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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濟州偶來徒步大會」自 2010 年開始舉辦，今年則是第 8 屆，大會由偶來

步道協會主辦，係以「沒有走錯的路」為主題，透過步行體驗活動，並與韓國、

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參與者進行文化交流，本局 TOURISM 2020「開拓

多元市場」及「推廣體驗觀光」等永續觀光發展策略相符，透過實地建走之方式，

體驗他國步道路線規劃之方式及經營管理策略，以作為交通部觀光局推展步道

觀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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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整體國土發展，國家發展委員會刻正推動「建構國家級綠道網絡綱要計畫」，以期透過

相關步道、林道等廊道之串聯，連結國土重點保育區域，落實生態多樣性的保護目標；另為

本局TOURISM 2020開拓多元市場及推廣體驗觀光等永續觀光發展策略，爰派員參加本次「2018

濟州偶來徒步大會」。 

世界步道大會（World Trail Conference, WTC），係由世界各地關心全球環境及步道之

開發和保護的團體，並在韓國濟州省政府和韓國旅遊組織支持下，所蘊於而生，透過每年舉

辦之步道大會，邀請各國喜愛徒步旅行的遊客、關注步道的組織，旅遊協會等人員及團體，

分享有關步道之相關信息，並透過實地健走之方式，體驗各地不同風貌的步道以及人文風采，

促進全球的合作，改善世界的步道。 

「濟州偶來徒步大會」自 2010 年開始舉辦，今年則是第 8 屆，以長距離徒步旅行之方

式，每日步行一條步道，同時享受文化藝術表演以及當地小吃的移動式大會。 

本次一同前往人員包括本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陳美秀處長、本局技術

組工程司高泉達，亦包括林務局鄭伊娟科長、黃書娟技士以及千里步道協會的陳朝政先生。 

貳、濟州偶來步道簡介 

「偶來」是濟州島當地方言，意指「由家裡大門通往大街的小巷道」；在台灣地區，我們

習慣將提供健行(步行)的道路稱之為「步道」，在濟州島，則是翻譯為「小路」；所以大部分

旅遊資訊，有關偶來步道的簡介，常以「濟州偶來徒步小路」稱之。 

「濟州偶來徒步小路」為徐明珠女士於 2007年所創立，其目的是想規劃一條提供人們放

鬆心情、清淨心靈的步道。目前所規劃路線的路線，大致沿濟州島外圍，呈現環狀的規劃(圖

1)，共計 26條，總長 4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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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濟州偶來徒步小路路線圖 

為了強調其識別性，「濟州偶來徒步小路」特別選定小馬的符號來代表(圖 2)，其構想是

來自濟州島當地一種名為「甘穗」的馬匹；另濟州島方言中「甘穗達利」則有「懶鬼」的意

思，但因亦隱含邊走、邊玩、邊休息的味道。故以小馬的符號來傳達「濟州偶來徒步小路」

所想提供「悠閒遊走、放鬆心情、好好享濟州島沿途的美景」的主題。 

  

圖 2  偶來徒步小路識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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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常在進行步行或登山活動常見的指引路條及指示方向箭頭，在偶來徒步小路(圖 3)，

也是特別經過設計的，以藍色及橘色為一組，藍色所象徵的是濟州島的海水的藍色，至於橘

色則是代表濟州島當地的特產水果-柑橘。另外指示方向箭頭，除了特別在箭頭前方設計有一

代表韓國 Korea的「K」字外，藍色箭頭所代表的意義係指沿著步道「順時針」行走的方向、

橘色箭頭則為「逆時針」方向路程。 

  

圖 3  偶來指引路條及指示方向箭頭 

參、過程 

本次主要係透過實地建走之方式，體驗他國步道路線規劃之方式及經營管理策略。

本屆徒步大會係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開始，並於當日安排一場研討會議，但因受限於奉

派出國時程及班機之安排，相關一行人於 107 年 10月 31日上午 10時始抵達濟州島，故

徒步大會前兩日所安排之行程未克參加。 

一、第一日行程(10.31): 

(一)抵達濟州島後因時程之關係，雖無法參加步道大會前兩日之行程，但仍於本日下午

與共同赴韓參加之林務局同仁及台灣千里步道協會人員，以類似自由行的方式，前往

偶來 15號步道進行健走，體驗在無主辦單位安排下，有關步道路線之的規劃方式。 

(二)偶來 15號小路(翰林港-高内)，可分為往內陸行走的 A路線及沿海岸行走的 B路線，

我們所選擇走的是路線 A，另因並無相關導覽人員，在千里步道協會人員的建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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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由 15號及 16號步道的交界點「高内」(圖 4)，以逆時針的方向往回走。 

  

圖 4  15號小路行走起點及標示牌 

(三)我們所步行的 A 路線，在難易等級中係屬於中等，其特色是以農間小路及丘陵步道

為主，雖說有丘陵步道但其坡度並不甚陡，走起來還算輕鬆，另外為使步道能順利串

聯且不致過於繞路，部分路段也會經過私人之果園(菜園)，但偶來步道協會亦已取得

地主之同意，基本上均正常開放通行，遊客也不需另外提出申請，但亦有設置告示牌

提醒遊客目前是經過私人土地。此步道全長 16.5 公里，但因受限於時間因素及安全

考量，我們一行人約僅完成 9公里的路程(圖 5~圖 7)。 

  

圖 5  當日徒步入口處之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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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起點景緻以田間小路為主 

 

  

圖 7  路線規劃亦會穿過私人果園(菜園)  

二、第二日行程(11.01): 

(一)主要行程:參加偶來徒步大會慶典開幕式及步行偶來 5號小路。 

(二)慶典開幕式，以類似嘉年華的方式展開，現場設置有許多攤位，並於開幕式介紹全

球幾個國家步道協會代表(圖 8)。 

(三)慶典開幕式及安排在南元碼頭的偶來服務站，於開幕活動結束後，眾人即開始本日

的健行行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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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慶典開幕活動 

 

  

圖 9  偶來服務站及 5號步道起點標示石碑 

(四)偶來 5 號小路(南元-牛沼河口)，全長 13.4 公里，難易度分級屬中等，主要係沿海

岸線行走，並會經過一些村落，整體路線上大致上尚稱平坦，但偶有陡峭的山路(圖

10~11)。 

(五)因為偶來步道在規劃上，係以輕鬆、悠閒的方式，所以大會特別在部分路段安排一

些藝文表演，讓參加者能儘量能享受悠閒的氣氛(圖 12)。 

(六)本路段步行完全程約需 5 個小時，大會亦有提供參加者午餐，本日的午餐以輕食為

主，在一開始大會報到處時即進行發放，由參加者自行背負前往；用餐時段，參加者

也都不受拘束席地而坐，簡單進行享用(圖 13)。 

(七)另外，我們一行人於途中巧遇「偶來徒步小路」創辦人徐明珠女士，本局東北角管

理處陳美秀處長特別致贈台灣伴手禮，並邀請徐女士前來台灣行走東北角的淡蘭古道，

感受台灣本地的人文風情(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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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本路段以海岸線為主 

 

  

圖 11 途中較陡峭之路段 

 

  

圖 12沿途藝文表演(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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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用餐情形(11.01) 

 

 

 

 

 

 

 

 

 

 

 

 

 

  

 

圖 14  與徐明珠女士合影留念(右起為林務局鄭伊娟科長、徐明珠女

士、本局東北角管理處陳美秀處長、千里步道協會陳朝政先生

及本局同仁高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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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日行程(11.01): 

(一)主要行程:步行偶來 6號小路。 

(二) 偶來 6號小路(牛沼河口-西歸浦市)總長度 11.6公里，難易度分類屬簡單級，此路

段前半段的特色仍是延續 5號步道，以海岸景觀為主，但中後半段則是以市區街景為

主。 

(三)因濟州島係火山運動形成的島嶼，所以路線前半段的海岸景致，還可見火山熔岩的

遺跡(圖 15)。 

(四)行程中同樣比照前日之規劃在部分路段安排藝文表演，惟今日之表演則多了韓國傳

統文化特色(圖 16)。 

(五)本日大會所提供午餐，與昨日不同，有點像外燴的方式，提供當地之風味簡餐，當

然參加者也是不受拘束，席地而坐，並充分享受當日溫暖的陽光(圖 17)。 

  

圖 15  6號步道海起點附近之海岸景致 

  

圖 16  沿途藝文表演(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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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用餐情形(11.02) 

(六)稍事休息後，在步行一段路程，將穿過濟州島 KAL 飯店，因 KAL 飯店佔地廣闊，而

其飯店後方花園景緻優美，故雖為私有土地，偶來步道協會於規劃 6號路線時，特別

商請飯店業者將後方庭園納入步道路線的一環(圖 18~19)。 

  

圖 18   KAL飯店後方花園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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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KAL飯店及後方花園景致 

(七)穿過 KAL 飯店的後段步道規劃，則係以市區道路為主，沿途經過的景點包括了徐福

公園、李仲燮文化步行街及西歸浦市場(圖 20~22)。 

(八)此步道之終點應為位於西埔歸市內的濟州偶來服務中心，但大會為了整個閉幕儀式，

特別將閉幕典禮選定在附近的西歸浦七十里詩公園內舉辦，同樣於閉幕場合有安排一

些攤位及表演，而相關參加者也都在此席地而坐，共同交流彼此參加此趟旅程的心得

(圖 23)。 

四、第四日行程(11.02):本日一大早及驅車前往機場訪回台灣，結束本次行程。 

  

圖 20   徐福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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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李仲燮文化步行街起點及李仲燮美術館步道 

 

  

圖 22 西歸浦市街景及西歸浦市場 

 

  

圖 23 閉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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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通常於機場出口處常見有警察人員指揮交通，雖說濟州島也是如此，惟我們一行人步

出機場所看到的交通指揮人員，則是由女服務員協助穿越斑馬線，且其裝扮則類似百貨

公司的服務人員，也讓人體會到韓國推展觀光的用心(圖 24)。 

  

圖 24 機場出口處指揮交通人員(圖中紅衣女士) 

二、一行人由機場至飯店，主要係搭乘公車（600路），而公車上有英中日韓播音，因本車

路線係由機場前往西埔歸市，路程中會行經濟州島的旅館區域，公車也會刻意繞經幾

家旅館大門接送客人，此一措施甚為方便攜帶大件行李的旅客。另行經旅館時，若是

沒有搭乘遊客，旅店的服務生會在門口招呼打手勢（叉叉）表示沒有人搭乘，並也會

鞠躬行禮，另人感覺很有禮貌，又為濟州島貼心的旅遊服務加分。  

三、濟州島三天的活動主要係由濟州偶來步道協會主辦，據主辦單位表示，並沒有接受政

府經費補助，活動的經費是由報名費處理，提前網路報名者每日報名費韓幣 20,000元

(約新台幣 600元)，現場報名費則為每日韓元 25,000(約台幣 750元)，因網路報名踴

躍，故每日現場報名僅限額 100 名，但是贈品物超所值，贈送品都是民間廠商捐贈，

另午餐食物也是民間廠商贊助(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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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紀念品(包括環保坐墊、水壺、防曬乳、餅乾等) 

 

四、濟州島西歸浦市場為觀光客必訪之地點，未來台灣若擬將市場推向觀光市場，則部分

台灣夜市或市場其環境稍嫌雜亂、地板潮濕的情形宜先改善。而我們一行人發現，西

歸浦市場也有賣許多小吃，頗有台灣觀光夜市的味道 ，但是徒步區不會有油膩或地板

濕滑的感覺，而且建置有休息區域(圖 26)，可供遊客坐著享用外帶食物，此部分確實

值得我們學習。此外市場內，甚至連賣豬頭皮切魯味小攤，也有刷卡消費；另外聽不

懂韓語還是沒有問題，賣化妝品的店家，售貨員都互相用 Google翻譯一起溝通，不用

翻譯軟體或翻譯錄音筆或是電腦機器人翻譯。 

 

 

 

 

 

 

 

 

 

 

 
圖 26 西歸浦市場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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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這幾天在步行活動的下午時段，不時可發現參加者身上除背包外，都多了一兩袋垃圾

背在身上(圖 27)。此一現象，在台灣常可在登山客身上發現，但在一般健行或旅遊活

動中比較少發現，或許這也因為是濟州島當地比較少見到公用垃圾桶的關係。而過去

我們台灣也有報載表示「街道沒垃圾桶，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先進」，政府部門最近也不

斷在推行「垃圾不落地」及「垃圾自行帶走」的政策，經過這幾天的體驗感覺，當地民

眾對此觀念恐比我們國家更落實，建議以國家風景重要據點為示範，持續推動「不設

垃圾桶」及「垃圾遊客帶回」的政策，以維持美好的觀光資源。 

  

圖 27 參加者自行背負垃圾 

六、在台灣常常有一種迷思，就是「步道」好像一定是需要投入經費建設出來的石階步道

或是木棧步道才叫「步道」。可是，經過這次三天步行三十幾公里的路程下來發現，石

階步道或是木棧步道，其公里數可能不超過 10公里，反而多數是利用海邊或田間的小

路，亦或是利用既有鄉鎮市區道路，甚至如我們經過的私人果園及 KAL 飯店花園，透

過異業結盟、路網的串聯再加上整體活動行銷的包裝，創造出屬於自己濟州偶來小路

的品牌形象，或許這點是值得我們在發展觀光時值得借鏡及學習的地方。 

七、有鑑於國家風景區建設工作，大部分著重於步道的開闢與整建，常因工法忽略區域環

境特性，往往導致過度水泥化，導致步道無法與景觀相融合，而在此次徒步旅行中發

現，濟州島當地有些山區步道，其所採用的有點類似椰纖毯的方式進行步道的鋪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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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或許這種工法是值得我們參考。另外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觀光局及部分縣市政

府最近也在推行「手作步道」的概念，採取就地取材的方式，施工過程中儘量使用人

工機具，減少對環境的衝擊而完成步道鋪面的修復。個人認為手作步道的宗旨應該是

「作了好像沒作」，而這卻也是我們公務員在法規面或制度面，所需要突破的地方，畢

竟從預算書發包一直到驗收，「作了好像沒作」的工程，要如何估算材料經費？「作了

好像沒作」要如何進行驗收？這或許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圖 28 椰纖毯步道 

八、另外，在步行過程中發現，部分車道在施工過程中，也有擺放類似三角錐的設施，

以維行人或車輛通行的安全。不過當地警告標誌在設計上剖有巧思，有點類似圓筒

形狀，但中間可以打開，內部可作為臨時堆置廢棄土的空間，如此可避免將廢棄土

堆置於路邊而有礙觀瞻，也可避免塵土飛揚，此一設施或許也可供我們學習及利用。 

  

圖 28 圓筒狀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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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根據協會解說，活動開辦日均利用非假日(例如週四、周五)，外來健行遊客週四、週

五來濟州島健行，自然周末就會留下來觀光，創造在地更多觀光效益。去年（2018）進

行兩天活動約 3,000人参加，大概有 10%是外國人，70%是韓國本島。另外行程中在接駁

巴士遇到一位熟女，已經第四年從斧山來；另一個中年男子則是從首爾來，她（他）們

都是一個人坐飛機過來濟州島獨自走三天將近超過三十幾公里，雖是一個人行走，但是

旁邊卻有幾百人陪同，非常安全舒服。一群喜愛大自然的同好共同行走，途中有一段山

路將近約半個鐘頭路程，但沿途非常安靜，沒有喧嘩沒有吵鬧，像朝聖旅途步道，非常

適合寧靜之旅。  

十、整個步道活動深入一步一步的走，感覺上吸引人的地方是很輕鬆、很歡樂、很愉快，

十幾公里的路程完全沒有壓力。而且主辦單位會適時安排相關表演活動，午餐時間大家

隨便席地而坐、曬太陽（韓國人冬天曬太陽），此此活動值得推薦。 台灣各部會及地方

政府均有辦類似步道健行的活動，未來若能參考此項活動規劃方式，短期由政府來主推，

後期慢慢延伸參考濟州島由民間主辦，透過民間的力量，這樣才能有公私協力，共同將

台灣推向觀光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