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6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第 1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單位說明 

詳提案單（如後附） 

參、 簡報計畫內容(20分鐘) 

肆、 討論事項 

一、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及年期 

二、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

統功能分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

規定或措施 

三、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四、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五、 財務與實施計畫 

六、 其他相關事項 

七、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伍、 決議 

陸、 臨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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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審議「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 

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緣起 

（一） 施行及公告 

濕地保育法於 104 年 2 月 2 日施行。依濕地保育法 40 條規定

「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國際級及國家

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視同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

地。」許厝港濕地業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屬國家級重要濕

地範圍。 

（二）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案業於 106年 8月 28日起至 106年 9月 26日舉行公開展覽，

並於 106 年 9 月 20 日假桃園市大園區內海社區活動中心辦理

說明會（附件 1）。並於 106 年 10 月 3 日函發前開說明會紀錄

在案（附件 2）。 

三、計畫摘要 

（一） 計畫範圍及年期： 

1. 計畫範圍 

  許厝港重要濕地位在桃園市大園區及觀音區境內，濕地呈

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邊自埔心溪出海口起，西南邊至富林溪

出海口，全境在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北側，往海面至低潮線

垂直 6 公尺止，面積為 960.58 公頃。依據所統整的生態資料以

及考量當地民眾建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並無擴大之必要，故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同濕地範圍，面積為 960.58 公頃。 

2. 計畫年期 

  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本訂計畫年期為 25 年」。本計畫以民國 106 年為基

年，計畫年期為 25 年，以民國 131 年為計畫目標年。 

 

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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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分析、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現況 

    許厝港重要濕地土地權屬除 13 筆私有土地（皆為桃園農

田水利會所有），其餘都是公有土地，管理單位包含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

園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等。 

表 1 許厝港重要濕地土地權屬面積一覽表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公有 324.83 33.82% 

私有 0.7 0.07% 

未登錄或無資料(含水域) 635.05 66.11% 

    許厝港重要濕地範圍全屬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詳如

表 2。 

表 2、許厝港重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無 1.83 0.19% 

一般農業區 36.63 3.81% 

特定專用區 9.39 0.98% 

森林區 277.68 28.91% 

河川與海域 635.05 66.11% 

  本計畫依 104 年土地利用調查成果，土地使用類別詳如表

3。 

表 3、許厝港重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42.02  6.1% 

森林使用土地 141.61  20.55% 

交通使用土地 82.58  11.99% 

水利使用土地 44.11  6.4% 

建築使用土地 2.25  0.33% 

公共使用土地 4.50  0.65% 

遊憩使用土地 3.75  0.54% 

礦鹽使用土地 0.01  0% 

其他使用土地 368.10  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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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

先保護區域： 

1. 老街溪至富林溪沿岸沙丘景觀區 

  許厝港重要濕地之觀音區沿海，該地區河流供應沙源，伴

隨季風和潮水的交互影響，形成之沙丘地形，會因為氣候狀況

而改變位置和樣貌，許厝港重要濕地沿海沙洲平均寬約 2 公

里，沙丘走向大致和東北季風方向平行。位於老街溪左岸至富

林溪的海岸線上，大部分地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負責

防風林植栽工程，現有沙丘面積約 23 公頃。 

2. 老街溪口鳥類重要之過境範圍 

  許厝港重要濕地是部分保育類候鳥南遷北返的過境點，據

桃園市野鳥學會的紀錄，該地有記錄到的保育類候鳥如遊隼、

紅隼、魚鷹、唐白鷺、大杓鷸、紅尾伯勞，也記錄到臺灣稀有

過境候鳥，如劍鴴、歐洲椋鳥等。根據歷年來的調查資料，度

冬鳥類集中在許厝港濕地老街溪出海口灘地，故此處為度冬鳥

類重要過境點與優先保護區域。 

3. 濕地沿岸藻礁分布範圍 

  桃園海岸的藻礁分布範圍係從大園區下海湖以南至新屋

區永安漁港北側之間之潮間帶，總長約 27 公里，最大寬度約

450 公尺，最大厚度則有 6 公尺，生長歷史約從 7,600 年前開

始生長。許厝港重要濕地範圍內中老街溪河口以北為主要的分

布範圍，合計達 23.7 公頃左右，老街溪以南至富林溪河口的分

布較少，面積合計約 11.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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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許厝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stu965274
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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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分

區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說明 

項目 時間 

生態復

育區 

7.53 1. 生態保育、復育及環境維護之

設施 

2.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

設施 

全年 老街溪河口

出海口的部

分草澤和沙

洲潮間帶。 

環境教

育區

(一) 

0.81 1. 環境教育解說及規劃之相關

設施，包含木棧道、環境教育

解說牌、指示牌、告示牌等 

2. 生態保育、復育及環境維護之

設施 

3.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

設施 

4. 依水利法或海岸管理相關法

規辦法之河口及海岸等疏濬

或防護設施 

5. 現有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

及其周邊相關設施之維護及

修繕。 

6. 其他以提供環境教育為目的

之公共服務設施及場所 

全年 老街溪河口

右岸生態復

育區旁涼亭

及周邊。 

環境教

育區

(二) 

2.96 全年 新街溪口左

岸的紅樹林

區域。 

環境教

育區

(三) 

144.99 全年 老街溪口以

南的海岸沙

丘區。 

其他分

區(海

洋生態

區) 

331.73 1. 依水利法或海岸管理相關法

規辦法之河口及海岸等疏濬

或防護設施 

2. 允許既有符合漁業法等相關

規定之養殖漁業、漁業捕撈等

漁業行為。 

3. 生態環境保育、復育、教育及

維護之設施 

4.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

設施 

5. 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全年 潮間帶到水

深 6 米之海

洋區域。 

其他分

區(亞

潮間生

態區) 

303.71 全年 屬於海岸潮

間帶的區域。 

其他分

區(生

態緩衝

區) 

6.86 全年 老街溪出海

口生態復育

區外圍。 

其他分

區(環

境處理

區) 

6.25 1. 依水利法或海岸管理相關法

規辦法之河口及海岸等疏濬

或防護設施 

2. 允許既有符合漁業法等相關

規定之養殖漁業、漁業捕撈等

全年 老街溪左岸

和老街溪和

雙溪口溪匯

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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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

區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說明 

項目 時間 

漁業行為。 

3. 生態環境保育、復育、教育及

維護之設施 

4.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

設施 

5. 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其他分

區(一

般管理

區) 

155.74 1. 依水利法或海岸管理相關法

規辦法之河口及海岸等疏濬

或防護設施 

2. 海岸防風林區維持防風林之

使用 

3. 生態環境保育、復育、教育及

維護之設施 

4.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

設施 

5. 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6. 其他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

之設施及場所 

全年 老街溪口左

岸非沙丘地

帶；新街溪至

老街溪間非

劃入環境教

育區之陸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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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 

共同管理規定 

1. 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建物等從原來之現
況使用。但其使用應符合相關法律規範，如有違反者，依其規定處理。 

2.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得優先於其他分區及環境教育區內設置宣導、警
告及防護隔離設施。另因緊急事件，得設置或進行動物搶救醫療設施或
措施。 

3. 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禁止任何污染水質之行為。未來新增計畫排
放之污水，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 

4. 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橋梁、建物等公共服務設施、公
用設施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相關設施，進行修復、維護及管理皆依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功能分區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生態復育

區 
7.53 

1. 為保護濕地內稀有物種、野鳥等重要棲息環境，以

容許生態保育、復育及研究使用為限。 

2. 棲地營造、復育、改善等濕地環境計畫，應以較少

干擾野生動植物且漸進式的方式規劃，該項計畫應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 

3. 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辦法之河口及海岸防護及

維護之行為。 

4. 相關清淤、疏濬、防洪作業或工程應考量濕地生態

的維護，不得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或棲息環境。 

5. 本區域之進入需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進入。 

環境教育

區(一) 
0.81 

1. 為推動環境教育，供環境教育展示及解說使用，區

內環境教育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其

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且應避

免過多人工設施。 

2. 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

建，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3.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

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4. 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辦法之河口及海岸防護及

維護之行為。 

5. 團體型的環境教育解說活動，應避免過度干擾區內

野生動物棲息或活動。 

環境教育

區(二) 
2.96 

環境教育

區(三) 
144.99 

其他分區

( 海洋生

態區) 

331.73 

1. 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辦法之河口及海岸防護及

維護之行為。 

2. 允許既有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養殖漁業、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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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區

( 亞潮間

生態區) 

303.71 

捕撈等漁業行為。 

3.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

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4. 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

建，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其他分區

( 生態緩

衝區) 

6.86 

其他分區

( 環境處

理區) 

6.25 

1. 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辦法之河口及海岸防護及

維護之行為。 

2. 允許既有符合漁業法等相關規定之養殖漁業、漁業

捕撈等漁業行為。 

3. 相關清淤、疏濬、防洪作業或工程應考量濕地生態

的維護，不得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或棲息環境。 

4.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

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5. 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

建，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其他分區

( 一般管

理區) 

155.74 

1. 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辦法之河口及海岸防護及

維護之行為。 

2. 海岸防風林區之管理，應依森林法及保安林經營準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3.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

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4. 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

建，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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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估經費需求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主辦機關/協

辦機關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生態與水

質監測計

畫 

56 140 140 140 140 
內政部/桃園

市政府 

環境教育

推動計畫 
10 46 46 46 56 

內政部/桃園

市政府 

環境復育

計畫 
30 30 30 30 50 

內政部/桃園

市政府 

小計 96 216 216 216 246   

備註：以上各年度編列經費依當年度預算另案核撥經費支應，各項計畫得視實際

需要酌予勻支。 

四、說明會及人民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001 

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岸
巡防總局北
部地區巡防
局 

 

106年8月23

日 

北局後字第
1060014302

號函 

-- 

本局經管建物坐落旨揭計畫

之一般管理區(桃園市大園

區圳股頭段古亭小段 407-1

地號)，管理規定僅敘明原有

合法建築物依相關法規辦理

修建、改建或增建，考量未

來恐有新建需求，惠請將「原

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新建

築」納入。 

002 

民眾 1 

 

(106 年 9 月

20 日說明會

陳情意見) 

本人為許厝港濕地範圍內之

養殖戶，有關範圍內魚塭拆

遷事宜，是否能容許多一點

拆遷時間？ 

-- 

003 

陳賴素美立

法委員辦公

室 蔡主任振

1. 本次說明會已說明濕地範

圍內可依舊有的使用方

式，抓鰻苗及魚苗等行為

期望未來中央單位能協助成

立許厝港濕地公園，以帶動

地方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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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富 

 

(106 年 9 月

20 日說明會

陳情意見) 

不受到限制。 

2. 許厝港濕地是許多河川入

流至海的地方，市府近年

十分積極查緝河川暗管及

廢污水排放，河川污染防

治已有成效。 

004 

桃園市議會

徐議員其萬 

 

(106 年 9 月

20 日說明會

陳情意見) 

1. 本濕地最初規劃設為 1 千

多公頃的範圍，在本人、

廖正井前立委及各村長的

努力下，力求排除私有土

地範圍，最終濕地範圍主

要為海域及公有土地，私

有土地僅剩農田水利會灌

溉溝渠的土地。 

2. 濕地劃設主要是為使其成

為北部地區觀光、休閒及

教育活動的地區之一，如

同現在高美濕地、香山濕

地等皆係地方政府用心規

劃管理下的結果。內政部

規劃將許厝港成為重要濕

地，而市府則以規劃成為

濕地公園作為配合。 

3. 目前桃園市政府規劃做 3

期的木棧道，但颱風過

後，洪水夾帶的垃圾，容

易堆積在木棧道及沙灘

上，因此需要經常辦理淨

灘，但如洪水水量更大，

及垃圾堆積的影響下可能

會沖毀木棧道。因此，木

棧道的規劃要與現況環境

做整體專業的評估考量。

未來預定規劃自行車道，

以連接竹圍魚港、紅樹林

木棧道、草漯沙丘、觀新

藻礁、新屋石滬等景點。 

4. 新街溪出海口的地形早期

與現今不同，沙崙及海堤

1. 木棧道的規劃要與現況

環境做整體專業的評估

考量。 

2. 雖重要濕地範圍內的魚

塭不合法，因而被法院裁

判遷移，但建議濕地公園

相關建設先規劃時程

表，以利養殖戶配合做魚

塭拆遷工程。 

3. 期望濕地公園的規劃地

形可區隔內海及外海，對

地形及水利有整體規劃

且使現狀不受影響，對局

部區域有綠美化及修繕

工程。 



12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被沖毀後，水流的更快，

沒有緩衝區域。 

005 

桃園市議會

游議員吾和 

 

(106 年 9 月

20 日說明會

陳情意見) 

1. 許厝港被列為重要濕地有

何好處？台 15 線工程如

經過許厝港將需經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如汙染性或

危害性質的建設涉及許厝

港濕地將受濕地保育法限

制，海岸線可營造綠色隧

道吸引觀光。 

2. 九曲橋的木棧道恢復後，

要再復育水筆仔，以發展

觀光。許厝港濕地有別於

有較長泥灘地的高美濕地

或香山濕地，能搭建木棧

道延伸出海，許厝港濕地

僅於老街溪及雙溪口溪二

河口有泥灘地。而許厝港

濕地擁有較長的海岸線，

漂亮的黃槿步道。  

3. 同意政府將許厝港劃設成

為濕地，編列預算做相關

建設，惟預算的執行應有

具體成效，積極的管理。 

1. 目前新街溪出海口垃圾堆

積，雖有多組團體舉辦淨

灘，但成效仍顯不彰，需

再積極處理，建議可引進

相關機械設備協助清潔。 

2. 老街溪上游流經許多工

廠，廢污水排放影響老街

溪的水質，建議增建污水

處理廠，加強水質淨化功

能。 

3. 建議防風林區之造林要妥

善規劃，並積極養護管

理，可作為觀光資源。 

006 

桃園市大園

區內海里許

程睿里長 

 

(106 年 9 月

20 日說明會

陳情意見) 

1. 建議公所協助提升活動中

心設備，以利說明會的進

行。 

2. 感謝台大的李教授對許厝

港濕地的關注，聽取地方

民意，協助規劃相關建

設，如魚塭移除後水池規

劃吸引鳥類聚集，及規劃

生態池以淨化工廠汙水

等，也感謝管理中心的黃

主任移除河川內的污水管

線。 

期望許厝港濕地在各單位的

協助下，環境能越來越好。 

 

截自日期：106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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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說明會 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6年9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會議地點：桃園市大園區內海社區活動中心 

參、 主持人： 黃副分署長明塏 

肆、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錄：簡君芳 

伍、 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簡報 

陸、 主持人致詞： 

  本次說明會針對「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

內容進行說明，透過舉辦說明會讓民眾及相關權利人瞭解計畫內容，並

廣納各民眾及團體意見，提供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參考。 

柒、 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民眾 1： 

（一） 本人為許厝港濕地範圍內之養殖戶，有關範圍內魚塭拆遷事宜，

是否能容許多一點拆遷時間？ 

二、 陳賴素美立法委員辦公室 蔡主任振富 

（一） 本次說明會已說明濕地範圍內可依舊有的使用方式，抓鰻苗及魚

苗等行為不受到限制。 

（二） 許厝港濕地是許多河川入流至海的地方，市府近年十分積極查緝

河川暗管及廢污水排放，河川污染防治已有成效。 

（三） 期望未來中央單位能協助成立許厝港濕地公園，以帶動地方經濟

效益。 

三、 徐議員其萬 

（一） 本濕地最初規劃設為 1 千多公頃的範圍，在本人、廖正井前立委

及各村長的努力下，力求排除私有土地範圍，最終濕地範圍主要

為海域及公有土地，私有土地僅剩農田水利會灌溉溝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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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濕地劃設主要是為使其成為北部地區觀光、休閒及教育活動的地

區之一，如同現在高美濕地、香山濕地等皆係地方政府用心規劃

管理下的結果。內政部規劃將許厝港成為重要濕地，而市府則以

規劃成為濕地公園作為配合。 

（三） 目前桃園市政府規劃做 3 期的木棧道，但颱風過後，洪水夾帶的

垃圾，容易堆積在木棧道及沙灘上，因此需要經常辦理淨灘，但

如洪水水量更大，及垃圾堆積的影響下可能會沖毀木棧道。因此，

木棧道的規劃要與現況環境做整體專業的評估考量。未來預定規

劃自行車道，以連接竹圍魚港、紅樹林木棧道、草漯沙丘、觀新

藻礁、新屋石滬等景點。雖重要濕地範圍內的魚塭不合法，因而

被法院裁判遷移，但建議濕地公園相關建設先規劃時程表，以利

養殖戶配合做魚塭拆遷工程。 

（四） 新街溪出海口的地形早期與現今不同，沙崙及海堤被沖毀後，水

流的更快，沒有緩衝區域，期望濕地公園的規劃地形可區隔內海

及外海，對地形及水利有整體規劃且使現狀不受影響，對局部區

域有綠美化及修繕工程。 

四、 游議員吾和 

（一） 許厝港被列為重要濕地有何好處？台 15 線工程如經過許厝港將需

經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如汙染性或危害性質的建設涉及許厝港濕

地將受濕地保育法限制，海岸線可營造綠色隧道吸引觀光。 

（二） 目前新街溪出海口垃圾堆積，雖有多組團體舉辦淨灘，但成效仍

顯不彰，需再積極處理，建議可引進相關機械設備協助清潔。 

（三） 老街溪上游流經許多工廠，廢污水排放影響老街溪的水質，建議

增建污水處理廠，加強水質淨化功能。 

（四） 九曲橋的木棧道恢復後，要再復育水筆仔，以發展觀光。許厝港

濕地有別於有較長泥灘地的高美濕地或香山濕地，能搭建木棧道

延伸出海，許厝港濕地僅於老街溪及雙溪口溪二河口有泥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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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許厝港濕地擁有較長的海岸線，漂亮的黃槿步道，建議防風林

區之造林要妥善規劃，並積極養護管理，可作為觀光資源。 

（五） 同意政府將許厝港劃設成為濕地，編列預算做相關建設，惟預算

的執行應有具體成效，積極的管理。 

五、 內海里許程睿里長 

（一） 建議公所協助提升活動中心設備，以利說明會的進行。 

（二） 感謝台大的李教授對許厝港濕地的關注，聽取地方民意，協助規

劃相關建設，如魚塭移除後水池規劃吸引鳥類聚集，及規劃生態

池以淨化工廠汙水等，也感謝管理中心的黃主任移除河川內的污

水管線。期望許厝港濕地在各單位的協助下，環境能越來越好。 

六、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一） 魚塭拆遷事宜現況係依法律程序辦理，拆遷期程考量魚塭養殖及

工程需求的時間可再做適當的處理，惟此陳情意見與保育利用計

畫無相關。 

（二） 許厝港濕地規劃將以維持現況為主，建設包含服務性、景觀性設

施及復育性措施，結合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不會過多的開發。 

（三） 目前許厝港濕地涉及許多單位管理，市府將研究規劃成立海岸管

理處，整合相關資源，對桃園地區的海岸線進行整體性的管理。

藉由相關經費的挹注及建設，使海岸線變得更漂亮，能留給後代

子孫一個可永續發展的土地。 

七、 主持人： 

（一） 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於重要濕地範圍內土地，包含漁業、農業及

建物等皆可從原來之現況使用，故在許厝港重要濕地範圍內，仍

舊可出海捕魚及耕種等。 

捌、 會議結論： 

一、本案公開展覽期間（106年8月28日至9月26日止），民眾有任何相關意

見或疑義，皆可透過書面（公民或團體意見表）提出相關陳情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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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洽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二、陳情意見本部均將予以錄案，並於公展完成後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充分討論，以利本保育利用計畫案回應地方實際需求且落

實執行。 

三、有關民眾反映魚塭拆遷事宜及濕地公園相關規劃之意見，請桃園市政

府協助瞭解處裡。 

玖、 散會：上午11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