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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0812240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二

開會事由：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草案）」及「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等2案專案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08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第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6樓

） 
主持人：陳召集人繼鳴、郭召集人一羽、簡召集人連貴

聯絡人及電話：討論事項1：吳雅品 (02)8771-2972
E-mail：yapin@cpami.gov.tw
討論事項2：蔡武岩 (02)8771-2948
E-mail： 8059@cpami.gov.tw

出席者：蔡委員孟元、高委員仁川、張委員翠玉（以上委員為專案小組成員）、林委
員宗儀、吳委員全安、陳委員紫娥、黃委員清哲、溫委員琇玲、蘇委員淑娟 (
以上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彭委員紹博、吳委員珮瑜、莊委員昇偉、王委員
恒萍、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交
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經濟部
工業局、經濟部能源局、雲林縣政府、雲林縣麥寮鄉公所、雲林縣臺西鄉公
所、雲林縣四湖鄉公所、雲林縣口湖鄉公所、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東石鄉公
所、嘉義縣布袋鎮公所、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計畫組、中部辦公室、綜
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廖簡任技正文弘、
望科長熙娟)(以上含議程表、附件1-1、1-2、1-3、2-1、2-2、2-3)

列席者：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
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副本：本署秘書室、綜合計畫組(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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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次會議議題如未討論完竣，謹訂於108年11月27日（星

期三）上午9時30分假本署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

路2段342號6樓）繼續討論，屆時將另發開會通知單，並

請出席委員及與會機關攜帶會議議程資料與會，俾利會議

討論。

二、檢附會議提案資料、提案附件(共計2附件)，敬請先予研析

並攜帶與會。電子檔請至「內政部國土空間利用審議資訊

專區」https://lud.cpami.gov.tw下載。會議資料說明如下：

(一)議程表。

(二)附件1-1至附件1-3：「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提供出席委員全部附件。

(三)附件2-1至附件2-3：「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提供出席委員全部附件。

三、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因停車場空間有限， 請儘量

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內政部海岸管理審議會審議 

「雲林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及「嘉義縣一級海岸防

護計畫（草案）」等 2 案專案小組會議議程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討論事項 

第 1 案：審議「雲林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案。（附件

1）．．．．．．．．．．．．．．．．．．第 1頁 

第 2 案：審議「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案。（附件
2）．．．．．．．．．．．．．．．．．．第 40 頁 

参、臨時動議 

肆、散會 



 
討 論 事 項  

 
 
 
 
 
 
 
第 1 案：審議「雲林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

案）」專案小組。（附件 1） 
 

共同召集人：陳委員繼鳴 
      郭委員一羽 



附件 1 

討論事項 1:「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專案小組 

會議提案資料 

壹、背景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 

二、緣起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海岸防護計畫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利主管機關；又依本部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指定一級及

二級海岸防護區位，並明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

及辦理期限：「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為經濟部

水利署，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內完成；二級防護計

畫，擬訂機關為為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關，於本

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完成」。 

（二）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 14 條規定，劃設

一、二級…海岸防護區，擬訂機關應將…海岸防護計畫

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之日期及地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

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

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擬訂機

關提出意見，其參採情形由擬訂機關併同計畫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審議。…。」，經濟部業自 108 年 8 月 9 日至

108 年 9 月 7日，於雲林縣政府及所轄涉海岸地區麥寮

鄉公所、臺西鄉公所、四湖鄉公所、口湖鄉公所公開展

覽 30 天，並於 108 年 8 月 20日辦理公聽會；公開展覽

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團體提出之意見，經濟部均予紀

錄，並將回應資料與參採情形，以對照表列之呈現方式

併同海岸防護計畫報請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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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本法第 17 條第 1項規定：「前條…海岸防護計畫之審

議及核定，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海岸防護計畫：（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經濟部水利署以 108 年

10 月 5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5080 號函送「雲林縣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

核表」（詳附件 1-1）至本部（作業單位查核表詳附件

1-2）。 

三、審議作業方式 

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提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之

專案小組成員及作業方式，經提 108 年 3 月 13 日本部海

岸管理審議會第 22 次會議報告確認，採下列方式辦理審

議： 

（一）組成專案小組 

1.依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專案

小組輪值表，由陳副署長繼鳴與郭委員一羽擔任本案

專案小組共同召集人，小組成員有蔡委員孟元及張委

員翠玉。

2.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辦理現地勘查之規

定：「請擬訂機關針對重要課題點、災害嚴重性及擬

辦工程措施地點，提供空拍影片，以瞭解海岸現況，

納供審議參考，並視案件情況，如有需要再辦理現

勘。」，本案經濟部水利署於專案小組會議將依前開

規定以空拍影片說明海岸現況。

3.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本部審議重點項目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

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

事項）及參考原則，就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之內容，採議題式之審議方

式，以提高審議效能。

2



表 1 審議分工表 

審議項目 
中央水利 

主管機關 

本部 

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 ○ △ 

防護標的及目的 ○ △ 

海岸防護區範圍 ○ △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 ○ ◎ 

防護措施及方法 ○ ◎ 

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 ◎ 

事業及財務計畫 ○ △ 

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 ○ ◎ 

○：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審查事項。 

△：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本部採低密度審議。 

◎：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為本部審查重點。 

4.另專案小組屬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內部運作範疇，非

屬對外作成決議，無出席人數過半之規定；非專案小

組輪組之委員，仍得出席專案小組會議。 

（二）依據專案小組之審議結果，由本部綜合整理後，提報大

會確認，並對小組未能審決事項研擬替選方案提請大會

審決。 

（三）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查通過後，預定於 108 年 11 月

底前報請行政院審議核定。 

（四）依 108 年 10 月 8 日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一級

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決議，有關海岸

防護區範圍劃設調整之處理原則如下：（詳附件 1-1-1） 

1.考量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海岸

防護區範圍原則應將該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完整納

入，且不宜因都市計畫地區或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

議排除，而產生挖空情形。以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防護區位分級劃設原則」及「海岸防護整合規

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劃設區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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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範圍（以聯集及順接方式劃

設海岸防護區陸域界線）之規定。 

2.若有保全對象，但經擬訂機關評估後無致災或安全之

虞而予排除者，應於各該防護計畫敘明理由。

3.第 1類及第 2類漁港範圍比照上開處理原則，以港區

全區範圍納入海岸防護區。

四、另為顧及社會大眾有參與公共政策或計畫之權益，本部海

岸管理審議會之審議資訊，將於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

專區（https://lud.cpami.gov.tw/）中完整呈現；另本

部營建署業於該署網頁成立「海岸防護計畫專區」(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側）/營建署

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防護計

畫)，將辦理過程、會議資訊及計畫內容等於該專區公開，

並提供民眾表達意見管道。 

貳、計畫摘要（摘錄自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一、擬訂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二、海岸防護計畫範圍：海岸線起點自濁水溪河口至終點北港

溪河口，海岸長度為 55 公里，包含雲林縣麥寮鄉、台西

鄉、四湖鄉及口湖鄉等 4 個行政區。 

三、海岸災害類型：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

之災害類型為高潛勢暴潮溢淹+中潛勢以上之海岸侵蝕+

中潛勢以上之地層下陷。 

四、海岸防護區範圍：海側防護界線，依漂沙帶終端水深(水

深 6 公尺)為基礎，並依土沙使用管理需求順接劃設。陸

側防護界線則建議依實際災害潛勢範圍分佈情形，以明確

之道路或地標連接，並就其後續管理需求、土地利用及保

全對象重要性等適度調整。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區之範圍

劃設詳計畫書第 46 頁至 50 頁。  

五、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部分位於都市計畫，包括麥寮都市

計畫區、台西都市計畫區、口湖都市計畫區和箔子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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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等共計 4處；部分位於非都市土地，主要為一般農

業區、其次為工業區，分布區位詳計畫書第 7頁。 

六、防護措施及方法： 

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如表 2。 

（一）區段：依其地理區位分為 1.後安寮海堤至舊虎尾溪口

段(麥寮鄉)、2.舊虎尾溪口至三條崙漁港(臺西鄉、四

湖鄉)、3.三條崙漁港至箔子寮漁港(口湖鄉)及 4.箔子

寮漁港至台子村漁港(口湖鄉)等 4 個區段。 

（二）海岸防護措施及方法： 

1.工程因應策略：無新增工程項目。共通性部分(含一

般性及事業性海堤)，在災害防治區之工程對策，以

既有海堤防護設施維護修繕、基礎加強保護。 

2.非工程因應策略：在災害防治區以加強土地利用管理

(制)及海岸基本資料與地形監測調查為主。在陸域緩

衝區，則以土地利用型態調整、強化防避災應變措

施、災害預警系統及防災社區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因

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應參酌禦潮防洪水位修

訂相關法令與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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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一覽表 

區段 
災害 

類型 

災害防治區/ 

陸域緩衝區 

調適 

策略 

因應 

對策 
措施及方法 

法定 

區位 

後安

寮海 

堤至

舊虎 

尾溪

口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後安寮海堤、新興海埔地海 

堤、台西海埔地海堤、海口海堤) 

古蹟(拱

範宮)、

保安

林、潮間

帶、麥寮

都市計

畫、台西

都市計

畫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潮防

洪水位，修訂相關法令。 

5.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6.災害風險規避與轉移。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1.海岸/海域土沙管理 

2.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下陷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2.沿海產業調整。 

3.建築物環境改良(參酌禦潮防

洪水位)。 

4.地下水管制、監測。 

舊虎

尾溪 

口至

三條 

崙漁

港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海新海堤、林厝寮海堤)) 

成龍濕

地、椬梧

濕地、潮

間帶、箔

子寮港

特定

區、口湖

都市計

畫區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修訂相關法令。 

5.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6.災害風險規避與轉移。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1.以麥寮港外航道疏浚沙於退 

潮時拋沙，補償南下沙源。 

2.海岸/海域土沙管理 

3.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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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陷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2.沿海產業調整。 

3.建築物環境改良(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 

4.地下水管制、監測。 

 

三條

崙漁 

港至

箔子 

寮漁

港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三條崙海堤、箔子寮海堤) 
土沙防

止林、林 

業試驗

林地(中 

埔研究

中心)、

古蹟(口

湖下寮

萬善同

歸塚)、

潮間

帶、箔子

寮漁港 

特定區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修訂相關法令。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1.海岸/海域土沙管理 

2.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下陷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2.沿海產業調整。 

3.建築物環境改良(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 

4.地下水管制、監測。 

箔子

寮漁 

港至

台子 

村漁

港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下崙海堤、羊稠厝海堤、青蚶 

海堤、新港海堤、台子村海堤) 
成龍濕

地、椬梧 

濕地、潮

間帶、 

箔子寮

漁港特

定區、口

湖都市

計畫區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潮防

洪水位，修訂相關法令。 

5.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6.災害風險規避與轉移。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非

工程 

1.海岸/海域土沙管理 

2.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下陷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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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涉及海岸保護區：涉一級及二級海岸保護區部分，包括文

化資產保存法之古蹟保存區（一級）、森林法之保安林及

林業試驗林地（一級）及濕地保育法之地方級重要濕地（二

級）等。 

八、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雲林離島式基礎

工業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工業局。 

參、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進行查核 

一、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核表及本部營建署查核意見（詳

附件 1-2）。 

二、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本部與經濟部審議分工

項目，經查核「海岸防護標的及目的」、「事業及財務計

畫」，經濟部已載明相關內容，原則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

至「整體性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海岸災害風險分

析概要」、「海岸防護區範圍」、「禁止及相容之使用」、「防

護設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其

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因尚有疑義或屬本部審

查重點（詳附件 1-3），爰整理下列問題進行討論。 

肆、簡報及問題討論： 

請經濟部水利署針對「計畫內容重點」、「規劃過程相

關單位意見（公開展覽、公聽會民眾意見）處理情形」及

「下列議題回應說明」並進行簡報： 

議題一：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與公聽會，民眾意

見回應及參採情形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經濟部業自 108 年 8月 9日至 108 年 9 月 7 日，於雲林

縣政府及所轄涉海岸地區麥寮鄉公所、臺西鄉公所、四湖

鄉公所及口湖鄉公所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8年 8 月 20

日辦理公聽會完竣（詳計畫書附冊）。 

二、依公開展覽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團體提出之意見，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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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利署綜整摘要說明本計畫辦理過程中，針對民眾或團

體所提陳情意見「參採」、「未採納」之回應對照說明及「未

採納之原因。 

擬辦：本案針對依海岸管理法規定計畫送審前之法定程序，公

開展覽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團體提出之意見，依經濟部

水利署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

同意確認。並請該署依本次會議決議，檢視附冊 1 公開

展覽、公聽會發言意見之回應情形對照表之內容是否一

致（含參採情形）。 

議題二：海岸防護區範圍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雲林縣全縣海岸段，皆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之一級

海岸防護區（高潛勢暴潮溢淹+中潛勢以上之海岸侵蝕+

中潛勢以上之地層下陷），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下列事項： 

（一）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防護區位劃設與分級原則」

及「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

冊」之規定，請以圖示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 3種災害

潛勢範圍如何綜合考量以聯集順接方式產生「海側防護

區界線」及「陸側防護區界線」之防護區範圍。 

（二）查計畫書第 2 頁，表 1-2「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範

圍表」之本計畫海岸長度為 55 公里，惟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依經濟部提供資料所指定之「雲林縣海岸防護區

位」長度則為 68.9 公里，二數據間有明顯差距，請釐

清?並請說明有關雲林縣海岸南北二端（濁水溪口及北

港溪口）之海陸交界處，均採直線劃設，而未將部分範

圍納入之考量因素為何？ 

（三）經查計畫書附件 1-1，「雲林縣一級防護區範圍」將麥

寮工業專用港之港區範圍(外廓防波堤以內之水域部分)

納入防護計畫「災害防治區」，惟麥寮工業區部分未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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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陸域緩衝區」： 

1.依本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一級海岸防護

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決議「有關海岸防護區

範圍劃設調整之處理原則」，應將麥寮工業區納入計

畫範圍，故請以圖面資料說明納入後之海岸防護區面

積。 

2.因應海岸災害防護對策及後續使用管理研擬，海岸防

護區範圍加以劃設「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

故針對陸側防護區範圍，請說明是否有海岸災害風險

程度較高地區，需調整劃設為災害防制區範圍。 

二、查本計畫書第 46、47 頁，海岸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部分，

針對「海側防護區界線」及「陸側防護區界線」劃設原則，

均無說明「地層下陷」災害潛勢因子。惟查計畫書第 50

頁，又劃設「(三)地層下陷災害防治區與陸域緩衝區」，

且計畫書第 61頁亦研訂「地層下陷防護區使用管理事項」

(禁止、避免及相容使用)。另查海審會專案小組已審議之

屏東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及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區

（草案），其劃設結果經擬訂機關綜合考量後，均無將地

層下陷災害潛勢區納入防護區之範圍。故請經濟部水利署

釐清說明，本計畫針對「地層下陷」災害潛勢之劃設，是

否與前揭二海岸防護計畫綜合考量之原則一致，有無因地

制宜或依個別防護計畫地點不同有所差異? 

擬辦： 

一、有關海岸防護區範圍，依據本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

召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決議，應含

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定之海岸防護區位，並將麥寮工

業區納入海岸防護區。 

二、本案防護區範圍（含區內之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範圍）

本案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則擬同意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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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惟請經濟部水利署補充前開議題說明，並修正圖示及

統計各類型海岸災害、海（陸）域之面積，並納入計畫書。 

議題三：禁止及相容使用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之審

議原則，針對海岸防護區進行海岸災害風險與土地利用型

態之關聯性分析，據以檢討土地利用政策（土地使用管制

規範），高風險地區（易致災區）應儘量避免開發行為。 

二、查計畫書第 57 頁至第 62頁，依海岸段特性、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海岸災害風險分析結果之災

害類型與海岸災害風險調適策略中所參採防護原則，按災

害防治區、陸域緩衝區及各災害類型，訂定禁止與相容使

用事項，故請經濟部水利署就下列事項說明： 

（一）請說明各災害類型之「災害防治區」、「陸域緩衝區」，

所訂定禁止及相容使用之差異內容。 

（二）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應避免之使用、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第 3.2.2防護原則及水利規劃試驗所訂定「海岸防

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建議內

容，請說明本案是否因地制宜新增與前開規定不同之特

殊使用管理事項。 

（三）本計畫書所劃設之「災害防治區」，無論於暴潮溢淹、

海岸侵蝕或地層下陷等，均以「海堤區域」為主要劃設

範疇，並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禁止事項」

列為「禁止項目」。惟海岸侵蝕災害特別增訂「海岸地

區之養灘或沙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沙來源」（計

畫書第 60 頁），其似與水利法第 65 條之 5「海堤區域

內禁止下列行為：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規定重複；

則該項目是否需特別訂定，請釐清。另上開內容與海審

會專案小組已審議之屏東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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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涵括較多元禁止項目

之規定明顯不同，是否有因地制宜考量，亦請釐清。 

（四）暴潮溢淹陸域緩衝區之相容項目：「3.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參考計畫 50 年暴潮位（+2.64m）作為防洪水位，

循程序調整降低既有高強度使用地區，並視實際需求及

土地利用重要程序，修正或變更相關計畫。」及「4.

陸域緩衝區內建築物及結構物樓地板高程低於防洪水

位，應以低度使用，如作為其他用途，應按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法令申請核准後，辦理適當之防範

措施（如興建防洪設施，或墊高建築物基礎。」，依本

法第 19 條規定，相關主管機關應如何配合辦理（如涉

及那些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內容），以適時修訂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五）各災害類型使用管理事項，除「禁止及相容之使用」外，

尚有「避免」項目，請說明補充「避免」項目後續如何

落實執行；另查計畫書第 61 頁及第 62 頁，地層下陷之

「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均僅將「地下水鑿

井引水或抽用地下水」列為避免事項，而非禁止事項，

其對地層下陷防治是否能達成實際效果。 

擬辦： 

一、請經濟部水利署再釐清檢視「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

區」之「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使用管理事項，除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明定禁止事項外，其他係因本海岸防護計畫之

經營管理(治理)需求等相關事項，請綜整納入計畫書玖、

其他與海岸防護有關之事項。 

二、涉及土地使用管制者，請經濟部水利署特別註明考量防護

計畫之風險分析、防護措施及方法，並依本法第 19 條規

定，相關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應適時修訂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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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整體性海岸防護計畫有關

之事項」及「防護設施及方法」之審議原則，海岸地區以

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為目標，海岸防護設

施之採用及設計，應儘量考量海岸保護區之需要，優先採

用近自然工法為主。 

二、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依本次會議議程

資料表 2(計畫書表 6-1)，經查本案未設有新設之工程措

施，惟針對因應災害所需辦理「三條崙海堤整建措施」及

「麥寮港外航道疏濬拋沙養灘措施防護措施」，請經濟部

水利署說明下列事項: 

（一）依計畫書表 6-1，請說明不同災害類型下，針對「災害

防治區」與「陸域緩衝區」所提出「保護」、「適應」及

「撤退」的調適策略差異。 

（二）請以模擬示意圖說明前開「三條崙海堤整建措施」防護

工程措施是否採用近自然工法、預期達成之效益為何? 

（三）查計畫書第 71 頁，「(二)防避災與後撤性調適措施」部

分，有關適應性與撤退性之技術措施，是否納入氣候變

遷之調適策略，後續落實機制為何?有無請相關機關位

配合辦理事項? 

三、有關防護措施及方法，查計畫書第 63 頁，雲林縣一級海

岸防護區之海岸防護設施防護基準，茲以 50 年重現期暴

潮水位(+2.64 公尺)為設計水位，並以 50 年重現期波高

(6.79公尺)為設計波浪。惟依據計畫書第 6頁表 2-3「雲

林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近 5 年海岸災害統計表」中 107 年 8

月 23 日豪雨所產生瞬間強降雨，超過防洪設計標準仍造

成淹水災害，請說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書就 50 年重現期暴潮溢淹、推估未來 5 年海岸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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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及地層下陷等三種海岸災害之潛勢致災範圍，配合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繪出第 34 頁圖 2-15雲林縣一

級海岸防護地區害潛勢情報圖。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及海

岸災害風險，目前防護措施及方法的設計，是否將氣候

變遷致災風險納入評估考量。 

（二）前開防護措施及方法是否能確保防護標的（如:都市計

畫發展地區、鄉村區聚落、重大建設等）安全無虞，且

符合預期達成之效益。 

擬辦： 

一、本案針對各海岸段所研訂之「防護設施及方法」，如經委

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 

二、本案針對海岸防護措施之效益及成果，經擬訂機關說明，

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惟請

經濟部水利署將前開補充說明各防護工程措施，預期達成

之效益，並納入計畫書。 

議題五：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涉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調部分，提請討論。 

說明： 

一、涉及海岸保護區：依計畫書第 10 頁，本計畫涉一級及二

級海岸保護區部分，包括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古蹟保存區

（一級）、森林法之保安林及林業試驗林地（一級）及濕

地保育法之地方及重要濕地（二級）等。惟查計畫書附冊

第 2-3頁，僅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同意文件，故

請經濟部水利署以圖面或列表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海

岸保護計畫範圍及徵得同意之情形，並請文化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雲林縣政府表示意見。 

二、涉及其他機關協調應辦及配合事項，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部分，請經濟部水利署依下列事項說明: 

（一）查本計畫區濁水溪口海岸段(濁水溪口至台子村海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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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傘頂洲)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請以

圖面補充說明本計畫海岸段受人為開發或人工構造物

興築引發海岸侵蝕及淤積失衡結果。 

（二）查本計畫附冊第 2-4 頁至第 2-10 頁已檢附「行政院專

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協商往返文件、會議紀錄及參採情

形」；計畫書第 80 頁則說明：「…經濟部工業局尚未提

供侵淤成因，故以彙整『雲林海岸防護整合規劃』…之

分析結果，作為現階段侵淤成因。…因應措施部分，經

濟部工業局…權責辦理拋沙養攤措施及配合辦理水質

監測工作，其養灘沙源則由麥寮工業專用港外航道維護

疏浚土方提供，並於事業與財務計畫說明。」，請經濟

部水利署摘要說明協商情形、侵淤成因，及所研訂之因

應措施能否達到預期效果。並請經濟部工業局對於目前

研訂之內容表示意見。 

三、涉及依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本部核發特定區位許可之案

件：依計畫書第 80 頁，經濟部水利署於 108 年 1 月 29

日召開機關協商會議，請說明是否有需特定區位申請人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配合海岸防護計畫辦理之事項

及目前申請人配合辦理之情形。 

擬辦： 

一、涉及海岸保護區：一級及二級海岸保護區部分，包括文化

資產保存法之古蹟保存區（一級）、森林法之保安林及林

業試驗林地（一級）及濕地保育法之地方及重要濕地（二

級）等，請以圖面或列表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海岸保護

計畫範圍及徵得同意之情形，並將同意相關文件納入計畫

書。 

二、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說明，海岸侵蝕「因興辦事業計畫

之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令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護措

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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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開發構造物主要包含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其主辦

機關為「經濟部工業局」，並請經濟部工業局持續進行監

測作業，將資料提供經濟部水利署納入後續計畫檢討修正

之參考。 

三、涉及本部核發特定區位許可之案件：如有需申請人配合辦

理事項(如:監測計畫之測站、監測範圍、項目等)，請納

入計畫書說明。 

四、考量劃設公告為海岸防護區後相關管制規定與影響，涉及

海岸防護區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依本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

決議，請經濟部水利署於海岸防護計畫中敘明屬「海岸防

護計畫之應辦事項」，未來依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則無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議題六、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對於防治海岸

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等，預期將有何具體

效益？ 

說明：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為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

倒灌、國土流失，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海岸地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其嚴重情形劃設為一級或二級海岸防

護區，並分別擬定海岸防護計畫。 

二、經濟部水利署業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擬定本（雲林

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經本專案小組討論後，

後續並將提報本部海審會大會審議及行政院核定。爰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應於計畫書適當章節（例如第一章前言，或

第三章防護標的及目的），重點摘述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對於雲林縣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等，

預期將有何具體效益，為利後續審議及宣導說明。 

擬辦：擬依說明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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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審議「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

案）」專案小組。（附件 2） 
 
共同召集人：陳委員繼鳴 
      簡委員連貴 

 
 
 





附件 2 

討論事項 2：「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專案小組 

會議提案資料 

壹、背景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 

二、緣起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海岸防護計畫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利主管機關；又依本部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指定一級及

二級海岸防護區位，並明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

及辦理期限：「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為經濟部

水利署，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內完成；二級防護計

畫，擬訂機關為為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關，於本

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完成」。 

（二）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 14 條規定，劃設

一、二級…海岸防護區，擬訂機關應將…海岸防護計畫

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之日期及地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

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

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擬訂機

關提出意見，其參採情形由擬訂機關併同計畫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審議。…。」，經濟部業自 108 年 6月 18日至

108 年 7 月 17 日，於嘉義縣政府及東石鄉公所、布袋

鎮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8 年 6 月 28 日及 7 月

16 日辦理 2 場公聽會；公開展覽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

團體提出之意見，經濟部均予紀錄，並將回應資料與參

採情形，以對照表列之呈現方式併同海岸防護計畫報請

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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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本法第 17 條第 1項規定：「前條…海岸防護計畫之審

議及核定，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海岸防護計畫：（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經濟部水利署以 108 年

10 月 1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4580 號函送「嘉義縣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

核表」（詳附件 2-1）至本部（作業單位查核表詳附件

2-2）。 

三、審議作業方式 

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提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之

專案小組成員及作業方式，經提 108 年 3 月 13 日本部海

岸管理審議會第 22 次會議報告確認，採下列方式辦理審

議： 

（一）組成專案小組 

1.依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專案

小組輪值表，由陳副署長繼鳴與簡委員連貴擔任本案

專案小組共同召集人，小組成員有蔡委員孟元及高委

員仁川。

2.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辦理現地勘查之規

定：「請擬訂機關針對重要課題點、災害嚴重性及擬

辦工程措施地點，提供空拍影片，以瞭解海岸現況，

納供審議參考，並視案件情況，如有需要再辦理現

勘。」，本案經濟部水利署於專案小組會議將依前開

規定以空拍影片說明海岸現況。

3.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本部審議重點項目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

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

事項）及參考原則，就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之內容，採議題式之審議方

式，以提高審議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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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審議分工表 

審議項目 
中央水利 

主管機關 

本部 

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 ○ △ 

防護標的及目的 ○ △ 

海岸防護區範圍 ○ △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 ○ ◎ 

防護措施及方法 ○ ◎ 

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 ◎ 

事業及財務計畫 ○ △ 

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 ○ ◎ 

○：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審查事項。 

△：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本部採低密度審議。 

◎：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為本部審查重點。 

4.另專案小組屬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內部運作範疇，非

屬對外作成決議，無出席人數過半之規定；非專案小

組輪組之委員，仍得出席專案小組會議。 

（二）依據專案小組之審議結果，由本部綜合整理後，提報大

會確認，並對小組未能審決事項研擬替選方案提請大會

審決。 

（三）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查通過後，預定於 108 年 11 月

底前報請行政院審議核定。 

（四）依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有關海岸防

護區範圍劃設調整之處理原則如下：（詳附件 1-1） 

1.考量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海岸

防護區範圍原則應將該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完整納

入，且不宜因都市計畫地區或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

議排除，而產生挖空情形。以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防護區位分級劃設原則」及「海岸防護整合規

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劃設區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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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範圍（以聯集及順接方式劃

設海岸防護區陸域界線）之規定。 

2.若有保全對象，但經擬訂機關評估後無致災或安全之

虞而予排除者，應於各該防護計畫敘明理由。 

3.第 1類及第 2類漁港範圍比照上開處理原則，以港區

全區範圍納入海岸防護區。 

四、另為顧及社會大眾有參與公共政策或計畫之權益，本部海

岸管理審議會之審議資訊，將於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

專區（https://lud.cpami.gov.tw/）中完整呈現；另本

部營建署業於該署網頁成立「海岸防護計畫專區」(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側）/營建署

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防護計

畫)，將辦理過程、會議資訊及計畫內容等於該專區公開，

並提供民眾表達意見管道。 

貳、計畫摘要（摘錄自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一、擬訂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二、海岸防護計畫範圍：海岸線起點自北港溪河口至終點八掌

溪河口，海岸長度為 41.7 公里，包含嘉義縣東石鄉及布

袋鎮等 2 個行政區。 

三、海岸災害類型：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

之災害類型為高潛勢暴潮溢淹+中潛勢以上之海岸侵蝕+

中潛勢以上之地層下陷。 

四、海岸防護區範圍：海側防護界線，依漂沙帶終端水深(水

深 7 公尺)為基礎，並依土沙使用管理需求順接劃設。陸

側防護界線則建議依實際災害潛勢範圍分佈情形，以明確

之道路或地標連接，並就其後續管理需求、土地利用及保

全對象重要性等適度調整。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區之範圍

劃設詳計畫書第 43 頁至 50 頁。  

五、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部分位於布袋都市計畫範圍；部分

位於非都市土地，主要為一般農業區、其次為鄉村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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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區位詳計畫書第 6 頁。 

六、防護措施及方法： 

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如表 2。 

（一）區段：依其地理區位分為 1.鰲鼓海埔地至布袋商港、

2.布袋商港至八掌溪等個區段。 

（二）海岸防護措施及方法： 

1.工程因應策略：無新增工程項目。共通性部分(含一

般性及事業性海堤)，在災害防治區之工程對策，以

既有海堤防護設施維護修繕、基礎加強保護。 

2.非工程因應策略：在災害防治區以加強土地利用管理

(制)及海岸基本資料與地形監測調查為主。在陸域緩

衝區，則以土地利用型態調整、強化防避災應變措

施、災害預警系統及防災社區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因

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應參酌禦潮防洪水位修

訂相關法令與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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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一覽表 

區段 災害

類型 
災害防治區/ 
陸域緩衝區 

調適 
策略 

因應 
對策 措施及方法 法定區位 

鰲鼓海

埔地至

布袋商

港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 
非工程 

1. 白水湖海堤堤身改善。 
2.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鰲鼓重要濕地、

鰲鼓野生動物保

護區、朴子溪河

口重要濕地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 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 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 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 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

潮防洪水位，修訂相關法

令。 
5. 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6. 災害風險規避與轉移。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 
非工程 

1. 海岸/海域土砂管理 
2. 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下陷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 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2. 沿海產業調整。 
3. 建築物環境改良(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 
4. 地下水管制、監測。 

布袋商

港至八

掌溪 

暴潮

溢淹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 
非工程 

海堤設施維護修繕。 朴子溪河口重要

濕地、布袋鹽田

重要濕地、好美

寮重要濕地、八

掌溪口重要濕地

、布袋都市計畫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 災害預警系統建置。 
2. 強化防避災應變措施。 
3. 建置海岸防災社區。 
4. 各目的主管機關應參酌禦

潮防洪水位，修訂相關法

令。 
5. 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6. 災害風險規避與轉移。 

海岸

侵蝕 災害防治區 保護 工程/ 
非工程 

1. 好美寮海岸侵蝕段，以砂源

補償方式擴增灘岸。 
2. 海岸/海域土砂管理 
3. 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 

地層

下陷 

災害防治區 撤退 非工程 劃設禁建線，避免開發。 

陸域緩衝區 適應 非工程 

1. 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2. 沿海產業調整。 
3. 建築物環境改良(參酌禦潮

防洪水位)。 
4. 地下水管制、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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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涉及海岸保護區：涉一級及二級海岸保護區部分，包括森

林法之保安林（一級）、漁業法之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二級）、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一

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歷史建築（二級）及濕地保育法

之國家級重要濕地（一級）等。 

八、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布袋商港及布袋

遊艇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為交通部及嘉義縣政府。 

參、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進行查核 

一、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核表及本部營建署查核意見（詳

附件 2-2）。 

二、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本部與經濟部審議分工

項目，經查核「海岸防護標的及目的」、「事業及財務計

畫」，經濟部已載明相關內容，原則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

至「整體性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海岸災害風險分

析概要」、「海岸防護區範圍」、「禁止及相容之使用」、「防

護設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其

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因尚有疑義或屬本部審

查重點（詳附件 2-3），爰整理下列問題進行討論。 

肆、簡報及問題討論： 

請經濟部水利署針對「計畫內容重點」、「規劃過程相

關單位意見（公開展覽、公聽會民眾意見）處理情形」及

「下列議題回應說明」並進行簡報： 

議題一：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與公聽會，民眾意

見回應及參採情形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經濟部業自 108 年 6月 18日至 108 年 7 月 17 日，於嘉

義縣政府及所轄涉海岸地區東石鄉公所及布袋鎮公所公

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8 年 6 月 28 日及 7 月 16 日辦理公

聽會完竣（詳計畫書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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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公開展覽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團體提出之意見，請經濟

部水利署綜整摘要說明本計畫辦理過程中，針對民眾或團

體所提陳情意見「參採」、「未採納」之回應對照說明及「未

採納之原因。 

擬辦：本案針對依海岸管理法規定計畫送審前之法定程序，公

開展覽期間及公聽會人民或團體提出之意見，依經濟部

水利署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

同意確認。並請該署依本次會議決議，檢視附冊 1 公開

展覽、公聽會發言意見之回應情形對照表之內容是否一

致（含參採情形）。 

議題二：海岸防護區範圍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嘉義縣全縣海岸段，皆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之一級

海岸防護區（高潛勢暴潮溢淹+中潛勢以上之海岸侵蝕+

中潛勢以上之地層下陷），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下列事項： 

（一）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防護區位劃設與分級原則」

及「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

冊」之規定，請以圖示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 3種災害

潛勢範圍如何綜合考量以聯集順接方式產生「海側防護

區界線」及「陸側防護區界線」之防護區範圍。 

（二）依計畫書附件 1-1，「嘉義縣一級防護區範圍」： 

1.依本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一級海岸防護

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決議「有關海岸防護區

範圍劃設調整之處理原則」，請以圖面資料說明布袋

商港是否全區範圍納入海岸防護區。 

2.因應海岸災害防護對策及後續使用管理研擬，海岸防

護區範圍加以劃設「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

故針對陸側防護區範圍，請說明是否有海岸災害風險

程度較高地區，需調整劃設為災害防制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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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本計畫書第 43 頁，海岸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部分，針

對「海側防護區界線」及「陸側防護區界線」劃設原則，

均無說明「地層下陷」災害潛勢因子。惟查計畫書第 46

頁，又劃設「(三)地層下陷災害防治區與陸域緩衝區」，

且計畫書第 57頁亦研訂「地層下陷防護區使用管理事項」

(禁止、避免及相容使用)。另查海審會專案小組已審議之

屏東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及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區

（草案），其劃設結果經擬訂機關綜合考量後，均將地層

下陷災害潛勢區納入防護區之範圍。故請經濟部水利署釐

清說明，本計畫針對「地層下陷」災害潛勢之劃設，是否

與前揭二海岸防護計畫綜合考量之原則一致，有無因地制

宜或依個別防護計畫地點不同有所差異? 

擬辦： 

一、有關海岸防護區範圍，依據本部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8 日

召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行政協商會議決議，應含

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定之海岸防護區位，並將布袋商

港全區範圍納入海岸防護區。 

二、本案防護區範圍（含區內之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範圍）

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惟請

經濟部水利署補充前開議題說明，並修正圖示及統計各類

型海岸災害、海（陸）域之面積，納入計畫書。 

議題三：禁止及相容使用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之審

議原則，針對海岸防護區進行海岸災害風險與土地利用型

態之關聯性分析，據以檢討土地利用政策（土地使用管制

規範），高風險地區（易致災區）應儘量避免開發行為。 

二、計畫書第 53頁至第 58頁，依海岸段特性、整體海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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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海岸災害風險分析結果之災害

類型與海岸災害風險調適策略中所參採防護原則，按災害

防治區、陸域緩衝區及各災害類型，訂定禁止與相容使用

事項，故請經濟部水利署就下列事項說明： 

（一）請說明各災害類型之「災害防治區」、「陸域緩衝區」，

所訂定禁止及相容使用之差異內容。 

（二）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應避免之使用、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第 3.2.2防護原則及水利規劃試驗所訂定「海岸防

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建議內

容，請說明本案是否因地制宜新增與前開規定不同之特

殊使用管理事項。 

（三）本計畫書所劃設之「災害防治區」，無論於暴潮溢淹、

海岸侵蝕或地層下陷等，均以「海堤區域」為主要劃設

範疇，並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禁止事項」

列為「禁止項目」。惟海岸侵蝕災害特別增訂「海岸地

區之養灘或沙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沙來源」（計

畫書第 56 頁），其似與水利法第 65 條之 5「海堤區域

內禁止下列行為：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規定重複；

則該項目是否需特別訂定，請釐清。另上開內容與海審

會專案小組已審議之屏東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及

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草案），涵括較多元禁止項目

之規定明顯不同，是否有因地制宜考量，亦請釐清。 

（四）暴潮溢淹陸域緩衝區之相容項目：「3.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參考計畫 50 年暴潮位（+2.64m）作為防洪水位，

循程序調整降低既有高強度使用地區，並視實際需求及

土地利用重要程序，修正或變更相關計畫。」及「4.

陸域緩衝區內建築物及結構物樓地板高程低於防洪水

位，應以低度使用，如作為其他用途，應按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法令申請核准後，辦理適當之防範

措施（如興建防洪設施，或墊高建築物基礎。」，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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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9 條規定，相關主管機關應如何配合辦理（如涉

及那些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內容），以適時修訂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五）各災害類型使用管理事項，除「禁止及相容之使用」外，

尚有「避免」項目，請說明補充「避免」項目後續如何

落實執行；另查計畫書第 57 頁及第 58 頁，地層下陷之

「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區」，均僅將「地下水鑿

井引水或抽用地下水」列為避免事項，而非禁止事項，

其對地層下陷防治是否能達成實際效果。 

擬辦： 

一、請經濟部水利署再釐清檢視「災害防治區」及「陸域緩衝

區」之「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使用管理事項，除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明定禁止事項外，其他係因本海岸防護計畫之

經營管理(治理)需求等相關事項，請綜整納入計畫書玖、

其他與海岸防護有關之事項。 

二、涉及土地使用管制者，請經濟部水利署特別註明考量防護

計畫之風險分析、防護措施及方法，並依本法第 19 條規

定，相關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應適時修訂土地使用管制

相關規定。 

議題四：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整體性海岸防護計畫有關

之事項」及「防護設施及方法」之審議原則，海岸地區以

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為目標，海岸防護設

施之採用及設計，應儘量考量海岸保護區之需要，優先採

用近自然工法為主。 

二、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依本次會議議程

資料表 2(計畫書表 6-1)，經查本案未設有新設之工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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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惟針對因應災害所需辦理「白水湖海堤堤身改善措施」

及「好美里海岸侵蝕防治措施」，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下

列事項: 

（一）依計畫書表 6-1，請說明不同災害類型下，針對「災害

防治區」與「陸域緩衝區」所提出「保護」、「適應」及

「撤退」的調適策略差異。 

（二）請以模擬示意圖說明前開「白水湖海堤堤身改善措施」

防護工程措施是否採用近自然工法、預期達成之效益為

何? 

（三）查計畫書第 64 頁，「(二)防避災與後撤性調適措施」部

分，有關適應性與撤退性之技術措施，是否納入氣候變

遷之調適策略，後續落實機制為何?有無請相關機關位

配合辦理事項? 

三、有關防護措施及方法，查計畫書第 59 頁，嘉義縣一級海

岸防護區之海岸防護設施防護基準，茲以 50 年重現期

暴潮水位(+2.11 公尺)為設計水位，並以 50 年重現期

波高(10.08公尺)為設計波浪。惟依據計畫書第 5頁表

2-3「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區近年海岸災害統計表」中

107 年 8 月 23 日豪雨所產生瞬間強降雨，超過防洪設

計標準仍造成淹水災害，請說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書就 50 年重現期暴潮溢淹、推估未來 5 年海岸侵

蝕及地層下陷等三種海岸災害之潛勢致災範圍，配合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繪出第 32 頁圖 2-14嘉義縣一

級海岸防護地區災害潛勢情報圖。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及

海岸災害風險，目前防護措施及方法的設計，是否將氣

候變遷致災風險納入評估考量。 

（二）前開防護措施及方法是否能確保防護標的（如:都市計

畫發展地區、鄉村區聚落、重大建設等）安全無虞，且

符合預期達成之效益。 

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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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針對各海岸段所研訂之「防護設施及方法」，如經委

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 

二、本案針對海岸防護措施之效益及成果，經擬訂機關說明，

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惟請

經濟部水利署將前開補充說明各防護工程措施，預期達成

之效益，並納入計畫書。 

議題五：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涉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調部分，提請討論。 

說明： 

一、涉及海岸保護區：依計畫書第 10 頁，本計畫涉一級海岸

保護區部分，包括森林法之保安林（一級）、漁業法之人

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二級）、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一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歷史建築（二

級）及濕地保育法之國家級重要濕地（一級）。惟查計畫

書附冊第 2-3頁，僅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同意文

件及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意見文件，故請經濟部水利署以圖

面或列表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海岸保護計畫範圍及徵

得同意之情形，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海洋委員

會、文化部及嘉義縣政府表示意見。 

二、涉及其他機關協調應辦及配合事項，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部分，請經濟部水利署以下列事項說明: 

（一）查嘉義布袋周邊海岸段(朴子溪口至八掌溪口)為行政院

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請以圖面補充說明本計畫

海岸段受人為開發或人工構造物興築引發海岸侵蝕及

淤積失衡結果。 

（二）查附冊第 2-10 頁至第 2-18頁已檢附「行政院專案列管

之侵淤熱點協商往返文件、會議紀錄及參採情形」；計

畫書第 74頁則說明：「…布袋商港及布袋遊艇港尚未提

供所評估之侵淤成因及其因應措施，故以海岸侵蝕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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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一節，彙整「嘉義海岸防護整合規劃」針對人為開

發或人工構造物興築引發海岸侵蝕及淤積失衡之分析

結果，作為現階段侵淤成因，由交通部權責辦理好美里

海岸侵蝕防治措施，並於事業與財務計畫說明。」，請

經濟部水利署摘要說明協商情形、侵淤成因，及所研訂

之因應措施能否達到預期效果。並請交通部及嘉義縣政

府對於目前研訂之內容表示意見。 

擬辦： 

一、涉及海岸保護區：涉一級海岸保護區部分，包括森林法之

保安林（一級）、漁業法之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二級）、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一級）、文化

資產保存法之歷史建築（二級）及濕地保育法之國家級重

要濕地（一級），請列表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海岸保護

計畫範圍及徵得同意之情形，並將同意相關文件納入計畫

書。 

二、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說明，海岸侵蝕「因興辦事業計畫

之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令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護措

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因

海岸開發構造物主要包含布袋商港及布袋遊艇港，其主辦

機關為「交通部及嘉義縣政府」，故請交通部及嘉義縣政

府持續進行監測作業，將資料提供經濟部水利署納入後續

計畫檢討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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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對於防治海岸

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等，預期將有何具體

效益？ 

說明：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為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

倒灌、國土流失，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海岸地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其嚴重情形劃設為一級或二級海岸防

護區，並分別擬定海岸防護計畫。 

二、經濟部水利署業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擬定本（雲林

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經本專案小組討論後，

後續並將提報本部海審會大會審議及行政院核定。爰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應於計畫書適當章節（例如第一章前言，或

第三章防護標的及目的），重點摘述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對於嘉義縣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等，

預期將有何具體效益，以利後續審議及宣導說明。 

擬辦：擬依說明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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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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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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