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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署設立說明 

一、國家公園署設立在即 守護臺灣最美的所在 邁向生態大國的新紀

元 

從制定國家公園法開始，我國國家公園已歷近半個世紀的發展，

成為我國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的重要基地，面臨全球環境變遷與政府

組織調整再造之際，國家公園亟需重新檢視其任務展望與組織發展定

位，以迎接下個半世紀的挑戰。 

目前臺灣保護區共設置95處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

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及自然保

護區，其陸域面積站臺灣達19.3%，海域面積達6.7%，其中國家公園佔

保護區劃設區域66%，國家公園為國內現行保護區系統之生物多樣性就

地保護的重要棲所，國家公園內各類物種約佔臺灣各類物種的80-90%
，國家公園提供生態系穩定發展，以及瀕危物種與特有動植物復原機

會的最佳場域。未來國家公園的發展除強化既有的自然環境、人文資

源的保育能量外，更將積極著力於國土保育、環境教育服務功能。 

二、建立具效能且創新的全方位平臺組織，護衛臺灣的自然、人文環

境 

國家公園發展與國土計畫息息相關，從國土計畫的角度，臺灣現

有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皆以內政部為最

高主管機關，在三個法的框架下，連結國家公園法，是國土管理上重

要的銜接。 

濕地為陸域與水域生態系匯集之處，為重要的生態保育區系統之

一，目前美國及英國均納入國家公園署管理，我國濕地保育法承襲拉

姆薩公約濕地精神，依照資源特性的分區管理，與國家公園分區管理

計畫相近，納入國家公園署保育可提升管理效能。本部規劃濕地及海

岸景觀納入國家公園署統籌管理，符合國際趨勢且同步接軌，在世界

社會生態保育事務上的角色發揮，更能綻放異彩。 

我國現階段海岸永續發展，以符合「資源保護」及「災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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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考量，涉及海岸地區之相關施政計畫，優先考量海岸防災、海

岸生態資源保育、環境復育、景觀改善、生態旅遊等價值。為全力推

動海岸系統保全與保育之決心，在與全球生態系接軌及國土永續發展

之概念上，將海岸管理納入國家公園署有其必要性，國家公園署將責

無旁貸承擔起全面整合海岸管理相關法令政策之研議、規劃及推動。 

三、打造國家環境品牌概念，提升教育及體驗的功能 

國家公園作為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典範，將積極扮演教育及支援

基礎研究的平臺，透過生物多樣性環境的維護、史蹟文物紀念地的保

存，讓民眾可以適度體驗國家公園，同時應將國家公園打造成世界一

流水準的園區，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 

國家公園署的成立，對外，象徵國家進步的指標，突顯臺灣對於

環境的負責態度，爭取國際保育空間能見度。對內則突顯政府對國土

永續發展的承諾以及國家對環境政策的重視，未來，將國家公園、濕

地與國家自然公園及海岸管理納入國家公園署經管，並逐步擴大海、

陸域之保護面積，除有效保護珍貴脆弱之海、陸域資源外，將可成功

建構中央山脈保育軸與環域海洋永續圈，對於我國國土永續及自然保

育具有重要指標與意義。 

四、連結人與自然的土地情感，建構良好的多元參與夥伴關係 

目前有關國家公園署相關組織法案已送請立法院審議，一旦相關

法案通過，內政部將持續就轄下之國家公園署業務、人力等各項區塊

妥予細部規劃，以利組織改造無縫接軌。未來將持續在既有基礎上結

合在地社區及原住民發展在地的特色，接軌全球，讓更多民眾參與並

珍惜這個珍貴的寶藏庫，確保資源能永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