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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質公園的經理

好的經理是地質公園成功的要素。每個

地質公園都需要擁有一個法律實體及其治理

框架，並建立一個適當管理制度，執行實際

經營管理。臺灣地質公園的設立，便是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指定與廢止辦法設立。

經營管理的組織應該具備以下特性

1. 公共參與性-促進成員的積極參與，

尤其是社區的參與。

2. 透過平台，形成共識與共同學習，

透過清晰的制度，且開放包容的方

式經理，使成員廣泛參與。

3. 對地質公園的設立能負責任，執行

朝向設立的目標發展。

4. 遵守法律/法規的規範，能夠適應風

險和運用機會，有效率運作，且關

注永續性，也就是地方永續發展。

實際的經理方式則包括

1. 確保遵守國家與地區法規

2. 尋求地質公園的策略發展方向。

3. 尋求財務穩定及做好風險管理。包

括人事的變動，經費得來源的規

劃。

以目前而言，地質公園的治理並不存在

「一體適用」的模式，也沒有所謂「好」或

「不好」的經營模式。現有一些典型模式，

例如

1. 透過現有的國家公園、觀光風景區

或自然公園，來治理地質公園

2. 透過地方或區域政府機構，來治理

地質公園

3. 透過非營利組織，治理地質公園

4. 設立新的管理單位，治理地質公園

以臺灣而言，主要是由上述前三者為

主。各地質公園因所屬的地方政府、管轄機

關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管理。未來也有

可能有第四類的管理單位管理。

依照文資法的指定，各地質公園也需要

透過管理維護計畫，建立及實施地質公園的

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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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管理須以良好規劃為基礎，而

良好規劃的重點包括地質公園領域的管理計

畫。包含合作夥伴的溝通、地方的特殊背

景，包括原住民的領域、特殊地質、地形遺

產和其他自然/文化遺產的說明。其次，地質

公園組織的策略發展計畫。包括管理機構的

發展方向、政策背景，乃至於法律框架與規

範、營運環境，包括組織的力量、趨勢等。

管理計畫應包括以下內容

共同原則，如不以犧牲一種環境效益為

代價，來實現另一種環境效益

1. 誰要參與及如何參與

2. 願景與目標

3. 期望成果

4. 行動，最好有成本估算、時間表、

優先排序、執行權責等

5. 監測、報告與審查程序，包括成功

指標

制定地質公園管理計畫時，要「從終

點開始」，即先要概述地質公園的願景與目

標，然後確定可實現該願景與目標所需的條

件或「成果」，再決定需要採取哪些行動來

實現成果、從而達到願景與目標。

執行日常管理活動，包括保育、教育、

旅遊，乃至於社區參與等專案，需要透過組

織的力量，例如地質公園協會，協助籌集及

分配資源，以及推動各項地質公園的管理及

宣導

執行行動計畫要能成功，則應具有以下

特點

1. 所有權每項計畫必須有一個人、

且只能有一個人，負責追蹤行動進

展情況、通知團隊、並確保及時執

行相應的行動與必要的調整。

2. 行動步驟要清晰、明確、且可執

行，而不只是模糊的想法或念頭。

每個行動步驟也都需要有一個負責

人。可以支援每個行動步驟。

3. 負責人要有足夠的信息通報。要對

相關人員保持在每個行動的溝通循

環之中，以了解行動進展狀況，

並評估會如何影響其他的行動和目

標。並需要規劃開始日期與完成日

期，以及所需的經費。 因此一個短

中長期的規劃與年度目標，對負責

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每個地質公園都需要基本人力配置，

不能僅靠志工。透過與外部夥伴共同協議合

作，促進社區參與的相關行動。如開發及

強化解說材料、提供地質多樣性和地質保護

的教育計畫 (含培訓課程和技術支援)、發展

或運用地區性媒體等。

在文化上，地質公園應尋找可行方式，

來呈現一些地方文化記憶的故事經由探

索，以保存及維護當地自然遺產和傳統文化

間的連結。發展以支持本地特有地景知識為

主的計畫，透過專案研究，讓其貢獻對本地

經驗知識的理解，相信能為地質公園帶來有

意義的成就。

對臺灣的地質公園而言，企業如何參

與，是另一個重要課題。企業通常也是地質

公園的權益關係人。對企業而言，如何協

助、刺激經濟活動，促及其永續發展。社會

的參與，包括提供休閒、食宿等服務。提供

多種形式體驗，如結合戶外環境教育、冒險

探索、和教育機會，以強調自然環境的整體

體驗。

透過明確管理計畫，讓合作夥伴提供符

合地質公園策略的商業機會，包括

1. 地質公園產品地質公園紀念品、

當地手工藝品等，例如水金九地質

公園結合有記憶點加值的食品，如

基隆山泉豆腐、礦工便當、悲情酒

家菜，甚至黃金鳳梨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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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各項服務，例如導覽解說服

務、具當地特色的主題餐廳、咖啡

館、或烘焙坊等。其他娛樂活動，

包括博物館的解說、戶外活動的體

驗、比賽等這些新的商業機會可為

當地社區創造就業機會、激發新型

經濟活動，也為地質公園本身帶來

額外收入。

3. 地質公園管理機構可有多種方式與

企業合作。包括建立合作夥伴計

劃，推動地質公園合作夥伴標章，

並進行宣傳活動，這些標章表明這

些企業或產品已達到符合地質公園

價值與原則的標準。這樣的方式，

可以促進企業與參與者對地質公園

的認同。

4. 地質公園在制定管理和社區參與計

劃時，可以考慮追求包容及照顧弱

勢的理念上。例如提供友善的地

質步道時，希望照顧輪椅使用者的

無障礙空間。例如考慮步道的平整

性、坡度、路徑寬度、和適合的表

面，並設計較低位置、易於閱讀的

解說圖板。希望透過服務弱勢兒童

體驗地質公園的計畫，可讓其返家

後成為地質公園認同者。透過這些

努力，地質公園可實現更廣泛的社

會參與，確保所有人都能夠分享和

享受地質公園的價值和機會。

理想上，地質公園也可透過志願服務計

畫，提供志工，加深社區參與，更促進志工

的擁有感、榮耀感與責任感。需要設計各種

認識地質公園課程，以吸引其參與認識地質

公園的機會。因此也有機會產生影響力，獲

得社會認可、並回報支持地質公園的活動和

營運。包括

1. 了解地質公園及其幕前幕後作業

2. 發揮自身相關技能才能 (如語言)

3. 參與監測/紀錄工作

4. 參與教育活動

5. 參與野生動植物與地質、地形之保

護

6. 參與國際活動

7. 成為地質公園大使

二、地質公園的行銷與推廣

地質公園的行銷與推廣，是地質公園經

營管理的重要課題。

開發地質公園的資源，特別是具國際重

要性地質遺產，是地質公園永續發展戰略的

核心，以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改善

透過對地質公園及其自然與文化資產進行適

當的行銷推廣，可實現此一目標。

UNESCO地質公園旨在通過地質保護、地

質教育、和地質旅遊等行動，來支持永續發

展。為改善這三方面的核心業務，地質公園

需對各利益相關者具有透明可見度。因此，

地質公園要明確定義其行銷推廣策略與行動

計畫，且該策略與計畫須要和前述地質公園

管理計畫整合一致。

簡言之，行銷推廣策略與計畫提供一系

列行銷工具，以促進地質公園管理機構、合

作夥伴、及包括遊客、教育機構、企業和居

民在內的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溝通。

在地質公園管理計畫的基礎上，行銷推

廣應先精確描述及分析各個潛在市場，如各

級學校、國內外遊客、科學研究人員、和社

區公眾(企業和居民)之參訪動機這些動機

可能包括

1. 環境、文化和教育的動機

• 探索當地居民的價值觀與傳統

• 參觀地質遺產景觀

• 參觀歷史文化遺產

• 參觀博物館和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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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娛樂和休閒的動機

• 接觸大自然

• 逃離日常生活

• 從事休閒遊憩活動

3. 研究和教學的動機

• 現場接觸地質現象

• 生動的科學體驗

• 戶外教學與田野調查

• 進行實習及科學研究

4. 社會和心理的動機

• 冒險、找刺激

• 對民族與文化的認同

• 參觀家族原籍地

• 受他人鼓勵影響

5. 專業和經濟的動機

• 參加會議、展售會等活動

UNESCO地質公園品牌應具廣泛基礎，才

能吸引所有參訪動機之遊客旅客的興趣、並

鼓勵其忠誠度，故其市場行銷推廣策略應能

凸顯地質公園及其合作夥伴所提供的各項相

關設施、產品和服務。

為行銷推廣地質旅遊，地質公園內可考

慮發展明確的目的地管理組織 (DMO)，來協

調各相關方面 (如下)、進行特定目的地之營

運管理，以確保遊客對該目的地產生正面印

象，達到最大旅遊效益

• 市場營銷

• 本地食宿

• 導覽解說

• 本地活動

• 景點管理維護

• 交通運輸

地質公園管理機構本身也可做為一個有

效的DMO，但建立一個在地質公園管理下的獨

立機構可能更適合，包括當地企業和旅遊業

界人士。

任何行銷推廣都需要混合使用各式數位

平台、互聯網、電視、廣播、手冊、標識、

解說看板等可持續信息溝通的工具。其中，

地質公園網站是最重要工具之一一般網站

內容包括地質公園的資源、遺產、服務、設

施等，以及地質保育、地質教育和地質旅遊

的行動機會。

網站需要一個以遊客為中心的動態、相

關、且最新的資訊，並以不同語言，提供有

關地質公園的整體特徵及做為旅遊目的地的

信息，包括

• 地質學和地質多樣性

• 地形和地理特性

• 考古學和生物多樣性

• 無形的文化遺產

另外，網站內容還須包括相關的遊客中

心、解說服務、當地餐宿店家等的位置與資

訊。地質公園網站也可提供鏈接，整合當地

合作夥伴、公共行政機構、和其他當地相關

組織。

除網站的被動式溝通，主動式溝通的社

交媒體是基於數位技術平台，透過虛擬網絡

和社群共享思想、意見和信息。許多UNESCO

地質公園會使用這些平台跟大眾進行日常交

流，宣傳地質公園的行動與活動，以提供信

息及吸引參與的方式，利用不同社交網絡，

吸引不同年齡和族群的受眾。

在創建社交媒體帳戶時，注意要使用與

地質公園品牌和網站名稱相符的帳戶名稱

這可為社群用戶在搜索資訊時，提供清晰的

指引。

在選擇社交媒體平台上，地質公園需要

有很足夠的資源，來發布和管理訊息、並對

用戶做出回應如資源有限，可集中全力在

最適合或最具「影響力」的一兩個平台上，

如FB和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