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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 W P / C M P B / 1 2 / 2 0 1 8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郊 野 公 園 山 徑 維 修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1 .  目 的  
 
1 . 1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郊 野 公 園 山 徑 維 修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2 .  背 景  
 
2 . 1  各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山 徑 合 共 超 過 5 0 0 公 里，其 中 包 括 長 途

遠 足 徑、郊 遊 徑、家 樂 徑 及 自 然 教 育 徑，以 配 合 興 趣、體 能 各

異 的 遠 足 人 士 的 不 同 需 要。山 徑 是 郊 野 公 園 的 核 心 設 施，讓 遊

客 可 前 往 郊 野 公 園 不 同 位 置 (例 如 郊 遊 場 地 、 營 地 及 景 區 等 )，
或 純 粹 享 受 遠 足 的 樂 趣 。 郊 野 公 園 的 山 徑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漁 護 署 )負 責 管 理 和 維 修，以 便 市 民 可 在 舒 適 和 安 全 的 環 境 下

享 受 大 自 然。為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的 天 然 環 境，在 建 造、維 修 和 修

復 山 徑 時 ， 會 盡 量 使 用 天 然 物 料 (例 如 泥 土 、 卵 石 、 石 塊 和 木

條 )。  
 
2 . 2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眾 多，加 上 雨 水 溢 流 和 山 泥 傾 瀉 等 自 然 現

象，當 中 的 山 徑 實 在 需 要 定 期 維 修。維 修 山 徑 往 往 需 要 大 量 人

手 和 相 關 工 藝 。  
 
2 . 3  為 推 廣 可 持 續 使 用 我 們 的 郊 野 公 園，並 加 強 管 理 和 合 作

的 意 識，漁 護 署 自 二 Ｏ 一 六 年 年 底 起 展 開 邀 請 市 民 參 與 維 修 山

徑 的 工 作 。  
 
3 .  郊 野 公 園 山 徑 維 修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3 . 1  自 二 Ｏ 一 六 年 年 底 起，漁 護 署 舉 辦 了 多 場 工 作 坊，超 過

2 5 0 名 義 工 參 與 山 徑 維 修 和 修 復 工 作 。 遠 足 團 體 、 山 徑 活 動 主

辦 單 位、山 徑 保 育 關 注 小 組 和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等 持 份 者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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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邀 協 助 招 募 義 工 參 加 工 作 坊。舉 行 工 作 坊 期 間，漁 護 署 人 員

與 義 工 分 享 山 徑 維 修 的 基 本 原 則 和 技 巧，義 工 們 則 在 場 協 助 收

集 和 運 送 所 需 物 料，並 使 用 手 工 具 修 復 山 徑。工 作 坊 旨 在 提 供

機 會，讓 市 民 了 解 山 徑 維 修 的 原 則，並 透 過 親 身 體 驗，明 白 保

育 遠 足 山 徑 的 重 要 性 。  
 
3 . 2  工 作 坊 廣 受 義 工 歡 迎 ， 社 交 和 一 般 媒 體 亦 作 出 正 面 報

道。漁 護 署 會 繼 續 不 時 舉 辦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坊，並 邀 請 市 民 和 持

份 者 組 織 參 與 。  
 
4 .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參 與 維 修 遠 足 山 徑  
 
4 . 1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綠 惜 地 球 展 開 為 期 兩 年 的 公 眾 教 育 活

動，透 過 邀 請 市 民 參 與 可 持 續 山 徑 維 修 工 作，推 廣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享 受 大 自 然。該 計 劃 名 為 “ 共 築 可 持 續 遠 足 山 徑 — 無 痕 山

林 ” ，獲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資 助，項 目 包 括 公 眾 講 座、導 賞

活 動、山 徑 清 潔 行 動、攝 影 比 賽，以 及 培 訓 1 2 0 名 義 工。有 關

計 劃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 載 於 附 件 。  
 
4 . 2  由 於 上 述 計 劃 的 目 的 和 建 議 活 動 與 漁 護 署 在 山 徑 管 理

和 維 修 方 面 的 原 則 相 符，漁 護 署 將 與 綠 惜 地 球 合 作，統 籌 公 眾

參 與 的 山 徑 維 修 活 動。漁 護 署 亦 歡 迎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市 民 透

過 舉 辦 和 參 與 山 徑 維 修 活 動，與 我 們 一 同 推 廣 可 持 續 地 使 用 郊

野 公 園 。  
 
5 .  諮 詢 意 見  
 
5 . 1  請 委 員 就 漁 護 署 邀 請 公 眾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參 與 維 修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等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附件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綠惜地球主辦 

「共築可持續遠足山徑- 無痕山林教育計劃」 

背景 

遠足山徑是引領市民接觸和欣賞大自然的渠道，香港人喜愛郊遊，卻很少留意腳下的

遠足山徑其實也需要愛惜和好好管理，隨著近年遊人使用量增加，越野跑活動盛行令

使用強度增加，加速了部分山徑的損耗，也帶來廢物問題等挑戰。 

 

外地不少國家公園早有山徑保育的公眾教育工作，透過提升公眾對山徑保育的認知及

知識，以加強愛護郊野的意識。香港以往甚少有相關的研究、討論及教育活動，至

2015 年民間團體提出對郊野山徑垃圾的關注，促成民間團體和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發

動遠足徑「自己垃圾自己帶走」運動，活動發展至今漸見成效；另一方面，2016 年社

會上有不少熱愛大自然的市民開始關注郊野山徑石屎化的問題，更有針對郊遊徑石屎

化的民間關注小組成立，均希望山徑能保持和大自然環境融合，唯手作步道(即以天然

物料及與自然融合的方式修建山徑的方式)需大量人手，事實上，部分工序難度不高，

不少外地的國家公園會把部分維修山徑的簡單工序，設計成為公眾教育的義務工作，

透過「出汗出力」的共同建設，令參加者與郊野建立感情，從而增強保護郊野的歸屬

感，例子包括美國阿帕拉契山 Appalachian Trail Conservancy 及台灣千里步道協會的義工

計劃。 

「綠惜地球」作為本地慈善環保團體，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由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期間，推動「共築可持續遠足山徑 ─ 無痕山林教育計劃」，希望透過一

系列的公眾教育活動，包括以山徑保育為題的講座、郊野步道導賞、清潔山徑及維修

山徑義工服務等，加深公眾建立「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的郊遊態度及認識可持

續山徑概念。 

計劃內容 

目的：透過一系列公眾教育活動，加深公眾對郊野的愛護，建立「無痕山林」的郊遊

態度及可持續山徑概念。活動將帶領公眾： 

 欣賞香港天然山徑之優美及特色； 

 了解遠足山徑急速損耗和水土流失的潛在原因、山徑現況及管理所面對的難度； 

 加深對郊野環境的愛護，避免破壞山徑自然景觀的行為； 

 湊合公眾力量協助簡單的山徑維修工作，舒緩部分山徑的損耗問題 

年期：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 (為期兩年) 

主要活動：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7/15/n10563546.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7/15/n10563546.htm


活動名稱 預計時間 內容 

「共築可持續遠足山徑」

公眾講座系列 

2018年10月至 

2019 年 6 月 

從認識山徑歷史開始，透過加強認識去建立愛

護意識。 

講題包括： 

 香港郊野古道  

 夢想山徑 – 麥理浩徑的故事 

 山中疤痕 – 遠足山徑之可持續管理 

公眾導賞活動系列 2018年10月至 

2019 年 6 月 

透過導賞，讓公眾細味香港山徑之美和歷史故

事，實地觀察遠足山徑正面對的環保問題。 

主題包括： 

 香港古道遊 

 麥理浩徑深度遊  

 500 公里的手作長城  

「自己垃圾自己執」 

山徑清潔行動系列 

2018年10月至 

2019 年 6 月 

邀請公眾合力清理山徑垃圾，觀察山徑的廢物

問題、黑點及來源。 

「自己山徑自己修」 

義工培訓計劃  

 

第一期 

2018年12月至

2019年1月 

第二期 

2019年11月 至  

2020 年 2 月 

活動會邀請海外及本地「手作步道」的導師，

教授山徑維修背後的智慧、知識及技巧，指導

參與者參與簡單工序。讓公眾人士在安全的情

況下，參與山徑建設工作，增加對郊野的歸屬

感。 

每期將招募 60 名義工參與培訓計劃，義工需

出席課堂訓練，方可參與山徑維修工作。 

「香港山徑日」啟動禮暨

遠足步道自助導賞 

 

2019 年秋季 鼓勵公眾人士到建議的山徑郊遊遠足，透過電

子自助導賞系統，以智能電話獲得教育資訊，

認識山徑保育訊息。 

我最喜愛的步道攝影比賽 

 

2019年秋季 鼓勵公眾透過鏡頭欣賞天然山徑及手作步道之

美。 

預計參與人數：以上活動預計最少吸引 1,500 名公眾人士參與，當中未包括本計劃透過不

同媒體發放的教育訊息所接觸之公眾。 

本會已邀請漁農自然護理署成為是次教育計劃的支持機構，協助就相關知識及教育訊息

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及技術指導，並為公眾體驗活動提供支援。項目亦已獲得多個遠足

活動團體及關注山徑保育的團體同意作為支持單位，動員郊野愛好者參與。可持續山徑

教育在香港只是剛起步，本會期望計劃能引起郊野愛好者對相關題目的興趣及關注，透

過以上活動，邀請公眾共思共學，一起探討讓香港天然山徑保持其可持續性的郊遊態度

及方法。 

 

綠惜地球  

2018 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