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計畫-- 98-103 中程施政計畫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標題：
整體計畫願景及理念構想 

內容：
本局在海堤第一至三期計畫階段，已大致完成興建

轄區海岸海堤並發揮海岸防護功能，第四期五年計畫

（93~97 年）以海岸環境改善及營造親水海岸為重點，目

前已陸續將既有海堤之海岸段作環境改善並獲得初步成

效，未來海岸環境營造計畫（98~103 年）之整體計畫以

海岸防災及環境保育並重之觀念，透過海岸地形監測及

生態環境調查計畫，落實海岸永續經營，達成人類與自

然環境共存共榮之目標。 

 
 
 
 
 
 
 
 
 
 
 
 
 
 
 
 
 
 



標題：
執行策略 

內容：
一、 建立海岸監測及生態調查資料 

 

為瞭解轄區天然海岸及海岸防護工施作前後之海

岸地形變遷情形，對轄區可能產生侵蝕之海岸或未來

預計施工之海岸，進行監測及生態資料調查，作為擬

定防災、景觀及生態等整體性防護對策之依據。 

 

二、 建立水庫固化淤泥應用於海堤之構想 

 

配合北區水資源局將石門水庫之淤泥固化後，製

成消波塊或提供興建海堤所需之水工材料，並填築於

轄區海岸及桃園縣新屋鄉公所之綠色海岸構想，為檢

討固化後之淤泥是否會對海岸環境及底棲生物造成重

大之影響，擬進行施工前、後之相關環境調查研究及

監測計畫。 

 

三、 海岸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實施 

 

依據海岸防災、環境改善或親水需求，擬定目標，

研擬一個整體主題計畫，以分年分期方式，有計畫地

執行相關的監測調查規劃及研究，並將成果提供後續

海岸環境復育工程或海岸環境改善計畫使用。 

 

 
 
 



標題：
監測調查規劃研究 

內容：
針對轄區海岸可能需要監測調查地點，未來海岸環

境營造計畫(98~103 年)本局提出四個監測調查研究計

畫，分述如下： 

 

一、 新竹港南海岸生態環境復育整體營造計畫 

 

新竹港南海岸為本局轄區嚴重侵蝕之海岸之一，

雖目前以抛置消波塊防治侵蝕之繼續發生，且已初步

達到海岸侵蝕防治效果。惟為營造親水海岸並恢復本

段海岸環境景觀，本局曾於 94～97 年度委託顧問公司

規劃，以離岸堤配合人工養灘方式辦理。為配合 100

～101 年度新竹市港南海岸復育第一、二期工程，瞭解

本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研擬六年延續性環境監測

計畫，以供後續規劃研究之用。 

 

二、桃園新屋海岸蚵殼海岸環境監測計畫 

 

配合北區水資源局將石門水庫之淤泥固化後製成

消波塊或提供興建海堤所需之水工材料，並填築於轄

區海岸及桃園縣新屋鄉公所之綠色海岸構想，同時因

應 99 年度蚵殼海岸環境改善工程之實施，為明瞭固化

後之淤泥是否會對海岸環境及底棲生物造成重大之影

響，及改善工程施工前、中、後之影響，同時作為細

部設計之參考依據，計畫於 98～100 年度執行本段海



岸施工前、施工期間及施工後海岸環境監測計畫。擬

定施工前、後之相關環境調查研究及監測計畫。 

 

三、苗栗清天泉海岸水深地形監測計畫 

 

苗栗清天泉海岸防風林邊坡侵蝕後退情形嚴重，

當地居民及民意代表多次反應希望儘速改善，故本局

已於 94～95 年度研擬該段海岸防護對策，由於海岸漂

沙行為有其連續性及複雜性，海岸地形變化、上游海

岸及河川輸沙與海氣象變化都有密切關係，故擬於 98

～99 年度進行清天泉海岸水深地形監測計畫。以便進

一步瞭解及追蹤臨時基腳保護工成效並提供後續應變

計畫參考。 

 

 

四、 觀音海岸大潭一、二號海堤及永安一、二號海堤環

境監測計畫 

 

大潭一、二號海堤及永安一、二號海堤分別位於

大潭電廠南邊之新屋溪南北邊海岸，近年來由於上游

海岸結構增多，例如台電於大潭電廠施作抽水機房進

出水口防波堤工程，使得新屋溪上下游海岸發生較明

顯侵蝕。其次，為配合北區水資源局將石門水庫之淤

泥固化後製成消波塊或提供興建海堤所需之水工材

料，並填築於本段海岸及桃園縣新屋鄉公所之綠色海

岸構想，預計於 96 及 97 年度辦理「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之「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理評估」

計畫，該計畫為明瞭固化後之淤泥是否會對海岸環境

及底棲生物造成重大之影響，擬進行施工前、後之相

關環境調查研究及監測計畫，據此擬延續該計畫之監

測內容，計畫於 101～103 年度執行施工前、施工中及

施工後海岸環境監測計畫。 
 
 
 
 
 
 
 
 
 
 
 
 
 
 
 
 
 
 
 
 
 
 
 
 
 
 
 
 



標題：
海岸復育及環境營造工程 

內容：
一、新竹市港南海岸復育第一、二期工程 

 

早期置放消波塊於港南海岸北側堤前灘地防止侵

蝕，其後在消波塊群後上方覆土，以改善生態景觀環

境，如圖 1 所示。 

 

圖 1  港南海岸現況 

計畫自垃圾焚化場海堤轉角起，向南約 1.1 公里的

範圍內，水深-3 至-4 公尺間，配置四座長 200 公尺之

離岸潛堤，潛堤間距為 100 公尺，其中，先以外海雙

層消波塊為優先執行對象，再進行堤後單層消波塊的

拋放或以現有海岸可重複利用之型塊拋放於潛堤近岸

區，並於後側進行人工養灘。 

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海岸長度 1,600 公尺，改善面積

約 12 公頃。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港南海岸的侵蝕問

題，同時可營造較靜穩海域，提供生物良好的棲息場

所及民眾的親水空間，達到海岸永續經營的目標。 

 



二、桃園縣蚵殼海岸環境改善工程 

 

防風林前緣拋放 800 公尺混凝土消波塊，數年前

新屋鄉公所又於混凝土消波塊拋放電桿，與週遭環境

極不協調，亟需改善。 

 

圖 2  蚵殼海岸現況 

 

本段海岸，防風林前緣擬以 1：6 緩坡施設並植生

以營造親水自然海岸，另將現有混凝土消波塊調移作

為離岸堤，以保護穩定海岸。 

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海岸長度 800 公尺，改善面積

約 10 公頃。本段海堤為消波塊所構成之保護工，若能

加以隱藏化，將形成極佳之賞海景休閒步道。 

 

 

 

 
 



標題：
海堤養護工程及維護管理 

內容：
目前本局轄區海堤均自行辦理維護管理，並無委請

民間團體代為管理之計畫，且全段海堤尚稱良好，為配

合政府推動海岸環境改善構想，將預算用於海岸復原、

親水空間整建及景觀改善等，故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98~103 年度)中暫無編列養護工程及維護管理費，倘後

續海堤遭受如颱風等較大外力侵襲時，將視情況辦理海

堤安全性評估，據以辦理後續維護管理事宜。 

 

一、桃園地區海堤 

 

 

 

 

 

 

 

 

 

 

 

                   

                            

 

 



二、新竹地區海堤 

 

 

 

 

                                     

 

 

 

 

 

                                   

 

 

 

 

 

                             

                                  

                   

 

 

 

 

 

 

 



              

        

 

 

 

 

 

 

 

三、苗栗地區海堤 

 

 

  

 

 

 

 

 

 

      

 

 

 

 

 

 

 



 

       

 

 

 

 

 

 

     

 

 

 

 

 

 

 

 

     

 

 

 

 

 
 
 
 
 
 
 



 

標題：
教育宣導及民間參與 

內容：
限於預算，本局將重點置於海岸環境改善及復育工

程與海岸地形監測及生態調查項目，如能將上述目標達

成，相信這就是最好的教育宣導，並進而促使民間之參

與。 

 
 
 
 
 
 
 
 
 
 
 
 
 
 
 
 
 
 
 
 
 
 
 
 
 
 
 
 
 



 

標題：
本局 98-103 海韻風華主題營造計畫 

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