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總局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 本局負責公路監理、公路運輸管理、汽車技術訓練、省
道與快速公路的新建及養護等業務，以「發展智慧公
路」、「優化防災減災」、「精進監理服務」、「推行
公運轉乘」、「永續生態公路」及「提升鋪面品質」為
政策方向與努力目標，逐步達成打造幸福公路及追求永
續共榮的施政願景。

落實公路建設及改善計畫之執行
• 優先選用適地適性植栽，藉以提升道路景觀生態與綠美
化，減輕公路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積極創造安
全、便捷、友善及永續的用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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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態、永續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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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淤積太嚴重了！
⼀定要疏濬，不然會危險

這裡是⽣態敏感區！
是很多⽔⿃棲息或路過吃飯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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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團體
說這裡很重要

感潮帶灘地
挖深至EL=-1.5

我知道有很多鳥
所以我特地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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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麼好像，
有點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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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團體
說這裡很重要

感潮帶灘地
挖深至EL=-1.5

感潮帶沙洲灘地

感潮帶沙洲灘地

草地與灌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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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究竟哪個環節
搞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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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都想幫環境
多做⼀點事



生態資源與課題盤點
n 高敏感區：蘭陽溪口國家級重要濕地、宜蘭縣蘭陽溪口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台灣重要野鳥棲地

n 關鍵課題：過境水鳥

生
態
課
題

n 宜蘭縣野鳥學會
n 田董米－林哲安
n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關注團體



棲地調查進行課題釐清

13黑面琵鷺(I)大濱鷸(III)

小燕鷗(II)

感潮帶沙洲灘

地

感潮帶沙洲灘地



工程設計方案確認

設計研商會議

工作會議

掌握生態課題

依循保育措施
研擬設計初稿

邀請關注團體

擬定自主檢查表

n 劃設迴避區域(重要敏感區)和減輕措施，研擬初步設計方案
n 邀請權責單位(宜蘭縣政府、公路局第四工區)、關注團體(宜蘭縣野鳥學會)，
研商及確認工程最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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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討論與方案擬定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生態團隊參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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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團隊參與後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16



ü 施工補充說明書將生態檢核
作業納入發包文件

ü 編列保育措施項目及預算
ü 擬定自主檢查表、抽查表

n 生態檢核文件納入施工計畫

n 編列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之經費

1. 生態保全對象
2. 生態保育措施
3. 施工擾動範圍
4. 施工注意事項說明

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補充說明書

l參照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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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施工階段對應工項與經費



納入施工圖說，落實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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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緊密溝通，迅速處理異常狀況

1 32 4
主動通報 現勘討論 解決對策 主動公開
主動發現
立即回報

邀集專家、
NGO現勘指導

訂定工程
因應措施

張貼公告
資訊公開

主動發現稀有迷鳥「短尾賊鷗」
立即回報啟動異常狀況處理機制

n 鑲嵌式合作，密切掌握工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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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潮帶灘地



生態檢核
•一個平台、過程、工具
•透過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將
生態保育的考量融入工程流程
•共同擬定並落實工程生態友善方案，減輕工程對
生態環境之影響。

道路工程 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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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地球的孤兒：台灣的精靈》節目
《台灣草鴞：台灣最稀少瀕危的神隱精靈》單元

畫面

110.06.18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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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功能：降低工程對生態的影響

常
⾒
⼯
程
影
響

25
集/排水設施
對動物影響

自然棲地
受到擾動

天然濱溪
植被移除

大/老樹受傷
或消失

棲地特徵消失

護岸造成
橫向阻隔

施工擾動
(濁度提高)

壩體造成縱向阻隔

外來植物跟隨工程入侵

關注物種受到擾動

5

1

2

3

6

7

4

8

10

9



生態檢核功能：提出可執行的影響減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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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對照設計圖，評估個體存續、棲地消失、
移動阻隔等效應

l提出⼯程影響預測

2. 評估⼯程影響

l結合⽂獻與現地評估，判定關注物種與
重要棲地

1. 釐清⽣態課題

l設計以干擾最⼩化為原則
l運⽤⽣態友善的施⼯⽅法

3. 提出⼯程可⽤的對策

降低⽣態環境衝擊

補
償

減
輕

縮
⼩

迴
避

l不施作
l保留不可
回復棲地
環境

l減少施作
量/規模

l限縮量體
或臨時設
施物

l減輕衝擊
程度

l降低⼯區
範圍環境
影響

l補償已受
衝擊

l⼈⼯營造
修復受損
環境

⺫標

l⼯程與⽣態團隊討論溝通，
擬定最終保育對策

4. 保育對策確認

縮⼩⼟資場範圍

⽯籠多孔⼯法、植⽣

現勘位置

保留⽵闊葉混合林

⾃然團粒噴植⼯法，復育林相



道路工程
該如何達成
生態保育？

生態檢核目的：
減輕工程對環境的
衝擊，維護生物
多樣性與棲地品質。

• 結合文獻與現地評估，判定
關注物種與重要棲地。

• 對照設計圖，評估個體存續、
棲地消失、移動阻隔等效應

• 提出工程影響預測

• 設計以干擾最小化為原則
• 運用生態友善的施工方法

• 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溝通，
擬定最終保育對策

6. 追蹤與回饋

5. 落實與監測

1. 釐清生態課題

2. 評估工程影響

3. 提出建議對策

4. 保育措施確認

• 落實前階段生態保育措施

• 定期監測治理區的棲地變化，
評估生態環境復原成效

• 對復原不佳者提出改善措施



辦理流程
配合
工程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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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追蹤與回饋

5. 落實與監測

1. 釐清生態課題

2. 評估工程影響

3. 提出建議對策

4. 保育措施確認

可
行
性
評
估

規
劃
/

設
計

施
工

維
管



6. 追蹤與
回饋

5. 落實與
監測

1. 釐清生態
課題

2. 評估工程
影響

3. 提出建議
對策

4. 保育措施
確認

可
行
性
評
估

規
劃
/
設
計

施
工

維
管

快速評估
工程潛在影響

分析生態課題
擬定保育策略

落實保育措施
監測環境變化

追蹤生態回復情形與
生態保全對象狀況

工程階段

可行性
評估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
管理

n 現勘、文獻回顧、議題蒐集
n 提生態保育原則

n 現勘/棲地評估，確認課題
n 生態關注區圖標示保全對象
n 確認生態保育對策，研擬生
態衝擊最小方案

n 監測生態保育措施執行及棲
地環境

n 工區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n 完工後棲地評估
n 評估成效，是狀況提出改
善建議

生態檢核目標

工程生命周期階段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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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刻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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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評估
工程潛在影響

分析生態課題
擬定保育策略

落實保育措施
監測環境變化

追蹤生態回復情
形與生態保全對
象狀況

工程階段

提報
核定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
管理

生態檢核目標 執行單位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設
計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施
工

生
態

施
工

監
造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 工程主辦機關(河川局)
•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開口契約團隊)
• 設計單位(河川局)
• 施工廠商

•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 監造單位(河川局)



計畫核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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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早迴避生態高敏感區
• 及早因應潛在生態議題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單
位

設
計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規劃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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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採生態保育原則(詳附表P-04)。

• 現場勘查，填寫附表D-01，提供機關生態
背景資料。

• 現場勘查時，寄錄棲地環境概況及生態議
題，並填寫附表D-02。

• 辦理生態調查及評析(依附表P-05辦理所需
作業)，研擬生態保育對策，填寫附表D-
03。

• 提供生態檢核紀錄表單(附表D-01~D-03)，
列席審查會議。

• 蒐集並彙整相關意見及處理情形回覆內容，
填寫附表D-04。

• 就生態保育對策及民眾參與溝通結果，與
設計單位共同研議具體可行之生態保育措
施，俾納入設計初稿，填寫附表D-05。

• 協助提供納入施工補充說明書所需資料(生
態保育保措施、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之建議、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生
態保育措施平面圖)等。

規劃設計案開始

工程案發包

辦理現場勘查

研擬設計原則

辦理民眾參與

研擬設計初稿
(含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

預算書編製及
招標文件擬訂

設計原則
審查

生態背景人員
作業事項工程規設流程

不通過

通過

定稿

• 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主表)，並彙
整本階段作業成果提送機關。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 確認生態議題/保全對象，
提出生態保育對策

• 共同確認後，調整成具體
可行的生態保育措施

• 擬定施工補充說明書

主
辦

生
態

主
辦

單
位

設
計



規劃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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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降低生態環境衝擊

補償

減輕

縮小

迴避 l迴避負面影響之
產生

l修改設計，限縮
量體或臨時設施
物

l減輕對環境/
生態系功能的衝
擊

l重建相似或等同
之生態環境

l停止開發計畫、選用替代方案
l工程設置避開生態敏感之對象/
區域/時間

l減少路寬、結構物數量/長度
l限縮開挖範圍

l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法
或材料

l工程管理作為(假設性工程)
l環境回復(施工便道復原等)

l復育自然棲地
l補償棲地完整性、可維持性

Ø不施作

Ø減少施作量/規模

Ø減輕衝擊程度

Ø重建棲地
(包括完整性、可維持性)

★ 遵循生態保育策略，選定合宜方案5 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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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記



共好與提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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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品質關鍵

1. 主辦機關認知與態度

2. 廠商評估、規劃、設計與施工能力

3. 生態專業程度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