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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歷年來運動城市(運動現況)調查，健行、登山一直為國人最

喜歡從事的運動。以 106年的調查結果為例，有運動民眾(85.3%)最常

從事運動類型以「戶外休閒運動」比例最高(82.4%)，其最喜歡的運動

項目中，「散步/走路/健走」約占 53.2%(約 726 萬人)，「爬山」約佔

11.6%(約 158萬人)；沒有運動民眾如有機會運動，其選擇運動類型亦

以「戶外休閒運動」比例最高(57.7%)，其最可能選擇的運動項目，「散

步/走路/健走」及「爬山」仍然分別高居一、四名，顯見健行登山運

動，在全民運動的推展上，具有相當發展之潛力。近年體育署規畫辦

理「全國登山日」系列活動，以「樂在山林，挑戰自我」為題，希望

從「識山」、「親山」、「樂山」的層面，再提升我國參與登山運動的人

口，並達到效益的擴散，我國也建立山域嚮導的資格檢定機制，以期

增進山域嚮導的專業能力與品質，強化民眾登山安全。 

山域嚮導係屬國民體育法中所列的「體育專業人員」，配合 106年

9月20日修正公布之國民體育法，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也配合調整，

期依照不同領域分類，有效執行證照之訓練、考證及複訓，利於受認

可機關辦理檢定考證，地方權責機關進行安全管理、現場查核及後續

輔導時有所依歸，另亦期有效提供觀光業者或消費者篩選及選聘人力

參考，以維護消費參與者運動權益及安全。 

鑒於我國登山運動正處於前述政策調整期，爰委請刻正協助本署

辦理輔導山域嚮導資格檢定事宜之國立體育大學規畫此次參訪行程，

希望能了解中國大陸登山相關法規、考察大陸登山協會之嚮導制度及

登山活動管理法則、參訪登山管理中心及登山訓練基地，以為本署未

來政策規劃之參據。另一方面，2016 年國際奧會宣布運動攀登(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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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攀登)納入 2020東京奧運之正式項目，隨即運動攀登也納為 2018

年的雅加達亞運比賽種類，此行亦擬了解中國登山協會在推展此項運

動上的策略，做為我國之參考，並探詢交流移訓之可能。 

本次出國參訪團團員名單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 單位 

1 
團長 吳冠璋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2 
副團長 王浩祿 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專門委員(顧問) 

3 
團員 王伯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學系副教授，

中華山岳協會運動員理事，具攀岩錦標賽國

手、國家隊教練資歷 

4 
團員 何中達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名譽理事長 

5 
團員 黃一元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6 
團員 湯凱茹 國立體育大學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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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概述： 
 

日期/星期 行程內容 

11月 14日 

星期三 

上午－桃園-香港轉機-北京首都機場 

下午－抵達北京拜訪中國登山協會。與該協會所屬部

門進行登山制度、政策及管理等座談 

晚上－中國登山協會設宴接待 

11月 15日 

星期四 

上午－參觀北京懷柔國家登山訓練基地 

下午－登慕田峪長城 

晚上－懷柔登山基地晚宴 

11月 16日 

星期五 

上午－自北京飛往武漢 

下午－參觀地質大學(武漢校區)攀岩設施 

晚上－地質大學體育學院晚宴 

11月 17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下午－參加 2018年中國戶外教育與戶外資源

發展高峰論壇(國體大吳冠璋教授受邀擔任其中講

者，講題為「臺灣大專院校戶外課程設計」) 

晚上－地質大學晚宴 

11月 18日 

星期日 

上午－武漢-香港轉機 

下午－返抵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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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摘要： 

一、拜會中國登山協會(國家體育總局登山管理中心) 

 

 
 

 

 

  我參訪團一行於抵達北京當日下午，隨即前往中國登山協會拜會，

該協會由李致新主席(同為中國大陸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率張秘書長志堅(同為中國大陸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及

該協會各部主管與我代表團進行座談，充分展現對我方之重視。中國

登山協會參與座談人員如下： 

登山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登山協會主席：李致新 

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國登山協會秘書長：張志堅 

中國登山協會辦公室主任：周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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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登山協會高山探險部主任：次落 

中國登山協會培訓部主任：王云龍 

中國登山協會培訓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家級教練：馬欣祥 

中國登山協會辦公室外事幹部：侯亦寧 

中國登山協會培訓部全國戶外安全教育項目主管(科研)：田莊 

中國登山協會《山野》雜誌編輯部主任：謝漪珊 

中國登山協會《山野》雜誌專職記者：史衛靜 

(一)中國登山協會發展歷程概述： 

  中國登山協會於 1958年成立，是中國組織、管理和推進登山運動

的唯一的全國性機構。其成立之初，主要任務在推動中國參與國內外

有重大影響的高山探險活動，其中最受關注者為攀登珠穆朗瑪峰，成

功攀登珠峰者，無不被視為具有強大身心素質、勇於挑戰自我的英雄。

現任的協會主席李致新及副主席王勇峰被稱為「中國登山雙子星」，

歷時 11年，在 1999年成為第一批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之中國人，

在登山界即享有極高聲譽。2008年 5月 8日，藉由主辦北京奧運之機

緣，中國登山隊成功將奧運火炬送至珠峰頂端，首次實現了奧運火炬

珠峰傳遞，並同時讓五星紅旗、國際奧會五環旗和北京奧運會會旗在

世界之巔飄揚，開創了中國現代登山運動的新篇章，也為中國在登山

運動的水準及不畏艱難的壯舉進行了最好的國際行銷。 

  近年來，中國登山協會開始大力推進群眾登山活動及與登山相關

運動專案的發展。全國群眾新年登高、群眾登山大會、全國露營大會、

全國徒步大會、青少年登山夏令營等已成為深入民心的品牌活動，使

登山戶外運動成為民眾最喜愛的健身活動，另外，攀岩攀冰、山地戶

外、拓展、滑雪登山等新興項目也逐漸蓬勃發展。配合國際攀登總會

(IFSC)大力推展攀岩運動(即競技攀登)的國際趨勢下，中國也加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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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優秀選手，並舉辦了多次國際及全國比賽，在國際賽事中取得優秀

表現，目前在速度賽項目中，中國選手鍾齊鑫亦為世界紀錄保持者。

中國登山協會也十分注重登山戶外人才的培訓及與國際登山界的交流

等方面的工作，隨著山難事故發生頻率增加，該協會近來也每年定期

提出登山戶外運動事故報告，包括事故之描述與發生事故原因之分析，

並架設網站，供山友提報即時資訊分享，達到訊息交流與經驗傳承的

目的，其業務也逐漸觸及救援技術之學習與交流。 

(二)中國登山協會組織職能 

  依上述介紹，中國登山協會成立後，隨著歷史演進過程，其業管

範圍愈漸廣泛，幾乎所有跟戶外活動有關者，都與其相關，其人員編

制也高達一百人，其目前的組織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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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負責業務摘述(另詳附件：中國登山協會各部門職能) 

1. 辦公室(含登山運動基金管理；協會網站、山野雜誌社之經營管理)。 

2. 高山探險部(部長次落)：全國高山探險運動的指導與管理；國家登

山隊的組建訓練；國內外高山探險資源和市場開發；山地救援體制

建置與救援人員培訓；山難事故報告。(配合中央救援需求，鼓勵自

願者參與，社會救援力量之輔助(政府有應急管理部統一指揮，由公

部門組成，尤其消防單位，有軍銜背景，當兵的來轉任)還有交流比

賽(繩索、吊運等)。 

3. 培訓部(部長王雲龍)：職業檢定，指導員(要有證書，中國登山協會

的證書是金字招牌)，5大類(技術、執業資格<如戶外指導員，現開

始有單項的了>、競賽類、師資類、管理類)，另有初中高級別。 

4. 攀岩攀冰部(部長厲國偉)：組織管理各類國際及全國性攀岩攀冰運

動賽事；國家集訓隊建立、訓練、競賽及管理；運動員註冊及裁判

培訓。 

5. 經營開發部(部長丁詳華)：協會無形資產的開發、攀岩及山地戶外

運動場地裝備器材標準的制定；大型賽會贊助(與大品牌的合作)事

宜及資金籌募、協會智慧財產權註冊及保護。 

6. 戶外運動部(部長缺，祕書長兼)：群眾登山休閒健身活動的組織開

展；山地戶外運動政策發展與賽事活動策劃管理；全國登山戶外運

動俱樂部(以露營、野外生存、山地穿越、戶外拓展等為主要內容)

技術等級標準及評核等。 

7. 對外交流部(部長缺)：外國人來訪登山之聯繫、日程安排、許可、

接待等相關管理事宜；協助高山探險部開拓高山探險市場及資源；

低海拔山地探險產品研發。 

8. 新項目部：負責拓展、滑雪登山、山地競速(山地馬拉松、天空跑、

滑雪登山、自然岩壁攀登…等)等新專案的研發、指導及管理。 

file:///D:/專案/107全民組/107出國考察計畫/中國登山協會各部門職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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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登山訓練基地(懷柔)(何風祥主任)：負責登山、攀岩攀冰、戶

外活動、拓展運動等提供培訓場地及相關活動之對內接待；開拓接

待服務市場；青少年體育。 

10.山野雜誌社(主任由秘書長兼任)。 

(三)座談分享摘要： 

1. 「借勢」的理念： 

  李致新分享其在政策規劃上一個「借勢」的理念，也就是善用「機

緣」。他舉北京奧運時，爭取將奧運聖火與登上珠穆朗瑪峰做連結為例，

原先國際奧會對此並不支持，也不認為此路線的決定屬於北京之權責，

經過中國登山協會積極爭取，以聖火登頂世界最高峰珠峰來詮釋奧運

「更快、更高、更強」的理念，彰顯「和平、友誼、進步」的宗旨，

成功說服國際奧會，並以之強化宣傳，利用國際宣傳，帶動中國登山

的國內外地位，得到民眾的肯定與支持。這就是藉由主客觀因素與國

內外現勢，來事半功倍地推進政策目標。 

  他表示，隨著攀岩(競技攀登)進入亞奧運之後，中國也有國際級

的選手，他發現民眾對攀岩運動的喜好大幅上升，家長願意對小孩子

的投資，願意讓小孩子從小就接觸攀岩運動、參加比賽，更多的戶外

運動或攀岩運動的企業願意支持與投資。另外，戶外冒險活動的風氣

也被帶起，成為一種全民喜愛的運動，蔚為風潮的結果，成為一種正

向的循環，產業更在其中看到希望與商機，大大增加這項運動能自給

自足的可能性。讓各種運動朝向自給自足的方向走，這是近來大陸體

育總局的政策方針，目前像桌球、籃球足球也都逐步朝民營化趨勢走，

登山運動很有潛力往此方向來發展。這是一個新的「勢」，中國登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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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在藉這樣的勢，在規劃讓政策更大幅度的進展（包括後面提到的

「打造品牌」與「以業養業」）。 

2. 打造品牌： 

  2017年因為攀岩(競技攀登)納入亞運會、奧運會、中國的全運會、

各省的省運會，給這項運動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是這項運動

在中國爆發性增長的一年。媒體也開始關注並成為支持力量，以全運

會為例，攀岩項目由央視連續三天直播，有 1100萬觀看人數，大大提

高知名度與民眾的關注度，為群眾對這項運動的參與打下基礎。 

  2017年中國大陸還一舉承辦了重慶、南京、吳江、廈門四站世界

盃分站賽以及河南萬仙山的亞洲盃，尤其投入最多籌備最久的國際攀

聯的中國攀岩公開賽，有國內外排名在前的選手參加，央視連續兩天

在黃金時段播出這項賽事，是中國攀岩積極與媒體配合，推動攀岩職

業化、市場化的全新嘗試。配合這些國際賽事的舉辦及透過媒體播出，

中國也在國內舉辦了多項全國性、各年齡層的錦標賽與攀岩俱樂部的

聯賽，據統計，全年大約有 3000萬人次的觀眾通過電視和網路觀看中

國登山協會舉辦的攀岩賽事，讓這項以往的小眾運動，受到越來越多

人的關注。 

  李致新表示，他個人的企圖是要把中國攀岩公開賽打造成有品牌

口碑的頂級賽事。他舉法網、自行車環法賽等為例，認為要打造頂級

賽事，要搭配賽事精彩的解說與包裝，以及頂級選手參與的「精湛演

出」，希望以這些國際每年知名的賽事為努力的目標，現在媒體已經有

興趣把賽事納入黃金時段直播，社會力量也開始支持，這項賽事有資

源來增加獎金額度，邀請世界一流選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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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拜會的隔日（11/15），2018年的國際攀岩中國公開賽正

好在廣州舉行，所以李於接待本團後，隨即要趕往廣州參加該賽事的

開幕典禮。這項公開賽去年是首屆在廣州大學城體育中心攀岩場舉行，

該場地是目前亞洲頂級的賽場，今年是第二屆，而且將是連續 6年落

戶廣州，可望成為一個成功宣傳廣州－攀岩的新名片。李以「五個一

流」--「一流的參賽選手＋一流的技術團隊＋一流的場地設施＋一流

的宣傳力度＋一流的賽事服務」為賽事定位，今年賽事計有約 20國、

100名選手參賽，其中包括世界排名前10及中國排名前 2的種子選手。

去年首屆比賽，中國隊拿下男子速度賽第 4名與女子速度賽第 4名的

成績，今年其明星選手鍾齊鑫在強敵環伺下更進一步拿下男子速度賽

冠軍，不僅開始展現中國登協投入資源與培訓成效，民眾更在央視的

螢光幕前，直接目睹此奪金過程，相信不僅於對中國民心的振奮，在

提升民眾對這項運動的喜好及開始願意接觸這項運動也有相當的效益

(從電視播出情形看，在現場觀看比賽的民眾應該也至少有 2000-3000

人左右)。 

  就目前主客觀因素來看，這個打造品牌策略的成功指日可待，以

這個品牌賽事(國際攀岩中國公開賽)為核心的發展配套，中國也持續

擴大舉辦全國攀岩俱樂部的聯賽（去年 6場，今年 8場），經費分別由

中央、地方及企業支持，維繫其國內攀岩的熱潮，品牌賽事的外溢效

益也逐步展現。這個理念除了用於競技層面的國際賽事，也用於全民

運動的推展上，像全民的戶外挑戰賽的武隆山地戶外挑戰賽、百色樂

業山地戶外挑戰賽等都已成為中國國內外均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品牌賽

事。 

3.以業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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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表示，總結近十年的發展，中國登山協會有 3個政策轉變：

高山向地緣(平地？)、專業向業餘、探險向健身。這是一個趨勢的轉

變，也可以說是同時帶動產業(動能)的轉變。如同前述，中國登山協

會目前面臨國際趨勢，在競技方面，競技攀登(攀岩)納入亞奧運，中

國長年推展攀岩運動，善用媒體協助吸睛，正好迎來發展契機；另一

方面，登山戶外運動(其涉及內涵類似我國之山野教育與冒險活動)方

興未艾，成為民眾最喜愛的休閒與健身活動。據調查，中國登山戶外

運動人口達 1.5億人，為產業興起提供蓬勃的支持，二者現行趨勢都

有充沛之能量，又能產生相互正向的影響，藉由此趨勢，彼此成效相

互加乘，資源交融。李致新表示，該協會刻正藉由前述二面向發展的

效益與資源，用以同時發展步道，及舉辦群眾登山健身活動與大型徒

步(健行)活動，促進全民健康，同時在各地推展步道經濟，他將之稱

為「以業養業」。因座談時間有限，只能初步提及其概略構想，無法再

詳談，惟光從 2002起開展的全國山地戶外運動專業俱樂部至 2017年

已成長至 369家，且 2017年比 2016年同期就增加了 100家(成長率

37%)來看，或可略見一斑。 

4.群眾(全民)徒步(健行)登山運動： 

  2017年中國登山協會共計規劃輔導辦理全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

21項(規模最大的福州站參與者達 10萬人)、大型徒步(健行)活動(全

國山地徒步大會，多天的)11項、完成國家登山健身步道 5條(另有規

劃在健步道多條)，其構想仍在「努力開拓新的群眾戶外健身形式、注

重文化建設、品牌建設和戶外產業的發展」(摘自2017賽事活動年報)，

其方式包括： 

(1)提供不同項目的健身人群展示健身成果之平台。 

(2)把活動與旅遊及產業做結合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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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步道聯賽」、「名山賽」、「多項賽」、「登山賽」等多樣賽事，及

劃分全程組、半程組、單項組、接力組、徒步組、親子組等多元組

別方式，吸引不同年齡、不同能力的民眾參加，用比賽的方式來促

進民眾登山健身意願。 

(4) 加快戶外基礎場地建設：2017年完成國家登山健身步道示範工程 5

條，規劃在建步道多條，另完成「國家 1號步道」初勘。步道建置

將成為戶外運動部重點工作，為此該部也開始籌備成立「步道專業

委員會」。 

(5) 每年辦理山地戶外運動專業俱樂部年會與交流活動(探討戶外運動

新發展、戶外基礎建設、戶外設施產業與文化、青少年戶外教育等)，

輔導其成為推動山地戶外運動、文化及產業發展的重要助力。 

  另，鑒於持杖健走近來在民眾輔助健行的成效上逐漸受到重視，

國際上(歐美、日本等)也漸成風潮，李致新透漏，有意於未來規劃

11月 11日(1111的意象，很像人持健走杖徒步；有意搭雙十一購物

節風潮)辦理以推展健走杖為主題之健行日。 

5.專業人員與產業結合 

  依據中國登山協會所訂定之「中國登山戶外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

構資質認證標準」及「中國登山戶外運動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技術

等級標準」(如附件)，中國登山協會對其國內各登山戶外運動俱樂部

及相關從業機構(需經所在地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並在當地民政部

門或工商部門註冊登記)訂有認證機制與標準，這是以國家(或說全國

性運動協會)為品牌背書，期引導俱樂部向上發展、讓民眾可做選擇，

達到「良幣逐劣幣」的作法 (類似我國「運動企業認證」的思維)。 

file:///C:/Users/0084/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國登山戶外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資質認證標準.docx
file:///C:/Users/0084/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國登山戶外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資質認證標準.docx
file:///C:/Users/0084/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國登山戶外運動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技術等級標準.docx
file:///C:/Users/0084/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中國登山戶外運動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技術等級標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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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認證機制中，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具有一定數量的相關專

業人員(包括戶外運動指導員、攀岩教練員、高山嚮導、拓展培訓師等)

是首要且必要之條件，而且這些俱樂部與相關從業機構還有不同等級

標準，等級越高者，所需具備之專業人員數量必須更多，換言之，這

些戶外運動指導員等專業人力(由中國登協培訓發證，係「從業資格證

書」)是與產業發展連結的，因為這層制度面的連結關係，使得這些指

導員不僅僅是推展全民運動普及的人才，他們的證照為一種「職(執)

業證照」，而不僅是能力證照，這是與我國制度很根本的不同，值得我

國參考。 

  具詢問了解，目前戶外運動指導員有分初、中、高級，光初級就

已開設有 5、6百期，培訓人數估算至少 1萬 5000名以上，其培訓課

程內容包括繩索、定向與山岳相關知能與訓練，內容扎實，初級培訓

時間就要兩個禮拜，而且還要實習。中國登山協會表示，其舉辦各類

培訓班，可分成技能類、職業類、賽事類、師資類、管理類等五大類

體系。2017年舉辦各類培訓班 286期，累計參加培訓學員達 9002人

次，比前一年增加 40%。而隨者攀岩(競技攀登)列入奧運後，攀岩社

會體育指導員培訓班需求也大幅提升，2017年初級班開設 48期，中

級班開設 1期，累計學員 1182人次，惟具體各類專業人力目前人數未

克詢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體育總局每年會舉辦「全國體育行業職

業技能大賽」，2017年 11月 12日至 14日在水立方舉行，也首次將攀

岩項目納入，由持證的攀岩社會體育指導員參賽，以這種模式來精進

運動專業人力的職能，也是值得參考的做法。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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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述李致新總結近十年中國登山運動的發展政策轉變：高山向

地緣(平地？)、專業向業餘、探險向健身，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從高度

專業的金字塔頂端向下推廣發展的動力過程。從座談過程看來，也可

說該會目前已是競技、全民、產業三個元素兼顧發展，與本署目前政

策方針也是不謀而合。 

  除了前述外，中國登山協會也設有運科中心，其研究課題與培訓

專業人力之業務相結合，並透過定期交流大會，強化與更新觀念及技

術；另全民的戶外教育活動、攀岩競技乃至設施標準化的等等，也是

研究的範圍；相關政策也輔以大數據之研究，讓政策推展有憑有據，

協會也設有雜誌社，每月出版刊物並結合新媒體強化政策宣傳，其資

源多元充沛，讓人稱羨，能精準抓住時代脈動，也讓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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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懷柔國家登山訓練基地 

 

 

  懷柔國家登山訓練基地隸屬於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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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於 1966 年，位於懷柔區水庫東岸的半島上，占地面積 70000 平方

米，自然環境清淨秀美，內設攀岩場、自然岩壁、攀岩館、拓展區、

定向越野區、健身房、童趣園、綜合牆、多功能區等訓練場地。 

  依據中國登山協會個部門職能規定，懷柔國家登山訓練基地之工

作主要負責為登山、攀岩攀冰、戶外活動、拓展運動等提供培訓場地，

並負責相關活動之對內接待工作，另需開拓接待服務市場，推動青少

年體育事務等。從 70年代開始，懷柔國家登山訓練基地即接待了無數

熱愛戶外的人，包括歷年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中國國家登山

隊隊員、歷來優秀的攀岩運動員都在此進行過訓練，近來更有數以萬

計的戶外運動從業者、企業拓展培訓學員和青少年愛好者，在此進行

培訓與參與活動。 

  我參訪團一行於 11月 15日上午抵達懷柔登山訓練基地，受到基

地何風祥主任及教練袁復棟(以大學生身分，為 2008北京奧運登珠峰

的火炬手，後獲 2008年中國大學生十大年度人物之榮譽)、邸鵬(為大

陸登山隊之二代)等之熱情接待。 

  懷柔登山訓練基地作為登協所轄單位，基地工作人員共約 50多人。

其「山魂」紀念碑是基地的標誌，銘刻著「不畏艱險、頑強拚搏、團

結協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據何風祥主任表示，懷柔登山訓練

基地原作為推展高山攀登訓練之用，現配合攀岩（競技攀登）納入亞

奧運種類，主要用以國家隊培訓，偶亦有其他國家選手來移地訓練，

該基地會依中國登山協會的指示，以成本收費。何主任也熱情歡迎我

選手前往交流，並表示，中國國家隊聘有外籍教練，提議我選手也可

一起接受指導。 

  該基地距市中心有一段距離(約 50公里)，四周環境單純，氣候亦

較北京為佳，適合移地訓練。基地相關培訓、生活設施齊全，也為學

員配備運動員標準公寓。基地公寓設施為四星級標準，擁有 82套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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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納 140人以上住宿)、兩個不同風格的餐廳，建議我山岳協會可

在既有交流基礎，安排交流事宜。 

 

 

 

 

 

 

 

 

 

 

懷柔訓練基地簡介如附件。 

三、參訪地質大學(武漢)攀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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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建校以來培養了大量的優秀登山隊員，被譽

為大陸登山運動之搖籃，培育了許多中國登山協會中的重要幹部，像

目前登山協會主席李致新、副主席王勇峰、高山探險部部長次落等均

出自這所大學(另畢業於該校知名人還包括其前總理溫家寶)。中國地

質大學(武漢)於 1992年修建大陸第一座室內人工攀岩壁，2004年成

為大陸境內第一個擁有野外生存主修的專業大學。 

  登山、攀岩、野外生存體驗等是該校的特色體育項目。自 50年代

末，登山運動便被列入其體育必修課，60多年來，學校堅持登山運動

教學、訓練，在中國登山協會的支持下，該校登山隊成功登頂包括珠

穆朗瑪峰在內的高海拔山峰 20餘座，也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登山運

動員，被譽為中國登山界的「黃埔軍校」。從參觀該校登山博物館展示

所見，該校因研究地質之科研需要，其登山隊從事高海拔的攀登已經

有數十年歷史，該校師生致力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登頂加上南極與北

極的極點攀登，並有女性在校生成功登頂聖母峰，在戶外運動的推廣、

努力與成就，確實已成為學校驕傲的歷史與傳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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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該校攀岩場當日，適逢中國登山協會與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共同成立中國第一個登山戶外運動學院，該學院將開展包括大眾登山

戶外休閒與探險、登山戶外競技和登山戶外產業經濟等領域的人才培

養與科學研究工作，也將為中國登山戶外運動培養後備人才(惟此為臨

時行程，我參訪團未參與)。 

  該校攀岩場係將原本的室內羽毛球場直接改建，攀岩牆的數目、

高度與變化相當可觀，不輸北京的懷柔登山基地，該校學生亦有多人

具有國手、省隊身分，本次參訪充分體會地質大學的特色，尤其登山

戶外教育這塊，值得國內相關系所與之簽訂姊妹校(或院)，進行交流，

該校接待本團之副校長、學院院長等，也頗樂見其成，並表達樂於到

台灣參訪之意。 

四、參加 2018中國戶外教育與戶外資源發展高峰論壇 

 

 

 

 

 

 

 

 

 



 
 

21 
 

  本項論壇係中國登山協會主辦，於 11月 17日、18日在地質大學

舉行，參與對象包括主辦單位貴賓(含論壇講者、贊助單位、媒體雜誌)、

各大體育學院(海洋大學、科技大學、工程大學、石油大學、農林大學、

旅遊學院等)、體驗旅遊服務公司(生態旅遊開發公司、風景名勝管理

單位、戶外運動發展公司、體育產業公司等)及地方戶外運動協會等共

約 100人。 

  第一天議程主要是專題演講，除由中國登山協會秘書長張志堅(以

體育總局登山管理中心副主任之頭銜)率相關部門主管就登山戶外運

動政策、風險管理、運科開展工作進行報告外，另由地質大學(武漢)

體育學院院長、副院長等就高等學校在戶外運動發展上可扮演之角色

及戶外教育概念、規劃理念與基礎理論基礎等進行分享。本團團長吳

冠璋教授也應邀介紹台灣大專院校戶外課程設計的思路與課程內容。 

  全天的主題報告從政策基礎、理念分析，到國外現況與推動思路

的分享；從高等學校可扮演的角色，到戶外運動安全的管理做法，規

劃架構扎實，而其中，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梁強所做「基於大資

料的中國戶外運動行業洞察」報告，對大陸目前戶外運動行業進行各

發展面向的大數據分析，充分展現大數據在戶外運動行業的運用，可

作為政策（運動、產業）之依憑，令人印象深刻（簡報檔如附件）。至

第二日之議程是戶外教育專題與戶外資源發展專題之報告及討論，因

本團行程安排關係而未能參加(論壇手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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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中國登山協會在近年政策推展上借力使勁，理路思考靈活，讓政

策推展事半功倍，確有啟發。 

二、 運動俱樂部興盛，對運動產業有一定控管權責，有法令為後盾，

對專業人力之培訓授證有保障，讓更多的人願意參與，其想法與

我國無動力飛行運動業輔導辦法做法類似，但大陸法規對於其運

動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訂有認證機制與標準，且渠等亦須經各

地方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批准，有更強的管制權，我國與大陸體制

不同，各地方是否能落實，強化專業人員之運用需求，對於民眾

參與專業人員檢定意願，才有更實質幫助。 

可以說，大陸的登山戶外運動專業人員是與產業結合的，是職業

證照，我國則是能力證照，但也在思考怎樣為這些取得體育署發

證的體育專業人員謀得更好的出路，讓人力與需求、訓與用之間

的落差能拉近，讓證照更有價值，更多的人願意來檢定。目前我

救生員的運用跟游泳池管理規範有所連結，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

人員的運用跟無動力飛行運動業輔導辦法有所連結，山域嚮導中，

溯溪嚮導的運用也跟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做連結，此外，

署裡也建置這些專業人員的資料庫，搭建媒合平台，希望未來可

以再集思廣益，讓人力與需求達到衡平。另大陸舉辦「全國體育

行業職業技能大賽」，來精進運動專業人力的職能的做法，或亦

有可參考之處。 

三、 品牌賽事本身就是產業的概念，高水準的競技、高參與的全民與

產業的興起相互滾動聯合激盪，大陸的案例展示其中相關的關鍵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39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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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可以供我國未來推展相關運動的參考。也印證體育署目前

「競技、全民、產業」三角頂足發展的政策架構方向是正確的。 

四、 中國登山協會打造品牌賽事的配套作法多元而有層次，從頂級的

國際(定期的)公開賽到全國聯賽(積分制與賽季制，有企業冠名，

帶動俱樂部參與及發展)，從結合政經意味與地域性的「一帶一

路」國際攀岩大師賽(深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體育合作

及交流)到「美麗鄉村」全國攀岩系列賽(配合農村攀岩主題公園

之興建，融入地方在地文化，適合全家參與)，結合了專業競技

屬性與區域特色旅遊理念，也建構了攀岩運動從菁英選手到全民

參與的體系，不僅掌握了攀岩進入亞奧運的契機，強化了選手培

訓及比賽經驗累積，也充分展現打造品牌賽事帶動全面風潮的擴

散效益，更可貴的是其中帶動的商機可觀，其中頗有值得學習之

處。 

五、 登山健行的部分，大陸剛開始推沒多久，但推動力道十足，從已

經逐漸展現成效的國內外攀岩賽事、戶外冒險的民眾休閒活動及

產業資源與媒體支持等，中國登山協會本身的品牌，已有滾雪球

效應之趨勢，這些區塊造成相互正向影響的風潮，加上軟硬體實

力逐步到位，使得徒步登山(健行)運動的未來發展可期。相較之

下，我國的登山日等政策規劃有較深層的理念，但大陸推動的熱

潮也如風起雲湧，用比賽方式來吸引民眾登山健身意願，與本署

「運動 i台灣」計畫之社區聯誼賽構想異曲同工，在未來國內登

山健行運動的推展上也可參考。 

六、 近來大陸推動「運動休閒特色小鎮」的試辦，試點項目要突顯體

育運動主題，至少具備一個特色運動項目，把全民運動、健身休

閒和旅游、文化、康養、教育培訓等項目融合起來，形成產業鏈、

服務圈。對完成試點任務、達到運動休閒特色小鎮評定要求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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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國家體育總局將認定為「國家運動休閑特色小鎮」，我國的

運動觀光政策也可有「產業鏈」連結的思考，未來可作為與陸方

進一步交流之議題。 

七、 隨著山難事故發生頻率增加，中國登山協會近來每年定期提出登

山戶外運動事故報告，包括事故之描述與發生事故原因之分析，

並架設網站，供山友提報即時資訊分享，達到訊息交流與經驗傳

承的目的，其業務也逐漸觸及救援技術之學習與交流。我國在水

域、山域、空域也常有事故訊息及須作處理與精進的需求，也可

思考是否可有網站讓這些無動力飛行專業人員、山域嚮導(溯溪

嚮導)、救生員等專業人員提供即時訊息及經驗傳承，透過交流

互動，讓未來相關意外的處理更即時妥適，或發生機率可減少，

值得思考可行性。 

八、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每年舉辦「全國體育行業職業技能大賽」，由

持證的各類體育指導員參賽，2017年首次將攀岩項目納入，由持

證的攀岩社會體育指導員參賽，以這種模式來精進運動專業人力

的職能的做法值得參考，也有為這些專業人員宣傳的效益，我國

在思考強化無動力飛行專業人員、山域嚮導(溯溪嚮導)、救生員

等專業人員的技術精進與地位的策略上(或可間接有助渠等薪資

之調升)，也可思考類似做法。 

九、 中國登山協會人員在高峰論壇提及戶外運動的保險問題目前在

中國大陸科學研究中，比較沒有看過相關的研究，我方對於高危

險運動的保險已在做了解，未來似可以再多涉入。 

十、 懷柔登山訓練基地環境單純，培訓、生活設施齊全，也有標準公

寓可提供住宿，建議我山岳協會可善用既有交流基礎，安排攀岩

(競技攀登)選手交流事宜。本署同仁則落實輔導該協會儘速完善

三級選手培訓計畫，另再強化教練培訓與證照事務，輔以特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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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團體輔導考核機制之執行，讓協會攀岩選手教練培訓機制落實，

提升我選手來源廣度及競技實力。 

十一、本次參訪充分體會地質大學的特色，尤其登山戶外教育這塊，

值得國內相關系所與之簽訂姊妹校(或院)，進行交流，該校接待

本團之副校長、學院院長等，也頗樂見其成，並表達樂於到台灣

參訪之意，我體育大學或具有運動休閒系所者，可鼓勵做雙向學

術與活動交流。 

 

伍、附件 

一、 中國登山協會章程 

二、 中國登山協會各部門職能 

三、 登山戶外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資質認證標準 

四、 登山戶外運動俱樂部及相關從業機構技術等級標準 

五、 基於大數據的戶外運動行業洞察--戶外展業大數據與戶外大數

據產業(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梁強教授簡報檔) 

六、 懷柔登山訓練基地簡介 

七、 2018年中國戶外教育與戶外資源發展高峰論壇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