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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與目標 
     

清水溼地位於國之北疆-馬祖列島上，且在物種分佈上有其獨

特的意義，所以若是以此為保護及保育，是極為刻不容緩的事，而

近年來因為週邊的施工破壞（珠山電廠及廢土傾倒）更使得永續保

育的工作顯得重要且急迫，綜觀清水溼地現在面臨的問題，只有清

水社區協會利用會員每個月一次的淨灘來持續關懷，無論是質或量

皆不足以長期擔此重責，而遑論對現況做進一步的監測，復育或地

學改造。 
    為進一步能永續保育清水溼地，擬成立〝國家重要濕地社區生

態巡守隊〞於溼地內及周邊進行溼地監測，及防止濫捕溼地內之物

種及破壞現有之環境，且積極的對破壞者進行宣導或勸導，及對社

區居民教育濕地與我們生活的密切關係。 
    積極思考拉姆薩濕地公約的行動後，發覺一直在強調的是人類

在保存工作角色上的重要性：他們的生計、他們的福利、他們的傳

統和信仰、他們的休閒以及工作，而不僅僅是他們經濟及社會上的

安康快樂，而且還有他們的文化遺產與生物多樣性。而我們也期望

巡守隊能讓社區乃至來訪的外來人士能視濕地為我們家園生活的

一部分，密不可分的關係，與生活相結合，成為居民願意前往遊憩

及活絡社區休閒，更進一步打造社區觀光產業的遠景。 
 

二、 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濕地位於馬祖

福澳港西南側、距勝

利水庫北方約 70 公

尺處，東至堤防，西

以台電珠山火力發電

廠為界，面積約 12 公

頃。台電珠山火力發

電廠目前施工中，濕

地南方為清水國宅、

聚落及工兵營區等分

布。 
 
 
 
 
 

1 



2 

三、 自然環境說明 
     
    清水濕地，早年是自然的砂灘，由於戰地政務時期防波堤的

興建及海砂的挖取，而產生現今的泥灘、砂岸、水泥岸等。再加上

山坡地的地下水源滲出，及家庭污水所帶來的有機質營養源，造成

了清水濕地生機蓬勃的風貌。本濕地也是馬祖當地漁民船舶的避風

港。 
    潮間帶有網目海蜷、黑口玉黍螺等軟體動物，也是黑口玉黍螺

在世界分布的北界。鳥類有鷺鷥、紅喉潛鳥、短尾鸌、白斑紫嘨鶇、

鷸鴴科等。珍貴稀有物種：日本松雀鷹、鵟、紅隼。雲林莞草少量

分佈。早期沙灘常可捕獲三棘鱟，近年數量明顯減少。 
 

四、 社經環境(社區經營歷程)說明 
 
    清水社區在 94 年以前為人口不到 200 人的一個沒落的小漁

村，滿佈著破船及垃圾的海灘，人口結構為陳姓家族占半數，而村

內主要的社團為廟宇委員會，而這一切都在珠山電廠的施工進駐後

引發了村內住民對生活環境的關注與對公共議題的積極想法(抗爭

與討論)，而電廠施工後的工安及回饋金是否應將海灘濕地填掉做

公園卻使得我們一些年輕人思考公共建設所進行的必要之惡-“破
壞”是否需要?！是否是我們要的?！消失的自然環境是否比人工造

景珍貴而這一切也引起了村中的兩極反應。 
    而也在這種時空下，清水社區於 94 年 8 月份成立，由陳治龍

先生當選本協會第一任理事長，而當時主要即為與縣府討論濕地存

廢及未來的藍圖規畫，同時也多方請益關於生態與生活永續的可能

性與可行性。 
    協會在 95 年成立了社區治安巡守隊來維護社區住民對住的安

心，也結合環保局及鄉公所人力推動清水海灘濕地認養與調查，以

及社區學習工坊的鄉土調查，紀錄工作坊、後山公園初步開墾，97
年初改選第二任理監事，隨即在新任理監事的通力合作下，計辦理

了後山公園整建、認識家園系列計畫之認識我們的海灘，環保局年

度認養海灘計畫、社區治安巡守隊、濕地種子教師訓練營、社區

DIY 教室-自製環保殺蟲液、海灘吉祥物票選及彩繪活動、社區生態

之旅（自費前往對岸觀摩埌岐濕地）、結合地區各機關（交通局、

國稅局、岸巡隊、警察局）辦理擴大淨灘活動、為推動節能減碳共

協助社區集購五十台腳踏車…..。 
    清水社協成立至今才短短三年，目前在第二任理監事們的努力

下，明年(98 年)預計還要辦理認識家園計畫之認識我們的社區，還

要庚續辦理海灘的認養，結合新完工的社區活動中心辦理社區學習



教室，繼續推動自行車活動……。 
    清水社區發展協會秉持努力建立生態與生活永續共存的信

念，現今已針對急需改善的生活治安面向努力中，期待藉本計畫將

濕地調查與復育，使濕地生態環境得以永續經營下去。 
 

五、 濕地環境課題與對策 
 

現階段濕地環境課題如下: 
1.人為的垃圾 

(1).海漂垃圾(對岸) : 
清水濕地最主要垃圾等汙染是來自夏

秋兩季大陸對岸的海飄垃圾，藉海水

的漲退造成澳口海灘的汙染。 
(2) .公德心不足: 
清水濕地周邊有台電火力發電廠施工及與台電回饋之自行車

道、涼亭等設施，由於目前仍在施工中，廠商引進之施工人員多

為外勞與原住民，造成夜間此處成為工人集散飲酒作樂之場所，

加上環保意識低落，造成濕地周圍棄置許多人為垃圾甚至將濕地

當作「大型垃圾桶」隨意丟棄垃圾。 
2.生活汙染的違法排放 
清水濕地周邊有台電火力發電廠施工，

約有 300 名工人進駐，興建工寮屬臨時

建物並未積極接管，致生活廢水直接排

入田間水道流入海灘。 
3.濫捕與廢棄未受管理之漁具 
清水濕地海岸入口與堤防相連接，時常

有漁民將三層網將水道攔住，細小的網

目造成大小魚隻與垃圾皆被網住，魚網

若不時常整理則會變成蜷曲不堪使用，

最終遭受棄置濕地變成區域內經常可見

廢棄魚網，這樣的廢棄漁具會持續影響

底棲的螃蟹生存。 
4.傾倒廢土及廢棄魚池致觀感不佳。 
早期工程施工傾倒廢棄土方、廢棄魚池

尚待整修是較為顯著之環境課題。 
5.外來物種影響濕地平衡。 
互花米草就研究指出會持續擴大蔓延，

所引發的陸化現象造成招潮蟹與泥灘區

生態平衡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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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所提出因應對策為: 
1.人為的垃圾 
(1).海漂垃圾(對岸) :  

將委由社區組成濕地生態巡守隊，巡邏拍照、執行勸導並發動

海灘淨灘活動，利用船隻撈除海面上較難清理部份如:保立龍等

水面上污染。 
       (2).公德心不足:  

積極的組織常態巡守隊針對違反相關規定的行為予以舉發，並

辦理宣導活動，利用監視設備除有效監測生態活動外，也可進

行舉發違法。 
因為在 1971 年 2 月 2 日，各國於伊郎濱臨裡海的都市－「拉

姆薩」簽署了濕地保護的公約，也就是我們習稱的拉姆薩濕地

公約，訂定每年的 2 月 2 日為世界濕地日。由政府、民間團體、

人民組織發起，目的在於喚起大眾對濕地價值之認知及對拉姆

薩公約的認識。在濕地日當天，擴大舉辦研討會、社區淨灘。

除此之外訂定社區海灘日利用講座、淨灘、種子教師及持續辦

理溼地導覽，建立生態保育觀念。 
2.生活汙染的違法排放 

目前社區已先行會同環保局及工務局限月底提出改善方案，限

時改善並要求控管否則開罰。針對濕地以外，原來藉由管路排

放至濕地內的雨污水需持續藉由巡守監控來阻斷不當污染源的

排放。 
3.濫捕與廢棄未受管理之漁具 

積極的宣導及主動的拆除過度的漁具。未來藉由規劃朝劃設復

育區來控管不當撈捕的情勢產生。 
4.傾倒廢土及廢棄魚池致觀感不佳。 

過去因后沃水庫工程施做產生廢土傾倒之範圍予以清理，而原

址則計畫綠美化處理(利用海濱原生種植物)，廢棄魚池則傾向

整修朝生態池努力。 
在濕地周邊規劃設置國家級濕地告示牌與警示，加深大家對濕

地的認同並杜絕任何人為破壞。 
5.外來物種與變化影響濕地平衡。 

利用定期監測以人為手段防止外來種過分侵入原生物種區域。 
清水濕地潛在的環境課題尚包含，以火力發電的珠山電廠運轉

後，排放之循環冷卻水，擔憂將對濕地物種造成影響，及互花

米草擴張其範圍是否影響物種棲息，且已很久沒有三棘鱟出現

的記錄了，令人憂心。計畫將委由社區組成國家重要濕地社區

工作坊，在運轉前的生態基礎調查包括物種及數量。以野外實

地觀察與紀錄為主，設計觀察紀錄表格，並使用望遠鏡及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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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實際觀察記錄下來。做為未來運轉後之監控依據，並將成果

編輯成冊後做為鄉土生態教學之用，再來針對濕地特殊性物種

如:黑口玉黍螺、三棘鱟等加強宣導保育觀念。 
 

六、 景觀總顧問對本計畫之建議 
 

「中華綠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辦理「連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計畫」理事長陳金令指出，馬祖最大的資產是自然生態景觀與環

境，將落實連江縣「觀光立縣」宗旨，打造健康、樂觀、幸福的馬

祖生活環境。以達到未來兼顧環保生態的綠建築及自然、節能等需

求。 

 

七、 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擬定之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濕地生態巡守隊-巡守與環境維護工作 

1.主要是由協會招募巡守志工組成濕地生態巡守隊，每日由隊員自

行輪班執勤巡邏，針對破壞濕地情事進行拍照勸導。 
2.海面上污染撈除，由巡守志工利用獨木舟清理汙染物及辦理海灘

淨灘活動。 
3.由於目前國家級濕地相關之法規尚未定訂造成管理困難，擬由社

區先行訂定社區公約做為清水濕地管理辦法，做為巡守志工勤務時

執行之依據，此外辦理海灘淨灘活動時加強宣導。 
4. 互花米草等外來物種的控制與移除。 

二、國家重要濕地生態解說培訓社區工作坊-海灘生物調查、生態社區教室 
1.在運轉前的生態基礎調查包括物種及數量。以野外實地觀察與紀

錄為主，設計觀察紀錄表格，並使用望遠鏡及照相機實際觀察記

錄，與國立中山大學邱郁文教授合作，依照鑑定需求將標本送至台

灣作物種鑑定。 
2.生態社區教室開辦以建立並提供共同學習場域為主要目的。 

三、濕地生態重要性宣導 
1.系列座談與淨灘活動 
仍有少數民眾對濕地存廢與濕地意義不甚清楚，期待借由專家學者

對當地物種介紹並與社區民眾座談會，藉由認識濕地並廣納意見、

建立共識一同保育濕地。 
初步列出專家學者及社區民眾座談會內容及實施方式: 
(1). 採露天座談方式清水濕地獨特性、重要性與生活的關係 
(2).珠山電廠與清水濕地 



6 

(3).濕地特殊性物種保(復)育與宣導:黑口玉黍螺、三棘鱟 
除每年二月二日為濕地日，擴大舉辦社區淨灘外訂定社區海灘日利

用淨灘、種子教師並與學校結合持續辦理溼地導覽，教導孩童建立

生態保育觀念。 
2.招潮蟹彩繪活動 
藉由彩繪帶領民眾了解溼地現有物種，彩繪之招潮蟹幸運物，以更

活潑的方式讓一般大眾了解濕地生物。濕地幸運物彩繪活動成為社

區一種特色，未來做為發展社區特色產業之一。 
3. 三棘鱟復育交流（澎湖鱟育成區觀摩） 

五、建置維護國家重要濕地線上即時監視系統 
1.建置監視系統 24 小時的監控可以嚇阻人為的汙染、不當的撈捕

(捉)及彌補(非勤務時段)巡守志工人力的不足。 
2.清水濕地 96.12.20 經內政部營建署評選為國家級濕地，建置維護

國家重要濕地線上即時監視系統，可以讓更多關注濕地的朋友，透

過網路了解濕地目前最新的現況。 
.  
 

八、預定作業時程 
 

本計畫預定進度如下: 
 

       執行月份   

計畫內容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濕地生態巡守隊-巡

守與環境維護工作 
■■ ■■ ■■ ■■ ■■ ■■ ■■ ■■ ■■

國家重要濕地社區

工作坊-海灘生物調

查、生態社區教室 

■■ ■■ ■■ ■■ ■■ ■■ ■■ ■■  

濕地生態重要性宣

導-系列座談與淨灘

活動、招潮蟹彩繪活

動、三棘鱟復育交流

活動 

 ■■  ■■  ■■    

建置維護國家重要

濕地線上即時監視

系統 

 ■■ ■■ ■■ ■■     

備註        報結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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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費需求與使用分配明細 
本計畫經費總需求為新台幣 134 萬元。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120 萬元，連江縣政府配合 14 萬元。 

單位：千元 

預算別 內政部營建署 連江縣政府 合計 

經常門 600 50 650

資本門 600 90 690

合計 1200 140 1340

(一) 連江縣政府補助清水社區發展協會，辦理成立濕地生態巡守隊-巡守與淨

灘環境維護工作計畫 

單位：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 

預算科目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

政府

配合

款 

其他

配合

款 

合計 說明 

業務費 80     80  

物品費 65 65 65 1.物品費:(撈網、繩子、

錨等淨灘輔助工具) 

35,000 元。 

2.巡守制服 2,000 *15

人=30,000 元。 

雜支 15  15 15 耗材費:(紙張、碳粉、墨

水等)15,000 元。 

 

設備及投資  180 180  

運輸設備費  95 95 95 成立濕地生態巡守隊，設

備費:鋁合金 

摺疊船 95,000 元。 

資訊軟硬體

設備費 

 85 85 85 設備費:(桌上型電腦

30,000 元、雷射事務機

55,000 元)。 

合計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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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連江縣政府補助清水社區發展協會，辦理國家重要濕地社區工作坊-海灘

生物調查、生態社區教室 

單位：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 

預算科目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

政府

配合

款 

其他

配合

款 

合計 說明 

業務費 320 320  

按日按件

計資酬金 

270.8 270.8 270.8 外聘講師鐘點

費:1,600 元*1 人*12

小時（社區教室 4小時

*3 場）=19,200 元。 

臨時人員:(生態調

查)850 元*2 工*148 天

=251,600 元。 

國內旅費 16.5 16.5 16.5 交通費:4000 元*1 人

*3=12,000 元。 

住宿費:1500 元*1 人

*3=4,500 元。 

物品費 15 15 15 防潮箱 7,500 元*2 台

=15,000 元。 

雜支 17.7 17.7 17.7 1.耗材費:(紙張、碳

粉、墨水等)7,700 元。

2. 成果報告印製

費:500 元*20 本

=10,000 元。 

設備及投資  55 55  

資訊軟硬

體設備費 

 55 55 55 購買單眼相機 55,000

元。 

合計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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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連江縣政府補助清水社區發展協會，辦理濕地生態重要性宣導-系列座談

與淨灘活動、招潮蟹彩繪活動、三棘鱟復育交流活動 

單位：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 

預算科目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

政府

配合

款 

其他

配合

款 

合計 說明 

業務費 200     200  

按日按件計

資酬金 

33.6 33.6 33.6 外聘講師鐘點:1,600

元*1 人*12 小時（講座

4小時*3 場）=19,200

元。 

內聘講師鐘點費:800

元*1 人*12 小時（彩繪

4小時*3 場）=9,600

元。 

外聘助理費:400 元*1

人*12 小時（彩繪 4小

時*3 場）=4,800 元。

物品費 89 89 89 材料費:200 個*300 元

=60,000 元(彩繪材

料)。 

物品費:29,000 元(淨

灘掃具等工具)。 

雜支 15.9 15.9 15.9 耗材費:(紙張、碳粉、

墨水等)15,900 元。 

國內旅費 61.5 61.5 61.5 交通費:4000 元*1 人

*3=12,000 元。 

住宿費:1500 元*1 人

*3=4,500 元。 

三棘鱟復育觀摩活動

(交通費 6000 元+住宿

費 1500 元)*6 人

=45,000 元。 

設備及投資 
 

65    65 
 

 

資訊軟硬體

設備費 

 
65 65   65 

設備費:(筆記型電腦

30,000 元、單槍投影

機 1部 35,000 元)。 

合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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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連江縣政府補助清水社區發展協會，辦理建置維護國家重要濕地線上即時

監視系統 

單位：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 

預算科目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

政府

配合

款 

其他

配合

款 

合計 說明 

設備及投資  300    300  

雜項設備  300 300   300 監視器材、通訊設

備、影像設施、施工

費。依政府採購法辦

理（規劃、設計、施

工）300,000 元。 

合計      300  

 

（五）連江縣政府配合 14 萬元 
內政部營建署 

預算科目 
經常 資本 小計 

地方

政府

配合

款 

其他

配合

款 

合計 說明 

業務費    50  50  

雜支   50  50 計畫所需文具、郵電

等雜項支出。 

設備及投資    90  90  

雜項設備  90 90 購買筆記型電腦、投

影機、列表機 

合計    140  140  

 
 
各項目實際支出得依規定辦裡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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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工作成果與後續配合事項 
     
    本計畫預計達成之目標包含: 
1. 生態社區教室進駐社區，落實培訓將生態保育觀念向下紮根。 
2. 藉由社區自發組成巡守隊與環保志工隊，持續清運海漂垃圾，

減少地區額外人力投入，提供溼地乾淨環境，得以維持濕地清

潔等工作。 
3. 藉由宣導教育，改善一般大眾對溼地僅為一攤泥地，毫無利用

價值的負面印象。 
4. 建置維護國家重要濕地線上即時監視系統，可以讓更多關注濕

地的朋友，透過網路了解濕地目前最新的現況。 
5. 藉社區座談凝聚共識，提高社區自覺進而訂定社區公約提供約

束力，研擬未來管理計畫。 
6. 移除外來種保持濕地穩定。 
 
    濕地未來急待資源調查與整體規劃，本計畫生態調查與環境規

劃諮詢輔導單位包含：荒野協會、國立中山大學與連江縣建設局

等；未來溼地考慮於調查物種後，擬定管理計畫，持續推動巡守勤

務，阻絕濫捕情事產生並推動淨灘活動，不讓濕地成為髒亂之源。 
    並依據調查結果做為營運前後對照與環境教育依據，並需要持

續監測各項物種族群分布與數量，甚至針對全區劃設生物育成區或

外來種控管，如:鱟育成區、護花米草控管區。 
 

以上事項皆有賴中央與地方經費挹注，共同朝溼地永續經營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