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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年度臺東縣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開口契約 
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計畫-公民參與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1年 06月 28日（二）上午 09:30-10:30 

二. 會議地點：大武鄉公所二樓會議室 

三.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四. 會議說明： 

為改善國家基礎投資環境，加強國內投資動能，帶動經濟發展，行政院推動辦理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主要係辦理水患改善工作，並兼顧環境改善，透過新思維、新技術、

新環境及新產業等策略，大幅降低淹、缺水的風險，並擘劃優質水環境。 

臺東水環境於第三批次核定通過「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為了確實啟動公民參與的

機制，建立民眾參與及溝通平臺，針對「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

計畫」施工階段，邀請工區範圍周邊居民、相關單位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並

整合相關單位、社區組織、鄉鎮公所、漁會、NGO 團體等，召開公民參與討論會議，

溝通及整合相關意見。 

五. 會議記錄： 

設計規劃與施工情形說明(略)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簡報(略)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陳嘉修經理： 

1. 基地外側鄰海為大武保護礁禁漁區，因此要特別注意施工廢水、工程材料，避免下

雨流到海裡造成污染。 

2. 施工中要避免燈光過度震動，可能干擾自然環境。 

大武鄉民代表蔡宇嫻： 

1. 居民對於此案工程滿意，整體設計優美及施工品質佳，整個大武現在是重點區域。 

2. 南迴驛開幕後要辦理座談，進一步了解鄉民對於未來建設或政策看是否有需要改進

的建議。 

3. 未來南迴驛啟用是否大部分會採用大武的人力資源? 

大武鄉民代表鄭振雄： 

1. 這次的改善計畫對大武來講是非常好的環境，環境這樣改善是非常優美。 

2. 漁民最希望的是可以出港，東北季風一來整個港口都會淤沙，現在漁民幾乎都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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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出海，每次都兩三個月就塞住，若整年都沒有出海則無法有漁民身分。 

3. 因此漁民現在都需要到富岡出海，漁港淤積問題希望縣府可以多關心，需要請專業

人員研究、全面性解決問題。 

回覆及辦理情形： 

1. 南迴驛啟用後將促進地方就業，會以就近就業為主，承包廠商未來將優先採用在地

工作者，以及必需雇用一定比例之在地工作者 

2. 因為淤沙是漁港與天然環境的關係，以前的技術可能無法克服，而漁港問題是一個

長期的議題，無法即克有解決成效，目前縣府對於淤沙的議題在饒縣長上任後有啟

動一個研究案。 

3. 謝謝各位的意見及建議，我們會把今日的意見帶回提供給縣府。 

臺東縣野鳥學會會長吳志昇(書面意見)： 

1. 漁港或海岸工程一旦選址出了問題，結果就像一場被設限的惡夢，而若想再以工程

方式來作補救，往往是愈補問題愈大陷入愈深。建議宜由積極開發海岸，增進港埠

營運管理，逐漸轉成海岸保育、防災共存及注重生態保護。 

2. 大武漁港長久以來受沿岸流的作用，入出航道常成為淺灘或沒港狀，整體感覺就像

一座永遠無法完工的港口；隨著漁港南方有台 9公路森永(或草埔)隧道棄土及海沙

交織更常型形成淤積區，長期處於須不斷清淤及維修之狀態。 

3. 此案建議分成第 1部分「漁港窘境突破營造」，採取與台灣(或國外海岸管理國家如

美國聖地亞哥或荷蘭；另高雄旗津雖然範圍大、海水深度淺，仍有可借用技術)。

建議與現有相關海洋水工模型學校合作，以大武漁港四季海流、週臨海底、海岸地

形與既有之建物或構造物，進行至少 5年以上的水工模型試驗，看看哪裡該減或該

修，有無改造或增進效用的可能，若否，港口可能就要轉型成遊憩或活動訓練等港

之用(港的清淤及維修工程費與漁獲似不成比例)。 

4. 此外就是第 2部份「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雖然跨港橋樑已近完成，但只是以燈

橋及煙火來吸引遊客嗎？要有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色，此港是因應大陳義胞生活捕

魚之需而興建，白帶魚外沒有其他項目了嗎?漁獲越來越少是全世界所面臨的問

題，體驗本漁港的建造始末或許也是個方向。 

5. 未來面臨的經營方式如何執行？誰來執行及如何採在地遊程式搭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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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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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簽到表 



7 
 

  



8 
 

八. 會議照片 

  

  

設計規劃與施工情形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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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簡報 

  

  

意見交流及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