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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查結果直方圖 

 

 
圖 二 當地居民與漁民對我國目前發電方式的認知 

 

 

 

 

 
圖 三 當地居民與漁民對台灣地區目前採取哪一種發電方式較理想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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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認知 

 

 

 

 

 
圖 五 當地居民與漁民目前較關心、較想瞭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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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贊不贊成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圖 七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贊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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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不贊成的原因 

 

 

 

 

 

圖 九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贊成的條件 

 

 

 

 

 

0 20 40 60 80 100 

影響漁業 

影響漁民生計 

影響漁場生態環境 

變電站/纜線有電磁波影響 

影響居民健康 

效益不佳 

電力已足夠 

噪音及振動增加 

補償不合理 

已經太多風力發電機組 

漁船行駛安全問題 

意見領袖 

漁民 

居民 

0 20 40 60 80 

提供補償/回饋措施 

與居民/漁民充分溝通 

不會破壞漁場生態環境 

降低噪音及振動 

不影響居民健康 

符合經濟效益 

不要造成環境污染 

要能提供充足電力 

品質佳 

做好安全維護 

輔導漁業轉型 

不會影響中華白海豚 

意見領袖 

漁民 

居民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民意調查報告                                             附錄二、調查結果直方圖 

 66 

 

 

 

 

 
圖 十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對於本計畫施工期間，最需加強注意的事情 

 

 

 

 

 
圖 十一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對於本計畫運轉期間，最需加強注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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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二 當地居民、漁民與意見領袖認為開發單位應該採用的溝通方式 

 

 

 

 

 

圖 十三 未來福興鄉和芳苑鄉西部外海 40~55 公里處將出現多支風力發電機組，當地居民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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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四 當地居民喜歡本風力發電機組的原因 

 

 

 

 

 

圖 十五 當地居民不喜歡本風力發電機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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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六 對於本計畫完工後，將呈現不同的視覺景觀，當地居民是否會提升至本區遊玩的意願 

 

 

 

 

 

圖 十七 當地居民與漁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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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八 當地居民與漁民教育程度 

 

 

 

 

 

圖 十九 當地居民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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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 當地居民職業為漁民所從事漁業種類 

 

 

 

 

 

圖 二十一 當地居民與漁民居住現址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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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二 當地居民與漁民居住地區 

 

 

 

 

 

圖 二十三 當地居民與漁民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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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意見領袖訪問結果記錄 

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一）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完善回饋措施，輔導漁民轉業，提供優先就業職缺。 

Q5.避免破壞生態，不要影響海上交通(尤其流刺網作業)，低頻噪音讓魚類不敢靠近。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漁會來協助輔導漁民。 

Q7 目前漁會會協助輔導漁民，讓他們知道風力發電是國家未來趨勢，但同時也希望計畫單位可以 

   多為漁民著想，盡量將傷害降到最低。希望成立專戶基金(例如每發電一度的收益中可有百分之 

   幾的經費注入)，主要從事海洋生態維護、聘請專業學者長期研究地形地貌生態等變化並復育魚 

   群。同時協助漁民轉型，例如：流刺網轉為一支釣。表示福海風力廠商列為拒絕往來對象，該 

   廠商抹黑漁會，並不守誠信，讓漁會、漁民非常反彈。表示希望接下來合作的對象是財力充沛 

   的廠商，願意長期經營並共同為漁業努力，而非白手套馬上轉手，如此大家再坐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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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中華白海豚。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不會影響中華白海豚移動。 

Q5.避免影響生態。 

Q6.希望開發單位邀請環保團體參與說明會座談會等會議，並在會前提供相關資料。 

Q7.針對候鳥遷徙，目前並無可靠的證據證明會影響候鳥。而針對打樁時的震波，可能影響中華白 

   海豚移動，建議施工時再打樁位置旁邊安排四艘船巡邏，若遇到中華白海豚接近，則通知停止 

   打樁作業直到海豚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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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幫助補充國家電力。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贊成本計畫：支持國家政策。 

Q5.妥善規劃海上交通，變電所的電磁波問題。 

Q6.希望開發單位先做好規劃，再來跟民眾協談。 

Q7.站在公所的立場願意支持本計畫，但是此計畫影響最大的是漁民，希望妥善與漁民、漁會好好 

   溝通協調，目前並有清楚的回饋機制。目前沿海太多風力發電計畫，大家都已經搞不清楚，且 

   各個計畫各自為政，沒有統一規劃，廠商分散眾說紛紜，希望優先做彰化沿海統一的風力發電 

   政策環評，各個計畫合而為一，將相關風機位置、數量等訊息完整規劃出，再來找當地協談。 

   之前福海風力發電廠商說話不算話，出爾反爾，每一次說的風扇數量不同，且在已經簽定合約 

   的情況下還發生變故，導致漁民、漁會嚴重反彈，甚至前幾個星期的說明會還不願意讓他們召 

   開，還請環保署出面協調。漁民、漁會表示不願意再與福海廠商合作。優先做政策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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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影響沿岸採蚵漁民。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妥善與漁民溝通協調，完善回饋機制。 

Q5.風扇噪音影響漁民捕魚。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座談會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有採蚵漁民表示擔心風扇噪音影響採蚵，若是離岸邊很近對採蚵影響會很大，但若是 40 公里以 

   上，則影響較大的是漁船捕魚。目前漁民們最關心的部分是回饋機制內容，希望開發單位可以 

   提出完善的回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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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五）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為環保綠能，增加使用電力。 

Q3.負面影響為：認為只會影響少數的漁民作業及生計。 

Q4.贊成本計畫：風力發電為環保綠能，鹿港近年來都非常重視環保。 

Q5.避免破壞海洋生態，避免影響白海豚生態，變電所的電磁波問題(陸纜經過的居民可能會反彈)。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說明會(宣導時程拉長、醞釀期長一點)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風力發電是目前對環境傷害最小的發電方式，加上鹿港鎮近年民眾環保意識抬頭，對於風力發 

   電綠能大多偏向贊成，僅有極少數漁民會擔心影響到捕漁作業會反對。離岸很遠不會有噪音污 

   染，但若是離岸很近就要擔心噪音污染問題，居民會因此而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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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六）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配合國家政策。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破壞海洋生態。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避開中華白海豚，補償漁民損失(維持漁民生計)，施工時程配合漁民作業(烏 

                    魚季暫停施工)。 

Q5.避免破壞海洋生態。 

Q6.希望開發單位先公開計畫詳細內容再來辦說明會。 

Q7.剛辦完說明會，認為計畫單位沒有給予明確詳實的資料，現場針對漁民的詢問也回答得很籠統，

無法取信於民，建議盡快公開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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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七）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影響中華白海豚生態。 

Q4.贊成本計畫：樂觀其成，希望政府要抓準政策方向，持續朝綠能產業推廣前進，不需要討好所 

               有團體，不要因為少數抗議聲浪而止步。 

Q5.避免影響白海豚生態，施工期間警示標誌、夜間照明，注意路纜施工卡車噪音。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先蒐集地方民意，了解在地民眾最關心的部分，現場主軸要抓 

   好，不要被現場群眾打斷)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發放文宣。 

Q7.建議政府不要討好所有團體，提倡溫和改變，以台化為例透過宣導、溝通在地民眾願意漸漸接 

   受，並且不要因為環保團體的抗議而止步，環保團體看的是 100 年後的事，然而國家未來的發 

   展就在這幾十年，希望政府可以貫徹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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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八）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完善回饋措施，公開讓大家知道本計畫會對在地造成的影響(尤其對漁民的 

                     影響等)。 

Q5.不要破壞漁場，路纜興建時避免影響沿海養殖業者。 

Q6.訊息先向民意代表們發送(文宣、詳細資訊等)再召開說明會 

Q7.注意電磁波對居民健康的影響。認為本計畫影響最大的是沿岸漁民、沿岸居民、路纜週遭居民， 

   應該要針對他們有完善的回饋措施。目前彰化有太多風力發電計畫，建議開發單位在開說明會 

   前應將詳細資料、文宣給各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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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九）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是世界趨勢。 

Q3.無負面影響。 

Q4.贊成本計畫：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基座可以形成另類觀光景點，帶動地方 

               經濟，提供充足電力。 

Q5.如果陸纜走地下化就不會有影響。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文宣、電子媒體傳播(臉書)，先將相關訊息傳遞出去，若在地居民有疑慮再 

   開說明會。 

Q7.希望提供在地就業機會。樂見其成，可以提供彰濱工業園區充足用電，可以吸引更多廠商(谷歌、 

   臉書最近想要擴編)，藉由本計畫可以促進在地發展。縣府定調希望將彰化打造為綠色能源之 

   都，除了可以替代核能、火力發電高污染，更可以藉此機會轉型為環保、綠能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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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贊成本計畫：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發電污染較低。 

Q5.避免噪音污染(聲波不要影響漁民)，。 

Q6.希望開發單位利用廣告媒體讓大家知道，因為鄉下人不太關心此類議題，說明會參與的人不多， 

   大多是環保團體人士。可以在各村辦簡單的討論會，時間以晚上為主。 

Q7.很多民意代表都只知道有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但是對於詳細情況卻都沒有得到訊息，希望相關 

   廠商盡快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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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一）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降低對漁民造成的傷害，針對漁民補貼，協助轉型。 

Q5.減少對漁民作業影響。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有去參加幾次相關說明會，認為本計畫對漁民的影響最大，希望計畫單位針對漁民受到的傷害

妥善面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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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二）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妥善跟地方溝通(尤其漁會、漁民)，給予地方回饋(先給地方，地方會再針 

                      對有受損的漁民、在地建設等補貼)。 

Q5.不要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以在地民意為主，若在地沒有反對的民意，身為民意代表即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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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三）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有參與說明會)。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贊成本計畫：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5.避免影響海洋生態。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一直想參與相關說明會，但礙於行程較滿苦無機會。認為目前在地沒有甚麼反對的聲浪，也沒 

   有聽聞說明會上有甚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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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四）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產能很低，發電效率不高。 

Q4.不贊成本計畫：投資報酬率太低，產能很低，發電效率不高，影響漁民作業、生計，高額電價 

                 賣給台電，轉嫁全民買單。 

Q5. 避免影響海洋生態，影響海上交通，也要避免噪音、震動污染。 

Q6.希望開發單位多跟漁會、漁民溝通(主要跟沿海地區有影響的對象)。 

Q7.優先由專家調查環境、對漁民影響等數據，再來討論可行性。公開風力發電轉賣給台電的價格。 

   109 年彰化漁港就要落成，擔憂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會阻礙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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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五）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離岸風力發電比陸地的好，比較不會影響陸地使用規畫，提供充足電力，促進在 

               地發展，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破壞海洋生態，影響中華白海豚遷徙。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避免破壞海洋生態，避免影響中華白海豚。 

Q5.避免破壞海洋生態，降低對漁民捕魚作業的影響。 

Q6.希望開發單位開說明會(可以廣邀所有在地民眾)。 

Q7.避免影響中華白海豚。在地區民非常重視生態維護，希望計畫單位要妥善規劃，避免生態破壞。 

   大家都很關心在地的計畫，所以希望開發單位不論是開座談會、資訊發送等，都要公開且廣邀 

   大家一同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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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六）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電費優惠。 

Q3.負面影響為：可能有環境污染，太近的話對養殖業有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確保沒有環境污染，距離養殖業者 1.2 公里以上。 

Q5.避免生態污染，避免噪音震動污染，應距離養殖業者 1.2 公里以上。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只要距離超過 2 公里以上，對養殖業者即不會有太大影響，認為首要之務是要確保不會有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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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七）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不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支持自然能源。 

Q3.負面影響為：離海岸很遠不會影響居民生活。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回饋金必須分配給纜線經過地區居民，不能再分給縣府或公所，公開透明 

                     不欺騙居民，計畫內容和纜線經過路線在執行前需要跟居民充分溝通取得 

                     共識。 

Q5.注意纜線經過路線對近海漁撈與陸上養殖的影響，離岸很遠不會影響陸地居民。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請漁業相關團體傳達計畫內容，事先蒐集好居民意見再辦公開說明會。 

Q7.重點都在回饋金的處理方式是否公開透明並且有實質分配給在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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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八）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能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太近的話對養殖業有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回饋地方(直接回饋，不要經過政府單位)。 

Q5.避免影響漁業、養殖業。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座談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回饋金的部分要直接發給受影響的人，不要經由政府單位或是任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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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十九）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不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扇機座附近會產生人工魚礁的功能，增加漁獲量。 

Q3.負面影響為：破壞生態。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陸纜路線要與經過的居民溝通電磁波影響，施工時不要有船隻撞到導致漏 

                      油影響生態。 

Q5.施工時不要漏油，施工進出的路上路線要先跟經過的居民溝通，陸纜電磁波影響。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要辦公開說明會(認為透過文宣或鄉公所的話將無法將訊息傳遞給居民)來跟 

   民眾做意見交流。 

Q7.建議設置海上專區給漁民捕魚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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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漁業作業範圍受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避免破壞漁場。 

Q5.避免污染海洋生態，不要影響漁業活動空間，保護漁民的安全。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與漁民溝通，跟漁會取得漁民資料與每位漁民聯絡。 

Q7.認為本計畫與該里有關所以可以表達意見，其他的計畫未必跟他有關係所以不便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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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一）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電費減免優惠。 

Q3.負面影響為：噪音污染問題。 

Q4.贊成本計畫：認為離岸對居民影響較小。 

Q5.避免噪音影響。 

Q6.開公開說明會與漁民溝通。 

Q7.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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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二）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所有的回饋金要交由村辦公室或是直接回饋給地方組織，千萬不要經過公 

                     所。 

Q5.做好環境保護。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要辦公開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表示所有的回饋金要交由村辦公室或是直接回饋給地方組織，千萬不要經過公所，一來不知道 

   公所會把錢用在哪哩，而且公所也不知道村民需求，無法真的補償到當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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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三）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噪音污染問題。 

Q4.不贊成本計畫：漁業養殖生態環境將受影響。 

Q5.養殖生態環境維護。 

Q6.每戶問卷調查。 

Q7.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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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四）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生計。 

Q4.不贊成本計畫：影響漁民生計。 

Q5.注意漁船作業安全，避免噪音影響。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公開說明會與當地居民說明。 

Q7.開發單位要考量以及保障漁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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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五）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屬於比較沒污染的發電方式。 

Q3.負面影響為：影響出海作業、漁民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提供地方回饋。 

Q5.施工時海洋生態需維護，施工時交通安全需注意，避免噪音污染影響。 

Q6.一區一區開說明會。 

Q7.意見不受開發單位重視，開發單位都將回饋金相關問題全交給漁會。希望可以協助地方轉型發

展觀光，讓漁民轉型做漁船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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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六）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出海作業、漁民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補助漁民生計。 

Q5.海洋生態需維護，施工時交通安全需注意。 

Q6.透過漁會開說明會。 

Q7.受害最大的是漁民，補助應直接給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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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七）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可提供充足電力。 

Q3.負面影響為：影響出海作業、漁民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補助漁民生計。 

Q5.避免海洋生態環境污染，施工時避免交通堵塞，不要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公開說明會、座談會與當地居民說明。 

Q7.注意環保生態避免破壞，交通要維持順暢，協助居民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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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八）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可提供充足電力。 

Q3.負面影響為：影響出海作業、漁民生計。 

Q4.贊成本計畫：風力比較沒污染。 

Q5.減少污染，要負責修理保養施工車經過路段，維護漁民生活品質。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鄉鎮公所必須在村民之前先了解本計畫。 

Q7.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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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二十九）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屬於比較沒污染的發電方式，離岸較遠對岸上居民影響小。 

Q3.負面影響為：擔心海洋生態受影響，影響漁民生計。 

Q4.不贊成本計畫：彰化海岸線長，可在沿岸蓋風力發電即可，離岸風力發電建設的經費較高。 

Q5.避免漁場環境污染，不要影響漁船作業。 

Q6.各村里集合召開公開說明會。 

Q7.為了後代的子孫，千萬不要破壞海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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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提供地方回饋。 

Q3.無負面影響。 

Q4.贊成本計畫：改善台灣電力不足問題，促進在地發展。 

Q5.避免污染海洋環境。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多場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必定會影響漁民作業，所以必須先跟漁民做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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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一）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機組會成為人工漁礁，可吸引魚群聚集。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生計，例如使用拖網的漁船。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避免影響漁場生態。 

Q5.應避免影響海洋生態，建設期間產生的相關問題是短時間影響，應不會影響居民生活。 

Q6.希望開發單位與地方機關、當地居民、漁民、地方代表(例如村里長)召開公開說明會。 

Q7.連接上岸的點沿途至變電所，路線挑選對當地居民受影響最小的路線，因為沿岸有很多養殖業， 

   不要經過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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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二）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多少會影響漁業，擔心變電所電磁波。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要直接回饋地方(不要交給縣政府)。 

Q5.不要破壞海洋生態，避免電磁波影響居民健康。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要邀請地方民意代表)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之前就有推行陸上風力發電計畫，當時回饋金是交由縣政府處理，地方上都沒有得到補償，造 

   成居民對於民意代表們很不諒解。表示此計畫若要推行，回饋金要直接回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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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三）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生計(魚可能會跑掉)，影響漁場作業範圍，產生聲波及震動，擔心影響 

               魚，會產生變異(例如魚不會繁殖)。 

Q4.不贊成本計畫：對漁民沒有幫助反而是造成傷害。 

Q5.不要影響漁民生計，影響漁場作業範圍，應避免產生聲波及震動。 

Q6.希望開發單位召開公開、公正的公聽會。在說明會中將所有的好處及壞處全部坦誠說清楚講明 

   白。 

Q7.希望補助回饋機制要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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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四）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政府可解決缺電的問題，風力發電是沒有污染的發電方式。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很贊成，但要回饋地方(例如公所)，讓地方可以進行建設。 

Q5.不要影響海洋生態。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提供回饋補助款以幫助地方建設、促進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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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五）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不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順應民意，以在地民意為主。 

Q5.施工時工程車進出主要道路的養護，不要影響當地養殖業。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來跟居民溝通。 

Q7.一切順應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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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六）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不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生計。 

Q4.不贊成本計畫：漁民生計受影響。 

Q5.避免影響海洋生態。 

Q6.希望開發單位與地方機關、當地居民、漁民、村里長召開說明會。 

Q7.要先談好回饋金再談建設，且利益都是財團獲得，老百姓根本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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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七）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以地方百姓意見為主。 

Q5.施工時交通要順暢，注意環境保護，不要影響百姓生活。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才收到海龍二、三號公文一週，目前還在了解中，認為本計畫要妥善跟在地居民溝通，不要影 

   響百姓生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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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八）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比較環保。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完善地方回饋，電價優惠。 

Q5.避免破壞海洋生態，施工時交通要順暢，路面破壞要修補。 

Q6.希望開發單位召開說明會要到各地區(福興鄉、鹿港鎮)開說明會而非局限線西鄉。 

Q7.先到各鄉鎮開說明會，讓民眾了解，提出問題，互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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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三十九）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無負面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要有地方回饋。 

Q5.環保、交通方面都要注意，避免影響居民生活。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漁會或鄉鎮公所開說明會。 

Q7.先開說明會說明本計畫讓民眾了解，否則民眾會有抗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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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比較環保。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贊成本計畫：風力發電比較沒有污染。 

Q5.不要影響漁民捕魚作業。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說明會(通知各漁民)，認為書面資料不需要，大家根本看不懂。 

Q7.本計畫影響較大的是漁民，認為開發單位一定要妥善的跟漁民溝通，盡量降低對漁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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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一）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比較不會占用陸地空間，綠能比較環保，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 

Q4.贊成本計畫：比較不會占用陸地空間，綠能比較環保，可以替代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Q5.不影響漁民作業及生計。 

Q6.希望開發單位要多管道宣傳，文宣、媒體、座談說明會都要。 

Q7.離岸風力發電比陸地上好，比較不會占用陸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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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二）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有綠能建設，可以提升彰化地區的觀光。 

Q3.負面影響為：可能會影響漁民捕魚作業作業。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應先解決漁民的問題為主。 

Q5.不要影響漁民的生計。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公聽會來跟當地居民做意見交流。 

Q7.要和漁民有效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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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三）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綠色能源是國家政策，對當地也是有幫助，可以帶動觀光人潮，又可以重視環保。 

Q3.負面影響為：對漁民的影響較大，如果對漁民可以多一些照顧，或許可以減少一些負面影響。 

Q4.贊成本計畫：綠色能源是國家政策，對當地也是有幫助，可以帶動觀光人潮，又可以重視環保。 

Q5.補償金應該更具體些，對漁民生計也是一種交代。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來跟當地居民做意見交流。 

Q7.除了建造期間不要造成漁民的困擾外，交通安全要多加注意，因道路進出都半是大車，不要造 

   成居民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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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四）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有環保形象。 

Q3.負面影響為：浪費錢，颱風一來容易造成機具損壞，照常會停電，並沒有便民，施工期間海洋 

               生態會受到影響。 

Q4.不贊成本計畫：效益不大。 

Q5.注意海上交通安全。 

Q6.希望開發單位舉辦說明會(而且要各鄉都召開)來跟當地居民做意見交流。 

Q7.說明會或公聽會的承諾要落實，或者協商之後的結果應該實際執行，不要說一套做一套，欺騙 

   居民，等蓋好了就全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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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五）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是綠色能源。 

Q3.負面影響為：風力發電並沒有很穩定，如果缺電時為能及時修復，也是會造成居民的不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要將利益回饋給居民，例如電費減半。 

Q5.不要影響漁民的捕漁作業。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聽會來跟居民溝通。 

Q7.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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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六）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車蓋在海上對居民的影響較小，而且還能符合環保。 

Q3.負面影響為：漁船進出不方便，會影響漁民的生計。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漁民如果同意就同意。 

Q5.不要造成漁船在拉線時的困擾。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說明會來跟民眾做意見交流。 

Q7.政府要多方協調，再談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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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七）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無正面幫助。 

Q3.負面影響為：有安全的顧慮，且會影響漁民生計問題。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要跟居民/漁民詳細說明、溝通，要讓居民了解計畫利弊。 

Q5.避免破壞海面養殖蚵仔生態，影響漁民生計。 

Q6.希望開發單位透過公開說明會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此次颱風來時已經聽說有風力發電機掉落，要注意安全維護。在海中的海砂可能會把離岸風力 

   發電基座沖刷鬆落，風扇可能就會被吹到村子裡來，要保證居民的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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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八）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離岸遠比較不危險。 

Q3.負面影響為：對漁民造成影響。 

Q4.有條件贊成本計畫：不要影響漁場生態。 

Q5.興建時最好是在春天較好，風浪不會太大，注意安全維護。 

Q6.希望開發單位在周末舉辦說明會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要先處理好漁民問題。回饋要直接給村民，不要給縣政府，電費半價，星期六、日開說明會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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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四十九）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污染比火力發電小。 

Q3.負面影響為：影響漁民作業、生計，電纜上岸附近區域會有電磁波疑慮。 

Q4.不贊成本計畫：影響漁民生計，電纜上岸附近區域會有電磁波疑慮，影響中華白海豚。 

Q5.避免影響海洋生態，施工後要復原行經道路，避免電磁波影響。 

Q6.先召開說明會，再請公正單位做民調實際反應民意。 

Q7.覺得政府說一套做一套，之前在彰化很多個計畫(陸上風力發電、火力發電)回饋金都直接交由 

   彰化縣政府，在地都沒有得到實質回饋。耳聞離岸風力相關計畫的回饋金(例如給漁民的權利金) 

   都被政府單位、漁會拿走了，真正受到影響的漁民都沒有拿到。目前整個彰化的空氣污染嚴重， 

   所以大家都很反對火力發電 ，擔心戴奧辛等物質的汙染，雖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對在地沒有實 

   質幫助(回饋金沒有實際會饋給在地居民)，但是至少比起火力發電污染較小。漁民反應近年因 

   為生態受到污染所以漁獲量大幅減少，希望未來政府的大型計畫，都可以盡量降低對於環境生 

   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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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意見領袖（五十） 

討論資料：「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民意調查 

討論重點：對於「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的意見和態度 

討論內容： 

Q1.知道本計畫。 

Q2.正面幫助為：風力發電比較環保。 

Q3.負面影響為：破壞海洋生態，影響漁民生計。 

Q4.贊成本計畫：風力發電在國外也有，算是比較安全也比較環保(比起火力發電環保很多)。 

Q5.避免影響海洋生態，減少對於漁民的捕魚影響，擔心電磁波影響人體健康(希望由專家評估)。 

Q6.希望開發單位召開說明會來跟民眾意見交流。 

Q7.政府的建設有利有弊，一定是衡量過有幫助才會投資興建。最近風力發電都有陸續來線西鄉召 

   開說明會，現場很平和沒有激烈的反對聲音，其實大家都很支持政府的政策，所有建設都是有 

   利有弊，主要要避免破壞生態以及影響漁民生計，還有就是要說到做到，說明會所說的要確實 

   實踐，否則計畫完成後若有缺失會被在地居民抗議，可能導致投資公司破產。該村旁邊就有火 

   力發電，且是下風處空氣污染很嚴重，所以認為風力發電會比火力發電要來得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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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公開會議會議紀錄 

ㄧ、時間：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下午 14:00 

二、地點：線西鄉公所 3 樓會議室(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 983 號) 

三、主席：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陳聰華執行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略) 

七、出席單位發言意見： 
(一) 彰化區漁會薛誌湧主任 

1. 彰化區漁會是第一家配合政府綠色能源的漁會，基於漁民的權益，

我們非常關心漁業生產的狀況(如漁撈漁業及潮間帶養殖漁業

等)，基於政府推行綠色能源政策，我們漁會誠意的請廠商有關

漁業後續的經營環境，如保育、施工作業、漁船航行安全等方面，

均需透過協商，並建議放到說明會上說明。 
2. 設置離岸風力發電目的是執行全國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來破壞環

境。 
(二)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南區營業處 

1. 依開發規畫，海底電纜路徑有跨越本公司海底管線，請提供跨

越點之座標位置；若有變更，務必通知本公司配合相關安全評

估及採取必要措施。 
2. 請貴公司提供跨越點之保護工程計畫並於佈電纜前與本公司招

開海纜跨越海管工程會議。 
3. 基於開發場址的水深條件，考量錨錠系統的延伸範圍與風力發電

場在建造安裝及運營期間使用重型船舶機具對海管的潛在危害，

請明確規範工程的允許作業範圍(包含相關水下設施和海上施工

作業)皆須在開發場址範圍內，以確保台灣中油公司海底管線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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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 
1. 該計畫位於本公司海域第一礦區內，未來風機機組設置間隔距

離與本公司海域三維震測作業(以 8條纜線測勘船拖曳)空間寬約

1,000 公尺有所抵觸，將增加本公司探勘成本及造成資料蒐集不

完整，惟配合國家綠能政策推展本公司將自行調整。 
2. 未來風機運轉時之低頻噪音振動，恐影響本公司測勘訊號傳遞

接收，必要時將商請發電公司於該區施測期間暫停風機運轉，

避免干擾測勘作業。 
3. 請發電公司提供風機機組設置位置及數量與運轉噪音振動(含頻

率、振幅及衰減度等)頻譜資料，作為日後本公司測勘作業參考。 
(四) 主法委員王惠美辦公室王聯豐秘書 

1. 風力發電是未來的趨勢，因為來核能電廠將逐漸退役，因此發

展風力發電勢在必行，但正如漁會所言，有關漁民的福利以及

漁場的環境，請執行單位多加用心。 
(五) 鹿港鎮草中里王國書里長 

1. 海堤安全與使用會維護嗎？ 
2. 這個計劃影響里民討海生活，會破壞生態環境？ 
3. 進行工程施工，如有破壞道路會修復？ 
4. 對沿海村里有補助嗎？ 

(六) 線西鄉清潔隊長楊應良 
1. 土方堆置(防止第 2 次污染)東北季風強勁。 
2. 避免養放殖蛤蜊場區之破壞。 
3. 電磁波請提安全數據。 

(七) 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 
1. 請納入“漁民入股”，避免風機斷生機還有收入。 
2. 請問有幾部風機？ 
3. 請問如何打樁及基樁型式，及打樁時間點或季節性。 
4. 請問海底纜線如何鋪設及埋設深度？ 
5. 環境監測必須長期持續至少到除役施工完工後。 
6. 監測項目於施工前、運轉期都要有漁業資源/漁業經濟，及纜經

鋪設的底泥攪動的生物、海洋溫度等都要納入調查與監測。 
7. 成立監督委員會，並建議納入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8. 對於本案離岸 40~60km 對漁業及海潮流衝擊小，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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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增加芳苑鄉或福興鄉舉辦說明會減少民眾疑慮。 
10. 後續會議要通知今天與會的團體或個人。 
11. 13 個風場間如何釐清責任問題？ 

九、總結 
感謝各位鄉親、地方首長及相關團體的蒞臨與指教，我們在簡報上

面最後一頁留有連絡方式、電話及 email，各位回去如果想到什麼是今

天沒有講的，可以隨時打電話、傳真或用 email 讓我們知道。今天的會

議主要目的就是要廣納大家的意見，我們今天已聽到了一些地方關注的

議題，也期待還有更多意見讓我們知道；此外，今天的公開會議僅是依

照環評規定所辦理的第一步程序，後續本計畫還需要經由環保署環評委

員審查、能源局核備許可後，才會開始執行。今天謝謝大家熱烈的提供

寶貴意見，謝謝。 

十、散會(下午 15 時 30 分) 



 



公開會議開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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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基本資料表 

（適用於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條所稱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政

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機構策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開發、利用計畫） 

編號：                              日期： 106 年 1 月 18 日 

案名：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代號： 
開發單位/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調查之專業機關（構）或法人：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91號3樓 
電話：02-2952-2556 
調查之主持人及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中華水下考古學會 
          湯熙勇 教授 
          郭介恆 律師 
調查日期：民國105年07月20日 至 民國105年08月31日 

調查之地理範圍 
鄰近陸域行政轄區：彰化縣 
計畫或調查區域之外界線經緯度： 

19-1 119° 57.419 ' E；24° 02.680 ' N 
19-2 119° 53.271 ' E；23° 56.147 ' N 
19-3 119° 48.827 ' E；23° 58.137 ' N 
19-4 119° 51.435 ' E；24° 02.638 ' N 

中心點坐標 
六度分帶（UTM）坐標 地理坐標（WGS84） 
X： 792425.03 E 緯度： 23° 59.889 ' N 
Y：2657007.33 N 經度：119° 52.452 ' E 
Z：42 深度：42 公尺 

調查範圍之描述（請勾選適當之地理描述） 
濕地、沼澤  內陸水域  
水坑、水源  內水  
淹沒之洞穴  領海  

河流  鄰接區  

湖泊/潟湖/泉  
專屬經濟

區 
 

海岸  大陸礁層 V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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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近岸水域    
離岸水域 V   
開放海域    

水體深度及能見度 
最大深度：55 m（大約） 
最小深度：32 m（大約） 
能見度：2 m（大約） 

水文狀況 
流速：2 Knots（大約） 
流向：南北向 
潮汐：潮差約2公尺 
鹽度：35（大約） 
水溫：28度（大約） 

海床表面地質（勾選） 
海草  卵石  
泥  石塊  

沙子 V 岩石  
石子  其他  

海洋調查儀器 
（簡述使用儀器名稱及規格） 

側掃聲納 Edgetech 2000-DSS 
磁力儀 Seaspy 

地層剖面聲納 C-Boom 
單/多音束測深聲納 Konsberg EM 2040 
無人水下遙控載具 無 
自主式水下載具 無 

其他 無 
調查結果及影響評估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調查海域內主要海床型態為沙丘，且該種

特徵占全區超過 60%以上的區域，海床面上側掃聲納雖有探測到 12 個特徵

點，但透過磁力探測與底層剖面調查結果及雲林、彰化海域水下歷史考古資

料綜合研判比對，無發現該海域內有可能的古沈船特徵點發現，因此研判，

於『海龍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下『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

海域範圍內應無本計畫第五章所整理出之古沉船的疑似目標物特徵分佈。但

於日後現場施工仍應遵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相關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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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狀況 
（如有發見，請填列） 

水淹狀況（勾選） 部   分  全   部  
面積  

暴露狀況（勾選） 
部分可見  

肉眼觀察呈

隆起狀 
 

全部可見  
以回聲顯示

其存在 
 

散布狀況 
 
 

替代方案或建議事項 
1.探測工作內容、項目及需求，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2 項內容辦理。 
2.若施工中所發現水下文化遺產，應依文化部於 104 年 12 月 9 日及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布「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法」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與 105
年 12 月 9 日公布相關子法依法辦理；本計畫現階段調查內容及相關評估成果，

將遵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 條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相關辦法辦理。3.
建議之替代或修正方案主要分為： 
(1)設備配置修改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類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保護範圍，分析施工擾動破壞範圍後，

進行範圍內佈纜路由繞道變更及風塔位址變更。 
(2)場址範圍局部變更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類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保護範圍，在同樣設備產能情況下，

在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下，對場址範圍進行局部變更修正。 
(3)設施削減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應受保護範圍，確認無法做配置改變時，

在經濟成本規模允許及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情況下，變更發電產能，針對影響

文物之配置硬體設施進行削減。 
(4)保護措施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應受保護範圍，確認無法做配置改變時，

進行保護方法評估研擬，針對文物及可能分佈範圍，與主管機關積極討論，

規劃可行保護措施替代方案。 
(5)零方案 

停止本開發案的進行，將影響減碳政策及提供綠色電力的目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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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規依據 
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條規定，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之開發行為，或政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機構於策定或核定涉及水

域之開發、利用計畫前，應先行調查所涉水域有無水下文化資產或疑

似水下文化資產，如有發現，應即通報主管機關處理。 

另外依「水域開發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理辦法」第九條，開

發單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完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後，

應檢具調查報告、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基本資料表（如附表）及原始資

料，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前項調查報告，應包括下列各款項目： 

一、 法規依據。 

二、 開發利用行為或計畫之目的及其內容。 

三、 調查水域之地理範圍外界線之經緯度。 

四、 調查機關(構)或法人、主持人及專業人員之相關資料。 

五、 調查水域之環境及歷史文獻資料。 

六、 調查方法及技術。 

七、 調查過程及紀錄。 

八、 調查結果。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者，其目標物之狀況及對開

發、利用計畫之影響評估。 

九、 開發、利用計畫有無替代或修正方案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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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條文詳細內容如表 1-1 法規依據彙整表所示。 

表 1-1 法規依據彙整表 

 

法規名稱 條文內容 

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九條 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政府機關

（構）與公營事業機構於策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開發、利

用計畫前，應先行調查所涉水域有無水下文化資產或疑似

水下文化資產，如有發現，應即通報主管機關處理。 
前項開發、利用之範圍與認定、調查與處理方式及程序，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水域開發前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及

處理辦法 

第六條 開發單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於進

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前，應將調查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 
第八條 開發單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完成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後，應檢具調查報告、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基本資料表（如附表）及原始資料，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水下文化資產探

測作業與資料繳

交格式技術指引 
略 

涉及海床或底土

活動通知及管理

辦法 

第二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可具有下列性質涉

及海床或底土之活動（以下簡稱相關活動）前，應先行通

知主管機關： 
一、於海床或底土鑽探、勘測、爆破、施工、拖曳、排放、

傾倒。 
二、經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之其他性質活動。 
前項相關活動因情事急迫，有採行緊急應變措施之必要

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於核准或許可時通知主管機關，

並於七日內補送相關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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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開發利用行為 

或計畫之目的及其內容 
2.1 計畫目的 

經濟部能源局於民國104年7月2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

申請作業要點，為配合國家政府政策，有利於提早辦理離岸風力發電

開發準備作業，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以下簡稱本籌備

處）擬定「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投入

離岸風場之開發，以達到以下目的： 

(1) 配合國家節能減碳政策，透過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有助達成我國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低之目標。 

(2) 配合永續能源政策的推動綱領，提升再生能源發電量，進而逐漸

取代部分高污染性能源。 

(3) 提高國內能源供應之自主性，減少能源進口量。 

(4) 藉由本計畫風力發電廠海事施工實績及運轉維護經驗，培植本土

廠商從事海事工程及運轉維護的能力，帶動國內離岸風電相關零

組件及設備的製造與安裝，以及運轉維護相關產業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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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計畫內容 

一、地理位置 

本計畫位於彰化縣福興鄉和芳苑鄉外海區域，風場距離近海離

岸約 40~55 公里（詳圖 2-1），計畫場址已初步排除漁港、濕地、

保護礁區、漁業資源保育區、重要野鳥棲地、白海豚重要棲息區域…

等限制區，避免與其它使用權的衍生問題。 

本計畫海纜預計將自彰化縣線西鄉或鹿港鎮海堤上岸，並於上岸

點接陸纜沿既有道路連接至自設升壓站，再連接至彰濱超高壓變電

站。 

二、機組佈置規劃 

本計畫風機佈置採用 6~8MW 風力機組方案，依「離岸風力發

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中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五千瓩之規定，

總裝置容量應在 502.5MW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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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場址位置圖 

 

 
 

圖 2-2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輸電線路分布圖 

 

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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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水域之 

地理範圍外界線之經緯度 

依能源局所公告之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能技字第

10404015571 號）中之台灣海峽潛力風廠場址，本籌備處擬申請其中

第 19（100.5 平方公里）號區塊作為開發區域，其場址範圍外界線之

相關位置與坐標（WGS-84）詳列如下： 

表 3-1 調查範圍經緯度座標 

點位 
WGS84 座標系統 

經度 緯度 
19-1 119° 57.419 ' E 24° 02.680 ' N 
19-2 119° 53.271 ' E 23° 56.147 ' N 
19-3 119° 48.827 ' E 23° 58.137 ' N 
19-4 119° 51.435 ' E 24° 02.638 ' N 

 
 
 
 
 
 
 
 
 
 
 
 
 
 
 

圖 3-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調查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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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機關（構） 
或法人、主持人及專業人員之相關資料 

 

4.1 團隊組織架構 

本籌備處於海龍二號風力發電潛力風場所在位置海域所進行之

水域調查作業，由中華水下考古學會擔任申請作業所需資料之統籌匯

整分析，湯熙勇教授團隊負責開發區域歷史考古文獻蒐集分析及可能

之考古重點課題研究，海域現場測繪調查作業委由『環球測繪有限公

司(EGS Taiwan)』執行，租用台灣高雄籍的專業調查船「寶拉麗絲號

(MV Polaris)」進行海域調查與探測工作，另委請水下文化資產保護

法專家郭介恆律師擔任專業顧問。 

 
 

4.2 調查團隊人員經歷專長資料 

1. 計畫主持人：中華水下考古學會 

1.1 中華水下考古學會任務 

  （一）探索古沉船、水下古文明遺跡等。 

  （二）測繪各類古文物及遺跡資料。 

  （三）向相關機關申辦專有之探勘及應用權。 

  （四）協助有關單位水下古文明之鑑定、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並

接受相關業務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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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共同研究。 

（六）與國內外相關學術機構相互交換資訊與交流。 

  （七）編輯及出版有關古文明之專刊、通訊、及文獻事項。 

  （八）培訓潛水能力，儲備潛水考古人才。 

  （九）舉辦寓教於育樂之推廣活動。 

  （十）其他與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相關事項。 

 

1.2 學會的宗旨 

本會以水下考古遺跡遺留之探查、研究、保存維護與推廣為宗旨。

由民間潛水界結合企（產）業、官方、學術界等專家學者，經過多方

整合，創先成立水下考古學會，旨在拋磚引玉，希望政府注重我們海

島國家水下考古學的推動。希望結合各界人士一起探索珍貴的水下遺

跡遺物，妥善研究並維護此一寶貴的文化資產。期許各界水中活動愛

好者寓文化、教育於育樂，一起推動文化王國之願景。 

 

1.3 學會的目標 

  （一）探索並記錄台灣地區水下考古遺跡相關資料，並報請文化資

產主管機關，敦請妥善維護水下文化資產。 

  （二）培訓水下作業能力，儲備水下考古人才。 

  （三）與國內外相關機構交換資訊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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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版水下考古之專刊、通訊及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編撰事項。 

  （五）舉辦寓教於育樂之推廣活動。 

 

2. 計畫經理 羅維 

服務單位： 玉山能源有限公司 

相關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碩士 

相關實務： 經濟部第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大順發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籌備計畫 

 

3. 歷史考古分項計畫主持人湯熙勇教授 

學經歷簡介： 

現任：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化研究所 合聘教授。 

主要學歷：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研究（史學專攻）博士 美國夏威夷大

學博士候選人。研究專長：臺灣海外移民史、南海諸島史、台灣史、

東亞海難救助史、華僑史專長：華僑華人史 中國海洋史。 

 

4. 水下文資法顧問郭介恆律師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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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S.J.D.)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院 法學碩士(LL.M.) 

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中興大學法學士 

專長：行政救濟法、租稅法、國貿法 

教授科目：憲法、行政法、國家賠償法、稅務行政法、政府採購法 

經歷：臺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5. 測繪調查團隊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之相關資料及調查人員相關學經歷專長，詳如

表 4-1 及表 4-2 所示：      

表 4-1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之相關資料 

調 
查 
機 
關 

(構) 
或 
法 
人 

機構或法人名稱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91 號 3 樓 

電          話 02-2952-2556 

傳          真 02-2952-2737 

負    責    人 黃宗宸 

承    辦    人 周宏達 技師(97 專高技字第 0002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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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海域測繪勘測計畫執行人員學經歷與專長 

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勘測負責人 周佳毅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

地質與地球物理組 碩士 

經歷：全球測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探測經理 

相關經驗：8年 

 

1.水下地形測繪 
2.聲納資料收集與處理 
3.海洋地球物理探測 
4.海域底質取樣 

顧問領隊 文展權 

學歷：英國丹帝大學遙感探測 碩士 

經歷：中山科學研究院萬象館 副研究

員 

相關經驗：25年 

 

1.海道測繪 
2.海洋探勘 
3.ROV 作業督導 
4.航海、海洋工程實務 
5.水下定位 

經理 趙尊憲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海下技術研究所 

碩士 

中正理工學院測繪系學士 

經歷：海軍大氣海洋局副局長 退役 

相關經驗：25年 

 
1.海道測繪 
2.陸域測繪 
3.水下定位 

測繪工程師 程騰緯 

學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

系  學士 

經歷：海軍測量局 測量官 

相關經驗：5年 

 

1.水下地形測繪 

2.聲納資料收集與處理 

3.水下定位 

測繪工程師 任崇銘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碩士  

美國國防大學大地測量高級班

畢業 

中正理工學院測量系 學士 

經歷：海軍大氣海洋局航海圖資中心 

主任 海軍大氣海洋局航海氣測

量隊 隊長 

相關經驗：24年 

1.甲種勞工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台育高證

字第甲業 9801008

號 

1.海道測繪 

2.國際標準電子海圖製作  

3.GIS資料處理 

4.Auto CAD &Auto Lisp 

測繪工程師 陳相安 
經歷：海軍獵雷艦 ROV 操作員 

相關經驗：20年 
 

1.ROV操作 

2.海上資料收集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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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工程師 巫信儀 

學歷：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學士 

經歷：全球測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測繪工程師 

相關經驗：7年 

 
1.海上底質採樣 

2.資料收集 

電子工程師 陳俊宇 

學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經歷：龍亭企業有限公司 維修工程師 

相關經驗：10年 

 
1.電子設備維護 

2.探勘設備安裝 

採樣工程師 劉瑋國 

學歷：建國科技大學電子學系 

經歷：全球測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測繪工程師 

相關經驗：7年 

1.三公 噸 以上 起重

機 操 作人員證

書(證號：99D178 

004號） 

1.設備維修 

2.海上資料收集 

載具工程師 潘登俊 
經歷：海軍獵雷艦 ROV 操作員 

相關經驗：20年 
 

1.ROV操作 

2.海上資料收集 

資處工程師 周彥博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 肄業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8年 

 
1.資料處理 

2.製圖 

資處工程師 廖人鋒 

學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

術系 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學

士 

相關經驗：5年 

 
1.資料處理 

2.製圖 

資處工程師 王心怡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 博士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 

 資料處理 

資處工程師 林芸如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

質及地球物理組 碩士 
 資料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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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

管理員 
張國輝 

學歷：輔仁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相關經驗：3年 

勞工安全衛生管理

員（高雄縣政府發文

字號：府勞動字第

0980241305號）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相關證書 

1.勞安衛管理 

2.數據資料處理 

船長 蔡增雅 學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航海系學士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船員適任證書 

STCW相關證書 

1.航海 

2.船務行政管理 

船員 許益源 
學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

系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相關證書 

三等漁船船長證書 

1.航海 

2.ROV操作 

船員 吳易霖 
學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

系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相關證書 

三公噸以上起重機 

操作人員證書（證號

：99D215019號） 

1.航海 

2.現場業資料收集 

水手 陳麗君 
學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

系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相關證書 

1.航海 

2.船務行政工作 

輪機長 吳燿宇 
學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

系 

三等管輪適任證書 

STCW相關證書 

急救人員證書 

（證號：金訓字第

99D037016號） 

輪機 

機匠 蘇皆得 學歷：高雄市中山國中 三等輪機長證照 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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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水域之 
環境及歷史文獻資料 

 

5.1 自然環境 

本計畫風場位位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北、南、東邊的彰化縣陸

域地形，可分為彰化隆起海岸平原、濁水溪沖積平原以及八卦台地，

線西鄉則屬海岸隆起平原，地勢低平（林俊平，1997）。境內相關水

系自北而南包括：北部烏溪（俗稱大肚溪）、番雅溝、以及洋仔厝排

水。其中較大流域面積者當屬烏溪，流經山地、丘陵、平原至伸港出

海，溪水夾帶礫石、板岩、砂岩、砂頁岩等順流而下，濁水溪出海口

的沖積扇以礫、砂、淤泥及填土組成，屬於全新世非海相沉積層，覆

蓋於彰化隆起海岸平原之上（林俊平，1997︰56）。 

計畫所在區域屬亞熱帶季風型氣候，每年 10 月至翌年 3 月，東

北季風盛行，4 至 9 月為西南季風，從鹿港與麥寮兩氣象站所得資料

顯示，近 40 年當地平均風向為北北東風，平均風速在每秒 5.1～6.2

公尺，顯示調查區域受東北季風影響甚鉅（林俊平，1997︰17）。芳

苑鄉西臨台灣海峽，海流主要受黑潮與寒流影響，沿岸流主要受季風

與潮汐影響，調查區域冬季沿岸流流向以東北向西南流動為主，表面

流速約每秒 0.4 公尺，底層流速約為每秒 0.5～0.7 公尺，由於夏季季

風較弱，故沿岸流不顯著，方向由南向北流動，底層流速甚小，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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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0.1 公尺（林俊全，1997︰138）；沿岸流主要受潮汐、風所影響，

近年研究顯示調查區域周圍海域冬季平均流速在 0.1～0.19 公尺。此

外，臺灣西部海岸因地形受潮汐影響甚鉅，西部各地高、低潮位的潮

差也因地理區位與地形而有所不同。位居彰雲嘉海岸地區的芳苑海岸，

每日均有兩次高潮及兩次低潮，每升降一次的平均週期為 12 小時 25

分，為正規雙日潮；大潮平均潮差在 4.3 公尺以上，小潮潮差約在 2.1

公尺左右（林俊全，1997︰69、137）。由於臨海芳苑鄉受風、浪影響

顯著，濁水溪自上游夾帶礫石、板岩、頁岩、砂頁岩等順流而下並堆

積於海岸，而形成海埔地，王功海埔地以及永興海埔地及近年開發形

成的，間接使得海岸線明顯的向西推移（葉韻翠 2004:880）。 

 

5.2 水下文化資產 

5.2.1 前言 

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已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09 日公布。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宗旨與目的，以保存、保護及管理臺灣附近海域之

水下文化資產為內涵，透過水下文化資產來建構我國國民與歷史之聯

繫，並發揚海洋國家之特質（第一條）。有關水下文化資產定義，依

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全部或一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位於水下，

具有歷史、文化、考古、藝術或科學等價值，並與人類生活有關之資

產，包括（一）場址、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骸，並包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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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二）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

載具之相關組件或裝載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第

三條）。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政府機關（構）與公營

事業機構於策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開發、利用計畫前，應先行調查所

涉水域有無水下文化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如有發現，應即通報

主管機關處理（第九條）。1 

臺灣海峽為連接東南亞與東北亞之重要水域，自古以來，即為各

類型船隻往返中國北部、日本及東南亞等南海周邊國家的主要航道。

臺灣西部海岸之彰化及雲林等縣市之海域，位於臺灣海峽主要航道之

側，沿海之山峰且成為早期船隻航行之指標。南來北往臺灣海峽之船

隻，受到暴風、海流及人為疏失等因素之影響，船難事件從未停止，

部分船隻受風向及海流之衝擊，曾漂流至彰化及雲林等縣市之海域內，

除了漂流到海岸邊外，船隻沉沒於海底。 

除此之外，航行之船隻還包括來自彰化、雲林附屬之港口出航的

船隻，包括鹿港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臺灣諺語，顯示鹿港在清代

臺灣的重要性。 

臺灣西部海岸的構造，大部分以台地或平原為背地的礫質、沙質或泥

                                                      
1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02. 

附8.1-36



17 
 

質成分為主。2臺灣河流夾帶砂石注入海中，這些砂石逐漸堆積，臺

灣西部海岸線逐年往臺灣海峽方向推展，已經出現離水堆積海岸的特

徵。彰化、雲林的海岸北段位於淡水河口和大甲溪口之間，台地礫質

逼臨濱線，海灘充滿礫石；河口附近充滿隨河流而下的泥沙，沿濱漂

移，形成堆積及覆蓋的景象 3，即部分原為歷史上之水域，在陸地化

的影響下，已經成為海埔地。前述不幸失事之部分船隻，受到臺灣西

部海岸大量河川砂泥之堆積，在數百年之日積月累下，可能已掩埋於

海埔地下，今日臺江國家公園內之臺江水域下，已經查獲掩埋有 17

世紀之古荷蘭古沉船遺址，即為最佳成例。因此，在彰化、雲林之海

域內，亦有古沈船之遺址存在之可能性。 

目前，正值我國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規劃之際，為避免在臺灣

彰化、雲林之海域規劃離岸風力發電場址時，有疑似之水下文化資產

埋藏在海中，遂透過包括檔案、報紙等不同類型之中外歷史資料之查

核，梳理出相關之水下文化遺址之所在地，作為我國離岸風力發電場

址規劃之參考。然而受相關資料內容之限制，暫以臺灣歷史上之沈船

紀錄整理為主，即自荷蘭、明清及日本統治、戰後臺灣等四個時期，

超過二百餘年時間所發生且留有紀錄之沈船。 

                                                      
2
林朝棨，《台灣省通志》，第四冊，土地志地理篇（台北市，台灣省文獻會，民國 59 年 6 月），

頁 318。 
3 石再添，〈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

報告》，第六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80，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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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彰化及雲林附近海域之範圍 

（一）海岸線及海域管轄範圍 

彰化縣及雲林縣的海岸線及海域管轄範圍，為臺灣整體市、縣之

海域管轄範圍一環，從（圖 5-1）中先理解臺灣市、縣整體海域管轄

範圍。 

 

圖 5-1 臺灣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海域區」專區公告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18421&Itemid=53 (2016 年 12 月 1 日瀏覽) 
 

彰化及雲林縣之海岸線長度而言，今日之之海岸線長度較之百年

前之海岸線長度有所差異，即計算海岸線長度，除了自然海岸線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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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人工海岸線長度。因此，彰化縣及雲林縣之總海岸線長度，為自

然海岸線長度與人工海岸線長度。自 104 年度我國內政部營建署提供

有關臺灣海岸線長度統計資料中，整理出彰化及雲林等縣市之如（表

5-1）： 

表 5-1 彰化縣及雲林縣之自然及人工海岸線比例表 

 總海岸線長度

(M) 
自然海岸線

長度(M) 
人工海岸線

長度(M) 
自然海岸線占海

岸長度比例(%) 
(A)+(B) (A) (B) (A)/(A)+(B) 

彰化縣 75,860 3,863 71,997 5.09% 
雲林縣 64,346 3,302 61044 5.13% 
資料來源：104 年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臺灣海岸線長度統計含自然海岸線長度及

人工海岸線長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rp3/rp10501081042.pdf 
(2016 年 12 月 21 日瀏覽) 
 

至於彰化縣及雲林縣之海域管轄範圍，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

「海域專區」資料整理如（表 5-2），及其海域管轄範圍（圖 5-2、5-3）： 

 

表 5-2 彰化縣及雲林縣之海域管轄範圍 

縣市名稱 點號 經度 緯度 說明 面積(平方公里) 

彰化縣 14 120.481748 24.199911 彰化縣與臺中市交界處 3,313.6481 

15 119.978555 24.428350 領海外界線上之端點 

16 119.637869 24.140935 領海外界線上之端點 

18 119.832675 23.907496 特殊轉折點 

19 120.205085 23.848771 彰化縣與雲林縣交界處 

雲林縣 18 119.832675 23.907496 特殊轉折點 1,220.4274 

19 120.205085 23.848771 彰化縣與雲林縣交界處 

20 119.890358 23.764124 特殊轉折點 
21 119.906527 23.535412 特殊轉折點 
22 119.903550 23.445307 特殊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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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20.012110 23.441720 特殊轉折點 
24 120.104570 23.521710 特殊轉折點 
25 120.110130 23.521911 雲林縣與嘉義縣交界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海域區」專區公告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18421&Itemid=53 (2016 年 12 月 1 日瀏覽) 

 
 
 

 

圖 5-2 彰化縣海域管轄範圍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海域區」專區公告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18421&Itemid=53 (2016 年 12 月 1 日瀏覽) 

 
 
 

 

圖 5-3 雲林縣海域管轄範圍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海域區」專區公告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18421&Itemid=53 (2016 年 12 月 1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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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及雲林縣之鄰海之行政轄區名稱如（表 5-3）： 

表 5-3 彰化縣及雲林縣鄰海之行政轄區表(104 年 9 月) 

縣(市)別 鄉(鎮、市、區)名稱 
彰化縣(6) 伸港鄉、線西鄉、鹿港鎮、福興鄉、芳苑鄉、大城鄉 
雲林縣(4) 麥寮鄉、臺西鄉、四湖鄉、口湖鄉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海域區」專區公告資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18421&Itemid=53 (2016 年 12 月 1 日瀏覽) 
 

（二）彰化縣及雲林縣海埔地的開發 

由於彰化及雲林等縣市的海岸海灘充滿礫石，河口附近充滿泥沙，

沿濱漂移，形成堆積及覆蓋的景象 4，部分原為歷史上之水域，在陸

地化的衝擊，已經成為海埔地。早期部分沉船，受到臺灣西部海岸大

量河川砂泥之堆積，在數百年之日積月累下，可能已掩埋於海埔地下。

為了探索彰化及雲林等縣市所屬海域之古沈船遺址，因而整理臺灣西

部海埔地位置及面積如（表 5-4）及（圖 5-4）。 

表 5-4 台灣海埔分布面積與類型 

地區 位置 面積（公頃） 

彰化海埔地 大肚溪口至濁水溪口 15,128 

雲林海埔地 濁水溪口至三條崙 7,593 

資料來源：石再添，〈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理研究所地理研究報告》，第六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80，頁

18。 
 
 
                                                      
4 石再添，〈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

報告》，第六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80，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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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彰化、雲林海埔地 

資料來源：石再添，〈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理研究所地理研究報告》，第六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80，頁

23。 
 

5.2.3 彰化及雲林縣之港口、航運線及沉船紀錄 

（一）港口名稱及位置 

開港之前，臺灣港口的對外聯結，以對岸的大陸地區為主，東南亞及

日本為輔。1860 年，開港通商後，對外聯結島範圍擴及世界各地。

依據清代藍鼎元的觀察如下： 

臺灣…舟楫往來，四通八達。外則日本、琉球、呂宋、噶囉吧、暹羅、

安南、西洋、荷蘭諸番，一葦可杭；內則福建、廣東、浙江、江南、

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比鄰而處，門戶相通，曾無藩籬之限，…。5 

雲林縣之河流，因水流急促，往往帶著沙石留下，每當無雨時，

                                                      
5 藍鼎元，《東征及》，文叢 12 種，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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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容易乾涸，對海運通行極為不便。雲林縣沿海有三條崙、台西、

箔子寮等港口，以捕魚為主。至於笨港雖可出入，因陸路交通便利，

取代海運之角色。6 

彰化縣沿海之海港中，以鹿港最為有名；清代，鹿港成為臺灣的

大港之一，更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美譽。17 世紀，鹿港已稱鹿仔

港（或漉仔港、冲西港），此與鹿港附近鹿群有關。鹿港位於鹿港溪

與濁水溪支流交流處，由於交通便利，有鹿皮及鹿肉等為出口之貿易

品，至 18 世紀時，鹿港人口已超過八萬人，成為臺灣中部最重要之

城市。鹿港於 17 世紀（清順治十八年，1661 年）已有華籍船隻出入，

依據史料記載，七百噸船隻可至帆船在鹿港從事運輸及貿易等活動。 

惟因泥砂不斷堆積，鹿港港灣日淺，至咸豐年間，濁水溪大氾濫，

溪口被淤塞後，三十至四十噸船隻進入鹿港港已感困難。臺灣大肚溪、

大甲溪、濁水溪等，每逢颱風暴雨時，由洪水夾帶大量泥沙入海，泥

沙隨海流漂移，泥沙沉積在大武郡溪外海，轉為為暗汕，再成為沙洲，

沙洲環繞為瀉湖，以致於海岸線便不斷往臺灣海峽方向擴展。臺灣西

海岸受到東北季風影響，沙洲飄入瀉湖內，直接間接使得港口發生淤

塞的嚴重問題。臺灣對外開港後，外國船隻進出臺灣南北港口，打狗、

安平、滬尾及雞籠四港躍升為國際通商港，鹿港因水淺，大型輪船出

                                                      
6 張源樟纂修，《雲林縣志稿‧卷四經濟志（交通篇）》(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79 年 4 月)，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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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受到阻礙，僅以對中國大陸貿易及漁業的港口，被迫轉為臺灣中部

地區貿易中心和中介轉運港。7  

日本統治時期，鹿港與中國大陸的航運貿易減少，而鹿港的淤塞

問題未有明顯地改善，鹿港以臺灣本島之貿易為主（表 5-5）。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與中國之貿易航運受到嚴重影響，1943

年，鹿港幾乎成為一個廢港（表 5-6、5-7 及 5-8）。戰後，臺灣恢復

與中國大陸通商貿易，鹿港成為貿易商航運的據點。惟 1949 年中華

民國政府遷臺後，海峽兩岸關係嚴峻，鹿港轉為作島內貿易，卻已經

失去再對中國大陸貿易的機會。8 

表 5-5 鹿港島內貿易出港船舶統計，1925 年至 1936 年 

年份 
船隻數 船噸數 平均噸數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總計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總計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1925 

1926 

1927 

1929 

1930 

1931 

1932 

-- 

-- 

-- 

-- 

-- 

3 

4 

38 

29 

37 

72 

59 

36 

34 

133 

96 

101 

43 

10 

1 

-- 

171 

125 

138 

115 

69 

40 

38 

-- 

-- 

-- 

-- 

-- 

21 

51 

191 

89 

151 

360 

2910 

138 

151 

1224 

850 

912 

402 

843 

8 

-- 

1415 

939 

1063 

762 

3753 

167 

202 

-- 

-- 

-- 

-- 

-- 

7.00 

12.75 

5.03 

3.07 

4.08 

5.00 

49.32 

3.83 

4.44 

9.20 

8.85 

9.03 

9.35 

84.30 

8.00 

-- 

                                                      
7
《劉壯肅公奏議》亦稱：「中部港汊不通輪船，且風浪無常，即商船亦惟下丘往來。」（文叢 27
種，頁 291） 
8 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編纂，《鹿港鎮志‧地理篇》(彰化：彰化縣鹿港鎮公所，2000 年 6 月)，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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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1934 

1935 

1936 

5 

2 

-- 

3 

43 

39 

39 

26 

1 

-- 

1 

-- 

49 

41 

40 

29 

51 

14 

-- 

34 

211 

191 

275 

139 

1 

-- 

1 

-- 

263 

205 

276 

173 

10.20 

7.00 

-- 

11.33 

4.91 

49.90 

7.05 

5.35 

1.00 

-- 

1.00 

-- 

資料來源：由《臺中州統計書》各年資料計算而得。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編纂，

《鹿港鎮志‧經濟篇》(彰化：彰化縣鹿港鎮公所，1998 年 5 月)，頁 406。 

 

 

表 5-6 鹿港鎮對外貿易出港船舶統計（1921-1936） 

年份 
船隻數 船噸數 平均噸數 

日本 中國 總計 日本 中國 總計 日本 中國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2 

8 

5 

5 

4 

3 

1 

-- 

-- 

-- 

-- 

4 

5 

-- 

-- 

55 

40 

65 

44 

44 

42 

31 

38 

37 

24 

25 

34 

43 

32 

30 

57 

48 

70 

49 

48 

45 

32 

38 

37 

24 

25 

38 

48 

32 

30 

64 

200 

90 

90 

72 

54 

18 

-- 

-- 

-- 

-- 

51 

51 

-- 

-- 

1485 

1383 

2256 

1149 

1166 

968 

785 

914 

966 

574 

659 

151 

211 

400 

414 

1549 

1583 

2346 

1239 

1238 

1022 

803 

914 

966 

574 

659 

202 

262 

400 

414 

32.00 

25.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 

-- 

-- 

-- 

12.75 

10.20 

-- 

-- 

27.00 

34.58 

34.71 

26.11 

26.50 

23.05 

25.32 

24.05 

26.11 

23.92 

26.36 

4.44 

4.91 

12.50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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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 6 6 -- 141 141 -- 23.50 

資料來源：由《臺中州統計書》各年資料計算而得。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編纂，

《鹿港鎮志‧經濟篇》(彰化：彰化縣鹿港鎮公所，1998 年 5 月)，頁 404。 

 

 

表 5-7 鹿港鎮對外貿易入港船舶統計（1921-1936） 

年份 
船隻數 船噸數 平均噸數 

日本 中國 總計 日本 中國 總計 日本 中國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2 

8 

5 

5 

4 

3 

1 

-- 

-- 

-- 

-- 

4 

4 

-- 

-- 

-- 

49 

43 

63 

43 

45 

43 

29 

42 

33 

26 

23 

35 

43 

31 

32 

6 

51 

51 

68 

48 

49 

46 

30 

42 

33 

26 

23 

39 

47 

31 

32 

6 

64 

225 

90 

90 

72 

54 

18 

-- 

-- 

-- 

-- 

51 

44 

-- 

-- 

-- 

1295 

1449 

2179 

1131 

1196 

974 

669 

1048 

830 

616 

617 

155 

211 

380 

451 

123 

1359 

1674 

2269 

1221 

1268 

1028 

787 

1048 

830 

616 

617 

206 

255 

380 

451 

123 

32.00 

28.13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 

-- 

-- 

-- 

12.75 

11.00 

-- 

-- 

-- 

26.43 

33.70 

34.59 

26.30 

26.58 

22.65 

23.07 

24.95 

25.15 

23.69 

26.83 

4.43 

4.91 

12.26 

14.09 

20.50 

資料來源：由《臺中州統計書》各年資料計算而得。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編纂，

《鹿港鎮志‧經濟篇》(彰化：彰化縣鹿港鎮公所，1998 年 5 月)，頁 405。 

表 5-8 鹿港島內貿易入港船舶統計（192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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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船隻數 船噸數 平均噸數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總計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總計 機動

船 
中式

船 
竹筏 

1925 

1926 

1927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 

-- 

-- 

-- 

-- 

4 

4 

4 

2 

-- 

3 

38 

29 

37 

72 

59 

36 

35 

43 

39 

39 

26 

134 

96 

101 

43 

10 

1 

-- 

1 

-- 

1 

-- 

172 

125 

138 

115 

69 

41 

39 

48 

41 

40 

29 

-- 

-- 

-- 

-- 

-- 

28 

51 

44 

14 

-- 

34 

191 

89 

151 

360 

2910 

137 

155 

211 

191 

275 

139 

1234 

850 

910 

402 

843 

8 

-- 

1 

-- 

1 

-- 

1425 

939 

1061 

762 

3753 

173 

206 

256 

205 

276 

173 

-- 

-- 

-- 

-- 

-- 

7.00 

12.75 

11.00 

7.00 

-- 

11.33 

5.03 

3.07 

4.08 

5.00 

49.32 

3.81 

4.43 

4.91 

4.90 

7.05 

5.35 

9.21 

8.85 

9.01 

9.35 

84.30 

8.00 

- 

1.00 

-- 

1.00 

-- 

資料來源：由《臺中州統計書》各年資料計算而得。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編纂，

《鹿港鎮志‧經濟篇》(彰化：彰化縣鹿港鎮公所，1998 年 5 月)，頁 407。 

 

（二）航運線 

依照時間劃分，分成荷蘭、西班牙時期、鄭氏王朝時期、清代、

日本時期。 

1.荷蘭、西班牙時期 

16 世紀葡萄牙人佔領馬六甲之後，開始往東洋海域地區移動，

也開展了東洋航線。東洋海域最北端為日本，最南端為印尼，臺灣位

於東洋海域的中段，因此在東洋海域往來的船隻，經過臺灣海峽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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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中葉，葡萄牙航海家曾經過臺灣海面，從海上遠望臺灣，稱

讚「Ilha Formosa」，臺灣的地理遂為歐洲人所認識，名字亦出現於歐

洲書籍和地圖中。 

1623 年（明代天啟 3 年）4 月，明廷洪玉宇與荷蘭人到臺灣島北

部勘察。荷蘭人仍在澎湖興建防禦措施，並且對臺灣採取航運活動，

如荷蘭船厄拉斯莫斯號（Jacht Erasmus），於 1624 年 12 月 13 日從臺

灣出發，至 1625 年 1 月 3 日到達巴達維亞。荷蘭人以臺灣為轉口站，

進行中國、日本、南洋等三國的商品交換（圖 5-5）。 

荷蘭佔領臺灣南部之後，西班牙為了節制荷蘭，遂發起佔領臺灣

北部之議論。1626 年 2 月 8 日（明天啟 6 年），西班牙遠征船隊航向

臺灣北部，5 月 11 日抵達雞籠港，在社寮島（基隆和平島）建堡壘，

稱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荷蘭及西班牙拓展臺灣的西洋航線，

為了與位於東亞的中國及日本貿易，也拓展臺灣至中國、臺灣至日本

的貿易航線。 

 
 

 

2、鄭氏時期 

 
 
 

1661 年（明永曆 15 年 3 月；清順治 18 年），鄭成功率軍至鹿耳

圖 5-5 荷蘭統治臺灣時期之亞洲航線 

圖片來源：

http://www.holandiabeztajemnic.pl/?page_id=6
94&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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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海，在圍城 8 個多月之後，荷蘭人才退出熱蘭遮城。鄭氏透過東

洋航線與日本進行貿易，西洋航線與東南亞等貿易，掌握海上資源並

控制東亞航運業，設「五商」組織，進行海峽兩岸之貿易及發展與日

本及東南亞之貿易活動。五商是指「海五商」與「山五商」，海五商

為仁、義、禮、智、信五行，以廈門為中心，負責外貿；山五商為金、

木、水、火、土五行，以杭州為中心，負責中國境內產品買賣，這種

組織主要是為了增加收入。鄭成功亦擁有東、西洋船隊可進行貿易，

東洋船赴日本、臺灣、菲律賓，西洋船則赴南洋。明鄭時期以臺灣為

中心的船舶及港口，有廈門灣一帶、日本、廣南（今峴港）、暹羅（泰

國）、馬尼拉等。 

3.清代時期 

清代以降，從臺灣出發的船隻除了前往中國大陸口岸之外，也前

往外國。中國船隻由福建、浙江至日本的航線、東南亞地區至日本的

航線等，都經過臺灣海域。從其他地區往來臺灣海域的船舶，在臺灣

海域周邊遇到船難也是常有之事。如朝鮮地區的船舶，在自然或非自

然因素的影響下漂流到各個地方，又以中國沿海地區為例，包括臺灣

在內。 

1683 年（清康熙 22 年）起，福建、廣東人士移民臺灣，臺灣米、

糖等農產品大幅增加，市場日益擴張，臺灣與中國之間的兩岸貿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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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興盛，達到「上通江浙，下抵閩廣，來往商艘，歲至以數千計」的

盛況。1784 年（清乾隆 49 年）開放彰化鹿港，1788 年（清代乾隆

53 年）增加八里坌，1816 年（清道光 6 年）增加彰化海豐港及宜蘭

烏石港。乾隆年間漳州、泉州的商船，由臺灣出發後所到之地南起漳

州、泉州、興化、福州、建寧、寧波、蘇州、山東、東北（關東）。

香港英國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於 1863 年（清同治

2 年）首航臺灣線。日本佔領臺灣之後於 1899 年（日本明治 32 年）

由大阪商船至淡水，香港線開始衰退。爾後於 1936 年（日本昭和 11

年）再經營香港、福州、香港及汕頭線。 

4.日本時期 

日本治臺，當時輪船航路可以區分為兩類，自由航路即船公司自

行開發經營的航線。命令航路是由日本政府補助，經營臺灣沿岸及臺

灣與境外港口之間的定期航班。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補助的命令航路，

有臺灣沿海航路、臺灣內地航路（臺灣─日本）、臺灣對岸航路（華

南航路）、臺灣─大陸航路。臺灣沿海的航路分為基隆打狗線（1896）

和環島線。 

臺灣內地航路，為基隆─神戶（大阪商船、日本郵船），打狗─

橫濱，其中基隆神戶線經沖繩或宇品再到神戶。臺陸、臺灣對岸航線，

則有淡水─香港；安平─香港；基隆─香港；打狗─廣東；福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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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福州─興化；香港─福州；廈門─內灣；香港─上海；打狗─上

海；打狗─天津；淡水─福州。 

臺灣沿岸航線則有基隆經東海岸─打狗─澎湖；基隆─澎湖─打

狗─東海岸；基隆─澎湖─安平─打狗；基隆─淡水─大安─塗葛窟

（臺中龍井一帶）；淡水─塗葛窟。 

 

（三）沉船紀錄 

1.沉船原因 

船難或海難，以船舶在航海及停泊時，船隻、船員、乘客及船貨

遭到災害及損失等事故，包括天候、海象、觸礁、擱淺等自然災害，

和兵災、海盜、火災等人為災害。因此，沉船原因可分成自然與人為

兩大部分，自然方面包括觸礁及強風，人為則是戰爭、火藥庫、鍋爐

爆炸等人為所肇始之因素。 

(1)自然因素 

a.觸礁 

臺灣周邊有許多的暗礁較多的區域，如東沙海域、澎湖海域、臺灣本

島南端海域、臺灣東南海域，如綠島、蘭嶼一帶，這些區域大致上是

船舶容易遭遇暗礁而發生海難的危險區域。帆船時代，因控制船舶較

不容易，一旦有強風來襲，帆船很容易被強風帶至暗礁多的地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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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觸礁而沉沒的機率就會提高。 

b.颱風 

風所造成的船難事件，主要是受颱風影響，帆船時代尤其風襲擊。1800

年（清代嘉慶 5 年）的神風蕩寇事件，造成從事劫掠的海盜船隻受風

擊沉。颱風襲船事件主要發生於夏、秋兩季，範圍涵蓋臺灣周邊海域，

船舶種類則包括木船、鐵船。但近 50 年以來，因為通訊系統和氣象

預告的發達，船舶往往能夠事前防範，故因颱風而遭難的情況普遍減

少。 

(2)人為因素 

a.戰爭 

因戰爭而沉沒的船舶主要發生在幾個時間點。第一，鄭成功與荷蘭海

戰，主要在臺江內海一帶。第二，鄭氏與清代敵對時期，以金門周邊、

澎湖群島周邊最多，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轟炸日艦的情

況相當普遍，臺灣周邊海域及港口更是日本軍艦被攻擊的主要區域之

一，因此許多沉船是在戰爭之下沉沒，這些沉船也以軍事用途的船舶

為多。 

b.其他 

人為疏失為沉船之主因，如火藥爆炸等，船舶因火藥庫爆炸而沉沒，

船舶為木質材料，遺跡不易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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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嘉慶朝上諭檔》第一冊 

2.《十六到十八世紀台灣附近海域沉船資料集》2 檔案篇：內閣大庫檔案(上、下

兩集)。 

3.《十六到十八世紀台灣附近海域沉船資料集》3 檔案篇：清宮宮中檔臺灣史料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4.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Shannon :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5.《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6.《臺灣海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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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伊能嘉矩編，《臺灣志》(臺北：古亭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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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華夷變態》 
32.《通航一覽》  
33.《唐國廣東省江漂流仕相馬者口書》 
34.《異國漂流談》 
35.《志州島羽浦船頭漂流一件》 
36.《台灣漂流記》 
37.《志州船台灣漂着話》 
38.《犯科帳》 
39.《享和三癸亥漂流台灣チョプうン島之記》 
40.《順吉丸漂流記》 
41.《漂民歸鄉錄》 
42.《神嶋外浦要吉台灣漂流一件》 
43.《十六到十八世紀台灣附近海域沉船資料集》4 檔案篇：《清宮洋務始末臺

灣史料》、《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44. 黃永川等撰述，《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初勘報告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

館，1996）。 
45. 黃永川主編，《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將軍一號實勘報告書》（臺北：國立歷

史博物館，1997）。 
 
 

2.沉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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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5-12）為荷蘭及清代、日本及戰後之沉船事件紀錄。 

表 5-9 荷蘭時期沉船記錄 (依沉船時間排列) 

序號 船名 船難日期 船型 噸數 地點 

21 Jonker 1647-10-21 fluit – 
Wanckan 嘉義布袋好

美 

22 Potvis 1650-07-14 fluit 300 Formosa 台灣海峽 

23 Duif,Witte 1650-07-14 fluit 380 Formosa 台灣海峽 

30 Lam-Witte 1654-10-28 fluit – Caya 嘉義布袋附近 

40 Formosa 1651-08-02 galjoot  在北線尾擱淺 

42 Schevelingh 1650-10-14 
中 式 帆

船 
 大員至虎尾壠間 

43 Sloutelande 1655-08-09 jacht  臺灣海峽 

資料來源： 

1.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Volume II, Outward-bound 

voyage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Asia and the Cape (1595-1794). 

2.Dam, Pieter van, Beschrij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erste boek, deel I. 

-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7. 

3.Dam, Pieter van, Beschrij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weede boek, deel 

I. -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31. 

4.王瑜，《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一卷〈17 世紀台灣海峽荷蘭聯合東印度公司沉船

形態與分布〉，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179-181。 

5.江樹生編，《熱蘭遮城日誌（共四冊）》、《荷蘭聯合東印度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

維亞總督書信集》。 

 

 

 

 

表 5-10 清代沉船記錄（鹿港、鹿仔港、彰化海域的沈船紀錄以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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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編號 沉船 
名稱 

國

籍 
船隻 
性質 

載運 
貨物 

載運 
人數 航線 沉船 

地點 
沉沒時間

(中曆) 
沉沒 
原因 

物品打撈/損
失 

人員生存/死
亡 

1 
臺灣水師

協中營平

字十四號 

清

國 水師船   班兵   笨港口 雍正 7年 7
月 26 日 遭風   兵 1 人死亡 

2   
清

國 民間船       
諸羅臨海地

區 

雍正 7 年

閏 7 月 23
日 

遭風   船員 3 人死亡 

3   
朝

鮮   馬匹 30 人 羅州長

刷島─ 

漂流至彰化

三林港大突

頭地方 

雍正 7年 9
月 12 日 遭風   

全數獲救，雍

正 8 年 1月 15
日送至廈門。 

4 
臺灣水師

協左營定

字 17 號 
 
水師船

巡哨    鹿港海面 乾隆 15 年

8 月 8 日 遭風 軍械沉失 18 人溺水 

5 
臺灣水師

波字五號 
清

國 
杉板頭

船   

船員 6
人、水兵

14 人和乘

客 1 人 

鹿仔港─
臺灣水

師營 
 

乾隆 32 年

10月16日 
駕駛

不當 

弓箭、籐牌、

腰刀、防船百

子砲等沉失 
全數獲救 

6   
清

國 
杜永福

民間船 

油、米等貨

物及軍米

90 石 
27 人 

鹿仔港─
福建羅

源縣 
北椗外海 

乾隆 51 年

6 月初九

日 
遭風 官穀、船貨沉

失 
26 人死亡；1
人獲救 

7   
清

國 
曾長瑛

民間船 
軍米 1000
石   

蚶江─鹿
仔港  

乾隆 52 年

9 月 21 日 遭風   
2 人獲救，其

餘失蹤。 

8   
清

國 哨船   29 人 鹿仔港─ 黑水洋地方 
乾隆 53 年

3 月初九

日 
遭風   為民船所救 

9 天德丸 日

本     
船員三次

郎等 14 人   漂流至彰化 嘉慶 15 年

3 月 遭風   
全數獲救，船

員 14 人由乍

浦送返日本 

10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平字六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水兵 46 人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軍械等沉失 5 人失蹤 

11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平字十一

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水兵 41 人 鹿仔港─

北洋 
大哭(突?)溪
擱淺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全數獲救 

12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方字二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水兵 34 人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撈獲大砲 3 門 1 人死亡 

13 
臺灣水師

協標左營

方字五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水兵 39 人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軍械沉失 9 人失蹤 

14 
廈門水師

提標右營

集字七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安平─鹿
港 

彰化縣屬麥

子寮外海 
道光 13 年

10月 23日 遭風 軍械沉失 1 人失蹤 

15 
金門右營

湯字五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班兵 172
人及水兵

28 人 

鹿港─廈
門 外海 道光 14 年

6 月 16 日 
遭風

衝汕 軍械沉失 2 人失蹤 

16   
清

國         
嘉義雲林交

界海面 
咸豐 4年 9
月 戰爭     

17   
清

國 官船 公文   
西嶼─大
山嶼   

同治 13 年

9 月 4 日 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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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ata(Beta
)號 

英

國 
三檣帆

船       鹿港

Lu-chiang 

光緒 10 年

8 月初一

日 
觸礁 

船隻遭原住

民搶劫和破

壞 

船員由英國

砲艇 Fly 號送

往打狗 

19 Nicolino 
德

國 

斯庫納

縱帆船

(schoone
r) 

      
鹿港

(Lokiang)附
近擱淺 

光緒 11 年

7-8 月間       

20 

臺灣水師

協標左營

定字十七

號 

清

國 水師船   兵 18 人 安平─ 
鹿仔港海面

附近青崑身

外海 
  

遭風

衝汕 軍械沉失 全數獲救 

21 金字八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餉銀 47 鞘   

廈門─鹿
耳門 鹿耳門招口   遭風 餉銀沉失   

22   
清

國 
金德勝

民間船   
乘客 4 人

以上 
鹿港─廈
門     遭風     

 

表 5-11 1898-1940 年《臺灣日日新報》有關彰化及雲林縣市海域的沈

船 

日期 標題 沈船地點 船名 版次 

1914 年 11 月 11 日 布袋嘴遭難船 嘉義 （船名不明） 3 
1916 年 8 月 15 日 海上暴風雨に遭

ふ 船舶數隻の

遭難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7 

1916 年 8 月 15 日 海上暴風雨に遭

ふ 船舶數隻の

遭難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7 

1916 年 8 月 16 日 帆船德利號遭難 臺中 德利號 6 
1916 年 8 月 16 日 帆船遭難別報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6 
1916 年 8 月 16 日 帆船遭難別報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6 
1917 年 7 月 2 日 支那型船の遭難 

船體を遺棄す 
臺南 金福發號 

5 

1918 年 8 月 31 日 遭難漁船修理 嘉義 德安丸 1 
1922 年 9 月 23 日 戎克船之遭難 臺中 金錦興號 2 
1922 年 9 月 24 日 戎克船之遭難 臺中 金錦興號 6 
1926 年 1 月 9 日 漁船遭難 臺中 （船名不明） 4 
1935 年 9 月 17 日 鹿港／帆船遭難 臺中彰化 金泉興號 4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表 5-12 1946-1991 年臺灣報刊有關彰化及雲林縣市海域的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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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題 沈船名稱 沉船地點 報刊 版次 備註 

1946 年 9 月 16 日 

修理明寶

丸，打撈岩

戶丸 

明寶丸 後龍溪 
民報 

 
2  

1954 年 6 月 6 日 

打撈神安

丸，已順利

清除 

神安丸 布袋港 民聲日報 4  

1954 年 10 月 24

日 

布袋港外

沉船 繼續

勘察打撈 

神安丸 布袋港 中央日報 5 

另有

一艘

不明

船隻 

1954 年 10 月 24

日 

布袋港外

沉船繼續

打撈中 

神鷹丸 布袋港 自強晚報 4 

另有

一艘

不明

船隻 

1954 年 10 月 25

日 

布袋港外

沉船兩艘

業已開工

打撈 

神鷹丸 布袋港 商工日報 2 

另有

一艘

不明

船隻 

1960 年 3 月 31 日 

永安輪沉

沒處 在鹿

港近海 三

度打撈仍

未起 

永安輪 鹿港 徵信新聞 4  

1970 年 10 月 27

日 

漁船翻覆 

六人失蹤 
豐瑞二號 鹿港外海 中國時報 3  

資料來源：《臺灣報刊》 
 

 

3.沉船處理紀錄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有關彰化及雲林海域之沉船處理，依據《臺

灣日日新報》沉船打撈報導，雖然涉及船隻遇難、打撈、理賠及買賣

等相關報導，但是報紙沒有後續追蹤的消息。至於戰後臺灣，依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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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聲日報》及《自強晚報》等中文報刊之載述，民國 35-44 年間，

有關彰化及雲林海域之沉船處理，即布袋港外之日籍沈船神安丸，為

避免船舶航行受影響，業於民國 41 年經森玉打撈公司打撈，臺灣省

政府等局派潛水工陪同森玉打撈公司前往實地會勘。9此外，布袋港

外沉船神鷹丸及另一不詳名沉船，亦為森玉打撈公司負責承撈，已於

民國 43 年 10 月 6 日處理完成。10至於民國 49 年 3 月，航行高雄至

香港的永安輪，於 2 月 18 日失蹤後，30 日發現該輪沉沒在鹿港附近

海面，船體沉於五十米的深水海底，永安輪船公司派出認樑號漁船，

三度前往沉船位置，請潛水夫攜帶打撈器械，潛入海底打撈，終因海

潮太急及打撈之相關設備不足而失敗。11 

 

5.2.4 小結 

我國正在積極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規劃，為避免在彰化及雲林

縣市之海域規劃離岸風力發電場址時，有疑似水下文化資產遺址埋藏

在海中，本文透過中外檔案、報紙等不同類型之歷史資料之篩檢及查

核，梳理出相關之早期船隻沉沒或發生船難之地點。然而，早期歷史

資料登載沉船之地點，因為有詳實之經緯度，且沈船受水下海水流動

及地殼變動等多種因素之影響，這些地點目前是否仍埋藏有沈船，則

                                                      
9 〈打撈神安丸 已順利清除〉，《民聲日報》，民國 43 年 6 月 6 日，第 4 版。 
10 〈布袋港外沉船 繼續打撈中〉，《自強晚報》，民國 43 年 10 月 24 日，第 4 版。 
11 〈永安輪沉沒處 在鹿港近海〉，《徵信新聞》，民國 49 年 3 月 31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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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進一步做科學的調查與探索。事實上，依據可靠之資料所建構之

歷史沈船紀錄，應是水下文化資產進行調查敏感區普查之第一步工作，

因此可以作為我國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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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調查方法及技術 

本籌備處依『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法』之『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及處理辦法』中第八條規定：「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得

視個案之海床及水底地形狀況，以專業潛水、遙感探測、磁力測量、

水下聲學、水下光學及水下載具等非侵入性及非破壞性之探測方式

為之。前項探測技術之技術指引由主管機關公告。」以及第九條規

定：「完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後，應檢具調查報告、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基本資料表及含原始資料，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執行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作業；而依該辦法之規定，進行了以下四個項目的海洋

地球物理探測工作；至於原辦法中所要求之第五項次（水下攝錄影

調查）的調查作業，因時已近冬季在無適當天候海況的狀態下，無

法施作；而實際作業方式詳列如後。 

 

側掃聲納調查（Side Scan Sonar Survey） 

該項地貌測繪作業全程以 EdgeTech 2000-DSS 複合拖曳式側掃

聲納系統來進行覆蓋率 100％的地貌測繪，且於施測同時將拖魚

（Towed-Fish）射距（Range）設定為 250 公尺，離底高度儘可能

保持在射距 8％～25％的範圍內，以求能精確獲取底床粗糙度以及

海床特殊目標物及其特徵…等資訊來作為基礎及舖纜時的參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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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求聲納影像定位之精確度，於該項作業進行的同時亦使用符

合規範之 Kongsberg Hipap 350（或同等級）超短基線水下定位系統

來對拖魚進行追蹤定位以精確的標定拖魚所收集之影像位置，使重

疊來回的聲納圖幅可精準的併合。其他相關參數規範請參照附錄一

EGS-T 文化資產水下調查測量成果報告書。 

 

高密度水深調查（Bathymetry Survey） 

本項作業全程使用 Kongsberg EM 2040 多音束測深系統

（Multi-Beam Echo- Sounder System）以 200 公尺的測線間距來量測

與描繪出待測海域範圍內海床上之地勢起伏狀況；而於後處理

（Post-Processing）過程中，可結合定位控制基站差分資訊、衛星

星曆資料來重新高精密解算調查船所在之座標值與高程。另外於作

業同時於附近岸端適當處亦同步架設潮位觀測站來觀測水位變化，

此舉除可收集水文資料外，亦可比對上述無驗潮測深之高程資料。

其他相關參數規範請參照附錄一 EGS-T 文化資產水下調查測量成

果報告書。 

 

磁力調查（Towed Magnetic Survey） 

本案使用加拿大 Marine Magnetic 公司製 SeaSpy 磁力儀來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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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測海域進行磁力異常調查作業；其探測的目的為當聲納海床測繪

作業無法偵測到海床面下被沈積物所掩埋，或於海床面上被半埋或

生物附著遮蓋住的特殊金屬目標物時，該設備可利用偵測現地磁力

值的變化來明確的告知該區內是否存在這些未被搜尋到特定金屬

目標物。其他相關參數規範請參照附錄一 EGS-T 文化資產水下調查

測量成果報告書。 

 

底層剖面調查（Sub-Bottom Profiler Survey） 

該項調查使用拖曳式的 C-Boom LVB 高解析震測系統來執行

待測海域內海床面下被掩埋目標物的搜尋工作。其穿透力於泥質海

床可達約 60 公尺，而其對地質的最高解析度為 20 公分。其他相關

參數規範請參照附錄一 EGS-T 文化資產水下調查測量成果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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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調查過程及記錄 

調查作業 

調查船以高雄港為母港，於本籌備處隨船代表登船後，並完成

船上各項儀器調校工作後，方前往調查海域進行水下勘測工作；而

此次的調查項目包含：側掃聲納海床掃測、高密度水深量測、磁力

探測以及底層剖面調查。於現場作業進行期間，工作人員會同步先

行於調查船上進行初步的資料處理與分析，待船隻靠港後再將所有

原始資料交付進一步處理與分析，同時繪製調查成果圖與報告書製

作。此外，為符合『水下資產保存法』第 9、10 及 13 條規定，本

籌備處已於作業前先行確認該調查作業區內並無古代沉船或相關

紀錄，而透過此次的地物調查，將以實際查勘作業來再次確認所涉

水域無水下文物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存在。 

此外，由於調查作業區域多在台灣海峽，船舶往來航行頻繁，

為顧及自身及他船航行安全，調查作業期間均透過海軍大氣海洋局

發布航船布告，並依海事安全資訊國際標準相關規定，透過「航行

警告電傳（NAVTEX）」發布，同時輔以調查船自身之 AIS（船舶

自動辨識系統）進行船位與航行狀態廣播，以利同水域航行之其他

船隻提早注意並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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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程 

海龍二號（No.19）離岸風場水下調查作業於民國 105 年 07 月

20 日展開，至民國 105 年 08 月 31 日完成現場海域資料收集作業；

目前已完成資料處理與分析工作。 

表 7-1 本案調查時程表 

工作項目/時間 105.06 105.07 105.08 105.09 105.10 105.11 
調查區域桌面研究                   
調查工作相關文件申請                   
調查執行前準備工作                   
現場調查作業                   
資料處理與分析                   
報告撰寫                   

 

調查記錄 

本案於現場調查過程中在『海龍二號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

場址海域內發現 12 處聲納目標物（Sonar Contact），分布於水深

40 公尺至 50 公尺間，尺吋最大約 16 公尺 x 9 公尺（未知高度）、

最小約 2 公尺 x 5 公尺（未知高度）、初步判斷為海床廢棄物、石

塊或無法判定之目標物；然因該區屬發展良好的沙丘底質海床型態，

因此該目標物無法確實反應於以呈現「地形高差」變化為主之『高

密度水深調查』結果上；再者，由於本案調查之初以「工程需求」

為主要調查目的而選用不具淺層高解析能力卻具備高穿透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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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mer 來了解未來可作為風機基礎支撐力之地層構造，因而於『底

層剖面調查』作業之結果亦無此目標物之記錄。有關聲納調查之詳

細資料請參閱表 7-2。 

本案於現場調查過程中在『海龍二號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

場址海域內並未發現任何磁力異常的目標物（Magnetic Contact）。 

整體而言，『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之調查區域海床形貌特

徵以沙波為主，佔據了調查全區域內約 60%以上的面積，多為區內

水深淺於 55 公尺的地區；砂質海床僅佔有 7%左右的面積；而粉砂

-泥質海床則占了 32%的面積。一般而言，沙波存在說明了該區可

能有強烈底流的存在，亦即潮流為本案調查區內海床變化的主因之

一。有關聲納調查之詳細資料請參閱 EGST 調查報告（105/12/20

日簡報附錄）中的調查區域海床地形圖與全區聲納影像嵌合圖

（Mosaic）、附錄六『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

疑似目標物位置圖與附錄七『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

場）』規劃測線與實際航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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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海龍二號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場址內聲納目標物列表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1 
24° 0.784' N 

119° 51.329' E 

133562.2 E 

2656944.1 N 
41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2 
24° 2.230' N 

119° 53.888' E 

137921.3 E 

2659578.3 N 
40 6 x 3 x < 2 Possible Boulder 

SITE19-PR-SC003 
23° 57.242' N 

119° 52.647' E 

135745.1 E 

2650386.2 N 
51 5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4 
23° 59.173' N 

119° 53.789' E 

137709.0 E 

2653937.0 N 
52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5 
23° 58.099' N 

119° 53.356' E 

136959.1 E 

2651959.0 N 
49 9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06 
23° 59.263' N 

119° 53.978' E 

138031.5 E 

2654099.7 N 
50 5 x 2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7 
23° 58.787' N 

119° 53.739' E 

137619.8 E 

2653223.6 N 
52 10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08 
23° 58.632' N 

119° 53.880' E 

137855.6 E 

2652936.4 N 
52 5 x 2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9 
24° 0.116' N 

119° 54.710' E 

139284.7 E 

2655665.2 N 
50 8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10 
23° 59.935' N 

119° 54.631' E 

139149.4 E 

2655332.0 N 
54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11 
23° 58.217' N 

119° 53.776' E 

137673.8 E 

2652170.9 N 
51 8 x 5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12 
23° 59.222' N 

119° 54.707' E 

139266.9 E 

2654015.4 N 
47 16 x 9 x nmh Unknown Object 

 

至於針對這 12 個疑似目標物之聲納目標物於調查過程/結果中所

可得到的相關影像資訊，請參閱附錄四文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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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調查結果 

本籌備處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及處理辦法』中第八條規定：「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得視個

案之海床及水底地形狀況，以專業潛水、遙感探測、磁力測量、水下

聲學、水下光學及水下載具等非侵入性及非破壞性之探測方式為之。

前項探測技術之技術指引由主管機關公告。」以及第九條規定：「完

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後，應檢具調查報告、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基本資

料表及含原始資料，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執行水下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作業；而依該辦法之規定，進行了第一～四個項目的海洋地球物理

探測工作（SSS, MBES, Boomer, MAG）；由於本案調查之初以「工程

需求」為主要調查目的而選用不具淺層高解析能力卻具備高穿透力之

Boomer 來了解未來可作為風機基礎支撐力之地層構造，因而於『底

層剖面調查』作業之結果無法顯示此目標物於淺層之記錄，同時亦無

「磁力異常」反應。因為原本用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規劃時所使用

的震測儀器為海床下穿透力較強的 Boomer 儀器，並不是使用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所需要使用的底層剖面儀 Sub-Bottom Profiler（SBP），本

公司承諾於取得籌設許可之前將會針對區內於本次調查作業中已發

現之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目標物再次以底層剖面儀 Sub-Bottom 

Profiler（SBP）進行細查之確認工作，並盡可能將其調查的結果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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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完成之區內相關的海洋地球物理探測工作結果及湯熙勇教授提

供的近代沈船紀錄做交叉比對。至於原辦法中所要求之第五項次（水

下攝錄影調查）因前四項調查結果並無法確認該發現之各項特徵皆能

符合的水下疑似特徵物之特徵點，故於該階段實無進行此項工作。詳

細調查內容及成果請參照附件一 EGST 水下文物調查成果報告。 

依據海床地貌及地形調查結果顯示於計畫調查海域內主要海床

型態為沙丘，且該種特徵占全區超過 60%以上的區域，海床面上側掃

聲納雖有探測到 12 個特徵點，但目前初步的研判均非計畫第五章所

列疑似沉船分佈的特徵點。另透過磁力探測與底層剖面調查結果分析

也無發現有掩埋的古沈船及文物特徵訊號。因此，以目前現有史料研

究及現調資料綜合研判，於『海龍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下『海龍二號

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海域範圍內初步的判斷，應無本計畫

第五章所整理出之古沉船分佈。但於日後現場施工仍應遵照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7 條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相關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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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替代或修正方案及建議事項 
 

9.1 替代方案 

為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加速台灣地區離岸風場之開發，在考量我

國能源多元化、開發自產能源、環保，以及將來能源政策對再生能源

發電佔有電業發電能源配比之要求，故本計畫有其積極正面之意義。 

本計畫係配合國家政府政策，規劃設置離岸風力發電系統；本計

畫之替代或修正方案主要分為：(1)設備配置修改替代方案、(2)場址

範圍局部變更方案、(3)設施削減替代方案、(4)保護措施替代方案、(5)

零方案；各方案相關說明如下。 

9.1.1 設備配置修改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類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保護範圍，分析施工擾動

破壞範圍後，進行範圍內佈纜路由繞道變更及風塔位址變更。 

9.1.2 場址範圍局部變更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類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保護範圍，在同樣設備產

能情況下，在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下，對場址範圍進行局部變更修正。 

9.1.3 設施削減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應受保護範圍，確認無法作

配置改變時，在經濟成本規模允許及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情況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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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產能，針對影響文物之配置硬體設施進行削減。 

9.1.4 保護措施替代方案 

在確認文物種規模後，確認水下文物應受保護範圍，確認無法作

配置改變時，進行保護方法評估研擬，針對文物及可能分佈範圍，與

主管機關積極討論，規劃可行保護措施替代方案。 

9.1.5 零方案 

停止本開發案的進行，將影響減碳政策及提供綠色電力的目標。 

 

9.2 建議事項 

本計畫係配合國家政府政策，規劃設置離岸風力發電系統，並依

據能源局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

要點」，擬訂開發計畫；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法令規

定，業正辦理環評程序。 

文化部業於 104 年 12 月 9 日及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布「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法」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並且於 105 年

12 月 9 日公佈相關子法；本計畫現階段調查內容及相關評估成果，

若有調查方法、設施規範或處理程序未符合之情況，將遵照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7條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條相關辦法辦理水下文資

補充調查、相關報告資料補正程序及替代方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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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原始資料(光碟或硬碟) 

(已經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17 日將補充原始資料繳交文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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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歷史考古分項計畫主持人湯熙勇教授簡歷與期刊論文著作 
學經歷簡介 : 
現任：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 海洋文化研究所 合聘教授。 
主要學歷：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研究（史學專攻）博士 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候選

人。 
研究專長：臺灣海外移民史、南海諸島史、台灣史、東亞海難救助史、華僑史專

長：華僑華人史 中國海洋史。 
 
A. 期刊論文 Publications 
1. 湯熙勇，2013，〈巴西招徠臺灣人移民—1960 年代我國政府的態度與人民的

反應〉，《人口學刊》，第 46 期，頁 87-119。 
2. 湯熙勇，2013，〈論 1907-1909 年中國與日本對東沙島主權歸屬之交涉〉，《海

洋文化學刊》，第 12 期，頁 85-121。 
3. 湯熙勇，2010，〈美國華文報紙處理廣東二辰丸案及抵制日貨運動之態度－

以 1908 年舊金山《中西日報》的報導為中心〉，《輔仁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頁 43-796。 
4. 湯熙勇，2009，〈船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以蔡廷蘭漂流越南為中心〉，《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1 卷第 3 期，頁 411-439。 
5. 湯熙勇，2007，〈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

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1 期，頁 1-49。 
6. 湯熙勇，2007，〈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與臺灣人的

審判（1946-47）〉，《亞太研究論壇（Asia-Pacific Forum）》，第 35 期，頁 1-35。 
7. 湯熙勇，2006，〈南非駐臺北領事館設立事件及對南非華人的影響（1965- 

67）〉，《海洋文化學刊》，第 2 輯，頁 67-98。 
8. 湯熙勇，2005，〈脫離困境：戰後初期海南島之台灣人的返台〉，《台灣史研

究》，第 12 卷第 2 期，頁 167-208。 
9. 湯熙勇，2005，〈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 1947)〉，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頁 393-437。 
10. 湯熙勇，2002，〈清代中國におけるべトナム海難船の救助方法について〉，

《南島史學》，第 60 號，頁 36-56。 
11. 湯熙勇，2002，〈清代前期中國における朝鮮國の海難船と漂流民救助につ

いて〉，《南島史學》，第 59 號，頁 18-43。 
12. 湯熙勇，1997，〈美國夏威夷華文學校的關閉與復設，1941-1949〉，《國史館

館刊》，復刊第 23 期，頁 16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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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湯熙勇，1996，〈戰後初期台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第 8 卷第 1 期，頁 303-346。 
14. 湯熙勇，1995，〈論康熙時期的納台爭議與台灣的開發政策〉，《台北文獻》，

直字第 114 期，頁 25-53。 
15. 湯熙勇，1995，〈大法小廉論清康熙皇帝對官吏操守的要求〉，《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第 7 卷第 2 期，頁 21-51。 
16. 湯熙勇，1993，〈清初道員的任用及其相關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 6 卷第 1 期，頁 269-299。 
17. 湯熙勇，1991，〈台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台籍，羅致外省

及徵用日人(1945.10-194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391-424。 
18. 湯熙勇，1990，〈清代巡台御史的養廉銀及其相關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53-78。 
 
B. 專書(論文集)之一章 
1. 湯熙勇，2014，〈追求平等待遇：華人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奮鬥〉，陳鴻瑜

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頁 237-251，臺北：華僑協會總會。 
2. 湯熙勇，2011，〈清代時期臺灣澎湖海域的沉船數量〉，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

編，《中央航海文化之地位與使命》，頁 201-21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3. 湯熙勇，2010，〈從臺灣到巴西：臺灣彰化住民建立巴西聖保羅「六家莊」

為中心（1963- 1972）〉，湯熙勇、顏妙幸編，《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

頁 227-239，台北：國父紀念館、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4. 湯熙勇，2009，〈戰後臺灣駐美外交人員對留美學人學生的態度〉，李又寧編，

《華族留美史：160 年的學習與成就論文集》，頁 137-155，紐約：天外出版

社。 
5. 湯熙勇，2009，〈清廷對巴西招募華工的反應(1881-1911)〉，夏誠華主編編，

《新世紀的海外華人變貌》（海外華人研究中心叢書第六種），頁 285-294，
新竹：玄奘大學。 

6. 湯熙勇，2008，〈從地方志調查的角度－談東沙島的名稱、人、事與物〉，國

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編，《人文海洋－2008海洋文化國際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頁 137-154，高雄：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7. 湯熙勇，2004，〈國籍回復とそれを巡る爭い--在外台灣人の國籍問題

(1943-1948)〉，安井三吉編，《阪神華僑の國際ネツトワ--クに關する研究》，

日本：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 
8. 湯熙勇，2002，〈清順治至乾隆時期中國救助朝鮮海難船及漂流民的方法〉，

朱德蘭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頁 105-172，臺北：中研院

社科所。 
9. 湯熙勇，1999，〈夏威夷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反應(1894-1911)〉，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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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領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21-545，
臺北：國史館。 

10. 湯熙勇，1999，〈清代台灣的外籍船難與救助〉，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

史論文集‧第七輯》，頁 547-583，臺北：中研院社科所。 
11. 湯熙勇，1997，〈德屬薩摩亞招募華工的交涉與中國保僑設領事（1903-19 

14）〉，張炎憲主編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六輯》，頁 593-627，台

北：中研院社科所。 
12. 湯熙勇，1997，〈戰後初期台灣省政府的成立與人事佈局〉，中研院台史所

籌備處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

處。 
13. 湯熙勇，1997，〈戰後初期高雄港的整建與客貨運輸〉，財團法人陳中和翁

慈善基金會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四輯，高雄：財團法人陳中和翁

慈善基金會。 
 
C. 學術會議(研討會)論文  
1. 湯熙勇，2016，〈重返故土：民國 45 年我國進駐太平島的經過與意義〉，共

42 頁，發表於南海諸島之歷史與主權爭議學術研討會，中研院人社中心：

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16-12-10 ~ 2016-12-11。 
2. 湯熙勇，2015，〈日本華僑學校之重建及困境（1946-1980）〉，發表於東亞與

海外華人﹙ISSCO 2015 Regional Conference: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韓國、首爾：首爾大學，2015-05-28 ~ 2015-05-31。 

3. 湯熙勇，2015，〈Attitud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U.S.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Immigration from 1880-1905〉，發表於北美鐵路華工：歷史、文學與

視覺再現研討會﹙Representing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臺北中研院人社中心：中研院人社中心、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05-08。 

4. 湯熙勇，2014，〈從困境到發展：泰北華文學校的形成與發展---以泰北清萊

光復高中與建華高中為中心〉，發表於孫中山與海外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

臺北市國父紀念館：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14-12-20 ~ 2014-12-21。 
5. 湯熙勇，2014，“Attitud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U.S.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Immigration from 1880 to 1905”, paper presented at Representing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工作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研討室：國立中

山大學文學院、Stanford University，2014-12-06。 
6. 湯熙勇，2014，跨境移動的困境：臺灣人在南海諸島嶼的活動〈1907-1943〉，

發表於 2014 年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4-10-23 ~ 2014-10-24。 
7. 湯熙勇，2014，〈我國南海四沙群島體系與南疆範圍的形成---從千里石塘、

萬里長沙到四沙群島〉，發表於 2014 年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海域間

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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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09-18 ~ 2014-09-19。 
8. 湯熙勇，2014，〈我國南疆領土的形成--從石塘、長沙到四沙群島〉，發表於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議題」學術研討會，國史館：國史館、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系，2014-09-01 ~ 2014-09-02。 
9. 湯熙勇，2014，〈接收故土：我國南疆領土的接收與駐守----以南海諸島為中

心﹙1946-47﹚〉，發表於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08-11 ~ 2014-08-13。 
10. 湯熙勇，2014，〈我國繪製南海 U 型線的過程〉，發表於 2014 年南海新形勢

分析研討會，外交部外交與國際事務學院 2 樓國際會議廳：外交部外交及國

際事務學院，2014-05-08。 
11. 湯熙勇，2014，〈20 世紀前期日本調查南海諸島資源及其影響〉，發表於 2014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度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04-25 ~ 2014-04-26。 
12. 湯熙勇，2013，〈全球化與海外華僑華人文化的建構---以華僑志書編纂、移

民史書寫與人物訪問記錄為中心〉，發表於「全球化下之僑務新思維」僑務

國際研討會，台北：僑務委員會及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13-12-02 ~ 
2013-12-03。 

13. 湯熙勇，2013，〈冷戰時期日本華僑學校的重建與侷限〉，發表於 2013 台灣

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系，2013-11-30。 
14. 湯熙勇，2013，〈20 世紀東南亞華人與南海諸島資源的開發〉，發表於第八

屆世界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SSCO），

馬來西亞吉隆坡：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馬來西亞拉曼大學，2013-08-16 ~ 
2013-08-19。 

15. 湯熙勇，2012，〈荷蘭東印度公司處理船難的方法－以臺灣附近海域為中心〉，

發表於澳門、廣東與亞太海域交流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大學：澳門大學，

2012-12-04 ~ 2012-12-05。 
16. 湯熙勇，2012，〈創新或管制：我國政府對地圖測繪與出版之審核---以 1930

年代成立水陸地圖審查委員會為中心〉，發表於第 12 屆地圖學術研討會學術

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中華民國地圖學會，2012-10-27。 
17. 湯熙勇，2012，〈新移民或新華僑華人—1978 年後中國大陸公民境外移民人

數估算及其分布〉，發表於近二十年中國大陸海外移民潮之原因與影響學術

座談會，華僑協會總會：華僑協會總會，2012-07-25。 
18. 湯熙勇，2011，〈東沙島的中外名稱來源及其意義〉，發表於 2011 年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理學系，

2011-12-02。 
19. 湯熙勇，2011，〈民國成立與美國舊金山華人的反應〉，發表於民國肇建與在

美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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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湯熙勇，2011，〈海漂民與異域文化的接觸－以漂流臺灣之琉球、日本及朝

鮮之海漂民為中心〉，發表於近世東亞海域史的多視角研究：以各國史料為

中心的探討，中研院人社中心：中研院人社中心海洋史專題中心，2011-11-03 
~ 2011-11-04。 

21. 湯熙勇，2011，〈口述訪問與臺灣海域的沉船調查〉，發表於第 13 屆全國口

述歷史研討會，臺灣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2011-10-27 
~ 2011-10-28。 

22. 湯熙勇，2011，〈美國僑報對辛亥革命與民國成立的報導及評論（1911-12）
----以《中西日報》、《少年中國晨報》、《世界日報》為中心〉，發表於辛亥革

命百年：孫中山、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廣東暨南大學：廣

東暨南大學，2011-08-22 ~ 2011-08-23。 
23. 湯熙勇，2011，〈美國華人對辛亥革命與民國成立的反應〉，發表於辛亥革命

百年－孫中山、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吉隆坡：馬

來西亞拉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2011-07-02 ~ 2011-07-03。 
24. 湯熙勇，2011，〈泰國的臺灣人---移民、認同及調適（1945-1960）〉，發表於

Chinese Overseas: Culture, Religions and Worldview，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

類學系及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11-06-21 ~ 2011-06-22。 
25. 湯熙勇，2011，〈南海沉船的調查與發掘－以東沙島海域的沉船歷史記錄為

中心〉，發表於 2010 年考古工作會報研討會，臺灣、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2011-05-28 ~ 2011-05-29。 
26. 湯熙勇，2011，〈17-19 世紀東亞海域海漂民救助機制－形成與特性〉，發表

於「海港都市的歷史性形成和各海域圈的結構特徵」國際學術研討會，韓國、

釜山：韓國海洋大學，2011-04-14 ~ 2011-04-17。 
27. 湯熙勇，2010，〈南海航行與島嶼辨識：東沙島的稱呼與地圖繪製〉，發表於

耶魯大學所藏東亞山形水勢圖研究工作坊，交通大學：交通大學，2010-06-16 
~ 2010-06-18。 

28. 湯熙勇，2010，〈從查扣日船到抵制日貨：20 世紀初期廣東二辰丸事件之爭

議與中、葡與日之交涉〉，發表於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澳

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2010-03-19 ~ 2010-03-21。 
29. 湯熙勇，2009，〈20 世紀初期東沙島主權歸屬的爭議與確立－中國與日本的

交涉〉，發表於「臺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

灣大學歷史學系，2009-12-04 ~ 2009-12-05。 
30. 湯熙勇，2009，〈尋找日本沉船阿波丸—1970 年代臺灣附近海域的沈船調查

與打撈之個案研究〉，發表於「政府遷臺 60 週年學術討論會」，國史館：國

史館，2009-12-07 ~ 2009-12-08。 
31. 湯熙勇，2009，〈被忽略的記憶與歷史－----20 世紀中期前臺灣人的東南亞經

驗與記憶〉，發表於「The Third Asia Forum for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族群、歷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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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文系，2009-11-13 ~ 2009-11-15。 
32. 湯熙勇，2009，〈戰後澎湖馬公港的沉船調查與打撈〉，發表於「2009 年澎

湖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台灣、澎湖：澎湖縣政府，2009-11-21 ~ 
2009-11-22。 

33. 湯熙勇，2009，〈從臺灣到巴西： 巴西臺灣人「六家莊」的建立（1963-1972）〉，
發表於「孫中山－海外華人與兩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父紀念館：中

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國父紀念館暨華僑協會總會，2009-11-11 ~ 
2009-11-12。 

34. 湯熙勇、白壁玲，2009，〈尋找古沉船：歷史資料、沉船調查與水下遺址敏

感區推估模式〉，發表於「船與人：亞洲古船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的新視角

國際研討會」，中國、北京：法國遠東學院、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社會科

學院考古所及法國國家科研中心，2009-11-09 ~ 2009-11-11。 
35. 湯熙勇，2009，〈慈悲與暴力：荷蘭時期處理臺灣海域附近船難的方法〉，發

表於「2009 海洋史學術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中研院人社中心，

2009-10-31。 
36. 湯熙勇，2008，〈臺灣與巴西：臺灣住民移民巴西機會之尋求，1950-60 年〉，

發表於「海外華人之文化變遷與文物維護」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

究學會暨海華文教基金會、僑務委員會，2008-12-13 ~ 2008-12-14。 
37. 湯熙勇，2008，〈東沙島的中、外名稱來源與地圖繪製〉，發表於「東西文明

之遭遇與衝撞學術工作坊」，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2008-11-15。 
38. 湯熙勇，2008，〈戰後臺灣駐美外交人員對留美學人學生的態度〉，發表於「華

族留美史：160 年的學習與成就」國際研討會，美國、紐約：美國聖若望大

學亞洲研究所，2008-10-25 ~ 2008-10-26。 
39. 湯熙勇，2008，〈船難事件、漂流人救助及海洋史研究〉，發表於中國海洋發

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2008-10-17 ~ 
2008-10-18。 

40. 湯熙勇，2008，〈戰後泰國臺僑的處境〉，發表於「海外華人與應用史學」學

術研討會，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玄奘大學歷史系，2008-05-18。 
41. 湯熙勇，2008，〈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以清代臺、閩往返船隻漂流越南為

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討論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2008-04-15。 
42. 湯熙勇，2007，〈戰後日本華僑勢力重建之契機與困境：以我駐日代表團處

理臺僑事務為中心(1945~1949)〉，發表於族群,遷徙與文化：第一屆東亞歷史

變遷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2007-12-22 ~ 
200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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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湯熙勇，2007，〈戰後日本臺僑社會的形成與特色〉，發表於「第六屆海外華

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7-09-21 ~ 2007-09-22。 
44. 湯熙勇，2006，〈船難事件與海防問題－以晚清臺灣外國籍船難事件為中心〉，

發表於臺灣人、時、地綜合研究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

研究中心，2006-12-01 ~ 2006-12-02。 
45. 湯熙勇，2006，〈禮與法之間：晚清中國救助外籍海難船方法的變革〉，發表

於第十屆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2006-08-25 ~ 2006-08-26。 
46. 湯熙勇，2006，〈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與臺灣人的

審判（1946-47）〉，發表於 2006 亞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市：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07-21。 
47. 湯熙勇，2005，〈臺灣人在東南亞(1945- 1953)：集中營、審判及遣返〉，發

表於第三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國際研討會，新加坡：新加坡大學等，

2005。 
48. 湯熙勇，2005，〈外交與護僑之間：南非駐臺領事館設立要求被拒及其對南

非華人之影響〉，發表於新世紀移民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玄奘大學、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49. 湯熙勇，2005，〈日本東京澀谷事件發生及國民政府的交涉-戰後臺灣人與日

本警察衝突的個案研（1946-47）〉，發表於「東亞歷史轉型期中的台灣－紀

念馬關條約 110 週年暨台灣光復 60 週年研討會」（台北），台北市：台灣研

究學會，2005。 
50. 湯熙勇，2004，〈脫離困境：戰後初期海南島之台灣人的返台〉，共第 12 卷

第 2 期頁，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

研究所，2004-12-21。 
51. 湯熙勇，2004，〈明代中國救助外籍海難船的方法〉，發表於「多元視野中的

中國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清華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2004-08-21 ~ 2004-08-25。 
52. 湯熙勇，2004，〈國籍復籍及其爭議：旅外臺灣人的國籍問題，1945-1947〉，

發表於「全球化下的史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歷史系，2004-06。 
53. 湯熙勇，2004，〈臺灣人在賴索托─臺灣人移居非洲的個案研究〉，發表於「The 

5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丹麥，2004-05-04 ~ 2004-05-06。 

54. 湯熙勇，2004，〈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功能(1945-1948)—以戰後東亞

為中心〉，發表於「海外華人與僑民教育國際研討會」，台北市，2004-04-28 
~ 2004-04-29。 

55. 湯熙勇，2003，〈人道、外交與貿易之間：以朝鮮、琉球及越南救助清代中

國海難船為中心〉，發表於「第九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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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

處，2003-03-12 ~ 2003-03-14。 
56. 湯熙勇，2002，〈海難事件與海防安全：以清代處理外國籍海難船及人員為

中心的探討〉，發表於「第二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香港：香港歷史

博物館，2002-06。 
57. 湯熙勇，2002，〈清代中國におけるべトナム海難船の救助方法について〉，

發表於「第三十一回南島史學會大會」，東京：南島史學會，2002-06。 
58. 湯熙勇，2001，〈戰後初期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遣返〉，發表於「國科會台灣史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研討會，中研院：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06-28 ~ 2001-06-29。 
60. 湯熙勇，2000，〈清初中國救助朝鮮難船之政策及措施〉，發表於「第八屆中

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研

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03-30 ~ 2000-03-31。 
61. 湯熙勇，1999，〈戰後初期在中國大陸之台民管理問題〉，發表於「海峽兩岸

台灣移民史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1999-12-03 ~ 1999-12-05。 
62. 湯熙勇，1999，〈中國抗日時期夏威夷華人的捐獻活動(1937-1945)〉，發表於

「海峽兩岸華僑與抗日戰爭學術研討會」，廣州：華僑研究協會，1999-08-20 
~ 1999-08-21。 

63. 湯熙勇，1999，〈戰後初期台灣的海運與貨物運輸〉，發表於「傳統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廣東社科院：廣東社科院，1999-03-28 ~ 1999-03-21。 
64. 湯熙勇，1998，〈明清時代環中國海的海難事件研究：以中國、日本、朝鮮、

琉球之海難資料整理為中心〉，發表於「國際海洋經濟社會、文化研討會」，

廈門社會科學院：廈門社會科學院，1998-11-15 ~ 1998-11-18。 
65. 湯熙勇，1998，〈清代台灣的琉球船難事件〉，發表於「第七屆中琉歷史關係

國際學術會議」，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8-10-30 ~ 1998-11-01。 
66. 湯熙勇，1998，〈清代台灣的防衛動員與外國入侵〉，發表於「第八屆國際清

史學術討論會」，廈門大學：廈門大學，1998-05-13 ~ 1998-05-16。 
67. 湯熙勇，1997，〈清代台灣外籍船難的處理方法及其影響〉，發表於「第一回

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日本大阪：日本大阪台灣史研究會，1997-09-05 ~ 
199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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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水下文資法法律顧問郭介恆律師簡歷與期刊論文著作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師 
學歷：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S.J.D.)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院 法學碩士(LL.M.) 
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中興大學法學士 
 
專長：行政救濟法、租稅法、國貿法 
教授科目：憲法、行政法、國家賠償法、稅務行政法、政府採購法 
經歷：臺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A. 專書 
1. 訴願法釋義與實務，張自強、郭介恒合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2 月初版。 
2. 行政爭訟制度，收於司法制度概論，郭介恒、雷萬來、那思陸合著，2002

年 8 月二版。 
3.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4. 稅法解釋之理論與實務運用，台北市：五南出版社（1988.06）。 
 
B. 期刊 
1. 美國稅務法院訴訟制度初探，行政訴訟法施行六周年紀念論文集，司法院，

2007 年 10 月。 
2. 公務員懲戒法修正方向芻議－以司法院釋字第 298 號解釋為中心，公務員懲

戒制度相關論文彙編第 2 輯，司法院，2006 年 12 月。 
3. 新知識經濟與律師專業能力考試，國家菁英季刊，2006 年 9 月。 
4. 納稅人應有之權利保護，台大公法研討會，2006 年 4 月（收錄於月旦法學

雜誌，2006 年 9 月）。 
5. 不利益變更原則－以稅務爭訟為例，義薄雲天‧誠貫金石－論權利保護之理

論與實踐－曾華松大法官古稀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2006 年 6 月。 
6. 行政撤銷訴訟之被告適格，行政訴訟法施行五周年紀念論文集，司法院，2005

年 10 月。 
7. 行政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兼論訴訟（願）無實益，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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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照出版，2002.07。 
8. 訴願主體，收錄於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冊），五南圖書公司，2000.12。 
9. 大學法修正草案芻議，發表於政治大學研討會（2000.01）收錄於憲政時代

2000.05。 
10. 政府採購爭議與救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999.12。 
11. 修正後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關係，收錄於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1999），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元照

出版，2000。 
1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範圍─從憲法工作權與考試權競合之觀點觀察，收

錄於考選制度與國家發展研討會，考選部主辦 1999.01。 
13. 行政救濟主體之變動─實務判決之檢討，收錄於輔仁法學第十八期。 
14. 正當法律程序─美國法制之比較研究，收錄於憲法體制與法治行政，第一冊

1998.08。 
15. 行政契約法在我國法制上之運用，收錄於台灣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1997.11。 
16. 通訊監察與秘密通訊之自由，憲政時代，1997.10。 
17. 立法怠惰之回應，憲政時代，1995.07。 
18. 立法院對預算審查案議決權之範圍及其應有之限制，憲政時代，1994.01。 
 
C. 研究計劃 
1. 以 RIA 評估「中央法規標準法」修正案，委託單位：經濟建設委員會，協

同主持人：郭介恒（2006 年 7 月～2007 年 4 月）。 
2. 文化資產審議法制相關問題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

持人：郭介恒（2006 年 10 月～2007 年 4 月）。 
3. 資訊自由與資訊自決，95 年度國科會計畫獎助（編號：95- 2414-H-412-001，

2005 年 8 月～2006 年 7 月）。 
4. 博物館實施一法人多館所行政法人之研究，委託機關：教育部，主持人：郭

介恒（2006 年 8 月～2007 年 2 月）。 
5. 規劃建構海域功能區劃制度工作案，委託機關內政部，協同主持人：郭介恒

（2006 年 7 月～2007 年 7 月）。 
6. 國產農產品實施共同品牌行銷與商標使用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主持人：郭介恒（2006.4～2006.8）。 
7. 文化法規罰則執行問題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持人：

郭介恒（2005.11～2005.2）。 
8. 美國行政法法官制度建構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主持人：郭介恒（2005.06～2005.12）。 
9. 留、遊學服務業管理條例草案之研究，委託機關：教育部，共同主持人：郭

介恒（2004.12～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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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立行政機關管制性法規影響分析機制暨實證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經

建會、法規會，協同主持人：郭介恒（2004.5～2004.12）。 
11. 重大天然災害後財政金融援助措施與災害救助機制之研究，委託機關：內

政部消防署，主持人：郭介恒（2003.5～2003.12）。 
12. 海洋觀光產業立法政策研究，委託機關：交通部觀光局，共同主持人：郭

介恒（2003.06～2003.10）。 
13. 國家檔案管理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主持人：郭介恒（1999.11～2000.06）。 
14. 技師制度改進方案（二）；委託機關：行政院工程會，主持人：郭介恒（1999.08

～2000.06）。 
15. 遊樂船舶開放建造對娛樂漁業衝擊之研究；委託機關：台灣省漁業局，協

同主持人：郭介恒（1998.10～1999.06）。 
16. 公共工程法草案及施行細則草案架構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協同主持人：郭介恒（1996.10～1997.05）。 
17. 漁業法規如何因應國際化趨勢變動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持人：郭介恒（1994.10～1995.06）。 
18. 漁業管理法規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持人：郭介恒

（1993.11～1994.06）。 
19. 工程會施工災損鑑定制度之研究；委託機關：行政院工程會，主持人：郭

介恒（1993.11～1994.06）。 
20. 郵政法修正草案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之研究；委託機關：

郵政總局，主持人：郭介恒（1993.10～1994.06）。 
 
D. 研討會 
1. 美國性別平等違憲審查基準，司法院大法官 95 年度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2

月。 
2. 美式包裏立法？－以美國貿易綜合法案為例，2006 年 11 月，行政院 95 年

度法制研討會。 
3.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as A Domestic Legislative Issue，水

下文化資產保護國際圓桌會議 ，行政院文建會，2006 年 11 月。 
4. 訴願法第 77 條適用問題之探討，訴願法新制實施 6 週年實務問題研討會，

主辦單位：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2006 年 9
月。 

5. 教師資格（升等）審查及其救濟，教育部訴願申訴及教師資格審查實務研討

會（中區），2006 年 6 月。 
6. 美國行政法規之適用與解釋，台北市政府行政法規之解釋與適用研討會，台

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辦，004.09。 
7. 從檔案法之法制定位論檔案法之修正方向，現代檔案管理研討會，行政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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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會主辦，2004.09。 
8. 貿易救濟案件行政爭訟程序相關問題之研究，貿易救濟與行政救濟研討會，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主辦，2004.07 
9. 新舊訴願制度比較及應注意事項，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九十二年度業務

座談會，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協辦，2003.11。 
10. 海洋事務管理權限之劃分~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海域管理研討會，內政部

主辦，2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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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測繪調查團隊環球測繪有限公司測繪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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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調查方法測線與間距說明、聲納疑似目標物列表與海洋地球物理調查

方法交叉比對圖。 

 

 

海洋地球物理調查方法測線與間距說明 

 MBES 水深地形測量測線間距 100 公尺； 

 SSS 側掃聲納地貌測量測線間距 100 公尺，使用射距為 250 公尺； 

 Boomer 震測測線間距為 100 公尺； 

 磁力儀測線間距為 100 公尺。 

 

 

 

 

 

 

 

 

 

 

 

 

圖：『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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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場址內聲納疑似目標物列表與

海洋地球物理調查方法交叉比對圖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1 
24° 0.784' N 

119° 51.329' E 

133562.2 E 

2656944.1 N 
41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2 
24° 2.230' N 

119° 53.888' E 

137921.3 E 

2659578.3 N 
40 6 x 3 x < 2 Possible Boulder 

SITE19-PR-SC003 
23° 57.242' N 

119° 52.647' E 

135745.1 E 

2650386.2 N 
51 5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4 
23° 59.173' N 

119° 53.789' E 

137709.0 E 

2653937.0 N 
52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5 
23° 58.099' N 

119° 53.356' E 

136959.1 E 

2651959.0 N 
49 9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06 
23° 59.263' N 

119° 53.978' E 

138031.5 E 

2654099.7 N 
50 5 x 2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7 
23° 58.787' N 

119° 53.739' E 

137619.8 E 

2653223.6 N 
52 10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08 
23° 58.632' N 

119° 53.880' E 

137855.6 E 

2652936.4 N 
52 5 x 2 x nmh Posible Debris 

SITE19-PR-SC009 
24° 0.116' N 

119° 54.710' E 

139284.7 E 

2655665.2 N 
50 8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10 
23° 59.935' N 

119° 54.631' E 

139149.4 E 

2655332.0 N 
54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SC011 
23° 58.217' N 

119° 53.776' E 

137673.8 E 

2652170.9 N 
51 8 x 5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SC012 
23° 59.222' N 

119° 54.707' E 

139266.9 E 

2654015.4 N 
47 16 x 9 x nmh Unknow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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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1 

SITE19-PR-N38 

24° 0.784' N 

119° 51.329' E 

133562.2 E 

2656944.1 N 
41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2 
24° 2.230' N 

119° 53.888' E 

137921.3 E 

2659578.3 N 
40 6 x 3 x < 2 Possible Boulder 

SITE19-PR-N25      

SSS 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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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3 
23° 57.242' N 

119° 52.647' E 

135745.1 E 

2650386.2 N 
51 5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N12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4 
23° 59.173' N 

119° 53.789' E 

137709.0 E 

2653937.0 N 
52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N12      

SSS 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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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5 
23° 58.099' N 

119° 53.356' E 

136959.1 E 

2651959.0 N 
49 9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N11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6 
23° 59.263' N 

119° 53.978' E 

138031.5 E 

2654099.7 N 
50 5 x 2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N11      

SSS 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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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7 
23° 58.787' N 

119° 53.739' E 

137619.8 E 

2653223.6 N 
52 10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N11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8 
23° 58.632' N 

119° 53.880' E 

137855.6 E 

2652936.4 N 
52 5 x 2 x nmh Posible Debris 

SITE19-PR-N09      

SSS MBES 

 
 

附8.1-91



72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09 
24° 0.116' N 

119° 54.710' E 

139284.7 E 

2655665.2 N 
50 8 x 4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N09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10 
23° 59.935' N 

119° 54.631' E 

139149.4 E 

2655332.0 N 
54 6 x 4 x nmh Possible Debris 

SITE19-PR-N09      

SSS 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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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案調查之初以”工程需求”為主要調查目的而選用不具淺層高解析能力卻具備高穿透

力之 Boomer 來了解未來可作為風機基礎支撐力之地層構造，因而於『底層剖面調查』作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11 
23° 58.217' N 

119° 53.776' E 

137673.8 E 

2652170.9 N 
51 8 x 5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N08      

SSS MBES 

  

Contact Number 
Latitude 

Longitude 

Easting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Description 

SITE19-PR-SC012 
23° 59.222' N 

119° 54.707' E 

139266.9 E 

2654015.4 N 
47 16 x 9 x nmh Unknown Object 

SITE19-PR-N06      

SSS 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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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結果無法顯示此目標物於淺層之記錄，同時亦無”磁力異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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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雲林、彰化相關海域荷蘭、清代、日本時期沈船紀錄探測可能之訊號特徵分析 

本計畫經由歷史文獻蒐集荷蘭、清朝、日本時期於雲林彰化海域之沈船紀錄

發現： 

荷蘭時期紀錄計有七筆，其中五艘船型為 fluit，兩艘有紀錄噸數約為 300 及

380 頓等級，船體材質不明，依噸數推估船隻尺寸推估應該都在 50m 以上，一艘

為 gal joot 船型，另一艘為 jacht(Yacht)船型。 

在清代紀錄有 22 艘船型紀錄為官方官船一艘，水師船兩艘，水師哨船 9 艘，

民間船 4 艘（台灣船型參考請參照清代台灣船舶類型表），杉板頭船一艘（杉板

頭船雙桅，可載重約三、四百石至六、七百石，重修鳳山縣誌），清籍無船型一

艘總計 18 艘，外籍船德籍 schooner 船型一艘，英國三檣帆船一艘，日本一艘船

名天德丸船型不明，朝鮮籍一艘，船質應為物質，清代水師哨船配有火砲，在考

古上應可借重磁力儀訊號搜尋，其他可搜尋特性見紀錄沈船特徵分析表。 

在日據時代 1989-1940 間與彰化、雲林相關的記載的沉船文獻有 12 筆，其

中德安丸記載為遭難漁船修理，應是有拖回，其他均記載遭難；計有金合興號、

金安順號、金福發號、金錦興號、金泉興號五艘、德利號帆船及另兩艘船名不明

總計 8 艘，除德利號可能為西式帆船外其餘均為戎克船型。 

總觀這些紀錄依船籍用途可概分為外籍船、清代官船籍，民間船期建造材質

應均為木船，外籍船應須越洋，在船體上應該都不會太小，官船配有武器在考古

蒐集上應會有磁力反應，民間船形式多種，依航行用途及載運貨物有所不同，在

林玉茹『在清代台灣商業貿易的發展－以船戶和郊為中心之討論』一文中有做詳

細表列（參見清代台灣船舶類型表）。依此將紀錄之沉船船型、載運物資等特性

做表列，並依尺寸材質及載運物質特性作推估其在 MBES,SSS,SBP，磁力探測等

項目的可能特徵反應以利與探測成果特表作交叉比對分析。 

 

 

 

 

 

 

      

圖一 Fluit ship                      圖二 galjoot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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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Dutch jacht                      圖四 Schooner ship (brigantine) 

 

 

 

 

 

 

 

 

 

 

 

圖五 清代水師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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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清代台灣船舶類型 

(摘自林玉茹『在清代台灣商業貿易的發展－以船戶和郊為中心之討論』) 

等級 船 種 名 稱 形 態 大約載重 航海範圍或用途 資料來源 
一 輪船   大陸地區、全球  

二 

橫洋船、糖船 二丈以上 配台榖 廈門至鹿耳門、台
灣至天津 

《廈門志》，頁16 

販糟船 一丈八尺
、九尺 不配台榖 仝上 《廈門志》，頁16 

曾仔船、澳船、南澳
船、倚厝船、舟斗船

、斗頭船、烏船 
仝上 

五百石至 
仝上 《台灣私法》3卷

，頁379-382 三、四千石 

三 

舟夾舨船 雙桅 
二百五十石 

南北沿岸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382 至七百石 

舟彭仔船 平底單桅 
四、五百石 

南北沿岸 《重修鳳山縣志》
，頁118 至六、七百 

石 

杉板頭船 雙桅 
三、四百石 

南北沿岸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 至六、七百 

石 
倚邊船、溪邊船、馬
卜仔船、垵邊船 雙桅 

二百石至五 
南北沿岸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382 百石 

一封書船 雙枙無艙 二、三百石 南北沿岸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 

龍艚船 仝上 
一百五十石 
至三百石 

探捕兼沿岸運載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282 

龍尾密船 單桅無艙
拱蓬 

百餘石至二 
百餘石 

南北沿岸 
《重修鳳山縣 
志》，頁118 

四 

大舟古仔船(大鎮渡

船) 
單桅無艙
拱蓬 百餘石 府治至安平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 

手梯船(舢板) 仝上 
五十石至二 

內港河川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282 百石 

澎湖船 仝上 
四十石至六 

內港河川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282 十石 

網仔船 仝上 仝上 內港河川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282 

雙撐仔、闊頭船 仝上 
十五石至二 

港內渡人 《台灣私法》3卷
，頁 379-282 十石 

小舟古仔 仝上 仝上 採捕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 

漁船、穵仔船、當家
船 仝上 仝上 渡人、載貨人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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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筏 仝上 仝上  
《重修鳳山縣志》
，頁 118。《南部台
灣志》，頁 81 

 1.中式船舶主要有三種： 
（1）橫越臺灣與大陸之間的商船，稱橫洋船、糖船。 
（2）冬天九月至隔年三月漁期時捕魚，四至八月春夏西南風時往來於臺灣沿岸各港口

貿易的大陸漁船。 
（3）主要於往來台灣南北沿岸各港貿易的臺灣本地船隻（中北部稱垵邊船）。 
 

 

表：雲林、彰化海域荷蘭時期沈船紀錄探測訊號特徵屬性分析表 

序

號 
船名 船難日期 船型 

噸數/

尺寸 
地點 

尺寸/材質/特徵

點/載運貨物 

探測特性分析 

21 Jonker 1647-10-21 fluit – 
Wanckan 嘉義

布袋好美 

木料/桅桿 SSS/SBP/MBES 

22 Potvis 1650-07-14 fluit 300 
Formosa 台灣

海峽 

LOA > 40m 以

上木料/桅桿 

SSS/SBP/MBES 

23 Duif,Witte 1650-07-14 fluit 380 
Formosa 台灣

海峽 

LOA > 40m 以

上木料/桅桿 

SSS/SBP/MBES 

30 Lam-Witte 1654-10-28 fluit – 
Caya 嘉義布

袋附近 

木料/桅桿 SSS/SBP/MBES 

40 Formosa 1651-08-02 galjoot  在北線尾擱淺 木料/桅桿 SSS/SBP/MBES 

42 Schevelingh 1650-10-14 
中式帆

船 
 

大員至虎尾壠

間 

木料/桅桿 SSS/SBP/MBES 

43 Sloutelande 1655-08-09 jacht  臺灣海峽 木料/桅桿 SSS/SBP/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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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雲林、彰化海域清代時期沈船紀錄探測訊號特徵屬性分析表 

編號 沉船 
名稱 

國

籍 
船隻 
性質 航線 沉船 

地點 
沉沒時間

(中曆) 
沉沒 
原因 

物品打撈/損
失 

人員生存/死
亡 

尺寸/材質/特
徵點/載運貨

物 

探測特性分析 

3  
朝

鮮   
羅州長

刷島─ 

漂流至彰化

三林港大突

頭地方 

雍正 7年 9
月 12 日 遭風 馬匹 

全數獲救，雍

正 8 年 1 月 15
日送至廈門。 

馬骨骸 SSS/MBES/ 
SBP/MAG 

4 
臺灣水師

協左營定

字 17 號 
 
水師船

巡哨  鹿港海面 乾隆 15 年

8 月 8 日 遭風 軍械沉失 18 人溺水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0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平字六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軍械等沉失 5 人失蹤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1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平字十一

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鹿仔港─
北洋 

大哭(突?)溪
擱淺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全數獲救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2 
臺灣水師

協標中營

方字二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撈獲大砲 3 門 1 人死亡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3 
臺灣水師

協標左營

方字五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鹿仔港─
北洋 

彰化屬新打

港外海 
嘉慶 20 年

6 月 26 日 遭風 軍械沉失 9 人失蹤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4 
廈門水師

提標右營

集字七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安平─鹿
港 

彰化縣屬麥

子寮外海 
道光 13 年

10月23日 遭風 軍械沉失 1 人失蹤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5 
金門右營

湯字五號 
清

國 
水師船/ 
哨船 

鹿港─廈
門 外海 道光 14 年

6 月 16 日 
遭風

衝汕 軍械沉失 2 人失蹤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8 Bata(Beta)
號 

英

國 
三檣帆

船  鹿港

Lu-chiang 

光緒 10 年

8 月初一

日 
觸礁 

船隻遭原住

民搶劫和破

壞 

船員由英國砲

艇 Fly 號送往

打狗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19 Nicolino 
德

國 

斯庫納

縱帆船

(schoone
r) 

 
鹿港

(Lokiang)附
近擱淺 

光緒 11 年

7-8 月間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20 

臺灣水師

協標左營

定字十七

號 

清

國 水師船 安平─ 
鹿仔港海面

附近青崑身

外海 
 

遭風

衝汕 軍械沉失 全數獲救 
軍械/金屬/ 

木料/桅桿 
SSS/MBES/ 
SBP/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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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雲林、彰化海域日本時期沈船紀錄探測訊號特徵屬性分析表 

日期 船型 沈船地點 船名 
尺寸/材質/特徵點/

載運貨物 
探測特性分析 

1914年11
月 11 日 

不明 嘉義布袋港嘴 （船名不明）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16 年 8
月 15 日 

戎克船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16 年 8
月 15 日 

戎克船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16 年 8
月 16 日 

戎克船 臺中 德利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16 年 8
月 16 日 

帆船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16 年 8
月 16 日 

帆船 臺中嘉義 金合興號、金安順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22 年 9
月 23 日 

戎克船 臺中 金錦興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22 年 9
月 24 日 

戎克船 臺中 金錦興號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26 年 1
月 9 日 

不明 臺中 （船名不明） 木料/桅桿 SSS/MBES/SBP 

193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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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疑似目標物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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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海龍二號潛力離岸風場（第 19 號風場）』規劃測線與實際航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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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規依據 

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以下簡稱：本籌備處）為辦理『海

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開發工作，已著手辦理

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調查工作；相關調查成果，即「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

開發計畫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業已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經文化部第

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3次會議審查通過（中華民國106年2月2日、

文授資局物字第1063001147號函），本調查計畫係根據審查決議第三條內

容：「同意開發商所提承諾於籌設許可取得前，另提調查計畫，提送本部

同意後，據以執行水域細部調查。並於完成調查後，復提具細部調查報告

送本部審查。」辦理，故本籌備處復於今年度（106年）依據上述決議內容

提出細部調查計畫，已利後續調查。 

為能清楚說明本計畫開發利用場址已於去年（105年）完成第一階段之

水下文化資產初步調查工作（全覆式之多音束地形、側掃聲納探測、以及

磁力探測與底層剖面儀調查），後述以表6-1中呈現已完成之實際調查成果

與文化部於民國106年07月14日所頒佈實施的「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

器探測技術指引」間的對照關係；至於，對於第一階段審查結果所提有關”

側掃聲納的射距大於技術指引”之意見，由於本計畫場址所在之海域已屬較

深水域（海龍二號風場範圍內水深介於35公尺至68公尺間），且擬使用之

開發區域（風機與海上變電站群）大部分水深均大於40公尺，因此，依據

文化部當時所提供之「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

內有關IHO對海域目標物偵測之要求，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內所需

表列之特徵物應大於4公尺；而以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使用之設

備，在250公尺的斜距下亦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的周遭海域範圍內偵測到2

公尺大小之目標物（SITE19-PR-SC006）；因此，考量風場特性，在深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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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距250公尺且全覆蓋的狀態下，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執行之『側

掃聲納探測』成果應已充分反應「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

指引」之規範精神；但本籌備處本於尊重文化部相關規定與適法性之認定，

同時善盡企業對國家社會之責任，決定於今年度（106年）選擇一適當期間

（考量本計畫開發利用區之天候海況因素）對本計畫開發利用區海域依據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之規範再進行一次側掃聲

納水下文化資產補充調查作業，同時對於不符合的勘測項目亦同步執行補

充調查；相關細節詳後第六章所述。 

基於上述說明，今年度（106年）擬提送大部審查之『海龍二號離岸風

力發電開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修訂三

版）』將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為“補充調查作業”，即對於去年（105年）

已完成的調查作業中，不符合新頒佈實施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

器探測技術指引」的工作項目將再重行補測；第二部分為”目標物複查作業”，

即針對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域內所發現之水下目標物，依據「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執行該些目標物之複查工作。 

本計畫除根據上述決議事項辦理外，並依據下列法規辦理。《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政府機關（構）

與公營事業機構於策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開發、利用計畫前，應先行調查

所涉水域有無水下文化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如有發現，應即通報主

管機關處理。前項開發、利用之範圍與認定、調查與處理方式及程序，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以及「水域開發利用前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第6、7、8條： 

第6條：開發單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於進行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前，應將調查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 前項調查計畫，應包括下列

各款事項及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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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二、開發利用行為或計畫之目的、內容及其範圍。 

三、調查之地理範圍外界線經緯度。 

四、調查區域之歷史及環境資料。 

五、符合前條第二項調查機關（構）或法人之資格文件。 

六、調查規劃（包括方法、技術、測線及時程）。 

前項第三款所定地理範圍，包括開發、利用所涵蓋區域及其周緣向外

延伸至少五百公尺之範圍。 

第7條：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得視個案之海床及水底地形狀況，以專業潛

水、遙感探測、磁力測量、水下聲學、水下光學及水下載具等非侵入性及

非破壞性之探測方式為之。 

前項探測方式之技術指引，得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8條：開發單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完成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後，應檢具調查報告、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基本資料表（如附表）及原

始資料，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前項調查報告，應包括下列各款項目： 

一、法規依據。 

二、開發利用行為或計畫之目的及其內容。 

三、調查水域之地理範圍外界線之經緯度。 

四、調查機關（構）或法人、主持人及專業人員之相關資料。 

五、調查水域之環境及歷史文獻資料。 

六、調查方法及技術。 

七、調查過程及紀錄。 

八、調查結果。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者，其目標物之狀況及對開發、

利用計畫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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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開發、利用計畫有無替代或修正方案及建議事項。 

本次調查計畫，按前述規定將各款事項及文件資料彙整於後文說明，

俾利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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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開發利用行為或計畫之目的、內容及其範圍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所造成之氣候異常在全世界各地均造成不小的災

害，再加上先前俄國車諾比爾核事故與由311大地震所引發的日本福島核災，

致使世界各國在致力於發展節能減碳技術之餘亦日益重視潔淨、再生綠能

之開發；而由此所相伴隨而生之綠能產業也成現今世界先進國家皆積極努

力推展的新興產業，並同步帶動全球龐大的綠能產業商機，逐漸成為21世

紀全球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性項目。而於再生綠能技術

中，除了水力發電、太陽光電之外，風力發電技術亦趨成熟，且逐漸成為

潔淨綠能之代表。 

台灣因天然資源匱乏，幾乎所有能源均仰賴國外進口，因此再生能源

的開發與利用向來為我國政府所重視。然而地處大陸板塊與海洋板塊交界

處的台灣，每年盛行的季風氣候使得本島及離島許多地區年平均風速均可

達每秒4公尺以上，風能蘊藏量相當豐富，極具風能發展潛力，因此自1980

年起即由政府帶頭積極推動並於西部沿海及澎湖離島地區架設建置陸基風

力發電機；發展至今，相關易開發風場近年已日趨飽和，其餘皆為不易開

發之山區，並不符合經濟效益；但四面環海的台灣，西部海域曾被國際工

程顧問公司（4C Offshore）評定為全世界最優良之海上風場，於台灣海峽

內可裝設機組面積為5,640平方公里，總裝置容量可達290億瓦，相當於2千

萬戶的年用電量。因此，為追求更穩定的風能來源極有效利用此一天然資

源，『離岸式風力發電』遂成為我國目前能源政策發展的重點項目，並於

民國104年7月2日由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

點」，用以配合能源結構多元化之需求，並逐步完成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低碳能源結構調整及推動綠色產業發展之我國綠能政策目標。 

因此，為配合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力發電政策之推動，『海龍二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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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風力發電計畫』因應而生，進行本計畫離岸風場之籌設及相關工作，期

望在符合國防、飛航安全、視覺景觀、海岸環境、人文社經及生態保育等

因素考量下，達到未來離岸風力發電之開發目標，為臺灣綠色能源之開發

盡一份心力，更能與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化之目標接軌。

而本計畫之開發團隊 --- 海龍離岸風電計畫辦公室（Hai-Long OWF Project 

Office；簡稱：HL PO） --- 主要由設立於1987年的加拿大上市公司Northland 

Power Inc.（簡稱：NPI）以及總部設在新加坡的玉山能源有限公司（Yushan 

Energy Pte. Ltd.；簡稱：YEPL）共同於民國105年初簽訂合作協議後開始於

台灣執行離岸風場的共同開發工作。 

本計畫場址位於彰化縣福興鄉及芳苑鄉外海，屬於能源局公布之第19

號潛力場址，原公告場址面積約100.5平方公里，離岸距離約40 ～ 55公里，

水深範圍約20 ～ 55公尺，潛力場址區域內已初步排除漁港、濕地、保護

礁區、漁業資源保育區、重要野鳥棲地、白海豚重要棲息區域…等限制區。

然而，該場址（第19號潛力場址）東側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劃設並公告為航

道（中華民國106年8月11日；航安字第1062010856號）而無法開發利用；

因此，經本籌備處重行調整後，目前本計畫（海龍二號）擬進行開發利用

的區域縮小為56平方公里，離岸距離增加至45 ～ 55公里，水深範圍約30 

～ 55公尺；場址坐標資訊及位置請參考表2-1與圖2-1所示。 

此外，本計畫之風機佈置亦依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

申請作業要點」中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五千瓩之規定，單機裝置容量將介

於6 ～ 8 MW；若以6 MW進行機組佈置，則目前擬開發場址內可佈置數量

約為63部，裝置容量為378 MW；而倘若以8 MW進行機組佈置，則佈置數

量約為56部，裝置容量為448 MW。隨單機裝置容量增加，則機組佈置數量

相對將減少，但總裝置容量則略微增大。故本計畫目前初估最多風機機組

數量約為63部，而最大總裝置容量約為448 MW；但未來於施工前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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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再提升，也可能採用單機容量更大的機組。 

 

表2- 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範圍坐標 

開發利用範圍邊界編號 經度（WGS84） 緯度（WGS84） 

HL2-1 119° 48.8269' E 23° 58.1374' N 

HL2-2 119° 51.2816' E 24° 02.3728' N 

HL2-3 119° 51.3116' E 23° 57.0250' N 

HL2-4 119° 55.4663' E 24° 02.4084' N 

 

 

圖2- 1  本計畫預計開發利用區塊之位置示意圖（紅框部分）

HL2-3 

HL2-1 

HL2-2 H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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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水域地理範圍之外界線經緯度 

依據「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第6條”開發單

位、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於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前，應將調

查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前項第三款所定地理範圍，包括開發、

利用所涵蓋區域及其周緣向外延伸至少五百公尺之範圍。”相關規定，本計

畫（海龍二號）擬執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之水域地理範圍為前述第二

章中開發利用區域各邊向外再擴展500公尺所圍成之四邊形；其中，本計畫

開發利用區域左側與屬同一開發集團（海龍三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所有之場址（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相鄰，此次亦將同步執行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作業。基於上述原因，擬將本計畫結合相鄰之『海龍三號離

岸風力發電計畫』之開發利用區域共同向外延伸500公尺之大四邊形做為本

計畫之調查水域地理範圍，如圖3-1所示（藍虛線框）；其外界線之經緯度

坐標請參閱表3-1；此外，圖3-2為本計畫於調查水域範圍內之測線規劃，其

間距為150公尺，相關資訊詳述於第六章。 

 

表3- 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水域地理範圍坐標 

水域地理範圍邊界編號 經度（WGS84） 緯度（WGS84） 

HL-1 119° 56.0372' E 24° 02.6822' N 

HL-2 119° 51.4316' E 23° 56.6723' N 

HL-3 119° 40.2063' E 24° 01.6876' N 

HL-4 119° 40.6360' E 24° 02.554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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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  本計畫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水域地理範圍位置圖（藍虛線框） 

 

圖3- 2  本計畫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水域內測線規劃（紅線外框） 

HL-1 

HL-2 

HL-3 

H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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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計畫第一階段（105年）之水下文化資產初步調查工作已通過水

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核，在該階段裡已實施了全覆式之多音束地形、側

掃聲納探測，以及磁力探測與底層剖面儀調查作業（實測調查航跡詳圖3-3），

同時依照審議結論（中華民國106年2月2日；文授資局物第1063001147號函），

本籌備處將於取得籌設許可前再次執行前階承諾辦理之後續細部調查相關調

查工作。 

以前述提及之四項調查儀器所接收到的資料都經由本計畫調查工作團隊

逐一檢視，並以下述之準則來進行目標物之判釋（另列於表3-3）： 

1. 側掃聲納探測： 
於側掃聲納資料中，如發現裸露海床、或與週遭海床材質不相同、並

可量取其尺寸或高度者，將視為水下聲納目標物（SC）。 
2. 高密度水深探測： 

於水深資料中，若於平坦或起伏變化不大之海床面上發現與週遭有著

明顯落差者，將視為水下目標物。 
3. 磁力探測： 

於符合技術指引規範處理後之磁力異常資料中，其剩餘殘磁（Residual 
Magnetic Field）大於 50 nT 以上者，將視為水下磁力目標物（MC）。 

4. 地層剖面儀調查： 
於經處理之地層剖面儀資料中，如發現淺層資料內有異於週遭地層反

射訊號者，將視為水下目標物。 

表3-3所列之水下目標物判釋原則於第一階段初步調查結果中，本計畫開

發利用範圍內僅發現兩處聲納反應（SC）目標物（相關資訊詳表3-2；分佈位

置詳圖3-4、圖3-5）；經資料交叉比對與再製圖（各項資料處理完成後，將賦

予地理座標的圖資輸入Triton 或SonarWiz 等具有地理資訊系統管理功能的

軟體平台（圖3-6），以側掃聲納影像為主，分別比對多音束測深、磁力以及

地層剖面影像，並可量取目標物的尺寸維度、磁力異常、掩埋深度及地理坐

標，如有個別展示的需求（需要凸顯的），可以單獨開啟資料，以三維方式

附8.2-15



來凸顯目標物特徵，增加比對效果（圖3-7）），該兩處於本計畫開發利用範

圍內之水下目標物比對資訊整理於表3-4至表3-5，以做為後續複查使用。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3- 3  第一階段（105年）海龍二號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船航跡及調查項目 
 

 

表3- 2  海龍二號水下聲納目標物相關資訊一覽表 

Target No. Latitude / 
Longitude 

Easting / 
Northing 

Water Depth 
（m） Dimensions （m） 

SITE19-PR-SC001 
 24° 00.7843' N 
119° 51.3294' E 

 133562.2 E 
2656944.1 N 41 6 x 4 x nmh 

SITE19-PR-SC002 
 24° 02.2300' N 
119° 53.8877' E 

 137921.3 E 
2659578.3 N 

40 6 x 3 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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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由測量公司所繪製提供 

圖3- 4  本計畫開發利用範圍內於第一階段調查（105年）時所發現兩處水

下目標物分布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3- 5  本計畫開發利用範圍內於第一階段調查（105年）時所發現兩處水

下目標物分布與水深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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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  水下目標物判釋原則 

水下目標物判釋原則 

1 

水下目標物明顯裸

露海床，可被多音束

測深及可被側掃聲

納偵測，並可以量取

尺寸   

2 

水下目標物可被側

掃聲納偵測，並可以

量取尺寸 

 

3 

水下目標物可被側

掃聲納偵測並且剩

磁 場 （ Residual 

Magnetic Field）呈

現較高振幅 

 

 

4 

僅剩磁場 （Residual 

Magnetic Field） 呈

現較高振幅 
 

5 

檢視逐條地層剖面

資料，是否有埋藏物

件特徵 

 

註：本表由調查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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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3- 6  具有地理資訊系統管理功能的軟體平台以動態連結方式展示各種資料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3- 7  以三維方式來凸顯目標物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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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  分析比對表- SITE19-PR-SC001 

水下目標物編號 橫座標（TWD97） 縱座標（TWD97） 
水下目標物尺寸（m） 

L * W  

SITE19-PR-SC001 133562.2 2656944 6*4 

多音束精密水深探測結果（目標物位於移動沙波區且不明

顯，故無法從地形資料上進行判釋） 
＊＊將於”目標物複查”時進行高精度/解析能力之調查＊＊ 

側掃聲納探測結果 
儀器型號：Edgetech 2000DSS 
操作頻率（kHz）及射距（m）：100 kHz、LF：250 m 

  

磁力儀探測結果 
儀器型號：SeaSpy Marine Magnetometer 

地層剖面影像探測結果儀器型號：C-Boom 
操作頻率（kHz）：1.76 kHz 
估計掩埋深度：無 

將於本次複查時進行確認 

 
距離測線 50.8m 
垂直比例10m/格 

水平比例 50m/格 

備註 將依技術指引於今年（106 年）執行該目標物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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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5  分析比對表- SITE19-PR-SC002 

水下目標物編號 橫座標（TWD97） 縱座標（TWD97） 
水下目標物尺寸（m） 

L * W  

SITE19-PR-SC002 137921.3 2659578 6*3 

多音束精密水深探測結果 
側掃聲納探測結果 
儀器型號：Edgetech 2000DSS 
操作頻率（kHz）及射距（m）：100 kHz、LF：250 m 

 
 

磁力儀探測結果 
儀器型號：SeaSpy Marine Magnetometer 

地層剖面影像探測結果儀器型號：C-Boom 
操作頻率（kHz）：1.76 kHz 
估計掩埋深度：無 

將於本次複查時進行確認 

 
距離測線 19.7m 
垂直比例10m/格 

水平比例 50m/格 

備註 將依技術指引於今年（106 年）執行該目標物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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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區域之歷史及環境資料 

4-1 自然環境 

本計畫風場位於濁水溪出海口西側，擬進行之開發利用場址海域範圍

面積約56平方公里，距岸邊約39公里。輸電線路跨越彰化西部二個鄉鎮：

線西鄉與鹿港鎮，其中纜線上岸點可能位於彰濱工業區的崙尾區。 

線西鄉屬彰化線西側臨海鄉鎮之一，北接伸港鄉，南臨鹿港鎮，東與

和美鎮彼鄰。彰化縣陸域地形可分為彰化隆起海岸平原、濁水溪沖積平原

以及八卦台地，線西鄉則屬海岸隆起平原，地勢低平（林俊平 1997）。

境內相關水系自北而南包括：北部烏溪（俗稱大肚溪）、番雅溝、以及洋

仔厝排水。其中較大流域面積者當屬烏溪，流經山地、丘陵、平原至伸港

出海，溪水夾帶礫石、板岩、砂岩、砂頁岩等順流而下，濁水溪出海口的

沖積扇以礫、砂、淤泥及填土組成，屬於全新世非海相沉積層，覆蓋於彰

化隆起海岸平原之上（林俊平 1997︰56）。 

計畫所在區域屬亞熱帶季風型氣候，每年10月至翌年3月，東北季風盛

行，4至9月為西南季風，從鹿港與麥寮兩氣象站所得資料顯示，近40年當

地平均風向為北北東風，平均風速在每秒5.1~6.2公尺，顯示調查區域受東

北季風影響甚鉅（林俊平 1997︰17）。線西鄉西臨台灣海峽，海流主要

受黑潮與寒流影響，沿岸流主要受季風與潮汐影響，冬季沿岸流流向以東

北向西南流動為主，表面流速約每秒0.4公尺，底層流速約為每秒0.5~0.7公

尺，由於夏季季風較弱，故沿岸流不顯著，方向由南向北流動，底層流速

甚小，約每秒0.1公尺（林俊全 1997︰138）；沿岸流主要受潮汐、風所影

響，近年研究顯示調查區域周圍海域冬季平均流速在0.1~0.19公尺。此外，

臺灣西部海岸因地形受潮汐影響甚鉅，西部各地高、低潮位的潮差也因地

理區位與地形而有所不同。位居彰雲嘉海岸地區的芳苑海岸，每日均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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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潮及兩次低潮，每升降一次的平均週期為12小時25分，為正規雙日潮；

大潮平均潮差在4.3公尺以上，小潮潮差約在2.1公尺左右，（林俊全 1997︰

69、137）。鹿港鎮位居台灣西部海岸，屬泥質海岸，海岸堆積迅速，沿海

形成廣大海埔地，尤其鹿港、王公、芳苑一帶海埔地寬達4-5公里。 

從1904年《台灣堡圖》可知，本計畫纜線所在區域於日治時期仍為海

埔地，至1980年代方開發成為今日之工業區（圖4-1）。 

 

圖4- 1  輸電線路套疊《台灣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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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歷史人文 

4-2-1 史前時期 

今日，彰化地區考古遺址數量比起數十年前已增加不少（郭素秋 2008、

2009、2011），同時，學者也根據新的調查與發掘資料修正或填補彰化地

區史前文化層序以及內涵，但不同學者間仍存有差異，但大致可劃分為新

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新石器時代中期牛罵頭文化（細繩紋紅陶）、

新石器時代晚期營埔文化、與金屬器時代番仔園文化，各文化內涵簡述如

下︰ 

1. 大坌坑文化︰屬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遺物包括陶器、打製石斧、

石錛、石鏃、網墜、凹石等，從遺址位置與出土遺物性質而言，應

屬適應海洋、河口與河湖等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 

2. 牛罵頭文化︰年代距今約 4500 至 3500 年前，陶器顏色以橙紅或紅

褐色並帶有細繩紋紋飾為特色，陶器型式有罐、缽、豆、三足器、

多聯杯等；石器則有斧、鋤、網墜、石刀、箭鏃等。 

3. 營埔文化︰分布在中部大肚溪與濁水溪中下游一帶的河邊階地和丘

陵地區，遺物以灰黑陶罐、缽為主，其他部位有蓋、圈足，紋飾繁

複，石器種類多樣。 

4. 番仔園文化︰分布在中部海岸一帶，陶器以灰黑色陶罐、瓶、缽為

主，紋飾有方格紋、刺點紋、魚骨紋、波浪紋、屈折紋等；石器則

有打製石鋤、石刀、馬鞍形石刀、凹石等，另亦發現玻璃與瑪瑙珠

等，墓葬以俯身直肢葬為主（劉益昌 1996，臧振華等 1995，何

傳坤 2000、2001）。 

4-2-2 歷史時期 

線西鄉位於番雅溝出海口南岸，下見口、頂見口、寓埔、塭仔、溝內、

十五張犁等地開發於雍正末年與乾隆年間，由晉江縣人莊允權、柯文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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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清代隸屬諸羅縣，不同時期分別隸屬彰化縣、半線堡轄域、以及半

線西堡屬域。分治後改隸屬彰化縣，日治初期明治43年（1909）劃為台中

廳彰化支廳下見口區線西堡館域。台灣光復後，改線西鄉，民國39年7月1

日劃分線西、新港（改為伸港）兩鄉。同年10月21日縣市行政區調整，改

隸彰化縣，稱為彰化縣線西鄉。居民多初由福建省泉州一帶遷移來墾，以

農為業，從事開拓墾荒逐漸形成聚落，居民黃姓多數，次為林、陳、謝（洪

敏麟 1999：275-276）。 

鹿港以前別名「鹿仔港」，初見於康熙34年的《台灣府志》中，由來

有三：一為往昔此處麋鹿成群，以輸出鹿角、鹿茸、鹿皮等物產而得名；

二為鹿港作為中部稻米總輸出港，古時按照米倉外型而有不同稱呼，圓者

稱「稟」，方者為「鹿」，而鹿港此區的米倉皆為方形，故稱之；最後則

因早期河口港的形狀似鹿而得名。在漢人入墾前，鹿港一帶原為巴布薩平

埔族馬芝遴社的活動場域；直到明鄭時期，鹿港成為漢人移墾台灣中部的

主要港口，以漁業、貿易和軍事起家。到了康熙末年，鹿港已發展為重要

的貿易商港兼漁港；至乾隆十年左右，鹿港成為中部米穀集散地，街肆大

舉擴張；乾隆49年正式開港，往返於中國大陸的蚶江，發展為台灣第二大

的都市，正式開港至道光末年此一期間為鹿港最繁榮時期，而有「一府二

鹿三艋舺」之美譽。然而作為附屬於鹿港溪的河港，泥沙的淤積和深水線

的轉移，使港口位置不斷發生變化，鹿港溪三次氾濫成災
註1，港口日漸淤積，

海埔新生地的出現使鹿港遠離海濱，影響鹿港作為港口的貿易功能，且到

了日治時期，對大陸各港貿易管制，重要道路幹線（如縱貫鐵路、公路）

皆遠離鹿港鎮，使原先鹿港的腹地改以基隆、高雄為出入口，更加速了此

區的衰微，衰退成一地方性小港，光復後民國34~35年間，雖一度恢復與大

陸的貿易，卻因國共內戰而中斷，鹿港徹底喪失了河口港的機能。即使曾

藉番仔挖、王功、沖西、福隆等港援為外港以維持港務，然隨著各處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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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積漸多，腹地範圍縮小，貿易對象（主要為大陸）減少，鹿港終究卸下

了重要商港的身分，成為一地方性的街鎮（洪敏麟 1999：245-251）。 

以上資料顯示風場東側彰化地區的發展始於史前階段，清代至日治時

期，沿海一帶的大小澳口均扮演對外聯繫的孔道，但隨者環境的變異，其

功能日漸喪失，亦為陸上交通所取代。 

                                                                                            

註 1：首次淤積於康熙 56 年；嘉慶中葉港門遭泥沙所阻，港路變窄，改由「王功港」出入；道光年間淤

積更甚，再改由「番仔挖」出入；咸豐年間於鹿港西邊二里處新設「沖西港」代替；光緒 26 年，

濁水溪大紅沖毀沖西港，乃於洋仔厝溪下游開闢「福隆港」，位於鹿港西北方 6 公里遠處（洪敏麟 

1999：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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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化資產 

計畫所在的線西鄉與鹿港鎮境內，共有27處經指定與登錄的有形文化

資產，一處位於線西鄉，其餘26處皆位於鹿港鎮（表4-1）。考古遺址方面，

線西鄉6處，鹿港鎮17處，共計23處考古遺址（表4-2）。 

表4- 1  計畫區域內經指定有形文化資產 

類

別 代表圖示 資產名稱 地理

區域 
種

類 級別 公告文號 

古蹟 

 

鹿港新祖宮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府授文資字第

10002395361號 

 

鹿港金門館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宗字第

202916號 

 

鹿港鳳山寺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宗字第

202916號 

 

鹿港丁家古

厝 

彰化縣

鹿港鎮 
宅第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宗字第

202916號 

 

鹿港日茂行 
彰化縣

鹿港鎮 
宅第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文字第

1327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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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南靖宮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文字第

132763號 

 

鹿港公會堂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文字第

132763號 

 

鹿港隘門 
彰化縣

鹿港鎮 
關塞 

縣（市）定

古蹟 

89彰府民文字第

132763號 

 

鹿港天后宮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鹿港文武廟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鹿港地藏王

廟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鹿港城隍廟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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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三山國

王廟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鹿港興安宮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縣（市）定

古蹟 

74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鹿港龍山寺 
彰化縣

鹿港鎮 
寺廟 國定古蹟 

72臺內民字第

202452號 

歷史

建築 

 

鹿港鶴棲別

墅 

彰化縣

鹿港鎮 
宅第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90000234C號 

 

鹿港施進益

古厝 

彰化縣

鹿港鎮 
宅第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80001965號 

 

鹿港蔡氏宗

祠 

彰化縣

鹿港鎮 
祠堂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70000579A號 

 

鹿港敬義園

紀念碑 

彰化縣

鹿港鎮 
碑碣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60001615G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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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玉珍齋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50002911C號 

 

鹿港意和行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50002911D號 

 

鹿港友鹿軒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50002911E號 

 

原海埔厝警

察官吏派出

所 

彰化縣

鹿港鎮 
衙署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400020681號 

 

鹿港街長宿

舍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府授文資字第

09100062413 號 

 

鹿港元昌行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90彰府文資字第

0209025號 

 

鹿港十宜樓 
彰化縣

鹿港鎮 
其他 無 

90彰府文資字第

02090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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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景觀 

 

線西蛤蜊兵

營 

彰化縣 

線西鄉 

軍事

設施 

 

府授文資字第

0970000554G號 

（資料整理自文化資產局網站） 

表4- 2  計畫區域內考古遺址 

鄉

鎮 遺址名稱 文化內涵 遺跡、遺物 

線 
西 
鄉 

八卦寮崙 番仔園／清或日治時

期遺留 陶器、硬陶、船板遺跡、貝塚、近代灰磚遺跡 

頂見口I 清代中晚期 青花瓷 

頂見口II 清代中晚期／日治至光復

初期 青花瓷、日治瓷碗與墓葬 

頂犁 清代中晚期 青花瓷、硬陶 

下犁 清代中晚期／日治時期 青花瓷、瓷器、素燒與上釉硬陶 

口厝 清代中晚期／日治至光復

初期 乾隆墓葬、青花瓷、素燒與上釉硬陶 

鹿 
港 
鎮 

崎溝子Ⅰ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日治至光復初期遺

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瓷器、素

燒硬陶 

崎溝子Ⅱ 番仔園晚期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鐵片 

崎溝子Ⅲ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日治至光復初期遺

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瓷器、素

燒硬陶 

頂番婆 番仔園／清代中晚期遺留

／日治至光復初期 
橙色與灰褐夾砂陶、青花瓷、素燒與上釉硬陶、日治

黑瓦、瓷器 

溝墘Ⅰ 
（歷史時

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日治至

光復初期遺留 青花瓷、清代紅磚、瓷器 

溝墘Ⅱ 
（歷史時

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 青花瓷 

溝尾Ⅰ 番仔園晚期／日治至光復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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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遺留 

溝尾Ⅱ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 

學子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日治至光復初期遺

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道光墓葬、

瓷器、素燒與上釉硬陶 

謝厝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日治至光復初期遺

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墓葬、瓷

器、素燒與上釉硬陶、清代紅磚、清代與日治銅錢 

竹圍內Ⅰ 
（歷史時

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 青花瓷、素燒與上釉硬陶 

竹圍內Ⅱ 
（歷史時

期） 
日治至光復初期遺留 瓷器、素燒與上釉硬陶、紅磚、紅瓦、灰瓦 

鹿港‧竹

圍仔 
（歷史時

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日治至

光復初期遺留 青花瓷、瓷器、素燒硬陶 

埔腳（歷史

時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日治至

光復初期遺留 青花瓷、素燒與上釉硬陶 

石碑腳崙 番仔園／日治時期 紅與灰褐素面夾砂陶、日治青花瓷碗 

脫褲庄 
（歷史時

期） 

清代中晚葉遺留／日治至

光復初期遺留 青花瓷、素燒與上釉硬陶 

草厝 
番仔園晚期／清代中晚葉

遺留／日治至光復初期遺

留 

灰黑至灰褐夾砂陶、橙紅色陶罐、青花瓷、瓷器、素

燒與上釉硬陶、紅磚 

（資料整理自郭素秋《彰化縣遺址普查計畫》第一至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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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  計畫區域內考古遺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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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下文化資產 

經查目前調查水域並無指定或列冊的水下文化資產。 

根據湯熙勇（2009）《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計畫》統計資

料顯示，計畫位置附近海域曾紀錄多筆沉船紀錄，但由於文獻資料中關於沉船

地點的描述過於簡略，無法明確瞭解該沉船地點與本計畫風場場址之關聯性。

以下分別就14筆沉船資料描述如下（表4-3）︰ 

1. 明代 No.18︰二林位於舊濁水溪下游地區，彰化平原西南部。康熙年間

已有漢人入墾，至乾隆末年已成市街。至乾隆中葉均以三林港（今芳

苑鄉永興村）為外港，因港口淤積及風沙為虐，至道光初期改以番仔

挖（今芳苑鄉芳苑、芳榮、芳中、仁愛、信義等村）為外港。目前二

林市街距海岸超過 1公里。原始資料描述為︰「…這夜，戎克船Hollandia

號遇見那其他 4 艘海盜船，乃追趕其中一艘，一直追到二林前面，並

使 2 艘最小的擱淺沉沒。」（江樹生譯註 2002《熱蘭遮城日誌（第二

冊）》，頁 224） 

2. 明代 No.36︰此筆資料沉船地點描述為「濁水溪往上游方向」，由於記

錄文字過於簡單，另從描述中可推估與計畫區域相對位置甚遠。另原

始資料記載為「擱淺」，並未記錄有任何船隻沉沒。（江樹生譯註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306-309） 

3. 清代 No.12︰沉船地點描述為「鹿仔港海面附近青崑身外海」，鹿仔港

即為今之鹿港，位於調查區域北方約 8.5 公里處。 

4. 清代 No.109︰沉船地點描述為「彰化屬新打港」，湯氏報告記錄為彰化

伸港地區，伸港鄉有新港一地，新港為今大同、什股、海尾、全興等

村，西距台灣海峽 2.3 公里，新港地名因新建港口故名之。另「新盤港」，

所指為光緒末年番仔挖岸外沙灘，因泥沙淤積甚大，岸外沙灘寬達 2

公里（今已寬達約 5 公里），巨型帆船停泊 1.9 公里處稱之。倘若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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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新打港即為「新盤港」，則此筆沉船資料與調查區域即有較密切關

係。 

5. 清代 No.110︰沉船地點描述為「大哭（突）?溪擱淺」，大突位於今之

溪湖鎮，舊濁水溪北岸，為昔日洪安雅族社域。距離調查區域 1 公里

以上。 

6. 清代 No.111︰與（4）同。 

7. 清代 No.112︰與（4）同。 

8. 清代 No.129︰沉船地點描述為「彰化縣屬麥子寮外海」，即為麥寮外

海，其位於濁水溪南側，距調查區域 1 公里以上。 

9. 代 No.147︰沉船地點描述為「漂流至彰化三林港大突頭地方」，應指今

永興村外之海岸區域，三林港為昔日二林之外港，該區域位處舊濁水

溪下游地區，受河水氾濫與改道甚大。距離調查區域 1 公里以上。 

10. 清代 No.223︰沉船地點描述為「鹿港（Lu-chiang/Lokiang）鎮附近淺

灘」，鹿港距離計畫區域東北方約 8.5 公里。 

11. 清代 No.238︰沉船地點描述為「王功礁附近」，王功昔稱「王宮」，位

於調查區域西南邊約 4.5 公里處。 

12. 清代 No.309︰沉船地點描述為「漂流至彰化外海」文字描述過於簡單

空泛，無從判斷。 

13. 清代 No.336︰沉船地點描述為「 鹿港（Lokiang）附近擱淺」，鹿港距

離調查區域東北方約 8.5 公里。 

14. 海圖中顯示海龍二號範圍內既有沉船標示一處，經查並比對 wreck site

網站資料後，顯示該沉船顯示為 1986 年沉沒的新加坡籍貨櫃輪，狀態

為"live"。於本計畫執行中將進一步確認。

附8.2-35



表4- 3  計畫地點周圍海域相關歷史沉船資料表 
沈

船 
年

代 

湯熙勇報告 
頁數/編號 

沉船 
編號 

國

籍 船隻性質 

載

運 
貨

物 

載運 
人員 

航線 
沉船 
地點 

沉沒時間 

沉

沒 
原

因 

損失/打撈 生存/死亡 

明

代 p.303 No.18   海盜船    二林附近 1643.12.23 
戰

爭   

明

代 p.305/No.36   
海盜船/戎克

船    濁水溪往上游方向 1644.7.8~9 
戰

爭  
海盜25-30人死

亡，其餘逃走 

清

代 
p.310 / 
No.12 

臺灣水師協

標左營定字

十七號 

清

國 水師船  
兵18
人 

安

平— 
鹿仔港海面附近 
青崑身外海 

 

遭

風 
衝

汕 

軍械沉失 全數獲救 

清

代 
p.317/No.10

9 

臺灣水師協

標中營平字

六號 

清

國 水師船/哨船  
水兵

46人 

鹿仔

港─北
洋 

彰化屬新打港外海 
嘉慶20

（1815）年 
6 月26日 

遭

風 

軍械、藥

鉛、鈴記和

委牌等沉

失 

水兵5人失蹤 

清

代 
p.317/No.11

0 

臺灣水師協

標中營平字

十一號 

清

國 水師船/哨船  
水兵

41人 

鹿仔

港─北
洋 

大哭（突?）溪擱淺 
嘉慶20

（1815）年 
6 月26日 

遭

風  全數獲救 

清

代 
p.317/No.11

1 

臺灣水師協

標中營方字

二號 

清

國 水師船/哨船  
水兵

34人 

鹿仔

港─北
洋 

彰化屬新打港外海 
嘉慶20

（1815）年 
6 月26日 

遭

風 
撈獲大砲

3門 水兵1 人死亡 

清

代 
p.318/No.11

2 

臺灣水師協

標左營方字

五號 

清

國 水師船/哨船  
水兵

39人 

鹿仔

港─北
洋 

彰化屬新打港外海 
嘉慶20

（1815）年 
6 月26日 

遭

風 軍械沉失 水兵9 人失蹤 

清

代 
p.319/No.12

9 
廈門提標右

營集字七號 
清

國 水師船/哨船   
安平

至鹿港 彰化縣屬麥子寮外海 道光13
（1833）年 

遭

風 軍械沉失 1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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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船 
年

代 

湯熙勇報告 
頁數/編號 

沉船 
編號 

國

籍 船隻性質 

載

運 
貨

物 

載運 
人員 

航線 
沉船 
地點 

沉沒時間 

沉

沒 
原

因 

損失/打撈 生存/死亡 

10月23日 

清

代 
p.320/No.14

7  
朝

鮮  
馬

匹 30人 
羅州

長沙島

至？ 

漂流至彰化三林港大突頭

地方 
雍正7（1729）
年9月12日 

遭

風  
全數獲救，雍正

8年1月15日送

至廈門 

清

代 
p.326/No.22

3 
Bata（Beta）

號 
英

國 三桅帆船    
臺灣西岸鹿港

（Lu-chiang/Lokiang）鎮附

近淺灘 

光緒10
（1884）年 
8 月初一日 

觸

礁 

船隻遭原

住民搶劫

和破壞 

船員由英國砲

艇Fly號送往打

狗 

清

代 
p.331/No.28

3 畝傍號 日

本 汽船  

船員

三次

郎等

14人 

 王公礁附近 光緒12
（1886）年 

遭

風  送返長崎 

清

代 
p.333/No.30

9 天德丸 日

本   

船員

三次

郎等

14人 

 漂流至臺灣彰化 
嘉慶15

（1810）年 
3 月 

  

全數獲救，船員

14 人於1811 
年1月由乍浦送

返長崎 

清

代 
p.336/No.33

9 Nicolino 
德

國 

斯庫納縱帆

船 
（schooner） 

   鹿港（Lokiang）附近擱淺 
光緒11

（1885）年 
7-8 月間 

   

（資料引自：湯熙勇 2009 《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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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機關（構）或法人、主持人及專業人員相關資料 

5-1 調查團隊分工說明 

本計畫調查團隊由龍門顧問有限公司與環球測繪有限公司所組成（基

本資料詳表5-1）；由龍門顧問陸泰龍擔任本計畫水下考古專業人員，環球

測繪周佳毅擔任水下探測專業人員（基本資料詳表5-2、5-3）；分別負責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研析工作與探測工作及資料的蒐集測繪與匯整。參與本計

畫團隊其他相關人、學經歷、證書與專長說明如表5-4；經檢視，本計畫團

隊之專業人員符合「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第五

條之相關訂定。調查工作平台將使用高雄籍專業調查船寶拉麗絲號、奧黛

麗絲號或租賃合適船舶做為本案開發場址海域內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之

工作平台。 

表5- 1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基本資料 

調查法人名稱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 國籍 中華民國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618 巷 7 號 6 樓 

代表人 陸泰龍 電話 （02） 2246-5585 傳真 （02） 2246-5585 

聯絡人 黃瓊誼 電話 （02） 2246-5585 傳真 （02） 2246-5585 

表5- 2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基本資料 

調查法人名稱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國籍 中華民國 

地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91 號 3 樓 

代表人 黃宗宸 電話 （02） 2952-2814 傳真 （02） 2952-2737 

聯絡人 周佳毅 電話 （02） 2952-2814 傳真 （02） 2952-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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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專業人員相關資料 

表5- 3  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基本資料 
水下考古專業人

員姓名 陸泰龍 

服務單位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 
教育背景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 考古學 

相關證照 
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ADS 進階潛水員 
Naut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NAS）入門課程 

相關實務經歷 

淡江大橋主橋段水下考古調查計畫」（計畫主持人）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一、二期圍堤靠海側之水下文化資產探測調查（計畫主

持人） 
八里到林口海岸地區自更新世以來的地質環境及出水石器研究計畫（協同主

持人） 
西濱快速公路八棟寮至九塊厝新建工程設委託測量地質鑽探暨設計地下水

域開發（橋墩位置）水下考古調查第一階段（計畫主持人） 
台北港第二期工程港區水域水下文化資產探測調查計畫（協同主持人） 

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水下文化資產環境

影響評估調查（計畫主持人） 

 
表5- 4  水下探測專業人員基本資料 

水下探測專業人

員姓名 周佳毅 

服務單位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教育背景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組 碩士 
專長 海洋地球物理探測、資料處理、海域底質取樣及試驗、計畫管理 

相關實務經歷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for DONG Energy's Offshore Projects 
「海龍二、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地球物理調查 
「福海二期離岸風電計畫風場場址」地球物理調查 

「彰芳離岸風電計畫風場場址」地球物理調查 
「福芳離岸風電計畫風場場址」地球物理調查 
「西島離岸風電計畫風場場址」地球物理調查 

「海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27 號風場）」地球物理調查 
「海峽離岸風力發電計畫（28 號風場）」地球物理調查 
「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及第二期」地球物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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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5  調查專業團隊的人員、學經歷、證書和專長 

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專員 黃瓊誼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 
10 年以上（考古調查經驗） 

 
考古調查、文

化資產 

專員 周庭安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學士 
 相關經驗： 
4 年以上（考古調查經驗） 

 
考古調查、文

化資產 

協理 趙尊憲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技術研究所 碩士 
中正理工學院測繪系 學士 
 經歷： 

   海軍達觀艦測量長 
海軍大氣海洋局副局長 退役 
 相關經驗： 
20 年以上（水深測量經驗 20 年以上） 

 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

務 主 管

(120S01201010108 號 

海道測繪、陸

域測繪、海洋

工程測量、計

畫管理 

經理 王義強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測量研究所 碩士 
 經歷： 
內政部資訊中心技士 
 相關經驗 
20 年以上 

 技執第 001746 號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 安 瑞 勞 訓 證 字 第

43522 號） 

陸測、航空測

量 

主任 程騰緯 

 學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 
海軍測量局 測量官 
 相關經驗： 
11年（水深測量經驗10年以上） 

   NACE 證書（ CP 
CERT.#:56567） 

水 下 地 形 測

繪、聲納資料

收集與處理、

海洋工程測量 

測繪工

程師 陳相安 

 學歷： 
海軍通信電子學校電子設備修護科 
 經歷： 
海軍獵雷艦ROV 操作員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 
ROV操作、海

上資料收集 

採樣工

程師 巫信儀 

 學歷： 
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學士 
 經歷： 
全球測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測繪工程師 
 相關經驗： 

 
海 上 底 質 採

樣、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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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13年 

主任 陳俊宇 

 學歷：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 
龍亭企業有限公司 維修工程師 
 相關經驗： 
13年（電子技術人員） 

 
電 子 設 備 維

護、探勘設備

安裝 

ROV載

具工程

師 
潘登俊 

 學歷： 
北門高中 
 經歷： 
海軍獵雷艦ROV操作員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ROV操作、海

上資料收集 

工安 
人員 

黃振倍 

 學歷： 
立德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 
 經歷： 
空軍飛行管理分隊長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02 高市職安訓證字

第 2013411015 號） 

ROV操作、勞

安衛管理 

經理 周彥博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肄業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 
11年 

 
資料處理、製

圖 

資處工

程師 廖人鋒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事資訊科技研究所 碩士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海技術系 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學士 
 相關經驗： 
6年 

 
資料處理、製

圖 

經理 王心怡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博士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 
5年 

 
計劃規劃與管

理、 
資料處理 

資處工

程師 林芸如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組 碩
士 
 相關經驗： 
5年 

 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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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船長 蔡雨軒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系 學士 
 經歷： 
能源航運公司 船副 
 相關經驗： 
7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急救人員證書（證

號：安良雄救證字第

02209031 號 

航海、船務工

作 

主任 吳易霖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系 學士 
 相關經驗： 
7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三公噸以上起重機操

作人員證書（金訓字第

99D215019 號） 

航海、現場業

資料收集 

輪機長 吳燿宇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輪機系 學士 
 相關經驗： 
7年 

 三等管輪適任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急救人員證書（證

號：金訓字第 99D037016
號） 

輪機保養維修 

輪機員 吳志平 

 學歷： 
海軍輪機學校電機科 
 經歷： 
海軍獵雷艦輪機員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STCW 相關證書 輪機保養維修 

輪機員 鄭振成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輪機系 學士 
 經歷： 
萬海航運公司 管輪 
 相關經驗： 
6年 

 一等管輪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輪機保養維修 

水手長 張為財 

 學歷： 
海軍航海學校航帆科 
 經歷： 
海軍獵雷艦掃雷士官長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船舶甲板保養 

輪機員 周金福 

 學歷： 
海軍輪機學校輪機科 
 經歷： 
海軍獵雷艦輪機員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輪機保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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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測繪工

程師 許景翔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系 學系 
 經歷： 
自強工程顧問公司 工程師 
 相關經驗： 
3年 

 
海上資料收集

及品管 

測繪工

程師 林佑駿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 
4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海上資料收集

及品管 

工程師 張俊偉 

 學歷：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英語教學系 學士 
 經歷： 
龍亭企業有限公司 工程師 
 相關經驗： 
7年 

 
設備維護與管

理 

船副 陳翊瑋 

 學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 學士 
 相關經驗： 
2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航海、船務工

作 

工程師 黃怡錦 

 學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學士 
 相關經驗： 

   2年 

 
計劃規劃與管

理 

工程師 潘品文 

 學歷： 
陸軍軍官學校 機械系 
 經歷： 
中華民國陸軍 飛行官、義大開發機械維護員 
 相關經驗：   
2年 

 海上資料收集 

工程師 李國源 

 學歷： 
海軍技術學校 電子科 
 經歷： 
中華民國海軍 海洋電子偵鑑士官長、聲納士 
 相關經驗： 
11年 

 
ROV維修、海

上資料收集 

測繪工

程師 郭宜篙 

 學歷：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碩士 
 相關經驗： 
1年 

 
海上資料收集

及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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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測繪工

程師 施驊珮 

 學歷：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 碩士 
 相關經驗： 
1年 

 
海洋地球物理

探測、資料處

理 

測繪工

程師 劉得鈺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組 碩
士 
 相關經驗： 
1年 

 
海洋地球物理

探測、資料處

理 

測繪工

程師 陳思溥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學士 
 相關經驗： 
1年 

 海上資料收集 

測繪工

程師 陳昭瑜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組 碩
士 
 經歷： 
氣象局地震中心研發替代役 
 相關經驗： 
3年 

 
海洋地球物理

探測、資料處

理 

機匠 卜懋恒 

 學歷： 
海軍技術學校輪機科  
 經歷： 
192艦隊輪機部油機士、1308軍艦油機士 
 相關經驗： 
20年以上 

 STCW 相關證書 輪機保養維修 

工程師 鄭維誠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 碩士 
 經歷： 
中華民國空軍 電子修護官、模擬機修護官、領航官、

飛修教官 
 相關經驗： 
4年 

 
ROV操作、海

上資料收集 

船長 黃鈺荃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經歷： 
長榮海運實習生、台灣燃油實習生 
 相關經驗： 
1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航海、船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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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掌 姓 名 學 經 歷 證  書 專  長 

船員 陳佳歡 

 學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科 
 經歷： 
台灣台塑海運公司 實習生 
 相關經驗： 
1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航海、船務工

作 

船副 許益源 

 學歷：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經歷： 
銓日儀企業有限公司 幹練水手 
 相關經驗： 
15年 

 一等船副及格證書 
 STCW 相關證書 

航海、船務工

作 

工程師 趙原賢 

 學歷：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系 
 相關經驗： 
1年 

 電子維修 

測繪工

程師 曹士亮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博士班 肄業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助理 
 相關經驗： 
8年 

 海上資料收集 

測繪工

程師 邱瀛揮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組 碩
士 
 相關經驗：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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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調查規劃 

6-1 第一階段初步調查成果與比對 

本籌備處已於去年（105年）在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內（詳前第

二章）執行完成全覆式之多音束地形水深探測與側掃聲納探測，以及磁力

探測與底層剖面儀調查作業；惟當時因「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

交格式技術指引」尚未公告，因此所完成之初步調查成果和文化部相關法

規要求有些許出入。為能評估該成果與現行施行法規（「水下文化資產探

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公告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7月14日）

間的差異，表6-1詳列出二者間的相關性比較，而表6-2為去年（105年）初

步調查時所使用設備相關資訊。 

表6- 1  第一階段已完成之初步調查作業（105年）與技術指引對照表 

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側掃聲納

（Side Scan 
Sonar, SSS）

探測 

初步調查階段需對計

畫開發區進行全覆式

海床目標物搜尋 

全 覆 蓋 （ Edgetech 
2000-DSS）；測線200 m 

符合  

採用100 kHz或更高聲

納頻率 
100 kHz 符合  

沿測線側掃範圍可依

水 深 調 整 其 射 距

（Range）兩側各50～
200公尺 

射距（Range）250 m 不符合 

由於本計畫場址所在之海域

已屬較深水域（海龍二號風場

範圍內水深介於35公尺至68
公尺間），且擬使用之開發區

域（風機與海上變電站群）大

部分水深均大於40公尺，因

此，依據文化部「水下文化資

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

技術指引」內有關IHO對海域

目標物偵測之要求，於本計畫

開發場址內所需表列之特徵

物應大於4公尺；而以去年

（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使

用之設備，在250公尺的斜距

下亦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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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周遭海域範圍內偵測到2公尺

大 小 之 目 標 物

(SITE19-PR-SC006)；因此，考

量風場特性，在深水域、斜距

250公尺且全覆蓋的狀態下，

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

所執行之『側掃聲納探測』成

果應已充分反應「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

指引」之規範精神；但本籌備

處本於尊重文化部相關規定

與適法性之認定，同時善盡企

業對國家社會之責任，決定於

今年度（106年）選擇一適當

期間（考量本計畫開發利用區

之天候海況因素）對本計畫開

發利用區海域依據「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

術指引」之規範再進行一次側

掃聲納水下文化資產補充調

查作業（測線150 m；Range 175 
m） 

紀錄目標物偵測應符

合IHO特等（特徵物大

於1公尺）或1a等級（水

深40公尺內，特徵物大

於  2公尺；超過40公
尺，特徵物大於10％＊

水深）之標準 

已 依 此 標 準 在 去 年

（105年）於本計畫擬

開發利用場址海域內

發現了2個目標物。 

符合  

施測時最大以不超過

航速4節為原則 
施測速度約為3節 符合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
特等（2公尺）或1a等
級（5公尺＋5％＊水

深）之標準 

平面定位精度均依IHO
相關規範辦理 

符合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

查階段需對目標物再

以多方向測線，並以頻

率高於 100 kHz，更小

側掃斜距，涵蓋目標物

範圍進行探測 

去年（105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將於今年（106 年）執行目標

物複查；400 kHz, Range = 50 
m 

大地基準為1997臺灣

大地基準（TWD97）
TWD97 & WGS8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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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或 World Geodetic 
System 84（WGS84）
坐標基準 

提供數位側掃聲納嵌

合（Mosaic）影像（視

範圍大小提供足以提

供內含物比例尺之圖

幅），並將目標物標於

嵌合圖中 

已於去年（105 年）提

供 A0 尺寸之嵌合影像

圖 
符合  

提供各航線分段式影

像圖之解釋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將依規定辦理，提供於今年

（106 年）調查成果於報告中 

提供目標物複查區域

調查影像及解釋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於今年（106 年）執行目標物

複查時將依規定辦理 

提供各測線側掃聲納

數 位 資 料 （ 格

式.JSF、.XTF 或其他）

與原始觀測資料以及

足夠檢驗之說明（如潛

水攝影） 

已於去年（105 年）年

底提供原始資料硬碟

予文化部 
符合  

高密度水深

探測 

以多音束測深系統

（ Multi-beam Echo 
Sounder, MBES）或單

音束測量（水深淺於5
公尺區域） 

全區以多音束測深系

統執行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工作 
符合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
特等（2 公尺）或 1a
等級（5 公尺＋5％＊

水深）之標準 

平面定位精度均依 IHO
相關規範辦理 

符合  

在 初 步 調 查 階 段

MBES 海床測深及海

床上目標物探測的測

線，需配合側掃聲納之

規劃，若能全覆蓋更佳

在 初 步 調 查 階 段

MBES 海床測深及海

床上目標物探測的測

線，需配合側掃聲納之

規劃，若能全覆蓋更佳 

全區以多音束測深系

統並配合側掃聲納之

規劃執行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工作 

符合  

測深精確度應符合 
IHO 特等或 1a 等級之

標準（ ，特等

a ＝ 0.25 公尺、 b ＝

測深精度均依 IHO 相

關規範辦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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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0.0075；1a 等級 a＝0.5
公尺、b＝0.013） 

施測時最大以不超過

航速 5 節為原則 
施測速度約為 3 節 符合  

量測須經現地潮位校

正、聲速校正、船隻姿

態修正與測深系統檢

校 

均依規定進行相關資

料校正 
符合  

大地基準為 TWD97 或

WGS84，高程基準為

2001 臺灣高程基準

（TWVD2001） 

本案採用 TWD97 & 
WGS84，以及最低天文

潮 （ LAT ； 與

TWVD2001 相差 3.468
公尺） 

應符合 

本案因配合離岸風電開發場

址調查作業而採用 LAT 作為

全區之高程基準；如有需要，

可將已完成之調查資料轉換

成 TWVD2001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

查階段需再對目標物

以多方向測線及增加

測深資料密度之複查

方式探測，涵蓋目標物

範圍進行。並將目標物

標示於水深圖中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於今年（106 年）執行目標物

複查時將依規定辦理；將以交

叉橫越或多方向增加資料密

度方式全覆蓋目標物，並提供

一公尺網格精密水深測值 

提供多音束測深與側

掃聲納探測所記錄目

標物之比對 

已依規定提送目標物

比對資訊 
符合  

提供各測線高密度水

深測量數位資料（格式 
（x,y,z））及原始觀測

資料，與足夠檢驗精確

度及目標物之資料說

明 

已於去年（105 年）年

底提供原始資料硬碟

予文化部 
符合  

磁力探測 

在初步調查與複查階

段執行磁力探測，其測

線須配合側掃聲納規

劃測線 

已於去年（105 年）在

本計畫開發利用場址

海 域 內 執 行 磁 力 探

測，然並未於海龍二號

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

內發現具磁力反應的

目標物；但當時之磁力

探測未能與側掃聲納

同步進行 

不符合 

將於今年（106 年）選擇一適

當期間（考量本計畫開發利用

區之天候海況因素）對本計畫

開發利用區海域依據「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

技術指引」之規範再進行一次

同步於側掃聲納水下文化資

產補充調查作業（測線 150 m）

之磁力探測作業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
特等（2 公尺）或 1a
等級（5 公尺＋5％＊

平面定位精度均依 IHO
相關規範辦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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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水深）之標準 

磁力儀之儀器準確度

應小於 2 nT（gamma） 
使用儀器之準確度為

0.1nT （SeaSPY） 
符合  

須經國際地磁參考場

（ International 
Geomagnetic Reference 
Field, IGRF）、日變化

等修正 

均依規定進行相關資

料校正 
符合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

範圍調查之資料及解

釋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將依規定辦理，提供於今年

（106 年）調查成果於報告中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

查階段需再對目標物

以多方向測線方式探

測，涵蓋目標物範圍進

行探測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於今年（106 年）執行目標物

複查時將依規定辦理；以等距

隨同側掃聲納或以交叉橫越

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域範

圍內所發現目標物的方式來

進行特定目標物之磁力複查

探測；拖魚以適當離底高度為

原則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

範圍數位資料（格式 
ASCII）與原始觀測資

料及圖說 

已於去年（105 年）年

底提供原始資料硬碟

予文化部 
符合  

地層剖面儀

（Sub-Botto
m Profiler, 
SBP）調查 

在初步調查與複查階

段執行地層剖面儀探

測，其測線須配合側掃

聲納規劃測線 

已於去年（105年）在

本計畫開發利用場址

海域內執行地層剖面

調查探測，並未發現被

埋藏的可疑目標物；而

於今年（106年）執行

目標物複查時將依規

定辦理；以交叉橫越或

多方向來穿越本計畫

擬開發利用區海域範

圍 內 所 發 現 的 目 標

物，並使用2～16 kHz
連續變頻震源來進行

該項調查作業 

符合  

泥質沉積穿透小於100
公尺深，砂質沉積小於

10公尺深 

於去年（105年）所使

用C-Boom之儀器之穿

透力為60公尺；而於今

年（106年）執行目標

物複查時將依規定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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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初步調查方式 

（105年執行調查） 

是否

符合 
備  註 

理，使用儀器於泥質沉

積穿透力為80公尺；砂

質 沉 積 為 6 公 尺

(EdgeTech 2000DSS) 

垂直解析度應小於50
公分 

於去年（105年）所使

用C-Boom之儀器之解

析度為20公分；而於今

年（106年）執行目標

物複查時將依規定辦

理，使用儀器之解析度

為6～10公分(EdgeTech 
2000DSS) 

符合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
特等（2公尺）或1a等
級（5公尺＋5％＊水

深）之標準提供目標物

調查影像及解釋 

平面定位精度均依IHO
相關規範辦理 

符合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

查階段需再對目標物

以多方向測線方式探

測，涵蓋目標物範圍進

行探測 

去年（105 年）未執行

目標物複查 
--- 

於今年（106 年）執行目標物

複查時將依規定辦理；以交叉

橫越或多方向來穿越本計畫

擬開發利用區海域範圍內所

發現的目標物，並使用 2～16 
kHz 連續變頻震源來進行該項

調查作業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

範圍測線含定位之高

解析地層剖面數位資

料（格式SEGY）與原

始觀測資料及足夠檢

驗之資料說明 

已於去年（105年）年

底提供原始資料硬碟

予文化部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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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  第一階段已完成之初步調查作業（105年）設備相關資訊 

項目 使用設備 使用設備型號 

高密度水深探測 多音束測深系統 Konsberg EM 2040 

側掃聲納探測 側掃聲納系統 Edgetech 2000-DSS 

磁力探測 海洋磁力儀 Seaspy 

底層剖面儀調查 C-Boom System C-Boom 

 

對於105年12月28日第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3次會議中委員

所提有關”側掃聲納的射距大於技術指引”之意見（中華民國106年2月2日、

文授資局物字第1063001147號；詳後附件五），由於本計畫場址所在之海

域已屬較深水域（海龍二號風場範圍內水深介於35公尺至68公尺間），且

擬使用之開發區域（風機與海上變電站群）大部分水深均大於40公尺，因

此，依據文化部當時所提供之「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

術指引」內有關IHO對海域目標物偵測之要求，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海

域內所需表列之特徵物應大於4公尺；而以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

使用之設備，在250公尺的斜距下亦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的周遭海域範圍內

偵測到2公尺大小之目標物（SITE19-PR-SC006）；因此，考量風場特性，

在深水域、斜距250公尺且全覆蓋的狀態下，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

所執行之『側掃聲納探測』成果應已充分反應「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

儀器探測技術指引」之規範精神；但本籌備處本於尊重文化部相關規定與

適法性之認定，同時善盡企業對國家社會之責任，決定於今年度（106年）

選擇一適當期間（考量本計畫開發利用區之天候海況因素）對本計畫開發

利用區海域依據「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之規範再

進行一次側掃聲納水下文化資產補充調查作業，同時對於當時未能與側掃

聲納同步進行之磁力探測作業亦納入本次的水下文化資產補充調查作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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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內。 

基於上述說明，今年度（106年）擬提送大部審查之『海龍二號離岸風

力發電開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修訂三

版）』將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為“補充調查作業”，即對於去年（105年）

已完成的調查作業中，不符合新頒佈實施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

器探測技術指引」的工作項目將再重行補測；第二部分為”目標物複查作業”，

即針對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域內所發現之水下目標物，依據「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執行該些目標物之複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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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坐標控制系統 

本計畫調查作業所使用之坐標控制系統分為平面控制與高程控制，其

所採用之大地坐標系統（Geodetic Datum）轉換參數及投影法表述如下： 

投影坐標系統：1997臺灣大地基準（TWD-97） 

參考橢球體：GRS80  

橢球參數：長半徑 a = 6378137 m 

扁率 f = 1/298.257222101 

投影轉換參數： 

 投影法：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度分帶 

 中心位置的緯度起始度數：0° N 

 中心位置的經度起始度數：121 ° E  

 中心位置的比例參數：0.9999 

 轉換東距：250000E 

 轉換北距：0.0N 

 網格單位：公制（公尺） 

高程控制系統採用內政部公佈TWVD2001（Taiwan Vertical Datum 2001；

臺灣高程基準）作為高程量測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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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 補充調查作業 

由於去年（105年）所執行之部分水下文化資產第一階段初步調查作業

項目未能滿足甫公告之「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

內相關規範（請參考前表6-1），因此本年度（106年）將於本計畫調查水域

地理範圍內（詳前第三章；即海龍二號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再向外擴展500

公尺所圍成之四邊形，詳如圖3-2）再次進行該些項目的補充調查作業。預

定執行的項目及其內容另說明如下。此外，由於補充調查區域廣闊，測線

總長度近500公里，所需現場調查與資料收集作業時間較長，因此為顧及資

料品質與適當之海象條件，本計畫之補充調查作業已/需先行於今年（106

年）八月初時展開，預計可於九月底前完成；實際作業時程仍將視實際天

候海況另行調整之。 

 

 

圖6- 1  本計畫（藍框部分）於今年（106年）將執行之水下文化資產補充

調查測線規劃（黃框為擬開發利用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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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側掃聲納探測 --- 補充調查 

本計畫使用EdgeTech 2000DSS或EdgeTech 4200-FS拖曳式測掃聲納儀；

於補充調查作業時採用100 kHz 頻率、175公尺的射距（Range）、並以150

公尺的測線間距（東北 - 西南向；詳圖6-1）、配合超短基線水下定位系統

（USBL）標定拖魚位置，來於本計畫調查水域地理範圍內（詳圖6-1）進行

全覆式的海床掃描與測繪之補充調查。至於今年（106年）補充調查之水下

目標物判釋的原則，仍同去年的選定方式，請另行參考前表3-3所述。 

6-3-2 磁力探測 --- 補充調查 

本計畫使用高準確度（0.1nT）之Marine Magnetic SEASPY拖曳式磁力

儀於側掃聲納補充調查進行的同時，同步進行探測作業（測線間距亦為150

公尺；詳圖6-1）。此外，調查作業全程均使用超短基線水下定位系統（USBL）

來隨時標定拖魚位置，且調查資料將呈現修正日變化及國際地磁參考場

（IGRF）後所得的剩磁場（Residual Field）。 

6-4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 目標物複查作業 

依據文化部於民國106年07月14日所頒佈實施的「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

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相關規定，將針對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域內所

發現之水下目標物執行該些目標物之複查工作。這部分包含了去年（105年）

第一階段水下文化資產初步調查作業時於所發現的兩處聲納反應目標物

（詳前第三章）以及目前執行中、補充調查作業時所發現的聲納反應及磁

力反應目標物，該些被發現的水下目標物都將依相關規範（「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進行複查工作，此部分詳列於表6-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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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3  目標物複查作業（106年）與技術指引關係對照表 

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目標物複查 
調查方式 

（106年執行調查） 

備  註 

側掃聲納（Side 
Scan Sonar, 
SSS）探測 

初步調查階段需對計畫

開發區進行全覆式海床

目標物搜尋 
----- 另執行於補充調查作業 

採用100 kHz或更高聲納

頻率 
----- 另執行於補充調查作業 

沿測線側掃範圍可依水

深調整其射距（Range）
兩側各50～200公尺 

----- 另執行於補充調查作業 

紀錄目標物偵測應符合

IHO特等（特徵物大於1
公尺）或1a等級（水深40
公尺內，特徵物大於 2
公尺；超過40公尺，特徵

物大於10％＊水深）之標

準 

將依規定辦理  

施測時最大以不超過航

速4節為原則 
將依規定辦理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特

等（2公尺）或1a等級（5
公尺＋5％＊水深）之標

準 

將依規定辦理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查

階段需對目標物再以多

方向測線，並以頻率高於 
100 kHz，更小側掃斜

距，涵蓋目標物範圍進行

探測 

目 標 物 複 查 作 業 400 
kHz, Range = 50 m 

 

大地基準為1997臺灣大

地基準（ TWD97 ）或

World Geodetic System 
84（WGS84）坐標基準 

TWD97 & WGS84  

提供數位側掃聲納嵌合

（Mosaic）影像（視範圍

大小提供足以提供內含

物比例尺之圖幅），並將

目標物標於嵌合圖中 

將依規定辦理  

提供各航線分段式影像

圖之解釋 
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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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目標物複查 
調查方式 

（106年執行調查） 

備  註 

提供目標物複查區域調

查影像及解釋 
將依規定辦理  

提供各測線側掃聲納數

位資料（格式.JSF、.XTF
或其他）與原始觀測資料

以及足夠檢驗之說明（如

潛水攝影） 

將依規定辦理  

高密度水深探

測 

以 多 音 束 測 深 系 統

（ Multi-beam Echo 
Sounder, MBES）或單音

束測量（水深淺於5公尺

區域） 

多音束測深系統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特

等（2公尺）或1a等級（5
公尺＋5％＊水深）之標

準 

將依規定辦理  

在初步調查階段MBES
海床測深及海床上目標

物探測的測線，需配合側

掃聲納之規劃，若能全覆

蓋更佳 

----- 
已於去年（105年）第一階段水下

文化資產初步調查時執行完畢 

測深精確度應符合 IHO
特等或 1a 等級之標準

（ ，特等a＝0.25
公尺、b＝0.0075；1a 等
級a＝0.5公尺、b＝0.013） 

將依規定辦理  

施測時最大以不超過航

速5節為原則 
將依規定辦理  

量測需經現地潮位校

正、聲速校正、船隻姿態

修正與測深系統檢校量

測須經現地潮位校正、聲

速校正、船隻姿態修正與

測深系統檢校 

將依規定辦理  

大地基準為 TWD97 或

WGS84 ，高程基準為

2001 臺 灣 高 程 基 準

（TWVD2001） 

TWD97 & WGS84 

以及 

TWVD2001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查

階段需再對目標物以多

方向測線及增加測深資

將以交叉橫越或多方向

增加資料密度方式全覆

蓋目標物，並提供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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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目標物複查 
調查方式 

（106年執行調查） 

備  註 

料密度之複查方式探

測，涵蓋目標物範圍進

行。並將目標物標示於水

深圖中 

網格精密水深測值 

提供多音束測深與側掃

聲納探測所記錄目標物

之比對 
將依規定辦理  

提供各測線高密度水深

測量數位資料（格式 
（x,y,z））及原始觀測資

料，與足夠檢驗精確度及

目標物之資料說明 

將依規定辦理  

磁力探測 

在初步調查與複查階段

執行磁力探測，其測線須

配合側掃聲納規劃測線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以等

距隨同側掃聲納或以交

叉橫越本計畫擬開發利

用區海域範圍內所發現

目標物的方式來進行特

定目標物之磁力複查探

測；拖魚以適當離底高度

為原則 

初步調查另於補充調查作業時執

行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特

等（2公尺）或1a等級（5
公尺＋5％＊水深）之標

準 

將依規定辦理  

磁力儀之儀器準確度應

小於2 nT（gamma）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使用

儀器之準確度為 0.1nT
（SeaSPY或使用相同規

格儀器） 

 

須經國際地磁參考場

（ International 
Geomagnetic Reference 
Field, IGRF）、日變化等

修正 

將依規定辦理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範

圍調查之資料及解釋 
將依規定辦理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查

階段需再對目標物以多

方向測線方式探測，涵蓋

目標物範圍進行探測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以等

距隨同側掃聲納或以交

叉橫越本計畫擬開發利

用區海域範圍內所發現

目標物的方式來進行特

定目標物之磁力複查探

測；拖魚以適當離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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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文化部技術指引 

(106.07.14頒布施行) 

目標物複查 
調查方式 

（106年執行調查） 

備  註 

為原則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範

圍 數 位 資 料 （ 格 式 
ASCII）與原始觀測資料

及圖說 

將依規定辦理  

地層剖面儀

（Sub-Bottom 
Profiler, SBP）

調查 

在初步調查與複查階段

執行地層剖面儀探測，其

測線須配合側掃聲納規

劃測線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以交

叉橫越或多方向來穿越

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

域範圍內所發現的目標

物，並使用2～16 kHz連
續變頻震源來進行該項

調查作業 

 

泥質沉積穿透小於100公
尺深，砂質沉積小於10
公尺深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依規

定辦理；將使用儀器於泥

質沉積穿透力為 80公
尺；砂質沉積為6公尺

(EdgeTech 2000DSS) 

 

垂直解析度應小於50公
分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依規

定辦理；將使用儀器之解

析 度 為 6 ～ 10 公 分

(EdgeTech 2000DSS) 

 

平面定位應符合 IHO特

等（2公尺）或1a等級（5
公尺＋5％＊水深）之標

準提供目標物調查影像

及解釋 

將依規定辦理  

如有發現目標物，在複查

階段需再對目標物以多

方向測線方式探測，涵蓋

目標物範圍進行探測 

目標物複查作業將以交

叉橫越或多方向來穿越

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

域範圍內所發現的目標

物，並使用2～16 kHz連
續變頻震源來進行該項

調 查 作 業 (EdgeTech 
2000DSS) 

 

提供足以涵蓋目標物範

圍測線含定位之高解析

地層剖面數位資料（格式

SEGY）與原始觀測資料

及足夠檢驗之資料說明 

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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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標物複查作業之工作時程，將以『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開

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修訂三版）』經

文化部審查通過後、自收到公文次日起90天內完成細部探測調查工作，但

實際調查作業時程仍需視天候及海況條件而定；至於後續資料整理、繪製、

分析與報告撰寫，粗估約需45天（圖6-2）。 

 

圖6- 2  計畫期程甘特圖 
 

至於本計畫目標物複查作業之工作規劃，基於對已發現水下目標物再

次進行位置、狀態、存在與否之確認目的，故此階段工作將採用多音束、

側掃聲納、磁力儀、以及底層剖面儀等四種儀器（相關調查項目說明請參

閱6-4-1至6-4-5各小節中所述）並採較小測線間距與射距的設定，同步進行

多向度的測線規劃來針對該些被發現的水下目標物再次進行高精度和高密

度的目標物資料蒐集工作；為達此一目的，本次調查將以該些被發現之目

標物為中心，擬以單一水下物件複查涵蓋範圍至少長、寬達70 x 70公尺為

原則（作業現場仍將視目標物件大小做適當調整）。整體複查工作測線設

計原則，如表6-4所示，並使用表6-5所列之設備進行各項調查項目；而各項

儀器之型錄與詳細規格資料請參閱後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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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4  目標物複查作業調查工作規劃 

調查項目 使用設備 測線間距（公尺） 參數設定 

側掃聲納探測 
目標物複查 

側掃聲納系統

（400kHz以上頻率） 

與目標物間距50公尺，採

多向度平行測線 

 

射距50m 

高密度水深探測 
目標物複查 

多音束測深系統 
以交叉橫越或多方向增加

資料密度方式涵蓋目標物

範圍 

提供1公尺網格

精密水深 

磁力探測 
目標物複查 

海洋磁力儀 以等間距隨同側掃聲納或

以交叉橫越目標物 
拖魚離底適當

高度為原則 

底層剖面儀調查 
目標物複查 

地層剖面儀 

以交叉橫越或多方向，穿

越目標物，連同多音束及

磁力測深作業 

 

以2-16kHz 連
續變頻震源為

主 

 
表6- 5  目標物複查作業使用設備及載台一覽表 

項目 勘測設備（詳細規格見附件七） 數量 
定位 Fugro SeaStar DGPS、Kongsberg Hipap 350p、AAE EasyTrak 2 
導航 Hypack、In House PIMS system 2 

指向計算 
Applanix POS MV 1 

動態補償儀 
多音束測深系統 Kongsberg EM2040 and EM2040C 2 
聲速剖面儀 AML Minos CTD 2 
側掃聲納系統 Edgetech 2000DSS、4200-FS 2 
底層剖面儀 Edgetech 2000DSS  2 
磁力儀 Marine Magnetic SeaSpy (或使用相同規格儀器) 2 
ROV SeaEye Panther （寶拉麗絲號為載台） 1 

資料處理軟體 

多音束 CARIS HIPS   2 
側掃聲納 Sonarwiz 6, C-View 1 
地層剖面 GeoSuite、Triton SBI 2 
磁力 GeoSoft Oasis Monta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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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側掃聲納探測 

於目標物複查作業時，將使用EdgeTech系列（100 kHz / 400 kHz 或 300 

kHz / 600 kHz 頻率）的側掃聲納來再次詳細搜索海床上人工或自然的海床

特徵。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區海域範圍內所發現目標物的方式，此次將使

用50公尺射距於待測物件週圍以50公尺間距、使用至少400 kHz 以上頻率

來執行細部掃描；而掃描方式則以平行水下目標物件兩側週遭鄰近區塊為

主或採取多方向掃描，獲取目標物陰影及反射面特徵，並了解週遭海床地

貌環境，以做為後續進一步評估之用。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6- 3  400 kHz側掃聲納目標物影像（單體目標物長寬為0.5 x 0.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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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高密度水深探測 

於初步調查階段所判定（判釋原則詳前第三章所述）的水下目標物，

將於目標物複查階段以多音束測深系統再度執行細部掃描。該作業以交叉

橫越或多方向增加資料密度方式涵蓋目標物範圍及週遭鄰近區塊為主，其

目的為獲取目標物件形貌尺寸、細部的外觀特徵以及週遭海床的地形。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6- 4  以多音束測深技術描繪海床目標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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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磁力探測方法 

本項作業使用Marine Magnetic SEASPY磁力儀為主（或使用相同規格儀

器），於初步調查階段所判釋出的水下目標物（判釋原則詳前第三章所述），

再次進行磁力探測；其目的為偵側因鐵磁質物件導致地球磁場產生扭曲現

象，可能是沉船、管線或其他鐵磁性障礙物。本項調查測線間距將視目標

物的狀態，而選擇以等間距跨越或穿越交會的方式隨同地層剖面或側掃聲

納在目標物複查作業時同步實施，並將拖魚控制在離海床5公尺高度為原則，

同時全程使用超短基線水下定位系統（USBL）標定拖魚位置；此外，調查

資料將呈現修正日變化及國際地磁參考場（IGRF）所得的剩磁場（Residual 

Field），呈現空間的磁力異常分布狀況，如圖6-5所示。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6- 5  磁力異常以解析訊號法凸顯並與多音束精密水深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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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底層剖面儀調查 

本項調查工作原理是利用震源發射已知頻率域聲波，穿越水層傳遞到

海床面以下，聲波藉由地層間不同介質之傳遞速度與密度的阻抗，而產生

反射現象，將此反射訊號經水層傳遞到接收器接收，再由紀錄器將此聲波

連續訊號紀錄到軟體，而形成二維地層的影像。於本計畫目標物複查作業

時，將使用連續變頻震源的地層剖面儀為之，並以於初步調查作業時由磁

力探測經判釋後之掩埋目標物為主；實際探測狀況仍將視待測目標的狀態

另行決定之，目前初步規劃其掃描方式將先以多方向橫越水下目標物件上

方為主，原則上隨同側掃聲納測線實施。 

在複查階段的地層剖面調查工作，主要是要了解埋沈物件的埋深，並

估計該物件的埋沈範圍，作為後續進一步評估其屬性之參考。 

 

 
註：本圖由測量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6- 6  掩埋物件的地層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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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目視調查方法 

倘若於本年度（106年）細部調查階段於執行目標物複查作業時發現高

度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於必要時將考慮使用目視檢測來確認該目標物之

之屬性為何；考量作業水深及離岸距離，將以寶拉麗絲號為載台，並會同

水下考古專業人員，使用SeaEye Panther ROV進行目視確認該高度疑似水下

文化資產目標物之屬性。然而，ROV之操作容易受到潮汐影響，進而導致

操作困難，因此本作業需選定海流相對較小的平潮期間來執行ROV水下目

標物拍攝與確認工作。而於攝影過程中，將自不同方位角以各種視角及景

深進行非侵入式攝影，並即時附加ROV的水下坐標、作業日期時間以及載

台指向於攝影畫面中，以便存查及後續階段使用。 

 

 

圖6- 7  ROV水下目標物目視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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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工作平台船舶及動復員設備 

預計主要使用2艘調查船執行本年度（106年）細部調查作業；各船的

規格及基本資料如以下所示 : 

1.寶拉麗絲號 

 

圖6- 8  寶拉麗絲號左舷照片 

 
圖6- 9  寶拉麗絲號右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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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6  寶拉麗絲號規格一覽 

船      名 寶拉麗絲號 Polaris 建 造 船 廠 新昇發造船廠 

國      籍 台    灣 船 級 認 證 BV（法國驗船協會） 

船  籍  港 高 雄 港 電 台 呼 號 BR-3385 

MMSI No. 416230800   

噸位 

船長：36.98 M 

船寬：6.80 M 

模身：3.00 M 

總噸位：275 噸 

排水噸：304.9 噸 

輪機 

主機：Caterpillar C32 / 1000 HP 

輔機：Caterpillar C18 / 809 HP 

發電機： 

Caterpillar C4.4 (99kW)x 2 台 

Z-型推進器：TH300N x 2 / 600HP 

前推進器：30TT200/ 200HP 

 

 

舵機：Marol, Japan 

最高航速：11.1 節 Max. 

油櫃全容量：41.61 噸 

航行日耗量：2.0 噸/日 

淡水總容量：29.28 噸 

淡水日造量：2  噸/日 

逆滲透造水：有 

甲板機械 

甲板吊臂： 

前後甲板吊臂 Palfinger5.5T/ 

9.4M 與 5T/ 8.6M 各一台 

絞機：電動 5HP. 2,000M 纜線 

錨鍊：雙錨鍊  

絞盤：x 2 

航儀 

 自動舵： 

Simrad AP50 Autopilot/ Marol 各

一組 

 DP： 

Kongsberg CPos DP + CJoy 

 雷達： 

Furuno FAR-2127 X-Band 

96NM ARPA Radar 與  Simrad 

BR-24 Broadband 24NM Radar 各

一組 

 電羅經： 

IXSea OCTANS III  

 DGPS： 

Applanix POS MV 320 DGPS 與

Thales Z-Max.com DGPS 

 水下定位系統： 

Kongsberg Hipap 350 

 垂直基準系統： 

Applanix POS MV 320 & IXSea 

OCTANS III 各一組 

 導航系統： 

Applanix POS MV 320 v5.2 

附8.2-69



住艙 

客艙： 

6 間雙人房、3 間單人房 

貴賓室：1 Room 

TV/Video 交誼廳：1 Room 

人員定額：16 人 

安全設備 

救生筏：20 座 x 2 只 

救生衣：20 件 

緊急無線電 VHF： 

Simrad RS68 VHF 

SART° Simrad SA50 SART 
EPIRB° Jotron TRON 40S 
EPIRB 

海測軟體 

整合系統：QPS QINSy 

資料處理： 

QPS QINSy 

Kongsberg SIS 

Caris HIPS/SIPS/GIS 

IVS 3D Fledermaus Pro 

Chesapeake SonarWiz.Map 

Hypack Max 

 

通訊系統 

 

A3 海域 GMDSS 系統： 

Sailor Series 5000 GMDSS Console 

MF/MF： Sailor System 5000 MF/HF 

VHF： 

Sailor RT-5022 VHF/DSC 兩組 

Inmarsat-C： 

Sailor TT-3020C INM-C 兩組 

VHF： 

Simrad RS68 GMDSS VHF 三台 

Navtex：JMC NT-900 

EPIRB：Jotron TRON 40S 

SART：Simrad SA50 x 2 

Inmarsat：Nera F33 SatCom 

VSAT：MiniVSAT 

Iridium：Sailor SC-4000 Iridium Sat 

水下定位系統： 

Kongsberg Hipap 350p 

Kongsberg MST 319 SSBL 

 

海測系統 

參考基站： 

Applanix POS MV 320-RTK/IMU 

IXSea OCTANS III 各一組 

定位： 

Applanix POS MV 320 

1pps：Applanix POS MV 320 

多音束測深儀： 

深海： 

Kongsberg EM 302 (7,000M) 

 中層水深： 

Kongsberg EM 710 (2,000M)  

 淺水： 

Kongsberg EM 3002D (200M) 

單音束測深儀： 

Kongsberg EA 400 (38/200kc) 

水中聲速儀： 

 AML Micro SVT&P 

SV Plus v2 

側掃聲納： 

EdgeTech 4200FS 

底質剖面儀： 

Kongsberg TOPAS PS40 SBP 

EdgeTech 3200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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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奧黛麗絲號  

 
圖6- 10  奧黛麗絲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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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1  奧黛麗絲號資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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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預期成果 

基於目標物複查作業仍是以聲納調查為主，為初步調查工作的延伸與

再深入，因此，在成果的展示上仍將以進階的聲納調查成果為主，期能以

多面向的調查資料，清晰的描繪與判釋出於初步調查作業時所發現水下目

標物的形貌，並進一步獲知確定尺寸及主要特徵（如圖7-1、圖7-2），再由

考古專業人員審視資料後進行ROV水下攝影辨識，判定是否為水下文化資

產（或疑似），來採取相對應的措施或調整本計畫之開發利用行為。 

此外，依據調查之成果，可再與過去文獻資料及沉船資料庫進行比對，

如為高度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本籌備處亦將依循「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主動通報主管機關，並將高度疑似水下文化

資產目標物之訊息（坐標位置、尺寸、散/分佈狀況、是否裸露、以及所在

地點週遭環境…等）列冊、整理後回報予主管機關，以利主管機關執行後

續水下目標物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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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由調查公司實測資料所繪製 

圖7- 1  水下目標物的主要特徵凸顯 

 
註：本圖為調查公司之實測資料 

圖7- 2  水下目標物船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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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6 年 09 月 29 日「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 11
次會議委員意見與文化部審查會議記錄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03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物字第1063012337號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委

員

1 
1. 請補充輸電廊道之調查計畫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目前能源局/台電公司

甫公告共用廊道之規劃內容，且該廊道需

與其他風電開發商協商後共同使用，因此

有關輸電海纜之路由目前仍無法定案；該

部分將於確認後，另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送部審核。 

委

員

2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3 

1. 已依辦法第 6 條，及指引提出符合。 感謝委員指教。 

2. 已比對前階段不符指引，補充調查

側掃聲納及磁力，並依可疑目標與

前期目標物進行複查。 

感謝委員指教。 

3. 已後退原開發區 500 公尺，(調查延

伸 500 公尺)，符合第 7 條調查範圍。 
感謝委員指教。 

4. 後續請落實發現通報，及報告及資

料繳交。 

感謝委員提醒，後續如有任何發現都將依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3條規定陳報

相關主管單位；而報告與資料繳交都將依

「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

處理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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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電纜規劃與申請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目前能源局/台電公司

甫公告共用廊道之規劃內容，且該廊道需

與其他風電開發商協商後共同使用，因此

有關輸電海纜之路由目前仍無法定案；該

部分將於確認後，另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送部審核。 

委

員

4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5 

1. 審議會工作小組已進行三次審查，

請依審查意見修訂。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委

員

6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7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8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9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10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11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委

員

12 
（空白）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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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6 年 09 月 11 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專案小組 106
年第 9 次會議委員意見與文化部審查會議記錄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9月20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物字第10630105021號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A
委

員 

1. 已依據技術指引及相關規定提交調

查計畫書，並評估 105 調查比較差

異，提出補充調查，並比較分析 106

規劃調查與指引之符合程度。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將確實依「水下文

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

引」之要求來執行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 

2. 文字請精準，指引側掃聲納提供目標

區域複查(非精查)，座標小數點"分"

小數點後四位(含有效位數) 。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調查計畫書（修正

三版）』之表6-1與表6-3於”文化部技術指

引”一欄中將原先”提供目標物精查區域

調查影像及解釋”修正為”提供目標物複

查區域調查影像及解釋”。此外，坐標小

數點位數已依委員意見調整為“小數點後

四位（含有效位數）”。 

3. P41 表 6-1 為比較 105 作業與技術

指引差異，項下 106 工作應於備註說

明且無屬"符合"，否則邏輯不合。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確實不適當，已於 

『調查計畫書（修正三版）』修正表6-1。 

4. 目標物比對以足以檢驗目標物之最

高精度說明。如 P15-16 多音束以呈

現小區域及最高精度地形變化。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海

域範圍內之海床多屬移動沙丘，因此部分

水下目標物於去年（105年）第一階段初

步調查作業時未能取得高精度/解析能力

之原始資料來做較佳的成果呈現，該部分

將於今年（106年）執行”目標物複查作業”

時依技術指引要求，盡力以最佳方式來呈

現目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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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充調查已於八月開始執行。廠商必

須自行承擔風險，依委員意見修訂所

需調查。 

感謝委員提醒；由於測區範圍廣大、測線

總長超過500公里，所需現場調查與資料

收集作業時間較長，因此為顧及資料品質

與適當之海象條件，本計畫之”補充調查

作業”僅能於今年（106年）八月中旬先行

進場施測，而為確保調查成果能滿足文化

部的需求，因此”補充調查作業”都將以

「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

式技術指引」內相關規範來執行。 

6. 針對調查區需於開發區向外延伸

500 公尺，需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調查計畫書（修正

三版）』之第三章中補充說明開發區域向

外延伸500公尺之相關事宜；至於二者間

之關係亦清楚呈現於圖3-2。 

7. 補充調查測線規劃也須明確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測線規劃說明於

『調查計畫書（修正三版）』之第6-3節中。 

B
委

員 

1.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子法正

落實中，建請計畫主持人資格部分

應核實有否符合資格。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2. 補充調查作業在尚未核准前，因應台

灣海象特性而提前，其行政作業如何

補救，建請與文資局研商。 

感謝委員認可與體諒；由於本計畫測區範

圍廣大、測線總長超過500公里，所需現

場調查與資料收集作業時間較長，因此為

顧及資料品質與適當之海象條件，本計畫

之”補充調查作業”僅能於今年（106年）

八月中旬先行進場施測，而為確保調查成

果能滿足文化部的需求，因此”補充調查

作業”都將以「水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

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內相關規範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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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請委員放心。此外，本次所執行”

補充調查作業”之所有相關調查資料與現

場紀錄都將全部如實的檢附於後續所提

送之成果報告中，來供文化部與各位委員

一一檢視與確認。再次感謝委員認可與體

諒，本計畫將與文資局協商如何處理此議

題。 

3. 歷史文獻請繼續蒐集並納入規劃與

說明，以延伸自 2009 年之後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所引用之研究文獻

為目前最新且完整的資料，係2009年時由

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 文資總管理處

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湯熙勇教授進行有關17-20世紀間

台灣地區歷史沉船的文獻蒐集與彙整成

果（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

計畫；計畫編號：S96-14）。此外，由於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為一耗時且需龐大經

費支持的長期研究，因此於台灣周遭海域

之研究報告與文獻有限；不過為使本計畫

之調查成果更為完善，計畫工作團隊將盡

力收集並呈現於後續的成果報告中。 

4. 預期結果建請補充未來有所發現疑

似目標物之制定準則，並依相關法令

提供詳實具體之描述說明，以提供後

續價值判斷之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於預期成果中補充說明疑

似目標物判定準則。依據複查結果，若發

現目標物高度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將會

以ROV進行水下攝影辨識，並由水下考古

專業人員審視資料以判斷目標物屬性；若

確認為高可能性之水下文化資產時，將依

據相關法令通報，並將目標物之相關訊息

回報予主管機關，以利其後續價值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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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C
委

員 

1. 請列名海外投資公司，以瞭解他們

的背景。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補充說明於『調

查計畫書（修正三版）』之第二章，請委

員參考。 

2. 海龍二、三號風場離岸大約 40-50

公里。未來需要海底電纜輸送所產

生的電。海底電纜的路徑也需要水

下文化資產的調查與評估。建議加

入此項目，以免費時耗日。 

感謝委員意見與提醒；由於目前能源局/

台電公司甫公告共用廊道之規劃內容，且

該廊道需與其他風電開發商協商後共同

使用，因此有關輸電海纜之路由目前仍無

法定案；該部分將於確認後，另提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計畫送部審核。 

3. 所調查出來的疑似目標，未來需要

以 ROV 和其他方法，進行複查。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目標物複查完成後，

將由專業人員進行判斷與篩選，同時針對

高度疑似水下文化資產目標物再另行以

ROV進行目視複查。 

4. 10-20 公尺高的砂丘移動，它是海洋

的自然現象，但對於疑似目標的忽

隱忽現，是文化資產保存也是風場

地質穩定的問題，宜請追蹤。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也是本籌備處所關

心的議題，後續如有發現任何疑似水下文

化資產的標的物，都將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13條規定辦理通報文化部進行

後續處置。 

D
委

員 

1. 請詳細說明資料比對的邏輯與程

序。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之比對之邏輯與程

序已說明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三版）』

之第三章中，同時亦表列於表3-4。 

2. 請加強所獲得資料之水下文化資產

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將依據目標物複查

結果，一旦發現高度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

目標物時，將再另行以ROV進行目視確

認。此外，對於所發現之目標物是否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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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化資產之評估亦將於後續的調查成

果報告中呈現。 

3. 請加強文獻的收集與研究。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所引用之研究文獻

為目前最新且完整的資料，係2009年時由

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 文資總管理處

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湯熙勇教授進行有關17-20世紀間

台灣地區歷史沉船的文獻蒐集與彙整成

果（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

計畫；計畫編號：S96-14）。此外，由於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為一耗時且需龐大經

費支持的長期研究，因此於台灣周遭海域

之研究報告與文獻有限；不過為使本計畫

之調查成果更為完善，計畫工作團隊將盡

力收集並呈現於後續的成果報告中。 

E
委

員 

1. 本細部調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書修正版，大體依照前次審查

意見修改增補完成，符合本局公布

之技術指引之規範要求，人員資格

符合，工作規劃合理。考量天候水

況季節等之急迫性，建議修正後送

審議會，俾儘速進行補充調查及複

查作業。 

感謝委員認可，本籌備處必依「水下文化

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

之要求確實執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 

2. 本計畫包含兩部分，一為依據本局

公布之技術指引進行補充調查，次

為目標物複查作業。 

感謝委員指教。 

3. P.63. 第五行，應為「水下」考古專 感謝委員意見，已完成修改（『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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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 書（修正三版）』）。 

4. 建議就目前理解，陳述可能之最佳

水況季節，俾利於 ROV 水下複查。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ROV水下複查相關調

查方法已再補充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三

版）』之第6-4-5節。 

F
委

員 

1. 為了不耽誤廠商海上作業的時程，

建議直接將計劃書送至審議會。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必依「水下文化

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引」

之要求確實執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 

營

建

署

意

見 

1. 本次會議審查「海龍二號、海龍三

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細部調查階

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等 2

案，本署前於貴局 106 年 7 月 6 日

召開第 7 次會議、8 月 3 日召開第 8

次會議業提供相關意見在案，請該 2

案申請人後續依相關規定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千

架

海

陸

風

力

機

推

動

辦

公

室

1.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及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請

依文化部及委員意見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謹遵辦理。 

附8.2-87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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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6 年 08 月 03 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專案小組 106
年第 8 次會議委員意見與文化部審查會議記錄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8月11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物字第10630087391號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A
臧

振

華

委

員 

1. 細部調查之目的在於驗證及辨識

前次調查所發現的目標物，但本細

部調查計畫所提出的工作計畫內

容並未能清楚說明如何能夠對 12 

處目標物做更清楚的驗證、辨識及

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本次目標物複查作業將針

對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範圍內所發

現的目標物依據已頒布施行之「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相關

技術規則進行進一步的探測工作，其所使

用的測線間距更窄、頻率更高，因此可預

期所獲得的水下目標物資訊，其影像將更

為細緻及凸顯特徵，應能增進評估目標物

屬性之效果；相關調查規劃說明請參考『調

查計畫書（修正二版）』第六章說明。 

2. 調查區域正當濁水溪口，海水之能

見度是否允許使用 ROV，請考

慮。必要時仍應有潛水人員接近觀

察。 

謝謝委員意見；確實本計畫調查區所在地

其海水能見度不佳，因此，如使用ROV作

業時將考慮於海流相對較小、每月低潮時

段之平潮期間進行（請參閱『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第6-4-5節）；倘若經聲納調

查或ROV檢視後發現高度疑似水下文化資

產時且本計畫開發利用行為難以迴避時，

為能進一步確認以利文化資產保存目的與

能源開發利用之所需，將不排除委由專業

水下考古人員執行目視檢查來確認該目標

物。 

3. 請增加開發利用計畫之影響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目前本計畫仍處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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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行性評估之調查階段，有關水下文化

資產對於本計畫開發之影響目前仍以採取

迴避策略為主，但該部分仍待調查完成

後，將會視調查結果之現況於『海龍二號

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成果報告書』中依

據「水域開發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

辦法」第九條相關規定，在報告第八章提

送開發利用計畫之影響評估。 

B 
羅

聖

宗

委

員 

1. 以依上次委員意見提供前期調查

與技術指引之差異項目說明，提出

目標物複查工作方法。 

謝謝委員指教；該部分已重新整理後呈現

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二版）』中之表6-1、 

6-3與6-4。 

2. 水下文化資產文獻說明除湯

(2009)外，請加入國際 Wreck site 

及海圖沉船標示等說明可能敏感

區域。 

謝謝委員意見；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中顯

示於海龍二號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範圍內

存在既有沉船標示一處；而經查並比對

Wreck Site資料後，顯示該沉船記錄在

Wreck Site資料中顯示為1986年沉沒的新加

坡籍貨櫃輪，狀態為"Live"，該目標物將於

今年度（106年）本計畫執行期間做進一步

確認。該筆資料已新增說明於『海龍二號

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修訂二版）』

第4-4節中。 

3. 技術指引對照表引述，請引用正確

文字敘述避免誤導，如 P50 兩側

60m，P51 水深 5m，P55 細部調

查請改為目標物區調查。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技術指引部分，已於

『調查計畫書（修正二版）』中修正為公告

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

術指引」。 

4. P66 目視調查建議對目標物無法 謝謝委員意見；如必要時將增加ROV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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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釋物件屬性即加入 ROV 攝影。 影，確認目標物屬性；該部分已新增與修

正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二版）』第6-4-5節。 

5. 請依指引差異性進行補充調查及

目標物判釋與複查。 

謝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於『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依據公告之「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重新製作

比較表於表6-1與6-3，並將差異部分於第

6-3節中新增”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 補充

調查作業”工作內容與項目，並已於今年

（106年）八月初時先行進場施作；對於該

新增補充工作部分，請參考『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第6-3節。 

C 
邱

文

彥

委

員 

1. 計劃書仍有錯字，請檢核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加強檢核及修正錯別字。 

2.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列在計劃書本

文之後。 

謝謝委員意見，將遵照辦理，調整修改於

『調查計畫書（修正二版）』。 

3. 疑似目標物篩選原則或基準，請予

補充。 

謝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新增並修正於『調

查計畫書（修正二版）』第三章中。 

4. 既為計劃書，請補充說明調查規則

之邏輯。 

謝謝委員意見；對於目標物複查作業，主

要依據已公告實施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針對於本計畫

擬開發利用場址海域範圍內所發現之水下

目標物。進行測線間距更窄、頻率更高的

調查，所獲得的目標物資訊與影像將更為

細緻及凸顯以增進評估目標物屬性之效

果。 

5. 調查計畫完成後需提報告，並依辦

法第八條第二項第八款，描述疑似

目標物之狀況，並予評估其影響，

謝謝委員意見；已增列成果描述之作業、

記載等方法章節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二

版）』第七章。此外，由於目前本計畫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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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調查計畫中，宜先規劃對於成

果描述之作業、記載等方法或規

範。 

在前期可行性評估之調查階段，有關水下

文化資產對於本計畫開發之影響目前仍以

採取迴避策略為主，但該部分仍待調查完

成後，將會視調查結果之現況於『海龍二

號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 --- 細部調查階

段 ---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成果報告書』中

依據「水域開發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

理辦法」第九條相關規定，在報告第八章

提送開發利用計畫之影響評估。 

E 
薛

憲

文

委

員 

1. 請提供 C-Boom 與 SUBBOTTOM 

之解析度符合之規格與成果影像

之證明。 

謝謝委員意見；已新增說明於『調查計畫

書（修正二版）』附件四。 

2. 側掃聲納之射距 250m 是否符合

技術指引請查證。 

謝謝委員意見；在深水域、斜距250公尺且

全覆蓋的狀態下，去年（105年）初步調查

階段所執行之『側掃聲納探測』成果雖已

反應技術指引之規範精神，但仍是高於甫

公告施行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業與儀

器探測技術指引」的規定；因此，本籌備

處本於尊重文化部相關規定與視法性之認

定，同時善盡企業對國家社會之責任，決

定於今年度（106年）選擇一適當期間（考

量本計畫開發利用區之天候海況因素）對

本計畫開發利用區海域依據「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作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之規範

再進行一次側掃聲納水下文化資產補充調

查作業（測線150 m；Range 175 m）。 

3. 多音束之成果無法反映疑似特徵

物之成果，請調整表示法。 

謝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於『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第三章之成果比對表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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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物件以點雲方式加強突顯與呈現。 

F 
黃

千

芬

委

員 

5. 須將第一階段儀器調查結果，以水

下文化資產搜尋的呈現方式表

達，如多音束測深儀資料之展現應

使用合適的範圍。 

謝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於『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第三章之成果比對表中，將

目標物件以點雲方式加強突顯與呈現。 

6. 地層剖面儀的資料應以靠近海床

表面為主（如表層 10 公尺）而非

30 公尺深。 

謝謝委員意見；該部分已於『調查計畫書

（修正二版）』第三章之成果比對表中修正

地層剖面儀的資料展示方式。 

7. 側掃聲納之影像無法表示可疑目

標物之存在。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本計畫擬開發利用場

址海域範圍內之海床多屬沙丘區，除形體

較大的目標物外，在側掃聲納影像上，大

多無明顯的陰影存在，且在多音束海床地

形資料成果上也不易展示出其形貌。對

此，將於本年度（106年）執行目標物複查

作業之現地調查時，審慎考量現場狀況來

調整調查參數與策略，期盡可能達到委員

之要求。 

G
李

昭

興

委

員 

1. 感謝貴公司已經有很多改進，未來

還將引用「奧黛麗號」（1500 噸，

而且有動力定位系統 DP）來做複

查及 ROV 調查，是一大進步。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2. 風場內沙丘的高度達 10 公尺以

上，對未來沈船和水下文化的複

查，將是一個考驗，加油！ 

謝謝委員指教；本籌備處未來將依相關規

定辦理後續事宜，以求能滿足文化部保存

水下文化資產之目的與需求。 

H
趙

金

勇

1. 彰化地區史前晚期考古遺址近年

開始發現十一～十四世紀的貿易

陶瓷，宜評估對該地區史前晚期與

謝謝委員意見；彰化自古以來即為台灣對

外通航要港之一，歷史文獻與陸域考古遺

址所出土的貿易陶瓷當為目前較重要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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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華商/漁船交易之模式，俾能說明

對海域水下文資潛力之評估。 

證。雖可以此作為彰化海域水下文化資產

潛力之評估，但仍缺少具體的水下考古遺

物發現案例。 

2. 圖表等資料引用務求詳實。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調查計畫書（修正

二版）』增列表格出處。 

3. 運用 ROV 水下驗證之情境及狀

況，宜說明標準及操作規劃（如

漲、退潮）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調查計畫書（修正

二版）』第6-4-5節中加強說明ROV驗證之情

境及規劃。 

環

保

署

意

見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細部調

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及

「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細部調

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之

「法規依據」章節，建議依本計畫本

次送審所依據之水下文化資產相關法

令規定為主，有關報告書中所敘及之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等內容文字，係另屬環保機關「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權責，建請

刪除，以免混淆。 

謝謝委員意見；已依委員意見辦理，於『調

查計畫書（修正二版）』中刪除敘及「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等內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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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6 年 07 月 06 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專案小組 106
年第 7 次會議委員意見與文化部審查會議記錄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7月17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局物字第10630075462號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委

員

A 

1. 本計畫既為細部調查階段，調查

方方法除了儀器調查之外，應有

對發現目標物之潛水調查與評

估。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計畫開發場址於去

年（105年）所發現最淺目標物之水深已40

公尺（SITE19-PR-SC002），因此，倘若於

本年度（106年）複查作業執行階段發現疑

似水下文化資產之可能性極高時，將考慮

使用目視檢測（如：ROV）方式來加強調

查；該部分將依委員意見辦理，適當的補

充至『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內。 

2. 第四章歷史人文一節內水下文

化資產及歷史沈船資料應加註

引用來源。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修正於『調查計畫

書（修正一版）』第四章。 

委

員

B 

1. 補法規依據第5條人員資格。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修正於『調查計畫

書（修正一版）』第五章。 

2. 第一階段須檢討不足（指引），

補充說明目標物複查進行ROV

之規劃。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去年（105年）第一階

段（初步調查）之實際調查成果與技術指

引做一對照表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的”表6-1 實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

表”；此外，倘若於本年度（106年）複查作

業執行階段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可能

性極高時，將考慮使用目視檢測（如：ROV）

方式來加強調查，相關資訊亦已適當的補

充至『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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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電電纜進入岸線段之調查，請

列入調查範圍。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目前能源局/台電公司

尚未公告共用廊道之規劃內容，因此有關

輸電海纜之路由目前仍無法定案；該部分

將於內容公告後，另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送部審核。 

4. 依第六條調查區域向外延伸500

公尺，未來申請風機是否內縮，

請說明（請文化部法規會解釋）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該議題，本籌備處依

據本計畫主管單位（經濟部能源局）之規

定，於各風場潛力場址內實際可開發利用

區域邊界需由公告區域各邊向內退縮至少

六個葉片直徑長的距離；而依本計畫目前

所規劃6MW風機之葉片直徑150公尺，亦即

海龍二號風場未來可開發利用最大區域之

邊界線離現有能源局公告潛力場址區範圍

邊界線（此亦為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時之調

查範圍邊界線）內縮了900公尺，應已符合

「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

理辦法」第6條有關”…..前項第三款所定地

理範圍，包括開發、利用所涵蓋區域及其

周緣向外延伸至少五百公尺之範圍。”之相

關規定。此外，106年7月6日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專案小組106年第7次會議部會意見

（中華民國106年7月17日、文授資局物字

第10630075462號）中，本計畫主管單位能

源局（千架海陸風力機推動辦公室）所提

出之第二點審查意見內亦有相同之看法，

請委員參考。 

5. 18號風場（三號）內海圖上有一

不礙航沈船，請併入本次調查項

感謝委員意見，將在本年度（106年）複查

作業執行時，優先以側掃聲納掃描來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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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該出現於海圖上之沈船標誌目標物進行確

認/複查，檢視其存在與否。 

6. 19號風場（二號）東側目前規劃

入航道區，請仍對原目標物進行

複查。  

感謝委員意見；海龍二號開發場址東側未

來可能被劃設為航道而無法開發；雖未確

認，但本籌備處基於文化資產保護之精

神，同意於本年度（106年）辦理全區（19

號）含可能劃設航道區範圍內10個可疑目

標物之細部調查，進行複查作業。 

委

員

C 

1. 第一階段並非依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全區域），應先補充第一

階段未完成部分。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去年（105年）第一階

段（初步調查）之實際調查成果與技術指

引做一對照表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的”表6-1 實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

表”。此外，對於第一階段審查所提有關”

側掃聲納的射距大於技術指引”之意見，由

於本計畫場址所在之海域已屬較深水域

（海龍二號風場範圍內水深介於35公尺至

68公尺間），且擬使用之開發區域（風機與

海上變電站群）大部分水深均大於40公

尺，因此，依據文化部所提供之「水下文

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指

引」內有關IHO對海域目標物偵測之要求，

於本計畫開發場址內所需表列之特徵物應

大於4公尺；而以去年（105年）初步調查

階段所使用之設備，在250公尺的斜距下亦

於 區 內 偵 測 到 2 公 尺 大 小 之 目 標 物

（SITE19-PR-SC006）；因此，考量場址特

性，在深水域、斜距250公尺且全覆蓋的狀

態下，去年（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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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側掃聲納探測』成果應已反應技術指

引之規範精神，建請委員再為審酌，惠予

接受。 

2. 請參考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指引

作為調查規範之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本年度（106年）所執行之

開發場址海域細部調查作業已依106年7月

14日所頒佈實施的「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作

業與儀器探測技術指引」進行相關調查規

劃，請參閱『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之

“表6- 5 複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表”。 

3. 請提供各種儀器之間資料之比

對方法。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各儀器針對同一目標

物之比對詳列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內表3-3至3-14中。 

4. 建議文資局對本計畫複查之目

標進行水下考古研究，確定是否

具水下文化資產價值。  

感謝委員意見。 

委

員

D 

1. 建議就技術指引的規定補齊各

儀器的資料，以完成普查調查內

容，之後才可進行可疑目標物的

複查。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去年（105年）第一階

段（初步調查）之實際調查成果與技術指

引做一對照表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的”表6-1 實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

表”；經比較結果，去年度（105年）所執行

之初步調查之成果應可為委員接受，故於

今年度（106年）提送『海龍二號（19號潛

力風場）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細部調

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送部

審核。 

2. 請以變頻聲納（或稱為高解析度

聲納）進行地層剖面調查，以符

感謝委員意見；依據文化部所提供之「水

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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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術指引之規範。  指引」有關”底層剖面儀調查”之儀器相關規

範要求，去年度（105年）所使用的C-Boom

地層剖面儀，其垂直解析能力為0.25 m ～ 

0.3 m，符合相關技術指引要求，此部份已

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之”表6-1 實

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表”內做一比較

說明，同時亦請參閱附件五中有關C-Boom

垂直解析能力之說明。 

委

員 

Ｅ 

1. 請仔細依據技術指引之要求，檢

視並提供上一階段之作法且提

出不符合初勘階段之工作項目

及分析方式（例：是否加測工區

500m以外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去年（105年）第一階

段（初步調查）之實際調查成果與技術指

引做一對照表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的”表6-1 實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

表”；經比較結果，去年度（105年）所執行

之初步調查之成果應可為委員接受，故已

於今年度（106年）提送『海龍二號（19號

潛力風場）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細部

調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送

部審核；至於是否加測工區外500公尺區

域，本計畫依據主管單位經濟部能源局之

相關規定辦理潛力風場開發計畫，以及由

106年7月6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專案小組

106年第7次會議部會意見（中華民國106年

7月17日、文授資局物字第10630075462號）

中，本計畫主管單位能源局（千架海陸風

力機推動辦公室）所提出之第二點審查意

見中，認為本計畫於去年度（105年）之調

查範圍已符合「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請委

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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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先完成初勘之內容後，才得

以針對疑似特徵物進行複測工

作。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去年（105年）第一階

段（初步調查）之實際調查成果與技術指

引做一對照表於『調查計畫書（修正一版）』

的”表6-1 實際調查作業與技術指引對照

表”；經比較結果，去年度（105年）所執行

之初步調查之成果應可為委員接受，故於

今年度（106年）提送『海龍二號（19號潛

力風場）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細部調

查階段---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送部

審核。 

3. 請提出上岸纜線之調查及水下

文資疑似目標物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目前能源局/台電公司

尚未公告共同廊道之規劃內容，因此有關

輸電海纜之路由目前仍無法定案；該部分

將於內容公告後，另提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送部審核。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一、依海岸管理法第 25條規定略

以：『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

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從事一

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工程

建設、建築或使用性質特殊

者，申請人應檢具海岸利用管

理說明書，申請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前項申請，未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前，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不得為開發、工程行為

之許可。』；又依『一級海岸保

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規定，申請案件倘同時具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將依相關規定辦

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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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位於特定區位、達一定規模

以上(或使用性質特殊)、開發利

用、工程建設或建築等程序未

完成等3種條件，即需申請特定

區位許可。本次會議依所附各

案計畫書初步檢視，除『富岡

港交通船碼頭改善計畫水域工

程』案刻由申請人與本署釐清

外，『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

畫』及『海龍三號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2案，本署業以106年6

月 21日函復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請申請人依規定申請特定

區位許可。  

二、又應申請特定區位許可之案

件，倘涉及近岸海域部分，本

部於審議時均要求申請人依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7

條第6款『是否為其他法令所禁

止』規定，說明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作業辦理情況。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將依相關規定辦

理後續事宜。 

三、另依所附計畫書初步檢視，各

案均涉『區域計畫法』之海域

區、海域用地，依『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之2規

定，應申請『區位許可』，併予

敘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將依相關規定辦

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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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能

源

局 

1. 後續執行細部調查時程建議於通

過環評審查後再執行。  

2. 離岸風電案件調查規劃，實際開

發利用範圍為與相鄰廠址距離6

倍葉片直徑長，應可符合法規第

六條調查規劃向外延伸至少五百

公尺之範圍。  

感謝提供意見與說明；有關本計畫實際開

發區域之詳細說明已補充於『調查計畫書

（修正一版）』之第一章內，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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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5 年 12 月 28 日第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

第 3 次會議委員意見與文化部審查會議記錄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2月02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局物字第1063001147號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委

員

1 

1. 應明確於圖面上標註疑似目標物。

另，調查技術與方法之說明與處理應

更加細緻。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水深圖面上標註

疑似目標物位置，請參考本計劃書圖

3-3；調查技術與方法已依委員意見詳

細說明於本計劃書第六章。 

2. 請允諾籌設許可前，再進行水域細部

調查，並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之模式

撰寫。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允諾依審查

意見之要求，將於『籌設許可前，再

進行水域細部調查，並以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之模式撰寫』；配合本計畫之開

發時程與基於上述承諾，本籌備處擬

於今年（106年）在開發場址海域內執

行水域細部調查，針對去年（105年）

於初步調查階段所發現的12個目標物

進行複查作業，並以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之模式撰寫調查報告。 

3. 依據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及處理辦法規定，進行細部調查

前，要將調查計畫送主管機關送審後

始執行。  

感謝委員意見；依據「水域開發利用

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第6

條之規定，本籌備處於今年（106年）

提送『海龍二號（19號潛力風場）離

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細部調查階段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書』至主管

機關審查，於取得同意後再執行現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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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2 

1. 側掃聲納的射距大於技術指引，建議

以承諾方式在施工前補齊。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案場址所在之

海域已屬較深水域（海龍二號(19)風

場範圍內水深介於35公尺至68公尺

間），且擬使用之開發區域（風機與海

上變電站群）大部分水深均大於40公

尺，因此，依據文化部所提供之「水

下文化資產探測作業與資料繳交格式

技術指引」內有關IHO對海域目標物

偵測之要求，於本案開發場址內所需

表列之特徵物應大於4公尺；而以去年

（105年）初步調查階段所使用之設

備，在250公尺的斜距下亦於區內偵測

到 2 公 尺 大 小 之 目 標 物

（SITE19-PR-SC006）；因此，考量場

址特性，在深水域、斜距250公尺且全

覆蓋的狀態下，去年（105年）初步調

查階段所執行之『側掃聲納探測』成

果應已反應技術指引之規範精神，建

請委員再為審酌，惠予接受。 

委

員

3 

1. 應將疑似目標物之相對座標標註出

來。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疑似目標物之位

置坐標表列於本計劃書之表3-1。 

委

員

4 

1. 所提調查報告仍似主以環境影響評

估製作，擬請於籌設許可前另提一水

下文化資產相關法令所提調查報告。 

感謝委員意見；本籌備處將依據「水

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

理辦法」第8條之規定，於本次水域細

部調查完成後提送符合規定之調查報

告書送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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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C-boom 垂直解析能力說明 

 

 
Spectrum: 300~2500 Hz, peaking at ~ 1000 Hz 

Width of seabed events 1.2~1.5 msec 

Estimated vertical resolution （@ 1.6 m/msec）: 0.25 ~ 0.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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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儀器型錄 

Fugro SeaStar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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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gro SeaStar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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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anix POSMV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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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anix POSMV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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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Sberg Hipap 35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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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Sberg Hipap 35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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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 Minos 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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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ech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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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ech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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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ech 2000 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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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ech 2000 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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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Sea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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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SeaSpy 

 

  

附8.2-147



KongSberg EM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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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Sberg EM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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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Eye Panther 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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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Eye Panther 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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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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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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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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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s HIPS and S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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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s HIPS and S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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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on  

 

  

附8.2-157



Geosoft Oasis Mont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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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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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區塊 18、19）」 

陸域文化資產重新調查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 

撰稿人：陸泰龍 

日期︰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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