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獅子鄉新路社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和「牡丹鄉旭海草原入口步道環境改善工程」 

提審階段公私協力平台線上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 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下午 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參、主持人：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農村課 莊金城 課長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農村課 蘇俞銘 承辦；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農村課 沈佑

任 承辦；獅子鄉新路部落會議 李聖龍 主席；牡丹鄉公所 蔡重仁秘書；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

士 蔡乙榮 老師；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士 劉川 老師；東峰生態工作室 李政璋 執行長；落山

風解說工作室 顏士傑 先生；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 張怡 律師；宇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文靖 

先生；宇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子謙 先生；宇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沛瀠 小姐；國立臺南

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伍、會議內容： 

報告事項一：有關「獅子鄉新路社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工程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略 

討論 (意見)： 

獅子鄉新路部落會議 李聖龍主席  

1.我們部落希望一直希望可以發展觀光農業的相關經濟活動，之前已申請到農村再生

計畫，但是計畫範圍沒有包含到這個區塊，所以希望水保局可以幫忙，然而自來水

廠也已經荒廢一段時間了，地上部的建築是屬於自來水廠，但是土地是由公所管

理，且自來水廠的租約已到期，故此區塊是可以還給部落作運用的，我們希望在這

個建築可以保留並且作為部落廚房，不過現階段先做周遭的整理，先把圍牆、連外

道路、建築物周邊的植被樹木做改善，之後再藉由公所和公部門的力量申請其他經

費，慢慢補足其他設施的改建，讓這個地方成為入口處，可以接待外來遊客或是想

要認識我們部落的人，樓上有部落廚房提供用餐環境，在建築物後方有一片空地可

以做為停車場，而後門連接的道路可以通到百年梯田，而百年梯田的有機農作物、

附近的螺旋橋目前沒有一個良好的地方可以讓遊客好好的休息、欣賞和聆聽解說，

所以希望利用這個地方，地主也簽了同意書允許使用，透過環境整理與美化讓遊客

休息，也成為很好的解說環境，再搭配生態池等等的美化，可做當地生態、相關植

物和昆蟲的介紹。  

2.梯田有部分有水，有農家繼續耕作的田就有水，已閒置的梯田就沒有水。梯田的梯

壁沒有水泥。 



3.在部落裡其實還有幾個點想做，因為目前經費關係，所以先做一部份而已，那後續

還想做的部分也蠻多的，例如在等高線緩降橋的部分，構造物已經超過 50年的歷史

了，部落也想美化並讓他更堅固、耐用，現在還堪用，但結構主體的水泥已有剝

落，我們找了很多相關單位或專家來看，希望按照原有樣式在強化它以延長使用期

限，並且做美化、種植栽。全台灣好像就剩下我們這裡的兩座等高線緩降橋，它的

樣式像高速公路的迴旋交流道，從高線位置緩降到較低的位置，而建造緩降橋的原

因是我們部落後面的北里龍山腰處有個地方可以做電台，接收小琉球跟大鞍山雷達

站相關的微波，然後再打到東部去，所以再 5、60年前就做電台，但是要做電台之

前，道路上要先克服，因坡度較陡，故建造了兩座緩降橋。我們想結合這樣特殊的

人文地景和部落的生態環境來做導覽解說，藉以吸引想要認識這個地區的遊客們來

促進部落的觀光發展。這一路上都需要做美化和改善，也透過其他的方式去爭取經

費，近期將完成從舊廊奧到電台，約 400公尺的道路工程。這整個區塊大致上的規

劃是這樣，生態環境、電台、等高線緩降橋再連接到舊自來水廠，廢棄的自來水廠

剛好在省道旁邊，讓它重生變成部落觀光的大門，腹地有 3公頃可以做停車場。 

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士 蔡乙榮老師 

1.自來水廠用地沒有問題是屬於獅子鄉，建物的撥用部分跟自來水廠有關，在原廠區

圍牆內的施作跟周邊環境並沒有負面的影響，水塔周邊的銀合歡處理會對銀合歡整

治有些微的幫助，既存的連外道路加以改善對於人們進出的安全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針對自來水廠的部分，個人認為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有關於百年梯田的部分，

現場我有去看過，是一個環境相當好的地方，周邊農田依然在施作當中，就局部

的、原有的休憩點加以改善以提升效益，個人覺得沒什麼衝突。 

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士 劉川老師 

1.梯田工區與自來水廠的相對地位置標示不清楚，自來水廠很明顯在台 9線旁邊，想

了解梯田的地理位置在哪裡？那舊自來水廠區再利用是很好的，舊有建築物如何再

使用和美化要考驗設計團隊了，想請問旁邊圓形大水塔的構造是什麼材質、長什麼

樣子？請問是不動水塔，僅清理銀合歡，再做一些植栽的設計嗎？那梯田工區可提

供自行車道或解說點也不錯，想了解細部設計圖上有標示鋪面構造物要打除，再做

地磚翻修，請問原來是什麼地磚？要設計什麼樣的鋪面？請進一步說明。 

2.想補充一下百年梯田的部分，由照片看到現場有很多天然塊石，這個點應該是不錯

的解說地點，那目前設計是要將舊有損壞的水泥打掉再舖地磚，不過可以看到照片

左邊有一排塊石，想知道塊石的量有多少？水塔左側也有一些，若這些在地的天然

塊石有相當的量，是否可運用在這兩個點的景觀設計上，不見得都要用透水磚，想

知道未來工程要如何運用這些塊石，是否也會設計在二期工程內？ 



東峰生態工作室 李政璋 執行長 

1.目前這兩個工區都是運用既有的空間作改善，也不會外擴到其他原生地，這部分我

沒有太大的意見，另外我比較感興趣的是百年梯田的部分，請問現在梯田是有水的

嗎？請問梯田的梯壁是用乾砌石嗎？還是有水泥？那這樣的多孔性環境又有水域，

應該會有蠻多水棲的底棲生物，包含蟹類、蝦類、螺類、蛙類，但是這些物種在生

態初評表上都沒有看到，因為要發展生態旅遊的話，這些底棲生物都是很重要的亮

點，而在生態初評表上看到鳥類居多和斯文豪氏攀蜥，這些物種基本上要做生態旅

遊的話是比較不方便讓民眾所親近的，所以我建議梯田的水域環境要維持好，還有

親水、濱水的生物要做更確實的調查，以上建議。 

2.有一個小問題是剛才水保局提到自來水廠工區是一級檢核，而百年梯田工區是二級

檢核，但是百年梯田的生態環境是比較敏感、比較好的，反而自來水廠是高度人為

干擾的地方，在我看來分級的部分應該是顛倒才對，所以我不曉得檢核分級是如何

評估的，百年梯田的地理位置較內陸又鄰近楓港溪支流的源頭，這個地方環境肯定

是比較好的，而自來水廠鄰近省道和人為開發的地方，怎麼會分級相反？ 

落山風解說工作室 顏士傑先生 

1.這個地方我較不熟悉，早上有過去看一下，自來水廠和道路的現況跟敘述的差不

多，而百年梯田因不熟悉而沒有現勘，我的看法和李老師差不多，都是既有的建物

和鋪面去做設計，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我想提醒一下，在工程後不論是維

護既有植栽還是復植的植栽，要特別小心外來植物的入侵，尤其這一兩年很乾旱，

有些強勢外來植物對生態和景觀危害都蠻大的，希望復植的植物是比較適生、耐旱

的植栽，像銀合歡、香澤蘭等強勢物種要小心，後續可能要結合部落認養，要加強

清理，否則很好的工程之後都會打折扣，之後進去都亂七八糟，蔓生的植物和外來

植物影響現有的原生植栽就不太好，以上建議。 

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滿感動水保局現在的工程有很大的改善，水保局在做規劃的時候，開始會注意不要

破壞其他不必要的地方，就鎖定在工區而已。目前聽起來這些地方都是既有的建物

和道路，所以影響並不大，那剛聽到部落的規劃很不錯，想要做部落廚房，我的建

議是把百年梯田和部落廚房好好的結合，未來將會是一大亮點，個人對於工程案件

是樂見其成。然而，這部分工程有一期和二期等，以往的分期工程大多有偏差，希

望以後將後續工程的規劃與大綱一併在一期工程裡說明，避免後續的工程開發擴

大，是否在說明一下二期工程的內容？ 

2.我與李老師有相同疑問，為什麼已開發地區是一級檢核而未開發地區是二級檢核？

聽庭豪助理解釋後由資料庫來區分，是不是要檢討一下水保局分級的作法，如目前



的分級狀況顯然看出有需要檢討改進的地方，是否從資料庫分級後需再到現地勘

查，如果資料庫與現況不相符則要再做修正，否則該保護的地方沒有保護到，而不

太需要保護的地方給了過多的保護，此分級方式要再請水保局研究一下區分的正確

性。 

宇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文靖先生 

1.自來水塔是水泥圓形構造物，為來不會動到自來水塔，只會清除銀合歡等雜木並進

行植被改善。從百年梯田的圖片上有一個箭頭，往上走就可以到自來水塔，距離大

概一公里多，自來水廠的位置約略再梯田的正北方。舊有自行車休憩點的部分地磚

有下陷，想趁這次的改善將地磚和一些較凌亂的乾砌一併做改善，未來工程是將地

磚拿起來，將地面整平後再把地磚鋪回去，至於下方空地的部分會鋪透水磚或植草

磚以確保雨水可以滲透。局部鋪面構造物打除的部分是針對圖片中的大樹旁水泥鋪

面(不影響道路)會打除，再鋪植草磚或植草以減少水泥鋪面，以上。 

2.既有塊石的小圍牆與百年梯田的梯壁相似，而工程會打除的僅有樹木旁的水泥，而

乾砌石的部分會復原，是因現地有一些鬆動和脫落，所以會先將砌石拆下來，整理

過後重新疊砌，使其更加穩固。既有構造物打除的部分是道路邊的混凝土，進行改

善，而部分破損脫落的砌塊石會做修復，而原來一階階的砌塊石會保留，以上。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農村課 蘇俞銘承辦 

1.補充本案工程的細節，在自來水廠工區的部分，經由生態資料庫查詢後得知此區為

一級生態檢核區，百年梯田工區則是二級生態檢核區，因一級檢核的辦理流程需招

開會議，請委員和老師們參與討論設計內容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性，惟本案自來

水廠工區均是在既有圍牆和既有建築物周邊作環境改善，對於環境影響甚小，故未

來會向局內申請此工程調降為二級生態檢核。另有關後續工程的部分，如社區有提

出需求時，會針對農村再生的補助原則和後續施作情形再做討論，必要時再請各位

委員給予建議，以上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郭庭豪助理 

1.關於分級部分，目前水保局是使用自己的資料庫，而這個資料庫有嫁接特生中心和

國土綠網的資料庫，包含從資料庫篩選出一千多種的核心物種(關注物種或保育類)

的所在位置和法定保護區作為一級生態檢核區範圍，現階段是以方格的方式去檢視

該區域，百年梯田工區被劃分在二級檢核區，而自來水廠工區則在一級檢核區裡。 

結論 

本案工區均位於既有設施內及周邊區域一定範圍內，屬既有設施之窳陋空間改善，經

由會議討論結果委員亦認同本工程對周邊生態環境影響不大，同意由 1 級生態檢核降為 2

級生態檢核；會議中針對工程設計與施作內容做細部討論，後續請顧問公司依照意見修正



設計書圖，並依與會者的意見辦理監工作業，會議紀錄將上傳公開在資訊公開專區，以維

友善生態之目標。 

有關委員提到生態資料系統分級情形與現場實際狀況不符部分，分局提報案件時皆已

辦理現勘，經比對系統分級之妥適性確有疑慮，這部分將以通案方式建議總局做系統資料

校正或另行開會研處。  



報告事項二：有關「牡丹鄉旭海草原入口步道環境改善工程」工程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略 

討論 (意見)： 

牡丹鄉公所 蔡重仁秘書 

1.本工程案是由牡丹鄉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向水保局申請，希望針對這個於民國 94-

95年間由水保局施做的生態步道，過去幾年是旭海社區推動部落生態旅遊的一個重

要路徑，也因為這十幾年來當中的枕木材料都有較大的損壞，希望藉由這次的工程

改善能夠把步道做更完善的處理，也方便遊客來使用。這條步道是從旭海觀音鼻自

然保留區入口往上到達旭海草原的觀海亭，近幾年來隨著保留區相關的生態旅遊活

動日漸盛行，所以這條步道的使用也對於社區推動相關的生態產業是非常重要的路

徑，希望藉由這次工程做一個適當的處理來提供健行的遊客有更安全、更方便的步

道可以使用，以上說明。 

2.就依據劉老師的指導，其實這整條步道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天然級配執行的情形，在

比較特別的路段或是比較狹窄、有安全性或是碎石流失較多的部分需要混凝土枕木

來取代天然枕木，讓一些特殊路段，不是全部路段，需要維持安全或是讓步道比較

明確的地方來用這樣的工程的方式改善。其他比較寬闊的地方，就如劉老師所說的

是一個比較天然狀況，這整條步道應該不需要植草，下一場雨就會長得很茂盛，我

想劉老師的指導可以按照這樣的地方來執行，以上。 

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士 蔡乙榮老師 

1.這個工程較單純化，是既有的步道設施。這次著重在安全上的考慮，枕木腐化為必

然的狀況，除非有經年常態的維護，不然一定要抽換，使用上安全是很大的顧忌。

剛才所提到仿枕木是什麼材料？是否為水泥而外觀模仿枕木？一階距離 2公尺，中

間所填的級配量會不會很大？請說明。 

屏東關心生態議題人士 劉川 老師 

1.針對這個步道的設計，枕木當然有使用年限的問題，但替換的仿枕木還是有使用壽

命，想請問仿枕木是 RC結構嗎？裡面是否有鋼筋？只是外觀拓模成枕木的樣子？仿

枕木的使用年限是會長一點，但是還是有年限。這個地方是很大自然的環境，是否

步道一定要限制在 2公尺的寬度，看起來有點呆版，可能材料上是比較好施工，因

為是規則的，如果使用兩側收邊的原石，就地有石材的話，我還是強調用石材，步

道寬度不見得就是 2公尺，有的地方可以自然一點、不規則一點，不一定是 2公

尺，看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裡面用輕碎石是可以，想請問亂石片是鋪設在哪一個

段落？仿枕木中間鋪的輕碎石有個缺點，遊客不見得都走在上面，可能會走在 2公

尺以外，因為有的路段也蠻寬的，碎石的透水性很好但時間久了也常常會被踢到旁



邊去，框在這裏面的做法是可以，只是旁邊的材料是否可以考慮用天然材料來做，

畢竟仿枕木也是有壽命的。另外，鋪亂石片的做法也可以，但石片比較大的話，在

下雨天會比較滑，如果整個路段都用天然級配比較好，也不需要植草，我很反對植

草，這種荒野的地方還需要人去植草，我覺得大可不必，這條路上原有的在地草本

植物應該下幾場雨後就會很容易長出來，補植的草應該是外來的草種，如果一段時

間沒有人走動，在地的草應該很快就長滿了，都還需要有人去除草。還有排水問

題，如果雨勢大的話，是否中間有排水溝？會不會有沖刷的問題？請依現況考量。 

2.補充說明，設計單位提及石材和仿枕木都是外購來做修繕，我強烈建議用天然塊石

來修補已腐朽、損壞的枕木，也可應付水土保持方面，尤其在夏天強降雨的時候，

特別會被沖刷等疑慮的地方更是要加強。我建議步道不要做成看起來很規則、很幾

何圖形的 2公尺寬線型步道，這樣在大自然裡很不協調，真的是很醜，只要在有損

壞、腐爛的枕木用天然塊石做修補，在安全上做好一點。入口廣場是設計厚度 4公

分、光滑的不規則石板，同樣要外購的情況下，建議採用不規則的塊石，反而比較

穩定和安全，以我過去的經驗、看過的案例鋪設，這種 4公分厚的石板，結果都是

不好的。仿枕木裡有鋼筋，這種材料不是永久性的，強度就算經過試驗也要看品

管，時間短的話，品管不好可能 5-6年就壞掉，鋼筋外露後更危險、更醜陋。我強

烈建議同樣要外購材料，可以用天然石塊來做修補，不要使用仿枕木，以上。 

東峰生態工作室 李政璋執行長 

1.基本上我的意見和劉川老師英雄所見略同，恆春滿州旭海的環境相當原始、天然，

我們不需要用人為方式去刻意畫出一條步道的形狀，這些步道雖然用仿枕木、中間

鋪設級配這樣看起來總比水泥好很多，但是這個地方的環境型態其實真的不需要有

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應該是常見在鄰近市區的公園、自行車道的周邊公園、花園等

等做這樣是可以，但是這個地方本來是天然原始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鋪級配、鋪仿

枕木幾乎是沒有必要，除非是因為一些真正有需要保全的特定路段或特定環境再去

考慮用人為的方式去做。那基本上步道維護的問題，這地方離阿朗一步道很近，是

否可以比照阿朗壹古道維護的方式，顏士傑老師應該可以提供蠻多意見，因為這個

地方弄好之後一定是會有很多人走，之後這些步道的形狀基本上就可以出來了，就

跟一些郊山的步道是一樣的，甚至不需要大量、例行地去維護。這個地方是一級檢

核區，和獅子鄉的工程同樣，但我覺得牡丹、旭海、滿州這個區域應該超越一級檢

核區，這個地方的敏感物種肯定比獅子鄉的高非常多，像物種名錄上就有穿山甲的

屍體，有這個物種的出現表示這裡的生態很好，但是除了穿山甲之外，其他的物種

名錄好像都是引用資料庫的結果，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經過實際的生態調

查，如果有的話，應該會有很多珍貴的哺乳類、鳥類都會出現，所以這個地方只有



資料庫的結果而沒有現地勘查的結果，我是覺得有點奇怪，以上說明。 

2.補充提醒，這個工區鄰近墾丁國家公園，未來不論用何種工法，都要提醒工人食用

後的便當、飲料、水瓶要確實帶走，以防野生動物受困或流浪貓狗入侵。 

落山風解說工作室 顏士傑先生 

1.我本身是阿朗壹古道的解說員，所以我比較常這裡出沒，偶而也會去這條生態步道

走一下，今天早上沒事也去走了一下，基本上我對這裡的工程看法是如果能夠維持

原樣來修繕是最佳的，因為這個步道在 94-95年建立的，到現今已經 10多年了，期

間免不了天災豪雨等，有部分會沖蝕崩塌，那之後都算是有再修繕，修繕的部分我

早上走了一圈，看起來還算穩定，只是有些的枕木腐朽、有些木質的欄杆脫落，我

建議用原來的方式修繕即可，只有入口和少數地方需要去維護之外，其他地方應該

沒有太大的安全問題。另外補充一點，如果要考慮和周邊的景觀做協調，像旁邊的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是用一級保護區的管理方式，那如果這條生態步道做得太人

工的話，整體景觀會不協調，而且這裡的資料調查如李老師所說的，其實只有引述

資料，欠缺很多，剛剛已補資料給台南大學的生態團隊，名單列有最近看到、或聽

在地解說員巡守時所看見的敏感物種，上傳給大家參考，事實上這裡真的要比照一

級去看待步道的維護會比較好。另外，我再補充一下步道目前的狀況是沒有太大問

題，唯一比較建議是水土保持的部分，有些路段的邊坡當初在施做的時候可能是削

山壁、比較陡，地質比較塌，很多是土石裸露的地方，我看到當初是用織包袋的方

式去堆砌，時間久了有些地方已有點崩塌，且有些植被較不茂密的地方，我怕雨季

一來會容易沖刷，所以建議在施工前是否可以再檢視，設計圖裡只有標示 400公尺

長的步道要修繕，不是全段，不曉得本案是否有包含到邊坡工程的部分，請注意一

下。還有剛才劉川老師所提及的水路部分，因為步道一邊鄰近山壁一邊有的是溪溝

或峭壁，想問山壁留下來的水要怎麼導引過步道，原來有些設計地方不錯，可能要

加強，原來有用兩根枕木架在一起做橫向導水溝，可能有些地方沒有導水溝又容易

被沖蝕的，要再加強施做，以上建議。 

2.補充提醒，這個步道當初有設計一些解說牌，很多已損毀，建議這次工程也一併做

改善，給遊客認識這裡豐富的資源，解說牌可加以標示里程數，讓遊客知道自己的

位置，還有一些標有小心毒蛇、蜜蜂或是小心崩塌等警示牌。另外，有看到幾種強

勢的外來植物，像是香澤蘭、大花咸豐草、使君子，每年雨季會大量生長，請公所

在維護管理要勤快地去修剪。 

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對於步道的建議比較像各位老師所講的方式，不要做過度的建設，其實讓一個環境

看起來本來就存在風險的話，遊客反而會更加小心，我建議入口處可以設置告示



牌，因為大家去大自然或是野外活動本來就是存在某些風險，怎麼樣做人工設施都

不可能是安全性百分之百，那如果今天做得非常的好而導致遊客看了有錯誤的信

賴、過度放心這些人工建設，反而容易出意外，以後可能還會導致比較多的國家賠

償案件，像美國國家公園的步道基本沒有什麼鋪設，就是簡單的土路或石子路，遊

客來到野外就要知道一些天然風險就必須要小心，那如果在天然的石頭上跌倒等是

很難請求國家賠償的，因為那就是大自然的狀態，但是如果人工設施做了之後，管

理維修單位就會有相當的責任，因此建議在必要的地方施作即可，維護上也只需要

去維護必要的地方，可減少未來維修的成本和風險，若把維修的範圍擴大，連不必

要的地方也施做的話，以後的維護單位會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和經費，而且風險更

高，因此建議如幾位老師所說的方式去做必要地方的重點維護即可。 

宇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文靖先生 

1.仿枕木是水泥，外觀是仿照鐵道舊枕木外型的設計。中間的級配大小約 10公分，主

要是利用現地原有的級配，不足的部分才會外購。考量每一階的間距拉大，不要很

近就有一根枕木，希望讓現場可以更自然，以上。 

2.仿枕木是有鋼筋的，使用年限較長，步道的部分會再跟主辦課討論是否不限定是 2

公尺的範圍，有些步道比較寬的話就依現形做改變。步道兩側圍砌的部分是否用枕

木或天然石材，因沿路上現有的石材不多，會再跟主辦課和社區部落討論是否依然

是用仿枕木還是要外購石材進來。亂石片是施作在入口處較開闊的小平台，植草部

分不是在步道上也是在入口處，那聽從劉老師的建議會再討論是要用亂石片還是用

碎石，未來就不植草，讓雨季後的在地植被生長，以上。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農村課 莊金城課長 

1.以上委員的意見階相似，在如此自然的環境，任何工法都要盡量和環境做配合。另

外，有關排水和邊坡的部分是未來工程的重點，會後將針對這個部分做修正。 

2.獅子鄉新路社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經五位委員同意後降為二級生態檢核，牡丹鄉旭

海草原入口步道環境改善工程則維持是一級生態檢核，後續工程設計修改完會再辦

理一次民眾參與，邀請各位委員一同討論。 

結論 

經由會議討論後請設計與施工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改部分工程設計，並依照與會者的意

見彙整成會議紀錄，再給各單位，並公開在資訊公開專區，顧問公司部分依照意見修正，

讓工程設計更加生態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