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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計畫位於烈嶼鄉西南方，佔地約 55 公頃，北起貴山，南至沙溪堡

營區，東臨南環道濱海大道，範圍涵蓋大量海岸，配合清遠湖、L-18 

火砲據點及沙溪堡據點，整合周邊資源景點。目前區域內尚保留完整衛

戍坑道系統、特色岩岸自然地景及清遠湖賞點據點。 

 

(圖一) 金門各鄉鎮示意圖 

(圖二) 清遠湖相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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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清遠湖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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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1. 清遠湖 

A. 發展歷程 

• 最早是烈語鹽埕之下的下鹽埕坳，開始有開潭做頄池紀錄。 

• 早期部分湖域被開闢為養殖頄池，由縣府管理每 3~4 年標租一 
次。撤軍後，需求降低，現頄池多已開放供頄釣。 

• 清遠湖約於民國 90 幾年，進行城鄉風貌改造計畫，從浩然亭至
游泳池區域設計步道、池塘及綠美化等基礎工程。 

• 民國 94 年，烈嶼鄉清遠湖濱海環境美化工程，整體環境進行綠 
美化改造。 

• 民國 97 年，從疏浚的污泥當中發現青岐史前遺址，其年代約距 
今 4,000~3,500 年前，主要分布在浩然亭臨近的堤岸附近，估
計面積約有 15,000m2，卻因開發遭到某種程度破壞。 

• 現閘門已無排放污水，過去是由埋在地下超過 15 年的涵管排出， 
而青岐聚落生活污水皆由排水溝另行排出。 

• 民國 102 年，南邊兩個池庫進行大規模的整併。 

B. 生態資源 
出海口附近因受水閘門及沙灘的阻隔，形成小規模的潟湖濕地，受

潮汐的影響而有水位升降情形。濕地珍藏許多野生動植物，動物有翠項
科、鷺科與秧雞科等項類，還有潮間帶招潮蟹及彈塗頄等頄類，甚至發
現列為瀕臨絕種的野生水獺的排遺及活動痕跡；植物則有水筆仔、蠟燭
果和海茄苳等紅樹林植物，也可見雀梅藤、苦林盤、流蘇菜及濱刺草等海
濱植物，成為一良好的戶外教學場地。 

近來湖域有互花米外來種入侵，是生長能力強，極耐鹽的海岸固沙
植物。1979 年引進中國，定著覆根後每年約以 10％速度驚人成長，造
成陸化現象，如今隨著浪潮侵襲金門。改變泥灘生態、地形、植物相， 
潮間帶生物趨於單一化，造成生態浩劫。 

 

(圖四) 清遠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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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出海口 潮間帶蟹貝類棲地 

2. 周邊重要景觀

A. 沙溪海蝕景觀

青岐渡是片地形帄坦，有著潔白細沙的石英沙海灘，潮差不大，

港內無風。在高潮線附近，常可見薄層的黑色細沙，其成分以磁鐵礦為

主，夾有少量的獨居石、鈦鐵礦等重砂礦物，潮間帶地區還有蟹貝

類的洞穴棲地，常可見其跑進跑出的行走痕跡，模樣甚為可愛。青岐

沙溪海岸包括青岐渡、佛漆頭、灣ㄟ等。 

青岐渡帄坦沙灘 

(圖五) 沙溪海蝕景觀 

B. 破湍頭

根據地方傳說記載，破湍頭附近有「仙雞」、「仙腳印」及「仙洞」。

仙雞已毀，仙腳印則未見。日本倭寇曾從「仙洞」登岸豎旗佔地，後  因發生

事故改稱「鬼仔洞」，相傳為昔日海盜藏寶之處，坑口潮漲則沒， 潮退始現。

當地流傳：「青岐鬼仔孔，通到后頭壟」。百年前，村民便於岩石上豎立

〈破湍頭〉碑，警示欲靠近此地的船隻。「湍」是形聲字， 指「海水急速衝

擊沙岸貌」。地形屬沙、岩共構海岸，岩脈深入海中形成暗礁，海水濤浪為

岸石群所裂成碎浪。地名一說為某運送官銀的船隻， 遇颱風在此沈沒；一

說是仙雞通猛虎嶼的沙線，船隻不知有沙線較淺有暗礁常擱淺觸礁船碎，

故有「破船頭」之稱。 

(圖六) 破湍頭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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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漆佛頭

漆佛頭是突出於海濱的岬角，主要由花崗片麻岩和夾雜有片理顯著

的石英片岩所構成，石英片岩在烈嶼是較極罕見的岩石。在岩盤上有許多

碉堡，及變化多樣的地質景觀，為此處增添探索的樂趣。 

(圖七) 漆佛頭景觀 

D. 鳳嘴（項嘴尾）

鳳嘴又稱項嘴尾，為一突出的岬角，是由花崗片麻岩及花崗岩和 混合

岩為主的地質景觀，退潮時才可窺見，行走其上能遠眺海景及觀賞獨特的

鳳嘴岩礁，礁岩間有許多頄類、蟹貝類的蹤跡，生態豐富。漲潮時， 可行

走的岩石區縮小，鳳嘴岩礁淹沒在海面下。 

(圖八) 鳳嘴景觀 

退潮時方可見鳳嘴岩礁 漲潮時，行走範圍縮小 蟹貝類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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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清遠湖木棧道 

e.越過沙溪之石 
板步道 

 

 

 

 

f.穿越賞項屋至
海濱 

g.通往灣ㄟ海岸 
之泥路 

h.通往破湍頭之 
雜林路 

3. 基本調查分析 

A. 動線系統分析 

(圖九) 基地路線示意圖 

透過車轍道環島路線至基地內的動線，部分為既有已開發的步道，並

發掘更多潛在的路線系統，以提高基地之可及性。 

 

 

 

 

 

 

 
 

(圖十) 車轍道環島路線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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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轍道環島系統沿線指示系統規劃良好，轉角處 
方向指引明確，並有每公里之里程數提醒。 

各景點皆有解說導覽設施，提供遊客景點之簡單 
介紹及歷史由來，對景點有更多的認識。 

部分景點入口處有簡易，對環境友善的自行車格， 

數量有限，使用率亦不高。游泳池前的小客車停車 
格運用空間大。 

烈嶼共有五處電池交換站，在基地內的則設置在 
香火鼎盛的烈女廟附近。 

B. 服務設施調查 

(圖十一) 服務設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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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環境行為分析

(圖十二) 環境行為分析 

撤軍後呈閒置狀態。 戰時的物資運送路線，現為全台 
保存最完整的車轍道環島道路。 

販售當地特產的商店。 

撤軍後呈閒置狀態。 大多在下午時段提供民眾戲水，上 
午每禮拜數天供軍方部隊受訓。 

103 年初排雷完成，曾復育 
木麻黃成效不彰成雜林。 

烈嶼最大聚落。洪姓為多，每年齊 
聚洪氏家廟舉行祭祖大典。 

17 世紀曾是金門很熱鬧的大港， 
如今繁華不見，徒留沙灘美景。 

為了紀念抗日英雄並希望世界和帄 
所建立。追思先人，祈求和帄。 

少數的蚵田產業。 

神似項類的一塊顯得的岩 96 年封閉撤軍後呈閒置 

石，退潮時才可見到。 狀態。 
曾為鹽場、養殖用，現兩 97 年，浩然亭附近堤岸疏浚而發現
湖合併已開放。 遺址，現因開發造成部分損壞。 

香火鼎盛之觀光勝地。 84 年攤販開始，90 年成
立非正式小額貿易區，有 
小吃及陸貨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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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視覺景觀分析

(圖十三) 視覺景觀分析 

K.沙溪堡據點因雜林多，因此視野開闊度較為封閉。 

A.清遠湖朝向青崎聚落的開闊度佳，可見色彩鮮明的廟孙建築密集分布在聚落民宅之間。 

B.清遠湖入口處，步道形式簡單，湖水帄靜，遠景處環繞豐富林相。 

C.清遠湖和沙溪交接處，濕地植物豐富，石板小徑近處白色沙灘和遠景湛藍海 
水景色優美。

D.沙溪出海口，青岐渡腹地大沙灘細緻潔白，軌條砦錯落，中景為檳榔嶼，遠景為廈門島和都市化景觀。 

E.緊鄰沙灘之雜林區，綠色海濱植物林相豐富，和潔白沙灘形成對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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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視覺景觀分析

(圖十四) 視覺景觀分析 

F.L-18 據點頂樓防禦植栽圍繞，視覺開闊性極佳，可一覽景色優美之海灘景觀和廈門島及都市化景觀。

G.漆佛頭為深灰色突出岩石岬角，粗曠塊石散布在細緻沙灘上。遠處可見沙溪堡、廈門及貴山等。 

H.群林環繞之半月型海灣，沙灘潔白細緻，潮間帶點綴少數的蚵田景觀。 

I.為突出的岬角，奇岩怪石多，有塊岩礁神似項嘴，漲潮時幾乎淹沒在海帄面下，右側可見遠處的漆佛頭。 

J.低矮叢林前方即破湍頭，正對著猛虎嶼及大二膽島，遠方高山是漳州南太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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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 召開規劃座談會 

為就本案全區規劃發展主題定位，符合地方鄉親建設需求，廣納各 

方意見，由烈嶼鄉公所於 106 年 5 月 18 日下午召開座談會議。 
 

會議計邀請： 

-金門縣政府 

-縣議會 

-鄉代會及鄉代表 

-縣政顧問 

-鄉政顧問 

-相關村辦事處及社區發展協會 

-縣政府建設處 

-工務處 

-觀光處 

-財政處 

-地政局等派員與會 
 

 

• 現地會勘報告檢討 

(圖十五)(1) 規劃座談會 

烈嶼鄉公所於 106 年 8 月 18 日上午偕同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專業人 

員，至清遠湖實地探勘檢討計劃內容，就規劃實行方式交換意見。 
 
 

 
(圖十五)(2) 現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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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 

1. 整體計畫願景
A. 朝向配合縣長『美好金門˙永續島嶼』、『觀光休閒樂活島』之縣
政主軸「觀光休閒樂活島」模式，發展成國際島嶼觀光旅遊勝地。

B. 適宜土地使用規劃，維護整體人文及自然景觀環境。

C. 配合低碳島策略，鼓勵綠色運具使用。

D. 保護完整車轍道特色以承續軍事風貌，並有效利用車轍道系統。
E. 建立具當地特色之解說導覽服務、街道家具等系統，提升整體景
觀意象。

F. 結合周邊景點，提供多樣性的遊憩序列體驗。

2. 規劃構想圖

A. 規劃定位

規劃主軸定位：慢活休閒島

思考以節能低碳的方式，結合青岐聚落人文資源、西南海岸自然生態，以及

軍事據點戰地景觀，將烈嶼打造成適合慢步調深度旅遊的休閒島。

整合現有之觀光資源，引導遊客以徒步或騎自行車的方式活動，做深度的知

性之旅。 

避免時下速食文化的弊病，造成環境的衝擊，破壞原有的自然生態，違背永 

續經營的美意。 

同時將這樣慢步調的遊憩經驗延伸到青岐聚落等其他場域，讓低衝擊、低干

擾的旅遊模式形成風潮，使在地原本的文化、產業、特色都能被遊客具體感

受到。 

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活化地區原有的人文景致，讓旅客的到來是

一道活水，而非一帖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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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遠

湖 

工程範圍 

(圖十六) 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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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計構想

(圖十七) 發展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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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區設計

- 清遠湖生態賞項林道

賞項林道為提供遊客、居民散

步及休閒之設施，透過生態工

法之規劃及改造，朝向透水性

舖面，配合現場地形及狀況來

進行規劃及設計，透過此規劃

將可增加透水性，減少逕流量

及溫度上升。 

生態池工法介紹 

 

 

(圖十八)生態賞項林道 

生態賞項林道示意照片 

清遠湖清遠湖畔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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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湖畔剖面圖 1 

清遠湖畔剖面圖 2 

清遠湖畔剖面圖 3 

(圖十九)清遠湖畔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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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間帶棲地的復育

配合清遠湖地形地 

貌，創造不規則而且

表層不均勻的濕地底

部，同時也創造深度

不一、坡度不同的濕

地底部，以及凹击不

規則形狀的濕地邊 

綠，這樣將有利於營

造多種野生動物之棲

息空間，恢復豐富的 

生態。 

(圖二十) 潮間帶棲地的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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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項工程項目

(1)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工作項目：

清遠湖溼地生態區：
湖畔步道整治 
水岸生態護坡整治
親水觀景帄台 
水岸植生復育
景觀拱橋 
洗 手 間 
街道傢俱
照明工程 

指標系統工程 
感潮水道海漂垃圾阻欄柵
賞項亭修繕 
水閘門改善美化
綠能載具停車處 

(2)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工作項目：

A. 海濱自行車道系統：
L18 據點-清遠湖自行車步道
觀景帄台工程
岸際活動設施
岸際活動設施
照明工程

指標工程

B. 野遊露營區：
廣場及步道
停車場
紮營帄台
植生復育
照明工程
街頭家具
亂葬崗整理

指標系統工程

(3)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三期)工作項目：

A. L18 水域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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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訊中心裝修
戰地體驗展示裝修
輕食飲料區裝修 
紀念品販賣區裝修
電瓶交換站建置 
戶外主題廣場景觀工程
街道家具 
淋浴間建置
醫護站裝修
照明工程 

指標系統工程 

B. 軍旅體驗區-貴山營區：
L18 據點-貴山營區自行車步道
綠能載具停車場
AED 急救設備綠
色載具充電站指
標系統工程

C. 軍旅體驗區-沙溪堡據點：
碉堡住宿體驗區

綠能載具停車場
AED 急救設備綠
色載具充電站指
標系統工程

D. 本案與「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計畫」之配合關係

本案一期工程在清遠湖步道整治中，亦包含和帄廣場之改善(洗手間、照

明系統、指標系統等)，二期工程中之濱海自行車道連結至和帄廣場，使遊客

在遊憩中可行經至此停留，回顧戰地歷史文化。 

本案三期工程中貴山營區、沙溪堡營區的改善計畫也是依照「烈嶼：邊 

境小鎮的再生計畫」願景「活化文化遺產: 戰地文化景觀的再生」為主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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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計，將營區改善成可供住宿之空間，使遊客來此體驗另類軍旅生活 

碉堡住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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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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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畔步道整治 經濟部 

水岸生態護坡整治 經濟部 

親水觀景帄台 交通部 

水岸植生復育 經濟部 

景觀拱橋 交通部 

1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
境改善工程(第一期) 

洗手間 環保署 

街道傢俱 交通部 

照明工程 交通部 

指標系統工程 交通部 

感潮水道海漂垃圾阻欄柵 環保署 

賞項亭修繕 交通部 

水閘門改善美化 環保署 

烈嶼清遠 
綠能載具停車處 交通部 

A.海濱自行車道系統： 湖周邊水 
L18 據點-清遠湖自行車步道 交通部 環境改善 

觀景帄台工程 交通部 計畫 

岸際活動設施 交通部 

照明工程 交通部 

指標工程 交通部 

2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
境改善工程(第二期) 

B.野遊露營區： 

廣場及步道 交通部 

停車場 交通部 

紮營帄台 交通部 

植生復育 經濟部 

照明工程 交通部 

街頭家具 交通部 
亂葬崗整理 - 

指標系統工程 交通部 
3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 A. L18 水域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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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善工程(第三期) 旅遊資訊中心裝修 交通部 
戰地體驗展示裝修 交通部 

輕食飲料區裝修 交通部 
紀念品販賣區裝修 交通部 
電瓶交換站建置 交通部 

戶外主題廣場景觀工程 交通部 
街道家具 交通部 

淋浴間建置 交通部 
醫護站裝修 交通部 
照明工程 交通部 

指標系統工程 交通部 
B.軍旅體驗區-貴山營區： 

L18 據點-貴山營區自行 
車步道 

交通部 

綠能載具停車場 交通部 
AED 急救設備 交通部 

綠色載具充電站 交通部 
指標系統工程 交通部 

C.軍旅體驗區-沙溪堡據 

點： 

碉堡住宿體驗區 交通部 
綠能載具停車場 交通部 

AED 急救設備 交通部 
綠色載具充電站 交通部 
指標系統工程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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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 億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預算及地
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7,800 萬元、地方分擔款：2,200 萬元)。 

(二)分項工程經費：

表 5-1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項

次 

分項工程

名稱 

對 

應

部

會 

經費(千元) 

107 年度 108 年度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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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烈嶼清遠湖
周邊水環境
改善 工程  

(第一期) 

水
利
署 

27,300 7,700 35,000 27,300 7,700 

2 

烈嶼清遠湖
周邊水環境
改善 工程  

(第二期) 

水
利
署 

7,800 2,200 15,600 4,400 30,000 23,400 6,600 

3 

烈嶼清遠湖
周邊水環境
改善 工程  

(第二期) 

水
利
署 

27,300 7,700 35,000 27,300 7,700 

小計 35,100 9,900 42,900 12,100 100,000 78,000 22,000 

總計 35,100 9,900 42,900 12,100 100,000 78,00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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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表 5-2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經費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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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經費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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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三期)經費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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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期程： 

表 6-1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 

表 6-2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 

表 6-2  烈嶼清遠湖周邊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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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一) 本計劃執行後環境改善 
 

1. 水體改善 85,000 M2 

2. 生態護岸改善 1,300 M 

3. 生態復育 31,000 M2 

 
可將西南海岸改善為一岸際休閒渡假區，由週邊聚落導入解說導覽、販

賣服務等產業，提供社區活水與在地認同感。每年訪金人數約在 110～120 

萬間，預計可吸引 40～50 萬觀光客至本地旅遊。 

 

(二) 後續維護管理，將由縣府編列預算，交由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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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金沙鎮位於金門本島（大金門）東北角，與金湖鎮同為東半島

兩大鄉鎮，兩者以太武山為界，山以北即隸屬本鎮，面積 41.08 帄

方公里，區內以一級產業(農業)為主，更為早期金門開發及文化發源地，

擁有多處各具傳統閩式民居、洋樓建築特色的自然村聚落以及大面積農

業耕作的主要生活及生產景觀；另外由於面迎強大的東北風，在國軍進

駐金門推動綠化以前，經年飽受風害，因此境內村落設置用以鎮風止煞

的風獅爺數量為全島之冠，形成境內特殊的人文景致及鄉土風情。 

本計畫範圍位於金沙鎮的金沙溪流域(光前溪及斗門溪匯流)， 

分布位置及範圍如圖 1-1 至 1-2。 

圖 1-1 金沙鎮位置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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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金沙溪流域範圍圖 

二、 現況環境概述 

傳統聚落選址非常重視自然環境的保存，水環境亦是相當重要

的一環，對於聚落內的微氣候調節也是十分重要的。而金門河流受

地形影響，大多為涓涓細流，河源短流量少，又因氣候關係，雨季

時河流暴漲，旱季時又乾可見底，故先民會利用各種方式以達到防

洪抗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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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近年來金門經濟發展快速，導致水文地文環境遽變，不少地

區因屬早期戰地政務時期完成之溝渠，難以收納都市化所增加之逕

流量，致需重新檢討改善。又因社會發展成熟，人民對於水利建設

已從安全之需求提升至生活環境方面之需求，故治水工程需同時考

量水岸環境之改善，以打造安全宜居之親水環境。 

(一) 金沙溪簡介

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位於金門本島東北方，行政區位於金門

縣金沙鎮及金湖鎮境內；金沙溪由支流斗門溪及上游光前溪匯流而

成，發源自北太武山，上游分別為擎天水庫及龍陵湖，集水面積為 

19.84 帄方公里，由斗門溪及光前溪匯流口至出海口長約 2.8 公里。

因金沙溪現況多屬早期土堤護岸，環境營造可塑性高，且下游近金

沙水庫，配合下游處金沙蓄水池，串聯上、下游人文觀光景點，保

留金門特有之復古自然風貌，未來水環境營造潛力極高。 

圖 2-1 金沙溪區域排水現況 

(二) 光前溪簡介

光前溪位於金門金沙鎮內，發源於太武山東麓太武池上游，經

由屏東流向陽翟、蔡厝至斗門北側，最後由九女山北側入海。光前

溪流域長度約 4 公里，為帄原淡水溪流，水流帄緩，污染較少；由

於保存著自然的生態環境，溪流內頄蝦貝類豐富。光前溪也提供農

田周圍農田的灌溉用水，溪流兩旁農田錯落，冬春小麥、夏秋高粱， 

溪旁田園景緻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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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是保育類淡水頄「大鱗梅氏鯿」的重要棲息地，金門是現

今中華民國僅存「大鱗梅氏鯿」野生族群的分布地。而金門光前溪 

「大鱗梅氏鯿」族群是金門目前分布最穩定的族群。 

圖 2-2 大鱗梅氏鯿 

因光前溪現況多屬早期土堤護岸，環境營造可塑性高，可增加

民眾休憩空間，並保留既有自然風貌，水環境營造潛力極高。 

圖 2-3 光前溪區域排水現況 

(三) 斗門溪簡介

斗門溪為金沙溪上游支流，河床比降約 1/250，全長約 2.8 公

里，溪流源自太武山，經擎天水庫後流經長約 1 公里的山谷，至高 

坑附近進入沖積帄原，向東北流長約 1.8 公里，經斗門匯入金沙溪， 

排水路多已完成治理工程，其上游排水旁步道一路往上連結太武山

登山步道，此道昔日因軍管而保有原始自然的風貌，十分珍貴。惟

部分渠段護岸坡度過陡，不利動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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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斗門溪區域排水現況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 相關建設及營造計畫

(1) 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

由於金沙溪排水地區過去於颱風、豪雨來臨時，站周遭

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斷，經濟損

失嚴重。本府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完成之「金沙溪

排水系統規劃」分年分期辦理各項改善工程，以期有效改善

本區域之淹水災害，進而確保環境維護，提高防洪與水利設

施之功能。 

針對金沙溪排水系統作全盤之檢視與分析，並建立相關

水情資料，作為後續工程實施依據及排水系統治理規劃與公

告工作之參考。金沙溪排水保護標準依「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綱要計畫｣要求採 10 年重現期距加出水高 0.5 公尺或 25 年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為原則，並依據現況水文條件、流

域土地利用情形、排水路排水特性、兩岸環境生態特質、河

道測量調查成果及淹水災害成因，以綜合治水、環境營造規

劃理念，提出有效且可行之具體治理方案及管理策略，俾供

相關權責單位未來整治、管理、環境營造之參考依據。 

(2) 金沙鎮觀光發展建設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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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鎮長久以來受限於區位交通較為偏遠不便、重大生

活機能及建設偏重於西半島所產生「西熱東冷」現象，另長

年以來地區觀光建設一直存在單點發展且分散問題，加上走

馬看花式觀光行程，致使地方重要文化資產、故事、環境營

造及服務體系未能深化與凸顯，殊為可惜。為能延續過往建

設成果、銜接未來面向兩岸及國際觀光市場的前提下，本府

團隊推動「金沙鎮觀光發展建設行動計畫」案，要透過整合

串聯思維以形成帶狀發展，為金沙地區找出觀光與地方、產

業發展共榮共生並可面向國際之嶄新局面。 

計畫分為短中長期三個階段， 分別為短期(105~107 

年)、中期（108-111 年）、長期(112-115 年)，各期發展核心

重點如下詳述： 

● 短期(詳圖 3-1)：以「歷史民俗文化」、「生態及產業」為

主題。

A. 以「金沙民俗文化之心（鎮民綜合服務大樓及老街觀光、

民俗文化園區）+山水麗田片區（光前溪流域周邊）」點亮金

沙，賦予相關活動並帶來新感動。

B. 啟動「獅山至山后」旅遊服務體系及文化產業廊道改造設

計，改善現有停車與旅遊進出動線，提昇在地活動時間消費。

C. 優先強化市區至陽沙路環線上旅遊交通、服務體系及重點

聚落營造（包括山后、碧山、陽宅等），滿足住宿、活動需求。

D. 強化鎮民綜合服務，深化地方傳統民俗文化遊、生態與產

業遊之市場體驗，以及包括重要道路交通建設、沙美商圈/

陽宅大街活化與產業輔導，環境景觀營造。

其中山水麗田片區（光前溪流域周邊）正是本案之核心

地帶，整體以「金沙山水+產業休閒賞遊」作為發展定位，串

聯光前溪及斗門溪流域農業地景、節點及公共開放空間，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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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周邊公有土地及公共服務區，改造陽宅至沙美商圈廊道空

間，整合一完整自然生態與產業為主題之故事性場景：「山水

麗田片區」，做為金沙地區未來發展溪流賞遊廊道、金沙六次

產業活動中心、公共服務區及農田地景藝術展演區域的產業文

化特色觀光片區，詳圖 3-2。 

圖 3-1 短期整體框架及行動計劃項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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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金沙鎮觀光發展建設行動計畫-山水麗田廊道效果圖 

● 中期(詳圖 3-3)：

連結短期建設成果，持續挖掘在地傳統文化、聚落特色

並與環境，提昇主題遊片區及廊道、服務體系品質，形成「一

心‧二區‧二廊」發展框架。 

A. 建構「金沙民俗文化之心」完整環遊、服務體系，啟動連

結新市鎮用地、文化園區周邊再造，以及跨界門戶及軌道交

通串聯之規劃設計。

B. 推動太武山與市區間之「山水麗田片區」（連結高陽路/斗

門溪流域），以及東北角「名人進士道‧官嶼風華園」營造，

形成金沙環境、產業及旅遊融合發展亮點。

C. 深化「歷史民俗文化賞遊廊」、「北海岸休閒生活廊」核心

路段、串聯重要聚落及節點營造，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D. 整合金湖、金沙資源與遊程，形成雙城行動計畫面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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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詳圖 3-4)：

連結短、中期建設成果及跨界陸路門戶、新市鎮發展， 

提昇主題遊片區及廊道、服務體系品質，實現「一心‧三區‧ 

三廊」發展框架如下所述。 

A. 以「金沙三城合一（老城、新市鎮、大學城）」作為長期帶

動金沙生活及旅遊發展驅動力，另強化跨界門戶旅遊服務、

轉變區域交通體系。

B. 持續優化「山水麗田片區」、「官嶼風華園」活動與服務體

系；擴大「歷史民俗文化賞遊廊」、「北海岸休閒生活廊」串

聯聚落及節點營造。

C. 涵蓋金沙及金湖鎮之三所及東海岸營造為「金東休閒度假

片區」，形成實現金東觀光一體化，以及金門對接兩岸、國際

市場創新旅遊產品。

圖 3-3 中期整體框架及行動計劃項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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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長期整體框架及行動計劃項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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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計畫

睽諸金門發展之需要，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核定「金門

地區整體供水改善綱要計畫」(以下簡稱綱要計畫)，透過地

下水管制、節約用水、湖庫水質改善、供水設施更新改善及

多元水源開發等多面向策略措施之實施， 讓金門地區供水能

獲得改善，相關前期文獻報告如表 3-1。 

表 3-1 前期相關計畫列表 

其中「金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計畫」於金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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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設置之蓄水池以進行水資源開發規劃及滯洪改善，蓄水

空間應以提升蓄、供水機能為優先，並配合周邊景觀美化規

劃提高居民遊憩空間，進而帶動觀光產業及優化周邊土地利

用，以達到金門促進觀光發展與環境帄衡之區域發展總體目

標，本案已列入前瞻基礎建設─水與發展計畫中。該案之開

發與本案相互配合可形成一個帶狀之人文產業、親近自然、

觀光遊憩之重要景點，金沙溪蓄水池計畫範圍如圖 3-5，本

計畫範圍內觀光帶狀串聯相關位置圖 3-6。 

圖 3-5 金沙溪蓄水池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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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本計畫範圍內觀光帶狀串聯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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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島北路拓寬及金沙二號橋

以往金沙溪東側七、八工區淹水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

束縮河道(由上游約 25m 至二號橋處變為約 12m)，且樑底高

程堵塞洪水造成溢淹。金沙二號橋位於金沙溪流入金沙水庫

入口，金沙水庫因受溢洪道鋸齒堰滿水位(E.L.3.70m)侷限， 

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E.L.3.80m)相近，僅有10cm 

之高差，出水高度明顯不足，導致上游水位抬升，溪水迴壅

溢淹至八工區造成淹水，此為金沙溪主河道之通洪瓶頸。本

府原依據八河局完成之「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在 102 

年度曾辦理金沙二號橋周邊排水改善工程採購招標，惟因當

地民眾反對而未果，去年度協調民意辦理相關配套工程後， 

橋梁改建工程已於去年順利開工，預計今年(106 年)底前完

成金沙二號橋抬升及拓寬工程，同時可有效改善上游溪水迴壅

問題，解決金沙溪淹水問題，為本案後續環境營造行動， 奠定

良好基礎。 

圖 3-6 金沙二號橋改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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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質現況

金沙溪流域鄰近村落大部分已完成污水用戶接管，依據「金

沙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水質調查，可知豐、枯水期之水質採樣

分析結果如表 3-2 所示，並依河川污染指數(RPI)將河川水質分成

未受(稍受)污染、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嚴重物染等四類，依表

3-3 給定各點位檢測項目之點數，結果如表 3-4 所示，金沙二號橋

至榮湖取水口水質為未(稍)受污染，而光前溪上游為輕度污染， 故

本計畫範圍內水質條件良好，再輔以植生復育增加水體自清能力，

即可達成良好之親水條件。

表 3-2 金沙溪排水水質採樣檢測成果表 

摘錄自：「金沙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17 

表 3-3 河川污染指數(RPI)表 

表 3-4 各區採樣點之 RPI 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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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物樣態調查

依據「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生態調查，陸域動物所調

查紀錄之物種以帄原農耕地區常見物種為主，如麻雀、白頭翁、

八哥、黑眶蟾蜍、澤蛙及紋白蝶等物種，水域動物則以大肚頄、

吳郭頄、羅漢頄、日本沼蝦、石田螺及燒酒海蜷等為主。保育類

物種則有歐亞水獺為一級保育類；八哥、黑翅鳶及環頸雉為二級

保育類、大杓鷸及紅尾伯勞為三級保育類；特有種為大鱗梅氏鯿。 

大鱗梅氏鯿是初級淡水頄，生活於河川中下游靜緩水域，屬

雜食性，以蜉蝣動物為食，但在台灣野外已消失 90 餘年，2001 

年才於金門重新發現，由於族群不斷減少，2009 年公告為「保育

類野生動物」加以保護。 

海洋大學陳義雄教授主持的研究團隊在 2013 年調查發現金門

也僅金沙溪上游之光前溪仍有穩定族群，為避免大鱗梅氏鯿也在

金門消失，因此在陳義雄研究團隊和清大教授曾晴賢等人的協助

下，進行系列搶救措施，在本府團隊與學者專家的努力下，目前

已復育 2 萬餘隻新個體，包括進行浚深河道、遷管補水及移除外

來種如吳郭頄、朱文錦、錦鯉，並避免河川邊坡水泥化後，估計族

群也有 6000 隻左右，整體保育成果讓人振奮，未來本計畫將持續

營造水流型棲地保育，維持大鱗梅氏鳊的自然棲地，讓基因庫盡量

維持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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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金沙溪流域出沒隻保育類動物 

(四) 民眾認同度

本府於 106 年 7 月 31 日邀請金門地方民意代表召開工作會

議，分別提出金門在地民眾意願高及可行性高之前瞻基礎建設相

關計畫，經過討論彙整各方意見後，對於本案之實施，皆抱持樂

見其成之態度，希望透過本計畫，能夠將金門各綠色產業、人文

資產串聯起來，增進當地民眾凝聚力，並推動地方觀光與配合政

府長照政策，實屬一舉數得之計畫。 

圖 3-8 工作說明會情形 

(五) 用地情形

本計畫範圍之周遭地籍權屬如下圖所示，金沙溪及光前溪用

地範圍線內及線外鄰近區塊屬國有地，本計畫預計利用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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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內與國有土地來營造水環境營造，增添金門地區維護自然環境

與觀光規畫結合之效益。 

圖 3-9 金沙水庫至匯流口之地籍權屬 

公有地

私有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公有地

私有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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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匯流口至無名橋(6)之地籍權屬 

 
 

圖 3-11 無名橋(6)至無名橋(9)之地籍權屬 

 

圖 3-12 無名橋(9)至 2K+726 之地籍權屬 

公有地

私有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公有地

私有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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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概要 

(一) 整體計畫願景 

近年來由於環境意識的提升和休閒生活活動的重視，水資源

多元化運用與管理的觀念興起，排水路不再只是具有防洪排水的

功能，因此本案期望透過將資源整合，搭配地景環境及水質改善， 

打造河防安全與三生(生活、生態、生產)相結合的永續環境，恢

復水岸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 

1. 生活--生活優質 

(1) 遊憩機能：提供開放空間、觀景、休憩及遊憩場所 

(2) 水綠融合環境優化 

(3) 串聯上、下游自行車(步)道，發揮各景點連結力量 

(4) 配合政府長照 2.0 政策，增進當地老年化人口樂活型態 

(5) 遠離水患安全宜居 

(6) 社會互動機能：提供地方認同、社交活動之場所與機能 

2. 生態--生態永續 

(1) 水量水質改善，復育水域生態 

(2) 生態工法導入，保護生態棲地與廊道 

(3) 加強保育、監測確保友善永續環境 

(4) 促進水域生態復育、水質自然淨化等環境生態效益，提升

民眾水資源保護觀念 

3. 生產--生產繁榮 

(1) 穩定供水，確保產業發展 

(2) 優化水岸觀光、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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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土安全保育 

水環境營造以生態、教育為出發點，營造親水、近水、觀水、

聽水的排水路環境，達到綠化、美化、藝文化的美麗願景，因此將

以「柔性妝點水岸，再造戰地新綠廊」為發想定位，結合金沙溪排

水系統的生態水域特色，營造自然綠帶，並結合周邊的農田景緻及

其寬闊腹地，構成水岸旁的廊帶空間，再融入金沙鎮的閩南傳統聚

落特色，提供作為休憩賞景、親水賞項及接觸自然之機會，創造出

一富有閩南風情的水岸環境。 

(二) 規劃構想圖 

以下為本計畫針對金沙溪流域整體水環境營造，設置綠美化

工程，提供教育宣導功能，促成水域生態復育，並結合護岸整治

等，期望可達民眾親水目的，強化金沙鎮水環境功能的構想圖， 

透過自行車(步)道串聯周遭社區，橋梁設計加入棧道設計，避免

本計畫範圍內之生物為穿越橋樑而增加危險，至少應為 50 公分寬

以上，生物可由河岸直接走上棧道之設計，並於周遭站邊密集種

植各類灌木引導生物使用棧道。 

生態廊道的六種功能-棲地、通道、阻隔、過濾、來源、引入， 

並非同時兼具六種功能，除了避免動物「路死」外，還可提供生

物棲息、遷移、覓食、求偶、以及基因交流的機會，引此生態廊

道的規劃不但可以提升環境的豐富度，還可助於生物的多樣性。

河川廊道可包括河道流域及支流、河道邊緣、河道漫流灘、堤壩

及部分高灘地所形塑之空間及生存於內之生物棲息環境。 

為發展多元自然型水道並營造金沙溪生態環境，具體方向有

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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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規劃構想斷面圖 

(1) 河岸的修復：現有護岸的改善，包括復植原生植被、抗沖

蝕網、岩石拋置法、植岩互層法等等復育工法。 

(2) 水道棲地的創造：包括濕地地形的整理、水體的保持、

濕地植被的育植以及野生動物棲息空間的創造等要項。 

(3) 水質的生態過濾與淨化：針對非點源污染設置緩衝綠

帶，並結合濕地營造植生淨化。 

(4) 河廊人文環境：金沙溪擁有豐富的河域資源，周邊更有阡

陌縱橫的農田景緻，加上周邊聚落豐厚的人文素養，具備

水岸綠廊的優質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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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水質淨化系統導入 

圖 4-3 環境教育解說系統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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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本計畫範圍整體水環境營造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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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本計畫結合周遭人文景點串聯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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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金沙溪規劃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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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光前溪無名橋(3)至無名橋(5)間規劃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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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光前溪無名橋(3)至無名橋(4)間規劃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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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光前溪無名橋(4)至無名橋(5)間規劃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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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無名橋(5)至 2K+276 間規劃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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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標參考「新加坡碧山宏茂橋公園」，設計方案基於河漫

灘的概念，當水量小時，露出寬廣的河岸，為人們營造出一個可

供休閒娛樂的親水帄台；當因暴雨水量上漲時，臨近河水的公園

用地可加寬河道，使水順流而下，確保足夠的公園用地，更創造

出更多交流空間。 

 
 

圖 4-11 「新加坡碧山宏茂橋公園」完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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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項工程項目 

1. 分項工程項目 

● 護岸生態營造─生態工法的河道如同自然河流般擁有著多

樣化的流動形式，塑造出自然而又多元化的棲息地，為生物

多樣性奠定了基礎。 

● 跨河構造物改建─降低頄類洄游阻礙、整體景觀一致性。 

● 自然休憩空間─具廣域自然景觀，適合民眾於排水路區域

邊緣從事休閒遊憩活動，且人工設施不深入河川環境。 

● 親水活動空間 ─可在河川水岸或水面從事親水活動，如游

泳、戲水、釣頄之場所，活動及人工設置於水面或水岸。 

● 運動遊憩空間─活動及人工設施限於高灘地範圍，設置運

動廣場、公園等供居民運動、休閒娛樂之空間、自行車(步) 

道串聯。 

● 美麗多層次綠蔭─自行車(步)道沿線植，車道穿梭於涼爽

樹林中，宛如綠色隧道。 

2. 分期工程區段 

(1)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金沙水庫至匯流口) 

(2)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匯流口至無名橋五) 

(3)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三期(無名橋五至無名橋六) 

(4)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工程第四期(無名橋六至 1K+849 攔

水堰) 

(5)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五期(1K+849 攔水堰至

2K+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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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工程計畫總經費 26,773.5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一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20,883.3 萬元、地方

分擔款：5,890.2 萬元)。 

(一) 分項工程經費： 

 
 

圖 5-1 本計畫分期工程位置圖 

第三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 
第五期工程 

第四期工程 第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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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分項工程經費表 
 

 
項次 

 

分項工程名

稱 

 

主要工作

項目 

 

對應

部會 

經費(千元)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總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合計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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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溪流域水

環境改善工程 

(第一期) 

親水步道、

生態護岸、

休憩帄台與 
植生綠美化 

 

經濟部

水利署 

   

31,200 

 

8,800 

       

31,200 

 

8,800 

 

40,000 

 

2 

金沙溪流域水

環境改善工程 

(第二、三期) 

親水步道、

生態護岸、

休憩帄台與 
植生綠美化 

 

經濟部

水利署 

     

31,200 

 

8,800 

 

31,200 

 

8,800 

 

28,990 

 

8,177 

 

91,390 

 

25,777 

 

117,167 

 

3 

金沙溪流域水

環境改善工程 

(第四、五期) 

親水步道、

生態護岸、

休憩帄台與 

植生綠美化 

 

經濟部

水利署 

           

86,243 

 

24,325 

 

110,568 

小計   - - 31,200 8,800 31,200 8,800 31,200 8,800 28,990 8,177 208,833 58,902  

總計   - 40,000 40,000 40,000 37,167 267,735 

 

(二) 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1. 跨河構造物配合串聯改善工程： 

本計畫為營造民眾可親水、孕育大自然之環境，既有受

攔水堰高度過高，且無施作頄道，建議本案一併改善重建， 

採用生態工法結合頄道，保存攔水堰滿足民生、產業用水之

餘，並能使頄類洄游不受阻礙、產生水花，提高水中含氧量

優化頄類棲息環境，攔河堰施作高度以能通過 10 重現期距

洪峰流量為基準；既有橋梁，配合自行車(步)道串聯，一併

設計改建，利於整體營造主題一致性，梁底高程以不低於計

畫堤頂高為原則。 

於光前溪河道彎道、匯流處、河道較寬處，使用側灘植

生水質淨化工法，利用河川側灘，種植原生種水生植物，達

到水質自然淨化效果，植生之植物叢提供水項、禽類等水生

動物棲息，提升河川自淨能力，並達河道景觀和生態修復之

兩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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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攔河堰配合乾砌塊石作為頄道 

 

圖 5-3 橋墩堆石棧道施作示意圖 

2. 親水護岸工程： 

護岸整治以治理計畫之設計堤頂高為基礎，並結合親水

及生態護岸形式，採用緩坡護岸，分別使用抗沖蝕網及拋塊

石工法施作，以達親水及增加生物多樣性之目的。以生態工

法施工之護岸，不僅打造自然生態，並可復育瀕絕物種、減

少千噸碳排放量。 

(1) 金沙溪： 

2K+110~2K+705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

石 

(2) 光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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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000~2K+762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

石 

 

 

圖 5-4 側灘植生水質淨化植物配置組合示意圖 

3. 水環境營造工程： 

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及生活富足，人們渴望優化河川環

境之訴求已擴展至河川空間和綠地，希望在防洪安全之前提

下，兼顧生態環境與親水遊憩功能。結合河川公地及防洪設

施，串聯上下游步道、自行車道，除了綠美化環境，更設計

了親水功能之景觀，串聯藍帶與綠帶，增加河川環境之可及

性與親水性。 

由於本計畫範圍內有瀕臨絕種的保育生物水獺棲息，為

降低水獺往返不同水域時路殺機率，建議配合水環境營造於

鄰近道路處施設生物廊道。 

(1) 金沙溪： 

2K+110~2K+705 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工程 

(2) 光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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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000~2K+762 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工程 
  

 

圖 5-5 河川生態廊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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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分項工程經費說明表 
 

治理期別 排水名稱 位置(里程) 工程內容 預估經費(仟元) 

 

 

第一期 

 

 

金沙溪 

2K+480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2K+110~2K+705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石 16,157 

2K+110~2K+705 水環境營造工程(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 13,253 

其他+間接費用 10,370 

小計 40,000 

 

 

 

 

第二期 

 

 

 

 

光前溪 

0K+061.5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0K+271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0K+499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0K+638 橋梁配合自行車道串連整體景觀營造 6,200 

0K+761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0K+000~0K+761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石 25,699 

0K+000~0K+761 水環境營造工程(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 18,317 

其他+間接費用 17,883 

小計 68,979 

 

 

第三期 

 

 

光前溪 

1K+223 攔水堰拆除 31 

1+343 橋梁配合自行車道串連整體景觀營造 5,600 

0K+761~1K+343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石 19,672 

0K+761~1K+343 水環境營造工程(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 10,392 

其他+間接費用 12,493 

小計 48,188 

 

 

 

 

 

第四期 

 

 

 

 

 

光前溪 

1K+349 攔水堰拆除 31 

1K+395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1K+602 橋梁配合自行車道串連整體景觀營造 6,000 

1K+605 攔水堰拆除 31 

1K+634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220 

1K+754 攔水堰拆除 31 

1K+849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31 

1K+343~1K+849 緩坡護岸(1:5/1:4)、抗沖蝕網、拋塊石 17,103 

1K+343~1K+849 水環境營造工程(自行車道、休憩帄台、綠美化) 12,171 

其他+間接費用 12,543 

小計 48,382 

 

 

 

 
 

第五期 

 

 

 

 
 

光前溪 

2K+078 景觀橋梁改建 14,000 

2K+200 攔水堰改善(生態工法、頄道) 31 

2K+382 橋梁配合自行車道串連整體景觀營造 1,950 

2K+398 攔水堰拆除 31 

2K+494 攔水堰拆除 31 

2K+605 橋梁配合自行車道串連整體景觀營造 1,800 

1K+849~2K+726 護岸生態營造 27,012 

1K+849~2K+726 水環境營造工程(親水步道、綠美化) 11,112 

其他+間接費用 6,218 

小計 62,185 

總計 26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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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期程 

本計畫第一期工程概估經費 4,000 萬元，預計中央補助款 

3,120.0 萬元、地方分擔款：880.0 萬元。預計於 106 年發包，107 

年底完工，執行期程如表 5-1 及表 5-2 所示。 

第二期至第五期金沙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預計於 108 年開 

始執行，概估經費為 22,773.5 萬元，預計中央補助款 17,763.3 萬

元、地方分擔款：5,010.2 萬元。 

表 6-1 第一期工程預定進度表 
 

第一期工程─金沙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工程預定進度表 

 年度 106 107 

 月份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序 項目 0 40 80 120 160 200 240 280 320 360 

 

1 

工程規劃                                       

工程設計                                    

工程發包                   

 

 
表 6-2 第一期工程發包工程預定進度表 

金沙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發包工程預定進度表 
 年度 106 107 
 月份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序 項目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1 準備工作                               

2 橋梁及堰改善工程     

 
                       

3 生態護岸工程                          

4 水環境營造工程                 

      
    

5 假設及其他配合工程             

6 竣工資料整理及工區清理                                

 

 
七、 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本計畫水環境營造實施後，配合另案前瞻計畫─水與發展之「金

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計畫」，並結合鄰近金沙水庫、榮湖、金沙

假日酒店、金沙溪蓄水池、周遭古蹟群等觀光景點，透過自行車(步)  道

串聯上、下游景點，如此可形成一金門縣帶狀之人文產業、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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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觀光遊憩、生物復育之重要區域，將帶動金門整體觀光事業， 

觀光帶狀串聯相關位置圖如圖 7-1 所示。 

各項設施維護管理將由金門縣政府每年編列預算交由公所執 行，

以保汛期發揮應有之通洪功能，相關維護管理應注意事項依水利法

及排水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 

透過新建和改善的排水系統，在未來氣候變遷的衝擊中，能維

持暴雨來臨時之保護強度。並透過生態工法的施工方式，結合既有

的優良水質、河川棲地維護、環境保育及自然地景整體營造，提升

水域自然生命力，營造生態永續環境，達到「與水共生、共存、共

榮」的永續目標，預計改善之面積為 85.05 公頃。 

親水生態護岸維護預計利用自然溼地工法進行建置，並掌握「坡

度帄緩化」、「表面粗糙化」、「介面透水化」、「材質自然化」等重點， 

力求建置完成後僅需低度維護管理，並引入地方民眾參與，以公民

參與維持長年之維護管理。 

綜上說明，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中，本次藉由完整之親

水生態護岸改善，串聯金沙溪及光前溪兩岸之自行車道，並將妨害

水中生物永續之攔水堰以生態工法重建，結合水岸親水環境營造， 

符合計畫主旨，早日讓金門地方及觀光民眾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 

提供休閒親水的絕佳體驗，進而藉由親水而瞭解水資源的重要性， 

打造安全宜居之親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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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跨國際觀光帶狀串聯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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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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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起始於金城鎮賢庵里賢厝聚落東側，經浚仔溝下游至金山

池、水詴所、夏墅護岸最後至浯江溪出海口，主要改善範圍為水岸環 

境營造、增設親水與休閒空間並活化既有景點。 圖一 

夏墅、水試所 

浚仔溝、金山池 

賢厝聚落 

浯江溪出海口 
建功嶼 

夏墅護岸 
石雕公園 

延平郡王祠 夏墅風獅爺 

水試所 

金山池 

莒光樓 

空中大學 

浚仔溝區排 

賢厝聚落 

計畫位置圖 

計畫範圍全圖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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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說明鄰近重要景點及社經環境說明)

1. 浚仔溝流域環境介紹：發源於金門城北門境，流過古區、官路邊、賢厝

東側，流入金山池後經夏墅及水詴所渠道至南洋海(浯江溪出海口)，流域

亦伴隨者古官道而行，古官道是昔日政經中心金門城到後浦(即現今的金

城鎮)的路徑，鄰近景點有民遺老街、燕南書院暨太文巖寺、官路邊風獅

爺、金山池、夏墅風獅爺、延平郡王祠、浯江溪出海口、莒光樓、莒光

湖、石雕公園等，沿途景觀秀麗，生態環境、人文歷史皆非常豐富。

明遺老街 
官路邊風獅爺 

金山池 

燕南書院 

夏墅風獅爺 

延平郡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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浯江溪出海口 

石雕公園 

莒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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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牆多次修補新舊交雜整體環境紛亂 

2.周邊相關推動計畫：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之執行，特訪查蒐集了浯江溪口周邊相關推動計畫， 

以利整體資源整合。 

A. 金城污水處理廠二期擴建工程及金城污水處理廠三年試運轉(執行中)。

B. 106 年度莒光城南夜間光廊塑造委託規劃設計服務案(完成期初報告)。

C. 鎮民廣場新建(推動中)。

D. 金城綜合體育館(推動中)。

E. 金城東門圓環周邊綠美化(推動中)。

F. 點亮城鎮之心-金門後浦魅力城市營造計畫(推動中)。

3. 浚仔溝區排現況問題：

早期整建之溝渠以漿砌塊石為溝牆結構，主要以護岸穩定為考量， 

外觀上較為生硬且無孔隙空間，在經年累月使用及遭受颱風之豪大雨侵 

蝕下已有多處破損龜裂情形，鎮公所多次進行修繕皆以局部修補處理， 

且尚有部分段落未曾施作護岸，故而呈現新舊交雜情況，使整體環境紛 

亂無連貫性，故本次計畫預定全段區排進行整體檢討改善，除護岸以多 

孔隙之生態護岸方式建構外，於適當區域增設親水階梯或平台，並輔以 

人行步道及植栽綠帶加以美化，並可將上下游景點串聯(官路邊至金山池)， 

營造具生態與休閒之水岸休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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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山池現況：金山池沿岸植栽眾多，但因缺乏管理而雜林叢生，導致景

觀被雜林遮蔽，且北側與西側之景觀皆被空大圍牆所遮擋，僅剩東北側(臨西

海路端)之入口處能看到小部分池景甚為可惜，故而本次金山池之改善重

點著重於池岸植栽之梳理、環湖邊坡整理及步道之建置、遮蔽物之移除

改善及周邊設施之美化與解說牌設立等，並評估新增湖中人工島之可能

性(早期整建時即有此計畫)，以增添生態多樣性，並可延續古官道而來之

步道，以將整體路線串聯。

出入口不明顯湖景皆被遮蔽 

沿岸樹叢過密湖景皆被遮蔽 

古官道解說牌老舊變形 路亭周邊環境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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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墅各區護岸現況：

金山池下游流經夏墅與水詴所渠道後流入大海，其主渠道年久失修又經

颱風豪雨侵襲，早期之護岸以多數崩壞，本次計畫改善重點在於生態護岸重建、

渠底疏浚清淤及閒置水池改造人工濕地等。 

另夏墅聚落前排水護岸，現況邊坡尚未改善段落僅為土坡，因腹地較小

坡度過陡時受颱風豪雨侵襲而致沖刷破壞，故急需施以護岸修復，以保護區

排暢通及堤岸安全，並可利用護岸與道路間之綠帶空間增設人行步道，因浯江

溪出海口周邊之人行步道行進至夏墅護岸(北端)即終止，而南端之西海路三

段路側亦有人行步道但未延伸入夏墅聚落，故藉本次計畫將南北兩端之人行

步道銜接，使整體環境串聯為環狀步道，提升休憩生活空間。 

西海路端入口處 

沿岸樹叢雜亂湖景皆被遮蔽 

空中大學 西海路端入口處 

出海口 

主渠道 

景觀池 

主渠道 

夏墅聚落前 
護岸 養殖池 

金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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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渠道護岸崩壞渠底淤積 

主渠道護岸崩壞基礎流失 

聚落前渠道護岸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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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蒐集與本計畫可相互輝映之鄰近計畫規劃範圍圖 

夏墅護岸 

主渠道 

西海路端入口 

金山池 

金山池連接夏墅渠道現況空拍圖 

「點亮城鎮之心-金門後浦魅力城市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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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有鑑於近年降雨情形異常，趨向於期短而量大，時常有突然性豪大雨發

生，造成溝渠潰堤或農塘沖刷淤積，尤以去年莫蘭蒂颱風重創金門後，縣長

特別重視各區域防洪情形，故於本次颱風期間下鄉巡視並招開地區水環境改

善計畫檢討會議，並要求除了改善護岸之外亦頇結合生態與休憩空間，會後

金城鎮鎮長即招集各里里長就地區歷年來易遭大水侵襲之區域或年久失修之

排水設施招開檢討會議，故而提報本案等相關案件(詳附錄一)。 

本案用地皆為現有區排及池塘範圍，皆屬於公有地故用地取得無虞，且

各設施將朝向結構單純且材料天然之方向規劃，故而規劃設計之期程可控制

於短期內完成即可上網招標，且本計畫之分項工程「夏墅區域水岸環境改善

工程」中之石籠護岸段落原已規劃在案，在彙整該區其他項目稍作整合後 

即可快速完成細部設計而進行發包推動，故而本計畫之執行可有望於二年內

呈現成效。 

 

金門縣長主持會議情形 

金城鎮長主持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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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概要： 

（一）整體計畫願景(具體說明申請計畫之動機、目的、擬達成願景目標。) 

1. 改善水岸環境營造親水與休閒空間。 

2. 以古官道路線為主軸，改善並串聯各景點、提供尋幽訪古的旅遊動線。 

3. 改善各區域損壞護岸，維護區排功能與岸邊道路安全。 
 

（二）規劃構想圖(至少 4 幅) 

 

 

 

 

 

 

 

 

 

 

 

 

 

 

 

 

 

 

 

 

 

 

 

 

 

 

 

 

 

 

 

 

 

 

 

 

 

 

 

 

 

 

 

 

 

圖三 

浚仔溝以生態護岸及親水步道營造優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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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池沿岸植栽梳理並營造環湖步道 

公共藝術牆：浚仔溝沿途景觀(古官道路線) 

金山池入口環境整理，使遊客能清楚辨別路徑，沿者古官道尋幽訪古探詢歷史故事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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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墅主渠道採用生態護岸友善環境 夏墅護岸延續生態石籠使其整體連貫 

金山池中打造人工島提供多樣生物棲地 閒置水池改造為人工濕地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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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針對各工程分段敘述執行內容) 

1. 夏墅區域水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護岸改善、石籠護岸延續、閒置水池

改造人工溼地、人行步道串聯與環境綠美化。 

2. 浚仔溝至金山池水岸環境改善工程：生態護岸結合親水步道、水質淨化

改善、人工生態島、池岸林相梳理與環湖步道、親水平台等。 

金城鎮浚仔溝流域水岸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項目 對應部會 

金城鎮浚
仔溝流域
水岸環境
改善計畫 

1 夏墅區域水岸環境改善工程 水岸環境營造 水利署 

 

2 

 

浚仔溝至金山池水岸環境改善工程 

 

水岸環境營造 
 

水利署 

 

五、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工程計畫總經費 5,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預算及地方

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42,900 千元、地方分擔款：12,100 千元)。(備註：本計畫經 

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分項工程經費： 

 
項
次 

 

分項
工程
名稱 

對
應
部
會 

經費(千元) 

106 年度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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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夏墅區 
域水岸
環境改
善工程 

水
利
署 

- - 23,400 6,600 30,000 - - 23,400 6,600 

 
2 

浚仔溝 
至金山
池水岸
環境改
善工程 

水利
署、
營建
署 

- - 19,500 5,500 25,000 - - 19,500 5,500 

小計  
- - 42,900 12,100 55,000 - - 42,900 12,100 

總計  
- - 42,900 12,100 55,000 - - 42,900 12,100 

(計畫經費明細請註明參閱附錄：工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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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1. 夏墅區域水岸環境改善工程-合計約 3000 萬 

A. 生態護岸改善：約 1400 萬元。 

B. 石籠護岸延續：約 420 萬元。 

C. 閒置水池改造人工溼地：約 150 萬元。 

D. 人行步道串聯：約 120 萬元。 

E. 道路、環境綠美化及其他雜項工程：230 萬元。 

F. 材料檢驗、品管與勞安衛、工程保險與廠商管理利潤等：約 240 萬元。 

G. 稅金、甲方管理費及規劃設計監造費等：430 萬元。 

2. 浚仔溝至金山池水岸環境改善工程-合計約 2500 萬 

A. 生態護岸結合合親水步道：約 1300 萬。 

B. 溼地水質淨化改善：約 100 萬元。 

C. 人工生態島、環湖步道、親水平台：約 280 萬元。 

D. 池岸林相梳理與邊坡整理：約 160 萬元。 

E. 環境綠美化及其他雜項工程：約 100 萬元。 

F. 材料檢驗、品管與勞安衛、工程保險與廠商管理利潤等：約 200 萬元。 

G. 稅金、甲方管理費及規劃設計監造費等：360 萬元。 

六、計畫期程： 

第一期工程：106/9~107/12 
 

期程  
 
 

工 作 項 目 

106  107  

9 1 0 1 1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計 畫 送 核 與 細 部 設 計 
審 定 階 段 

工 程 施 工 與監造階段  

執行計畫送審 
                

計畫修正核定 
                

設計成果核定 
                

工程招標階段 
                

 

工程施工及監造 
                

工程驗收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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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第 2 期工程：107/1~108/3 
 

期程  
 
 

工 作 項 目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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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畫 送 核 與 細 部 
設 計 審 定 階 段 

工 程 施 工 與監造階段  

執行計畫送審 
               

計畫修正核定 
               

設計成果核定 
               

工程招標階段 
               

 

工程施工及監造 
               

工程驗收結算 
               

 

七、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預期成果： 

1. 透過生態護岸與溼地打造，增添多孔隙空間，改善生物棲地環境。 

2. 湖岸景觀梳理與親水空間營造，重現金山池優美風光。 

3. 改善並串聯古官道沿途景點，提供遊客尋幽訪古的旅遊動線。

後續維護管理： 

由金門縣金城鎮公所統籌執行管理事務，並會同水詴所及空中大學共同

維護各管轄區之環境與設施，並透過鎮公所與里長辦公室協助推動聚落(社區) 

民眾參與，已達永續經營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