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畫、潰南工業區對台灣的衝擊

七股?為湖為古台江內海的最後遺跡，是台灣地區碩果僅存

，兼具完整性、自然性與代表性的鴻湖，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並擁有多樣的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加上特殊的鹽田與養殖

漁業等產業風貌，以及臨近鄉鎮的生態、人文資源，可以說是

A間內涵豐富的大自然教室。一、二百年來，雖然台江內海已

不復存在，但當地鄉民仍踏著先人的腳步，在這片由上天所賜

予、內蘊豐富，自然資源的土地上緊密地生活在一起。在沙地上

曬鹽，在海湖中插蚵仔，從事魚貝類養殖，使七股地區成為台

灣海水魚類繁殖的重鎮。

原本我們期待這一個充滿自然生態、產業與人文氣習的台

南七股治海地區，能夠朝向以永續發展為基礎，推動一個結合

生態、產業與人文的世界級風景特定區，帶動地方的繁榮，然

而，這個夢卻在東帝土與煒隆兩大財團以呼應、政府根留台灣、

提振經濟景氣、帶動地方繁榮為藉口下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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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股瀉湖檔案

(一)七股瀉湖的位置

七股鄉位於台南縣西南端(圍 1 - 1) ，屬於嘉南潰海地帶

;東接佳里鎮、西港鄉，西臨台灣海峽，南隔曾文溪與台南市

安南區對峙，北與將軍鄉因此鄰，南北長約 12公里，東西寬約 14

公里，是個北狹南稍闊的梯形平野，面積約 115平方公里 o 現

今的七股鄉大多屬於台江內海陸浮後的新生地，所以，七股鄉

是台南縣較「新」的鄉鎮，日治時期設庄於七股寮，稱為七股

庄，二次大戰結束後，更名為七股鄉。而七股瀉湖位於七股鄉

西側，是由青棍觸青山港西南航道、七股鹽廠新鹽灘第二工區

、七股鹽廠西區鹽區、龍山村、北堤等陸地，與西側青山港I山

、網子寮泊、頂頭額1山等離岸沙洲所團成的廣大水域，面積約

為 1 ， 455公頃。

(二)七股瀉湖的功能

七股鴻湖是陸上魚塌與七股海域的緩衝水域，浪流情況較

外海穩定，在海水與淡水交互作用下，享有海陸兩域的營養源

。依據己設在當地數十年的省水產試驗所台南分所的研究指出

:台南沿海的漁業體系(以七股為例)透過瀉湖的作用，形成

一個良好的循環系統，其中，陸域的魚溫從鴻湖引進乾淨的海

水，確保高品質的養殖漁業，而魚祖所排放內含有機物質的廢

水流進瀉湖後，則提供依附在紅樹林生態系的魚苗與鴻湖淺海

養殖的牡蠣、貝類所需的營養;在進行交換的過程中，不僅將



水質給淨化了，也同時提高兩者的產量與豐富度。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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