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 

114年度本部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受訪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 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地點：交通部觀光署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F會議室  

參、 主持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曾處長鈞敏(徐副處長肇晞 代) 

        交通部 蔡副司長書彬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紀錄：交通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各單位簡報(略，資料如附件) 
柒、 訪視小組發言紀要: 

一、 黃委員于玻: 

(一) 觀光署與其他交通單位不同，屬場域型及維護管理類型，目前

觀光署相關工程案件大多屬免辦生態檢核，這樣的占比應更加

謹慎周延。 

(二) 觀光署有區域型之生態議題，建議辦理整體區域生態資源盤點，

明確規劃生態敏感區、次敏感區等區域範圍。 

(三) 建議生態檢核應於先期規劃作業階段即啟動。 

(四) 相關生態檢核分級建議參考林業署及水保署生態分級制度。 

(五) NBS 著重區塊整體發展定位及方向，與生態檢核有所不同，不建

議併為一談。 

(六) 主辦機關簡報 P.5相關規劃設計建議事項於設計書圖及施工規範

等並未扣合落實呈現。 

(七) 主辦機關簡報 P.23「環境友善措施檢核表」相關表單檢查項目

應明確對應建議事項內容(如工區周圍圍籬設置、標示。圍籬內

有無人為破壞、機具干擾等)。 

(八) 主辦機關簡報 P.16 本案鄰近區域有切割情形，提及「可著力改

善方向」字眼，應評估機關後續執行量能明確規劃可執行目標。 

(九) 主辦機關簡報 P.17「建議關注物種分布潛勢區」提及「周邊林

相完整，應可為良好之夜棲地」，既然強調棲地於本案工區範圍，

倘若是保護樹木，建議將所有樹木納入盤點標示，並列入驗收

範圍。 

(十) 建議於全案資源盤點後，就該關注議題邀請當地專家學者或協



會共同參與協助，提供相關專業意見。 

二、  周委員聖心: 

(一) 建議參考觀光署於 2001 年委託景觀協會編撰《風景區公共設施

規劃設計準則》、農業部林業署及國家公園等政府機關出版相關

設計手冊，以確保步道設施標準一致，減少檢討爭議。 

(二) 觀光署生態檢核案件中無需辦理占比偏高，審查內容應包含施

作位置、施工工法等內容，確認是否符合免辦生態檢核條件，

後續請加強查察。 

(三) 改善計畫不一定採興建方式，可探討是否可採零方案或以非工

程方式進行。 

三、 凌委員邦輝: 

(一) 交通部簡報 P.8提及各單位訂定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參考手冊，建

議針對各工程性質差異提出探討及提醒。 

(二) 交通部簡報 P.11 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案件占比偏高，建議將免辦

生態檢核因素做評估報告及分類比較，以利後續各單位自評參

考，以免發生應執行卻未執行之情形。  

(三) 生態檢核涵蓋工程全生命週期、生態保育原則迴避、縮小、減

輕及補償等，應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

等各階段應有因應措施事項。 

四、 鄒委員宗穎: 

(一) 交通部及觀光署生態檢核制度沒有問題，惟公開資訊簡介過於

籠統，應補充工程項目等內容，以利地方民眾充分理解，並作

為互相溝通的管道；倘若工程評估為免辦理生態檢核案件，亦

須將結果公開於網路。 

(二) 生態檢核分成規劃設計及工程面向，設計單位於景觀方面值得

鼓勵，未來景觀生態是趨勢，於觀光地區相關建設中，景觀設

計於生態方面將賦予更重大的責任；工程方面，本案生態調查

與施工工項較無關聯，且未針對生態調查提出相對建議。 

  

五、 林委員瑞興(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一) 交通部雖已設有生態檢核專區，惟相關資訊內容尚待加強；另

公開時間點很重要，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期程冗長，惟公開網站



尚未有相關資訊，仍待加強。 

(二) 觀光署為區域型管理，生態資源亦是觀光資源，觀光署除促進

觀光以外，如何使生態資源能夠跨部會合作，強化正向生態發

展為重要的課題。 

六、 工程會技術處: 

(一) 交通部已責成所屬單位訂定生態檢核機制、作業手冊或計畫審

核及管控機制等，以落實生態檢核，惟部分所屬單位尚需適時

檢討修正生態檢核相關機制，請交通部持續督導所屬單位適時

滾動檢討。 

(二) 建議交通部暨所屬單位每月自主查核決標案件填報有關辦理生

態檢核案件清單，尤其就免辦理生態檢核案件加強檢視是否符

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 2點第 1項明列無須辦理生態檢

核情形之規定。 

(三) 查交通部 112、113 年度施工查核件數，未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

案件分別有 3、2 件，為確保公共工程能兼顧生態環境，就施工

查核未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之案件，是否有建立違規處罰標準？

對違規案件予以明確處置。 

(四) 今日交通部簡報 P.11，所屬機關 112 年生態檢核案件辦理情形

統計結果（含補助地方政府案件），112 年勞務類技術服務及工

程標未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各有 1件，請交通部補充說明後續改

善情形。 

七、 工程會 徐副處長肇晞: 

(一) 關於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 2點第 1項第 3款、第 4款免辦生態檢

核的情況，都有需要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如屬補助地方的案

件，則是由補助機關負責審查確認。實務上建議可以比照今日

簡報中部分部屬機關的做法，將生態檢核納入補助計畫審核項

目，並於審查補助案的過程，召開會議邀請包含生態領域的專

家學者，針對預計辦理的工程逐項檢視。 

(二) 建議講習課程內容可以針對不同階段、不同工作內容，如：生

態調查、規劃設計、施工工法等，辦理更為細緻化的課程，透

過實際案例的操作過程分享，讓負責不同階段業務的機關同仁，

都能更深入了解生態檢核的做法，增進對工程與生態取得平衡



的認同，也才能在工作中加強落實生態檢核。 

(三) 從衛星圖上看本次訪視的個案，在左側快速道路右側產業道路

中間，有一塊南北狹長的完整林帶，是許多生物的良好棲地，

林帶中間開發步道或公園，對棲地有一定程度的切割，建議未

來在植栽規劃及綠覆率方面可以多花心思，在滿足地方需求的

同時，也要盡量讓植栽帶連結，讓動物有個安全的廊道通過，

降低衝擊。 

(四) 本次訪查個案中顧問公司相當用心，在搜尋不到相關資料的情

況下，主動增加了蝙蝠生態的調查，相關的調查結果，希望能

回饋到目前包括特生中心或其他單位的資料庫中，提供未來其

他單位評估生態議題的參考。 

八、 交通部 蔡副司長書彬 

(一) 工程規劃階段即應落實環境資源調查及盤點，如生態檢核、植

栽種類、文化背景等，完成資源調查後進行規劃設計作業，對

於全案規劃方能妥適及完善。 

(二) 考量本案現地土壤屬軟礫石層、且雨水量少，因此對於排水溝

設計建議採草溝或漿砌卵石等自然工法方式施作，讓雨水以自

然滲透方式入滲，將有助於基地保水及環境友善。 

(三) 不建議彰化市公所為種樹需求(如落雨松)而鑿井澆灌，倘若抽

水馬達損壞或地下水位下降，將衍生後續維護管理問題，建議

本案設計階段應參照現地環境特質選擇適宜、適地樹種；後續

施工階段更應督責承包商落實樹木保護機制，避免傷及樹木影

響後續生長。 

捌、 散會：同日下午 3時 

附件： 

1.訪視會議簡報 

2.「機關辦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訪視項目表」訪視建議彙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