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理諮詢會
111 年第 1 次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111 年 12 月 1 日（星期四）14 時

二、會議地點：本處第 1 會議室

三、會議主持人：張處長登文　　　　　　　　　　　　紀錄：蘇瑋佳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業務單位報告：前次會議紀錄辦理情形及近期重要工作（略）。

六、會議結論
(一)本處各項業務有賴各單位協助推動，如解說專車刻正運行黑琵線，

感謝特生中心協助提供展示解說；亦感謝各位委員提供建言，請
各課站納入未來業務參考，並於下次會議回應辦理情形。

(二)有關七股鹽田未納入國家公園範圍的部分，未來是否有機會納入，
本處將持續評估；其他委員提及本處範圍及周邊資源等課題，亦
請企劃課評估是否納入通盤檢討。

(三)本處海域占範圍大部分，未來若有機會，將研議與海保署合作研
究復育工作。

(四)有關葉老師提到以遊船串連水路，亦為本處努力方向，刻正研議
各類型保護區相關規定，並與各主管機關研議如何突破法令限制；
有關安順鹽場館舍整修部分，目前已撥用 2 棟及租用 1 棟，即將
開放使用，其他部分未來將持續努力，周遭環境設施也還需要改
善，例如指標系統需再檢視。

(五)洪主任提及光電板議題本處非常重視，目前會持續推廣友善養殖、
持續辦理棲地改善，提供候鳥更多棲息及覓食空間。

(六)感謝邱老師綜整本處棲地復育的成果與課題，未來將持續累積監
測調查成果、檢視保育目標，並將產業文化融入保育工作。

(七)明年將與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研議合作護蟹工作宣導，期能提高
社會關注及保護成果。

(八)有關洪老師建議加強鄰近國中小學生參與，以發揮資源效益及人
力培訓成果，將納入未來活動規劃參考，將學生視為未來國家公
園保育或推廣種子。

(九)本處各項重要工作成果及計畫主要呼應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請
各課站賡續努力，亦請委員多加指導。



七、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陳建誠委員

1.近年頂山地區黑琵數量增加，依現地觀察結果，鄰近小型棲地如廢
棄魚塭、臺糖土地都已施作光電工程，故黑琵集中到容易觀察的棲
地，造成數量大幅上升的假象。目前鹽田台區已納入國家公園範圍，
先前也做過水位調控試驗，未來希望可以盡量保持可供冬候鳥使用
的狀態。

2.本會 11 月間在頂山地區已搶救 20 隻黑琵，目前有 9 隻在治療中，
亟待更多安全的棲地提供棲息覓食空間。

(二)許晉榮委員
1.安順鹽場整體而言仍有許多空間尚待改善利用，以目前狀態而言，
遊客若無人帶領，進入鹽場後不知如何參觀，亦無法了解豐富的產
業文化背景。

2.簡報中各項工作報告均有對應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很值得學習
的作法。

3.有關環文蛤或紅蟳培育及放流，涉及許多問題，例如環文蛤為移動
性較差的物種，原則上本中心採取當地原種，培育後原地放流的作
法，以免造成過多人為介入；又如紅蟳有存活率的問題，培育放流
後，未必能讓當地漁民有收穫量明顯增加的感受。

(三)葉如萍委員
1.呼應許主任的看法，過去遊客進入安順鹽場的確不知道可以做什麼，
目前國家公園已進入參與經營管理，適逢 2 通啟動，安順鹽場陸路
交通便利、可及性高，但水路交通闕如，未來可以考量如何增加遊
船體驗，重現歷史及產業文化場景。

2.相關工作不一定要等到通檢完成，目前可以先專案性辦理一些活動，
爭取各機關及國家公園計畫委員的支持。

(四)洪夢祺委員
1.呼應陳理事的看法，頂山鹽田的確有黑琵數量大幅增加的趨勢，目
前七股鹽田重要濕地有 6 個 NGOs 認養，黑琵學會的定期監測對於
了解現況助益極大，累積很多重要的基礎資料。

2.光電業者一直試圖擴大興建範圍，如何在周邊地區保護更多棲地是
一大課題。

3.根據觀察，主棲地是黑琵休息場所，周邊魚塭則是主要覓食場所，
未來希望台江處能夠把友善棲地推廣到主棲地附近，其至台區一帶。

(五)邱郁文委員
1.前次會議的建議均獲台江處回應，值得肯定。
2.周邊土地大量興建光電板，為生態保護一片淨土是國家公園的責任。
3.國家公園成立之初，本人曾隨團搭船參訪水域，當時有魚跳到船上，



對濕地豐饒留下深刻印象，建議針對民生物種多加著墨，甚至可考
慮與水試所海水中心合作，加強復育如環文蛤甚至紅蟳等物種。許
主任關切基因多樣性的問題，根據歷年相關研究，只要不是引入金
門、馬祖的個體，在臺灣本島的環文蛤放流應無問題。

4.在基礎資料方面，目前有黃大駿老師在鹽水溪口的調查，四草部分
的資料較舊，不過陸蟹調查有補充部分資料，建議未來規劃相關計
畫以加強補充或更新。

5.陸蟹的巡守有很顯著的成效，希望未來可以持續和地方合作辦理。
6.有關漁業權區劃，希望劃定之後有助管理、可維持水域品質。

(六)王美欣委員
1.本處每年參與黑琵救傷演練，但以風管處而言，保育量能不是經營
管理重點，建議台江處可以投注更多資源。

2.今年的集點活動和台江處合作，相當成功，未來若本處舉辦安南地
區的活動，希望都可以持續合作。

(七)洪于婷委員
1.過去聽到台江只聯想到黑琵，現在漸漸知道也有陸蟹、暗蟬等生態
資源，建議未來可多加推廣。

2.台江處投注相當多資源在辦理解說專車，也培訓許多解說人力，建
議可以加強與鄰近國中小合作，提升解說資源使用率。

3.未來解說專車鹽田巡禮線由火車站出發有很重大的意義，遊客集合、
上車的過程也是一種曝光機會，可以吸引更多民眾關注國家公園。

(七)黃仙立委員（書面意見）：第六河川局改建六孔碼頭期間，原娛樂漁
筏上下遊客之浮動平臺因工程影響無法使用，建議台江處預為因應。

(八)吳茂成委員（書面意見）：2023 年為台江建庄二百年，目前社大台江
分校、海尾朝皇宮、台江流域社群也展開系列的台江建庄二百年的「
反思與前瞻未來」系列活動，特別是台江國家公園的創立，見證台江
環境運動從黑面琶鷺運動來保育國土，到倡議催生台江國家公園來守
護家園的歷程。因此，建請台江國家公園可以從下列面向，結合社大
台江分校、海尾朝皇宮、台江流域社群，共同參與台江建庄二百年慶
典，共同推動守護家園、保育環境的理想。
1.迎接台江建庄二百年，建請台江國家公園以黑面琵鷺運動、台灣暗
蟬守護運動、山海圳國家綠道運動等相關環境治理案例來策展，治
理經驗也可以拍攝影片播放，讓市民看見台江環境保育運動的歷史
發展。例如，策畫台江建庄兩百年「環境治理在台江」、二是「台
江流域信仰文化展覽」。

2.台江青春夜行，可以結合嘉南大圳水上運動訓練中心、台南市觀旅
局，與台江國家公園平台作為對口，規劃台江建庄二百年獨木舟體
驗活動。初步可以結合 2023 年的台江青春夜行，結合嘉南大圳獨木
舟體驗來試辦。



3.鹽田文化生態村整修完成後，建議結合台江流域學習活動，讓在地
高國中小學發展探索與實作的體驗教育。

4.建議台江國家公園持續規劃評估與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合作，發展從
台江到東吉島的黑水溝海洋文化路徑的環境教育。同時持續與玉山
國家公園合作，沿著山海圳國家綠道從台江走到玉山，或是玉山走
到台江，串連山海，形成台灣特有的國家公園長距離走路運動。

5.國家公園現行有關黑面琵鷺或者其他相關的紀錄片、講座、文化市
集等，建議結合台江建庄兩百年主題，安排整年度的播放及活動時
間表，促進更多市民認識台江國家公園。

6.建議台江國家公園設立一個台江建庄二百年籌備小組，和台江流域
社群一起討論建庄兩百年相關事項。

(九)本處保育研究課：有關許主任及邱老師建議，本處今年委託「台江地
區常民產業文化發展及相關文物調查計畫—以漁撈（含鹽業）文化應
用為例」1 案，結果將作為文史保存及後續推廣應用。

(十)本處環境維護課：補充前次會議中，邱老師建議改善台 61 線下交流道
後缺乏指標系統之回應，目前指標均已完成，至於和 Google Map 導
航路線不符的情況，將視現地狀況考量是否增設適當指引。

八、散會(15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