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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必須從整體生態系統的影響與土地發展價值兼顧發展，「有用者銳之，競利圖

強，無用者藏之，厚本固元」，針對適合發展的西部平原，建立區域合作與整合發展機制，

進行跨域合作及資源整合，提升台灣城鄉與區域競爭力，配合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城鄉風

貌、騎樓順平、建物整建，將「生態城市」觀念納入都市計畫管理機制、道路工程與建築管

理，推動有關政策與計畫，強化人與人及環境間的互動，以達到節能減碳、珍惜資源、減少

污染，創造安全、健康舒適及人本的居住環境。

國家公園是世界性的語言，是向世界行銷台灣最好的方法之一，98 年參與比利時伯列肯

堡國際健行活動，並擔任主題國角色，展現國家公園之美，也辦理峽谷國際馬拉松競賽，感

動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紛紛表示有機會一定要來或再次造訪台灣。期許未來，透過

更多與國際保育組織之聯繫合作，加強國際宣傳與資訊之發行，來推動台灣的國際交流。

時值邁向民國 99 年之際，謹彙編過去一年本署之工作推動成果以策勵未來，並期盼以

「台灣久久」為願景，與各界共勉。

署　長

民國 98 年可說是營建署成長的一年。舉其犖犖大者，我們舉辦了國際都市發展協會

（INTA）第 33 屆年會，有來自 24 個國家及國內各界人士約 1,000 人次與會；推動「濕地保

育計畫」績效卓著，獲頒行政院「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執行績優獎」；12 月 28 日正式掛牌成立

台灣第 8 座國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結合「濕地．歷史文化．產業」的全新類型，

為台灣的人文與生態環境保育建立新的里程碑；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新店線主線工程於 9

月 19 日全線通車，提供快速路網大幅縮短生活圈行車時間。

民國 98 年也是台灣傷痛的一年。88 風災帶給南台灣這片土地及人民慘痛的生命財產損

失，營建署全體動員全力投入救災及復建工作，也促使我們更嚴肅去思考整體國土保育及規

劃應有的理念方向與作為。台灣環境先天即是敏感體質，除了經常性的地震外，面對地球暖

化，極端氣候的常態化，降雨強度與頻率持續增加，都造成不少災害，加上地狹人稠，很多

土地超限利用，面對此變化，營建署除了主管業務的轉型調整外，並積極推動國土計畫法，

會同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國土保育、土地開發管制等區域。我們深信唯有

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與自然共存共生，才能永續經營，才是永保環境生存之道。

落實國土生態保育
　　永續台灣河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