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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0810120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108年1月3日召開「看見宜蘭海岸影片拍攝計畫-
追求國土永續發展」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說明：依本署107年12月24日營署綜字第1071363519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李委員光中、吳委員全安、洪委員淳修、郭委員瓊瑩、陳委員紫娥、蕭委員菊
貞(以上按姓名筆劃順序)、國家發展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
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宜蘭縣政府、宜蘭縣頭城鎮公所、宜蘭縣壯圍鄉公所、宜蘭縣五結鄉公
所、宜蘭縣蘇澳鎮公所、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微
光影像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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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看見宜蘭海岸影片拍攝計畫-追求國土永續發展」案

期中報告審查 

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8 年 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組長秉勳 

肆、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錄：陳俊賢  

伍、結論： 

一、 本案期中報告內容原則同意，請規劃單位依契約書約定辦理後

續事宜。 

二、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見（詳附錄發言要點），請規劃單

位納入參考，並將意見處理情形對照表納入期末報告書 。 

陸、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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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發言要點 

一、 吳委員全安 

(一)海岸(coast)的範圍是濱海陸地(shore land)及近岸海域

(coastal water)，而海洋(marine)的範圍則是水深較淺的海

(sea)及水深較深的洋(ocean)，海岸與海洋重疊之處在淺海域與

潮間帶，二者性質雖相近但不相同，由於標案名稱是「看見宜蘭

海岸影片拍攝計畫」，故期中審查會片名「你好！海洋」，如能設

法調整為有涵括〝海岸〞二字在內的片名將較為妥適。 

(二)本片具教育功能，影片中有爭議的對話(例如：鯊魚哦，太多人

牠會害羞、連一根魚也沒有、你們覺得這些牙刷是哪裡來的？來

海邊玩的人)、數字(例如：海的領域就有 5 萬 2 千平方公里)、

畫面(例如：穿移民署背心的男子在海邊發護照給學生)等，建議

刪除；另有些不當的母子對話用字，也請修正(例如：「房子會種

到海邊來嗎？」、「不可以亂種的」，其中的「種」，請修正為「蓋」)，

避免造成困擾。 

(三)片中字幕的字體太小，字體顏色與背景色調也太接近，另有的鏡

頭，文字佔了畫面太多空間，此皆不利觀賞，本片雖屬紀錄片性

質，但後製時仍應注意影片質感，請設法改善。 

(四)場次 00-01「龜山島與海」的背景天空及大海顏色略嫌灰暗，給

人一種沉悶的感覺，與後續岳明國小畢業生操舟航海的熱鬧正向

氣氛不太協調，請補拍片頭龜山島明亮燦爛的碧海藍天畫面。 

(五)岳明國小畢業生操舟航海的鏡頭很吸睛，建議後製剪輯時，將部

分畫面放在片尾呈現，如此一來影片在結尾時較為有力，也會讓

觀眾留下深刻印象。 

(六)建議剪輯 3 至 5 分鐘的精華版，供未來放到 youtube 網路宣導使

用。 

二、 郭委員瓊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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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之調性可以把龜山島和近岸海域之景觀再作鏈結，讓整體影

片對海岸保育、復育及對在地互動的關係得以鏈結與被感動。 

(二)有不足處可以輔旁白與用回片、圖像(graphic)來處理。 

(三)撿垃圾部分可考量利用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聯合國組織之一)之表格。 

(四)傳統智慧牽罟係里海之一部分，可以補強。 

(五)有廟宇部分，可表示(show)廟的名字(如天后宮)也帶出海岸的宗

教與文化之關係。 

(六)片名再思考如「你好，海洋」、「海，你好」、「Hai，Hai」。 

(七)結尾部分也可以小孩對未來之憧憬與想像，帶出價值觀。 

三、 陳委員紫娥 

(一)本案以位於海岸地區學校岳明國小師生為主角，紀錄師生利用鄰

近的海岸、海洋，以寓教於樂的方式，教導學生「知海」、「親海」、

「敬海」、「護海」，讓學生親身體驗，做中學的教導方式，成效

甚佳；若能由「知」海到「親」海，進一步能夠「敬」海，再到

「護」海的概念順序更佳。 

(二)本紀錄片除了讓人瞭解利用地域特性資源外，很重要的概念是能

夠不著痕跡的將「海岸保護」、「海岸防護」、以及「永續利用」

概念融入其中，以達到海岸管理法的精神，落實國土規劃及追求

永續海洋思維。 

(三)建議將上兩項概念結合起來，例如岳明國小緊鄰無尾港水鳥保護

區，在紀錄片中有小朋友說：那邊有好多水鳥哦！無尾港濕地屬

「海岸保護區」，則可以在畫面上以文字加註之；畫面上呈現的

沙堡、濕地（海岸保護-知海、親海）、消波塊（海岸防護-護海）、

捕魚、帆船（資源利用-親海）、豆腐岬、烏岩角（海岸保護-知

海）。 

(四)知海部分如豆腐岬，主要在說明此地貌特性原因以及保護或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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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可簡單的以專家訪談之，或以文字簡述補充到畫面中即可

達此功能。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本委辦案以紀錄片方式呈現，較政府機關一般以調查研究計畫方

式辦理，更具效果。 

(二)本會刻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示範計畫，其重點為如何留

住人、讓產業進來及企業活化等，最終期讓創造地方多元經濟發

展，宜蘭縣亦為該計畫之示範點。 

(三)建議可放入具代表性、震撼性之歌曲(音樂)(如原住民、達悟族)

增加本紀錄片可觀性、加深觀眾印象。 

(四)有關親海部分，建議能以系統性表達阻礙親近海岸的因素。 

(五)考量本紀錄片重點為在地居民與海的關係，建議可適當加入海洋

產業及海洋科技元素。另本紀錄片以小孩為主軸，建議可適當加

入小孩對海洋之憧憬。 

五、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一)地質調查所刻正製作宜蘭地質演化史，詮釋宜蘭地區在板塊與海

洋環境的關係與生成，再帶出現代的人、文、地產景，片子將於

108 年與蘭陽博物館合作 108 年 3 月開展的「宜蘭地質特展」，

建議可將本計畫影片與該館接洽播映。 

(二)本影片架構下，加放字幕、字卡、旁白，或可達串聯永續發展概

念，目前各界推動之「創生」也建議可引入。 

六、本署綜合計畫組林組長秉勳 

(一)本委辦案之目標為透過紀錄片呈現在地互動，以不同方式感動觀

眾及實際使用海岸者，喚醒並連結在地力量、凝聚在地共識，自

發性守護海岸。經工作會議討論，同意規劃單位所提以小孩及學

校為主軸，帶出海岸利用、減廢等不同面向，使觀眾能了解在地

如何與海有高度連結及互動。又紀錄片是藝術創作，在達成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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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目標前提下，儘可能給予規劃單位影片拍攝之彈性，原則尊

重規劃單位對影片設計之架構、手法及效果。 

(二)請規劃單位考量能否以「圖」的方式，呈現海上、近岸、灘地、

學校等之關係，並可加入一些其他元素(如海廢有無國際規範)，

使觀眾更能理解本紀錄片之宗旨。另建議於影片中適當註明或說

明拍攝地點之地名，使觀眾更易了解地理位置。 

(三)本部近期核予彰化地區離岸風力發電多個特定區位許可案，本署

於審議過程中特別要求申請人應承諾未來辦理事項包括「定期舉

辦淨灘活動，廣邀大眾共襄盛舉，以期達到保護和可持續利用海

洋及海洋資源，並促進海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及「支持公私部

門辦理海岸地區發展遲緩或環境劣化地區之發展、復育相關推動

工作，並支持在地里山里海行動計畫或方案，以促進地方共榮發

展」等，本紀錄片的重點之一，即讓使用海岸之在地企業，經由

觀看本片，能了解如何負起保護海岸環境資源之社會責任，及如

何提出具體有效之管理措施，而非單純的宣導片。 

(四)因目前拍攝呈現之海岸或海洋活動範疇，皆位國土計畫之「海洋

資源地區」範圍，又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與海岸管理法

之「海岸地區」在空間上具高度重疊，爰本委辦案前於工作會議

中討論，暫訂紀錄片名為「你好，海洋」，有關各委員所提片名

之建議，請規劃單位再予思考，倘有需要可於工作會議中討論。 

七、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依工作計畫書至期中辦理進度，包括拍攝部分成果影片，及「前

製期(含田野調查及資料收集、企劃、腳本定稿)」、「拍攝期(活

動紀錄拍攝、人物訪談拍攝、特設拍攝（空拍、矌時）)」、「後

製期(含影像剪輯)」等工作項目，經檢視符合進度需求。 

(二)有關各委員及機關所提意見，請規劃單位視需要提至工作會議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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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書面意見) 

(一)如需租用漁船進行拍攝，請依「租用漁船從事水產資源海洋環境

調查研究及漁業管理措施」規定辦理。 

(二)報告書第 20 頁 01-15 場次聲部內容「生：連一根魚也沒有，水

母也沒有」部分，因宜蘭縣為臺灣漁業重鎮，該腳本易讓人誤解

宜蘭海域魚群枯竭，建議將前述內容部分予以刪除。 

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書面意見) 

(一)有關水下文化資產事宜，如涉水域開發利用事宜，請宣導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事項。 

(二)本案拍攝計畫內容無涉濱海陸地或考古遺址內涵、國定古蹟範

圍、重要文化景觀、重要聚落、重要史蹟，重要民俗場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