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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岸地區為一生態漸變地區，具有相當特殊且複雜的性質與功能。因此，海

岸地區的生物種類繁多且生物基礎生產力非常高，魚、貝類生產量就佔全球產量

的百分之九十，此外海岸地區亦具土地開發、產業發展、生態保護、教育、遊憩、

觀光、學術研究與國土保安等功能，環境資源相當豐富（陳文姿，1998）。 
台灣為一個海島型國家，四周海岸線總長為一千五百多公里，擁有豐富的海

洋資源，海域生物種類繁多，物種數量高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然而，在經濟

成長的同時，台灣海岸線逐漸被堤防及消波塊取代，不但失去了原有的天然海岸

線，也失去了原有之生物資源（陳俊德，2008），而自然孕育而成之珍貴資源卻

非常的脆弱，一旦遭受到破壞，將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復原，甚至永遠都無法復

原（張長義，1998）。 
隨著環境保護意識抬頭，人們逐漸了解環境保育、永續發展之重要性，致力

於環境保護，回復海岸線自然地景。在國家永續發展政策中，以保護海洋環境，

維護海洋資源永續經營，並建立海岸綠色長城為目標，此外，以生態系統為基礎

落實生物多樣性公約，將海岸保護區納入整合性海岸及海洋管理系統，積極保護

海岸及海洋環境，檢討與改善現有保護區系統與經營策略，至少將 5％的近岸海

域劃設為海洋保護區，未來目標為達成 20％海域劃設為保護區，以便完整維護

本土生物多樣性（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0）。 
新竹縣西臨台灣海峽，擁有豐富的海岸資源，尤其新豐紅樹林是台灣北部唯

一同時擁有水筆仔與海茄苳兩種混生植物的紅樹林地區，具有豐富的底棲生物及

鳥類生態資源，深具保育推廣價值。此外，竹北原生林更是臺灣西部海岸少數具

有高度保育價值之原生林區。新竹縣海岸地區面積雖說不大，生物歧異度卻相當

高，為台灣海岸少有之現象。 
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人口也日漸增加，更反映對於土地上的殷切盼求，

而現有的資源已無法滿足長期發展之需求，迫使沿海地區的土地相繼被開發使

用。但是多年來國人對於海岸之開發利用卻仍多屬土地的外在使用，少有對其潛

在特質的資源管理方式進行探討，使得在環境維護上場有顧此失彼的現象發生，

也因此產生諸多生態上的環境問題（閻克勤，2006）。 
近年來政府對於海岸環境問題也是相當重視，像是營建署所辦理的「海岸復

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98-103 年）」6 年預計共編列 6 億元經費，而新竹縣政

府對於海岸資源的維護更是不遺餘力，在在顯示對於海岸的永續發展已經刻不容

緩。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新竹縣海岸生態資源進行深入的調查與探討，透過

相關理論及文獻收集，建立海岸地景生態功能評估架構，分析新竹縣海岸空間生

態資源之特性，作為後續研究者或決策者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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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範圍圖 
資料來源：農林航測所；本研究繪製

二、地景生態相關應用研究 

地景生態學的應用大致可分為空間格局研究、地景生態規劃與設計、土地生

態分類、生態管理，這幾個大方向（肖篤寧，1993）。國內也有許多以地景生態

觀點為出發之研究，例如鄭曉昀（2004）使用地景特質評估進行研究區的分區及

描述，透過地景指數補充各區土地覆蓋的組成及型態關係，以求完整、全面的鄉

村地景。簡金蘭（2006）應用地景生態規劃方法，以實證操作方式雲林沿海地層

下陷地區，排除不合適的土地利用類型並藉由三種類型規劃策略，提出願景方

案。王筱文（2006）以地景生態的概念為基礎，分別就水資源、生態與地景三面

深入探討，並利用地景生態決策與評估支援系統，設計四個方案進行評估，提出

蘭陽平原地景生態適當可行的方案。孟曉蘭（2008）從地景生態學切入，並以地

理資訊系統為輔助分析工具，探討道路開發對地景結構及地景美質的影響。吳佩

蓉（2008）運用土地利用變遷模式 CLUE-s，模擬五堵集水區於不同管理政策下，

並以地理資訊系統，計算且比較不同情境下的地景生態指數變化，分析其格局及

意涵。孫明德（2008）應用地景生態學分析方法於集水區保育治理，做為後續集

水區保育治理與地景生態規劃之依循。王櫻燕（2006）藉由架構新竹市海岸環境

空間評估，整合新竹市海岸環境空間之最適用定位與發展。江友直（2006）藉由

建構新竹市科學園區景觀生態網絡之架構，探討都市景觀生態網絡完整性與土地

使用合理性之互動關係。 

三、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範圍係依營建署 96 年公告之「海

岸地區範圍」，包括「近岸海域」及「濱海陸

地」，其為內政部依行政院核定之「國土復育

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訂定「海岸地區」之劃

設依據及操作性原則而劃設。而新竹縣部分之

「濱海陸地範圍」界定應屬「以公路或行政界

線、地籍產權界線明顯之處為界」，而「近岸

海域範圍」則以「以水深至某一高度為界」為

主要劃設原則。 
惟考量海岸地區整體規劃之內容多屬陸

域範圍，故本研究範圍係依新竹縣「濱海陸地

範圍」及新竹縣行政區範圍而劃定，故本研究

之範圍北起桃竹縣界，南至新竹縣市界，東側

大致以 15 號省道為界線、西側以海岸線為

界，包含之村里為新豐鄉內的坡頭村、後湖

村、埔和村、新豐村、鳳坑村、重興村、上坑

村，及竹北市內的尚義里、崇義里、新港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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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里、大義里，共 12 個村里，面積共約 2,146 公頃。 

四、研究內容與步驟 

本研究以新竹縣海岸地區為研究樣區，透過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歸

納出海岸地景生態功能之重要考量因子，藉由層級分析法建構海岸地景生

態功能之層級架構，透過專家問卷取得受訪者對各評估指標之偏好，進行

相關指標成對比較分析，進而求得各指標之絕對權重，據以建立新竹縣海

岸地景生態功能評估體系，作為實證之評估指標，重新檢討新竹縣海岸生

態環境，探討其生態效益。 

（一）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的方式分為兩部分，分別為室內作業及外業調查。室內作業

部分進行資料的蒐集和分析，資料來源為研究區相關文獻；室內作業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藉由航照判讀辨別地景狀況，並進行初步分區。當室內作業

累積到一定程度後，就可進行外業調查。外業調查主要的目的是修正與調

整室內分區作圖、確認航照或地圖中無法辨別的地景類型，進行地景描述

或簡單的訪談等。以上的室內作業和外業調查，主要是針對自然環境、生

物多樣性及地景結構組成進行評估。至於地景計量部分，則使用航照圖先

判識不同土地利用。最後以 SuperGIS 計算地景指數，以求得較客觀的地景

狀況。然後再與地景結構組成分析的成果結合，進行後續應用。 

（二）基本圖形資料選擇 

購置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農業航空測量所於本研究期間最新出

版之正射影像之彩色航照圖（民國 97 年 12 月版，比例 1：5000），作為

本研究所需的基本圖，並應用 SuperGIS，配合文獻蒐集與田野調查，依土

地使用類型分類，進行基本圖的數化作業，數化格式採用網格式資料，以

規模 200 公尺乘 200 公尺的正方形網格將研究範圍加以切割。 

（三）評估體系建立與評估指標權重計算 

藉由層級分析法（AHP）建構海岸地景生態功能之體系架構，透過專

家問卷取得受訪者對各評估指標之偏好進行指標間的成對比較分析，計算

各指標之絕對權重。 

（四）各評估指標得點分析 

根據各評估指標之評估準則對各評估單元給予排序值。而各評估準則

之排序值可以透過 Super GIS 軟體以漸層色將得點呈現出來，製作出各評

估指標之分析圖。 

（五）綜合分析 

最後將各評估指標之絕對權重乘以排序值，套疊各評估指標圖，進行

最後的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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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模式建構與整合 

由相關理論與文獻中整理歸納出影響海岸地景生態功能之評估指

標，其主要原則是以地景生態觀點來評估新竹縣海岸環境的生態功能，依

據評估指標選取原則，將第一層級評估指標分為地景結構條件、自然環境

結構條件以及生物結構條件這三項。另外透過文獻與相關研究篩選出第二

層評估指標共計十三項。 

（一）地景結構條件 

就景觀生態學的意義來講，地景是由不同種類之嵌塊體所組成，而不

同的嵌塊體因大小、形狀、類型等因素的不同，對於物質、能量、物種的

流動與分佈也會有不同的作用。所選取的評估指標包括嵌塊體尺寸、嵌塊

體形狀、地景連結度、邊緣密度、地景多樣性等。 
1.嵌塊體尺寸：嵌塊體之大小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十分密切，不同的物種

對於不同大小嵌塊體皆會有所不同的反應，嵌塊體尺寸越大，所能容納

的物種較尺寸小的嵌塊體來的更為多而豐富，其生態資訊也更加完整。 
2.嵌塊體形狀：嵌塊體的形狀對於生存於其中或是鄰近生物的覓食以及物

質與能量的遷移有重要的影響。圓形或是方型的嵌塊體邊緣效應較小，

動物的遷移或覓食所受到的影響也較為來的要小，更利於物種的保護。 
3.地景連結度：地景連結度指的是地景中嵌塊體、廊道或基質如何連接與

延續的一種測定指標。地景連結度對於人類活動強烈的地景區域中，對

於動植物棲息地與物種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因此，若是地景連結度愈高，

其生態效益將會有較佳的表現。 
4.邊緣密度：指的是地景中嵌塊體的總邊長除以地景總面積。地景邊緣密

度愈高時，代表地景中邊界長度所佔的比例也愈長，地景的破碎機率也

就愈高，愈不利於物種之生存。 
5.地景多樣性：地景多樣性即是指地景中嵌塊體的豐富度與複雜度，不同

類型的嵌塊體所容納的物種類型也不盡相同，若是地景多樣性越高，其

容納的物種種類也就越多。 

（二）自然環境結構條件 

良好的自然環境結構應具有多樣的植物種類、高自然度、綠覆率、肥

沃的土壤以及涵養豐富的地下水，這些因子將影響著自然環境結構之功效

與水準。 
1.土壤組成：土壤為地殼表面之自然體，由液、氣和固態三相所構成，具

有空隙與結構能保持水分及供應空氣之物理性，亦含有植物生長需要養

分及陽離子交換之化學性，為自然界中極佳之緩衝體及養分儲存場所。 
2.地下水補注：地下水具有土地防洪及調節的功能，豐沛的地下水資源更

能夠提供植物成長及人類日常生活使用。入滲率愈高的區域，愈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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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過度使用。 
3.植被組成：植被組成指的是在一定面積內，不同植物種類的數量，主要

在評估是否有多樣化的種類足以供生物棲息與覓食，藉以維持生物的多

樣性，使自然環境之生態更趨完整。 
4.綠覆率：指的是植生垂直投影面積所佔之百分比，綠覆率影響著自然環

境之為氣候調節、溫濕度、淨化空氣及水土保持等生態機能。 
5.自然度：自然度為自然環境品質特徵之一，可視為評價自然區域被干擾

的程度和干擾後恢復的狀態，自然度愈高其蓄積量、蓄積結構也愈高，

受人為干擾的影響則愈小。 

（三）生物結構條件 

環境永續利用的目標即是能讓動植物自由自在的生長和活動，生物結

構的指標即是反應生態能量、環境品質和生態的穩定度。 
1.物種豐富度：環境中的生物數量是最能直接表達適居程度的指標，豐富

度愈高則表示具有較高的生態能量。 
2.物種歧異度：即生物多樣性，種類越多歧異度越高，歧異度愈高則具有

較複雜的交互作用，也表示環境穩定度較佳。 
3.稀有物種數：研究範圍內部分地區存有許多稀有、瀕臨絕種的物種，保

持遺傳資源的多樣性，對於維持物種之適宜性是相當重要的，在這些生

物活動的區域應特別謹慎與注意其相關的環境維護及開發。稀有物種愈

多者，需要保護的程度愈高。 

表 1 評估準則表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評估準則 排序值

嵌塊體尺寸 
透過航照圖判讀，以地理資

訊系統軟體進行運算 

3 公頃＜嵌塊體尺寸 4 
2 公頃＜嵌塊體尺寸≦3 公頃 3 
1 公頃＜嵌塊體尺寸≦2 公頃 2 
0 公頃＜嵌塊體尺寸≦1 公頃 1 

嵌塊體形狀   

1.0≦ ＜1.25 4 

1.25≦ ＜2.5 3 

2.5≦ ＜3.75 2 

3.75≦  1 

地景連結度   
0.75＜ ≦1 4 
0.5＜ ≦0.75 3 
0.25＜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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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評估準則 排序值

0≦ ≦0.25 1 

邊緣密度   

0＜ ≦225 4 
225＜ 450≦  3 
450＜ 675≦  2 
675＜ 900≦  1 

地景多樣性 
透過航照圖判讀與實地調

查 

具有 5 種以上地景類型 4 
具有 4 種地景類型 3 
具有 3 種地景類型 2 
具有 2 種以下地景類型 1 

土壤組成 透過土壤圖判讀 

土壤肥力高 4 
土壤肥力佳 3 
土壤肥力低 2 
土壤肥力貧瘠 1 

地下水補注 透過地下水補注圖判讀 

潛在入滲率 3 級 4 
潛在入滲率 2 級 3 
潛在入滲率 1 級 2 
非地下水補注敏感地 1 

植被組成 
 

3.31＜  4 
2.54＜ 3.31≦  3 
1.77＜ 2.54≦  2 
1＜ 1.77≦  1 

綠覆率 
透過區域內植物垂直投影

總面積所佔的百分比判斷 

75％＜綠覆率 100≦ ％ 4 
50％＜綠覆率 75≦ ％ 3 
25％＜綠覆率 50≦ ％ 2 
0％＜綠覆率 25≦ ％ 1 

自然度 
透過航照圖判讀與實地調

查 

具有明顯的原始自然地區 4 
保有大部分自然地區 3 
保有局部自然地區 2 
自然地區低但尚具自然特徵 1 

物種豐富度 
利用公式 

 

17.57＜  4 
11.71＜ 17.57≦  3 
5.86＜ 11.71≦  2 
0＜ 5.86≦  1 

物種歧異度 
 

2.51＜  4 
2.24＜ ≦2.51 3 
1.96＜ ≦2.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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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嵌塊體尺寸評估圖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評估準則 排序值

1.68＜ ≦1.96 1 

稀有物種數 
透過新竹縣政府 98 年度永

續海岸整體規劃報告書與

實地調查 

稀有物種超過 7 種 4 
稀有物種介於 3～6 種之間 3 
稀有物種介於 1～3 種之間 2 
無稀有物種 1 

本研究以層級分析法問卷訪問具相關學理與實質經驗之專家學者，據

以求得決策專家對評估架構中各評估指標之偏好，並以特徵向量求值法求

取各評估指標之權重值，以使研究結果更具客觀性與合理性。 

表 2 評估指標絕對權重表 

目

標 
第一層 重要性 第二層 重要性 

海
岸
地
景
生
態
功
能
之
評
估 

地景結構條件 
（0.2863） 

3 

嵌塊體尺寸（0.0647） 7 
嵌塊體形狀（0.0267） 12 
地景連結度（0.0561） 9 
邊緣密度（0.0208） 13 
地景多樣性（0.1179） 5 

自然環境結構條

件 
（0.3430） 

2 

土壤組成（0.0553） 8 
地下水補注（0.0324） 11 
植被組成（0.0739） 6 
綠覆率（0.0369） 10 
自然度（0.1446） 1 

生物結構條件 
（0.3707） 

1 
物種豐富度（0.1109） 4 
物種歧異度（0.1430） 2 
稀有物種數（0.1168） 3 

 六、空間評估與分析 

本研究將新竹縣海岸之研究範圍，以 200 公尺乘

200 公尺，即 4 公頃的評估單元加以分割，分割後共

609 個評估單元。每一個評估單元所建置的生態功能

資料將運用 SuperGIS 地理資訊系統軟體進行各評估

項目疊圖分析，最後疊圖分析成果以漸層色方式予以

呈現。 



8 
 

圖 3 嵌塊體形狀、地景連結度、邊緣密度、地景多樣性、土壤組成、地下水補注、植被組成、綠覆率、自然度、物種豐富度、物種歧異度、
稀有物種數評估圖 

嵌塊體形狀評估圖 地景連結度評估圖 邊緣密度評估圖 地景多樣性評估圖 土壤組成評估圖 地下水補注評估圖 

植被組成評估圖 綠覆率評估圖 自然度評估圖 物種豐富度評估圖 物種歧異度評估圖 稀有物種數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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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AHP 所建立評估架構中各階層項目權重，將各項排序值分別乘

上專家給予的權重值，即可獲得各評估單元加總各層級評值的最後結果，

最終得點值介於 1 到 4 之間，本研究將其分為三級，第一級之得點值為 3
到 4 分，第二級為 2 到 3 分，第三級為 1 到 2 分。 

根據綜合分析評估結果得知，第一級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評估單

元數量總共有 46 格，佔有率為 7.55％，代表評估單元內物種歧異度較高、

具有明顯自然地區（自然度）、稀有物種數較多；第二級海岸地景生態價

值尚可之評估單元數量總共有 428 格，佔有率為 70.28％，代表研究範圍

內海岸地景生態價值狀況良好；第三級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較差之評估單元

數量為 135 格，佔有率為 22.17％，高於第一級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

佔有率。 

表 3 綜合分析結果表 

評估等級 評估指標 評估單元數量 佔有率 

第一級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 46 7.55％ 

第二級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尚可 428 70.28％ 

第三級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較差 135 22.17％ 

依綜合分析成果，套疊新竹縣海岸建成地、重要生態棲地及河川分佈

圖等相關地景資訊，可知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與環境現況之關係，其分析如

下： 

（一）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區域 
新竹縣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區域，佔有率僅約 7.55％，其主要分

佈於新豐濕地周邊、鳳鼻尾山以及竹北原生林，從這些評估單元看出其可

供生物棲息的空間尺寸完整，空間破碎度低並且擁有多種棲息空間類型，

因此造就物種擁有較高種類與數量。 
（二）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較差之區域 

此類別之區域主要鄰近內陸發展較密集之建成區，包括埔和村、鳳坑

村、白地里之範圍，便成為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較差的區域。由圖 4-19 評估

單元可看出其土地使用多為村里聚落、烏魚養殖場、養雞場、大型工廠用

地、主要幹道用地、垃圾掩埋場、汙水處理廠、以及軍事基地，尤其是在

鳳山溪及牛埔溪兩旁有著汙水處理廠以及為數不少的魚塭、養雞場、河堤

以及大型工廠，對於生態價值有著極大的破壞。此外台 15 線及西濱快速

道路沿線聚落的發展，也使海岸地景生態之價值下降。 
（三）重要生態棲地與海岸地景生態價值衝突程度 

新竹縣沿海之重要生態棲地包括牛埔溪紅樹林、鳳鼻尾山、竹北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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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以及新豐濕地等，各區域之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分述如下： 

表 4 重要棲地衝突程度表 

棲地名稱 
區域內 區域周邊 衝突程度 

牛埔溪紅樹

林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普

遍尚可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普

遍較差 
衝突程度最高

鳳鼻尾山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

良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尚

可 
衝突程度偏高

竹北原生林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

良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普

遍尚可，部分較差 
衝突程度尚可

新豐濕地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

良 
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尚

可 
衝突程度最低

1.牛埔溪紅樹林 

(1)現況說明 
位於本研究範圍最南端之牛埔溪紅樹林，座落之評估單元海岸地景生

態價值普遍尚可，鄰近之建成區發展較為成熟，且其周邊之評估單元海岸

地景生態價值普遍較差，顯示此生態棲地之發展較受威脅，其衝突程度最

高。 
(2)未來建議 

牛埔溪周遭評估單元內多數為魚塭及河堤，幾乎沒有自然棲地，建議

部分魚塭轉型為生態埤塘，不僅可增加生態功能，提供生物棲息、覓食的

場所，在易淹水地區更有著滯洪的作用，也可以減輕抽取地下水而有可能

引發地層下陷的機會。人工河堤則恢復成原有自然生態環境，並且增加泥

灘地以及周遭植被，吸引鳥類棲息，增加紅樹林之生物多樣性。 

2.鳳鼻尾山 

(1)現況說明 
蓮花寺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位於鳳鼻尾山上，裡面擁有全台最多

種類的食蟲植物；此區域屬於軍事管轄基地，開發內容及開發強度受到軍

方管制，且其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良，顯示軍事管制對鳳鼻尾山之生態保

育具有一定程度之正面效應，惟其部分軍事基地之開發破壞其林地面積

（嵌塊體尺寸及形狀），對此區生態有一定潛在威脅，其衝突程度偏高。 
(2)未來建議 

在軍事管轄基地的保護下，目前蓮花寺濕地得以保有其珍貴的植物資

源，蓮花寺濕地目前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因其擁有全台最多種類食蟲植

物，建議未來可以提高其保護區層級，升級為國家級重要濕地。此外，可

配合民間團體或義工，如荒野保護學會，定時進行翻土與除草，確認食蟲



11 
 

植物的生長情況及數量。 

3.竹北原生林 

(1)現況說明 
竹北原生林鄰近鳳鼻尾山，位於西濱快速道路及新月沙灣之間，此區

域內開發較少自然度高，林內物種豐富度及歧異度均高，因此海岸地景生

態價值優良；惟其南側部分烏魚養殖場之產業發展及東側之西濱快速道路

之開發導致其周邊之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偏低，顯示此區域之棲地狀況良

好，但受周邊產業及交通建設之發展的威脅，其衝突程度尚可。 
(2)未來建議 

竹北原生林目前為低開發程度，區內生態多樣且成熟，建議維持原有

保護區之現狀，以確保林內自然演替，並且嚴禁周遭農地擴張於此並禁止

噴灑除草劑，避免干擾原生林內動植物相。而西濱快速道路兩旁之空間，

應該重新設置與原有相仿之生態條件棲地，以補償原有生態功能。 

4.新豐濕地 

(1)現況說明 
新豐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其為水筆仔及海茄苳之混生林，位於新

豐溪出海口，鄰近姜家古厝及百年朴樹林，區域內之海岸地景生態價值優

良，周邊建成區開發密度較低，且土地使用現況單純，顯示此區域及其周

邊之生態環境狀況良好，其衝突程度最低。 
(2)未來建議 

新豐濕地每當假日常常吸引大量遊客前來遊憩觀光，區內設立的高架

木棧道能夠有效限制遊客的活動範圍，降低人潮所帶來的生態衝擊，建議

其他海岸濕地可以參考類似的保護方式，利用最低限度開發不影響原有棲

地的人工設施物，規劃具有教育價值或擁有豐富生態特色之參觀路線，來

箝制人潮漫無目的隨意遊憩可能帶來之生態影響。惟獨仍有不少遊客常帶

著自製的釣竿來釣蟹、釣魚。此外，根據實地走訪發現，紅樹林內垃圾堆

積情況頗為嚴重，主要也是遊客遊憩時隨手扔至木棧道下，建議可加派巡

守員針對重點區域進行清除與宣導，以降低對於棲地的汙染與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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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綜合分析結果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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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透過生態規劃理論、地景生態學之相關研究，歸納出建構出具

完整性的海岸地景生態功能指標，藉由層級分析法建構其階層架構，透過

專家問卷訪問取得受訪之專家學者對各評估指標之偏好，並進行相關指標

成對比較分析，計算各指標之絕對權重，以建立新竹縣海岸地景生態功能

評估體系，以探討新竹縣海岸生態空間之配置。根據研究目的，將本研究

得到的結論分述如下。 
1.評估體系之建立 

本研究以兩個層級關係建構新竹縣海岸地景生態功能評估體系，第一

層級分別為地景結構條件、自然環境結構條件與生物結構條件等三個評估

構面。第二層級操作性指標共計十三項，地景結構條件包含了嵌塊體尺

寸、嵌塊體形狀、地景連結度、邊緣密度與地景多樣性等五項操作性評估

指標。自然環境結構條件則包含了土壤組成、地下水補注、植被組成、綠

覆率以及自然度等五項操作性評估指標。生物結構條件包含了物種豐富

度、物種歧異度以及稀有物種數等三項操作性評估指標。 
2.評估指標重要性 

本研究以層級分析法進行專家問卷調查與分析，研究結果最終獲得專

家權重植，第一層級之三項評估構面以生物結構條件（0.3707）為最優先

考量因素，其次為自然環境結構條件（0.3430）、地景結構條件（0.2863）。 
第二層級中十三項操作性指標，依專家權重值進行重要性排列，由高

而低依序為自然度（0.1446）、物種歧異度（0.1430）、稀有物種數（0.1168）、
物種豐富度（0.1109）、地景多樣性（0.1179）、植被組成（0.0739）、嵌

塊體尺寸（0.0647）、土壤組成（0.0553）、地景連結度（0.0561）、綠覆

率（0.0369）、地下水補注（0.0324）、嵌塊體形狀（0.0267）、邊緣密度

（0.0208）。 
3.生態功能評估結果 
(1)地景結構條件分析 

本研究基地範圍位於新竹縣海岸地區，為非都市計畫地土地，因此區

內有著為數不少的農業用地與沿岸海岸林，其嵌塊體尺寸與嵌塊體形狀條

件相當良好，嵌塊體破碎情況並不嚴重，擁有極為優良的空間品質提供生

物棲息，對於維持內部物種數量有著極大的幫助。在地景連結度方面，鳳

鼻尾山以及沿岸海岸連結度極高，有著高水準的能量傳遞，基地範圍內尚

有鳳山溪、新豐溪以及福興溪這三條主要河川流過，河岸兩旁多數擁有極

為茂密的植生，對於提高地景連結性與連續性，助益匪淺。在地景多樣性

方面，區內多為農業用地，部分地景單一度高，造成物種居住環境選擇性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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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條件結構分析 
本研究範圍內有近八成為肥沃土壤，土質深厚，土壤養分及貯存力

高，質地顆粒大小略粗，對於提升地下水入滲率及地下水涵養有著不少的

幫助，在地下水補助方面，區內有近六成五為入滲率一級以上，因此區內

擁有極佳的土壤沃度及水份提供植物生長，因而造就豐富的植被組成，並

且提升綠覆率。 
(3)生物條件結構分析 

本研究區內由於位於海岸地區因此擁有極佳的鳥蟹類資源，活動範圍

多分佈於牛埔溪、鳳山溪、以及新豐溪，在竹北原生林、沿海防風林也有

著許多蝶類、昆蟲以及爬蟲類。利用豐富度及多樣性指數推算得出，新竹

縣海岸物種的數量及種類都有著極佳的表現，大大提高生態穩定度。而區

域內的稀有物種主要是分佈於竹北原生林、蓮花寺濕地、鳳山溪出海口以

及新豐濕地。 
(4)綜合分析 

本研究區內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區域主要分佈於竹北原生林、鳳鼻尾

山以及新豐濕地，其擁有完整且低破碎度的多樣棲地空間，提供物種棲

息。而地景生態價值較差之區域主要分佈於埔和村、鳳坑村、白地里，其

空間屬性多為密集之村里聚落、養殖業及工廠用地，不利於物種生存。 
在地景生態價值優良之區域，建議維持保護區原有之功用，盡可能維

持區內豐富的生態型式，並且周遭區域可以試著提高其生態功能，如減少

不必要之人工設施物，或是將以開發區段利用補償機制於鄰近地區進行補

償。而地景生態價值較差之區域，建議部分養殖業魚塭轉型為具有多功能

的生態埤塘，改善區域內生態功能。在工廠用地部分應該要進行管制，避

免高度工業化，而讓自然環境承受極大開發壓力。 

(二)建議 

依據研究進行中所遭遇之問題與研究分析之結果，建議後續研究者若

進行相關研究時，可予以考量以下事項。 
(1)評估指標擬定量化標準 

在針對評估準則擬定時，雖考量了應用性、可行性、操作性、獨立性

與系統性，但因為各評估指標的內容與屬性不同，有部分評估準則採用質

化方式做評估，難免容易流於主觀判斷，較易產生不確定性，建議後續研

究可考量更多不同評估因子，或者採用不同研究方法來建立評估項目之權

重。 
(2)評估單元之大小 

評估單元的大小影響著評估結果的準確性，要如何才能彰顯出各評估

因子在評估單元內的影響程度，則必須依照各研究範圍進行地景元素之測

試，以擬定較適合之評估單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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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續可進行之研究 
本研究乃針對單一時間軸內探討新竹縣海岸地景生態之功能，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加入更多時間軸應用於環境條件類似之不同範圍或對象進行

研究比較，更能夠瞭解海岸地景生態功能上之變化，以求更全面完整的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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