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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第 17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9月 26日 14時 00分 

二、地點：中油大樓 513會議室 

三、主席：張皇珍主任委員          紀錄：顏嘉宏 

四、出列席名單： 

出席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列，職稱敬略)： 

吳龍靜(郭庭羽代)、林立昌、邱家守、周宏農、周運貴、張皇珍、 

陳炳煌、程一駿、曾琡芬、黃將修、黃基森、楊博丞 

列席人員(職稱敬略)：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 董事長：李順欽 

2. 總經理：方振仁 

3. 天然氣事業部：張世駿、吳孟航 

4. 液化天然氣工程處：黃榮裕、張致豪、林君燁 

5. 觀塘處：唐棨 

6.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處：楊漢宗、莊家欣、鄭吉延、蕭閎麟 

                      顏嘉宏、鄒名晅 

五、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屆執委會最後一次大會，感謝李董事長及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處之

支持及協助。回顧執委會四年來共召開 33場次會議及相關活動，包括 16次

例會、12場工作小組會議、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及兩次現勘活動，平均一年

進行八次的例行會及活動，委員們幾乎兩個多月就會見面參與會議或參與相

關討論，在執委會第二年之後，為讓委員就生態保育相關議題討論能更加順

暢及深入，也開始參與中油公司在保育及生態相關的委託案期中及期末審查

會議。感謝每位委員無私奉獻及付出，除開會外，在地周運貴委員及葉國傑

委員的巡守、現場的監督以及共同面對公投相關議題討論等。執委會秉持的

信念，除在中油觀塘生態保育工作推動上維持我們的初衷，更希望能超越環

評承諾，做得更好。執委會同時也信守第三方中立原則，提出對觀塘生態有

裨益的建議，讓中油公司參採，四年來歷經中油公司三位董事長，但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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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保育的推動沒有延誤，尤其謝謝李董事長劍及履及的積極態度，讓

執委會的各項任務得以順利推動。謝謝由楊處長帶領的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

處下的祕書處，這段期間協助執委會開會準備工作及各式資料提供，非常有

效率；同時也謝謝邱副總橫向溝通協調。在最後一次例會，我們請李董事長

給我們說幾句勉勵的話。 

六、李順欽董事長致詞 

謝謝這四年來兩任委員，無論寒暑，不辭辛勞參與會議，委員們對中油公司執

行環評承諾與生態保育上的作為，發揮了監督的力量，並給予我們相當多的指

導。我們一直強調環保跟工安一樣，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無論留任的委員或

新任委員，我們都非常歡迎委員們持續給予中油公司寶貴意見，監督我們持續

努力。誠如我在各個場合提到的承諾，『中油在，三接在，藻礁一定在』，中油

公司不只在藻礁，甚至在整個生態保育上都願意持續投注心力，這幾年環境監

測結果，無論是生物多樣性、藻礁種類以及小燕鷗的復育成果等等，都交出漂

亮的成績單，這也同時說明施工並未對環境及生態造成破壞。中油公司在 11月

7 日將在中油大樓一樓將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這兩任的執行成果做一個發表呈

現，並藉石油展示館場地開辦藻礁生態常設展，除呈現藻礁豐富生態外，亦會

持續滾動式修正加入更多生態元素，呈現中油公司因為三接而產生的核心價值，

讓我們公司在海洋生態保育上持續不斷前進，日後也會規畫加入 VR等虛擬互動

模式，讓來參訪展館的小朋友透過互動方式更加接近海洋。最後謝謝主任委員

及委員們這四年來的指導與寶貴意見，中油公司五年一億預算與海洋信託基金

投入，都期許能從桃園海岸為出發點，為全台灣環境及海洋做出更好的貢獻。 

 

七、致贈委員感謝狀及合照(略) 

八、委員發表感言及期許 

林立昌委員 

謝謝中油公司給予這個機會擔任執委會委員，執委會委員由各個領域專家學者

組成，我也從委員身上學習到很多。經過各項共同討論，各個環境及生態議題

意見及指導也獲益良多。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是環工，對海洋議題算是初學者，

這四年來海管處也算跟執委會一起成長。關於這四年來海管處的生態調查，在

這邊跟大家報告兩件事，第一件事，觀新藻礁在 103年 7月 7日劃設為保護

區，藻礁數量從劃設前到目前為止，數量調查結果已經從 129種增加到 345

種，成長大約 2.7倍，這說明了進行三接接收站工程的過程中，不僅對藻礁沒

有造成破壞，生態還持續變好，北緩衝區也發現 28群柴山多杯珊瑚族群。第

二件事是大潭藻礁也並未因三接站工程而生態變差，這是雙贏的局面。以海管

處角度來說，我們期許將來，經濟發展、能源轉型及生態保育能創造三贏目

標。桃園市政府在能源轉型過程也責無旁貸繼續努力讓台灣電力穩定供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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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希望中油公司生態保育信託基金更落實在生態保護及經濟發展上﹐大潭跟

白玉藻礁也能廣徵民意，採納專家學者經驗，有更好的環境保育政策。總結來

說，我們希望在結合生態保育經驗上，未來提供環境教育投入的方向，讓藻礁

永存不是夢想。 

 

黃將修委員 

主委、李董事長、各位委員以及所有中油的同仁夥伴大家好，這四年來參與執

委會可說是獲益良多，在這過程中，除了每位委員提供的專業意見，中油公司

更是積極的解決執委會所提的問題並完成很多保育的措施。我個人最大的期許

是經濟發展跟生態保育並行，經濟發展、能源及供電穩定及生態保育持續進

行，不犧牲任何一方，也讓國家各項發展朝向更好的方向前進。 

 

楊博丞委員 

主委、李董事長、方總經理，邱副總以及大家好，我在執委會這四年來收穫    

匪淺，我的期許是這四年時間所累積的資料、照片及經驗等等，能作為將來推

動環境教育重要助力。 

 

程一駿委員 

主委、李董事長、總經理，各位中油長官、各位委員大家好，中油公司身為    

以工業為主的企業，願意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在開發單位、環保團體以及專    

家學者之間進行溝通，理性協商，因為找出問題才能有對策。期望將來能更    

加落實這樣的對話，以期找出開發及生態共存道路。 

 

周運貴委員 

主委、李董事長、總經理，處長以及各位委員大家好，擔任兩任四年的委員    

期間不敢說有什麼建樹，但是任內能看到觀塘三接公投順利過關，同時看到    

三接施工相當順利，感謝中油公司及協力廠商共同的努力之下，工程進度略    

有超前之外，藻礁生態也得以保存。三接附近的居民，近來有提及關於三接    

工程竣工之後，是否會有凸堤效應或是漂砂問題，再請執委會下一屆委員多    

加費心。 

 

曾琡芬委員 

主席、李董事長、總經理及各位與會的委員大家好，中油在三接工程所歷經    

的辛苦及過程是有目共睹的，經濟部著重的不僅是在經濟面上的任務，還需    

要經濟跟環境議題相互並存，共同執行。謝謝中油公司在回應環評承諾時成    

立執委會，執委會這四年來做出非常多與生態調查與保護措施相關的討論，    

也謝謝主席豐富的經驗帶領，讓執委會有非常豐碩的調查與研究成果，這都    

顯示出中油公司在開發與環境保護同時努力的用心，努力做得更好。經濟部    

日後在工程開發上也會朝這個方向，讓開發與環境能夠良好友善地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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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龍靜委員(郭庭羽科長代理) 

主委、各位委員、李董事長及各位與會的工作團隊大家午安，感謝這段時間    

執委會主委及各位委員以及中油工作團隊，大家的努力及用心有了豐碩的保    

育成果，後續海保署會持續擔任生態監督角色，讓大家一起努力來保護桃園地

區的藻礁，希望經濟發展及自然保育間取得平衡及雙贏的未來。 

 

陳炳煌委員 

我曾經參加過兩次聯合國舉辦的地球高峰會，建議台灣需要有更多公部門的    

參與及民間公司力量的整合，例如中油、台電等來參與這項國際論壇盛事。    

更希望能由台灣來承辦相關的論壇及研討活動，期許世界其他國家能看見我    

們的努力與作為。我期許中油能成為五星級的企業，不單只考量股東的利    

益、員工利益、顧客利益、社會利益，甚至考慮到整個環境利益。 

 

黃基森委員 

主任委員、李董事長、方總經理、中油各位長官及各位委員，大家午安。首先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我 34年前在行政院環保署擔任科長時，第一筆

經手上百億的經費，就是中油公司用超額盈餘的經費給環保署推動公廁清潔維

護與工程改善工作，這種拋磚引玉的結果，目前台灣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公廁

都是屬於優良公廁，此外，中油公司在新冠肺炎的防疫期間，仍然提供優質及

潔淨的公廁給民眾使用，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在此，要感謝中油公司讓

我擔任「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委員」，在這期間我學習很多不

同領域的專業知識。這幾年來天然氣接收站開發案，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心，更

成為環保團體關注的焦點，我親身經歷了中油對科學與研究的支持，同時也秉

持以科學和專業向社會大眾說明，這代表中油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

同時實踐並落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是企業推動「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

典範之一。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仍是一條長遠的路，企盼中油公司能在「永續

發展」的理念 ，繼續推動「環境教育」，讓國人對環境有正向的價值觀與態

度，參與環境保護。 

 

周宏農委員 

主委、董事長、總經理、中油相關事業單位及各位委員大家好，這三年多參    

與執委會運作，除了貢獻自己專業外，因為生態系是各領域的整合性系統，所

以大多還是在學習。一開始看觀塘工業區的生態，對比其他如墾丁國家公園海

岸，東北角海岸或是澎湖海岸而言，顯得相當貧瘠，生態系統服務也有顯著差

異，然而在中油挹注大量經費預算來做研究，讓原本生態研究上不起眼的項

目，在觀塘生態系可以深入地看到，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未來有兩點期許，第

一點期許未來社會發展及生態保育上能取得平衡並能提供更多有利及有效的生

態系服務資訊。第二點則是期許持續透過中油公司及執委會的努力來讓觀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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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區即將完工建成的三接工程區域，藉由生態復育變成一個豐富的生態系統，

讓生物及人類都能駐足。 

 

邱家守委員 

主任委員、各位委員、董事長、總經理以及中油各位夥伴大家午安，我奉派    

來參加執委會，經過四年中油公司的強力支持及務實精神，以及各個專業領域

的委員幫忙，我本人及中油工作團隊，大家收穫良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歷

程，很高興有這樣的經驗並能繼續參與下一屆執委會，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國家

提出政策性的，社會性的，教育性的，技術性的建議，謝謝大家。 

 

    張皇珍主委 

兩任的執委會委員完成了『觀塘寶典』的編輯製作，內容詳實記載觀塘藻礁    

生態、執委會由來及動態，以及中油公司在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上的作為等

等，是一份極具參考價值與意義的資料，將來也會持續更新盤點內容。待民國

114年三接工程竣工時，請中油公司能邀請歷屆委員一同來參與及見證這個歷

史性的時刻，謝謝大家。 

九、報告事項： 

(一)第 16次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確認：確認通過。 

(二)歷次會議(含工作小組)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三)工作報告：(略) 

(四)綜合討論： 

    周宏農委員 

1. 簡報中提及基礎生產力部分，表層、中層及底層所代表的定義應予說 

明?A、B、C各測站也都各有不同的深度，這表、中、底層在各測站的深

度，這中間有何相關聯?要麻煩中油請研究團隊這邊再多加論述清楚。 

2. 簡報各地點的離岸距離、與各河口相對測量位置的所測得基礎生產力資料

似乎缺少學術上之相關性，雖然影響生態的綜合因素很多，例如洋流、潮

汐等而影響生產力測定值，但希望研究單位所採測量分析方法要能嚴謹並

標準化，以肯定數值的真確性。所測量的葉綠素 a與基礎生產力間的學術

相關性也建議加以分析及論述。 

 

    周運貴委員 

1. 桃園觀音當地海岸巡護隊及水環境巡守隊長期於觀音海岸進行定期定點的

淨灘及巡守作業，可謂相當辛苦，隊員們都是當地熱心居民且為無給職，

希望中油公司能加強與當地巡護(守)隊合作，並協助及促進與其他縣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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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動。 

2. 紅肉ㄚ髻鮫在西部海岸為常見魚種，然並非漁民目標魚種，中油公司藉由

衛星籤標放及投入經費進行研究，瞭解其族群分布及洄游路徑等，確有其

保育價值，也建議評估該研究之經濟效益。 

     

黃將修委員 

柴山多杯珊瑚今年第二季調查活體數據為歷年來最高，請說明實際進行調查    

的方式為何？族群數量計算的方式？可否以密度或面積的方式來呈現以瞭解    

並更準確掌握該物種族群變化情形。 

 

    海保署（郭庭羽科長代） 

1. 簡報 1，P4所提有關鹽度檢測數值較歷年數值偏低的可能原因為何？ 

2. 簡報 2，P5所列殼狀藻藻種數歷年變化可見觀新及大潭的殼狀藻種數變化

不大，然以全區來看總藻種數是降低的，可能原因為何？另，P12柴山多

杯珊瑚歷年族群數量調查顯示為穩定變化，是否有可能同時進行群體大小

的測量以進一步瞭解珊瑚族群的變化情形。 

3. 今年小燕鷗在桃園繁殖成功率仍達 7成以上，棲地營造成果可說相當成

功，但以個別區域來看，竹圍北堤繁殖成功率較去年成功率較低，可能原

因為何？ 

 

    楊博丞委員 

1. 簡報２所列底表動物統計數據可見，黑瘤海蜷在白玉區、G2區及觀新區

等三區為佔比最多物種，而 G1區卻不同於其他三區，可能原因為何？ 

2. 依據實際前往 G1藻礁區進行生態觀察經驗，該區底表動物物種變化相當

大，例如當日可見數量相當多的兇猛酋腹蟹，隔日再去卻不復見，甚至連

屍體都看不到，可能原因為何? 

 

    林立昌委員 

1. 桃市府委託海洋大學李孟洲老師所進行的藻種調查似乎與中油公司所進行

的調查成果數據上有所落差，建議可將調查結果比對，找出可能造成差異

的原因為何？ 

2. 今年竹圍漁港北堤的小燕鷗復育成果相當好，桃市府今年亦在 7月辦理賞

鳥活動，建議中油公司未來能將該處所進行的小燕鷗棲地營造與賞鳥活動

結合，相信能更凸顯中油公司除了在柴山多杯珊瑚的保育之外，在其他面

向的保育工作，如小燕鷗保育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貢獻。另，執委會委員

七月份的現勘活動，桃園鳥會有提出希望能優化賞鳥設施，例如遮陽設施

等，讓前來賞鳥民眾能免於酷暑日曬。 

3. 桃市府於觀音地區已設置草漯沙丘展示館及里海學堂，該處位於白玉海

岸，向南望去即可見中油公司的兩個儲槽，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夏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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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遊客前往，建議未來可以利用該處現有空間將中油公司在藻礁生態

系保育成果展示並帶入環境教育，相信有助於民眾進一步瞭解中油對海洋

環境的貢獻，讓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兩個主軸結合，也會讓更多民眾願意

投入海洋保育並做出貢獻。 

 

    陳炳煌委員 

1.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工作的推動與落實，需要政府與民間、中央和地方一

起來合作，三接擔負國家能源轉型任務，過去亦歷經公投，建議中油公司

持續盤點及累積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17項的各項具體作為，未

來倘有機會於國際上呈現時，將會是一大亮點，亦是台灣突破國際外交的

重要助力。 

2. 中油公司過去四年的小燕鷗保育工作是很具體的成果，建議中油於明年 6

月 22日辦理國際交流論壇，進行會前或會後的實地參訪，並邀請各國大

使館/代表處代表、台灣的各地鳥會與會，將會是很有意義的活動。 

 

    黃基森委員 

    簡報中有關基礎生產力提及社子溪口的基礎生產力最高，但細看其河口水 

    質、底泥等數據似乎無直接關係，原因為何？建議分析討論。 

 

     程一駿委員 

建議每兩年盤點及回顧執委會執行重點成果並對過去兩年的生態調查成果及

環境變化分析比較，以即時掌握及預見問題並提供建議。 

 

    張皇珍主委 

1. 有關林立昌委員提及，中油公司生態調查數據與桃市府的生態調查數據

有所差異的部分，建議應予比對及釐清可能原因。 

2. 未來生態調查監測數據呈現，建議增加生態調查數據變化可能原因分

析，執委會希望透過持續的各項環境、生態監測數據，提供委員們預見

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並預先提出解決方案或有效對策。 

3. 依據目前彙整研究顯示，國內企業對於聯合國永續目標具體作為，至多

能符合 7~9項，而中油公司過去三年多在三接所投入的資源，相較國內

其他企業，許多項目符合聯合國永續目標第 14、15項，希望未來中油公

司持續努力並呈現具體作為，不負全民期待。 

 

    李順欽董事長 

1. 柴山多杯珊瑚的研究調查既有調查方式仍然繼續維持，另外也請環保處

或環興公司研究看看是否可利用高科技設備的輔助，例如 IR(紅外線)或

其他多面向的測量方式，將資料加以比對整理分析，以期能達到更準確

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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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藻礁生態保育成果將藉由石油展示館部分場館範圍進行常態性展覽，將

來以這個為基礎，核心精神不變之下，不定時更新並擴充置換展覽內

容。若能與桃園市政府合作，將生態保育成果也在桃市府海管處已規畫

的環教園區或展示場呈現，如此應更能讓我們的保育理念傳遞範圍更

廣，也請環保處這邊評估可行性。 

3. 關於聯合國的 17項永續發展項目，一直是中油公司長期以來奉行的精

神，強調環境永續、社會共榮的公司治理原則。我們也會針對中油公司

重視的項目再做到極致，例如第六項淨水及衛生，我們從關注乾淨的飲

用水到潔淨的公廁等項目，都是中油公司努力不不懈的成果。最後關於

SDG14、15項海洋生態及陸域生態保育以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目標也是

執委會委員可以發揮的重要項目，期待我們這些項目上的作為能有更精

確的資料與結果，同時也能提升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正面意義。 

4. 關於周運貴委員提到的部分，謝謝運貴委員帶領的海岸巡守隊和水巡守

隊協助我們補強海岸的巡守及淨灘，有需要加強協助之處，會後請液工

處與委員聯繫討論。 

 

 

回應： 

    液工處張致豪所長回應 

1. 簡報第 9頁有呈現基礎生產力檢測地點及水深等資訊，所獲得之檢測數據

會回饋給中油所委託的研究團隊，包括水質、底泥等來進行相關性分析。

另本季鹽度檢測數據偏低，其可能原因本公司團隊會再回頭檢視原始檢測

數據及相對應測站，進一步釐清可能原因。 

2. 簡報所提及社子溪口基礎生產力最高，我們也同時發現大腸桿菌量亦相對

較高，其可能原因本公司將於會後與研究團隊來討論和找出相關可能因

素。 

 

    環保處楊漢宗處長回應 

1. 有關本公司生態調查數據與桃市府所調查的數據有所差異，我們會後會進

行比對，惟調查數據有所差異可能因調查地點、方法、時間等不同而產生

差異。(林立昌委員) 

2. 有關優化及擴大於竹圍漁港的賞鳥設施部分，未來可評估在不影響小燕鷗

繁殖的前提下來努力，希望也讓更多民眾來關注小燕鷗以及了解中油公司

在桃園推動小燕鷗保育工作的努力。(林立昌委員) 

3. 本公司目前規劃中的白玉環境教育園區場館選址，委員建議可利用桃園市

政府目前在觀音區現有的環教場館，例如草漯沙丘展示館及里海學堂場

域，本公司已於今年度的選址規劃案中納入評估。(林立昌委員) 

 

    生態組鄭吉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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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本公司所進行之大潭區域柴山多杯珊瑚族群調查計畫，主要是針對大

潭 G1、G2區族群進行全區普查，族群數量則以珊瑚群體方式來計量，非

單一株珊瑚蟲計算；另有關柴山多杯珊瑚族群以其他計量方式，如密度、

面積等方式呈現，未來會依委員意見來評估可行的多元計量方式以呈現珊

瑚族群變動情形。(黃將修委員、海保署) 

2. 有關潮間帶生物調查結果差異性，可能係因藻礁區為海陸交界的潮間帶區

域，易因劇烈天候狀況、漲退潮等而導致此區域生物前後兩日情形差異甚

大，目前簡報所呈現之調查統計分析皆為研究團隊依環評要求所訂之調查

頻率於適當退潮期間所進行的現場調查結果，未來仍會持續進行生態監測

以掌握該區域的生態變動情形。(楊博丞委員) 

十、提案討論： 

十一、 臨時動議： 

陳炳煌委員 

建議中油公司日後參與各論壇或是策展的布置，都能考慮循環再利用 REUSE

和 REPAIR 的原則，讓資源能有效再利用。 

 

決議：請中油公司參考。  

 

 

十二、 散會：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