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編織花蓮生態綠網

-花蓮溪上游成果分享-

林業保育署花蓮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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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生態綠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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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生物多樣性的流失，棲地連結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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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2020)

綠色網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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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生物多樣性保育焦點從深山轉移到淺山

自然保護區域

大多位於深山

5.6%
位於淺山到海岸

49.4%
位於深山

55 %

64 %

保育類野生動物

台灣紅皮書植物

自

然

保

     護

  區

域

淺山物種豐富，但缺乏法規保護。

產業發展與保育的交會、衝突區。

政府法規保護
佔國土55%

淺山定義：800-1000公尺以下山坡地

淺山範圍少
受法規保護



國有林受保護區域外

淺山平原兼顧自然與社會的永續發展是國土保育關鍵

私有農地、林地、魚塭，

難以劃為保護區，保育策

略宜跳脫圈地保護的思維。

淺山平原土地權屬與權益

關係複雜，需跨部門公私

合作，才能兼顧永續發展

與國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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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 盤整歷年生態調查資料，套疊

圖層，指認生物多樣性熱點與

關鍵區域

2. 以綠帶或藍帶鏈結各熱點與山、

海間之重要生態系

3. 於位處熱點與關鍵區域之農業

區推動友善環境生產

目標

1. 提升淺山、平原、濕地及海岸

之韌性與調適力，維護其生態

系服務功能與生物多樣性

2. 保全及活用社會-生態-生產地

景與海景及營造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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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TEN) (est. 2018)

國土綠網關注區 區域保育軸帶



綠網行動面向
健全國土

生態綠網

藍圖 生態植被

復育與入

侵種移除

生態廊道

串連與動

物通道建

置

高風險地

區與瀕危

物種保育

友善生產

環境之營

造

里山倡議

與地景保

育推動

公眾參與

及國土綠

網環境教

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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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PAs & OECMs 30x30

野生物種合理利用及貿易

綜合空間規
劃 

生態復育與連結 30%

受脅物種管理行動

外來入侵種管理

污染與水質管理

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災

永續生產系統

增益生態系
服務功能

野生物種永續利用

都市藍綠
帶及連通

遺傳資源惠益分
享

生物多樣性主流
化

責任消費

生物安全管理

獎勵措施

資金與資源

國際培力與合作

資訊流通

性別平等

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參與決
策

減少對生物
多樣性的威脅

執行工作和主
流化的工具和
解決方案

通過永續利用
和惠益分享
滿足人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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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

以綠網為重要路徑，回應2030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
行動計畫 (NBSA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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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綠網空間藍圖



2. 花蓮溪溪流保育軸帶

3.海岸山脈北段淺山暨海岸濕地保育軸帶

4. 花東縱谷平原濕地保育軸帶

連結魚塭經營與遊憩產業機會，投入友善水域經營，創造
花東縱谷穩定、跳島式的水鳥及水生植物棲地

海岸獨流成為洄游性生物完成生活史所需優良棲地；社區
居民永續、友善利用河川資源

回復花蓮溪健康河相、建立溪流縱橫向連結；建立完整森
林與溪流廊道，有效串連中央與海岸山脈生物棲地

1. 花蓮北部都市綠地暨海岸林保育軸帶

保安林與溪流串聯，提供生物利用、民眾休閒與保安；臺
灣狐蝠族群健康、穩定的在軸帶內棲息，並與在地居民和
平共存，且居民並能以臺灣狐蝠為傲

5. 秀姑巒溪溪流保育軸帶 

回復秀姑巒溪健康河相、建立溪流縱橫向連結；落實生態
友善耕作，提升田區生物多樣性及與周邊自然棲地之串聯

5條區域保育軸帶

11花蓮綠網藍圖脈絡 -「保育軸帶」引領方向



軸帶與重點推動區 12

•

處
重
點
推
動
區

•

條
區
域
保
育
軸
帶

1-1
三棧溪

2-1
初英華隆

2-4
大農大富

4-1
壽豐養殖區

3-1
大不岸/加塱溪

5-1
秀姑巒溪口

5-4
羅山

5-2
舞鶴台地

5-5
鱉溪

1-2
美崙溪

5-3
南安

3-2
港口、靜浦

4-2
瑞穗養殖區

2-2
月眉米棧

2-3
鳳林溪口

4-3
三民養殖區

5 14
+
2



大農大富生態廊道
面臨的課題



14大農大富分區規劃與廊道瓶頸點盤點

陸域廊道
核心區

緩衝區

緩衝區

林業保育分署、林試所、台糖、東華大學、九河分署、花蓮縣政府、公路局東區養護分局、
鐵局道東工分局、農水署花蓮處、國產署花蓮辦事處、光復鄉公所、NGO、社區

水域廊道
永續經營區

生態友善
農業推廣

生態友善
農業推廣 新大富橋下自然演替、蓄水空間改善

舊大富橋阻隔改善

台9動物通道改善

台糖溝渠坡道營造
193護欄阻隔改善

北大排鄰近濕地營造

台糖有機田區管理

渠道硬體設施改善
延續生態造林

溪流友善疏濬

嘉農溪堤岸阻隔改善
(九河局馬佛溪計畫)

馬佛溪環境保護
(九河局馬佛溪計畫)

台鐵雙軌鐵路橋延伸

1250公頃

分區規劃 瓶頸區位及改善方向



15道路、溪流構造物、人工渠道的切割

瓶頸點改善單位：    鐵道局  公路局  九河分署     台糖  農田水利署 林業保育署               九河分署  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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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熱區

(加來灣溪)

動物
熱區

(大興荒地)

16

動物通道

台鐵箱涵

鐵道路堤 台9線

堤防堤防

成功橋

鐵
路
橋

新
大
富
橋

陸域廊道
核心區

關鍵瓶頸點：大農大富廊道西側切割 (A、D區)

1

3

2

4

農路跨越堤防

橋下空間

中央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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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上游計畫
(水利署九河分署)

鐵路雙軌化
(鐵道局東工分局)

台9拓寬
(公路局東區養護分局)

花蓮綠網
(林保署花蓮分署)

成功橋

鐵
路
橋

新
大
富
橋

中央山脈

與各單位計畫整合有助於事情的推動

陸域廊道核心區



大農大富生態廊道
方案與改善



19舊大富橋阻隔改善1：營造土坡

19

嘉農溪堤防

新大富橋

嘉農溪

舊大富橋引道 河川治理線

國產署土地

營造土坡

大農大富平森園區

西側道路

2

往花蓮

小型土坡：OI值很高→動物需求

小處著手，創造持續改善的契機



20舊大富橋阻隔改善2：引道部分拆除

國產署土地

嘉農溪堤防

新大富橋

嘉農溪

河川治理線

西側農路 引道拆除

大農大富平森園區

舊大富橋引道
往花蓮

往台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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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引道部分拆除

策略與方案提供

土地使用權

實際施做

舊大富橋阻隔改善2：引道部分拆除2

剩餘引道拆除，尚
待台9拓寬土方需
求確認後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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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富橋引道台灣山羌出現頻率月變化

舊大富橋改善3年山羌活動量拉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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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

溪

台9線

農

嘉

溪

嘉農溪堤防阻隔改善：長期方案(NbS)

安全評估、爭取在地認同 

200 年洪水打開部分堤防情境之溢淹範圍 (九河分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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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川
         治
     理
線

新大富橋

鐵路橋

花東鐵路路堤阻隔-點狀路徑

2
1

台鐵箱涵

新大富橋橋下空間
舊大富橋拆除引道

舊大富橋拆除引道50m

新大富橋橋下空間230m

台鐵箱涵：OI值低

花蓮溪上游堤防改
善及治理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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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富橋高架段

河
             川
         治
     理
線

新大富橋

2

3

1

鐵路橋

生態友善鐵道建設─關鍵一哩路



26改善成效監測連結鐵路雙軌計畫

嘉

農
溪

大

和

平森園區
(陸域廊道核心區)

溪

加

來

灣花蓮綠網相機佈設位置

鐵路雙軌計畫相機佈設位置

中央山脈

大興荒地

農富三機4

鐵路 台9線光復溪堤防

對照區#1

對照區#2

對照區#3

衝擊區#1

衝擊區#2

衝擊區#3

農溪

農富三機3

農富三機5

嘉

溪

農富三機6

農富二機10

農富二機11

農富三機11

鐵路廊道瓶頸打通區域

台 9 廊道瓶頸打通區域



27預期效益

機關合作
營造世界級
生態廊道

國內重要指
標案例

為自然解方
之未來目標

鋪路

• 水利署推動自然解方
(NbS)的操作機會區
域，堤防改善規劃中

• 鐵路安全的預先準備

• 農業部查核專家委員
強調大農大富平森具
『世界級廊道潛力』

• 鐵道局/水利署/公路
局/林業保育署的跨單
位合作示範

• 關鍵時間點
• 經費效益性高



共同打造國土生態綠網，串聯山

脈與海岸，調和生產、生活與生

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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