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一、訪談

除藉

必需的

限制及各

位，有助

二、訪談

訪談

下。 

（一）個

先以

談時間約

回答內容

與受訪者

意後，再

訪談

整。 

（二）問

於八

郵件形式

（三）座

預計

辦理時間

三、訪談

因濕

節  訪談計

談目的 

藉由二手資

，透過訪談

各界濕地保

助本綱領未

談方式 

談方法將採

個別訪談 

以電話確認

約一至二小

容，因此在

者另約時間

再進行錄音

談後之資料

問卷調查 

八月底經由

式回收問卷

座談會 

計於期末階

間將再與 

談內容大綱

濕地保育內

第三

計畫 

資料蒐集外

談內容之彙整

保育觀念，更

未來之相關策

採用座談會

認受訪者可

小時，考量訪

在訪談一小時

間再行訪談

音與拍照影像

料將整理為

由電子郵件

卷 (問卷詳見

階段辦理座

貴分署進行

綱 

內容涵蓋層面

三章  訪

，針對各保

整分析，可深

更可藉由訪

策略擬訂。

形式與個別

接受訪談之

訪談時間過

時後，視受

。訪談過程

像記錄。

摘要性之訪

寄送問卷，

見附件四、

談會，共計

行討論。

面相當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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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方法與

保育相關組織

深入了解濕

訪談結果了解

。 

別訪談及問

之時間與地

過長可能降低

受訪者表現之

程主要以文字

訪談重點，並

，並以電話確

五) 。 

計兩場次，

泛，本計畫訪

與意見蒐

織及熟悉濕

濕地整體資源

解濕地保育

問卷之方式進

地點後，針對

低受訪者繼

之精神與態

字記錄訪談

並斟酌進行

確認受訪者

以完整蒐集

訪談以開放

蒐集 

濕地之專家學

源，如：現況

育發展現況及

進行，訪談

對每一位受訪

繼續接受訪問

態度，在受訪

談重點，並在

行國家濕地保

者已收到問卷

集產、官、

放式議題進行

研擬國家濕地保

學者的深入

況面臨保育

及未來發展

談進行方式說

訪者親自拜

問之意願，

訪者許可下

在徵求受訪

保育綱領內

卷，並同樣

學各面向之

行，其目的

保育綱領

入訪談是

育議題、

展方向定

說明如

拜訪，訪

，或影響

下，則會

訪者之同

內容之調

樣以電子

之意見；

的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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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能針對各自擅長領域給予意見，以達到對各項議題深入探討之目標。 

（一） 先驅問卷 

本計畫就先前資料收集針對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研擬工作及目前濕地保育可能面臨

到的問題進行先驅問卷擬定藉由先驅問卷探討濕地保育更深入之議題，匯整出下列討論

議題： 

表 3-1-1 先驅問卷議題 

議題 議題說明 

國外案例的適用性 台灣的濕地環境、管理體制、法令規範、地方意識等均異於

國外，因此在借重國際經驗的同時，如何轉化國外成功的經

驗，擬定成為符合我國國情之指導方針。 

公部門的組織機制 未來因應部會組織調整，主管機關將為環境資源部，將於環

境資源部內成立協調平台，而原管理機關面臨裁撤、部會改

隸、改組等組織調整後，濕地復育業務及分工面臨重新檢討

與分配問題。 

社會參與及輔助機制 檢視濕地保育法及相關配套法令，目前多為針對執行層面進

行規範與限制，然而推動濕地保育及復育為長期性、沉默性

的工作，若無明確的獎勵及補貼辦法，難以引導公部門、NGO

團體、社區居民積極投入濕地保育工作，提升參與意願。 

行銷策略 濕地保育屬於國際性議題，國內目前除了法令層面有針對濕

地保育進行限制與規範，尚缺乏其他層面對於參與濕地業

務、濕地保育議題等多面向的推廣，因而難有分頭並進、事

半功倍之效。 

經由個別訪談 4 位專家學者及問卷調查 3 位發現，全國濕地保育涉及層面廣泛

且議題甚多，先驅問卷之議題無法深入探討濕地保育現況議題，並且回覆意見過於

發散，與 貴分署討論過後，本計畫修正擬定訪談議題。 

（二）正式問卷 

經訪談部分專家學者後部分議題建議新增並納入綱領討論，因故本計畫重新歸納議

題，為求議題更具完備性，彙整討論議題如下： 

  



 

 

主要議題

1. 全國

2. 科學

3. 社會

4. 國際

5. 推廣

6. 獎勵

7. 永續

8. 其它

四、訪談

（一） 

題 

國濕地系統規

學研究 

會參與 

際合作 

廣教育 

勵、補助及輔

續法治與管理

它 

談對象 

個別訪談 

規劃 

輔導 

理體系 

表 3-1

議

(1

(2

(3

(4

(1

(2

(3

(4

(5

(1

(2

(1

(1

(2

(1

(1

(2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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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式問卷

議題細項 

1) 全國及縣

2) 整合流域

3) 配合防洪

4) 配合水資

1) 推動濕地

2) 建制濕地

3) 濕地生態

4) 研訂各類

5) 濕地碳匯

1) 社會參與

2) 社區參與

1) 推動濕地

1) 濕地環境

2) 行銷策略

1) 社會參與

1) 公部門的

2) 強化濕地

3) 濕地認養

4) 濕地基金

5) 推動濕地

1)國外案例

卷議題 

縣市濕地地

域濕地系統

洪治水推動

資源管理推

地生態資料

地生態系統

態之社會經

類濕地設施

匯儲存功能

與濕地環境

與濕地產業

地保育國際

境教育推廣

略 

與及輔助機

的組織機制

地環境效益

養制度 

金與公益信

地生態產業

例的適用性

景空間系統

規劃 

濕地防災規

動濕地供水

整合計畫 

模型及保育

濟價值及績

規劃設計技

與其生態系

保育工作之

之轉型 

合作 

制 

影響評估 

託制度 

獎勵及認證

研擬國家濕地保

統規劃 

規劃 

水規劃 

育決策支援

績效評估 

技術規範 

系統服務 

之推廣 

證制度 

保育綱領

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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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濕地保育綱領之範疇有相當之專業經驗，但未能參與座談會之對象，後續

以個別訪談之方式進行資料蒐集。訪談內容亦針對文獻資料之適宜性與國家濕地保育綱

領應具備之內容為訪談主題。 

主要為針對表 3-4 表 3-5 所列之預計訪談對象，具相關經驗卻不克參與座談會者，

再進行個別之拜訪。 

表 3-1-3 個別訪談預計對象 

編

號 
領

域 
訪談單位 訪談對象 專長/經歷/推薦原因 

1 

政

府

機

關 

行政院內政部 營建署 
丁育群 
署長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濕地

共和國名錄 

2 

行政院內政

部營建署 

金門國家公園 
林永發 
處長 

慈湖濕地主管機關 

3 雪霸國家公園 
李秋芳 
處長 

七家灣濕地主管機關 

4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陳茂春 
處長 

夢幻湖濕地主管機關 

5 國家公園組 
林玲 
簡任技正 

102 年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委員 

6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 
水質保護處 

張莉珣 
簡任技正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北區專案

小組委員 

7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林務局 
李桃生 
局長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濕地

共和國名錄 

8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解說教育組 
林旭宏 
組長 

102 年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委

員、植群生態學相關研究、科普

教育 

9 經營管理組 
何健鎔 
組長 

螢火蟲保育生態學、昆蟲生態產

業之應用及推廣 

10 

棲地生態組 

薛美莉 
副研究員 

生態學 

11 
劉靜榆 
副研究員 

海岸溼地生態與生物研究、海岸

濕地監測及復育評估、植物資源

調查及植群分類研究 

12 
陳添水 
助理研究員

濕地評估、海岸與濕地生態棲地

變遷分析、紅樹林研究與復育 

13 
葉明峰 
助理研究員

淡水魚類生態、游泳行為、棲地

需求、保育生物學 

14 動物組(魚類) 
李德旺 
助理研究員

獸醫、河川生態、河川魚類 

15 

學

術

界 

生物與棲地

相關 

國立台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所 

李英周 
所長 

水產資源學、生物統計學 

16 
靜宜大學  
生態學系 

劉烘昌 
助理教授 

海岸及陸蟹及濕地蟹類生態 

17 
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陳章波  
退休研究員

98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委

員、海洋生態學、海洋無脊椎動

物學、生態系之經營管理研究 

18 國立台灣大學 郭城孟  應用生態、蕨類植物、植物地



 

 

編

號 
領

域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產

業

界

37 

38 

39 

40 

領

域 

保育與環

工程相關

生態經濟

環境經濟

關 

公共事務

關 

水利工程

關 

環境工程

規劃設計

產

業

界 

中華民國

弘益生態

中華民國

觀察家生

台灣蠻野

訪談

生態學

環境

關 

中央研

生物多

國立台

生物環

逢甲大

水利工

濟與

濟相

中央研

國立清

經濟學

東海大

國貿學

東海大

經濟學

東海大

經濟學

國立中

應用經

中華大

休閒遊

務相 東海大

行政管

程相

國立台

水工試

（前內

國立台

水工試

國立台

水工試

國立成

水利及

程與

計 

中國文

景觀系

臺北科

土木與

國荒野保護協

態有限公司 

國永續生態旅

生態顧問有限

野心足生態協

談單位 

學演化生物學

研究院 
多樣性研究中

台灣大學 
環境系統工程

大學 
工程與資源保

研究院經濟研

清華大學 
學系 
大學 
學系 
大學 
學系 
大學 
學系 

中興大學 
經濟系 

大學 
遊憩規劃與管

大學 
管理暨政策學

台灣大學 
試驗所 
內政部部長）

台灣大學 
試驗所 
台灣大學 
試驗所 

成功大學 
及海洋工程學

文化大學 
系 
科技大學 
與防災研究所

協會 

旅遊協會 

限公司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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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學研究所 副

中心 
謝

研

程學系 
張

教

保育學系

蘇

副

研究所 
蕭

研

廖

副

林

教

林

助

朱

助

鄭

教

管理 
朱

教

學系 
陳

助

 

李

教

黃

技

施

副

學系 
王

副

林

專

所 
林

特

賴

理

賴

總

高

理

黃

總

文

理

訪談對象

副教授 
謝蕙蓮  
研究員 
張文亮  
教授 
蘇惠珍  
副教授 
蕭代基  
研究員 
廖肇寧  
副教授 
林灼榮  
教授 
林佳慧  
助理教授 
朱巡  
助理教授 

鄭蕙燕  
教授 

朱達仁  
教授 

陳秋政  
助理教授 

李鴻源 
教授 

黃國文  
技術人員 
施上粟 
副研究員 

王筱雯  
副教授 

林開泰  
專任副教授

林鎮洋  
特聘教授 

賴榮孝  
理事長 
賴慶昌  
總經理 
高志明  
理事長 
黃于玻  
總經理 
文魯彬  
理事長 

專長/經

理、生態旅

濕地生態保

生態與工程

河川環境復

農業與環境

態經濟 

環境與資源

產業經濟學

經濟學與研

都市與區域

內生成長、

濟學理論 

生態經濟效益

中華生態資

會、台灣濕

地學刊 
跨部門治理

理、、流域

輸砂理論、

學、擴散理

濕地復育、

水、水利工

河川水力學

文水理輸砂

水環境規劃

態、應用河

公園設計、

設計、環境

水資源管理

荒野解說員

生態環境調

鳥類辨識與

水域生態調

濕地、海岸等

研擬國家濕地保

經歷/推薦原

旅遊 

保育、復育、

程、生態保護

復育、溼地水

境經濟、區域

源經濟學、都市

學、管理經濟

研究方法 

域經濟學、勞動

環境經濟學

益評估 

資訊暨環境

濕地學會理事

理、非營利組

域整治規劃與

、生態水利

理論（環境流

、生態水利

工程 
學、泥砂運動

砂模擬、生態

劃、河川復育

河相、好美寮

公園行政、景

境規劃 

理、地下水模

員、荒野推廣

調查、生態環

與解說、濕地環

調查、生態系

岸等環境議題法

保育綱領

原因 

教育 

護 

水文 

域經濟、生

市經濟學

濟學、計量

動經濟學

、公共經

境教育協

、台灣濕

組織與管

與分析 

、流體力

流體力學）

、都市排

動力學、水

態水利學 

、景觀生

寮濕地 

景觀建築

模式 

廣講師 

環境監測 

環境教育

系統評估 

法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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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領

域 
訪談單位 訪談對象 專長/經歷/推薦原因 

41 台灣環境保護聯盟 
劉俊秀  
會長 

環保運動、關懷環境議題 

42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周文豪  
副館長 

生態學、自然史的研究與兩棲動

物 

43 台灣濕地學會 
方偉達  
秘書長 

環境生態學、環境影響評估 

44 觀樹教育基金會 
洪粹然  
執行長 

成龍濕地設區學習參與計畫 

45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鄧婉君  
總經理 

都市設計、景觀規劃、景觀設計

46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林得志  
董事長 

 

47 新故鄉文教基金會 
廖嘉展  
董事長 

 

48 
禾拓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文化大學兼任講師) 

許晉誌  
總經理 

 

（二） 問卷調查對象 

針對產業界及學術界未被邀請為座談會與個別訪談之對象，列為問卷蒐集之對象共

蒐集約 90 位，問卷對象名單，涵蓋產官學界，濕地相關之專家學者 (詳見附件三)。 

（三） 座談會預計邀請對象 

單場座談會人數以 20 人為上限，座談會之邀請對象將依討論議題進行調整。座談

會參與對象初步分為產、官、學界三大團體，從政府單位的決策層級到最常執行環境調

查工作的學校單位、各縣市政府以及民間團體，目標希望可以蒐集到各方意見，以更完

備此綱領的各面向。以下為目前彙整之邀請名單：  

1. 台北場 

表 3-1-4 台北場座談會預計對象邀請表 

編

號 
領

域 
訪談單位 訪談對象 

1 

政

府

機

關 

立法院立法委員 邱文彥 委員 

2 
行政院內政部  

營建署 許文龍 副署長 

3 城鄉發展分署 洪嘉宏 分署長 

4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劉培東 組長 

5 
行政院經濟部 

水利署  王瑞德 副署長 

6 水利署(水規試驗所) 徐必杰 研究員 

7 行政院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管理處) 徐惠珠 副組長 

8 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土區域離島發展處 徐旭誠 簡任技正 

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方國運 主任 

10 林務局(保育組) 管立豪 組長 

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集水區治理組) 王昭堡 組長 

12 林業試驗所 林朝欽 研究員 



 

 

2. 

編

號 
領

域

1 政

府

機

關

2 
3 

4 

5 產

業

界
6 
7 

8 
學

術

界
9 

10 

13 

14 
產

業

界

15 
16 
17 

18 

學

術

界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高雄場 

領

域 

政

府

機

關 

行政院內

行政院交

行政院農

產

業

界 

台灣濕地

台灣濕地

彰化縣野

學

術

界 

生物與棲

保育與環

行政院環

產

業

界 

台灣造園

台灣濕地

中華民國

怡興工程

學

術

界 

鳥類、濕

海洋及河

環境教育

生物與棲

環境工程

水利工程

水利工程

環境工程

表 3

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觀光局

農業委員會 

地保護聯盟（

地保護聯盟 
野鳥學會 

棲地相關 

環境工程相關

環境保護署 

園景觀學會 
地學會 
國景觀學會 
程顧問有限公

濕地動植物生

河川生態 

育與保育相關

棲地相關 

程與規劃設計

程相關 

程相關 

程與保育相關

-1-5 高雄場

訪談

署 台江

局 雲嘉

漁業

漁業

（正修科技大

國立

海洋

關 

國立

水利

國立

海洋

水質

公司 

生態 
國立

地理

清華

新竹

應用

關 
台灣

環境

中央

生物

計 

國立

土木

國立

自然

臺北

土木

國立

水工

國立

水工

關 

中國

景觀

國立

環境

3-7 

場座談會預

談單位 

台江國家公園

雲嘉南濱海國家

漁業署 

漁業署 (漁政組

大學 專任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

國立成功大學

水利及海洋工程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

質保護處 

立台灣大學

理環境資源學

華大學生命科

竹教育大學

用科學系 
灣師範大學

境教育研究所

央研究院 
物多樣性研究

立交通大學

木工程學系

立台北大學

然資源與環境

北科技大學

木與防災研究

立台灣大學

工試驗所 

立台灣大學

工試驗所 
國文化大學

觀學系 
立臺灣師範大

境教育研究所

預計對象邀請

家風景區管理

組) 

授） 

暨資源學系

程學系 

程學系 

學系 

科學系 

所 

究中心 

境管理研究所

究所 

大學 
所 

請表 

理處 

所 

研擬國家濕地保

訪談對

呂登元 處

鄭榮峯 處
沙志一 署

王正芳 組

方力行 理
謝宜榛 秘
蔡世鵬 理

陳孟仙 教

孫建平 副

楊磊 系主

許永興 處

歐聖榮 理
鄧婉君 總
劉柏宏 理
方偉達 秘

李建堂 助

曾晴賢 教

楊樹森 副

汪靜明 教

陳章波  退
員 

郭一羽 教

錢玉蘭 助

林鎮洋 特

黃國文 技

施上粟  專
副研究員 

郭瓊瑩 系

周儒 教授

保育綱領

對象 

處長 

處長 
署長 

組長 

理事長 
秘書長 
理事長 

教授 

副教授 

主任 

處長 

理事長 
總經理 
理事長 
秘書長 

助理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退休研究

教授 

助理教授 

特聘教授 

技術人員 

專案計劃

系主任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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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領

域 
訪談單位 訪談對象 

11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李政諦 助理教授 

12 公共事務相關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李翠萍 教授 

13 人工濕地及濕地保育 
國立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陸曉筠 助理教授 

14 

鳥類、濕地動植物生態 

國立臺南大學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王一匡 副教授 

15 
國立臺南大學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鄭先祐 教授 

16 海洋及河川生態 
國立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邱郁文 助理教授 

17 環境工程與規劃設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文理學院 

侯錦雄 院長 

18 保育與環境工程相關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荊樹人 教授 

 

  



 

 

第二節

目前

等，13

分別為水

境工程相

訪談對象

王筱雯 

水環境規

態、泥砂

李英周 

水產資源

謝蕙蓮 

濕地生態

陳秋政 

跨部門治

理、公共

會與第三

分析 

蘇惠珍 

節  訪談結

前已完成王

位專家學者

水利工程相

相關等，內

象/專長 

教授 

規劃、河川

砂運動、應

教授 

源學、生物

研究員 

態保育、復

教授 

治理、非營

共人力資源

三部門、流

教授 

結果與分析

王筱雯教授

者之個別訪

相關、生物棲

內容整理如下

川復育、景觀

應用河相 

物統計學 

復育、教育 

營利組織與管

源管理、公民

流域整治規劃

析 

、李英周教

訪談及回收問

棲地相關、

下。 

表 3-2-1 現

日期

103.0

觀生 國立

究室

103.0

國立

究室

103.0

中央

室 

103.0

管

民社

劃與

東海

103.0

3-9 

教授、謝蕙蓮

問卷 3 份，

、保育與環境

現階段訪談

期/地點 

個別訪談

08.28（二）

立成功大學王

室 

09.03（三）

立台灣大學李

室 

09.03（三）

央研究院謝蕙

09.04（四）

海大學陳秋政

09.25（四）

蓮研究員、

共計 16 位

境工程相關

談對象整理

） 

王筱雯教授

） 

李英周教授

） 

蕙蓮教授研

） 

政教授研究

） 

、陳秋政教授

位專家學者意

關、公共行政

照片 

 

授研

授研

研究

究室

研擬國家濕地保

授、蘇惠珍

意見，受訪

政相關、保

保育綱領

珍教授…

訪者專長

保育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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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專長 日期/地點 照片 

河川環境復育、溼地水文 逢甲大學蘇惠珍教授研究室

朱達仁 教授 103.10.09（四）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副秘書長、台灣濕地學會理事、

台灣濕地學刊主編、調查研究、

觀光資源評估 

中華大學朱達仁教授研究室

何健鎔 組長 103.10.20（一） 

螢火蟲保育生態學、昆蟲生態產

業之應用及推廣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經營管理

組長室 

陳添水 研究員 103.10.20（一） 

濕地評估、海岸與濕地生態棲地

變遷分析、紅樹林研究與復育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經營管理

組長室 

劉志堅 副會長 103.10.22（三） 

 

空氣汙染防治、環工技師、臺灣

環境保護聯盟創會會員 

東海大學 

賴慶昌 總經理 103.10.22（三） 

生態環境調查、生態環境監測 弘益生態有限公司 

葉明峰 103.10.22（三） 



 

 

訪談對象

淡水魚類

需求、保

許晉誌 

景觀設計

黃于玻 

水域生態

工法 

林仲剛教

邵廣昭教

胡通哲教

經過

發展願景

議題項目

1. 全國

象/專長 

類生態、游

保育生物學

總經理 

計、景觀規劃

總經理 

態調查、生態

教授 植物

教授 海洋

資料

教授 生態

過與上述專

景與上述議

目 

國濕地系統規

游泳行為、棲

學 

劃、都市計畫

態系統評估、生

物學 

洋生物、魚類

料庫 

態水利 

專家學者、環

議題之意見進

表 3-

規劃 

日期

棲地 特有

組 

103.1

畫 禾拓規

103.1

生態 觀察家

103.0

類、 103.0

103.0

環境相關之

進行彙整。

-2-2 個別訪

回覆意見

(1) 台灣

的定義檢

能產生整

確定義濕

(2) 「預測

預期要達

推之放式

(3) 濕地

3-11 

期/地點 

有生物保育中

10.23（四）

規劃設計顧問

10.24（五）

家生態顧問有

問卷回覆

09.16  

09.16  

09.17  

之產業訪談

。 

訪談與問卷

見 

灣對濕地的定

檢視於全國濕

整個集水區皆

濕地在台灣的

測」的部分

達到目標需要

式進行預測操

地種類繁多也

中心棲地生

） 

問有限公司

） 

有限公司 

，針對濕地

卷回覆意見整

定義必須明

濕地，發現

皆在此定義

的嚴謹定義

分該如何執行

要投注多少

操作。 

也不易歸類

照片 

生態

 

 

 

地保育現況

整理 

明確敘述。將

現相對廣義

義之範疇內

義。 

行？像是降

少資源才能

，建議個別

研擬國家濕地保

、過去經驗

將 Ramsar 對

、不夠嚴謹

。因此必須

降溫目標，預

能夠完成，以

別處理，以濕

保育綱領

驗、未來

對濕地

謹，可

須先明

預測其

以此反

濕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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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項目 回覆意見 

元作為管理。 

(4) 考慮個別濕地之間地緣的連結度，再討論串聯的可能

性。或以物種遷移的距離，討論之。 

(5) 在進行濕地地景空間系統規劃之前，必須先針對各濕

地空間系統資源盤點與分析，才能知道要規劃什麼以及

如何規劃（REA 的操作手法）。要清楚瞭解濕地之間的關

係，內容與資源，以及發展願景與目標，再濕地進行之

所有活動皆不可抵觸之。 

2. 科學研究 

(1) 建議綱領須增加「生態系統服務」，生態系統服務包

含供給、調節、文化、支持等。 

(2) 科學研究必須增加水的研究。必須瞭解濕地其水文脈

絡之間的關係。 

(3) 建議成立考核標準，給與濕地品質認證標章，藉以提

升主管單位軟硬體設備投入，利用考核標準進行審查，

給予優良的濕地之分級獎章以示鼓勵，不好的濕地需指

明改善之處。 

(4) 透過長期的監測模式與科學數據才能夠擬定決策功

能 

(5) 國加重要濕地基礎資料庫尚未完善，僅幾個明星濕地

資料較為齊全，應先妥善建置 83 處重要濕地的個別基礎

資料庫，建議 3 到 5 年評估一次，才能討論後續的監測、

整合、與決策執行。 

(6) 針對濕地的水質、土壤、植物、生物以及整體生態各

項進行資料蒐集，最後進到 GIS 地理資訊系統建立資料

庫，以便未來進行保育、評估、經營管理、長期監測與

觀察等作業時得以有效的運用 

(7) 建立適當的指標進行環境調查以評估濕地環境，如生

物指標、水資源或生物多樣性等等，定期（1 年、2 年或

3 年一次）檢視指標向目與環境數據以及趨勢，藉以評斷

濕地的生態狀況 

(8)濕地保育的成效需要靠生物多樣性的長期監測來瞭解

保育的成效，作為未來管理政策修訂的參考。因此需要

收集整理建立資料庫，並能整合與公開分享。 

(9)目前中研院已協助國科會及農委會建立了一套資料收

集整合及公開的機制，也有與國際接軌的格式與平台，



 

 

議題項目

3. 社會

4. 國際

5. 推廣

目 

會參與 

際合作 

廣教育 

回覆意見

可以提供

(10)建議

度的講習

可著力更

(1) 學術

但終究得

包含幾位

值，並回

(2) 建議

居民關心

地相關。

(3) 建立

導，依據

取與應用

實際操作

(4) 要促

成三級產

(5) 財團

看，進行

有難度。

的部份交

(1) 建議

Ramsar 的

(2) 定期

者，提升

(1) 建議

在國際級

之概念推

成常識。

(2) 推廣

(3) 推廣

為何必須

育場所認

(4) 環教

智利用的

3-13 

見 

供給環資部未

議引入公民的

習訓練，對於

更深，且連續

術單位有必要

得回歸到地方

位當地居民

回歸到地方經

議運用不同形

心社區事務的

 

立專家學者智

據各社區之不

用資源。周老

作。 

促進地方參與

產業，這樣地

團、基金會的

行短期的公益

。建議可以讓

交由財政部

議公部門有

的觀察員，

期參與國際研

升臺灣在濕地

議加強宣導與

級定義之下的

推廣以及電視

 

廣教育的部分

廣教育應為普

須說明清楚

認知及環境教

教法的內涵加

的目的。 

未來使用。

的科學參與

於在地的濕

續且長期的

要進場的時

方。因此建

民，以瞭解

經營管理的

形式的活動

的意願，但

智庫，成立

不同成熟度

老師認為此

與一定要以

地方參與才

的成立多為

益行為沒問

讓基金會執

。 

有成員加入

逐漸建立國

研討會，或是

地保育的曝

與教育推廣

的詮釋與行

視廣告行銷

分，建議討

普及化之教

。試想，配

教育人員認

加上生態旅

 

，藉由公民

濕地予以科

的資料，更為

時機點，釐清

建議，整個

解科學調查背

的範疇。 

動來增加社區

但其活動形式

立輔導師制度

度引進輔導

此策略比輔

以利益為誘因

才可能被推動

為文教相關

問題，但長

執行，由主

NGO 組織

國際合作的

是辦理濕地

曝光率，增強

廣層面之對策

行銷內容，

銷達到概念

討論公民科學

教育，推廣教

配合環境教

認證的必要性

旅遊的收益可

研擬國家濕地保

民的力量，施

科學方面的監

為完整。 

清科學相關事

個研究過程都

背後的意義

區擾動，增加

式不需拘泥

制度進行技術

導師，指導如

輔導、獎勵還

因，從一級產

動。 

關，以設立宗

長期公益行為

主管機關管理

織，進一步

的關係。 

地活動邀情國

強國際合作交

策，並且明訂

透過國小

念普及之目的

學 

教育之內容與

教育法推動環

性。 

益可以達到濕

保育綱領

施予適

監測，

事務，

都可以

義與價

加當地

泥與濕

術性輔

如何爭

還能夠

產業變

宗旨來

為可能

理，錢

步擔任

國際學

交流。

訂濕地

、國中

的，變

與對象

環境教

濕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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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項目 回覆意見 

(5) 環境教育中的體驗很重要，應在濕地空間內向參與者

介紹濕地生態，才能達到濕地的環境教育。 

6. 獎勵、補助及輔導 

(1) 應該要討論濕地保育綱領本身的補償與補助，討論生

態系統服務的部份。 

(2) 成立濕地銀行。民間團體可寫提案計畫像銀行申請費

用，但必須先將濕地之雛形做出，經過專家認可後，方

可進行開發。 

(3) 各個生態環境，如溪流、土質、空間等都有其特性，

難以營造出同樣的空間，如海岸濕地、河口、紅樹林等

自然濕地。 

(4) 建議由中央成立一個委員會，有系統性的整合機制，

進行濕地業務之跨領域溝通與協調。委員會的成員，建

議邀請中央主管機關的人員、NGO 團體、在地居民等，

與濕地有關的單位與人員都參與其中，彼此之間會形成

一種互相約束的力量，當有人要對濕地進行任何活動與

發展時，都必須告知委員會，避免亂無章法的進行，對

濕地造成負面影響。 

(5) 建議參考農委會提出的綠寶石（產業+生態）標章，

並做結合，不要再創造更多的生態產業認證制度，避免

五花八門的情況。 

(6)濕地的管理必須要動員在地的社區居民自行組織巡守

隊來執行管理及取締，另外 NGO 團體可從旁協助並進而

發展出全民均可舉報並有獎金的制度 

7. 永續法治與管理體系 

(1) 濕地有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合作主辦相關

會議，並視討論議題決定主辦單位為何，以此輪流之方

式藉機讓各單位都可充分瞭解。 

(2) 未來的環境資源部可能隸屬於環保署之下。要以原各

部會的功能性為主，將各單位資源整合；再來區域化、

流域管理，如此一來保育才為全面性，不會片段處理。

(3) 政府單位專職濕地計畫需增加不同背景領域的人才。

(4)國內與濕地管理相關的法令甚多，這些法令雖然沒有

溼地之名，但也與濕地保育有關，但在執行及取締上常

難以有效落實，以至於目前台灣的濕地生態和生物多様

性仍面臨相當嚴重的威脅。 

(5)濕地保育法剛通過，配套管理措施目前尚在研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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