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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本計畫依「交通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方案」及相關表單，由甲方依自行訂定之各類工程生態友善機制辦理，詳

附件三。

一、相關參考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2 年 07 月 18 日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 號函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交通部觀光署

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方案（113年 1 月 25 日觀

技字第 1134000111 號函）訂定之生態檢核原則進行計畫內容及執行

方法擬定。

以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出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而言，其

主要基於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為原則，其檢核流程將工程

依其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五階

段，藉由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之順序進行生態保育策略考量（圖

1、生態檢核原則、順序及內涵）。本案將基於「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為核心原則，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為作業準則，針對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等階段，減輕工程執行對

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並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

則，加強生態保育促進民眾瞭解治理內容，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同

時一運作良好之生態檢核作業其應具備下列特性，分述如下：

 著重於生物多樣性乃至於生態系統功能及整體服務性價值的

考量為生態檢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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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生態專業人員於每階段參與同時保持資訊公開為生態檢

核制度的方法

 基於「環境友善」（Environmental Friendly）原則

 著重於自政策面的改變、設計面的改善，施工面的改良、維護

面的轉變，假全生命週期考量的原則

 生態專責人員由外圍的監督轉變成內化的參與機制。

圖 1、生態檢核原則、順序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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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方法説明 

生態檢核其整體而言著重於生物多樣生乃至於生態系統功能及整體服

務性價值的考量為生態檢核之目標，而藉由生態專業人員於每階段參與同

時保持資訊公開為生態檢核制度的方法，其基礎則類似「環境友善」

（Environmental Friendly）原則，然不同於多數以消費行為為取向的立

場，其著重於自政策面的改變，設計面的改善，施工面的改良及後續維護

面的轉變，假全生命週期考量的原則，並將生態專責人員由外圍的監督轉

變成內化的參與機制。

整體生態資料蒐集、調查及評析原則分述如下：

1.記錄、分析生態現況：

瞭解施工範圍內之陸水域生態、生態關注區域，作為工程選擇方案與

辦理後續生態環境監測之依據，應就工程地點自然環境及工程特性，

採取合適之生態資料蒐集或調查方法。

2.善用、尊重地方知識（Tradid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之知識、文化、人文及土地倫理，

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物種列為關注物

種，或將特殊區域列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環境敏感區域。

3.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

為掌握工程施工過程中環境變動與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於施

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進行生態調查，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一、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階段

此階段之工作重點在確認工程範圍及生態保全對象，將生態保育

概念融入工程方案，以評估工程擾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繪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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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關注區域圖，以圖面呈現生態價值高、應予以保全之環境區位，藉以

降低工程擾動，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研擬

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同時進行歷史生態資料收集及篩選，配合現勘時之生態調查，以

確認環境生態棲地現況及明顯可辨別之環境保全對象（表 1、環境保

全對象類型），其設定原則如下所述：

1.有目標物種；關注物種：如：石虎、灰面鷲

2.針對特定範圍；針對特定棲地：淺山、溪流、濕地、海岸、保安林

3.明顯易辨識：監造及施工人員易辨識

4.考量工程施作：生態檢核目的在於減少對環境干擾，而非阻止工程

5.考量實際保育成效：主管機關於維管期後易於評估

6.對於環境系統功能有明顯助益或降低干擾：

7.具彈性及可調整：適時、適地、適性

表 1、環境保全對象類型

自然物

足以構成環境棲地主體架構骨幹

移除或毀損可能造成小區域範圍生態系崩解

人為物

具人文歷史價值

具地方特色

法定或非法定之古蹟或遺址

（假借）非特定物 藉由保全地標、地上物或特定目標方式，為達特定目的

二、施工階段

都市及其市郊之工程建設，無論是公共建設或私人開發，均應依

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等四階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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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階段中檢視潛在及現有之環境生態情況，及考量施工後之環境變

化衝擊。藉由生態專責人員檢核，及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方式，前者可

減少環境衝擊，後者則藉由主動公開資訊，可避免工程之負面印象。進

入施工階段後，依循其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成果，依迴避、縮小、減

輕及補償之生態檢核原則及順序進行施作，更應著重於施工期間之生

態檢核執行、施工範圍及鄰近區域之環境敏感地圖標示等部份。

施工期之生態檢核內容除依循生態檢核作業計劃書之作業流程外，

並應確認環境保全對象、檢核表填寫、異常狀況處理表及處理流程等，

而自主檢查表之自主檢查項目應由生態背景專業人員列出且應明確可行，

再由施工人員填寫執行狀況。

本區域位於人口密集的都市中，周圍交通便利，有數條綠帶與其

相連。本計畫之生態檢核目的將以環境敏感區位標示、降低施工中之

干擾，並且在不影響現有設計及施工進度下，提供環境友善措施之建

議。並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針對本工程之異常狀處理流

程如圖 2、異常狀況處理流程所示，主要可能異常狀況如下：

1.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2.預定保留建物或老樹被剷除

3.水域動物暴斃

4.鄰近水體水色或水質異常

5.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6.其它上述未載明之生態相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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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異常狀況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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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公開

基於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之資訊公開原則，本生態檢核作

業之生態調查利用 iNaturalist 目前臺灣常用且已直接資料串聯至台灣

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TBN），該平台由特有

生物研究中心架設，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

訊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ESRI）負責建立與

維運，致力於運用生態調查開放資料，提供臺灣野生生物分布查詢的

線上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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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本案將以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為核心，除採M.O.R.A為執行手段進行

檢核作業外，同時並將以NbS 為考量方向納入設計建議方向，於

M.O.R.A 執行手段與效益分述如下：

1.確認保全主體、調整設計方向（Modify Objectives）：物種層面指

認及調整，提供設計單位參考

2.保全對象評估（Objectives Identification）：棲地層面指認與設定，

提供施工單位參考

3.干擾降低（Disturbance Reduce）：施工方式之調整，提供施工單位

參考

4.評估成本及效益（Assessment）：棲地回復情況評估，提供主管機

關參考；淨零排放之可能性，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生態檢核制度與環境影響評估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其針對的是針對小

尺度、小範圍及特定物種、環境進行保育規劃，自工程計畫核定、規劃、

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五階段，以工程全生命週期的方式進行檢核，並

引進生態專責人員及公民參與方式，利用檢核表、自評表減少作業疑慮與

提供施工參考，其於各階段於不同角色之應注意事項如下表 2、各階段之

不同單位可進行及應注意事項，而生態團隊提供之生態檢核效益如下所

述。

1.提供施工期生態檢核及環境友善措施之建議與協助檢核

2.提出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並協助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

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同時提供陸域動物潛在廊道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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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施工及監造團隊了解生態檢核概念，並予以落實至施工期間。

協助宣導生態檢核概念及生態檢核表填寫，並定期協助進行生態檢核

工作，並提供施工期間之生態環境變化情況

表 2、各階段之不同單位可進行及應注意事項

期間 可進行作為

主管機關 設計監造 施工營造 生態專責 民間團體

提報、設計 - 確認工程

目的

-篩選工程數

量

-提供環境友

善作法

-調整設計方

向

-提供環境敏

感圖資

-提供可能友

善作為

-主動並蒐集

正確資訊

-培養環境政

策參與能力

-維持環境參

與能量

-提出有效且

能實行之建

議
施工 -保持工程彈

性

-預備維管作

業

- 注意施工

方向及作為
-工程管理
-反應環境異

常狀況

-協助確認環

境敏感區位

-確認環境異

常狀況

維管 -注意工程效

益（工程&

環境）

-評估淨零碳

排時程

-評估工程效

益

-評估生態回

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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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概述

計畫區位於日月潭風景區內，土地範圍權屬為行政院林務局，

地號 0235 水社段 992-1、993 號。此計畫的目的是在既有的步道

上設置高架串聯至年梯平台。自行車道設計採雙柱高架棧道的方式，

以鋼管樁於開發範圍內打設基礎，無開挖邊坡，降低對環境的影

響，這樣的設計能提升遊客的安全性，並保護自然環境不被過度

開發。

圖 3 施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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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計畫範圍現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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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於為協調各部會共同

執行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而執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畫 1。而本案非屬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本區之重點在於解決

現況斜坡高地差大，有騎行之安全疑慮，因此在步道上方設置高

架串聯年梯平台，在施工中應盡量減少對周圍環境的干擾。

圖 5、國土綠網關注棲地及本案施工範圍之相對位置

1

於 107 年-110 年度在於盤點 國內重要生態與棲地保育熱點、擬定與初步評估生物

多樣性與棲地保 育政策工具及推動相關示範區計畫，包括生態廊道建置、瀕危物種

保 育行動計畫，並重視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之保全及活用，包含建立 臺灣里山倡議

夥伴關係網絡，深化社區之生物多樣性及韌性，以及鼓 勵參與地質公園、保安林之

巡護與環境教育推動工作，為綠網各分區 串聯淺山的重要節點，以縱向、橫向的合

作，協助國土生態綠網建置 與維護，於 111 年-114 年度主要除持續建置、維護與擴

展國土生態綠網外，將聚焦在串連 國土與不同區域生態綠網，及評估與應用不同政

策工具，以及逐步完 成國土生態綠網建構、維護與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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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預定施作範圍現況

圖 7、週邊水系及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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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資源

針對本案預定施工範圍為核心（空間範圍=120.926979，

23.869032 半徑 5 公里，搜尋時間： 2025-03-11），向外擴展 5km

做為範圍界定，收集現地目前已知之生物資訊，共取得 118 個資

料集，66,796 筆資料，其中以鳥類資料為最多（共 53,716 筆），

而本地其周邊環境情況良好，故亦有極高之蛾類資料（2,912筆）、

蝴蝶（2,088 筆），相關資料集之呈現如圖及附件一所示。

圖 8、本案預定地及鄰近區位之生物資料集

50
TBN-DP 台灣爬行類回報：隨機回報 54

64
Forest Arthropod Collection of Taiwan, TFRI 70

84
特生中心何健鎔研究員螢火蟲調查資料集 112

120
Database of Native Plants in Taiwan 132

148
A global database for the distributions 160

253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資料 255

288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植物標本館資料集 433

519
Butterfly Community of the Yuchi Tea 715

878
Data-set of Moth Specimen from TESRI 915

1041
The digitization of plant specimens of NTU 1702

1743
Taiwan Moth Occurrence Data Collected 2194

2908
iNaturalist Research-grade Observations 3538

4373
eBird Taiwan - 鳥類觀察資料集 49334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記錄數

資
料
集
名



15

針對現有資料庫進行初步資料篩選，其物種組成以鳥類為主，

針對各物種類群之保育類如下表所示，而各物種含原生與外來種

組成，其出現點位如下圖。

表 3、本案及週邊區域潛在保育類列表

類群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
生動物

珍貴稀有保育
類野生動物

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

總和

兩棲類 2 1 3

爬行類 3 1 4

哺乳類 1 1 2

魚類 1 2 1 4

鳥類 13 50 2 65

蝶類 2 2

總和 22 54 4 80

資料來源：臺灣生物多樣性網路（查閱日期：2025-03-11；空間範圍=120.926979, 23.869032，

半徑 5 公里統計至種階層）

圖 9、被子植物之原生與外來種相對比例

資料來源：臺灣生物多樣性網路（查閱日期：2025-03-11；空間範圍=120.926979, 23.869032，

半徑 5 公里統計至種階層）

外來歸化Naturalized

(non-native)

15.99%

境外Overseas

0.41%

被子植物

外來栽培Cultivated

(non-native)

11.78%

原生Native

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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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本案及週邊地區生物資訊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iNaturalist Research-grade Observations（查閱日期：202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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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全對象及敏感區位圖

本計畫繪製生態敏感區位圖之目的在於確認計畫範圍周邊

重要棲地以及生態保全對象，並據此提出具體的生態保育對策與

相關建議，針對生態保全對象與棲地敏感等級調整施作範圍與工

法，降低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本案藉由上述之環境資訊及生態資

料，輔以農業試驗所土壤地文圖，來判定環境生態敏感度，如圖

11 所示。以不同顏色進行區別，針對生態豐富的環境列為高度敏

感區，水域部份為（藍色）、陸域部份為（紅色）、過去已受到

部分擾動、但仍具有生態價值列為中度敏感區（黃色）、周邊受

人為干擾程度大的環境列為低敏感區（綠色）、已受人為高度變

更的地區則列為灰色。

本施工範圍位於中度敏感區，位於現況既有步道上方，考量

本案未來施作時及完工後之可能影響範圍，因此本案之環境保全

對象主要為沿線預定區域內可能影響之大樹。

(一)迴避：

施工範圍於中度敏感區（黃色）部分，本計畫建議應注意

施工時造成干擾，尤其是在繁殖期間（4 月到 9 月），避免干

擾野生動植物的生活。施工過程中應予以迴避並減少干擾，或

對於已經造成的環境影響應及時進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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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縮小：

本計畫建議施工過程中應限制施工範圍，盡量減少對周邊

環境的影響，選擇人為干擾區（灰色）部分讓車輛進出施工。

(三)減輕：

於中度敏感區（黃色）部分進行施工，應減少對環境的影

響。如施工期間噪音、震動對環境的影響；並避免夜間施工；

而施工過程之中廚餘垃圾應當日攜出以避免吸引外來流浪犬

貓。

(四)補償：

此項係指針對生態系系統服務性價值之重塑，以本案而

言，重點在於在施工後進行綠化，以恢復植被覆蓋率為目標，

減少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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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本案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圖 12、本案之生態檢核進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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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針對週邊區域可能經過之喬木保全判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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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境友善措施操作建議

以下是針對本工程可能影響高度敏感區位（樹林）、中度敏感

區位，如圖 11，依照「迴避」、「縮小」、「減輕」、「補償」四

個面向提出的操作建議：

(一)迴避（保全對象）：

1.針對施工路線及兩側的大樹、特色樹種，可針對可能影響樹

木進標記，並包覆保護，且儘可能避開樹木施工。

(二)縮小（干擾範圍）：

1.將施工便道、土方暫置區等臨時設施設置在既有道路或迴避

區之外，並明確標示減少額外的臨時性干擾。

2.限縮施工範圍及動線，減少對植被的破壞面積。

(三)減輕（施工干擾）：

1.分區分階段施工，減少同時大面積裸露，降低濁水影響範

圍。

2.於樹林施工時，儘量採人力作業為主，減少大型機具進出對

植被及土壤的破壞。

3.施工避開樹木根系範圍，或以人工開挖替代機械，減輕根系

損傷。

4.邊坡開挖應以階梯式、漸進方式進行，避免大規模的裸露面

與崩塌。

(四)補償（原有棲地破壞情況）：

1.臨時占用區及受損區於工程結束後應立即進行植生復育。臨

時建物拆除後進行原生種植栽補植與棲地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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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工程施作損害樹木數量，研擬異地補償措施，如在他處補

植同等數量喬木等。

而於在工程施作過程中，建議施工單位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和

目標選擇採用隔離措施（isolation measures）及緩解措施（mitigation

measures），同時也需要因應不同施工階段的需求，適時調整所採取

的措施，以下分就本案施作過程中可採取的隔離措施與緩解措施提

出操作建議：

(一)隔離措施（Isolation Measures）：

1.設置圍籬

在施工區域周圍設置臨時圍籬或屏障，防止施工干擾擴大，阻

隔人員、機具與生態環境直接接觸，特別是重要棲地、物種活

動區域更應完全隔離。可設置假設工程做為限制遊客進入，而

可採設置黑網，做為限制動物進出。

2.限制夜間施工

部分生物活動頻繁或敏感的時間多在夜晚，若鄰近重要棲地，

可在生態高敏感時期(如繁殖期)限制夜間施工。

(二)緩解措施（Mitigation Measures）：

1.裸露面覆蓋與植生保護

對開挖面、堆置土石方進行蓋網或灑草籽等臨時覆蓋防護，減

少地表裸露時間；表土堆置應與基層土分開，施工便道兩側樹

木可包覆保護。

2.動物逃生通道或迴避措施

工區周圍可設置動物緩解通道(如箱涵、植被廊道、逃生坡

等，引導動物通行，降低路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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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料集及其資料筆數

資料集名 紀錄數

eBird Taiwan - 鳥類觀察資料集 45924

The 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 Data 3886

iNaturalist Research-grade Observations 3100

TBN-DP 臺灣維管束植物調查及物候觀察 2895

Taiwan Moth Occurrence Data Collected From Social Network 2118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生態調查資料庫 1502

The digitization of plant specimens of NTU 1416

特生中心社區蝴蝶調查資料集 1308

Data-set of Moth Specimen from TESRI 915

Butterfly Community of the Yuchi Tea Garden in 2019-2020 715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植物標本館資料集 (TAIE) 369

Herbarium of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357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資料庫（至

2015 年）

250

TBN-DP 臺灣蛛式會社 (蜘蛛公民科學調查) 247

臺灣兩棲類資源調查網 (Taiwan Amphibians Database)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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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 紀錄數

A global database for the distributions of crop wild relatives 146

Alien plant presence dataset from the point-radius plot surveys

in 2010-2015 in Taiwan

130

Observation.org, Nature data from around the World 84

特生中心何健鎔研究員螢火蟲調查資料集 80

The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Data Set. 74

Forest Arthropod Collection of Taiwan, TFRI 70

台灣真菌地理分布系統資料庫之建制與應用(1/4) 64

Database of Native Plants in Taiwan 61

TBN-DP 台灣爬行類回報：隨機回報 52

蝸蝸園-台灣陸生蝸牛交流園地資料集 49

INSDC Host Organism Sequences 48

Investigation Current Status of River in Taiwan between 2002

to 2022

41

植物調查 (陳淑玲) 40

NMNH Extant Specimen Records (USNM, US) 37

Tropicos MO Specimen Dat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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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 紀錄數

標本採集 (陳柏豪) 31

The vascular plants collection (P) at the Herbarium of the Mus

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MNHN - Paris)

3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Zoology, Division of

Mollusks

29

歷年野外調查哺乳類動物出現紀錄 28

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project (iBOL) 27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21

台灣產野生維管束植物物種特徵資料之建立 21

Aphyllophorales externi 20

標本採集 (俞佑錚) 18

標本採集 (許再文) 16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Zoology) Fish Collection 15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植物標本館(TAIE)苔蘚資料 15

Fish Collection NRM 14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Collection Specimens 14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Ichthyology Collecti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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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 紀錄數

MVZ Herp Collection (Arctos) 11

ZOBODAT (Zoological Botanical Database) 1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rbarium 9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9

Charles Gardner Shaw Mycological Herbarium,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8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harles W. O'Brien Collection 8

INSDC Sequences 8

CAS Ichthyology (ICH) 8

Pl@ntNet automatically identified occurrences 7

MVZ Bird Collection (Arctos) 6

Meise Botanic Garden Herbarium (BR) 6

標本採集 (張和明) 6

Earth Guardians Weekly Feed 6

Naturalis Biodiversity Center (NL) - Botany 6

東海大學植物標本館贈送標本 6

Zoologische Staatssammlung Muenchen - Internation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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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 紀錄數

Barcode of Life (iBOL) - Barcode of Life Project Specimen

Data

GalliForm: Galliformes occurrence records from the Indo-

Malay and Palaearctic, 1800-2008

5

Xeno-canto - Bird sou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5

標本採集 (沈明雅) 5

標本採集（謝若萍） 4

共 6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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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潛在保育類列表

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鳳頭蒼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東方蜂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冠羽畫眉 Zosteropidae 繡眼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青背山雀 Paridae 山雀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臺灣山鷓鴣 Phasianidae 雉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花翅山椒 Campephagida

e

山椒

鳥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白耳畫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大冠鷲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鉛色水鶇 Muscicapidae 鶲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紅尾伯勞 Laniidae 伯勞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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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臺灣畫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鳥

類

領角鴞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黃腹琉璃 Muscicapidae 鶲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白尾鴝 Muscicapidae 鶲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黃胸藪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黃嘴角鴞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朱鸝 Oriolidae

黃鸝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藍腹鷴 Phasianidae 雉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臺灣藍鵲 Corvidae 鴉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松雀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鳳頭蒼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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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赤腹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魚鷹 Pandionidae 鶚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白眉燕鷗 Laridae 鷗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黃鸝 Oriolidae

黃鸝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黑鳶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小剪尾 Muscicapidae 鶲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八哥 Sturnidae

椋鳥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林鵰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山麻雀 Passeridae

麻雀

科

瀕臨絕種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鳥

類
黃山雀 Paridae

山雀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褐鷹鴞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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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熊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瀕臨絕種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鳥

類

棕噪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赤腹山雀 Paridae 山雀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灰面鵟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鴛鴦 Anatidae 雁鴨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燕鴴 Glareolidae 燕鴴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小燕鷗 Laridae 鷗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鳥

類

白頭鶇 Turdidae 鶇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蒼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大陸畫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栗背林鴝 Muscicapidae 鶲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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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綠啄木 Picidae 啄木

鳥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鳳頭燕鷗 Laridae 鷗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遊隼 Falconidae 隼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哺

乳

類

臺灣野山羊 Bovidae 牛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黑長尾雉 Phasianidae 雉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蝶

類

曙鳳蝶 Papilionidae 鳳蝶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魚

類

臺灣副細鯽 Cyprinidae 鯉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魚

類

溪流細鯽 Cyprinidae 鯉科 瀕臨絕種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極危（CR, Critically

Endangered）

鳥

類

大冠鷲(hoya

亞種)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鳳頭蒼鷹(台

灣特有亞種)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朱鸝(臺灣特

有亞種)

Oriolidae 黃鸝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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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魚

類

埔里中華爬

岩鰍

Balitoridae 爬鰍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兩

棲

類

金線蛙 Ranidae 赤蛙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爬

行

類

臺灣黑眉錦

蛇(friesi 亞

種)

Colubridae 黃頷

蛇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爬

行

類

臺灣黑眉錦

蛇

Colubridae 黃頷

蛇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兩

棲

類

豎琴蛙 Ranidae 赤蛙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極危（CR, Critically

Endangered）

蝶

類

黃裳鳳蝶 Papilionidae 鳳蝶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黃嘴角鴞

(hambroecki

亞種)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鵂鶹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兩

棲

類

臺北樹蛙 Rhacophorida

e

樹蛙

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綠啄木

(tancolo 亞

種)

Picidae 啄木

鳥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臺灣畫眉；

大陸畫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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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黑頭文鳥 Estrildidae 梅花

雀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燕隼 Falconidae 隼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臺灣白喉噪

眉

Leiothrichidae 噪眉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爬

行

類

斯文豪氏遊

蛇

Colubridae 黃頷

蛇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哺

乳

類

石虎 Felidae 貓科 瀕臨絕種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爬

行

類

瑪家山龜殼

花

(makazayazay

a 亞種)

Viperidae 蝮蛇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 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爬

行

類

玉斑錦蛇 Colubridae 黃頷

蛇科

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鵂鶹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八色鳥 Pittidae 八色

鶇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鳥

類

褐林鴞 Strigidae 鴟鴞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魚

類

陳氏鰍鮀 Cyprinidae 鯉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瀕危（EN,

Endan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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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群

科名 學名 俗名 特有性 原生

性

保育類等級

鳥

類

紅隼 Falconidae 隼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大赤啄木 Picidae 啄木

鳥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彩鷸 Rostratulidae 彩鷸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鳥

類

烏頭翁 Pycnonotidae 鵯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易危（VU,

Vulnerable）

鳥

類

巴鴨 Anatidae 雁鴨

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鳥

類

日本松雀鷹 Accipitridae 鷹科 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

物

原生

Nativ

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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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交通部觀光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

態檢核作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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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方案

108 年 7 月 1 日觀技字第 1084000847 號函頒

111 年 7 月 18 日觀技字第 1114001362 號函第 1 次修正

113 年1 月 25 日觀景字第 1134000111 號函第 2 次修正

壹、為減輕觀光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積極創造優質旅

遊環境，爰訂定本作業方案。

貳、本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除辦理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

後原地復建、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

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

育議題、維護管理相關工程、配合活動搭建之臨時設施、植栽綠

美化及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

程以外之新建工程，應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參、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重大觀光工程案件，生態檢核作業可配合

環評過程中一併辦理，無須再依本作業方案另外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

肆、各管理處啟動各項觀光工程時，應先填寫「表 1-○○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確認表」，自評是否應辦理生態檢核，

倘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除以下開發類型，則應檢附相關資料

說明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並報署審查後，始得免辦理生態檢核:

一、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二)災後原地復建之工程 

(三)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 既有建築物內(外)牆整修、裝

修、既有結構物(如廳舍、遊客中心、備勤室、觀景平台、

橋梁)補強等工程。

(四)已開發場所:

1.配合活動搭建之臨時設施

2.植栽綠美化

3.已開發場所之既有鋪面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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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涉及拓寬、改線之步道改(修)繕或於步道沿線增(修)建欄

杆等遊客安全防護設施。

5.指標牌誌設置或標線繪製等工程。

(五)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既有遊憩服務設施修繕（更新）、非新

開挖管道之管路(線)修繕或更新。

(六)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生物多樣

性指標、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之新建工程。

(七)併入環境影響評估檢討。

二、倘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除以上類型以外，則應檢附相關

資料並說明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前述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

下列之一:

(一)邀請生態方面專家學者、NGO 團體、生態方面顧問公司協助

諮商之會勘紀錄或報告。

(二)開發地點近年生態保育調查相關報告。

(三)套繪國土生態綠網、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或其他政府機關已

完成生態調查圖資等，足以證明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等相關

資料。

(四)其他相關文獻資料或報告等，足以證明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

等相關資料。

伍、如經自評確認應辦理生態檢核，則應於合約內編列生態調查所

需經費，並將廠商應辦理事項納入契約，且依照工程生命週期

於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需有生態專業人員配合

辦理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析及協助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與措

施落實融入工程方案與相關監督機制等，前開生態專業人員包

括:

一、執行生態檢核工作中生態調查、生態衝擊評估、保育對策擬

定之生態專業人員。

二、會議審查與特殊議題諮詢需要，特聘之專家學者。

陸、有關生態專業人員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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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生

態相關科系資格可參考考選部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自然保育職

系應考資格，包括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水土保持、

水產生物、水產養殖、生命科學、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

科技、生物科學、生物資源、生物醫學科學、生物醫學暨環

境生物、生態、生態暨演化生物、生態與環境教育、休閒遊

憩事業、地球科學、地質科學、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

自然資源應用、昆蟲、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技術、海洋生物

暨資源、海洋科學、海洋資源、海洋資源管理、畜牧、畜牧

獸醫、畜產、動物、動物科技、動物科學、動物科學技術、

造園景觀、野生動物保育、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景

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森林、森林

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植

物保護、植物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

蟲害、植物醫學、園藝、微生物、農企業管理、農園生產、

農園生產技術、農業經營、農藝、漁業、漁業生產與管理、

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科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生物及

漁業科學、環境科學、環境教育、環境資源、環境資源管

理、環境管理、獸醫、蠶絲、觀光暨遊憩管理各院、系、組、

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取得生態學、保育生物學、環境倫理相關學分者。

三、以生態學為第一專長之生態背景人員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

料庫「生態學類」專業人才。

柒、生態資料蒐集、調查及評析原則：

一、記錄及分析生態現況，瞭解施工範圍內之陸水域生態及生態

關注區域，作為工程選擇方案及辦理後續生態環境監測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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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應就工程地點自然環境與工程特性，採取合適之生態資

料蒐集或調查方法。

二、善用及尊重地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的

知識、文化、人文及土地倫理，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

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特殊區域列

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域。

三、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評估工程擾動對生態環境

之影響程度。 

捌、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個案特性、用地空間、水理特性、地形地

質條件及安全需求等，並依資料蒐集調查，及工程影響評析內

容，因地制宜按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略

之優先順序考量與實施，四項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度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

畫、選用替代方案等；較小尺度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及臨

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

態敏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大量遷徙或繁殖之

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車道數、減少路寬

等)、施工期間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的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度，兼顧工程安全及減

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是當之措

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

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復計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 

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料(如設置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建置、

資材自然化、就地取材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的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

重建相似或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

段，加速植生(考量選擇合適當地原生植物)與自然棲地復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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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一、規劃設計階段:

(一)蒐集規劃施作區域內之既有生態環境及議題等資料，並邀

請具生態背景人員評估對生態環境可能之影響。

(二)辦理生態調查及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三)邀集生態背景人員、在地民眾或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

育原則。

(四)根據生態調查及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決定可行工

程計畫方案、生態保育原則，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

見往復確認可行性後，完成工程預算書圖製作。 

(五)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

況處理原則。

(六)填報「表 2-○○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紀錄

表(規劃設計階段) 」及「表 3-○○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環境

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表」，並於完成工程預算書圖後納

入工程上網發包簽陳當中。

二、施工階段

(一)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

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影

響注意事項。

(二)施工計畫書應考量減少環境擾動之工序，並包含生態保育

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堆置

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三)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43

(四)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

施。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

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

核項目。

(五)完工整復:施工驗收合格前應完成包含施工便道與堆置區之

復原、周遭植生回復、垃圾清運等。 

(六)填報「表 4-○○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紀錄

表(施工階段) 」，並於完成工程驗收後，納入驗收付款簽

陳當中。

三、維護管理階段

(一)於完工後兩年至五年期間或有民眾通報生態議題時，評估已

完工工區之環境生態狀況得進行生態監測，或可配合各國家

風景區內長期生態關注對象，一併納入生態監測。

(二)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開方式可包含刊登於公

報、公開發行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方

式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核資訊。

(三)填報「表 5-○○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紀錄表

(維護管理階段) 」，並納入維護管理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