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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非都市土地海域用地使用
性質獨占或相容認定原則 

 

主講人：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許智翔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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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區使用範圍特性 

領海：敏感性較低 

內水：使用頻繁與競合度高 

潮間帶：生物多樣性與敏感地區 

領海 

內水 

潮間帶 

一、海域區目前使用概況 

海域區使用型態 

•自然型態 
沙灘、砂礫、 
溼地、潟湖、 
珊瑚礁岩、紅樹
林、礁岩 

•人工使用型態 
礦業、林業、水
產養殖、農業 
水利、港口、軍
事、遊憩等 

港務航運 
漁業使用 
礦業能源 
觀光遊憩 
生態保護 
電廠 
工業港 
國防演習 
海洋棄置 
管線纜線 
海事工程等 

 

海域石油礦區 
石油開採平台 
國防演習 
海洋棄置 
管線纜線等  

 

潮間帶 內水 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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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基隆市、新北市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1/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基隆區漁會專
用漁業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深澳港區 

0.10 

台灣港務公司
台北港區範圍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海
域 

18.04 -- 

國營會台電公
司林口電廠碼
頭區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海
域 

4.69 -- 

八里污水處理
廠排放管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海
域 

0.0073 --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海
域 

-- 1.94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及
海湖海域 

-- 5.51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際海纜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及
海湖海域 

-- 4.31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際海纜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寶斗厝海
域 

-- 1.72 

(國防用海、港區競合) 
(專用漁業權、港區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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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2/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國營會中油公
司桃園煉油廠
海上浮筒 

經濟部工業局
大觀工業區沙
園 

0.2438
25 

漁業署中壢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工業局
大觀工業區 

14.029
882 

-- 

漁業署中壢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9.3685
08 

--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漁業署中壢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 12.26
1377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經濟部工業局
大觀工業區 

-- 5.768
942 

(專用漁業權、油管、海纜、海域砂石區)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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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及苗栗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3/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國防部陸軍六
軍團新竹縣用
海範圍 

新竹縣政府水
域遊憩活動_
水上摩托車範
圍 

4.0302
19 

國防部陸軍六
軍團新竹縣用
海範圍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4.1115
52 

-- 

國防部陸軍六
軍團新竹縣用
海範圍 

新竹縣第二類
漁港_坡頭漁
港 

0.2831
85 

-- 

國防部陸軍六
軍團新竹縣用
海範圍 

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新竹漁港 

0.7845
87 

能源局海洋公
司示範風場 

漁業署南龍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10.045
932 

漁業署南龍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礦務局
_瑜茂企業 

0.0893
2 

漁業署通苑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43.792
985 

漁業署通苑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_新設 

7.0955
48 

(國防用海、水域遊憩、漁港) 

(專用漁業權、示範風場) 

(專用漁業權、天然氣管) 

(專用漁業權、礦場)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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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彰化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4/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漁業署台中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0.2676
26 

-- 

漁業署台中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_台中新設 

9.8284
43 

-- 

漁業署台中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防部陸軍十
軍團番仔寮用
海範圍 

20.035
421 

-- 

漁業署台中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7.367
766 

國防部陸軍十
軍團番仔寮用
海範圍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21.898
281 

-- 

國防部陸軍十
軍團番仔寮用
海範圍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_台中新設 

19.545
373 

-- 

台灣港務公司
台中港港區範
圍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13.453
206 

-- 

台灣港務公司
台中港港區範
圍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_台中新設 

10.179
412 

-- 

環保署公告海
洋棄置區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30.11
7658 

漁業署彰化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工業局
彰濱工業區借
土區 

13.019
043 

漁業署彰化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能源局
台電公司示範
風場 

5.3950
21 

(專用漁業權、天然氣管、海纜、國防用海) 

(專用漁業權、示範風場) 

(專用漁業權、海域砂石)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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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嘉義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5/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國營會台電公
司台灣至澎湖
海底電纜 

6.4045
14 

-- 

國營會台電公
司台灣至澎湖
海底電纜 

經濟部礦務局
錫宏礦業 

0.3368
15 

--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國營會台電公
司台灣至澎湖
海底電纜 

6.4045
14 

-- 

漁業署雲林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台電公
司台灣至澎湖
海底電纜 

15.609
336 

交通部航港局
布袋港範圍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4.823
679 

(水溪靶場國防用海、專用漁業權 

、漁港、礦區) 

(礦區、海纜) 

(離島抽砂、潛力風場) 

(港區、海纜)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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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雄市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6/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漁業署南縣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11.41
2012 

漁業署南縣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能源局
潛力風場 

26.269
254 

--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國營會中油公
司天然氣輸送
管 

-- 7.896
708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安平漁港 

-- 2.028
392 

環保署海洋棄
置區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左高海域
1、2用海範圍 

535.72
4862 

-- 

(專用漁業權、潛力風場) 

(港區、海纜) 

(專用漁業權、海纜) 

(專用漁業權、海纜) 

(國防用海、專用漁業權、港區) 

(專用漁業權、海域砂石) 

(港區、西子灣水域遊憩區)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區域1 區域2 面積(km2) 

環保署海洋棄
置區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左高海域2、左營
海域2用海範圍 

406.9553093 

漁業署永安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司天
然氣輸送管 

8.061148 

漁業署永安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漯底山海域用海 

19.684844 

漁業署彌陀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營會中油公司天
然氣輸送管 

0.29276 

漁業署彌陀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左高海域2、左營
海域1用海範圍 

31.407322 

台灣港務公司
高雄港港區範
圍 

高雄市政府西子灣
附近水域動力機械
器具遊憩活動 

0.146315 

台灣港務公司
高雄港港區範
圍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左高海域2、桃子
園海域用海範圍 

46.826294 

台灣港務公司
高雄港港區範
圍 

國營會台灣中油公
司大林外海浮筒區 

33.083594 

漁業署林園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經濟部礦務局高雄
港砂石採取範圍 

13.67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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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屏東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7/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漁業署東港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2.906
719 

漁業署琉球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 6.726
142 

漁業署琉球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中央氣象局小
琉球海氣象浮
標 

0.0153
65 

-- 

漁業署琉球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防部空軍枋
寮鄉枋山靶場 

0.2441
89 

-- 

漁業署枋寮鄉
漁會專用漁業
權 

國防部空軍枋
寮鄉枋山靶場、
海軍司令部加
祿堂海域、陸
軍八軍團屏東
用海區2 

215.00
2246 

--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際海纜 

漁業署枋寮鄉
漁會專用漁業
權 

-- 14.21
5099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際海纜 

國防部空軍枋
寮鄉枋山靶場、
海軍司令部加
祿堂海域、陸
軍八軍團屏東
用海區2 

-- 51.98
9633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國防部空軍枋
寮鄉枋山靶場、
海軍司令部加
祿堂海域、 

-- 23.06
7236 

教育部成功大
學黑潮發電試
驗區 

環保署海洋棄
置區 

180.58
0179 

-- 

原住民族屏東
傳統用海範圍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九鵬海域
用海範圍 

358.45
487 

-- 

(專用漁業權、海纜) 

(國防用海、專用漁業權) 

(風電潛力場址、專用漁業權、海域砂石) 

(國防用海、原住民傳統用海) 

(黑潮發電、海洋棄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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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8/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烏石漁港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際海纜 

-- 2.980
934 

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烏石漁港 

國家通訊委員
會國際環球通
訊網路 

-- 3.535
815 

中央氣象局第
一、二期東部
電纜式海底地
震儀 

國防部空軍宜
蘭壯圍鄉海域
範圍 

-- 43.14
2253 

中央氣象局第
一、二期東部
電纜式海底地
震儀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利澤簡海
域範圍 

-- 8.381
152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蘇澳海域 

台灣港務公司
蘇澳港港區範
圍 

2.9222
39 

--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蘇澳海域 

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南方澳漁
港 

0.2808
77 

-- 

(漁港、海纜) 

(國防用海、港區)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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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臺東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用海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9/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九鵬海域
用海範圍 

57.598
663 

--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知本灘頭
海域 

52.722
806 

--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台東縣政府定
置漁業權 

194.00
5336 

--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台東縣政府深
層水取水管 

0.1088
39 

--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交通部觀光局
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管理處杉
原海域水上摩
托車專區 

0.1636
44 

-- 

原住民族台東
傳統用海範圍 

漁業署新港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445.72
7872 

--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環保署公告海
洋棄置區 

-- 29.76
1724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中山科學研究
院九鵬測試場 

-- 81.74
1713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原住民族蘭嶼
傳統用海範圍 

-- 70.58
1884 

國家通訊委員
會全球光網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蘭嶼海域 

-- 2.646
46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原住民族花蓮
傳統用海範圍 

漁業署花蓮區
漁會專用漁業
權 

591.60
3097 

-- 

原住民族花蓮
傳統用海範圍 

交通部觀光局
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管理處磯
崎海域機械動
力水域活動區 

1.6683
18 

-- 

原住民族花蓮
傳統用海範圍 

台灣港務公司
花蓮港港區範
圍 

11.726
525 

-- 

原住民族花蓮
傳統用海範圍 

經濟部工業局
和平工業區海
岸棄土區 

1.2282
02 

-- 

(遊憩區、專用漁業權) 

(專用漁業權、取水管) (原住民用海、漁業權、港區、棄土區) 

(原住民傳統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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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10/12) 

區域1 區域2 面積
(km2) 

長度 

國家通訊委員
會中華電信國
內海纜 

國防部海軍司
令部望安海域
2用海範圍 

-- 7.692
84 

澎湖縣第二類
漁港花嶼漁港 

國防部空軍澎
湖望安鄉石溪
靶場 

0.0547
05 

-- 

(漁港、靶場)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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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11/12) 

(漁港、國防陣地) 

(漁港、國防陣地)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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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海域區使用競合情形  

二、各縣市海域區目前使用及競合概況(12/12) 

(漁港、國防陣地)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
用海 

縣市海域管理
範圍 



國防演習區競合 
國防研習區、靶場與鄰近漁港、專用漁
業權、礦區、遊憩區，在演習期間為完
全排他，非演習期間為相容。 

港區與管線、遊憩競合 
港區範圍內與鄰近管纜、海洋放流管為
排他，放流管水質排放應避免污染港區
及影響河口生態，下錨區應避免破壞經
過之海底管纜。 
港區與鄰近水域遊憩區為排他 

漁業與管線、風電及礦區競合 
漁業與海纜為部份排他，應避免作業方
式破壞海纜。 
漁業與風力發電場域、礦區、砂石抽砂
區、深層海水取水管具有排他性 
風電廠具有獨占及潛力風場可能之衝突 

工程用海競合關係 
海底油管(或其他管纜)與鉑錨區為衝突
，於海底管纜通過區一定範圍內應禁止
鉑錨以避免破壞管纜。 
部份海底管纜之上岸段為獨占，與海岸
保護區、如藻礁海岸生態為衝突。 
 
 

 

三、海域區使用競合關係探討 

海底管線與其他使用競合 
15 

國防演習(排他)，非演習期間為相容 

港區與管纜、遊憩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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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域區使用特性分析(2/3) 

海域區使用競合應考量因子 

使用特性 

 (永久性、專屬性) 

使用強度 

 (使用規模、使用頻率） 

多功能使用 

 (相容、部份排他、排他) 

立體使用 

 (海面、海水、底土) 

時間管制 

 (使用時間、使用季節) 

績效管制 

 (如訂定廢棄物排放標準) 

潮間帶及沙灘公共通行 
 

立體空間管理(海面、海水、底土) 

多功能使用(相容、條件容許、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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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區使用原則探討 
海域區具有多功能使用之特性，各種使用之競合包括相容、部分排他（或有條
件相容）、排他（完全排他、獨占）等，應以相容為原則、排他為例外 

對於獨占性使用，有關海岸管理法第31條規定，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
用，近岸海域及公有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並禁制設置人為設施 

相容、部份排他、排他及獨占之認定 
 

 

使用性質獨占或相容認定原則 

相容 
 無土建、機具、或臨時設

施，可與其他使用相容共
存者 

部份排他 
 僅有簡易設施 

 有特定存續時間排他，其
他期間可相容使用 

 使用範圍外之海域其他立
體空間（海水面、水體、
底土）可有條件相容使用 

排他 

(1)排他 
 有土建或固定機具設備 

 使用範圍包含海域立體空間（海水面
、水體、底土） 或與其他使用不相容 

(2)獨占 
 有土建或固定機具設備，具有專屬性

、永久性 

 使用範圍包含海域立體空間（海水面
、水體、底土） 或陸域空間（潮間帶
、沙灘）並具有排他性，且已影響公
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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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域區使用特性分析(1/3)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使用 使用時間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

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

區位許可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一)漁業資源

利用 

1.漁撈範圍   相容 -- 
水面、水體、

底土 
季節性 

  2.漁業權範圍 

專用漁業權為相容或部份

排他； 

區劃漁業權及定置漁業權

具排他性或部份排他 

專用漁業權：數百平方

公里 

區劃漁業權：數十至數

千公頃 

定置漁業權：數十公頃。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3.漁業設施設置範

圍 

如漁船作業停泊碼頭等，

具排他性 
無一定規模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二)非生物資

源利用 

1.潮汐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電能設施，

具排他性 
數百公尺之線狀分佈 水面、水體 全年 

2.風力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風機設置屬長期使用提供

電能設施，具獨占、排他

性 

視風機設置規模，10支

風機約400公頃(德國案

例)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3.海洋溫差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電能，具

排他性 

海上型約1000公尺，陸

上型約數千公尺 
水面、水體 全年 

4.波浪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電能，具

排他性 

數百公尺(至少150公尺

以上) 
水面、水體 全年 

5.海流發電設施設

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電能，具

排他性 
一百至數百公尺 水面、水體 全年 

6.土石採取設施設

置範圍 
具排他性 

依土石採取法規應在100

公頃以下。 
底土 全年 

7.採礦相關設施設

置範圍 
具排他性 依據採礦性質不同 底土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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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域區使用特性分析(2/3)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使用 使用時間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

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

區位許可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二)非生物資

源利用 

8.深層海水資源利

用及設施設置範

圍 

具排他性 數十~數百公頃 水面、水體 全年 

9.海水淡化設施設

置範圍 
具排他性   水面、水體 全年 

(三)海洋觀光

遊憩 

1.非機械動力器具之

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相容 --     

  
2.水域遊憩活動範

圍 
相容、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水體 季節性 

  
3.海上平台設置範

圍 
部份排他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四)港埠航運 1.船舶無害通過範圍   相容 --     

  
2.航道及其疏濬工

程範圍 
具排他性 線狀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3.錨地範圍 具排他性 視港口大小而定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4.港區範圍 具獨占、排他   水面 全年 

(五)工程相關

使用 

1.海底電纜或管道

設置範圍 

部份管道上岸段具獨占特

性、部份排他 
數萬公里 底土 全年 

2.海堤區域範圍 部份排他 數百公里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3.資料浮標站設置

範圍 
部份排他 數百公尺 水面、水體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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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域區使用特性分析(3/3)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使用 使用時間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

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

區位許可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五)工程相關

使用 

4.海上觀測設施及

儀器設置範圍 
部份排他 漂浮站直徑約2.5公尺 水面、水體 全年 

5.底碇式觀測儀器

設置範圍 
部份排他   底土 全年 

6.海域石油礦探採

設施設置範圍 
具排他性 

依據礦業法第七條規定，

以2公頃至250公頃為限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7.跨海橋樑範圍 具排他性 數公里至數十公里 
水面、水體、

底土 
全年 

8.其他工程範圍 具排他性、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六)海洋科研

利用 
  

海洋科學與水下文

化資產研究活動設

施設置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水體、

底土 
不定期 

(七)環境廢棄

物排放或處理 

  1.排洩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期 

  
2.海洋棄置指定海

域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期 

(八)軍事及防

救災相關使用 

  
1.軍事相關設施設

置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期 

  
2.防救災相關設施

設置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期 

(九)原住民族

傳統海域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

使用範圍 
相容、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水體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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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業

資

源

利

用 

非

生

物

資

源

利

用 

海

洋

觀

光

遊

憩 

港 

埠 

航 

運 

工

程

相

關

使

用 

海

洋

科

研

利

用 

環 

境 

廢 

棄 

物 

排 

放 

  

軍

事

及

防

災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使

用 

漁業資源利用 ○ X △ X △ △ X △ ○ 

非生物資源利用   ○ △ X △ △ ○ X △ 

海洋觀光遊憩     ○ X △ ○ X △ △ 

港埠航運       ○ △ △ X X X 

工程相關使用         ○ △ ○ X △ 

海洋科研利用           ○ △ △ ○ 

環境廢棄物排放             ○ ○ X 

軍事及防災               ○ △ 

原住民族傳統使用                 ○ 

○相容 △部份排他 X完全排他 

考量功能分區特性與競合關係，以
相容為原則、排他為例外 

六、重疊使用優先處理原則研擬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31條 

第31條：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
共水域之使用，近岸海域及公
有自然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
，並禁止設置人為設施。 

但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
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
置者；或為國土保安、國家安
全、公共運輸、環境保護、學
術研究及公共福祉之必要，專
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者，不
在此限。 

獨占性之認定原則可參考前述
「海域地區相容/排他特性分析
表」 

參考使用競合優先次序處理原
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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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域的區位、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 
     為分區劃設之優先原則。 

2.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之使用。 
3.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 

4. 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 
 

5. 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 

6. 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或劃設為「用途待定區」。 
 

7. 業有新事證足以證明自然環境有明顯威脅者， 
     現有使用應經協商檢討，以永續觀點變更之。  

使用競合時優先次序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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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涉重大政策或認定疑義 
涉重大政策之判定：當使用行為與海域國土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競合時 

涉認定疑義之判定： 

 經目的事業單位許可，但不同使用間產生競合衝突而有疑義者。 

 位於環境敏感區，對於海域脆弱性及敏感性產生疑義者。 

 位於近岸海域及公有沙灘為獨占性使用，影響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產
生疑義者。 

如遇有疑慮之案件，初步建議可由目的事業主管單位說明不相
容之使用或行為。 

參考前述競合優先次序處理原則(五)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
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及(六)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
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為解決相關海域區使用之競合問題，可進行海域區功能區空間
規劃作業，藉以釐清與建立海域區用海秩序。 

 
 

 

 
 

 

涉及重大政策或認定疑義或有爭議處理原則 



 1. 

針對海域區區位許可使用是否為獨占性之認定條件
及原則定義，請討論。 

 2. 

針對涉及重大政策及認定疑義或有爭議者之處理原
則，請討論。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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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區劃名稱 劃設依據 管理機關 可參考借鏡之管理措施 

歐洲 
歐盟整合海
洋政策通訊
(2007) 

海洋政策 歐盟執行委員會 

1.歐盟整合海洋政策(2007) 
2.促進使用可再生能源指令及其修正與後續廢止

2001/70/EC與2003/30/EC指令(2009) 
3.藍色成長:海洋及海事永續成長的機會訊(2012) 
4.建構海域空間規劃架構指令(2014) 

德國 
北海海域計
畫 
 

聯邦空間規
劃法(1997-
2004) 
海洋發展計
畫-整合性德
國海洋政策
策略(2011) 

BSH(德國聯邦海
事暨水文局) 

1.解決發展風力發電與海洋環境保護及傳統用海
產業間之衝突，，同時確保海運及海底管道與電
纜之發展 
2.針對海運及管道與電纜列為海域空間規畫重點。 
3.依據各項目之重要性與各功能區內之優先順序
而設定不同之規範。 

英國 
海域空間規
劃 

海洋與海岸
使用法、再
生能源發展
計畫(2009)、
英國海洋政
策聲明(2011) 

海洋管理組織
(MMO)以及計劃
海域之各政策執行
機關 

1.將可能涉及漁業活動、生物資源保育以及再生
能源開發與建設等三大項目之協調與整合。 
2.各主管機關雖有訂定計畫之權力，但在訂定計
畫時，須遵守英國海洋政策聲明之基本政策方向
與要求。 
3.將海域劃分為八大區塊，由各海域主管機制定
並執行之 
4.英國已將海域能源開發納入其海洋空間規畫之
項目中，並以其作為達成英國環境與能源目標的
首要措施。 

建議為解決相關海域區使用之競合問題，可進行海域區功能區空間
規劃作業，藉以釐清與建立海域區用海秩序。 

參考借鏡德國「北海海域計畫」 

參考借鏡國外海洋功能區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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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爭議海域使用區 
歸為『用途待定區』 

 

 

 

 

有新事證證明與永續
自然環境牴觸者 

定期通盤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