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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貳 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 （草案）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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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涉及海岸防護計畫之權責分
工與審議、核定等相關規定如下：

依本法第10條規定：「第8條第7款所定計畫擬訂機關如下：……二、
海岸防護計畫：（一）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協調有關機關後擬訂。（二）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直轄市、縣關協調有關機關後擬訂。（二）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

依本法第14條規定：「為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依本法第14條規定： 為防治海岸災害 預防海水倒灌 國土流失
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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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訂定海岸防護計畫：一、
海岸侵蝕。二、洪氾溢淹。三、暴潮溢淹。四、地層下陷。五、其海岸侵蝕。二、洪氾溢淹。三、暴潮溢淹。四、地層下陷。五、其
他潛在災害。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利主
管機關。」

依本法第17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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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訂者，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核定。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前項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
計畫時 應遴聘﹙派﹚學者 專家 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以合議方計畫時，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以合議方
式審議之；其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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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二、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
關、期限等相關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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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海岸防護區位包括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等6處 二級海岸防護區位包括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6處，二級海岸防護區位包括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高雄市、宜蘭縣、花
蓮縣、臺東縣等9處。

該計畫並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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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海岸防護區部分 由直轄市 縣（市）水利主管機關完成；二級海岸防護區部分，由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關，
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4年內完成。」

為利後續「海岸防護計畫」審議作業之進行，並於規定期限內公告實
施，本署前於107年11月29日與有關機關召開研商會議，針對「海岸
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討論獲致共識 另針對「海岸防護計畫審查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討論獲致共識，另針對「海岸防護計畫審查
作業規定（草案）」，依前開會議決議略以：「請作業單位參考經濟
部水利署意見修正前開作業規定後，提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報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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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循程序辦理函頒發布作業。」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 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針對「一級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報告」
部分(包括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6處)( )
均已召開會議審查完竣，前揭整合規劃報告，各河川局刻正辦理意見
修正後提送水利署核備(臺南市、高雄市已完成核備)。

後續並據以擬訂「 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依海岸管理法第後續並據以擬訂「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依海岸管理法第
16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30日及舉行公聽會，送經濟部水利署審查核備
後，再送本部審議。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有關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規劃，目前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高雄市 宜蘭縣 花蓮縣及臺東縣(計 處)政府刻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新竹市、苗栗縣、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計9處)政府刻
正擬定招標作業，目前桃園市、新竹縣、臺東縣已完成招標作業。

6



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依本部106年9月18日內授營綜字第1060814189號函（如附件1-2），經
濟部水利署應於108年8月前將一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提送本部審
議 惟考量後續審議及陳報行政院核定所需作業時間 故建議案件提議，惟考量後續審議及陳報行政院核定所需作業時間，故建議案件提
早自108年5月起分批送審。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應於108年5月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一批(2案)

本 •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應於108年5月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二批(3案)

本
署
建
議

• 雲林縣、嘉義縣應於108年6月30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三批(1案)

議
分
批
送
審

• 彰化縣應於108年7月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三批(1案)審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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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比照「一級海岸防護計畫」預定送審時間，並考量直轄市、縣（市）
政府尚須送經濟部審議，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於109年4月前將
防護計畫（草案）送請經濟部 水利署 審議 年 月分批核轉本防護計畫（草案）送請經濟部(水利署)審議、109年6~8月分批核轉本
部核定，屆時並按縣市辦理進度，規劃分批送審之優先順序，俾於
110年2月6日前公告實施。110年2月6日前公告實施

第一批(3案)

• 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二批(3案)

本
署
建
議

•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應於109年7月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二批(3案)議
分
批
送
審

•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應於109年8月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

第三批(3案)審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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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岸防護計畫審議時程規劃

各級海岸防護計畫之審議作業，建議採分批審查、一併報請行政院或由本部

預定辦理時程

核定之目標進行。又依海岸管理法第16條第3項規定：「海岸保護計畫、海岸
防護計畫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40天內公告實
施，…。」，故尚需預留核定後公告實施之時間，目前規劃之預定辦理時程施 … 」 故尚需預留核定後公告實施之時間 目前規劃之預定辦理時程
如下表：

函送經濟部 函送本部審議 提送海審會審議 一併報請行政院 公告實施

表1「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審議及核定時程

審視 函送本部審議 提送海審會審議 審議及核定 公告實施

第一批(3案) 108.4 *108.5.31 108.7~108.10 *108.11~109.1 109.2.6

第二批(3案) 108.5 *108.6.30 108.8~108.10 同上 同上

第三批(1案) 108.6 *108.7.31 108.9~108.10 同上 同上

函送經濟部
審議核轉 函送本部審議 提送海審會審議 本部核定 公告實施

表2「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審議及核定時程

審議核轉
第一批(3案) 109.3 *109.6.30 109.7~109.12 *110.1.5 110.2.6

第二批(3案) 109.4 *109.7.31 109.8~109.12 *110.1.5 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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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3案) 109.5 *109.8.31 109.9~109.12 *110.1.5 110.2.6
*應於該時間點前辦理完成

貳、討論事項
計畫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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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一、訂定緣由

為利後續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海岸防護計畫」及
擬訂機關順利於期限內公告實施，本署研擬「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順利於期限內公告實施 本署研擬 海岸防護計畫
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二、訂定重點

依據海岸管理法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規定，研訂前開
規定內容，訂定重點包含「法令依據」、「擬訂機關及期
限」、「擬訂過程及書圖文件」、「審查方式與審議重點」，
及擬訂機關提送其海岸防護計畫查核計畫及有關文件之「形
式要件查核表式要件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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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壹、依據:依海岸管理法第二章有關海岸防護規定辦理。本部受理申請並查核符合程序及
書圖文件後，將提報本部海岸管理審議會審議。書圖文件後 將提報本部海岸管理審議會審議

貳、擬訂機關及期限
依據整體海岸管理計畫規定，海岸防護計畫之擬訂機關及期限如下：依據整體海岸管理計畫規定 海岸防護計畫之擬訂機關及期限如下

（一）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經濟部水利署擬訂；於108年5月前送本部審議後，報請
行政院核定；109年2月6日前公告實施。

（二）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於109年4月前送經濟部、
109年6～8月由經濟部分批核轉本部審議核定；110年2月6日前公告實施。

參、擬訂過程及書圖文件參 擬訂過程及書圖文件

一、擬訂程序：

（一）已依本法第16條規定辦理公開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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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廣泛周
知。

（二）已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期間，任何人民或團體所提出意見之參採情形，併同海（二）已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期間，任何人民或團體所提出意見之參採情形，併同海
岸防護計畫（草案），一併報請本部審議。

（三）如涉原住民族地區者，已依本法第10條規定，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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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四）依本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海岸侵蝕係因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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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分工權責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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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涉及「行政院專案列管之13處侵淤熱點」者，應邀請各該海岸段群組內主要人工
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所評估釐清各海岸段之侵淤成因，並提出因應
措施。措施

（五）依本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海岸防護區涉及海岸保護區者，海岸防護計畫之訂定，
應配合其生態環境保護之特殊需要，避免海岸防護設施破壞或減損海岸保護區之
環境 生態 景觀及人文價值 並徵得依第16條第3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環境、生態、景觀及人文價值，並徵得依第16條第3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
計畫擬訂機關同意；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六）計畫內容經中央水利主管機關（經濟部水利署）認定符合「海岸防護設施規劃
設計手冊」。

二 書圖文件二、書圖文件：

（一）依本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二）計畫公告實施：依本法第19條規定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
正或變更之開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都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畫，相
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理變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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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肆、審查方式:分為「形式審查」及「實質審查」二階段程序，說明如下：

一、形式審查：擬訂機關提送海岸防護計畫至本部時，請一併檢附「海岸防護計畫形
式要件查核表」，由本部營建署審視確認是否符合查核表規定。式要件查核表」，由本部營建署審視確認是否符合查核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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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二、實質審查：以召開1次專案小組會議及1次大會審查會議為原則。

（一）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1.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之召開：視案件複雜程度召開會議。
2 組成專案小組成員:4位小組成員，其中包含2位共同召集人與2位專家學者2.組成專案小組成員:4位小組成員，其中包含2位共同召集人與2位專家學者

委員，由本部(署)委員與專家學者為共同召集人，經濟部(水利署)委員列
為小組當然成員，並配合排定專家學者委員輪值表。依據案件情況，視議
題邀請相關機關出席說明。題邀請相關機關出席說明

3.辦理現地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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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依據本注意規定審議重點及審議原則進行審議。

（二）海審會（大會）審議

1 依據上開專案小組審議獲致決議之內容 由本部綜合整理後提報海審會確1.依據上開專案小組審議獲致決議之內容，由本部綜合整理後提報海審會確
認，並對小組未能審決事項研擬擬辦意見提請大會討論。

2.海審會審查通過後，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核定，二級海
岸防護計畫由內政部核定。岸防護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三、其他：本部為利後續審議作業之進行，進入實質審查提送海審會前，可就重要事
項邀經濟部水利署召開會議，必要時亦得考量成立協調會報。另審議防護計畫時，
涉及專業知識或技術者 得邀請其他各界學者專家出席 提供諮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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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專業知識或技術者，得邀請其他各界學者專家出席，提供諮詢意見。

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一、本部與經濟部水利署之審議分工一 本部與經濟部水利署之審議分工

依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利
主管機關。」，故審議項目較涉及防護技術者，原則尊重水利主管機關所擬計畫
中有關水利專業部分 另審議項目需考量是否符合海岸管理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中有關水利專業部分；另審議項目需考量是否符合海岸管理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
理計畫政策指導原則者，則列為本部審查重點。是以，依本法第15條海岸防護計

畫應載明事項進行審議分工，以確認本部審查重點項目。

審議項目 水利主管機關 本部

表2 審議分工建議表

審議項目 水利主管機關 本部
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 ○ △
海岸防護標的及目的 ○ △
海岸防護區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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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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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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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審查事項 △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內政部採低密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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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審查重點



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本部重點項目之審議原則(如下):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審議原則 說明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整體性海岸防
護計畫有關之

1.因應各類海岸災害之防護設施，得考量多項、複
合式的防護設施，以提升防護效果，並降低對上
下游沙灘侵蝕、生態、景觀所帶來的負面影響。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2.2.4節之二、
海岸防護設施應用
於海岸災害防治。

- 護計畫有關之
事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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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3.2.1節之議題
三對策。量海岸保護區之需要 優先採用近自然工法為主 三對策

海岸災害風險

1.計畫內容應說明海岸防護區及鄰近範圍，近5年
是否曾發生海岸及其海岸災害類型、受災範圍、
歷史災害情形、現況情形，以及其致災原因是否

△
海岸災害風險
分析概要

歷史災害情形、現況情形，以及其致災原因是否
已消除。。

2.計畫內容應說明未來發生高潛勢災害地區之風險
及可能致災範圍。

△
海岸防護標的
及目的

計畫內容應載明不同海岸災害類型之防護標的及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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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本部重點項目之審議原則:

審議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審議原則 說明

1.是否已含括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所指定之海岸防護區位

是否有新增或其他單位建議的防護岸段 是否符合海
△

海岸防護
區範圍

2.是否有新增或其他單位建議的防護岸段，是否符合海
岸防護區劃設原則。

3.未設置防護設施岸段，可配合海岸防護區劃設，適度
將其納入防護範圍 惟應符合海岸防護區之劃設原則

依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第2 4節一、將其納入防護範圍，惟應符合海岸防護區之劃設原則 計畫第2.4節一、
保護調適策略

1.計畫內容應說明是否針對不同災害類型，研擬防護區
內「避免或限制行為」、「相容或許可事項」。針對
不同海岸災害類型 應符合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第3 2 2不同海岸災害類型，應符合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第3.2.2
防護原則。並說明海岸防護區核心區與非核心區之禁
止及相容事項。

2.針對海岸防護區進行海岸災害風險與土地利用型態之 依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第 氣候變

◎
禁止及相
容之使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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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第2.4氣候變
遷調適策略

3.已開發之海岸地區，應配合海岸防護計畫，透過都市
計畫法或非都市土地利用之通盤檢討 調降或管制高

依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第2 4氣候變計畫法或非都市土地利用之通盤檢討，調降或管制高

災害風險區之土地使用強度與型態，避免不相容之土
地使用。

計畫第2.4氣候變
遷調適策略之二、
適應調適策略、
三、撤退調適策

4 對於暴露於高風險區域的開發計畫，以維持低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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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暴露於高風險區域的開發計畫，以維持低度開發
利用為原則。



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本部重點項目之審議原則:

審議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審議原則 說明

1.著重於以海岸資源保護為優先，為避免海岸防護工
程破壞或減損海岸保護區之環境生態及價值，應說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3.2.2節防護原
則程破壞或減損海岸保護區之環境生態及價值，應說

明防護措施及方法是否影響自然海岸。
則

2.是否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災害潛勢所進行之調適手段
並依據防護標的之類型、重要性研擬相對應之防護

◎ 防護設施
及方法

並依據防護標的之類型、重要性研擬相對應之防護
對策與防護措施。

3 海岸侵蝕為自然演化過程者，以維護現狀為原則，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3.2.1節議題五
之對策3.海岸侵蝕為自然演化過程者 以維護現狀為原則

因人為開發所造成之海岸侵蝕者，將依據當地海岸
特性，採用適宜的防護（工程）及管理（非工程）
措施因應。

之對策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 2.2.4節 (p2‐38
頁)海岸防護設施應
用於海岸災害防治用於海岸災害防治

海岸防護
設施之種

1.依海岸特性分區或分段說明非工程或工程之種類、
佈置情形、面積，並說明海岸防護措施達成之效益
成果。

◎ 設施之種
類、規模
及配置

2.符合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第3.3.2節永續利用原則。(
如:一般性海堤除因應災害必須外，原則上不再新建
)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3.3.2節永續利
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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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本部重點項目之審議原則: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審議原則 說明

海岸防護
3.對高風險及災害頻度較高之海岸地區，經評估及檢
討無持續防護之必要時，既有防護設施宜降低或停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2 4氣候變遷調

◎

海岸防護
設施之種
類、規模
及配置

討無持續防護之必要時 既有防護設施宜降低或停
止維護，並將防護資源配合後撤，轉移至適當地點
施設。

畫第2.4氣候變遷調
適策略之三、撤退
調適策略

4.對於海岸開發影響岸段內之設施防護功能，應提出
相關配套補償措施內容相關配套補償措施內容。

△ 事業及財
務計畫

計畫內容應說明各權責單位分工、財務計畫彙整、協
調，監測調查及後續辦理措施。

說明計畫區內海岸防護區所應配合實施之管理措施。

1.本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海岸侵蝕係因興辦計畫之
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令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 依本法第14條第3

◎

其他與海
岸防護計
畫有關之

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令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 其防
護設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理。

項規定

2.涉及「行政院專案列管之13處侵淤熱點」者，應邀
請各該海岸段群組內主要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有關之
事項 請各該海岸段群組內主要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供所評估釐清各海岸段之侵淤成因，並
提出因應措施。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4.2.3節

3 對計畫範圍內受海岸侵蝕威脅之其他機關所提建議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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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計畫範圍內受海岸侵蝕威脅之其他機關所提建議
已妥予研議處理。

依整體海岸管理計
畫第4.2.3節



參、「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草案） 附件1-3

伍、審議重點 本部重點項目之審議原則:

審議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審議原則 說明

4.屬本法第19條規定，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更之開
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都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都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
或區域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
理變更作業

依本法第19條

5 涉及本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海岸防護區涉及海岸保5.涉及本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海岸防護區涉及海岸保
護區者，海岸防護計畫之訂定，應配合其生態環境
保護之特殊需要，避免海岸防護設施破壞或減損海
岸保護區之環境、生態、景觀及人文價值，並徵得 依本法第15條

◎

其他與海
岸防護計
畫有關之
事項

岸保護區之環境 生態 景觀及人文價值 並徵得
依第16條第3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擬訂機
關同意；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依本法第 條

事項
6.涉原住民族地區者，應依本法第10條規定，會商原
住民族委員會擬訂。

依本法第10條

7.經內政部海審會審查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應邀
請申請人參加防護計畫及審議相關會議，並說明配
合辦理防護計畫之情形。

8.因應氣候變遷，海岸地區的洪氾溢淹治理，是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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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流分擔與出流管制」規定、河川及區域排水治
理計畫辦理。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附：控管進度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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