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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階段現勘及審查會議 

審查意見回覆表 

項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1 

17公里海岸線已是新竹市頗具盛

名的休憩景點，本計畫應思考如何

讓既有亮點更具耳目一新的成

效，建議可朝此方向辦理相關規劃

設計。 

感謝委員指教，為重新賦予 17公里海岸線新定

位，本計畫將結合周遭自然資源，導入新觀光

活動，以國家級重要濕地-香山濕地為主要核

心，聯結既有 17公里自行車道，打造新竹市新

觀光亮點。 

2 

本海岸段潮間帶生態物種豐富，本

計畫預計向海側延伸相關設施構

想是否有先洽生態團體、民眾充分

溝通，另對生態衝擊性併請考量。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後續會諮詢生態團體及

召開地方說明會，並向地方居民說明本計畫之

生態保護措施，其他前置作業詳見計畫書第 14

頁。 

3 
本計畫書請採標準格式編撰，相關

附圖請提高圖片解析度。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 

4 

水環境營造併應注重水質改善，港

南運河工程請評估水質優劣程

度，依實需將水質改善納入，方可

呈現實質成效。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會將水質改善納入港南運

河工程實施重點之一，另可參照計畫書第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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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線，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豐富，同時具備產業經

濟、教學研究及環境品質指標的價值，更是發展生態觀光、休閒遊憩所謂

生態旅遊的好地方，將地區豐富生態資源納入教育兼具導覽工作，有提昇

旅遊品質的雄厚潛力。新竹市政府為積極實現「香山新樂園」的經營決心，

將對香山濕地自行車道以生態旅遊的方向進行整體改善計畫，藉由無煙囪

旅遊事業的開拓帶動整體國人對休閒運動的熱忱，本計畫範圍將以國家級

重要濕地-香山濕地為主要核心，並結合整體 17 公里自行車道做全區構想，

以香山濕地中段-香山濕地中心(原美山安檢所)及香山濕地尾端-港南安檢

所進行改善，讓整體 17 公里的自行車道在頭中尾各有一個主要的服務據

點，並重新思考香山濕地與人之間的關西，希望藉著小範圍的改造重塑竹

海岸生態亮點，希冀藉由「體驗海洋生態旅遊」增加觀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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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人文環境資源調查 

1、發展沿革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即有開發新竹香山海埔地的構想；但直到光復後的

1957 年政府才開始著手規劃新竹港南海埔新生地，並於 1959 年開始築

堤，1962 年完成了近 90 公頃的實驗區之圍墾，至 1966 年共開發海埔新

生地近 315 公頃。 

另一方面，原來在南寮漁港附近的南寮海水浴場因新竹漁港的興建而

廢棄，新竹市政府遂於 1990 年興建港南青年育樂中心取而代之，成為新

的海水浴場。但由於受到新竹漁港阻斷頭前溪南向之漂沙，形成南寮垃圾

掩埋場的趾部受波浪淘刷，使得垃圾漂流入海，並於南邊港南青年育樂中

心的海水浴場灘地沈積，造成海水浴場景觀及水質的破壞，1989 年海水

浴場因水質未達標準而關閉，其硬體設施亦破壞殆盡。1993 年間台灣省

旅遊局將本區規劃成為西部濱海遊憩區景點之一，市府歷年來亦加強河道

整治，及遊憩設施與及自行車道的闢建；並將之與 17 公里沿海觀光帶串

聯，形成北部海岸最具特色的遊憩景點。 

 

2、交通動線分析 

計畫基地對外連絡道路主要有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東大路（縣

122）、台 68 線，公車路線有新竹客運 15 路公車、11 甲公車並鄰近香山

火車站等。 

區內主要道路為海濱路及南北貫穿全區，北可至新竹漁港，南至金城

湖，是計畫區內的主要道路；東西向貫穿之道路為海埔路，是由西濱快速

道路至港南運河風景區的主要路徑。此外基地鄰近 17 公里海岸自行車道，

為騎乘自行車者必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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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環境資源調查 

1、生態環境： 

香山濕地 

（1）動物 

新竹海濱自客雅溪以南到港南一帶的海岸潮間帶，屬於香山濕地，為

西海岸少數殘存的大面積潮間帶之一。香山濕地以招潮蟹數量龐大而聞名，

為大甲溪以北，最重要的潮間帶蟹類棲地。由於具備了豐富的魚蟹資源亦

有許多水鳥聚集，每到水鳥遷徙季節，各地南遷避冬的候鳥選環境較好的

香山濕地作為第一個休息站代表如圖 5。近年因為人工誤植紅樹林清除後，

招潮蟹及魚蝦貝類幼苗數量物種急速成長，帶來遷徙水鳥黑面琵鷺、大杓

鷸等族群過境，可以近距離觀賞群鳥飛舞及覓食景象，美山安檢所前，更

成為北台灣近距離觀賞黑面琵鷺新據點，104 年 3 至 6 月至少有 120 隻

黑面琵鷺過境香山濕地。另外，海山漁港及美山安檢所前，在每日退潮後

1 小時內，招潮蟹大量從泥灘或沙灘鑽出覓食，暌違多年的螃蟹海景觀，

儼然成為新竹市觀賞招潮蟹的生態必遊景點。 

 

  
弧邊招潮蟹 斯氏沙蟹 台灣招潮蟹 

   

黑面琵鷺 黑腹燕鷗 清白招潮蟹 

   

大杓鷸 高蹺鴴 大彈塗魚 

圖 5 代表性動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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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 

新竹市海岸的紅樹林，主要分佈在客雅溪河口及海山罟堤防外的

海灘一帶，蓊鬱的水筆仔紅樹林所創造的濱海生態景觀，仍具教學及

觀賞性質。鄰近海岸的原生樹有木麻黃、黃槿、榕樹、構樹、海桐等，

沙丘上則多為耐脊耐旱的蔓性匍匐植物有蔓荊、濱刺麥等，泥灘地上

多為雲林莞草、甘藻等如圖 6。 

 

   

雲林莞草 蔓荊 甘藻 

圖 6 代表性植物資源 

 

 

 

 

 

 

 

 

 

 

 

 

 

 

 

 



6 

 

南港賞鳥區 

（1）動物 

港南賞鳥區之水堂位置位於堤防內側及西濱公路的狹長地帶，是由數

個廢棄的魚塭所形成的沼澤溼地，水塘面積約為八公頃，全區皆為國有土

地，管理人分別為新竹市政府及交通部公路局。 

本區以海巡檢查哨為主要的地上標的物，以檢查哨為中心點可以分為

兩北兩區，南區水塘深達 2 公尺，鹽度小於 5ppt，北區以泥沼及寬闊的

蘆葦香蒲草澤為主，表面水深約為 1 公尺，但底部淤泥也深達 1 公尺，

鹽度小於 10ppt，由於具備了豐富的草澤因此亦有魚蟹水鳥聚集，每到香

山濕地漲潮時水鳥棲息於此，並於周邊樹林育幼，而港南安檢所南北兩個

水塘在生物的棲息上鳥類以鷺科為主，但在植物分布上，北方以泥灘草澤

為主，深度較淺，屬於沿海農田的植物組合特性，而南段屬沿海魚塭的組

合特性，再 9 月初~10 月底 6 次鳥類的鳥類調查，每次平均約有 150 鳥

類在此休息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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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遊憩資源調查分析 

本計畫區位於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風景區中段，往北新竹漁港方向，

可以沿著海岸經過港南風景區、金城湖賞鳥區、紅樹林公園騎到新竹市

環境保護局下海天一線景點，再向東走接濱海路到新竹漁港旁的環保公

園；往南的路線，可通達海山漁港觀海平台等地，詳相關遊憩據點如圖

7： 

 

 

 

 

 

 

 

 

 

 

 

 

 

 

圖 7 鄰近遊憩資源調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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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週邊觀光資源現況說明 

1、南寮舊漁港-旅遊服務中心 

南寮舊漁港區為 17 公里海岸重要觀光區，包含漁獲市集及旅遊服

務中心，漁獲市集提供漁獲產品銷售，形成漁獲觀光市集，旅遊服務中

心則結合週邊設施，以地中海風格建物特色聯結藍天、綠地，型塑特色

景緻。 

 

  

 

2、運動公園-海天一線 

本區具有運動公園、看海公園及海天一線公園之三個大型公園，並

以 17 公里自行車道聯結，除了為海岸觀景場域亦提供活動辦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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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南服務區 

有白千層行道樹引導進入港南服務區入口，由自行車道及港南運河

串聯週邊觀光點，園區內並規劃烤肉區及戲沙區提供使用， 配合近年

觀光資源投入設置服務設施，健全相關基礎設施，已提升場域使用率，

為 17 公里觀光帶重要休憩點。 

   

   

 

 

4、金城湖賞鳥區-紅樹林公園 

金城湖在新竹市政府及相關的保育團體努力下，已規劃為生態保育

重要棲地之一，在近年投入觀光資源改善觀光環境，可提供體驗賞鳥，

打造 17 公里海岸觀光帶特色景點。本區 104 年有 20 幾隻的大族群黑

面琵鷺過境，並有 7 巢候鳥高蹺鴴停留築巢育雛，連野生動物都能感受

金城湖區生態保育的成果，前來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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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惠民宮-美山賞鳥區(舊有美山安檢所) 

惠民宮位於 17 公里自行車道中點，是遊客重要休息站，提供

廁所、停車場等基本服務設施。美山賞鳥區(舊友美山安檢站)，沿

著採蚵路線是賞蟹好所在，每到退潮弧邊招潮蟹大軍，就鑽出泥

灘地，向大家打招呼。美山賞鳥區是黑面琵鷺等過境水鳥，有大

批候鳥停留覓食或避風，可以近距離觀賞水鳥，近年已成為鳥友

喜愛的賞鳥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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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風情海岸-海山漁港-南港賞鳥區-17 公里自行車道終點 

風情海岸緊鄰北部最大朝間帶溼地－香山溼地，具有典型的

沙丘及香山夕照景觀與數量豐富的濕地動植物。風情海岸以南至

海山漁港，屬於香山濕地的永續利用區，有百年歷史的香山蚵田

產業路線，適合發展生態旅遊，結合社區蚵農的採蚵鐵牛車，讓

大家體驗濕地風光，以固定鐵牛車路線，深入香山濕地，以最少

的干擾，近距離觀察濕地生態，並一窺台灣北部唯一僅存的活歷

史蚵田風光。除了蚵田鐵牛車外，在海山漁港，也能結合漁民捕

魚或採蚵竹筏，前進濕地，或漫步在百年足跡蚵殼長灘島上，盡

情觀賞萬蟹奔騰。南港賞鳥區有賞鳥遮蔽設施、賞鳥平台及廁所

等基本服務設施。是大型遊覽車停留據點。17公里自行車道終點，

則設置了地中海風的風車地景，吸引遊客駐足拍照。 

 

 

濕地鐵牛車 濕地生態解說 

遠眺蚵殼長灘島 香山夕照 

濕地生態解說 風情海岸 海山漁港 

風情海岸濕地鐵牛車 

蚵殼長灘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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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及跨域整合說明 

(一) 相關計畫 

1.土地使用計畫 

(1) 新竹市都市計畫(香山丘陵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新竹市政府，草

案已於民國 97 年呈報內政部審核，目前審議中) 

(2) 擴大及變更新竹市(朝山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主要計

畫(新竹市政府，民國 100 年) 

(3) 海山漁港漁港計畫(新竹市政府，民國 103 年，執行中) 

 

2.環境景觀計畫 

(1) 新竹市景觀綱要計畫(新竹市政府，民國 95 年) 

(2) 海山漁港整體規劃案(新竹市政府，民國 95 年) 

(3) 新竹市生態社區都市設計策略計畫(新竹市政府，民國 99 年) 

(4) 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線整體風貌改善工程(新竹市政府，民國 102

年) 

(5) 新竹漁港及周邊水岸整體再發展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兩岸對接新

平台(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民國 103 年) 

(6) 新竹市香山濕地美山段紅樹林清除工作(新竹市政府，民國 104

年，執行中) 

(7) 海山漁港漁人碼頭計畫(新竹市政府，民國 104 年，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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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域整合說明 

目前香山溼地、相關配套措施以及透過地方說明會整理在地

居民意見後發現，在地居民認為溼地相關設施之建置需配合地方

特色及香山濕地生物多樣性特色。另外，遊憩動線及人潮因應配

套方面應做妥善的規劃管理。本府已著手進行 17 公里海岸海岸線

之整合規劃如圖 8，以塑造新竹市「山海新樂園」。 

17 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因路程較遠，自行車道南段（美山以

南）可供休憩之地點較少，雖有香山溼地及海山漁港景致，尚無

可供休憩賞景設施，另外，南段周邊環境景觀維護管理尚待加強

建設，亦降低了民眾停留意願。目前海山漁港周邊用地權屬單一，

現況為空地尚未使用，並已設有廁所等既有設施，可妥善進行規

劃利用，而美山安檢所現況閒置，可將安檢所進行活化再利用，

除提供 17 公里海岸休憩服務站點外，亦可作為濕地環境教育前哨

站。期望透過本計畫，將香山地區海岸沿線景觀環境海岸步道重

新檢視整理改善，塑造濕地新形象，以達兼顧生態保育及觀光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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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本案已於 105 年 7 月啟動「新竹十七公里觀光帶整體發展暨公共設施委託規劃

設計服務案」，現已執行至期末階段，納入多次現地勘查，並透過水環境跨域計

畫納入生態檢核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包含空間、時間的跨域，行政區的跨域

(縣市政府、水利管理單位)、部門的跨域、產業的跨域，專業的跨域(知識)、人

文與生態的跨域，藉由整合不同的介面與專業，讓人文與生態的達到雙贏局面。

整理規劃的里見鑒於將設計減量，凸顯原有細膩景觀，藉由融入修景的手法及生

態規劃、民眾參與、現地探勘考察，整合公部門與民眾間的意見，彙整並提出策

略執行的建議。 

1.前置作業：文獻蒐集及案例彙整─釐清適合在地性的規劃方向。 

2.現地觀摩：創造悠遊自行車道的想像，奠定後續討論的基礎。 

3.民眾參與：以永續發展為基礎，打造宜居水岸城市。 

4.實質設計：整體規劃設計，分區設計規劃，細部工程預算及後續發包事宜。 

5.經營構想：就軟硬體設施提出維護管理建議方案，讓後續清潔維護費用能夠自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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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概要： 

（一）整體計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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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1. 港南運河親水再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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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規劃引入親水活動，由新竹市環保局溫水泳池處拉設 500 公尺管線，作為港南運河補水活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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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 

本計畫針對 17 公里海岸線提供整體規畫構想，並考量新竹氣候將時序遊憩

的構想帶入，考量全線之自行車及人車動線，調整現況景觀設施連續性不

足之問題，以全區設施改善為目標，擬定未來之改善設計準則，以維護整

體景觀品質。自新竹漁港環保公園起至美山濕地路段，沿途將改善道路、

扶手、自導式解說設施、路燈等服務性設施，以提升遊客滿意度，以達成

優質生態自行車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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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姓公溪親水自行車道改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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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紅樹林公園再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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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山濕地生態景觀營造工程： 

預計香山濕地中心並結合腳踏車租借系統成為自行車道中端的休憩站，並增設生態解說中心做為中點的重要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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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半鹹水濕地生態加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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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咖啡風箏公園景觀改善計畫： 

因長期強烈風沙及缺乏防風構造導致林木生長不良，規劃為咖啡風箏公園，以土丘作為擋風設施並密植林木作為防風，將成為重要

服務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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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工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新竹17公

里海岸整

體水環境

改善計畫 

1 

港南運河親水再造

計畫 

本次預計改善港南濱海風景區至金城湖，改善長度約為 550 公尺，預計結合南

濱海風景區及周邊閒置土地成為運河中端的休憩站，後續規劃引入親水活動，由

新竹市環保局溫水泳池處拉設 500 公尺管線，作為港南運河補水活化之用。 

水利署 

2 

17 公里沿線景觀改

善計畫 

針對 17 公里海岸線提供整體規畫構想，並考量新竹氣候將時序遊憩的構想帶

入，考量全線之自行車及人車動線，調整現況景觀設施連續性不足之問題，以全

區設施改善為目標，擬定未來之改善設計準則，以維護整體景觀品質。自新竹漁

港環保公園起至美山濕地路段，沿途將改善道路、扶手、自導式解說設施、路燈

等服務性設施，以提升遊客滿意度，以達成優質生態自行車道的目標。 

水利署 

3 
三姓公溪親水自行

車道改造計畫 

本區計畫以高架腳踏車道進行連結，連結原有彩虹橋並設計高架自行車道，橋上

設有自導式生態解說裝置及望遠鏡提供生態教育使用。 

水利署 

4 

紅樹林公園再造計

畫 

因為豐富的溼地生態，有多種的生物都在此棲息，加上紅樹林的落葉與碎屑經過

微生物分解之後，供給養分給許多海洋生物。海鳥因此常到這片海岸生態區覓

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海濱生態體系。 

水利署 

5 
香山濕地生態景觀

營造工程 

預計香山濕地中心並結合腳踏車租借系統成為自行車道中端的休憩站，並增設生

態解說中心做為中點的重要服務區。 

水利署 

6 
半鹹水濕地生態加

值計畫 

本次計畫預計規劃為森林濕地，藉由自然的地下水進行水池水源挹注並改善周圍

防風林長期積水的狀況，完成後作為防風林端景。 

水利署 

7 
咖啡風箏公園景觀

改善計畫 

因長期強烈風沙及缺乏防風構造導致林木生長不良，規劃為咖啡風箏公園，以土

丘作為擋風設施並密植林木作為防風，將成為重要服務休息區。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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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443,500 千元，由第一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345,930 千元、地方分擔款：97,570 千元)。 

（二）分項工程經費：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經費(千元)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小計 後續年度 總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1 港南運河親水再造計畫 水利署 62400 17600     80000   62400 17600 

2 
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

計畫 
水利署 76830 21670 76830 21670   197000   153660 43340 

3 
三姓公溪親水自行車道

改造計畫 
水利署   27300 7700   35000   27300 7700 

4 紅樹林公園再造計畫 水利署   4680 1320   6000   4680 1320 

5 
香山濕地生態景觀營造

工程 
水利署   39000 11000 39000 11000 100000   78000 22000 

6 
半鹹水濕地生態加值計

畫 
水利署   3315 935 3315 935 8500   6630 1870 

7 
咖啡風箏公園景觀改善

計畫 
水利署   6630 1870 6630 1870 17000   13260 3740 

小計  139230 39270 157755 44495 48945 13805 443500   345930 97570 

總計        4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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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規劃設計          發包           施工階段          完工期程 
 

 工作 

項目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港南運

河親水

再造計

畫 

                                    

2 17 公里

沿線景

觀改善

計畫 

                                    

3 三姓公

溪親水

自行車

道改造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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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項目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 紅樹林

公園再

造計畫 

                                    

5 香山濕

地生態

景觀營

造工程 

                                    

6 半鹹水

濕地生

態加值

計畫 

                                    

7 咖啡風

箏公園

景觀改

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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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一)永續經營管理維護策略： 

      1.永續經營策略：步道工程施作過程，採用生態干擾最低之生態工法施作，盡量降

低生態影響，並採分區因地制宜工法，完成後不阻斷野生動物通道。 

(1)減法設計 

a.減少不必要的設施與構造物，拆除代替增設，視實際需求再考量增加。 

b.經減量及整併後可提供行人無障礙行走環境。 

(2)生態工法執行 

a.採以透水材質增加都市透水與保水率。 

b.採低維護管理的植栽種進行施種。 

c.設計元素的整合與配置，最小地貌之改變。 

d.強化生態跳島建構。 

(3)環境改善政策推動機制 

a.市府、居民及學校管理處通力合作 

b.充實建置環境改善之對策 

 

 2.管理維護策略：由本府編列預算或爭取營建署濕地託管補助辦理，並邀請非營利組

織及社區參與維護管理。 

   (1)由非營利組織認養維護 

  與新竹荒野保護協會及新竹野鳥學會達成合作機制，肩負環境教育導覽及維護管理之

責。 

   (2)鼓勵社區參與及認同 

在規劃設計過程讓民眾參與規劃，增加認同感與符合在地需求，並鼓勵周邊居民認養維

護，未來預定與周邊社區產業結盟如養蚵人家、農村社區，並組織社區巡守聯盟，共同

維護家鄉保育設施，達到永續經營目的。 

   (3)志工參與 

環境教育導覽及環境清潔，可由本府生態保育志工隊輔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