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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官學共同合作，守護海岸自然生態。

本市為工商大市，海岸地區面臨一定的開發壓力，在擬定本書過程中所

召開的專家學者會議，皆建議未來本市海岸以永續發展為最高指導藍圖，此

一建議也呼應了海岸管理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就指出「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

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

岸資源、推動海岸整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國土計畫第一條也明示「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

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

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綜合言之，桃園海岸生態

保護白皮書為全國第一本，其核心願景為海岸永續發展，期許海岸世代都能

使用。因此主張海岸不應破壞，人工海岸最小化，自然海岸最大化。同時應

結合環境教育發展深度生態旅遊和考慮氣候變遷課題，再發展一套住民參與

機制，共同維護海岸。

本市海岸北起坑子口起，南至蚵殼港，南北長約 46 公里，省道 15 以東

至海邊陸地，並往海延伸 30 公尺等深線，本市海岸面積中陸域總面積 8,087
公頃，海域面積 23,164 公頃，總計 31,251 公頃，其中海岸陸域面積占全市

陸域面積比率 6.23%。目前面臨的課題包括：一、生態豐富地區亟欲保育，

二、生態脆弱地區亟待保護與管制，三、海岸管理法令多頭馬車，四、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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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私有土地佔多數，五、藻礁保護困境，六、保安林復育課題，七、海

岸侵淤互現，八、工業開發設施多，九、氣候變遷衝擊，十、觀光遊憩發展

課題，十一、永續發展課題—自然海岸零損失，十二、海洋油污染與應變等

問題。

本書在海岸和河口進行之水棲生物調查與整理過去本市海岸範圍內之生

態調查資料，總結本市海岸生態分析可以發現特有鳥種都在許厝港發現，而

在其中許厝港及永安保生鳥類最豐富。再者哺乳動物以南邊礁區及蚵港最豐

富和海岸底棲動物：許庴港及永安保生最豐富；蚵間當地有石滬魚類種類與

量為數最多，永安笨港其次，再其次是許厝港。此外埔心、老街及新街，許

厝港濕地三條溪有優養化情形，底棲動物豐富度最高，鳥類最多，牡犡礁最

多。

在願景上的對策，首先成立海岸專責機構，建議地方首先應統一海岸權

責管理單位，避免因法令造成的多頭主管機關介入和混亂；以更嚴格法令文

資法保護保護藻礁、石滬、國家級濕地，並定期檢測海岸生態、水質等環境

監測資料做為日後研究與管制重要參考依據，達到自然海岸零損失的依歸。

◆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更要珍惜海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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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立民眾參與海岸保護機制，重大開發計畫資訊事前公開透明，落實當

地民眾參與制度視為必經政策。在公民參與機制的基礎上，進而推廣環教生

態觀光廊道，此為環境資源和社區營造與環境教育結合，可發展社區特色；

或發展生態觀光旅遊產業，帶動當地經濟活動。

 在廊道式的環教場域：海岸生態環境教育館、許厝港濕地生態公園教

育中心、內海國小—許厝港濕地生態教室、草漯沙丘生態教室、藻礁生態環

境教育教室、新屋石滬文化工作站等，再加上竹圍、永安兩漁港，此具備生

態環境的多元性，旅遊及環教上的多層次性。教育館為總館，全年開放，讓

人隨時一窺桃園海岸魅力，作為生態旅遊、環教入門磚，並整合各具特色的

環教點。進一步深度生態之旅及環境教育則透過其他環教點達成，並配合生

態現況進行適時的休養復育，限定時節、條件開放，更添增場域魅力，成為

有質有量的生態旅遊系統。期望成為亞洲矽谷的生態之環，增益地方就業機

會、創造海岸區域新經濟，以永續環境，自然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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