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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波委員   

1. 巡守之項目為何？ 

2. 風箱樹的復育議題請先提出假設，再研擬
具體對策。  

3. 木屑之再利用，請與地方產業之需求結
合。 

4. 對於無尾港目前的兩個 NGO 組織，皆應
有所互動，避免偏一。 

1. 巡守之目的有下例幾個項目： 

(1) 環境巡護； 

(2) 樣點水質檢驗、水棲昆蟲調查； 

(3) 鳥類數量調查； 

2. 此問題是巡護調查後所引發之課題，會在
今年的報告內說明，並在 99 年計晝中提
出相關做法與構想。 

3. 將會以此目標為準則，以這三個國家重要
濕地為優先，也會有統一的辦法，也會與
縣府、營建署來討論，讓此資源有最好的
利用。 

4. 98年計畫提出時均有與在地 2個 NGO團
體溝通，才選定其一做一個對口，地方的
事務再由其對口協助處理與協調，工作也
會依性質不同分工，工作不分。 

荊樹人委員  

1. 請先確定可利用漂流木之產權，以免觸
法。 

2. 請加強漂流木再利用的可能性，例如轉化
為可再利用的資源或其他關聯產業。 

1. 98 年計畫為撿拾小型漂流木，已詢問過
相關主管單位（縣府、羅東林區管理處），
小型漂流木沒有其所有權的問題，99 年
計畫會納入較大型的漂流木，會再與相關
主管單位協調辦理。 

2. 蘭陽溪口的在地社區有此意願發展其漂
流木的再利用，但除了經費上支持！也要
有相關技術、輔導、推廣與人力等，地方
的合作也是相關重要，會逐年朝目標前
進。 

周儒委員 

1. 請建立社區巡守操作模式（包括人員聯
繫、回報、資料統整、回饋、監測管理等）。 

2. 周邊社區參與方式請以流程圖或相關結構
圖示說明。 

3. 社區培力與人員培養應該加強。 

1. 是依這幾項目標為重點加強，並依實際操
作將此模式建立，做一個標準化的 SOP。 

2. 廍後社區、三奇社區二個地方社區，均尚 

未有一定的人力與執行力，今年主要是先
讓社區有共識與認知，有好的觀念好的態
度。但各濕地的屬性不同，參與濕地的方
式也有所不同，將會在各階段提出參與方
式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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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除了固定的培訓外，不定期的訓練也
經常有參加，99 年計畫會依各社區能
量，加強培力與能力的培養。 

 

 

陳亮憲委員  

1. 請說明巡守對路線的意義。 

2. 對三個樣區的認知不夠，五十二甲濕地的
生態環境認知不夠。 

3. 無尾港濕地的重要性為何？現今無尾港濕
地遊客已逐漸降低，該如何解決？ 

4. 蘭陽溪口濕地是水鳥保護區，如何規劃
之？ 

 

1. 依所劃設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內，各重要之
水源環境、河川、重要棲地與不同型態做
為路線與樣點位置，主要了解濕地基礎資
料、環境資料、環境特徵量測及指標性物
種鳥類的調查。第一年先以濕地的結構與
基礎資料為主，在以物種的調查為輔，交
叉的比對，了解影響悽地環境的因子與對
策。 

2. 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永遠是不夠與不足
的，也才要提出監測與巡守計畫來補足。
計畫提出時己與在地長期觀察這三個濕
地的相關人士討論，並從整體環境地理的
概念出發，如有不足之處再請請教。 

3. 無尾港濕地是水鳥南遷北返的重要休息
站，東部少有的地理環境，因各項條件適
中，食物鏈結構完整，成為台灣很重要的
鳥類棲息的濕地。如沒有了就像拼圖缺了
一角，除了可惜且遺憾。 

無尾港濕地為水鳥保護區，遊客多寡不是
保護區主要的目標，棲地環境的好與壞才
是目標，有好的的棲地環境與生態，就不
怕沒有遊客，要看我們準備好了沒！因遊
客太多而破讓棲地環境的例子不少，且很
多相關的問題！不是一年的計畫可以解
決的，本質才是最重要的。 

4. 此計畫先以改善部分問題與社區培力，先
讓地方社區有共識，會依階段與主管機關
及專家學者們共同討論研究，會在後續計
晝提出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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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波委員 

1. 2個計畫沒有互動，與中央、顧問團也缺乏
互動。 

2. 生態之要件即為互動，希望案件之操作應
帶入互動之精神與能力。 

感謝委員建議！會加強 2項建議，共同完成各
項工作。 

荊樹人委員 

1. 濕地周邊綠帶及緩衝區及人類動線等規
劃，需提出較為明確的圖文及說明。  

2. 對於位於私人土地的濕地部分，執行單位
應對其永續維護的作法，提出根本可行的
溝通、規劃及作法，並加強執行。  

3. 生態旅遊的構想可以和生態保育結合，但
需提出較細節的規劃：  

(1) 動線（包括產權）如何不衝擊濕地生態
穩定。 

(2) 產業（包括農、漁、旅遊等）的作為，
如何不衝擊濕地生態穩定性？  

(3) 如何達到收支平衡的經營模式。  

(4) 如何和周邊其它生態旅遊標結合，並能
提出完整的動線規劃。 

1. 會依建議辦理，再請各委員指導與協助。 

2. 私有範圍廣大複雜，此目標不在本年度計
畫中，會研擬放入 99年計畫入執行。 

3. 會依建議辦理朝目標前進，會在今年提出
初部構想與方法，研擬放入 99年計畫入執
行。 

吳聲昱委員  

1. 調查進度可應用節氣月令做表格。 

2. 調查項目之建議： 

(1) 水流及風向的生態動向。 

(2) 三態(陸、海、空)調查均衡進行。 

(3) 鳥類互生物種。 

(4) 生物防治法。 

(5) 水生生物的棲息物種。 

(6) 陸生生態的植生物種。 

今年是第一年，尚有相關配套與地方工作尚未
完成，且經費使用上略有不足！今年依計畫書
執行內容為主，研擬放入 99年計畫入執行。 

海岸課李賢基課長  

1. 請顧問團主動輔導頭城鎮竹安濕地執行單
位。 

2. 請荒野保護協會依顧問諮詢意見辦理，並
邀請顧問團安排現地輔導五十二甲及蘭陽
溪口濕地之執行。 

會依各建議事項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