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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桃園縣政府為了推展「千塘之鄉」地景文化並保存埤塘水圳作為國家重要

溼地的文化資產，歷年來縣府於濕地復育與各地埤塘的環境營造上投注了相當多

的心血。事實上，就內政部營建署推動的國家溼地的復育政策而言，桃園縣自

98 年度起便預計以四年為執行期程，以桃園全縣埤塘水圳，進行長期與全面性

之操作研究、推廣教育，藉由取得數個現有重要埤塘法制化的地位，並且透過民

間擴大參與營造之基礎，使其成為具有生態改善、水質淨化、學術研究、推廣教

育、工法展示、景觀綠美化以及活化社區參與等多重功能的埤塘生態工法之典

範，藉以落實埤塘永續經營、開展桃園縣發展出整體國家級濕地價值，進而朝向

國際級溼地特殊埤塘重要資產地景之目標。 

因此，本計畫服膺於 98 年度內政部營建署所指導之國家重要溼地生態環境

調查及復育計畫的「桃園縣埤塘資源調查」研究計畫中後續建議的構想。故於

99 年度桃園縣埤塘資願調查研之重點將著重於於建構適宜於桃園台地埤塘水圳

來推廣「溼地工作坊」最佳化的運作模式，以期風行草偃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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