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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12A—054

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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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述與工作流程

特定區位許可之審議

後續辦理重點說明

簡報
大綱

期初工作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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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緣起與計畫目標

1.2 計畫範圍與整體規劃作業期程(含各項工作預定進度)

1.3 工作項目內容及預期工作成果

1.4 工作團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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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業於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海岸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依本法第18條規

定「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經公告實施後，應視海岸情況，每5年通盤檢討1次……」，

而內政部前於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刻辦理通盤檢討作

業，按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以下簡稱通檢草案)「6.1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略以，就不同案件類型訂定許可條件、監測內容，按各特

定區位環境特性規範對應之利用原則及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風機、太陽光電）

提出整體政策需求。

故內政部應配合研議修正「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含附件一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書圖格式)」(以下簡稱利用管理辦法)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

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以下簡稱審查規則)。

本計畫目標為依通檢草案研訂不同類型案件許可條件等，俾供後續海岸管理及特定

區位許可相關事宜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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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計畫時程應視署內需求與實際執行情況調整。 2.第一個月為112/9/20~112/10/19，以此類推。3. O第一次工作會議已於112/11/01召開完畢

本計畫範圍：內政部最新公告修正之「海岸地區範圍」。

整體規劃作業期程：自簽約日（112年9月20日）次日起，分五階段辦理。

各
項
工
作
預
定
進
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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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區位許可之審議 二、特定區位許可
之其他相關事宜

三、協助確認海岸地
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

服務平台圖資

預期成果

四、座談會議題討論

本案研究架構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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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簡連貴教授

協同主持人/組長
黃偉柏教授

協同主持人/組長
曹宴瑄專任研究員

組長
許智翔技師

組長
張守剛技師

議題討論及行政協調組 資料蒐集與研析組 圖資審核及管理組 區位許可審議研析組

姜重宇(專任研究員)
廖嘉宏(兼任助理)

許睿綻(博士候選人)
廖顯益(兼任助理)

葉純甄(博士候選人)
張馨云(兼任助理)

陳柏翰(專任研究員)

• 檢查紀錄內容、查核表內
容研析

• 評估可委辦地方政府審查
案件類型

• 研提海審會議行政作業相
關建議

• 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
訊服務平台資料覆核

• 研提資訊網輸出展示功能
改善建議、用者建議等

• 已審議案件整與研析
• 彙整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
規則歷次修正內容及演進

• 國內外實際開發案例蒐集
與分析

• 座談會議題討論、工作會
議

• 計畫進度控管及計畫行政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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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析海審會已審議各類型案件基礎資料

2.2 彙整海審會已審議各類型案件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海審會（含專案

小組）審議重點、通過及未通過理由

2.3彙整各類型案件之國家公園署（原內政部營建署）相關會議紀錄及函示

2.4彙整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規則歷次修正內容及演進

2.5彙整及分析國內外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實際開發案例

2.6就前開事項提出利用管理辦法建議條文（包括但不限申請許可及變更許可之海岸利用

管理說明書書圖格式）及審查規則建議條文（包括但不限太陽光電專編、風力發電專編）

【期初工作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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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依據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以下簡稱通檢草案)「6.1內政部應辦及配合
事項」指示，內政部未來應就不同案件類型訂定許可條件、監測內容，按各特定區位環境特性
規範對應之利用原則及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含風機、太陽光電)提出整體政策需求。
故本計畫即配合研議修正「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含附件一海岸利用管理
說明書書圖格式)」 (以下簡稱利用管理辦法)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
則」(以下簡稱審查規則)。

貳、特定區位許可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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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法第25條：「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
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從事一定規模以上之
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
申請人應檢具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

已針對自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規則105年2

月1日發布施行截至112年11月底止之海岸
管理審議會歷次會議審查案件進行盤查與
彙整：

目前海審會已審議特定區位許可共75件。
（已通過共74件，未通過共1件）

整理項目：
案件類別、縣市地區、審議時間、涉及區位及
面積、裝置種類及容量、特殊議題、核發許可
時間等。

特定
區位

一定規模
或使用性
質特殊

開發利用、工
程建設或建築
等程序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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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審議通過之離岸式風力發電案件說明

1.經濟部能源署（原能源局）於104年7月2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
點」，公開全台36處優良離岸風場，21個最具潛力風場。

2.行政院業於105年10月27日第3520次會議提出「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太
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最關鍵的發展項目

3.經濟部擬定風力發電4年計畫（106年至109年），設立114年6.9 GW（陸域1.2 GW、
離岸5.7 GW）目標。

海審會議早期主要以審
議離岸式風力發電為主

 分布地點：苗栗縣、
彰化縣、雲林縣等
潛力場址地區

 裝置類型：單樁式
或套筒式

各申請特定區位許可案件皆涉及近岸海域地區

 部分案件包括涉及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沿海一般保護區等

 申請面積介於0.02至8,400公頃間，平均申請面積為1,911公頃

「大彰化西南離岸風力發電計畫」案等共計8案，僅海纜設置、
施工區域涉及近岸海域範圍，申請面積介於131至750公頃間，海
底電纜長度為8.29至9.8公里間

 麗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
計畫」案，因取得許可後逾3年未為使用，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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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年行政院「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說明」，太陽光電長期目標為114年達
成20GW，其中屋頂型3GW，地面型17GW

2.經濟部能源署（原能源局）108年公告「109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畫」，
涵蓋農、漁、畜電互利共生目標，奠定長期推動之制度化基礎

3.太陽光電案件為自109年度起，申請案件數量逐年上升

1.彰化3件、雲林4件、嘉義7件、
台南3件、高雄13件、屏東4件

2.皆位於一級海岸防護區位之陸域緩衝區，
無涉及災害防治區範圍

3.部分涉及彰雲嘉沿海保護區計畫之一般
保護區等，皆已取得保護區目的事業主關
機關核發符合保護區計畫之證明文件

數量、分布及涉及區位：

4.災害類型：含暴潮溢淹、地層下陷

2.已審議通過之太陽能案件類型（含屋頂型太陽能類）案件說明

裝置類型、面積：

 屋頂型光電：

1) 隨農業部（原農委會）於110 年5 月13 日修正發布「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相關「漁
電共生」等能源政策推動。

2) 申請面積大幅下降，介於0.99~35.51公頃間，平均申請
面積為3.18公頃，以面積2公頃以下之案件占比半數以上。

 地面型光電：

1) 以109至111年度為主，申請面積介於8.68~171.00公頃間。

總樓地板面積介於7,584~272,076

平方公尺（平均總樓地板面積為
22,977平方公尺）

2,000平方公尺
(利用管理辦法
第3條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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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審議通過之海纜案件說明

通信觀測類

1.為提升海域地震定位準確度與縮短反應時間，
提供民眾較多地震與海嘯之預警時間所建置
之海纜觀測系統，共計1件。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通信類海纜

1.擴充連接國際網路頻寬，與分散連外路由
降低海纜斷訊事故風險等，建置數條連接
美國、香港等地區之國際海纜，共計6件。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02

01

1.利用範圍主為海域地區，
陸上利用範圍僅限上岸
路徑及連接站(陸域使用
面積皆小於500平方公
尺)等。

2. 長度介於 6.45~43.01
公里間。

3.涉及特定區位：
海岸防護區、人工魚礁
區及保護礁區、近岸海
域、潮間帶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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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 工業港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
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第三座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第一次變更案

 開發申請範圍涉及近岸海域及潮間帶

 原申請案使用海岸長度約1.6公里，
填海造陸面積約77公頃

 為避開藻礁、柴山多杯孔珊瑚等敏感
環境生態，依「迴避替代修正方案」，
開發面積調降至24.5公頃

台灣中油公司提送之「桃
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
&第一次變更案

 開發申請範圍涉及近岸海域

 原申請案使用自然海岸面積為62.40 
公頃，自然海岸使用長度為5.49公里

 因應外推方案，維持既有開發申請面
積(811.24ha)，將工業港防波堤及碼
頭堤線外推

4.已審議通過之工業區、工業港等案件說明

共計2件 共計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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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說明 縣市 類型 面積(ha) 長度 涉及區位 使用分區
核發許可
時間

備註

審議「連江縣跨海
大橋(馬祖大橋)」
案

連江縣政
府

111年 5月 27 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59次會議。

連江縣
填海造陸、
跨海大橋

6.450
4.3

公里
近岸海域、
潮間帶

港埠用地、
保護區、海
域區

111/9/29
使用自然海岸面積約6.45 公頃
使用海岸線長度約60 公尺，開發
利用人工海岸線1,342公尺

審議「料羅港區北
碼頭區圍堤造地工
程」案

金門縣港
務處

110年 6月 25 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48次會議。

金門縣
填海造陸、
跨海大橋

17.200 -
近岸海域、
潮間帶

港埠用地、
海域區

110/11/4
使用自然海岸面積約17.2 公頃
使用海岸線長度約755 公尺

審議「芳苑濕地紅
樹林暨其周邊整體
環境改善」

彰化縣芳
苑鄉公所

108年 06月 28
日提報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24次會
議。

彰化縣
景觀步道相
關設施

0.570
870
公尺

近岸海域、
潮間帶

一般農業區、
海域區

108/10/25
藉由紅樹林疏伐，同時創造高架
步道，兼具泥灘地再造及環境教
育機能

審議「臺東深層海
水試驗管工程」案

經濟部水
利署南區
水資源分
署(原水利
署南區水
資源局)

109年 4 月 24
日提報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33次會
議。

台東縣 深層水管 0.860
3.7

公里

近岸海域、
潮間帶、二
級海岸防護

區

森林區 109/6/9
1.送水管:0.48公頃
2.取水井:256平方公尺
3.取水管0.35公頃、1.4公里

審議「臺東富岡港
交通船碼頭改善工
程(新設南防波堤)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
書」案

臺東縣政
府

108年 12 月 13
日提報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28次會
議。

台東縣 防波堤 0.340
245
公尺

花東沿海保
護區計畫-一
般保護區、
潮間帶

海域區 109/6/2

審議「屏東縣東港
鎮水資源回收中心
新建工程放流出口
設施」案

屏東縣政
府

112 年 3 月 10 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70次會議。

屏東縣
取排水管相
關設施

0.066
20

公尺

潮間帶、一
級海岸防護-
災害防治區

海域遊憩區 112/6/30
海岸管理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使用性質特殊)

審議「通霄電廠第
二期更新改建計畫
(冷卻循環水系統
海底取排水路工程
)」案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

112 年 3 月 24 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71次會議。

苗栗縣
取排水管相
關設施

4.800
80

公尺
近岸海域、
潮間帶

海域區 112/5/19
海岸管理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使用性質特殊)

5.已審議通過之其他類型（如填海造地、景觀步道…等）案件說明

符合需申請特定區位許可要件
• 開發利用、工程建設或建築等

程序未完成
• 涉及特定區位
• 一定規模或使用性質特殊



17

就已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類型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進行盤查：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各案場海纜上岸須經海堤區域者：

風電

1.地方政府

※有關HDD 工法對海堤之安全性考量，應提出相關監測或施工計算。

※建議考量於施工前小燕鷗繁殖期間進行巢位調查。

以大容量風力機組作為主要選擇，並儘可能集中配置，以留更大水域空間，
同時減少影響相關船舶進出穿越。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

 一般性海堤：依水利法及海堤管理辦法規定辦理。

 一般性海堤以外：逕向地方政府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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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政府

※補充鳥類生態友善補償措施、棲地營造及經營管
理等具體細節內容
※建請避免夜間施工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綜計組）

建議申請人依照出流管制精神，請水利技師將相關排水演算內
容予以納入海岸利用管理說明書

應評估辦理生態環境監測，並補充說明調查之目的、項目及頻
率

留設土地比例
景觀模擬請以平面圖、立面圖、鳥瞰圖等輔助說明高度差異與
地景關係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因位陸域緩衝區內，應考量辦理適當防範措施，以降低受災風險

申請人應予規劃考量50 年重現期暴潮水位高程、風力、波浪衝擊，
地層下陷、地下水位變化等，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非中央機關興辦之開發案，其出流管制規劃書或計畫書審查及核定，
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

開發規模<2ha 者

就已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類型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進行盤查：

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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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政府

※施設過程請盡量避免影響漁

民作業時間

※供配置及路線圖給漁會，請

漁船協助佈纜工程之周遭安全

防護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應向河川分署提出穿堤計畫申請，並報經濟部

核准後始得施工

※航港局、國防部、漁業署-落實航船布告作業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綜計組）-既有使用交會部分，

應考量如何避免對其他既有使用造成影響

1.地方政府

※目前已劃設有觀新藻礁野生

動物保護區，希望有一個統一

方式，指引縣市政府正確劃設。

※請持續監測，必要時應採取

因應措施淤沙衝擊減緩措施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海委會-大潭藻礁是否劃設為保護區，將提報海洋野生動物保

育諮詢委員會討論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法規定辦理

※漁業署-施工前洽當地漁會，說明施工方式、期程、海域範圍

及設置聯絡窗口等，以建立雙方溝通管道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綜計組）-請加強說明「對海岸

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輕之有效措施」

就已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類型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進行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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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名 會次 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填
海
造
地

1. 審議「連
江縣跨海大
橋(馬祖大橋)」
案

111年 5月
27 日提報海
岸管理審議
會第 59次會
議。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綜計組）
1.建議再補充說明零星海岸災害潛勢區位與本案計畫範圍之相對關係，倘有涉
及應說明相關因應措施。

2.針對本案除橋樑主體工程外，就周邊整體規劃構想，請申請人確實補充空間
需求，以作為後續都市計畫審議參據。

2. 審議「料
羅港區北碼
頭區圍堤造
地工程」案

110年 6月
25 日提報海
岸管理審議
會第 48次會
議。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分署
1.就海岸管理法精神，開發單位造成侵蝕仍屬料羅港管理單位權責與義務，需
進行處理。
◎水利署第八河川分署
1.建議可於養灘工法施工前，再對計畫區臨近海岸進行一次水深之底床值採樣
分析，以利確實掌握沙源之品質。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
1.查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本次會議相關問題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過程
已有相關討論，建議未來類似案件，內政部可考慮與環境部辦理聯席審查小
組，以提升行政效率並避免疊床架屋進行重複審查。

景
觀
步
道
相
關

設
施

1. 審議「芳
苑濕地紅樹
林暨其周邊
整體環境改
善」

108年 06月
28 日提報海
岸管理審議
會第 24次會
議。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營建署綜計組）
1.請彰化縣政府就本案無法避免位於相關區位，以及其使用方式不致造成破壞
等部分補充論述。
◎經濟部水利署
1.請確實落實相關規定，並做好各階段之生態檢核工作。

就已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類型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進行盤查：【其他類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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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類型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進行盤查：

類別 案名 會次 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深
層
水
管

1.審議「臺東深層海
水試驗管工程」案」

109年 4 月 24

日提報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33次
會議。

◎農業部漁業署
1.有關當地漁船筏作業實際區域及航行安全意見，建議應請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表示意見。

2.申請單位於舖設作業前，應先洽作業海域相關區漁會，辦理施工說明會，
並將施工方式、期程、海域範圍與發生糾紛之聯絡窗口等資訊確實說明，
建立雙方溝通管道，達成共識後再進行施工，以及作業前將相關資料提
供相關漁會轉知所轄漁民，降低本案對漁船航行安全之影響。
◎臺東縣政府
1.本府擬訂之本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以50 年海象條件作為防護基準，請該
施工單位納為海岸災害風險及因應措施之重要資訊，並自行於規劃設計
時妥予評估考量。

防
波
堤

1.審議「臺東富岡港
交通船碼頭改善工程(

新設南防波堤)海岸利
用管理說明書」案

108年 12 月 13

日提報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28次
會議。

◎農業部漁業署
1.臺東縣政府未來應將施工作業時程及作業位置提供當地區漁會及漁業通
訊電台，轉在地船隻並作好日夜間清楚標示，以免影響航行安全。

取
排
水
管
相
關
設
施

1.審議「屏東縣東港
鎮水資源回收中心新
建工程放流出口設施」
案

112年 3月 10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70次會
議。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該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屬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定義，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排放許可文件後，始得排放廢（污）水。

2.該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係排放於海洋，應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
2.審議「通霄電廠第
二期更新改建計畫(冷
卻循環水系統海底取
排水路工程)」案

112年 3月 24日
提報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71次會
議。

◎農業部漁業署

近期各方針對取水管汲入生物是否影響生物資源表達疑慮，建議申請人持
續監測作為參據。

【其他類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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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案件之通案性要求、現況辦理情形彙整範例如下：

項次
審議案
件類型

海審會決議或審議重點
現況辦理情形之說明

(是否已納入審查規則或相關函示)

1
離岸
風電

 要求開發許可申請人(評估開發對海域及海岸地區環
境生態、地形變遷等累積效應影響) (審議會第16、
17、19、23、27次)

 內政部108.3.19台內營字第1080803731號函
「特定區位許可內容檢查紀錄格式」之(三)
「應辦事項(或注意事項)」及「承諾事項」
之辦理情形(取得海岸管理法第25條特定區
位許可之案件，申請人應至少每年辦理1次
許可內容之檢查)

 是否納入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規則之修正，
尚待研議與商榷

 風力發電案許可範圍應包括風機扇葉360 度動態旋
轉垂直投影範圍(掃風範圍)及海纜廊道範圍(即海纜
緩衝區)；另海纜 (含電力、通信等各類型) 申請案，
許可範圍應包括海纜廊道範圍(即海纜緩衝區)。(審
議會第76次之附帶決議)

－

 涉及「貢獻在地社會及經濟成長」、「有助於促進
鄰近地區之社會及經濟發展」及「對申請案件利用
之海岸地區，提出具體有效之管理措施」等許可條
件或考量事項規定所作成之「承諾事項」，應以協
助海岸資源保護、災害防護或永續利用發展等海岸
管理之相關事項為原則，以利開發審議案件有所遵
循，而非僅以申請人自行提出之事項以為依循。(審
議會第55次之附帶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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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案件之通案性要求、現況辦理情形彙整範例如下：

項次
審議案
件類型

海審會決議或審議重點
現況辦理情形之說明

(是否已納入審查規則或相關函示)

2
太陽
光電

 要求開發許可申請人(應訂定長期監測計畫，並提供監測或測
量成果相關資料，納入海岸基本資料庫，供政府海岸規劃管
理之用。) (審議會第42次)

 已列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草案）「6.1內政
部應辦及配合事項」項目四及五，
（略以）需修訂「一級海岸保護
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第9條及附件一「海岸利用管理說
明書書圖格式」五(二)6.監測計畫
增列針對開發類型及區位之監測
規定及(七)環境開發現況增列有
關同類型開發案件說明

 長期監測計畫與納入海岸基本資
料庫之監測項目及格式，目前尚
待研議與商榷

 海岸地區室內養殖場附屬光電設施許可案件通案審議重點(審
議會第53次)

 於110年11月5日召開「室內水產
養殖設施之屋頂型光電案件涉及
海岸防護區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行政協商會議」後，已修正「室
水產養殖設施屋頂型光電案件之
特定區位許可審議重點」(發布日
期11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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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議案
件類型

海審會決議或審議重點
現況辦理情形之說明

(是否已納入審查規則或相關函示)

2
太陽
光電

 因位屬暴潮溢淹、地層下陷等災害潛勢地區，仍請申請人比照出流
管制精神進行基地逕流及排水系統評估，規劃適當且有效之防護措
施，相關評估內容及防護措施並請水利技師補充簽證(審議會第58
次)

－

 有關鳥類監測部分，倘未涉及生態敏感之環境敏感地區，通案要求
如下，倘涉及生態敏感之環境敏感地區者則另案研議：

一、監測範圍為「案場邊界向外延伸500公尺」。
二、監測期間為「營運開始至營運結束」。
三、監測頻率為「每年辦理2 次、分別為夏冬各1 次」。(審議會第60
次之附帶決議)

－

 為確認室內水產養殖設施附屬屋頂型太陽光電案件於取得特定區位
許可後，確實有辦理「水產養殖」（主體設施）行為，通案要求本
類案件應有「說明每年水產養殖行為及生產量」承諾事項，後續業
務單位得視需要函請地方農業單位協助檢視其辦理情形合理性。(
審議會第65次附帶決議)

－

 海岸地區室內養殖場附屬光電設施許可案件通案要求基地內留設
30%開放空間土地之原意係有基地滯洪、鳥類暫棲覓食及降低景觀
衝擊等綜合因素考量，故將該等原始地貌或露天通透狀態之30%土
地留設「基地外」，係屬「過渡期」權宜處理方式。於海審會第72
次會議紀錄確認後，正式行文通知地方政府，要求此類型案件僅能
於「基地內」留設上開30%土地，不得於「基地外」留設。(審議
會第72次之附帶決議)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內政部
營建署）112.5.16營署綜字第
1121110323號函「僅涉及陸域
緩衝區之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屋
頂型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
可審議重點」海岸利用管理說
明書第7章建議載明事項

 推動中央漁電共生專區於海岸管理具有正面效益，請經濟部彙整中
央漁電共生專區相關業務執行成果（涉海岸管理部分）以及將設置
光電板後對周遭環境微氣候影響評估納入說明，每年提案至內政部
海岸管理審議會報告，或函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內政部營建
署），俾利後續相關案情審議參考以及彙整納入海岸管理白皮書或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盤檢討。（審議會第63次及74次之附帶決議）

－



25

以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為例，通過及未通過理由彙整如下：

離岸式風力發電案件

1.風場開發利用申請範圍已避開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等環境敏感區。

2. 原則以大容量風力機組作為主要選擇，並儘可能集中配置，留

更大水域空間，同時減少影響相關船舶進出穿越，以保障公共通行

3.應依規範規劃配置標示及警示等，並將相關資料交予主管機關，

以保障海域公共通行安全

海岸管理法第26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許可：
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利用原則。
二、符合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管制事項。
三、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
四、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輕之有效措施。
五、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時，應以最小需用為原則，並於開發區內或鄰近海岸之適當區
位，採取彌補或復育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之有效措施。

「臺中市大安區風力發電廠設置第73號風機」、「臺中市大安區風力發電廠設置第

74號風機」等2案

1. 「區位不可替代性」、「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輕之

有效措施，其風機機組（含基座）設置對沙丘變遷之影響」、「彌補或復

育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之有效措施」，無佐證數據或說明。

2.未取得特定區位許可前，已先行動工整地等。

太陽光電案件

1.基地內留設30%開放空間土地，作為

基地滯洪、鳥類暫棲覓食及降低景觀衝

擊等用途。

2. 藉由三維景觀視覺模擬成果進行佐證，

並配合採用低炫光太陽能板，以避免影

響鄰近用路人安全及保全野生動物棲息。

3. 採清水清洗太陽光電模組，不使用任

何化學藥劑，避免對環境造成影響

4. 採用較佳抗腐蝕性及抗鹽性之零件，

且應擬定鏽蝕汙染因應措施，且支架高

度應符合抗風能力及暴潮溢淹淹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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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件
類型

說明 會議記錄及函示

1

離
岸
風
電

建議經濟部能源署針對影響沙灘（特別是公
有自然沙灘）公共使用或公共通行之風機，
於電業籌設許可階段即宜予以否准。

會議時間：105年5月3日

涉及風力發電設施需排除海岸地區範圍內之
區位，建議針對擬設置於「海岸保護區」、
「海岸防護區」、「河口」、「潮間帶」或
「影響沙灘公共使用或公共通行」之風力發
電設施，於電業籌設許可階段即宜予以否准，
以資適法。

106年2月21日內授營綜字第1060802290號函

離岸式風力發電開發利用規模計畫算算應納
入風機塔筒、基座、保護工及纜線等，達一
定規模以上，應依本法第25條及利用管理辦
法規定，申請區位許可。

106年5月9日營署綜字第1060028299號函

風機葉片旋轉垂直投影範圍超過核定風場範
圍應辦理許可變更

108年10月14日營署綜字第1080077308號函

依據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之函令下載專區，已完成
彙整各類型案件之國家公園署(原內政部營建署)相關會議紀錄及函示

以離岸風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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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期初階段已完成各審議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之基礎資料彙
整分析、審議意見與重點、通過及未通過理由、相關會議紀
錄及函示，梳理各案件類型概況、現況辦理情形等脈絡，可
供予未來提出利用管理辦法、審查規則建議條文參考。

02 後續辦理重點：

期中階段：

1) 彙整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規則歷次修正內容及演進

2) 彙整及分析國內外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實際開發案例

3) 彙整分析檢查紀錄內容及提出檢查紀錄之通案處理方式

4) 就地方政府依利用管理辦法第9條填具查核表內容提出建議

期末階段：

1) 提出利用管理辦法及審查規則建議條文

2) 評估可委辦地方政府審查案件類型

3) 海審會召開會議之行政作業提出相關建議及設計特定區位許可簡
報格式及建議

4) 協助確認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圖資

期中階段後召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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