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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8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071302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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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9月19日召開「看見海岸及以在地連結方式

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以宜蘭縣為例」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署107年9月11日營署綜字第1070065253號開會通知單

續辦。

正本：王委員鑫、吳委員全安、沈委員淑敏、李委員永展、李委員光中、陳委員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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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阮教授忠信、林教授世宗、陳助理教授永松、林副
教授育安、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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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看見海岸及以在地連結方式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

以宜蘭縣為例」案期末報告審查 

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7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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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期末報告內容原則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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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報告書 。 

陸、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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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發言要點 

一、 王委員鑫 

(一)本委辦案已有研究成果，後續中央可與地方政府合作；另因組織

改造後部分業務移至海洋委員會，亦可由該會與地方政府合作辦

理。 

(二)報告書 p3-20 第 1 行「航空衛星」修正為「航空/衛星」。 

(三)報告書 p3-22「斷層海岸」修正為「岩岸」。 

(四)報告書 p4-13 請考量加入「漢本考古遺址」。 

(五)報告書 p5-23 及 5-36 紀錄表內建議加列一次填表案例。 

(六)建議事項可列為明年計畫考量。 

二、 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一)保護海岸及海洋資源之觀念及行動，應積極並持續辦理，以頭城

龜山島海域捕撈櫻花蝦為例，地方里長表示數量過多致無法處

理，顯見應加強建立永續漁業觀念，避免海洋資源匱乏。 

(二)為了解海岸線變遷狀況，並考量經費有限，本局前採用簡易辦理

方式，依其成果，海岸線於颱風過後確實向內陸縮減，但經過一

段時間後，因天然波浪作用(波潮流變化)，會緩慢推動沙子，海

岸線慢慢會再往外海擴張。 

(三)簡報 p35 宜蘭海岸現況及議題初探(石城-大溪)，說明大溪國小

一帶海岸侵蝕嚴重，事實上此區位於礁溪斷層海岸(岩岸地形)，

並沒有海岸侵蝕問題，而目前灘地拋石主要是消波功能，以降低

溯升及溢流量。 

(四)簡報 p49，宜蘭海岸管理議題初探： 

1.蘭陽溪輸砂及海岸漂砂造成海岸線的變化，限於目前的技

術，及考量碎波後測量較危險，實務上較無法操作，縱使全

面調查也難以定量了解彼此之間的關係。 

2.蘭陽溪口南北兩側海岸線上的海岸保護工及突堤設施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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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海岸環境衝擊部分，目前第一河川局已採用天然材料拋石

工法，將對環境衝擊降至最小。 

3.氣候變遷是長期趨勢，所以宜蘭海岸面對氣候變遷與海岸線

退縮趨勢，除應更全面的調查與監測機制外，更應該持續性

地做，但傳統海岸線調查需大量經費，因此建議利用在地連

結方式，採用更簡易、可靠之調查方式，讓更多團隊、在地

鄉鎮公所或成立志工全面投入調查。 

(五)本委辦案很有意義，「在地連結方式」乃透過當地學校、NGO 親

自實作，藉此提升對海岸的了解而達到永續海岸的目的，建議此

委辦案應持續運作，未來可將這些經驗推廣到臺灣各海岸地區。 

(六)海岸地形變遷(報告書 p4-2)圖 4-2宜蘭灘線變化圖(2004-2013)

可作為簡報之用，但建議報告書內引用資料仍應採用本局正式報

告書或發表公開發行之相關期刊為主。 

(七)另有關安全管理部分，除建議可作指示牌外，亦可於水域作浮

標，使民眾瞭解溯深範圍，降低發生意外機率。 

三、 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宜蘭日前發生溺水案件的幾處地點，以粉鳥林為例，土地多

為國土保安用地、未登錄地等，倘非位於本局轄管範圍，自不適

用發展觀光條例，又國土保安用地目前只能作公廁、步道，是否

可作遊憩行為，仍須再予研議。另本處已委託成功大學進行相關

遊憩研究，該研究成果應可就適當遊憩行為提出相關建議。 

四、宜蘭縣蘇澳鎮公所 

(一)本鎮轄內之海岸，管理機關尚包括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國家風景

區管理處、經濟部水利署及本府等多個機關，但實際碰到問題

時，依目前之經驗多面臨無法可管的窘境，尤其是海域遊憩安全

管理部分。以最近新聞報導的粉鳥林為例，目前地方雖已組成巡

守志工隊，但因欠缺法律管理，僅能口頭勸導缺乏強制約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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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有限。 

(二)考量民間自行辦理相關活動或整合力量需要經費，爰政府機關的

經費支持是必須的。 

(三)報告書附錄 p2-4 所載針對本公所意見之回應略以「已補充，海

岸地區新興觀光產業之描述詳見 p4-34~4-36」，惟查 p4-36 應為

紀錄，請規劃單位再予檢視。 

(四)報告書附錄 p3-9 所載本公所意見略以「五、報告書 p4-36 第 4

行，內埤海灣……浮潛絕佳去處，內埤海灣係屬陡降型沙灘，為

危險海灘禁止任何游泳等活動，建請修正。」，因此區已列為危

險海域，請規劃單位務必修正文字。 

五、城鄉發展分署 

(一)報告書 p4-13 有關濕地部分，文字提及「國家重要濕地」請修正

為「國家級重要濕地」或「重要濕地」。 

(二)有關宜蘭縣轄範圍重要濕地，除五十二甲、蘭陽溪口及無尾港重

要濕地外，亦包含南澳重要濕地及雙連埤重要濕地，相關文字敘

述請予以修正，以避免誤解。 

六、本署綜合計畫組林組長秉勳 

(一)本案為先期示範計畫，依期末報告書及簡報資料內容，已達當初

設定目標，應可再延續成果，並期在地行動能持續。考量本署經

費有限，已成立海岸或海洋專責單位之縣市政府(如桃園市、基

隆市、屏東縣、高雄市等)倘主動表示意願，可再思考與其合作

之可能性。 

(二)為促進在地力量持續主動守護海岸，本署可適當提供一定程度之

資源，如政策支持、行政協助或經費，讓在地力量從地方出發，

實現其守護海岸之想法，相對政府劃設保護區之作為，應可較易

推動，亦能達成海岸管理之目標。 

(三)有關海域遊憩安全管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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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蘇澳鎮公所代表意見，有關地方志工就海域遊憩安全管理

進行口頭規勸而無效部分，建議應從法律工具著手，而依各

機關權責分工，觀光遊憩行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觀光局，請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能向交通

部觀光局反映，倘有需要，本署可配合協助。 

2.經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表示，已委託成功

大學進行相關遊憩研究，爰建議可於該研究中適時就海域遊

憩安全管理提出法規制度面補強修法之建議；另建議可依與

會委員及機關所提建議，較危險遊憩點可設置相關警告標示

牌，並依該示範點辦理模式，逐漸擴大至其他危險區域，以

期迅速有效降低發生意外事件之機率。 

3.另建議蘇澳鎮公所，倘確有需求，可以機關名義主動說明在

地困境並建議修法，應較易受地方民眾及相關機關接受。 

(四)有關本委辦案之 8 點後續推動建議，請規劃團隊再協助評估是否

有優先建議辦理部分；另本委辦案倘延續於其他縣市辦理，得以

「具潛在合作對象(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及學校、NGO)」及「該

對象以維護海岸資源為理念」，作為優先辦理縣市及合作對象之

條件，不侷限合作辦理方式。 

七、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經檢視本案邀標書、工作計畫書及工作會議會議結論，至期末各

工作項目皆有研究成果，符合契約規定。 

(二)有關實作計畫部分，後續請將相關成果納入海岸地區管理資訊

網。 

(三)考量期末報告於辦理成果說明會之前提送，請規劃單位將成果說

明會辦理情形與內容整理納入總結報告書中。 

(四)規劃單位所提出之 8點後續推動建議，均可考量作為下年度研究

計畫之參考；本組後續將適時以本案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擴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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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力量之結合。 

八、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書面意見) 

(一)報告書 p6-9 有關「與區域型、地方型環境教育中心共同推展海

岸環境教育」之權責分工部分，海岸環境教育之主管機關應為內

政部，非本署，故其中央權責單位建議改列為內政部。 

(二)報告書 p6-6（六）與本署各區域「環境教育區域中心」合作，

進行海岸環境教育教材編纂和種子教師培力，廣設調研種子尖兵

培訓課程，積極培訓海岸公民科學家部分，本(107)年度環境教

育區域中心計畫並無相關工作項目，惟內政部營建署若欲與各區

環境教育區域中心進行合作，本署樂觀其成。 

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書面意見) 

(一)報告書 p4-11 內 4 處國有林事業區名稱內應刪除國有林三字。 

(二)報告書 p4-11 蘭陽溪口水鳥保護區與宜蘭縣蘭陽溪口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之面積，依據公告應為 206 公頃。無尾港水鳥保護

區及宜蘭縣蘇澳鎮無尾港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面積，依據公

告應為 103.35 公頃。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依

據公告應為 519 公頃。 

(三)報告書 p4-13 之 3.海岸地景第一段倒數第二行，「……羅東林區

南澳事業區第 11 林班……」，建議修改為「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

處南澳事業區第 11 林班……」 

(四)報告書 p4-38 之議題建議可將近日發生的溺水案件列入。 

(五)報告書 5-16之 2018/4/27 壯圍鄉後埤社區牽罟漁獲名錄表內學

名建議標示斜體。 

(六)因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已掛牌成立，第六章推動建議內

容或可考量與海委會合作。 

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書面意見) 

(一)有關水下文化資產部分，同意回應說明：「(針對第參章，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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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主要描述內容架構與操作方法，並非針對個別保護法令

進行說明」。 

(二)有關遺址部分，報告書表 4-6(p4-9~10)有關宜蘭縣縣定考古遺

址名單(項次 16-38)，請向宜蘭縣政府確認。另同表所提漢本「遺

址」，建請依 105 年 7 月 27 日新修正文資法統一修正名稱為漢本

「考古遺址」。 

(三)有關文化景觀部分，報告書 p4-9 表 4-6 並未列入兩處文化景觀

（二結圳及烏石港舊址），請規劃單位再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