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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內容

一、 評分表設計建議
1. 目前的表中性質橫跨硬體及軟體，例如大溪川跟梗枋溪提案雖然是工

程但也針對生態，若沒有在藍圖裡面設有權重就很難看出關注的重
點。

2. 建議從三大面向（水與生活、水與生態、水與文化）分別給權重；加
權設計有很多需要討論的細節，例如水利署或是經費來源單位有優先
順序等。

二、 全區通用意見
1. 部分計畫的名稱可能有一些調整的空間，若非實質跟實質條件綜合去

看，或影響層面大，效益可能就大。
2. 在地團體有另一個面向的價值跟貢獻，可能是護溪守護等等，如果政

府進入可以更多地資助在地。
3. 水利署定義的水質，如 RPI，是針對飲用水的水質而非生態的水質。

很多水生動物需要的水其實也很濁，不同的水質可能也支持不同的物
種。

三、 頭城沿海地區行動方案
1. 大溪川河岸連結與休憩空間優化

(1) 大溪川跟梗枋溪源頭應該有很豐富的湧泉跟水源，現況像悅氏等
礦泉水公司就是在這裡取水，所以有跨到經濟跟就業。

(2) 大溪漁港北堤外面獨立礁岩，有保育類的蒼燕鷗每年都來築巢，
一次都有 20、30隻來。

2. 梗枋溪迴游魚廊道營造
(1) 梗枋溪這裡已經有魚梯，對於鰕虎等洄游魚類要跳上去都沒有問
題了，我們可能太高估現況對於生態的影響。

(2) 梗枋溪這邊生態調查資料較缺，也沒有在更上游的完整資訊，或
是水質等等的基礎資料，如此評分是要看現有條件還是未來的潛
力呢？

(3) 建議部分比較軟性的規劃可以考慮讓在地團體認養（如梗枋溪找
頭城農場）。

3. 頭城河城市生活水岸營造
(1) 頭城這邊有很多歷史的東西可以去談，跟舊城做連結。

4. 得子口溪水環境總體營造計畫
(1) 得子口溪以北的溪流都比較短，以南河川長了以後就會有斷流的

問題，很多伏流水斷流那裏就有外來種入侵，因此外來種移除跟



外來種抑制的議題也應納入得子口溪討論。市地重劃區到省道前
這段入侵嚴重，但是根除銀合歡的技術是林務局有，局部清除之
後要立刻補植很強的原生種。

(2) 鳥類跟魚類有一些關注物種，但是沒有到保育程度。老爺後面靠
溪床那裡原本有河烏，現在越來越少；下游這一段有一些保育類
棲息，黑面琵鷺也是有的。三民濕地的魚蝦蟹很少。

(3) 上游的養殖業者跟畜產這些，還是會影響下游的努力成果。
四、 蘇澳南澳地區行動方案

1. 新城溪生態廊道營造計畫
(1) 新城溪上游水源是真的好，應該是重要的保護對象。龍德工業區

源頭排放要管理好，新城溪本身能作的事情不多。
(2) 武荖坑一直有親水跟遊憩的營造作法，上游跟下游都不錯，中游

就比較沒有。
(3) 攝影當下水量多也是因為剛經過一段時間的強降雨。新城溪的生

態分布狀況很極端，武荖坑旁邊，小小的鱉很多，兩棲類爬蟲類
都很多，但是過了龍德工業區以下的河段，連垃圾魚都沒有半
隻。

(4) 無尾港濕地的保育不管是軟硬體，這二十年來都是紛紛擾擾。但
這兩年而言棲地營造有改善，應是是有走對路的。

(5) 新城溪雖有小燕鷗，但數量很少。
2. 阿里史溪河道自淨力提升計畫

(1) 阿里史溪的水是冷泉冒上來的，如何保護應為重要課題。
(2) 生態復育沒有什麼機會，但可以多著墨在棲地復育。

3. 蘇澳溪小水滴戶外學堂建置計畫
(1) 蘇澳溪上游可能沒有水，但有伏流，士敏國小這一段應該是都有

水。下游那邊縣政府好像有作水利發電，這邊要再確定。
(2) 需要多去了解自來水公司，去看看場域有沒有開放的可能，或甚
至可以跟學校合作互動做環境教育。

4. 南澳溪小燕鷗棲地保全
(1) 紅皮書列入物種的標準較低，所列跟現況會有很多落差。
(2) 目前好像有地方提出申請國有地認養，看有沒有機會跟縣府申請

作固定式的圍籬，但也要選對灘地，應該用比較軟性的工法讓第
一道沙丘長禾本科去作防風擋砂。

(3) 南澳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葉武訓理事長（葉家香剝皮辣椒現任長
們）一直有在做毛蟹的復育。由於以前作整治的時候都是單一化
沒有保留大小石頭，不利毛蟹小蟹躲藏，就都會被魚吃掉。

(4) 最南端神秘沙灘好像有文化資產。附近的沙灘車會影響或破壞小
燕鷗棲地，應避免讓沙灘車開入。

五、 蘭陽溪上游地區
1. 蘭陽溪上游友善耕作輔導計畫

(1) 聽說南山在二十年前，肝癌占前三名，原因是農藥用太兇。
(2) 行水區到高灘地都在種西瓜，這是對於水環境物理性、生物性跟

化學性的破壞，甚至會影響到陸域。
(3) 蘭陽溪上游是宜蘭地區的水源來源，都應該要去改善。友善耕作

是第一步，也可能包括農產行銷的推動，後續應該著眼於生態廊
道復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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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結果
頭城沿海地區評核結果

亮點主計畫

分項行動計畫
類別 建議佔分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1) 水質改善

評分因子：提案具改善水環境之水質效益

(2) 水岸縫合

評分因子：提案具串聯水綠網絡動線營造水域節點，並平衡生態與發展可
能性

(3) 親水遊憩

評分因子：提案具親水活動觀光發展、景觀營造的潛力

水與生活小計

(4) 水源保護

評分因子：提案位於水源保育或地下水補注敏感區，具備水資源保護重要
性

(5) 生態保育

評分因子：棲地或物種已具生態亮點，確保其生態環境。

(6) 棲地復育

評分因子：以人為方式介入達復育目標

水與生態小計

(7) 歷史再造

評分因子：提案水環境與常民生活有高度互動關係或生命經驗連結，並具
有發掘潛力

(8) 跨域加值

評分因子：提案與其他局處計畫間有互補加值的機會

(9) 社會動能

評分因子：提案具公民參與及民眾認同潛力、社區維護動能、納入環境教
育課程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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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南澳地區評核結果



 

亮點主計畫

分項行動計畫

類別 建議佔分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分數 權重 小計

(1) 水質改善

評分因子：提案具改善水環境之水質效益

(2) 水岸縫合

評分因子：提案具串聯水綠網絡動線營造水域節點，並平衡
生態與發展可能性

(3) 親水遊憩

評分因子：提案具親水活動觀光發展、景觀營造的潛力

小計

(4) 水源保護

評分因子：提案位於水源保育或地下水補注敏感區，具備水
資源保護重要性

(5) 生態保育

評分因子：棲地或物種已具生態亮點，確保其生態環境。

(6) 棲地復育

評分因子：以人為方式介入達復育目標

小計

(7) 歷史再造

評分因子：提案水環境與常民生活有高度互動關係或生命經
驗連結，並具有發掘潛力

(8) 跨域加值

評分因子：提案與其他局處計畫間有互補加值的機會

(9) 社會動能

評分因子：提案具公民參與及民眾認同潛力、社區維護動
能、納入環境教育課程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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