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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 

壹、綱領議題： 

一、郭一羽教授（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濕地學會理事長）： 

（一）濕地保育綱領對象應為全國濕地，目前濕地保育法主要內容多以重要濕地為

主，但全臺灣到處都有濕地不單只有目前編列的 83 處。 

（二）目前水利署積極推動逕流管制，若以全國濕地保育的概念發展，必須與水利

署充分合作，因生態基流量多為水利單位決定之。 

（三）雖然目前水利署提倡蓄洪池並且擬定許多相關計畫，但因為土地取得極為困

難，實際執行受阻。 

（四）建議濕地保育需與產業合作，否則容易產生阻礙，濕地發展與產業發展有密

切關係。 

（五）「減少沿海地區人工設施量」此說法，容易產生誤解，做堤防會引起國土喪失，

但做堤防才能保護國土。 

二、楊樹森副教授（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 

（一）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給予上位綱領或是非常細節性的綱領尚不清楚，建議先

有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內容之後再開座談會比較適當。 

（二）附件資料，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大綱），其四、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發展與調查

方向，以及五、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執行策略，這兩者其下的子目錄內容應該

有所不同。 

三、李建堂助理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一）本計畫應要跟著目標導向發展，願景目標與策略訂的太細，不應出現於高位

階之保育綱領，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後續應該還會有行動計畫，將會導致細部

計畫受到限制。 

（二）國家濕地保育綱領之願景目標應針對濕地保育法第一條說明法律基本目標進

行發展，為 1.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2.維護生物多樣性；3.促進濕地生態保育

及明智利用。國家濕地保育綱領應該針對此三大目標訂定，且又不訂的太細，

建議計畫先界定好上位目標後再執行。  

（三）濕地保育法第一條內容提及的三大目標其先後順序會影響資源排擠，建議濕

地保育綱領必須確立優先順序。 

（四）濕地類型相當廣泛且都與水相關，建議必須與水利署密切合作，濕地保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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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要濕地已建立資料卻沒辦法使用，建議應仿照其他領域之做法建立至

GIS 系統內，透過資料庫標準格式，專家學者們可加以利用。 

六、賴榮孝理事長（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一）關於議題五「科學研究的調查項目、資料整合與相關技術應用」，不管以類型

或層級分建立資料庫都是重要的。NGO 擁有最多的人力資源，且許多單位已

經建立普查機制，公民科學家的概念已在臺灣啟動，但如何納入行動綱領則

須再討論，例如，提供基礎項目給公民科學，水質、水理等專業項目則需要

學術界協助。 

（二）關於議題六「促進社會參與以及推廣教育凝聚公眾意識」，建議應透過公民參

與的擴張逐步達成此目標。教育推廣與觀念溝通也是短期內的執行重點。 

（三）建議改善僵化的行政流程。目前發生的現象是，中央將預算分配給地方，經

費卻未能確實到達所需的地方單位，民間團體人才濟濟，但缺經費執行。因

此，如何突破的僵化的行政流程能否於綱領內說明。 

七、周聖心執行長（千里步道協會）： 

（一）過於細節之調查不需在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內提到，建議針對以下三項目標：

1.整體規劃目標願景，2.明智利用永續發展，3.推廣－民眾參與以及公私協力。

建議全國濕地之現況與保育情形是否放入附件。 

（二）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大綱）之四、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發展與調查方向，與五、

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執行策略，兩者內容是一樣的，建議其中的科學研究、社

會參與、國際合作、推廣教育等，可囊括於上一段所述之「3.推廣」，皆須透

過民眾參與、公私協力。 

（三）建議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其形式為，1.前言，說明整體目標－討論復育與保育，

並且提出願景為重要濕地零損失－建議此應於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內優先討論；

2.明智利用－與濕地周邊產業結合，如生態旅遊即可與濕地周邊藍綠帶結合

進行；3.民眾參與以及公私協力機制，國家濕地保育綱領須包含此部份，才

能突顯綱領之行動性。 

（四）經費核銷，政府防弊過當。 

八、鄧婉君副理事長（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一）建議重新檢視本計畫濕地保育總體目標之 10 項目標與濕地保育法三大目標的

關聯性，必須將國家濕地保育綱領之總體目標回歸至濕地保育法的三大精神

作整合。 

（二）同意濕地分類相當重要，因分類與屬性會影響執行方向與保育目標。因此建

議，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大綱）裡面的第四與第五，若將濕地的分類或形態

做出來，依照不同型態進行策略執行會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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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縣市政府在進行濕地管理的單位都是農業單位，對濕地水文並不了解，

因此所推行的計畫多在鳥類、生物觀察，較少碰觸到水體部分。 

（二）流域規劃不僅中央在執行，地方同樣也在執行，水利單位通常把濕地當作滯

洪空間，但如何維持濕地水量的部分並不太瞭解，而農業單位也無法提出規

劃時該注意的部分，僅於生態部分可提供一些建議。 

（三）目前地方單位的流域規劃還屬於觀光、遊憩類型，對於濕地進行規劃時尚無

法提供意見將濕地納入考量。 

十一、傅琦媺科長（新竹縣政府）： 

（一）若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定位為行動綱領，建議行動綱領的部分應為大項目，國

家濕地保育綱領訂定應就 1.濕地功能；生態保育、防災治洪、景觀遊憩、水

資源利用保育、科學研究、環境教育；2.明智利用；3.濕地零淨損失、異地補

償等項目來做擬定。 

十二、林鎮洋教授（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一）濕地保育法的形式是否會成為第二個環評法？濕地保育法透過國家濕地保育

綱領將成為宣示性質的法案或是具可操作性。如果濕地保育法不能與經濟開

發找到一個可操作的空間則易束之高閣。 

（二）國外學者提到濕地是大自然的腎臟，近幾年環保署利用汙染防治法的罰款補

助大漢溪八個人工濕地，新北星月橋落墩時與國家重要濕地範圍重疊，此類

案例越會來越多（星月橋與除污型濕地），國家濕地保育綱領能否在保育與

開發間提供操作此類案例的依據。 

（二）國外在濕地保育中強調水質，建議透過國家濕地保育綱領進行約束開發，除

生態系統的概念之外，在水質與水量的部分，目前環保署與水利署為有經費

的單位，需透過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約束，並透過 NGO 進行談判。 

貳、氣候變遷議題： 

十三、郭一羽教授（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濕地學會理事長）： 

（一）強降雨對濕地的影響並非太嚴重，乾旱對濕地的嚴重性比較高；極端氣候對

內陸濕地的影響較小，海平面上升會覆蓋掉原有濕地對沿海地區影響大。濕

地在有濕有乾的狀態下生態才會豐富，建議可參考國外案例海平面上升對濕

地造成的影響。 

（二）濕地功能不一定要有生物多樣性，因為濕地還有其他很多功能（補助地下水）。

可藉由與水利署溝通，建議濕地除了防災防洪的功能之外亦能夠順便達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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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非常嚴重，許多農地無法耕種、魚塭無法養殖，但也就此創造成龍濕地。

建議針對主題即可，勿過度誇張濕地。 

（二）仍然建議此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為上位政策綱領，個人認為現在執行的 100-105
年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為行動計畫。 

（三）濕地保育法施行細則（草案）第五條說明國家濕地保育綱領應該包括全國濕

地系統規劃。建議先從全國濕地系統規劃著手，如此，後續的國家濕地保育

綱領與行動方案，包括濕地分類、屬性、特性，合作對象與需溝通單位也都

會釐清。科學研究、社會參與、國際合作、教育及推廣、獎勵、輔助、輔導

等，僅先納入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內考量，但不提出實際解決方法，而是在真

正進入行動計畫再實質解決。 

十七、施上粟副研究員（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一）建議國家濕地保育綱領還是以一個概括性的上位綱領進行討論。座談會六大

議題之研擬經由意見整合建議放入附件，每五年檢討議題可能再延伸或收

斂。 

（二）關於海平面上升部份，紅樹林自身有促淤的功能以及其掉落物每年會讓自己

長高，其長高速度跟海平面上升的預測速度差不多，所以對紅樹林而言，海

平面上升對其影響不大，但對其他物種則有影響。 

（三）滯洪池有法定位階，其功能定位本就以防洪為主，所以不能隨意設置，需有

明確保護對象並精確計算與考慮流程。 

（四）滯洪池因需要人為操作故不可能成為濕地。新塭滯洪池，中央陸島提供生態

功能，是現有滯洪池附有濕地功能的實例。應建議水利署在不影響滯洪功能

的狀況下保留甚至強化濕地功能。 

十八、黃國文助理研究員（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一）贊成是國家濕地保育綱領上位計劃，可參考簡報 P.9（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

策略綱領），此經建會所擬之綱領架構精簡，比較像上位計畫。 

（二）有關氣候變遷對濕地影響有三個大營力，自然營力、生物的生命力、人的想

法意志力。自然營力部分若從流域觀點來看，能夠透過學術評估分析未來變

遷趨勢，之後加入氣候變遷的因子預估未來濕地與生態系的變遷趨勢，再反

饋至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第二項濕地保育現況與未來可能因應威脅。 

（三）全國濕地資料彙整，無法每一個濕地建置一套 GIS 系統，應由中央建構一套

全國性 GIS 平台以彙整各濕地資料，成為統合資料庫並透過資料庫標準化，

更容易讓 NGO 與學術界提供資料。 

十九、林鎮洋教授（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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