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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摘要表 

1.編號： 

2.計畫名稱：竹南海口人工濕地復育計畫 

3.分工輔導單位： 

       中央部會：內政部營建署 

4.縣市別：苗栗縣 

5.執行單位： 竹南鎮公所 

6.機關首長：康世儒          電話：037-462101 傳真： 

  單位主管：馮金水          電話：037-625648 傳真：037-611606  

承辦人：楊秀美          電話：037-625648 傳真：037-611606 

7.計畫內容： 

A.配合竹南海口人工濕地及長青之森，建構以生態教育為主題的竹南生

態風貌，展現台灣沿海生態特色的風貌地景。並發展出地方特色與漁

村生態，對於重新建立地區生活的新型態，提出整體復育作業的先期

規劃。 

B.利用生態環境教育主題的設計，進一步提升整體發展環境條件，並且

透過社區參與的過程及雇工購料的機制，創造竹南沿海地區生態環境

及美化。 

C.利用社區共識營的成立，凝聚關於在地生態環境為來發展的共識以及

一連串的生態環境特色，創造竹南中港溪出海口濕地及鄰近沿岸的生

態公園。 

D. 建置濕地巡守隊，利用在地人參與的精神，並藉由引進專家學者的投

入，對於計劃範圍內的生態環境規劃出常態性的巡守路線，並紀錄生

態巡守日誌，成為在地資料庫，藉以加強在地自然生態資源之管理維

護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1） 濕地位置及規模：土地所有權屬中華民國 

本計畫位於苗栗縣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509、1509-8、1509-9 地號縣

管土地及竹南鎮管土地，基地竹南鎮市區南方，北臨長青之森濱海公園

及農田，南臨中港溪下游，東側為西濱公路。本地原擬建置垃圾掩埋場，

今提供作為人工濕地計畫暨焚化爐預定用地，同時基地東北側亦設有污

水處理廠一座。本次計畫實施位置主要座落於苗栗縣竹南鎮海口里竹南

焚化爐周邊，南鄰中港溪下游出海口，東側為西濱公路。  



 

 

（2）計畫目標： 

以「生態」與「水資源永續利用」為主題發展出的在地濕地生態特色魅

力，建構竹南中港溪出海口地區的河海映像新風貌。並制訂以下目標：

1.「溼地生態公園」主題建構：展現竹南海口溼地生態公園整體意象並

做整體復育作業的先期規劃。 

2.水資源永續利用：透過蓄水、保水、水質改善與親水環境改善，達成

鄉村水資源永續利用生態景觀。 

3.聚落新風貌再現：以社區營造及雇工購料達成地區活化為目標的整體

復育作業先期規劃。 

4.培育在地人參與的生態巡守隊 

（3）工作項目： 

(一) 完成生態輔助工程一式。 

(二) 生態資料建置並編輯成冊發行。 

(三) 社區生態營人力培訓 

(四) 建置濕地巡守隊 

（4）經費需求：新台幣 134 萬元 

（5）執行期程：自 98 年 5 月 14 日起至 98 年 10 月 31 日止 

8.備註：中央補助款：  120 萬元   地方自籌款：  1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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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 計畫緣起 

苗栗縣竹南鎮擁有的綿長海岸線與沙丘景觀，是目前台灣西海岸少有而珍貴的地

理景觀，長期以來就是本土地理學家研究的對象。竹南鎮公所與在地認養社團長

期來一直關切與投入保護這片海岸，且鄰近的學校也因為中港溪口人工溼地的興

建，形成生態教學園區產生的鄉土教材，而漸漸衍生在地民眾關注起中港溪口的

生態環境。在這種富有社區動員力的地區，正是實踐民眾參與最佳典型。因此凝

聚地方共識、形成工作圈，將是生態與環境保育與復育的關鍵。目前駐地景觀維

護的社區及社團組織完善，並且長期熱心參與海岸規劃相關事務，這些動能均是

未來強化社區的凝聚力、建立在地參與機制的重要基礎。 

計劃範圍內的竹南海口濕地，位於苗栗縣竹南鎮中港溪出海口處，土地所有權屬

中華民國之公有地，由於周邊集約性農業的發展、化學肥料的使用、加上工業、

養殖廢水及都市家戶污水的排放，造成濕地內累積了大量的傳統性污染物，如放

任不做任何處理，長期的積存狀況，將造成自然環境的不可回復性的傷害。在這

種傷害下，處理苗栗縣 18 鄉鎮垃圾的焚化廠又選在此地興建並業已營運，因此

造成原有濕地景觀迅速消失的危機，所幸在地方政府長期的關注與積極奔走下，

提出本計畫擬以做為爭取的溼地復育及未來生態巡守永續經營的經費，希望透過

在地社區社團自立興建的方式，短期將現有濕地保留下來並強化其原有機能，長

期則希望透過環境教育的手段，恢復美麗的海口濕地景觀。 

自然保育已成世界潮流，保育工作正如火如荼在世界各地推展。如何落實在地人

自發性的生態保育觀念，是自然資源管理重要的精神，為保全完整生態、保育珍

貴動植物、保護獨特景觀與自然資產，減少人為干擾，已為我們關注在地生態保

育工作重要的一環。以竹南地區自然保育發展歷程，在公務部門行政體系的支持

與愛好大自然熱心人士辛勞奔走，加以多元開發方案的工作夥伴努力經營下，竹

南海岸目前業已逐漸形成聚代表性的生態與遊憩行為共存共榮類型的保護區，以

往常因生態保育與遊憩開發行為經常相互牴觸，造成開發使用行為的困擾，主管

機關也常遭遇法源不明、權責不清的問題。然而，本計畫擬成立在地人參與的濕

地巡守隊方案而言，提供在地夥伴參與保育機制，加入關懷鄉土的元素，適時協

調多頭馬車管理，實有利於保育、研究、教育與推廣。 

本計畫將是結合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地方認養社團、社區、地區學校共同完成

的「行動式計畫」。這行動計畫的執行過程就已將保育知識與復育技術，透過參

與過程滲透在社區中，讓專家學者的專業知識透過社區的雙手推動與執行復育計

畫。 

 (二)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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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顧生態保育、開發行為與在地民眾的期待，以達到濕地生態永續、二氧化碳

減量、省能、在地化參與、環境綠美化、鄉村水資源永續利用生態景觀等目標，

落實減少污染及保存生物多樣性，以「生態」與「水資源永續利用」為主題發展

在地特色溼地生態魅力，藉以建構竹南中港溪出海口地區河海映像的新風貌。制

訂以下目標： 

1.「生態公園」主題建構：展現竹南中港溪出海口溼地生態公園整體意象。 

        2.藉由復育濕地水生植栽，利用其生態除污功能落實水資源永續利用：透過蓄

水、保水、水質改善與親水環境改善，以達到濕地生態永續、二氧化碳減量、

省能、在地化參與、環境綠美化、鄉村水資源永續利用生態景觀等目標。 

3.聚落新風貌再現：以社區營造及雇工購料達成地區活化目標的整體復育作業先 

  期規劃。 

4.建置在地人參與的溼地生態巡守隊：在地參與及溼地生態環境永續經營為目標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附相關位置圖，標示濕地範圍） 

A、計畫位置 

本計畫位於苗栗縣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509、1509-8、1509-9 地號縣管土

地及鎮管土地（公有地），基地竹南鎮市區最西南方，北臨長青之森濱海公園及

農田，南臨中港溪下游出海口，東側為西濱公路，西為台灣海峽。本地原為昔日

建置粗放式之垃圾掩埋場，其掩埋方式皆未按現有法規之規範，目前則局部地區

提供作為人工濕地計畫暨「區域性焚化爐」用地使用，同時基地東北側亦設有「污

水處理廠」一座，加上農業污水及家戶污水的夾擊下，因此本區域集結了眾多的

環境衝擊因素，實為展現溼地生態復育成效的最佳地點。基地位置詳如圖 1，計

畫範圍詳如圖 2。 



西

濱

公

路

北

二

高

基地位置

 

圖一  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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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計畫範圍圖 

B、計畫前濕地概述 

基地原本為中港溪出海口自然形成之濕地，但由於南側中港溪堤防興建完成後，阻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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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匯的水源，且本地原為昔日未按目前法規之規範妥善規劃建置之粗放式垃圾掩埋

場，基地上之垃圾業已完成填土，目前基地內水域縮小且有水源不足陸化的現象。 

基地東南側約 3~4 公頃土地，原為水域，因私人傾倒掩埋垃圾多年，形成陸地，表土層

幾乎為垃圾及廢棄物，僅部分原生植物生存其中，且因垃圾掩埋產生之沼氣，在以往乾

旱季節偶有火災不斷。 

三、自然環境說明 

(一) 計畫實施區位計畫實施區位：本計畫區位於苗栗縣竹南鎮中港溪出海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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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地範圍及規模 



本次計畫實施位置於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509、1509-8、1509-9 地號縣管

土地及鎮管土地（公有地），主要座落於苗栗縣竹南鎮港墘里竹南焚化爐周邊，

南鄰中港溪下游出海口，東側為西濱公路。 

 

(三) 現況條件分析  

1.交通 

(1)主要道路 

交通為一切建設之母，擁有完善的交通

運輸，才能帶動產業發展。竹南的交通

鐵、公路兼備，使本鎮的交通十分順

暢，在鐵路方面，台灣的縱貫鐵路山、

海線的分岐點位於本鎮外，也設置二個

火車站，自北而下為崎頂和竹南二個火

車站。重要公路除原有的國道三號北二

高香山交流道、省道台一線、台三線、

台十三線、台六十一線（西濱快速道路）外，還有國道三號中二高的香山交

流道、西濱交流道、竹南交流道、緊臨的頭份鎮有國道一號頭份交流道，而

且各重要道路之間皆有聯絡道路，交通非常便利。 

(2)聯外道路 

從國道 3 竹南交流道下者，接台 61 線亦可到達。 

2.自然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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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位： 

竹南鎮位於苗栗縣西北端，位於中港溪口，東與頭份鎮毗鄰，兩者在生活與

地理環境上之聯繫強度高，難分界線；南隔中港溪與造橋鄉、後龍鎮相望，

北以鹽水港溪與新竹市香山連接，西臨台灣海峽，形如扁莆，總面積為

37.5592 平方公里，其中六分之五為平原，餘為丘陵地帶，另有十二公里餘

之海岸線；竹南鎮為縱貫鐵路山海線的分岔點，也是中港溪流域中心，地理

位置重要。 

(2)氣候 

由於西邊緊臨台灣海峽，東望雪山山脈，因而受海風影響形成海洋氣候。 

(3)地形 

竹南為中港溪與後龍溪沖積而成之沖積平原，土壤肥沃，農產豐富，為苗栗

縣自然環境最佳的地區之一。 

(4)水文 

流經竹南鎮河川，有中港溪、鹽水港溪，灰窯溪、射流溝、新港（圓潭）溪。

因是流經平原河流大都平緩且水量不多。 

 

(5)生態 

竹南沿海地區生態豐富包括沙丘地形生態、中港溪河口生態、斯氏紫斑蝶、防

風 林 生 態 、 鰻 線 、 紅 樹 林 生 態 、 海 口 人 工 溼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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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經環境說明 

http://www.jiouhues.mlc.edu.tw/ml/ml609o.htm
http://www.jiouhues.mlc.edu.tw/ml/ml609m.htm
http://www.jiouhues.mlc.edu.tw/ml/ml609l.htm


 (1)歷史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漢人開拓竹南鎮始於康熙五十年（西元 1711 年）間，

至雍正元年（西元 1723）屬淡水聽設中港庄時，已成各地村落之雛形；時

至乾隆五十一年（西元 1786 年）中港社土著移住蕃社庄（中港里）以後，

本地方人口逐漸增加，終於形成中港舊街，迨至道光中葉，歷經多年的開墾

經營，貿易鼎盛之勢達於空前頂點，中港因而成為台灣北部重鎮之一；而竹

南新市區之開發則始於光緒二十八年（西元 1902 年）鋪設新竹、中港間鐵

路時因配合鐵路運輸而逐漸發展而成。 

竹南早期發展是以中港溪為基礎向四周平原拓墾，成為初具規模的竹南市

街；其後由於中港溪口淤積日盛，於是在縱貫鐵路鋪設完成後，商業中心漸

向北移至今之竹南市區。該區原稱中港堡三角店莊，因為於竹塹（新竹）之

南，與竹北對稱，遂於民國九年由三角店街改稱竹南。 

本次計畫實施位置於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509、1509-8、1509-9 地號

之縣管土地及竹南鎮管土地，其產權屬中華民國之公有地，為民國 94 年全

國濕地博覽會展場之ㄧ。 

 (2)產業 

由於社會變遷，本鎮已由農業社會漸次

走向工商社會，農業人口日漸減少，目

前耕地面積有一二五○公頃，可耕田地

為一○○○公頃，旱地有二五○公頃，

大多種植稻作、蔬菜、西瓜（崎頂西瓜

名聞遐爾）。其他尚有水產養殖業、近海

捕漁業、畜牧業等都非常發達，另有台

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台糖畜產研究所、動物藥用試驗分所等農業研發單位設

立於本鎮，因傳統產業與現代科技結合，帶動本鎮產業發展。 

(3)自然資源 

竹南鎮自然觀光資源不少，早富盛名的包括崎

頂海水浴場、山佳史前遺跡、龍鳳漁港、港墘

老榕樹、大埔里的尖筆山及中港溪口塭仔頭紅

樹林等自然觀光遊憩資源。竹南海口人工濕地

（本計劃範圍）為民國 94 年全國濕地博覽會

展場之ㄧ。 

(4)人文資源 

   本鎮廟宇眾多，包括新南里的五穀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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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廟、中港的慈裕宮、後厝的龍鳳宮、鎮南里保民宮、中港里三聖宮、中港

福德祠、善慶祠及中港蕃社等，都是本鎮的主要宗教信仰中心，連帶地使得

金銀紙製造成為本鎮之傳統文化工業特色，其他的地方產業還包括玻璃工

業、竹雕、陶藝。 

 

五、 濕地環境課題與對策 
苗栗縣在日治時代為典型的農業地區，中港溪、後龍溪、大安溪即為孕育境

內農田的重要河川，且苗栗縣山多平原少，擁有豐富的自然山岳溪流環境，

休閒農業與客家文化、原住民聚落景觀富有盛名。目前縣內總人口數約 56 萬
人，自然、人文、生態資源，遭受人為開發與破壞的情形，相較於西部的其

他縣市，雖屬於較不嚴重者，但苗栗縣政府有感地方特色與景觀維護之重要

性，期以前瞻性的思考方式，本計畫擬以「苗栗縣景觀綱要計畫」為計劃指

導原則，做為未來溼地生態復育執行重點，以及推動景觀保育、管理、維護

之指導原則。 

苗栗縣境內以山坡地保育區及國家公園所佔面積最多，各佔全縣非都市土地

總面積的 54.22%及 26.63％。縣內溪流沿岸之沼澤有機養料豐富，但因近

出海口故鹽度變化大，植物要生存於此，則需有特殊的適應力，水筆仔(紅樹

林)便是其中成功的例子。本縣水筆仔紅樹林位於竹南鎮港墘里射流溝出口

處，五福大橋附近，已列入政府保護。在縣境的沼澤中，最常見的動物便屬

於招潮蟹、彈塗魚等，因此，沼澤區也會吸引相當多的鳥類到此覓食。 

竹南、苗栗平原為中港溪與後龍溪沖積而成之沖積平原，包括竹南、頭份、

造橋、後龍、苗栗及公館大部份，其土壤肥沃，農產豐富，原為農業發展主

要地區。而由於都市化影響，主要人口居住地形成異於周邊農地之市街核心區，

故在此平原上主要可再區分成竹南、頭份市街區以及苗栗市街區二個小景觀面。 

依據「苗栗縣景觀綱要計畫」第 5-4 章--重點景觀地區指認之認定原則下，

將本計劃範圍--『竹南中港溪河口溪岸保育綠帶』列入第三個指認地區指標，

其指認原則為本區域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及「重要觀光旅遊價值」等兩項

要素，且與鄰近的竹南交流道具有「重要視覺走廊與門戶」等景觀因素加成

效應之下，以上均足以代表本提案區域具有相當重要的生態及景觀份量。 

本區域範圍西至中港溪出海口、東至五福大橋之中港溪北岸，包含竹南河濱

自然公園、衛生掩埋場、塭子頭紅樹林保護區。竹南河濱自然公園為縣府配

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人工濕地興建計畫」，於竹南中港溪出海口舊埤塘建

構海水及淡水連結的溼地，佔地面積約 5 公頃。竹南（二期）衛生掩埋場目

前利用垃圾填土改造成環保生態公園，而附近第三期垃圾掩埋場近在咫尺，

目前亦以綠化為手段改善其對環境之衝擊。塭子頭紅樹林在民國七十六年已

公告為保護區，為教育與保育提供良好環境。 



 12

竹南海口人工濕地（本計劃範圍）為民國 94 年全國濕地博覽會展場之ㄧ。

本案中之環境復育並非特定針對特種生物之棲地復育，而是希望創造一處海

口濕地環境，以增加「生物歧異度」與「生物量」為復育目標。因此本案提

出的生態棲地（ecotope）設計，為一普遍性的生態基盤設計，以啟動生態

機制達成生態動態平衡的目標。 

所以設計的「生態位」為生態金字塔中的基盤與生產者。其中基盤主要指生

物棲地的物理環境，在濕地環境最重要的物理環境為水體、土壤、與植物交

互作用下的綜合體。生產者主要指植物而言，但是植物在棲地的生態功能卻

不僅是生產者而已，它另外還包含了庇護、分解、改善物理環境的功能。 

六、景觀總顧問對本計畫之建議 
依據「苗栗縣景觀綱要計畫」第 6 章苗栗縣景觀資源保護與開發準則，第二

節 溪流河川沿岸景觀保護與開發準則規範如下： 

一、定義與範圍： 

溪流河川水資源是維護生態系統運作的重要地景元素，也是休閒遊憩利用的

重要資源，為有效保全河川生態環境，並使民眾能親近自然從事休閒遊憩活

動，溪流河川之景觀規劃設計應採生態規劃思考與生態工法施作，以使人為

利用融入自然環境之中。以下分別就溪流河川之上、中、下游說明其空間特

性景觀保護與開發準則。 

二、相關法令 

� 水利法 

� 水土保持法 

� 河川管理辦法 

� 水污染防治法 

� 森林法 

�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 野生動物保育法 

三、景觀保護與開發準則 

（三）下游（提案範圍位於中港溪出海口之人工濕地） 

下游溪流河川主要為平原型河段與河口型河段，地景空間特徵以人為開發為

主，地形平坦而呈現開闊型的視覺景觀，流經地區主要為農田、村鎮及部份

都市街區。相關準則如下： 

1.適當劃設親水休憩帶以提供賞景活動空間，並應優先考量生態工法之施作。 

2.復育因人為干擾所呈現破碎化的濱溪帶以改善生物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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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護岸工程應考量棲地復育與生態工法，並改善景觀視覺環境。 

4.與聚落相鄰之河段，具有文化、歷史及都市活動特色或意涵，應適當規劃

親水性環境（如溪畔步道、自行車道、河濱公園等），但需儘量減少硬體之

鋪面及設施，使用透水性材質，以水岸綠廊串連與凝聚活動機能，作為景

觀中自然元素與人為元素之間的緩衝地帶。 

5.因聚落臨近水岸而興築之海堤、河堤等堤防，應以植生綠帶加強坡面綠化

條件，堤內臨主要交通要道處並應考量設置聚落與水岸間之跨堤天橋，以

提升水岸可及性。 

6.河口地區宜發展為以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為主之自然公園，並與既有防風

林綠帶連結，提升景觀美質、休閒遊憩、環境保全與生態保育機能。 

七、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 

規劃設計構想 

(一) 主題定位-生態公園 

- 生態願景：濕地生態復育、二氧化碳減量、水資源永續發展 
未來將竹南海口人工濕地及周邊溝渠生態化、截水與蓄水設施、埤塘生態化、污

水經由水生植物自然淨化與再利用等工作，示範本地區對於水資源永續利用的方

式。 

- 生活願景：在地化參與、環境綠美化以及強化竹南生態之主題性 
透過社區營造及雇工購料的互動式學習，發展具特色的竹南溼地生態公園。 

- 產業願景：生態景觀永續利用及周邊設施之配套 
組織溼地生態巡守隊藉以長期推廣生物多樣性保育理念之濕地生態環境巡守調

查監測及復育、地景改造計畫，配合生態廊道、水資源生態教育之串聯，展現竹

南溼地生態遊憩特色之願景。 

(二) 強化現有人工溼地機制 

基地本身是已被人類嚴重擾動的狀態，生態系統自我組構的設計能力喪失殆盡。

本計畫之設計在於找尋並解決恢復基地生態系統的自我設計能力之關鍵。因而本

計畫將依循關鍵因素進行逐步改善： 

1.水資源永續利用 

經二級處理後的廢水，應被視為珍貴的水資源。利用其水中富含氮、磷等營養

鹽之特性，利用動力引水，使用單元操作（unit process）的設計安排，淨



化水質，同時利用不同深度的水池與栽種多種水生植物，將水質恢復成自然水

體。同時水質淨化標準的前提下，以符合原先設定淨化之標準，再利用水量大

小所造成水位高低差變化，仿類似河口溼地潮汐變化，並利用強化本土性濕地

水生植物的生物性除污能力，用以改善本區域基地底下原已掩埋的垃圾所長期

是放出的汙染源，藉以創造生物物種之棲地，滿足動植物生長所需外，同時也

成為重要的生物載體。 

 

2.棲地環境復育重建 

濕地中物理環境中設計多種指狀空間與多孔隙空間，讓生物能有棲息躲避的物

理環境，創造良好的 biotope。本次設計將引述鳥類物種作為本次物種棲地設

計的指標項，以不同功群鳥類的不同生活型態劃設棲地，初步將鳥類分為為陸

域鳥類與溼地鳥類兩大族群進行規劃，所以整體空間將會區分為兩區，以密林

區的概念設計陸域鳥類的生活領域；以泥灘地與淺灘地的區塊做為溼地鳥的棲

地。並利用水質中的化學環境，如：微生物自然降解能力，製造養分提供底泥

生物的食物來源，配合棲地系統設計，將過多的營養物質改變成生物獵取的能

量來源。本計畫擬適度擴大生態多樣性植栽族群數量，生物物理環境中則引入

多種潛在植被幼苗，恢復植物社會消長的自然型態，創造能適應當地環境的植

物相。 

 

3.能量循環的生態圈 

水中營養鹽轉化成植物生物生長所需的質量，幫助植物體生長，等植物生長到

一定程度在經由人工去除，避免植物體潰爛浸入水中又再次形成水中的營養

鹽，將打撈的植物體製作成富含有機質的堆肥，利用該肥料覆蓋於土壤表面，

進行土壤改良，並抵禦鹽沫侵襲。改良後的土壤則有利次生林的成長，當次生

的自然林生成後，基地則形成穩定而多樣的溼地生態系。 

 

圖 5 溼地植物栽植區分類圖 圖 4 溼地植物生長型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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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人力培訓 

1.地區生態環境建構 

建立符合社區的精神意象與形象，形塑地方發展願景；進而落實地方人才的教

育與培訓計畫，加強輔導當地生態人才，辦理在職訓練或講習；並且構築地方

的生態環境，維護地區生態的穩定性。 

2.生態解說人員培訓 

 生態導覽地圖製作（資源分佈、交通方式、解說站地點）等。 

 自導式解說折頁製作 

 生態解說成員培訓（生態巡守隊） 

3.雇工購料 

「雇工購料」不同於傳統事務所、營造廠所建構的空間生產模式，它是一種透

過空間變動及建構的過程，刺激地方公私部門發展出新的協同關係，同時，社

區經由「雇工」的過程，重新建立社區工班、協同的專業者與居民一同維繫生

活環境的互動關係；藉由「購料」來選擇符合地方美學的工程材料。社區的執

行面上，社造的「硬體」及「軟體」，必須像麻花一般編織在一起，「雇工購

料」的工程施作應在社造整體的發展輪廓之上來執行，「社區資源調查」、「社

區產業發展」、「相關課程的培力」、「專業者的協力」、「整體的社造經營」

等與「雇工購料」工程不應切割開來的考量，而應在社區發展的整體核心價值

之下，來定位單一計畫項下「雇工購料」空間營造工作的意義。 

 

「雇工購料」工程的執行，可歸納出下列執行項目： 

（一）辦理相關研習課程及活動 

由協力的空間及工程施作團隊針對社區環境工程的技術需求，辦理相關研習課

程及說明會等活動，培訓社區居民自力營造的能力，共同規劃設計社區空間。 

（二）採購工程相關材料 

   「雇工購料」顧名思義乃採購材料，雇用社區在地居民執行。相關材料料的採

購通常以單項不超過 100 萬的金額，分別自行採購或公開取得報價等方式

執行，以節省工程案執行時需公開上網招標的行政作業流程，提高選擇在地

材料的機會。 

（三）雇工執行工程施作 

    依據工程的專業需求程度，在社區裡號召從事相關工程職業的居民組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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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工班」，與協助社區的空間專業者及社區的其他居民一同執行，工資部分以

計畫編列人事費裡的臨時工資核銷。 

(四) 濕地巡守隊建置 

          以落實在地參與永續經營為目標。隨著社會的進步，民眾對環境品質的要求

亦隨之提昇。將在地民眾的環保意識導向至有助於提昇實質環境品質之方

向，將會對環境主管機關產生幫助與督促的力量。因此，組織對地方溼地

生態關心的地方社區、社團及學校等團體，藉由觀察活動及巡視等活動，

增進對自身居住週遭河川流域的了解，進而建立富有地方特色的水環境，

達到清淨家園的永續目標。 

          建置竹南海口人工濕地巡守隊的主要目標是結合區域內學校、社區及團體資

源、人力形成策略聯盟，啟動志工團體參與河川巡守及檢舉機制，並鼓勵

其進行環境景觀認養、監測工作，參與濕地環境管理及污染巡守，以降低

污染量及改善環境景觀髒亂情形，一起為提昇濕地環境品質的目標來努力。 

     1.具體目標如下：  

（1） 建立完整的濕地巡守體系，包括環保局、鎮公所與各巡守隊間的居

中聯繫與協調，及相關組織架構、通報流程的檢討建立。  

（2） 積極輔導區域內的學校、團體成立全年性的濕地巡守隊。  

（3） 成立濕地保育中心，以作為竹南海口溼地及周邊生態環境巡守推廣、

溝通、志工培訓及計畫成效評估等工作的平台。  

（4） 深入探討竹南海口人工濕地自然水質淨化模場成效評估，並據以建

立相關處理模式。 

2.工作項目及內容： 

（1）建構在地參與的學習團隊永續經營 

          擬建置之濕地巡守隊將針對中港溪流域附近之ㄧ般民眾、社區團體、廠商、

業者、民間生態及環保團體，自計畫開始執行起將至少舉辦三個場次之「溼

地生態教育宣導」，凝聚共識及力量，共同維護竹南海口溼地 

(2)教育訓練：主要訓練方式有下列幾點： 

(a) 一般性訓練：組織建置、溼地動植物生態、水質特性了解、現存問

題點鑑定說明。 

(b) 環境污染管制認知：諸如廢棄物非法傾棄或傾倒、鄰近養猪廢水偷

排之舉發、中港溪流域內工廠事業廢水不正常排放、不當開發等事例之

判斷，使未來相關訊息能與環保局稽查人員互通。 

(c) 社區團體自行組織訓練：依據執行計畫時臨時性之需求，社區(社

團)依本身發展維繫需求所辦理之訓練。 

(3)濕地巡守 

(a) 編制： 

『濕地巡守隊』人員編制為隊長一人、常態性生態巡守隊員1人，義

工團隊以各學校、社區、志工團體為一區隊，設置區隊長一人；並

依任務需求下設組，各組設置組長一人；設備編制為進行溼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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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區域之長期監視以利竹南海口溼地及周邊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之

全面推動。 

(b)任務：針對河川巡守志工隊巡守工作，本計畫之主要任務為下列主

要項目。 

� 生態及水質環境危害通報 (10%) 
� 生態巡守頻率(30%) 
� 濕地周邊環境清淨(30%) 
� 配合參與相關宣導活動(20%) 
� 水質監測及水質自然淨化成果宣導活動(10%) 

(c)巡守路線：竹南鎮射流溝自福成宮起---與中港溪交匯紅樹林保育區

---長青湖---2座淡水型溼地---環繞出中港溪水質淨化水道---中港溪

出海口突堤---二幹排沿線 

(d)巡守頻率：常態性編制人員2人為1組，每次2人，每週五次，遇有重

大危害事件(含人為及天災等因素)隨時按相關程序處理或呈報相關單

位。 

(e)巡守日誌：如表二 

 

 

 

表1   生態巡守隊教育訓練期程 

98年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預定進度 

6月 8月 10月 

備註 

工作量或內容 說明會1

次 

說明會1

次 

說明會1

次 

濕地生態巡守社區說

明會 

 

20 

累計百分比 30 60 100 

 

工作量或內容 每3個月

30小時

每3個月

30小時

每3個月

30小時 

濕地生態巡守之志工

課程訓練（一般性訓練

及環境污染管制認知） 

60 

累計百分比 30 60 100 

 

工作量或內容 每3個月

一次 

每3個月

一次 

每3個月

一次 

濕地生態巡守之生態

推廣活動 

20 

累計百分比 30 60 100 

 

總進度 100  30 60 100  

 

 

 

 

 

 



表2  巡守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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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路線 

 

地點  

事件  

照片紀錄  

 

 

八、 預定作業時程 
(1)溼地生態復育工程： 

本計畫生態復育工程工期預估約需 180 天，包括測設階段、開工及備料、基

地準備工程、生態輔助工程、景觀設施工程，詳如下表。自 98 年 5 月 14 日

起至 98 年 10 月 31 日止 

植栽以復育原生於本計畫區內，原本數量繁茂的樹種但是目前已經消失或者逐

漸減少的種類為主，目前選定小灌木類樹種為椬梧該樹種因為具有藥效且樹形

優美因此在本區域內消失殆盡，其餘樹種為苦揀及榆樹為主，作為提供本區域

內生態多樣性良好的棲地環境。 

 

表 3  生態復育工程施工預定進度表 

次序 項     目 
預定 
天數      30    60    90    120   150   180 

1 測設階段 50 
 

      

2 開工及備料 15  
 

     



3 基地準備工程 15   
 

    

4 生態輔助工程 50        

5 景觀設施工程 40        

6 完工及驗收 10        

合計 180        
 

九、 經費需求與使用分配明細 
本計劃總經費需求為新台幣1,340,000元。（申請補助120萬元，苗栗縣政

府配合14萬元） 

表4  經費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預算別 內政部營建署 苗栗縣政府 合計 

經常門 600 140 740

資本門 600 0 600

合計 1200 140 1340

 

 

(一) 苗栗縣濕地生態巡守工作與教育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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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日 按 件

計資酬金 

120  120 120 雇用技術短工協助保護區

巡查工作及保育概念宣導

500/工/天×2 工×120 天

=120,000 元。 

雜支 80  80 90 170 印刷宣導品、海報、摺頁等

（60000）。教育訓練講師

費、專家學者審查出席費、

專題演講費、旅費

（90000）。教育訓練之教材

編寫稿費、教案製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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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國內旅費 20  20 10 30 諮詢委員會議、宣導會議、

外地實地參訪等國內旅

費、住宿費、誤餐費(30000)

合計 220  220 100  320  

(二) 苗栗縣濕地生態及地景復育及生態旅遊策略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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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日 按 件

計資酬金 

300  300 300 雇用技術短工協助教育訓

練、資料整理等之臨時工資

1000 元/人-天×6 人×50 天

=300000 元。 

雜支 70  70 20 90 1. 本方案執行之行政管理費水

電費、文具、電腦周邊耗材、

資料檢索費、圖書購買、郵

電、影印、通訊、誤餐費、

出席費、底片沖印費等事務

所需費用（30000元）。 

 

2. 雇工購料器具之維護

保養與耗材（50000

元）。 

3. 各項會議、宣導會議、

外地實地參訪之車輛

租金、油料、參與人員

意外保險等(10000 元)

國內旅費 10  10 10 國內旅費、住宿費、誤餐

費。 

設備及投資  600 600 20 620 1.環境復育整理、生態旅遊

路 線 導 覽 設 施 （ 20000

元）。 

2. 雇工購料所需之植栽草

花樹苗（小灌木 50 元/株

*8000株＋喬木 2000元/株

*100 株＝600000 元），綠化

面積約 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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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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380 600 980 40  1020  

 

十、 預期工作成果與後續配合事項 

本計畫藉由水循環示範建設工程及道路綠廊的建構，提高空間的使用率，並期

藉由環境的改善，串起地區生態、生產資產，並與卓蘭鄉生活結合，逐步以多

樣資源廊道之建構，輔助地區之健全發展。因此，本計畫未來之預期效益，可

分為兩個層面來說明： 

(一) 預期效益 

1.建立以動物、植物為生態公園主題特色的溼地生態模式。 

2.重要生態資源的保護措施的建立。 

3.創造優良的生態水循環環境。 

4.培養民間參與生態環境改造之觀念並激發其創意與潛力，適當調整政府之功

能、角色與施政作為。 

 (二) 預期成果 

1.完成生態輔助工程一式。 

2.解說設施 3 處。 

 (三) 考核指標 

     1.完成溼地生態資源手冊 1 本 

      2.完成導覽摺頁 1 式 

      3.完成生態推廣活動 3 場次 

      4.建立溼地生態巡守工作紀錄表及工作日誌 1 式 

      5.建置社區生態保育共識營（含人員培訓） 

      6. 計畫執行 170 天完成溼地生態復育工程，綠化面積約 2 公頃，以營造溼地水

鳥及昆蟲棲息處。 

     7.建置常態性濕地巡守隊—在地參與的永續經營管理維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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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態性編制人員 2 人為 1 組，每次 2 人，每週五次，進行常態性溼地巡守。

遇有重大危害事件(含人為及天災等因素)隨時按相關程序處理或呈報相關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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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政府 98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申請

書自主查核表 
計畫案名 竹南海口人工濕地復育計畫 

提案單位 竹南鎮公所 

查核項目 查      核      結      果 說                明 

1.計畫案名 ■正確  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 

2.計畫書格式 

■正確 一律以「Ａ４直式橫書」裝訂製作，

封面應書寫計畫名稱、申請單位、實

際執行單位、日期，內頁標明章節目

錄（含圖、表及附錄目錄）、章節名稱、

頁碼，附錄並須檢附完整分項計畫摘

要表等附件。 

3.計畫主題 ■完整 具體說明申請計畫之動機、目的及擬

達成目標。 

4.計畫位置及

範圍 

■正確 以1/25000經建版地圖或1/5000航空

照片圖標示濕地範圍、社區座落位

置、計畫實施地點，並以圖示標示基

地範圍與周邊地區現況。 

5.背景資料說

明 

■完整 自然及社經環境說明 

6.濕地環境課

題與對策 

■完整 具體說明當地社區經營管理、產業活

動轉型、自然環境與氣候變遷、生態

環境維護、環境復育與永續發展等項

目 

7.景觀總顧問

對本計畫之建

議 

■完整  

8.預定工作項

目、內容及實

施方式 

■明確 具體逐項列舉預定工作項目、內容、

各工作項目實施方式、程序與方法。

9.預定作業時

程 

■完整 按「確實可於年度內執行完成」原則，

排定各項工作項目時程，各年度執行

期限不得超過該年 12 月 20 日。並表

明地方政府相關諮詢顧問輔導圖說時

間。 

10.經費需求與

使用分配明細 

■完整 經費需求（單位為千元）應表明上級

補助、自籌、募款等經費之分配及來

源，並依預定工作項目列舉經費使用

分配情形。 

11.預期工作成

果 

■明確 除一般性敘述外，申請補助計畫需依

據「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項訂定具

體衡量指標，並敘明預估計畫完成後

之指標達成度。 

 

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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