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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生對生態旅遊之認知─以高雄七大濕地為例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進入二十世紀的後期，世界經濟發展已達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這樣的

發展速度與規模，卻使地球上的自然資源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甚至人類賴

以為生的環境系統之運作也遭受傷害。地球暖化、臭氧層破洞、森林砍伐、

酸雨等都是負面的環境變化，並隨著人類活動而加速惡化。人類對大自然的

影響不再只是侷限於地表，而是擴張至大氣層，並且藉由大氣的運作，將影

響逐漸遍布全球。在生態體系中，人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並不是主角。

但人類運用科技，使天生萬物皆為人類所使用、差遣。科技雖然可以滿足人

類的生活慾望，但是這些大自然反撲的事實與警訊迫使人們不得去面對、思

考自己所處的環境問題。

在旅遊業方面，由於大眾旅遊帶來的密集人潮及負面衝擊，容易破壞自

然生態的平衡，所以一種對環境負責任、以保育為目標的旅遊方式，即「生

態旅遊」，生態旅遊(Ecotourism )所提出的是一項結合環保與遊憩的觀念，它強

調以自然環境為訴求，基於人與自然共存的原則，追求自然永續發展的生態

保育活動。

二、研究動機

台灣經濟在快速發展下，生態旅遊帶來地區繁榮與國民生活水準上的提

高，但隨著旅遊成長、擴大的同時也對地區帶來許多正、負面的衝擊影響。

我們認為生態旅遊發展過程若未善加規劃反而會加速自然資源的破壞，盲目

的追求觀光發展所產生的許多負面衝擊與影響，是值得我們對生態旅遊背後

所存在的問題加以省思。

目前以自然環境的生態旅遊或觀光活動需求日益增加，使得自然環境與

生態資源相對於過去面臨更嚴重的威脅，而在國際社會逐漸重是自然資源的

維護，及生態保育知識日漸高漲，人們也開始對自然生態抱持反省的態度(曹

勝雄，2001)，為了能兼顧自然生態保育與旅遊地的永續利用，聯合國將 2002

年列為「國際生態旅遊年」(The Internation Y ear Ecotourism )。行政院為了國內

的經濟，也將 2002 年為「台灣生態旅遊年」，且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

為觀光內涵，配套建設發展多元觀光活動。因此希望藉由生態旅遊，能達到

對環境危機有所助益，對於任何能夠喚起學

生的環保意識，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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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濕地(w etland)的定義

濕地(w etland)顧名思義是一處有水有土的地方，因此閩南語又稱「坔」音

為「湳」。濕地內的土壤通常是排水性較差、或是由沖積、氾濫等自然營力所

造成的土地。而水量的多寡，會隨著季節、氣候等因子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一)表 1、濕地的定義

學者(年代 濕地的定義

國際拉姆薩公約（1971） 第一條定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為的，

永久的或暫時的，其水為靜止的或流動

的，抑或淡水，半鹹水或鹹水地區內的

草澤（m arshes）、林澤（forest）、

泥澤（bogs）、泥沼地（fen）、泥煤地

（peatland）或水域所構成的地區；包

括低潮時水深不及六公尺的海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87） 指發生季節性氾濫期間通常該土地能

被供為農業用途之時間，或著在陸生及

水體系間過度之土地，其水位通常位於

或近於地面，或是該地積有淺水；更必

須具備下列三種性質之一種：1.該地至

少是週期性的，以水生植物為優勢；2.

基質主要是無法排水之積水土壤；3.

基質非為土壤而在每年生長季之某些

期間內，為水所飽和或積有淺水。

中華民國野鳥協會（1994） 指陸地與水域之過度地帶，及指潮濕土

地，含括了林澤草澤泥沼水塘低漥積水

區及潮汐灘地等。構成溼地的主要要素

有濕土（hydric soil）水域（waterregion）

與水生植群。概分為河口（estuarine）

與淡水溼地（palustrine）兩大類。淡水

溼地包括草澤地、灌叢沼澤與森林溼

地；河口區包括大部分海岸半鹽溼地，

計有：紅樹林沼澤（m angrove sw am p）、

泥質灘地（m ud flat）、草澤地（m arsh）。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1.賴明洲、薛怡珍、方偉達（2005）；2.邱文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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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的生態功能與價值

（一）生態功能：濕地提供了維持微氣候與生態系統穩定、避免洪水災

害、防止海岸侵蝕、淨化水質、水量補注、豐富野生動植物棲息、

濕地汙染轉換、物質循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1）生態系統穩定功能包括：提供完整的生態系及生物棲息地。完整

的生態系是指許多生命在此完成生態循環且形成食物鏈，而生物

棲息地主要是探討溼地提供各種生物所需之水源、食物來源及多

樣性植物作為庇護所。

（2）物質循環功能包括：水循環（水質涵養、水質淨化）、碳循環、

氮循環、磷循環及污染物轉換等。

（3）溼地生態系功能包括：洪水調節、防止海岸侵蝕。溼地位處水陸

交會地帶，在大量雨水來時提供了有效的分洪道且可將其儲存，

慢慢排放，另外溼地植物的根系如紅樹林也可防止土壤在海水潮

汐及洪水沖刷中流失。

（二）經濟功能：濕地豐富的環境資源，可生產漁貨及農產品以工人類

使用。

（三）景觀功能:濕地常位處於特殊地理位置，如河口、海口等地區，擁

有豐富的動植物棲息地，所以常形成特殊的視覺景觀。

（四）科學研究及環境教育功能：濕地常被用來發展環境檢測、實驗、

對照等高職生科學研究。豐富的自然景觀及完整性的生態系統，

可做為環境及自然保護教育之用處。

（五）休閒遊憩功能:濕地是生物多樣化的繁衍地，吸引無數鳥類在此棲

息，更是重要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所以吸引許多喜愛大自然前往觀

賞鳥類、野生動植物，因此對人類有休閒遊憩調解身心靈的功能。

資料來源：（M iller ＆ H ay，1981；W alsh et al，1987；Farber ＆Constanza，1987；

Constanza ＆ D al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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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地的價值

（一）無形的價值

     1.選擇的價值(option value)，即保留濕地，使人類在未來需求嗜好改變

時，仍有選擇的機會。

     2.存在的價值(existence value)，濕地即使不開發，裡面一些瀕臨絕種的

動植物存在(如黑面琵鷺)，也有它的價值。

     3.遺留價值(bequest value)，保存濕地使後續世代享有當代給予的一切好

處。

(二)表 2、有形的價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1.Burke et al（1988）；2.劉靜靜（1995）；于立平（1997）；

3.邱文彥（1999）；4.賴明洲、薛怡珍、方偉達（2005）。

四、生態旅遊的定義

（一） 「生態旅遊」的概念第一次出現於 1965年的 Hetzer在 Links雜誌中提

出，他呼籲文化、教育及旅遊業者對遊憩重新省思，並提出所謂「生

態性旅遊 Ecological Tourism」。

（二） 1983年 Ceballos-Lascurain（墨西哥保育專家）創造「生態旅遊

Ecotourism」一詞，以遊說保護北猶加敦的濕地提供為美洲紅鶴的繁

殖地（觀光局，2002）。

社會經濟價值 生態環境品質價值 魚類及野生動物價值

洪水之控制

海浪損害的防護

海岸侵蝕之控制

地下水與水源供應

能源資源(泥炭)

家畜放牧

釣魚及貝類採收

獵捕

遊憩資源

教育及科學研究

具有淨化水質

汙染物過濾

沉澱物去除

汙染物分解

製造氧氣

營養物循環

化學及營養物吸收

水棲生物的生產力

微氣候的調節

世界氣候(臭氧層)的調節

提供魚類及甲殼類棲息

地

提供水鳥及其他鳥類棲

息地

提供其他野生動物棲息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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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生態旅遊學會（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提出對

生態旅遊的明確定義：對自然地區具責任感的旅遊方式，且能保育環

境並延續當地住民福祉（TIES, 1991）。

（四） 生態旅遊的定義各國都不同，然而所有的定義都反應了三個要素：

1.原始自然的旅遊地點

2.提供環境教育機會以增強環境認知，進而促進保育生態環境的行

動力

3.關懷當地社區並將旅遊行為可能產生之負面衝擊降至最低。

五、生態工法

（一） 為了達到永續利用這個目的，對周邊的環境所進行任何有關於保存、

維護、復舊、改良等工事，包括生物與非生物材料的應用。

2006年的時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將「生態工法」正式更名

為「生態工程」。

（二） 生態工法也就是為了避免傳統工法大量應用水泥，導致對環境所造成

之不協調或衝擊。

六、高雄的七大濕地

（一） 洲仔濕地(國家級)

洲仔溼地佔地十公頃，左鄰蓮池潭、又倚半屏山，在車流量大，熙

來攘往的翠華路邊，形成一方都市叢林中的寧靜小天地。園區以擬

自然環境的概念與工法，營造出可以自然發展生物鏈的環境，刻意

減少人工設施，並且成功復育水雉與多種水鳥，目前約有 100種植

物，20種鳥類在此棲息、活動，園區提供志工導覽服務，為減少生

物受到過多干擾，入園請先預約。

（二） 援中港濕地(地方級)

位於楠梓污水處理廠旁的援中港濕地公園，佔地約 30公頃，是一

個淡、鹽水系完善的海岸型自然溼地公園，成功保存並復育高雄面

積最大的一片紅樹林，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寧靜園區中，各種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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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地對話；往南可眺望柴山，繼續往海邊走可達後勁溪出海口，

欣賞周邊漁塭景緻。

（三） 半屏湖濕地(地方級)

半屏湖溼地共 7.8公頃，位於半屏山山麓，原是石灰採礦場的沉砂

池，1997年停止採礦後，市府在 2006年利用原有場地，規劃了高雄

溼地生態廊道中最特殊的人工湖濕地公園，成為廊道中繼站之一。

溼地全年分乾溼兩個季節，公園內有觀景平台、木棧道、戶外教室

及供遊客賞鳥用的鳥屋。

（四） 內惟埤濕地公園(美術館溼地)

內惟埤曾是高雄灌溉的重要埤塘，也是盛產芋頭、菱角的溼地。現在則

以美術館為中心，規劃成內惟埤濕地公園，寬闊的園區內有百種以上的

植物、60種以上的鳥類，搭配美術館的藝文展覽活動，已經成了北高

雄最夯景點。

（五） 檨仔林埤溼地

位於愛河上游的檨仔林埤面積約 3.75公頃，原為曹公圳埤塘，早期曾

是高雄農業的命脈；近年因失去灌溉功能而逐漸淤塞或被佔用，影響環

境品質，因此高雄市政府將其規劃為濕地公園，跨高雄市縣的獨特帶狀

溼地以生態工程打造，結合防洪、淨水、生態、教育與遊憩，重視清新

水域，也找回最自然的生活空間。

（六） 本和里溼地公園

本和里溼地公園是國內第一座城市滯洪池，佔地 3.4公頃，大雨時則可

發揮滯洪的功用，降低本和里水災的機率，平時則是優美的溼地公園，

各式水生植哉，提供都市中的生物另一個棲息處所，也提供市民清新的

生活空間。

（七）愛河中都溼地公園(未完成)

蜿蜒的河岸是愛河中都溼地公園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園區將原有垂直岸

壁進行堤線調整，引入愛河河水，並以生態工程建造，兼具防洪、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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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休憩功能。漂流木作成的休憩座椅帶來自然野趣，並設有觀察木

棧道，以便不打擾鳥類與昆蟲的觀察週邊生態。

参●結論

（一） 生態旅遊對環境仍具有破壞性。因使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生態保

育部應忽視人類活動，主張生態保育應納入自然環境面、經濟層面、

社會文化層面考量。

（二） 濕地對台灣生態體系的完整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台灣遊

憩資源的有限情況下，面對各項發展需求，造成不可復原的衝擊。

（三） 發展生態旅遊於土地利用上，如公共設施開闢，土地利用變形的程

度越大，負面的影響也越大，相對的衝擊程度也越大。當遊客利用環

境從是遊憩活動的同時，遊客人數、停留時間、所從事的活動、遊客

素質行為等變異數，更直接衝擊影響，如垃圾量增加、噪音增加、 空

氣品質汙染、交通壅擠等。

（四） 文化等於是一個地方的生命力來源，必須經過很長時間的延續和傳

承，甚至文化本身肩負著保存與紀錄的功能，也留給後人追溯與考究

的訊息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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