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江國家公園經營管理諮詢會
108年第2次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108年12月23日（星期一）10:00-12:00

二、會議地點：本處第1會議室

三、會議主持人：謝處長偉松　　　　　　　　　　　　紀錄：蘇瑋佳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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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在黑面琵鷺國際繫放夥伴網絡論壇，與來自韓國、日本及香港的

夥伴簽定合作備忘錄，最重要的是建立聯絡管道。未來的繫放工作除
了經費問題，也要考慮有沒有專家學者願意承接這樣的工作。

(二)本處保育課目前在部分公有地進行水位調控，成效良好，未來將持續
深化。

(三)請企劃課研議未來如何和股份魚鄉這樣的社會企業或其他類似團體合
作，另如內政部的濕地標章，是否有可能和私人養殖結合。

(四)七股觀海樓若可無償撥用，本處將儘速開始作業，請各課室集思廣益
，未來如何維護或利用。

(五)在農業局的大力協助下，鹽田文化村的撥用已獲行政院同意，本處亦
已編列預算辦理整體規劃，未來將妥為應用，作為解說及環教之用。

(六)本處持續思考改善設施，包括停車問題，也需要覓得合適用地，請環
維護和企劃課研議。

(七)本處將於12月28日辦理10週年處慶，歡迎蒞臨。

七、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楊科長錦樹：

1.本局編有預算辦理國家綠道植栽優化，後續如需要喬灌木植栽，可
由市府苗圃提供。

2.沙洲、潟湖維護及復育工作宜多方諮詢專家學者。
3.本局亦持續辦理淨灘活動，未來如有機會，可合作擴大辦理。

(二)台江漁樂園李執行長進添：
1.海岸線倒退和抽砂、上游水庫攔砂有很大關係，內海也在消失，已
有許多專家投入，但無明顯改善。

2.依大員港現地實驗，若以沙包護岸，宜先以專業防水布妥為舖設，
再緊密堆疊沙包，方有防止海水淘蝕之作用。



3.候鳥度冬地所需的淺坪水池等棲地需統籌調查規劃。
4.未來在產業轉型輔導上可開發魚的吃法和用途，例如過去有虱目魚
10吃，或如副產品製作面膜等，利用漁產加工和升級，讓漁民可以
留在家鄉，不可將現金補助當作唯一手段。

5.黑面琵鷺的繫放較適合由韓國等地執行，在臺灣度冬地捕捉繫放困
難度太高，成效不佳，不宜作為保育工作重點。

(三)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張教授學聖：
1.台管處諮詢會這個平臺非常好，可以作為各部門持續溝通的管道，
過去國家公園著重資源調查及保育，但在重要工作報告中，可以聽
出台管處著重社區共融，而參觀墾丁的里德、港口社區，都是全國
矚目的案例，期待對經營管理有所幫助。

2.生態系統給付是很好的概念，不過仍建議給予社區參與保育的光榮
感。

3.本系有畢業生投入七股當地社區，成立了社會企業推動漁產銷售和
環境教育工作，目前已小有成效，但仍需更多資源與協助，才能讓
技術升級，既可維持漁民生計，又可以建立偏遠漁村與社會的聯
結。

(四)四草里王里長佐雄：
1.台管處希望更多候鳥來棲息，但要有穩定食源，才能吸引冬候鳥停

棲，獲得足夠的營養，蓄積能量北返。
2.台管處的停車場明顯不足，遊客在台江學園園區外隨意停車，對交

通及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響，請考慮增設停車場，如徵收鄰
近土地有困難，本人可幫忙協調。

(五)行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七股研究中心籌備處洪副研究員
兼主任夢祺：
1.黑面琵鷺國際繫放夥伴網絡論壇內容豐富，也是國際保育合作的良
好交流。(陳常務理事建誠、潘理事長致遠亦提及)

2.水位調控對黑面琵鷺棲息覓食非常重要，希望未來可以持續研究。
3.目前光電施工地點雖然都不在重要的生態熱點，但是否會影響水路
？尤其像饋線工程的影響範圍較廣，建議多加關注。

4.生態給付的對象以石虎較受關注，未來可能會再擴大，黑面琵鷺目
前並不在給付範疇內。

(六)台灣黑面琵鷺保育協會陳常務理事建誠：
1.本會黑面琵鷺保育網站對黑琵監測回報很有幫助，建議多加推廣使
用。

2.七股區鹽埕臺區曾有數筆黑琵停留紀錄，但該地區冬季水位乾涸，
導致涉禽利用率低，既然已經納入國家公園範圍，建議設法調控水
位，創造良好棲地。

(七)臺南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蔡技正宜鴻：下次府處聯繫會報將於109年1月



召開，若有需要府處合作的工作可提會討論。上次府處聯繫會報提到
觀海樓可撥用給貴處，作為戶外活動或環境教育集合休息地點。

(八)社團法人臺南市野鳥學會潘理事長致遠：
1.國家公園保護棲地，拒絕工業進入，但未來應持續研究，有賴台管
處和市府充分合作。

2.臺灣的黑琵繫放多是救傷後的野放，並未主動捕捉鳥隻來繫放，韓
國因為可以入巢為幼鳥繫發報器，繫放數已超過400隻，臺灣目前僅
約70至80隻。

3.鳥類保育工作應該也可以為人類帶來好處，像股份漁鄉這樣的社會
企業即扮演重要角色。

(九)城西里嚴里長文正：
1.台管處落腳已有10年，主要任務是文史和生態保育，但和社區期待

仍有落差，例如要推動生態旅遊、要帶遊客觀察生態，總要有道路
可以通行。

2.野鳥保護對漁民必定會造成影響，光用棄養魚塭餵飽鳥隻很難，目
前在台管處宣導下，漁民對吃魚的鳥類容忍度已經提高很多，但對
漁民生計。

(十)三股里黃里長仙立：
1.本里前次反映漁電等議題，貴處均有處理，非常感謝。
2.本里生態池為為重要景觀遊憩資源，也是社區居民重要活動場所，

希望多予協助周遭環境品質的維護。
(十一)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陳教授孟仙：本校申請科技部永續學門計畫「

台江國家公園之永續發展」，共有10位老師聯合研提跨系所計畫，
包含社會系、海工系、海科系及教育領育的西灣學院等，計畫中需
有與社區溝通的平臺，想與台管處合作，藉諮詢會議作為計畫平
臺。

八、散會(12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