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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



一、背景說明

行政院「向海致敬」(109) ：知海、近海、進海、淨海→鼓勵國人親近海洋

疫情衝擊海外旅遊，國內海域遊憩活動造成之環境壓力急遽上升

https://ikh.tw/freshweekly/?pn=vw&id=0nzd067wh9cy

http://www.scooptwnews.com/?p=25365

https://www.facebook.com/tw.River/posts/281714748497266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09636

@小琉球 @高美濕地 @澎湖

http://www.omg543.com/post07198921112418https://reurl.cc/j5N9ym

報復性出遊，
島嶼及潮間
帶生態環境
能負荷?或
淪為國旅受
災戶!



二、指引簡介 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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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 1 1 0年 6月 1 0日函發涉海部會及臨海 1 9縣市參考運用。
在疫情趨緩、國旅復甦之時，於 7月 2 9日發布新聞稿及
臉書貼文。

第二版 :新增海洋遊憩景點遊憩承載量計算模式並於 1 1 1年 4月
1 5日函發涉海單位參考。

臺 灣 海 洋 遊 憩 永 續 管 理 指 引

壹、前言

貳、永續旅遊發展之管理與決策流程

一、權益關係人協同管理

二、透過平台會議，建立管理共識

三、研擬承載量與相關評估指標

四、長期監測，滾動式調整管理措施

參、建議承載量與評估指標

肆、海洋遊憩景點遊憩承載量計算模式

伍、生態旅遊基本原則

陸、建議管理措施

一、旅遊管理

二、提升遊憩服務品質與永續性



二、指引簡介 操作步驟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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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關係人協同管理

Step 1.

透過平台會議凝聚共識

Step 2.

長期監測

Step 5.

設定承載量與監測指標

Step 4

針對關鍵議題研擬管理措施

Step 3.

Yes

監測數值為可
接受之標準

No

調整管理措施
(遊憩影響回到可接受範圍)

Step 6.

旅遊管理

類別 評估指標

生態承載量

生態環境受遊憩活動干擾的程度

例：生物相的變化、生物的豐度、地質敏感
度、廢棄物管理、污水處理能力、水資源消
耗量等。

實質承載量

以空間範圍為評估標準

例：可遊憩面積、容許遊客密度、瞬時遊客

量、每日遊客量等。

社會承載量

人們的感受
例：遊客可接受之擁擠度、遊客滿意度等。

設施承載量

人為設施之利用程度

例：各項海洋遊憩活動應有之裝配(含安全設

備)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如淋浴、廁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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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查表回復情形

交通部, 7

桃園市政府, 5

苗栗縣政府, 5

高雄市政府, 4

宜蘭縣政府, 4

內政部, 3

教育部, 2

臺中市政府, 2

基隆市政府, 2

彰化縣政府, 2

嘉義縣政府, 2

臺東縣政府, 2

金門縣政府,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臺南市政府, 1

新竹縣政府, 1

雲林縣政府, 1

屏東縣政府, 1

花蓮縣政府, 1

連江縣政府, 1

澎湖縣政府, 1

各單位填報濱海景點數量統計圖

•本會111年2月14日海洋保字第1110001429號函函請填覆調查表

•調查對象:7個中央部會、19個臨海縣市政府

•回復統計:文化部、環保署、原民會、新北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回復無資料提

供，其餘21個單位填報濱海景點之總數計有50處

三、運用案例 濱海景點管理措施調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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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管制」管理措施採行次數最多，計有44處。

•「資格限定」管理措施採行次數最少，計有7處。

•指引所列22項管理措施皆有採行之濱海景點：南灣

遊憩區及六孔遊憩區(內政部)、福隆沙灘(交通部)。

2) 50處濱海景點採行管理措施情形

三、運用案例 濱海景點管理措施調查-2



屏東縣政府110年｢琉球鄉海洋社區三生永續發展整合計畫｣，提出19項保育
管理構想，與本指引精神相符

 肚仔坪潮間帶

 杉福潮間帶

 蛤板灣潮間帶

 漁埕尾潮間帶

 龍蝦洞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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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案例 研擬管理措施



https://liuchiu-intertidal.tw/

潮間帶參觀導覽預約系統試用版。

往返小琉球交通船班資訊。

小琉球潮汐資訊。

潮間帶生物線上圖鑑。

相關政令法規、保育管理規範。

潮間帶即時人數及攝影機影像。

小琉球觀光景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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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案例 小琉球生態旅遊導覽資訊整合網站

https://liuchiu-intertida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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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設定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旅遊發展？
旅遊發展目標 旅遊規劃與管理

將「承載量」轉化成為一個作為旅遊發展的管理與決策的指引架構

遊客控制
限制遊客量

旅遊發展管理架構 民主參與
邀請相關權益人
凝聚共識與願景＋

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

目前 修正後

生態、實質、社會及設施承載量

新增
模式計算公式

產出：遊憩承載量建議數值

四、未來展望 建立承載量估算公式



承載量估算公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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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脆弱加權指數 (E)表
活動類
型

環境類型

海域浮潛
(1)

海域潛水
(2)

潮間帶觀
察(3)

非動力船
(4)

游泳
(5)

衝浪
(6)

動力船
(7)

賞鯨
(8)

珊瑚礁 (A)
A1

( 0.72-0.74)
A2

(0.76-0.78)
A3

(0.70-0.72)
A4

(0.78-0.8)
A5

(0.74-0.76)
A6
( - )

A7
( - )

A8
( - )

島礁 (B)
B1

(0.82-0.84)
B2

(0.86-0.88)
B3

(0.8-0.82)
B4

(0.88-0.90)
B5

(0.84-0.86)
B6
( - )

B7
(0.86-0.88)

B8
(0.86-0.88)

濕地 (C)
C1

(0.83-0.86)
C2
( - )

C3
(0.80-0.83)

C4
(0.86-0.88)

C5
(0.88-0.90)

C6
( - )

C7
(0.83-0.86)

C8
( - )

沙灘 (D) 
D1

(0.92-0.94)
D2

(0.94-0.96)
D3

(0.90-0.92)
D4

(0.98-1.00)
D5

(0.92-0.94)
D6

(0.96-0.98)
D7

(0.94-0.96)
D8
( - )

水域活動項目 理想值(低密度) 中間值(中密度) 上限值(高密度)

海域浮潛 15 人/公頃 30 人/公頃 90 人/公頃

海域潛水 5 人/公頃 10 人/公頃 20 人/公頃

海域非動力船 5 船/公頃 9 船/公頃 17 船/公頃

潮間帶觀察 5 人/公頃 12 人/公頃 49 人/公頃

環境教育活動 15 人/公頃 20 人/公頃 30 人/公頃

海域游泳 20人/公頃 50人/公頃 200人/公頃

海域衝浪 15 人/公頃 22 人/公頃 40 人/公頃

海域動力船 2.5船/公頃 4.5船/公頃 8.5船/公頃

賞鯨 3 船/公頃

濱海及水域遊憩活動承載量估算建議數值表

棲地概況 棲地經營管理加權指數

優 1.25 ~ 1.35

良 1.15 ~ 1.25

平 1.00 ~ 1.15

差 0.85 ~ 1.00

劣 0.75 ~ 0.85

棲地經營管理加權指數(M)

Cm：加權後的遊憩承載量(人/日)
C ：遊憩景點單位面積(公頃)×遊憩活動之容許密度(人/公頃)×周轉率(次/日)
E ：環境脆弱加權指數
M ：棲地經營管理加權指數

Cm = C × E ×M

四、未來展望 承載量估算公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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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量之標準答案?

海洋遊憩日益蓬勃 生態保護刻不容緩

預警性管理
納入環境類型、棲地概況等
因子

權益關係人協同管理

Step 1.

透過平台會議凝聚共識

Step 2.

長期監測

Step 5.

設定承載量與監測指標

Step 4

針對關鍵議題研擬管理措施

Step 3.

Yes
監測數值為可
接受之標準

No

調整管理措施
(遊憩影響回到可接受範圍)

Step 6.

踏出第一步
設定承載量與監測指標

四、未來展望 承載量的魔術數字



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
理指引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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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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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生態

• 海洋遊憩

雙贏

拉扯

四、未來展望 共勉



—請多指教—

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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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暨花東地區海域遊憩活動永續管理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