九寨溝景區的生態環境。 

四、兩岸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案例分享 

（一）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案例分享 

1. 臺灣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江華章館長分享「南投縣杉林溪森林生態度假

園區發展環境教育之經驗」，運用多年的實踐經驗介紹「杉林溪森林生態

度假園區」，從觀光型度假區轉型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推動歷程與經

驗，包含杉林溪森林生態度假園區之地理位置、天然資源、環境教育課

程及活動、志工與專職人員培訓、評鑑制度、環境教育資源整合與運用、

生態資源調查、生態資源轉化環境教育及資訊運用等，其中環境教育課

程設計，以多元化、寓教於樂等內容吸引民眾參與。 

 

 



 35 

 

 

 

 

 

 

 

 

 

2. 盤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敏捷總經理分享「臺灣南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輔導經驗交流」，以臺灣南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經驗，作為本次分享

主題，並以臺灣屏東、高雄、臺南、嘉義等南部縣市之環境教育案例，

分享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概況、輔導內容、認證程序及經驗等，並

說明臺灣環境教育概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經驗、環境教育產業執

行及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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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環境教育案例分享 

1. 中國大陸北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秦大公主任介紹「山水及中國大陸其他

環境教育優秀機構及未來培訓計畫」，熱心鼓勵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積極

參與環境教育及科學教育的面向，以促進九寨溝自然保護協會未來的發

展方向。 

 

 

 

 

 

 

 

 

 

2. 世界自然基金會上海辦公室雍怡項目經理分享「以天地為課堂，為自然

講故事—WWF公眾教育項目的初步探索」，結合本身的工作經歷，介紹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起源、組織、WWF到中國大陸發展的緣由、

中國大陸長江濕地保護網絡、濕地保護策略、社會參與、網路建設及資

源整合、自然學校培訓系統、公民環境教育面向等之發展與概況；內容

包含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最大的獨立性環保非盈利組織，WWF）概況、

WWF在中國的濕地保護戰、長江濕地保護網路、網路建設和資源整合、

自然學校系統培訓、中國大陸環境教育推動實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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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心得及建議 

一、 因應環境教育議題國際化及中國大陸在世界的重要性，透過此次參加行動研討

會，本署應積極主動參與中國大陸及國際會議，擴展視野，並延伸觸角，以利

了解及汲取國際環境教育發展趨勢及經驗，使我國環境教育的推動能與世界接

軌，提高執行量能。 

二、 本次行動研討會以自然保育和環境教育為重點，透過兩岸學者專家有系統探討

大九寨的保護前景，並且建議要從綜觀的角度來保護區域內的自然遺產，以維

護區域生態的完整性和原始風貌。 

三、 由於九寨溝旅遊觀光客年年遞增，對自然景觀的破壞日益嚴重，推行環境教育

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尤其九寨溝具有完整生態系統及自然資源可以作為環境

教學或體驗地點，是發展環境教育的絕佳場所，也有助於提升遊客及社區居民

對生態環境的重視與保護；如能發展以環境教育為主要產業，兼顧旅遊經濟，

將會成為優質的生態旅遊景區。 

四、 環境教育不僅是環境知識的灌輸，更要培養民眾熱愛自然的態度，透過環境體

驗與學習，除了增加對自然的尊重和親近外，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經由

環境教育產業化，不僅能降低對自然的影響，而且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參與，其產生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將遠遠超過直接開發當地資源所獲得

的效益，進而連帶影響該地區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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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截至民國 103 年 8 月底止，本署通過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有 93 處，這些設

施場所也面臨參與戶外學習人數不足，建議規劃環境教育套裝行程，吸引中國

大陸組團赴臺灣學習環境教育的成功經驗，以及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訪與考

察，以增進我國環境教育產業發展之利基。 

六、 藉由九寨溝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現況分析，發現九寨溝的環境

教育及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尚屬起步階段，亟待加強；尤其是觀光旅遊地區，必

須加入環境教育概念，並將當地營造成為一個「環境教育場域」，據以執行及

實踐環境教育，才得以奠立永續經營之基礎。 

七、 美好的環境是支持兩岸經濟發展與維護生活品質的重要資本，兩岸的自然資源

與環境維護都需要共同努力來珍惜與保護。建議未來能夠更加強兩岸環境教育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與產業之經驗分享及建立交流平臺，以促進雙方合作的效

益。 

 

 

 

 

 

 

 

 

 

 

 

 

陸、附件：公務出國期間收集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