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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本保護計畫為「花蓮縣沿海保護與保護標的資源調查計畫(後稱

海岸計畫)」推動成果之一。「海岸計畫」係由花蓮縣政府爭取「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之行動方案，依據《海岸管理法》之規

範與精神，為逐步實踐保護海岸生態資源、確保資源永續利用、改

善海岸棲地環境，並促進多元民眾參與以及區域整合規劃等目標。 

《海岸管理法(後稱海岸法)》於民國 104 年頒布公告，內政部營

建署依據《海岸管理法》之規定，制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由

地方縣市政府擬定「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緣此，中

央及地方政府循《海岸管理法》之精神，辦理全台海岸範圍地區之

資源與課題盤點，其中以海岸保護區最為重要。 

花蓮縣政府所提之「海岸計畫」工作內容包含盤點花蓮海岸地

區各保護區既有資料、指認保護區現況與釐清法規競合等；並針對

花蓮海岸潛在重要棲地進行實地生態調查，提出保護策略建議；同

時在現有保護區、潛在保護區進行生態調查，提出經營管理計畫並

推動保護區之新劃或調整舊保護區管理對策以符合現況；另外依調

查成果辦理研商會議作為各種滾動式調整之依據。 

在「海岸計畫」中發現美崙溪河口段具有豐富生態資源，也具

有關注環境之在地社區民眾。因此針對美崙溪畔公園、北濱公園等

河畔綠地生態狀況進行生態與民意的調查，其中發現包含一級保育

類臺灣狐蝠數年來固定棲息、出沒於此一帶，更記錄到珍貴的育幼

行為。另一方面，在美崙溪口段的潮濕河畔環境，文獻紀錄中可發

現 6 科 19 種的陸蟹，其中更有 3 種陸蟹之模式標本棲地發表於此；

在近年的調查中，多樣性與豐富度有下滑趨勢，但還可以發現到 4

科 12 種的陸蟹棲息，是花蓮市相當重要的海岸陸蟹棲地。 

此區域的多元生態服務具有重要的保護價值，包含教育、遊憩、

休閒等皆可串聯發展，因此推動本區域依據海岸法，以保護海岸生

物多樣性與資源永續利用，劃設為「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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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岸管理法適用範圍 

海岸法適用之土地範圍，包含陸域、潮間帶、水域三者組合成

之連續帶狀空間，依法稱為「海岸地區」。 

此帶狀空間中，花蓮縣境內「近岸海域」劃設原則一致，從平

均高潮線為始，向東往海面延伸三海浬內之範圍皆屬之；「濱海陸地」

界定較為複雜，從平均高潮線為始，往內陸延伸，並視各區域地理

環境之不同，劃設原則1亦有不同；平均高潮線則是「近岸海域（水

域）」及「濱海陸地（陸域）」的交界線。 

以本保護區所在區域之花蓮市為例，以台 9 線為陸側界線（左側

黃線），右側淺藍線則為三海浬海域界線，紅線為平均高潮線；綠色

圓點為保護區之相對位置（圖 1）。 

 
圖 1 花蓮市周圍海岸範圍圖 

(底圖圖資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1 劃設原則依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之海岸地區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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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護區範圍與分區 

保護區範圍西側以台 9 線（中正橋）為界，沿著美崙溪畔往出海

口方向至平均高潮線，並串聯北濱公園植被帶為東側界線；北側界

線延中正路往中美路方向之道路邊界為界線；南側以美崙溪畔之綠

帶距離河堤兩米處，並串聯北濱公園海岸路之道路邊界為界線。 

保護區排除私有地及美崙溪的溪流區域，保護區面積約 20 公頃

（白框內黃色區域不含河道），棲地型態包含林木、草地、泥灘地、

步道、溝渠等。保護區範圍與座標如圖 2、表 1 所示。 

 
圖 2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範圍作標點位圖(由左自右順時鐘編號) 

 

表 1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範圍作標點位表 

標號 座標 標號 座標 

1 23.980083°N, 121.611899°E 11 23.979952°N, 121.618454°E 

2 23.980750°N, 121.612875°E 12 23.979739°N, 121.618509°E 
3 23.980557°N, 121.613526°E 13 23.979401°N, 121.618898°E 

4 23.981466°N, 121.613603°E 14 23.979654°N, 121.619258°E 
5 23.981612°N, 121.613362°E 15 23.978290°N, 121.621313°E 

6 23.981904°N, 121.617681°E 16 23.975680°N, 121.616804°E 
7 23.981754°N, 121.617584°E 17 23.976032°N, 121.616876°E 

8 23.981400°N, 121.618030°E 18 23.976118°N, 121.616757°E 

9 23.981258°N, 121.617918°E 19 23.979469°N, 121.617871°E 
10 23.980279°N, 121.618575°E 20 23.981143°N, 121.61634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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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成果以及棲地功能將保護區內再區分為「環境教育區」

以及「核心區」，以利同時兼顧民眾的日常利用以及保護工作推動；

由上游至下游畫設 A、B、C 三區作為核心區，面積合計約 8 公頃，

座標與範圍如圖 3、表 2 所示。A、B、C 三處核心區皆為臺灣狐蝠常

態利用(覓食、日棲、理毛、育幼等)區域，需要較高強度的監測、管

理與宣導教育；其中 B 區則為陸蟹棲息熱區群聚區域，需特別注意

捕捉與騷擾行為；其餘非核心區屬於「環境教育區」。 

 
圖 3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核心區範圍作標點位圖(由左自右順時鐘編號) 

表 2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核心區範圍座標點位表 

編號 座標 區域描述 

A1 23.980349°N, 121.612327°E 將軍府建築群周邊 

面積：約 0.94 公頃 A2 23.980745°N, 121.612881°E 

A3 23.980479°N, 121.613740°E 
A4 23.979670°N, 121.613678°E 

B1 23.981787°N, 121.613582°E 溪畔公園樹林群 

(含步道) 

面積：約 1.8 公頃 

B2 23.981895°N, 121.617669°E 

B3 23.981751°N, 121.617574°E 
B4 23.981403°N, 121.618024°E 

B5 23.980273°N, 121.618560°E 

B6 23.980219°N, 121.618472°E 
B7 23.981461°N, 121.613920°E 

C1 23.979462°N, 121.617866°E 



6 

編號 座標 區域描述 

C2 23.977120°N, 121.619292°E 北濱公園樹林綠地 

面積：約 5.6 公頃 C3 23.975677°N, 121.616797°E 
C4 23.976030°N, 121.616874°E 

C5 23.976117°N, 121.616756°E 
C6 23.977151°N, 121.616785°E 

在上述範圍內已排除私有地之畫設，保護區所涉及之土地範圍

皆屬公有地，土地權屬機關包含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花蓮市

公所、國防部、國有財產署等。 

實際土地權屬分區如下圖 4，藍色塊為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

之河川區；紅色塊之土地權屬分別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1 號)、私

有地(2 號，已排除於保護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3 號)、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4 號，都市計畫保護區)；綠色塊為公園用地(北濱公園)。 

 
圖 4 保護區範圍土地權屬分區圖 

  

1 

2 

3 4 



7 

四、 保護標的及目的 

本章節包含「整體環境現況」、「動植物盤點」、「保護標的概況」、

「保護目的」等，分別呈現美崙溪口周遭之環境、生物、保護標的

現況與保護目的。 

1、 保護區與周邊整體環境現況 

美崙溪發源於花蓮市西北方中央山脈的七腳川山，自上游山澗

出谷後，匯合嵐山溪，朝東南至水源大橋附近，再轉向東流，匯合

八堵毛溪後，於新城鄉嘉新村與須美基溪匯合，陸續匯入國強、豐

村、進豐等排水，蜿蜒半個花蓮市於花蓮港南端注入太平洋，出海

口周邊是 228 和平紀念公園以及曙光橋，為熱門的運動路線（圖 5）。 

 
圖 5 保護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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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護區範圍，自中正橋起，依序沿美崙溪經過將軍府、菁華

橋、中山橋、曙光橋至出海口沙灘後往南至北濱公園止。地景包含

溪流、灘地、社區、公園、道路、闊葉林、草生地、疏林地、灌叢

等組合。美崙溪在環保署水質監測資料中介於稍受汙染到輕度污染

間(河川汙染指數 1～5 分)，平均每年 2～4 月為汙染程度較高的月份。 

此區域屬於花蓮市重要的河濱綠地，溪岸北側亦被規劃成為溪

畔公園，平時有許多民眾沿步道運動，沿途可以欣賞美崙溪口溪流

動植物景觀，具有豐富的欖仁、雀榕、瓊瑤海棠等可供鳥類、蝙蝠

覓食與躲藏，落葉落果也可供陸蟹躲藏或取食。 

依照環保署提出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的「自然度調

查」標準(表 3)，美崙溪口周遭陸域的自然度介於 0～3之間，生物主

要的棲息環境則是自然度 2～3 之間(圖 6)。 

表 3 自然度系統之分區及定義描述 

自然度 分區 定義描述 

5 
天然區 

(如天然林地) 

原生植被未受破壞且幾乎無人為干擾之天然森林，或曾受

破壞，但已自然演替之次生林；即植物景觀、植物相之組

成、結構穩定。如不受干擾，其組成結構未來改變不大。 

4 
半天然區 

(如原生草地) 

原生植被曾被破壞但時間久遠，原始植生已自然演替、且

現階段幾乎無人為干擾之次生植群；在當地條件下，應可

發育為次生森，但受如土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

子之限制；如草生地、灌叢、次生林、廢棄造林地等。 

3 
輕度破壞區 

(如造林地) 

原生植被曾受輕度破壞，但仍有原始植生，現階段人為干

擾頻度較低；包含伐木跡地之造林地、草生地及竹林地。

包含收穫期長，穩定性較高之人工植被區，不似農耕地常

翻耕、改變作物，如造林地、廢耕田、林道周邊等。 

2 
重度破壞區 

(如農耕地) 

原生植被曾受重度破壞，幾乎無原始植生，現階段人為干

擾頻度較高；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

田、特用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植被可能

隨時更換；如農田、果園、竹林、產業道路周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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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度 分區 定義描述 

1 
完全破壞區 

(如裸露地) 

原生植被曾受嚴重破壞，除毫無原始植生外，地表存有部

分人造設施；如魚塭、鹽田、墓地、廢棄工廠、工地、操

場、水泥或柏油路周邊等；以及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

被區，如河川水域、礁岩、天然崩塌所造成之裸地等。 

0 無植被區 
由於人類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地表遭人為設施掩蓋，

無任何植被；如都市、工廠、房舍、機場及道路等。 

 

 
圖 6 美崙溪口周遭陸域自然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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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區動植物概況盤點 

美崙溪口周遭環境包含多元的生物棲地，是花蓮市野生動物遷

徙、繁殖、生活等生存所需之重要廊道。以下盤點自九篇於美崙溪

口周遭進行生物調查之資料，並結合現況進行動植物概況盤點如下。 

水域生物有發現包含台灣吻鰕虎、明潭吻蝦虎、短身龍口蛇鰻、

黑邊湯鯉、黃鱔、兔頭瓢鳍鰕虎等至少 18 科 39 種魚類；以及包含

貪食沼蝦、闊指沼蝦、南海沼蝦、鋸額米蝦、潔白長臂蝦等至少 2

科 7 種甲殼類(蝦)；亦有發現田蚌、石田螺等 2 科 2 種的螺貝類。 

植物生態部分，美崙溪畔公園與將軍府一帶有包含枯里珍、楊

桃、黃鐘花、瓊崖海棠、白雞油等 126 科 451 種植物，植物種類數

量已具有相當規模，形成茂密、豐富的樹林、草坡、水草景觀。 

豐富的林相提供包含紅尾伯勞、烏頭翁、綠繡眼、紅嘴黑鵯、

大卷尾、樹鵲、家八哥等 37 科 81 種的鳥類棲息。 

在多次的調查與環教活動中也多次在此區發現一級保育類哺乳

動物「臺灣狐蝠」。因此也特別盤點臺灣狐蝠會取食的樹種，發現在

美崙溪口周遭具有包含水同木、稜果榕、樹杞、正榕、雀榕、芭樂、

福木、大葉山欖、欖仁、等 9 種能夠提供臺灣狐蝠取食的樹種。 

豐富的樹林下方以及河濱綠地，則是有許多泥灘、落葉、落果

與其堆積出的腐質層，提供給許多生物躲藏、覓食，受益於此的包

含麗紋石龍子、印度蜓蜥、斯文豪氏攀木蜥蜴、黑眶蟾蜍、澤蛙、

眼鏡蛇、南蛇等至少 8 科 12 種的兩棲爬蟲動物；相似的棲地形態下

也有豐富的陸蟹活動，包含印痕仿相手蟹、奧式後相手蟹、中型仿

相手蟹、漢氏螳臂蟹等 4 科 12 種陸蟹(文獻最高紀錄達 6 科 19 種)。 

  



11 

3、 保護標的 

美崙溪口周遭除了生物個體外，包含河岸泥灘地、草地、喬木

等生態植被亦為保護標的，以維護狐蝠與陸蟹之棲地的完整與多元

性，保護標的條列如下： 

(1) 臺灣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2) 陸蟹(陸棲等級 3 以上) 

(3) 臺灣狐蝠與陸蟹之棲地環境；包含天然、半天然與人工

環境之棲地型態。 

4、 保護目的 

臺灣狐蝠加上陸蟹的保育，提供花蓮縣在小尺度區域管理上針

對具有保育價值標的，規劃都市型態保護利用藍圖的重要經驗。本

保護計畫之保護目的如下： 

(1) 維護與保全保護標的之棲息現況。 

(2) 改善保護標的之生存環境條件。 

(3) 發揮保護傘物種功能，維護美崙溪口周遭之生物多樣性。 

針對生物個體都是禁止干擾與捕捉，搭配針對棲地提出相關保

育利用原則，以達到保護與復育之目的，並藉由持續的民眾參與搭

配科學調查，落實保護傘物種之向下保護功能，以達美崙溪口溪畔

生態保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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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護標的說明 

(1) 臺灣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台灣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屬大翼手亞目大蝙蝠科之

食果性蝙蝠，是琉球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的五個亞種之一。琉

球狐蝠的五個亞種，分別分布於日本琉球諸島、台灣本島東部、綠

島、蘭嶼(Kuroda, 1933)。台灣狐蝠為台灣特有亞種，早年主要分布

於綠島，在 1960年代，綠島曾記錄多達兩千餘隻之台灣狐蝠(林良恭

與裴家騏, 1999)，但由於棲地改變與過度捕捉，使得狐蝠數量大幅

下降，國際曾認為台灣狐蝠這一亞種已經在野外滅絕(Thatcher, 2004)。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地區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臺灣

狐蝠屬於保育等級第一級的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亦被《台灣陸域哺

乳類紅皮書名錄》評為「國家級受威脅」，列為極度瀕絕等級

（NCR）。因其數量非常稀有，調查難度高，研究資料並不豐富。花

蓮縣政府透過生態調查以及盤點美崙溪口周遭環境教育活動之觀察

經驗，發現狐蝠常出現於美崙溪口周遭的樹林，有進行理毛、覓食、

休息、育幼等不同行為。花蓮市的臺灣狐蝠於 2009 年有正式的拍攝

記錄，美崙溪口周遭目前調查到的狐蝠數量尚不多，但在城市設計

上如何為臺灣狐蝠提供安全可棲息的環境，整體環境的營造和市容、

植栽的變化，在保育策略上將以維護臺灣狐蝠棲地作為目標。 

臺灣狐蝠以桑科榕屬(Ficus)植物果實做為食物，如稜果榕

(F.septica)，另外也有取食欖仁的紀錄；是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森林中

重要的種子傳播者。目前的生存壓力包括颱風豪雨、寒流、熱浪等；

隨著林地開闢或人工造林，造成狐蝠棲地不連貫、食物匱乏，導致

族群的下降。前行政院長林全的政策宣示下，主管機關擬定 25 種族

群數量最危急的野生動物脫困計畫，臺灣狐蝠名列其中。臺灣狐蝠

經過調查目前除了龜山島、綠島外，只有花蓮才有穩定的目擊記錄；

相關的報導與調查預估臺灣的總族群數量介於 78～205 隻之間；花

蓮則推估約有 50 隻左右(佔全台約 25%)。 

花蓮市的臺灣狐蝠在過去十多年間都有被目擊，又多以美崙山

到美崙溪口的帶狀範圍最常被發現，本府 108 年開始進行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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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訪談、現況調查等工作，梳理臺灣狐蝠在美崙溪口周遭的現況；

美崙溪口周遭之臺灣狐蝠數量礙於調查方法限制，難以確認具體數

量，目前最高的同時觀察紀錄為 4 隻個體同時出現(佔花蓮 8%、全台

2%)，且確認到有臺灣狐蝠懷孕、育幼之珍貴紀錄達 3 個月，足以證

實此區域為花蓮市的臺灣狐蝠重要棲地之一。 

在城市設計上如何為臺灣狐蝠提供可安全棲息育幼、覓食的環

境，整體環境的營造和市容、綠地、植栽的變化有關，創造友善狐

蝠的城市環境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保育策略上將以保存重要覓食

棲地與避免騷擾作為當前保育目標。 

(2) 陸蟹 

關於「陸蟹」，並非指稱單一特定物種，常見的定義為「離開水

域後，在行為、型態、生理等方面仍可明顯的適應，並可維持一定

的活動程度」，並根據活動能力將陸化的程度分為 T1～T5 五個等級。 

T1 等級：主要棲息於水中的蟹類，離水後也能表現出間歇性的

陸地活動。例如束腰蟹屬(Somanniathelphusa)、盾牌蟹屬(Percnon)等。 

T2 等級：潮間帶物種，在退潮時於潮濕處活動、躲藏，等待下

次漲潮，可耐鹽度變化。例如招潮蟹屬(Uca)與和尚蟹屬(Mictyris)等。 

T3 等級：棲息在潮上帶(supratidal zone)或能夠離開水環境的種類，

離水後行為活躍，但須時常潤濕身體。例如圓軸蟹屬(Cardisoma)、

圓盤蟹屬(Discoplax)、一般的淡水蟹。 

T4 等級：與 T3 類似，但無須時常潤濕身體，可藉由其他方式獲

取水分。例如地蟹屬(Gecarcinus)、陸方蟹屬(Geograpsus)。 

T5 等級：與 T4 類似，但生殖方式為陸封型的直接發育。不屬於

特定的分類群，而是類群中較陸化的種類，例如溪蟹科與陸相手蟹

屬(Geosesarma)的部分成員。 

本保護區常見陸蟹以 T3～4 等級為主，T3 等級陸蟹之生活型態

大多為降海洄游型，幼體在海中成長後會沿河口溯河而上，尋找溪

畔周圍的泥灘、石縫、樹根、落葉堆棲息。目前調查發現陸蟹聚集

區包含菁華橋與曙光橋下泥灘地、河濱公園排水溝周遭潮溼環境(樹



14 

根、落葉堆、排水孔等)、港務局旁腳踏車步道水溝與樹根周圍等處。 

陸蟹多在河口具有泥灘、積土的環境與周圍的海岸林作為棲地。

以花蓮縣海岸而言，大多數河口周圍環境以砂礫混合、岩盤型河口

較多，而該類環境的陸蟹多樣性較低；另外有許多小型野溪之水利

工程也影響陸蟹棲地的可利用空間，造成棲地的不連續與破碎化，

更顯示美崙溪河口生態環境的重要。美崙溪口一帶的陸蟹經實際調

查，其棲息環境除河道旁的泥灘地外，亦有許多出現在溪畔公園步

道兩側的落葉、樹根盤據區域。保護陸蟹棲地完整性，可間接保護

同類型棲地之蛙類、兩爬類、底棲型昆蟲，以及會捕食這些生物之

高階掠食者，維護生態食物網絡之健全與穩定。 

美崙溪口周遭的陸蟹棲地，具有許多人為介入的痕跡，從早期

海岸廣泛分布林投時的野生天然環境，到現在的草地與樹林圍繞的

河濱公園環境；陸蟹棲地具有很大的變化，亦存在著不同的當代生

存壓力，美崙溪口周遭的路蟹物種數相比文獻紀錄中的數量來的下

降，但以花蓮海岸整體現知的資料而言，依然屬於花蓮陸蟹重要棲

地之一(表 4)。美崙溪河口過去曾有發現 6 科 19 種之陸蟹(表 5)，其

中 3 種更是模式標本發表之新種；2020 完成的陸蟹生態調查，則是

發現至少還有 4 科 12 種的陸蟹依然在美崙溪畔棲息。 

表 5 花蓮陸蟹調查盤點概況 

調查區域 專案名 主辦單位 調查年份與頻度 種類數 

美崙溪口下游全域 文獻盤點 文獻盤點 92-108 年 6 科 19 種 

美崙溪口步道 
花蓮縣沿海保護與保

護標的資源調查計畫 

花蓮縣政府 

108-109 年 4 季 4 科 8 種 

美崙溪口河灘 花蓮縣洄瀾灣流水環

境改善生態調查委託

專業服務案 

109 年 4 季 3 科 11 種 

吉安溪口 109 年 4 季 0 科 0 種 

水璉溪口 

花蓮生態保育綠色網

絡發展計畫 II  
農委會林務局 109 年 7、9 月 

4 科 15 種 

牛山(北)獨流溪 3 科 3 種 

牛山(南)獨流溪 5 科 13 種 

秀姑巒溪口 4 科 1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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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崙溪口陸蟹名錄 

科中文名 中文名 學名 首次記錄 近年紀錄 

弓蟹科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洄瀾風(2019) V 

 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Koller et al.,2010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a 洄瀾灣流計畫(2020) V 

方蟹科 格雷陸方蟹 Geograpsus grayi 洄瀾灣流計畫(2020) V 

相手蟹科 短足針肢蟹 Bresedium brevipes Koller et al.,2010  

 漢氏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洄瀾風(2019) V 

 紅螯螳臂蟹 Chiromantes haematocheir 洄瀾風(2019) V 

 奧氏後相手蟹 Metasesarma aubryi 洄瀾風(2019)  

 霍氏瘦相手蟹 Leptarma liho Koller et al.,2010 V 

 林投攀相手蟹 Scandarma lintou Schubart et al.,2003 V 

 紅指陸相手蟹 Geosesarma hednon Ng et al., 2004  

 中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ntermedium 洄瀾風(2019) V 

 帝王仿相手蟹 Sesarmops impressum Koller et al.,2010 V 

 印度刁曼蟹 Tiomanium indicum 洄瀾風(2019)  

溪蟹科 雙色澤蟹 Geothelphusa bicolor 洄瀾風(2010)  

 灰甲澤蟹 Geothelphusa cinerea 洄瀾風(2010)  

 拉氏清溪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i 洄瀾風(2010)  

地蟹科 毛足圓盤蟹 Discoplax hirtipes 洄瀾風(2010) V 

沙蟹科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洄瀾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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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岸保護區等級 

美崙溪口周圍的自然生態資源提供花蓮市民觀光、休閒、生活、

自然觀察、環境教育等重要的生態服務；且其河口屬多植被、泥灘

型環境，具有獨特自然價值的都市型重要生態廊道，不同於花蓮縣

其他河口型態；依據《海岸管理法》第 12 條，屬於應當保護的海岸

地區，因此規畫劃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以呼應海岸管理法的精

神—維護海岸生物多樣性。並由花蓮縣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以支

持美崙溪口周邊環境發展、保育與永續利用。 

六、 現地利用與現況議題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範圍內的現地利用與現況課題條列如

下，其中現地利用或相關課題的對策將於禁止與相容事項一章詳述。 

1. 樹木修剪課題：美崙溪口左岸因景觀需求，時有過度修伐樹木

事件，常引起民眾檢舉，也造成樹木生長不良，產生安全疑慮。 

2. 公共工程課題：保護區範圍內多為民眾遊憩利用區域，常有除

草、水溝清理、樹枝修剪等業務，應有適當的減量或迴避對策。 

3. 野生動物課題：美崙溪畔公園曾多次發現民眾捕抓陸蟹，亦有

持手電筒照射臺灣狐蝠，皆屬騷擾行為。 

4. 休閒遊憩課題：溪畔公園多年來有許多夜間觀察、生態旅遊、

社區解說等活動，每天亦有許多民眾運動，維持人與動物皆可

自由利用的管理模式是重要的課題。北濱公園則是民眾活動區

域與臺灣狐蝠活動區域重疊，加強宣導與教育行動，讓民眾活

動時具備基本的互動觀念會是未來需不斷推動之重要行動。 

5. 棲地經營課題：溪畔公園之樹木植栽並非自然演替樹林，長年

未有妥善管理而有許多私人種植之作物與外來種，樹林營造關

係到動物棲地品質，將是未來持續規畫與探討之課題。 

6. 垃圾棄置課題：溪畔公園周圍，偶爾可發現民眾掉落之垃圾，

亦曾發生惡意的大量傾倒事件，未來可透過社區巡守隊進行定

期環境整理，並與環保局加強惡意傾倒事件查緝。 

  



17 

七、 保護區相關權責單位與相關機關組織 

畫設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依照海岸管理法，地方主管機

關為計畫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之保護標的、觀光發展、環境營造

等相關的組織機關列於下表 4。 

表 4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主要與相關組織機關表 

業務項目 主要職掌單位 協辦單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林務

局、花蓮縣政府 

核心區管制與執法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 

巡護管理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周邊社

區發展協會、保護區志工巡

守隊 

野生動植物管理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各項污染取締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周邊社區發展協會、保護區

志工巡守隊 

環教發展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花蓮縣政府觀光旅遊處、花

蓮市公所、周邊社區發展協

會、保護區志工巡守隊 

許可事項申請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棲地營造與步道規劃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建設處水利科、花蓮

市公所、周邊社區發展協

會、保護區志工巡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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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護、監測與復育措施及方法 

各項措施與方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

劃科)協調各相關單位共同執行。各類別項目可分為經常性、短、中、

長期計畫；經常性計畫：保護區公告後每年均執行者；短期計畫：

保護區公告三年內完成者；中期計畫：預定於保護區公告後四至六

年內完成者；長期計畫：預定於保護區公告後七至十年內完成者。 

1、 保護區管理事項執行 

保護區各項相容、許可、禁止事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花蓮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協調其他相關單位共同執行海岸保護

區執法、巡護、調查等事項，本項目屬於經常性執行項目。 

2、 保育研究與棲地維護管理 

為保護美崙溪畔保護標的之棲地與周邊生態，提供學術研究、

教育，以及民眾運動休憩等目的，在保育研究與棲地維護等工

作，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協調相

關單位執行之，包含： 

2-1、 植被盤點與改善 

美崙溪口兩岸之樹林與植被，長久以來受許多人為干擾

影響，包含民眾栽種播種，或是外來種植物的入侵，植物林

相是保護區內重要的自然資源。於後續研究當中應執行植被

調查，進行長期的樣區設置以了解現地植被變化之趨勢與影

響，並探討作為此區域各種生物利用之生態服務能力，提出

改善與調整之對策。本項目屬於近、中期計畫項目。 

2-2、 陸蟹廊道改善 

目前既有之步道，過去缺乏以生態友善做為考量之設計

規劃，在陸蟹遷移之路線尚存有一定的障礙，後續應進行既

有公共工程相關的盤點與課題彙整，了解具有改善空間之工

程區域，並以可供陸蟹順利通行、躲藏等生態友善之面向為

核心發展，結合民生遊憩之需求進行未來改善、經營方向。

本項目屬於近、中期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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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護標的生態監測 

持續建立包含保護標的在內的哺乳類、鳥類、甲殼類、

兩爬類等生態調查，了解其物種組成、分布等基礎資訊，作

為學術上之研究以及地方可發展解說教育之地方特色素材；

若於基礎調查中發現保護區內有特殊、稀有或急需保育之物

種，得以另立獨立研究與調查計畫。此項目屬於近、中、長

期計畫中都應包含規劃之項目。 

3、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包含保護區內各項環境指標，各項可能影響保護標

的的環境因子都應納入。本項目屬於經常性執行項目。 

4、 解說教育與遊客管理 

解說教育包含解說服務、相關內容展示、解說人員訓練、宣

導教育、設立告示牌/警示牌等事項。屬 3 年內可進行之短期計

畫，建議優先規劃解說系統及建立在地解說教育人員訓練。解

說教育與遊客管理等工作建議可結合在地組織、周邊學校等。

屬於近期計畫。 

5、 在地參與 

保護區內需與周邊社區居民、單位建立保育共識或成立海岸

保護區巡守隊，透過社區參與共同制定保護區的永續利用方式，

此項目旨在提供社區、學校、NGO 及專家學者團隊提出符合現

地民情的制度。應於保護區各期程之計畫中持續此一項目。 

6、 資料庫建置與維護 

資料庫建置應涵蓋保護計畫所產出的相關資料，包含保育研

究的各項基礎調查資料、環境監測資料、相關課題或關注點位

以圖像化、視覺化的資料呈現，供大眾查閱使用。 

資料庫建置與維護為保護區計畫相當重要的一環，資料庫建

置建議與 TAIBIF(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資料庫合作，可使

海岸保護計畫的生物調查資料與 TAIBIF 資料庫接軌，確保海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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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生物資訊得以分析、使用。期程上在近、中、長期計畫中均

應持續推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中研院 TAIBIF 相關團隊共同

協商辦理。 

7、 籌組專家諮詢委員會 

本保護區保護標的包含臺灣狐蝠、陸蟹與其棲地環境。但保

護標的之棲息環境與民眾日常運動場域高度重疊，為兼顧動物

保護與民眾遊憩、設施修繕等不同需求，應邀集專家與相關主

管機關，共同設立「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生態專家諮詢委

員會」，並透過委員會議提出「保護區棲地維護守則」以供區域

內各單位依循。而當民眾檢舉有騷擾保護標的與棲地破壞等案

件時，將透過委員會議以個案評議方式，探討受檢舉個案是否

違反保育計畫規範，以落實保育目的，並維護民眾權益。 

委員會置委員 6 人至 10 人，由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擔任，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應具備臺灣狐蝠、陸

蟹及其棲地經營管理之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且其人數不

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三。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機

關局處首長擔任主任委員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委員會委員應聘時應填具同意書，

並同意本會將其姓名連同其他委員名單可對外公開。委員任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改聘時，每

次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但委員出缺時，得予補聘，

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8、 保護區計畫通盤檢討 

旨在檢討現有保護計畫實質內容是否符合現況，並檢視監測

與研究調查資料能否符合保護區設立宗旨。通盤檢討計畫屬保

護區中、長期計畫，屬於保護區公告實施後 5 年應執行通盤檢討，

並可視情況適度修定禁止與相容事項。保護區通盤檢討事項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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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禁止相容之使用與罰則 

美崙溪口周遭依據《海岸管理法》畫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以

臺灣狐蝠、陸蟹及其棲地為保護標的。規劃團隊將保護區範圍分為

核心區與環境教育區兩大區塊，其中核心區訂定行為管制規範，以

減少民眾對保護標的的互相影響。保護區的使用與禁止分為兩大類

別，分別為 1.容許事項：不須申請核准即可執行以及須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執行之事項；2.禁止事項：保護區內禁止之行為。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的各項容許及禁止事項的審查與核准

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劃科)執行之；有關

野生動植物研究調查申請事項則與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共同辦理。 

1、 保護區容許事項 

(1) 全區允許民眾進入。 

 美崙溪口周遭為市民重要的生活場域，保護區之經

營管理以不干擾保護標為原則下維持民眾使用。 

(2) 允許溪畔垂釣、公園散步、球類運動等既有行為。 

 既有活動大多發生於特定運動場中，且其他不特定

場域運動如跑步、單車、直排輪等行為，合乎常理

的一般情況下不影響臺灣狐蝠、陸蟹個體與棲地。 

(3) 保護區內之緊急事件，允許以救難救災、搶險等目的執

行相關應變措施。 

 緊急事件包含人員落溪、突發汙染事件、天災危害

或其他緊急情況，保護區允許對於緊急事件處置相

關的機具進入與進行必要之應變措施。 

(4) 保護區內涉及干擾保護標的以及變更、破壞棲地的研究、

採集、調查等工作，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審

核，核准後始可進行。 

 保護標的包含臺灣狐蝠、陸蟹、生物棲地，任何恐

引發保護標的緊迫、受傷、死亡、放棄棲地與影響

棲地完整性之作業皆須備齊研究計畫與評估文件，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核准始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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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區範圍內之工程施作、修繕、變更、維護、修剪等

可能涉及地景變更或是改變棲地狀況之作業，須根據

「保護區棲地維護守則」提出必要之迴避、減輕、縮小、

補償措施，。 

 核心區內之各類型作業應以不干擾保護標的與其棲

地為原則，包含外來種移除、環境清理維護、景觀

整理等皆屬之。相關迴避、減輕、縮小、補償等建

議措施，依據「保護區棲地維護守則」之原則執行，

必要時可會同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勘協議。 

(6) 保護區範圍內之環境教育、觀光導覽、參訪交流、生態

紀錄、科展教學等以針對野生動物觀察為目的之自然友

善活動，應以避免驚擾野生動物為原則，拍照、解說時

禁止使用閃光燈照射臺灣狐蝠。 

 

2、 保護區禁止事項 

包含《野生動物保育法》、《廢棄物清理法》、《水利法》、

《森林法》、《漁業法》、《刑法》等現有法令禁止之事項，同

為本保護區禁止事項。並根據《海岸管理法》第 13 條名列

以下禁止事項： 

1.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禁止針對臺灣狐蝠、陸蟹之捕捉、

標示、騷擾、移置、傷害等具有負面影響疑慮行為

(詳細說明如後)。 

2.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禁止針對臺灣狐蝠之棲樹進行不

當修伐行為，詳細說明參見「保護區棲地維護守則」。 

3.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禁止針對陸蟹棲地進行變更、破

壞、汙染、整治等行為，詳細說明參見「保護區棲地

維護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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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保護標的之負面影響行為說明 

(1) 獵捕：以徒手或藥品、獵具、其他方法捕取或捕殺。 

 徒手或以鳥網、玩具槍、彈弓等，直接或間接獵捕。 

(2) 騷擾：以藥品、器物或其他方法干擾，改變其原有自然

行為(動作暫停、逃離)。 

 故意利用強光(探照燈、手電筒、閃光燈等)照射。 

 利用器物(石頭、固態物體等)投擲或揮打保護標的生

物或其周邊，直接或間接對其造成威嚇，導致其逃

離或傷亡。 

 產生煙幕(燃燒自然物、製造化學煙幕等) 故意或無意

驅趕，直接或間接避免保護標的生物靠近停棲，或

導致其逃離。 

 故意或無意破壞(不當修枝、去除樹果或植株等)臺灣

狐蝠會(或潛在)利用之植株(食樹或棲樹)，直接或間

接減少臺灣狐蝠食物或避免其靠近停棲。 

 故意或無意破壞(填土、灌漿、沖刷、移除、挖除、

踐踏等)陸蟹棲息之泥灘地環境，減少陸蟹棲息環境。 

 故意或無意釋放或不控制所屬動物(貓、狗或猛禽等)

直接或間接使其對保護標的造成干擾、傷害或死亡。 

(3) 誘集 

 利用社交叫聲回播(臺灣狐蝠叫聲)誘集臺灣狐蝠，改

變其原有自然行為(覓食或停棲)。利用食物(各項水

果、樹果、腐肉、飼料等)誘集臺灣狐蝠、陸蟹，改

變其原有自然行為(覓食或停棲)。 

(4) 干擾 

 光：臺灣狐蝠利用視覺進行活動與覓食，對於光刺

激相對敏感，突發直射的光源，會導致覓食行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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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飛離現地等行為模式改變，構成干擾事實。 

(於無光或弱光環境活動或覓食的狐蝠，突發的光照

刺激，極易打斷其當下進行之行為，如美崙溪畔公

園之環境；而常設有穩定光源之環境，生物個體可

自行選擇棲息環境活動，較適合推廣自然有善活動，

如北濱公園、路燈周遭。) 

 噪音：臺灣狐蝠會利用聽覺進行活動，其對於突發

噪音刺激敏感。 

(於安靜環境活動或覓食的狐蝠，突發的聲響刺激，

極易打斷其當下進行之行為；於相對吵雜環境，如

道路、運動場旁的食樹或棲樹，活動或覓食的狐蝠，

對於突然出現的噪音刺激造成的干擾相對較低。) 

(5) 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具騷擾保護標的之行為。 

 

4、 罰則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三十四條：在二級海岸保護區內

違反「海岸保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前項行為毀壞保護標的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第一項行為致釀成災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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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事業及財務計畫 

事業及財務計畫對應保護、監測與復育措施的各項內容，並將

計畫分為近、中、長期計畫，以利執行與編列預算。 

預算編列上，由計畫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協調各項目相關中央

單位、地方局處室編列之。 

1、 分期年限 

本計畫以近、中、長程三階段，各階段期程規劃如下： 

a. 近程計畫：以保護區公告後 3 年內完成者 

b. 中程計畫：預定於第 4～6 年內完成者 

c. 長程發展計劃：預定於第 7 年～10 年內完成者 

2、 分期計畫 

保護區各項計畫執行單位與計畫期程列於表 5。 

表 5 保護區相關計畫執行單位與期程 

項目 執掌單位 協辦單位 期程 

1、 保護區管理事項執行 

花蓮縣政府建設

處都市計劃科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

政科、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經常性計畫 

2、 保育研究與棲地維護管理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花蓮

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 
經常性計畫 

2-1、 植被盤點與改善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 近、中期 

2-2、 陸蟹廊道改善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 近、中期 

2-3、 保護標的生態監測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 經常性計畫 

2-4、 步道調整規畫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 近、中期 

3、 環境監測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

科、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經常性計畫 

4、 解說教育與遊客管理 花蓮縣政府建設

處都市計劃科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花蓮市公所 近期 

5、 社區參與 花蓮縣文化局、花蓮市公所 經常性計畫 

6、 資料庫建置與維護 花蓮縣政府建設

處都市計劃科 

營建署 近、中、長期 

7、 保護區計畫通盤檢討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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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附件 

附件一 美崙溪口二級海岸保護區公開展覽相關資料 

公告公展：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 

公告文號：府建字第 11002505529A 號 

公展期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6 日至 111 年 1 月 16 日止 

公告方式：(1)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資訊網 (2) 花蓮縣政府公告 (3) 

更生日報實體與網路版新聞 (4)更生日報廣告板刊登 3 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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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美崙溪二級海岸保護區公聽會(第一場次)辦理情形 

辦理時間：110 年 12 月 22 日(三)下午 14:00 

辦理地點：花蓮縣花蓮市北濱國民小學 2 樓會議室 

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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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言意見對照表： 

發言人 發言意見 意見回覆 辦理情形 

花
蓮
縣
政
府
建
設
處 

今日 NGO 環團夥伴不克前來，建議規劃團隊

後續要追蹤其建議與觀點，將書面意見納

入。 

遵照辦理。 已辦理。 

花
蓮
市
公
所 

菁華橋目前有橋梁改善工程進行，如果菁華

橋工程相關資訊需確認，可聯繫花蓮市公所

建設課協助。 

感謝提供資

訊。 

已辦理。 

吳
明
崇
里
長(

民
生
里
里
長) 

今天里民大多沒有時間參與，希望可以元旦

過後再增辦一場地方說明會。 

遵照辦理。 已辦理。 

限制事項與相容事項的說明希望下次可以更

白話明確，大家比較會聽得懂。 

遵照辦理。 已辦理。 

未來不論是保護區的範圍或是友善動物的事

項，都要麻煩加強宣傳。 

遵照辦理。 納入未來

規畫中辦

理。 

民
眾1

 
美崙溪畔現行也有許多夜觀、環教小旅行的

活動，未來如果介紹陸蟹時需要介紹其細部

特徵、型態、雌雄異形等生態內容時，是否

可以在辦法中設定環境教育的認定，介紹完

就放回去的話，能否開放暫時性的捕抓？ 

將透過設立

專家諮詢委

員會，設定

環教活動之

認定標準。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未來保護區劃設後，需要有告示牌去清楚標

示保護區範圍，避免不知情的民眾違規。 

遵照辦理。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民
眾2

 

希望未來可以有專業團隊培訓保護區導覽技

能，提供在地社區教育訓練，協助保護區相

關的知識與內涵可以更扎根。 

縣府都計科

有社區規劃

師的訓練經

驗，未來會

研擬辦理。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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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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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美崙溪二級海岸保護區公聽會(第二場次)辦理情形 

辦理時間：111 年 01 月 06 日(四)下午 15:00 

辦理地點：花蓮市民生里社區文康聯誼中心(花蓮市三民街 7 號) 

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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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言意見對照表： 

發言人 發言意見 意見回覆 辦理情形 

楊
哲
灃
代
表(

花
蓮
市
市
民
代
表) 

1. 北濱公園與將軍府屬於重

要觀光區域，環境維護工

程如果有影響風險，有沒

有可能往周邊非觀光區建

立棲地復育工作，慢慢往

非觀光區做生態復育、棲

地營造，加強生態保護？ 

非觀光區當然鼓勵友善行動，臺灣

狐蝠過去受到獵捕瀕臨絕種，直到

變成保育類後，才被重視。以前花

蓮沒有足夠的食源，後來許多單位

開始重視環境，校園多種植樹木、

道路周邊也多補植路樹，有越來越

穩定的食物源支持臺灣狐蝠族群成

長。此範圍內的工程與生態也不完

全衝突。美崙溪畔也發現有白鼻心

出沒，近年生態越來越好。非觀光

區維護好路樹品質、植物保護好，

也能協助維護棲地品質。未來縣府

也將擴大調查花蓮市狐蝠棲地。 

未來持續

推動多元

復 育 方

案，相關

保育資訊

已提供不

同主管機

關進行跨

域規劃，

包含林務

局、農業

處、建設

處等。 

楊
華
美
議
員(

花
蓮
縣
議
會) 

1. 依照規劃團隊的說明，大

家不用太擔心，沒有那麼

容易違法，重點在於創造

友善的環境。但建議規劃

團隊要做更多的告示牌與

宣導、環教工作。 

告示牌與推廣都會規畫，團隊在規

劃後會與各社區代表討論確認內

容、點位、告示牌風格等資訊後再

行設立。將針對保護區的規劃辦理

說明活動與夜觀活動，針對保護區

相關事項進行交流，相關活動亦會

通知各社區居民。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2. 換樹規劃很重要，美崙溪

一帶有許多雜木林沒被整

理，去除雜木提升整體綠

帶品質與生態價值是必要

的工作。 

水利科前瞻水環境相關工程會在美

崙溪畔以生態友善環境方式，包含

步道周邊的欄杆整修、斜坡道安全

性的加強、毛柿林的擇伐、以及區

域性的換樹對策等。 

已辦理，

並持續監

督參與。 

張
美
惠
議
員(

花
蓮
縣
議
會) 

1. 攸關生活的議題，部門之

間的意識要加強。水利科

水環境改善案，工程跟保

護如果衝突，局處內的概

念要互相強化，避免工程

破壞環境。 

保護區範圍內相關工程工作的籌備

與發展，縣政府一定會知道，因為

保護區全部的土地都是公有地，縣

政府會審核相關工程或管理方案。

水環境改善計畫也有與生態團隊辦

理現勘、協調、指認等工作，以維

護生態環境、改善民眾安全為共同

目標。 

相關資訊

已提供不

同主管單

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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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意見 意見回覆 辦理情形 

2. 民眾的觸法風險也要審慎

評估，規範提到未經同意

不得修剪狐蝠棲地，那小

花蔓澤蘭移除工作，會不

會不小心在過程中影響棲

地而受罰？ 

修剪花木會不會觸法，團隊會透過

專家諮詢委員會加強討論相關標

準。外來種植物需要處理，這也會

納入。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3. 相關工程的申請過程會不

會很繁瑣？如何申請？申

請後的程序？審核多久？ 

公展結束後針對這些工程申請會討

論如何設定標準、簡化流程，並與

相關單位討論。 

已辦理。 

4. 志工工作整合規劃要提出

來，培訓要讓大家知道，

提供社區專業教育訓練，

才好因應保護區的劃設。 

未來保護區劃設後志工將由建設處

制定規範，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5. 1/16 公展後會做什麼、社

區如何配合？要公開透

明。 

根據公聽會意見彙整並調整規劃

後，將再與相關單位進行討論。 

已辦理。 

6. 未來的觀光衝擊要如何因

應？產業跟生態共好的風

險評估也要納入討論。 

團隊將納入觀光衝擊的評估。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尤
小
姐(

北
濱
社
區
水
環
境
巡
守
隊) 

1. 菁華橋到出海口，北濱的

水巡守隊很常有環境巡

護，會發現有很多釣客把

死魚、垃圾亂丟，造成社

區困擾。能否請縣府規畫

處理？ 

釣魚是很正面的休閒運動，但環境

汙染是大家都無法接受的，會去跟

環保局多溝通協調看能不能架設攝

影機。 

已將相關

資訊提供

給主管單

位辦理評

估。 

2. 為什麼沒有在北濱社區宣

導跟培訓？對水巡守隊的

志工還有社區宣導不足的

部分，今年能不能有加

強？ 

志工培訓今年還有兩場次的工作坊

會辦理，後續會再與社區聯繫，也

會加強溝通。 

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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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意見 意見回覆 辦理情形 

林
秀
瓊
女
士(

民
權
里
居
民) 

1. 換樹計畫，生物多樣性的

重要要顧及，不要為換而

換，目前有狐蝠跟陸蟹，

換樹的必要性，要仔細評

估。 

美崙溪畔為人為栽植的公園環境，

非原生海岸溪畔林。目前換樹規劃

區域，多年來受到不當修伐，除了

樹勢不良之外，有許多私人栽植的

園藝植物，對原生生態多樣性並無

助益。換樹規劃經過現勘與評估，

未來將保持適當間距，換植為台灣

原生樹種，提供生物棲息與覓食。 

已辦理，

並持續監

督。 

2. 水質狀況到底如何？保護

計畫有沒有水質調查或規

畫處理？ 

花蓮縣環保局跟縣政府水利科正在

努力，美崙溪水汙染有持續降低，

但水量不夠，挑戰也提高，家戶汙

水都接管後，水量也不會提升，會

藉由水環境藍圖方案擴大討論美崙

溪水質水量議題，需跨局處整合。 

已將資訊

提供相關

主管單位

整合辦理

追蹤。 

3. 菁華橋旁邊的遊客可能會

變多，停車跟垃圾問題有

沒有評估風險？變成生態

亮點區之後，更多人來會

有更多問題。納入控管項

目。很擔心沒有規劃好會

有後遺症，會很困擾。  

垃圾與交通問題會納入議題盤點。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4. 如果有專用的網站可以使

用就會更好。 

團隊將會評估架設專用網站的方式

與內容，後續將在與社區民眾一起

討論，確立網站內容是否實用。 

納入未來

規劃中辦

理。 

吳
明
崇
里
長(

民
生
里
里
長) 

1. 肯定團隊與縣府的規劃，

大家的意見希望團隊也仔

細評估討論，一起讓美崙

溪的生態，以及周邊社區

都可以一起共好。 

感謝里長肯定。  持 續 精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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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陳情意見與建議事項對照表：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徐
子
芳
議
員(

花
蓮
縣
議
會) 

1. 美崙溪二級海岸

保護區劃設範圍

包含北濱公園與

將軍府，但該區

域並非狐蝠及陸

蟹棲地，且是民

眾休閒與觀光的

重要景點，若納

入保護區將造成

民眾生活不便、

觀光活動推廣受

限、設施維護修

繕不便等問題。 

美崙溪二級海

岸保護區範圍

應排除北濱公

園與將軍府區

域。 

臺灣狐蝠自 98 年於將軍府

目擊後，每年的目擊次數不

斷增加。107 年開始進行生

態調查，確定將軍府、美崙

溪畔、北濱公園都是台灣狐

蝠常利用的棲地，在 109 年

調查點位意外曝光後，亦吸

引外地生態旅遊團隊前來現

勘與帶團賞蝠，但其賞蝠方

式有干擾臺灣狐蝠之疑慮，

因此將北濱公園與將軍府畫

入保護區，並制定相關規

範，才能永續的將此生物資

源以多元的發展配套保護。 

在民眾生活方面，經團隊觀

察，散步、運動、打球、談

天嬉鬧等生活行為都不會影

響臺灣狐蝠當下的活動。 

2. 位於北濱社區內

的福天宮會在美

崙溪舉辦施放環

保 心 燈 祈 福 活

動，環保心燈由

玉米粉製成，溶

化後魚可食用，

此活動是否可列

入相容使用？ 

福天宮祈福等

活動應納入相

容使用。 

原則上遵守不捕捉、騷擾臺

灣狐蝠與陸蟹；不刻意毀壞

樹木、灘地、草地等動物棲

地，既有之各類行為與活動

皆屬於相容使用。 

團隊會以更清楚明瞭之方式

重新彙整禁止與相容使用項

目之說明，以供各方單位可

明確的參考依循。 

3. 美崙溪出海口為

民眾水域遊憩環

境，規劃為保護

區後，民眾活動

權益是否受限？ 

自然環境保護

應能與居民達

成共識共生共

好原則，民眾

樂見環境生態

保護，但應保

障民眾活動權

益不能受損。 

民眾活動權益並不受限。 

依據團隊觀察，民眾之活動

與臺灣狐蝠、陸蟹之活動空

間少有衝突。僅有記錄到有

少數移工會捕捉陸蟹，此行

為將會受到限制。 

其於民眾生活方面的衝突風

險，反而是臺灣狐蝠飛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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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如高度過低，有嚇到民眾之

疑慮，需要設立告示牌與增

加辦理在地宣導行動，提醒

民眾臺灣狐蝠出沒，以避免

受到未預期的驚嚇。 

4. 原有的自行車步

道 會 受 到 影 響

嗎？會因此移除

嗎？若保留自行

車步道，日後的

修繕問題配套措

施是否擬定？ 

美崙溪畔自行

車步道是美崙

溪水岸休憩廊

道重要建設之

一，應維持原

有自行車道並

設立告示牌，

加強宣導經過

之民眾，哪些

區 域 為 保 護

區，有哪些注

意事項，讓民

眾有所依據。 

告示牌之設立為必需的，團

隊在規劃後會與各社區代表

討論確認內容、點位、告示

牌風格等資訊後再行設立。 

5. 在地居民對於保

護區的劃設存有

疑慮，設置完全

不知情，該如何

解決？ 

許多居住此區

域的居民對住

家旁邊規劃為

保 護 區 不 知

情，應加強對

地 方 居 民 宣

導，及生態教

育，邀請加入

志工小隊。 

團隊過往於美崙溪週邊辦理

活動，多是民生里以及花蓮

市民、週邊國小報名參與，

今年會主動邀請北濱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保護區宣導與環

教活動，並針對保護區相關

事項進行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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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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