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保育利用計畫保育利用計畫保育利用計畫」」」」 

第第第第 1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貳貳貳貳、、、、 業務單位說明業務單位說明業務單位說明業務單位說明 

詳提案單（如後附） 

參參參參、、、、 簡報計畫內容簡報計畫內容簡報計畫內容簡報計畫內容 

肆肆肆肆、、、、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詳附表詳附表詳附表詳附表）））） 

一、 保育利用計畫範圍 

二、 計畫年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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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水資源保護及利用管理計畫 

五、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六、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七、 其他相關事項 

八、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九、 會勘委員意見處理 

伍伍伍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陸陸陸陸、、、、 臨時動議臨時動議臨時動議臨時動議 

柒柒柒柒、、、、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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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淡水河流域淡水河流域淡水河流域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重要濕地重要濕地重要濕地(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級級級級)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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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淡水河流域濕地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並業於 104 年 1

月 28 日公告確認範圍。 

（二）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案業於 105 年 10 月 1 日起至 105 年 10 月 30 日舉行

公開展覽，並於 105 年 10 月 20 日假新北市板橋社政

大樓 3 樓會議室及 105 年 10 月 21 日假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迪化污水處理廠簡報室舉辦說

明會（附件 1），並於 105 年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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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範圍共包含 11 處子濕地，主要

位於大漢溪、新店溪、二重疏洪道及淡水河主流範

圍內。包括臺北港北堤重要濕地、挖子尾重要濕地、

淡水河紅樹林重要濕地、關渡重要濕地、五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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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大漢新店重要濕地、新海人工重要濕地、浮

洲人工重要濕地、打鳥埤人工重要濕地、城林人工

重要濕地、鹿角溪人工重要濕地。面積總計為 1,788

公頃。 

本計畫於主要保育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環境資源之

永續、減輕環境變遷之不利衝擊，以維護濕地環境

生態的穩定平衡及自然演替，有助於濕地環境的永

續經營，並維護流域整體生態之棲息、覓食及繁殖

環境，考量 11 處子濕地分布於淡水河流域範圍，為

確保整體流域濕地生態廊道治理之完整性，依本流

域現況、重要物種出現區域及濕地治理需求等，以

河川低水護岸範圍劃設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面積為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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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所訂計畫年期為 25 年」。本計畫以

核定公告年為起始年，計畫年期為 25 年。 

（二） 土地權屬分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範圍內主要為河川區或行水區(94.23%)，次為農業區、

保護區或公園綠地或園道等用地(5.52%)(詳草案第 41

頁)。土地權屬公有土地及未登錄地佔 98.72%，私有或

公私共有佔 1.28%(41.46 公頃)(陳參 4)。私有地主要分

布於關渡重要濕地範圍內(36.08 公頃)，其餘零星分布

於大漢新店重要濕地(4.69 公頃)、打鳥埤人工重要濕地

(0.39 公頃)、城林人工重要濕地(0.01 公頃)、鹿角溪人

工重要濕地(0.19 公頃)(詳草案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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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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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生態價值之優先保護區域：關渡自然保留區、

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臺

北市野雁保護區。 

2. 具有環境教育價值之區域：鹿角溪人工重要濕地（於

民國 103 年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五股濕地（荒野保護協會自民國 93 年

起認養五股濕地，持續執行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管

理工作）、關渡自然公園（民國 85 年臺北市政府成

立關渡自然公園，於民國 90 年 12 月 1 日起由臺北

市政府委託民間組織臺北市野鳥學會所經營管理之

環境教育學習場域）。 

（四） 其他：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規劃理念、功能分區示意

圖、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相關管理規定一覽表、

預估經費需求（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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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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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0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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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項目 時間 

核心 

保育區 

核心一 7.55 1.科學研究及設施 

2.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

設施。 

3.棲地維護必要工作 

全年 

核心二 76.45 

核心三 44.76 

核心四 12.92 

生態 

復育區 

生復一 24.88 1.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自然生態保護設施、野生動物保護設

施、生態試驗研究站及圍籬設施、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生態體系保護

設施。 

2.科學研究及設施 

3.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

設施。 

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之使用項目 

3-6 月為管制

期間，其他時

段為一般使用

管制 

生復二 4.67 1.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自然生態保護設施、野生動物保護設

施、生態試驗研究站及圍籬設施、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生態體系保護

設施。 

2.科學研究及設施 

3.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

設施。 

全年 

環境 

教育區 

環教一 57.28 1.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

設施。 

2.公用事業設施 

抽水站、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木棧

道、涼亭、環境教育設施。 

3.人工濕地 

全年 

環教二 62.11 

環教三 7.55 

環教四 1.32 

環教五 88.55 

環教六 41.68 

環教七 47.03 

環教八 18.17 

一般 

使用區 

一般一 1299.01 1.公用事業設施 

抽水站、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木棧

道、涼亭、環境教育設施。 

全年 

一般二 14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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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項目 時間 

2.遊憩服務設施 

水岸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按現

況或水利計畫使用。 

3.公用事業設施 

抽水站、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木棧

道、涼亭、環境教育設施。 

4.水源保護及水保設施 

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設施、水文觀測

設施。 

5.從來之現況使用 

6.人工濕地 

合計 3,239.00 

 

表 3  相關管理規定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核心保

育區 

核心一 7.55 1.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護及研究使用為

限。 

2.新建之木棧步道、涼亭、觀景平台等設施，應取得主管

機關之許可。 

3.其他行為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

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合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

可辦法及主管機關允許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等。 

核心二 76.45 

核心三 44.76 

核心四 12.92 

生態復

育區 

生復一 24.88 1.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育、復育及研究使

用為限。 

2.配合復育頻度需分時管制，維護候鳥棲息的環境。 

3.其他行為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

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

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等。。 

生復二 4.67 1.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育、復育及研究使

用為限。 

2.其他行為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

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

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等。 

環境教

育區 

環教一 57.28 1.區內僅供環境教育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

其土地利用及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 環教二 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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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環教三 7.55 (1)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

建，得報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 

(2)區內供環境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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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環教五、環教六虛線區域，除配合防洪疏濬作業，其

他時段應降低人工干擾頻度，以維持其生態狀況。 

2.其他行為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

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

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建蔽率及容積率應依臺北市

或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範等。 

環教四 1.32 

環教五 88.55 

環教六 41.68 

環教七 47.03 

環教八 18.17 

一般使

用區 

一般一 1299.01 1.配合防洪安全需求或市政業務推動，得於河川流域進行

清淤疏濬作業及水域活動（藍色公路及輕艇等運動遊

憩），惟應避免生態及環境遭受破壞。 

2.其他行為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例如應符合水利法及其

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許

或申請使用之相關規定、建蔽率及容積率應依臺北市

或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範等。 

一般二 1445.41 

合計 3,239.00 

 

表 4  預估經費需求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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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第五年 

生態資料

建置 

生態復育區

環境監測計

畫 

150 150 150 150 150 內政部/新北市政府 

環境教育

推動 

濕地生態巡

守員推動計

畫 

80 80 80 80 80 
內政部/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水質穩定

管理 

水質監測計

畫 
50 50 50 50 50 

內政部/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新北市政府、臺

北市政府 

風險管理

觀念落實 

緊急應變模

擬推動實施

計畫 

  50  50 

內政部/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內政部消防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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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明會及人民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001 林○貞 永和區長提

段 

1.為配合此計畫對濕地保育利

用中「提供環境教育展示場

域，避免過多人為干擾設施，

以做為雁鴨棲息基地與觀察

場域。」(如草案內容 p.58、

p.60、p.66 表 15、16、19 環較

六中多次提及)。 

2.非公有地部分所佔比例並不

大，如草案內容 p.39 表 12 中

所列大漢新店重要濕地：私有

地僅占 0.5%、共有地僅占

0.34%。 

3.為支持施政執行者更方便貫

徹計畫，且可避免違憲的「與

民爭地(利)」或「侵損民產」

之爭議。 

1.由主管單位規劃，逐年或逐筆

編列預算徵收私有地及共有

地。 

2.由統合單位規劃，研擬換地計

畫及方式將私有地及共有地

換為公有地。 

002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分署 

-- -- 1.按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 3、22 條規定略以，本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

地，主管機關為實施保育利用

計畫之必要，得依法徵收、撥

用或租用。 

2.因上述計畫草案目前規劃及

管理之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

範圍(包含 11 處子濕地)，屬國

家級保育利用標的，爰請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

範圍土地清冊(電子擋)，以利

套疊，倘有涉及公共用途者則

請主管機關依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撥用，以符法

治。 

003 林○得 臺北市士林

區 中 州 段

1 、 2 、

359-4 、

365-4、4、

4-1 、

462-4 、

463、464、

465、466、

466-1 、

467、511、

511-1 、

540-4 、

554-2 、

1.陳情人左列標示土地先前乃

祖先輩賴以為生之良田，民國

52 年期間因政府炸開觀音山

與關渡隘口的不當政策，導致

淡水河滿潮時海水溢流入河

口，使大片良田被沖刷成河

道。如今政府有以濕地保育計

畫將土地劃定為濕地，使人民

財產權再度受到損害。 

2.本計畫中洲段土地除公有外

幾乎為陳情人所有，且陳情人

土地面積高達 14.11 公頃，目

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為保護

水道防止洪泛損害而劃定之

反對政府將標示土地列入濕地

保育計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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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821 、

822-1 、

859 、

859-1 、

862、869、

882、884、

884-1 、

885、885-1

地號共 28

筆土地。 

行水區，其所有權之權能已受

限制。在未建立公平合理之補

償機制並徵得陳情人之同意

前，倘政府擅自將土地劃入濕

地保育區，即與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相違。 

004 許○衛 -- 1. 請問發文通知參加本次會

議的目的為何？ 

2. 因為臺北島並未劃入重要

濕地範圍。若列入保育利用

計畫範圍，是否可以照價徵

收土地， 

土地持有人有意願提供政府徵

收。 

005 許○隆 板橋區埔墘

段 

土地被規劃成濕地，土地產權是

否產生變化？ 

希望土地能被徵收。 

006 許○惠 板橋區埔墘

段 四 小 段

298-1~ 

300 號 

 

私有土地若在重要濕地範圍，是

否可以排除，或有沒有影響權

益? 

-- 

007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般使用區

第 1、3 項重複。 

建議修正。 

008 新 北 市

政 府 農

業局 

八里區小八

里坌段挖仔

尾小段 

-- 1.建請將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劃

為核心保育區，倘生復二範圍

於保留區內，請將生復二修正

為核心一。 

2.能否提供較清楚的核心一範

圍圖?核心一範圍若與挖子尾

自然保留區相同，因保留區範

圍不包括道路(未有地號)，請

將 46-20 及 46-27 地號排除於

核心一外。 

009 新 北 市

政 府 高

灘 地 工

程 管 理

處 

大漢溪沿岸

人 工 濕 地

(鹿角溪、城

林 、 打 鳥

埤、浮洲、

新海 1、2、

3 期、漢江) 

1.相關河濱公園設施的管理維

護是否須向內政部申請？ 

2.大漢溪沿岸人工濕地為處理

民生污水之用，同為本市市民

休閒、教育之重點場域，基於

保護本市市民健康、使用安全

及該區生態復育、水質淨化功

效與避免本市市民有誤觸本

法之爭議疑慮，並且該區人工

濕地之從來現況之使用均限

制禁止垂釣，以上現況建請本

計畫納入禁止於人工濕地垂

1.建議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納入

從來之現況使用之河濱公園

公共設施。 

2.建議本計畫納入人工濕地禁

止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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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釣規範，以完整現地管理之

效。 

010 陸 軍 關

渡 地 區

指揮部 

-- -- 本部下轄淡水河沿岸防區，目前

挖子尾營區已配合淡江大橋建

構實施搬遷，建議於未來淡江大

橋建構實納入評估。 

011 黃○榮 北投區關渡

段 1 小段

540、547、

545、559 地

號 

關渡濕地被占用數十多年，想要

申請填地都不行。 

建議將私有土地徵收，及補償多

年被占用損失，私人土地只有

1.19%而已。 

012 蔡○霞 北投區關渡

段 1 小段

551 地號 

1.此區域被劃為重要濕地(國家

級)部分涉及私人土地，既然劃

保育利用計畫，請把私人土地

徵收，再決定國家之重要設

施。 

2.此農地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

地，40 幾年來嚴重影響農民生

計，建請貴單位能儘速辦理徵

收並補償數十年來之休耕款

項。 

1.建議私有土地徵收。 

2.既為保育利用計畫區，應儘速

規劃開發，避免產生髒亂污染

河流。 

013 陳○仁 -- 土地劃在文資法的自然保留區

內，因為水利法針對位於河川區

私有地有徵收、容積移轉等規

定，以及濕地保育法第 22 條、

第 24 條有徵收、租用、撥用及

補償等規定。 

建議針對私有所有權人補償或

協助徵收。 

014 李○福 -- 紅樹林區係泥灘地可供野生動

物覓食。 

1.關渡自然保留區現在多外來

種，讓本土鳥類消失。  

2.請編列預算徵收私有土地。 

3.建議要提早通知相關單位參

加會議。 

015 方○福 北投區關渡

段 1 小段

542-1 地號 

此農地被列為(國家級)重要濕

地，40 幾年來嚴重影響農民生

計，建請有端知單位能儘速辦理

徵收，並請補償數十年來之休耕

款項。 

既為保育利用計畫區，應儘速規

劃開發，避免產生髒亂污染河

川。 

016 蔡○永 士林區中洲

段 

本人的祖父蔡金鳳之土地，座落

於七星郡士林庄和尚洲中洲埔

小段 35-1、35-2、35-3、35-4 地

號(現今臺北市士林區中洲段)等

4 筆，因被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

利工程處闢建富洲河濱公園，這

些土地也將規劃在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內，懇

請辦理土地徵收，以維護本人及

家族之權利。(憲法第 15 條、水

利法第 82 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