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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應以生態保護優先
再造南台溼地系統 平衡開發與保育

先進國家對於海域或海
岸生態環境的保護，

多已建構了主要的法政依

據 。 以一九九0年修訂的美

國 「 海岸地區管理法」為

例，其第一四五二條所宣示

的國家政策，摘錄如下 :

美國:為世代保存國家海岸

資源

一 、為此一世代及今後的

世世代代，保存 、 保護 、 開

發，並盡可能恢復或改善國

家海岸地區的資源 。

二 、鼓勵與協助各(海岸 )

州，透過開發與管理計畫的

執行，有效地肩負其在海岸

地區的責任，充分考量生態

一“﹒回-團-一
一

- :yr. 司.\! ，~ 

1ft﹒~~阻
E罩、'、-回 ;z

思

.邱文彥/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

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蒹所長

的、文化的、歷史的和美質 岸地區有計畫相關的機關之

的價值，和相容的經濟開 參與合作，達到本法目的 。

發，以達到海岸地區水 、 土

資源的明智使用 。 是故這必 澳洲:關懷、了解和明智利

管理計畫的內容至少應納入 用海洋

下列規定 : 澳洲的海洋政策，首先揭

( 1 )海岸地區自然資源之 示了一個願景，期望有一個

保護，包括濕地 、 洪水平 「 健康 、 具生產力的海洋，

原 、 河口、海灘 、 沙丘、沙 以提供今世和未來澳洲人多

洲、珊瑚礁，以及魚類、野 方面的利益 。」

生生物及其棲息地等 。 海洋政策的總體目標在關

(2)海岸開發行為的管 懷、暸解和明智利用海洋 。

理，應減少在易致洪泛、暴 該一海洋政策中強調， ，- 以

潮、地質災害和侵蝕地區; 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海洋規劃

或易受海平面上升 、 地質下 與管理 J ' 其目的有三 :

陷及鹽水入侵地區;抑或破 一 、維護所有海洋地區的

壞如海灘 、 沙丘、濕地與沙 生態、過程，包括水流和營養

洲等自然保護特色的地區 源的流動、群落結構 、 食物

內，不當的開發行為所造成 網和生態關聯|生等 。

的生命與財產損失 。 二、維護海洋生態系統的

二 、 鼓勵研提特殊地區管 多樣性，包括其演化變遷的

理計畫 ，以針對保護重要自 能力 。

然資源 ， 依賴海岸型經濟的 三 、維護所有本土海洋物

合理成長，災害地區 (包括 種繁盛的數量，使其能發揮

可能受地層下陷 、 海水平面 生態群落中應有的功能 。

上升地區)生命財產保護的

改善，以及政府決策能力的 紐西蘭:促使海犀資源的永

改善等提出計畫 。 續管理

四、鼓勵民思 、 小|、|和地方 為了管理海洋、維護海洋

政府 ， 以及州際之間，其他 生態系統，澳洲透過設置

區域機關和聯邦機關等與海 「 海洋保護區 」 的方式，進

行保護管理 。

另根據一九九四年 「紐西

蘭海岸政策說明書 J '所謂

「國家重大事項」 包括:

一 、海岸環境 、 濕地、湖

泊 、 河川及其邊緣自然特性

之保存 ， 以及保護其免於不

當之土地細分 、 使用及開發

的破壞 。

二 、保護特殊自然特色與

景觀，使其免於不當之土地

細分 、 使用及開發之破壞 。

二 、保護重要的原生植物

及動物棲息地區 。

四、維持並增進到達或沿

著近岸海域、湖泊及河川之

公共通行權(Pub lic access) 。

五、尊重原住民及其文化

傳統與世居水土的關係 。

該一政策特別呼籲 ' 所有

人民應盡其一切能力，來促

使自然與實質資源使用、閒

發與保護的永續管理 。

台商縣面臨海岸地形教室的

崩解

由上述國外政策，可以瞭

解強調「永續發展」 和 「世

代公平 」 的精神，對於一般

民眾尊重與保障親海權益，

對於重要生態系統則盡一切



可能予以保護 。 此外，海岸

開發不但要維護海洋生態系

統的完整性，也要超脫單一

部門的思考框架，推動整合

性的海岸管理 。 整合性海岸

管理必須能考慮到不同之機

關部門 、 行政層級、學術領

域、行政疆域、權益關係人

等 ，甚至世世代代的公平 。

台南縣的海岸生態環境豐

富多變 ，包括沙丘 、 沙洲、

鴻湖、河口、鹽田 、 魚、蠅、

紅樹林和海岸林等，堪稱

「海岸地形學 」 的自然教

室，也是全台灣規模最大 、

最為重要的 「濕地 」 系統 。

但近年來，海岸線後退、沙

洲消蝕、沙丘飄散 、 瀉湖淤

積和防風林崩倒，情況十分

令人憂心 。

從古今地圓的相較，可以

瞭解七股一帶原有的台江內

海和倒風內海，如今滄海桑

田，填埋近半，對於海岸地

區洩洪、生態系統維繫都屬

不利 。

尤其，沿岸人工結構物綿

密，使自然海岸消失、自然

動態、作用失衡、沙洲減縮，

不但海岸加速侵蝕，很可能

使海水入侵、土壤鹽化 。

應參考美國海岸法進行特定

區規劃

未來台南縣海岸如何保護

及復育，建議就下列策略進

一步研議:

一 、 參考美國海岸法精

大 河 論壇系 夕IJ

神，類似地區應該進行 「特

定區 」 的規劃，研擬推動

「 台南縣整體海岸保護方案

( Program ) J '包括瀉湖、沙

洲 、 沙丘和所有濕地體系的

總體檢，以及保護、改善和

復育的短中長期實施計畫

( p ， 句ects ) 。

二 、沙洲與海岸的保護復

育，儘可能採取「生態工法」

或 「 近自然工法 J '建議考

慮以運用七股地區漁民傳統

智慧和先天條件，以牡蠣養

殖方式，形塑防護礁盤，消

波消能 。

三 、研究沿岸人工結構物

對於海岸侵淤的影響，改變

或縮減其佈置模式，增加回

復沿岸輸沙之自然運動;同

時，建議結合縣境內各水庫

的清淤和排沙工程，將沙源

抱注至侵蝕的海岸 。

四、結合適用的公有土

地、低謹地區 、 魚I且等，創

造「水空間 J '強化分洪效

果 ，同時創造具有生態、 景

觀、近水和防洪效益的 「濕

地 J 工程進行前，建議進

行文史考證、考古遺址和海

洋文化的研究，以回復內海

生意盎然多樣風貌 。

五 、鼓勵漁業功能日漸降

低的漁港，由漁民、社區和

學校，進行功能轉型 。 過去

漁港轉型幾乎一致朝向 f ÿ現

光旅遊 」 、 「 藍色公路」方

向推展，以致目標過於單

一 ，相互競爭而利基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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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七股渴湖百年變遷圖。

未來或可考慮從「資源培育 」

和 「海洋教育 」 觀點，將廢

棄或功能日失的漁港，培育

珊瑚、海草床或改善水質與

週邊整體環境，轉為「人工

瀉湖 」 、 「 漁業資源培育地

區 」 、 「 社區海洋休開地

區 J '或當地可供學童浮

潛、觀察的 「國中小學海洋

教育自然教室 」。

海岸復育需強化整合性

無數的國外海岸管理經驗

都顯示，海岸保護與復育必

須強化其「整合|生 J '結合

相關作為，以減少不同使用

和目的的衝突，從而追求發

展的和諧與共同利益 。

海岸發展的基本政策應以

「生態保護」和 「永續發展」

為主軸，將重要生態系列為

第一保護之要務 。

建議各地方政府機關應儘

速研擬真有重要意義海岸的

特定區整合保護與發展計

畫，推動整合性作為 。 此

外，海岸開發應追求有秩序

發展 、 永續與明智的使用，

海岸應儘可能為維護其自然

風貌和生物生生不息，儘量

避免過多人工結構物;不得

不進行開發時 ， 宜採取 「彌

補機制 」 、 或 「 近自然工

法 J '以平衡開發與保育 。

對於劣化的海岸，應該儘速

採取復育方式 。

從長遠來看 ，政策研擬應

強調程序正義，政府應建立

適當機制 ，充分納入社區民

眾、民間團體和相關權益

人 。 現代人或某一建設開

發，不能影響到後續世代或

其他地區的福祉，才能符合

永績的精神，這種 「 跨世

代 」 、 「 跨區域 」 的理念 ，

應該落實到海岸開發計畫的

審議中 。

(作者為台灣海洋大學海

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