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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建設促進公共利益欲達成之目標 

蟹蟹尼專業團隊將為本案打造優質之智慧水產養殖區，將促進

公共利益帶動地方繁 榮並以達成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為前題 「永續發展目標

的在地化」。融合本案所在區域事物、百姓、學校、政府機關、研究

機 構和組織，共同致力多重目標，促進經濟繁榮、保護環境生態資

源，解決教育、衛生、 社會保護和就業機會的社會需求，遏制氣候

變化和保護環境之目標。  

本案興建營運能有效提升水產養殖之單位，面積產量並永續環

境經營觀念，結合各項資源為我國的戰略性水產計畫生產基地，以

紓解國內蝦、蟹等水產品自產品不足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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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間參與效益 

第一節 整體配置計畫 

基地臨臺 61 線快速道路，基地已經整地並已建立完善的基盤

設施。為求降低開發成本，應 儘可能在區內達成土方挖填平衡，擬

規劃以半設施化水道式養殖為主，詳細說明如下表。有關養殖專區

所需之公用設施，包括管理室、水循環所需水池等，管理室集中留

設於第 1 期（約 2,000m2）供辦公室、教室、配電室、資材室、值

班室（2-3 人）使用；另外，水循環 系統除利用現有滯洪池與大排

調節水體鹽度外，配合分期分區規劃，設置 3處水池（共約 10,000 

m3），以水面面積寬闊為考量，水池深度 1 公尺。 

圖 2-1 本案基地現況空拍圖 



3 
 

圖 2-2 本案興建營運示意圖 

 

第二節 以智慧水產養殖區作為水產養殖國家隊培訓基地 

本團隊倘順利申請興辦，將發展成為全臺最大甲殼類養殖專

區，藉由養殖專區探索與在 地佃租戶之契作模式，帶動地方就業保

障其工作權，並以專區打造合作漁場，鼓勵青農迴游，扭轉地方養

殖就業人口結構。同時，精準投入甲殼類水產品市場，打入國際供

應鏈，提升 水產品產值，以打造水產養殖國家隊為目標，為下世代

養殖漁業厚植產業轉型升級的基礎， 再創兆元產業新榮景。 

 

第三節 產銷中心結合觀光遊憩及推廣食(魚)教育使命 

一、七股是世界級生態與人文觀光遊憩聚落，產銷中心結合觀光遊

憩發揮功能本案基地緊臨七股生態廊道聚落，推廣在地環境養

殖漁業產品，是生態人文產銷的好聚點。 

（一）黑面琵鷺保護區。國際級的珍稀保育鳥類黑面琵鷺，是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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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為引人的候鳥。每年 9月底，黑面琵鷺會從北方陸續來

到，渡過一個冬季，3 月黑面琵鷺會再陸續飛離溪口返 回北

方，一年間即有近半年的活動時間。  

（二）七股潟湖。目前台灣最大的潟湖，附近的紅樹林與水產生態

相當豐富多元，也是熱門 的賞鳥景點，每年都會有黑面琵鷺

在此過冬。 

（三）觀海樓。位於七股潟湖的中心是一座三層樓高的瞭望台，可

觀賞到七股的潟湖美景， 登高可遠眺潟湖全景，湖內蚵架片

片及特殊的淺海養殖景觀。  

（四）七股紅樹林保護區。蘊藏大量的礦物質和有機物，是彈塗

魚、招潮蟹的天堂，國寶級的紅樹林，是台南沿海地區的鮮

明特色。  

（五）七股頂頭額沙洲。從「台南秘境」躍升七股熱門景點，荒漠

場景在台灣實在獨特，有「台版薩哈拉沙漠」美譽，精緻與

優雅的沙丘線條與日本鳥取砂丘不相上下。 

（六）七股鹽山。約六層樓高的皚皚鹽峰聳立於七股，蔚為奇觀，

是臺鹽公司融合傳統與創新，揉捻鹽業史、文化創意、產業

與健康理念，展現鹽業發展獨樹一幟的鹽主題觀光園區。  

（七）彩色鹽田。台南七股廢棄的國小後方藏了一處秘境，壯觀的

景象彷彿是登陸火星般奇幻，一圈一圈的凹坑與鮮豔的紅褐

色是大自然的作品，經海水引進蒸發，且天氣久旱 不雨，再

加上鹽田土壤中的礦物質、藻類氧化與高鹽度的地質狀況等

等，讓這片荒蕪 之地化為一塊夢幻的美麗畫布。 

二、食魚（農）教育我們的使命 

食魚教育內涵  

    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除了公共

建設促進公共利 益外，更以發展國內永續食魚教育，肩負發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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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教育」使命。  

    食魚概念的「資源、產地、漁法、食材、公平」五個向度，針

對食魚教育的五個面向「漁業與生態」、「漁業與生產」、「漁業與生

活」、「營養與健康風險」、「永續 漁業」，利用本案基地內設施及各

項軟、硬體資源，定期與不定期舉辦講座、活動、體驗，包含認識

與關心環境、養成消費在地魚產品的習慣、支持在地漁業、維護消

費者健康、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有效漁業管理及永續利用海洋資

源目標，且支持「責任漁業」，如：友善漁業產品標章或產銷履歷、

漁業改善計畫（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FIP）等，讓在地

或觀光遊憩民眾瞭解水產養殖與永續發展目標。 

 

（一）食魚(農)體驗  

展售中心及教育場域，協助並提供民眾食魚(農)教育親手

做，包含社區參與、體驗農業生產及食物烹飪、生態體驗，培養

學習者簡單的耕食技能，透過體驗的過程，觀察及認識生 態環

境，提升民眾對土地情感、瞭解環境與漁業的關聯及重要性之股

份魚鄉精神。 

（二）社區產業(含農村及在地經濟) 

本案旨在提升社區產業在地經濟，配合七股地區生態與自然

資源，倡議實現社會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理想，兼顧生態保育與社

區產業，帶動社區的特色（魚）農產品、支持在地小漁小農之希

望廣場市集、融入環境教育的思維，幫助漁（農）村自給自足，

發展在地經濟。 

（三）全球環境變遷調適(糧食安全)  

提供給民眾反思的議題，例如臺灣漁（農）業面臨問題、因

應環境變遷 (包含氣候變遷，以及土壤、水資源等自然資源的變

遷)之生產調適、安全糧食供給、生產永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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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最直接的就是地產地消，縮減食物里程、減少碳足

跡，促進在地漁產品消費。  

（五）飲食文化  

教育民眾明白在地食物的文化價值，進而維護在地的飲食文

化，包含了食物的重要飲食特色、節慶食物、飲食行為。 

（六）均衡飲食(正確的飲食知識)  

食魚（農）教育中，認識營養素與需求、健康飲食原則、餐

點製作及食物組合，搭配 綠色烹調強調低碳、簡單且健康的烹調

方式等，將食物對於人類的健康發揮到最大價值。 

（七）友善環境  

讓消費者消費行為安全、健康取向的需求，友善土地的養殖

方式，提供安全的漁產 品，保育生物多樣性，促進環境自然的循

環與永續發展，人、環境、動植物共存共榮。透過管理服務及產

銷展售中心關懷在地友善小漁小農、建立產消互信，直接向本案

養殖區或輔導青農購買，回復從前人與人的情感，不僅只是商品

與價格上的互動。 

 （八）食品安全  

產銷展售中心提供民眾選購在本案友善安全環境中養殖的產

品。本案在推廣食魚教育中，應用展售中心及教育場域，結合生

態環境、觀光遊憩並配合地方節慶協助食魚(農)教育多元面向，

教育般民眾不僅在個人、社區及環境中達到正向循環，亦可達到

促進國人健康、提升飲食安全和糧食自給率、提升福祉及漁村再

生、推動友善漁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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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場可行性 

第一節 以契作模式推動區域產業發展 

因應在地漁民工作權，以及扭轉養殖從業者年齡結構，本案將

依養殖模式分別針對區外 在地漁民和區內養殖青農推動二種契作模

式。針對有僱用員工需求時將優先聘用有意願 就業原屯墾戶在本案

就職。  

一、區外在地漁民契作模式  

結合區外在地漁民契作模式，由蟹蟹尼公司提供蟹苗、養殖技

術輔導，進行中間階段育成，育成後再由蟹蟹尼公司全數收購進行

育肥。 

(一)技術移轉  

近年受到極端氣候及環境汙染等因素影響，水產養殖漁業也遭

受考驗，蟹類生產量 逐年減少，已不足以供應國內需求，需仰賴進

口才得以滿足消費市場，且傳統透過野生 捕撈方式，混雜不同種蟹

苗，來源極不穩定。  

爰此，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近年致力於蟹苗人工繁殖技

術，透過系統控制從種蟹繁殖到稚蟹養成，逐步發展商業化模式。

未來蟹蟹尼公司先向水試所技轉蟹苗育苗技術，完成市場化開發

後，確保正常穩定供應蟹苗。  

(二)漁民契作  

傳統養殖方式因其野捕蟹苗、放養、混養、餌料投餵、捕撈等

養殖過程，易造成體型參差、蟹體斷損、低育成率等問題，以致收

益無法預估，影響漁民生計。  

鼓勵在地漁民與蟹蟹尼公司以契作方式投入螃蟹養殖，由蟹蟹

尼公司提供稚蟹給予 在地漁民進行階段性中間育成養殖，以室外魚

塭飼養方式，蟹蟹尼公司提供混養種類、土質、水質、防逃設施等

技術輔導，提高漁民養殖育成率，每隻養成達 300g 後，再由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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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公司全部收購，以降低漁民養殖風險，保障漁民收益。  

(三)育肥銷售  

向漁民收購回的螃蟹進行蟹盒育肥，育肥至 500g後，由蟹蟹尼

公司再銷往通路。以蟹盒育成方式可調節供貨數量及穩定品質，確

保每隻體型一致、完整符合上市規格，達到穩定量化供貨，降低市

場供需波動影響銷售價格之風險，提高整體養殖收益。 

二、區內青農迴游契作模式  

於第 1-2 期的開發，導入區內養殖青農契作模式，由蟹蟹尼公

司提供技術培育、設施化 養殖輔導，由養殖青農進行育肥養成，育

肥後再由蟹蟹尼公司全數收購進行銷售。 

(一)技術養成  

鼓勵回鄉青年投入螃蟹養殖作業，蟹蟹尼公司提供專業技術指

導、設施化養殖設備、銷售通路，確保養殖青農技術養成與養殖收

益。  

回鄉青年必須先進行為期 6個月的專業技術養成，學成後由該

回鄉青年籌組團隊（公司），1公頃的養殖面積大約需 7~8 人的團

隊，成員中必須至少包含一位在地漁民、養殖青年（養殖相關科系

畢業青年），來帶動地方就業與青年就業。 

(二)模組養殖  

蟹蟹尼公司以養殖專區承租模式，專區由蟹蟹尼投資建設，包

括設施化養殖池、水 循環系統，以及相關必要的公共設施等。以每

單位 1 公頃模組化進行承租，回鄉青 年向蟹蟹尼公司承租廠房、設

備，統一購苗、取水、採購飼料，生產的基本要素訂定優惠的費

率。  

養殖專區得與青農以更優惠的租金簽訂廠房、設備的租賃契

約；回鄉青年團隊之薪 資報酬採保底抽成制，保障基本底薪，依其

育成成果提供獎勵抽成，激發正面積極的態 度來進行養殖作業，提



9 
 

升青農投入養殖漁業之誘因。  

(三)教育訓練  

於初期進行技術培育，正式投產後，養殖青農仍須參與定期教

育訓練，進行專業技術提升與輔導，以確保維持穩定育成與收益，

以高效率養殖、高品質產出，提升養殖漁業產值，永續發展養殖漁

業。  

(四)育肥銷售  

養殖單元模組專區全權交由養殖青農負責，由蟹蟹尼公司收購

稚蟹，交由青農育肥養成，提高養殖單位產值，育肥達 500g 後，再

由蟹蟹尼公司買回，回到市場行銷通路，以確保青農養殖收益，提

升合作之可行性。 

 

第二節 產品國內外市場行銷優勢 

本案參與團隊之君翰有限公司為來自新加坡「珍寶餐飲集團」

所屬創投、管理、流 通、行銷、營運專業體，珍寶企業版圖擴及台

灣、新加坡、中國、日本、泰國等，擁有 20 多家餐館，餐飲品牌包

含珍寶海鮮、黃亞細肉骨茶、醉宇軒經 典潮膳、醉花林品潮 軒、

潮亭、新加坡海鮮共和，其中「珍寶海鮮」於 2017 年 12 月登臺。

臺北信義店登臺滿一年業績破億，臺中中港店開幕後短短三個月

內，來客人數已突破 1.4 萬人，表現不俗。「珍寶海鮮」以海鮮料理

聞名，全球每日可賣出 3,000 公斤之水產品量，其中又以螃蟹 料理

為招牌餐點。 

未來智慧水產養殖區以甲殼類為最主要生產之水產品，提供珍

寶餐飲集團使用，水 產品可供給整個東亞地區之珍寶餐廳，進而打

開海外市場，提升臺灣水產品之競爭力。另透過本案團隊生產模式

與流程，確保從產地到餐桌，均有嚴格品質控管，加上跨國餐  

飲集團企業銷售模式導入，提升水產品價值，降低投資風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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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獲利。穩定產銷通路，提振地方產業競爭力，本案除提升養殖

技術、陪養青農團隊，透過專業營銷團隊與保證收購，可確保產、

銷進入高端市場，提高營收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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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術可行性 

一、 養殖智慧化創造符合「E－環境 Environment」、「S－社會 

Social」、「G－公司治理 Governance」,ESG 永續智慧科技養殖精神  

  南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導入智慧科技養殖，期盼

創造七股在地漁產符 合 ESG 永續精神。  

（一）經濟層面：創造台南七股在地漁村再生，提高農地價值與漁

民倍增收入。  

（二）教育層面：培養在地民眾與學生養殖技術，導入 ESG 永續理

念。  

（三）社會層面：智慧科技養殖技術傳承，讓七股青農返鄉，共同

打造無毒幸福快樂漁村。  

（四）環境層面：採用室內 SPF 無毒養殖環境，堅持無抗生素無農

藥防疫型環境。  

（五）減碳層面：養殖結合綠電共生，大量減少碳排放量。  

（六）健康層面：孵育七股在地無毒魚蝦蟹食材，建立透明生產履

歷，提供民眾營養健康食 魚生活。 

二、養殖系統與設備智慧科技化  

（一）運用智慧科技化設備：  

本案養殖場域使用智慧科技設備，進行各項養殖參數收集，搭

配綠電太陽能達成節能減碳的目的。  

（二）智慧科技化軟體搭配硬體：  

除了智慧科技化硬體設備外，結合軟體服務，利用終端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行動電話皆能即時搜整養殖相關

資訊。全盤掌握養殖即時狀況、監測自動化感測控制內容、數

據模擬模型、溯源與履歷資訊。  

（三）智慧水產養殖整合 IoT 技術：  

運用本案養殖場域感測元件，以無線傳輸數據進入雲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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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太陽綠能科技進行數據整合，配合智慧自動控制系統，運

用養殖專業技術，達成智慧水產養殖 4.0 目標。  

（四）智慧養殖雲：  

利用智慧科技設備紀錄養殖行為，申連 AIoT 搜集大數據，模

擬訓練回饋，讓本案養殖變得更具智慧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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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可行性與土地取得 

本案基地為臺南市所有，原於 1998 年由前臺南縣政府提供予臺

南大學作為設校用地，至今因相關因素多次調整計畫內容，遲未完

成開發。經該校 2017 年校務會議決議無遷校之需求，擬籌組「土地

歸還小組」與臺南市政府研商七股校區土地歸還事宜。  

行政院核定中止七股校區設置計畫案後由臺南市政府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1 條規定報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廢止原開

發許可，續依同規定第 21-1 條恢復開 發許可前原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即一般農業區之養殖用地。 

臺南市政府取得本基地管理權後為市有財產,開發模式以「公開

招標設定地上權」與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OT」進行。 

本案養殖專區內之相關設施種類，應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針對水產養殖設施之申請基準或條件進行

規劃。 

本案開發行為需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出流管制計畫作業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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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環境影響 

本案基地屬原「國立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審查範圍之部分，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文號環署綜字第 0920004488 號公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

條就「國立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

結論為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

理： 

(一)西濱快速道路以西校區，應維持現有土地利用方式，不得開發

使用。 

(二)應訂定生態環境維護計畫，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據以執行，以

確保黑面琵鷺重要棲息地及覓食環境不被破壞。 

(三)應依綠建築指標規劃校園。 

(四)施工期間基地裸露面積不得超過二公頃。 

(五)本計畫如經許可，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七條第三項規定，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 

(六)應於施工前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審查結論，訂定施工環境

保護執行計畫並記載執行 

(七)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如委託施工，應納入委託之工程契約

書。該計畫或契約書，開發單位於施工前應送本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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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開發面積約 120公頃校園開發案，經內政部營建署 93年 11

月 25日台內營 0930087546 號函核發開發許可。 

1.本案開發面積雖約 27公頃，且包含於原七股校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評估範圍之東校區，即對環境較無影響之開發範圍內，對於本案

開發對於環境影響衝擊較原開發案更形緩和， 按現行法令，本案

開發面積達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惟前述「國立台南師範學

院七股校區開發計畫」已完成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且已完成

本案共地內垃圾處理場工程、污水處理廠工程、機電中心及自來

水塔工程、生態滯洪池北岸景觀工程（臨本案開發區）、弱電設備

工程等。本案因開發單位及開發行為與前述開發計畫不同，依法

令規定倘無「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排外項目或臺南市特定行政條款，應進行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提送審查。 

2.本案申請若通過進行開發行為，就對環境影響應按原「國立台南

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注意事項 

(1) 開發營運以不影響西濱快速道路台 17 線與台 61 線以西範圍。 

(2) 應訂定生態環境維護計畫，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據以執行，確保黑

面琵鷺重要棲息地及覓食環境不被破壞。 

(3) 依綠建築指標規劃養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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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發施工期間基地裸露面積不超過二公頃避免揚塵及破壞地表植

被。 

(5) 基地公共空間綠美化規劃 

(6) 防洪排水及滯洪池之維護管理 

防洪排水 

依基地北側 173 縣道側溝頂高程與曾文溪防汛道路側感潮溝底高程

為基準，配合既有地勢，考慮地下水位以及土壤沉陷等地質特徵，

原七股校區規劃東西向以西濱快速道路分水嶺向東西兩端緩降(本基

地屬原開發東側)，南北向由北面 173 縣道向南緩降，現地坡度為 

3/1000 至 2/1000，使地表逕流向南流向感潮溝。 

基地滯洪沉砂池 

為調節因基地開發所造成之逕流增加量，避免超過下游排水路負

荷，開發中先設置臨時性滯洪及攔砂設施，以降低開發期間洪峰流

量及減低土砂流出量；開發完成後填平臨時性滯洪及攔砂設施，避

免開發造成對環境造成影響。 

現有滯洪池 

開發中及營運期間負責維護管理，編列專人專責負責滯洪池及周邊

綠帶(包含草皮、灌木及喬木)維護(澆水、施肥、修剪、病蟲害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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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皮修剪期程原則汛期(每年 5 月~11 月)每月 1 次，非汛期每 2 

月 1 次。 

基地南側之排水渠道為保留原感潮生態特徵，擬依地形變化加強護

坡及植生綠化，提供為基地之隔離緩衝設施，兼具民眾親水、休憩

之功能。 

(7) 應於施工前依環境影響訂定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 

 

  



18 
 

第七章 財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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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聽會意見回復說明 

臺南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

評估報告書公聽會意見回覆說明 

柒、出席意見 

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一、專家學者-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系 賴弘智教授 

(一)近年來推廣水產產業升級過程遇到最

大問題是年輕人較無意願返鄉傳承，或

返鄉後因天候或技術問題導致虧損而

退出，可見企業化經營及搭配室內養殖來

減少天候影響以提高成功率，甚至以類似

歐美所謂工程師來定位養殖者則更可

將水產養殖導向專業及穩定經營。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案擬為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案興建基地，推動設施化養殖，提升單位產

量、產值，突破天候、水源、水質、病害、人口老

化、研發量不足，結合科學化與產官學合作

併進，並與在地佃租戶、迴游青農進行契作

帶動地方就業，同時鋪建終端水產品消 

費市場之通路，打下臺灣養殖漁業轉型基礎。 

本 項 於 原

評 估 報 告

書 中 即有納

入。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4 

(二)本案用地完整，且有不錯的立地條件； 

若有企業願意投資營運以促進在地發

展，並將青年技術提升至工程師等級， 

並將水產養殖以產業化概念經營，則可望

呈為我國的標竿。本人十分佩服市府之遠

見及推動產業發展之努力，而樂見其

成。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1. 本案智慧水產養殖區約達 27 公頃，總投資 

金額初估約 33 億元，可望提升臺南市總體經

濟發展。 

2. 藉以驅動臺南在地養殖產業轉型再升級。

將水產養殖以產業化概念經營，創造在地

就業機會，鼓勵青農返鄉共創共榮，穩固

地方漁民之工作權。希冀藉由本案振興臺

南沿海地區，引領科技走入傳統養殖，協

助漁民聰明管理，智慧帶動地方創生青年

技術提升水產養殖從業人員至工程師等級 

為目標。 

本 項 於 原

評 估 報 告

書 中 即有納

入。就 賴

教 授 意 見

增修內容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6 

(三)後續若營運廠商可取得國際認證，則將

能讓我國水產品打入更多連鎖通路體

系；在輔以環境永續之觀念，結合產官學

資源，則可望使本案場成為我國的戰略性

水產計畫生產基地，以紓解國內蝦、

蟹等水產品自產品不足而需大量仰賴進口

之情況。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1. 蟹蟹尼專業團隊將為本案打造優質之智慧

水產養殖區，促進公共利益帶動地方繁榮

並以達成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為前題 

2. 「永續發展目標的在地化」。融合本案所在區

域事物、百姓、學校、政府機關、研究機構和組

織，共同致力多重目標，促進經濟繁榮、保

護環境生態資源，解決教育、衛生、社會保

護和就業機會的社會需求， 遏制氣候變化

和保護環境之目標。 

3. 本案興建營運能有效提升水產養殖之單位 

本 項 於 原

評 估 報 告

書 中 即有納

入。就 賴

教 授 意 見

增修內容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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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面積產量並永續環境經營觀念，結合各項

資源為我國的戰略性水產計畫生產基地， 

以紓解國內蝦、蟹等水產品自產品不足之

情況。 

4.本團隊倘順利申請興辦，將發展本案成為

全臺最大甲殼類養殖專區，藉由養殖專區

探索與在 地佃租戶之契作模式，帶動地方就

業保障其工作權，並以專區打造合作漁場，

鼓勵青農迴游，扭轉地方養殖就業人口結

構。同時，精準投入甲殼類水產品市場，打

入國際供應鏈，提升水產品產值，以打造水產養

殖國家隊為目標，為下世代養殖漁業厚植

產業轉型升級的基礎，再創兆 

元產業新榮景。 

 

二、七股區公所主任秘書 劉志琮 

(一)里民想了解本案場是否可保留部份公

共空間供里民活動使用以回饋在地。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下圖 F 區面積約 2 公頃，因鄰近聚落規劃為公

共開放空間。開發初期以綠美化空間呈現， 供聚落

百姓及遊客休憩。本案完成第一期與第二期

建置並有充分盈餘，將視地方需求得協助開

發建置為社區活動中心回饋鄰里聚落。 

 

本 項 於 原

評 估 報 告

書 中 即有納

入。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15 

(二)本案雖有提及地方創生，性目前在地養殖

青年幾乎都是單打獨鬥，且魚塭亦各自散

布，想了解是否可與本案作適度結合，或

是進行教育訓練的連結等。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因應在地漁民工作權，以及扭轉養殖從業者

年齡結構，本案將依養殖模式分別針對區外

在地漁民和區內養殖青農推動二種契作

模式。 

本 項 於 原

評 估 報 告

書 中 即有納

入。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30-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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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1.區外在地漁民契作模式結合區外在地漁

民契作模式，由蟹蟹尼公司提供蟹苗、

養殖技術輔導，進行中間階段育成，育成後

再由蟹蟹尼公司全數收購進行育肥。 

(1) 技術移轉 

透過系統控制從種蟹繁殖到稚蟹養成，逐

步發展商業化模式。 

(2) 漁民契作 

鼓勵在地漁民與蟹蟹尼公司以契作方式投

入養殖，由蟹蟹尼公司提供稚蟹給予在地

漁民進行階段性中間育成養殖，達特定重

量大小後，再由蟹蟹尼公司全部收購，以降低

漁民養殖風險，保障漁民收益。 

(3) 育肥銷售 

向漁民收購回的螃蟹進行蟹盒育肥，育肥

至特定重量大小後，由蟹蟹尼公司再銷往

通路。 

2.區內青農迴游契作模式 

規劃於本案第 1-2 期的開發，導入區內養殖

青農契作模式，由蟹蟹尼公司提供技術培

育、設施化養殖輔導，由養殖青農進行育肥養

成，育肥後再由蟹蟹尼公司全數收購進行

銷售。 

(1) 技術養成 

鼓勵回鄉青年投入螃蟹養殖作業，蟹蟹尼

公司提供專業技術指導、設施化養殖設備、

銷售通路，確保養殖青農技術養成與養殖

收益。 

(2) 模組養殖 

蟹蟹尼公司以養殖專區承租模式，專區由

蟹蟹尼投資建設，包括設施化養殖池、水循環

系統，以及相關必要的公共設施等。以每單位 

1 公頃模組化進行承租，回鄉青年向蟹蟹尼

公司承租廠房、設備，統一購苗、取水、採購

飼料，生產的基本要素訂定優惠的費率。養

殖專區得與青農以更優惠的租金 

簽訂廠房、設備的租賃契約；回鄉青年團隊 

 



22 
 

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之薪資報酬採保底抽成制，保障基本底薪， 依

其育成成果提供獎勵抽成，激發正面積極的態度

來進行養殖作業，提升青農投入養殖漁業之誘

因。 

(3) 教育訓練 

於初期進行技術培育，正式投產後，養殖青農仍

須參與定期教育訓練，進行專業技術提升與輔

導，以確保維持穩定育成與收益，以高效率養殖、

高品質產出，提升養殖漁業產值，永續發展養

殖漁業。 

(4) 育肥銷售 

養殖單元模組專區全權交由養殖青農負責， 

由蟹蟹尼公司收購稚蟹，交由青農育肥養

成，提高養殖單位產值，育肥達特定重量大

小後，再由蟹蟹尼公司買回，回到市場行銷

通路，以確保青農養殖收益，提升合作之可

行性。 

 

三、主委郭國文服務處副執行長 葉孟嘉 

(一)本案場規劃之 2 公頃公共開放空間，若其

靠近南側保留地，則建議可導入生態教育

功能，如搭配七股的候觀景設施， 使民眾

前來現場體驗了解親溼地環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1. 葉副執行長所指為 E 區面積約 11.57 公頃之

區域，因本案原公告規劃為機關委託開發

廠商管理維護區域，就保留既有木棧道休

憩、景觀、水域空間、沉沙池、護堤等設施

進行清理、清淤與維護作業。 
 

 

2. 該區保留地倘導入生態教育功能如搭配七

股的候鳥觀景設施，使民眾前來現場體驗

了解親溼地環境需求，需經機關評估決定 

本 項 於 評

估 報 告 書

中增修。 

參評估報告                

書 P.15 

 



23 
 

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二)近年魚電共生歷經風風雨雨，本案場為

溼地保護區，委員擔憂本案場招商後是否

可吸引有心投入養殖漁業之業者打造

專用研究基地及進行養殖以提升在地

技術及帶動產業與地方發展，或遭以光

電為其目標之業者濫用本案，請農業局

及顧問公司多作思考以推出合適之 

招商規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案將延續研究成果建設甲殼類養殖專區， 

進行市場化、規模化測試。同時，藉由養殖專區探

索與在地佃租戶之契作模式，帶動地方就業

保障其工作權；也藉由專區打造合作漁場，鼓

勵青農迴游，扭轉地方養殖就業人口結構為主要

開發重點，並非以光電為其目標。 

本項於原

評估報告

書中即有納

入。參評

估報告                     

書 P.2 

(三)本案場原有之屯墾戶過往係為配合台

南大學發展而離開，未來本案進駐企業若

有僱用員工之需求，則建議應優先聘用屯

懇戶。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1. 因應在地漁民工作權，以及扭轉養殖從業

者年齡結構，本案將依養殖模式分別針對

區外在地漁民和區內養殖青農推動二種契

作模式。 

2. 針對有僱用員工需求時將優先聘用有意願

就業原屯墾戶在本案就職。 

本項於原

評估報告

書中即有納

入。就葉

副執行長

意見增修

內容 

參 評 估 報

告 書 P.30 

(四)保留區是否要納入教育空間應有通盤

規劃，而非僅將產銷中心限於 2 公頃之範

圍內。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1. 本案規劃如下圖 C 區面積約 2 公頃，規劃為

管理服務及產銷展售中心，於 A 區完成開發

完成進行試營運後隨即進行，作為本案管

理服務及未來產品銷售展示中心用途 

，並肩負公益性及地方性需求使用，利用

現有建築物可進駐水產檢驗中心，另規劃

教育場域與類似希望廣場市集供周鄰農 

漁民做為展售平台使用。 

 

2. D 區面積約 0.5 公頃，規劃為污染防治中

心，沿用既有污水處理廠設施，作為本

案污水處理排放用途及 E 區面積約 11.57 

本項於原

評估報告

書中即有納

入。就葉

副執行長

意見增修

內容 

參評估報

告                     

書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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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公頃，本案公告規劃為機關委託廠商管理

維護區域，就保留既有木棧道休憩、景觀、水

域空間、沉沙池、護堤等設施進行清理、清淤

與維護作業。皆有其特殊用途無法改變

外，開發區域內僅剩 A、B、F 三區。 

3.A、B 兩區皆為本開發案重要之養殖培育區域 

(1) A 區面積約 4.5 公頃，規劃為本案開發第一

期區域，設施化養殖面積約 12,960m²， 以「全

設施化養殖，以蟹盒育肥為主」之養殖模式，由

「本團隊直營契作外螃蟹」之模式經營。 

(2) B 區面積約 18 公頃，規劃為本案開發第 二

期區域，設施化養殖面積約 57,840m²， 同

樣以「全設施化養殖，以蟹盒育肥為主」之

養殖模式，由輔導「青農契作」之模式經營。 

4.F 區面積約 2 公頃，因鄰近聚落規劃為公共開

放空間。開發初期以綠美化空間呈現，供聚落百

姓及遊客休憩。本案完成第一期與第二期

建置並有充分盈餘，將視地方需求得協助

開發建置為社區活動中心回饋鄰里聚落或

有教育空間需求可納入未來開發之 

通盤規劃。 

 

四、臺南市議員 蔡蘇秋金 

(一)本案場土地已閒置許久,沒有活化不是 

辦法,希望農業局能好好規劃,針對權

責主導者課予必要之責任與義務。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辦理。 

 

(二)隨著 61 線快速道路之啟用及跨曾文溪橋

工程也即將完工，本案場周邊交通更加便

利；然用地上有留下養殖區，則應 

進行有效利用。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辦理。 

(三)本案對於地方產業之帶格外重要，比方

可考慮善用七股漁產美食之知名度以

打造美食區，讓過往極富盛名但已休市之

七股海產街於本案場重生而再現榮 

景。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需配合機關規劃，倘機關確認納入此需求並

於使用地目變更合法前提下，配合重新打造

結合地方特色美食區榮景。 



25 
 

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五、臺南市七股區三股里里長 黃仙立 

(一)東校區近 40 公頃之土地已閒置多年， 

多年來政府亦持續與地方洽談空間活

化方式，本人認為將其作為觀光溼地或地

方創生基地及環境教育場所等，皆為 

未來規劃可考慮之選項。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辦理。 

 

六、蟹蟹尼養殖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於本案場範圍內，及就案場範圍外

之養殖合作升級等各有初步規劃，就串起

產業鏈之上下游分工合作亦有初 

步想法。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發言意見為本公司參與「臺南市臺南大學七

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

運 

案」提案努力達成之目標。 

 

(二)除促進上下游分工合作之外，本公司亦期

望導入教育訓練，以專業知識共享之方式

促進專業經營及產業升級。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發言意見為本公司參與「臺南市臺南大學七

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案」提案努力達成之目標。 

 

(三)就在地漁民於本案場進行販售方面，本公

司則參酌臺北市「希望廣場」之作法， 規劃漁

民皆可前來販售，以活絡在地並 

提供消費者一個不錯的採購市集。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發言意見為本公司參與「臺南市臺南大學七

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案」提案努力達成之目標。 

 

(四)本公司於本案係依法自提開發，從水產產

地到餐桌都有相關規劃，惟就經營餐廳而

言則因涉及使用地目，須於合法前 

提下方能經營。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配合機關規劃確認倘納入此需求應於使用 

地目變更合法前提下重新打造結合地方特色 

美食區榮景。 

 

七、聚得企管顧問公司 

(一)今日公聽會與會貴賓所提出之教育訓

練、在地優先聘僱、漁業為主要事業項 

目等，皆將納入本案招商規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公司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 

納入投資新建營運規劃投標提案內容。 

 

(二)次就太陽光電之經營，其係本案之資源而

非本案之阻礙，若可善用則可能得以 

增進本案財務穩定性。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公司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

納入投資新建營運規劃投標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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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皆有風險，在此提醒提案廠商須進行

必要之風險評估，以管控相關營運及財務

風險。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配合「臺南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產養

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提案，於機關招

商前將完成各項必要之風險評估，據以管控

未來相關營運及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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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說明 

八、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一)本案後續將訂定招商條件並召開招商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說明會，現依促參法民間自提程序辦理 本公司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 

公聽會，目前有蟹蟹尼養殖有限公司投 與其他有意願投資本案之廠商參與投資新 

遞可行性評估報告，然亦觀迎其他有意 建營運規劃投標提案。 

願投資之廠商於後續公告招商階段踴  
躍遞件申請投資。  

(二)今日公聽會所聽取之相關意見，後續將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由顧問公司協助研擬招商條件，將適當 本公司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公告招商事項 

項目納入配比評分考量，俾利選出符合 修正參與本案投資新建營運規劃投標提案 

大家期待之合適廠商。 事項，盼能符合大家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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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 

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協商會議意見執行說明 

伍、出席意見 

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協商會議意見 執行說明 

一、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旨案「臺南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智慧水

產養殖區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基地位

於原「國立台南師範學院七股校區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基地範圍內（原

基地位於七股區新生段 69-3、69-7 地

號等 2筆土地，土地謄本面積約 120公

頃），預計後續規劃 2 期開發作為室內

水產養殖設施，合計開發面積約 22.5

公頃，因本案基地位於地下水管制區，

倘申請開發面積 5 公頃以上者及申請

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依據「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第 17條規定，應實施影響評估。 

1.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意見納入評估報告書 P.67 

2.參與本案投資新建營運規劃投標提案確認為開發商後依 

實際開發及屆時法令規定或協商事項辦理。 

二、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一)有關建議政府協助事項第 1點，仍請申 

請人依循環境相關規定進行後續作業； 

有關第 2點本案單一權責窗口部分，確 

認係以農業局為單一窗口。 

(二)今日協商會議中相關單位之意見，請申 

請人納入並修正可行性評估報告，再由 

農業局審查修正內容確認後進行核定。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意見納入評估報告書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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