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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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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109.04修正

108.05修正
109.11修正

110.10修正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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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工程對生態環
境造成之負面影響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 生態系統服務
➢支持

➢調節

➢供給

➢文化
*圖片來源：WWF, 2016. Living Planet Report: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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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依據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1. 106.4.11行政院部會協商會議，達成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之共識

2. 106.4.25工程技字第10600124400號函公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3. 108.5.10工程技字第1080200380號函修正名稱

4. 109.11.2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修正部分規定

5. 110.10.6工程技字第1100201192號函修正全文

➢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地方政府辦理受中央
補助經費逾50%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得訂定符合機
關工程特性之生態檢核機制；另經其認定可簡化生態檢核
作業時，得合併辦理不同階段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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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執行依據-
交通部公路總局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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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工程生態檢核

工程階段
執行+參與

核定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主辦機關 ✪ ● ● ● ●

工程顧問公司 ● ✪ ●

施工廠商 ✪

生態背景人員
(專家學者/生態檢核團隊)

●
生態保育原則

✪
生態議題辨認

●
生態保育對策

●
生態保育措施

●
生態效益評估

民眾參與
(在地民眾及民間團體)

● ● ● ● ✪

資訊公開內容 工程計畫內容 規劃內容 工程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計畫內容 監測追蹤結果
生態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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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對象

一. 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7

一. 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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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議題
◆工區為淺山、丘陵環境，農事活動發達。

✓ 都會與山林的過度帶，棲地多樣性相對高
✓ 平原與山區的過度帶，帶有兩區域的生物相
✓ 越往東走，次生林比例提高、農事擾動相對較少
✓ 中小型哺乳類活動區

◆多條常流水的溪流水環境。

✓ 常流水、河濱廊道、水域棲地類型多元、濱溪植被帶

東側有相對多的次生林工區沿線有多條常流水溪流、溝渠水環境周遭植被較密，能提供生物利用

西側人為環境為主，生物相較單純些 往東走，變成建物農地鑲嵌環境

沿線有些較大的林地環境



大尺度生態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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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議題



10

小尺度生態關注圖



環境生態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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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簡單說

1. 保全赤蘭二號橋上游側左岸橋旁兩棵山黃麻。 圍起來不動

2. 保全龍潭橋旁小山丘及檬果樹數棵。 圍起來不動

3. 橋梁改建之水域不斷流並避免濁度提高。 確保溪流不受工程影響

4.
施工便道、料區、土方暫置區等，應優先使用既有設施、
區域並標示於施工計畫中。

確保工程影響只侷限在規
劃的影響區域

5.
明確界定工區，限制機具、人員於區外活動，減少工區
外的擾動。

確保工程影響只侷限在規
劃的影響區域

6.
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污廢水，均應妥善處理，勿在未
經處置下排入周遭水體。

避免水體受汙染

7. 工地廢棄物妥善分類、處理，並避免餵食流浪動物。 減少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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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自主檢查表內容



使用版本：修改自林務局C01附表

C01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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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 由施工廠商填寫
◼納入施工廠商契約

◼依慣例(每月)填寫及回報

• 監造負責品管

• 生態團隊施工中、施
工後查驗

• 機關不定時督導查核



填表需知
• 機關於施工階段督責廠商定期填具「生態自主檢查表」，納入品管檢核作業

• 本表於施工期間定期由施工廠商填寫，監造單位查驗。請依項次檢查生態保全對
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資料或照片

•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可清楚辨認

• 如發現生態保全對象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立即填寫「環境異
常狀況處理表」並通報機關與生態團隊

• 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保育措施，應通報機
關與生態團隊溝通協調

• 表單內所列檢查項目不得擅自修改，相關項目修正得報請監造單位/生態團隊或
機關研議修正

• 請依各項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
需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量由同一位置與角度拍攝

•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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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環境異常狀況：植被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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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https://www.facebook.com/ecologytw/posts/2452964891382671



環境異常狀況：生物暴斃

• 可能原因：氣候異常、溫差過大、溶氧不足、水
量不足、水質汙染、惡意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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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異常狀況：其他

• 過度開挖、水質混濁、民眾陳情

• 保育措施未執行、保全對象遭破壞等

◼與機關、生態團隊討論、擬定補償措施

◼視需要協助辦理施工中說明會

◼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NGO辦理會勘，商討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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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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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工區常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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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勞 黑翅鳶(II及保育類)

白頭翁 紅鳩斑文鳥

小白鷺灰鶺鴒翠鳥

白腰文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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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線真稜蜥
白鼻心

吳郭魚

泰國鱧鯉魚

鬚鯰

大頭蛇

太田樹蛙 黑眶蟾蜍

澤蛙粗糙沼蝦



工作人員人力專長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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