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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代方案一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

(一)基本主張

台南縣擁有極長的海岸線，由北到南羅列著美麗的王爺港

油、青山港油、網于寮I山、頂頭額1山與新浮崙油等離岸沙洲，

遮擋入侵的波浪，屏障著台南縣的海岸，在這些離岸沙洲與海

岸間則存在著瀉湖. . 

沙洲、瀉湖與出海口構成了台南縣沿海特殊的地理景觀，

也形成了多樣的生態環境;在曾文溪出海口寬廣的浮覆地上，

吸引著成千上萬的候鳥來此棲息，也成了國際瀕臨絕種的黑面

琵鷺渡冬的覓食區，內陸河口與沙洲上茂密的紅樹林與防風林

蘊育著旺盛的生命力，沙洲上更有起伏的沙丘與金黃色的沙灘

，是弄潮戲水的好地方;而瀉湖的多樣性功能則提供了當地絕

佳的養殖環境，造就了治海的養殖業，其中，七股瀉湖更是古

台江內海與國聖港的最後遺跡，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除了這些自然與生態景觀、養殖漁業風貌外，還有訴說著

台灣鹽業發展歷史的鹽田景觀，以及許多歷史悠久、蘊涵深厚

文化傳承的古廟. . . . . .如此獨特而豐富的生態、產業與文化

資源，加上沿海擁有台灣旅客人次最多的兩個旅遊點一南棍暢

代天府與麻豆五王廟，這些都將構丘克在台南沿海地區發展觀光

休閒農漁業、文化與生態旅遊的基礎 O

我們認為，在不破壞環境保護的原則下，我們相信:只要

能結合這些豐富的自然生態、人文資源，以及養殖漁業、農業

與鹽業等產業風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讓居民實質參與



規劃與決策過程，並由政府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改善並提高當

地教育、公共衛生和鄰里服務設施的水準'如此一來，不僅可

以保存地方社區文化、農漁業生產、自然生態與環境品質，更

可提供地方居民良好的工作機會，促進年輕一代願意留在當地

發展，帶動地方永績的發展與長期的繁榮。

此外，為了豐富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的內涵，帶動治海地

區各鄉鎮的發展，我們也主張以臨近的佳里鎮、西港鄉、將軍

鄉、學甲鎮、北門鄉與麻豆鎮等鄉鎮所擁有的文化、生態與產

業資源作為腹地，建立系列的生態與人文據點，進行連線規劃

與網路建設，利用帶狀的發展策略，吸引更多的人潮。

(二)計畫區位

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的規劃以七股鄉台 17線西側，頂山村

、中寮村、鹽埋村、龍山村、三股村、十份村及九塊厝以西的

演海一帶為範圍 o

(三)聯外交通

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的主要聯外道路為台 17線，南經國聖

橋接台南市安南區、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北經將軍、北門連接

嘉義，往東可由縣 176線經佳里鎮，東接高速公路、麻豆、官田

、善化，或由縣 173線接西港鄉，通往台南科學園區;現在有興

建中的東西向曾文溪快速道路與南北向西潰快速道路，道路服

務水準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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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區的各入口區包括青鯉魚身、頂山、中寮、鹽埋、龍山

、三股、十份、九塊厝等，與主要聯外道路台 17線間亦有完整

的聯絡交通網路，去o表2-1與圖 2-1所示。

表 2-1 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聯外交通

聯 絡 點道路名稱

嘉義，斗七r~ --將軍- -七股- -台南 台 17線

七股- -佳里(台 19線)一高速公路- -麻旦 縣 176線

七股- -西港(台 19線) 縣 173線

九塊厝- -台 17線 縣 173線

頂山、西寮- -台 17線 南 30線

中寮、鹽坦- -台 17線 南 34-1 線

二股- -台 17線 南 38線

篤加- -台 17線 南 32線

青會昆彈身- -台 17線 南 26線

(四)分區計畫

在規劃方案中，我們依據計畫區位的地理環境、資源特色

與現有交通動線，將七股瀉湖風景特定區規劃成三個主題區及

一個構想(圖 2 -1 ) 

1.瀉湖、沙洲、紅樹林生態景觀主題區:以七股鴻湖作為核

心，涵蓋離岸沙洲與七股溪口的紅樹林保護區 o

2. 黑面琵鷺棲息地與曾文溪口生態資源主題區:以曾文溪口



北岸七股海堤與九塊厝海堤所團成浮覆地為核心，涵蓋臨

近的魚扭地、農地、沙洲與曾文溪口。

3 鹽業產業文化主題區:以七股鹽場為核心。

4. 發展亞太魚苗中心構想:必水產試驗所台南分所作為核心

，臨近魚爐、瀉湖作為腹地，發展成為亞太魚苗中心。

各個主題區提供斗固或多個入口區，在各入口區興建停車

場與腳踏車集散中心，提供交通轉運服務，主要入口區則興建

主題博物館，介紹主題區內的資源，提供導覽與諮詢服務，並

將主要入口區發展成休閒漁村型態，提供民宿與漁村民俗、文

化與生活體驗活動，規劃觀光漁市，販售各種新鮮魚、蝦、貝

類，提供美食佳館與小吃，帶動當地農漁產業的發展。各主題

區依個別特色劃分成若干子題區，子題區內規劃各項設施與活

動。

(五)動線計畫

主題區間的聯絡動線包括陸路與水路兩部份。

陸路的汽機車動線以利用既有道路為原則(圖 2- 2) ，並在

水產試驗所(六孔)、十五孔與四孔所形成的方形區域道路上

規劃腳踏車專用道(圖2-3) ，連結「黑面琵鷺棲息地與曾文溪

口生態資源主題區」的環場腳踏車車道。

水路動線，則利用水產試驗所(六孔)、十五孔與四孔所

形成的環形水道，規劃成運河型態，並將水道上的橋樑'如中

央橋，改建成拱門式以便水路遊艇通行(圖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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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子題區內的動線計畫，則依個別特性或特色，規劃

出人行步道(如休閒漁村、鹽業產業文化主題區)、賞鳥步道

(如黑面琵鷺棲息地及曾文溪口鳥類資源觀賞區，、沙洲區)或

腳踏車道(如休閒漁村、鹽業產業文化主題區)



圖 2一 l 分區計畫與聯外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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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汽機車動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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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腳踏車動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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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水路動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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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瀉湖、沙洲、紅樹林生態景觀主題區

七股瀉湖是台灣地區碩果僅存，兼具完整性、自然性與代

表性的瀉湖，它不只是當地居民插蚵仔、施放定置網，養殖文

蛤與各種魚類的好地方，也提供臨近六千多公頃魚瞌優良的水

質。這片面積將近 1 ， 500公頃的瀉湖西邊，由青棍鱗青山港以南

、到曾文溪出海口以北，則羅列著青山港沁、網子寮I山、頂頭

額1山與新浮崙I山等系列的離岸沙洲作為七股溺湖的天然屏障。

在方案中，我們以七股瀉湖作為核心，連同離岸沙洲與七

股溪口的紅樹林保護區，規劃成「瀉湖、沙洲、紅樹林生態景

觀主題區 J 將此主題區的入口區規劃在龍山村、西寮村、鹽

埋村、青幫昆觸村、北堤的水產試驗所(六孔)與十五孔。其中

，作為入口區的龍山港與青山港除了發展觀光漁港，興建遊艇

碼頭，提供水路進入瀉湖子題區與各沙洲子題區的船高自工具外

，也將龍山村與青鯨魚身發展成休閒漁村型態，提供民宿與漁村

民俗、文化與生活體驗活動，規劃觀光漁市，販售各種新鮮魚

、蝦、貝類，提供美食佳館、小吃，並且在龍山村興建七股瀉

湖海洋生態博物館，提供台江內海變遷史、瀉湖生態、海岸地

形、漁業文化與生態旅遊導覽資訊。其他入口區則提供遊艇碼

頭或分別發展成觀光赤嘴園與水上樂園，提供觀賞瀉湖、潮汐

、彈塗魚、親水體驗、挖赤嘴、扒蛤、划水、水上腳踏車、網

宮、垂釣等活動。區內則規劃分成鴻湖子題區、二個沙洲子題

區及溪口子題區等(表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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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瀉湖、沙洲、紅樹林生態景觀主題區內容

工自 目 內 廿得哇，

漁村體驗區- -龍山村 提供轉運服務/發展民宿/發展觀光漁市(販售各種

新鮮魚、蝦、貝類，提供美食佳輯、小吃) /提供漁

村民俗、文化與生活體驗活動/興建七股瀉湖海洋生

物博物館(提供台江內海變遷史、瀉湖生態、海岸地

形、漁業文化與生態旅遊導覽資訊)

漁村體驗區- -青鯉觸 提供轉運服務/發展民宿/發展觀光漁市(販售各種

新鮮魚、蝦、貝類，提供美食佳輯、小吃) /提供漁

村民俗、文化與生活體驗活動 o

入口區- -龍山漁港 瀉湖沙洲水路旅遊的出發點/提供轉運服務/發展

觀光漁港，興建遊艇碼頭。

入口區- -青山漁港 鴻湖沙洲水路旅遊的出發點/提供轉運服務/發展

觀光漁港，興建遊艇碼頭。

入口區- -西寮村 瀉湖沙洲水路旅遊的出發點/提供轉運服務/興建

遊艇碼頭。

入口區- -鹽埋村 瀉湖沙洲水路撒邁的出發點/提供轉運服務/興建

遊艇碼頭。

入口區- -水產試驗所 發展觀光赤嘴園(觀賞瀉湖、潮汐、親水體驗、挖赤

嘴、扒蛤、觀賞螃蟹、彈護魚) /提供轉運服務/輿

建遊艇碼頭。

入口區- -十五孔 發展水上樂園(划船、水上腳踏車、網宮、垂釣) / 

提供轉運服務/興建遊艇碼頭，利用大潮溝作為運河

網，發展遊河觀光路線。

瀉湖區- -七股鴻湖 遊湖/划船/觀賞鸝鷺/網宮/採蚵/垂釣/觀星

/觀賞漁民作業/發展湖上船屋。

沙洲區- -網子寮油 興建遊艇停泊棧橋/觀賞沙丘景觀、防風林(鷺鷥林

)、演海植物/賞鳥/賞蟹/沙灘戲水/規劃賞鳥步
道，設置賞鳥牆。

沙洲區 --1頁頭額油 興建遊艇停泊棧橋/觀賞沙丘景觀、防風林、演海植

物/賞鳥/賞蟹/戲水/認識國聖燈塔/觀察海岸

侵蝕/體驗捕鰻苗、捕鳥魚(冬季)

溪口區- -七股溪口 觀賞水流交會與潮汐/觀賞紅樹林生態/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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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黑面琵鷺棲息地與曾文溪口生態資源主題區

曾丈溪口有豐富的浮游生物及魚蝦，在溪口北岸七股海堤

與九塊!苦海堤所間成的寬廣浮覆地上，因堤防內側有頗深的潮

溝，具有良好的隔離作用， t河此，成為珍稀鳥類的停棲地;其

中，最有名、且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就是每年十月前後，超過

三百隻以仁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攜家帶眷從北方的繁殖區回來

這裡棲息與覓食;然而，除了黑面琵鷺以外，還有許多的訪客

這些訪客包括天上飛的鳥，以及泥灘地上的大眼蟹、

招潮蟹，、股窗蟹、和尚蟹、厚蟹、彈塗魚. . 

因此，我們將整個曾文溪口廣大的浮覆地、魚溫、農地與

沙洲規劃成-~-個內含黑面琵鷺棲息地與多樣性生物體系的生態

資源主題區，除了整理鳥類每年來台渡冬的時間與棲息地點，

規劃賞烏路線，設置賞鳥牆及賞鳥步道外，也搜集曾文溪口多

樣的生態資料，編撰成導覽手冊與義工訓練教材。在生態資源

主題區的主要入口區，除了提供交通轉連服務外，也利用臨近

的公有土地，興建一座黑面琵鷺保育中心及自然生態博物館，

提供諮詢與導覽服務，展示黑面琵鷺、各種鳥類與當地優勢動

植物相的保育資筑、影片與圖片資料。館內也設置當地農漁特

產品展售區(表 2 -3 ) 

主題區內由正王府以西，治九塊厝堤防、南堤防、七股堤

防、海埔堤防規畫Uili環場腳踏車車道，腳踏車車道內即為本區

精華所在，包括魚溫、黑面琵鷺棲息地與浮覆地。

133 



134 

(八)鹽業產業文化主題區

台南縣鹽田的闖關，可回溯到鄭成功時期，至今已超過三

百年的歷史，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1995年立法院曾提案建議

「於西南海潰設立台灣鹽業博物館」以保存此一文化資產。此

一提案也為台鹽公司所接受，並經篩選以七股鹽場原「中寮鹽

工診所」作為規劃地點，準備興建鹽業博物館，蒐藏各種晒鹽

工具、機關車、運鹽車箱，以及鹽場照顧員五福利的設備、診

所器材等;因此，我們主張台鹽公司除了落實鹽業博物館的興

建計畫，充實館內的動靜態展示外，更應將規劃案的範圍擴充

成為涵蓋鹽業產業文化的整體性計畫，結合鹽田景觀風貌，加

強館外設施，如鹽業體驗區、鹽山景觀區、鹽田生態區，並進

行風車與鹽鐵的復建計畫，發展鹽回觀光鐵路，作為體驗活動

的一環(表2- 4) 



表 2-3 黑面琵鷺棲息地與會文溪口生態資源主題區內容

項 目 內 容

入口區 興建黑面琵鷺保育中心及自然生態博物館，提供

--公有士地 導覽與諮詢服務，展示黑面琵鷺、各種鳥類與當

地優勢動植物相的保育資訊、影片與圖片資料/

設置當地農漁特產品展售區/提供轉運服務。

漁村體驗區 發展民宿/發展觀光漁市(販售各種新鮮魚、蝦

--三股村、十份村 、貝類，提供美食佳輯、小吃) /提供漁村民俗

與九塊厝 、文化與生活體驗活動/提供轉運服務。

入口區 發展水上樂園(划船、水上腳踏車、網腎、垂釣

一四孔、大潮溝 ) /提供轉運服務/興建遊艇碼頭，利用大潮溝

作為運河網，發展遊河觀光路線。

黑面琵鷺棲息地 訓練義工人員，整理鳥類每年來台渡冬的時間與

及曾文溪[]鳥類 地點，規劃賞鳥步道，設置賞鳥牆/賞蟹/觀賞

資源觀賞區 潮汐。

魚塌體驗區 令貳目魚、/拋手網/牽絲令仔/摸文蛤/撐竹能

。

遊樂區、露營區、 觀賞防風林/賞蟹/體驗捕鰻苗、捕鳥魚(冬季

沙洲區- -小瀉湖 ) /防風林內闢建露營區。

、新浮崙j山

藍色公路遊艇碼 興建遊艇碼頭/規劃海上餐廳、、海上旅館/構建

頭區- -曾丈溪口 外海藍色公路，發展藍色旅遊'北接各沙洲、青

山港、中心漁港、布袋港，南接安平港/內陸治

曾丈溪在國聖橋下、西港等設置遊艇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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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鹽業產業文化主題區內容

項 目 內 ~玄~ζ-

鹽業博物館 靜態展示:介紹台南的鹽業歷史、鹽的由

來(結晶的過程展示)、鹽鐵

、鹽業相關文物(使用器具、

鹽稅、鹽田地契一---等)與製

鹽器材，配合製作鹽業博物館

相關用品，如簡介、信紙、書

籤、鹽鐵模型、風車模型等。

動態模擬:鹽田的動態模擬，如何引海水

?鹽的結晶過程等 o

海鹽功能:展示與介紹鹽的附加價值。

轉運服務:提供轉運服務。

鹽業體驗區 鹽田體驗:體驗曬鹽、收鹽的操作過程。

鹽山景觀區 鹽山景觀:觀賞如同雪山的鹽~lj 。

鹽田生態區 生態有觀賞:解說鹽凹區的生態、賞鳥。

風車復建計畫 風車體驗:體驗鹽田引水的過程。

鹽鐵復建計畫 鹽鐵體驗:規劃修復鹽鐵鐵路，於假日開|

放旅客乘坐，飽覽鹽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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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展亞太魚苗中心構想

干般預估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外國冷凍水產

品的大量進口，將對國內水產市場產生巨大的衝擊，但是，另

外-個思考的方向是台灣如何維持國際分工，做為先進國家高

級魚產或魚苗的供應地。

由於台灣自然環境變差(水污染及地層下陷) ，使得台灣

西部治海部份養殖戶已開始輸出資本及養殖技術到東南亞(包

括中國東南治海) ，甚至也有遠達印度洋等經濟發展較落後的

地區，設置養殖區，進行低成本的水產養殖'再將成熟水產品

輸往先進工業國家(如日本) ，如果台灣仍然能夠掌握魚苗、

資金及養殖技術等，則未嘗不是台灣養殖漁業的另外一條出路

，而這也正是發展「亞太魚苗中心」的構想。

在台南縣七股鄉境內擁有國際級的水產試驗研究所，擁有

獨步全球的養殖與魚苗培育技術'其中，對於草蝦的人工培育

，在前幾年更是轟動國際;加上七股治海的養殖業，主要是引

進海水養殖'沒有超抽地下水的困擾，因此，若能以水產試驗

所為中心，結合鄰近的瀉湖生態系統，將可形成一個具有獨特

養殖專業文化的國際級漁產養殖區，負責上游的魚苗生產，如

此一來，將可在全球漁業生產消費體系的再結構過程中，佔據

有利的位置。

除了推動七股地區成為亞太魚苗中心的構想外，我們也規

劃在水產試驗所興建-座漁業博物館，介紹北門、七股、將軍

的漁產生態、魚的演化史、台灣特有魚類與漁產烹調技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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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亞太魚苗中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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