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海岸管理法推動歷程實錄及策進作為之探討」案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議程 

壹、背景說明 

一、海岸地區為海域與陸域交接之帶狀區域，涵蓋陸域及海域二大地

理區，兼具海陸生態體系之特性，擁有許多豐富自然資源，卻易

受潮浪及災害侵襲，一經破壞，甚難復原，且將降低水產物生產

力，造成環境災害，影響海岸生態體系之平衡，實為一具有高度

敏感性、脆弱性及多元、不可逆性之區域。 

二、我國自 1970 年代開始推動十大建設，如臺中港、蘇澳港、大煉鋼

廠、中國造船廠、第一核能發電廠等於岸際或臨海地區開發建設，

且隨著人口成長、經濟快速發展，都會區土地不敷使用，使得公

私部門不斷朝向非都市土地開發，尤其我國海岸地區自 1987年（民

國 76 年）解嚴後，隨著海防管制的開放，對海岸地區的利用也愈

發迫切，其環境受到人口與產業密集聚集的壓力，使得海岸土地

利用漸趨多元化，甚而各產業競用海岸土地、鄰避設施林立、污

染事件層出不窮等問題頻頻發生，惟受限於當時法令規範不足，

且缺乏海岸地區專責管理機構，情況日益惡化。有鑑於此，為促

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保護、利用及管理海岸資源，防治海岸

災害及環境破壞，針對國內管理癥結及參酌國外管理制度，自 80

年即開始研擬「海岸法」草案，並曾於 86、89、91、97 年 4 度函

送立法院審議，因立法院屆期不續審未能完成立法。期間，因應

海岸生態遭受破壞、突堤效應及災害威脅、氣候變遷等問題，陸

續推動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永續整體發展方案等相

關政策及作為，以落實海岸地區永續發展之理念。 

三、102 年底「看見臺灣」紀錄片揭櫫海岸地區漁港密集開闢、消波塊

破壞海岸線、海岸濕地面積逐漸減少、濱海掩埋場邊坡遭海浪沖

蝕崩落……等問題，是各界期盼「海岸法」草案儘速完成立法。

行政院於 103 年 6 月 26 日第 5 次函送立法院審議，經立法院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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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103 年 11 月 19 日召開審查會議、12 月 17 日召開「海岸管

理建制公聽會」、12 月 29 日及 104 年 1 月 15 日召開 2次朝野黨團

協商會議，在行政、立法、學界及民間團體等各方共同研討及努

力，終達成全部條文之協商共識，立法院院會於 104 年 1 月 20 日

三讀通過，並更名為「海岸管理法」，總統於 104 年 2 月 4 日公布

施行。 

四、行政院 103 年 6 月 26 日函送立法院版本與現行經立法院 104 年 1

月 20 日三讀通過版本，除法案更名外，條文內容亦有若干差異，

包括立法目的強調確保自然海岸零損失、納入海岸管理白皮書、

揭示海岸地區規劃管理原則、須劃定重要海岸景觀區及訂定都市

設計準則、新增保護海岸之航道調整、刪除填海造地 10 年內不得

變更使用、新增得成立海岸管理基金、獨占性使用管制區域增加

公有自然沙灘等相關規定，各該條文對於後續海岸管理之規劃及

管理影響深遠，有必要將立法過程及重要變革詳予紀錄，以供後

續執行海岸管理之參考。 

五、海岸管理法 104 年 2 月 4 日公布施行後，本部於 104 年 8 月 4 日

劃設、107年 8月 3日及 111年 4月 8日修正公告「海岸地區範圍」；

於 105 年 2 月 1 日發布施行「海岸管理法施行細則」等 5 子法，

續於 107 年至 109 年間陸續辦理其中 3 子法修正發布作業；於 106

年 2 月 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理計畫」，並預計 111 年完成第

1 次通盤檢討。 

六、海岸管理法自立法迄今已超過 6 年時間，為鑑往知來，需要委託

專業團隊蒐整歷史重要文件及相關資料，詳實記載立法歷程及政

策轉折過程，以及探究現行相關機制及配套措施，是否符合立法

原意及國際趨勢，並進一步研提專業意見，以作為策定未來方向

之參考，同時透過空拍影像、訪談或會議實錄等方式深化紀錄，

爰編列經費委託辦理本案（契約規定之工作計畫內容詳附錄），俾

供後續海岸管理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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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案於 111 年 12 月 28 日與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以下

簡稱規劃單位）簽訂委託契約，於 111 年 1 月 21 日、3月 1 日、3

月 22 日、5 月 9 日、8 月 16 日、10 月 19 日召開 6 次工作會議，

期間於 111 年 7 月 6 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並於 111 年 4 月

21 日、9月 20 日召開 2次專家學者座談會。今規劃單位依契約規

定期限（自簽約日次日起 300 日曆天內）於 111 年 10 月 21 日提

送期末報告書，為廣納專家學者、有關機關之意見，以及審查本

案期末報告書內容，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作業單位說明 

三、規劃單位簡報及播放紀實影片（35 分鐘） 

四、綜合討論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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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契約規定之工作計畫內容 

一、辦理法案相關資料蒐整及探討（※期中、期末階段應辦事項） 

本案以詳實紀錄海岸管理法推動立法之背景立意及歷程，以及法

案條文更動差異分析為主要工作內容，應辦理工作項目以下列 3階段

分述： 

（一）立法前（※期中應辦事項） 

1.蒐整我國推動海岸管理相關制度之時空背景（如 76 年解嚴前

後）、世界潮流趨勢及演變情形等資料。 

2.蒐集海岸管理法制定完成前，政府曾實施或推動之相關政策、計

畫及作為，並彙整其重點內容，以及評析重大政策轉折過程、情

形及其歷史意義，至少包括： 

(1)自 62 年制定「農業發展條例」（海埔新生地）至內政部 82

年訂定（85 年、88 年修正）「海埔地開發管理辦法」及 84

年訂頒「海埔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再至 90 年「非都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增訂「海埔地開發」（現稱填海造地）

專編等。 

(2)73 年、76 年行政院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3)88 年內政部研擬「臺灣地區海岸管理計畫草案」。 

(4)90 年起內政部辦理「國土利用監測計畫」。 

(5)96 年行政院核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及 102 年行政院

核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二期）」。 

(6)98 年起內政部營建署辦理「海岸復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

（98-103）。 

(7)101 年行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及 103 年

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02-1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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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年（106 年修正）內政部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 

(9)其他經本案工作會議決議應配合分析之相關政策、計畫及作

為。 

（二）立法中（※期中應辦事項） 

1.蒐集行政院 86 年、89 年、91 年、97 年、103 年送立法院之海

岸法（草案）版本，以及立法院 104 年審議通過版本，並彙整該

6 版本條文變遷情形。 

2.蒐集海岸法（草案）自立法院第 8屆立法委員任期起始日（101

年 2 月 1日）至行政院 103 年 6 月 26 日送立法院期間，於本部

（內政部）討論與行政院審議過程之相關會議資料及紀錄（僅有

錄音檔部分，請協助轉為重點文字紀錄），包含行政協商會議、

內部工作會議及行政院審議會議等，並針對重要政策決議事項及

重要條文逐一整理立法原意及立法說明。 

3.蒐集立法院審議過程相關會議資料及紀錄，包含整合研商會議、

內政委員會審查會議、公聽會、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全體委員會

議及相關會議等。 

4.彙整海岸管理法行政院 103 年 6 月 26 日送立法院版本及立法院

104 年 1 月 20 日三讀通過版本之差異點；並依據所蒐集資料，

針對差異點逐一整理立法原意及立法說明，差異點至少包含下列

議題：(※期中、期末應辦事項) 

(1)第 1 條立法目的增訂「維持自然海岸零損失」之立意，其與

第 25 條、第 26 條特定區位許可之關係。 

(2)第 6 條增訂發布「海岸管理白皮書」之立意，其與第 8 條「整

體海岸管理計畫」各自之功能及定位。 

(3)第 7 條增訂「海岸地區之規劃管理原則」之立意，各款與各

相關條文之連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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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8 條「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應擬訂內容之差異事項，如將

「歷史、文化及重要景觀之區位指導及使用原則」調整為「有

關海岸之自然、歷史、文化、社會、研究、教育及景觀等特

定重要資源之區位、保護、使用及復育原則」之立意及內涵，

以及第 44 條將「整體海岸管理計畫」公告實施期限由本法

施行後 3年縮減為 2 年之原由。 

(5)第 11 條增訂須劃定「重要海岸景觀區」及訂定「都市設計

準則」之立意及內涵。 

(6)第 12 條、第 13 條有關海岸保護區及其計畫之差異分析，如

第 12 條第 1 項應劃設海岸保護區之各款情形，以及第 13 條

第 3 項增訂必要時擬訂禁止及相容使用事項之保護計畫。 

(7)第 15 條海岸防護計畫應載明事項及涉及海岸保護區應辦理

事項之差異。 

(8)第 20 條增訂船舶航行有影響海岸保護或肇致海洋污染之虞

者，得公告調整航道之立意及其公告機關。 

(9)刪除原第25條填海造地10年內不得變更使用相關規定之原

由。 

(10)第28條增訂對於具有公共利益之海岸保護等事項得予適當

獎勵及表揚，以及第 29 條、第 30 條新增得成立海岸管理

基金之立意。 

(11)第 31 條獨占性使用管制區域增加公有自然沙灘之立意，以

及但書相關規定調整之原由，如區分為但書前段及但書後

段，以及將「重要產業發展及其他公益性事業」調整為「公

共福祉」等。 

(12)法案名稱從「海岸法」調整為「海岸管理法」之原由。 

(13)立法院院會 104 年 1 月 20 日三讀通過之「附帶決議」的背

景、考量及對應條文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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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經本案工作會議決議應配合分析議題。 

（三）立法後（※期末應辦事項） 

104 年 2 月 4 日公布施行之海岸管理法，係以整體海岸觀

點，採取整合、協調及彌補不足等手段，建立共同治理基礎，

並以整合性管理為核心，分為資源保護、災害防護及利用管理

等 3 主軸。主要在「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的指導下，因地制宜

訂定個別的「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並透過利用

管理機制，落實計畫管制，建構海岸管理之健全基礎（法案架

構如下圖）。 

 

 

 

 

 

 

 

 

（一）彙整並闡述現行海岸管理法之架構、立法重點（重要條文）、代表

意義及政策影響等。 

（二）整理並評析現行推動資源保護、災害防護及利用管理等 3主軸之

相關政策、機制及作為（尤其針對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是否符合

海岸管理法之立法原意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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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海岸管理法立法推動過程及重要議題有關人士 

（一）研提海岸管理有關人士之訪談企劃，包括訪談對象、人數、方式

及相關內容。(※期中應辦事項，並於第 2 次工作會議前提出討論) 

（二）按訪談人士之口述歷史內容進行整理，並以錄音或錄影輔助紀錄。

(※期中、期末應辦事項) 

（三）執行過程，本署得視需要請受託團隊向本部、歷年內政部海岸管

理審議會委員、相關部會或人士進行訪談，訪談有關人士原則不

少於 10 人。(※期中、期末應辦事項) 

三、座談會議題討論 

針對海岸資源保護、災害防護及利用管理等 3主軸之重大議題或

各界關注議題等，邀集學者、專家、相關部會、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

會（預計 2 場，期中簡報前、期末簡報前各召開 1 場，每場出席專家

學者至少 6 人，預計參與人數 50 人；地點以本署場地為優先，每場時

間預估為半天）。（※期中、期末應辦事項） 

四、研提海岸管理法後續推動或修正之政策方向及重點 

依據海岸管理法相關資料蒐整及探討結果，並配合訪談及座談會

討論意見，檢視及盤點現行相關配套機制及措施（尤其針對整體海岸

管理計畫），提出未來法制面、計畫面或執行面等可精進、改善之具體

性建議：(※期末應辦事項) 

（一）海岸管理法修法建議。 

（二）整體海岸管理計畫修正建議。 

（三）其他海岸管理相關政策方向或辦理事項之建議。 

五、空拍及製作紀實影片 

（一）空拍（空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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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提空拍企劃，包括空拍地點、處數、操作方式及相關內容。(※

期中應辦事項) 

2.空拍地點以海岸管理之重要議題地點、必須保全區域、具代表

性場景、社會關注海岸段、未來亟需重視場域或本部審議案件

所在處等為原則。(※期中、末應辦事項) 

3.針對與本署討論後擇定之地點（至少 3 處），進行影像空拍紀

錄。(※期中、期末應辦事項) 

（二）紀實影片 

1.研提紀實影片腳本，包含影片主軸、架構、素材（如人物場景）、

後製規劃（如剪輯、錄配音、音樂、音效）及相關內容等。（※

期中應辦事項） 

2.蒐集海岸管理法推動立法及公布後施行過程相關照片或影像，

併同將本案空拍影像，以及相關訪談、座談會或會議影片，篩

選後剪輯為紀實影片，展現實錄之辦理成果。（※期末階段應辦

事項） 

3.影片成果（※期末階段應辦事項） 

(1)製作拍攝完整成果版全長至少 10 分鐘影片，以及剪輯精華

版 1 分鐘至 3 分鐘影片。 

(2)拍攝影片須採用高畫質或以上之高解析度之攝影系統拍攝

及後製影片，拍攝影片原始檔解析度為 1920x1080(HD)，影

片長寬比為 16：9。 

(3)影片有中(繁體)、英語版之語言及字幕，專業名詞請專業人

士或相關科系教授審稿、校正。 

(4)自行創作率（實景、實況、訪談拍攝部分）至少佔 90％，剪

輯引用既有作品時，畫面品質應經本署審查通過，並不得有

剽竊他人版權或偽造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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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碟具「全部播放」、「分段播放」等選單功能，全部影片撥

映完畢，需可自動再回主選單。 

4.紀實影片之相關資料及影片，涉著作權約定事宜者，皆依核定

工作計畫規定及簽訂契約規定辦理。 

六、配合本署會議時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至少 6 次（每月 1 次為原則，召

開期中、期末簡報會議之月份除外），每次提供會議資料 10 份，並整

理工作會議紀錄及回應處理情形納入各階段報告書。（※期中、期末階

段及期末簡報後應辦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