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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許多自然保育場域為了防疫而紛紛休園，在休園期間，人們觀察到有許多以往難以見到

的動物陸續出現在園區各處，但究竟休園這樣的措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是否能成為自然保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目

前鮮少有相關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在臺灣有實施休園制度的福山植物園為研究對象，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並結

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所提出的保護區經營管理評量架構、社會生態系統與系統性思考的概念，針對福山植物

園休園制度在自然保育場域的運作上進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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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y na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have temporarily 

close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During this closure period, people have observed many animals that 

were previously difficult to spot appearing on the conservation area. However, what kind of impact does the 

closure of these areas have? Can it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nature conservation? Currently,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this topic.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u-Shan Botanical Garden in Taiwan, where 

garden clo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incorporating the IUCN-WCP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systems, along with the concept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nd Systemic Think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u-Shan Botanical Garden closur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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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

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自然環境面臨的巨大壓力得到了

短暫的舒緩（IUCN, 2020），許多國家的保護區或遊憩場

所的遊客數量，也因疫情而大幅減少。泰國的國家公園因

為休園，發現園區內的生物變得活絡，而在既有的休園制

度下，提出了擴大規模及時間尺度的規劃（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2018）。但可惜的是，在以自然

保育為目的，而實施中長期的休園制度，臺灣少有這樣的

措施。 

林業試驗所福山植物園每年三月休園一個月，墾丁

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每年五月休園一個月，是少數能

看到的特例，在其他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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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遊樂區等自然保育相關場所中，鮮少有此類以自然

生態保育為目的的休園制度，即使目前臺灣的各類自然

保育場域已有多項的管制措施與限制（黃文卿，2002），

遊客在這些區域所造成的遊憩衝擊仍未見停歇。遊客的

活動對保護區的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光靠目前管制

區的限制是不夠的，而為讓環境保育與民眾遊憩需求達

到平衡，休園制度的推廣可能是一種具有潛力的保育策

略。本研究針對福山植物園進行案例分析，探討休園制度

在臺灣的可行性與造成的影響，期能提供相關單位作為

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自然保育場域與經營管理循環 

隨著自然保育的概念逐漸蓬勃發展，人們發覺只有

口號與概念不足以改變地球環境仍舊被大肆破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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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採取實際行動才有機會讓此種嚴峻的情況獲得改善，

劃設保護區便是其中一種保育策略。1872，美國通過《黃

石國家公園保護法》，成立了自然保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黃石國家公園，規定黃石河（Yellowstone River）的源頭

特此保留，並停止定居、佔用或出售，作為公共公園或娛

樂場所，以供人民造福和享受（National Park Service, 

2020）。自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建立後，許多國家紛紛向其

取徑，採用隔離式的方法，將人類與自然環境分隔，以達

保育之目的，但隨著時代變遷，人們意識到這樣是不正確

的，於是開始在保護區經營管理策略上有所變革。國際自

然保育聯盟（IUCN）自西元 1962 年開始，每十年召開

一次世界保護區大會，討論的主題由隔離式的管理到與

當地居民一起管理的「共管」，再到讓地方居民自主管理

與保障原住民族權益的「原住民與社區保育區」等等，透

過政府的努力與民眾的合作，以及更具有彈性的作法，使

人類與自然環境能夠達到和平相處，永續共存的理想，這

也是提倡自然保育最重要的核心思想（盧道杰，2014；

盧道杰等，2015）。 

依據 Salman et al.（2020）對 13 所高中學生進行

調查後得知，在 IUCN 六大保護區分類當中，多數人偏好

以劃設管理相對有彈性的第 II 類的國家公園作為實踐自

然保育的手段，而對管制相當嚴格的第 I 類的嚴格的自然

保留區/荒野地則有著較為負面的印象。因此，保育措施

及保護區的劃設已不能再像以往那麼制式、僵化，而是應

該因地制宜，隨著當地的社會需求以及對自然保育的目

標進行有彈性的調整，這樣才能真正朝向永續發展，與自

然共存共榮的目標前進（Shafer, 2020）。 

除了管理策略外，透過定期的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來針對在管理上有所缺失的部分進行調整，也是保護區

的經營得以長久維持的重要關鍵之一，而重要的經營管

理理論之一是 Hockings et al.（2000）在 IUCN 所出版

的《效能評量：保護區經營管理評量架構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一書

所提出的經營管理循環的概念，經營管理循環內包含了

六大經營管理元素，包括：狀況、規劃、投入、過程、產

出、成果等，如表 1 所示。 

表 1、保護區的六大經營管理元素內涵 

Table 1 Contents of the Six Major Management Elements for the Protected Area 

過程 相關問題 

狀況 此保護區現在的現況及保護區面臨怎樣的問題？ 

規劃 面對這個狀況，我們要有什麼樣的規劃？目標為何？ 

投入 我們需要（投入）的東西有哪些？ 

過程 如何執行才能達到目的？ 

產出 執行（計劃後）得到了什麼樣的結果？ 

成果 檢討計劃執行的過程及執行後得到的結果是否符合原本的預期？ 

資料來源：Hockings et al., 2006；盧道杰等，2008。 

由「狀況」到「成果」，在經過各個過程的努力後，

「成果」又可以成為下一次循環的參考資料，此法已在全

球被廣為運用，且成果相當豐碩，故本研究將其應用於休

園制度之探討。事實上，由於此法是源自於管理學的理論，

不只能在保護區內使用，保護區外的相關自然保育場域，

也可應用這套理論架構來評估該區的管理效能。除了自

然生態保育外，近年來，以保護珍貴自然地景為目的的地

質公園也日益受到廣泛的討論（Mucivuna et al., 2022）。

另外，Crosti et al.（2020）提出了利用 IUCN 紅色名錄

（IUCN Red List）的指引，並利用數據資料的蒐集，以

了解海洋保護區的海洋生物所面臨的威脅，例如人為開

發、環境汙染、外來種的入侵等，對生存受到威脅的物種

進行保育策略的設計、評估與調整，排定保育行動的優先

次序，以利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二）自然保育場域與休園制度

在保護區經營管理中，最常碰到的問題之一便是遊

客所帶來的遊憩衝擊，Nickerson and Dvorak（2004）

曾將遊憩衝擊定義為：「荒野資源中任何與遊客相關的不

良變化」，遊客對於自然保育場域所造成的衝擊，包括破

壞自然環境與公物、對野生動物的驚嚇與干擾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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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管理單位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減輕遊客所帶來的

遊憩衝擊，其中就包含了休園制度的實施（劉立偉，2001；

張莉欣，2013）。在海洋保育方面，Allan et al.（2021）

認為除了正式的、以自然保育為主要目的海洋保護區外，

結合非保護區的、以永續經營為目的的，實施「其他基於

保護區的有效保護措施」的區域合作甚為重要，所採取的

措施之一便是「季節性關閉特定海域」，這種讓自然環境

休養生息的概念也與休園制度不謀而合。 

國外實施休園制度的自然保育場域甚為普遍，包括

美國的乾龜島國家公園（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20）、蓋特偉國家休閒園區

（Gateway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National Park 

Service, 2022）；加拿大的班夫國家公園（Banff National 

Park）（Parks Canada, 2022）與澳洲的威歐尼灣保育公

園（Vivonne Bay Conservation Park）（Landscape 

South Australia Kangaroo Island, 2017）等，但在臺灣

實施休園制度的自然保育場域卻相當稀少，因此，探討休

園制度的運作，將有助於讓臺灣的自然保育場域的經營

者，深入思考執行休園制度的可行性，並評估該區是否適

合執行休園制度。 

（三）社會生態系統

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的

概念提出甚早（Ratzlaff, 1969），定義繁多，例如

Cherkasskii（1980）將社會生態系統定義為「由兩個交

互作用的子系統所組成：生物的（流行病學的生態系統）

與社會的（社會生活中經濟的與社會的條件）子系統，其

中生物的子系統為被治理的物件，社會的子系統則為這

些交互作用的內部的調節器」。而 Redman et al.（2004）

則將社會生態系統定義為：「一個由生物物理與社會因子

組成的連貫系統，以有彈性的、永續的方式規律地互動」、

「一個被定義為在多種空間、時間與組織的尺度上的系

統，這些尺度可能是分層相連的」等。整體而言，社會生

態系統的概念主要應用於對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

互動關係的探討，且此系統是複雜的、跨尺度的且永續的，

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無法被單獨區分開來。 

  到了 21 世紀，為了能夠有效地將人文社會與自然科

學等不同的研究領域一同納入考量的框架中，Ostrom

（2009）藉由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發展出「社會生態

系統框架」（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SES），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框架，讓來自不同科學背景的

研究人員一起參與討論、共同合作，探討所欲了解的議題。

藉由深入了解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s, RS）、資源

單元（resource units, RU）、治理系統（governance 

systems, GS）、行動者（actors, A）、行動情勢（action 

situations, AS）等五大子系統的系統間以及系統內複雜

的互動關係，人們能更加清楚地知曉在這複雜的世界當

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可作為不同領域之間的科學

家的指引或溝通的媒介（Ostrom, 2009；McGinnis and 

Ostrom, 2014）。 

Leberger et al.（2020）認為「保護區在經營管理

上應評估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以實施適當的解決方案」，

而社會生態系統可作為分析基礎。此外，社會生態系統的

概念也常被應用在自然保育場域的經營管理（Ferguson 

et al., 2022），在全球各地都有實際的案例，應用範圍包

含了海洋與陸地。在海洋方面，Nikitine et al.（2018）

以英國皮特凱恩群島海洋保護區（Pitcairn Islands 

Marine Reserve, PIMR）為研究對象，利用 IUCN 下屬

的 世 界 保 護 區 委 員 會 （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提供的指南（IUCN-WCPA's 

Guidelines），將評估分為十大項，包含良好的治理、完

善的設計、永續性金融、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計畫、權

益關係人的參與、遵守規則、有效的管理、溝通、願景和

使命宣言等概念，同時考量社會與生態的因子，對 PIMR

的經營管理進行綜合性分析。加強國際間的交流合作也

是另一種對海洋生態保育有所貢獻的策略。在加勒比海，

哥倫比亞與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和厄瓜多建立了區域合

作關係，以創建東部熱帶海洋走廊（Eastern Tropical 

Marine Corridor, CMAR）（Lopera et al., 2023）。若要

討論「如何讓 CMAR維持長久的運作，甚至發展得更好」

這個議題上，運用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也有相當大的發

揮空間。 

在陸地方面，Clements et al.（2020）以南非私人

保護區（private land conservation area, PLCA）的土地

所有人為研究對象，結合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進行訪談，

了解 PLCA 在經營管理上所遇到的挑戰，研究結果指出，

在自然生態方面，對 PLCA 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

的因子，包含盜獵、極端氣候及外來種等；在社會方面，

遇到的問題則包含區域犯罪、國家的立法與政策（由於先

前的無償徵收土地分配於民政策等因素，當地居民對於

政府信任度不高，也擔憂政府可能在未來推動不利於

PLCA 經營的法規）、全球的經濟衰退導致生態旅遊所帶

來的觀光收益減少等。透過了解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制定

相對應的策略，來增強 PLCA 對於這些問題的抵禦能力，

進而提升 PLCA 在經營管理上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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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Vos et al.（2016）的研究團隊在研究非洲南部

數個保護區的案例後提出，疾病是這些保護區需要面對

的威脅之一，一般疾病在野外不太會讓大量的野生動物

減少或感染許多人，甚至可能發揮重要的生態作用，但偶

爾爆發的重大疾病則會對公眾的看法和疾病管理產生巨

大的影響，可能使保護區無法實現一個或多個既定的目

標，此現象再一次體現了保護區的經營管理，受到社會與

自然環境複雜的交互作用所影響。根據 Hirons et al.

（2022）結合社會生態系統與遙測技術的研究，對 IUCN

保護區的分類方式及保護區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包含

了缺乏明確的定義、各保護區沒有明確的功能性與目標

等，此外，保護區並不一定能確實地保護到真正需要保護

的區域，甚至有些重要的生態熱點則位於保護區的範圍

之外，這也是未來值得加強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若以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作為基礎，

在蒐集數據過程中可能出現誤差，得到的數據可能無法

反映真實情況，這些誤差來自人們的觀念的落差、主觀的

認知差異等。因此，在正式利用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進行

研究前，應先確保研究的參與者對於參與的議題有清楚

的認識（Gurney et al., 2019）。此外，社會生態系統也可

以用來探討韌性（resilience）的議題，藉由地理學、生

態學、社會學等各學科的跨領域合作，在蒐集各項數據後，

利用統計分析與網絡分析等方式，研究維持系統正常運

作的臨界值，這對於人類在思索如何應對未來多變且複

雜的世界有很大的幫助，但迄今為止，科學家們在要使用

何種指標、要用何種尺度及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分析等

議題上仍有很大的歧見，這還有待後續的人們繼續進行

更深入、更全面地討論（Li et al. , 2020）。 

（四）系統性思考 

Meadows（2009）在其經典著作《Thinking in 

Systems：A Primer》中，提到系統的定義為「系統是一

組互相關聯的元素，它們以某種方式有條理地組織起來，

以實現某些（特定的）目標」，系統由三項要素構成，分

別為「元素」（element，可以是有形或無形的事物）、「連

結」（interconnection，把元素整合在一起的關係或機制）

與「功能或目標」（function or purpose，非生物系統常

用功能表示，人類系統則常用目標表示），並且為了維持

系統的穩定，系統可能具有階級體系，一旦系統中的元素

被更換，那麼整個系統都可能受到影響（Meadows, 

2009）。 

  系統具有完整性，且系統有一套機制來維護自身的

完整性。系統可以改變、適應、對（遇到的）事件作出反

饋，「受到外在的力量觸發、限制、衝擊或驅動」，而「系

統對於外在的力量的反饋方式就是其自身的特徵，且這

些反饋的方式在真實世界中很少是簡單的」（Meadows, 

2009）。系統可以是自我組織的（self-organization），並

且通常會在至少一定範圍的損壞中進行自我修復。它們

具有韌性，其中許多是演化的，可以由一個系統演化出其

他全新的、以前不曾想像過的系統。由於系統是複雜的，

因此它的反饋可能會有所延遲，所以我們在改變某種政

策或行為後並不能馬上知道這些手段所帶來的影響，必

須透過耐心的等待與細心的觀察才有機會窺探事實的真

相（Meadows, 2009）。 

  透過上述的介紹，我們可以將福山植物園拆解成幾

個元素–員工、志工、主管、公共設施、開放參觀的區域

與生態、不開放參觀的區域與生態，這些元素透過福山植

物園的管理制度加以連結，該系統的目標為生態保育、環

境教育、科學研究等。在休園制度的探討方面，本研究會

擷取與其相關的員工、主管、開放參觀的區域與生態等元

素進行調查，並透過深入訪談了解福山植物園這個系統

底下休園制度這個次一級的系統究竟會如何運作，並將

其放入訪談設計當中，加深對於休園制度的了解。 

三、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主要針對福山植物園與其周邊在地社區組織

進行探討，在地社區組織包含「大湖底休閒農業區」與「宜

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兩個單位。在地理位置方

面，福山植物園屬新北市烏來區與宜蘭縣員山鄉的交界

處（圖 1）（陸象豫等，2009）。福山植物園的主要的經營

目標為：「學術研究」、「環境教育」、「資源保育」以及「休

閒遊憩」等，因此，福山植物園開放園區中地勢較為平坦

的地區作為行政管理與植物展示區（園區內的其他區域

並未開放，僅供研究人員進出），有系統地收集各種臺灣

的植物，提供民眾參訪、學習（林試所，2016）。福山植

物園是臺灣在自然保育區域中少數為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執行休園制度（通常為一個月至半年以上不等，不包含因

颱風、疫情或除夕及道路與設施修繕等情形所執行的短

期休園），休園方式為每年三月在動物繁殖季節全區休園，

是國內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故以此作為探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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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區域地圖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二）研究概念架構 

從文獻回顧中得知，處理環境議題不能僅靠單一面

向的思考，應從多方面的角度來探討休園制度所帶來的

影響。因此，在界定核心議題後，結合社會生態系統概

念，分別對各項有關休園制度的環境生態（如：地形、

氣候、水文、土壤、生態等）與社會人文（如：經營

者、政府的政策、周圍商家、專家學者等）等面向進行

討論，以利更全面地了解休園制度，這也有利於經營者

在實行休園制度時可以考慮得更為周到，最後再配合經

營管理效能評量架構，透過定期的評估與檢討，找出需

要改善之處，再進一步進行調整，使休園制度永續維

持。在自然保育經營管理方面，由於休園制度影響層面

甚廣，包含自然環境與社會人文面向，以及兩者間之互

動關係，因此，本研究試圖在此框架下進行系統性的思

考，研究概念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研究概念架構圖 

Fig. 2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is Research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70(2):97-112(2023) 
DOI:10.30089/JAF.202306_70(2).0002

- 101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調查作為探索系統的方式，與數名

專家學者和相關人員深入訪談，並參酌國外案例，包括皮

特凱恩海洋保護區及南非的私人保護區的調查方法，兩

者皆使用訪談方式對當地的關鍵人物進行深度訪談以協

助研究的進行（Nikitine et al., 2018；Clements et al., 

2020）。本研究在釐清核心議題封園制度後，依其性質分

成自然環境與社會人文兩個部分，接著蒐集相關的文本

資料，再參考 IUCN-WCPA 之保護區經營管理之六大經

營管理元素的概念（Hockings et al., 2006）設計半結構

式訪綱，並採用深入訪談法對專家與有豐富經驗的人士

進行調查，補充不足或需要深入探討之處，最後再進行統

整與分析。 

在自然環境方面，由於許多與休園有關的詳細資訊

無法透過蒐集文獻取得，必須靠深度訪談詢問經營者、專

家學者等熟悉休園議題的人員才能夠釐清並加以深入探

討，因此，本研究選擇的調查對象為曾在福山植物園進行

研究的專家學者與林試所的職員；在社會人文方面，由於

休園對於福山植物園周圍的居民或組織可能有較明顯的

影響，因此選擇以大湖底休閒農業區與宜蘭縣雙連埤地

區永續發展協會之成員為調查對象。由於兩個面向所需

蒐集之資料性質不同，因此採用不同的訪問大綱進行調

查。 

本研究訪問對象共計十八位，包括專家學者三名，

代碼為 SC；林業試驗所職員七名，代碼為 F；宜蘭縣雙

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成員三名，代碼為 S；大湖底休閒

農業區成員五名，代碼為 D，訪談重點主要如下： 

1. 專家學者及林業試驗所職員 

  藉由林業試驗所的研究人員的經驗，探討福山植物

園在執行休園制度時的實際情形、對於自然環境可能造

成的影響與相關的研究建議、與外界的合作情形及執行

休園制度時必須考量哪些要素，以了解經營管理狀況。 

2. 大湖底休閒農業園區人員 

  大湖底休閒農業園區位於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湖

東村及逸仙村一帶，緊鄰福山植物園。大湖底休閒農業園

區透過旅遊行程等方式與福山植物園進行合作，是目前

與福山植物園合作較密切的在地社區團體之一，透過探

討其發展歷程、如何與福山植物園建立聯繫及其對於福

山植物園休園制度的想法，了解其立場。 

3. 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人員 

  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亦是與福山植物園

有密切合作關係的在地社區單位。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

續發展協會於民國 109 年成立，由在地居民凝聚共識後

所建立，在福山植物園建園時，該地區的居民就曾協助福

山植物園整理園區的環境，歷史情感深厚，再加上兩者的

地理位置相近，與福山植物園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今日

透過植物移植、實驗計畫合作、舉辦環境教育活動等相當

多樣的方式與福山植物園合作，是本次研究採訪的單位

之一。 

四、結果與討論 
（一）專家學者及林業試驗所職員 

本研究訪談數名曾在福山植物園進行研究的專家學

者，以及曾先後任職於林試所福山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後，

透過 IUCN-WCPA 經營管理效能評量架構的六大項目

（Hockings et al., 2006; 盧道杰等，2008），包括狀況、

規劃、投入、執行、過程與產出等來進行分析： 

1. 狀況 

（1）福山植物園休園制度的由來 

福山植物園在正式開園前並沒有所謂的休園制度，

但開園後由於遊客過多，秩序混亂，造成當地的自然環境

與基礎設施無法負荷，再加上人力吃緊，園方不得不思考

如何降低過多遊客所帶來的遊憩衝擊，經過研議後，園方

決定推出一系列的管制措施來維持園區的正常運作。受

訪者指出：「福山植物園一開始並沒有休園的規定，最初

開放的時候綿延不絕的車輛將道路擠得水洩不通，過多

的遊客使得環境面臨沉重的負擔，例如廁所就因太多人

使用而造成排水系統堵塞等，光這個問題就費了好一番

功夫才修好，種種的現象讓園區一度緊急休園…。福山植

物園的管制規定是由一群學者經過討論與思考後決定的，

於是（自 1993 年正式開園後）才有了今日的休園制度、

人數管制、不設垃圾桶等規定，目前看來效益還算不錯」

（F-1）。 

（2）休園的目標 

就福山植物園而言，雖然休園有讓自然環境休養生

息的寓意，但在生態上並沒有特定的目標，但有一些事項

必須趁休園期間執行比較方便，因為休園期間不需抽調

人力服務遊客，可以專心處理較為繁瑣的任務，例如環境

的維護，包含道路維修、園區清洗等。受訪者即指出：「休

園在生態上目前沒有特定的目標（如：提高特定物種的數

量等）；休園是有多目的性的，包含設施維護、道路施工、

降低人為干擾、讓自然休養生息都是趁這個時段來做」

（F-1）。除了上述目標外，其他受訪者也提及，休園可以

讓員工能有喘息機會，「因為福山植物園一年十二個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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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覺得太累了，員工覺得應該要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不只是野生動物…。遊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來的話，放

假人家也進來，那員工其實是蠻累的，所以福山的員工須

要一個喘口氣的時間」（SC-2）。 

2. 規劃 

（1）時間規劃：因地制宜 

就福山植物園而言，其休園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

選擇遊客人數較少的每週二進行休園，另一種則是每年

三月為維護園區環境及讓自然環境休養生息所進行的休

園，其中有職員表示，休園時間較長將有利於園區維護工

作的進行，但如果想要延長休園的時間，則會面臨來自社

會大眾的壓力，在推行上會有困難：「福山植物園在休園

時間長度的安排上希望能久一點，但園區有來自遊客的

壓力，春天又是福山最漂亮的季節，很難這麼做」（F-7）。 

此外，有受訪者提出園區第三種休園的形式，與園

區每日開放時間的規定有關，園區未開放的時間也就是

休園時間（每日下午 4 時後至隔日上午 9 時前），這種形

式的休園對於野生動物的生息助益甚大，在清晨和傍晚

出沒的野生動物可以避開人為的干擾、安心覓食。「每種

動物的繁殖期都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動物（的繁殖期）都

在三月…。更重要的是，開園時間自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的規定，園區通常大概在下午三點半會開始清場，四點過

後到隔天開園前的時間也是一種休園的形式，這對生態

影響更大，因為清晨與傍晚是許多動物的活動時間，因為

肚子餓，牠們會在這段期間出來覓食」（F-4）。 

最重要的是，林試所的職員指出，休園時間長度的

規劃應因地制宜，不能隨意套用其他地方的規範，不同的

國家也有不一樣的情況（包含當地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

及教育程度等），若主要的目的是要修復受到重創的生態

系，則休園的時間至少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有較佳的

效果。「要視情況而定，每個地方都不一樣，還要考量各

國的民情的差異，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時間長度規

劃）…。對於生態受到重創的地區則要注意時間的長度，

只休園一個月（對生態的復育）助益不大，以一年以上的

時間的休園助益較大」（F-3）。 

（2）空間規劃：部分休園 

  在空間規劃上，除非園區是不可被分割的狀態，否則

從現實層面來考量（包含經濟效益及維護的人力所需的

成本等），應以部分園區休園為佳。受訪者指出：「人力管

理上有限制，不可能整個區域封鎖，如果連接園區的各個

道路都要管制需要耗費大量人力，且休園本身就要面對

來自各界的壓力，故以部分園區休園為佳」（F-1）。 

（3）福山植物園的特點 

  福山植物園具有幾個特點：第一，福山植物園屬於研

究單位，由林業試驗所管轄，並非一般的遊憩場所；第二，

就地理位置而言，福山植物園上接水源保護區，下接哈盆

自然保留區，地處敏感地帶，需加強保護，是臺灣重要的

自然保育場域之一；第三，福山植物園不收門票，遊客無

法以付費入園作為理由提出要求，這樣也有利於園區的

經營管理；第四，園區具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措施，包含

休園制度、入園人數管制等；第五，福山植物園的休園制

度是早期就開始實施的，民眾已經比較能夠接受；第六，

福山植物園屬單一入口，這樣可以方便人員進出的管控。

受訪者指出：「福山植物園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它

屬於研究單位，一般來說研究中心是不對外開放的。此外，

因為福山植物園不收門票，外界也不好要求太多，方便管

理，對於管理方面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點」（F-1）。另

外，加強道路管制及人員進出控管，也有助於福山植物園

的經營管理，尤其是休園制度的落實。誠如受訪者所言：

「管理上必須要有一些鐵腕的手段，才能有效地被人遵

守，當初為了有效管理而採取道路管制方式，漸漸的民眾

也接受了這些規範，其中也包含了每年三月休園的規定。」

（F-1）。 

幾位受訪者認為，要實施休園制度前應先考量「是

什麼樣的原因讓這個地方需要有休園的制度？」，若要開

始推動該區的休園制度前，則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論述

及相關的調查，要能證實這個地方有休園的必要性，這樣

才能夠說服社會大眾接受，且執行前最好要有完整的配

套措施，如：墾丁護蟹即以保護陸蟹在繁殖季節能有安心

繁衍後代的空間為目的，在陸蟹繁殖季期間實施道路管

制等。此外，休園也可能是為了要維護場地及設備的保養、

修繕，讓民眾享有較佳的體驗等，這也是可以說服民眾的

理由之一。受訪者指出：「要有強力的論述加上相關的調

查，才能夠說服民眾以及管理單位（執行休園制度）」（F-

2）；「要有一個具體的理由，如：墾丁護蟹等，休園的理

由有很多，可能是環境限制，如：六龜的扇平是因為路況

的因素，為了保障民眾的安全而在雨季及颱風季節休園；

可能是生態的理由，如：福山植物園，福山植物園是早期

就有（休園制度），所以大家才能接受，目前有的休園制

度大部分都是行之有年才比較可行，但今日的狀況不同，

人民的態度比以前強硬得多，公家單位必須要有具體且

強力的理由和證據才能讓大家接受；理由也可能是非旺

季時的場地維護，如：森林遊樂區等…。休園制度要能提

出明確的證據加上必要的理由，這樣才能抵擋來自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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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F-3）。另一位受訪者也指出：「例如登山步道在

雨季時應該要關閉，步道的沖刷會造成維護上的問題，人

也危險」（F-4）。 

由於每個地方的特質都不一樣，受訪者認為在實施

休園制度前，經營者應先對自己所在的環境有深入的了

解，包含該地區的特色等，同時也應考量自身的人力、資

金、設備等條件後才開始進行仔細的評估與規劃，同時要

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與管理制度，其他地方的管理制度可

以參考，但不可貿然直接套用，因為他們的制度不一定是

適合這個區域，經營者需審慎思考別人的制度是否真的

適合自己後再做出決定。此外，若能配合該區的環境條件

做規劃，那將會對自然環境有正向的助益。受訪者指出：

「休園制度以及其他的管理方式不能直接把別人的管理

模式拿過來用…。可以拿福山、玉山等相關案例當作參考，

要思考他們的管理方式是否真的適合自己，別人的場域

的特質為何、實施的方式為何，自己的場域的特質又是如

何，每個地方的狀態，如：人力、設備、內外在的條件及

對周邊的影響都要考量，進行規劃時要有仔細的分析與

評估，如：SWOT 分析等，不能輕易套用」（F-4）。 

3. 投入 

（1）休園時園區的基本支出 

以福山植物園的經驗來說，在人力投入方面，為了

要在休園期間有效地完成園區維護與整理，園區會將單

位內的員工安排任務，並與外包的工作人員合作，若有必

要，會再向員山鄉公所尋求支援，協助清運垃圾；在物力

方面，因為需要修補道路，會需要有大型機具進入，如怪

手等，休園也能方便這些機具進出園區。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園區休園，工作人員仍需照常上

班，這也就代表園區的基本支出並不會因休園而減少，而

設備維護也是需要成本的，這些固定支出也必須納入園

區的財政規劃當中。受訪者指出：「正常時間福山植物園

園區會在管制站、自然中心、解說站等區域配置僱員與志

工；休園期間因無解說需求只有僱員留守，因為沒有遊客，

管制區只留下一名管理人員，休園期間基本的支出還是

存在的」（F-2）。此外，「大型機具的投入，如：吊車等，

用於鋪石頭、道路整修等。人力的調度，用於支援休園期

間要處理的業務，以環境的維護與管理為主」（F-3）。 

（2）自然環境的調查 

在探討休園制度對自然生態可能造成影響的研究方

面，受訪者提出了一些建議：「若要研究減少人為干擾會

對生態造成什麼影響，可以嘗試以聲音為觀測對象，利用

設置錄音機，觀察錄下的聲音中有哪些物種，聲景生態學

有相關的研究。如果要觀測特定物種則回歸針對該物種

的調查方式，選擇觀測對象時有幾個條件，包含對人的敏

感性高，如：山羌等，找日行性、在白天會活動的動物，

因為對夜行性動物來說，牠們活動的時間不會接觸到人

類（因為已經是每天的休園時間），也可以找原本人類干

擾程度高的地方進行調查與比對，觀察休園前後的差異，

如：出現的頻度等」（F-3）。 

4. 執行 

（1）來自商業單位的壓力 

在執行休園制度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各種不同的挑

戰。以福山植物園為例，園方在休園期間會面臨來自各界

的壓力，對九人座旅遊業者而言，他們在這段期間沒辦法

進入福山植物園，少了一個觀光景點，必須調整既有的行

程安排，對於業者是有一定影響的。「園區會對九人座業

者採取一致的管理，因為擔心涉及商業利益，避免有占入

園名額的情形發生」（F-5）。 

（2）收入的考量與民意的壓力 

受訪者指出，由於民間單位有收入的考量，所以願

意執行休園制度的單位多以公部門為主，且若是一個以

前沒有執行休園的地方要開始執行休園制度，則可能面

臨來自民眾的壓力，因為以前一直都是開放的場域，突然

間有一段時間不能進去，可能會引起民眾的不滿，他們會

請民代或官員來關切，進而造成經營者的壓力。「願意休

園的單位以公部門為主，因為沒有收入的壓力…。休園必

須面對各方壓力，也會引起民眾的反彈，進而造成實務上

的困難，屬於人的問題。民間單位因為在休園期間沒有收

入來源，屬於生計上的問題，因此，要民間單位休園是有

困難的」（F-3）。 

5. 產出 

（1）對社會的影響 

以福山植物園的案例來看，遊客對於休園制度的回

饋大部分是正向的，但對於因緊急狀況如颱風豪雨或道

路崩塌等，而臨時宣布休園，影響到民眾旅遊行程安排，

以致於容易有情緒上的不滿與抗議，這讓園區受到相當

程度的壓力；在旅遊業者方面，休園會對業者造成景點安

排與財務上的影響，現在業者會在三月休園期間從行程

中排除福山植物園的規劃，改安排至其他景點；另外，在

與外界合作方面，由於休園期間園方會進行環境的維護，

與外界反而沒有太多的合作活動。「（關於休園制度）園方

收到的回饋大多是正向的，鮮少有批評，甚至認為這是種

很重要的儀式…，但對於為了因應颱風來襲等狀況的緊急

休園，會讓園區面臨相當大的壓力…，休園對於旅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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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影響的」（F-2）。 

（2）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在生態環境方面，據受訪者所述，由於園方在取締

盜獵方面多年的努力、政府的槍枝管制政策、以及社會的

變遷，使得盜獵的情況減少許多，再加上較全面的管理制

度，以往較少出現的生物近年也常在園區現蹤。目前園區

內的物種數量已達穩定的狀態，動物也不太怕人，喜好低

矮嫩草的山羌多處可見。「哈盆自然保留區現在盜獵很少，

山羌會跑到植物園裡面來覓食…，臺灣現在盜獵的數量已

經減少很多」（SC-2）。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就福山植物園而言，有受訪者

認為人少的時候動物才會跑出來是因為動物的趨避行為

所致：「以福山植物園來說，人少的時候動物會跑出來是

因為趨避（行為），只影響到牠們的活動範圍，對於生態

上來說影響不大」（F-3）。野生動物在行為上，對於人類

仍保持某種程度的戒慎，具趨避反應（黃美秀，2021）。

例如，野外的黑熊遇到人類的主要反應為趨避人類或不

動聲色（黃美秀等，2008）。所以在人類活動較為頻繁的

地點自然不容易見到野生動物，反之，在休園期間由於沒

有過多人類的干擾，野生動物出現在步道或是自然保育

場域內的頻率也會隨之增加。 

6. 成果

福山植物園在休園期間，除了沒有遊客以外，園區

內員工的工作量並沒有減少，再加上要整理環境的任務，

使得員工們比起正常開放的時間更加繁忙，還得擔心事

情可能沒辦法即時完成，並不是外界想像的休園就代表

員工在休假。在讓員工休息的方面，雖然休園期間少了服

務遊客的業務，但現今員工在休園期間似乎變得更加忙

碌。「每年三月，福山植物園會進行大規模的整理，休園

的好處在於不用花人力去支援清潔廁所、入園管制、管理

遊客、導覽解說等業務，這些人力轉為協助園區整修…，

而原本的志工也不用服務遊客，可以改做其他事情」（F-

3）。 

休園只是園區經營管理策略的一部分，需要完善的

配套措施，因為一個區域的經營不可能只依靠一個制度

就可以，而是仰賴多方的努力與長期的投入，「除了休園

制度，福山的入園管制措施最好一起考量。入園人數限制、

入園離園時間，這些措施與休園制度都有關聯…，福山植

物園管制措施對生物的影響，與每一個制度都有關…，先

有配套措施再做休園是比較理想的，要回到（園區經營的）

主要目的」（F-5）。 

此外，若要讓民眾接受休園制度並加以推廣，環境

倫理教育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且應從小開始推廣，

提升國人尊重自然、愛護環境的基本素養。「環境倫理教

育相當重要，以前人們認為環境教育就是介紹動物與植

物，但其實不是這樣，除了介紹動植物外還要有環境倫理

教育，教育相當重要，應該要從小教起，這也是目前臺灣

還有待加強的部分」（F-4）。 

（二）在地社區組織訪談結果

在推動自然保育工作的過程中，在地社區的參與

往往是保育措施能否有效長期維持的重要關鍵，在皮特

凱恩群島海洋保護區的成立過程與維持階段，有志之士

透過與當地居民多次的溝通，獲取居民的理解與支持，才

使得該保護區得以順暢的運作（Nikitine et al., 2018）。

保護區的劃設與實施不能只偏重自然保育的部分，必須

考量在地的人文特性與社會需求，因此，與在地居民進行

溝通協商、了解在地居民的需求後，並對經營策略進行調

整，讓當地居民與自然環境共存共榮，才能達到永續保育

的目的（Zhang et al., 2020）。 

1. 休園對在地社區的影響

福山植物園是當地著名的旅遊景點，「大湖底休閒農

業區」的套裝行程將福山植物園納入其中，而包含福山植

物園在內的套裝行程只是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多種套裝行

程的其中一部份，還有很多與九人巴士合作但不含福山

植物園在內的行程。此外，到福山植物園的遊客通常會隨

著九人巴士其他的套裝行程直接離開休區，不會多做停

留，但據受訪者所述，位於福山植物園附近的餐廳會受到

遊客減少而有收入下降的情形發生，且平日與福山植物

園交流較密切者受到的影響程度也較大，只是在園區內，

這樣的情形算是少數的特例。整體而言，福山植物園的休

園與否對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大部分成員的影響並不大，

這也可能與休區內多數商家與福山植物園距離較遠有關。

「影響不大，我們跟福山的客群幾乎不太一樣，因為我們

是以專程來吃飯的遊客為主，他們看網路或電視來的…，

那福山植物園的人他們都是坐九人座進去的比較多，他

們都是去另一家（在雙連埤的）餐廳吃，所以福山植物園

休園對那家餐廳影響較大，休園對我來說影響百分之十

到十五，也不能說都沒影響」（D-3）。 

就地理位置來看，雙連埤地區就在福山植物園旁邊，

也是遊客往返福山植物園的必經之地，因此，福山植物園

休園對其有明顯的影響。從生活層面來看，由於福山植物

園的休園致使遊客減少，當地往返的車輛也銳減，隨意丟

棄垃圾造成居民困擾的現象也大幅降低，因此，隨著遊客

的干擾減少，雙連埤在每年三月福山植物園休園期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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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了寧靜。受訪者即指出：如果你不是做這種生意的人，

基本上福山植物園的休園和沒有休園可能沒有差異。休

園期間居民的生活步調和環境不會被這些遊客干擾，來

這裡的遊客可能會把這邊當作是公共空間，那就很容易

侵入私人領域，如果休園的話，會讓這些干擾減少」（S-

3）。 

此外，據受訪者所述，福山植物園休園對雙連埤地

區造成的影響有兩個層面，從經濟層面來看，休園對於在

路邊擺攤的菜販、餐廳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平日是

靠往返福山的遊客消費作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當福山植

物園休園時，他們的收入就會受到影響。「如果以商業行

為來看的話，休園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他們（攤商）的

消費者會減少，除非有一些是固定來這邊不是去福山植

物園的人，他們是來雙連埤走一走，到餐廳吃飯的人，這

種熟客可能就沒差，但這邊大部分還是以去福山植物園

的散客為主，我的農田可能也是需要這些過路的遊客，可

以提供一些農產品的買賣，會有比較多的機會。」（S-3）。 

2. 三者的互動關係 

（1）福山植物園與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以福山植物園的立場而言，園方希望大湖底休閒農

業區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不要過度依賴福山植物園，目

前合作的方式是以專案的方式為大湖底休閒農業區保留

名額，而此舉是輔導其自立的手段之一。 

  以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的立場而言，以往休區曾多次

嘗試與福山植物園協商，向福山植物園表達開放保留名

額的訴求，但都沒有結果，近年才在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政府單位與民代、立委等多方的協調下開放了名額，但近

年遇到疫情與颱風而未正式搭上線，也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合作機會。 

（2）福山植物園與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 

  以福山植物的立場而言，自福山植物園開園之際，雙

連埤地區的居民就曾協助整理福山植物園的環境，彼此

有較深的情感，與此同時，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是一

個長期溝通、陪伴、輔導與合作的對象，目前也有了一些

共識，近年也與福山植物園有著相當多的合作活動，彼此

關係密切。 

  以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的立場而言，福山植物

園的職員對其長期的陪伴與輔導使雙方建立起深厚的情

感，而協會的成員也透過實際行動來回饋園方給予的支

持，與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相同，協會也希望來能繼續合作。 

（3）大湖底休閒農業區與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

會 

  以大湖底休閒農業區而言，由於兩者之間的目標不

同，彼此也不太有接觸，因此較無明顯關聯。此外，雙連

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而言，其認為大湖底休閒農業區應

發展自己的特色，將自己準備好，未來可以與福山植物園

合作，開發深度旅遊的套裝行程。福山植物園、大湖底休

閒農業區及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三者的互動

關係如圖 3 所示。 

 
圖 3、三方關係圖 

Fig. 3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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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性反思 

1.福山植物園案例分析 

（1）福山植物園的經營管理 

 若將福山植物園視為一個系統，福山植物園經營管

理的核心目標為保育與研究（圖 4），而為了維護園區的

生態環境，園區制定了休園制度、人數管制等規則，這

些規則藉由核心目標相互連結，經過長年的努力，福山

植物園的生態環境已與剛開園時大為不同，也有更多數

量、更多不同物種的動物在園區內出現。福山植物園的

休園制度有特定的任務，也有明確的核心目標，未來可

以進一步考量在休園期間，讓員工調劑身心或進行休園

對環境影響之調查，以利園方在休園經營上有更好成

效。此外，在管理方式上，除了既有的規章外，園方在

休園期間仍會派人在入口處進行管制，避免遊客在休園

期間闖入園區，人力負擔仍是相當沉重。 

 

 
圖 4、福山植物園經營管理系統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ushan Botanical Garden (Drawn in this Study) 
 

2.福山植物園休園制度帶來的影響 

（1）自然環境 

  在自然環境方面，在盜獵的取締、民眾觀念的轉變、

社會的變遷以及福山植物園設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等

多種因素影響下，今日園區的自然生態已趨於穩定，並非

只依靠休園制度就能達到生態保育的目的。此外，每日開

園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的管制，對園區內生物在

清晨與傍晚時可以不受人為干擾的覓食也相當重要，而

每日下午四時後至隔日上午九時前這段期間也是福山植

物園另一種形式的休園，對自然環境的保育助益甚大。 

（2）經營管理 

  在經營管理方面，休園期間園區會進行環境的維護，

包含水池的清潔、蝙蝠亭的油漆、道路施工與養護、將步

道重新鋪設碎石、綠籬的整理、植物的修剪等，由於休園

期間沒有遊客，大型機械也能夠較方便地進出園區，也不

需要調配太多人力服務遊客，可以將大部分的人力集中

在園區的整理上，有利於園區維護工作的進行。與此同時，

培訓內部志工（含解說員與園丁）也是園方在休園期間重

要的任務之一，優秀的解說員可以提升遊憩品質，對遊客

進行良好解說及引導，將可減輕園方在經營上的負擔，例

如在解說員的勸導下遊客少有亂丟垃圾的情形發生，減

清園方清理垃圾的負擔等，而園丁的培訓則有利於協助

園方整理環境。園方利用休園期間完成環境維護的工作，

讓遊客能有舒適安全的遊憩環境，休園期間減少服務遊

客的業務，員工在精神上的壓力也得以舒緩，與此同時，

休園制度作為友善環境的策略之一，也讓自然環境能有

休養生息的機會。 

（3）在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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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湖底休閒農業區而言，由於目前福山植物園平

日保留名額給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的合作尚未正式運行，

且在休園期間休區另有其他不含福山植物園在內的套裝

行程，除鄰近福山植物園的餐廳外，對於其他店家並無明

顯的影響。就宜蘭縣雙連埤地區永續發展協會而言，在地

的居民表示福山植物園休園期間，少了遊客會對以賣東

西給往來福山植物園的過路客為收入來源的菜販有很大

的影響。此外，由於沒有到福山植物園遊客的干擾，在地

居民的生活也變得清靜，休園期間的雙連埤會變成一個

靜謐、舒適的地方。 

從圖 5可以看出對於距離福山植物園較遠的大湖底

休閒農業區來說，福山植物園休園與否對其並不會造成

明顯的影響，而雙連埤在地居民則會因休園遊客減少，干

擾降低，社區較為寧靜，但對餐廳攤販而言，收入可能會

受到影響。隨著距離福山植物園愈遠，休園對當地居民所

造成的影響程度也會隨之下降。 

 

 
圖 5、福山休園影響示意圖（依距離遠近）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mpact of Fushan Garden Closure (According to Distance) 
 

五、結論 
 隨著自然保育觀念的興起，各國陸續設置了國家公

園、保護區、保留區等自然保育場域，而在自然保育場域

的經營上，保護區經營管理評量架構（IUCN-WCPA）被

全球廣為運用。本研究以保護區經營管理評量架構為基

底，透過深度訪談質性研究，探究福山植物園休園制度可

能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自然環境方面，休園可以降低人為干擾，

有助於生態保育，未來可以進一步針對特定物種或特定

區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以了解休園期間生態復育狀況。

其次，在經營管理方面，休園期間園區執行的維護工作與

志工培訓，有利於維持園區的環境整潔及人力素質，提升

園區整體品質，休園期間仍需付出許多的人力物力，這些

成本也應納入經營管理考量當中。此外，在社會經濟方面，

休園制度會影響到在地雙連埤地區的攤販與餐廳，遊客

減少收入亦隨之下降，但少了車輛的來往與遊客的干擾，

雙連埤地區則會變成一個靜謐的村落，至於山下的大湖

底休閒農業區，由於距離福山植物園較遠，且本身已發展

多樣的旅遊套裝行程，較未受到休園明顯影響。 

  休園制度的推行並不容易，就福山植物園而言，在休

園時間長度上，由於有民眾旅遊需求壓力，無法執行長達

數月的休園，在休園空間範圍上，福山植物園受限於單一

出入路徑，只能採取全區休園方式。未來若有相關單位要

執行休園制度，可以參酌福山植物園經驗，考量自身環境

特色、整體資源（包含人物、物力、財力等）、保育標的

物種或地區，因地制宜進行規畫調整，才能打造出最適合

該區的休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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