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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洲為全球生態旅遊產業發展最發達的國家，在相關的研究、法令規章、產

業模式與行銷宣傳上，均為國際翹楚，且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合作推動模式，亦為

世界的典範。故 103 年 11 月 13 日至 26 日規劃至昆士蘭州參訪 2 大國家地景區

塊（部分是世界自然遺產地）、7處國家公園、2處自然保護區與 7處民營生態度

假村，並拜會政府部門、民間組織人員及經營者，藉以瞭解澳洲生態旅遊推動及

場域營運現況。 

透過現地考察、參與生態旅遊活動，並與公私部門人員訪談中，瞭解政府與

民間組織間合作推動生態旅遊的模式與架構，與生態旅遊地的經營理念與現況，

將可作為爾後推動林務局生態旅遊業務參考。就考察內容彙整出政策面、組織面

及經營管理面三大面向之心得及建議，概如下述： 

一、 經營面 

（一） 明訂生態旅遊願景與策略，規劃分年策略行動方案。 

（二） 委託民間組織辦理生態標章認證，促進生態旅遊國際化。 

（三） 訂定生態旅遊遊程分級制度，遊程產品產業化。 

二、 組織面 

（一） 組成跨域推動小組，強化橫向溝通機制。 

（二） 建構『政府─民間組織─經營者─社區』關係鏈。 

三、 經營管理面 

（一） 國家森林遊樂區設施維運納入友善環境作為。 

（二） 強化與國家森林遊樂區周邊社區聯結的生態旅遊遊程。 

（三） 訂定保護區特許制度，資源保護與經濟發展共存。 

（四） 環境教育場域營運採自主式學習模式。 

（五） 解說內容故事化，解說媒體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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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考察動機 

國際上生態旅遊從觀念發想到實踐，已近五十年的光景，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態

旅遊從最初的概念性主張，不斷有學者提出相關見解，逐漸形成具體意涵。自 2002

年宣示為台灣生態旅遊年以來，林務局便以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主體與周邊具有生態旅

遊資源的民間經營餐飲或社區據點，串連以自然生態體驗為主，促進在地產業為輔的

生態旅遊遊程。並自 2013 年起將東眼山、奧萬大、知本、雙流、太平山、大雪山國

家森林遊樂區周邊生態旅遊據點，重新檢視與包裝，從產業化的角度與優質的旅遊業

者採策略聯盟的方式，推出『森態小旅行』旅遊產品，期能因此提升國內生態旅遊的

品質與產值，但仍無法達到預期的效益。 

而澳洲昆士蘭州『觀光旅遊』為經濟發展的四大重要骨幹之一，州政府在 2013

年發布了「昆士蘭 2013 年至 2020 年生態旅遊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並提出在 2020

年前觀光收入要到達 300 億澳幣（約 8100 億台幣）的具挑戰性成長目標。故若能透

過考察昆士蘭州生態旅遊推動的實務現況，並與澳洲政府人員及民間業者訪談，從而

瞭解政府部門在推動生態旅遊的務實作為，對於後續林務局在推動生態旅遊業務上，

將有其參考之價值。 

二、 考察目的 

（一） 學習生態旅遊景區業者及有生態認證之旅宿業者，其環境管理策略、操作實

務、環境教育功能體現及如何評估生態認證成效。 

（二） 學習澳洲政府如何協助民間團體（如澳洲生態旅遊協會）與旅遊業者發展生態

旅遊業務、行銷生態旅遊產品及其成效。 

（三） 學習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如何推展大眾生態旅遊教育與協助業者行銷生態旅遊

業務，如何做好生態旅遊標章認證與追蹤管理工作，並評估其成效。 

（四） 學習澳洲民間機構或業者如何在旅遊解說或服務中加強環境教育功能。 

（五） 拜會昆士蘭洲相關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建立台澳生態旅遊推廣合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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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課題與行程 

一、 考察課題 

（一） 澳洲政府部門推動生態旅遊業務的制度與行銷策略。 

（二） 澳洲民間組織（澳洲生態旅遊協會）推動生態旅遊現況。 

（三） 具有生態認證標章場域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推動作為。 

 

二、 考察行程 

本次澳洲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推廣機制考察行程，均依考察目的，由澳洲生態旅

遊論壇主席 Angus M Robinson（曾二次受邀來台參加地質公園研討會）與澳洲生態旅

遊協會執行長 Rob  Hillman，及領有澳洲生態導遊證的資深導遊 Barry Davies 共同

規劃，以森林、地景、生態旅遊設施及具有生態認證標章之生態度假村為行程重點，

並與公私部門相關人員交流、訪談，摘錄如表 1： 

表 1：考察時程、地點與項目摘錄表 

日期 路線與地點 考察項目 

11/13(四) 台北→澳洲布里斯本 啟程 

11/14(五) 布里斯本→凱恩斯 搭國內班機抵達凱恩斯 

濕熱帶國家地景(Wet Tropics National Landscape) 

11/15(六) 

1. 查普凱原住民文化中

心 

2. 天軌雨林纜車 

3. 住 Jabiru Safari Loge 

1. 考察原住民文化展演及經營。 

2. 考察世界遺產及國家公園境內民營纜車

設施規劃與經營。 

3. 考察濕地保護區特許具進階生態旅遊標

章民營生態度假村經營理念及現況。 

11/16(日) 
1. Undara 火山國家公園 

2. 住 Undara Experience 

1. 考察 Undara火山國家公園地景資源及

與生態旅遊經營現況。 

2. 考察經國家公園區內特許經營的民營生

態度假村，經營生態旅遊解說遊程內容

及設施經營理念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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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路線與地點 考察項目 

11/17(一) 

1.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2. 民間組織世界級蝙蝠

醫院 

3. Lak Eacham國家公園週

邊私人造林地 

4. Rose Gums 自然保護區 

5. 住 Rose Gums 

Wilderness Retreat 

1. 考察昆士蘭州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火山

口湖國家公園經營現況。 

2. 瞭解民間保育社團設立的蝙蝠救傷醫院

營運現況。 

3. 瞭解澳洲私人地主造林及私有土地經營

理念。 

4. 考察設在自然保護區內特許民營度假村

設施經營及生態旅遊體驗活動。 

11/18(二) 

1. 世界遺產地丹樹雨林

區 

2. 翠鳥公園度假村 

3. 丹樹國家公園-丹樹河

生態體驗 

4. 住 Daintree 

Wilderness Lodge 

1. 考察丹樹雨林區經營現況。 

2. 瞭解著名賞鳥聖地-翠鳥公園度假村經

營理念及現況。 

3. 考察世界自然遺產地丹樹河第一家遊艇

業者經營理念及生態活動。 

4. 考察世界遺產地民營生態度假村經營現

況。 

11/19(三) 
1. 丹樹探索中心 

2. 凱恩斯→布里斯本 

考察世界遺產地民營自然中心設施規劃及

經營理念。 

「綠色大鍋」國家地景(Australia’s Green Cauldron National Landscape) 

11/20(四) 

1. Jellurgal 原住民文化

中心 

2. 雷明頓國家公園 

3. 住 Binna Burra Sky 

Lodage 

1. 考察原住民文化展演及經營。 

2. 考察雷明頓國家公園內澳洲第 1 個獲得

GREEN Globe 認證的民營生態度假村經

營理念及現況。 

11/21(五) 

1. 雷明頓國家公園 

2. 綠山地區及世界遺產

岡瓦納雨林 

3. 住 O’Reillys 

Rainforest Retreat 

1. 考察雷明頓國家公園範圍內步道及解說

設施規劃現況。 

2. 考察雷明頓國家公園範圍內民營生態度

假村經營理念及夜間生態觀察活動執行

情形。 

11/22(六) 

1. Tamborine 雨林天橋 

2. Lillydale Farmstay農

莊 

3. Pietro Agnoletto農莊 

4. 住 Mt Barney Loge 

1. 考察雨林區特殊觀察樹冠層設施設置現

況。 

2. 考察植樹復育無尾熊生態廊道的民營農

莊植樹現況。 

3. 考察民營農莊友善環境營造現況。 

4. 考察獲得 2010 年昆士蘭戶外遊憩獎民

營生態度假村經營理念及友善環境設

施。 

11/23(日) 

1. Templin 歷史園區 

2. 邦吉根葡萄酒休閒農

業示範區 

3. 法國山 

1. 考察 1870 年代德國移民聚居發展街

區，歷史文化保留及營運現況。 

2. 考察澳洲農產業經營及旅遊體驗活動推

動現況。 

布里斯本市區-拜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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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路線與地點 考察項目 

11/24(一) 

1.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 

2. 昆士蘭州政府公園與

野生物管理局 

3. 昆士蘭州政府旅遊及

活動推廣局 

1. 拜會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執行長 (Rob 

Hillman)並聽取簡報及座談。 

2. 拜會昆士蘭州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

事業發展科科長(Anne Greentree) 並

聽取簡報及座談。 

3. 拜會昆士蘭州政府旅遊及活動推廣局景

點與體驗發展科科長(David Morgans) 

並聽取簡報及座談。 

11/25(二) 

1. 澳洲全球生態研討會 

2. 澳洲生態旅遊活動應

用地理資訊系統說明

會場 

1. 聽取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理事兼全球生態

研討會召集人 Tony Charters 簡報及座

談。 

2. 聽取澳洲 App 資通科技 Acahe 公司簡報

及座談。 

11/26(三) 澳洲布里斯本→台北 返程 

參、考察概況 

本次考察行程規劃涵蓋 7處國家公園、2處自然保護區，其中拜會 2個政府部門、2

個推動生態旅遊的民間組織、2 處原住民文化中心、1 處民間保育社團成立的蝙蝠救傷

醫院、1 處民間造林復育棲地、5 處民營生態旅遊景區及 7 處具生態標章認證的民營度

假村，依考察目的及課題，將考察概況分為：一、政府及民間組織拜會與座談；二、民

營生態度假村經營現況；三、民營景區經營現況（含原住民文化中心、天軌雨林纜車及

丹樹探索中心等）；四、民間保育組織及私有造林地經營現況，四大類略予說明。 

一、 政府及民間組織拜會與座談 

澳洲昆士蘭州政府推動生態旅遊業務主要由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Queensland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與旅遊及活動推廣局(Tourism and Events Queensland )

負責，且與澳洲生態旅遊協會(Ecotourism Australia)共同推動生態旅遊認證及行銷

活動，並建立全世界第一套生態旅遊認證系統(Eco Certification)。透過昆士蘭州

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事業發展科科長(Anne Greentree)、旅遊及活動推廣局景點

與體驗發展科科長(David Morgans)、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執行長(Rob Hillman)及澳洲

生態旅遊協會理事兼全球生態研討會召集人 Tony Charters 的業務簡報及座談討論

中，得到以下資訊： 

（一） 1991 年成立的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為非政府非營利的獨資組織，工作重點為 1.

辦理認證作業。2.代表會員向政府協商。3.辦理業者教育訓練（工作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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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路行銷。 

（二）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辦理的認證費用，視企業的營業額而訂，從 370澳幣至 840

澳幣。並從 1.企業管理及經營計畫 2.可信賴的行銷 3.顧客滿意度 4.環境管理

5.解說及教育 6.保育貢獻 7.當地社區之合作和 8.文化尊重等內容，進行檢視

及審查作業。 

（三）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除了推動生態旅遊認證外，亦辦理尊重文化認證、氣候應變

企業等認證。這些認證是由政府授權，因此企業也可利用這些標章，再去申請

其他認證標章，並代表企業及產品能永續發展。此外，獲得認證標章的企業，

均被置於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網站、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年報及綠色旅遊指南裡，

有助於企業行銷。 

（四） 昆士蘭州政府與民間組織（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共同推動生態旅遊，這樣的政

府與民間合作的模式已執行 20 年，並已建立了良好合作架構。澳洲生態旅遊

協會定期要向昆士蘭洲政府提出執行報告，讓政府部門瞭解其推動生態旅遊現

況，並據以檢核。 

（五） 昆士蘭州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對州內公園及森林訂定了總體規劃策略，其

中到 2025 年前有以下 5 項核心工作：1.以生態保育並顧及人類福址的原則來

經營公園與森林。2.運用保護區資源促進生態旅遊、休閒遊憩及世界遺產的體

驗。3.協同原有所有權人及在地社區提供保護區服務。4.管理保護區特許事

宜。5.強化經營管理能力。 

（六） 昆士蘭州政府的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及旅遊與活動推廣局的人員，會有輪調制

度，可減少在推動生態旅遊行銷及生態棲地保育的衝突性。當有專業計畫時，

時常有跨部門的工作小組討論會議，充分溝通及分工，共同推動澳洲的生態旅

遊。 

（七） 全球生態研討會除進行與生態旅遊相關研究外，並於各地召開論壇與會議，其

會議主題多以環境永續、氣候變遷、生態旅遊趨勢為主，迄至 2014 年已經辦

理了 22 屆的研討會。參與研討會成員為政府部門人員、研究學者、業者、媒

體等，透過研討會議的舉辦，往往可以輔助在地的生態旅遊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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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旅遊及活動推廣局科長簡報及座談 圖 2：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科長簡報及座談 

  

圖 3：全球生態研討會召集人簡報及座談 圖 4：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執行長簡報及座談 

 

二、 民營生態度假村經營現況 

昆士蘭州(Queesland)陸地面積 170 萬平方公里，是澳洲的第二大州，首都布里

斯本(Brisbane)為澳洲第三大城市，其地景變化萬千，除珍貴的大堡礁海洋地景外，

在陸地上從濕熱帶雨林到較乾的疏林；有蜿蜒的河流、有火山口湖、熔岩洞、火山錐

等各式火山形成的地貌。本次考察主要在濕熱帶國家地景(Wet Tropics National 

Landscape)及「綠色大鍋」國家地景 (Australia’s Green Cauldron National 

Landscape)區域。主要考察民間度假村位於濕熱帶國家地景者為：Jabiru Safari 

Loge、Undara Experience、Rose Gums Wilderness Retreat及 Daintree Wilderness 

Lodge；位於「綠色大鍋」國家地景者為：Binna Burra Sky Lodage、O’Reillys 

Rainforest Retreat及 Mt Barney Loge。 

因各家民營生態度假村所在地區（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的自然環境與資源的

不同，經營的住宿設施及生態旅遊體驗活動，均不相同。然而，其共同點為均為獲得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進階生態旅遊認證，並且除了提供住宿服務外，也有取得認證的導

覽人員進行特殊生態環境導覽解說。在生態度假村內的設施規劃上，除了有具有在地

特色且與自然融合的住宿與活動空間外，並重視污染物（垃圾）的回收與管理，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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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再利用以及節電的設計；並規劃書籍與紀念商品的賣店，或利用住宿遊客參與老

建物整修的活動設計，以增加營收。同時，在建築中的解說空間，不單僅陳列自然資

源解說的素材，部分生態度假村將在地的開發史與人文歷史完整保存，或設置不同的

自然觀察設施，增加遊客的體驗豐富度，成為故事性及自導式體驗解說的最佳媒材。

以下謹就 7處民營生態度假村特色簡要敘述。 

（一） Jabiru Safari Loge 

位於 Mareeba濕地保護區範圍內，濕地為五個大小不一，引進灌溉渠道尾水而

營造的人工濕地，其中一個維持低水位，並在雨季高水位後，將周邊草原砍除，吸

引水鳥以營造水鳥群集與易於賞鳥的環境。該保護區由醫師、律師等成員組成之民

間組織倡議，募款並規劃。於向州政府取得經營權後，交由現任經營者（一對夫妻）

以每年 5萬元（經營權 5年）付給該民間組織的方式經營。區內住宿設施採環保高

架大型帳篷，區內電力部分為太陽能，且路燈以太陽能小燈為主，以減少光害，此

外，載運遊客遊湖賞鳥的小艇，為避免製造污染與噪音等考量，其動力來源亦採用

電力。 

  
圖 5：環保大型帳棚 圖 6：以電力為動力的環保遊湖遊艇 

（二） Undara Experience 

位於 Undara 火山國家公園內的民營生態度假村經營者，其家族為在地人，因

政府規劃國家公園而徵收其土地，目前所經營的範圍為向政府的租地。該經營者為

經過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生態認證的業者，所以 Undara 國家公園特許，可以由該民

營生態度假村的解說員帶遊客進入特別管制範圍內（如：熔岩洞、蝙蝠洞等），進

行生態解說，並在國家公園的官網上，推薦特許 Undara Experience聯絡方式，讓

民眾可以用不破壞自然資源的方式，近距離的體驗自然，也可有效管理在地業者，

讓自然生態與經濟活動能達到雙贏的局面。此外，Undara Experience的經營者 Bram

除了經營以舊火車廂為主體的住宿設施外，並與在地 15 家業者（60 個解說員）組

成民間解說組織，主要是希望能透過自發性的解說教育訓練，讓遊客能認識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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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林、火山、熔岩洞及恐龍化石等自然資源，在永續經營的理念下發展生態旅遊。

其成員所在的生態區位及特色多不相同，透過互相行銷，向遊客推薦遊程，促進了

在地經濟及就業機會。 

 
圖 7：Undara 火山國家公園網頁上顯示的特許業者資料 

  
圖 8：自然體驗的早餐場域 圖 9：老舊火車車廂改造的住宿空間 

（三） Rose Gums Wilderness Retreat 

本民營生態度假村所在地原為煙草田，自 1995 年起開始植樹復育，因造林復

育促使森林生態系開始演替，於是 85公頃土地劃設為「Rose Gums Nature Refuge」，

以保護瀕臨絕種的南方食火雞、稀有物種灰鷹、受威脅物種雙眼無花果鸚鵡及森林

等。受保護的森林周邊，即為因經濟需求而開發的漫無邊際的牧場，主要以畜養馬

及牛為主，所以，此區儼然成了一座「生態孤島」。此處民營生態度假村亦採用租

地方式經營林間小屋，從規劃與設施中，亦可看出對環境友善的經營理念。除提供

住宿及餐飲服務外，並定時推出鳥類的餵食秀及麝香袋鼠的餵食觀察活動，讓遊客

能近距離體驗該地的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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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人員餵食觀察麝香袋鼠的場域 圖 11：人員餵食誘鳥活動的場域 

（四） Daintree Wilderness Lodge 

本區位於世界遺產地丹樹雨林區，因前往該區均需穿越丹樹河，所以物資的補

給上較為不便，且無電力系統故住宿地區多以柴油發電。在設施規劃上，除依現地

地形地貌，在林間隱閉處設置與雨林環境相融的小量體木構造建物，降低了視線的

衝擊外，其所配置的電力設備亦採用節電設施，或因電容量而減少需電設備（如：

吹風機及路燈等）。雖民營生態度假村的經營者未規劃生態導覽活動，但在經營的

雨林範圍，規劃了自然體驗步道，讓遊客自由觀察與體驗，並在房間內附上大型手

電筒及提醒遊客夜間觀察的說明，同時，在服務中心的牆面上，設計簡易互動的觀

察紀錄牆，讓住宿遊客可以直接紀錄觀察到的生物種類及數量，並可參與該區的生

物資源調查。 

 

 

圖 12：遊客參與紀錄生物資源的解說牆 圖 13：融入雨林景觀的環保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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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Binna Burra Sky Lodage 

為澳大拉西亞地區（Australasia，泛指澳洲、紐西蘭及附近南太平洋諸島）

第一個獲得 Green Goble 國際性環保標章的民營生態度假村。該區自 1933 年創建

山屋以來，是澳洲最早的自然地區旅宿點之一，為被雷明頓國家公園包圍的私人土

地。這裡也是綠色大鍋國家地景範圍，位於二個山谷(Coommera&Numinbah Valleys)

崖緣，故自然地景與動植物資源豐富。區內部分老建築已被列為歷史建築，成為重

要的文化資產，在簡易且古意的建築中，除了注意其環保、消防的規劃設計外，在

具有歐美風格的客廳解說室裡，紀錄了該區的開發歷史，並詳實記錄推動設立雷明

頓國家公園的歷史人物-羅蜜歐‧賴的生平事蹟，以及參與經營 Binna Burra 的優

秀員工。此外，Binna Burra 的經營體由全體股東推舉出 4 個董事及 1 個主席組成

理事會，負責政策監督與管理，現場則有經理人負責執行，區內雇用的員工幾乎是

車程 20 分鐘內周邊社區的居民。在度假村住宿的遊客，除了可自由在國家公園的

步道上賞鳥、體驗自然及健行外，也可參與由受過訓練的解說員帶領的夜間觀察活

動。為了維護歷史建築物的屋瓦，並發起募款活動，以一小片木材（3Ⅹ9公分）澳

幣 5元，讓遊客捐款並帶回家作為紀念。 

  

圖 14：保存在地歷史照片資料的解說室 圖 15：民眾參與歷史建物維修的解說設施 

（六） O’Reillys Rainforest Retreat 

位於雷明頓國家公園之中心地帶的生態度假村，其經營場域位於私人土地的範

圍內。為提供遊客近距離但不影響植物之自然生長，區內設置有鋼構的高架之步道

（Treetop Walk），讓遊客能輕鬆的觀察雨林植物之樹冠層。此外，該區另有定點

定時專人餵鳥秀，並在固定的範圍內提供親子遊客餵鳥的活動。為避免因人類的餵

食造成在地鳥類生態的負面影響，故州政府已訂定餵食的飼料應採用天然材料、餵

食應經調查研究以不影響鳥類健康及一般遊客禁止自由餵鳥等原則，管制業者與遊

客，以達到親近鳥類而不影響其生態的目標。另於夜間則由有認證的解說員帶領約

10人左右的遊客，手持手電筒，進入雨林中，以低光害的徒步方式，進行夜行性生

物及在地特殊生物-螢光蟲的生態解說（禁止攝影），透過大量附著於岩壁的螢光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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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觀察與深夜的寧靜，產生另類的生態體驗。 

  

圖 16：定時專人的餵鳥秀活動 圖 17：觀察樹冠層生態的鋼構高架步道 

（七） Mt Barney Loge 

Mt Barney National Park 是澳洲人登山健行與攀岩的熱門地區，Mt Barney 

Loge即位於其山腳下之私有地範圍內，現任經營者為第二代，從第一代經營者開始

便大量植樹造林，吸引了許多野生動物棲息，附近的溪流便有鴨嘴獸定居。為了保

護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生態度假村禁止遊客攜帶寵物進入，所經營的住宿設施有

營位、大營帳、森林小屋及具有鄉村傳統風格的舊老木屋，營位考量生態承載量，

進行總量管制，也提升了遊憩體驗的品質。除了帶著遊客登山健行外，經營者主動

與遊客溝通生態旅遊觀念，並且採用在地食材，減少碳足跡以促進在地農畜產業發

展。同時，在區內確實進行廢污水初步淨化處理、資源回收與垃圾堆肥利用，讓入

住遊客除了體驗自然外，也把友善環境的觀念帶回家。 

  

圖 18：再利用的鄉村老木屋 圖 19：垃圾再利用製做堆肥場地 

 

三、 民營景區經營現況 

（一） 天軌雨林纜車 

在潮溼熱帶世界遺產地區（Wet Tropics World Heritage Area）範圍內，有

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熱帶雨林，於 1995 年在巴倫峽谷國家公園範圍內，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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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長 7.5公里的天軌（Skyrail）纜車，橫貫雨林，共有 32個塔台、114 台纜車，

最高的 6 號塔台高達 40.5 公尺，每小時承載量 700 人，沿途除可於空中盡覽美麗

的雨林植物相風貌外，並可欣賞巴倫河、峽谷、瀑布景色。值得一提的是，經營者

在纜車搭建之初，與在地原住民、政府及民眾溝通，建設纜車可減少污染及兼顧環

境保護的理念，並以科學調查及數據證明可行性。同時，採用人力施工、直昇機組

裝纜車基樁、保持在地植生及施工中不帶入外來種植物種子等工法，再再顯示纜車

是為保護雨林生態而設置。雖然經營本體為家族事業，租用國有土地經營纜車（只

租用纜車基樁及使用建築物範圍-點狀租用），其員工百分之百為在地人，並且，提

撥盈餘成立基金支持雨林的研究，並以「提供全世界最好的雨林體驗」作為營運的

宗旨。在園區內設有解說中心，以不同的解說媒體介紹雨林的動植物資源與歷史，

其中，並設有環保廁所及雨水回收等環保設施。 

  

圖 20：室內互動式解說設施 圖 21：環保廁所 

（二） 丹樹探索中心 

經營者為兩夫妻，在 26 年前買下該區土地後建設探索中心，不再砍伐樹木，

陸續規劃興建高架棧道完成空中走廊等設施，讓遊客可以在不同的高度位置，觀察

雨林的動植物生態環境。同時，召募在地人作為解說服務人員，定期進行接待服務

的專業訓練，並規劃中心的解說內容及製作多媒體、解說簡介等。其中心的宗旨是

「讓人在自然中快樂學習-寓教於樂」。因此，環境教育的資訊公開放置於網站上，

讓帶學童到中心戶外教學的教師可以自行搜尋組合成教案。至於區內的導覽解說，

則採用具有多國語言的「自導式語音導覽系統」設備，讓遊客於規劃的自導式學習

步道上自主學習，因其永續生態與環境教育的經營理念，於 2014 年榮獲聯合國永

續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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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觀察雨林生態空中廊道 圖 23：自導式語音導覽系統 

（三） 原住民文化中心  

澳洲原住民約有 16 萬人，多分佈於澳洲北部、中部魔鬼岩及鄉村地區。本次

考察行程中參訪的查普凱原住民文化中心(Tjabukai Cultural Center)及傑立瓜爾

原住民文化中心(Jellurgal Aboriginal Cultural Center)，雖然都是私人經營，

但因其發展歷史不同，所以展示解說與經營方式亦大不相同，謹概述如下： 

1. 查普凱原住民文化中心(Tjabukai Cultural Center) 

位於巴倫峽谷國家公園範圍天軌雨林纜車旁，以室內外劇場、傳統聚落營地、

傳統樂器演奏、歌唱舞蹈、繪畫及參與傳統迴力標打獵等方式，讓遊客認識

生活在雨林中的原住民的發展歷史及生活樣貌。 

2. 傑立瓜爾原住民文化中心(Jellurgal Aboriginal Cultural Center)  

其前身為國家公園管理的遊客中心，目前已交由民間經營轉型為靜態展示為

主的原住民文化中心，其內的解說媒體多為靜態的解說摺頁與解說牌，並規

劃有原住民繪畫的歷史及作品展示，可供學校進行戶外教學活動。 

  

圖 24：查布凱原住民文化中心解說活動 圖 25：傑立瓜爾原住民文化中心樹皮畫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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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間保育組織及私有造林地經營現況 

（一） 蝙蝠醫院 

蝙蝠醫院是由民間團體成立，主要的成員為來自世界各地對蝙蝠保育有熱誠的

無給職志工。以蝙蝠的救傷及照護為主要工作，近年來製作了影片及設計解說教育

課程，讓學童可透過觀賞影片及院內不同齡級蝙蝠的實地照顧與生態介紹，進行環

境教育課程。 

  

圖 26：小型解說兼播放多媒體展示區 圖 27：幼齡蝙蝠集體照護情形 

（二） 私有造林地 

昆士蘭州的私有地主秉持復育造林的理念，運用航照圖片，將每一次造林的面

積、樹種及時間，作成紀錄，並以適地適種的觀念選取苗木，但因受限於澳洲的天

氣條件，造林地內均設有澆灌設施，並予以施肥。此外，為了能有足夠的人力協助

造林，私有地主規劃「造林工作假期」的活動，提供餐點讓有興趣種樹的民眾參加，

並召募造林志工（一日志工已有約 400人次參與）參與種樹，頗受民眾歡迎，已逐

步復育在地的森林生態。 

  

圖 28：私有地主說明應用航照圖造林情形 圖 29：私有地復育造林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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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透過考察澳洲 2大國家地景區塊（部分是世界自然遺產地）、7個國家公園、2處自

然保護區、7處民營生態度假村、1處私人造林復育棲地、1處民間保育社團，並與政府

與民間單位共同座談，透過訪談瞭解澳洲政府生態旅遊政策規劃與執行、民間組織與政

府部門的互動及民營生態度假村經營者的場域經營理念，提出政策面、組織面及經營管

理面之心得與建議，期對日後政府部門在推動生態旅遊業務上有所助益。 

一、 政策面 

（一） 明訂生態旅遊願景與策略，規劃分年策略行動方案 

昆士蘭州的經濟來源為旅遊、採礦、建築及農業，其中旅遊業為經濟來源之首。

澳洲生態旅遊之所以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主要歸功於該國政府自 1994 年提出的

國家生態旅遊策略(National Ecotourism Strategy)，為澳洲的生態旅遊發展規劃

出一個全盤的架構，並在此架構下所擬定澳洲國家生態旅遊計畫 (National 

Ecotourism Program)，作為執行的依據。 

經與昆士蘭州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及旅遊與活動推廣局的兩位科長訪談

瞭解，目前昆士蘭州政府立下了一個具挑戰性的發展目標，希望在 2020 年前，觀

光收入要達 300億澳幣（約 8100億台幣），並且在 2013年公布了「昆士蘭 2013年

至 2020年生態旅遊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從發展生態旅遊的重要性、面臨的機會

與挑戰分析、願景與策略，最後提出短中程的行動方案，讓未來的生態旅遊推動方

向明確且具體可行。 

而在台灣雖有『生態旅遊白皮書』說明了生態旅遊的定義，以及各部門的分工

等，但其內容已規劃多年且不夠具體。在林務局的推動生態旅遊歷程中發現，在 2003

至 2008 年間雖已陸續訂定了「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 2003 年度生態旅遊工作計

畫」、「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遊客守則」、「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

遊經營管理守則」、「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策略聯盟守則」及「林務局森

林生態旅遊發展暨策略行動計畫」，但其願景與策略上，仍可再重新盤點與檢視。

故建議後續推動生態旅遊業務時，應先探討目前國內推動生態旅遊的機會與威脅，

再酌與修訂林務局推動生態旅遊的願景與策略，對應所擬定的策略，提出短中長程

的行動方案，並且落實向內部顧客（林務局同仁）與外部顧客（外部單位及民眾）

進行政策溝通，方能據以執行，並達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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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託民間組織辦理生態標章認證，促進生態旅遊國際化 

由澳洲生態旅遊認證系統（Certification  Programs）及政府部門人員訪談

中發現，市場利益是需要花長時間來實現的。民間的生態旅遊業經營者，取得標章

認證後增加了客源，且促進當地經濟產業與環境的改善；其中，將近 93％的業者，

願意持續申請或保持認證，以確保自己的口碑和品質。在昆士蘭州的生態標章認證

是由政府於 1996 年起委託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建立出全球第一套的生態旅遊認證

系統，此生態認證共 4 大類 8種標章（生態認證、氣候行動認證、尊重在地文化認

證及生態導遊認證 4 大類），並已獲全球永續旅遊推動聯盟認可。 

反觀台灣在推動生態旅遊僅有生態旅遊地的認證，且獲認證的生態旅遊地在推

動生態旅遊及促進在地產業與環境保護上，未有後續執行策略。本次的考察行程

中，台灣生態旅遊協會與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已簽訂合作備忘錄，建議透過台澳雙方

的民間組織的交流合作，引進澳洲目前執行的認證系統，並就目前台灣的現行法

規、環境保育及市場需求等酌予修訂，透過生態旅遊標章的認證制度建立，將可鼓

勵民間團體自主性地提升生態保育的概念，從事自然環境的旅遊工作，讓未來台灣

生態旅遊市場機制更健全，並走向國際化。 

（三） 訂定生態旅遊遊程分級制度，遊程產品產業化 

澳洲生態旅遊協會(Ecotourism Australia)所執行的認證中，其中生態認證

(ECO Certification)分為「進階生態旅遊」(ADVANCED ECOTOURISM)、「生態旅遊」

(COTOURISM)及「自然旅遊」(NATUREM TOURISM)三種層級的標章。並分別定義如下： 

1. 「進階生態旅遊」(ADVANCED ECOTOURISM)：指該旅遊可以彰顯環境價值，可

以帶動業者與遊客願意做好自然保育以及幫助當地社區。 

2. 「生態旅遊」(COTOURISM)：只於自然地區的旅遊，而業者與遊客能善用資源、

參與保育以及幫助當地社區。 

3. 「自然旅遊」(NATUREM TOURISM)：只於自然地區的旅遊且業者與遊客對環境

的衝擊最小。 

透過這樣的分級，讓澳洲國內的生態旅遊推展尺度更寬，並且有效的管理各遊

程對於環境的衝擊程度及對當地社區的貢獻度。 

而在台灣的生態旅遊市場中，因為沒有明確的遊程分級，往往許多的自然體驗

活動雖號稱生態旅遊，但往往造成保育價值不彰或過度收費的情形，市場上雖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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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生態旅遊遊程，但實際符合生態旅遊活動定義及精神者，少之又少。建議林務局

可從歷年的生態旅遊遊程，及 2013 年以來生態旅遊產業化的資料中，進行盤點與

歸納，從數據資料與現行市場趨勢，將林務局執行或輔導的生態旅遊遊程進行「進

階生態旅遊」、「生態旅遊」及「自然旅遊」的分類，並重新定位其產品價格、旅遊

業者資格及旅遊行為，重塑台灣的生態旅遊產業價值。 

 

二、 組織面 

（一） 組成跨域推動小組，強化橫向溝通機制 

本次考察昆士蘭州政府的兩個部門-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及旅遊與活動推廣

局，訪談業務主管科科長時發現，澳洲生態旅遊活動的業務推動人員，除了有業務

輪調的機制外，當推行的業務有相關聯時，雖辦公場所分屬兩地，但已建立業務聯

繫與工作會議的制度，藉由不同部門的人員共同討論，簡化行政作業時間，並因充

份溝通使得生態旅遊政策，能顧及棲地環境保育與旅遊規劃行銷等面向。 

而目前林務局推動生態旅遊業務，雖以森林育樂組為業務主辦單位，但在保育

組的社區林業計畫中亦輔導社區，透過在地生態資源調查、保護及在地解說員培訓

推行生態旅遊。雖從不同的角度來推動生態旅遊業務，但其成果或推動過程中，往

往缺少交流與互動；此外，若生態旅遊業務未來仍然為林務局的核心業務之一，要

規劃出具有林務局特色的生態旅遊活動，勢必應加入資源調查、林業歷史、木材利

用與生態保育等元素，再考量組織間業務輪調的可能性，建議可籌組跨組室的生態

旅遊推動小組，指派召集人並由森林育樂組專人負責，各組室派業務相關或合宜人

員擔任小組成員，強化內部溝通機制，凝聚各組室間業務互助的精神，共同推動生

態旅遊。 

（二） 建構『政府─民間組織─經營者─社區』關係鏈 

從昆士蘭 2013年至 2020年生態旅遊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中，可以看出昆士蘭

州政府發展生態旅遊的願景為：成為澳洲第一名的生態旅遊地及世界領導品牌，提

供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最佳旅遊體驗，並維護自然源及文化遺產。為了達到願景訂

定「強化旅遊業、政府、社區及傳統領域地主之夥伴關係」為執行策略之一，顯現

澳洲政府推動生態旅遊除了政府部門外，將操作生態旅遊遊程的業者、自然資源的

在地居民串聯成一條推動線，讓生態旅遊的推動成為多數人的事，並從各自的角色

定位中，對於自然環境盡到保護的責任，也從生態旅遊的推行中獲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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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台灣推動生態旅遊的政府單位，其操作策略往往採經費補助社區（如：

水土保持局、觀光局的經費補助）或計畫輔導的方式（如：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

當經費不再補助或輔導人員因計畫結案而離開社區，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往往因而

停滯或變質。而且，參與生態旅遊推動的社區，在遊程規劃與行銷上，因旅遊產品

通路管道也不如旅遊業者。為了讓台灣的生態旅遊市場更活絡，鼓勵優質的生態旅

遊經營者，雖然林務局目前已突破補助或輔導的概念，建立以國家森林遊樂區為自

然資源場域，串聯周邊社區並以策略聯盟概念，委由優質旅行業者負責提供遊程給

遊客的『森態小旅行』策略，但以單一公務部門的範疇，仍難影響全台灣的生態旅

遊產業。故，建議應定義推動生態旅遊的各公私團體的環境責任與生態旅遊經營角

色，並且建構彼此間的聯結與互助關係，使得生態旅遊產業能永續經營。 

 

三、 經營管理面 

（一） 森林遊樂區設施維運納入環境友善作為 

考察澳洲民營生態度假村及景區經營現況，並與經營者訪談中發現，設施的規

劃與經營均以『環保、節能與再利用』為主要考量，雨水的回收及垃圾分類處理，

是經營場所中必有的設施，並依據在地天氣及地形因子，設置太陽能發電及蓄電設

施、淨水設施、環保廁所及採用環保商品。經營者對於進入生態度假村或景區的遊

客，除了介紹該區的自然生態資源外，同時說明區內的環保設施及永續經營理念，

透過經營者的親身示範與解說，讓遊客能瞭解經營者在環境保護的用心。 

在林務局所經營的 18 處國家森林遊樂區中，目前雖已有太平山山莊、大雪山

山莊及合歡山山莊分別獲得環保旅館的認證，然而，對於污水處理設施、雨水回收

或垃圾分類回收等設施，尚未完全在 18 國家處森林遊樂區內規劃施設，建議在後

續設施維護上，納入節能、節電與節水的設計，如：規劃施設水利用的循環系統、

節電燈具與產品的運用或在供水不易處設置環保廁所等，並將規劃理念透過人員或

非人員的解說設施向遊客說明，將更能展現生態旅遊地的友善環境具體作為。 

（二） 強化與森林遊樂區周邊社區聯結的生態旅遊遊程 

從訪談各民營生態度假村及景點經營者中發現，不論在經營管理人力的雇用或

區內產品的使用（如：農特產品），均與在地居民與社區產業緊密結合，成為一個

互依共存的關係鏈，並且此種互助的型態，讓居民能主動的保育在地資源，並獲得

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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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務局推動生態旅遊的策略中，主要是以國家森林遊樂區為提供自然資源體

驗的場域，向周邊社區、民宿或特色產業的經營體串聯生態旅遊遊程。經統計 2014

年所推動的東眼山、奧萬大及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森態小旅行活動，約達到 140

萬元的產值，但以此方式進行生態旅遊遊程的規劃，在變化性與多元體驗上，仍嫌

不足。故，建議應以生態人類學-人與環境共生的概念為基礎，盤點遊樂區周邊社

區（尤其是原住民社區）的資源與產業，建立跨越自然資源的旅遊遊程與活動。 

（三） 訂定保護區特許制度，資源保護與經濟發展共存 

考察中發現澳洲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管理保護區的政策中，明列『運用保

護區資源促進生態旅遊、休閒遊憩及世界遺產的體驗』以及『管理保護區的特許事

宜』的核心工作，並藉由澳洲生態旅遊協會作為平台，對獲得生態認證標章的旅遊

業者，給予進入保護區指定區域從事生態旅遊的特許權，對於優質的生態旅遊業

者，甚至可延長進入的次數。同時，在政府網站上公佈符合進入保護區從事生態旅

遊業者名單，讓遊客可以透過合法的管道，進入保護區體驗自然資源，一方面可有

效管理不破壞環境，另一方面則可鼓勵旅遊業者提供符合生態旅遊的遊程。 

國內保護區系統依照劃定法規的不同，在管理強度上亦有不同。其中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劃設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及依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森林法)公告的自

然保護區，均可依保護區保護標的、資源與環境特色，區劃出核心區、緩衝區、永

續利用區。其中緩衝區可容許有限度之環境教育活動；永續利用區則以維護保育對

象之生存、繁衍，並促進鄰近社區之發展，區內資源容許有限度之利用。意即在有

限度的規範下前者兩區可提供為環境教育解說場域，及由保護區周邊社區發展在地

經濟產業的區塊，惟目前尚未有案例。如能參考澳洲政府相關政策，訂定一套可供

依循的規範並落實操作於該等區域，讓保護區周邊社區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合格的生

態環教業者能進行合理的利用，此將可減緩在地居民面對劃設保護區時的反彈，達

到在地產業、旅遊與保育共存的多方效益。 

（四） 環境教育教育場域營運採自主式學習模式 

1998 年 4 月開放的丹樹探索中心於 2014 年獲得聯合國永續發展獎，其課程規

劃及環境教育推動理念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相仿，經營者之一為教育背景出身，

並召募了一批在地居民（淡季 10人、旺季 15 人）作為解說與服務人員。中心內所

推行的課程或解說內容，均為員工共同發想及規劃設計，對於學校的戶外教學活

動，則採建立環境教育資訊網站，讓學校教師自行上網蒐尋規劃，並於中心環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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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解說設施，自行帶領學生進行戶外教學。 

在目前政府公務預算緊縮的情況下，建議林務局的 8個自然教育中心能參考部

分環境教育課程循此模式，除將可減少實地操作戶外教學課程的環教教師人力，並

能讓學校老師能參與中心的課程規劃及實際教學，讓具教育背景與實際學校教學

者，能提出戶外教學後的意見，對後續的中心營運將有所助益。 

（五） 解說內容故事化，解說媒體科技化 

從 Binna Burra Sky Lodage 及丹樹探索中心的考察中發現，在解說內容規劃

上，除了強調『雨林』自然生態資源及保育類生物『南方食火雞』的資源介紹外，

並加入在地開發的歷史故事，透過人員解說、平面媒體解說甚至活動參與解說，緊

扣遊客的心並引導遊客從好奇到有興趣到感動。從而檢視林務局管轄的國家森林遊

樂區或自然教育中心，除了具有樹海、巨木、瀑布、高山、雲海、夕陽或豐富的生

物生態資源外，林業歷史的記錄與該區開發及發展的歷史，往往較少或未列入解說

內容，若能收集在地的歷史資料，並將在地人文與林業歷史以說故事方式，在生態

旅遊遊程中向遊客解說或列為環境教育課程內，將更能打動人心。 

此外，丹樹探索中心在考慮解說人力不足及希望遊客自導學習的經營理念下，

評估區內具解說特色點設立據點標示牌，並錄製語音，利用多國語言的「自導式語

音導覽系統」對應現地標示牌來進行不同國家遊客的導覽解說。建議國家森林遊樂

區的解說媒體規劃中亦可應用「自導式語音導覽系統」，在平日遊客量較少時或遇

有外國遊客時，將可提供非人員的解說服務，除可解決現場人力不足的問題外，亦

可精簡減志工出勤津貼等人事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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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面臨全球氣候變遷衝擊及經濟景氣蕭條的現今台灣，生態旅遊應可視為兼具環境

保育及經濟發展的產業，而林務局所屬的國家森林遊樂區或轄管範圍中蘊含豐富之自然

及人文資源，深具發展生態旅遊之潛力。自 2002 年開始推動生態旅遊以來，在永續經

營、生態保育、提升國家森林遊樂區產值與促進周邊社區經濟等經營原則下，已逐步規

劃出結合保育、教育、文化及自然體驗的森林生態旅遊，並引領遊客以正確的方式親近

大自然，閱讀生態環境特色，體驗森林的價值。未來，若能訂出生態旅遊的願景與策略

行動方案、與民間組織合作訂定認證標章制度，對外建構『政府─民間組織─經營者─

社區』關係鏈，對內組成跨領域的生態旅遊推動小組，並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合力推動，

當可提升生態旅遊價值、品質及產值，亦不失為解決台灣環境議題的另一種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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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件一：昆士蘭州政府公園與野生物管理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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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昆士蘭州政府旅遊與活動推廣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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