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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桃園海岸，豐富的海景生態資源總能吸引住每一個訪客的目

光。從永安漁港的日落，北行到觀新藻礁、草漯沙丘、許厝港濕地、

竹圍漁港，一路上，浪潮、蟲鳴、鳥叫聲聲不絕。退潮時，沙灘上數

以萬計的螃蟹雄兵一路橫行，映襯著夕照餘暉，更顯壯闊。

這些自然的海岸生態，在蓬勃的產業發展衝擊下，它的美麗正快

速褪色。要如何讓生態資源、觀光遊憩，永續的發展下去，是社會大

眾與桃園市民共同的期望。

桃園市的海岸管理，權責區分複雜，涉及中央與地方單位高達

二十多個，為了宣示我們的決心，市府將設置一個專責機關—海岸事

務管理處，統籌桃園海岸相關管理工作。未來市府也將參考歐盟及新

加坡，設置任務編組的海岸管理委員會，並編列預算做好相關準備工

作，在內政部完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後，訂定桃園海岸管理相關

計畫。

桃園的海岸景觀，除了許厝港濕地，還包括草漯沙丘、觀新藻礁

以及新屋石滬，而觀音、草漯沙丘及沿海其他沙丘地景，未來都將積

極保護與永續發展利用。同時，結合竹圍與永安兩漁港，形成一個觀

市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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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廊道，市府將投入經費、結合社區，推動環境教育園地，發展生態、

觀光休閒產業，讓大家能更認識這塊土地，愛惜這塊土地。

桃園要一步步穩健的發展，要想打造宜居樂活、永續發展的幸福

家園，必需要有長遠、全盤、系統性的構想與規劃。這本桃園海岸生

態保護白皮書，就是我們對桃園海岸的願景與承諾。

桃園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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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海岸線長達 46 公里，海岸地區面積超過 3 萬公頃，而海岸政

策之制訂，須考量氣候變遷等因素。因此，如何從全球思考，落實到

在地行動，是制訂白皮書的重要課題。本書即是自面對全球氣候變遷，

到建立永續海岸為思考，配合國家海岸生態保護目標，進而揭櫫本市

海岸生態保護願景。

桃園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乃是本市府海岸施政之政策承諾書。參

察歐美及日本、新加坡等諸國經驗，白皮書制訂過程，宜採由下而上

（bottom-up），源自民意與地方，讓政策推動更加順暢。因此，本書

擬定過程，在彙整各局處及府外機關等相關研究與計畫外，同時與地

方意見領袖進行 27 場次焦點訪談、3 次專家會議、3 次民眾說明會、4

次府內外機關協調會、25 場次以上工作會議，動員人力之多，實屬罕

見。同時，也進行了囊括桃園海岸全線、一年期的海岸暨河口生態調

查。其中，民眾與學者專家最關心的課題含括：藻礁保育、防風林復育、

海岸侵蝕、管理權責零亂與事權分散、氣候變遷以及觀光遊憩等。依

據生態調查結果及民意分析，經規劃團隊彙析綜整後，提出七大對策，

包含生態豐富地區的保育對策，及生態脆弱地區的保護與管制對策。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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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家創新產業旗艦計畫－「亞洲．矽谷計畫」發展，桃園市

具有離亞洲五大城市距離近，並擁有 30 個工業區、1 萬多家工廠，地

理區位銜接台北市、新竹市的產業聚落，因此「亞洲．矽谷在桃園」！

亞洲．矽谷計畫預計可為我國創造一兆元以上的 GDP。

根據美國舊金山地區矽谷發展經驗，高科技人平時工作壓力相當

大，而在灣區附近風景優美的海岸，就成為一個可以提供：親近大自

然、賞鳥、地景風光、低碳旅遊等休閒空間。如此，以發展生態觀光

旅遊，帶動當地經濟活動的國內外案例亦不在少數，例如：德國、瑞士。

考量桃園海岸特色，本書提出生態環境、教育、觀光的廊帶構想，計

畫藉由近海自然環境資源，推動環境教育，並結合社區營造，以各社

區特色，發展在地特色深度旅遊，以推展「與環境共生」的生態觀光，

使海岸生態環境與地方社區，共生共興，永續發展。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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