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江縣政府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批次提案說明

112年7月24日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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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連江縣水環境改善計畫歷程

背景說明

106.07 行政院核定
「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
106.10 第一批次
(連江縣未提案)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0.06~07經濟部水利署
藍圖規劃操作指引、參考
手冊
110.08第五批次(連江縣
配合藍圖作業，未提案)

111.07第六批次
連江縣核定1案

111.12連江縣水環境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成果

112.06

第七批次

109.01第四批次
連江縣核定2案

108.06第三批次
連江縣核定5案

107.03第二批次
(連江縣未提案)

1.福清灣堤岸親水環境營造

2.清水濕地雨污水處理

3.介壽海堤環境營造

4.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5.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1.橋仔港環境營造一期

2.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

1.東引北澳水花園

連江縣藍圖規劃：10場說明會、5場工
作坊、3場跨局處會議，637人次參與

提報3案件
112/7/5河川
局在地諮詢
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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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連江縣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整體願景

背景說明

純境連江   里海里島

北緯26度 
最美麗的海洋生態島鏈 120.48,26.35東引

120.13,26.21北竿

119.95,26.15南竿

119.93,26.01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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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連江縣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分區願景

背景說明

南竿
竿塘明珠‧嶼復璞真

北竿
嶼生聚來‧原鄉水文化

東引
北疆里嶼‧水釀東引

西莒
水漾青帆‧西犬生境

東莒
花蛤潮間‧東犬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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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連江縣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行動計畫

背景說明

1.1-橋仔水生態文化重現聚落

1.1-馬港水文化再生園區

1.2-門前山水文化坑道再現

3.1-鐵板山海慢行聚落
暨海岸環境改善

2.1-塘岐村澳紋理重現
3.1-鏡澳水脈絡文化重現園區

1.2-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公園

2.2-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2.1-清水澳海上走路親水舞台

1.2-北澳生態韌性花園

1.1-北澳生態水公園

1.1-青帆港生態門戶計畫

1.2-青帆水資源再生園區計畫

1.3-中正門水文化場景轉譯計畫

2.1-打鐵尾環保秘境公園

2.2-菜浦澳地質公園提升計畫

1.2-東洋山環保公園

1.1-生態潮境藝術公園

2.2-大埔水文化聚落復興

2.1-大坪水資源永續聚落計畫

2.3-原鄉擔走時光步道

馬港水環境整體
改善計畫

福清灣水環境整
體改善計畫

鐵板水環境整體
改善計畫

本次提案
       已核定計畫

 福清灣堤岸親水環境營造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理

 介壽海堤環境營造

 青帆港環境及景觀整建

 燕鷗觀賞據點環境營造

 橋仔港環境營造一期

 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

 東引北澳水花園







2.2-勝利堡水岸景觀環境
營造

2.1-福清灣多功能水岸
休憩空間營造











橋仔港水環境改
善整體計畫

芹壁村水環境改
善整體計畫

馬鼻灣與塘後道沙灘水
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清水澳水環境改
善整體計畫

北澳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
畫

青帆港環澳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打鐵尾與菜圃澳水環
境改善整體計畫 神秘小海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大坪-魚路古道-大埔水環
境改善整體計畫

12個
行動計畫

(23個分項計畫)
南竿

北竿

東引

東莒

西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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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七批次提報案件

背景說明

符合提案條件

地方需求殷切

對整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效益最大

112年4月27日縣長召開跨局處平台會議決議優先推動

3

23藍圖
規劃

第七
批次
提案

整體計畫 提案分項計畫 安全無虞 公有地 公民參與
提案階段
生態檢核

府內
評分

福清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勝利堡水岸景觀
環境營造

非屬淹水潛勢區
(24小時延時定量降水
650毫米模擬) 

南竿鄉珠螺段648地
號，為公有地

地方說明會
112年6月19日

112年6月
上旬完成

81

(排序2)

馬港水環境改
善整體計畫

馬港水文化再生
園區

非屬淹水潛勢區
(24小時延時定量降水
650毫米模擬) 

南竿鄉馬祖段723-2、
723-4、724-3、
724-6地號，為公有
地

地方說明會
112年6月19日

112年6月
上旬完成

80

(排序3)

馬鼻灣與塘后
道沙灘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后沃水脈文化復
興

潛在易致災與歷史積
淹水區域多發生於塘
后路上(24小時延時定
量降水650毫米模擬) 

目前已有后沃海堤

北竿鄉后沃段226、
446地號，為公有地

地方說明會
112年6月20日

112年6月
上旬完成

85

(排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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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01 整體計畫概述
02 提案內容說明
03 計畫經費期程
04 計畫效益成果

第七批次提案01

1-1

1.1 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背景說明

N26.14° , E119.94°

南竿

竿塘明珠 ‧ 嶼復璞真

減繁精加、修復環境創傷
重現嶼海村澳的璞真生態文化

水永續發展廊帶

水文化創生廊帶

水淨化環教廊帶

水脈絡重現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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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竿島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系統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水永續發展廊帶

水文化創生廊帶

水淨化環教廊帶

水脈絡重現廊帶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福澳港至珠螺村間

◼ 南竿島水淨化環教廊帶

延續第三批次提案計畫成效，整併聚落分
散水質淨化設施，並建立水資源環境中心，
營造水淨化環教為主題並串聯福清聚落、
清水聚落、福澳港的特色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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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計畫區位

本次未提案，俟周邊海巡大樓及
馬祖產業園區完成後再進一步評估

本次提案位置

第六批次二期提案未通過
依意見重新檢討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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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本次提案位置

1-5

2.1 勝利堡─馬祖戰地文化博物館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南竿01據點

◼ 106年文化處改造為
首座馬祖「戰地文化
博物館」

◼ 馬祖觀光最新景點

提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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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勝利堡水岸景觀環境營造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勝利堡111年內部展示設施更新，室內虛擬及實體展示設施與內容完善新穎。惟館
內廁所因管線老舊及化糞池損壞已不堪使用。化糞池矗立岸邊，嚴重影響水域景觀。

◼ 112年4月27日縣長主持跨局處平台會議討論，決議作為第七批次優先提案計畫。

化糞池

勝利堡內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福清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1
勝利堡水岸景觀環
境營造

水岸景觀營造、
透水性鋪面、
雨水回收再利用

經濟部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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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勝利堡水岸景觀環境營造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規劃範圍均為既有建物，周邊以礁岩及人工消波塊及塊石
護岸環境為主，有植被分布區域僅有南側綠地及小面積樹
林(半人工半天然次生林)，礁岩上僅有少數草本植物生長。

◼ 陸域動物以鳥類較為豐富(記錄17種)。其中僅記錄八哥為
珍貴稀有保育類，同時也屬於紅皮書等級較稀有的EN等
級，紅尾伯勞則為其他應予保育類，水鳥類主要分布於礁
岩海岸環境。其餘動物多為濱海環境常見物種，由於植被
缺乏，且位處海濱惡劣環境，多樣性偏低。

◼ 本工程可能造成海域生態影響的範圍為礁岩及其臨海環境。
計畫主要針對既有人工建物改善，如增加透水鋪面、增加
植栽綠帶等，因此對於當地生態是正向影響，惟須注意施
工期間造成外圍環境的干擾。

 補償：新植植物採馬祖原生植物。

 減輕：
1.避免廢棄物、污水、油污流入礁岩及海域環境。
2.公廁生活污水應有妥善收集及處理規劃。
3.海域魚類及底棲生物類於施工階段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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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勝利堡水岸景觀環境營造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減碳：新植在地植栽物種提供蔽蔭及休憩場所

永續：頂樓蓄水池雨水回收再利用作沖廁澆灌

安全：道路動線優化，加強安全措施、結構補強

韌性：周邊廣場及混凝土路面以透水鋪面設置

潔淨：廢棄化糞池移除，重設特色公廁一處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福清灣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1
勝利堡水岸景觀
環境營造

水岸景觀營造、透水
性鋪面、雨水回收再
利用

經濟部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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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勝利堡水岸景觀環境營造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觀海步道 入口廣場 鳥瞰圖mat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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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項計畫經費及期程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工作項目
112年

7月

112年

8月

112年

9月

112年

10月

112年

11月

112年

12月

113年

1月

113年

2月

113年

3月

113年

4月

113年

5月

113年

6月

113年

7月

113年

8月

113年

9月

113年

10月

113年

11月

113年

12月

1.前置作業

1.1-提案審定作業

1.2-預算編列及議會審查

1.3-府內協調分工會議

2.規劃設計階段

2.1-委託技術服務發包

2.2-調查作業

2.3-設計方案評估

2.4-基本設計

2.5-細部設計

2.6-生態檢核作業

2.7-設計階段說明會

2.8-預算書圖及招標文件編制

2.9-河川局及水利署審查

3.工程階段

3.1-工程發包作業

3.2-生態檢核作業

3.3-施工階段說明會

3.4-假設工程

3.5-設施及鋪面工程

3.6-植栽工程

3.7-景觀照明工程

3.8-工程驗收

◼ 總經費1,798萬元

◼ 中央補助款：16,182千元

地方分擔款：  1,798千元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式 1 1,180,000 1,180,000

二 工程建造費 式 1 16,800,000 16,800,000

(一) 直接工程成本 式 1 15,803,641 15,803,641

1 親水步道及平台(含路堤結構補強) M2 500 7,000 3,500,000

2 透水性鋪面 M2 700 3,800 2,660,000

3 景觀植栽美化(含指示牌、告示牌) M2 500 6,000 3,000,000

4 雨水回收利用管線 套 1 300,000 300,000

5 衛生系統(含水質淨化設施) 座 1 3,300,000 3,300,000

6 安全照明設施(含管線佈配) 盞 30 10,000 300,000

7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費 式 1 150,000 150,000

8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式 1 195,900 195,900

9 工地安全衛生費 式 1 195,900 195,900

10 品管費 式 1 182,840 182,840

11 工程保險費 式 1 182,840 182,840

12 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式 1 1,083,607 1,083,607

13 營業稅 式 1 752,554 752,554

(二) 間接工程成本 式 1 996,359 996,359

1 工程管理費 式 1 298,024 298,024

2 工程監造費 式 1 639,862 639,862

3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58,473 58,473

1-11

3.2 營運管理計畫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項目 維護管理單位

場址巡檢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設施修繕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植栽養護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植栽整理 馬祖青年發展協會認養

環境清潔 馬祖青年發展協會認養

交通管理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水質/生態監測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防災應變 連江縣消防局

護岸及消波塊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環境教育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垃圾定期清理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 勝利堡目前由連江縣政府文化處管理，本計畫完成後規劃後續營運管理分工如下：

◼ 各工項已於府內協調會議討論，各單位於既有公務預算下編列原工程經費約5%

經費之營管費用；設施修繕於保固期內由施工廠商辦理，保固期後納入連江縣政
府文化處委託開口合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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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計畫效益成果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整合前瞻基礎建設效益、帶動地方創生量能

4.1 計畫效益成果

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13

不可量化效益

可量化效益

環境改善面積1,800 m2、海岸線生態棲地改善100 m、環海灣親水步道200 m

連結福澳港至珠螺村之旅遊及休閒動線，強化福沃、清水、珠螺等3村創生資源

增加吸引約1.0萬旅遊人次/年至勝利堡體驗，增進當地觀光產值及就業人數

綠化固碳當量TCO2為 435 kgCO2e /yr

戰地地景擴散：打造大地景、小景觀、獨體驗的馬祖文旅模式

生態棲地維護：重視島嶼生態資源，加強棲地保護、引導低衝擊開發模式

增加遊客來馬觀光旅遊滿意度，增加觀光客多次來馬祖旅遊的機率

使觀光業能穩定發展，吸引認同馬祖發展路線的跨地域人才在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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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港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01 整體計畫概述
02 提案內容說明
03 計畫經費期程
04 計畫效益成果

第七批次提案02

2-1

1.1 南竿島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系統

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馬港聚落

◼ 南竿島水文化創生廊帶

水永續發展廊帶

水文化創生廊帶

水淨化環教廊帶

水脈絡重現廊帶

整合在地海洋文化、聚落風情與環境創生
等特色業態，營造主題跨界、資源聯動的
深度遊程體驗。mats

ue
rb



1.2 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2-2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本次未提案，先行針對周邊之露營區及
營區污水加以管理改善後，再行提案

本次提案位置

1.2 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本次提案位置

2-3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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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媽祖宗教文化園區及馬港天后宮

◼ 馬祖境天后宮是馬祖地區香火最鼎盛也最氣派的
廟宇，又稱為馬港天后宮。

◼ 馬祖境天后宮的右側山上有一座媽祖巨神像，交
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規劃「媽祖宗
教文化園區」。

◼ 每年到訪遊客估計超過16萬人次。

2-4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媽祖宗教文化園區

馬港天后宮

2.2 馬港水文化再生園區

2-5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沙灘區域整理，縫合媽祖宗教文化
園區及馬港天后宮間之斷點。

◼ 重現天后宮西南側海岸歷史步道，
與全區特色慢行動線系統串聯。

計畫名稱
項
次

分項案件
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馬港水環境改
善整體計畫

1
馬港水文
化再生園
區

親水沖洗區、沙灘景觀
綠化、觀景平台擴建及
歷史運補水資源之地下
儲水槽翻新再利用

經濟部
水利署

往媽祖宗教文化園區

減碳：沙灘景觀綠化

潔淨：親水沖水區

永續：歷史蓄水槽再利用

文化：天后宮平台整建

歷史：戰地遺跡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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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馬港水文化再生園區

2-6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本區動植物資源較貧乏，皆為一般常見物種，此外工程開
發量體不大，因此對植物、哺乳類、兩爬類、蝴蝶類等影
響甚微。北側的礁岩潮間帶及步道旁的樹林、灌叢為生物
資源較豐富的位置，應避免干擾。

◼ 工程除了影響沙灘面積較大之外，對於其他既有生態棲地
變動不大。直接造成衝擊的生態為沙灘草本植物及沙蟹類
等底棲生物棲地，應採縮小工程量體及減輕生態影響的方
向進行設計。

 迴避：避開或減少樹林環境的施工，維持樹林的完整性。針
對較大株樹木設定為保全對象，並避免對樹林棲地造成影響。

 補償：新植植物採馬祖原生植物。

 縮小：縮短水域邊的施工時間，並減少機具的過度開挖。

 減輕：
1.妥善規劃施工便道，避免重機具直接進入沙灘環境。
2.分區進行施工，避免大面積施工。
3.避免廢棄物、污水、油污流入沙灘環境。

2.2 馬港水文化再生園區

2-7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沙灘休憩區 親水沖洗區 景觀植栽mat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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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項計畫經費及期程

◼ 總經費2,237萬元

◼ 中央補助款：20,133千元

地方分擔款：  2,237千元

2-8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工作項目
112年

7月

112年

8月

112年

9月

112年

10月

112年

11月

112年

12月

113年

1月

113年

2月

113年

3月

113年

4月

113年

5月

113年

6月

113年

7月

113年

8月

113年

9月

113年

10月

113年

11月

113年

12月

1.前置作業

1.1-提案審定作業

1.2-預算編列及議會審查

1.3-府內協調分工會議

2.規劃設計階段

2.1-委託技術服務發包

2.2-調查作業

2.3-設計方案評估

2.4-基本設計

2.5-細部設計

2.6-生態檢核作業

2.7-設計階段說明會

2.8-預算書圖及招標文件編制

2.9-河川局及水利署審查

3.工程階段

3.1-工程發包作業

3.2-生態檢核作業

3.3-施工階段說明會

3.4-假設工程

3.5-設施及鋪面工程

3.6-植栽工程

3.7-景觀照明工程

3.8-工程驗收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式 1 1,370,000 1,370,000

二 工程建造費 式 1 21,000,000 21,000,000

(一) 直接工程成本 式 1 19,786,592 19,786,592

1 親水區沖洗區 式 1 300,000 300,000

2 觀景平台 M2 200 30,000 6,000,000

3 木平台/木棧道 M2 600 13,000 7,800,000

4 景觀植栽美化/景觀護欄 M2 200 9,000 1,800,000

5 安全照明設施(含管線佈配) 盞 20 10,000 200,000

6 遊憩設施(含桌椅/解說牌/指示牌) 式 1 300,000 300,000

7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費 式 1 150,000 150,000

8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式 1 246,000 246,000

9 工地安全衛生費 式 1 246,000 246,000

10 品管費 式 1 229,600 229,600

11 工程保險費 式 1 229,600 229,600

12 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式 1 1,343,173 1,343,173

13 營業稅 式 1 942,219 942,219

(二) 間接工程成本 式 1 1,213,408 1,213,408

1 工程管理費 式 1 354,222 354,222

2 工程監造費 式 1 785,976 785,976

3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73,210 73,210

3.2 營運管理計畫

◼ 馬港沙灘由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認養植栽整理及環境清潔工作，其餘工作由各
單位依權責分工維管，後續營運管理分工如下：

◼ 各工項已於府內協調會議討論，各單位於既有公務預算下編列原工程經費約
5%經費之營管費用；設施修繕於保固期內由施工廠商辦理，保固期後納入連
江縣環境資源局委託開口合約辦理。

2-9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項目 維護管理單位
場址巡檢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設施修繕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植栽養護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植栽整理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環境清潔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交通管理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水質/生態監測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防災應變 連江縣消防局

護岸及消波塊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海岸巡防 海岸巡防署馬祖海巡隊
環境教育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垃圾定期清理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天后宮週邊設施管理 馬祖境天后宮廟宇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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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計畫效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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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福澳港開通而沒落之馬祖港，藉由水環境改善將其連結與復興

4.1 計畫效益成果

2-11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不可量化效益

可量化效益

環境改善面積2,200平方公尺

沙灘親水平台600平方公尺

綠化固碳當量TCO2為 266 kgCO2e /yr

提升到訪馬港天后宮及媽祖巨神像之遊客滿意度(估計16萬人次/年)

在地居民增加一處優質沙灘海域之遊憩空間，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增加遊客來馬觀光旅遊滿意度，增加觀光客多次來馬祖旅遊的機率

加強保護及管理島嶼上寶貴的生態及戰後遺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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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鼻灣與塘后
道沙灘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01 整體計畫概述
02 提案內容說明
03 計畫經費期程
04 計畫效益成果

第七批次提案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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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N26.25° , E120.08°

北竿

嶼生聚來‧ 原鄉海文化

重現提亮澳口原真環境、
生態與文化的在地魅力

水脈絡重現廊帶

水創生永續廊帶

水生態保育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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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竿島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系統

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 北竿機場兩側

◼ 北竿島水生態保育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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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脈絡重現廊帶

水創生永續廊帶

水生態保育廊帶
馬鼻灣 塘后道沙灘

后沃聚落 螺蚌山步道

積極保育馬鼻灣、塘后道沙灘及潮間
帶生態棲地，保護螺蚌山原生地貌。

1.3 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3-3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計畫區位

本次提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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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本次提案
3-4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2.1 塘后道沙灘

◼ 塘后道沙灘長達數百公尺，是馬祖列島
之最。沙灘連結塘岐村與后沃村之間，
形成「連島沙洲」(沙連島)美景，沙質
細緻，晶瑩潔白，有「糖沙」美譽。

◼ 76年興建塘后道貫穿其間，將沙灘一分
為二，「沙連島」的奇景不再。

◼ 「北竿鄉塘后道道路工程品質提升計畫」
(塘后橋工程)預計於113年完工，採高
架造型拱橋，改善長年漂沙及颱風越浪
問題，海水分合奇景將重現。

◼ 塘后道沙灘可以近距離看到飛機起降，
是世界少有的機場景緻，每年3-9月也
能在此觀賞藍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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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后道沙灘

塘后道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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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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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保留部分設施復舊營造海濱公園，增加綠美化面積

韌性：舊路拆除後塊石再利用作為拋石護岸，加強保護

生態：塊石取代消波塊增加其生態機能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馬鼻灣與塘后道
沙灘水環境改善
整體計畫

1 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水岸景觀公園、塊石再利
用復舊重建為護岸、歷史
水井修復

經濟部
水利署

2.2 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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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工程位置位於塘后道及北側澳裡港沙灘，天然植群以
生長於海濱沙地的植物為主，包括馬鞍藤、蔓荊、裂葉月
見草、濱刺麥、番杏等，此類植物根系向下生長，具有定
沙保護海灘的功能。高程較高處則有草本植物生長。陸域
動物調查，以鳥類較為豐富(記錄20種)。 

◼ 工程可能造成海域生態影響的天然連岸沙洲環境，除適存
於沙灘的角眼沙蟹外，多數底棲動物會利用既有的人工海
堤及其縫隙，如方蟹類、藤壺類、牡蠣類及螺類等。

◼ 直接造成衝擊的生態為沙灘草本植物及沙蟹類等底棲生物
棲地，應採縮小工程量體及減輕生態影響的方向進行設計。
其餘無施工範圍，應將海域魚類及底棲生物類設定為保全
對象，於施工階段進行監測。

 補償：新植植物採馬祖原生植物。

 縮小：縮短水域邊的施工時間，並減少機具的過度開挖。

 減輕：
1.妥善規劃施工便道，避免重機具直接進入沙灘環境。
2.分區進行施工，避免大面積施工。
3.避免廢棄物、污水、油污流入沙灘環境。

mats
ue

rb



2.2 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塘后道沙灘改善後

3-8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海濱公園3D鳥瞰圖模擬

海濱公園設施模擬 海濱公園設施模擬

2.2 后沃水脈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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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美化及淋浴設施

拋石護岸初步設計剖面圖

既有設施復舊及再規劃

公車亭保留移設，
並規劃停車空間及導覽系統碑石及涼亭保留

塘后橋工程完成後，原塘后道下方塊石
需去化，將其再利用於原施工便道復舊
時堆置重建為拋石護岸，參考經濟部水
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海岸生態工程實
務手冊彙編(1/2)」(100年)，灘線位置
放置塊石，因為固定之基石，於海水長
期浸泡，即可於冬季時附著海藻或其他
附著生物。以緩坡之塊石取代消波塊可
以增加其生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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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項計畫經費

◼ 總經費3,190萬元

◼ 中央補助款：28,710千元

地方分擔款：  3,1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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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式 1 1,900,000 1,900,000

二 工程建造費 式 1 30,000,000 30,000,000

(一) 直接工程成本 式 1 28,321,445 28,321,445

1整坡 式 1 200,000 200,000

2塊石鋪設 M3 2,000 1,000 2,000,000

3堤頂步道及親水階梯 M 150 18,000 2,700,000

4截水牆 M 100 28,000 2,800,000

5景觀工程 M2 3,000 5,000 15,000,000

6照明及管線工程 式 1 800,000 800,000

7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費 式 1 150,000 150,000

8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式 1 352,500 352,500

9工地安全衛生費 式 1 352,500 352,500

10品管費 式 1 329,000 329,000

11工程保險費 式 1 329,000 329,000

12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式 1 1,959,805 1,959,805

13營業稅 式 1 1,348,640 1,348,640

(二) 間接工程成本 式 1 1,678,555 1,678,555

1工程管理費 式 1 474,657 474,657

2工程監造費 式 1 1,099,108 1,099,108

3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04,789 104,789

113.06塘后橋工程預定完工

工作項目
112年

7月

112年

8月

112年

9月

112年

10月

112年

11月

112年

12月

113年

1月

113年

2月

113年

3月

113年

4月

113年

5月

113年

6月

113年

7月

113年

8月

113年

9月

113年

10月

113年

11月

113年

12月

1.前置作業

1.1-提案審定作業

1.2-預算編列及議會審查

1.3-府內協調分工會議

2.規劃設計階段

2.1-委託技術服務發包

2.2-調查作業

2.3-設計方案評估

2.4-基本設計

2.5-細部設計

2.6-生態檢核作業

2.7-設計階段說明會

2.8-預算書圖及招標文件編制

2.9-河川局及水利署審查

3.工程階段

3.1-工程發包作業

3.2-生態檢核作業

3.3-施工階段說明會

3.4-假設工程

3.5-護岸工程

3.6-設施及鋪面工程

3.7-景觀植栽及照明工程

3.8-工程驗收

3.2 營運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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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沃海濱公園由后沃社區發展協會認養植栽整理及環境清潔工作，其餘工作
由各單位依權責分工維管，後續營運管理分工如下：

◼ 各工項已於府內協調會議討論，各單位於既有公務預算下編列原工程經費約
5%經費之營管費用；設施修繕於保固期內由施工廠商辦理，保固期後納入連
江縣環境資源局委託開口合約辦理。

項目 維護管理單位
場址巡檢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設施修繕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植栽養護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植栽整理 后沃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環境清潔 后沃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水質/生態監測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防災應變 連江縣消防局
環境教育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垃圾定期清理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海堤及護岸管理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

海岸巡防 海岸巡防署馬祖海巡隊mat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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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計畫效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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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量化效益

可量化效益

環境改善面積8,000平方公尺、海域生態棲地改善300公尺、親水步道300公尺

增加吸引約0.5~1.0萬休閒及旅遊人次/年至塘后沙灘

綠化固碳當量TCO2為 895.26 kgCO2e /yr

強化后沃海堤韌性，提升居民生活安全保障。

海濱公園設植栽與綠地，其根系可保水並固化土壤減緩西南風向及海潮對土壤之
侵蝕；而其微氣候調節功能可提供用路人擋風、遮陽、降溫的處所

護岸提供附著性海洋動物與植物之良好著生基質，材料間空隙亦是水產生物之良
好棲息繁殖場所，具有豐富生態效果。

簡報完畢
敬請支持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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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勝利堡1)

附-1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勝利堡2)

附-2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mats
ue

rb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勝利堡3)

附-3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勝利堡4)

附-4福清灣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mat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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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馬港1)

附-5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馬港2)

附-6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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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馬港3)

附-7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馬港4)

附-8馬港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mat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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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后沃1)

附-9馬鼻灣與塘后道沙灘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后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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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后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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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整體1)

附-12第七批次提案

mats
ue

rb



審查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整體2)

附-13第七批次提案

mats
ue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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