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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致敬-海域開放與發展計畫 

(109-110年) 

一、 計畫緣起 

依海洋基本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應規劃發揮海洋空間

特色，營造友善海洋設施，發展海洋運動、觀光及休憩活動，

強化國民親海、愛海意識，建立人與海共存共榮之新文明」。 

二、 計畫目標 

除「淨海」外，再延伸到「知海」、「近海」、「進海」，並制定

相關作法作為政策之推動方向： 

 知海：以推廣海洋社會教育、推展海洋體驗活動、建立海洋教

育場域及強化海洋保育教育，落實知道海洋目標。 

 近海：以整合資訊完善服務、建構完善基礎設施、建立友善遊

憩環境及促進海洋休閒活動，據以朝向親近海洋之目標。 

 進海：以鬆綁法規及管制區、建置整合資訊平臺、責任承擔自

主管理及提升救生救難效能，邁向人民可進入海洋之目標。 

三、 計畫內容 

 「開放」-「開放海洋，簡化管理」： 

1.除國安、生態保育區及必要禁限制區外，積極開放海洋，提升

海域遊憩環境。 

2.盤點檢討不合時宜的法規限制，進行鬆綁，解除限令。 

 「透明」-「資訊透明，一站滿足」： 

建立海域遊憩活動一站式資訊服務平臺，將海域遊憩相關資料

進行整合至於一個網頁，以達資訊透明之目標(包含海域遊憩

景點、設施、申請海域活動、海情資訊、民眾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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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友善措施，完善服務」： 

友善設施及友善措施，包括既有設施有損毀、不堪使用的設施，

請負責單位加強維護、整治；新建設施要以友善水域活動、方

便民眾使用為原則，加速興建及規劃。 

 「教育」-「深化教育，普及體驗」： 

鼓勵學校安排活動，讓孩子從小慢慢地接近海，透過教育，讓

孩子做好準備，自己負責、自主管理；另也讓靠山與靠海的學

校可以進行經驗交流分享。 

 「責任」-「風險明確，責任承擔」： 

依據風險評估決定開放程度並對外明確公告，不再是樹立警告

標誌一律禁止。同時一方面鼓勵國人了解落實自主管理、責任

承擔的精神。 

四、 執行單位：內政部、財政部、環保署、教育部、文化部、農委

會、交通部、經濟部、國防部、科技部、金管會、原民會及海

委會等 13個部會執行。 

五、 執行期程：109年至 110年度。  

六、 經費需求：共計 26億 3,414萬元。 

七、 財務計畫：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本計畫為開放海洋工作計畫，無財務計

畫之基本分析，無自償性。 

 成本項目：本計畫內開放海洋(知海、近海及進海)部分，涵蓋5

大政策主軸「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

任」，共有14個部會參與，合計總經費為26億3,414萬元。 

 收入項目：本計畫無實質收入。 

 現金流量分析：本計畫無現金流量分析，屬整合型計畫，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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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協同辦理，達到開放海洋之目的。 

 自償率分析： 

1.直接費用收入：本計畫無相關費用收取對象，亦無相關費用收

入，財務自償可行性低。  

2.自償率小於 1：依據各工程施作成本、後續操作維護營運成本、

附屬事業門票收入等分析自償率，本計畫因無其他實質收入，

故自償率小於 1，需仰賴政府補助維持。  

 創新財務分析：本計畫為生態環境保育類型的計畫，透過5大政

策主軸，達開放海洋遊憩，促進遊憩產業發展。由此可創造社

區經濟，運用社區多元就業人力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等新興職業

出現，皆有助於新的經濟循環。 

 財務效益分析：本計畫因實質收入不足，累積淨現值及獲利指

數均呈現不具財務效益或無法計算之結果。依此結果顯示，本

計畫應由公部門進行投資，以達到潔淨海洋及開放海洋之社會

經濟效益，本計畫為專案計畫，具有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