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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綠灣─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設 

前瞻—水環境計畫於 106 年推動迄今已完成第二批次的申請

作業，馬祖地區於此二批次均未提出申請計畫，運用 107 年期間積

極籌劃第三批次的提案規劃，充分考量馬祖地區的生態環境、戰地

文化、產業經濟及觀光旅遊條件，研提本次提案的內容。 

馬祖地區南北綿延七公里，猶如遺落的一串珍珠，散布於閩東

海域，行政區劃分為南竿、北竿、莒光及東引等四鄉五島。各島地

形以丘陵地為主，山巒起伏而平地少，沿海地區多為岩岸及海崖峭

壁，部分海岸有沙灘或礫灘地，如位於南竿的仁愛沙灘。連江縣整

體水環境建設乃串聯各島之重要藍帶，包含南竿島(交通生活機能

營運中心)、北竿島(文化展演中心)、西莒島(環境教育中心)、東莒

島(藝文教育中心)、東引島(生態保育復育中心)。 

依據各期「連江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理念，第一期(92-95

年)著重兩岸情勢，發展為閩東之珠‧希望之鄉；第二期(96-99 年)

打造成負責任島嶼家園；第三期(100-103 年)規劃低碳體驗型度假

島群；第四期(104-107 年)建構永續發展的樂活島嶼；而第五期

(108-111 年)將推動產業發展、落實離島建設，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設透過海岸及港埠的型態和功能轉變，建構永

續安全的水質，改善各島面貌並創造嶄新優質的休憩空間。 

「里山里海」是人與山、海的結合，「里山」的目標在追求森

林和農村的社會與生態的生產地景，「里海」則是要追求的是海岸

地區的社會與生態的生產海景；換言之，「里山里海」的區域係指

自然與人類兩者在長期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動態鑲嵌的斑塊景觀，又

稱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Social─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and Seascape, SEPLS）」。「社會─生態─生產」的概念其

實與臺灣過去所推廣的「生產─生活─生態」三者並重的「三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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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社區永續發展的理念實不謀而合，只是三者的順序不同而已。

三生的相對層面分別是「經濟面」、「文化面」與「自然面」，故其

生產及生物多樣性應均甚高。 

隨著經濟開發、人口膨脹及高效率的捕魚方法，已使得自然的

海岸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在棲地破壞、污染及過度捕撈等因素的破壞

下正在快速地流失；過去沿岸的漁民不會去關心山林的保育和環境

問題，但來自河川的陸源污染物卻嚴重危害到沿岸的海洋生物及養

殖業，污染的源頭可追溯到高山的濫墾濫伐。換言之，農業及漁業

會藉著集水區及流域而相互關連。海納百川，要理好海，就得先要

理好山。物質循環得以永續、土地與海岸得以整合管理、多樣豐富

的生態系及自然的環境得到保存。如此理想的海岸環境必須經由眾

人的合作才能造就及維持，也才能傳承給後代子孫。 

以馬祖地區而言，長期戰地政務的執行，綠化工作始終進行著，

整個四鄉五島如今均已是綠意盎然，綠色植被比例已相當高，近年

來又積極的針對水庫保育工作解決崩塌地、非點污染源的削減與復

育，除點污染源持續推動管理外，已漸掌控山林保育與防止濫墾的

成效，也顯現出「里山」的基本條件。「里山」的豐富生物多樣性

需靠當地社區參與及合作的森林管理，如疏伐、修剪，使陽光可以

穿透，花草及其他落葉性闊葉樹才得以生長。 

至於「里海」亦具十足的條件，它強調的是人與海的結合，須

透過人為的經營管理而使漁業資源及生物多樣性得以恢復並可永

續利用，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可以經過人為的營造及管理而提高。

從森林到海洋的水循環應要潔淨，沒有污染；漁業資源管理應注重

海洋生態的平衡，海域環境及棲地未受到破壞，而人們日常生活的

消費與產生的廢棄物、農林漁牧業或是工商業的生產也會對水循環

造成污染和衝擊，因此要如何來減低這些威脅，並加強宣導「里海」

的理念即十分重要。 

馬祖地區有著山海交錯的自然島嶼環境及閩東文化的價值內

涵與特殊的歷史背景，且馬祖的每座島嶼因應著自身的發展演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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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同的島嶼個性。整體規劃構想乃以「水善利萬物，重繫海與島

對話」為理念，設定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設發展目標包含： 

1、海岸環境營造，打造樂活魅力海岸 

2、港埠環境改善，健全漁船整補環境 

3、水域水質改善，孕育多樣性之棲地 

透過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設串連本府各局處爭取預算及執行

中各項建設計畫，打造馬祖為「令人嚮往的島嶼」。規劃包含「樂

活藍灣計畫」、「生態綠灣計畫」，建設範圍如圖 1-1、圖 1-2 所示。

本整體計畫針對「生態綠灣計畫」環境背景及推動項目做說明。 

 

圖 1-1  樂活藍灣計畫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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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生態綠灣計畫建設範圍圖 

 

(二)生態綠灣計畫 

西莒人文風采、近岸海域資源豐富，且具有許多特殊的地質景

觀，生態綠灣計畫將針對水質改善、生態維護及環境教育予以整體

規劃，為營造西莒海上門戶之意象且重塑空間與動線機能，配合特

色地景，打造水岸遊憩新據點。預計整建青帆港周圍環境，包含重

新建造青帆港候船空間及周邊地景整合綠化營造；堤岸環境營造與

親水步道整建及中正門外親水設施營造；位於門戶之青帆村污水處

理能力將配合未來合宜住宅的擴建，將青帆污水處理廠作功能提升

為水資源回收中心，進行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搭配雨花園、地下

雨水貯存設施，並運用 LID 工法美化青帆公園景觀。 

與此同時，生態綠灣計畫亦規劃打造燕鷗觀賞據點及藍眼淚觀

景台，整備賞鷗設施及補齊環境機能，妥善維護生態環境。生態綠

灣分區規劃構想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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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生態綠灣─計畫分區規劃構想圖 

本次提案之內容與前瞻水環境計畫之關聯性分析如表 1-1 所

示。 

表 1-1  西莒提案計畫與前瞻水環境計畫關聯性 

項次 提案項目 前瞻水環境計畫屬性 主管單位 

一 青帆港環境及周邊景

觀整建 

水岸遊憩據點特色地景營造 

 

交通部 

二 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

步道 

海堤環境營造 水利署 

三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

造 

水岸遊憩據點特色地景營造 

 

交通部 

四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

暨親水園區 

配合公共污水處理場所設置

之污水設施、下水道功能提

升 

營建署 

 

(三)其他相關計畫  

1、馬祖戰地文化遺產建築轉譯計畫(文化處) 

馬祖戰地文化遺產是以世界遺產的高度，審視與推動馬祖戰地

遺產的保存、維護管理與再利用議題，針對遺產的保存價值與現存

狀態，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針對已釋出可運用之軍事空間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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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評估，並根據盤點之需求，以對應性、適宜性、以及需求使用之

可行性為考量。 

2、山海一家(二期) 

西莒具有歷史背景故事的「山海一家」，原為西方公司的辦公

處所，歷經兩任縣長與立委的推動及交通部觀光局馬祖風景區管理

處的規劃執行下，終於卸下歷史包袱，重新改建成為馬祖西莒最具

規模的民宿。截至目前為止，第二期主體裝修工程及周邊美化工程

均已於民國 107 年底完工。 

3、合宜住宅 

有鑒於近年西莒人口大量成長，住宅需求供給不足，加上近年

房價高漲，青年、新生家庭及弱勢民眾之購屋負擔壓力日趨沉重，

需政府協助購租住宅。連江縣政府為解決居住問題，打造適宜且有

保障的居住環境，提供民眾解決住屋需求的合理價位住宅，健全房

屋市場。 

4、交通改善計畫 

透過交通建設的共同規劃，增設各遊憩地點之停車位與車輛迴

轉空間，使遊憩地區的交通品質得以提升，亦不致造成交通擁擠而

停車紊亂的現象，此也是交通計畫與本提案計畫間相互協調的另一

項具體效益。 

 

圖 1-4  與其他計畫配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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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1、青帆港區老舊 

青帆港做為西莒島門戶，候船室空間卻相當狹小且老舊，隨著

山海一家會館開始營運，帶動當地觀光產業發展，預估西莒觀光人

次將會逐年增加，候船室可能將不敷使用需要重建。除此之外，青

帆港周邊道路多為混凝土所造，設計較剛硬，加上周邊綠地的佈置，

缺乏整體景觀配置，鄰近步道欄杆亦有損壞情形，恐危害遊客安全

性。青帆港區現況如圖 2-1 所示。 

  

青帆港候船室 青帆港周邊道路 

  

步道欄杆損壞 青帆候船室與周邊綠地 

圖 2-1  青帆港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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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坤坵沙灘賞鷗空間不足 

坤坵沙灘位於西莒島西北方，沙灘前方海面的蛇島為燕鷗棲息

地，使坤坵沙灘成為馬祖賞鷗重要景點之一。然而目前坤坵沙灘賞

鷗設備僅有 2 組望遠鏡，且有觀賞涼亭過小及公廁過於老舊等問題，

觀光設施不足。坤坵沙灘週邊觀光設施現況如圖 2-2 所示 

  
賞鷗設施 公廁 

圖 2-2  坤坵沙灘週邊設施觀光現況 

3、社經環境 

西莒雖有良好之生態、地質景觀、戰地景觀等資源，其觀光產

業環境仍未有良好經營，尚未能提升觀光品質。在旅遊服務業中，

缺乏遊憩之整合資訊、服務據點及旅宿服務設施，使西莒旅遊服務

不完善，旅遊產業現況不發達，較難達成集客之觀光效益。西莒因

旅店承載量不足，且無旅客服務設施，提供旅遊導覽服務能力有限，

至西莒遊玩且過夜旅客僅至莒光鄉遊客之 5％(甚至更低)。 

交通部分，每日有三班航班從南竿前往西莒。莒光未有與台灣

直接通行之航班，皆須先至南竿再與台灣連結。西莒無陸上大眾運

輸系統，以步行、機車出租、私人民宿接駁、遊覽車出租為主要移

動方式，機車出租多以結合民宿方式經營。 

4、鄰近重要景點 

西莒重要景點包含山海一家-山館、坤坵沙灘與蛇島(燕鷗生態)、

菜埔澳(地質公園)、陳元帥廟、田沃老街(閩東文化)、有容路(綠色

隧道)、坤坵步道、田沃景觀步道與十四哨景觀步道及其他軍事設

施。西莒重要景點位置如圖 2-3 所示，彙整詳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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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西莒重要景點位置圖 

表 2-1  西莒重要景點表 

景點名稱 景點介紹 

坤坵沙灘與蛇島

(燕鷗生態) 

澳口有寬廣的沙灘與潮間帶，大退潮時可步行至外海的「蛇島」，已

劃為馬祖燕鷗保護區，夏季可見到燕鷗齊飛及在沙灘上沐浴 

坤坵步道 
銜接坤坵沙灘與西坵村之步道，步道中設有一涼亭，可眺望及觀賞

坤坵沙灘與蛇島 

山海一家 

山館 
昔日為西方美國公司，已改由民間營運並作為觀光休旅民宿及餐廳 

中正門 
緊鄰青帆村一側的中正門，唯一的拱門連接著階梯至碼頭，這裡是

青帆港填海前的主要進出口，昔日漁船靠泊後由中正門進出 

陳元帥廟 
為馬祖唯一具有「祖廟」地位的廟宇，甚至遠在美國都有僑民供奉，

堪稱「西莒之光」 

青帆老街 

原名青蕃，是商圈、聚落、港口，也是西莒島最熱鬧的村落，大陸

淪陷前，此地最為繁華，是馬祖唯一設「鎮」之地，又有「小香港」

的別稱 

田沃老街 

(閩東文化) 

由於未有如東莒福正、大埔聚落之修繕計畫、田沃老街仍呈現陳舊

之閩東式聚落風味 

田沃景觀步道 田沃景觀步道為一條以花崗石打造之步道 

十四哨景觀步道 
十四哨景觀步道沿途是砲彈外殼造景以及木麻黃樹，可眺望到東莒

島上的東犬燈塔 

菜埔澳 

(地質公園) 

「菜埔澳」以絕佳的地質景觀聞名，險礁、谷地、斷崖等豐富且多

樣化海蝕地形，不僅有觀光還有研究之價值 

其他軍事設施 
各精神標語和軍事設施共約 28 處，因人為開發較少，各種軍事構建

相對保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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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環境現況 

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主要施作區域為連江縣莒光鄉西莒島之

棋盤山之西南面下之平地處。依據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93 年出版之

「馬祖植物誌」，馬祖地區少天然林，棋盤山之西南面除為天然林

外，亦為馬祖地區唯一的小片榔榆林，因處背風面所以林下藤本植

物和灌叢密生。而於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的現勘時，亦有在緊鄰

主要施作區域的山坡面紀錄到朝鮮紫珠、金銀花等植物(圖 2-4)。 

  
朝鮮紫珠 金銀花 

圖 2-4  主要施作區域植物觀察記錄 

主要施作區域目前以人工化設施，如道路、候船室及公園綠地

為主。公園綠地內的植物以人工景觀植栽為主，包括正榕和西洋繡

球花(園藝種)等(圖 2-5)。 

  
朝鮮紫珠 金銀花 

圖 2-5  公園綠地現況 

至於坤坵沙灘係處於敏感的燕鷗棲息地-蛇島之濱，此區域有

方塊海、燕鷗及濱海生物等重要地景與生態，亦是潛力十足的生態

旅遊目標，極具地方特色與有別於其他遊憩景點的觀察內容。 

1.方塊海：由於海域所處的地形、海流和潮汐交互影響之下，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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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互相推進，才會形成如此奇景。坤坵沙灘旁的山坡往上走，

有一處斜坡可眺望海面，當方塊海奇景出現時，這裡是絕佳的拍

攝點。 

2.燕鷗：此區域的燕鷗以黑嘴端鳳頭燕鷗（Chinese crested tern）最

為著名，其外型特徵嘴橘黃色，嘴尖三分之一為黑色，但最尖端

為白色，頭頂黑色，繁殖五月中旬至六月底，同時每年夏天黑尾

鷗、紅燕鷗、蒼燕鷗、白眉燕鷗、大鳳頭燕鷗黑嘴端鳳頭燕鷗及

大鳳頭燕鷗就會陸續來到保護區準備繁殖。 

2017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於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8 座島共記

錄到 15 科 26 種，分別為丹氏鸕鷀、蒼鷺、小白鷺、岩鷺、黃頭鷺、

池鷺、魚鷹、磯鷸、黑尾鷗、白眉燕鷗、白翅黑燕鷗、紅燕鷗、蒼

燕鷗、鳳頭燕鷗、黑嘴端鳳頭燕鷗、珠頸斑鳩、叉尾雨燕、遊隼、

家燕、白頭翁、小鶯、褐頭鷦鶯、藍磯鶇、野鵐、黑臉鵐及麻雀。 

以西莒蛇島觀察資料顯示 2017 年 5 月燕鷗保護區鳳頭燕鷗調

查數量最大量約 600 隻，其中黑嘴端鳳頭燕鷗數量約 6 隻，另西莒

記錄到 2 種為栗背短腳鵯 (Hemixos castanonotu)與酒紅朱雀

(Carpodacus vinaceus)，是馬祖的新紀錄觀察物種。 

3.濱海生物：此區域之主要濱海生物包括龜爪(佛手)、藤壺、笠螺(海

鋼盔)、中華棘蠑螺、海葵及其他各種的海藻、螺貝類(紫孔雀蛤和

毛貽貝)等，棲息中潮帶到淺海岩礁，以足絲固著於岩縫間；淺海

的礁岩礫灘上，長滿棘刺的海膽、海星和陽燧足；礫灘中的蛤(海

瓜子蛤與歧紋簾蛤)；沙灘上亦有痕掌沙蟹；至於海中之魚類則以

正鯛、黑鯛及黃魚為主，充滿生命之美的海濱生態。 

4.藍眼淚：馬祖近年因「藍眼淚」而聲名大噪，CNN 列為全球必看

的 15 大奇景(如圖 2-6 所示)； 經台灣海洋大學教授蔣國平研究團

隊推動「馬祖海域海洋生態整體調查計畫」，早在 2016 年 4 月起

到 12 月底，就委請船長池銀城在南竿外海天天採水取樣，利用單

離培養，發現螢光生物為夜光蟲，並用次世代定序技術，證明馬

祖藍眼淚現象確實為夜光蟲所造成。 



2-6 

 

 

 

圖 2-6  藍眼淚的美景（連江縣政府提供） 

該研究推論夜光蟲非海洋污染生物後，海大更積極找發生原因。

最近發表的「馬祖藍眼淚形成機制—藍眼淚非污染環境生物」研究，

進一步發現每年 4 月到 6 月底是閩江的汛期，大量的閩江淡水流入

位於閩江口的馬祖周邊，造成海水鹽度明顯變低，藍眼淚主要是由

「異營性夜光蟲」（學術分類是無毒性渦鞭毛藻）所造成，數量與

閩江汛期有密切關係；在汛期時，夜光蟲數量明顯增加，汛期結束

後，夜光蟲也消失。 

閩江河水帶來無機營養鹽，包括氮、矽、磷，提供微細藻類生

長所需養分；矽明顯控制微細藻類，特別是矽藻的成長，矽藻是夜

光蟲的主要食物，引發夜光蟲快速成長並形成「藻華」現象（微細

藻類短期間大量增加狀態）。當汛期結束、閩江河水減少，矽藻成

長也受限，夜光蟲因為食物不足也自然消失。 

有害的藻華生物危害環境有 2 個原因，第一是生物本身排放有

毒物質，第二是藻華結束後，因為細菌大量分解死亡藻類，耗盡水

中氧氣，造成魚類缺氧而大量死亡。夜光蟲是無毒渦鞭毛藻，不會

產生有毒物質。其次，馬祖夜光蟲藻華是矽藻刺激誘發所造成，當

矽藻被攝食耗盡後，夜光蟲也跟著消失，研究中並未發現魚類有缺

氧死亡的現象。 

研究也證實，馬祖藍眼淚出現（夜光蟲增加）經主成分統計分

析證實與閩江水中的矽有明顯正相關，與閩江水中的氮、磷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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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馬祖藍眼淚非環境污染產物，並非外界懷疑的海洋生態惡化指

標。 

此區域於 2000 年列入「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

為各種燕鷗及後來發現疑為已絕種的黑嘴端鳳頭燕鷗。此外，基於

馬祖全區皆落於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西莒亦屬於連江縣(莒光地

區)分景特定區，其中公園綠地部分區塊屬於保護區，其相關工程

行為應符合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同意辦理。本提案計畫生態檢核成

果詳附錄 1。 

(三)水質環境現況 

青帆村為西莒最熱鬧的村落，緊鄰青帆港，現聚落污水統一收

集至青帆污水處理廠(以下簡稱青帆廠)處理後排放至鄰近海域。青

帆廠為設計處理量為 75 CMD 之薄膜生物處理(MBR)廠，依據「全

縣污水處理設施總體檢報告」及「重點污水處理設施功能改善報告」，

青帆廠之處理能力足夠，可使用至民國 125 年以後。參考代操業者

106 年度青帆廠平均污水進流量雖未達設計水量，在無調節池情形

下，會造成各單元中水力停留時間過長、污泥齡過高等現象，導致

MBR 系統中微生物培養困難；惟 MBR 系統用電量高且須維持良

好微生物生長環境，此外，因應山海一家會館完工及西莒規劃之合

宜住宅新建案，未來青帆廠將會全量運作甚至擴建，評估調節池設

置確實是有必要性；另考量水源充分再利用，回收水應提供次級用

水於沖廁、澆灌等用途。青帆廠現況及位置示意圖如圖 2-7 所示。 
 

  
青帆廠位置 青帆廠現況 

圖 2-7  青帆廠現況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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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生態檢核已於民國 107年 7月 27日辦理

完成，主要範圍為青帆港周邊設施分布區域及坤坵沙灘的生態資料

蒐集與分析。 

1.案件名稱：青帆港環境及周邊景觀整建；施工區域範圍包括青帆

碼頭、候船室及鄰近綠地公園，生態敏感區域僅在公園東側的棋

盤山山坡臨界部分，除公園綠地邊坡可能涉及部分棋盤山山坡之

水土保持外，其餘位於人工化設施區域；本案件施工內容為候船

室整建與原有公園綠地之改善整建。生態敏感區圖如圖 3-1所示，

施工期間生態保護措施說明如后。  

 

圖 3-1  生態敏感區圖 

(1)針對敏感區域應減少同時施工面積，降低對區域生態之影

響。 

(2)場址周邊之植生護岸植物應以原生種植物優先，加上基地附

近海岸植被有部分原生物種組成的次生林，建議工程時應降

低干擾。 

(3)若有涉及原有水泥鋪面的更新部分，建議以設計透水工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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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草磚方式，以增加生物多樣性。 

(4)施工過程所產生之廢水與廢棄物應妥善處理，不得就地處置

而污染環境，進而影響生態環境。 

至於營運期間之生態保護措施簡述如下： 

(1)建置完備營運管理制度，在人力與財力上充分支持管理制度

之運作，發揮保護環境及降低衝擊的功能。 

(2)對於所有設施應維持良好狀況，尤其公廁之污水處理應特別

注意，避免污水流入敏感區域而影響生態環境造成衝擊。 

2.案件名稱：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施工區域範圍由青帆港至

中正門所經之濱海路線堤岸環境並延伸至藍眼淚觀景平台；施工

內容包括堤岸安全營造、堤岸步道整建、中正門海堤親水環境營

造及藍眼淚觀景台整建等，此區域均已是開發區域，對於施工過

程對生態環境不致造成太多衝擊，施工期間之生態保護措施說明

如后。 

(1)此區域之海域堤防為垂直斷面之海牆，建議可以使用同原棲

地之花崗岩石塊作為原料進行拋石護岸工程，增加此處之海

岸棲地多樣性。 

(2)道路之整建過程中，可能移除或挖掘原有路面或綠地，除了

必要之挖掘外，其餘之綠地應保留。若有挖掘或移除，其後

應補植，且以原生種為優先。 

(3)堤岸景觀步道及藍眼淚觀景台應避免使用木製材質，以利完

成後維護作業。 

(4)青帆港已是高度人工化的港區，有停泊船隻及航行安全之需

求，建議於碼頭環境營造工程區域外，建議可改以花崗岩拋

石護岸，並保留原有之花崗岩拋石護岸，以增加棲地之多樣

性。 

(5)中正門外之沙灘僅以環境整建為主，縮小施工範圍，尤其避

免濱海生態棲地及舊有軍事補給道之破壞。 

(6)護岸之綠美化維護及綠地植栽，以種植馬祖原生植物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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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大型植栽，以增加綠化面積。 

至於營運期間之主要保護重點亦說明如下。 

(1)未來計畫改善與觀光相互結合，遊憩人口必會增加，所產生

之生活污水應妥善收集處理，避免直接排入碼頭區域，破壞

水域之水質。 

(2)建置完備營運管理制度，在人力與財力上充分支持管理制度

之運作，發揮保護環境及降低衝擊的功能。 

3.案件名稱：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坤坵沙灘施工範圍主要位於

沙灘上方之景觀平台，是既有之混凝土鋪面，也是主要施作區域，

生態敏感區如圖 3-2 所示，施工內容包括增加燕鷗觀察設施、公

廁整建、增建淋浴設施及藝術地景與環境教解說板等工程，於施

工期間應有之環境保護措施羅列如下： 

 

圖 3-2  生態敏感區圖(坤坵沙灘) 

(1)整體工期應配合避開燕鷗繁殖期，減少工程對於燕鷗群繁衍

下一代之影響。 

敏感區

敏感區
建物
公園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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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敏感區域應減少同時施工面積，降低對區域生態之影

響。 

(3)場址植生護岸植物應以原生種植物優先，加上基地附近海岸

植被有部分原生物種組成的次生林，建議工程時應降低干

擾。 

(4)若有涉及原有水泥鋪面的更新部分，建議以設計透水工法或

植草磚方式，以增加生物多樣性。 

(5)施工過程所產生之廢水與廢棄物應妥善處理，不得就地處置

而污染環境，進而影響生態環境。 

至於營運期間應注意之生態保護措施簡述如下： 

(1)建置完備營運管理制度，在人力與財力上充分支持管理制度

之運作，發揮保護環境及降低衝擊的功能。 

(2)基於對於生態敏感區之保護及避免人為干擾，應建立敏感區

域(如坤坵沙灘)之開放時間，尤其退潮時，燕鷗會於濱海淺水

區域戲水，應嚴禁旅客下至海灘而影響燕鷗之活動。 

(3)對於所有設施應維持良好狀況，尤其公廁之污水處理應特別

注意，避免污水流入敏感區域而影響生態環境造成衝擊。 

(4)鳳頭燕鷗與黑嘴端鳳頭燕鷗每年於 5 月底抵達馬祖繁殖，由

於繁殖前期 5-6 月為孵卵期較敏感易受干擾棄巢，而 7 月後

幼鳥孵化後棄巢風險較低。建議賞鷗船行程活動於 7 月再開

始較為適宜。 

(5)為盡量減少賞鷗船或遊客對於燕鷗的干擾，建議規劃賞鷗時

的適當安全距離，例如船隻與島礁距離保持 50 公尺。 

(6)賞鷗時應停止廣播器、喇叭之使用或大聲喧嘩，以避免驚嚇

到鷗群活動。 

(7)在未有明確規劃或研究數據前，賞鷗時建議不可隨意餵食或

播放燕鷗叫聲以引誘鷗群靠近。 

(8)建議賞鷗行程規畫總量管制，如上午和下午固定船班梯次或

船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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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案名稱：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施工範圍主要位於

青帆公園(包括青帆污水處理廠)，均已是開發完整人工化的公園，

施工內容包括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工程(包括增設調節池、砂濾

及回收水管線工程)、公園保水與貯水工程、綠化工程等，於施

工期間應有之環境保護措施說明如下。 

(1)若有涉及原有水泥鋪面的更新部分，建議以設計透水工法或

植草磚方式，以增加生物多樣性。 

(2)綠美化維護及綠地植栽，以種植馬祖原生植物為優先。並建

議大型植栽，以增加綠化面積。 

(3)減少同時施工面積，降低對區域生態之影響。 

(4)施工過程所產生之廢水與廢棄物應妥善處理，不得就地處置

而污染環境，進而影響生態環境。 

(5)回收水輸送管線之埋設過程中，可能移除或挖掘原有路面或

綠地，除了必要之挖掘外，其餘之綠地應保留。若有挖掘或

移除，其後應補植，且以原生種為優先。 

至於營運期間應注意之生態保護措施簡述如下： 

(1)落實污水處理廠之正常運作，回收水送至候船室、陳元帥廟

或中正門等沖廁或次級用水，亦可作為綠地澆灌的水源，增

進公園內綠化的維持。 

(2)建置完備營運管理制度，在人力與財力上充分支持管理制度

之運作，發揮保護環境及降低衝擊的功能。 

以上為西莒提案計畫生態檢核之施工與營運階段減輕生態

環境衝擊之建議措施，未來推動過程除配合工程編列持續性生態

調查外，亦將邀請連江相關生態、社團、NGO 團體及關心的民

眾，透過工作坊及座談會方式加強溝通，並落實於工程項目之設

計、施工及營運階段。並配合水環境顧問團監督察核機制，切實

落實水環境改善之基本生態保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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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之說明會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在莒光

鄉公所舉辦，共有 42 人與會，與會貴賓如鄉公所秘書、環保課課

長、財經課課長等；另亦拜訪縣議員。相關紀錄詳附錄 4。主要參

與說明會之民眾對於規劃內並無異議，鄉公所人員亦支持水環境規

劃項目，民眾意見與回應說明如下。 

1. 對於中正門沙灘親水環境營造之滑水道設置，因中正門沙灘係

一般颱風之迎風面，恐因颱風破壞力過大而損害滑水道設施；

因應民眾意見，於原規劃內容取消滑水道之項目，僅將沙灘及

堤岸景觀加上親水因素來進行規劃。 

2. 田沃沙灘部分是否可納入西莒遊憩計畫內，惟因位置與青帆灣

區未能完整連結，於本期計畫仍暫不納入。 

以上民眾參與之相關資訊均已揭露於連江縣環資局的網站內

(http://www.matsuerb.gov.tw/)，除民眾意見外亦包括提案計畫之

簡報資料，務使資訊能傳達本縣縣民及相關之 NGO 團體，並爭

取全體縣民的支持。 

(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府內審查會議已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28

日辦理現勘及 108 年 1 月 7 日辦理實質審查，另於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配合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辦理工作坊，相關審查會議意見處

理情形如附錄 2。 

2.規劃設計進度: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待「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提案核定，即發包規劃設計委辦計畫。 

3.用地取得情形: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工程擬於西莒西南沿岸既

有污水處理廠、道路、港區用地進行改善，西莒地籍權屬查詢結

果圖及地籍清冊詳圖 3-3 及附錄 4，西南沿岸均為公有地，本計畫

無用地取得問題。本縣府已與土地所屬各局處與國有財產局先後

協商使用權利，各單位均同意配合建設辦理，未來土地使用亦將

由縣府確認後進行規劃、設計與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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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地籍權屬查詢結果圖 

4.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連江縣水環境改善計畫召集人為

劉增應縣長，縣長組織並確立連江縣水環境改善平台有關單位為

環境資源局、工務處、交通旅遊局、港務處及產業發展處及各鄉

鄉公所。本計畫據此協助各單位橫向聯繫，研議連江縣水環境改

善工項、檢討調整計畫內容及各單位分工情形、追蹤彙整各單位

提送資料等，維持聯繫平台運作。 

迄今，本計畫已辦理 4 場次連江縣水環境改善平台會議，其中

3 場由劉縣長親自主持。第一場為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舉辦之「全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說明會議」，會中各局處提出既有執行計畫、

各鄉未來規劃與發展方向，而後本計畫以地域關係與業務相近性進

行計畫整合作業；第二場為民國 107 年 3 月 28 日舉辦之「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提案說明會」，由本計畫團隊向劉縣長及各局處代表

報告資料彙整情形，確認連江縣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提案排序及內容；

第三場為民國 107 年 5 月 28 日舉辦之「南竿/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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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進度會議」，此會議由環境資源局張壽華局長主持，主要目標

係與各局處確認提案工程經費與內容；第四場為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舉辦之「連江縣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工作會議」，由本計畫團

隊向劉縣長報告各局處提案彙整結果並取得共識，作為南竿/西莒

水環境改善計畫書撰寫之基礎。第五場為民國 107 年 9 月 12 日舉

辦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會議」，由本計畫團隊向劉縣長及

各局處說明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進度及確認提案各分項

工程內容及後續承辦單位。水環境改善平台會議辦理情形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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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水環境改善平台會議辦理情形 
會議時間及與會人員 會議簡要說明 辦理情形 

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 

劉增應縣長、王忠銘副縣長、工務處、產業發

展處、港務處、南竿鄉公所、北竿鄉公所、莒

光鄉公所、東引鄉公所、交通旅遊局及環境資

源局 

1.各單位所提之相關計畫，若有其他經費來源則先以其他經費來源為主。 

2.考量計畫評比機制及單項計畫經費補助之上限原則，規劃先提案 2 項，

其依優先順序概述如下： 

1)南竿鄉：包含福澳港水再生開發計畫及城鎮之心計畫、福清污水處理

廠擴建工程、清水濕地環境改善等，待各計畫列明其經費來源後，彙

整提報於水環境改善計畫爭取之項目。  

2)莒光鄉：評估整合海岸造景親水計畫、東莒猛澳港的污水處理及聯外

道路等需求整合為一提案。 
 

民國 107 年 3 月 28 日 

劉增應縣長、王忠銘副縣長、工務處、產業發

展處、港務處、南竿鄉公所、交通旅遊局及環

境資源局 

1.「福清水資源回收中心興建工程」相關提案最為急迫且有效益，而「福

澳漁船停泊區改善」及「介壽藍眼淚觀景平台與觀景步道」亦有工程需

求，均應納入提案。 

2.西莒碼頭之「海岸造景親水計畫」與「山海一家」連結至海岸做景觀改

善，應納入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中。 

3.東莒猛澳須興建污水處理設施一案，已評估該工程不納入水環境改善提

案中 

 

民國 107 年 5 月 28 日 

環境資源局張壽華局長、環境資源局、工務

處、產業發展處、港務處、莒光鄉公所 

1.清水濕地周邊環境改善，經產發處確認僅需避免清水濕地內的工程，可

針對周邊道路進行整建與規劃施作。 

2.國內水環境改善案例觀摩活動規劃書呈核通知各相關單位派員與會。 

3.連江縣水環境顧問團委員名單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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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及與會人員 會議簡要說明 辦理情形 

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劉增應縣長、王忠銘副縣長、陳麗玲秘書 

1.提案點位大致認同，南竿提案為第一排序，其中又以福清水資中心分項

案件為優先。 

2.建議提高坤坵沙灘規劃經費，可與山海一家山館跟坤坵步道的分支線作

景觀結合等。 

3. 為符合水環境提案完工期程，建議評估是否先行辦理部分分項案件規劃

設計發包作業。 

4. 參訪活動規劃將上呈府內，調查各單位人員以利安排出訪期程。 
 

民國 107 年 9 月 12 日 

劉增應縣長、環境資源局、產業發展處、港務處、

交通旅遊局、莒光鄉公所 

1.西莒提案「燕鷗展示區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分項案件待細部設計階

段，再邀產業發展處及莒光鄉公所一同討論，以符合各方需求。 

2.西莒提案「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分項案件，已確定土地可用，即朝

拆除重建為遊客中心方向提案。 

3.南竿提案中，基於「產業園區污水回收再利用」分項案件屬專用污水下

水道範疇，後續將由產業發展處負責承辦；「福清水資源回收中心暨水

質改善」分項案件屬公共污水下水道範疇，後續將由環境資源局負責承

辦。 

 

4.南竿提案「福清水資源回收中心暨水質改善」分項案件，福清步道以修

復為主，避免挖掉重作，污水管線則儘量朝邊坡土壤區塊布置。 

5.縣府各計畫間施工順序及路線，將由縣府各相關局處配合協調討論。 

6.目前各提案內容較簡要，請將各工項作具體說明，並與縣府內各相關局

處充分溝通，確保資訊對接，讓提案內容更加周延。 

7. 預定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於民國 107 年 9 月啟動，12 月核定完成，

目前因南部水患可能展延，希望抓緊時程完成提案所需資料，協助縣府

爭取到計畫經費。 

8.第三批次啟動後，中央將派委員赴馬審查與現勘，原則將由縣長擔任審

查會議召集人以提高評分，故建議先確認縣長可行時間，再行文請中央

派員。 

 

備註：粗體底線為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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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乃串連藍帶(青帆港、坤坵沙灘)及觀光資

源(蛇島、藍眼淚觀景平台)，以「打造馬祖為令人嚮往的島嶼」為

願景，期望達到以下建設目標： 

1、水潔淨 

將既有青帆廠做功能改善，將其升級為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

除改善鄰近海域水質外，亦可將回收水用於候船室、周邊觀光景點

如陳元帥廟之公廁二元用水供應及附近公園景觀營造所需水源。 

2、水環境 

對青帆港至中正門進行堤岸環境營造，亦透過改善坤坵沙灘之

賞鷗設施，打造親水休憩空間。 

(二)本次案件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本提案計畫共分成 4 大項，提案內容簡述如下。 

1、案件名稱：青帆港環境及周邊景觀整建 

由青帆港、候船室景觀整建之重點環境，包括候船空間重建，

並藉由設置簡易資訊櫃台或影音設施，以強化引導之功能，並做為

交通整合之主要據點，以整合機車出租、計程車或民宿接駁車，使

遊客在入島後即能方便地移動至各景點。另規劃於候船室後方打造

占地 4,000 平方公尺之綠地景觀園區，營造富有藝術氣息之環境，

打造西莒之當地特色，建立遊客之良好印象。因應未來水源之聯合

運用，規劃於候船室旁之 2 處綠地分別設置雨花園，並加設雨水貯

留槽，收集雨水及青帆廠回收水，以作為綠地澆灌使用。 

2、案件名稱：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由青帆港至中正門所經之濱海路線環境並延伸至藍眼淚觀景

平台，除針對堤岸安全與以加強整修外，並改造堤岸上方 800 公尺

之親水步道綠美化，除將欄杆更換適合當地氣候材質予以整建外，

另搭配藝術設施之設置，使透水性與親水性元素加入堤岸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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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中正門外之沙灘與舊有軍事用補給道均予以整建，加入親水規

劃，增加附帶建立良好之觀光亮點的效益；另於濱海道路延伸段建

造藍眼淚觀景平台，整備觀賞藍眼淚設施。 

3、案件名稱：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於坤坵沙灘上方之公共空間，打造燕鷗觀賞據點，包括觀

景平台整建、賞鷗觀測設施設置及鄰近公廁重建，整備賞鷗設

施及補齊環境機能，妥善維護生態環境並增加觀光效益；另亦

增設燕鷗之藝術雕塑及環境教育解說牌，加入環境教育的元素，

提高未來遊客登島的遊憩亮點。 

4、案件名稱：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為提升青帆村污水處理成效，將青帆污水處理廠升級為青

帆水資源回收中心，增設調整池及砂濾單元，將污水處理後回

收再利用，作為青帆公園景觀營造用。青帆公園面積約 0.65 公

頃，規劃設置 2 處雨花園，另搭配設置地下雨水貯存槽，除可

貯存地表降雨外，亦可將是為青帆污水廠回收水之中繼貯存站，

提供綠地澆灌之水源；以 LID 工法進行親水公園改造，提高休

憩功能性。 

本提案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分項明細統整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西莒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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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綠灣-西莒水

環境改善計畫 

1 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港口休憩空間、周邊

綠地景觀設施營造 
交通部 

2 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堤岸環境及安全營

造工程(含親水步道

及藍眼淚設施整建) 
水利署 

3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景觀平台、生態觀測

設施、燕鷗雕塑、環

境教育解說牌 

交通部 

4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

水園區 

增設調節槽與高級

處理設施、二元供水

系統與 LID 工程 

營建署 

 

(三)整體內已核定案件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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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莒尚未有核定之水環境改善計畫。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說明 

西莒尚未有核定之水環境改善計畫。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待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獲核定，即發包規劃設計委託服務計畫。 

(六)各分項案件規畫構想圖 

1、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為達到海上門戶意象營造及空間與動線機能重塑，規劃配

合特色地景營造水岸遊憩新據點，包括對青帆港候船空間進行

整建、打造周邊綠帶，以提升候船服務品質，增加休憩空間，

並應用 LID 工法，營造西莒島海上出入門戶景觀意象，增加遊

憩亮點。規劃構想如圖 4-1 所示。相關建築物主題將配合在地紋

理，以發揮馬祖地區建築特色與協調性。 

 

圖 4-1  青帆港周邊景觀營造改善前後示意圖 

2、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為提高候船室至中正門間動線堤岸景觀之安全與親水性，透過

堤岸的安全整建及親水步道之營造，另搭配中正門周邊沙灘及暨有

港埠設施再利用，結合周遭景點及軍事文化整理特殊意象，活化既

有空間使用；另增設藍眼淚觀景台，強化遊憩觀景功能。規劃構想

如圖 4-2 所示。 

 
 

教育公園

候船空間
整建

親水景觀
營造

LID
雨水公園

改造後情境模擬 改造區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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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中正門外清水設施營造前後示意圖 

3、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整理坤坵沙灘週邊既有廢棄空間、增設賞鷗觀測站、改善

公廁污水處理與清潔設施；另搭配透過提昇景點公共設施品質，

落實環境教育與永續之發展方向。規劃構想如圖 4-3 所示。 

 

圖 4-3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前後示意圖 

4、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青帆污水廠提升效能成水資源回收中心，增加二元供水系統，

整併附近重要用水點(候船室、陳元帥廟、中正門)之供水管線；並

整理周邊環境，應用 LID 工法增加周邊公園之透水與保水性，打

造多功能青帆村舒適新休閒空間。規劃構想詳圖 4-4。 

改造區位示意

水岸景觀
改造

親水設施
營造

改造後情境模擬

清潔沖水
設施

改造後情境模擬

賞鷗平臺

水岸景觀
改造

改造區位示意

改造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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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營造前後示意圖 

 

(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西莒尚未有核定之其他前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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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1,383.2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10,515.7 萬元、地方

分擔款：867.5 萬元)。 

(二)分項案件經費 

 

註：營建署補助比例為「中央：地方＝98：2」，其他部會補助比例為「中央：地方＝90：10」。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1 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交通部       9,643       1,071     38,572       4,286        53,572            -            -          48,215       5,357

2 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水利署       1,733          193       6,932          770          9,627            -            -            8,664          963

3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交通部       3,020          336     12,079       1,342        16,777            -            -          15,099       1,678

4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營建署       6,636          135     26,543          542        33,856            -            -          33,179          677

    21,031       1,735     84,126       6,940      113,832            -            -        105,157       8,675總計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經費(千元)

108年度 109年度

小計

後續年度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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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複價(千元) 備註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青帆港候船空間重建 m² 300 36,500 10,950,000 10,950

綠地景觀公園 m² 4,000 6,500 26,000,000 26,000

小計 36,950,000 36,950

二、 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親水步道暨親水景觀營造(含堤岸美化) m 800 6,500 5,200,000 5,200

中正門外親水設施營造 m² 300 4,800 1,440,000 1,440

6,640,000 6,640

三、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賞鷗觀測設施(含公廁整建) 式 1 7,121,400 7,121,400 7,121

觀景平台整建 式 1 2,500,000 2,500,000 2,500

藍眼淚觀景平台 式 1 1,950,000 1,950,000 1,950

小計 11,571,400 11,571

四、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青帆污水廠功能提升(設備更新與增設調節池)式 1 3,851,000 3,851,000 3,851

青帆公園景觀改善(含民眾休閒設施) m² 3,000 6,500 19,500,000 19,500

小計 23,351,000 23,351

合計 78,512,400 78,512

貳 間接工程費     

一、 系統試運轉費用 月 2 300,000 600,000 600

二、 施工紀錄與影片製作成果 式 1 300,000 300,000 300

三、 生態環境監測費 式 2 1,000,000 2,000,000 2,000

四、 交通維持費 式 1 235,537 235,537 236 直接工程費0.3%

五、 環保保護費 式 1 157,025 157,025 157 直接工程費0.2%

六、 勞工安全衛生設備費 式 1 314,050 314,050 314 直接工程費0.4%

七、 施工品質管理費 式 1 785,124 785,124 785 直接工程費1%

八、 承包商利潤、管理費及營造綜合保險費 式 1 6,280,992 6,280,992 6,281 直接工程費8%

九、 營業稅 式 1 3,925,620 3,925,620 3,926 直接工程費5%

合計 14,598,348 14,598

參 其他自辦費用

一、 委託設計服務費 式 1 5,115,530 5,116 依公共工程服務費用比例

二、 工程監造服務費 式 1 3,963,746 3,964 依公共工程服務費用比例

三、 地上地下物拆遷費 式 1 1,000,000 1,000

四、 二三級品管試驗費(檢據核銷) 式 1 200,000 200

五、 工程管理費(3%) 式 1 2,355,372 2,355 直接工程費3%

六、 空氣污染防治費(0.3%) 式 1 235,537 236 直接工程費0.3%

七、 準備金 式 1 7,851,240 7,851 直接工程費10%

合計 20,721,425 20,721

113,832,172 113,832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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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視分項計畫屬性，研議採統包或其他方式，以最有效率方案辦理發包。 

表 6-1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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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規

劃

設

計

發

包

規

劃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發

包

開

工

施

工

階

段

施工

會勘

施工

階段

完工

會勘
驗收 啟用

(二)堤岸環境營造暨親水步道

規

劃

設

計

發

包

規

劃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發

包

開

工

施

工

階

段

施工

會勘

施工

階段

完工

會勘
驗收 啟用

(三)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規

劃

設

計

發

包

規

劃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發

包

開工
施工

階段

施工

會勘

施工

階段

完工

會勘
驗收 啟用

(四)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規

劃

設

計

發

包

規

劃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發

包

開

工

施

工

階

段

施工

會勘

施工

階段

完工

會勘
驗收 啟用

生態綠灣計畫

計畫工程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108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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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可行性 

(一)工程可行性 

本提案計畫之內容包括候船室整建工程、污水處理場處理效能

提升工程、回收水系統建置工程、管線工程、堤岸安全工程、步道

整修與景觀工程及觀景平台建工程等，就工程面而言均為技術十分

成熟的領域，沒有技術取得的困難；至於施工技術亦與一般工程施

作方式雷同，因此就技術面相評析，本提案的落實性高且困難度低，

應可順利完成計畫所需達到之效益。 

(二)財務可行性 

本提案計畫之經濟性與財務評析如下。就財務分析架構如圖

7-1 所示。 

 

圖 7-1  連江西莒水環境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分析圖 

1.經濟分析基本項目 

(1)經濟分析之基準年：本計畫之經濟分析基準年為 108 年。 

(2)經濟分析之投資年：本計畫之經濟分析之投資年限為 108 至

年計成本 年計效益

1.減少土砂入庫效益
2.水源涵養效益
3.穩定供水效益
4.增加可供水量之售水效益
5. 降低源水處理費用效益

直接效益 間接效益

促進減碳固碳效益

固定成本 維護與管理成本

1.利息
2.償債基金
3.稅捐保險費

經濟效益評估

益本比

1.減少土砂入庫效益
2.水源涵養效益
3.增加可供水量效益
4.降低原水處理費用

1. 增加污水處理效益

2. 增加堤岸安全景觀效益

3. 增加可供回收水量效益

4. 節省供水之費用

促進觀光收益1. 利息

2. 償債基金

3. 稅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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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共計 3 年。 

(3)經濟分析年限：計畫經濟分析年限一般以 30 年為準，工程設

施之使用年限若超過 30 年，其後尚可繼續使用之價值者予

略之不計，為使工程設施能在 30 年經濟壽命之內充分發揮

功能，使用期間加計年運轉與維護費用以維持構造物正常使

用。 

(4)社會折現率：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主要係用於計算經

濟效益之之益本比使用，考量貨幣具時間價值特性應選擇適

當之折現率，以利適當反映出貨幣於基期年的現值為何，故

選擇中央銀行標售 20 年期公債加權平均利率 1.156%作為設

定。 

2.直接效益評估項目 

(1)內部效益： 

A.增加污水處理效益：本提案計畫針對污水處理以青帆廠

75 CMD 為主，使生活污水得以妥善處理。 

B.增加堤岸安全景觀效益：本堤岸計畫內之海堤安全景觀營

造包括青帆港至中正門與坤坵沙灘段海堤，長度約 1,000 

公尺，對於堤岸本身及岸上親水步道透水性均有確實的

效益。 

(2)外部效益： 

A.增加可供回收水量效益：青帆污水處理廠每日可回收 100

噸 之回收水，供二元供水系統使用，對水資源的充分利

用發揮充分的效果。 

B.節省供水之費用：污水處理之回收水供應多元用水每日節

省約 900 元水費(供水 300 日)，一年將節省 270 千元之水

費支出。 

3.間接效益評估項目 

(1)外部效益： 

A.促進觀光收益：本提案計畫透過親水環境、環境教育及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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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護，將成為南竿的觀光亮點，估計至少每年增加

20,000 人來此觀光遊憩，將可提高每年 1 億元以上的直

接收入。 

4.經濟成本分析 

(1)計畫投資直接成本： 

本計畫 108～110 年之總經費為 12,779.3 仟元。本計畫係以

水環境改善為願景並水安全、水乾淨及水親近為主軸，以達水環

境的永續經營目標，參酌 97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時為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編著之「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

業手冊」，透過其規劃之成本及收益所評估項目設定，故年計成

本包括「利息」、「償債基金」、「稅捐保險費」及「維護費與管理

成本」等項目，在經濟分析年限 30 年內計算本計畫之成本項目

如下表 7-1 所示。為經濟分析年限 30 年均化後之結果，藉此推

估各成本項合計。 

表 7-1  連江水環境計畫使用期限內平均年計成本資料表 

項目 金額(仟元) 

1.固定成本 1,308 

(1)利息 578 

(2)償債基金 268 

(3)稅捐保險費 192 

2.維護與管理成本 1,278 

年計成本 2,586 

A.固定成本： 

(A)利息費用：為投資之利息負擔，依三年之總投資經

費計算，共計 12,779.3 仟元，依據統一利息方式計算採

年息 3%複利計算，計算其從借款年至經濟使用年限 30

年期滿止，總利息費用為 17,340 仟元，經濟分析年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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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平均利息費用約 578 仟元。 

(B)償債基金：依總投資金額為準，依年息 3%複率計算，

在經濟分析年限 30 年內，推估其每年平均負擔數為總

投資金額 2.102%，即 12,779.3 仟元*2.102%=269千元。 

(C)稅捐保險費：於經濟分析年限內平均年計稅捐保費

係以總經費之 1%為保險費、0.5%為稅捐費合計為 1.5%，

即為 12,779.3 仟元*1.5%=192 仟元。 

B.維護與管理成本： 

於本計畫經濟分析年限內，於工程建設完成後始為計算維

護與管理成本費，其含運轉及維護成本及相關管理費用等，係

以總經費之 10%計算，即 12,779.3 仟元*10%=1,278 仟元。 

5.經濟效益分析(如表 7-2 所示) 

(1)直接效益分析： 

A.增加污水處理效益：本提案計畫總共增加 100 CMD 之生

活污水處理量，反向思考即減少同量的污水未來帶來污

染的處理，每噸提高之環境效益以 10 元計，則增加每年

365 仟元。 

B.增加堤岸安全景觀效益：堤岸安全與防汛道路美化可增加

使用者的舒適性與安全性，可減少人為疏失所造成的災

損，此部分較屬於定性的評析，較難加以量化。 

C.增加可供回收水量效益： 回收水量每日可供 75 噸，若以

滿足重複足量供應 300 日計之，共可節省每年 22,500 噸

的水資源。 

D.節省供水之費用效益：每噸回收水以 12 元計，則每年可

節省 270 千元用水費用。 

(2)間接效益分析：依據水環境計畫工程性質及功能，其間接效

益以下列乙項計之。 

A.促進觀光收益：每年增加 1 億元以上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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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連江西莒水環境計畫經濟分析年限內平均年計效益 

項目 效益金額(仟元) 

直
接
效
益 

內部效益 
增加污水處理效益 365  

增加堤岸安全景觀效益 無量化數據  

外部效益 
增加可供回收水量效益 節省水量  

節省供水之費用效益 270 

間
接
效
益 

外部效益 促進觀光效益 100,000  

年計

效益 
100,635  

 

6.經濟成本效益評估 

(1)經濟效益指標建置： 

本計畫之經濟成本效益評估係以益本比(I)指標進行評估，其

中計畫益本比( I = B/C )大於 1 時，即表示計畫可行。 

(2)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8 年至 110 年，依經濟分析年限 30 年

為計，本計畫年計效益約 100,635 仟元，年計成本約 2,586 仟元，

益本比遠大於 1，顯示本計畫之水環境投入經費，具有經濟效益

與投資價值。 

(三)土地可行性 

本提案計畫施作區域均為公有地，未來土地使用應透過縣府確

認後進行規劃與施作，就土地可行性而言應可透過行政協調順利取

得施作土地，對計畫執行並不構成困擾。 

(四)環境影響可行性 

本提案已透過生態檢核過程，掌握生態影響的範圍及研擬可行

之保護措施，針對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均有適當之提示，例如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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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不開發、減少開挖面積、原生植物植栽及污水與廢棄物妥善

處理等，均為各階段作業應注意事項；一般最重要仍是規劃單位、

施工單位與營運單位之介面銜接，可使每個環節執行單位均能將工

程環境影響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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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逕流分離，出流管制 

遵守「逕流分離，出流管制」的前瞻基礎建設精神，透過里山

-里海的大方向擘劃理念，先就陸地保水、貯水透過植被、綠地及

雨水貯留方式，達到治水理念；另搭配污水良好處理並回收再利用，

減少污染衝擊海岸生態，營造良好水與環境。 

(二)堤岸安全兼顧水岸景觀加值 

配合堤岸計畫的發展方向，增加主要海岸動線之安全性與親水

性，環境景觀營造約 6,500 平方公尺、道路改善約 800 公尺，另透

過植生區塊及親水園區加值作用，建構生態綠灣休憩體驗廊道，並

營造水與安全。 

亦即透過海岸安全加強、步道欄杆整修及親水設施的增設與海

灘整理，結合親水及透水鋪面元素；另配合 LID 設施如雨花園等，

保障水土資源提升城市韌性；選擇當地環境與種植本土性原生樹種，

抑制有害外來物種，復原本土水岸生態環境，達成環境教育目的。

促使營造水岸景觀與鄰近周遭綠地公園的親水連結性。 

(三)水資源整體利用營造效益 

改善青帆村污水處理效能，75CMD 的污水除妥善處理符合放

流水水質要求外，再經高級處理後回收再利用，以管線重力流方式

送至候船室、陳元帥廟等公廁沖洗使用，亦可結合雨花園中之雨水

貯留槽作為二元供水中繼站，使污水再利用及雨水回收得予以整合，

達到水資源充分利用的目標；另一結合韌性海綿城市的理念，作好

治水、保水、貯水的功能。 

(四)生態環境保護效益 

西莒擁有豐富的生態系，亦是劃定之生態保護區域，未來開發

重點除致力於海岸景觀遊憩地點的營造與串聯外，最重要即是針對

重大生態與地景資產的保護，如黑嘴端鳳頭燕鷗、方塊海均集中於

西莒的坤坵沙灘，透過長期的生態監測過程與環境保護專業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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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促使開發項目對既有生態衝擊最小，也使西莒的生態遊憩成

為未來觀光的一大亮點。 

(五)觀光產值提升效益 

過去西莒就有「小香港」的美名，當然隨著戰地政務的解除，

駐地人口也逐漸散去，但原來的西莒之美經過多年的未開發與綠色

披覆的增加，更增添其天然的美與神秘感，配合戰地文化與文史地

景，足以建立一處至少半日遊的觀光線，未來也會吸引觀光客，提

供鳥類生態、藍眼淚與環境教育的多元化知識，更增加西莒觀光至

少每年 1 億元以上的收益。 

(六)景觀綠化指標提升 

西莒經過本提案計畫之綠化整修作業後，依據初佈景觀環境檢

核分析資料顯示整體綠美化面積提升 1.56 公頃、公園廣場面積增

加 0.82 公頃、人行徒步區空間增加 0.28 公頃及閒置空間再利用 3.1

公頃，對於未來遊憩綠色廊道之連結已具整體性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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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運管理計畫 

(一)營運管理及認養推動 

應用低維護的鄉土植被，讓基地植物可再自然繁衍生長，具備

良好維護管理機制。步道工程採用干擾最低之生態工法施作，盡量

降低生態影響。每階段完工後由連江縣政府負責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內容包含草坪維護、植栽修剪、環境整理(含海漂垃圾)及人工步道

養護等作業。亦將協助推動社區、學校及機關團體參與認養活動，

並媒合志工參與，充分結合民間力量，促進永續經營之目的。 

(二)營運管理組織 

由連江縣政府編列預算委外營運管理單位或爭取營建署濕地

託管補助辦理，並邀請社區居民及常態使用團體參與維護管理，結

合各局處如環境資源局、產業發展處、交通旅遊局、工務處、港務

處、莒光鄉公所等配合認養共同維護。對於本提案最重視之生態檢

核應持續推動，無論施工期間與營運期間均應長期編列預算執行，

以確保各項工程設施不致對周遭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至於營運管理

重要經費編列大致將包括污水處理廠之營運維護作業(每年約建造

價格 1/10)、生態環境監測計畫(每年約 100 萬元)，污水處理廠營運

管理部分將併入環資局目前委託污水處理廠代操作計畫辦理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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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得獎經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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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錄 

詳附錄 1~4。 



附錄 1
生態檢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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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生態檢核成果 

生態綠灣─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生態綠灣─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尚未發包 

工程期程 民國108~109年 監造廠商 尚未發包 

主辦機關 連江縣政府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連江縣莒光鄉西坵村、青帆村 

TWD97座標 X：142278 Y：2874555 

TWD97座標 X：143120 Y：2873682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113,832 

工程目的 

馬祖地區有著山海交錯的自然島嶼環境及閩東文化的價值內涵與特殊的歷史背

景，且馬祖的每座島嶼因應著自身的發展演進有著不同的島嶼個性。整體規劃

構想乃以「水善利萬物，重繫海與島對話」為理念，設定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

設發展目標包含： 

1、海岸環境營造，打造樂活魅力海岸 

2、港埠環境改善，健全漁船整補環境 

3、水域水質改善，孕育多樣性之棲地 

透過連江縣整體水環境建設串連本府各局處爭取預算及執行中各項建設計畫，

打造馬祖為「令人嚮往的島嶼」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1.青帆港環境及周邊景觀整建： 

候船空間重建、整合機車出租、計程車或民宿接駁車；規劃於候船室後方打造

占地4,000平方公尺之綠地景觀園區，於候船室旁之2處綠地分別設置雨花園，

並加設雨水貯留槽。 

2.堤岸景觀營造暨親水步道： 

改造堤岸上方800公尺之親水步道綠美化，建造藍眼淚觀景平台，整備觀賞藍眼

淚設施。 

3.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觀景平台整建、賞鷗觀測設施設置及鄰近公廁重建，整備賞鷗設施及補齊環境

機能。 

4.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 

將青帆污水處理廠升級為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增設調整池及砂濾單元；青帆

公園面積約0.65公頃，規劃設置2處雨花園，另搭配設置地下雨水貯存槽；以

LID 工法進行親水公園改造。 

預期效益 

(一)遵守「逕流分離，出流管制」的前瞻基礎建設精神，透過里山-裡海的大方

向擘劃理念，先就陸地保水、貯水透過植被、綠地及雨水貯留方式，達到治水

理念；另搭配污水良好處理並回收再利用，減少污染衝擊海岸生態，營造良好

水與環境。 

(二)堤岸安全兼顧水岸景觀加值 

配合堤岸計畫的發展方向，增加主要海岸動線之安全性與親水性，環境景觀營

造約6,500平方公尺、道路改善約800公尺，另透過植生區塊及親水園區加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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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構生態綠灣休憩體驗廊道，並營造水與安全。 

亦即透過海岸安全加強、步道欄杆整修及親水設施的增設與海灘整理，結合親

水及透水鋪面元素；另配合 LID 設施如雨花園等，保障水土資源提升城市韌

性；選擇當地環境與種植本土性原生樹種，抑制有害外來物種，復原本土水岸

生態環境，達成環境教育目的。促使營造水岸景觀與鄰近周遭綠地公園的親水

連結性。 

(三)水資源整體利用營造效益 

改善青帆村污水處理效能，75CMD 的污水經高級處理後回收再利用，以管線重

力流方式送至候船室、陳元帥廟等公廁沖洗使用，亦可結合雨花園中之雨水貯

留槽作為二元供水中繼站，使污水再利用及雨水回收得予以整合，達到水資源

充分利用的目標；另一結合韌性海綿城市的理念，作好治水、保水、貯水的功

能。 

(四)生態環境保護效益 

西莒擁有豐富的生態系，亦是劃定之生態保護區域，未來開發重點除致力於海

岸景觀遊憩地點的營造與串聯外，最重要即是針對重大生態與地景資產的保

護，如黑嘴端鳳頭燕鷗、方塊海均集中於西莒的坤坵沙灘，透過長期的生態監

測過程與環境保護專業人士的監督，促使開發項目對計有生態衝擊最小，也使

西莒的生態遊憩成為未來觀光的一大亮點。 

(五)觀光產值提升效益 

過去西莒就有「小香港」的美名，當然隨著戰地政務的解除，駐地人口也逐漸

散去，但原來的西莒之美經過多年的未開發與綠色被附的增加，更增添其天然

的美與神秘感，配合戰地文化與文史地景，足以建立一處至少半日遊的觀光

線，未來也會吸引觀光客，提供鳥類生態、藍眼淚與環境教育的多元化知識，

更增加西莒觀光至少每年1億元以上的收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補充說明：委託成功大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補充說明：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補充說明：範圍內有燕鷗及濱海生物等生態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否 
補充說明：範圍內有方塊海、燕鷗棲息地-蛇島之濱及沙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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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補充說明：本計畫開發工程施工範圍大多均位於已開發區域，惟坤

坵沙灘附近工程仍將以陸地施作為主，並減少同時施工之面積，

以降低對區域生態之衝擊。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補充說明：範圍內敏感區域，進行工程迴避。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補充說明：規劃設計階段已編列生態檢核費用。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補充說明：已於民國107年6月29日在莒光鄉公所舉辦，共有42人與

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補充說明：工程有關資訊刊登於馬祖日報及馬祖資訊網等網站發佈

新聞稿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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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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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生態檢核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工程編號  

主辦單位  承包廠商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月  日 

訪談人員 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 紀錄人員 林原巧 

諮詢對象 單位/職稱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邱郁文 
成功大學水科技研
究中心/副主任 

博士  生態保育諮詢 

吳欣儒 
成功大學水科技研
究中心/生態調查組
組長 

碩士  
生態調查與生

態保育諮詢 

1-1  生態保育議題諮詢 

1-1.1棲地生態環境 

施作區域位於連江縣莒光鄉西莒島之棋盤山之西南面下之平地處。依據「馬祖植

物誌」(福建省連江縣政府，2004)馬祖地區少天然林，棋盤山之西南面除為天然

林外，亦為馬祖地區唯一的小片榔榆林，因處背風面所以林下藤本植物和灌叢密

生。而於2018年7月27日的現勘時，亦有在緊鄰基地的山坡面紀錄到朝鮮紫珠、

金華花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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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莒候船室 

 

 
候船室後方的公園綠地(後方為棋盤山) 

 
朝鮮紫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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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 

 

1-1.2基地生物多樣性 

基地目前以人工化設施，如道路、候船室及公園綠地為主。公園綠地內的植物以人

工景觀植栽為主，包括正榕和西洋繡球花(園藝種)等等。 

 
公園綠地 

 

 
公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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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繡球花(園藝種) 

 

 
正榕 

 

1-2 工程生態影響諮詢 

此區的生態敏感區圖如下： 

 
本工程施工範圍主要位於西莒候船室及原有公園綠地之改善整建，因此除邊公

園綠地邊坡可能涉及部分棋盤山山坡之水土保持外，其餘位於人工化設施區

域。故生態敏感區域僅在公園東側的棋盤山山坡臨界部分。 

 

1-3  生態保育措施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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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坡水土保實施作－迴避與補植： 

若欲進行公園綠地之邊坡水土保持設施更新或維護，因維持原有範圍或減少原

生林坡地的開發使用面積。在可行範圍內，以不傷砍筏原生林木為原則，建議

迴避棋盤山山腳自然林之區域。若因安全考量有需增加部分原生林之使用面

積，應商尋當地政府及民間代表、專家學者共同勘查後再行決定。損失之原生

林木部分在護坡工程結束後應補植原生林木，如榔榆、朝鮮紫珠、琉球野薔

薇、金銀花……等。若有發現入侵的外來植物應移併一併移除。 

(2)公園內之綠美化： 

公園內之綠美化植物應以原生植物為優先，建議可種植朝鮮紫珠或琉球野薔薇

等亦具觀賞價值之植物。 

 

1-4  其他 

馬祖全區皆落於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西莒亦屬於連江縣(莒光地區)分景特定 

區，其中公園綠地部分區塊屬於保護區，其相關工程行為應符合相關法令及主

管機關同意辦理。 

 

備註： 
1. 本表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生態工程檢核表之生態檢核要項「生態專業諮詢」之附表。 

2. 在目前制度未全狀態下，諮詢具有生態背景或相關工作經歷之專家學者、工程師、政府單位等。 
3. 本表及其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或加頁，並註明政府公佈之資料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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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生態檢核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工程編號  

主辦單位  承包廠商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1  月 2 日 

訪談人員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人員 陳念妤 

諮詢對象 單位/職稱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史濟元 
艾奕康公司水務部
技術總監 

博士  環境評估 

顏易均 
艾奕康公司環境部
生態工程師 

碩士  
生態調查與生

態保育諮詢 

1-1  生態保育議題諮詢 

1-1.1棲地生態環境 

施作區域位於連江縣莒光鄉西莒島之坤坵沙灘。依據坤坵沙灘長期生態監測資料

顯示主要包括鳥類及濱海生物，此區域亦包括方塊海之特殊地景，簡述如下: 

1. 鳥類：此區域的燕鷗以黑嘴端鳳頭燕鷗（Chinese crested tern）最為著名，其

外型特徵嘴橘黃色，嘴尖三分之一為黑色，但最尖端為白色，頭頂黑色，繁

殖時和大鳳頭燕鷗一樣，後頭有冠羽，繁殖季後後期額的羽毛慢慢的往頭頂

換成白色羽毛，最後僅後頭有黑色羽冠，也就是非繁殖季的羽色。身體羽色

為白色，但背部較灰，次級飛羽越外緣越尖端越黑，腳為黑色。以魚類為主

食。依據目前的了解，大約五月中旬，黑嘴端鳳頭燕鷗及大鳳頭燕鷗就會陸

續來到保護區準備繁殖；而黑嘴端鳳頭燕鷗總是喜歡和成群的大鳳頭燕鷗一

起繁殖。牠們會把蛋直接生在低矮的植披的土坡地面上。推測黑嘴端鳳頭燕

鷗應該是在6月初生蛋，孵化期約25~30天，雛鳥為半早熟性，絨毛羽色為灰

色系，個體之間顏色變異大，腳黑色，嘴淡黃色或灰色，約30~40天可飛行，

這時候黑嘴端的特徵並不明顯。 

2. 濱海生物：3.濱海生物：此區域之主要濱海生物包括龜爪(佛手)、藤壺、笠螺

(海鋼盔)、中華棘蠑螺、海葵及其他各種的海藻、螺貝類(紫孔雀蛤和毛貽貝)

等，棲息中潮帶到淺海岩礁，以足絲固著於岩縫間；淺海的礁岩礫灘上，長

滿棘刺的海膽、海星和陽燧足；礫灘中的蛤(海瓜子蛤與歧紋簾蛤)；沙灘上亦

有痕掌沙蟹；至於海中之魚類則以正鯛、黑鯛及黃魚為主；以往馬祖人民限

於物資的缺乏，會到海邊採集海濱生物來食用；在物資充沛的現在，這些生

物反而成為新奇的特產，充滿生命之美的海濱生態。 

3. 方塊海：由於海域所處的地形、海流和潮汐交互影響之下，兩方海流互相推

進，才會形成如此奇景。坤坵沙灘旁的山坡往上走，有一處斜坡可眺望海

面，當方塊海奇景出現時，這裡是絕佳的拍攝點。另外，由於坤坵海灘地處

偏僻，沒有什麼光害，只要天氣好，晚上拍夜景或星軌都是很棒的場地點。 

4. 陸域植物：因坤坵計有關景平台後方山坡處背風面所以林下藤本植物和灌叢

密生。而於2018年6月27日的現勘時，亦有在緊鄰基地的山坡面紀錄到朝鮮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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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金華花等植物。 

 
坤坵沙灘區域現況圖 

 
坤坵沙灘觀景平台一 

 
坤坵沙灘觀景平台二 

敏感區

敏感區
建物
公園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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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紫珠 

 

 
金銀花 

 

1-1.2基地生態描述 

基地目前已人工化設施，如大王廟、道路、觀景台及公廁為主。觀景台內均已完成

鋪面，僅有部分人供盆栽。 

 

 
坤坵沙灘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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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坵沙灘-蛇島 

 

1-2 工程生態影響諮詢 

此區的生態敏感區圖如下： 

 
本工程施工範圍主要位於坤坵觀景平台(生態觀賞設施增建、公廁改建)及平台護坡

安全拋石作業，不會進行沙灘上之地景改變。 

 

1-3  生態保育措施諮詢 

1. 施工期間 

(1)整體工期應配合避開燕鷗繁殖期，減少工程對於燕鷗群繁衍下一代之影響。 

(2)針對敏感區域應減少同時施工面積，降低對區域生態之影響。 

(3)場址周邊之植生護岸植物應以原生種植物優先，加上基地附近海岸植被有部分原 

生物種組成的次生林，建議工程時應降低干擾。 

(4)若有涉及原有水泥鋪面的更新部分，建議以設計透水工法或植草磚方式，以增加

生物多樣性。 

(5)施工過程所產生之廢水與廢棄物應妥善處理，不得就地處置而污染環境，進而影

響生態環境。 

 

2. 營運期間 

(1)建置完備營運管理制度，在人力與財力上充分支持管理制度之運作，發揮保護環

境及降低衝擊的功能。 

敏感區

敏感區
建物
公園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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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於對於生態敏感區之保護及避免人為干擾，應建立敏感區域(如坤坵沙灘)之開

放時間，尤其下午退潮時，燕鷗會於濱海淺水區域戲水，應嚴禁旅客下至海灘而

影響燕鷗之活動。 

1-4  其他 

此區域已於2000年列入「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為每年夏天來這些

島上繁殖的鷗科鳥類，另馬祖全區皆落於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西莒亦屬於連江縣

(莒光地區)分景特定區，其中公園綠地部分區塊屬於保護區，其相關工程行為應符

合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同意辦理。 

 

備註： 
1. 本表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生態工程檢核表之生態檢核要項「生態專業諮詢」之附表。 

2. 在目前制度未全狀態下，諮詢具有生態背景或相關工作經歷之專家學者、工程師、政府單位等。 
3. 本表及其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或加頁，並註明政府公佈之資料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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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歷次會議意見處理情形 
壹、會議事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北一區工作坊會議 

貳、會議時間：民國 108年 3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參、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肆、主持人：陳局長健豐 

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一、劉委員駿明 

1.目前(107 年)觀光人數達 17.9 萬元，預

計長遠目標以 40萬為準，對於引入觀光

人潮，供水方面之需求，請未雨綢繆。 

本縣觀光人口預期持續逐年增

加，供水需求已責成自來水公

司規劃，整合海淡廠聯合運用，

應可滿足成長需求，惟污水處

理設施亦須同時考量，亦惟本

計畫推動的主要項目。 

    

2.外島水資源相當珍貴，雨水收集應避免

與汙水混雜，並設置專管蓄水再利用。 

本次提案計畫均已考量設置

LID 及雨水貯留設施設立於綠

地內，並結合污水回收再利用

系統，充分運用可貴的水資源。 

四、(二)、1

與 4 

P4-1~2 

3.生態方面有燕鷗及藍眼淚兩種物種，前

者不宜依海岸沿線佈設，請採少量固定

觀賞平台，以免干擾物種棲息。 

相關燕鷗及藍眼淚之觀景台設

置地點均完成生態檢核，並建

議採迴避與定點設立方式，並

縮小平台範圍，觀賞地點與棲

地均有一段距離，避免干擾物

種棲息。 

三、(一)、2

及 3；四、

(二)、2 及 3 

P3-1~4

及 P4-

1~2 

4.時間所限，各委員僅能參加乙場，目前

各執行地方政府資料頗為豐富，建議可

另寄送資料予未參與討論之委員作參

考。 

遵照辦理。     

5.曾參與台中市卓蘭”石虎”棲地水環境

審查，因地方強調與生態專家、NGO 及

當地居民取得共識，惟執行後仍發生輿

論撻伐，事後瞭解係區公所實際施行時，

變更改採大量混凝土硬體設施，與原核

定內容落差很大，如何加強施工中工程

查核，建議訂定機制，避免事件再發生，

請參處。 

經生態檢核結果已分工釐清各

工程區域，進行施工與營運期

間的迴避與減輕措施，尤其建

議自然合宜的工法，如海岸砌

石、增加原生物種植栽等措施，

未來設計、施工均將依檢核內

容進行調整工項，並配合顧問

團監督察核機制，切實落實水

環境改善之基本要求。 

三、(一)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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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6.環境復育生態保育為改善重要目標，若

涉及溼地生態及環保敏感區，因生態豐

富，應儘量減少人工設施(自行車道或人

行步道)侵入性干擾，為環境教育之觀察

需求，不要沿其周遭邊界，而改以結點方

式設少量固定觀景平台即可，請參考。 

遵照辦理，本計畫以南竿清水

溼地及西莒坤坵沙灘為敏感區

域，除減少建設項目外且均為

岸上施工作業，另亦考量定點

觀賞的需求，結合環境教育導

覽設施，以期達到環境保護及

寓教於樂的多重目標。 

四、(二)、3 P4-2 

二、石委員聖龍 

1.藍眼淚為一種海中生物，其數量及出現

時機等會配合海洋生態而變化，因此為

配合馬祖藍眼淚所引起觀賞人潮施設相

關設施確有必要，但其規模不宜過度擴

展。 

遵照辦理，目前僅規劃介壽海

堤(既有改建)及西莒觀景台兩

處，亦為未來連江境內主要觀

賞藍眼淚區域，除可掌握觀賞

人潮，安全性之全面提升亦為

另一重點。 

四、(六)、2 P4-2 

三、楊委員志彬 

1.離島生態豐富而脆弱，應特別注重生態

衝擊效應，甚而在前瞻計畫中以強化、恢

復離島生態棲地為目標，很可惜這部份

的內容，在目前的計畫中相當消極。 

本提案計畫涉及海岸棲地較

廣，尤其清水溼地及坤坵沙灘，

未來推動過程亦將邀請連江相

關生態及 NGO團體，透過工作

坊及座談會方式加強溝通，並

落實於工程項目之設計、施工

及營運階段。 

三、(一) P3-5 

2.西莒的生態影響並設有完整謹慎評估，

建議先做整體規劃再據以推動具體環境

改造計畫。 

西莒提案主題為綠色生態，已

經本縣依據過去及本計畫之生

態調查成果進行規劃，並將目

前主要景點加以串連改造，提

升服務品質。未來推動過程亦

將邀請連江相關生態及 NGO

團體，透過工作坊及座談會方

式加強溝通，並落實於工程項

目之設計、施工及營運階段。 

三、(一)、2

及 3；四、

(二)、2 及 3 

P3-1~5 

3.請將計畫內容、設計內容等資訊公開於

縣府專屬網站，落實資訊公開化。 

已於本縣環資局建立網站公布

相關資訊，未來將與本縣全球

資訊網連節，隨時公布水環境

計畫執行情形，落實資訊公開

化。 

三、(二)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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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4.民眾參與不應只是工程內容說明會，應

針對願景、地方具體問題、爭議議題及維

管等可舉辦工作坊，由民眾提出補充方

案或替代方案。 

遵照辦理。 三、(一) P3-5 

四、劉委員柏宏 

1.依西莒人力之考量，青帆港之維管能量

尚未非常充裕，如青帆港候船室空間整

建規模過大，請再謹慎評估；LID雨水花

園的維管及親水教育園地施作之必要

性；增設賞鷗觀測設施及據點規模過大，

宜加以謹慎評估。 

西莒清帆港候船室因使用多年

且為海砂屋，且迎賓功能欠缺，

有實施重建之需求；LID 雨水

花園已變更規劃，刪除親水設

施；至於賞鷗平台係依目前既

有之觀賞平台進行整建，未將

觀賞範圍擴大。 

四、(六)、

1,3,4 

P4-3~5 

2.西莒水環境改善計畫應宜再縮小規模

為之。 

西莒水環境改善施作範圍均係

於既有設施上進行整建，施工

規模會盡量縮小，以符合實際

與經濟需求。 

四、(六) P4-3~5 

五、林委員煌喬 

1.連江縣政府規劃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

改善計畫，可以「里山里海」為核心價值，

再依先天水環境條件，規劃擬發展成什

麼模樣的水環境，進而勾勒出完整的水

環境願景藍圖。再以此願景藍圖及核心

價值，來爭取預算及民眾溝通，將具足說

服力。 

感謝委員指導。     

2.生態檢核作業已能就各項工程進行詳

細調查、掌握生態現狀，並能釐清工程進

行可能造成的影響，且已依迴避、縮小、

減輕及補償的生態策略，研擬相對應的

保育措施，以及提出合宜的工程配置方

案，未來施工時務請確實落實，並請檢核

團隊積極介入，確保以擾動最小、衝擊最

低的生態工法施作，盡量降低生態影響。 

未來將配合實際設計、施工及

營運階段，搭配實際之生態檢

核督導機制與持續生態調查結

果調整各階段之工程內容，以

減低施作工程或營運階段對既

有生態的衝擊。 

三、(一) P3-5 

3.燕鷗觀賞點環境營造，將於坤坵沙灘施

設景觀平台等，惟其處於生態敏感燕鷗

棲息地，施工前建議邀集學者專家，生態

NGO 團體提供相對應保育措施，並叮囑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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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承商以擾動最小之工法施作，避免影響

燕鷗棲息。 

六、蕭委員家興 

1.除著重於生態及水環境等營造外，水岸

廊道土地使用同意書，應為必要條件。 

目前使用土地均為公有地，縣

府協調會均已與各土地所屬單

位溝通未來使用的範圍，亦徵

得未來之使用同意。 

三、(三)、3 P3-6 

2.污水處理、雨污水處理、水質、水資源

回收合併一類，堤岸廊道、公園綠地景

觀、漁港(環境)整備、多功能水岸合併一

類，分類審查較有效率。 

配合主辦單位要求辦理。     

3.都會性人為設施應減量設計，包括：舖

面、燈具、解說牌、棚架、座椅。 

遵照辦理，將於計畫設計時納

入考量。 

    

4.各項提案計畫所提出經費，宜列出規劃

設計及監造費用、工程施作工項及施作

面積，俾利經費及工項審查。 

本次提案僅經過初步規劃過

程，相關工項及經費均為概算

數量，配合連江當地之工程物

料單價計算，應屬合理。 

    

5.各分項提案計畫，其設施及建築應符合

在地紋理，並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作說明。 

本提案計畫之建築以污水處理

廠及候船室為主，建築物特性

將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以符

合馬祖地區之在地紋理。 

四、(六)、1 P4-3 

6.水環境的淨化，特別是海岸沙灘漂流垃

圾處理，應比實質設施建設更重要，各機

關、各縣市鄉鎮宜預先建置合格廠商或

人員及年度擴充經費支出計畫，專責不

定時處理。 

遵照辦理。 九、(一) P9-1 

七、內政部營建署 

1.前瞻水環境第三批次工程預定應於 109

年完成，縣府所提工程規模甚大，就工程

是否能如期如質執行尚有疑慮。另本署

前瞻水環境所轄經費均已分配完畢，建

議可向其他部會爭取相關經費辦理補

助。 

本次提案將視分項計畫屬性研

議採統包或其他方式，以最有

效率方案辦理發包，應可於民

國 109 年底完成所有工程施作

與驗收，仍請中央部會支持及

預算挹注。 

六 P6-1 

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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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1.有關水質改善及污水設施處理等設施，

後續維管經費由縣府自籌。 

遵照辦理。 九、(二) P9-1 

九、交通部觀光局 

1.未編列規劃設計費用，是否無須爭取補

助，請再考量。 

因應工期將視分項計畫屬性研

議採統包或其他方式，以最有

效率方案辦理發包，故規劃設

計費用已內含。 

六 P6-1 

2.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將進行既有廢

棄空間之改善，惟空間改善後用途為何?

是否可具有提供遊客旅遊服務功能，請

補充說明。 

西莒燕鷗觀賞平台係使用既有

平台整建與增加部分設施為

主，以期提升觀賞燕鷗品質與

增進環境教育亮點。 

    

十、經濟部水利署 

1.水環境提報計畫需無用地且防洪無虞，

若有此問題應先解決後提報，另本次第

三批提案主要針對，已完備生態調查、檢

核且無生態疑慮及辦理水資改善為優

先，第三批次提報作為，將採兩階段方式

核定計畫，將需求先落實生態檢核作為，

並視落實情形核定計畫，故建議縣府先

行邀請相關環團溝通，尤其生態敏感區

案件，並積極溝通協調，以利後續評核爭

取經費。 

本提案於民眾說明會辦理即邀

請當地社團、NGO團體、縣議

員及民眾共同參與，並依意見

修正規劃內容；未來推動過程

亦將邀請連江相關生態及

NGO團體，透過工作坊及座談

會方式加強溝通，並落實於工

程項目之設計、施工及營運階

段。 

三、(一) P3-5 

2.請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

題，於執行前、中、後隨時滾動式檢討，

並依檢討結果調整工項。 

遵照辦理。 三、(一) P3-5 

請避免大面積裸露或開挖，施工中案件

如有影響生態，應先停止施工，並補充調

查、監測、評估，採取必要之補償及回復

措施，待改善完成後復工，若無法改善應

考慮取消辦理。 

遵照辦理，並於工程經費編列

生態調查費用，以持續掌握各

階段之生態衝擊情形，並適時

調整因應措施，以降低工程對

生態之影響。 

三、(一)及

五、(三) 

P3-1~5

及 P5-2 

3.計畫核定後，工程預算書請編列「工程

生態保育措施」經費。 

已修正 五、(三) P5-2 

4.第三批提報案件以 109 年前可完工案

件為之，相關提案工作項目請自行檢討。 

已確實掌握提案工期內容與因

應作法。 

六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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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5.各縣市政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案件

資料，應於各縣府網站設置專屬網頁讓

民眾查詢，以加強資訊公開。 

目前已於環資局網站公布相關

資訊，未來將連結連江縣全球

資訊網內公布，以擴大資訊公

開成效。 

三、(二) P3-6 

6.民眾參與、NGO、相關關切團體，在地

民眾意見及本次工作坊意見，請參照修

正、補充說明，於 3/24 前提報河川局 

遵照辦理。     

十一、分組討論結論 

1.本次第三批提報案件，以 109年前可完

工案件為之，且主要針對已完備生態調

查、檢核且無生態疑慮及辦理水環境改

善為優先，並採兩階段方式核定計畫，視

生態檢核落實情形及作為核定計畫，故

請各縣府積極與相關環團協調、溝通，以

利後續評核爭取經費。 

遵照辦理。 三、(一) P3-5 

2.請各縣市政府整合過往已完成及執行

中之水環境計畫，可以為所提報計畫給

予核心價值，進而勾勒出完整的水環境

願景，以強化說服力。 

遵照辦理。 一、(一) P1-1~6 

3.請各縣市政府於計畫內容加強說明生

態檢核內容及結果，並增加 NGO、工作

坊等民眾參與資料作為提報依據。 

已修正補充，未來將透過工作

坊或座談會與 NGO、諮詢專家

與民眾溝通，務使各階段配合

因應對策保護生態環境。 

三、(一) P3-5 

4.請各縣市政府務必落實生態檢核工作，

以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的生態策

略，再據以提出工程規劃設計案。 

遵照辦理。 三、(一) P3-1~5 

5.建議各提案所規劃之環境營造及改善，

務必與周邊地景融合，減少不必要的設

施，避免影響或干擾原有生態環境。 

遵照辦理。     

6.各審查委員及與會代表所提意見，請各

縣市政府參照修正、補充說明，完成提案

計畫修正後，於 108年 3月 24日前函報

各所轄區河川局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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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事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府內審查會議 

貳、會議時間：民國 108年 1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參、會議地點：松山機場航站 3F會議室(1號柱旁入口)(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9號) 

肆、主持人：王副縣長忠銘 
 

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潘委員禎哲 

1.建議兩個計畫均寬列經費辦理重要工程與

營運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以適時間應修正施

工，達到務實減輕生態環境衝擊及落實保育

策略。 

已列入工程間接費用內 五、(三) P5-2 

2.P3-4公民參與情形之說明請酌修內容。 

已修正，並針對民眾意

見予以回應，計畫規劃

內容亦配合修正 

三、(五) P3-6 

3.生態綠灣計畫以一 107年 12月 27.28日討

論補充相關生態環境及地方特色等，惟建議

生態檢核工作與情形 P3-2請依計畫工程項目

分述。 

已補充說明 三、(四) 
P3-

2~6 

4.P3-2(四)…友善策略，…仍需配合「設輸」

生態進行減輕……，語意不明。 

已修正，並針對民眾意

見予以回應，計畫規劃

內容亦配合修正 

三、(四) P3-2 

5.計畫項目「堤岸景觀營造暨親水步道」名

稱是以青帆海堤環境營造較安適，建議再考

量。 

已修正 
四、(二)、

2 
P4-1 

6.P4-3有關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未來增加二

元供水系統，請補充其構想。 
已補充修正 

四、(二)與

(六) 

P4-2

及

P4-4 

7.所提二個計畫，考量前瞻計畫、縣市整體

水環境計畫、產業園區計畫之子計畫之核定

推動，為整體計畫綜效，建議南竿水環境改

善計畫優先。 

感謝委員支持     

邱委員昱嘉 

1.整體研擬方向明確，對提升水環境大有助

益。相關論述建議加強，例如前二梯次連江

縣並未申請經費，此第三梯次又花一整年時

間進行規畫等，應加強補充。 

已增補說明 一、(一) P1-1 

2.關於"提案條件"與"評核重點"建議專章節敘

明。 

已增加提案調整與前瞻

建設關聯性說明 
表 1-1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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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3.清潔與維管可加強與在地團體、志工媒

合。 

已納入管理人力組織考

量 
九、(一) P9-1 

4.LID 配置可再加強計算的論述，不只是說

明使用和規劃 LID 的目標。 

已增加候船室景觀公園

及青帆公園之雨花園與

雨水貯留槽等項目論述 

四、(二)之

1與 4 

P4-

1,2 

5.生態檢核作業先有生態調查，後有補償、

所小、迴避、減輕之措施，建議先敘明生態

調查結果，在說明因應措施，且每一案應該

個別撰寫。 

已就各分項項目分別說

明施工及營運期間之減

輕環境衝擊對策 

三、(四) 
P3-

2~6 

6.建議南竿(90)優先西莒(88)辦理。 感謝委員支持     

歐委員慶賢 

1.兩案係針對當地現階段發展需求所規劃

的，其選址與改善項目均非常洽當，係必須

推動的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2.建議南竿計畫(90分)優先，其次為西莒(85

分)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邱委員郁文 

1.生態綠灣與藍灣樂活都必須先由治本開

始，建議由水污、水環境的相關案件的允以

優先執行。而管線布設後再來執行後續景觀

步道，植栽的相關計畫，所有規畫全面整合

融入景觀。 

於提案中均已適時提出

大型植栽的規劃，仍以

在地原生種為優先選擇

對象 

三、(四) 
P3-

2~6 

2.連江縣以生態為本發展之經濟，人口成長

後環境水資源水處理的負擔必須要符合未來

的需求。 

污水處理需求已與目前

實際處理量結合，提出

增建二元系統的必要性 

四、(二)、

4 
P4-2 

3.海堤的生態檢核目前資料不完善，建議必

須有完善的執行，而不是選擇性地進行生態

檢核。 

生態檢核係依實際工程

區域加以規劃評估，未

評估部分亦以資料整理

方式，由專業人員分析

對策，未來亦將增加持

續編列預算進行長期監

測，以降低施工與營運

期間對環境生態之衝

擊。 

三、(四)及

五、(三) 

P3-

2~6

及

P5-2 



附錄 2-9 

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4.設計過程加入在地精神及亮點串連的故事

性，融入設計規劃。 

本計畫以將連江地區之

生態、文化、經濟、城

鎮發展之未來永續經營

概念整體搭配規劃 

一、(一) 
P1-

1~3 

5.計畫中清水濕地及坤坵必須考量停車及迴

車規劃，妥善加入交通考量 

停車部分將搭配本府交

通改善計畫共同規劃執

行 

一、(三)、

8 
P1-9 

6.在環境規劃上敬請盡力加入步道遮陰植栽

的綠化工程，請詳擬亮點間植栽計畫，並強

調綠帶景點串連。 

初步規劃大型植栽概

念，未來搭配實際需求

並於設計時加以佈置 

三、(四) 
P3-

2~6 

7.建議南竿水環境優先辦理。       

廖委員朝軒 

1.AECOM 提出的計畫完整且對兩個島嶼的

特色提出很好的口號名稱。 
感謝委員意見     

2.本計畫對計畫的經濟改善提出評估，但是

以總體的評估對象，故建議以分項評估較

佳。 

財務可行性分析係依水

利署制式評估方式處

理，一般仍以整體財務

分析為主 

七、(二) 
P7-1

～5 

3.建議本計畫能對保育動植物提出保育計

畫。 

已納入各分項計畫生態

檢核對策內容，尤其坤

坵沙灘部份特別加強 

三、(四) 
P3-

2~6 

4.生態檢核表可點列依據馬祖地方之特色修

正考量海岸特色。 
遵照辦理 附錄 1   

5.親水設施應考慮馬祖天候的特色，包括氣

溫、濕度及海水造成的鹽分較高。 

涉及材料使用部分將於

設計時加以考量，另亦

須與相關計畫結合型式

與材質的一致性 

四、(二)、

2 
P4-1 

6.對馬祖有關之親水與污水處理方式應考量

馬祖具一個島嶼型式其應與台灣的特性有所

不同，這方面應該多予考量規劃。 

遵照辦理 四、(一) P4-1 

7.對 LID 的應用，因為目前之規畫對象都在

沿岸為主，而在這些地方做保水的意義不

大，而是水質的改善對現地較為重要，另外

也應考量其適合工法。 

目前僅規劃於綠地上設

置雨花園及雨水貯留

槽，配合二元系統，統

一聯合運用水資源 

四、(二)之

1與 4 

P4-

1,2 

8.考量地方發展特色，建議以南竿提案優先

實施。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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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鄧委員婉君 

1.相關核定計劃建議補充現階段的規劃成果

圖，非僅文字描述，以確保提案計畫構想能

無縫銜接。 

目前了解其他計畫細設

內容仍未定案，故暫不

納入 

    

2.報告書已補充生態檢核資料，建議可以補

充初步景觀環境檢核資料。(EX.綠視率、天

空比、環境色彩分析、主要材質(人工設

施)、等) 

已初步依綠色景觀增加

內容進行景觀環境檢核 
八、(六) P8-2 

3.優先順序，1南竿 2西莒。 感謝委員支持     

冉委員繁華 

1.里山里海 - 連江縣適合國際里山里海的推

動，所有的簡報可以透過里山里海的方式來

將所有的人事時地物做整合。 

里山里海是符合連江縣

現況的極佳規劃理念，

已納入本規劃案的論述

內 

一、(一) 
P1-

1~2 

2.環境永續 – 要怎樣做到水環境的改善兼具

環境教育場域功能。 

水環境及環境教育均納

入本次提案中 

四、(二)、

4 
P4-2 

3.地方創生 – 因為有里山里海，所以連江縣

會針對不同區域結合，希望找到一個特色去

發展去投入計畫。 

遵照辦理 一、(一) 
P1-

1~2 

4.分項 1的青帆港，範圍不大，若可以將整

個環境的水做回收，將可成為台灣一個具有

特色的環境教育場域，若這個概念可以接受

的話，其實所有的分項案件不管西莒或是南

竿，環保署經費滿高，若透過環境教育的課

題，未來可以透過環保署爭取相關環境教育

的計畫，同時透過里山里海整合志工，才可

保持永續。 

遵照辦理 九、(一) P9-1 

5.分項 2-針對親水沙灘營造及藍眼淚觀景平

台，以務實角度來看，可以看到藍眼淚的環

境前後都要興建水處理或親水相關的設施，

可能對藍眼淚會有影響，請麻煩慎重思考，

影響多大，需要再做說明。 

遵照辦理，已增加藍眼

淚生成因素之論述 

二、(二)、

4 

P2-

5~7 

6.分項 4 - 青帆水資源回收中心增設調節

池，如何做，如何連結到候船室，所涉及的

工程案件，並不是在底下增設一個調節池這

麼簡單。 

調整池在於增加污水處

理廠之穩定性操作，再

經增設之三級處理設施

處理後之回收水，可透

四、(二)與

(六) 

P4-2

及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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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過二元供水系統供應候

船室、陳元帥廟等沖廁

及青帆綠地之澆灌。 

經濟部水利署 

1.本次提案兩整體計畫所辦理之生態檢核作

業，請補充協助之生態專業團隊成員，及是

否有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學者、在地民眾或長

期關心在地生態團體等共同參與。 

於進行生態檢核時已協

請當地環保協會理事長

等專業人士共同參與 

    

2.工程經費內請編列生態相關監測保育費

用，以利施工過程生態友善措施落實。 
遵照辦理 五、(三) P5-2 

3.請補充說明是否有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

制等政策辦理內容或符合地方創生政策均衡

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等內容。 

遵照辦理 八、(一) P8-1 

4.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將以 109 年可完工案件

為主，相關提案工作項目請再予檢討。 
遵照辦理，已調整期程 六 P6-1 

5.請檢附 107年 7月以後之工作說明會資

料。 
遵照辦理 

附錄 2及

三、(六) 
P3-7 

6.提案計畫內如涉及污水下水道工作項目，

其補助比例應與非污水下水道補助比例不

同，請再查明確認。 

遵照辦理，已修正 五、(二) P5-1 

7.預期成果及效益一節建議應予量化，尤其

於水質改善成效部分。 
遵照辦理 八、(三) P8-1 

8.營運管理計畫請補充說明實際資源投入情

形，例如 MBR 後續維管費用等。 
遵照辦理 九、(二) P9-1 

9.坤坵沙灘位處於生態敏感燕鷗棲息地，開

工前應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生態團體提供建

議，並納入施工說明書內，避免對燕鷗棲地

環境造成擾動影響。 

遵照辦理，相關保育措

施亦以規劃完成，未來

將遵照執行 

三、(四)、

3 

P3-

4~5 

10.p2-5陳述青帆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足夠，

可使用至 125年，請補充說明提案青帆水資

源回收中心暨親水園區辦理之急迫性。 

因西莒水源較缺乏，考

量水資源重複再利用，

乃增設回收水二元供水

供附近地區沖廁、澆灌

等次及用水 

四、(二)與

(六) 

P4-2

及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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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11.P4-2分項案件明細表內：堤岸景觀營造暨

親水步道施作內容，建議可納入燕鷗觀賞據

點環境營造一併辦理。 

考量坤坵沙灘--燕鷗保

護的重要性，規劃仍將

藍眼淚觀景台納入原規

劃步道內 

四、(二)、

2 
P4-2 

12.P5-2第一項綠地景觀公園，採低衝擊開

發、透水材質、減少水泥化方向考量，單位

造價偏高建請檢討；第三項景觀平台造價偏

高，請檢討。 

遵照辦理 五、(三) P5-2 

13.第三批次提案內容請依經濟部 107年 12

月 5日經授水字第 10720216991 號函頒之整

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格式編撰 

遵照辦理     

14.第三批次提報案件以 109 年底可完工案件

為主。 
遵照辦理 六 P6-1 

15.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請提供 107年 7

月以後之相關實際執行成果，並應檢附佐證

資料。 

遵照辦理 
附錄 2及

三、(六) 
P3-7 

16.縣市政府舉行相關地方說明會、工作坊或

其他形式會議，除發文邀請外，並應於官方

網站公開批露，以利民眾獲得相關會議資

訊；另工程相關執行資訊，亦請一併於網站

上公開。 

遵照辦理 
附錄 2及

三、(六) 
P3-7 

17.有關生態檢核作業，請配合工程生命週

期，各階段辦理重點應有不同，相關檢核成

果應確實載明所採取之對應生態保育措施，

並實際應用至工程內容上。 

遵照辦理 三、(四) 
P3-

2~6 

18.生態檢核作業請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學者指

導，另建議邀請在地民眾或團體協助，強化

公民參與。 

遵照辦理 
附錄 2及

三、(六) 
P3-7 

19.第三批次提案內容請說明是否納入「逕流

分攤、出流管制」政策辦理內容，或符合

「地方創生」政策之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

鄉差距等內容。 

遵照辦理 八、(一) P8-1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1.相關植栽應多考量原生種及耐候之品種，

模擬圖裡有部分植栽不符現地需求，建議予

以修正。 

遵照辦理 圖 4-1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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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內容 答覆 章節/圖/表 頁碼 

2.簡報 P.17 滑水道於說明會中已建議取消，

請修正。 
遵照辦理 圖 4-2 P4-4 

3.相關資料請於 2/1 前提報至一河局 遵照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 

1.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本署下水

道工程處所轄經費業於第一及第二批次分配

完畢，建議可向其他部會爭取相關經費補助

辦理。另其中針對本署可補助辦理之項目，

建議可依循公務預算程序納入實施計畫提報

本署辦理。 

感謝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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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莒光說明會辦理紀錄 

壹、會議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連江縣水環境改善

計畫提案說明會(莒光場) 

貳、會議時間:107年 6月 29日下午 7時 

參、會議地點:莒光鄉公所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規劃單位報告:(略) 

柒、發言意見: 

（一）劉秋富秘書 

支持目前團隊所規劃之提案內容，不過既

然已在坤坵沙灘規劃燕鷗觀賞據點，建議

增設燕鷗展示館，展示生態保育成果。 

（二）陳金華課長 

目前提案內容以西莒島之西側及南側為主，

是否能將提案延伸至東側的田沃沙灘？ 

（三）民眾意見 

對於提案內容無異議，期待計畫完成。 

捌、散會（下午 8時 30分）  



聆聽西莒提案簡報 

 
環資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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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西莒水環境堤岸使用土地地籍清冊 
項次 縣市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號 公私別 管理者 

1 連江縣 莒光鄉 蛇山段 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連江縣 莒光鄉 蛇山段 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901-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901-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90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91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1087 公 國防部軍備局 

8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108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90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 連江縣 莒光鄉 田沃段 1178 公 連江縣政府 

1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0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0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0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0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1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3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3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49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2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5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5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5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1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77 公 連江縣政府 

2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77-1 公 連江縣政府 

2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7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7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0 公 連江縣政府 

3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0-1 公 連江縣政府 

3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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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號 公私別 管理者 

3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8 公 連江縣政府 

3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89 公 連江縣政府 

3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1 公 連江縣政府 

4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2 公 連江縣政府 

4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3 公 連江縣政府 

4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49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0 公 連江縣政府 

4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0-1 公 連江縣政府 

5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1 公 連江縣政府 

5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1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1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04-1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2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2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3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35-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4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45 共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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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50 公 連江縣政府 

7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5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6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8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64-3 公 連江縣衛生局 

7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00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7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0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7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64-1 公 連江縣衛生局 

8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0-2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2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3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4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5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6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7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8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8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9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10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1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13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5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9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0-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3 公 連江縣衛生局 

9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5 公 連江縣衛生局 

9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6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7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8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8-1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9 公 莒光鄉公所 

10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0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1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0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4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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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2-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3 公 連江縣衛生局 

11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4 公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11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6 公 連江縣政府 

11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9 公 連江縣政府 

11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1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40-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54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3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1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4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1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4-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4-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3 公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12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5-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6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2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6-1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3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7 公 連江縣政府 

13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7-1 公 連江縣政府 

13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8 公 連江縣政府 

13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8-1 公 連江縣政府 

13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9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3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9-1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3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80-1 公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13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80-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81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3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81-1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4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98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4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0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0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2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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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2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4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3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8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87-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87-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88 公 連江縣政府 

15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5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0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69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0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0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5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1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0-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5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11-12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5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33 共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6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0-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50-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2-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3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3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3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2-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62-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1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6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2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7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4-1 公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7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4-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8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868 公 連江縣政府 

17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770-5 公 連江縣敬恆國民中小學 

17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40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5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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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2 公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18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1-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1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3 公 連江縣政府 

18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4-2 公 連江縣政府 

19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4-3 公 連江縣政府 

19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4-4 公 連江縣政府 

19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9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72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9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4-1 公 連江縣政府 

19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4 公 連江縣政府 

19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3-4 公 連江縣政府 

197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3-3 公 連江縣政府 

198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3-2 公 連江縣政府 

199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3-1 公 連江縣政府 

200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9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1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8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2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7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3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6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4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5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5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4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6 連江縣 莒光鄉 青帆段 962-3 公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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