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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第二屆海岸管理委員會第 1次定期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8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 地點：桃園市政府 12樓 1201會議室 

三、 主席：鄭召集人文燦(李副召集人憲明代)            紀錄：蕭瓊茹 

四、 出席委員：李副召集人憲明、黃委員治峯、呂委員理德、莊委員秀美、 

          蘇委員宏盛、林委員玉祥、方委員力行、王委員雅玢、 

          李委員培芬、林委員水泉、林委員俊全、袁委員孝維、 

          許委員民陽、陳委員璋玲、黃委員志誠、蘇委員淑娟、 

          黃委員裕聖、劉委員月梅、蕭委員心怡(請假)、 

          鄭委員春菊(請假) 

五、 列席人員：海岸管理工程處林立昌處長、林錫聰副處長、巫秀堅副總 

          工、許嘉麟科長、王雅慧科長、江佩儒科長、江正宏正工 

          程司、李悅瑞科員、楊香芸工程員、李霖助理員、吳欣蓓 

          約僱人員、傳閔工程(股)公司巫思佩、林育朱、謝佳珆、張 

          庭甄 

六、 專案報告： 

(一) 題目：桃園海岸治理成果與未來展望。 

(二) 報告人：海岸管理工程處林立昌處長。 

七、 委員意見：詳如附錄。 

八、 會議結論：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皆已有階段性成果，請海岸管理工程

處及相關單位依規劃期程辦理，解除列管。 

(二) 請海岸管理工程處依據委員意見，結合本府各局處研擬策略方案，

並錄案到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進行管考，待有階段性成果時，再

向本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九、 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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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一、 呂委員理德 

(一) 自市長上台以後，針對海岸管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環保局提出

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其中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成立海岸管理工程處，

這是很重要的成立背景，也是市長任內最主要的海岸政策。 

(二) 過去對藻礁或海岸兩大問題，分別為污染及破壞。污染部分，環保

局從 104年至今，執行貓頭鷹計畫，針對河川上、下游及海岸取締，

總共取締稽查 12,280 家次，而告發 1,400 家次，告發裁處的金額是

3.27億元，有 95家工廠停工，顯現污染取締對整個海岸水質保護是

很重要的。在開發破壞的部分，海岸 46 公里部分尤其後端 28 公里

有藻礁，幾乎可以保護的部分有 86.7%都劃為保護區，不論是濕地法、

地質公園或以野生動物保護法，未來剩下約 13%的海岸，市長也明

白宣示在年底將以濕地保育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保存等現行法規研

議。 

(三) 海岸管理除了政府行使公權力外，還須結合民間資源，因此成立很

多志工隊、巡護隊，在觀新藻礁結合永興跟保生里 2 個社區居民的

巡守，藻礁生態教室、草漯沙丘地景展示館等海岸場館也跟社區結

合、委託社區共同經營，一同與民眾進行地方創生，結合志工參與，

以環境教育做為串場的機會，希冀結合產、官、學、民一起關心桃

園海岸。 

二、 林委員俊全 

(一) 9 海策略面向完整，對桃園市的海岸經營非常重要，建議能落實實

施。 

(二) 海岸地景：沙丘、濕地、石滬、藻礁為四大亮點，宜針對亮點經營

管理。 

(三) 地方參與的精神，需儘量倡議，提供培力機會。 

(四) 儘量提供全市環境教育機會。 

(五) 利用草漯地質公園的經營，與國際接軌。 

三、 蘇委員淑娟 

(一) 海岸管理工程處報告內容周延完備、深入淺出，顯示海岸管理工程

處的視野和決心相當可佩。惟宜重視規劃計畫落實的(1)橫向聯繫（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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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他單位的協同合作互相成就）；(2)對口向上聯繫（與中央單位之

資源政策能量相互加乘，如海委會、環保署、林務局）；(3)與民間社

會借力（整合民力之際落實政策與實務生活的結合）。 

(二) 就落實海岸守護的做法，可有多元。其中，例如可尋找在地海岸區

域中小學學校，發展有地方特色的教育（配合 108 年課綱的特色課

程）、可培力賦能在地社區並守護環境，而其後續就是形成商業模式

的觀光（生態旅遊），也不能忽視在地解說能量者的投入。也就是以

整合上下左右的方式促成永續發展的海岸未來。 

(三) 石滬議題，涉及鵝卵石堆砌的工法之外，尚應從石滬的文化（含漁

業文化、社會文化）及族群關係等切入理解及開發其作為海岸環境

資源及明智利用的基礎。請注意別僅淪為旅遊的標的而已。 

(四) 海岸公民科學家議題，處長報告的以科技方法進行環境監測很有前

瞻性，然若能以在地民間能量涉入，養成其做為海岸公民科學家的

心態與能量，民間力量將無窮貢獻海岸環境守護。亦即是由下而上

的社會力、教育力等涉入，將成桃園的公民科學家團隊，共同守護

海岸。 

四、 王委員雅玢 

(一) 海管處從向海致敬，到向海前進，整體政策規劃完整，擘劃永續海

岸願景，肯定團隊的努力。 

(二) 海洋生態系統可固定>50%的碳，面對氣候變遷，強化海洋碳匯，發

展海洋碳儲存，有助於構建桃園碳中和的未來。 

(三) 海岸環境監控科技中心的建置及成果提供海岸變遷相關科學數據，

資料非常寶貴，除物化測項外，建議可逐步納入重要的生態物種監

測，並考量開放給大眾了解及使用。 

(四) 水產飲食方式的改變也是友善海洋及永續海岸的一環，建議可和沿

海漁民、餐廳、學校一起攜手合作推動。 

五、 袁委員孝維 

(一) 海岸管理工程處努力在 9 海策略上，已有具體成效，值得鼓勵與肯

定。 

(二) 運用志工、「環保艦隊」及環保潛水隊加入，非常值得推廣至其他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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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一些科學研究，以支持「塑膠微粒」、「棲地改善」對海鳥影響

之數據，會更具說服力，且提升管理處的執行業務層次。（可以問海

保署或鼓勵支持和研究人員、教授之合作）。把點串聯起來成面

Ecosystem。 

六、 許委員民陽 

(一) 桃園海岸不是很長，才 46公里餘，但很精彩。除了沙岸外，因有台

北地層基盤的礫石，才有藻礁及珊瑚礁的生長，加上河口的濕地（許

厝港濕地等），風力吹送形成的草漯沙丘群、濱海植物園，及人文發

展出來的石滬及牽罟，形成五大亮點，近年在海岸管理工程處的努

力下，海岸有新的風貌，值得讚許。 

(二) 海岸及海洋教育需與教育局結合，除了辦理里海學堂，與永安國小

海洋學校、海洋大學合作外，教育局一定要和合作納入，類似今天

的海岸管理委員會應請教育局長出席，大家一起努力。 

(三) 海岸工程因應海岸後退變遷，希望能夠有更深入的研究、調查及施

工，成為親水性又安全的海岸。 

(四) 海岸工程處事務繁多，施工地點及工項複雜，但要切實監工，要求

品質，例如濱海植物園原有一片天然的木麻黃復育林，但施工時不

慎被破壞，不易回復，希望以後監工時更落實。 

(五) 里海學堂的通識教育班建議讓一般民眾報名參加，擴大參與與認識，

這是我接觸許多社區、工作者的期待，也讓里海學堂的招生研習可

以滿額。 

七、 黃委員志誠 

(一) 規劃架構完整、執行力強，做法都很前瞻。但缺少經費，常看到海

管處在外爭取經費，跨外部機關計畫、溝通與未來規劃可以合作成

果共享，外界更亮眼。 

(二) 有些外部單位的員工旅遊，常希望結合觀光，又希望是有正向的環

境公益，建議可思考淨灘活動，融合在地環教及微觀光行程。 

(三) 減碳、碳匯是未來氣候變遷暖化，及永續推動的重點。如果冷能計

畫能成，對此議題可有貢獻之處。 

(四) 產業大聯盟的推動，涉及在整合上困難，有賴處內多費心。 

(五) 海岸工法的環境營造基礎設計很重要，知海而調適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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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陳委員璋玲 

(一) 首先非常肯定桃園市政府對海岸管理所作的努力。海岸管理所訂的

九項策略及相關的措施具體明確，除涵蓋行政院向海致敬的四大策

略外，亦提出治海、觀海、護海、里海、藍海等策略，顯示桃市府

對海岸治理的決心與行動。以下就桃市府海岸執行提出幾點意見，

以作為未來海岸治理的參考。 

(二) 目前的海岸執行成果建議能與國際環境議題作連結，以突顯桃園在

地治理和國際海洋議題連結的意象，相關議題包括永續開發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氣候變遷、碳滙/零碳排放

等。 

(三) 觀海，非常肯定桃市府建立海岸水質即時監測網，建議未來能將海

洋生態資料亦納入資料庫，尤其若有現成資料(例如海委會進行台灣

海洋生態系調查)，可考量納入桃市府海岸資料庫。 

(四) 肯定桃市府以原則開放、例外禁止的原則作為進海的主軸。海域遊

憩首重安全，除告示牌，建議未來可利用科技，開發海域安全 APP

開發，充分告知民眾海洋資訊及各遊憩地點的可能風險。 

(五) 夥伴關係的建立對海岸治理非常重要，除將在地社區納入志工夥伴

外，未來亦擴大和當地企業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一方面可增加外

部資源，另一方面有助推動海岸遊憩和海洋教育。 

(六) 淨海，目前縣市政府積極建立環保潛水隊，作為海洋治理的重要政

績之一。但需注意，參與潛水淨海的民眾大多不是專業潛水人員，

安全非常重要。所以推動此措施，必須有周全措施確保參加潛海戰

將的潛水安全。否則萬一發生意外，將對此活動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七) 親海，肯定桃市府以親水性海堤，提供海岸防護和親海的功用。另

查桃園市政府今年公告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屬法定計畫，興建/修護

海堤需和該計畫相符。 

(八) 藍海，有關海洋廢棄物再利用部分，建議未來逐步朝再利用商品商

業模式運作，以落實循環經濟，而不是只停留在再利用物商品的樣

本製造或開發。 

(九) 藍海，肯定桃市府未來利用三接站冷卻水的前瞻超部署作法。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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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冷卻水涉及需求端及管線佈置工程。在三接站興建完成前，建

議可就冷卻水需求端進行調查及預為規劃可能的管線佈置。 

(十) 有關提供創業基地予年輕人創新研發海洋科技相關產品(如掃海機器

人、過濾海洋清除塑微粒)，值得肯定。為讓研發具有成效及更具實

務應用，建議定期瞭解及追蹤其研發內容，以利已投入的資源有更

佳產出。 

(十一) 桃市府多年來海岸管理成效顯著，可作為其他臨海縣市的典範。

基於人為對海岸的影響是跨縣市尺度的，期許桃市府未來也許可

投入跨縣市合作辦理海岸治理，以使桃市府海岸治理經驗讓更多

縣市知道及參考。 

九、 李委員培芬 

(一) 建議清除海岸垃圾時，可以將這些垃圾秤重，從其外觀記錄其來源，

定期執行分析，呈現其趨勢，並對各界進行宣導、教育。 

(二) 建議加強藻礁生態的宣傳，許多科學的事實已被外界有心擴大而有

不正確的情形，希望大眾透過事實的認識，可避免產生不必要的問

題，導致三接計畫（甚至所謂的四接、五接計畫）的延誤。 

十、 林委員玉祥 

(一) 敬佩桃園市府首創成立海管處，短短 3、4 年海管處 45 人可以成就

執行這麼豐碩成果。 

(二) 守護在地，希望能從小開始，向下紮根，由鄰近學校，由校長、老

師帶領學生、家長、社區認識自己的土地，家有什麼？什麼值得珍

惜、保留，甚至推廣，才可以永續經營並可以地區社大相關課程結

合，由社區認養或共同合作。 

(三) 海岸監測需長期執行，而桃園海岸牽涉部門相當多，各部門各自執

行監測計畫，成果應蒐集甚至分工，以列入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十一、 方委員力行 

(一) 桃園的海岸管理執行及未來展望都能落實並具體可行，值得稱許，

不過未來的海岸經營管理最大的”不可抗拒”變數是氣候暖化所造

成的環境變遷，包括海水上升會讓很多現在熱門關注的生態系消失

（如：藻礁、濕地），海岸侵蝕會造成許多海岸設施面臨破壞及安全

威脅…等，因此建議日後在做願景規劃、政策制定、施政推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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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不要侷限在以往的知識、經驗與歷史記憶中，而能考量整體（大

尺度）環境生態系統的結構性變化（類似大數據分析），以便在整治

現有問題時，同時能瞭解、掌握並主動解決未來更大的問題。 

十二、 劉委員月梅 

(一) 桃園市率先成立海管處，其工作推動、工作分工、未來的展望都可

能成為其他縣市諮詢或學習的榜樣，期望能夠穩穩踏實執行，且以

生態永續為核心價值。 

(二)  對於「志工隊」、「購置經費」、「修建場館」等許多都為前端之建置

經費，而維持及修整部分也應加入考量，並列入 9大面向之中。 

(三) 海岸長度共 46公里，認養 25.8公里，另有 20.2公里卻無其他規劃，

既是海管處，考慮上宜更全面，若 20.2 公里之海岸有其他考量，也

該說明，讓委員知道詳細原因。16輛沙灘清運車，似乎是每隊 1台，

但未必認養單位都適用啊！ 

(四) 海岸垃圾緊急清除部分「108年 5月」之布料，此部分建議宜找到源

頭，源頭管理才是上策。 

(五) 知海部分－有海洋教室，也有列入課程教材，如何善用，如何鼓勵

才是上策。 

(六) 對於海岸工程施作，宜有更多的相關海洋相關數據，更生態的方式

建會更好。 

(七) 海洋大學設置育才基地，未來海洋大學在海洋教育、守護、研究上

有何期許？ 

十三、 莊委員秀美 

(一) 文化局在 2015年時舉辦石滬文化祭，是以社造補助及輔導方案進行，

第二年則用地景藝術節結合千人築石滬及牽罟活動，後來社區的力

量也有起來，例如成立愛鄉協會，因此在賦能及培力方面都有持續

在進行。 

(二) 建議以海管處為主，結合產官學民合作申請大學 USR，引入專業培

力及輔導社區。 

(三) 目前海岸場館委託在地社區經營，社區需有收費才能夠永續，然而

在法規上社區協會無法開發票或收據，也無法公開舉辦小旅行，因

此難以進行大規模商業模式，這些都是法規制度的限制，能否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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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跨局處協調解決這些問題？ 

(四) 海洋教育的部分，對於孩子不能直接使用大人、學術的觀點去和他

們溝通，在這些細節上還需要多留意，也需要教育局的協助。 

(五) 客家事務局每年都會盛大辦理石滬、牽罟活動，其實可以一起整合

向國發會申請經費。 

(六) 台東有一些藝術家完全使用海廢進行創作，文化局可以和環保局、

教育局結合來舉辦類似東海岸藝術季的活動，全部用海廢進行創作，

同時可進行環境教育。 

(七) 參考日本的經驗，其實地方、民間的力量非常大，只是說政府如何

媒合各種資源以及學校，建議中央大學和海洋大學這兩所學校申請

USR，就能有經費可以推動相關事務。 

十四、 黃委員裕聖 

(一) 認同報告單位未來規劃，惟應儘速落實。 

(二) LNG冷凝水循環利用，引水養殖造福地方創造就業機會與產值。 

(三) 開放海岸從事親水遊憩，優先選點竹圍、永安二漁港南岸，符合期

待。 

(四) 儘速落實海洋生物救護站，增加提高受傷生物存活率。 

(五) 推動里海倡議、跨域合作，聯合各亮點行銷桃園海岸生態遊程。 

(六) 海堤損壞，加速臨時性防護設施減緩海岸侵蝕。 

十五、 黃委員治峯 

(一) 桃園市管轄的海岸地區包含陸域、海域約 2 萬多公頃，目前已有初

步成果，但還有努力空間。目前除了復育、保育的議題外，還面臨

三接站、航空城這些大規模的開發工程案件，如何取得它們之間的

平衡，以及應用中油、台電來開發後所提供的資源，我們會再繼續

努力。 

(二) 另海岸管理委員會下還有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由本人負責主持，

並有中央機關、市府相關局處及國營事業單位等參與，本會議相關

決議都會下交到該小組進行討論並落實執行，該小組相關資料在今

日報告亦有呈現，供各位委員參考，希望讓桃園人文、自然四大地

景及海岸風貌更好。 

十六、 林委員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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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議將各單位的資源加以整合，放大效益。 

(二) 公部門（市府）的橫向合作與相關配套。如：文化局（石滬社造）、

交通局（自行車步道）、觀旅局（遊程、微旅行）、教育局（環境教

育）、農業局（休閒農業區、休閒農場、農會、漁會、農地、林地）、

青年局（青年創業、傳承）地方創生，大家一起來！ 

(三) 公部門提供資源（硬體設施、館舍、經費）讓社區能夠與各級學校

搭配，借力使力，發揮效率；並能建立夥伴關係，相互陪伴、共同

成長。 

1. 中、小學：校外教學、戶外參訪 

2. 高中：自主學習課程 

3. 大專校院：USR（大學社會責任） 

4. 環教人員：導覽、解說 

(四) 將海管處所做努力推播出去；讓大家知道沿海四區的海岸線這幾年

來是如何的變化，讓大家有感，並喚起大家的里海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