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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督導所屬機關(單位)訂定生態檢
核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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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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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函請各單位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

｜108年 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為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補助比率達50%工程納入適用對象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核

｜112年 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案件，須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始無需辦理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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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106年4月25日

行政院工程會函「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

具體作為

 106年5月10日函轉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本部及所屬機關皆參用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中「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自評表」

本部公共工程計畫審查機制及工程施工查核，納入生態檢核機制並修訂

必要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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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108年5月10日
行政院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
經費50%之新建公共工程，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增列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案件，免辦理生態檢
核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核

具體作為

 108年5月16日函轉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本部所屬各機關配合研訂所屬之生態檢核管控督導機制及落實執行計
畫

本部網頁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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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112年7月18日
行政院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
規定[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應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需辦理生態檢核。

具體作為

 112年7⽉24⽇函轉⼯程會修正「公共⼯程⽣態檢核注意事項」

本部各單位，應注意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並112
年7月26日公開於本部資訊公開平台。

需報請上級機關審查確認案件，⾄遲應於⼯程發包前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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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機制
具體作為

本部國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已於108年11月25
日訂定「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生態檢核落實計
畫」。

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於工程計畫、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
理等各階段，相關執行成果報告，需檢附「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自評表」自評結果。

配合本部施工查核及施工督導以落實督考管制，將生態保育概念融入工程
方案。

建立「下水道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必要時可依個案工程特

性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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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機制
具體作為

本部國家公園署已於113年03月20日訂定「內政部國
家公園署所屬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應否執行生態檢核作
業自評表」及「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所屬機關辦理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自評流程圖」

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於工程計畫、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
等各階段，相關執行成果報告，需檢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
評表」自評結果。

配合本部施工查核及施工督導以落實督考管制，將生態保育概念融入工程方

案。

建立「國家公園署所屬機關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國

家公園署所屬機關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流程圖」。



A-
10

(⼀)生態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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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機制-案例
案例說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面天山向天
山步道環境教育空間整建工程」

108年薪傳農場地主無償捐贈地上物，還地於林並作為供公眾使用之環教場
域，拆除舊有房舍善用現地豐富環境資源融入設計美學規劃五感主題體驗
空間。

計畫
緣由

施工步道主要為天然次生林環境，步道沿線動物出沒多為原生種，鳥類以
森林活動物種居多，樹冠層上方可發現保育類猛禽飛行鳴叫，並有多種蝶
類及爬行動物在此穩定棲息。

生態
環境

1. 限縮施工範圍與施工機具，並就地選材以減少對環境擾動與負荷。

2.規劃初期與在地學校師生實踐參與式設計精神，研析規劃構想最佳方案。

3.生態專業工作團隊進行基地調查及資源盤點，調整設計方案。

4.建置專屬生態檢核專頁，主動公開生態檢核相關內容。

生態
檢核
辦理
情形

1.迴避：減作休憩點、迴避易危植物。

2.縮小：以最小環境擾動設計手法設置必要設施，限縮施工範圍減少闢設施
工便道，縮小擾動範圍。

3.減輕：就地取材，以過水步道取代涵管開挖、避免夜間施工影響夜行性動
物行動。

4.補償：設置水撲滿提供蛙類、鳥類等生物棲息聚集熱點；堆置朽木增加生
物棲息孔隙；設置廊道保全生物通行權；表土保留復育植生；採原生植物
複層補植增加多樣性。

生態
友善
措施
及具
體作
法

陽明山國家公
園生態檢核專

區

榮獲(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土木類)
優等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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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為
 本部國土管理署113年訂定「生態檢核執行作業手冊」
說明工程生態檢核(相關規定、目的、範圍、定義、作業
流程、適用範疇、無須辦理情形審查、各階段工作項目
及內容、各階段生態檢核之目標及作業原則、工程計畫
核定規劃 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護管理階段、資訊
公開)。

 本部國土管理署113年訂定「生態檢核執行作業手冊」
於113年09月19日本部資訊公開平台發布。

(二)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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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為

 本部國土管理署111年同步納入「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內政部)2.0補助執行要點修正規定」直轄市政府及縣
（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
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依規辦理生態檢核
作業。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補助執行要點修正規
定」於國土署人本道路資訊網/下載中心/補助須知，
內發布。

(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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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為

 本部國土管理署111年同步納入「111-116年生活圈道
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提報須知」規範署
辦市區道路工程計畫核定階段、規劃及設計階段填報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 111-116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
路）提報須知」於111年09月12日本部資訊公開平台
發布。

(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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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112年7月18日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
 [已開發場所]，
應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無涉及⽣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需辦理⽣態檢核

具體作為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點第⼀項第(三)、(四)款案
件 需報請審查確認之免辦理生態檢核個案工程，至遲應於工程
發包前，報請上級機關審查。

2. 修正「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與所屬機關權責劃分表之生活圈道路
交通建設計畫及各類補助型計畫等規定本署與各分署之權責。

3. 建立審查確認之免辦理生態檢核個案工程送審評估(送審免辦理
生態檢核個案案件所需文件、評估原則、評估資料來源)訂定於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生態檢核操作手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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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送審免辦理生態檢核個案案件所需文件(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生態檢核執
行確認表、重要生態敏感區確認表、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評估報告)。

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自評表

生態檢核之
執行確認表

重要生態敏感
區確認表

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
之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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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評估報告：評估原
則
(⼀)工區地理位置：評估是否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
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國家公園…等。

(二)鄰近地區環境：評估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
動物、特稀有植物等。關注棲地，如是否有森林、水
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
態系統等事項。

評估資料來源:
依「國土規劃地理資訊系統」、「海岸地區管理資訊
網」、「台灣重要棲地野鳥手冊」、「國土生態綠網」
及「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等網站（資料）查詢或
洽主管機關後，其結果未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關
注棲地或未有關注物種，並附上相關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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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溫寮溪旁(甲后路至經國路)聯絡道路新開闢工程

111年1月24日時任立委因發現此案生態檢核自評表資料有誤
及確認有無依法落實生態檢核，請此案國土署生活圈道路交通
建設計畫及補助型計畫補助，請國土署要求工程主辦機關台中
市政府立即停止，檢討規劃該工程並提出改進作法。

查
核
緣
由

本案國土署將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督促臺中
市政府落實生態調查，並暫緩相關工程作業，俟落實相關生態
檢核事項並提出調整生態保育措施，再行研商後續工程進行，
在尚未完成改善前，中央款將暫緩撥款。

國
土
署
回
復

1. 為此案生態詳實調查等欲以邀集具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
及關⼼⽣態議題之⺠間團體召開說明會及現勘說明。

2.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檢討規劃提出工程生命
週期各作業階段生態保育對策，將生態保育概念融入工程方案。

3. 將此案生態檢核相關資料公開於台中市政府網站內生態檢核
資訊公開專區中。

台
中
市
政
府
回
復

111年至112年共辦理七次說明會及會勘，立委及國土署人員
均已多次參與，確認此案皆已按生態檢核程序辦理，經三方同
意後恢復相關工程作業及補助撥款。

後
續
情
形

(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案例

台中市政府
生態檢核資
訊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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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具體作為
 本部查核小組作業機制訂有

施工查核檢核表資料

生態檢核程序查核

自評作業程序查核

資訊公開情形查核

 112年抽查案件達151件

 113年抽查案件達112件

 查有生態檢核程序疑慮案件
均已改善完妥或釐清

⼯程會 施⼯查核檢核表

生態檢核項目

本部施工查核作業紀錄

112年本部施工查核紀錄
增列查核生態檢核事項

108年工程會建立查核檢
核表



本部查核案件增聘生態查核委員
(113)年度起辦理查核案件，適時增聘生態專業背景查核

委員於本部外聘施工查核委員名單中。

陳慶芳

•嘉義大學森林

系

• 副教授(退休)

汪靜明

•台灣生態檢核環
境教育協會

•理事⻑

•中華⺠國景觀

學會前執⾏⻑

•禾拓規劃設計

顧問有限公司

主持人

文耀興

•艾力肯創意生活

有限公司

•總經理

林永發

•林永發建築師事

務所

•建築師

林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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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許晉誌

•台灣省政府住宅
及都市發展局

•正工程司兼主任
退休



貳、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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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內容
https://www.moi.gov.tw/News.aspx?n=7560&sms=11178

建立資訊
公開平台

https://www.moi.gov.tw/News.aspx?n=7560&sms=11178
https://www.moi.gov.tw/News.aspx?n=7560&sms=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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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內容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https://www.lceb.gov.tw/cl.aspx?n=20429 https://www.nps.gov.tw/ch/sglarticle/ecological

所屬單位建立
資訊公開平台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https://www.lceb.gov.tw/cl.aspx?n=20429
https://www.lceb.gov.tw/cl.aspx?n=20429
https://www.nps.gov.tw/ch/sglarticle/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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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內容
個案⼯程⽣態檢核辦情形
資訊公開查詢⽅式載明於
公共⼯程告⽰牌「重要公
告事項」欄位。

QR-code、
網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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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參與情形
⼯程個案⽣態檢核辦情形，皆照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邀
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機關、在
地⺠眾及關⼼⽣態議題之⺠間團
體辦理設計說明會。

辦理說明會邀請
在地⺠眾及機關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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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參與情形

建立公⺠參與
網站資訊公開

https://myway.nlma.gov.tw/Article/lifeNews.html

https://myway.nlma.gov.tw/Article/lifeNews.html
https://myway.nlma.gov.tw/Article/life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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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參與情形
配合加入行政院工程會成立之「生態檢核聯繫群組」Line群組，即時掌握
了解⺠眾或⽣態公⺠團體反映事項。

處理情形內容遭通報工程名稱及原由遭通報
單位

群組通
報團體

群租通
報時間

1.本部請本署本案補助縣府該案單
位，通知縣府並提供生態檢核相關
資料及該案縣府承辦單位及承辦人
聯絡資訊後由本部提供給環團

2.本部通知土地重劃工程處請提供
本案承辦單位及承辦人聯絡資訊後
由本部提供給環團

1. 112年度「屏東縣恆春鎮⻄
屏山古道改善工程」/請提供生
態檢核資訊

2. 「屏東萬巒五溝農地重劃工
程」/請案件承辦與環團聯繫生
態檢核相關事宜

1.內政部
國土管理
署

2.內政部
土地重劃
工程處

屏東環境
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13年4
月12日

本部通知國家公園署請該單位轉知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本案後續由本部國家公園署聯繫環
團並提供該案生態檢核相關資料及
承辦人聯絡資訊

南灣沙灘水上遊憩設施儲放區
規劃工程/請案件承辦與環團聯
繫生態檢核相關事宜

內政部國
家公園署
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
處

屏東環境
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13年7
月19日

本部通知土地重劃工程處請提供本
案承辦單位及承辦人聯絡資訊後由
本部提供給環團

高鐵屏東車站特定區段徵收/請
案件承辦與環團聯繫生態檢核
相關事宜

內政部土
地重劃工
程處

屏東環境
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13年10
月04日



參、抽查每月決標公告案件無需辦
理生態檢核之情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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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每月決標公告案件無需辦理
之情形

 行政院工程會每月來函「抽查各機
關決標案件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
清單」

具體作為

 本部每月函轉工程會「決標案件無需辦理
生態檢核案件清單」。

本部查證工程會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清單中，
主管機關及補助機關涉及本部與所屬機關，函轉其
機關查證決標案件是否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情形。

本部將其錄案並定期追蹤工程會決標案件無需辦
理生態檢核案件清單中涉及本部與所屬機關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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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每月決標公告案件無需辦理
之情形

補助機關為本部所屬單位，本
部所屬單位發函其主辦機關並
要求進行查證及修正其決標系
統



肆、督導所屬機關(單位)落實個案工
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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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所屬機關落實生態檢核

具體作為

本部督促國家公園署、土地重劃工程
處、國土管理署等所屬機關，訂定
相關生態檢核落實計畫。

 ⽣態檢核納入⼯程督導要項，由國土管
理署辦理專案督導工程單位生態檢核辦
理情形。

督導工程單位
提供資料清單 專案督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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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所屬機關落實生態檢核
國土管理署辦理專案督導工程生態檢核

辦情形。

1. 由國⼟管理署⻑官及外聘委員 共同帶
隊針對其工程內容品質或生態檢核事
項進行專案督導。

2. 工程主辦機關、施工廠商、監造廠商各
準備其簡報報告，後至針對施工現場
進行督導。

施工現場進行專
案督導



專案督導增聘生態諮詢委員
國土管理署辦理專案督導，適時增聘生態諮詢

委員，對工程個案進行檢視並提出諮詢意見，
提醒工程團隊後續需關注之事項。

李玲玲

•台灣⼤學⽣態

學及⽣物演化

研究所

• 教授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教授

•系主任及所⻑

•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林宜靜

•東海大學生態與

環境研究中心

•教授

謝俊誼

•宏景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經理

詹添全

A-34

督導所屬機關落實生態檢核

•詹添全建築師事
務所

•建築師

黃于玻



A-
35

工程個案-教育訓練 本部
課程內容教育訓練名稱授課講師參訓對象

及人次
辦理時間
及場次

說明生態檢核機制推動、生態檢核機制
經驗分享、各階段工作重點。

「生態檢核重點工作與案例」教
育講習

觀察家生
態顧問有
限公司黃
于玻總經

理

本部及所屬
機關同仁

(本次參訓人
數約200人)

111年12月09
日

112年1月06日

112年1月12日

(北中南各⼀場
次共三場次)

生態檢核與自然解方

1.何謂生態?

2.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3.自然解方定義與準則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教育講習

國立台灣大
學生態與進
化生物學研
究所李玲玲

教授

本部及所屬
機關同仁

(本次參訓人
數約200人)

112年7月04-
06日

(北中南各⼀場
次共三場次)

說明生態檢核功能、發展沿革與歷程、
各階段工作重點，並以案例配合說明。

「生態檢核重點工作與案例」教
育講習

觀察家生態
顧問有限公
司黃于玻總

經理

本部及所屬
機關同仁

(本次參訓人
數約200人)

113年7月02
日

113年7月04-
05日

(北中南各⼀場
次共三場次)

本部辦理生態檢核
教育訓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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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個案-教育訓練 本部

本部辦理生態檢核教育訓練之現場

本部每年度定期辦理生態檢核教育訓練為推動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及加強同仁之生態保育
觀念，使工程融入生態保育作為

111年授課講義

112年授課講義

113年授課講義



簡報完畢

(續由國土管理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簡報)



伍、工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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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生態檢核作業與執行情形

簡報人：鍾一飛主任

113年10月31日



簡報大綱

壹、工程個案概述

貳、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參、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肆、督導落實生態檢核

伍、生態保育成果



改善瓶頸路段，提升交通安全效率

增加道路容量，因應未來發展需求

台 北 港 發 展 計 畫林 口 工 業 區 發 展 淡 江 大 橋 建 設 計 畫

優先
辦理

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本案)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本案)

105市道蜿蜒段改善新闢道路工程(他標)105市道蜿蜒段改善新闢道路工程(他標)

105市道交通分析評估
研擬各路段改善策略

壹、工程個案概述

B-02



 計畫名稱：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工程名稱：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
工程

 工程里程：新北市105市道
STA. 8k+820～10k+950

 起點：林口與八里區界附近

 終點：中華路與文化北路口

 道路拓寬段約 1,130公尺

 新闢道路段約 1,000公尺

壹、工程個案概述

B-03



• 工程進度：
• 113年1月5日開工，截至113年10月30日

預定進度19.98%，實際進度 %
超前(落後)進度： %

• 契約工期：720日曆天(春節14天不計工期)；凱米颱風免計工期2天；無工期展延
使用天數：291日曆天

• 剩餘天數：429日曆天
• 預定完工日期：115年1月9日
• 契約金額：448,660,000元(無變更設計修正預算)
• 估驗進度：

已撥付第7期(估驗至113/08/31)，於113年9月25日撥付施工廠商。
累計估驗金額：43,309,236元
累計估驗進度：9.65%

預算執行情形：工程款實撥金額43,309,236元
113年預算編列 87,500,000元 (執行率：49.50%)

壹、工程個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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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北工分署
工務職安科

工程
督導工務所

施工廠商
生態檢核

公司

 由工務職安科針對生態檢核訂定相關作業指引

 由工程契約內規定施工廠商應辦理生態檢核

 於工程履約期間針對工程個案規劃生態檢核作業

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研擬計畫可行性
 訂定生態環境保全作業原則

規劃設計階段

 擬定工程方案內容
 納入生態保育作為

施工階段

 執行工程方案
 落實生態保育作業

維護管理階段

 維持正常運作
 追蹤生態環境復原情形

生態檢核組成及工作團隊

B-05



貳、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提報審議
• 針對工程個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核定計畫
• 將生態檢核內容納入評估

設計定案

• 於設計階段進行生態調查

• 將生態調查結果反饋予工程設計

發包施工

• 於施工前辦理生態調查

• 辦理教育訓練及民眾說明會

履約施工

• 執行施工階段之生態調查

• 依據契約規定辦理生態保育工作

分署辦理生態檢核作業管理機制

辦理規劃設計階段納入生態檢核相關議題

於提案審查階段進行環境現勘及工址調查

在工程細部設計階段將生態調查結果導入工程

設計內

於工程發包前執行「生態檢核作業」

於工程施工前針對施工團隊進行生態保護教育

訓練

邀集在地里民召開生態調查民眾說明會

工程計畫審核及控管機制

B-06



貳、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生態檢核執行及控管機制

作業依據：

1.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作業指引「第6020章、生態

檢核相關作業」

2.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2年7月18日工程

技字第1120200648號函)規定辦理評估其可行性

及妥適應對之迴避、縮小、減輕、補償方案，並

依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

B-07



貳、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工程契約納入生態檢核相關規定及預算

預算編列

於預算內編列施工前、中、後三階段每年至少1次之生態調查費用，相關費用並針對陸域生物、

水域生物、鳥禽類等生物個別編列調查費用。

教育訓練

預算內編列生態調查教育訓練費，並邀請分署同仁參加。

契約規定

「生態調查工作」納入契約施工補充說明書，規範廠商應辦理下列事項：

1.生態調查每半年1次

2.提出「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計畫」

3.填寫各類檢核表格，包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施工階段)」、「生態保育策

略及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期間)」、「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等。

B-08



參、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B-09

作業規定 執行方針 實際行動 成果展示

工程會規定
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

生態專業團隊參與
表單格式統一

制定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設置網路專頁

依據工程個案製作下列表單：
(1)生態檢核執行確認表
(2)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3)生態保育策略及措施自主檢查表
(4)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會議後資料記載：
(1)會議紀錄
(2)活動照片

制定生態檢核表 成果展示



參、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 施工階段邀集里民參加生態調查成果說明會

• 針對生態調查結果向民眾說明

民眾說明會

B-10



參、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網址：https://www.moi.gov.tw/cp.aspx?n=7562

• 架設專屬網站供民眾瀏覽(分署尚在架設)

• 內政部資訊公開專頁

•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MyWay網站資訊公開

網路資訊公開

網址：https://myway.nlma.gov.tw/Article/lifeNews.html

 網站呈現內容：

 工程生態檢核表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

 工程生態議題相關照片

 民眾參與情形說明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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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落實生態檢核
生態調查評估結果(施工前)

拓寬路段：球場範圍屬中度敏感帶、部分區域為人為干擾(已開發)
新闢路段：多為廠房區及部分中度敏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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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落實生態檢核

B-16生態環保內容納入督導項目 上級機關督導紀錄



肆、生態保育成果

B-17

第四工務所、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新闢工程

桃園市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大園區環區北路及
環區東路路口至老街溪)新闢工程

分署其他工程標案生態保育案例



肆、生態保育成果

B-18

第六工務所、國家檔案館新建工程

分署其他工程標案生態保育案例



肆、生態保育成果

B-19

第八工務所、淡海新市鎮港平營區遷建後舊址公共工程

淡 海 新 市 鎮 港 平 營 區
遷 建 後 舊 址 公 共 工 程

分署其他工程標案生態保育案例



簡報完畢

(續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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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113年10月31日

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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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1
2
3
4
5
6

計畫說明

生態檢核 執行依據

生態檢核 執行方法

生態檢核 執行成果

生態保育 對策研擬

後續推動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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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圖

計畫說明1. 緣起與範圍

105市道交通分析評估105市道交通分析評估
研擬各路段改善策略

道路路幅窄
容量不足

未來車流增加
增加道路負荷

台 北 港 發 展 計 畫林 口 工 業 區 發 展 淡江大橋建設計畫

優先
辦理

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本標)

 105市道蜿蜒段改善新闢道
路工程(他標)



61
105市道(含本路段)整體改善規劃分段示意圖

計畫說明1. 主要工程內容

蜿蜒段
改善路段

林口端
平面路段

八里端
平面路段

本工程範圍 工程名稱：

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工程里程：

STA.8K+820～10K+950

⻑度約 2.13 公里

主要工程內容：

道路工程

結構工程

排水工程

大地工程

照明與號誌

景觀工程

交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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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1. 道路設計說明

工程起點
STA.8K+820

既有105市道
(中湖路)

工程終點
STA.10K+950

A3新闢都計道路

依循既有道路拓寬
(單側人行道)

依都計道路中心線
新闢道路(雙側人行道)

本計畫道路里程自8K+820～10K+950，全⻑約2,130公尺

本工程以平面道路為主，道路配合現地地形高程佈設，路側配合
地形高起或低漥處設置擋土結構
里程：8K+820～10K+030

沿既有道路將原雙車道約8～10公尺道
路，往兩側拓寬為4車道、寬度18公尺
道路

里程：10K+030～

10K+950

沿A3都市計畫道路路廊，
新闢4車道、寬度18～
21.5公尺道路(含兩側人
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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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將以計畫路廊整體環境為主，進行查檢與分析

藉由彙整各方意見，於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提出生態友善建議

並針對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加強了解與擬定生態保育對策，以降低工程影響、
達到兼顧道路交通、行車安全及維護環境之目的

計畫說明1. 融入生態檢核

完工模擬完工模擬1 完工模擬完工模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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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 秉持 生態保育/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原則

生態

保育

• 全面導入生態檢核機

制，加強棲地生態環

境保育。

公⺠

參與

• ⺠間、專業與政府全

體動員的行動共構機

制，強化計畫可執行

之願景藍圖，計畫依

審查意見修正。

資訊

公開

• 程序規定公開說明，

網頁資訊即時透明，

全⺠督辦監⼯。

信任生態
檢核

 本計畫依據以下規定及手冊執行：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2.07.18修正版)

2. 公路局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112.11.29修正版)

3.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生態檢核執行作業手冊

(113 .09 .18頒訂)

現場勘查

⺠眾參與

在地人文

資訊公開

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衝擊減輕策略保育對策
擬定

生態保育
生態檢核

道路興建
工程

執行與追蹤

工程主辦及管理單位
辦理

生態專業人員
參與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新北市政府

規劃設計團隊(CECI)

 本計畫將藉由生態檢核彙整生態、工程及⺠眾
各方不同意見，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
管理階段提出並執行生態友善對策，以降低工
程影響、達到兼顧道路交通、安全及維護生態
環境之目的。

生態檢核執行依據2. 執行依據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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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規劃/設計/施工階段)納入生態檢核作業，落實生

態保育對策

 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理，協助將生態保育概念

融入工程方案，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完成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報告書(A3標-111年12月)

 各標生態檢核工作結果將互為參照、互相檢核，以期

執行成果能發揮更大的效益

 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流程

評估流程

工程點位圖、設計圖

航照圖、正射影像圖
或現地調繪

生態資料蒐集分析

當地人士或保育團體
所關心的環境

工程鄰近地區之生態
關注區域圖

工程設計單位

輔助判釋

文獻、勘查

訪談、說明會

產出

目的
瞭解工程位置

與配置

瞭解周遭環境
與土地利用情形

發覺在地的
環境知識

找出須保護的
物種與微棲地

地景評估

棲地評估

密集現地評估

施工階段
 保全重要物種
 確定施工範圍
 自主檢查依據

規劃設計階段

生態檢核執行依據2. 作業原則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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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方法3.
計畫各階段執行重點

迴避
avoidance

縮小
minimization

減輕
mitigation

補償
compensation

迴避生態敏感區 (水域)

及重要棲地 (植被區)

縮小道路相關硬體設施
及其量體之規模與尺寸

減輕工程對生態系統
造成之傷害

(噪音.污染.揚塵.燈光)

補償工程施作對棲地造
成之重要損失
(原生植物補植)

生
態
考
量
機
制

既
有
工
程
流
程

融入

 本計畫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均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降低環境干擾

 針對A3標道路工程影響進行評估，並研擬相應生態保

育對策及措施

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生態資料收集、踏勘及調查、棲地評估

辦理設計審查及說明會

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環境衝擊與工程影響預測

提出生態保育對策

老樹保全計畫

生態檢核報告書(A3標)及各類自評表(紀錄)

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機制研擬

施工階段之生態檢核：
施工前/中/後生態調查

施⼯前及每半前⼀次⽣態檢核(含棲地評估)

落實生態保育對策及措施

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與監測

填寫各類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
確定保育措施及保全對象狀況

評估環境復原情形

提出後續生態議題及定期監測

生態保育策略研擬

本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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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方法3. 生態資料及文獻蒐集

蒐集周邊研究調查報告及保育資料
(含動植物資料)

了解計畫區域既有生態環境現況及議
題

 國道1號甲線計畫，112年，「全線生態調查資料」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09/18，「生態檢核執行
作業手冊」

 交通部公路局，112/11，「公路局生態檢核執行參
考手冊」(新版)

 行政院公共⼯程委員會，112/07，「公共⼯程⽣態
檢核注意事項」(新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04，「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資訊公開作業指引(定稿版)」

 委託單位/開群實業有限公司，執行單位/弘益生態有
限公司，111/11，「南亞(林口廠)科技施工期間監
測」報告書

 主辦機關/新北市政府，規劃單位/京華⼯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100/1，「縣(市)管河川水仙溪水系規劃
報告」

棲地環境空拍照片

資料及文獻資料及文獻

※應注意：

1.計畫道路位於已開發城鎮區，且
為都市計畫道路。

2.但仍舊鄰近丘陵區塊，是近年很
受關注的淺山地帶，可能有保育
類動物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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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市道(含本A3路段)整體及棲地環境空拍照片

生態檢核執行方法3. 棲地踏勘

 由設計團隊(含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將棲地或植被予以拍照、記錄及分類

計畫範圍內無生態保育區或濕地

現地踏勘無發現保育類動物，亦無小型
哺乳類或爬蟲類出沒

有發現珍貴樹木

偶有季節性侯鳥

※應注意：據其他紀錄，
林口山區應有穿山甲、大
冠鷲、鳳頭蒼鷹、朱鸝、
黃鸝、黃嘴角鴞、領角鴞
等動物棲息於山區內。



71

生態檢核執行方法 公民參與 (在地訪談/審查會)

 本計畫團隊在規劃/設計階段皆進行在地
訪談(居⺠及⾥⻑)

 以分組分隊方式，進行勘查訪談
(※109/4、110/1、110/3、111/3)

 了解環境現況與⺠眾關⼼的生態議題，
蒐集整合，進行意見溝通

本團隊歷次現地勘查與訪談里民

3.
在地訪談在地訪談

設計溝通設計溝通

透過設計審查及說明會，提出設計方案構想，
經由雙向溝通與調整，逐漸確認最適宜的設
計方案

 基本設計審查會議：110年08月31日(星
期二)，下午14時整

 細部設計審查會議：110年12月14日(星
期二)，上午9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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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成果4. 生態關注區域圖

計畫路線

人為干擾區陸域低度敏感區陸域中度敏感區

圖例 註：敏感度越高，表示生態性越高
敏感度越低，表示生態性越低

荒地

0

工程起點
STA.8K+82

0

既有105市道
(中湖路)

0

工程終點
STA.10K+95

0

A3都計道路
荒地

廠房區

廠房區

廠房區

廠房區

廠房區

本工程(A3計畫道路)沿線生態關注區域圖

雜木林 雜木林

雜木林

 工程路線(兩側各約100M範圍內)周邊土地利用類型為雜林、農地及草荒地，大部分
為道路、人造設施(農舍/廠房)及裸露地環境

 因路段位於開發中度及高度之地區，且雜木林範圍為地區性鳥類及猛禽類棲息活動範
圍，屬陸域中度與低度敏感區域

 綜合分析計畫路線起點(林口高爾夫球場)附近周邊均已呈現城鎮住宅區、大量廠房區
開發之中高度水泥化地區，屬人為干擾區域

 本計畫繪製沿線生態關注區域圖，設計研擬過程將兩側陸域敏感程度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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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成果4. 沿線生態關注點及棲地 (拓寬段)

依據資料收集與現地踏勘調查結果，彙整出
計畫道路沿線生態關注點與棲地 KeyMap

1、計畫道路前段以紅皮書樹種、列管珍貴
樹木及雜木林棲地為關注重點

植物關注點位(紅皮書樹種) 生態棲地關注區位(雜木林)

植物關注點位(新北市列管珍貴樹木)

圖例： 草荒地

小型農作區生態棲地關注區位(灌叢)

工程起點
STA.8K+820

林口區

工廠

工廠

工廠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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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成果4.
Key Map2、計畫道路後段則以雜木林棲地為主要關

注重點

3、可能出現之小型動物也是關注對象

植物關注點位(紅皮書樹種) 生態棲地關注區位(雜木林)

植物關注點位(新北市列管珍貴樹木)

圖例： 草荒地

小型農作區生態棲地關注區位(灌叢)

林口區

工程終點
STA.10K+950

沿線生態關注點及棲地 (新闢段)

工廠
工廠

工廠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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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成果4. 環境衝擊與工程影響預測

環境衝擊與工程影響預測 (設計與施工階段)環境生態課題

 施工機具進出影響周邊既有植栽與珍貴樹⽊⽣⻑

 施工行為不慎破壞周邊既有植栽

 工程污染物損害既有植栽或老樹健康

既有植栽及珍貴樹木
恐受損害

1

 計畫路線方案經過農田或雜木林棲地處，工程開挖恐將改變本區地形地貌，影響現地植栽⽣⻑、植

被連續性及數量

 工程車輛進出易造成揚塵飄散，鄰近植株葉表面易遭覆蓋，導致植物⽣⻑不佳

 工程若規劃非現地適生或具入侵性植栽，將影響現地植物組成及生態

農田或植被
棲地被切割

2

 施工行為可能移除路線周邊既有植被，造成當地動物(鳥類、穿山甲等)棲息環境減少

 道路工程可能導致小型哺乳類動物受驚嚇，離開棲地到周邊道路上，且工程將局部伐除提供隱蔽功

能的樹林帶

 ⼯程⼈員或當地居⺠任意捕捉野⽣動物或⼯區飼養貓⽝，將增加野生動物生存危機

 施工夜間燈光將影響夜行性及趨光性野生動物之活動及行為。

 晨昏時段施工，機具振動及噪音將干擾野生動物(尤其是鳥類:白鷺鷥、蒼鷺、夜鷺)活動，有暫時性

驅趕作用

 施工挖填使地表裸露，造成揚塵危害，空氣品質惡化

 ⺠⽣及工程廢棄物未集中處理帶離現場，使野生動物遭受傷害或誤食

當地野生動物或鳥類
生存受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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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原則研擬

環境生態保育原則構想四大策略

1. 規劃設計以最小規模之道路型式穿越本區。
2. 計畫道路盡量避開雜木密林區或小型農作區，縮小可能的施工擾動範圍。
3. 於施工範圍及棲地邊緣設置圍籬，禁止施工人員進入或任意丟棄垃圾。
4. 針對工區邊緣植物，設立保護支架，並注意避開⼲擾其⽣⻑環境。
5. 工程配置與設置土方堆置區、人員使用之流動廁所、原物料堆置區及沉澱池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優先
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既有植栽)，避免影響其⽣⻑。

迴避

1. 依據環境條件盡量迴避棲地區，調整路線設計，減少野生物種受干擾之機率。
2. 施工期間將維持附近棲地或農田完整，嚴格監督包商避免不必要之植被伐除，以縮小負面影響範圍。
3. 施工材料及工程廢棄物等，避免隨意堆置或丟棄，以保留其原有之環境狀況。

縮小

1. 於棲地路段設置警示標示牌，禁嗚喇叭及拋棄垃圾。
2. 臨時物料堆置區及機具暫置區應規劃於既有裸露地及道路上，嚴禁堆置於鄰近樹木基部範圍內，減少樹木
因工程施作而受害。

3. 施工區產生之裸露地及堆置土方區，以防塵網覆蓋，避免工區土方或灰塵進入生態棲地。
4. 工區設置臨時截流溝，避免施工產生之廢污水直接排入兩側棲地內。
5. 落實空氣污染之防治工作，施工中提高裸土區灑水頻率以防止塵土飄散。
6. 設置與地面密合之施工圍籬或栽植緩衝綠帶，阻隔粒狀污染物之逸散。

7. 針對侯鳥出沒(繁殖遷徙)高峰期(每年11月至翌年3月)，除必要性外應盡量減少夜間施工。
8. 於道路施工期間兩側設置阻隔設施，以減少鳥類進入車道內，進而造成車輛撞擊。
9. 本道路不設置路燈，降低光源影響。

減輕

1. 對於部分植被之去除損失，擬於道路完成後在其周邊重新種植適當之植栽，除如美化環境、淨化空氣之外，並可為

動物棲蔽之所。

2. 施工後應將施工便道及堆置區逕行鬆動土石等復舊工作，以利現地植生恢復。
3. 施工後產生之裸露地盡可能以原生及當地適生植物進行補植與復原。

4. 施工產生之工程廢棄物應集中處理，並定期運離工區處理，嚴禁隨意棄置、焚燒及掩埋。

補償

本計畫依工程影響評析，因地制宜按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四大策略，擬定生態
保育原則構想

植栽棲地設置警示帶，
劃分擾動區與非擾動區

警示帶/標示牌

臨時污水截流溝

防塵網

生態檢核執行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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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課題/保護標的/保育對策5.
生態保育對策/友善措施保護標的主要生態課題

 指認為生態保全對象，進行保護
 避免不必要之植被伐除，以縮小負面影響範圍

 施工後產生之裸露地盡可能以原生及當地適生植物進行補植與復原

紅皮書樹種
新北市列管珍貴樹木

被擾動到既有樹木

既有植栽及
珍貴樹木
恐受損害

 以最小規模之道路設計穿越本區，盡量避開雜
木密林區或小型農作區棲地，縮小施工擾動範

圍
 棲地邊緣設置施工圍籬，防止野生動物或鳥類
誤入，並禁止廢污水或垃圾進入棲地

既有密林雜木林、灌叢、
草荒地等

農田或植被棲地
被切割

 不設置路燈
 設計減噪路面

 設置敏感路段警示牌
 局部設置生態防護網
 減少夜間施工

 穿山甲
 大冠鷲、鳳頭蒼鷹、朱

鸝、黃鸝、黃嘴角鴞、
領角鴞等

當地野生動物或鳥類
生存受影響

本計畫依生態課題解析，列出主要保護標的，並研擬生態保育對策及友善措施

生態圍籬

施工臨時性生態圍籬

動物防護網

敏感路段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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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全對象 (紅皮書樹種)

一、紅皮書樹種 ：

• 調查到大葉羅漢松(EN)、竹柏(EN)和菲島福木
(EN)、共3種紅皮書物種，共計22株受到影響，
其中大葉羅漢松5株、菲島福木12株、竹柏5株

• 主要分布在計畫道路兩旁，均為人為栽植

• 因施工進行開挖，建議全部移至假植區，在施
工完成後回植工址範圍周邊

本計畫生態保全對象將以既有植栽保護為主

調查範圍內共計有1,085株植物受到影響，其中
包含22株紅皮書植物和5株珍貴樹木

樹木因具備綠化、水土保持、碳吸存等多種生態
系功能，因應樹木減少之補償方式，分類進行樹
木移植建議：

紅皮書植物分布位置圖

A-570菲島福木

※瀕危（EN, Endangered）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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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珍貴樹木 ：

• 珍貴樹木應儘可能進行原地保留

• 共調查到5株植株符合新北市珍貴樹木標準
(胸徑大於80公分)

• 物種為榕樹2株(A-494、A-595)、樟樹2株
(A-935、A-1083)、相思樹1株(A-565)

• 植株均位於道路拓寬邊緣，如未直接影響到
拓寬範圍，建議原地保留，並在施工過程中
進⾏保護及留意其⽣⻑狀態

珍貴樹木分布位置圖

生態保全對象 (珍貴樹木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樹木保護措施及圍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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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徑級樹木(胸徑30公分以上) ：

• 植株胸徑大於30公分者，共計287株

• 其中77株植物⽣⻑狀態不良，不建議移植，建議
直接進行補植

• 其他210株植物建議原地保留，如位於施工區，
則需移至假植區，待工程結束後回植到施工範圍
周邊

四、其他小徑級樹木(胸徑未滿30公分) ：

• 植株胸徑未滿30公分者，共計771株

• 因其徑級較小且數量龐大，建議採取移除1株、
工程完成後就補植1株之方式進行補償，補植區
域以道路旁及綠地為主

• 補償以適合當地種植的原生種樹木替代，如土地
面積無法容納所有的樹木種植數量，應於鄰近區
域另行覓地補植

生態保全對象 (既有樹木)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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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生態友善措施 (湖子路以北-拓寬段)

路塹段一般路段

工程起點
STA.8K+820

林口區

工廠

工廠

工廠

工廠

依據本案生態保育原則，設置相關生態友善措施

三大密林雜木林路段：
不設置路燈
設計減噪路面
設置敏感路段警示牌
局部設置生態防護網



84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林口區

工程終點
STA.10K+950

二大密林雜木林路段：
不設置路燈
設計減噪路面
設置敏感路段警示牌
局部設置生態防護網

生態友善措施 (湖子路以南-新闢段)

一般路段 路塹段 路堤段

依據本案生態保育原則，設置相關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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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檢核自評表 (設計與施工銜接)

在計畫各階段(規劃/設計/施工)利用不同檢核表，

完整紀錄工程各階段之評估、建議、溝通、執行、

查核等過程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新版)

2.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見紀錄表

3. 生態評估分析及討論紀錄表

4. 生態保育策略及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期間)

5. 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廠商)

6.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廠商)

7. 生態監測紀錄表(廠商)

檢核紀錄文件依序
移交給下階段主辦
單位，並依據前期
生態保育對策及措
施接續進行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生態檢核表

整合架構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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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機制)流程圖

 將定期追蹤生態保全對象及棲地狀況，工程期

間若有⽣態異常狀況可第⼀時間進⾏處理，並

擬定解決對策

 於施工階段工區範圍內，若發現生態環境異常

狀況，須提報工程主辦機關，並通知生態團隊

協助處理

 釐清原因→討論解決對策及預期結果→持續追

蹤處理過程或恢復情形，直至異常狀況恢復至

預期結果，並完成異常狀況表單填寫

 為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確保生態保全

對象得以保全，於施工前提出生態保育措施監

測計畫，據以進行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之

監測作業，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異常狀況處理機制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監測計畫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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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施工過程中環境變動及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以適時調
整生態保育措施。本計畫建議於施工階段進行鄰近陸域生態(動物、植
物)及水域生態調查，以作為評析受本計畫影響之程度。

施工階段之前、中、後期各⼀次，預計3次。

環境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時間表(建議)

註：〝●〞表示建議調查時段，〝預〞表示預留補做時程。
環境生態調查(尤其是鳥類)與生態檢核，應盡量涵蓋春.夏.秋.冬(跨11月~3月)各季節。

調查時段

調查項目

開

工

前

第

1-3

個月

第

4-6

個月

第

7-9

個月

第

10-12

個月

第

13-15

個月

第

16-18

個月

第

19-21

個月

第

22-24

個月

第

25

個月

生態檢核 ● ● ● ● ●

生態調查(陸域) ● 預 ● 預 ● 預

生態調查(水域) ● 預 ● 預 ● 預

後續推動6. 生態補充調查及檢核工作進度 (施工階段建議)

生態
補充調查

配合施工階段進行，以25個月預定工期為基礎，建議自施工起始、施
工中每半年⼀次，至完工為止，預計5次。

施工階段
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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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網站平台)

 本工程將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公開工
程生態調查資料、現勘或說明會紀錄、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現場照片等資料。

1.本工程主辦機關(國土管理署)已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
開平台

2.本工程管理機關(新北市政府)針對各階段生態檢核資
訊未來將採網站公開與舉行設計說明會等方式主動
公開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網站：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資訊網/重大訊息/公⺠
參與)
https://www.moi.gov.tw/cl.aspx?n=19530

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站：
https://wedid.ntpc.gov.tw/governance/detail/
n4DwlWaOP0BE

 未來施工階段將主動公告網站QR code於施工告示牌

便利資訊公開

納入在地建議

主動溝通協調

後續推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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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里程
8K+820

起點里程
10K+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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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
道路新闢工程

簡報者：黃鈞漢

簡報單位：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113年 10月 31日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辦理情形受訪會議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 計畫及工程名稱：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 執行團隊：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團隊組成

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專⻑學歷資歷負責工作姓名

生態調查、環境影響評估、工程生態影響
評析、專案管理

博士班18年計畫主持與工作督導黃鈞漢*

生態檢核、植物調查碩士2年計畫經理龔聖皓

陸域生態調查、鳥類/兩棲爬蟲/蜻蜓辨識學士6年動物生態資源蒐集彙整范姜士豪

生態檢核、植物調查學士2年植物生態資源蒐集彙整林暐榛

生態檢核、地理圖資分析學士4年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與規劃鄭新儒

陸域生態調查、兩棲爬蟲辨識碩士2年協助外業調查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陳冠傑

陸域生態調查、昆蟲辨識碩士1年協助外業調查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林煦翌

陸域生態調查、蝶類辨識、地理圖資分析碩士1年協助外業調查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賴孟辰

9
2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簡報大綱

9
3

⼀、⽣態檢核流程

二、生態背景資料蒐集

三、生態檢核執行狀況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五、後續執行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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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檢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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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資訊公開

生態專業人員參與工程主辦單辦理

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衝擊減輕策略

現場勘查

在地人文

⺠眾參與

現場勘查現場勘查 在地人文在地人文

⺠眾參與⺠眾參與

生態資料蒐集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關注圖生態關注圖

減輕策略擬定減輕策略擬定棲地評估棲地評估

公共工程

鑲嵌式合作
取代顧問式建議

擬定保育措施

執行與查核

追蹤與回饋

⼀、⽣態檢核流程

生態檢核制度重點工作項目

9
5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態檢核流程

9
6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生態檢核執行作業手冊
(113 年 9月 18 日國署工字第 1131150355 號函頒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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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背景資料

9
7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規劃設計階段-調查資料統計

保育類/紅皮書
物種數特有種數種科生物類別

0264哺乳類

2
(鉛色水鶇、紅尾伯勞，

皆為第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164125鳥類

0055兩棲類

0153爬行類

00305蝶類

3
(大葉羅漢松(EN)、竹柏(EN)和菲島福木(EN)

，皆為人為栽植)
511055植物類

二、生態背景資料蒐集

資料來源：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規劃與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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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規劃設計階段-環境敏感區
二、生態背景資料蒐集

9
9

資料來源：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規劃與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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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常見/重要生物
二、生態背景資料蒐集 100

 哺乳類：東亞家蝠、崛川氏棕蝠及赤腹松鼠等。

 鳥類：麻雀、家燕、小雨燕、南亞夜鷹、黑枕藍

鶲、鉛色水鶇(III)及紅尾伯勞(III)等。

 兩棲爬蟲類：拉都希氏赤蛙、黑眶蟾蜍、澤蛙、

斯文豪氏攀蜥及無疣蝎虎等。

 蝶類：白粉蝶、藍灰蝶及亮色黃蝶等。

 植物：相思樹、山黃麻、野桐、構樹、血桐、青

楓、香楠、烏心石、大葉羅漢松(EN)、竹柏(EN)

及菲島福木(E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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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1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進度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2

執行內容執行項目執行日期

辦理教育訓練，提醒施工廠商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檢核表填寫注
意事項。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113.04.30

現地執行陸域動植物及水域調查，並記錄周邊棲地環境，進行坡
地棲地評估。

生態團隊辦理生態調查113.05.08~10

生態團隊至現地瞭解工程進度，並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全
對象。

生態團隊辦理現地勘查113.06.26

邀請在地居⺠及關注團體(社團法人桃園市野鳥學會)參與會議，對
於現階段工程提供建議及提醒。意見討論與回覆紀錄於「相關單
位及⺠眾參與意⾒紀錄表」。

辦理⺠眾參與說明會113.07.10

生態團隊至現地瞭解工程進度，並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全
對象，以及確認是否有過境猛禽棲息。

生態團隊辦理現地勘查11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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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範圍及環境現況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工廠次生雜林2

工廠次生雜林1

鐵皮屋住家/工廠

高爾夫球場-灌叢棲地

拓寬路段

新闢路段

拓寬路段

竹闊葉混合林

荒地疏林環境

鐵皮屋住家/工廠

竹林

新闢路段

10
3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套疊法定敏感區及生物多樣性圖資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4

說明範圍
eBird 水鳥熱點區域
生物多樣性熱區(鳥類)

施工範圍周界1km內

鄰近⻄北⼆-國土綠網關注區域
鄰近重要關注里山地景

施工範圍周界1km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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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及⺠眾參與說明會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113.04.30) ⺠眾參與說明會(113.07.10)

10
5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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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每月填寫
確保遵守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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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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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生態保育措施時填寫
確保正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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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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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環境異常時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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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及⺠眾參與說明會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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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意見及處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形回覆意見摘要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方式
日期

(年/月/日)

1.本團隊將納入路殺社資料，結合現地生
態調查結果，與設計及施工團隊討論是
否需要設置動物通道。

2.本團隊將安排於9至10月進行鳥類調查，
確認是否有過境猛禽夜棲於樹林，並提
醒施工團隊應注意事項。

1.本案為道路工程，建議可搜集路殺社
資料，研擬是否需要設置動物通道，
除可達到生態友善之效益，亦具有教
育意義。

2.本案新闢路段周邊為大面積森林，建
議可於9至10月調查是否有過境猛禽
於樹林夜棲。若有發現猛禽夜棲，則
應避免於夜間施工，並減少噪音較大
之工項，以降低對猛禽休息的干擾。

徐景彥(社團法人桃園市野
鳥學會/組⻑)

■現場勘查
■公開會議

1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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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及填表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10

生態檢核表彙整填寫現場勘查&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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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評估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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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坡地棲地評估指標」評估，評估項目
包含木本植物覆蓋度、物種豐富度、原生種
族群量、植物層次及演替序列總分為20分。

 現地分為新闢路段及拓寬路段分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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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評估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1
2

 新闢路段周圍屬於次生林，木本植物覆蓋率
及物種多樣性高、受擾動程度低

 為地區性鳥類及過境猛禽類棲息範圍
 評估指標總分18分，植生現況為最理想，屬
陸域高度敏感區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棲地評估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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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寬路段周圍多為已開發區域，高爾夫球
場、住宅及大量廠房，木本植物覆蓋度較
低。

 評估指標總分13分，植生現況為次理想，屬
陸域中度或低度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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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區繪製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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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域高度敏感區：
次生林

• 陸域中度敏感區：
人工植栽

• 陸域低度敏感區：
草地及裸露地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調查時間、規劃路線及樣站
陸域調查：動物於113年5月9-10進行調查；植物於同年
同月8-9日進行調查

水域調查：於113年5月8-9日進行調查

11
5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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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自動相機架設 動物與過境猛禽調查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工區範圍生態調查

水域生物調查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117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保育類/紅皮書名錄物種特有種/特有亞種種科類別

-赤腹松鼠、堀川氏棕蝠、臺灣葉鼻蝠84哺乳類

大冠鷲、臺灣畫眉、鳳頭蒼鷹、遊隼、
臺灣藍鵲

臺灣竹雞、金背鳩、南亞夜鷹、灰腳秧
雞、大冠鷲、鳳頭蒼鷹、五色鳥、大卷
尾、黑枕藍鶲、臺灣藍鵲、樹鵲、褐頭
鷦鶯、白頭翁、紅嘴黑鵯、山紅頭、小
彎嘴、頭烏線、臺灣畫眉

4030鳥類

台北樹蛙褐樹蛙、面天樹蛙、台北樹蛙73兩棲類

-斯文豪氏攀蜥44爬行類

-網絲蛺蝶73蝶類

蘭嶼羅漢松、菲島福木、日本山茶、
鵝掌藤、榔榆 (皆為人工栽植)

黃藤、烏來月桃、小梗木薑子、香楠、
臺灣格柃、青楓、臺灣欒樹

21892植物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陸域調查結果(113.05.08~10)
陸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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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類：東亞家蝠、崛川氏棕蝠及赤腹松鼠等。

 鳥類：臺灣竹雞、灰腳秧雞、五色鳥、大卷尾、

黑枕藍鶲、樹鵲、褐頭鷦鶯、白頭翁、紅嘴黑鵯

、山紅頭、小彎嘴、頭烏線等。

 兩棲爬蟲類：褐樹蛙、面天樹蛙、臺北樹蛙(II)；

斯文豪氏攀蜥、龜殼花及赤背松柏根等。

 蝶類：青帶鳳蝶、白粉蝶、亮色黃蝶和網絲蛺蝶

等。

 植物：小梗木薑子、山黃麻、臺灣格柃、青楓、

臺灣欒樹、蘭嶼羅漢松(CR)及菲島福木(EN)等。

東亞家蝠 赤腹松鼠 崛川氏棕蝠

樹鵲 臺灣竹雞 大卷尾

赤背松柏根 臺北樹蛙 斯文豪氏攀蜥

蘭嶼羅漢松 網絲蛺蝶 菲島福木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陸域優勢/特有(亞)種/重要生物

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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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物種/點位
119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台灣藍鵲

部分圖片出處：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遊隼 鳳頭蒼鷹

大冠鷲 臺灣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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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相機影片

臺灣竹雞 松雀鷹

12
0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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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相機影片

白鼻心
赤腹松鼠

齧齒類

121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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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保育類/紅皮書名錄物種特有種/特有亞種種科類別

-臺灣鬚鱲、短吻紅斑吻鰕虎33魚類

臺灣米蝦臺灣米蝦44蝦蟹螺貝

-善變蜻蜓73蜻蜓類

--55水生昆蟲

三、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水域調查結果(113.05.08~10)

臺灣鬚鱲 孔雀花鱂短吻紅斑吻鰕虎 粗糙沼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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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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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評析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植被棲地減損
地表開挖、棲地切割、外來
種入侵

工程
影響

在地野生動物
噪音、汙染、棲地劣化

珍貴樹木植栽

• 森林保育類鳥類：工程將導致其棲地面積減損，間接造成棲地
品質劣化，且施工噪音、震動、人員和車輛擾動可能干擾覓食
和棲息 (中等)

• 兩棲與爬行類：施工汙染可能影響鄰近水域，影響其繁殖行為
(輕微)

• 蝶類：施工後可透過生態植栽復育和棲地復原減輕影響
(輕微)

• 蜻蛉類與水域生物：計畫範圍內無水域環境，對蜻蜓類與水域
生物之環境直接影響較低 (輕微)

赤背松柏根 褐樹蛙 台灣藍鵲 白鼻心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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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育措施環境生態議題

【減輕】施工期間不得騷擾、虐待、獵捕野生動物。

【減輕】相關人員禁止於工區飼養犬貓及寵物，或餵食附近流浪犬貓等，降低對野生動物之生存壓力。
動物保育

【減輕】候鳥或水鳥類度冬高峰期(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暫停夜間工程及減少高震動高噪音施作，以

減輕對其停棲、覓食區之干擾。

保護關注物種
候鳥/水鳥

【減輕】於雜木林或溪流附近工區之施工圍籬外牆面，貼設反光標或可用以降低鳥擊之裝置(如：猛禽

貼紙或反光紙等)，約間隔10 m設1處。

【減輕】施工期間於道路兩側設置阻隔設施，以減少鳥類或猛禽進入車道內造成車輛撞擊。

保護關注物種
猛禽類

【減輕】非施工時間僅保留工區警示燈，以免影響夜間動物之活動及造成趨光性昆蟲聚集。

【減輕】控制燈光位置及投射方向，採用遮罩/集束式燈具降低光源溢散，另選擇波⻑400 nm以上或色

溫2,500 K以下之LED燈泡，以減少散射光影響周邊環境。

夜間照明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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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育措施環境生態議題

【減輕】工程排放之污(廢)水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妥善處理；而工程油污等應依規定收集後，委託合法代

清除處理業者外運妥善處理，避免其隨排水系統流入附近河川，影響水域生態。
污水處理

【減輕】採用低污染性施工機具，並定期保養維修(每10～15天保養1次，且每季輪流進廠維修) 。

【減輕】運輸車輛需選用含硫量低之燃料，並定期進行排氣檢驗，至少每年1次。

【減輕】施工產生之裸露地、儲料區、堆土區、砂石車車斗等以防塵網覆蓋，以防止塵土飄散。

【減輕】施工作業面經常灑水，每日至少4次，分別於上、下午上工後及下工前施行，下雨天除外。

【減輕】設置與地面密合之施工圍籬或栽植緩衝綠帶，阻隔粒狀污染物之逸散。

【減輕】設置移動式車輛沖洗設備及洗車台，保持進出車輛機具之清潔，避免污染周圍環境。

空污防治

【減輕】道路兩側樹林或農田區，嚴禁傾倒廢土，減少對棲地環境之破壞。

【減輕】施工材料、生活及工程廢棄物等，應集中管理並委託合法代清除業者處置，禁止隨意堆置或丟

棄，以保留其原有之環境狀況。

廢棄物處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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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評析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拓寬路段 新闢路段拓寬路段

工程相關影響

• 野生動物棲地切割、破碎化，降低植物多樣性

• 裸露地易被外來種植物入侵

• 拓寬路段沿線多為外來種或人為栽植之植物，工程對生
態之影響程度低，僅須注意大型喬木移植及保留。

12
7

植被棲地減損
地表開挖、棲地切割、
外來種入侵

工程
影響

在地野生動物
噪音、汙染、棲地劣化

珍貴樹木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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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環境、對策與措施重點環境生態議題

【迴避】既有植栽移植至適當地點後，加以設立保護層及支架，並注意避開以免⼲擾其⽣⻑環境。既有植栽保育

【迴避】於工區、農田區及樹木區邊緣設置圍籬或警示帶，禁止施工機具及人員進出或任意丟棄垃圾。

【迴避】土方堆置區、原物料堆置區、流動廁所及沉澱池等臨時設施應規劃於既有裸露地及道路上，迴避

生態保全對象(既有植栽)，嚴禁堆置於樹木基部方圓1 m內，避免影響其⽣⻑。

【縮小】施工便道應依車輛機具單線通行之需求開設，路線規劃應盡可能迴避既有植被。

【縮小】施工期間維持附近棲地完整，嚴格監督包商避免不必要之植被伐除，以縮小負面影響範圍。

【補償】對於部分植被之去除損失，擬於道路完成後在其周邊重新種植適當之原生植栽，除如美化環境、

淨化空氣之外，亦可做為動物棲蔽之所。

【補償】施工後應將施工便道及堆置區進行鬆動土石等復舊工作，以利現地植生恢復。

【補償】施工後產生之裸露地以噴灑原生草籽進行綠化。

植被移除及
棲地破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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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評析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工程影響預測

• 大型喬木具有高生態及碳吸存價值，開挖
整地會移除喬木。

• 機具進出造成樹木斷枝、擦撞。

機具
擦撞

129

植被棲地減損
地表開挖、棲地切割、外來種入侵

工程
影響

在地野生動物
噪音、汙染、棲地劣化

珍貴樹木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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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植物 22株 珍貴樹木 5株

生態保育措施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保全樹木移植計畫

• 移植至林口工業區，實際位置依現地
情況調整。

• 珍貴樹木定義：

 離地高度1.3公尺處之樹幹直徑達90
公分以上；其已分枝者，各分枝樹
幹直徑合併計算之。

 樹齡50年以上樹木。

 具有地方特性、歷史性或學術研究
價值者。

資料來源：新北市林口區 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規劃與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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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三、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樹木移植計畫

• 共44株樹木移植，實際位置依現地情況調整。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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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三、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保留樹木

• 共84株樹木保留。

132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 土方堆置區、原物料堆置區、流動廁
所及沉澱池等臨時設施，規劃於既有
裸露地及道路。

• 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既有植栽)，嚴禁堆
置於樹⽊基部⽅圓⼀公尺內，避免影
響其⽣⻑。

• 於工區、農田區及樹木區邊緣設置圍
籬或警示帶

• 禁止施工機具及人員進出或任意丟棄
垃圾。

• 提醒猛禽過境期應避免夜間施工，影
響其休憩。

• 持續追蹤工程上是否影
響施工範圍內保全對象
樹木，若有任何異常進
行提醒和回報。

13
3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協助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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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現況
四、影響評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13
4

持續執行既有植栽移除，共計45株，移除後
殘枝堆置林下作為生物友善棲息地。

於工區之施工圍籬外牆面，貼設反光標或
可用以降低鳥擊之裝置（如：猛禽貼紙或
反光紙等），約間隔10m設 1處。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五、後續執行工作進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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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及檢核工作進度
五、後續執行工作進度

13
6

115年114年113年
時間

工作項目 3211211109876543211211109876543

2524232221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654321工期

生態檢核作業1

生態保育對策及教
育訓練

2

填寫生態檢核表單
與協助資訊公開

3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說明會

4

陸域生態調查6

水域生態調查7

▲▲▲▲▲▲▲▲▲▲▲▲▲▲▲▲▲▲▲▲▲▲▲▲▲協議組織會議8

若遇環境異常狀況，依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辦理。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
處理

9

• 持續追蹤保全大樹及移植情況
• 持續每月查核、追蹤汙染防治及棲地保護措施改善情況
• 預計施工階段中期(114年4月-6月)、後期(115年1月-3月)，進行2次調查。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A3計畫道路新闢工程

簡報結束

敬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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