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最靈敏的耳朵，才聽得見一隻寄居蟹拖著牠
的殼屋，在水線上方沙灘上行走的聲音；也才辨別
得出一隻小蝦被魚群追趕，匆忙上岸時抖落一身小
水珠，在水面跌出的叮咚聲。」－瑞秋 ‧ 卡森。





讓臺灣的藻礁保育
成 為 世 界 的 典 範

序

藻礁是由珊瑚藻緩慢堆積所形成的礁體，由於其貌不揚，所以原本並未受到重
視，在海洋生態的課本中也找不到介紹它的章節。但是在臺灣，因為中油公司
在桃園的大潭海岸興建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LNG)，引發了環團的抗爭，
進而演變成公投案，使得大潭的藻礁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政府也已承諾要投
入鉅額的經費來進行大潭藻礁的監測、研究及保育工作，並許下「中油在，三
接在，藻礁一定在」的承諾。

這樣的承諾到底是否能夠實現？還是得看三接從施工到營運，乃至於除役後的
長期生態監測的結果來作論斷。畢竟科學和理性必須優於個人的理念和信仰。
因此，三接工程的環境監測及影響評估過程是否完整、全面、專業及具有公信
力就變得十分的關鍵及重要。

中油公司早在 2018 年即成立「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包
括產、官、學、民各界代表共約 18 人，負責審議和諮詢生態保育方案、執行策
略和計劃執行成果。多年來已投入數億元的經費，邀請國內各領域頂尖的學者
專家進行 15 項生態保育相關的調查研究計劃，3 項水域環境計劃及 8 項環教計
劃，其規模可謂空前。雖然這些計劃從三接動工以來，迄今只有 5、6 年的時間，
但初步的結果並沒有發現大潭藻礁生態系所監測的生物類群，包括藻類、鳥類、
魚類、底棲動物以及保育類的小燕鷗、柴山多杯孔珊瑚的種數、豐度或族群量
減少，反而是略有增加的現象。然而影響大潭藻礁最主要的兩個環境因子，污
染和漂沙，究竟是由於自然的營力或人為施工所造成實不易釐清，因此需要累
積較長期的資料，至少要等到 2028 年施工完成後的資料出來才能證實。

很高興看到觀塘工業區 ( 港 ) 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能把過去 5 年（2019-2023
年）來的各項生態調查研究和監測的過程和結果，以及當地社區及權益人對藻
礁保育的體認，用科普的方式介紹給社會大眾，藉由資訊的公開分享，讓大家
可以自行判斷到底三接的工程是否破壞了大潭藻礁的生態。畢竟事實勝於雄辯，
拿出科學的資料和數據才足以服眾。生態的保育絕對是以不破壞自然的棲地是
最好的策略，然而人類生活在地球上難免會對環境和生態帶來影響。不得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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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開發和生態保育就必須取得平衡，並追求兩者能共存共榮。這也是為何《生
物多樣性公約》所揭示的 2050 年的願景，是「人和自然要和諧共存」。《聯
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的 17 項目標中，只有 2 項是生態保育、1 項是氣候變遷，
其他 14 項都是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關。換言之，如果只談生態（保育），而
不能兼顧生產（經濟）和生活（社會）的話，人類是無法永續發展的。

此外，海洋的保育和陸地的保育方法在本質上有所不同。陸上的濫墾濫伐，生
態系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且可能是無法恢復到原有的狀態；但是在海
域，由於所有海洋生物的受精卵、幼生或是食物都會隨著海流很快的漂送及擴
散，只要到了適當的棲地，牠們就會沉降下來，很快地重新建立族群和生態系，
過去在海底所投放人工魚礁、種植海草或珊瑚等，就是應用這種海洋生物的習
性來從事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培育或復育的工作。因此，港口或港堤的建設只要
不大面積破壞天然的岩礁生態系統，經過 5-10 年以上的時間，通常在人工基質
的表面就會生長出比原來更多樣的生物群聚。

高雄永安的 L N G 接收站、花蓮的和平電廠以及核三廠的進水口，乃至於臺灣
海峽豎立的離岸風機，皆具有人工魚礁培育魚類及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成效，就
是很好的例子。而這也符合目前國際上正在大力推動的「其他有效的保育區」
(OECM) 的盤點和認可。所謂的 OECM 是爲了安全管理及綠色能源等其他目的
所劃設的區域，因落實有效管理反而發揮了保護區的成效，其面積應被併入海
洋保護區的面積計算內，以期能加速達成 2030 年的 30x30 的目標。我想個人
和中油公司都非常期待三接 LNG 接收站能成為另一個 OECM，就讓我們大家拭
目以待，以時間來證明三接的興建是否可以和藻礁共存共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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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礁 的 春 天 來 了

1962 年，海洋生物學家瑞秋 ‧ 卡森出版了《寂靜的春天》，藏在如詩般
的名稱底下，隱喻著現實的殘酷與沉重，將一本描寫死亡的書籍，轉換為
對生命的禮讚。卡森終其一生，促使人類反思以世界主宰者自居的姿態，
思考人類應該如何對待自然。

化學汙染自然生態環境的狀況在世界擴散，在《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問世
約莫半世紀，Formosa（福爾摩沙）這座美麗島嶼的西北部，也開始了一
場生態保育與經濟開發的對話。

因著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公司）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 ( 以下簡稱三接 ) 的施工，揭開了藻礁議題，那個當下，可確定的是，「改
變，正在發生」。

為了弄清楚三接究竟帶來了什麼「改變」，同時即時回應各種變動，讓改
變朝正向發展，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觀塘執
委會）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設立，背負著千斤般重擔，5 年來，觀塘執委
會在漩渦激流中，堅定扮演著公正第三方角色，憑藉著專業，引導著開發
者、生態圈、在地人走出一條共生共存的路。

2024 年的初春，桃園市觀音區一帶海岸線，冷風依舊刺骨，臺灣海峽的浪
潮來回拍打著藻礁，灰濛濛的天際，讓人忍不住拉緊外套，只能低頭踩著
細沙前行。

觀音區保生社區的總幹事，亦是超級的導覽員廖經贈和其工作團隊，趕在
漲潮前清除藻礁沿線沙灘上頭的垃圾。總是站在海洋這一邊的廖經贈說，
在政府官方、中油公司與社區合力下，這片海岸線迄今清理超過 180 公噸
各式海洋垃圾，垃圾滿布海岸線的狀況已大為改善，他堅定的說「會愈來
愈好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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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觀音區保生社區理事長黃秀娥，海就是家，複合著童年的遊戲場，討生
活的作業場，種種關於藻礁的記憶其實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總合。投身
社區營造將近 20 年，依舊帶領社區透過淨灘、海岸巡守、音樂會、社區產
業、生態研習營等不同方式來關心守護家鄉。

同樣是觀音區在地居民，在桃園愛心關懷協會擔任常務監事的周運貴，一
輩子都在觀音區生活著，長期參與當地的巡守隊並且協助建立種植防風林
以保護後線居民，一切的作為都希望能讓桃園觀音的環境生態變得更好、
更健康。

而身為桃園市民並組織建立桃園市環境教育發展協會擔任理事及環境教育
講師的楊博丞，長期關注桃園地區的水環境健康，有著觀音下水道營運中
心 14 年的水處理經驗，也因著自身的工作經驗，希望能透過自身專業與對
環境保護的熱情，對環境做出貢獻，桃園觀音的水環境大小事更總是一馬
當先。

黃秀娥認為「我們這一代絕不能作違背良心的事，才能將自然生態留給下
一代」，藻礁生態多年來未受到有效的保護，原因眾多，中油公司的三接
開發案根本還未開始，不能把帳算在中油公司，於是，她與社區將阻力化
成助力，勇於和中油公司合作，用行動為後世留下傳家寶，因為「桃園藻
礁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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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藻礁的世界
        與藻礁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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