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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岸環境敏感多變，面對各項發展的需求，海岸

開發勢必無法避免，然而過度開發卻會對海岸造成不

可逆之衝擊，並間接影響生態體系平衡及破壞地理環

境資源。新竹市西臨台灣海峽，近年推動「新竹市沿

海17公里觀光帶」促進民眾體驗生態旅遊及對海岸資

源的認知，臨海的濕地面積為全台灣最大，益加突顯

此濕地生態系平衡的重要性，如何在自然生態環境與

社會經濟效益上求得海岸土地使用的最佳平衡點與空

間分配模式，將是未來香山海岸規劃決策上的重要議

題。本研究將建構新竹香山濕地海岸生態GIS分析系

統，設計一套生態環境及土地使用分類標準與調查模

式，在滿足生態需求、社會經濟與民眾心理多目標前

提下，利用GIS軟體、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與生物多樣

性分析資訊系統，進行海岸環境的空間分析與資源利

用整合，使海岸開發對生態環境、人文經濟之衝擊減

至最低，並可作為生態學空間化之環境管理技術的研

究基礎。

關鍵字：海岸、濕地、生態環境、土地使用、地

理資訊系統

 

Abstract

Coastal environment is susceptible to changes of all 

kinds. With the demands for development, the coast exploita-

tion is inevitable, but exces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brings 

irreversible impacts, tilting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system 

while ruining the resource in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he 

wetland in Hsiang Shan of Hsin Chu is the largest in Taiwan,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balanced ecological system on this 

wetland becomes even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question on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d point in coastal land use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society, along with the approach for its spatial allocation,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n the coastal  

developments in Hsiang Shan area.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framework for a GIS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o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in Hsiang Shan Wetland of Hsin Chu, 

featuring a system that examines the types of land use or the 

util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a set of categories. 

By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demands of the ecology, the 

economy, the expecta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ystem is 

aided by GIS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hat analyze the worthiness of land use and biodiversity. The 

spatial ecology of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is analyzed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 is integrated, so that the impa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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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astal developmen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y can be minimized. This study can also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spatial ecology studies that feature tactic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Keywords: Coast,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and Us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

一、前言

海岸地區提供了多樣化的功能，符合各種不同的

需求，因此不但地球上大部分的人口躍居於距海不遠

的地區，海岸地區同時也成為許多不同使用目的競逐

的空間（葉榮椿，1995）。台灣四面環海，擁有絕佳

的海岸地帶，而人民的生活所需也與海岸息息相關，

海岸地區自然也成為人民仰賴之地，然而近年卻因經

濟高度發展，海岸地區開發案不斷，嚴重破壞海岸地

區的生態（謝佳殷，2002）。

「環境」是由空間領域中所有動態與靜態的事

物、現象所共同組合而成的系統，依其系統內部組成

元素係屬自然現象或人為創造來加以區分，一般可分

為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施鴻志，1997）。

因此，本研究將藉由對海岸生態環境與生態土地

使用理論的探討，參考國內外和新竹市相關的海岸生

態環境分類、土地使用分類、開發行為與活動分類，

研擬一套適合新竹市海岸濕地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特

性之調查分類系統，以建立香山濕地海岸生態資訊分

析系統。

二、生態環境調查與分類

新竹市海岸線北起南寮，南至南港，長約17公

里，屬離水堆積海岸，上千公頃的潮間帶是北台灣最

大的海濱濕地，孕育了大量的蝦、蟹、螺、貝類。其

中，香山泥灘濕地潮間帶出沒的和尚蟹、萬歲大眼蟹

等螃蟹，種類之多、族群之大，為新竹市海岸最引人

入勝的生態景觀。海山漁港以南的南港濕地，為瀕臨

絕種的特有臺灣招潮蟹，佔全省高達80%總族群數的

主要棲息地。另外，客雅溪口北岸金城湖一帶，為大

批水鳥重要棲息地，登錄鳥類多達277種，其中經農委

會公告為保育鳥類達三十多種，海洋哺乳類九種，為

沿岸最具特色之生態景觀以及資源（新竹市交通局，

2005）。

2.1 生態分析方法

生態系統是指生物與其生活之環境間，由於互相

作用而形成穩定的生態系統。該系統可大可小，大如

浩瀚的海洋、無際的沙漠，以及廣大的森林等；小如

水池，甚至更小為包含有金魚、水藻和水的魚缸。

環境系統乃是由生物與非生物所共同組合，「

非生物環境」是指物理方面的影響，包括光、濕度、

溫度、水、空氣、氣候、土壤及營養物質的結構等

物理或化學因子；「生物環境」則為生物方面的影

響，包括各種生物間的關係 。 非生物環境包括媒質 

（medium）、基質、水、溫度、日光、氣候等環境因

子之生態區位（niche）條件；而生物環境則是指生活

在此環境系統中之動植物（施鴻志，1997，見表1）。

  

                                        

生物指標，不論是廣義或狹義、廣域或狹域，都

在生態系中適度的扮演著生存與繁衍的任務，與他種

生物合作又競爭的模式，與環境交互作用以營造最適

環境。因此指標生物僅只在表達環境的條件與適生的

程度。如廣義的生物指標可說明環境中生物敏感因子

或物質積蓄的變化；廣域的生物指標則可表達大環境

的屬性或某一環境因子的趨向；狹域的生物指標則可

明確的說明生態環境中的特質。呂光洋（1993）在福

山試驗林中就以兩棲和爬蟲動物作為指標生物，來長

期監測環境的變遷及其對生態系的影響，同時了解該

生態系內生物相互之間的關係，作為環境發展或保護

的依據。

指標生物是可以讓我們觀察與了解生態認識環境

很好的工具，但若要執行環境中復育與實質規劃時，

雖然可以將指標生物作為保護或復育的目標，但實質

研究中仍應回歸生態環境的本質，由生態系的能量、

物質、物種、環境著手，了解環境中生態承載總量限

制，了解生態系中與其他生態系的交互作用等，方能

表 1  環境系統概念表

     環境系統              環境因子

非生物環境 

（化學、物理）

光、濕度、溫度、水、空

氣、氣候、土壤及營養物質

生物環境 

（動物、植物）

花、草、樹等各種植物；鳥、

魚、蝦、貝等各種環境中的動

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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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生物監測方法雖多應用在環境污染

上，但非只侷限於此，其他像是利用於顯示土地

利用變化、自然資源的品質、都市化的程度、氣

候變遷等皆可（唐先柏，2002）。

2.2 海岸生態環境型態分類

歸納濕地的分類方式有依照分布地點、區

位、土壤及植物種類、植物生長區分來分類，以

及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聯盟分類等方式，本研究

將其整理如下（參見表2），根據地理區位與資源

特性可知新竹市香山濕地位於河口與沿海地帶的

潮間帶，因此屬於沿海濕地中的泥質灘地，土壤

及植物種類屬草本沼澤中的鹹草木沼澤，且有紅

樹林等植物的生長，屬於有植物濕地。

 

2.3 海岸生物環境調查項目

一般在研究生物指標時，通常的步驟可分為

五個主要部分：環境調查與資料分析、生物對環

境因子與季節因子之敏感性分析、生態中食物鏈

與能量流分析、歸納環境與生物相互動模式、建

立生物指標檢索表。在廣義生物指標的運用時，

以研究前二項為主，後三項為輔。狹義生物指標

則以整合前四項研究成果，完成最後一項為目標

（唐先柏，2002）。

由於監測項目的不同，在完成觀察與紀錄

後，應可針對生態保育、污染監控、生態復育等

目標選擇生物指標的物種。而本研究主要是對新

竹海岸生態環境與土地使用的最適空間區位分佈

的研究，自然資源永續的生態保育為目標，因此

動物調查項目，將以生活在新竹海岸濕地中數量

與種類最多的鳥類、貝類、蟹類為主要對象；植

物調查項目，則分為水生與陸生兩大項。

表 2  濕地分類方式

區分方式 形成原因 分類

地點

沿海濕地
伴隨海岸潮汐運動而存在的濕地生態

體系
泥質灘地、海岸沼澤、紅樹林沼澤等

內陸濕地
雨水、地下水、非感潮河段或溪流、

湖、及池塘所形成的濕地生態系統

淡水沼澤、灌木沼澤、淡水池塘、低地闊

葉林、木本森林沼澤、酸沼等

土 壤 及 植

物種類

酸沼

排水不良、具海綿狀的潮濕土壤及泥

炭質，含泥炭層地區發育和生長的植

物群落酸沼，PH＜5，陸沼則含中酸

性地下水，PH＞5

寒冷地區、熱帶森林之酸沼、陸沼

草本沼澤
通常位於河、湖或流岸地區，尤其是

大面積三角洲之處

鹹草木沼澤、半鹹水草本沼澤、淡水草本

沼澤等

森林沼澤

以灌木和喬木佔優勢，且排水不良的

水陸過渡地區，主要在內陸、低淺寬

廣處獨立存在

依樹種：灌木、喬木沼澤

依鹽分：淡水型、半鹹水型及鹽水型森林

沼澤

資料來源:巖登生(1998)，劉靜靜(1995)，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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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市海岸生態環境現況

新竹市香山濕地形成是由頭前溪、牛浦河及鹽水

溪河水沖刷而成，上游的泥沙被溪水夾帶至下游，遇

到潮水阻隔而在退潮時滯留在河口，形成沙灘與泥地

交雜的地質特色，而海潮中的有機質易被留置於濕地

內累積形成多種生物，使香山濕地具有豐富的生態景

觀。

香山濕地是西伯利亞到澳洲的候鳥遷徙的必經之

地，且招潮蟹超過四億隻，為台灣沿岸招潮蟹族群最

繁盛的泥灘地。據統計記錄的鳥類多達277種、螃蟹達

43種。尤其介於客雅溪口至南港無名溝之間的香山潮

間帶屬於東亞水鳥遷徙分佈網的重要一環(Wetlands In-

ternational, 1996)，更突顯此區生態系平衡的重要。

香山濕地是北起客雅溪口（含金城湖附近）,南至

海山漁港的海岸泥質灘地（竹苗交界），東起海岸線

（以界標為準），西至最低潮線（不包含現有海山漁

港、浸水垃圾掩埋場及客雅污水處理廠預定地）。自

客雅溪口以南依序有客雅溪河口濕地、三姓公溪及大

庄溪口草澤濕地、香山泥灘濕地、海山罟紅樹林濕地

及南港沙灘，全長15公里，面積約1,600公頃，是台灣

西北海岸面積最大的泥質灘地（參見圖1）。

3.1 棲地特性

香山潮間帶，隨潮汐吸吐水分、承受波浪、防海

侵陸，也是牡蠣養殖的北限。客雅溪因市區內排水所

挾雜的營養物質，為河口濕地帶來充沛的養份，並孕

育出豐富的底棲生物，提供餌料而成為魚蝦蟹貝重要

育苗場，吸引大批的水鳥在此出沒。溪口南岸潮間帶

屬泥質灘地，每當退潮即可見到大批水鳥在此覓食；

漲潮時水鳥就飛到河口紅樹林、沙洲或北岸的海埔地

候潮，尤以金城湖一帶最盛。

客雅溪口附近、海山漁港附近和南港海灘一帶具

有典型的沙丘景觀。客雅溪口的紅樹林及海山罟紅樹

林皆為人工栽植的水筆仔純林，前者為1989年所植，

後者於1959年就已栽種。目前三姓公溪口至大庄溪口

間的泥灘地出現人工種植的紅樹林小植株，面積約

10公頃。

3.2 濱海陸地生物

香山濕地的生物種類豐富，內有許多動物，主

要包括鳥類、貝類、蟹類等，每日有兩次漲潮將客雅

溪上游的有機質沈積於此，為河口濕地帶來充沛的養

份，成為東方環頸鴴、磯鷸、小白鷺候鳥等鳥類的覓

食處，吸引大批的水鳥在此出沒，造就香山濕地豐富

的生態體系。

在客雅溪出海口流域相鄰海岸線一帶的濕地吸引

了相當多的鳥類來此覓食，從金城橋到金城湖的海埔

新生地，散佈著稻田、魚塭、河道、廢耕地、木麻黃

林等複雜環境，是紅鳩、翠鳥、白腹秧雞的家園，灌

叢平日可見粉紅鸚嘴、大卷尾等。候鳥每年固定來訪

時，整個區域百鳥爭鳴，小辮鴴、黃鶺鴒、鷹斑鷸、

家燕等成群相約來此觀光渡假，偶而也會出現幾位明

星級的稀客，如佛法僧、水雉、白鸛等，客雅溪口北

岸的港南地區，累積記錄了277種留鳥和遷移性鳥類，

超過台灣可見鳥種的一半，部分鳥類為瀕臨絕種與珍

貴稀有種（見表3）。

圖 1  研究範例圖 (資料來源:農林航空測量所，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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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域地區生物

海域地區的生物主要為潮間帶的蟹類，例

如：短指和尚蟹、萬歲大眼螃蟹及斯氏沙蟹等。

目前香山濕地已發現的螃蟹種類多達四十餘種，

數量約二億五千萬隻；其中斯氏沙蟹數量高達一

百萬隻，而鮮藍色的和尚蟹數量約達一億隻，可

見濕地的蟹類數量繁多。漁民也在此地養殖牡

蠣，因泥質灘地的表層生物密度很高，其中發現

許多藤壺、海葵和蚵岩螺的附著。

根據客雅溪河口潮間帶的採樣站所做的調

查，可以發現香山濕地擁有豐富的底棲生物，共

採得106種大型底棲生物，其中甲殼類28種，軟體

類31種，其他生物17種，大部分皆屬於稀有種類（

見表4）。

表 4  香山濕地底棲生物一覽表 

類別 瀕臨絕種 珍貴稀有 其他應予保育

鳥類名稱
白鸛、黑面琵鷺、隼、

諾曼氏青足鷸（4種）

黑鸛、唐白鷺、雀鷹、短耳鴞、

彩鷸、長耳鴞、紅隼、大冠鷲、

魚鷹、小燕鷗（10種）

喜鵲、紅尾伯勞（2種）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1995）

表 3  客雅溪下游鳥類簡介表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1995）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調查發現種類

環節動物

甲殼動物

軟體動物

甲殼動物

軟體動物

星口動物

環節動物

甲殼動物

軟體動物

魚類

環節動物

甲殼動物

軟體動物

魚類

發現種類 9 14 15 12

總類說明

主要
玉黍螺

(占47.92%)

薄殼蛤

(占35.96%)

絨毛近方蟹

(占15.65%)

絨毛近方蟹

(占45.35.%)

次要
神妙擬相手蟹

薄殼蛤、厚蟹

招潮蟹、中國綠螂

短指和尚蟹

短指和尚蟹、薄殼蛤、

神妙擬相手蟹、招潮蟹

短指和尚蟹、

肉球近方蟹、

槍蝦薄殼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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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千多公頃的香山濕地，泥質灘地孕育大量的 

蟹類，已經發現的種類多達33種，以短指和尚蟹數量

最多，棲地超過100公頃，族群超過一億隻，其他的種

類尚有斯氏沙蟹、萬歲大眼蟹、寬身大眼蟹和清白招

潮蟹等聚集（見表5）。

而海域地區的植物方面，主要為紅樹林。在海

水漲潮時，香山濕地的紅樹林生育地將淹水形成所謂

的水中森林。藉由河流從上游累積的豐富的物質，在

紅樹林附近孕育多種生物；當海水漲潮時水位升高，

將有許多水生有機物隨著潮水越過紅樹林漂上岸邊，

而退潮時水位下降，將有機物滯留在紅樹林中，也因

此吸引很多小型蝦、蟹來覓食，在此形成豐富的食物

網，促使紅樹林生態區的循環穩定。

四、GIS模式應用的說明與工具

本研究應用的工具分為內業與外業兩部分，外業

調查使用SuperPadSuite中的SuperPad為主要運用軟體，

輔以SuperPad Builder修改調查使用介面，而內業資料整

合則使用SuperGIS2.0進行運算、重疊、分析與疊圖之

功能。

4.1 SuperPad

SuperPad是由台灣本土自行研發的行動地理資訊

系統軟體（ Mobile GIS ），透過手持式行動裝置（如

Pocket PC、Tablet PC等）即可在野外進行現地調查、

量測、圖資修正等工作，再配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裝置，可取得即時的座標資訊。對於外業資料

的蒐集，SuperPad提供一個簡易、快速，而且是即時、

有效的方式。（見圖2）。主要功能特色有：

 

 

 

 

 

 

 

 

 

(一)、與現有資料的整合：SuperPad可支援現行多種

標準的GIS向量資料，包括ESRI、Shapefile、Mapinfo 

MIF、DXF等，以及MrSID、JPEG、ECW等影像資料。

(二)、可接收GPS訊號，進行定位的工作，並可提供導

航資訊及移動軌跡顯示。

(三)、提供圖資導覽的相關功能，包含地圖的放大、縮

小及平移、特定比例的放大及縮小、將檢視範圍移至

特定的圖層或圖徵、紀錄特定顯示空間範圍、將顯示

範圍移至GPS的定位點等。

(四)、可利用點選方式、超連結功能或文字標籤查詢圖

徵的屬性資料。

圖 2 SuperPad 操作介面

資料來源: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5)

種類 棲地面積(公頃) 密度(隻/平方公尺) 族群估計(隻)

短指和尚蟹 100 116±42 1億以上

萬歲大眼蟹 70 174±59 1億以上
清白招潮蟹 50 40±6 2000萬

寬身大眼蟹 50 15±4 750萬

雙扇股窗蟹 40 37±4 1500萬

斯氏沙蟹 160 -- 100萬以上

台灣招潮蟹 6 -- 1萬以上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1995)

表 5  香山濕地蟹類族群估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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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uperPad Builder 操作介面

資料來源: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5)

SuperPad Builder 為桌上型應用程式，用來開

發在SuperPad上執行的各種擴充功能，其可執行的

工作包括：

(一)、新增包含各項擴充功能的工具列

(二)、設計外業調查所需的紀錄表單

(三)、利用 VB Script 呼叫 SuperPad 所提供的物件 

         （Object）建立新功能

有許多客製化的動作都可以直接利用SuperPad 

Builder所提供的工具完成，而不需要撰寫任何的

程式，不過若要設計、新增較複雜的表單或功能

時，則需運用VB Script語法呼叫SuperPad所提供的

物件來完成。

4.3 SuperGIS

內業的資料整合、運算與分析，使用Super-

GIS 2.0 並外掛 Spatial Analys 模組進行疊圖與評

估指標計算。SuperGIS是一套桌上型的地理資訊

系統，是SuperGeo系列的基礎工具，主要提供地

圖基本的操作與分析功能，也提供相關的地圖

展示、查詢、分析與整合的功能。SuperGIS 亦是

一個可擴充的模組架構以強化整體功能，目前

可外掛的擴充模組包括有 ： Spatial Analyst、3D 

Analyst、 Route Analyst 、 StreetMatching Analyst 、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t 共五個模組 。 本研究輔以  

SuperGIS Spatial Analyst模組在網格式資料的統計運

算分析方面的功能，可跨越不同網格圖層間進行

統計運算。

五、海岸生態環境資訊調查系統之
建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操作軟體SuperPad已有政府機

關與研究單位成功的應用，是既多元又多樣且可

廣泛應用的系統。依據先前對海岸生態環境與土

地使用之分類建構海岸環境資訊調查系統，建置

之操作介面依分類可於建檔之對話框內下拉選項

輸入詳細的調查資料，其內容綜合整理如下（見

圖4、表6）：

4.2 SuperPad Builder

SuperPad除了提供許多常用的工具及親善的

使用介面外，亦需要SuperPad的應用方式能夠切

實符合工作上可能增加或變動的需求或提供更多

的功能，此時便可利用 SuperPad Builder 去更改  

SuperPad 的使用介面，或依據自己的應用需求定製

所需的工具，擴充 SuperPad 的功能（見圖3）。

(五)、提供螢幕點選或擷取GPS定位軌跡的方式，

進行現地點、線及多邊形圖資的新增、編輯及繪

製工作。

(六)、支援台灣通用的TM二度分帶座標系統，包

含TWD67及TWD97兩系統，及百種世界通用的系

統，使用者亦可自行輸入參數，定義所需的座標

系統。

(七)、可利用PC端程式進行使用者介面設定，以及

開發各種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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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類別 項目

非生物環境
物理 光、濕度、溫度、水、氣候、土壤

化學 空氣、營養物質

動物

鳥類
黑面琵鷺、金斑珩、彩鷸、白鷺鷥、小水鴨、小白鷺、尖尾

鴨、濱鷸、紅鳩、麻雀、洋燕、夜鷺

魚類 黑雕、花身鷄魚、彈塗魚、裙蛇鰻、大鱗"魚夋"、頸斑"魚畐"

節肢動物

台灣招潮蟹、清白招潮蟹、弧邊招潮蟹、短指和尚蟹、短身大

眼蟹、萬歲大眼蟹、頑強黎明蟹、伍氏厚蟹、台灣厚蟹、鋸緣

青蟳、雙扇股窗蟹、豆形拳蟹、波檸豆蟹、神妙擬相手蟹、長

指寄居蟹、斯氏沙蟹、繆氏哲蟹、寬溝對蝦、伍氏螻蛄蝦、紋

藤壺

軟體動物

蚵岩螺、雙線血蚶(西施舌)、小灰玉螺、粗勒織紋螺、草蓆鐘

螺、麗文蛤、波紋玉黍螺、公代(鴨嘴蛤)、花蛤、環文蛤、牡

蠣、網目海蜷

棘皮動物 扁平蛛網海錢、馬氏海錢

環節動物、星蟲、紐蟲
葉蟄蟲、偽才女蟲、雙齒圍沙蠶、磷蟲、腦紐蟲、裸體方格星

蟲

                 其他

植物

水生 藻類

陸生
水筆仔、水稻、塩地鼠尾栗、濱刺麥、海馬齒(濱水菜)、菟絲

子、馬鞍藤、鹽定、巴拉草、林投

                其他

土地

使用

污染物處理 污廢水處理、垃圾掩埋場、垃圾焚化場

交通用地 自行車道、道路、鐵路、車站、港口、堤防

工業 工廠、鹽田

商業 商店、市場、餐廳

公共設施 學校、警政機關、農漁會、公園、活動中心、碉堡

住宅 集合住宅、獨棟住宅、連棟住宅

宗教用地 廟宇、教堂、墓地

遊憩區
休閒遊憩公園、遊憩碼頭、遊憩中心、展覽室、苗圃、休閒農

場、海灘遊憩區、觀景點、風景區、河道、賞鳥區、自行車道

農業區 水稻田、旱作地、果園

漁牧區 漁塭、近海養殖區、釣魚場、養牧場

生態保護區 濕地、紅樹林、特殊動植物活動生長地

水域 水體、濕地

其他
沙灘、沙丘、岩石海岸、特殊地、海埔地、荒廢地

表 6  海岸生態環境資訊調查系統之項目綜理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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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研究嘗試建置一個海岸濕地生態環境資訊

調查系統，作為結合GIS資料庫，整合海岸生態

及土地利用資訊進行研究之基礎。因此，未來可

結合海岸環境、GIS資訊回報系統、生態規劃與生

物多樣性分析等主題之研究方向，分析新竹海岸

土地的活動承載量分布，提供海岸規劃管理之參

考。本研究針對生態環境、開發行為與活動類別

進行深入的調查與探討，最後得到海岸生態環境

及土地使用空間區位之資訊調查系統，可隨時進

行生態環境影響模擬預測及開發承載量之監控。

對於將來之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1、以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發展一套快速且準

確的生態環境調查資訊系統，以確實達到事前預

測、事後監控的環境管理目的。

2、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將透過動態模擬所運算出的

數據加以圖面化，建立一生態環境模擬分析資訊

系統，以利往後相關研究的比對及利用，並解決

海岸環境生態資料缺乏之問題。

3、生態環境動態模擬資訊可應用在土地使用適宜

性分析上，使海岸開發對於生態環境、人文經濟

之衝擊減至最低，並研擬最適宜之土地利用型態

的合理空間分佈規劃，套繪出發展潛力與限制疊

圖結果之最適空間量與區位分配圖，可真正達成

環境與土地使用資源整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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