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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計畫辦理依據 

四草漁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之堤防內側，約距鹿耳門溪出海

口 600m，屬河口港；本港之船筏原利用堤防岸壁作為繫靠處所，後政府為

船隻靠泊及人員上下安全，77至 85年間於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興建碼頭、道

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並將堤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橋)，船隻進出需由

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海，為本港之特色；目前本港有泊地面積約 3.31

公頃、碼頭長度約 638m，水深約低潮下-0.5m～-1.0m左右，漁業型態主要

於鹿耳門溪海岸從事牡蠣養殖漁業。 

民國 86年 8月 27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依據漁港法公告指

定四草漁港為第三類漁港，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簡稱貴府)；民國 95年 1

月 27日漁港法再次修訂，將臺灣地區漁港類別由四類修改為二類，民國 95

年 6月 6日農委會（農漁字第 0951340666號）公告指定四草漁港為第二類

漁港，主管機關仍為臺南市政府，有關漁港之規劃、建設、經營、管理及

漁港區域之劃定，依法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 

四草漁港規模雖然不大，港內亦以放養牡蠣為主之漁

筏與舢舨，形成具傳統特色、討海生活的特殊人文景觀；

鄰近港區又有四草濕地，擁有良好的紅樹林、潮間帶生

態，不少遊客專程來此欣賞四草夕照；民國 99年，四草

漁港更以「生生不息」主題榮獲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 

由於本港建港迄今已逾 15年，惟尚未依漁港法劃定漁港區域及擬定漁

港計畫，  貴府鑒於本港為十大魅力漁港，且目前港區設施相較簡陋，漁港

設施環境有加強改善必要，爰辦理「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擬訂」(以

下簡稱本計畫)，以因應漁業環境變化與作為四草漁港未來開發建設之依

據，使相關建設順利推動，加速改善漁港設施環境，帶動漁港整體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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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與範圍 

依據本工作服務契約規定，本計畫之工作範圍及項目如下： 

(一)工作範圍(履約標的) 

1.地形測量及地籍套繪。 

2.基本資料蒐集分析。 

3.港區發展方向及設施需求檢討。 

4.漁港計畫規劃。 

5.漁港區域劃定相關文件編纂。 

6.期中及期末報告。 

7.編印成果報告書。 

(二)工作項目 

1.地形測量及地籍套繪 

(1)漁港地形測量 

(2)地籍及權屬調查及套繪 

2.基本資料蒐集分析 

(1)漁業環境資料 

(2)港區設施現況 

(3)相關計畫 

3.港區發展方向及設施需求檢討 

(1)港區發展方向研析 

(2)港區設施規模檢討 

4.漁港計畫規劃 

(1)港區水、陸域範圍 

(2)港區開發目標 

(3)水域分區使用之規劃 

(4)土地分區使用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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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漁港設施之規劃 

(6)運輸系統之規劃 

(7)設施建設計畫 

5.漁港區域劃定相關文件編纂 

(1)劃定之主要理由 

(2)漁港區域說明書 

(3)關係區域調查表 

(4)漁港設施調查表 

(5)漁港主要設施構造圖 

(6)漁港區域平面圖 

(7)縣(市)管轄圖 

(三)工作流程 

依據本工作範圍及工作內容，考量各項工作間之相關互動性，為確

實掌握工作之內容及進度，以確保工作執行成果具體完善，本工作計畫

流程擬定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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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工作計畫流程圖 

計畫開始 

基本資料蒐集研析 地形測量及地籍套繪 

發展及設施需求推估 

範圍及配置規劃 

漁港計畫說明書擬訂 

區域劃定說明書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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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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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漁港背景資料蒐集整理 

一、四草漁港建設概要 

(一)地理位置 

臺南市依山傍海，居臺灣西南部，西臨臺灣海峽，縣市合併後海岸

線長達 77公里，共分 37區，其中臨海者有北門、將軍、七股、安南、

安平及南區等六區。四草漁港屬第二類漁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之鹿耳

門溪南岸堤防內側，距鹿耳門溪出海口約 600m，屬河口港，利用鹿耳

門溪河道出海口；本港大致位於安平漁港與曾文溪口中點，東南距安平

漁港約 5.5公里，距臺南市區僅 10公里，地理位置如圖 2-1所示。 

 

 

 

 

 

 

 

 

 

 

 

 

 

 

 

 

 

 

 

 

 

 

資料來源：底圖 www.google.com.tw 

圖2-1   四草漁港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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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設概要 

臺南市安南區海域靜穩，沿岸有許多魚塭，並有漁民於鹿耳門溪一

帶從事養殖漁業，本港之船筏原利用鹿耳門溪堤防岸壁作為繫靠處所，

船隻靠泊設施相當簡陋，後政府為船隻靠泊及人員上下安全，於 77至

85 年間於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興建碼

頭、道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並

將堤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橋)，船隻進

出需由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

海，漁業型態主要於鹿耳門溪海岸從

事牡蠣養殖漁業，當時泊地面積約3.31

公頃、碼頭約 460m。 

四草漁港因受鹿耳門溪及沿岸漂砂影響，河道水深淺，因此傳統漁

撈漁業沒落，漁民因當地鹿耳門溪出口水質清澈、少污染而轉型放養牡

蠣，生產的蚵仔又肥又美，每年漁獲產值高；本港規模雖然不大，港內

亦以放養牡蠣為主之漁筏與舢舨，然形成具

傳統特色、討海生活的特殊人文景觀；本港

後續興建南面碼頭，並興建機卸式上架設

施，現有碼頭長度約 660m，民國 100年四草

漁港空照圖，如圖 2-2所示。 

鹿耳門為鄭成功登陸臺灣地點，鹿耳門溪口設有「府城天險」石碑；

民國 99年，四草漁港更以「生生不息」主題榮獲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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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2-2   四草漁港空照圖(民國 100年) 
 

二、漁港設施現況及勘查情形 

(一)漁港設施 

四草漁港係於 77至 85年間於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興建碼頭、道路及

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並將堤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橋)，屬河口港，現

有泊地面積約 3.31公頃、碼頭長度約 638m，本港陸域狹小，船隻進出

需由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海，漁業型態主要於鹿耳門溪海岸從事

牡蠣養殖漁業，漁港現況平面圖，如圖 2-3所示。 

四草漁港 
鹿耳門溪 

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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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設施 

(1)港口及航道 

本港係於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興建碼頭、道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

水域，並將堤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橋)，故現有之萬安橋即屬港口。 

本港船隻進出需由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海作業，故鹿耳

門溪出海口與萬安橋間即屬航道水域，由萬安橋距鹿耳門溪出海口

約 600m，此段鹿耳門溪兩岸間之距離約 180m。由於受沿岸漂砂影

響，鹿耳門溪出海口常遭漂砂淤淺。 

(2)外廓設施 

本港屬河口港，並無外廓設施。 

(3)碼頭設施 

本港碼頭位於泊地內側，現有碼頭約 638m，水深約低潮下-0.5m

～-1.0m左右。 

(4)水域設施 

本港泊地位於鹿耳門溪堤防南岸內側水域，面積約 3.44公頃，

水深約低潮下-0.5m～-1.0m左右。 

(5)海岸巡防機關 

本港海岸巡防機關(安檢所)位於泊地西南角，即鄰萬安橋入口

南側碼頭後側。 

2. 公共設施 

本港現有機械式上架設施位於泊地之東北角，北面碼頭及西北面

碼頭後側之漁具倉庫及碼頭上之卸魚機皆屬漁民自行設置。 

(二)漁港現況勘查 

為了解四草漁港基地現況，現場勘查照片彙整如圖 2-4～2-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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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四草漁港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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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四草漁港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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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四草漁港及鹿耳門溪口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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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四草漁港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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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形測量及土地權屬調查 

(一)地形測量 

為瞭解四草漁港及附近區域之現況，本計畫辦理漁港現況之地形水

深測量，以為規劃之依據，施測範圍涵蓋四草漁港之現有水域、鹿耳門

溪附近海岸之地形水深。有關本計畫測量工作及成果，說明如下： 

1. 測量作業 

(1)平面及高程控制依據 

平面控制依據採用二度分帶 TWD97

坐標系統，平面及高程控點採用 G082一等

水準點為依據，以雙頻衛星定位儀(GPS)

引測坐標至測區新設之 B1、B2點控制點，

各點坐標及高程如表 2-1所示。 

測量高程系統採臺灣區一等水準點系

統，其高程系統為平均中潮高程系統。 

(2)驗潮站潮位觀測 

本次測量於四草漁港內碼頭處設一臨時驗潮站(驗潮點高程

+2.51m)，每十分鐘記錄水位高，作為水深潮差之校正，以求得正確

之水深值。 

表2-1 四草漁港測量控制點 

點  名 
二度分帶 TWD97坐標系統 

高  程 備  註 
橫坐標 E(X) 縱坐標 N(Y) 

G082 162621.287 2549985.069 3.618 一等水準點 

B1 159182.748 2547032.180 2.510  

B2 158901.325 2547098.565 4.658  

 

2. 測量日期及成果 

本測量工作於 100年 9月下旬至 100年 10月下旬施測，測量成

果如圖 2-7、圖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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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四草漁港及鹿耳門溪出海口地形水深測量成果圖 

鹿耳門溪 

四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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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四草漁港地形水深測量成果圖 



   

第二章    漁港背景資料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2-12 

(二)土地權屬調查 

四草漁港港區及附近土地權屬，係屬臺南市安南區鹽田段，地籍權

屬分佈如圖 2-9所示。本港土地權屬以市有地為主，現有漁港水域及陸

域(含碼頭及後側土地、道路)主要地號為 1041-6，面積 41,614m
2，現經

管單位為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另泊地西側至萬安橋間屬 649-1地

號土地，經管單位為台南市政府工務局。本港附近土地詳如表 2-2。 

 

 

 

 

 

 

 

 

 

 

 

 

 

 

 

 

 

 

 

圖2-9   四草漁港及附近土地權屬分佈圖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 訂定                                                                                                                                        第二章    漁港背景資料 

2-13 

表2-2 四草漁港及附近土地權屬一覽表 

地號 地目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備 註 

649-1 養 17,730.64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部份位於漁港 

649-2 養 10,399.84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649-4 養 47,413.92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649-5 養 346.03  台南市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 現有港檢站 

649-7 養 30.24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  

649-8 養 3.06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  

721 養 3,975.9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22 旱 2,600.01  私人    

723 養 9,639.7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24 建 620.1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25 養 3,800.63  私人    

726 養 652.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26-1 養 11,351.52  私人    

1041 養 98,772.67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1041-3 養 86,772.37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1041-6 養 41,614.89  台南市 台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漁港區內 

1041-9 養 12,938.38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1041-10 養 10,125.15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1335 林 71,204.1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5-2 林 260.89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6 雜 3,024.6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6-1 雜 1,149.5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6-2 雜 581.4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6-3 雜 484.9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7 堤 514.6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7-2 堤 322.9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7-3 堤 440.4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8 雜 2,791.88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8-1 雜 400.92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8-2 雜 391.88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9 雜 1,588.0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9-1 雜 747.88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9-3 雜 1,466.59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9-4 雜 161.6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39-5 雜 462.7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39-6 雜 385.2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40 原 6,953.8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40-1 原 66.5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40-2 原 6,051.37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42 林 109,573.7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43 原 46,056.01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346   351.4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46-1   319.7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346-2   5.25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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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漁業環境 

(一)漁船筏數量與噸級 

依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既有之資料，統計民國 94～99年四

草漁港之漁船筏數量與船型，分析本港之漁船筏數量變化情形，如表

2-3及表 2-4所示。 

1. 漁船筏數量 

四草漁港目前(99年)之漁船數量共 143艘，其中，漁筏 133艘、

無動力舢舨 1艘、動力舢舨 10艘，顯示本港以沿岸舢筏為主。 

表2-3 四草漁港歷年漁船筏數量統計表(94～99年) 

船型 

年別 
漁筏 無動力舢舨 動力舢舨 合計 

94 132  7 139 

95 189  7 196 

96 189  7 196 

97 135  8 143 

98 139 1 10 150 

99 133 1 10 14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本計畫整理 
單位：艘數 

(二)漁獲量 

四草漁港目前以於鹿耳門溪海岸一帶從事牡蠣淺海養殖漁業為

主，94年漁獲量曾達 1,100噸、產值約 8,900萬元，近年呈減少趨勢，

99年漁獲量僅 45噸、產值約 297萬元。 

表2-4 四草漁港歷年漁獲量與產值統計表(94～99年) 

項目 

年別 
漁獲量(噸) 產值(仟元) 

94 1,100 89,830 

95 983 83,690 

96 785 66,832 

97 775 62,000 

98 44 2,860 

99 45 2,97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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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1.台江國家公園計畫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由行政院於 98年 9月 28日核定，內政部

依國家公園法規定於 98年 10月 15日公告實施全案計畫，成立臺灣

第 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第一個兼具歷史文化、濕地生態、漁鹽產

業等資源特色的國家公園，為我國推動國家公園之新里程碑。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範圍涵蓋海、陸域，計畫總面積 39,310公頃，

陸域範圍面積約 4,905公頃，包括原臺南縣境內七股潟湖（青山漁港

南堤以南、七股潟湖堤防以西）、台 61線預定道路以西之黑面琵鷺保

護區；臺南市境內則包括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海岸防風林、鹿耳門

溪周邊及嘉南大排與鹽水溪所圍塑之公有地區域。海域部分範圍面積

約 34,405五公頃，包含沿海等深線 20公尺區域及漢人先民渡台主要

航道中東吉嶼至鹿耳門段，台江國家公園範圍示意如圖 2-10所示。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

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等 5種分區，略說明如后： 

(1)生態保護區：包含黑面琵鷺保護區及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計 4

處，合計面積約 636公頃。 

(2)特別景觀區：包含網仔寮沙洲區、頂頭額沙洲區、七股重要野鳥

棲地區及濕地景觀區等，計 7處，合計面積約 1,342公頃。 

(3)史蹟保存區：包含南、北竹筏港溪區及四草砲台區，計 3處，合

計面積約 20公頃。 

(4)遊憩區：包含六孔碼頭服務區、南灣碼頭服務區，計 2處，合計

面積約 38公頃。 

(5)一般管制區：包含七股潟湖區、城西保安林區、鹿耳門溪沿岸區、

鹽田生態文化村及三處漁塭區等，計 7處，合計面積 2,870公頃。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 5條：「國家公園計畫實施後，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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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區域內，已核定之開發計畫或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

地使用編定，應協調配合國家公園計畫修訂。……」 

 
資料來源：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圖2-10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示意圖 

四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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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計畫 

1.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臺南市政府，

92年 1月 16日發布實施) 

(1)計畫概要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主要策

略為配合地方意願，政府主動積極推動農地釋出利用，調整農地使

用朝向高附加價值的綠色產業發展；串聯具高潛力價值觀光遊憩資

源，發展安南觀光軸；積極規劃曾文溪沿岸為河濱區域公園；連結

主要幹道系統，強化交通運輸網絡與市區的聯繫；闢建國道八號延

伸路段，銜接科學園區、科技工業區及安平港區；維持西濱公路區

域性快速道路之功能；發展安南大學城生活服務核心；運運開發許

可機制，遴選式當區為引進生活商業服務機能。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臺南市政

府於 92年 1月 16日發布實施，通盤檢討案變更後內容示意圖，如

圖 2-11所示。 

(2)本計畫之關聯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中與本計

畫(四草漁港)有關者為編號五-13之變更，摘列如表 2-2所示，主要

為四草漁港當時已為農委會公告之第三類漁港，原都市計畫劃定為

部分河川區及部分「遊 2」遊樂區，與現況使用不符，又考量未來

可朝休閒漁業發展及日後漁業相關業者之投資開發使用彈性，故予

以變更為「港埠專用區」(面積 9.57公頃)。 

因與四草漁港之區域擬定範圍有直接關聯，本計畫原則上應考

量現行都市計畫之「港埠專用區」範圍；又與港區土地使用計畫與

土地使用管制計畫有關，本計畫於研擬漁港計畫時將整體考量漁港

開發方向與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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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四草漁港內容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計畫書，92.01，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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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計畫書，92.01，臺南市政府 

圖2-11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變更後示意圖 

四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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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案

計畫書(臺南市政府，98年 8月) 

(1)計畫概要 

鹿耳門排水介於曾文溪與鹽水溪之間，行政區域屬於臺南市安

南區及原臺南縣西港鄉，集水面積約 42.2平方公里；排水出口排入

臺灣海峽，幹線長度 5.9 公里。因流域中、下流地勢較為低窪，且

屬感潮區，豪雨時如遇逢漲潮內水不易排水，常造成低漥之農田及

村落積水，而幹線出口亦受漂砂淤積，嚴重影響排水功能。 

經濟部水利署於民國 89年委託水利規劃試驗所完成「鹿耳門排

水系統改善規劃」，本計畫案即為解決排水工程後續用地取得所辦理

之都市計畫變更，將河川治理線範圍內土地變更為適宜分區，以利

後續排水工程之施作，以有效改善本地區之排水功能，減輕淹水災

害，確保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 

98年 9月 7日臺南市政府發布施行「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

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案，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如圖 2-12所示。 

(2)本計畫之關聯 

查 92年 1月 16日臺南市政府發布實施之「變更臺南市主要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已將部分河川區及「遊 2」遊

樂區變更為「港埠專用區」，今參考 98年 8月臺南市政府辦理之「變

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案

變更後內容及示意圖，四草漁港之「港埠專用區」部分變更為「港

埠專用區」(兼供排水使用)(面積 0.49公頃)，本計畫於研擬漁港計畫

時將配合辦理；另研擬漁港區域時，原則上應考量現行都市計畫之

「港埠專用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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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案計畫書，98.08，臺南市政府 

圖2-12 變更後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

案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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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臺南市政府，100

年 4月) 

(1)計畫概要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於 100 年 3

月 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內容包括保護區、道路用

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等之變更，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變更後內容示意圖，如圖 2-13所示。 

(2)本計畫之關聯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中與本計畫

(四草漁港)有關者為編號五-1之變更，摘列如表 2-2所示，主要為四

草漁港內之部分「港(專)2」港埠專用區變更為「機 76」機關用地(面

積 287m
2
)及部分「港(專)2」港埠專用區變更為「機 76」機關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面積 59m
2
)；因與港區土地使用計畫有關，本計畫於研

擬四草漁港之漁港計畫時將配合辦理。 

表2-6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四草漁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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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臺南市政府，100年 4月 

圖2-13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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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計畫 

1.臺南內海文化絲路計畫 

臺南市政府為結合北起南鯤鯓，南至安平漁港，聯繫北門、將軍

及七股、安南、安平濱海五區，乃計畫整合包含台江國家公園、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及台南市所轄區域，藉由海上及內海潟湖與鹽田水

道的串聯，還原及體驗先民利用台灣最古老的海上長廊，並透視航道

中的人文產業、欣賞內海航道美麗曼妙的生態，乃釐訂「臺南內海文

化絲路」計畫。四草漁港位於該計畫由安平運河、安平漁港出海經鹿

耳門溪至鹿耳門天后宮，本港位於鹿耳門溪南側，如圖 2-14 所示，

未來可考慮配合「臺南內海文化絲路」計畫，於港內提供娛樂漁業漁

筏暫靠及上下遊客設施。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圖2-14 「台南內海文化絲路」計畫之安平－四草段計畫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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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漁港發展方向及設施需求推估 

一、漁港發展潛力及限制檢討 

(一)外部環境分析 

臺灣地區漁港大都係先民選擇天然條件較佳地區，逐漸發展形成漁

村聚落，漁村社會則依存漁業活動而興衰，如魚市、製冰、水產加工及

船機維修等產業，漁港常即為當地漁村之代名詞。未來漁港建設將調整

過去以追求生產為目的之目標，漁港除本身設施外，在陸域環境上，與

漁村社會密不可分，在海域環境上，除養殖和捕撈作業外，將更增加休

閒和娛樂漁業之空間。茲參考相關政策與發展方向，整理台灣漁港建設

發展趨勢如下： 

1.整建代替擴建 

目前臺灣地區漁港，在政府持續推動漁港中長期建設計畫，確為

台灣海洋漁撈漁業奠定良好基礎，雖然各縣市因個別獨特之環境略有

不同需求，整體而言，漁港數量及泊地、碼頭、公共設施等服務漁船

之基本需求等皆有顯著之成效。近年來政府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利用

政策，且漁業署正推動之「第三期四年漁港建設計畫（98～101年）」，

除保障漁民及漁船航行與避風停泊安全外，將儘量以經濟維護之方式

替代增建設施，即以整建代替擴建，維護基本設施之應有機能，使漁

港設施用地內之漁港設施能充分發揮功能。 

2.提昇漁港整體環境品質 

過去漁港建設多偏重港灣基本設施，以提供足夠停泊設施、追求

漁業生產為主；近幾年來岸上設施投資雖已逐年增加，並加強港區環

境之綠美化改善，但相對部分漁港因位處偏遠海邊，漁村及港區之生

活品質較為低落，漁港環境與都市、遊憩區相較普遍仍嫌髒亂，不但

影響觀瞻，且衛生環境與居住品質低落，對漁民身心健康產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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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漁港功能日漸多元發展趨勢之下，亦影響遊客參訪之意願與品

質，漁港整體環境之改進已為一般民眾所期盼。因此，未來漁港將積

極加強環境綠美化、親水設施，並改善港區排水、污水等，提昇漁港

整體環境品質。 

3.加強港澳資源之共享與利用 

臺灣四面環海，我國漁港因開發較早，其區位與港址佔天時與地

利，大都條件良好，近年來隨著整體漁業環境之變遷及政府實施減船

措施，台灣地區漁船筏數量呈減少趨勢，致部分漁港泊地顯得利用率

相對較低，過去漁汛期時港內卸魚船隻停泊擁擠之情況，整體而言現

已不多見。隨著海洋活動已成為近年新興遊憩活動及風氣，部分漁港

如淡水第二漁港（淡水漁人碼頭）以其具有良好港澳資源及景觀，加

強港區閒置土地在休閒、遊憩與景觀之利用，成功帶動漁港建設之第

二春。未來在漁港機能多元化利用趨勢下，漁港在優良港澳環境之優

勢與共享利用港澳資源之觀念，可將其港內多餘且不影響漁業正常發

展之水域與陸域，供其他休閒遊憩之專業化海域活動發展建設，節省

投資建設經費，同時可帶動漁港週遭發展與提高漁港利用效益。 

4.漁港工程技術更新應用 

未來漁港兼具休閒遊憩用途，漁港建設將考慮漁港設施與海域周

邊環境相調和，降低工程設施對海域景觀之影響。在構造物設置之工

程技術應用方面，將親水性及景觀性設施導入漁港建設中，延伸民眾

親海視野，提高漁港設施之親水機能；並且將考量應用生態工法，減

少海岸構造物影響海洋生物之棲地環境，或進一步利用生態工法創造

適合海域之環境，達到永續海洋漁業發展與兼顧漁港機能之目的。 

(二) 四草漁港發展面臨課題 

1.四草漁港發展現況 

四草漁港位居鹿耳門溪出海口南岸附近之萬安橋內，由於鹿耳門

溪在出海口水道附近現況有淤淺情形，雖造成舢筏進出海不便，卻也

使水道受外海波浪影響較少，亦使港區泊地極為穩靜，成為附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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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牡蠣漁民舢筏的重要停泊港。由於港區除西面鄰鹿耳門溪側外，

其餘港區皆被魚塭道路圍繞，使得港區陸上公共設施設置不易，漁民

僅能利用碼頭與後側道路間之狹窄空間設置倉庫、堆置蚵架、蚵殼及

進行蚵架綁置整備，極為辛苦；水域雖水深達約-2.0m，惟因受限港

區出口萬安橋的高度及鹿耳門溪水道深度不足，致本港船型乃以中小

型舢舨及漁筏為主要船型，較大舢筏則停泊於安平漁港，此外，港區

部分碼頭因興建年代久遠，目前已有損壞情形，造成港區舢筏停泊船

席不足，僅可採多檔併排因應。 

(1)水域使用現況 

目前四草漁港碼頭長度約為 630m，係作為牡蠣養殖使用舢筏

休息、起卸採收牡蠣停靠使用，並提供少數從事沿岸網具漁撈舢

筏休息使用，惟因部分碼頭損壞，使得港內舢筏乃利用現有垂直

岸壁或碼頭護岸停靠，此外，碼頭因港區東側南、北端各有 1 處

魚塭排水渠道進入，致碼頭分割成三段： 

A.南側碼頭 

南側碼頭起自港口南側附近，西側起自安檢所前之階梯碼

頭，碼頭前側設有浮動碼頭，長度約 9.0m，係作為檢查碼頭；

浮動碼頭東側為垂直岸壁約 43m，由於水面與岸壁頂部之道路高

程相差較大，無法供漁民上下岸，目前由漁民自行搭架上下；垂

直岸壁向東南及東向延伸至南端排水渠道止，碼頭實際長度約

210m，而由漁民自行搭架作為上下岸設施部分約 59m，故現況

使用作為碼頭長度為 269m。南側碼頭由於後側即為道路，受道

路與碼頭間之高低落差影響，碼頭後側可使用之寬度約 9.0m；

檢查碼頭以東之碼頭斷面結構為版樁式碼頭，作為舢筏休息碼

頭，堤線呈 V 字型，其中東段部分因前側版樁冠牆與碼頭面分

離損壞，影響碼頭使用功能，休息碼頭後側之狹窄區域作為蚵架

綁製或竹材堆置的場所；西段碼頭靠近安檢所，目前多為沿岸網

具漁撈舢筏休息停靠使用，南側碼頭現況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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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西側及北側碼頭 

西側及北側碼頭起自港口北側，向東北及東向延伸至北端排

水渠道止，碼頭長度約 289m，本段碼頭堤線呈 Λ字型，碼頭後

側可使用之寬度約 25～28m，作業空間較寬闊，故為本港主要牡

蠣起卸作業碼頭，碼頭上設置多組吊蚵機，運輸卡車可直接開至

碼頭上裝載牡蠣後，外運出港區，碼頭後側靠近道路側設有漁具

倉庫及棚架，為蚵架綁製或漁具儲放的場所；本段碼頭最東側臨

排水渠道附近設置有舢筏的上架設施，周邊碼頭約有 67m，為本

港舢筏維修保養的場所，現況如圖 3-1所示。 

C.東側碼頭 

東側碼頭分布於港區東側南北兩端之魚塭排水渠道間，碼頭

堤線為南北向走向，碼頭長度約 112m，碼頭後側可使用之寬度

約 20m，碼頭上設置吊蚵機，運輸卡車可直接開至碼頭上裝載牡

蠣後，外運出港區，碼頭後側靠近道路側設有漁具倉庫及棚架，

為蚵架綁製或漁具儲放的場所；靠近南側排水渠道之版樁護岸長

度約 66m，呈西北－東南走向，北側與東側碼頭銜接，由於護岸

頂端配合道路呈斜坡，高於碼頭面，故並不作為碼頭使用，現況

如圖 3-1所示。 

(2)陸域使用現況 

四草漁港港區因受限於鹿耳門溪堤防及周邊魚塭與道路，港

區可用的陸域極為有限，本港以舢筏停靠為主，漁民從事沿海牡

蠣養殖，作業區域涵蓋鹿耳門溪水道及附近海域，當地居民有八

成都依賴四草漁港的漁業活動，並以養殖為主要生計來源，因此，

港區使用乃以牡蠣養殖所需之相關設施為主，由於本地牡蠣養殖

方式係以浮筏式養殖法進行，需要數量頗大的竹子作為浮筏，及

較為開闊的整備空間，惟本港受限於周邊道路，缺乏陸域土地，

故僅能利用碼頭後側之有限空間作為材料堆置、蚵架搭置或廢棄

蚵殼的堆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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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港區陸域使用係以港區進出航道，即萬安橋以東及道路

以內之港區土地及碼頭面為範圍，除港口南側之四草漁港安檢所

為執行安檢之政府機關外，其餘多為與牡蠣養殖相關之設施，港

區西側、北側及東側碼頭至道路間之縱深約 20～28m，漁民乃自

行設置漁具倉庫及棚架作為蚵架浮筏編製所需材料儲放或編製工

作之場所，至於南側碼頭因碼頭面縱深僅約 9.0m，故僅能作為竹

材儲放及編置場所使用；至於北側碼頭東端因設有舢筏上架設

施，故配合設有捲揚機的機房 1處，陸域使用現況如圖 3-2所示。 

3.港區發展面臨課題 

(1)水域使用面臨問題 

四草漁港現況水域所面臨的問題如圖 3-3所示，並說明如下： 

A.部分碼頭損壞，影響舢筏停靠安全 

四草漁港現有停靠船型為漁筏及舢舨，99 年時港區舢筏數

已達 144艘，雖然港區碼頭長度約 638m，但因南側碼頭部分因

年代久遠而有塌陷情形，不利舢筏停靠。 

B.蚵架暫置港內水域，影響舢筏航行安全 

本港舢筏以從事牡蠣養殖為主，採浮筏吊掛蚵架之型式為

之，每座浮筏長度約為 12.0m，編製後需等候海象及天候許可拖

至外海或鹿耳門溪水道固定，由於浮筏不耐颱風侵襲，因此，除

非颱風季結束，否則漁民不願冒險作業，乃於颱風季節時，暫時

拖回港內，利用港區水域作為暫置場所，在多組蚵架同時儲放於

港內水域時，因範圍寬廣，偶有造成舢筏航行水道寬度縮減，恐

有影響船隻航行的情形。 

C.鹿耳門溪出海水道淤淺，影響舢筏進出海作業安全 

本港漁民作業區域除於鹿耳門溪內佈設蚵架養殖牡蠣外，於

鹿耳門溪出海口外之水域亦佈設為數極多的養殖蚵架，由於鹿耳

門溪附近海岸砂灘受波浪作用影響，造成現況溪口的水道淤淺，

使得船隻航行所需的水深不足，若再加上海上波浪較大時，使本

港舢筏進出海域時，偶有擱淺或翻覆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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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側碼頭西段(安檢浮動碼頭)                                                南側碼頭西段 

    
南側碼頭東段                                                               北側碼頭 

 
西側碼頭 

    
東側碼頭                                                  舢筏上架設施(東側碼頭北端) 

圖3-1  四草漁港碼頭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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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安檢所(港區航道南側)                                  西側碼頭後側漁具倉庫 

    
港區西側及北側漁具倉庫                                   港區南側碼頭後側竹材堆置場地 

    
西側碼頭後側牡蠣起卸及運送作業                                    北側碼頭後側棚架 

    
港區碼頭之吊蚵機                                               北側碼頭東端舢筏上架設施機房 

圖3-2   四草漁港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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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側碼頭損壞(一)                                                           南側碼頭損壞(二) 

   
佈放於鹿耳門溪水道中之蚵架                              颱風季節暫置港內水域的蚵架 

   
鹿耳門溪出海口淤淺                                              鹿耳門溪水道疏浚抽砂作業 

圖3-3  四草漁船水域使用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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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域使用面臨問題 

四草漁港現況陸域所面臨的問題如圖 3-4所示，並說明如下： 

A.缺乏蚵殼堆置場所 

本港以養殖牡蠣為大宗，在整備及收成過程中，將需要大量

蚵殼，作為編置蚵殼串之用，此外，在牡蠣採收後，雖然大多數

由卡車運送至港區外，但仍有少數在港內剝取鮮蚵，由於目前港

區內並無規劃蚵殼堆置場所，乃將廢棄蚵殼儲放於簍子中，堆放

於港區內，或堆置漁鹿耳門溪旁，影響景觀。 

B.蚵架編置竹材任意堆置於港區碼頭面，影響景觀 

本區由於水深較大，因此牡蠣養殖乃採浮筏吊掛蚵串方式佈

設於河道或海面上，浮筏式蚵架編製需要數量龐大的竹材，目前

因受區陸上用地狹窄，致編製蚵架僅能在碼頭面進行，為求加工

便利，乃將未加工之竹材堆放於碼頭面上，而廢棄之老舊竹材亦

散佈於碼頭上，影響港區景觀，故宜於港區內劃設蚵架製作場，

使竹材能集中堆放與加工。 

C.港區現有倉庫、棚架破損老舊，影響使用功能 

港區現有倉庫及棚架分布於港區東、西及北側，由於港區可

資利用的空間狹窄，除利用碼頭面堆放蚵架竹材及蚵殼外，另將

相關作業的工具、網具等皆堆放於倉庫及棚架內，然因現有倉庫

及棚架較為老舊，部分有損壞或漏雨情形，致將工具放置於舢筏

上，影響漁民使用及漁港整體功能，宜適當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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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殼裝於簍內置放碼頭                                      廢棄蚵殼堆置於鹿耳門溪旁(港區外) 

   
待加工蚵架竹材堆放於碼頭                                                廢棄材料散佈於碼頭面 

   
現有棚架及倉庫老舊破損 

圖3-4  四草漁船陸域使用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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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安橋 

(三) 四草漁港發展潛力及限制 

1.四草漁港發展潛力 

(1)現有漁港機能 

四草漁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之鹿耳門溪南岸堤防內側，距鹿

耳門溪出海口約 600m，屬河口港，利用鹿耳門溪河道出海口；本

港之船筏原利用鹿耳門溪堤防岸壁作為繫靠處所，船隻靠泊設施

相當簡陋，後政府為船隻靠泊及人員上下安全，77至 85年間於鹿

耳門溪堤防內側興建碼頭、道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並將堤

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橋)，船隻進出需由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

出海，目前擁有碼頭 638m 及泊地 3.31 公頃，近年來設籍之船筏

數量有減少趨勢，漁業機能與型態主要於鹿耳門溪海岸從事牡蠣

養殖漁業。 

本港屬河口港，並無外廓防波

堤設施，船筏需經由鹿耳門溪出海

及受萬安橋橋梁高度及寬度限制，

因此本港設籍之船隻皆屬小型之沿

岸舢筏，目前港內碼頭泊區穩靜

佳，惟因本港船隻進出需由萬安橋

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海作業，而由萬安橋距鹿耳門溪出海口約

600m，由於受沿岸漂砂影響，鹿耳門溪出海口及河道常遭漂砂淤

淺，影響船筏進出安全、漁民出海作業天數及生計。 

(2)四草漁港發展潛力 

A.傳統漁業 

四草漁港現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指定為第二類漁港，實

際可供停船隻碼頭長度約 638m，泊地面積約 3.31公頃，陸上用

地僅約 1.06公頃(含碼頭面)；依臺灣地區漁業統計年報資料，本

港 99年全年漁獲量為 45噸，產值約 297萬元，舢筏共有 144艘，

其中，漁筏 133艘、無動力舢舨 1艘、動力舢舨 1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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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為國人喜好的食材之一，其營養價值高，且牡蠣養殖多

於沿岸放養，需視天候及水質而定，其生產地多分布於彰化以南

之臺灣沿岸地帶，由表 2-3及表 2-4可知，四草漁港近年之舢筏

數及漁業生產值雖呈減少之趨勢，惟因臺南地區氣候及海象適合

牡蠣養殖，故就近年之牡蠣產量統計，未來仍應維持一定的產量。 

B.休閒漁業 

近年來隨著國內觀光遊憩環境之開發與建設，及國民休閒觀

念之提昇，加上自民國 87年實施週休

二日後，國內旅遊人次已逐年增加，

本港周邊之休閒遊憩景點如圖 3-5 所

示，包括四草濕地、鹿耳門天后宮、

竹筏港溪、四草湖、四草紅樹林保護

區、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等景點，此

外，鹿耳門溪出海口為當年鄭成功登

陸臺灣的地點，當地建有鎮門宮及「府

城天險、鹿耳門港」石碑，不少遊客

專程來此欣賞四草夕照，知名度不輸安平夕照。本港以其周邊擁

有良好的紅樹林、潮間帶生態，具生物多樣性及珍稀性，是全台

絕無僅有生態資源，因而當選 99年度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生

生不息」主題的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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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來源：台江國家公園網站(http://www.tjnp.gov.tw) 

圖3-5   四草漁港周邊觀光遊憩景點分布圖 

2.四草漁港發展限制檢討 

(1)港灣設施規模 

四草漁港之港灣設施規模並不大，目前有水深-2.0m(中潮系

統)之碼頭 638m、泊地 3.31公頃，因受港口處之萬安橋高度及寬

度限制，僅可供漁筏及舢舨進出，故本港現有停靠船型僅為從事

沿海牡蠣養殖的漁筏及舢舨；港口寬度僅約 11m，水深-3.0m(中潮

系統)，因位於鹿耳門溪內，港內靜穩度極佳。 

(2)港區發展條件 

四草漁港除西側為鹿耳門溪堤防及聯外道路外，北、南及東

側皆被周邊之魚塭道路圍繞，目前港區陸域可使用之土地範圍僅

四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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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路與碼頭前緣線間之區域，面積約為 1.06公頃，除此之外，

以目前之土地利用，因周邊土地皆為魚塭，係為當地漁民從事養

殖漁業，維繫生計使用，故漁港除現已使用之區域外，並無可供

漁業發展之多餘空間。 

此外，四草漁港因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並劃為「一般

管制區(七)－四草魚塭區」，依據「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內容，一

般管制區之既有土地使用行為，包括承租權、地上權、漁業權、

娛樂船舶通行及營運權利，以及其他合乎法令規定之使用行為，

未來應在得以維護當地自然資源保育之原則下，兼顧原有使用行

為及其權益。其中四草漁港在「一般管制區(七)」內，現況多為既

存魚塭及以傳統方式進行漁業養殖行為，並可提供民眾近距離體

驗觀察機會，落實產業文化教育及保育觀念之宣導。 

因此，四草漁港土地之利用應符合「台江國家公園計畫」之

相關規定，其資源、建築物與土地利用應符合： 

A.為服務遊客為服務遊客、研究及因應國家公園區域經營管理需

要，得興建必要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十，高度不得超過 2 層樓，簷高 7 公尺以下。 

B. 區內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應

報經管理處許可後辦理。 

C.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民宿管理辦法規定向管理處申請許

可經營民宿，並受管理處監督輔導，對於違反分區使用規劃

者，管理處得撤銷許可。 

D.為推展當地特有生態旅遊，既存之沿岸濱海合法娛樂漁筏得為

原來之經營型態，管理處並得輔導管理之。 

E.區內養殖漁業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以供養殖使用及與當地養

殖漁業發展有直接關係之相關設施為限。 

F.區內得視環境現況與發展需要，另劃分各類使用地，其劃分內

容與管制原則於本計畫公布實施後由主管機關擬定之，在未擬

定相關管制前，各種建築物及設施使用強度仍依本國家公園成

立前之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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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草漁港定位及發展方向 

(一)四草漁港發展定位 

依據「第三期四年漁港建設計畫規劃報告」，考量臺灣地區漁港目

前在漁業發展及使用情況，依其在漁業生產所肩負任務與功能，可分成

下列四種發展定位： 

1.區域中心漁港：為臺灣地區最主要之漁業生產核心，其漁港規模大且

經營漁業型態多兼具遠洋、近海漁業。 

2.重要漁作漁港：為各縣市或區漁會之沿近海漁業之生產基地，具有完

整漁港之外廓港型與碼頭設施，擁有相當規模之漁船

（百艘左右）及漁民數量。 

3.鄉里漁作漁港：為各縣市地方鄉里漁村之漁作漁港，以沿岸或海洋養

殖為作業型態，粗具漁港之外廓港型，漁船噸級大

小、規模及數量較小（約數十艘左右）。 

4.小型漁船據點漁港：僅具有單堤、斜道、簡易靠泊設施，或目前漁船

筏使用率偏低之漁港，設籍漁船筏數量在 10艘以下，

僅供當地小型漁船筏平時之停靠據點使用。 

四草漁港近五年來之舢筏數量約 143～196艘，其作業區域在港口

外之鹿耳門溪下游水道及出海口外兩側之沿岸海域，從事海洋養殖牡

蠣，就漁港基本設施之規模而言，無漁港外廓設施，現有碼頭及港口、

泊地水深，僅足供漁筏及舢舨進出及停靠，整體而言，依據「第三期四

年漁港建設計畫規劃報告」之分類，四草漁港在港澳規模條件、漁業發

展及使用情況，其功能定位應屬鄉里漁作漁港。 

(二)四草漁港發展方向 

依據前述四草漁港機能定位探討，本港港功能定位應屬鄉里漁作漁

港，考量本港功能及區位，四草漁港將來應朝維持傳統漁業及串聯台江

國家公園內之遊憩活動，促進休閒漁業發展等方向發展，概述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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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持傳統漁業發展 

四草漁港目前有 144艘漁筏及舢舨，為當地漁民從事沿海牡蠣養

殖漁業使用，由鄰近海域及鹿耳門溪下游常見蚵架遍佈海上與水道，

舢筏進出作業相當頻繁，港區水、陸域蚵架材料儲放於碼頭上，水域

亦有暫置之蚵架，且牡蠣採收後，即有外地卡車裝載運出，顯示本港

海洋養殖活動極為活絡，故四草漁港未來之發展，應持續維持本港傳

統漁業發展為主，對於碼頭破損影響舢筏停靠，應進行評估及修護改

善，陸上土地之漁業設施略呈老舊破損，亦應進行改善，提昇本港舢

筏作業及陸上整補環境，藉以維繫當地漁民生計及漁業發展。 

2. 串聯台江國家公園內之遊憩活動，促進休閒漁業發展 

四草漁港周邊具有稀有且珍貴的生態資源，及頗富歷史文化之宗

教活動，且已納入台江國家公園中，近年透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積極

推展生態旅遊及體驗，逐漸吸引遊客前來國家公園。此外，四草漁港

於 99 年當選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之「生生不息」主題獎項，知名度

大增，且距離本港不遠之鹿耳門溪出海口夕陽景觀，近來亦吸引許多

遊客慕名前來，惟由於本港係作為臺南市安南區牡蠣養殖的舢筏停靠

基地港，因受限於港區水、陸域狹窄，致港區顯得忙碌而雜亂，遊客

常過門而不入。 

由於都市計畫將港區南側土地納入「港埠用地」中，未來若能將

現有港區向南側依都市計畫規劃發展，則港區用地將可適度的擴大，

不僅現有四草漁港使用面臨的問題，如缺乏蚵殼堆置場、蚵架編製工

作場、整備場等可獲得解決，並可在改善本港傳統漁業之作業環境之

餘，可串聯現有的台江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資源，促進本港休閒漁業的

發展，例如可利用陸上空間設置觀景平台提供遊客賞景、設置牡蠣文

化體驗設施，善用本港養蚵特色，提供遊客現剝牡蠣的活動及海鮮餐

飲服務，除可推展體驗漁業活動、品嚐海鮮、遊憩等休閒漁業活動外，

並可提高漁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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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草漁港計畫容納船數及設施需求檢討 

四草漁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臨鹿耳門溪出海口南岸，漁民多於鄰近

海域從事牡蠣養殖及沿岸漁撈作業，乃以本港作為船隻停靠、牡蠣起卸及

蚵架、網具整備之基地，截至 99年底，四草漁港有漁筏及舢舨共 144艘，

由鄰近海域及鹿耳門溪下游常見蚵架遍佈海上與水道，港區水、陸域蚵架

材料儲放於碼頭上，水域亦有暫置之蚵架，顯示本港海洋養殖活動極為活

絡，在臺南市海洋養殖漁業的發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關本港計畫容

納船隻數，將檢討歷年船隻數量之成長與變化，作為港區設施規模之參考。 

(一)計畫容納船數規模 

1.容納船隻規模檢討 

(1)漁船筏數量變化 

依據臺灣地區漁業統計年報資料有關四草漁港自 94～99 年

歷年漁船筏數量統計資料，民國 94年四草舢筏數量為 139艘，95、

96年顯著成長為 196艘，為歷年最多舢筏數；97年以後本港之舢

筏數大致維持在 143～150艘，變動幅度不大。 

由四草漁港船筏的船型分析(表 2-2)，本港歷年的船型僅為舢

舨及漁筏，皆以漁筏數量為最多，約佔平均停靠舢筏數 94.54％，

其次為動力舢舨，約佔平均停靠舢筏數 5.46％。另參考臺南市(含

原臺南縣)舢筏數統計資料，舢筏數量在 94年時總計為 1,689艘，

95年時為最高峰達 1,720艘，96年略呈下滑趨勢，至 97年為 1,156

艘，為近年最低艘數，之後又逐漸增加至 98、99年的 1,570及 1,498

艘，如表 3-1 所示，臺南市歷年舢筏數雖有平均 10.6％之減幅，

惟四草漁港舢筏數佔臺南市舢筏數之比例則變動不大，約在 8.23

％～12.37％。 

另依臺南市歷年漁業生產量統計，於 94年時為 14,833噸，95

年達 14,352噸，96年以後呈下滑趨勢，至 99年時僅 6,640噸；漁

業生產值於 94年為 1,321,272仟元，至 96年時為 1,726,231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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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呈減少之趨勢，至 98年為 669,475仟元，是近年之最低產值，

99 年則又增加為 706,620 仟元，而四草漁港之漁業生產量與生產

值所佔比例在 94～97年間約在 6～8％，而 98及 99年則明顯下降

為 1.0％以下，減少幅度極大。 

故綜合而言，就臺南市全市及四草漁港之舢筏總數、漁獲生

產量及生產值之變化趨勢，四草漁港漁業生產量及生產值佔臺南

市之比例在 97年以後明顯減少，但是舢筏數佔臺南市舢筏比例雖

有減少，卻變動不大，研判四草漁港之漁民對於沿海養殖漁業的

依賴度大，雖然漁業生產量及生產值減少，漁民仍維持從事沿海

養殖，故可維持較穩定的舢筏數量，因此，預期四草漁舢筏數量

短期內應不致會有大幅成長或衰退之趨勢。 

表3-1 四草漁港歷年漁洋漁業統計表 

民國 
項目 

94 95 96 97 98 99 

舢

筏

數 

臺南市 

(舢筏部分) 
1,689 1,720 1,701 1,156 1,570 1,498 

四草 139 196 196 143 150 144 

四草所佔比例 8.23％ 11.40％ 11.52％ 12.37％ 9.55％ 9.61％ 

漁

獲

產

量 

臺南市 14,833 14,352 12,732 9,485 8,322 6,640 

四草 1,100 983 785 775 44 45 

四草所佔比例 7.42％ 6.85％ 6.17％ 8.17％ 0.53％ 0.68％ 

漁

獲

產

值 

臺南市 1,321,272 1,222,973 1,726,231 1,071,373 669,475 706,620 

四草 89,830 83,690 66,832 62,000 2,860 2,970 

四草所佔比例 6.80％ 6.84％ 3.87％ 5.79％ 0.43％ 0.4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統計年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單位：舢筏數：艘；漁業產業：噸；漁業產值：仟元 

說明：1.臺南市與臺南縣因於 99年 12月 25日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行政區域名為臺南市，本統計表係將

原臺南市與臺南縣合併計算 

2.四草漁港在民國 94年以前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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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草漁港計畫容納漁船筏數量 

由四草漁港及臺南市 94～99 年之舢筏

總數量與漁業生產量與生產值統計分析，四

草漁港除於 95及 96年舢筏數達 196艘之高

峰外，其餘年度之舢筏數在 130～150 艘間

變動，此與同時期間之漁業生產量與生產

值，其變動幅度相對小，故預期本港舢筏之

數量變化在短期內應不致有大量成長或衰

退現象，故現階段之漁港計畫，擬以本港近

年之舢筏數，扣除較高的 95、96 年之 196

艘後，以 150艘舢筏作為計畫容納規模。 

另就本港從事沿岸牡蠣養殖之作業特

性，漁筏可分為大、小兩種船型，小型漁筏

及舢舨多用於平時出海進行蚵架維護之

用，便於航行於狹窄水道或從事沿岸漁撈作

業，而大型漁筏則於牡蠣採收時，至蚵架將

蚵殼串裝至簍子後載運回港，因此，未來五

年之漁港計畫乃以 15艘舢舨及 135艘漁筏作為計畫容納量，其中漁

筏以大型與小型 1：2之比例分布估算，即大型漁筏 45艘、小型漁筏

為 90艘，並以養殖及漁撈各 45艘估算，如表 3-2所示。 

表3-2 四草漁港計畫容納漁船數規模表 

計畫容納漁船筏數(艘) 

漁筏 

大型 45 

小型 
養殖 45 

漁撈 45 

舢舨 15 

合  計 150 

本計畫整理 

載送牡蠣之大型漁筏 

大型及小型漁筏 

小型漁筏及舢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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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港區設施規模檢討 

1.碼頭設施需求檢討 

一般漁港在碼頭使用用途上，主要應包括卸魚、加油、公務(安

檢)、休息(或兼保養)等四種，四草漁港為第二類漁港，依據本港漁業

機能發展定位，屬鄉里漁作漁港，故根據本港漁業需求、港區環境特

性，及港區內碼頭使用功能之不同，分別檢討各類碼頭之設置必要及

所需之碼頭需求長度如下： 

(1)卸魚碼頭 

本港舢筏平時從事牡蠣放養時，並無起卸蚵殼串之活動，而

在牡蠣採收後，目前於港區西側及北側碼頭上設置有吊蚵機，將

採收之牡蠣直接吊掛至卡車運走，少數於港內棚架進行現剝牡蠣

作業；漁撈作業因舢筏利用休息碼頭搬運上岸，因此不需設置專

用之卸魚碼頭。 

(2)加油碼頭 

本港漁船筏之加油係由漁民自行自外地購買載至碼頭邊加

油，由於港區之聯外道路係利用鹿耳門溪堤防道路及魚塭道路進

出，路幅狹窄，並不適合油罐車行駛，即港區無法按規定設置加

油站及儲油設施，因此，將不設置加油碼頭。 

(3)公務(檢查)碼頭 

目前港區之安檢作業係配合安檢所區位，即於萬安橋下方之

港口南側碼頭進行船隻進出港安檢，經計算所需之檢查碼頭長度

為 46 m，如表 3-3所示。 

(4)休息碼頭 

以本港之漁業型態、碼頭作業及使用特性，牡蠣起卸、加油、

整備及修護可於現有之休息碼頭作業，故休息碼頭可兼作牡蠣起

卸、加油、整備及修護作業之碼頭，經計算所需之休息碼頭長度

為 585 m，如表 3-4所示。整理四草漁港碼頭設施規模需求，如表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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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四草漁港公務(檢查)碼頭需求長度估算表 

項目 

 

船型 

艘數 平均船 平均船 每艘全 總航次 相當每日 作業 每艘檢查 碼頭作 所需 配置 碼頭 

 長(m) 席長(m) 年航次   航次 時數(hr) 時間(hr) 業次數 船席 船席 長度(m) 

a b c=1.15×b d e=a×d f=2×e×1.8/360 g h I=g/h j=f/I k l=c×k 

舢舨 15 7.3 8.4 240 3600 36.0 12 0.1 120.0 0.3   

漁筏(一) 90 10 11.5 240 21600 216.0 12 0.1 120.0 1.8 2 23 

漁筏(二) 45 20 23.0 150 6750 67.5 12 0.1 120.0  0.6 1 23 

 註：檢查時採單排橫靠         所需碼頭長度合計 (公尺): 46 

       相當每日航次=(總航次x1.8/360) x 2(出入各1次)        

表3-4 四草漁港休息碼頭需求長度估算表 

項目 

船型 

艘數 平均船長 平均船寬 平均船席長 滯港比例 相當每日 配置 所需碼頭 

 (m) (m) (m)   利用艘數 船席 長度(m) 

a b b1 c=m× b(或 b1) d e=a× d/n f g=c× f 

舢舨 15 7.3 2.0 3.0 1 15 15 45 

漁筏(一) 90 10.0 2.0 3.0 1 90 90 270 

漁筏(二) 45 20.0 4.0 6.0 1 45 45 270 

註:漁筏、舢舨為單排縱靠(m=1.5,n=1) 所需碼頭長度合計(公尺): 585 

說明：平均船席長在橫靠採平均船長(m=1.15)；縱靠採平均船寬(m=1.5) 

表3-5 四草漁港碼頭需求長度檢討表 

設施名稱 所需碼頭長度(m) 備註 

卸魚碼頭 － 依作業現況併入休息碼頭，不另推估 

加油碼頭 － 
受限聯外道路寬度，無法設置儲油設施，

乃以自行外購運入添加，故不需設置 

公務(檢查)碼頭 46  

休息碼頭 585  

小計 621  

本計畫整理 

2.陸上設施需求 

依據四草漁港的漁業環境與作業特性，檢討其陸上設施規模，若

經檢討為現況已能滿足需求或無設置必要者，本計畫將不推估其所需

規模。 

(1)基本設施需求 

A.海岸巡防機關(安檢所) 

目前四草漁港的船隻進出港安檢作業已由海巡署設置四草

漁港安檢所執行其任務，安檢所位於港口南側之萬安橋頭進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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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道路上，派置人員於舢筏進出港前實施安檢，未來港口仍將

由萬安橋下之水道進出，因此，安檢作業利用現有哨所前之碼頭

即可，故不需另外檢討海岸巡防機關區位。 

(2)公共設施需求 

A.拍賣場 

本港漁民以從事沿海牡蠣養殖為主，養殖方式採浮筏式養殖

法，由於浮筏不耐颱風侵襲，因此除非颱風季結束，否則漁民不

願冒險作業，故大部份漁民皆在九月以後陸續進行養殖，通常養

殖四至六個月可收成，因此，牡蠣之放養與採收具有季節特性，

採收之尖峰約在放養隔年的 1～5月期間；目前牡蠣採收後由大

型漁筏載運入港後，隨即停靠於東、西及北側設有吊蚵機之碼

頭，由特定廠商之卡車載運出港區或留置港區由漁民自行剝蚵，

因此，並無設置拍賣場之需求。 

B.作業場 

四草漁港舢筏以至鹿耳門溪及沿海從事牡蠣養殖為主，故需

設置整補場作為蚵架、蚵殼、籮筐、錨錠之繩索堆置與加工的空

間，以計畫容納之 150艘舢筏估算，若以每一漁戶 2.5艘舢筏估

算，則約有 42戶，每戶所需之陸上作業場以 150 m
2計算，則需

6,300 m
2；漁撈舢筏每艘以有 1套網具估算，每套網具約需 30m

2，

則 45 艘漁撈舢筏共約需 1,350m
2，合計本港舢筏約需 7,650m

2

之作業場。 

C.漁具倉庫 

漁具倉庫為漁閒期漁具儲放、保管之處，可免受雨淋、盜竊

之損失及便於港區利用與管理，其與漁船噸級、漁業型態、漁具

佔用面積、數量及漁具倉庫利用期間有關。目前從事海面養殖所

需之漁具包括大量之繩具與浮具，若以每一漁戶 25 m
2計算，則

需 1,500 m
2。以建蔽率 50﹪計算，即漁具倉庫之用地面積約為

3,000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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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設施需求 

A.加油設施 

本港由於聯外交通道路狹窄，大型車進出不易，因此，不便

設置儲油設施，故舢筏所需之油料係由漁民自行由外地購買後，

再至碼頭邊直接加油，因此，不需設置加油設施。 

B.製冰、儲冰設施 

本港漁船筏作業特性及船型，採收之牡蠣大部分由特定廠商

之卡車載運出港區，僅有少數留置港區由漁民自行剝蚵，鮮蚵為

保持新鮮度，或有自行於外地購置碎冰因應，故以此作業方式，

港區內應不需設置製冰廠等設施。 

綜上所述，整理四草漁港陸上漁業設施規模需求，如表 3-6所示。 

表3-6 四草漁港陸上漁業設施規模需求檢討表 

設施名稱 所需設施規模推估值(m
2
) 備註 

海岸巡防機關(安檢所) － 現有設施不另推估 

拍賣場 － 檢討後不需設置 

作業場 7,650  

漁具倉庫 3,000  

加油設施 － 檢討後不需設置 

製冰、儲冰設施 － 檢討後不需設置 

小計 10,650  

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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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草漁港漁港區域劃定 

一、四草漁港區域範圍檢討 

(一) 漁港現況環境 

四草漁港之港灣設施規模並不大，目前有碼頭 638m、泊地 3.31公

頃，因受港口處之萬安橋高度及寬度限制，僅可供漁筏及舢舨進出。從

鄰近環境觀之，如圖 4-1所示，四草漁港除北西側為鹿耳門溪堤防及聯

外道路外，北、南及東側皆被周邊之魚塭道路圍繞，港區陸域可使用之

土地範圍僅為道路與碼頭前緣線間之區域，另以目前之土地利用，因周

邊土地皆為魚塭，係為當地漁民從事養殖漁業，維繫生計使用，故漁港

除現已使用之區域外，並無可供漁業發展之多餘空間。 

 

 
圖4-1 四草漁港與附近土地利用現況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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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港區域範圍檢討 

依據漁港法第三條，漁港區域係指「依第五條所劃定漁港範圍內之

水域及漁港建設、開發與漁港設施所需之陸上地區。」，由於現今四草

漁港之使用碼頭依現況劃入本港區域範圍並無疑慮，惟參考本港目前船

隻利用及進出特性，尚有鹿耳門溪航道及陸域腹地不足等議題需加以檢

討，茲檢討說明相關議題如下： 

1. 現有鹿耳門溪航道是否要劃入港區範圍？ 

目前本港船隻進出係先經行駛長約 600m之鹿耳門溪 航道，因此

鹿耳門 航道是否要劃入港區範圍有必要加以檢討說明。 

審視鹿耳門溪 航道之功能，係屬河道之排水，且並非漁業單位

所規劃與闢建之設施，雖係船隻航行需經之水道，然就漁港法及漁業

觀點，其並非完全有必要劃入漁港區域範圍內。本港船隻進出係先經

行駛長約 600m之鹿耳門溪 航道出海，國內漁港相關此類之港區範圍

案例甚少，經蒐集相關漁港區域範圍案例，與本計畫最有相關者為與

本港同屬河道內漁港之「臺南市下山漁港」案例，下山漁港之地理位

置如圖 4-2所示，下山漁港區域範圍如圖 4-3所示。下山漁港位於原

臺南縣七股鄉龍山村下山仔寮排水渠之下游，其出海航道長達約 3

公里；參考臺南市下山漁港區域範圍說明書(臺南縣政府，民國 95

年)，下山漁港區域範圍之陸域邊界大致依預定或既有道路港側邊緣

線劃設，水域部份則以涵蓋現有東、西泊區及西泊區以東之龍山航道

與南側擴建區之泊地，並未涵蓋長達約 3公里之山仔寮排水渠之出海

航道。 

綜上所述，審視鹿耳門溪航道之功能，係屬河道之排水，且並非

漁業單位所規劃與闢建之設施，另參考與本港同屬河道內漁港之「臺

南市下山漁港」案例，船隻行經之水道，並非完全有必要劃入漁港區

域範圍內，故建議鹿耳門溪航道不劃入本港之港區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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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臺南市下山漁港區位圖 

 

 

 

 

 

 

 

 

 

 

 

 

 

資料來源：臺南縣下山漁港區域範圍說明書(臺南縣政府，民國 95年) 

圖4-3 臺南市下山漁港區域範圍圖 

下山漁

港 



 

第四章    四草漁港漁港區域劃定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4-4 

2. 如何解決腹地不足問題 

就現況港區環境而言，本港受限於鄰近土地均養殖使用，尚無可

資發展之土地，惟臺南市政府於 92年 1月 16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臺

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內容，將原本港用地變更擴大，面

積由原來之 1.99 公頃擴大成 9.57 公頃，其變更原因略以「1.四草漁

港為農委會漁業署核定之第三類漁港，原都市計畫劃定為部份河川區

及部份『遊 2』遊樂區，與現況使用不符。2. 四草漁港一建設局之規

劃，可朝休閒漁業發展，故考量日後漁業相關業者之投資開發使用彈

性，故予變更為港埠專用區」。經實際套繪現況，都市計畫港埠專用

區除現有港區泊地、碼頭及後側道路外，尚含蓋港區南側漁塭區，如

圖 4-4所示。因此，考量前章針對本港需求規模之推估，本港缺乏漁

具倉庫及作為蚵架、蚵殼、籮筐、錨錠之繩索堆置與加工的作業空間；

另考量本港除朝維持傳統漁業外，未來應串聯台江國家公園內之遊憩

活動，促進休閒漁業發展等方向發展，故建議配合都市計畫港埠專用

區範圍劃定漁港區範圍，以利港區整體發展。 

 

 

 

 

 

 

 

 

 

 

 

 

 

 

 

 

 

 

 

 

 

圖4-4 都市計畫港埠專用區套繪示意圖 

港埠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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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草漁港漁港區域劃定研擬 

(一)港區劃定權責與程序 

漁港區域之劃定係依據漁港法辦理。依漁港法第五條規定：「第一

類漁港之漁港區域，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二類漁港之漁港區域，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公告之，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另漁港法第二條記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三條「.....

二、漁港區域：指依第五條所劃定漁港範圍內之水域及漁港建設、開發

與漁港設施所需之陸上地區。......」，第六條「......第二類漁港之規劃、

建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漁港計畫公告施行，並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故依照漁港法第五條，臺南市政府應依漁港法辦理四草漁港漁港區

域範圍劃定公告，並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依據漁港法及漁港法

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編纂漁港區域劃定需檢具之文件如下： 

1.劃定或變更之主要理由 

2. 漁港區域說明書 

3關係區域調查表 

4. 漁港設施調查表 

5. 漁港主要設施構造圖 

6. 港區區域平面圖 

7. 直轄市、縣(市)管轄圖 

8.其他必要之文件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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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港區劃定原則 

依據四草漁港未來發展、現有環境特性及都市計畫內容，本港漁港

區域劃定之原則如下: 

1.漁港區域範圍劃定，除考量目前港區土地利用，應考量整體性及長期

性之水、陸域發展需要。 

2.漁港區域範圍應儘量以公有地優先，避免涵蓋私有土地 

3.港區範圍邊界以都市計畫之港埠專用區線為原則，並應涵蓋現有泊

地、碼頭及後側陸域與道路，以符合現況使用。 

4.都市計畫港埠用地內即泊地南側之現有養殖池，納入港區範圍內，供

未來發展區使用。 

5.鹿耳門溪具區域排水功能，及河堤(含後側道路)，因由水利單位管理，

居於權責合一，不納入漁港區範圍。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第四章    四草漁港漁港區域劃定 

4-7  

三、四草漁港區域劃定 

(一)劃定主要理由 

四草漁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溪之堤防內側，約距鹿耳門溪出

海口 600m，屬河口港；本港之船筏原利用堤防岸壁作為繫靠處所，後

政府為船隻靠泊及人員上下安全，77至 85年間於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興

建碼頭、道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並將堤岸開口闢建橋樑(萬安

橋)，船隻進出需由萬安橋下進入鹿耳門溪後出海。由於本港建港迄今

已逾 15年，惟尚未依漁港法劃定漁港區域，且目前港區設施相較簡陋，

漁港設施環境有加強改善必要，為利現有港區之維護及管理，及將來港

埠之建設、開發，漁港主管單位應辦理漁港區域範圍之劃定，以因應漁

業環境變化與作為四草漁港未來開發建設之依據，使相關建設順利推

動，加速改善漁港設施環境，帶動漁港整體繁榮。  

(二)四草漁港區域範圍說明 

依據劃定原則，四草漁港港區範圍如圖 4-5 所示，總面積約 9.08

公頃，包括陸域 5.77公頃，水域 3.31 公頃。 

四草漁港區域範圍，北側及東側均依現有道路外緣線為界，西側則

依現有道路內緣線為界，即港區內並不含蓋現有河堤及其後側道路(包

括萬安橋)；另港區南側範圍線依都市計畫線劃設，其邊界約依現有養

殖池邊緣。港區範圍說明如表 4-1，港區範圍轉點坐標如表 4-2所示，

惟實際範圍應依都市計畫樁位坐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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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四草漁港區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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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說明書 

漁港 

名稱 

類 

別 

所在地 

(位置) 

漁港區域 

備 註 

水 域 陸 域 

四 

草 

漁 

港 

第 

二 

類 

臺南市安南區 

四草里 

 

本港水域為現有泊

地，即萬安橋以東，

由北碼頭、東碼頭與

南碼頭間之泊地水

域，面積計 3.31 公

頃。 

本港陸域範圍北側

及側均依現有道路

外緣線為界；西側則

依現有道路內緣線

為界；另港區南側範

圍線依都市計畫線

劃設，其邊界約依養

殖池邊緣。陸域面積

計 5.77 公頃。 

 

  

表4-2 四草漁港港區範圍邊界轉點坐標 

轉點編號 

坐  標 

E N 

A 159221.469 2547012.119 

B 159096.381 2546891.359 

C 158991.975 2546860.678 

D 158854.944 2546999.493 

E 159031.386 2547269.649 

F 159181.788 2547240.158 

說明：各邊界轉點 A、B‧‧‧F等之參考坐標係採國際二度分帶 97系統坐標，其相對位置詳圖 4-5，將
來港區範圍線之轉點，應依據都市計畫「港埠用地」、現況地形、路形或設施邊緣線為準，港區內
若涉及土地地籍線時，則實際位置應會同地政單位現場放樣複丈修正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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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區域調查表 

1.台江國家公園之關係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由行政院於 98年 9月 28日核定，內政部依

國家公園法規定於 98年 10月 15日公告實施全案計畫，成立臺灣第 8

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第一個兼具歷史文化、濕地生態、漁鹽產業等資

源特色的國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範圍涵蓋海、陸域，計畫總面積

39,310 公頃，陸域範圍包括原臺南縣境內七股潟湖（青山漁港南堤以

南、七股潟湖堤防以西）、台 61線預定道路以西之黑面琵鷺保護區；臺

南市境內則包括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海岸防風林、鹿耳門溪周邊及嘉

南大排與鹽水溪所圍塑之公有地區域，因此四草漁港港區全部位於國家

公園內。 

套繪四草漁港港區與台江國家公園之關係如圖 4-6 所示及說明如

表 4-3。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

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等 5種分區，而四草漁港屬於國家公園之一般管制

區。 

2.都市計畫區之關係 

四草漁港位於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內，依據「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

合鹿耳門排水系統-鹿耳門排水整治工程)案計畫書」(臺南市政府，98

年 8 月)，本港於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面積 9.08 公頃)。

港埠專用區除南側及北側有部份與公園用地相接外，四周大部份接鄰遊

樂區，另西側接鄰鹿耳門溪即現有河堤及道路(含萬安橋)部份，於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兼供排水使用)，面積僅 0.49  公頃。 

本次劃定之四草漁港港區範圍與都市計畫之港埠專用區範圍重

合，惟並不含西側之港埠專用區(兼供排水使用) ，本港港區範圍與都市

計畫之套繪成果如圖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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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四草漁港與台江國家公園之關係調查表 

重疊 

區域 

名 

稱 

管理 

單位 

所在地 

(位置) 
區  域 

核定年、月、

日及公告文號 
備考 

漁 

港 

陸 

域 

、 

漁 

港 

泊 

地 

台 

江 

國 

家 

公 

園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臺 

南 

市 

(一)陸域部分 

1.北以青山漁港南堤為界 

2.東側沿七股潟湖堤防（含防汛道

路），至七股溪一帶東側以七股

大排水（樹林溪）為界，續接七

股潟湖南側堤防沿西堤堤防（含

堤頂道路）南行，東延伸至南堤

堤防（含防汛道路），至福元宮

產業道路口往南接至七股海埔

堤防（垂直切線），沿七股海埔

堤防（含防汛道路）於台 61 線

預定道路路線交會點順預定道

路線南行至青草崙堤防，沿青草

崙堤防西行至臺南市垃圾掩埋

場北側產業道路，沿海岸防風林

一帶含鹿耳門溪、竹筏港溪及四

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嘉南大排

與鹽水溪所圍塑之區域。 

3.南至鹽水溪南岸安平堤防 

4.西至各沿海沙洲為範圍 

 (二)海域部分 

分為兩部分： 

1.沿國家公園陸域外，海域以等深

線 20 公尺內為海域範圍。 

2.以漢人先民渡台主要航道中東吉

嶼至鹿耳門段為參考範圍，向西

與東吉嶼南端海域等深線 20 公

尺相接，寬 5 公里，長 54 公里。 

(三)全區範圍 

台江國家公園全區劃設範圍面

積為 39,310 公頃（其中陸域

4,905 公頃、海域 34,405 公頃）。 

1.行政院 98 年

9 月 28 日院

臺 建 字 第
0980058932 

號函核定 

2.98年 10月 15

日正式公告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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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四草漁港與台江國家公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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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四草漁港與都市計畫區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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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漁港設施調查表 

調查四草漁港現有設施如圖 4-8及表 4-4 所示。本港現有碼頭長計

638m，泊地 3.31公頃；本港設施較為簡陋，陸域設施僅港檢站 1處，

現有碼頭後側之漁具倉庫均為私有臨時搭建棚架，非屬正式建物；另東

碼頭南側及南碼頭西側鄰泊地水域結構屬護岸結構，除港檢站東側護岸

目前尚有船筏停靠外，餘均無船隻靠泊。 

 
圖4-8 四草漁港設施位置示意圖 

表4-4 漁港設施調查表 

編號 設施 規模 備 註 

○1 -1 北碼頭 261 m 

‧碼頭合計 638m 

‧水深約低潮下 0.5m~-1.0m 
○1 -2 東碼頭 160 m 

○1 -3 南碼頭 217 m 

○2  泊地 3.31公頃 水深約低潮下 0.5m~-1.0m 

○3  上架設施 一座  

○4  安檢站 一棟 佔地約 244 m2 

○5  道路 666m 寬度 4m～10m 

○6  護岸 9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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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漁港主要設施構造圖 

依據蒐集之資料並配合現況研判，四草漁港碼頭結構概分為基樁式

及重力式碼頭，另在安檢站前及東碼頭南側為版樁護岸型式，本港碼頭

結構型式分佈說明如表 4-5及圖 4-9 所示。 

本港南碼頭結構型式基本上係屬基樁式，由三隻基樁建立碼頭面，

再於前緣施打版樁，斷面標準示意如圖 4-10 所示；另北碼頭及東碼頭

部份屬重力式結構，從現況研判，係屬原地場打混凝土而成，至於護岸

結構屬版樁結構，示如照片圖 4-11所示。 

表4-5 結構型式調查表 

編號 設施名稱 結構型式 規模 使用情形 

○1  南碼頭 基樁式 217 m 

南碼頭結構斷面之前側版樁目前有

頃斜及沉陷之情形，其中以南段碼

頭(長 106m)較為嚴重，亟需修復。 

○2  
北碼頭 

東碼頭 
重力式 421 m 

本段重力式碼頭因年代久遠，表面

混凝土多已剝落，惟現況使用尚無

重大損壞。 

○3  護岸 版樁式 97 m 本段版樁現況尚稱良好。 

 

 
圖4-9 設施斷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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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南碼頭標準斷面示意圖 

 

  
北碼頭(重力式) 東碼頭(重力式) 

  
安檢站前護岸(版樁式) 東碼頭南側護岸(版樁式) 

圖4-11 重力式碼頭及版樁式護岸斷面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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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漁港區域平面圖 

如圖 4-5所示。 

(七)縣(市)管轄圖 

臺南市共有漁港八處，四草漁港行政區屬臺南市安南區四草里，臺

南市管轄範圍如圖 4-12所示。 

 

圖4-12 臺南市管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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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港區範圍內土地權屬分布 

四草漁港地籍屬臺南市安南區鹽田段，港區範圍內共有 6筆土地，

如表 4-6、圖 4-13所示，港區以市有地為主，國有地僅 1346-1號 1筆

且面積不大。港區內市有地以地號 1041、1041-1 及 649-1 為主，其中

地號 1041-1即現有泊地及碼頭區域，1041則為現有泊地南側區域，即

規劃作為未來之發展用地，而西側鄰鹿耳門溪土地則屬地號 649-1 範

圍。另其他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及各地號對應之使用現況、使用分

區詳如附錄四。 

表4-6 四草漁港港區內土地權屬一覽表 

地號 地目 面積(m
2
)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備 註 

649-1 養 17,730.64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部份在港區內 

649-5 養 346.03  臺南市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 港區內內面積 287m
2
 

1041 養 98,772.67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部份在港區內 

1041-6 養 41,614.89  臺南市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1041-10 養 10,125.15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部份在港區內 

1346-1   319.7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註:面積係該地號面積，非港區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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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3    四草漁港港區範圍與地籍之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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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四草漁港為臺南市政府所管轄之第二類漁港，距鹿耳門溪出海口約

600m，屬河口港，由於位在鹿耳門溪南岸堤防內側，不易受外海波浪影響，

船隻進出皆由堤防開口之萬安橋進出經鹿耳門溪出海，漁業型態為牡蠣養

殖及沿岸漁撈，總舢筏數於 99年底達 143艘，漁獲量為 2,970噸。 

本港舢筏原利用鹿耳門溪堤防岸壁作為繫靠處所，靠泊設施相當簡

陋，後政府為船隻靠泊及人員上下安全，於 77 至 85 年間於鹿耳門溪堤防

內側興建碼頭、道路及浚挖魚塭為泊地水域，將堤岸開口並闢建橋樑(萬安

橋)，當時泊地面積約 3.44 公頃、碼頭約 460m，後續興建南面碼頭，並興

建機械式上架設施，現有碼頭長度約 638m；本港因受鹿耳門溪及沿岸漂砂

影響，河道易淤淺，傳統漁撈漁業遂逐漸沒落，漁民乃轉型放養牡蠣，每

年漁獲產值高，港區規模雖然不大，港內停放以放養牡蠣為主之漁筏與舢

舨，形成具傳統特色、討海生活的特殊人文景觀，再加上鹿耳門溪出海口

的落日景觀，乃於 99年獲選為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生生不息」之獎項，

未來在傳統漁業及觀光休閒具有發展潛力；惟由於目前港區利用受陸域腹

地狹窄影響，部分養蚵棚架因缺乏陸上暫置場地，乃拖入港區水域暫置，

使舢筏航行水域空間縮減，造成舢筏操船水域減少、航行安全性降低；再

加上部分碼頭損壞、碼頭後側既有之漁具倉庫老舊破損、港區漁具與養蚵

棚架加工材料隨意堆置，不僅影響漁民作業空間亦造成景觀零亂，實不利

未來港區發展。 

四草漁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之一般管制區－管(七)用地內，故未來港區

設施之改善及增設受「國家公園法」及「台江國家公園計畫」之規範；另

於「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將部分「河川區」

及「遊 2 用地」併入「港埠用地」中，故於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時，除

應考量港區水、陸域發展所面臨之課題外，亦將都市計畫「港埠用地」之

土地納入使用，以增加港區腹地，作為未來漁港設施增設之空間，由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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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區南側雖納入「港埠用地」中，惟本計畫考量其土地現況仍作為養殖

魚塭使用，短期內恐無法開發利用，乃暫劃為「漁港發展區」納入中遠期

開發範圍，至於現階段漁港計畫擬定乃以現有漁港使用範圍為主。 

一、漁港計畫擬定原則 

依據漁港法第三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漁港計畫：指主管

機關對漁港區域，依漁業活動及各使用目的所需之建設及土地使用規劃配

置。…」；因此，有關漁港計畫擬定之原則如下： 

 漁港計畫內容應符合現階段政府漁業政策。 

 漁港計畫內容應滿足目前漁港之基本需求，並應以漁業發展為優先。 

 漁港計畫之水、陸域使用應符合漁業需求及漁港法相關規定。 

 土地使用應以彈性使用為原則，儘量避免單一用途限制。 

 漁港計畫為漁港規劃、建設之依據，因此必須整合漁港相關之規劃案、

研究案，具可行及符合現階段漁業政策者予以納入。 

 漁港計畫應考量整體港區長期發展需要，並預留未來水、陸域發展用

地需求。 

 漁港計畫應注意與鄰近區域之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及相關發展計

畫間之配合與協調，避免相同土地在使用編定的差異而造成將來開發

建設之困擾。 

二、港區水、陸域範圍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實施範圍其水、陸域為現有漁港港區使用區域，北

側及東側均以現有道路外緣線為界，西側則以現有道路內緣線為界，亦即

港區並不涵蓋現有鹿耳門溪堤防及其後側道路(包括萬安橋)，南側範圍線則

以都市計畫「港埠用地」之南側邊緣線劃設，其邊界約恰為沿現有養殖池

邊緣，本港港區範圍劃定如圖 4-1 所示，總面積約 9.08 公頃，其中水域面

積約 3.31公頃、陸域面積約 5.7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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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區開發目標 

(一)改善港區停泊空間，提昇使用效能 

四草漁港目前有 143艘漁筏及舢舨，為當地漁民從事沿海牡蠣養殖

及沿岸漁撈漁業使用，然因港區缺乏陸上作業空間，造成漁民放養牡蠣

棚架拖回港區後因無處堆置，乃暫置於港區水域，造成舢筏航行空間縮

減，進出停靠碼頭不便，本計畫除將於陸上規劃棚架堆置及加工場地，

希能解決目前棚架堆放於港區水域影響舢筏進出之困境外，並依據牡蠣

養殖及沿岸漁撈船隻類型，劃設休息及起卸漁獲之碼頭，避免互相干

擾，藉此提昇漁港的使用便利性。 

(二)依都市計畫納入部分養殖池，增加腹地作為港區發展空間 

四草漁港港區四周因受限於道路、魚塭及鹿耳門溪堤防，碼頭後側

可用之空間極為狹窄，而本港漁民多採浮筏吊掛式養殖方式從事牡蠣放

養，由於需要寬闊空間進行棚架加工及堆置作業，在港區內僅能利用碼

頭後側空間，當地漁民多次反應希能提供較為寬闊之場地，以解決棚架

堆置及加工場地缺乏之問題，本計畫乃構思將現有港區南側目前之魚塭

養殖池依都市計畫作為「港埠用地」使用 ，劃入港區範圍內，作為增

設漁業設施使用，以增加港區發展腹地。 

(三)擬定碼頭修護及設施建設計畫，改善傳統漁業作業環境 

由本港鄰近海域及鹿耳門溪下游常見蚵架遍佈海上與水道，舢筏進

出作業相當頻繁，港區水、陸域蚵架材料儲放於碼頭上，水域亦有暫置

之蚵架，且牡蠣採收後，即有外地卡車裝載運出，顯示本港海洋養殖活

動極為活絡，惟由於南面碼頭因老舊損壞，影響舢筏停靠使用，陸上漁

業設施略呈老舊破損，亦應進行改善，本計畫乃擬定設施建設計畫，進

行修護及建設，以改善本港舢筏停靠及陸上整補環境，藉以維繫當地漁

民生計及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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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適當配置港區碼頭與陸上設施空間，以因應當地漁業需求 

四草漁港船型多為舢筏，牡蠣養殖及漁業捕撈為其主要作業型態，

惟受限於港區泊地在颱風季節多有蚵架暫置水域，既有的港區又受限周

邊道路及魚塭，僅有碼頭與道路間之空地可作為腹地，但因蚵架材料堆

置影響港區土地使用，本計畫乃考量四草漁港的整體港埠使用需求，將

進行碼頭改善及增加港區腹地範圍，使港區能增加土地供漁業發展使用

外，並可針對舢筏使用類型配置適當的船席及相關陸上設施。 

(五)串聯台江國家公園內之遊憩活動，促進休閒漁業發展 

四草漁港周邊具有稀有且珍貴的生態資源，及頗富歷史文化之宗教

活動，且已納入台江國家公園中，近年透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積極推展

生態旅遊及體驗，逐漸吸引遊客前來國家公園。此外，四草漁港於 99

年當選第二屆十大魅力漁港之「生生不息」主題獎項，知名度大增，且

距離本港不遠之鹿耳門溪出海口夕陽景觀，近年吸引遊客慕名前來。 

由於都市計畫將港區南側土地納入「港埠用地」中，本計畫將港區

南側依都市計畫範圍劃入漁港區域內，則港區用地將可適度的擴大，不

僅現有四草漁港面臨缺乏蚵殼堆置場、蚵架編製工作場所、整備場將納

入漁港計畫中予以解決；另可配合臺南市政府現正規劃推動的「臺南內

海文化絲路計畫」以串聯台江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資源，利用市政府所規

劃的水、陸交通工具及運輸路線，未來配合導引指標設置，及可於改善

本港傳統漁業之作業環境之餘，利用陸上空間設置觀景平台提供遊客賞

景、設置牡蠣文化體驗設施，並善用本港養蚵特色，提供遊客現剝牡蠣

的活動及海鮮餐飲服務，除可推展體驗漁業活動、品嚐海鮮、遊憩等休

閒漁業活動外，並可提高漁民所得，促進本港休閒漁業的發展。 

四、港區整體配置構想 

依據本計畫對於四草漁港港區使用現況及所面臨的問題的研究與了

解，並考量港區南側土地目前仍為魚塭養殖池，故港區利用應分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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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現況，初步研擬四草漁港未來港區發展的構想建議分近期及中遠期

進行，說明如下： 

(一)近期利用構想 

四草漁港港區近期配置基本上仍以現況使用範圍為考量，港區利用

著重在現況設施的改善與空間配置，分水域及陸域說明，如圖 5-1所示： 

1.水域利用構想 

本港目前使用舢筏依據其所從事的漁業可分為牡蠣養殖及沿岸

漁撈，牡蠣養殖因其需要拖放浮式蚵架至外海固定，及採收與載運蚵

殼串至棚架吊掛，再加上需要作業空間進行棚架加工、組裝及蚵殼堆

置等空間，因此，將現有北面及東面碼頭劃為牡蠣養殖舢筏停放碼

頭；至於沿岸漁撈舢筏則需要空間進行漁(網)具曝曬、修補或儲放，

相較於牡蠣養殖所需空間較小，故劃設南面碼頭作為沿岸漁撈舢筏之

停泊碼頭。 

公務(檢查)碼頭現況位於萬安橋下南側之階梯碼頭前以浮動碼

頭進行安檢作業，故維持現況將安檢作業仍規劃在目前的安檢碼頭。 

2.陸域利用構想 

本港受道路、魚塭圍繞，港區西側又有鹿耳門溪通過，現有港區

土地因由魚塭開闢而成，故較周邊道路高程為低，道路靠近港側多以

版樁作為擋土牆，港區土地使用空間僅有碼頭至擋土牆間之空間可資

利用。利用構想如下： 

(1)漁具倉庫 

本港以從事牡蠣養殖的漁民占多數，由於牡蠣養殖需要養蚵

棚架加工、外海錨碇之浮標、繩索及蚵殼連結使用之漁具等，因

此，需要倉庫作為漁具儲存及蚵殼堆置的空間，現況漁具倉庫分

布於港區北側及東側，故配合漁民作業習慣，仍將倉庫配置於北

側及東側碼頭與道路擋土牆間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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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中心及管理中心 

本港目前並無活動中心或管理中心作為漁民聚會及港區行政

管理的場所，故考量未來應提供漁民聚會活動及漁港管理空間，

乃將活動中心及管理中心配置於港區西北側入口道路附近，可方

便車輛進出。 

(3)整備場 

整備場係作為沿岸漁撈舢筏之網具整補空間，配合目前沿岸

漁撈舢筏多停靠於南側碼頭，因此將碼頭後側置道路擋土牆間之

狹窄空間作為整備場使用。 

(4)上架設施 

本港上架設施位於港區東北側角隅水域附近，採垂直昇降方

式將舢筏抬昇水面進行維修保養，再垂降至水面，其機房位於北

側碼頭東端，故依據現況使用，作為本港舢筏之維修保養區域。 

(5)安檢所 

四草漁港安檢所位於萬安橋內側、港口航道南側，配合都市

計畫「機關用地」之使用範圍，仍作為漁港安檢所使用。 

(6)漁港發展區 

漁港發展區位於港區南側，雖然都市計畫已劃為「港埠用

地」，惟現況仍為養殖池，短期內恐無法開發利用，故建議作為漁

港未來發展使用的區域，暫不使用，俟養殖池租約屆滿後再配合

設施建設計畫進行開發。 

 (二)中遠期利用構想 

依據前節所述都市計畫之「港埠用地」涵蓋現有泊地南側養殖池，

即漁港發展區，其面積約 4.2公頃，未來俟養殖池租約屆滿後進行開發

利用，土地使用除增加傳統漁業設施，以解決目前漁民面臨整補場地及

養蚵棚架加工空間不足的困境外，並應兼顧休閒漁業發展，考量配合台

江國家公園計畫之允許項目，增加提供遊客賞景、體驗養蚵文化及牡蠣

美食餐飲等休閒觀光設施空間，利用配置構想如圖 5-2所示，說明如下：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5-7  

1.水域利用構想 

本港中遠期水域使用大致與近期相同，惟在南側碼頭西側末端與

現公務(檢查)碼頭間因無碼頭設施，現況僅為垂直岸壁，與現有道路

有高差，雖然沿岸漁撈舢筏部分繫泊與此水域，但因上下極為不便，

因此未來配合南側土地開發，建議將南側碼頭延建，以增加船席，解

決目前沿岸漁撈舢筏船席趨近飽和及保障漁民上下岸之安全。 

2.陸域利用構想 

中遠期計畫將目前港區側土地納入使用，除符合都市計畫之土地

使用編定項目外，並可解決目前港區缺乏腹地、影響漁港功能及漁民

作業不便外，並可與鹿耳門溪休閒觀景活動配合，促進本港休閒功能

發展，與「魅力漁港」－生生不息之主題結合，故土地利用應朝傳統

漁業兼具休閒功能規劃，原則上碼頭後側第一線土地作為傳統漁業使

用，提供舢筏上下岸搬運功能服務、第一線土地後側考量傳統及休閒

發展需要，東側土地作為牡蠣養殖作業加工及棚架堆置場地、西側因

靠近鹿耳門溪出海口，對外交通較為便利，且可與「臺南內海文化絲

路計畫」陸上接駁站串接，遊客可及性較高，故作為休閒漁業發展使

用，構想如下： 

(1)漁具倉庫及整備場 

本港南側碼頭後之第一線土地因鄰港區道路，進出方便，漁

民可將漁(網)具直接上岸進行整備工作，現有牡蠣養殖使用的棚架

亦可經由港區道路運至本區暫置堆放。 

(2)漁業作業區 

漁業作業區之設置係考量目前港區因缺乏腹地，而牡蠣養殖

的棚架所需空間較大，常造成漁民在碼頭上進行蚵架加工組裝

實，材料堆放碼頭上，不但影響碼頭正常使用，亦使景觀顯得零

亂，故在漁具倉庫及整備場後側規劃作業區，以開闊空間規劃，

提供漁民蚵架加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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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功能廣場 

多功能廣場區位介於「漁業作業區」與「休閒漁業區」之間，

除可作為傳統與休閒功能的緩衝區外，並可作為港區舉辦節慶活

動時之場所及臨時遊客停車空間外，並可在漁業作業區不敷使用

時，機動調整作為漁民進行蚵架加工的空間。 

 (4)休閒漁業區 

臺南市政府目前規劃中的「臺南內海文化絲路計畫」已規劃

鹿耳門天后宮作為陸上公車接駁站，四草漁港位於鹿耳門天后宮

南側約 2公里，港區向南約 400m即為鹿耳門溪出海口，為觀賞夕

陽的極佳地點，常有遊客慕名前來，故未來考量由鹿耳門天后宮

沿鹿耳門溪前來的遊客蒞港從事賞景等多元化活動需要，提供鄰

鹿耳門溪河堤道路側之土地作為提供休閒漁業之彈性配置空間，

可規劃具特色之設施，提供遊客旅遊資訊及簡易餐飲服務與養蚵

文化展示及體驗等多元化功能： 

A. 遊客旅遊資訊及簡易餐飲服務 

提供台江國家公園旅遊景點的導覽資訊，及本港的發展特色

與歷程，並與生態體驗相結合，設置現採牡蠣之販售場地及提供

餐飲場所。 

B. 養蚵文化展示及體驗 

四草漁港漁民多從事牡蠣養殖，若能將養蚵文化及四草地區

產業與鄉土文化發展歷史展示及記錄，展現當地養蚵產業的特色

及呈現的發展歷程，並可將蚵民現場取蚵作業參觀導覽及遊客親

自剝蚵體驗結合，增加對遊客的吸引力及促進本港休閒漁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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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四草漁港近期港區配置利用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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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四草漁港中遠期港區配置利用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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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域分區使用計畫 

 (一)外廓設施配置 

四草漁港位處鹿耳門溪堤防內側，距出海口約 600m，港區水域不

易受颱風影響港內穩靜，碼頭前側水域尚符合穩靜標準，故本港並無需

新設外廓設施。 

(二)港口及航道 

四草漁港港口係為港區西側之鹿耳門溪河堤道路橋樑(萬安橋)兩

端之墩座間之水域，港口寬度約 10m，港口水深約-3.0m。 

四草漁港港口以內即臨泊區與碼頭，港內無需航道便可抵達碼頭；

本港航道位於港口外，利用鹿耳門溪河道進出外海，由於鹿耳門溪受上

游及海域沿岸漂砂影響，致使河道兩側堤防相距雖有 180m，惟實際可

通行舢筏的寬度僅約 20～30m，如圖 5-3所示，本水域為四草漁港舢筏

進出港區至外海必經之水域，由於本港航道非屬漁港區域範圍，目前由

水利單位管理及辦理河道清淤工作，至於淤砂防治則尚待相關單位共同

研商，以利未來辦理研究及相關防淤與海岸保護工作。 

(三)水域分區計畫 

1.安檢使用水域 

安檢使用水域大致配合目前公務(檢查)碼頭前側 5m之水域，作

為舢筏進出港時停靠接受安檢作業之水域。 

2.保養使用水域 

維修保養水域位於港區東北角隅，配合上架設施所在之水域，本

區域因未設置碼頭，故僅提供等候上架舢筏暫泊使用。 

3.休息(兼)卸魚使用水域 

港區內扣除安檢及維修保養水域後之水域因臨現有舢筏休息碼

頭，故作為休息(兼)卸魚使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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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航道係不屬漁港區域範圍，因鹿耳門溪受淤砂影響航道寬度，本計畫暫依 100年 10月實測地形，

水深達-1.0m以深之範圍標示至導流堤堤頭止 

圖5-3 四草漁港港口、航道及泊地水域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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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碼頭使用計畫 

本港依據港區使用現況，除公務(檢查)、維修保養及休息碼頭外，

由第三章對於卸魚碼頭及加油碼頭檢討結果，現階段因蚵殼串起卸機分

布於北側及東側休息碼頭，蚵殼串起卸皆於休息碼頭進行，漁撈作業因

舢筏利用休息碼頭搬運上岸，故卸魚碼頭無需設置；至於加油碼頭因目

前舢筏加油係多由漁民自行自外地購買，利用休息碼頭加油，因此，經

檢討亦不設置加油碼頭，碼頭使用計畫如圖 5-4所示。 

1.公務(檢查)碼頭 

公務(檢查)碼頭劃設於港區南側西端，配合四草漁港安檢所區

位，因後側道路與碼頭間有高程差，故以階梯銜接碼頭，碼頭前側現

有浮筒式碼頭，長度為 9m。 

2.休息碼頭 

四草漁港的碼頭扣除公務(檢查)及保養碼頭外，皆劃設為休息碼

頭，主要提供本港舢筏休息停靠使用，依據本港不同的漁業使用舢筏

類型劃分為： 

(1)牡蠣養殖舢筏使用 

北側及東側碼頭上架設有吊掛起卸蚵殼的機具，牡蠣採收上

岸或空蚵殼運置外海蚵架放養亦於休息碼頭進行，故劃設為牡蠣

養殖舢筏休息兼作業碼頭，長度為 428m。 

(2)沿岸漁撈舢筏使用 

南側碼頭則劃設為沿岸漁撈舢筏休息兼作業碼頭，長度為

251m，其中西端碼頭 50m為中遠期建議增建部分。 



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5-14 

 
圖5-4 四草漁港碼頭分區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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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四草漁港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將依據前述所進行之區位及功能檢討結

果，並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所列之公共設施、一般設施調整現行漁港計畫

內容，說明如后： 

(一)土地分區使用構想 

1.基本設施 

四草漁港陸上基本設施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分類為「與漁業有關

之政府機關辦公設施」，說明如下： 

(1)機關用地 

本港之機關用地位於港區南側西端，臨南側道路與鹿耳門溪

河堤道路交會口，前側為港口及航道，目前已設置四草漁港安檢

所，執行本港舢筏進出港之安檢作業，用地面積約為 287m
2。 

2.公共設施 

(1)漁(一)用地 

漁(一)用地係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內容，屬公共設施項目者，

包括魚市場、曳船道、漁具整理場、曬網場、卸魚設備、漁民活

動中心等設施加以編定。 

A.漁(一)-1用地 

漁(一)-1用地位於港區西北側、西面碼頭後側，用地走向與

鹿耳門西河堤道路相同，並以道路港側擋土牆為界，提供作為當

地漁民從事牡蠣養殖所需之漁具、蚵架加工器材及牡蠣剝取的場

所，並考量目前港區並無漁民聚會活動之場所，作為漁民在漁閒

時討論事務或協調港區使用的場所，本計畫乃於漁(一)-1用地適

當區位設置漁民活動中心，用地面積為 1,681m
2。 

B.漁(一)-2用地 

漁(一)-2用地位於港區北側、北面碼頭後側，以北側道路之

港側擋土牆為界，提供作為牡蠣養殖所需之漁具、蚵架加工器材

及牡蠣剝取的場所，用地面積為 1,297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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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漁(一)-3用地 

漁(一)-3用地位於港區北側碼頭東端，現有水域上架設施西

側區域，考量上架設施之維修及船隻維修材料暫置需要，乃配合

水域設施於陸上劃設相關設施，用地面積為 99m
2。 

D.漁(一)-4用地 

漁(一)-4用地位於港區東側、東面碼頭後側，以東側道路之

港側擋土牆為界，提供作為牡蠣養殖所需之漁具、蚵架加工器材

及牡蠣剝取的場所，用地面積為 1,097m
2。 

E.漁(一)-5用地 

漁(一)-5用地位於港區南側、V字型碼頭東段後側，以南側

道路之港側擋土牆為界，配合碼頭使用作為本港從事沿岸漁撈舢

筏漁(網)具整備或曝曬的場地，沿碼頭後側配置，用地面積為

517m
2。 

F.漁(一)-6用地 

漁(一)-6用地位於港區南側、V字型碼頭西段後側，以南側

道路之港側擋土牆為界，作為沿岸漁撈舢筏漁(網)具整備或曝曬

的場地，沿碼頭後側配置，用地面積為 256m
2。 

G.漁(一)-7用地 

漁(一)-7用地位於港區南側、接續 V字型碼頭西段後側，作

為沿岸漁撈舢筏漁(網)具整備或曝曬的場地，沿碼頭後側配置，

本用地目前尚為水域，未來將配合中遠期計畫延建南側碼頭後劃

設，用地面積為 209m
2。 

H.漁(一)-8用地 

漁(一)-8 用地位於漁(一)-5 用地後側，係為解決本港目前陸

上用地缺乏的問題，提供作為本港漁民牡蠣養殖所需之漁具、蚵

架加工器材及牡蠣放養棚架暫時堆置的場所，以減少目前堆置於

碼頭後側或港區水域內影響景觀及船隻進出的困擾，用地面積為

6,99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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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漁(一)-9用地 

漁(一)-9 用地位於漁(一)-6 用地後側，提供作為本港漁民漁

(網)具堆置的場所，以減少目前堆置於碼頭後側影響景觀的困

擾，用地面積為 1,950m
2。 

J.漁(一)-10用地 

漁(一)-10 用地介於漁(一)-8 及漁(一)-11 用地之間，作為本

港漁民進行牡蠣養殖棚架組裝加工的開放空間，以減少目前漁民

僅能利用碼頭後側或鹿耳門溪出海口海岸灘地作業的不便，用地

面積為 5,760m
2。 

K.漁(一)-11用地 

漁(一)-11 用地介於漁(一)-10 及漁(三)-1 用地之間，除作為

本港傳統漁業與休閒漁業的緩衝開放空間，維持彈性使用，可朝

多功能利用發展，平時可作為休閒活動舉辦場所、遊客停車空

間，並於牡蠣放養前漁民進行蚵架整備加工時，漁(一)-10 用地

不敷使用時，機動調整作為漁民進行蚵架加工的空間，用地面積

為 9,100m
2。 

3.一般設施 

(1)公用事業設施－漁(二)用地 

漁(二)用地係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內容，屬一般設施之公用事

業設施項目者，包括加油、電力、電信等設施加以編定。 

經本計畫檢討，四草漁港現階段無設置加油、電力、電信等

設施 需求，故無劃設漁(二)用地。 

(2)漁業相關產業及輔助漁港功能設施－漁(三)用地 

漁(三)用地係依據漁港法施行細則內容，屬一般設施之漁業相

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之設施項目者，包括製冰廠、冷凍廠、

修造船廠、漁用機械修護廠、魚貨直銷中心、漁會、漁業團體及

漁業人之辦公處所等設施加以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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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漁(三)用地 

漁(三)用地位於漁(一)-11 用地與鹿耳門溪河堤道路之間，係

考量未來本港除持續傳統漁業使用外，亦能兼具觀光休閒功能，

劃設用地作為設置觀光休閒活動及賞景設施使用，配合「臺南市

內海文化絲路計畫」、「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及「魅力漁港」，朝向

漁港多元利用發展，規劃提供遊客旅遊資訊、簡易餐飲服務、養

蚵文化展示及體驗等設施，用地面積為 4,740m
2。 

四草漁港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統計表如表 5-1所示，圖 5-5為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 

表5-1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統計表 

設施項目 面積(平方公尺) 

機關用地 287 

漁(一)用地 

漁(一)-1 1,681 

漁(一)-2 1,297 

漁 (一)-3 99 

漁(一)-4 1,097 

漁(一)-5 517 

漁(一)-6 256 

漁(一)-7 209 

漁(一)-8 6,990 

漁(一)-9 1,950 

漁(一)-10 5,760 

漁(一)-11 9,100 

小計 28,146 

漁(三) 4,740 

道路及堤岸碼頭 24,814 

水域 33,100 

合計 90,800 

說明：本計畫之用地面積係依據測量圖量測，其數值僅作為參考，將來在實際開發時，
仍須會同地政單位進行複丈作業進行修正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5-19  

 
圖5-5 四草漁港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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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分區使用管制 

港區土地若未適度加以限制其用途，恐將造成土地使用與現有漁業

設施無法配合，影響漁港的整體功能，土地使用管制計畫除須考慮漁港

整體功能的發揮外，亦應保持土地使用的彈性，因此，本計畫除港區現

有基本設施外，將港區內之漁業設施大致分為漁(一)用地及漁(三)用地

等二類，並依據漁港機能構想及區位，配置適當的漁業設施，漁(一)用

地屬於公共設施部份，應由主管機關依漁港計畫編列預算建設、漁(三)

用地屬於一般設施之漁業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設施，漁(三)之

一般設施依據漁港法第 14條由當地漁會優先依漁會法第 4條規定任務

及漁港計畫擬訂投資計畫，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或向漁港主管機關租用

土地，申請建設、經營，並取得地上物所有權。若因漁會因人力、物力

不足，無法申請建設經營時，得循公開招標方式公告徵求其他投資人。

因此本港之分區土地管制計畫即依據漁港法有關公共設施及一般設施

之分類，如表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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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四草漁港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計畫表 

用地區分 允許使用項目 

機關 
供政府機關作為執行公務之處所，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
與政府機關管理之相關處所 

公 

共 

設 

施 

漁(一)-1 

牡蠣養殖漁業器具儲放倉庫、整備、採收作業空間、漁民活
動中心及其相關漁民服務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
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2 
牡蠣養殖漁業器具儲放倉庫、整備、採收作業空間及其相關
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3 
上架設施、修護作業空間及其相關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
核准之與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4 
牡蠣養殖漁業器具儲放倉庫、整備、採收作業空間及其相關
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5 
曬網場、整備場及其相關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
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6 
曬網場、整備場及其相關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
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7 
曬網場、整備場及其相關設施，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
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8 
牡蠣養殖所需之漁具、蚵架加工器材及牡蠣放養棚架暫時堆
置的場所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9 
漁(網)具整備場、曬網場，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漁業
有關設施 

漁(一)-10 
牡蠣養殖漁業棚架加工場地，牡蠣養殖漁業器具儲放場或經
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與漁業有關設施 

漁(一)-11 

休閒漁業相關活動舉辦空間、遊客臨時停車場，並得機動調
度作為牡蠣養殖蚵架整備加工場地或經漁港主管機關核准之
活動開放空間 

漁
業
相
關
產
業
設

施
及
輔
助
漁
港
功

能
設
施 

漁(三) 

休閒漁業相關設施(例如：遊客旅遊資訊服務設施、簡易餐飲
服務、當地養蚵文化展示及體驗設施等)，或經漁港主管機關
核准之與休閒漁業有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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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漁港設施計畫 

本計畫檢討四草漁港使用情形及未來發展計畫，臚列需要改善或興建

項目如下，如圖 5-6所示，並說明如下： 

 (一)基本設施 

1.南側碼頭塌陷修復 

四草漁港碼頭南側碼頭型式為棧橋

或版樁式碼頭，目前由於樁結構研判因泊

地浚深後，水深影響樁體的自立穩定，造

成碼頭冠牆向泊地側傾斜，與後側的碼頭

面分離，部分碼頭面亦有下陷情形，該區

為本港從事沿岸漁撈舢筏停靠使用，未來

建議應全面進行修復工程，以利碼頭後側土地利用。 

2.南側碼頭西端增建改善 

港區南側碼頭西側末端與現有公務

(檢查)碼頭東側間目前為垂直岸壁之護岸

型式，由於沿岸漁撈舢筏使用船席稍嫌不

足，故有部分舢筏停靠與岸壁前側水域，

目前水域與後側道路間高程相差頗大，漁

民搬運漁具及漁獲相當不便及具危險

性，因此，未來建議應將現有垂直岸壁改建為碼頭，與南側碼頭銜接，

以增加碼頭長度，並可改善漁民作業安全。 

3.碼頭繫靠安全改善 

目前港區內西、北、東及南側碼頭前側皆未裝設防舷材(碰墊)，

故在舢筏使用上容易在停靠時，塑膠管材易因碰撞造成損壞，因此除

南側碼頭將配合損壞修復時裝設防舷材外，西、北及東側碼頭與護岸

亦建議裝設防舷材(碰墊)，以增加舢筏停靠之安全性。此外，在西側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5-23  

及北側碼頭已設置簡易繫船柱，而東側碼頭則尚未設置，故為增加舢

筏停靠的安全性，本計畫乃建議於東側碼頭加裝簡易繫船柱。 

4.漁港發展區填築 

本港因缺乏漁業發展用地，乃將港區南側將都市計畫已劃為「港

埠用地」納入，惟現況養殖池，較現有港區低，因本計畫將在此區域

興建結構物，故未來在開發興建前，應先進行土方填築工程，在達到

計畫高程後，俟地盤自然沉陷穩定後，再進行使用。 

 (二)公共設施 

1.漁具倉庫改建及增建 

四草漁港目前漁民多從事牡蠣養殖為大宗，配合牡蠣放養於外

海，必須編製浮筏式竹製棚架，再以舢筏拖至外海錨碇，因此在製作

棚架過程需要有儲放浮標、繩具及編製器具之空間，目前漁民於港區

西、北及東側搭建漁具倉庫作為材料儲放、漁民休息及牡蠣採收後之

剝取作業場所，惟因興建年代久遠已呈現老舊破損，影響漁民使用，

本計畫乃將建議將現有漁具倉庫、棚架改建及港區南側之漁港發展區

內興建漁具倉庫納入計畫中。 

2.漁民活動中心興建 

本港因受限於港區腹地狹窄，碼頭後側僅有的陸域空間已多利用

作為漁具倉庫使用，漁民日常漁閒時尚缺乏事務研商討論的空間，為

健全本港漁民管理的功能，本計畫乃建議將漁民活動中心興建計畫納

入。 

3.多功能廣場增設 

四草漁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99 年曾獲選「第二屆十大魅力

漁港」－生生不息的獎項，目前臺南市政府亦規劃發展「臺南市內海

文化絲路計畫」，將來配合各單位的觀光休閒發展，港區周邊的觀光

資源將予以整合與串聯，然由於本港港區腹地不足，且已多供傳統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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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用，因此，本計畫乃除檢討納入現有港區南側土地作為漁港發展

區域外，並規劃增設多功能廣場，作為傳統漁業及休閒漁業彈性使用

空間。 

(三)一般設施 

1.休閒漁業區增設 

未來本港建議將朝傳統漁業兼具觀光休閒功能發展，本計畫規劃

於漁港發展區內劃設休閒漁業區(即漁(三)-1 用地)作為發展休閒漁業

使用，該用地西南側可抵鹿耳門溪出海口之夕陽賞景區、東北側可抵

規劃為「臺南市內海文化絲路計畫」陸上交通接駁站之鹿耳門天后

宮，進出交通便利，其區位功能應朝休閒遊憩使用發展，現階段暫建

議設置遊客旅遊資訊提供、簡易餐飲服務、養蚵文化展示及體驗等設

施，採低密度開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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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四草漁港設施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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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運輸系統計畫 

四草漁港港區道路系統係依據現況既有道路使用，及中遠期計畫新設

道路，大致可分為漁港區域範圍內之港區道路系統及對外聯絡道路，如圖

5-7所示，說明如下： 

(一)聯外道路系統 

聯外道路為港區對外聯絡的道路系統，目前四草漁港對外之聯絡道

路系統可分為兩部分： 

1.南側聯外道路系統 

南側聯外道路系統由港區東側及南側道路經過排水渠道之橋樑

後，續向南沿排水渠道旁道路(路幅約 4m)可至北汕路往南銜接四草

大道，經四草大橋聯絡安平漁港及臺南市區；向北可至鹿耳門天后宮

與西側聯外道路系統相連接。 

2.西側聯外道路系統 

南側聯外道路系統由港區西側沿鹿耳門溪河堤道路向南可抵鹿

耳門溪出海口之鎮門宮、向北可至鹿耳門天后宮，路幅約 6m，為遊

客及牡蠣運送車輛主要行駛路線。 

(二) 港區道路系統 

1.環港道路 

環港道路為港區周邊的道路，本港因養殖池圍繞港區，且港區碼

頭因排水渠道匯入港區，致碼頭並不連續，故利用港區周邊養殖池與

港區交界處興建擋土駁崁，再利用限土地興建道路，環港道路分布於

港區邊緣，可聯絡港區西、北、東及南側塊，並可與聯外道路銜接。 

2.服務道路 

服務道路為由環港道路進入港區後，人、車主要之聯絡各區塊之

服務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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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四草漁港運輸系統計畫圖 



第五章    四草漁港漁港計畫擬定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  

 5-28 

九、設施建設計畫 

(一) 91年至 100年執行之工程或計畫 

蒐集四草漁港近十 (91～100) 年執行之工程如表 5-3所示，僅有 2

件，目前皆已辦理完成。 

表5-3  四草漁港近十(91～100)年工程辦理情形 

年度 工程或計畫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91 四草漁港繫船柱及浮筒式碼頭工程 設施維護 臺南市政府 已完成 

97 
97年度「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臺南市四
草漁港疏浚工程 

設施維護 臺南市政府 已完成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二)未來建設計畫 

未來建設計畫將配合四草漁港未來發展建設目標，在現有港區規模

基礎上除已進行港區水、陸域設施區位及使用項目檢討以因應未來港區

發展需要及符合土地使用現況外，並檢討未來除傳統漁業外，因應觀光

休閒之發展，將港區南側都市計畫屬「港埠用地」之土地納入，致港區

內須新設之項目，以利港區使用及未來發展之需要，因此，四草漁港漁

港計畫擬以五年為一期，擬定四草漁港之建設計畫作為本港後續建設及

發展之依據，第一～第五年以改善現有港區之使用設施，促進傳統漁業

持續發展為主，至於港區南側現為養殖池土地之相關建設則列為中遠期

後續計畫，如圖 5-8所示，此外，在中遠期計畫進行實質建設前，建議

能辦理先期規劃工作，屆時將有關漁港發展區及港區整體發展相關事項

作有系統的規劃，說明如下： 

1.近期建設計畫 

四草漁港依據漁港計畫及未來發展需要，依民國 101年 1月物價

為基準，及不考慮物價上漲指數，擬定近期建設計畫，共需經費約新

台幣 0.8億元，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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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四草漁港設施建設計畫區位及分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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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側碼頭損壞修復 

A.計畫概要 

四草漁港興建於 77～85年間，係利用原有鹿耳門溪堤防內

側之養殖池闢建而成，現有西、北、東及南側碼頭共約 660m，

其中西、北及東側碼頭現作為牡蠣養殖舢筏使用，而南側碼頭則

為沿岸漁撈舢筏使用，由於南側碼頭呈 V 字型之東、西兩段因

興建年代較久，目前碼頭前側已向港區泊地傾斜，造成碼頭後側

與碼頭前緣結構分離損壞，致使現利用該水域停靠之沿岸漁撈舢

筏上下岸作業及停靠不便，故建議應予以整建修復，以維持港區

正常的功能。 

B.計畫經費 

碼頭修復依據現有碼頭結構，採版樁式碼頭進行修復，初步

估算以前排打設一排版樁，以足以維持版樁自立之深度，後側再

進行填築，並以鋼筋與原有碼頭面連結後以混凝土澆置封頂，概

估整建長度為 201m，約需經費 3,200萬元。 

(2)現有漁具倉庫整建 

A.計畫概要 

本港漁具倉庫係主要供從事牡蠣養殖漁民作為儲放養蚵棚

架組裝加供及外海錨碇所需材料、機具之用，由於現有倉庫已老

舊破損，風雨時遮蔽效果不佳，故建議能配合漁民活動中心增設

時，一併改建西、北及東側漁具倉庫，使港區景觀能獲得改善。 

B.計畫經費 

漁具倉庫若採樑柱鋼製結構、隔間採輕質隔間，連同前側停

車空間與周邊環境綠美化，概估約需經費 3,400萬元。 

(3)漁民活動中心興建 

A.計畫概要 

本目前並無漁民活動中心，考量未來提供漁民舉辦活動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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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漁港管理事務的場所，建議配合漁具倉庫整建時，於西側漁具

倉庫基地擇定適當區位配合倉庫整建工程同時增設漁民活動中

心。 

B.計畫經費 

漁民活動中心初步估算以 2層樓 RC結構建築計算，若依據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之規定，建蔽率為 30％、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之規定進行計算，若基地面積暫以 260m
2計算，概估樓地板面

積約為 150 m
2，則連同建物及停車空間與周邊環境綠美化，概

估約需經費 700萬元。 

(4)碼頭繫靠安全改善 

A.計畫概要 

檢視港區碼頭前側目前並未裝設防撞碰墊，而本港漁筏船身

多為塑膠管材編製而成，易因碰撞混凝土碼頭岸壁造成損壞，故

建議裝設防舷材(碰墊)，以增加舢筏停靠之安全性。此外，東側

碼頭則尚未設置繫船柱，故為增加舢筏停靠的安全性，乃建議於

東側碼頭加裝簡易繫船柱。 

B.計畫經費 

防舷材(碰墊)型式建議採用廢棄輪胎作為防舷材的材料以

節樽經費，概估西、北及東側碼頭(含護岸)長度約 400m，所需

經費約為 280萬元；另繫船柱若以平均 5m一處計算，東側碼頭

(含護岸)長約 178m，約需經費 20萬元，合計約需經費 300萬元。 

2.中遠期建設計畫 

四草漁港中遠期建設計畫，共需經費約新台幣 1.7億元，說明如下： 

(1)南側碼頭改善 

A.計畫概要 

本計畫考量在港區南側之都市計畫屬「港埠用地」之現有養

殖池土地納入使用，現有港區南側碼頭西端至公務(檢查)碼頭間

為垂直岸壁，目前部分沿岸漁撈舢筏乃利用此岸壁停泊，由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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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岸壁水面與岸壁頂端之道路高程相差極大，且非碼頭型式，漁

民使用不便，故未來應將安壁改建為碼頭，使目前南側碼頭西端

能向西延伸，除可增加船席外，亦可保障漁民安全，且可配合後

側土地納入使用，提昇本港漁業功能。 

B.計畫經費 

碼頭改善初步以版樁式碼頭進行改善，初步以前排打設一排

版樁，後側以拉桿支撐樁的安定度，後側再進行填築，並以鋼筋

與原有碼頭面連結後以混凝土澆置封頂，概估整建長度為 50m，

約需經費 800萬元。 

(2)漁港發展區用地填築及道路設置 

A.計畫概要 

港區南側之都市計畫屬「港埠用地」之現有養殖池，現有高

程較港區現有高程低，未來在納入本計畫開發前，必須先進行填

築工程，將基地填築至未還使用的土地高程，俟填築土方壓實後

再進行設施的設施，故在進行開發前先將養殖池予以填平壓實，

並建立未來的道路系統，使各區塊之聯絡道路健全，以因應未來

港區朝多功能使用之需要。 

B.計畫經費 

漁港發展區用地初步估算填築面積約 4.4公頃，平均填築高

度為 4.5m，所需土方約為 22 萬 m
3，可配合鹿耳門溪疏浚土方

為填築來源；另舖設道路約 1,000m(路幅 8～10m，含排水及周

邊綠美化)，概估經費約 4,500萬元。 

(3)漁具倉庫及整備場闢建 

A.計畫概要 

四草漁港目前因腹地狹窄，漁民進行蚵架組合加工或整網僅

能利用碼頭後側空間，極為不便，因此在港區南側之養殖池完成

填築後，在位於第一線土地上除闢為整備場外，另興建漁具倉庫

供漁民儲放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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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計畫經費 

漁具倉庫位於漁(一)-8 及漁(一)-9 用地，大致沿用地鄰港側

施作，若縱深以 20m計算，使用土地面積 5,400m
2，則約需經費

為 4,350 萬元；其餘地坪則供漁(網)具整備使用，暫以 30cm 的

PC鋪面估算，概估約需經費 450萬元，合計 4,800萬元。 

(4)漁業作業區闢建 

A.計畫概要 

漁業作業區係作為未來提供漁民蚵架加工的空間，以解決目

前港區內蚵架僅能於碼頭後側或鹿耳門溪出海口砂灘工作的困

境。 

B.計畫經費 

漁業作業區位於漁(一)-10用地，面積約為 5,450m
2，以 30cm

的 PC鋪面估算，則約需經費為 500萬元。 

(5)多功能廣場增設 

A.計畫概要 

多功能廣場係作為未來港區舉辦節慶活動時之場所及臨時

遊客停車空間外，並可在漁業作業區不敷使用時，機動調整作為

漁民進行蚵架加工的空間。 

B.計畫經費 

多功能廣場位於漁(一)-11用地，面積約為 9,200m
2，暫以高

壓磚鋪面估算，則約需經費為 1,700萬元。 

(6)休閒漁業區增設 

A.計畫概要 

本計畫配合臺南市政府「臺南內海文化絲路計畫」及本港獲

選為「魅力漁港」－生生不息獎項，提供未來發展休閒漁業之需

要，劃設彈性發展空間，暫規劃作為遊客旅遊資訊、簡易餐飲服

務與養蚵文化展示及體驗等多元化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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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計畫經費 

初步以 2層樓 RC結構建築計算，依據台江國家公園計畫之

規定，建蔽率不得超過 30％、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之規定進行

計算，故休閒漁業區即漁(三)-1 用地的面積約為 4,930m
2，若建

物樓地板面積以建蔽率 15％、容積率 120％計算，即約為 890 

m
2，概估約需經費 4,450 萬元，其餘空間保留作為彈性利用空

間，以綠美化暫估，約需經費 250萬元，合計 4,700萬元。 

3.前置作業項目 

(1)漁港設施改善及漁港發展區先期規劃 

A.計畫概要 

四草漁港為臺南市重要的牡蠣養殖漁業作業基地之一，由於

現有使用港區部分係於 77～85年間闢建，由養殖池開挖而成，

由於受限於周邊魚塭，港區極為狹窄，缺筏陸上作業腹地，本計

畫在近期計畫中已針對現有設施擬定改善或改建計畫，以解決現

況使用的困境；由於本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周邊又具稀有生

態環境及資源，未來配合臺南市政府規劃的「臺南市內海文化絲

路計畫」及漁業署「十大魅力漁港」，除在傳統漁業之外，宜增

添休閒觀光的元素，故配合都市計畫中將港區南側部分養殖池納

入「港埠用地」範圍內，本計畫乃劃為「漁港發展區」，於中遠

期進行開發，提供作為傳統及休閒漁業使用，惟在進行實質建設

前，應對「漁港發展區」內之設施區位、項目及內容進行規劃。 

此外，針對本港使用上所面臨的問題，如鹿耳門溪淤砂改善

因與政府「永續海岸」政策、海岸保護、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及管

轄主管機關不同等相關議題，在進行實質改善計畫前必須先進行

通盤檢討，以研擬適當對策；另於 101年 1月 5日公開說明會中

漁民反應，於港區水域增設棧橋碼頭，惟因棧橋碼頭伸入現有泊

地中，是否對現況使用及將來船隻操船安全及航行便利性有負面

影響，亦應進行興建之可行性研究，以確保建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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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計畫經費 

規劃研究工作項目包括基本資料蒐集、鹿耳門溪沿岸與出海

口海域地形水深測量、地形水深變化數值模擬、淤砂改善方案研

選、陸上設施需求及區位檢討、現有設施安全評沽、景觀整體規

劃、工程經費估算及相關之印刷差旅與必要之稅賦等，概估所需

經費約為 400萬元。 

 (三)財務計畫 

1.分年建設計畫 

檢討四草漁港未來發展之需要，擬定設施建設項目及實施內容，

暫以 5年為一期，屬近期計畫階段，第 5年以後則為中遠期階段，不

臚列實施年度，建設項目如表 5-4所示。 

2.政府建設部分資金籌應 

依據本計畫之建設計畫內容，未來四草漁港之設施建設或改善仍

以公共設施為主，其所需建設經費依據漁港法將由政府籌措建設經

費，近期階段需建設經費約 8,000萬元，第 5年以後之中遠期階段經

費則暫匡列 1.7億元，總計 2.5億元，如表 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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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四草漁港設施建設期程計畫表 

分類 項目 
實施期程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以後 

前置作業 1.漁港發展區先期規劃         

近期計畫 

1.南碼頭修復       

2.漁具倉庫整建       

3.漁民活動中心興建         

4.碼頭繫靠安全改善         

中遠期計畫 

1.南碼頭改善       

2.漁業發展區填築及道路       

3.倉庫及整備場闢建       

4.漁業作業區闢建       

5.多功能廣場闢建       

6.休閒漁業區闢建       

 

 

表5-5 本計畫總建設經費需求統計表 

分類 項目 
實施期程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以後 

前置作業 1.漁港發展區先期規劃   400    

近期計畫 

1.南碼頭修復 1,600 1,600     

2.漁具倉庫整建    1,700 1,700  

3.漁民活動中心興建    700   

4.碼頭繫靠安全改善  300     

中遠期計畫 

1.南碼頭改善      800 

2.漁業發展區填築及道路      4,500 

3.倉庫及整備場闢建      4,800 

4.漁業作業區闢建      500 

5.多功能廣場闢建      1,700 

6.休閒漁業區闢建      4,700 

年度經費需求小計 
1,600 1,900 400 2,400 1,700 

17,000 
8,000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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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1/4)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一)梁晉榮 委員  

1.四草漁港經套繪，位於台江國家公園
內，請參考國家公園的相關計畫，未
來四草漁港相關的規劃建設，將受到
國家公園法等法律的限制。 

1.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將參考國家公園相
關內容擬訂本港開發利用計畫。 

(二) 周瓈朝 委員  

1.請依漁具漁法種類區分漁筏舢舨艘
數，並規劃港區碼頭停泊配置圖。 

1.將依漁船筏數量及所需作業空間來規
劃分區使用，詳細分區使用於期末報
告提出，預定區分為牡蠣養殖作業、
近海漁撈舢筏作業等區。 

2.依目前都市計畫之港埠專用區面積為
9.57 公頃，與報告 P4-7 所載有所不
同，請確認。 

2.本港港區範圍以港埠用地範圍為原
則，惟考量實際管理需要，河堤邊側
道路(含萬安橋)不納入港區，故港區範
圍與港埠用地面積略有差異。 

3.請增附擬定範圍之土地清冊(含地段、
地號、面積、土地權屬、使用現況、
使用分區及編定種類)、及土地登記謄
本、地籍圖，並請將劃定區域範圍之
配置套繪於地籍圖，並估算所需土地
費用。 

3.遵照辦理，已補列部份資料如第 4-9

頁，其他資料俟港區範圍確定後於正
式報告提出。 

4. P1-4 流程圖漏字請補正。 4.已修正。 

5.請依當地漁業港區利用及未來發展，規
劃整體港區配置，並尋求業者共識，
提出適切的港區範圍劃定及漁港計
畫。 

5.遵照辦理。 

6.P2-12 圖 2-10 土地管理者及顏色請再
確認。 

6.遵照辦理，已修正。 

7.請附鹿耳門出海口淤積分析資料及南
側另闢漁港可行性分析。 

7.鹿耳門溪南側另闢漁港可行性，因涉及
「永續海岸」政策、海岸保護及環境
影響評估法規，本計畫建議另案辦理
整體研究規劃，以研擬改善方案之可
行性。 

8.P3-13 請確認四草漁港是否在「台江國
家公園」及「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內。 

8.參考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資
料，本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
但不在「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內。 

9.本府觀光旅遊局業已釐訂「台南內海文
化絲路」計畫，並將四草漁港做為停
泊點。請規劃單位將前開計畫納入考
量，並評估漁港預留遊憩泊區及空間
之可行性。 

9遵照辦理，預留漁港配合發展「台南內
海文化絲路」計畫的空間，將於期末
報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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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2/4)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三)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請規劃單位參考安南區的細部計畫，本

漁港如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雖然都

市計畫劃設為港埠專用區，但仍受到

國家公園法的管制。 

1.遵照辦理，本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

未來將參考國家公園相關內容擬定本

港使用計畫。 

(四)台南市漁會  

1.四草漁港規劃休閒漁業區及傳統漁業

區，可符合漁民使用需求。 

1.知悉，已於未來漁港發展空間，規劃休

閒漁業區及傳統漁業區。 

2.評估是否可設置漁民活動中心。 2.有關港區內土地使用分區規劃，將於期

末報告中提出。 

3.現有的漁具倉庫老舊需予以更新或整

建，並且可以提供穩定的水電供應。 

3.納入漁港計畫內容辦理。 

4.請市政府農業局規劃適當的的蚵殼堆

置場。 

 

4.敬請市府漁港及近海管理所轉知農業

局漁業科參考辦理。 

(五)吳俊傑 委員 (書面意見)  

1.四草漁港之漁港計畫內容請依漁港法

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內容撰寫。 

1.遵照辦理，詳細內容於期末報告提出，

以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2.漁港區域範圍應排除河堤範圍。 2.遵照辦理。 

3.提供劃定漁港區域範圍內土地現況權

屬為何、面積大小、使用地類別等資

料。 

3.港區內土地地籍詳 p4-9。 

4.四草漁港是否屬台江國家公園範圍

內，倘是未來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密切連繫，未來建照申請將轉由該單

位管制。另與原台南市都市計畫所規

劃四草漁港之內容是否適用，建議應

釐清。 

4.經查四草漁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範圍

內一般管制區，漁港相關利用開發需

符合國家公園法之規定。 

5.四草漁港之漁民主要以養蚵為主，漁民

作業所需之場所可能較大，建議應規

劃較大面積之作業場所及漁具倉庫供

漁民存放 ”錠錨”。 

5.目前規劃構想為建議現有老舊漁具倉

庫辦理更新，並輔導漁會建立漁具倉

庫及整備場的營運管理機制，以維持

漁港的整體作業功能與景觀，另本計

畫之發展區，已初步規劃有漁具倉庫

及漁業作業區域，以滿足漁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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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3/4)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六)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張志遠(書面

意見) 

 

1.經查四草漁港(四五堡漁港)位於本園

一般管制區內，爰本案期中報告書

P2-16、P3-12 及 3-13 書圖資料建議釐

清，並惠予更正。 

1.依委員建議予以更正。 

2.另本案建議規劃階段評估納入國家公

園法等相關法令之工地各分區使用管

理原則，未來如涉硬體施作、工地開

發或變更等行為時，依法並視實務需

要會同本處辦理，以備規劃完善。 

2.未來本漁港相關開發案，需依國家公園

法規定辦理，國家公園內之漁港開發

案例，可參照屏東縣墾丁國家公園及

金門國家公園的做法。 

3.檢送國家公園法暨相關法規，本園區範

圍圖(陸域)書面或電子檔資料各 1 份

供參。 

3.感謝提供寶貴資料。 

(七) 觀光旅遊局 林惠美  (書面意見)  

1.四草漁港列為 99 年度第二屆十大魅力

漁港「生生不息」主題漁港，又因近

年漁業亦有進行轉型的規劃。因此，

為維持或改善漁民生計，在四草漁港

發展方向乙節中，建議維持傳統漁業

及結合台江國家公園的資源，推動休

閒漁業發展，並於第四章之港區劃定

之規劃應納入考量，以利後續計畫推

動及建設考量。 

1.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有關四草漁港配合

十大魅力漁港，輔導漁民轉型發展休

閒漁業規劃，將於期末報告提出。 

(八) 地政局  (書面意見)  

1.有關本市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

畫訂定乙案，經查報告書內 2-12 頁，

四草漁港港區及附近土地權屬，係屬

安南區鹽田段，屬都市土地範圍，尚

無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情事，請

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意見辦理。 

1.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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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4/4)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九)業務單位意見  

1.四草漁港 85 年完成至今尚未劃定港區

範圍，致漁港行政作業依法無據，此

次辦理漁港計畫旨在儘速依現況劃定

漁港範圍，取得管理及編列預算依據。 

1.敬悉。本計畫將依漁港實際現況、漁業

發展趨勢、漁民使用需求及實際地理

條件，來劃訂港區範圍，以利漁港後

續營運管理。 

2.如依都市計畫漁港範圍暨漁技社報告

建議劃定區域將較現況為大，其未來

將涉漁港腹地擴建，抵觸現行中央政

策－漁港限建原則，且是否符合公設

經濟效益，請規劃公司應審慎評估提

出可行方案，請勿重蹈下山漁港區域

計畫擴建覆轍，造成業務單位無法落

實管理及開發之窘境，並給予漁民過

高之期待。 

2.原則上漁港範圍以符合目前使用現況

為優先考量，惟本港於都市計畫中港

埠用地涵蓋南側現有土地，居於本港

現有陸域土地有限及漁業需求，初步

建議港區範圍應配合都市計畫範圍為

宜，以預留發展空間，但在建設內容

上避免再擴建碼頭及泊地設施，且建

設時程上以遠期為目標，除避免業務

單位困擾外，同時並可避免都計單位

因港區範圍縮小而變更港埠用地，致

未來本港無地可用之窘境。 

3.是否可依現實際情形先行規劃漁港區

域，擴增港埠部分列為第二階段漁港

計畫檢討，不與此次漁港區域計畫併

同公告，請規劃單位考量可行方案。 

3.因港區範圍與漁港計畫有不可分之關

係，原則上分兩階段公告實務上尚無

前例，將再與業務單位溝通，於期末

提出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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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公開說明會意見說明(1/2) 

意 見 反 應 辦  理  情  形 

(一)陳清和先生(漁民代表)  

1.目前漁船停泊位置不夠，建議可參考安

平漁港模式設置棧橋式碼頭，增加漁

船停泊席位。 

1.目前停靠船席不足的原因之一為部分

碼頭損壞，本計畫將編列建設計畫進

行修復以增加碼頭長度，至於設置棧

橋碼頭是否會影響現有使用便利性？

應加以考量，本計畫另建議辦理港區

的整體規劃，未來將針對漁港發展區

及目前面臨的問題進行規劃研究，亦

可將設置棧橋式碼頭的議題納入。 

2.建議將鹿耳門溪堤防向外延伸，防止漂

砂淤積河道。 

2.鹿耳門溪因非屬漁港區範圍，故本計畫

將暫不研擬鹿耳門溪堤防向外延伸之

改善計畫，惟本計畫另建議辦理漁港

發展區使用及港區面臨的問題進行規

劃研究，亦包括鹿耳門溪口的淤淺防

治議題。 

3.漁港碼頭面與漁寮可規劃重新整建改

善，可改善漁港整體環境。 

3.本計畫將現有漁具倉庫改建列入設施

建設計畫中，未來配合倉庫的改建，

應可改善現有港區景觀。 

(二)林南英理事長(南市區漁會)  

1.漁港內與鹿耳門河道水域皆有擺放蚵

架的情況，擋住漁船航行的進出，建

議在鹿耳門溪側面可規劃蚵棚製作處

理專區，避免蚵架佔用漁港水域及航

道。 

1. 本計畫已在中遠期計畫中將港區南側

土地納入使用，並規劃作為蚵棚作業

及堆置場，屆時應可改善目前蚵架佔

用漁港水域及航道的情形，現階段建

議漁管所及漁會輔導地方建立地方自

主管理機制，以維護漁港航道及泊地

的正常運作。 

(三)南市區漁會  

1.因目前四草漁港泊地及碼頭長度不

足，建議將漁港水域擴大。 

1.目前港區因受限周邊養殖池及道路，陸

上用地極為狹窄，本計畫已將現有損

壞碼頭進行修復及將港區南側土地納

入港區內，應有助於港區水、陸域的

使用。 

2.四草漁港出入口狹窄，建議擴大漁港出

入口(寬度)。 

2.四草漁港港口係利用鹿耳門溪堤防打

除興建，目前港口上方有萬安橋通

過，若要擴寬港口寬度，因涉及道路

及水利直主管機關權責，尚有賴相關

單位的協調，現階段建議仍暫依現況

使用為宜。 



附 2-5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公開說明會意見說明(2/2) 

意 見 反 應 辦  理  情  形 

(四)邱課長(安南區公所)  

1.建議設置漁民活動中心，供漁民可休憩

交流用，漁民可成立自治會落實地方

子主管理制度。 

1.本計畫已在港區西側土地北段規劃設

置漁民活動中心，未來配合漁具倉庫

的改建時，一併辦理相關建設。 

2.建議依漁民需求，將漁港規劃的建設，

排定優先順序 

2.遵照辦理，本計畫將分為近期及中長期

的漁港設施建設計畫。 

(五)南市區會蔡課長  

1.漁港未來發展區現為租用漁塭，建議將

漁港區域土地權屬資料調查清楚，以

利漁港建設土地的取得。 

1.港區南側養殖池之土地權屬經查為臺

南市政府經管的市有地，尚未辦理租

賃程序，將來本港之漁港區域範圍完

成公告之法定程序後，將可由土地經

管機關、土地所有機關及漁港主管機

關進行協商，研擬處理方式取得土

地，以利漁港建設。 

2.建議未來本案核定前要再向漁民說

明，讓漁民瞭解漁港規劃內容。 

2.遵照辦理。 

(六)南市區會吳課長  

1.四草漁港的最大問題為鹿耳門溪淤積

嚴重，影響漁船筏進出的航行安全。 

 

1.鹿耳門溪因非屬漁港區範圍，故本計畫

將暫不研擬鹿耳門溪淤積改善計畫，

惟本計畫將建議辦理漁港發展區使用

及港區面臨的問題進行規劃研究，內

容將包括鹿耳門溪口的淤淺防治研

究。 

(七) 周所長瓈朝  

1.鹿耳門溪河道及防波堤管理單位為台

南市水利局，漁港管理所持續協調請

水利局辦理疏浚的工作。 

1.敬悉。 

2.有關鹿耳門溪防波堤加長一案，建議經

專業的評估後，再採行最有利的方案。 

2.本計畫將建議辦理漁港發展區使用及

港區面臨的問題進行規劃研究，內容

將包括鹿耳門溪口的淤淺防治研究。 

3.有關牡蠣養殖蚵架的製作及存放，建議

地方建立自主管理機制，以維護漁港

正常功能，並維持漁港整體環境景觀。 

3.本計畫已在中遠期計畫中將港區南側

土地納入使用，並規劃作為蚵棚作業

及堆置場，屆時應可改善漁港整體環

境景觀，現階段建議漁管所及漁會輔

導地方建立地方自主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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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 2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6時 00分 

二、會議地點：台南市政府永華行政中心 6樓北側 B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周所長 瓈朝                                  記錄：方朗旭 

四、出席單位與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廠商簡報：略 

六、討論及意見 

(一) 周瓈朝委員。 

1. 有關建設經費編列的部分，請依年度別納入，並提供概估預算供承辦單位參

考。 

2. 水深測量圖的部分，等深線請標識單位。 

3. 漁民活動中心規劃可與漁倉庫區併同檢討使用空間，並保持其靈活使用空

間，取的最佳規劃方式。 

(二) 曾所長振升 

1. 為了增加漁具倉庫的收納空間，未來漁具倉庫的細部規劃建議可採用兩層的

建物。 

(三) 南市區漁會  蔡課長太郎 

1. 規劃漁民活動中心地點如於四草漁港現漁具倉庫區內，建議應與漁民充分溝

通後取的用地並於活動中心內設置公廁，供當地作業漁民及遊客使用。另漁

具倉庫腹地應考量現漁民使用情形避免影響漁民權益並期望可儘速完成。 

2. 在四草漁港的未來發展區現今為魚塭，建議可用鹿耳門溪抽沙工程的土方，

做為魚塭填築的材料。 

(四) 安南區公所  邱先生 

1. 四草漁港規劃內容配合作業漁民需求及當地產業的發展。 

(五) 業務單位   

1. 建議漁民活動中心的建設期程可以提前併同漁具倉庫檢討。 

2. 請提供放大的四草漁港套繪地籍圖，以利辦理作業。 

八、會議結論： 

本計畫審查請規劃單位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並依契約內容辦理後續作業。 

九、散會：17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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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1/2)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一) 周委員瓈朝 

1.有關建設經費編列的部分，請依年度別

納入，並提供概估預算供承辦單位參

考。 

2.水深測量圖的部分，等深線請標識單

位。 

 

1.遵照辦理，於成果報告書 5-36 頁表 5-5

將本計畫所需之建設經費彙整供參。 

 

2.遵照辦理。 

(二) 曾所長振升 

1.為了增加漁具倉庫的收納空間，未來漁

具倉庫的細部規劃建議可採用兩層樓

的建築物。 

 

1.因漁民使用漁(網)具屬笨重物品，需以

機械搬運，本計畫暫依一樓估算，是

否採二樓型式設置，建議於未來進行

細部設計時，再參考漁民需求及台江

國家公園計畫對建物之規範內容來修

訂。 

(三) 南市區漁會  蔡課長太郎 

1.規劃漁民活動中心地點如於四草漁港

現漁具倉庫區內，建議應與漁民充分

溝通後取的用地，並於活動中心內設

置公廁，供當地作業漁民及遊客使

用。另漁具倉庫腹地應考量現漁民使

用情形避免影響漁民權益並期望可儘

速完成。 

 

2.在四草漁港的未來發展區現今為魚

塭，建議可用鹿耳門溪抽沙工程的土

方，作為魚塭填築的材料。 

 

1.經審查會議討論，如設置於港區南側未

來發展區，因目前為養殖池，開發涉

及土地取得的問題，恐無法於近期內

完成漁民活動中心及公廁的設置，故

建議將漁民活動中心設置於「漁

(一)-1」用地內，惟其實際區位將於設

計階段與漁民研商討論後確定，並配

合倉庫整建同時辦理。 

2.敬悉，在取得港區南側用地後，可利用

鹿耳門溪抽取之土砂進行先期的用地

填築工程。 

(四) 安南區公所  邱先生 

1.四草漁港規劃內容配合作業漁民需求

及當地產業的發展。 

 

1.經過本計畫調查及期中報告審查與公

開說明會的溝通，規劃內容已將當地

作業漁民需求及當地產業的發展納入

考量。 

 



 附 3-4 

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2/2)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五) 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1.都發局業已於旨案期中報告審查會中
表達旨案範圍雖為都市計畫港埠專用
區，但經套繪係位於台江國家公園一
般管制區內，其土地使用應受台江國
家公園計畫及國家公園法等法律之管
制。 

 

 

 

 

 

 

2.本局刻正辦理規劃之變更臺南市主要
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將配合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修訂都市計畫實施
範圍。有關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土
地使用管制，於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發
布實施後，已不適用原臺南市都市計
畫書圖有關規定。 

 

 

1.敬悉，四草漁港位於台江國家公園的一
般管制區內。依據台江國家公園計畫
內容，一般管制區內包括既有之社
區、聚落、養殖捕撈漁業等，並准許
原土地利用型態；另本港位於一般管
制區(七)－四草魚塭區內，除既有魚塭
外，並得以傳統方式進行漁業養殖行
為，並可提供民眾近距離體驗觀察機
會。本計畫之土地利用係作為漁撈及
養殖作業使用外，另提供遊客服務設
施，未來將依台江國家公園相關規定
辦理建設及土地利用。 

2.敬悉，本計畫係依「變更臺南市主要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之
內容，將「港埠用地」範圍劃設為四
草漁港之漁港區域，今若配合台江國
家公園範圍，調整臺南市都市計畫範
圍，本港未來將依國家公園法進行土
地利用之管制，故在四草漁港依據漁
港法完成漁港區域之公告程序後，建
議台江國家公園參考「墾丁國家公園
計畫書(第三次通盤檢討)」內容，在一
般管制區內劃設「港埠用地」，作為提
供漁船及其相關設施使用，港埠用地
由漁政單位依據漁港法進行漁港之管
理，並依國家公園相關法規辦理漁港
建設與港區土地利用與管制事項。 

(六) 業務單位   

1.建議漁民活動中心的建設期程可以提
前併同漁具倉庫檢討。 

2.請提供放大的四草漁港套繪地籍圖，以
利辦理作業。 

 

1.遵照辦理，已將漁民活動中心建設配合
漁具倉庫整建同時辦理。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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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四草漁港港區土地清冊 

地號 地籍資料 現況使用 使用分區 

649-1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 17,730.64 

所有權人 : 臺南市 

管 理 者 :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以 漁 港 安 檢 站 ( 地 號

649-5)為界，南側為港區

局部之道路外，餘均為養

殖池；北側則為現有港區

局部之碼頭、泊地及倉

庫。 

港埠專用區 

649-5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 346.03 

所有權人 : 臺南市 

管 理 者 :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

局 

現有漁港安檢單位(海岸

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

局)之辦公處所 

港埠專用區 

1041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 98,772.67 

所有權人 : 臺南市 

管 理 者 :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養殖池 港埠專用區 

1041-6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 41,614.89 

所有權人 : 臺南市 

管 理 者 :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為現有港區之主要區

域，現況包括有碼頭、道

路、泊地及漁具倉庫等。 

港埠專用區 

1041-10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10,125.15 

所有權人 : 臺南市 

管 理 者 :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排水溝渠 港埠專用區 

1346-1 

地段:台南市安南區鹽田段 

地目: 養 

面積(m
2
) : 319.79 

所有權人 : 中華民國 

管 理 者 :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漁具倉庫 港埠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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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1 

附錄五-臺南市四草漁港計畫公開展覽期間各單位意見彙整與辦理情形 

 

公開展覽期間各單位意見彙整表 

提案單位 提案方式 來函時間 來函文號 頁碼 

內政部營建署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函文 101年4月11日 

營署團字第

1012907981號函 

附 5-2～

附 5-7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函文 101年4月12日 
台財產局改字第

10100099321號函 
附 5-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函文 101年4月13日 
署巡檢字第

1010005832號函 
附 5-9 

臺南市政府公開說明會 
101年 3月 30

日公開說明會 
101年4月26日 

南市農漁所字第

1010349138號函 

附 5-10、

附 5-11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函文 101年3月22日 
南市地用字第

1010217671號函 
附 5-12 

 

 

 

 

 

 



附 5-2 

 



附 5-3 

 



附 5-4 

 



附 5-5 

 



附 5-6 

 



附 5-7 

 



附 5-8 

 



附 5-9 

 



附 5-10 



附 5-11 

 

臺南市四草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會議地點：南市區漁會 會議室 

三、記錄：方朗旭 

四、出席單位與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廠商簡報：略 

六、討論及意見： 

 

(一) 漁具倉庫區部分有基地下陷的問題。 

(二) 建議辦理漁港安全性檢測評估及航道淤積處理研究評估案可優先執行。 

(三) 建議設置蚵架作業區及暫置區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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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13 

臺南市四草漁港計畫公開展覽期間各單位意見彙整及辦理情形 

各單位意見彙整 辦  理  情  形 

(一) 內政部營建署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1.05.02 函) 

1.依「青山漁港區域劃定及漁港計畫訂定」

成果報告書內第 4-10、4-11、4-13、4-14

頁等圖文所示，青山漁港港區劃定範圍

非屬國家公園園區，本處無意見。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1.03.16函) 

1.本處 101 年 2 月 21 日營江企字第

1016800457 號函諒悉，本案推動前建請

先確認環評問題及檢具興建相關書圖資

料至本處憑辦。 

 

 

 

 

2.本案區劃土地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

區，依成果報告書 P.5-22 所列漁港設施計

畫包括：漁具倉庫改建及增建、漁民活動

中心新建、休閒漁業區之旅遊資訊及簡易

餐飲服務設施闢建等，已涉及建築法第 9

條所稱建造行為，後續開發時應依建築法

及相關規定向本處申請建築執照。 

3.另本案建築物如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117 條規定範疇(如:供集會

堂使用之樓地板面積超過 200m2、供倉

庫使用之樓地板面積超過 150m2、供餐

廳(包括飲食店、咖啡館)使用樓地板面

積超過 200m2...等)，則屬於特定建築

物，各該特定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並應

依第 118 條規定鄰接合於規定寬度之道

路(如:集會堂應鄰接 12m 寬以上之道

路、其他建築物應鄰接 8m 寬以上道

路)，且建築基地鄰接前條規定寬度道路

之長度亦應依第 119 條規定辦理。以上

建請貴所預先評估檢視是否符合規定，

 

 

1.敬悉。 

 

 

 

 

1.本工作係依漁港法規定辦理港區範圍劃

定及擬定港區內使用計畫，藉以釐清漁港

管理範圍及利用規則，並未牽涉實際之開

發行為，現階段應無須辦理環評之需求；

另未來港區內未來實際開發時，除須符合

漁港計畫之規定外，四草漁港位於國家公

園，應依國家公園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辦

理。 

2.遵照辦理。 

 

 

 

 

 

 

3.敬悉。本案規劃港區內之土地均鄰 8m 以

上之行車空間，未來如牽涉建物實際開

發，將依相關法規辦理。 

 

 

 

 

 

 

 

 

 

 



附 5-14 

俾利開發作業遂行。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1.02.21 函) 

1.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2、5 項規定，

本案涉農林漁牧地及港灣等開發利用情

事，是否已達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所定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建議先行詢報環保主管機關認

定後，據以辦理。 

2.另查旨揭區劃土地位於本園一般管制

區，案涉興辦漁港重大公共事業及建設乙

節，俟環保主管機關認定應否實施環評

後，再檢具核准之免環評或環境影響說明

(或評估)書、各管土地使用同意及興建期

程計畫書圖等相關資料至本處憑辦。 

 

 

1.本工作係依漁港法規定辦理港區範圍劃

定及擬定港區內使用計畫，藉以釐清漁港

管理範圍及利用規則，並未牽涉實際之開

發行為，現階段應無須辦理環評之需求。 

 

 

2.如前述，本工作未牽涉實際之開發行為，

現階段應無須辦理環評之需求；另港區內

未來實際開發時，除須符合漁港計畫之規

定外，四草漁港位於國家公園，應依國家

公園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無意見) 

敬悉。 

 

(三)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無意見) 

敬悉。 

 

(四) 臺南市政府公開說明會 

1.漁具倉庫區部分有基地下陷的問題。 

 

2.建議辦理漁港安全性檢測評估及航道淤

積處理研究評估案可優先執行。 

 

 

 

 

 

3.建議設置蚵架作業區及暫置區的規劃。 

 

1.敬悉，建議未來實際辦理漁具倉庫興建設

計時納入考量。 

2.遵照辦理。依本港規模，安全性檢測評估

係針對碼頭設施而言，考量本港碼頭大多

老舊，確有安全評估需求，且本港航道淤

積頻仍，亟需謀求改善之道，故本計畫之

漁港建設計畫中辦理「漁港設施改善及漁

港發展區先期規劃」，將安全評估及航道

淤積問題納入工作項目。 

3.本計畫規劃之未來發展區，部份供牡蠣養

殖業之相關作業空間，惟考量空間有限，

現階段暫不宜作細部之劃分，避免與未來

實際需求不符，建議未來以管理手段區分

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