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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 

        劃設海洋保護區係國際認可作為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最

有效之方式，而目前基隆市所轄共有 2 處公告設立之海洋保

護區，其一為民國 88 年公告成立之「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

育區」（下稱水產保育區），保育範圍係本市所轄所有沿岸，

自低潮線向外延伸 1,000 公尺之海域，保育海域面積總達 

13.56 平方公里，並全年禁止捕捉九孔、龍蝦、吻仔魚；其

二為民國105 年公告成立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下稱潮境保育區），保育海域面積約0.15平方公里，並嚴

格禁止於保育區範圍內以任何方式採捕(含徒手及沿岸垂釣

等行為)水產動植物或破壞棲地環境之行為，而僅開放採捕

石花菜等經濟型海菜(藻)類的行為。 

        故由上述得知，相較於潮境保育區實施禁採、禁捕、禁

撈等限制，並有長期監測及巡護管理計畫，且藉由去（111）

年度基隆市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之海洋保護區遊

憩人流管制措施評估工項，潮境保育區於本（112）年度10

月23日公告修正管制方案，更邁入永續經營管理之目標前進，

而水產保育區因管理面積寬廣、海岸線冗長、保育管理受限、

僅全年禁止捕捉「九孔、龍蝦、吻仔魚」三種保育對象生物

等因素，且常年亦缺乏足夠科學數據支持，故兩者海洋保護

區保育成效相差許多，並亦於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11年

「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成效評估及輔導計畫」總結報告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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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差異。 

        因此本年度計畫除延續規劃於本市海洋保護區執行海上

及陸上巡護，且陸上巡護部分，相較去年，本年度更加入平

日時段，巡守隊也增添5位地方居民，一同協助海洋保護區

的管理，以維護海洋保護區資源永續經營之理念，而本年度

共新增7處海洋保護區範圍告示牌，使海洋保護區範圍標示

等管理量能擴大延伸，同時，本年度亦將針對水產保育區進

行資源分佈、管理成效整體重點調整盤點，並召開地方座談

會，以彙整不同相關利益人建議，而潮境保育區則持續引進

海洋公民科學家計畫，並特別針對潮境保育區珊瑚礁生態系，

進行系統性調查與監測記錄， 以建立兩處海洋保護區之基礎

生態調查資料。    

         綜上，藉由上述長期系統性調查資料累積、海洋公民科

學家、海洋珊瑚教育、成果展及座談會等計畫活動，皆可將

海洋保育意識帶給大眾，以全面帶動在地海洋保育意識，並

進而讓本府能滾動式調整基隆所轄海洋保護區之經營管理方

針，達到棲地維護、增加生物多樣性及海洋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標，以有效發揮海洋保護區設立精神及目的。 

二、計畫年期：1年 

三、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四、協辦單位：無 

五、總計畫經費：7,3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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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來源： 

(一)中央款：5,520,000 元 

(二)地方配合款：1,840,000 元 

(三)其他： 

七、計畫目標： 

(一) 建立本府保育計畫單一聯繫窗口，持續落實海洋保護

區海陸秩序維護，增強保育巡護力度。  

(二) 針對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持續引進海

洋公民科學家共同調查海洋保護區環境及生物物種分

佈，以量化復育成效，並落實海洋保護區管理方針。 

(三) 監測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環境及生物物種資源量

及時間分佈，建立海洋保護區生物環境保育指標，納

入保護區管理各個面向，進而滾動式調整保護區經營

管理方針。 

(四) 復育本市海洋保護區珊瑚野外族群生態系，增加珊瑚

覆蓋率及族群個體數。 

八、計畫內容概述： 

       基隆所轄2處公告設立的海洋保護區─潮境保育區及水產

保育區，兩管理成效相差許多，因此本年度計畫目的，既透

過持續的海上和陸上巡護作業，確保海洋保護區內的生物多

樣性得到有效保護，並特別在潮境保育區，平日加派巡護人

員以監控遊憩人流，以維持該潮境保育區的自然環境，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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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潮境保育區修改公告，以及逐步增加標示至潮境保育區

及水產保育區，俾利加強在地海洋保育；另也於計劃期間，

針對兩處海洋保護區委託專業團隊進行環境監測，如下所述： 

(一) 潮境保育區： 

        委請廠商執行監測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

育區生物豐度，以科學數據量化統計復育成效，並持

續推動海洋公民科學家計畫，以舉辦不同的課程，鼓勵

各個民眾能參與海洋各面觀保育的過程，使透過公眾的

參與，除可收集更多的數據和觀測資料，幫助市府及科

學家更全面地了解海洋環境的變化和問題外，亦能增加

公眾對海洋保育的認識和意識。 

        另更特別針對潮境保育區的珊瑚礁生態系，委請廠

商執行本市海域珊瑚復育監測計畫，調查可進行造礁型

珊瑚現地培育之場所，收集自然棲地斷掉的造礁型珊瑚

分枝，評估斷掉的珊瑚分支健康程度，並以人工培育方

式移地復育，另亦一併移除水域中有害珊瑚物種，如白

結螺等，以維護基隆海洋保護區珊瑚棲地，增加基隆地

區野外珊瑚生態族群的數量，促進珊瑚礁生態系統的恢

復和保護。 

(二) 水產保育區：委請廠商執行水產保育區生態監測計畫，

深入調查目前保育物種及其他物種生物資源量，以提出

該保育區現況評估及保育區管理調整方針，評選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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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較佳或生物多樣性較豐富的熱區，並針對這些區域

進行分區管理，召開相關座談會，納入相關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以保護和恢復該保育區之生態系統。 

        綜上，透過持續上述調查資料的累積、海洋公民科學家

計畫和珊瑚生態教育、座談會及成果展等活動，該計畫致力

於提高公眾對海洋保育的認識和參與度，並根據調查結果和

監測記錄，滾動式調整基隆海洋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方針，以

實現棲地維護、增加生物多樣性和實現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

目標，保護基隆的海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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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工作項目 

一、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元) 概述 

1. 建立本府海洋保

育計畫單一窗口 
425,218 

建立本府海洋保育計畫

執行單一窗口，增加本

府海洋保育人力量能。 

2. 海洋巡守隊海上

巡護作業 
674,406 

邀集本市海洋巡守隊共

同執行基隆市2處海洋保

護區海上巡護，以維護

本市所轄海域海上作業

秩序，加強海洋保護區

的管理。 

3. 海 洋 保 護 區 巡

護，維護保育區 

秩序並宣導資源

永續利用 

981,376 

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

資源保育區於人潮眾多

熱點時段，加派臨時人

員增加保育巡護力度，

並宣導保育區限制事項

及海洋保育政策理念。 

4. 望海巷潮境資源

保育區基礎生態

調查研究與海洋

公民科 學家培訓 

1,630,000 

委請廠商執行監測基隆

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

保育區基隆生物豐度，

以科學數據量化統計復

育成效。 

5. 基隆市水產動植

物保育區環 境監

測及管理方針改

善計畫 

1,800,000 

委請廠商執行基隆市水

產動植物保育區生態監

測計畫，深入調查目前

保護物種及其他物種生

物資源量變化，以提出

該保育區現況評估及保

育區管理調整方針。 

6. 珊瑚生態系物種

復育 
1,800,000 

委請廠商執行本市海域

珊瑚復育監測計畫，調

查可進行造礁型珊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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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培育之場所，收集自

然棲地斷掉的造礁型珊

瑚分枝，評估斷掉的珊

瑚分支健康程度，並以

人工培育方式移地復

育，另一併移除水域中

有害珊瑚物種，如白結

螺等，維護保育區珊瑚

棲地。 

7. 海洋保育區範圍

標示 
49,000 

維護管理基隆市2處海洋

保護區範圍標示，並逐

步增加標示至基隆市望

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

區及基隆市水產動植物

保育區區域，以帶動在

地海洋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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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點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 重要成果說明： 

1. 建立本府海洋保育計畫單一窗口：. 

目標1式，已完成招募作業，於5/30進行第7次公告徵才資

訊，並於6/21進行面試，此單一窗口已於7/17開始至本府執

行本計畫相關事宜。 

本單一窗口執行工作內容如下： 

(1) 執行「112年度基隆市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

相關行政庶務作業。 

(2) 協助輔導在地居民海洋保護區巡護及資料整理。 

(3) 辦理計畫項下相關業務。 

(4) 海洋保護區相關研究資料蒐集整理。 

(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或與職務相關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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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巡守隊海上巡護作業： 

基隆市漁民自106年起自發性組成了「基隆環保艦隊」與

「基隆海洋巡守隊」，他們致力於清理海上廢棄物和進行海

上巡護，而海洋巡守隊在平時執行本市海上巡護作業的同時，

不僅自主性地清理海上垃圾，若發現漁船作業違規事項，會

立即通報市府與海巡巡護通報平台，以通知本府及海巡署同

仁前往查緝，另外因近期海域遊憩活動盛行，故海洋巡守隊

亦會維護相關秩序，避免遊憩與漁業活動相互影響。 

本年度配合本計畫海上巡護航次，截至11月8日為止共完

成90航次，且相較去年新增9艘漁船，共14艘漁船執行海上巡

護作業（表1），巡護範圍大多為本市所轄海域及保育區周圍

海域，期間於海上監測未發現異常或違規事項，並維護海上

環境，整體海域作業秩序穩定（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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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計畫海洋巡守隊海上巡護作業相關資料 

項次 
巡護船名 

（CT編號） 
巡護日期 負責區域 

1 
微風11號 

（CT2-7096） 

4/2、4/10、4/17、4/18、4/22、4/29、

5/7、5/18、5/26、6/11、6/17、7/1、

7/8、7/19、7/23、7/24、8/9、8/12、

8/18、8/25、8/26 

基隆嶼周遭海域、潮

境資源保育區 

2 
玉龍捌號 

（CT3-6040） 4/2、4/8、4/9、4/25 
基隆嶼及八斗子周遭

海域 

3 
鯊魚號 

（CT2-6040） 

4/16、4/19、4/23、4/29、5/1、6/9、

6/11、10/14、10/20、10/27、10/28、

11/4、11/9 

基隆嶼周遭海域 

4 
兆豐88號 

（CT3-6166） 

4/1 、 4/2 、 4/3 、 4/9 、 4/28 、 4/10 、

4/15、5/6、5/28、6/8、6/19、6/25、

6/30 

基隆嶼西面海域、大

武崙人工魚礁區、北

方三島海域 

5 
名龍2號 

（CT2-7128） 
5/13、5/20、6/11 基隆嶼及八斗子周遭

海域 

6 
玉龍66號 

（CT2-7158） 
5/2、5/7、5/27、6/11 基隆嶼及八斗子周遭

海域 

7 
朝昌168 

（CT1-7936） 
7/6、7/7、7/13 基隆外木山周遭海域 

8 
漁發6號 

（CT0-6918） 
8/11、8/23、8/24 基隆外木山周遭海域 

9 
自由6號 

（CT1-7666） 
8/10、8/27、8/28 基隆外木山周遭海域 

10 
新春財號 

（CT0-6296） 
7/29、8/8、9/11 基隆外木山周遭海域 

11 
鉅隆號 

（CT3-6020） 
9/7、9/8、9/9、9/10、9/29、9/30 基隆外木山周遭海域 

12 
龍之心 

（CT3-6229） 

9/23、 9/24、 10/12、 10/15、 10/18、

10/23 基隆嶼海域 

13 
舜龍號 

（CT3-6116） 
9/12、 9/17、 10/13、 10/22、 10/25、

10/29 

基隆嶼北面及東面海

域、基隆嶼天然礁區 

14 
晉龍號 

（CT2-6359） 
10/7、10/8 

大武崙人工魚礁區及

外木山沿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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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海洋巡守隊海上巡護成果照片 

  
潮境保育區海上巡護 維護海洋遊憩活動 

  
基隆嶼海上巡護 維護基隆嶼海域魚苗放流 

  
維護基隆市放流魚苗活動 外木山海上巡護 

  

維護潮境保育區外水域遊憩民眾 
海洋巡守隊協助市府勸導 

潮境保育區外之水域遊憩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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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保護區巡護，維護保育區秩序並宣導資源永續利用： 

        本府自110年成立潮境保育區巡守隊（下稱潮境巡守隊），

並進行陸上巡護及潮境保育區法規宣導等作業，而本（112）

年度亦持續招募潮境巡守隊隊員，共新增8位在地居民，總共

24位潮境巡守隊隊員一同執行潮境保育區之陸域巡護作業，

並自4月22日開始巡護至11月10日止，另本年度亦新增平日巡

護作業，而人數分配係以規劃平日3人、假日5人進行巡護，

並於上午8時30分值勤至下午5時，紀錄此時段5個時間點（8

時30分、11時30分、14時00分、15時00分、16時00分）之潮間

帶人數，以進行人流定時、定點之統計，若發現民眾有疑似

違規事項或緊急事項（如遊憩人員受傷），潮境巡守隊隊員

皆會立即上前宣導或協助，並通報給本府，以記錄巡守期間

巡護狀況。 

        本年度於巡護期間（4月22日至11月10日）共執行陸域巡

護701.5人次（表3；由於部分天數受颱風影響，故僅執行半日

天數，計0.5人次），並經統計結果顯示（表4），潮境保育區

潮間帶平日總人數約40人至605人之區間，假日總人數約11人

至1285人之區間，勸導人數平日總人數約5人，假日總人數約

249人次，且大部分每個月的假日總人數量皆高於平日總人數

量至少2倍，最高峰是在7月29日紀錄到總人數215人次進入潮

間帶，也發現無論是平日或是假日潮間帶人數皆於12:00之後

逐段增加；上述數據相較於去（111）年6月至10月統計（勸

導人數共計445人次及假日總人數共計104人至2276人之區間）



 

13 

相差許多，可能是因本年度颱風增加且本市海難頻繁發生所

致（相關事件標記如各月份統計圖中），因此本府多次關閉

潮境保育區潮間帶入口處，更加強進行相關水域遊憩之宣導，

導致本年度潮間帶遊憩總人數相較去年減少許多，相關成果

照片如表5。 

另有關農業部漁業署（下稱漁業署）委託財團法人臺

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下稱海漁基金會）成立

「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田巡守隊」之計畫與本年度計畫巡

守隊人員重複一案，經本府依據海洋保育署112年4月27日

海保綜字第1120003973號函與海漁基金會商談，與本府112

年11月30日基府產海貳字第1120149741號函詢漁業署巡守

隊工作項目等相關資訊後，海漁基金會將與漁業署重新討

論「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田巡守隊」計畫執行方向，故本

年度海漁基金會係執行「潮境保護區潮間帶藻類保護和藻

類調查」，非進行巡護作業；綜上，本年度本府潮境保育

區巡守隊巡護作業仍僅以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相關經費

辦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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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望海巷潮境海灣保育區巡邏人員及次數（表格標註藍色底為本

年度新增潮境巡守隊隊員；巡護次數非整數，係因部分天數遇到颱風，

故僅值勤半日，計0.5人次） 

項次 姓名 巡護次數 項次 姓名 巡護次數 

1 陳國年 34 13 吳朝威 33 

2 葉薰霞 33 14 鍾麗美 31.5 

3 蘇玉蘭 33.5 15 張朱春美 33 

4 簡秋元 33.5 16 朱忠義 33 

5 簡麥玲 33.5 17 林秀治 33 

6 吳陳敏 33.5 18 林素卿 33 

7 羅蔡玉葉 33.5 19 詹彥翔 6 

8 蔡月琴 33.5 20 林念慈 26.5 

9 林張色珠 34 21 黃士陽 12 

10 黃足 33.5 22 張雋 28 

11 張進財 33 23 張準 26.5 

12 簡信任 33.5 24 林承灝 4 

總計 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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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潮境保育區4至11月份各時段人數及總人數 

 

4至11月份潮間帶每月總人數 

  

4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4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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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5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瑪娃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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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6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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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7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杜蘇芮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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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8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卡努颱風 

8/14-8/20 

通盤檢討水域遊憩，故暫不開放 蘇拉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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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9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海葵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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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10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11月份潮間帶各時段人數 11月份潮間帶每日總人數 

小犬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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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潮境資源保育區巡護作業成果照片 

  

市府向潮境保育區巡護人員巡守說明巡守事項 

 
潮境保育區巡護人員巡守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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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境保育區巡護人員巡護狀況，並與在地居民實際走訪巡護路線 

  

  

潮境保育區巡護人員勸導狀況，請潮間帶遵守潮境保育區事項，及請潛水遊憩人員前往

指定入口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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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潮境保育區水域遊憩禁止期間宣導事項 

  

於禁止期間協助封鎖潮境保育區入口處 紀錄潮境保育區海龜放流狀況 

  

紀錄潮境保育區油汙狀況，並通報市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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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望海巷潮境資源保育區基礎生態調查研究與海洋公民科學家

培訓：本計畫以「112年度望海巷潮境資源保育區基礎生態研

究與海洋公民科學家培訓計畫」委請躍入深藍有限公司執行

（詳如附件1之本計畫結案報告），執行工作項目摘述如下： 

(1) 基隆潮境海洋公民科學家基礎海洋生態調查及生物辨識拍

攝概念研習營：共辦理6場次研習營，總參與人數共95名，

並邀集在地居民參加，相較去年4場次皆為初階水域海洋

公民科學家研習營，本年度6場次研習營，分別為4場次初

階水域培訓講座（7/1、8/9、8/25、9/17），1場次進階水域

培訓講座（7/14）及1場次潮間帶培訓講座（7/19），因為

不同類型場次的開設，本年度也蒐集到不同類型之海洋公

民科學家的回饋資料。 

 

圖1、海洋公民科學家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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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海洋保護區平台建立及維護：本保護區平台

（https://keelungmpa.klcg.gov.tw/）可供查詢本市海洋

保護區相關成效，並呈現本年度海洋公民科學家拍攝之生

態影像數據，共累積2027筆。 

 

圖2、海洋公民科學家上傳平台之部分生態影像數據 

  

https://keelungmpa.kl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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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望海巷海灣潮境資源保育區生態調查及環境監測： 

    本計畫廠商將於潮境保育區範圍內規劃 3 個樣點(水深

5公尺2處與10公尺1處)，潮境保育區外規劃 2 個樣點(水深

5公尺1 處與10公尺1處)，並執行三次調查，其每次調查間

隔超過 1 個月以上，紀錄基礎生態調查資料。 

        而除基礎生態調查外，因近年潮境保護區係屬北部

熱門之潛點，且從事水域活動的人口逐漸增加，故導致

進入本保育區內進行水肺潛水、自由潛水、浮潛的人數

逐漸達到飽和，並偶有發生破壞棲地、環境之行為，實

屬不樂見之情形。所以為瞭解本保育區內的管理成效狀

況，並討論目前保育區是否受人為干擾影響，故廠商需

於潮境保育區範圍內紀錄人為干擾之狀況，以便作為後

續管制之數據參考；因此廠商將規劃於計畫期間並搭配

東北角潛水季節（6~9 月），每月隨機挑選一平日及一

假日，每日進行兩次調查，時間分別為上午 9 點及下午 

2 點，以期減少調查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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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生態調查水下實際調查紀錄 

 

圖4、潮境保育區內外生物量統計（內：潮境；外：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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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公民科學家生態調查記者會及成果發表會：共辦理1

場次記者會及1場次成果發表會，共計18家新聞媒體露出，

且成果影片超過2,3000人次觀看，使潮境保育區及海洋公

民科學家相關成果能廣為宣傳，讓海洋公民科學家更多參

與感。 

 

圖5、本次記者會市府長官與海洋公民科學家頒獎合照 

 

圖6、本次成果發表會民眾觀賞及留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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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環 境監測及管理方針改善計畫：本

計畫以「112年度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環境監測及管理方

針改善計畫」委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執行

（詳如附件2之本計畫調整規劃整體評估報告），執行工作項

目摘述如下： 

(1) 基隆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生態調查及環境監測：共規劃5個

樣站，並進行3組時間點之比較，綜整各樣站之基礎生態

調查，與特別針對本保育區之保育物種（九孔、龍蝦、魩

仔魚）進行深入調查評估。 

 

圖7、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之海域預擬樣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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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育區管理範圍評估規劃：針對上述調查數據進行保育區

資源管理評估規劃，在本年度調查資料發現，龍蝦灣雖

環境條件佳，但是受到了交通方便所致，潛在被盜捕及

夜採的機會很高，在和平島風景區以及市府同仁的共同

協力下，可考慮推動龍蝦灣保護區，來做為和平島海域

之代表性保護棲地。往後計畫，可以再作深入的海域評

估，試行推動此海域保護措施。 

 

圖8、北海岸水產動植物保育區龍蝦豐度歷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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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隆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管理方針研商座談會：共召開4場

次座談會會議，每場次在21至46人次之間，並共計129人

參與；而藉由本次研討會，能夠順利了解水產保育區現況

與在地居民對水產保育區認知意識，並釐清本水產保育區

成立後面臨之議題。 

 

圖9、座談會老師講解本計畫執行成果 

 

圖10、邀集各利益關係人參與本次座談會，以了解水產保

育區目前資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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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管理方針調整規劃整體評估報告

暨發表會：共規劃1場次生態成果展發表會，介紹本年度

基隆水產動植物保育區之生態調查，包括魚類、軟體動物、

棘皮動物、珊瑚等生物介紹及影像紀錄，以讓民眾深入了

解水產保育區的調查結果，並欣賞美麗的海洋生物影像，

最終彙整本計畫所有執行工作項目，製成本計畫評估報告

書。 

 

圖11、基隆水產保育區生態調查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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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珊瑚生態系物種復育：本計畫以「112年度望海巷潮境資源保

育區珊瑚生態系物種復育計畫」委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環境與生態研究所執行（詳如附件3之本計畫評估報告），執

行工作項目摘述如下： 

(1) 潮境保育區珊瑚生態系物種調查及環境監測： 

    共規劃於潮境保育內調查 2 個區域，2 個不同深度，

分別為 5 公尺及 10 公尺，總共 4 個調查地點；調查方法以

穿越線樣框拍照取樣&Coral Net網站軟體分析法及海洋大

學李東霖老師所開發的AI影像偵測技術，在潮境保育區內

進行生態調查與海洋環境因子監測，並結合傳統人工方式

與AI自動偵測技術，以獲得更完善的生態調查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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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AI影像偵測技術：自動化指標性魚類偵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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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可進行珊瑚現地培育之場所：共調查 6 處可進行珊瑚

現地培育之候選場所，分別是和平島公園海水泳池附近海

域、立衡島附近海域、社寮橋附近海域、八斗子漁港附近

海域、平浪橋附近海域及長潭里漁港潮間帶外海域當作調

查的候選場地。經調查結果選定「和平島公園海水泳池附

近海域」、「社寮橋附近海域」及「平浪橋附近海域」作

為人工培育珊瑚試驗的場所 

(3) 人工培育珊瑚試驗： 

        計畫共撿拾142株珊瑚斷肢，並篩選出128株健康珊瑚

進行培育。128 個珊瑚有 127 個屬於 Acroporidae 軸孔珊瑚

科珊瑚，1個為 Pocilloporidae 鹿角珊瑚科珊瑚。 

        培育兩週後，珊瑚的存活率為 100%，且觀察珊瑚組織

的生長狀況，已經可以在束帶上看到珊瑚慢慢的附著在上

面。 

 

圖13、人工培育珊瑚養殖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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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潮境保育區珊瑚有害物種移除作業：計畫共進行5次移除

作業，並共移除479個有害物種，主要移除軸孔珊瑚屬珊

瑚 (Acropora spp.)身上的白結螺。 

. 

圖14、白結螺(黃色箭頭標記)影響珊瑚之生態紀錄 

(5) 珊瑚認識海洋教育活動：共舉辦1場次教育活動，總參與

人數共 25 人，且活動中反應非常熱絡，參加者們都覺得 

課程有趣又好玩，而且很少能有機會能近距離觀察到的珊

瑚，瞭解珊瑚的生物學，非常的有意義。 

 

圖15、珊瑚教育活動合照 

(6) 潮境保育區珊瑚生態系物種復育整體評估報告：針對上述

生態調查數據進行潮境保育區珊瑚物種復育之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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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洋保育區範圍標示： 

        本年度請廠商共設置7處海洋保護區告示牌及修正7處告

示牌版面（表6），以宣導本市海洋保育政策。相關成效如圖

16至18。 

表6、2處基隆海洋保護區告示牌設置及修繕面數。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公告告示牌 

項次 設置地點 設置處 共6面 

1 潮境公園 平浪橋頭旁小停車場 1面 

2 八斗子漁港 大坪海岸 1面 

3 碧砂漁港 碧砂安檢所 1面 

4 外木山大武崙步道 
大武崙沙灘涼亭旁(路燈68483附

近) 
1面 

5 外木山大武崙步道 外木山步道(路燈56519旁) 1面 

6 汫水澳 汫水澳欄杆處 1面 

項次 修繕地點 修繕處 共5面 

1 八斗子漁港 八斗子漁港岸置中心旁 1面 

2 大武崙漁港 大武崙漁港-安檢站下方牆面 1面 

3 外木山漁港 外木山漁港-安檢站左側牆面 1面 

4 
望海巷漁港-安檢站堤

坊牆面 
望海巷漁港-安檢所旁 1面 

5 
正濱漁港-八尺門泊區-

港邊 
正濱魚市餐廳前角落 1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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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項次 設置地點 設置處 共1面 

1 潮境公園 潮境公園-平浪橋旁入口下牆面 1面 

項次 修繕地點 修繕處 共2面 

1 潮境公園 潮境公園-平浪橋旁入口下牆面 1面 

2 潮境公園 潮間帶入口處 1面 

 

圖16、基隆中正區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告示牌點位 

 

圖17、基隆中山區、安樂區區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告示牌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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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告示牌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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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益分析 

成果目標

與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

計畫書或新增) 

成果(值) 說明 

可量化效益 

建立本府海洋保育

計畫單一窗口 
1式 

聘雇海洋保育區計畫單

一窗口 

海洋巡守隊海上巡

護作業 
90航次 

租賃本市籍漁船從事海

域巡護作業 

海洋保護區巡護，

維護保育區秩序並

宣導資源永續利用 

701.5人次 

僱用臨時人員協助保育

區巡護工作 

望海巷潮境資源保

育區基礎生態調查

研究與海洋公民科 

學家培訓 

1式 

委託辦理潮境保育區生

態監測及海洋公民科學

家培訓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

保育區環境監測及

管理方針改善計畫 

1式 
委託辦理水產保育區環

境監測及管理方針評估 

珊瑚生態系物種復

育 
1式 

委託辦理潮境保育區珊

瑚生態調查及進行人工

珊瑚復育 

海洋保育區範圍標

示 
7處 

設置海洋保育區範圍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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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量化效益 

(1). 強化本市所轄海洋保護區之維護管理機制，有效發

揮海洋保育及生態復育之功能，進而達到棲地維

護、增加生物多樣性及海洋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2). 滾動式調整保育區管理範圍及方針，有效發揮海洋

保護區設立精神及目的。 

(3). 廣宣漁民加入海洋巡守隊，一同維護本市沿近海域

海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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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本計畫執行期間因內部招聘人員程序及中央預算案立法程序

延誤，故造成部份工項落後，但仍於完成核定程序後，立即完成

所有進度。 

而本年度因受氣候颱風及水域安全管理政策之實施，故可看

出來訪潮境保育區潮間帶之人數稍微減少，但其他工項辦理情形，

委辦之3項計畫所召開之成果展、教育研習營等海洋教育活動皆獲

得許多認同及讚賞，讓在地海洋保育意識能擴展出各個面向；惟

本府委外之水產保育區座談會及評估規劃，因水產保育區已許久

未進行相關管理調整，故本次座談會不同利益關係人之意見差異

極大，且生態調查紀錄亦有斷層資料，造成四次座談會並無達成

相同一共識。 

綜上，本府期望本市所轄兩個海洋保護區成效能持續增長，

並藉由潮境保育區之管理成效，帶動水產保育區之海洋保育意識，

於明年度擴展相關海洋公民科學家培訓及成果展示，讓海洋保育

的觀念可以建築在基隆每位市民之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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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基隆市海洋保護區的未來需融合多方面努力，包括科學研究、

永續漁業管理、公民參與和教育宣導、技術創新及應用、法規制

度的強化，到整體經濟發展、以及社區參與和自治。因此藉由本

年度執行計畫，除持續建立2處海洋保護區之基礎生態調查，以紀

錄海洋保護區的保育成效，且也因為本年度多場次的海洋教育推

廣及海洋保護區成果展，讓越來越多民眾加入海洋公民科學家或

潮境保育區巡守隊一員，另外亦藉由召開不同利益權益人或地區

之座談會，讓本府可以蒐集到不同利益權益人之意見，進而滾動

式調整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方向；綜上，建議貴署仍持續支持地方

政府進行相關生態調查，並舉辦相關活動或成果展，增加許多親

民之海洋教育活動，以鼓勵公眾參與並提升對海洋保育的認識，

甚至推廣至國際間的合作，讓臺灣海洋保護區之管理能夠讓世界

看見，這樣綜合策略將有助於構建更具彈性、全面且可持續性的

海洋保護體系，實現生態保育、永續發展和社區參與的協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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