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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109 年 9 月定期大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 年 9 月 24 日(四)14 時至 17 時。 

貳、 地點：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 201 室(桃園市大園區中華路 298 號)。 

參、 主席：顏副召集人蔚慈                         記錄：梅詠涵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 主席致詞：雖然今天天氣不太好，但沒有影響到青諮委員們的熱情，

相信剛大家先走了一遍，和過去想像中的桃園海邊是不太一樣的印

象，可是這個印象和剛才復育成功的場景，就知道這是經過非常多

的努力，從政策的擬定到桃園市政府有一個專責單位的執行，過程

中做了非常多的評估、設計和研究再到執行面及海岸線的管理，這

個工程非常浩大，也希望今天能透過這樣的活動，讓委員們看到市

府在海岸線保護的政策上面非常具有前瞻性，更可以透過簡報了解

海管處的工作，它繁雜的程度和困難度絕對超過大家的想像。我記

得有一次海管處林處長在市政會議上做專案報告，最後他說付出的

結果真的有候鳥回來了，在工程完工後的驗收當天，就看到黑面琵

鷺停在旁邊，聽到的當下深受感動，原來市府投注的資源和努力有

成果了，希望透過今天的交流可以多認識海岸保護上面的政策，也

希望大家待會多提供意見及提問。 

陸、 專題簡報： 

柒、 討論交流重點： 

海岸管理工程處-林立昌處長： 

謝謝青年事務局顏局長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和各位青年諮詢委員

認識，海岸管理工程處其實也很年輕，自 107 年 3 月 15 日成立未

滿三年。除了今天看到那麼多的年輕朋友，其實海管處的同仁也很

年輕，平均應該也 30 歲左右而已，所以海管處在海岸管理的工作同

仁們也是千頭萬緒；目前在海岸管理工作已經上軌道，也希望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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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資源和人力的投入，讓海岸管理的工作能夠更上一層樓；桃園

其實不只有許厝港國家級重要濕地，另外也有觀音草漯沙丘地質公

園及新屋的百年石滬群等，我們一直在努力地營造，未來如果還有

機會，也會和大家在介紹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是怎麼建造起來的，以

及過去荒廢很久的新屋石滬群，市府是怎麼讓它起死回生；還有觀

新藻礁保護區綿延 27 公里長，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做到最好的保護，

其實海岸的生態要保護需要眾人的幫忙，所以我們持續做生態調查

之外，也包括海岸景觀的營造及海岸環境監測中心的成立，這些都

是做海岸管理基礎的工作。如果不知海，就不知道如何改造海，如

果我們沒有辦法了解海的本質，如何談改變海的本質？所以未來會

持續往這個方向努力。 

補充說明，許厝港濕地復育是當初海管處成立時辦的最大一個案子，

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其實工程並不困難，工程前面的準備

工作才是困難，現在工程基本上都能克服一切外在環境的限制，但

其實工程要繼續的話必須找到工程可以著力的點，所以我們一定要

先收回土地，沒有土地的話根本沒辦法營造，有關許厝港整個的復

育它的道理很簡單，相信從頭到尾大家一直聽到四個字「挖填平衡」，

在營造許厝港濕地的過程裡面我們需要謹守這四個字的原則，因為

在老街溪的出海口產生陸化現象，而往上在老街溪魚塭占用的部分

水則太深，一方是水太深、一方是水太淺，這兩個都是不利於水鳥

生存的環境，如果我們把兩個互相交換，就可以創造水鳥可以生存

的條件。那為甚麼水鳥的水不能太深？因為水鳥覓食喜歡站著吃魚

蝦貝蟹，水太深的話牠腳不夠長無法吃到食物，所以適合的水深就

是 30 公分，當時規劃我們是站在水鳥的角度去設計濕地，不以人的

角度來思考，因為最主要的目的是回復到過去「水鳥的濕地樂園」。

在這過程裡面，如何讓鳥能夠來到濕地，以及和當地社區居民溝通

都是需要努力的，現在大園區的鄉親都稱讚這個工程，很高興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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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整個生態回到小時候看到的模樣；「記憶的痕跡，才是最美麗的回

憶。」所以整個環境的營造不在於說投入多少的成本去大興土木，

而是我們如何幫在地的民眾找回在地的記憶。 

洪以柔委員： 

我本身也是從事海洋環境工作，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依海近海」。今

天參加交流，了解濕地復育的這些過程我很感動，因為我知道做這

些的難度，以及最前面的溝通和後續的工程，而感動最重要在於「候

鳥回來了」，因為生物是所有科技都沒有辦法達到的檢測。我覺得這

所有的一切都很棒，建議後續能夠補上環境教育，而我覺得青諮委

員們可以協力的地方，就是對年輕人的教育，特別是簡報裡有提到

233 種的候鳥，年輕人其實不太知道，只知道白鷺鷥、黑面琵鷺、

灰色的鳥等，那這些就是我們未來可以協助的著力點，可以將訊息

擴散給更多青年知道，包括整個工法、魚塭等，如果未來青諮可以

在生態教育方面盡一份力，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到這裡，推廣給更多

賞鳥的朋友，讓賞鳥文化在台灣可以慢慢地推廣。 

劉曜維委員： 

簡報裡的內容有提到一個內海國小的濕地生態教室，誠如洪以柔委

員所說環境教育部分，海管處是不是有機會和其他單位合作，在寒

暑假期間舉辦一個觀察、體驗的營隊，讓更多人了解候鳥和當地的

環境復育工程，以及了解到桃園濕地不只紅樹林，還有其他生態，

還可以辦理如淨灘的系列活動，讓民眾了解海岸管理及生態復育的

過程。 

馮輝倫委員： 

我本身住新屋，每次回來都會行經西濱路過許厝港，但都沒有實際

走進來，非常感謝林處長和海管處讓我瞭解這個地方。讀中壢高中

時，假日老師就會帶著我們去看藻礁、海景，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像

今天有解說員，覺得很可惜沒有辦法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可以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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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合作。 

曾鈺婷委員： 

剛到溼地時有看到附近有一個工廠，想問溼地是會再擴大嗎？因為

工廠會排汙水和廢氣等，對濕地會不會有影響？我覺得對濕地發展

最好的環境是週邊不要有工廠，因為現在污水處理的接管，應該是

還沒接到這裡，污水就會直接排放出去，建議濕地周圍的地區也可

以規劃納入管理的範圍。 

魏季弘委員： 

本身在龍華科技大學教書，收到這類型的資訊並不是很多，希望有

關單位可以發公文來學校，結合營隊鼓勵學校師長帶著學生一起來

參加，最好也可以再結合到公益讓參與變得更有意義，例如淨灘等

活動。剛剛專題簡報中也有提到很多不同鳥類，我覺得可以再介紹

其他生物，像是魚、蝦等，讓參加的人可以學習到更多的東西。另

外像是魚塭回收和廢土回填的問題，像是台南有類似爐灶事件，是

不是後續可以做長期的監督，以及當地回填的污染物會不會造成居

民的困擾，這是我覺得也需要觀察的。 

謝芷芸委員： 

本身是新屋人，所以聽到藻礁時是很有感觸的。從國小就很常接觸

海邊，在海岸騎腳踏車的活動看藻礁和附近的發電廠，甚至會結合

客家文化去推廣。今年我有參加一個營隊，它是結合當地居民、新

屋高中學生到藻礁附近做地圖，我覺得像這樣以居民身分加上學生

去推廣，是許厝港目前沒有看到的，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孫瑋成委員： 

我有比較不一樣的觀點是林處長有提到說，許厝港有很多鳥類拍攝

者，他們可能愛賞鳥但不一定愛鳥，而我自己就學時期學習到的觀

點像是設置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反而比較不要去推廣和觀光，

不希望造成太多的人為干擾或破壞，想要請教的是許厝港未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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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劃設生態保護區等規劃？亦或是會大力發展觀光嗎？要如何減少

人為干擾的因素和行動？另外有提到產業鏈的問題，本來是有漁塭

後來搬遷了，後續這些養殖戶有沒有補償措施？如何處理及是否為

良好的結局？最後一個問題，回饋到像我們這樣青年的角色，海管

處有沒有一些想法是青年力量可以加入的？例如各項活動、教育、

人力發展培育等各層面。 

顏副召集人蔚慈： 

首先回應一下，委員們有提到環境教育和宣導，是非常好的建議。

青年局裡有青年志工，108 年有舉辦過淨灘活動，而大家今天也有

給出一些新的想法，例如將淨灘結合其他的教育學習，包括知道這

片土地是怎麼來的，知道今昔的對比是會很有感觸的，更讓人深入

認知環境要好需要大家的力量；透過公部門、私部門的支持以及全

民對環保的意識來改變。所以未來像是志工有關淨灘的活動，就可

以結合導覽的資訊，也可以了解到因為海管處做了很多努力，才有

現在的成果，後續在環境教育層面是可以再加強的。 

後續海管處有任何志工的需求，都可以和青年局聯繫，透過串聯各

個學校等資源投入愛護海岸志工、課程、營隊等一起協力舉辦。謝

芷芸委員有提到與學校的結合，可能各地方的發展不一樣，我也覺

得許厝港濕地是非常好的生態教育，我們也可以和桃園各區的高中、

大專院校合作，未來會把許厝港海岸復育的成功案例帶回去，串聯

更多學校結合辦理活動。另外有委員提到魚塭的問題，實際上魚塭

並不是原本在地產業，所以在這個案例來說歸類是侵占土地，也就

是不能在這塊土地上有產業的發生，甚至國有財產署是可以去追討

相關的不法所得及破壞環境轉嫁由全民來負擔的成本，接下來請林

處長來協助詳細說明。 

海岸管理工程處-林立昌處長： 

謝謝各位給海管處這麼多寶貴的意見，一起來交流這樣的議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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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生態的保育就是要做環境的教育，因為只有環境的教育扎根後，

生態的保育才能夠永續下去，這是一直以來的理念。所以說未來，

也希望把我們海岸的四大亮點：「許厝港濕地」、「觀新藻礁」、「新屋

石滬」、「草漯沙丘」，與教育局共同研議合作，讓民眾知道原來桃園

有國家級重要濕地-「許厝港」。其實國家級應該是由內政部營建署

管理，105 年 6 月時授權給地方接管後，我們就花心思去努力徹底

實踐，而明年我們規劃推動「里海學堂」，以大園國中為基地，希望

透過桃園國中、小的老師，把教育的種子傳播到桃園在地學子的心

裏面，讓大家知道桃園有這麼重要的生態資產，據調查國中小的老

師有 16,000 多位，以每年 2,000 位的調訓人數要做 8 至 9 年，但

市府願意去做這件事，因為這是對未來永續發展非常好的投資。明

年也會規劃青年講座的課程，到時候第一優先的話是不是能夠和青

年事務局共同合作，用最好的師資和設備，把桃園的海岸和觀念推

廣出去？另外淨灘活動已行之多年，從過去到現在來看，海岸已經

乾淨很多，不過我們也發現到召募很多海岸巡邏志工，大多屬於比

較高齡的人士，因為年輕人較傾向到外地去工作，所以未來希望藉

由生態的保育與產業鏈結，讓地方創生能夠在在地深耕，使年輕人

願意返鄉，地方能永續發展。 

我們也希望未來在生態解說這方面，能夠加強講解的程度並成立 10

至 15 人的解說人員菁英班，對濕地、鳥類、魚蝦貝類等全面詳細解

說。這邊也說明千萬不要再把紅樹林和濕地劃上等號，任何一個生

態的維持都必須堅守中庸之道，允許任何的物種可以和諧共處，而

一個族群的壯大就是會縮短另一個族群的生存空間，像招潮蟹喜歡

比較寬廣的泥灘地，泥灘地正好又是水鳥喜歡吃東西的地方，如果

都種植紅樹林的話，基本上這些生物很容易因為棲地不足而消失，

而且容易導致濕地陸化，因為紅樹林會附著砂土逐漸累積變成沼澤

再變成陸地，這些都是生態演說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條件，我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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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做的就是延緩這個過程。而土地回填的問題，在這過程中沒有

用外來的土地，而是用出海口的淤泥回填到魚塭裡平衡。另外桃園

海岸不適合發展大眾旅遊，也就是有水上活動的觀光遊憩，以四大

亮點來看比較適合生態旅遊，以小眾旅遊的方式 20 人左右為限去

靜靜欣賞，了解濕地是如何形成、濕地的可貴之處及如何永續下去

等。 

至於濕地為何沒有辦法劃為自然保留區，因為自然保留區是屬於限

制人為活動的禁止性質保護工具，也就是說劃進自然保護區後人是

不可以進去的，可是我們濕地希望能明智利用，透過環境教育及允

許已經存在的產業能繼續發展下去，讓它是一個人與土地能夠共存

的空間，這部分就是靠人們自我約束，希望人可以進入濕地但人不

要去破壞濕地，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把桃園四大亮點劃為自然生

態保留區，那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非不得已才去朝這方向努力，

除非是已經快要瀕臨絕種，才會用比較強硬的手段。而任何保育一

定有「分級分區管理」的概念，包括濕地的保護區、藻礁野生動物

保護區、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我們都分級分區管理，最核心的區塊

只允許科學研究的人員進入並提出申請，其次可能是我們的永續利

用區、緩衝區，允許去做環境的教育、淨灘等活動，允許不太會破

壞環境生態的行為。剛才謝芷芸委員有提到藻礁的部分，其實藻礁

不只桃園有，現在新北市的三芝石門、台東的杉原、屏東的墾丁都

有藻礁，而桃園藻礁綿延 27 公里是全台灣生態保持最完整、面積最

大的生態保護區。海管處存在的目的就是讓海岸生態可以維持、海

岸的環境可以得到保護，希望各位年輕人都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有

更多機會透過你們創新的想法，帶動海岸區塊的發展。 

捌、散會：1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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