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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雲林西部濱岸走廊過去長期非為政府所重視之國家發展的區域，以致在發展初期即缺乏長遠而

有系統的規劃，這樣的作為使該區域地貌結構發展無法適時鑲嵌於時代潮流環境的演變，而呈現斷層而

顯出人與水之間不合協的風貌；相對而言，現今若能有妥善整體性保育概念之長遠規劃與管理，必能提

高該區域發展的可塑性及價值。本研究以具精密數位掃瞄儀之空照數位相機空中掃描雲林西部濱岸地

貌，經精密掃瞄解析度一微米(10-6m)、精度小於二微米，儲存為數位航照圖，並與過去傳統航照圖比對，

分析過去雲林沿海鄉村地景演變的過程(如土地分布、河川與濱岸變化的情形)，藉此解析勾勒如何永續發

展西部濱岸廊道的特色、歷史特質的延續與人文互動的意義，同時萃取這些意涵的元素做為西濱走廊現

代規劃主軸的特點、發展與基礎。再者，以景觀解構與分析歸納可發現該地區近數十年之工業、農業、

社會發展的實況與地貌演變之關聯性，也以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充實建構雲林西濱長期間的地貌藝景，總

之：導入共構「人與環境共存」之生態保育走廊發展概念於既有發展的模式中，發展的觀點如下：1.轉型

永續再生的環保工業與自然生態產業並存。2.以綠概念為主軸模擬具本土濱岸規劃符旨之人文社會的活

力。3.結合該地區工業發展、城鄉觀光遊憩與社區總體營造為一體的經營策略。如此方能在未來劇變的環

境下，提升該區域之國土利用效能而同時確保雲林西部濱岸之永續發展。 

關鍵詞：濱岸、地景演變、景觀解構、人與環境共存、生態保育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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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運用經濟原理與法則合理使用土地及環境的

資源已經成為全球化永續經營的模式，這概念下之

作為促使我們以健康生態關注的方式正式面對環

境的變化［1,2,3］，期能在發展前期規劃時具能深

思「利用與保育」兩大角色互動的定位與循環互利

共生，達成大尺度多元景觀環境的生態多樣性

［4,5,6,7,8］，實務上將這些價值轉化在土地資源與

人的互動，也就是反應將人的角色融入於活動環境

之中，強調人類直接行動於目前自然資源上，闡述

透過生態休憩方式棄除深根蒂固以「人為中心思

考」模式的產物，增加貼近天人合一尊敬自然倫理

暨保育的實際行動，亦非口號而已［9,10,11］。過

去至今的規劃常發現無依上述論述的概念而具體

化的落實與實踐，這有如像人一樣無法相對重視與

尊重給予大地基本的生存權，導致整體開發下發現

不同景觀維尺度變成許多破碎的地景，隨時間而失

去生態系的功能，再者，也隨著人口增加，人類的

一些臨時性的移動及休憩行為等承載量(carrying 

capacity)的壓力而影響一些規劃開發或自然地景

［12］。因此規劃與管理類似性質的區域時，應避

免脆弱的環境生態受到不可恢復的衝擊，諸如開發

海洋與海岸地區的行動是世界上最快速，但生態環

境永續經營應更甚於其他產業的發展［13］。綜觀

現階段是否應該將這些做一複合式整理歸類，發展

可循環利用之永續規劃雲林西部濱岸鄉村［14］，

使成為多元休憩走廊，景觀互動生境綴塊和諧鑲嵌

於台灣其周圍的環境，才能發展特色極具多面向資

源經濟社區與區域平衡。儘管是否過於理想而阻力

過大，不過我們應釐清許多對於景觀整體開發衝突

的根源，依全球潮流的趨勢即可化阻力為助力，融

合不同族群為共同目的的社區，也是朝向各自利益

而存在，景觀生態系統才能永續經營與發展［15］。 

雲林縣長期都有財政窘困情形，開發並未如預

期而處於軟硬體建設不足，因之，為積極吸引投資

在早期引入石化工業進駐，期能帶來地方繁榮，促

使新市鎮開發計畫活絡經濟，如今實質的效益並非

如預期的目標，反而引發環境保護長期的紛爭，存

疑對於國土利用價值未見合理及無法提出解決環

境惡化各樣式的紛爭。今又面臨經濟發展壓力希望

藉由規劃於四湖濱岸外沙洲設立另一同類大型工

業，也同樣以填海造地的方式施作，這些做法從過

去的經驗發現當初預設的成果與實際實現的確實

性也是令人存疑。今逢全球關注地球暖化與人類未

來生機，積極制定京都協定(Kyoto protocol)期限制

工業國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量，企圖緩和暖化效

用，未來如果以此為依據臺灣應提早做準備與規

範，同理為遵守這類國際性常規相信應排除在這區

域再設立這類大型工業區，是應該重新以環境與國

土保育給予這區域新活化的契機，也是審視這個區

域環境永續經營的機會，作法諸如可以透過台灣目

前許多濱岸溼地復育的經驗，並以積極規劃及相關

濱岸管理的方式賦予這區域形成原鄉特色互動走

廊而生息及延續人文生命，此即反映如能從先以大

尺度廣義生態環境「人與環境互動」的建構著手，

將雲林西部濱岸區域整體規劃為保育知性的休閒

遊憩環境，不僅提供雲林平原城鎮整體休憩的開

發，也利用既存石化工業成為經濟時代博物館，透

過解說功能轉譯多元存在的價值［16］與時代的意

義，另一源思是藉由生態旅遊的經驗［17,18］創

造屬於西部濱岸內涵與休憩的價值而建構知性的

生態休憩場域，傳承隱式無煙工業的精緻效能與永

續經營。 

過去環保意識非主流價值，導致規劃方向重經

濟輕環境，正因有了這樣時空、人文與自然的錯綜

關係，更能由這樣發展過程的經驗，促使未來規劃

雲林西岸時更能包含原有特質元素融入鄉村營造

計畫之中，同時為避免過度提供生態休憩可能帶來

對環境第二次的衝擊［10］，走廊與周邊區域連通

整體規劃可形成多邊互補的關係，一方增加生態特

色走廊的優質程度，另一方也提升生活休憩的內

涵，使原先雲林西部濱岸荒涼的空曠(閒置空間)變

為全台「自然與人合一」心靈生態的休憩走廊(再

利用)而更具競爭力，最重要達到無煙工業多重的

經濟效能。為使實質發展建構西部濱岸生存的意像

與淳樸的生命力，本研究以空間解構方式了解雲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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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濱岸的地貌及整體規劃的情形，藉由圖像分析

在地元素與特性解析的意義價值，提供以圖層剖

析、規劃與建構西部濱岸走廊互動性的特質與發展

之可能性，期能使這區域發展兼顧工業、鄉村與都

市化的均衡發展，創造更大的經濟價值及人文休憩

最大的效益，達到永續經營。 

貳、材料與方法 

研究地點 

研究的區域如圖一位在臺灣中偏南之雲林縣

縣治範圍內，由歷史繼承與歸納至現今之發展軌

跡，整體規劃縣內具開發成具潛力的特色走廊分別

如下的區域(圖一)：1.雲林西部北方區域-麥寮濱岸

(六輕)。2.四湖為中心(含外傘頂洲)。3.支援西部濱

岸特質之虎尾新衛星城鎮發展區塊。作為研究分析

的主體。 

概念形成 

研究過程與方法 

以宏觀生態理念闡述雲林海線自然整體生命

力的特質，以全球發展趨勢的元素縮影設計融入於

西部濱岸的規劃，同時整體規劃兼實宜的策略引導

活絡在地生態的產業；並以如下圖層論述解析與規

劃建構。 

一、空照收集的過程如下:  

1. 利用 GPS 導航，以利控制飛行依預定計畫航線

攝影，保持規定之前後重疊與左右重疊，並使

預設空標點攝影位置能盡量符合原來設計之構

想。採用具有像移補償設備之精密冊測圖用寬

角(15/23)航空攝影機；攝影底片採用有效限期

內航攝專用底片。 

2. 以正片掃瞄：採用奧地利 Vexcel 廠製之平台式

Ultra5000 精密數位掃瞄儀，作透明正片掃瞄，

儀器之掃瞄解析度為一微米(10-6m)、精度小於

二微米(2×10-6m)。本掃瞄儀影像解析度最小可

達五微米。 

3. 地面控制點測量：採用 GPS 衛星定位測量及傳

統地面測量方法并用作業，以克服天候、地形

之障礙，爭取時效。 

4. 空中三角測量：採用 LEICA 廠 DPW770 數值航

測影像工作站，自動匹配量測模型內已知控制

點，及待測之模型控制點。 

5. 正射影像糾正：採用 LEICA DPW770 數值航測

影像工作站，配合數值地形模型資料作為正射

糾正之控制資料，將中心投影之航空像片，逐

點糾正成正射投影，消除像片上投影誤差，製

作數位正射影像資料檔，記錄在光碟或磁帶上。 

6. 最後稿圖編篡與審查：編修完成之數值糾正影

像，完成空照圖。 

二、製圖 

1. 多功能複合伺服機（Lexmark X5150）掃瞄器掃

瞄後存影像（JPG）或圖（BMP）檔。 

2. 草圖研討及修復，相關位置與重點位置擬訂。 

3. 現場踏勘及測量（作業範圍界定）。 

4. 匯入並以製圖程式（AutoCAD2000 中文版）向

量、注入比率尺及轉檔作業，轉繪成繪圖檔

（DWG）。 

5. 依大地水準測量範圍之平面數據輸入圖檔定位

後連結，並繪製等高線平面表圖，以不同顏色

代表各高程線。 

6. 將所測現場水準各點高程之數據輸入定位，後

剖切及繪製斷面圖表。 

7. 依現場水準各點高程之數據輸入定位，選擇最

佳鳥瞰角度定位後再繪製立體圖表。 

8. 修正補實，文字輸入，比對效正。 

9. 列表造檔或輸出列印。 

參、結果 

雲林整個西部濱岸開發的程度因其財政狀況

不是很好，致使無法積極規劃與人造的建設，此原

因保留較低開發自然變化的原貌，這也恰予這西部

濱岸更多緩衝時間去反思及評估如何依區域屬性

重新妥善思考整體規劃的方向。根據保育的策略進

行「人與環境」互生息，不僅是以低投資高回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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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經濟的自然永續經營策略，其最重要不再增

加西部濱岸形成更多破碎的生境(綴塊)而避免這

些國土資源不敵自然演變導致枯竭；以此常理，顯

而易見延續保留原先的人事地物，多利用現有的資

源再利用(規劃)是對雲林西部濱岸的開發會是最

佳的註解(與環境無爭)，這樣越是低密度開發同時

也會是休憩旅遊(生態旅遊)最佳的去處。根據雲林

西部濱岸自然脈絡發展的特性，南方區域有一溼地

的地理特色及其濱岸外有一隨季節變化的沙洲，這

顯示出該地理環境為自然生態生產力的重要分

布，往北的區域已有石化工業進駐也已具規模，其

改變的機率微乎其微而且這樣的既定發展的工業

遷移總體效益不大，反而不利其他環境的生態與人

的生存權利，所以應該接受這個已存在不利的事

實，不過現階段應以不同的角度面對且以公共藝術

整體塑造工業產業的形象與多元生態的利益關

聯，創造工業形象的春天意象。當有效地整體規

劃，為避免規劃後榮景再生後，也因隨這狀況而受

到干擾，必須尋求多方解套的策略方能永續經營造

就雙贏的局面，不再跟過去一樣相同的經驗與結

果。以上述說明的原理與利基，利用空照這些地域

可以再一次證明發現雲林西部濱岸整體規劃最佳

與具自然潛力開發的方式為：以廊道概念區隔，各

形成各自的特色且彼此還是以溝渠可選擇性聯繫

互惠的關係存在，同時後方有一緩衝地帶作為補給

與減緩衝擊之預做準備與效果，這樣整體的規劃形

成三角建構的互補共生，以最低成本區域規劃達到

最高的效益。 

目前以空照分析雲林西部濱岸地貌，研究出具

開發潛力成為上述多元性質的廊道有三大區域，其

構成(圖一)為：1.雲林西部北方區域-麥寮濱岸(六

輕)。2.四湖為中心(含外傘頂洲)。3.支援西部濱岸

特質之虎尾新衛星城鎮發展區塊。由圖二顯示麥寮

六輕工業規劃完整與外為區域區隔明顯，自成一個

單獨工業園區，其與濱岸相關的設施為有一座獨立

自主的碼頭，這一區域順其現況限制為完整石化工

業屬性的廊道，可以避免對外的干擾與影響，如以

人文活動經營的策略，這也是一座吸引人之活的石

化工業展場可規劃成為工業休憩觀光，藉此分享自

然與工業彼此互動的關聯與跳脫舊式的思維，休憩

觀光面向的省思，實為一大規劃的突破，也只在雲

林才能發現這樣美的體驗。圖三說明提供緩衝支援

的地域最佳的地點不在原先虎尾鎮中心規劃，而是

週邊台糖用地，延伸發展成為虎尾新衛星之都，這

樣的做法避免因規劃破壞虎尾鎮已有的歷史街景

地貌，保留原鄉城鎮擁有自我的特色，除上述之

外，也是以開拓規劃的方式建構現代化的休憩副都

心，成為西濱休憩觀光旅遊帶緩衝停留的節點區

域，從圖三顯示該區域的地理條件最適合。雲林西

部濱岸最具特色的區域就在四湖為中心附近的區

域，由空照該區不僅是成龍溼地而是外傘頂洲，這

樣形成生態相似的一個特有廊道，這個廊道具有表

示自然環境優劣之指標性的生態意義，也是非常適

合推廣生態休憩，也印證不再使用的地貌區域最好

整合規劃為保護區，作為生態旅遊供做自然解說教

室，提升國民環境與休憩教育最佳場所，另外也提

供自然休憩保育永續規劃之戶外觀察場域，可由觀

察海岸外有屏障的沙丘變化了解地貌關係，由空照

(圖四)，平面(圖五)及等高線(圖六)解析，這些綜合

得知沙洲與濱岸間關係的剖面圖(圖七)，提供模擬

建構沙洲溼地的立體模式圖(圖八)，提高整體規劃

的實況性避免降低未來經營之永續價值。 

肆、討論與建議 

將原先認為污染工業的六輕化為工業觀光休

憩的園地，從對立至互相容忍正視對方的本質，藉

這廊道的設計促使彼此關懷而朝多元發展，這地景

演化的規劃有如郭等人［19］規劃設計老街的概念

是相似的，促進形成特色的分區，而整體核心價值

是由各分區的細部之主軸所建構連貫而成，如此很

容易提高發展內在的價值，像老街細部再審視招牌

也可產生對招牌新的認知不只是很普通的建築附

加物也可以是很富有藝術感及創意十足的公共藝

術［19］。其實這些都是經過時間衝擊的考驗與演

變，敞開胸懷與付予人文的關懷而不再對立，才能

轉化為工業城鄉風貌之觀光場域，休憩興起也帶來

增加無形及正實質效益的經濟。工業活展場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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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面保存人與地互相依存的特殊濱岸地貌與濱

海城鄉的特質，顯示不同的地理符號特徵，原本北

方石化工業的面貌是與此相似，人的經濟活動與發

展塑成不同的方向，形成強烈的對比，反而當時這

些未開發的區域呈現自然的演變風貌，也是世界潮

流的地理環境，為呈現與工業發展歷史是連續互通

不可分的，此區域整體規劃我們運用如郭等人［20］

進行古蹟、歷史建築物修復手法與策略進行，展現

解構元素與元素再建構成文化地貌及永續維護，同

時這樣的整體規劃利導出發展永續休閒遊憩的產

業，不僅是提升國人另類良好的休閒活動場所，也

是成為濱岸與地理生態文化發展具永續保存與休

閒活動相輔相成的經營管理。除上述的規劃是無法

使這些區域平衡的發展，一方面避免規劃後發展過

程逐漸形成更多的綴塊而失去自然的生態平衡，一

方又要在經營的策略上提高休憩觀光的滯留時

間，這有如郭等人［21］規劃虎科大校園景觀餐廳

相似，原先已半成閒置空間的狀態，透過貼近消費

群理念而規劃為福爾摩沙無人島主題餐廳，此是藉

導入多種不同的元素對餐廳外部空間進行修改設

計，讓景觀餐廳活化並吸引消費者，同樣地在這整

體規劃提供虎尾副都心的建設，以達成雲林濱岸整

體區域休憩觀光的多元效益。 

整體規劃建議此生態廊道的特性最大作為是

形成保育休憩型生態區，值得一提這裡有流失或補

充 砂 源 不 足 的 情 形 ， 不 過 以 養 灘 (beach 

renourishment)、沙丘與溼地自然綠化以及透過長期

監測計畫［22,23］發揮永續經營的成果，也使這

沙丘再生建構規劃應可完成預期的結果，達到計畫

目的的效果，一是自然是的生態工程。這沙丘的歷

史與養護過程同時將是自然解說題材，規劃過程將

沙丘的特色、在地性建構與推動的經驗行銷國際，

宣揚臺灣在環境保護所作的努力，也無形中提升與

擴展雲林在臺灣環境保護的形象及地位，延伸現階

段與未來工業無煙的重要性。再者，原本當地醫

療、文教及休閒等公共設施缺乏，因離島工業區設

立，為求永續經營，投資者一方替員工著想，另一

方進一份社會責任，陸續規劃綜合性的大社區，以

提高當地生活機能及生活水準，這不僅為經營工業

區之投資者朔造新形象，也提供工業觀光發展的生

活基本元素，再配合渡假型大湖計劃應可創造無限

的觀光商機。如以目前的西部走廊的規劃構想(包

括工業觀光及海岸休憩)，沙丘發展為濱岸溼地，

渡假型虎尾副都心計畫可調節緩衝生態遊憩之承

載量而間接支援沙洲低密度濱岸遊憩開發的規

劃，使得雲林縣西部濱岸區有計畫自然形成生態園

區，並可成為臺灣生態環境保育的重鎮，如此不僅

只有創造無限的商機，最重要重視環保的無形效

應。上述提及大湖計畫規劃為生態旅遊行程的緩衝

區，此舉為確保能保持低密度承載量開發與發展的

策略，避免走向大眾旅遊而成為生態旅遊的終結地

［24］。 

總觀，提出這樣具永續性整體性的規劃，達成

目標仍有賴政府將權力與職責下放地方社區

［25］，同時藉由提出共管關係觀念［26］，計畫性

使社區成員積極參與，並結合當地老化與失業人

口，這樣不僅維持環境與本土人文活力，更促使營

造鄉村的價值能永續創新，增加生態觀光的效果。

現在隨著時代演進經濟的發達，應該在永續發展的

概念下，加強溝通與協調整合，促公私部門的合

作，導正唯有秩序的發展，減少環境負面衝擊，提

供當地居民利基，並重視教育與訓練，才能落實規

劃期望的多樣性、綜合性及高品質休閒遊憩的空

間，真正提升遊憩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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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上方圖為雲林在台灣縣治的範圍。下方藍圖為特色走廊區域：1.雲林西部北方

區域-麥寮濱岸(藍色圈)。2.四湖濱岸為中心發展的區域(綠色圈)。3.支援西部濱岸特質

之虎尾新衛星城鎮發展區塊(紅色長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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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雲林西部北方區域-麥寮濱岸與六輕工業區之空照圖。 

                 (比例尺=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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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緩衝與支援西部濱岸發展，規劃虎尾新衛星副都心的腹地空照圖(粉紅及綠色長

方框為台糖用地，白線條為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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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四湖濱岸為中心發展區域及外傘頂洲空照圖(插圖為不同時間的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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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外傘頂洲與相對濱岸的距離與區域範圍。圖 6：外傘頂洲與相對濱岸的剖面圖。 

圖 7：外傘頂洲與相對緊鄰濱岸的等高線圖。圖 8：外傘頂洲與相對濱岸立體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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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stern coast and area in Yunlin county, Taiwan has never been a project of any importance in the eyes 

of Taiwan government.  Lacking systematic long-term planning from its early development, natural and 

primitive landscape exploration predetermined the landscape structures of this area.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two major landscape designation, i.e. the newly zoning satellite nearby Huwei town and the 

Wetland Area in the southern coast area; however, a far-sighted integrative landscape planning that combines 

three major conservatively planning projects in this area, that is, the “eco-resort developmental project” of 

present, “development in coast and wetland” converged in the eco-leisure and recreation, and the Mailiao 

Industrial Park of the past, is in fact a more sustainable and profitable management for the host community.  

This study gears toward a modern eco-environmental landscape planning of the area, hoping to preserve, if not 

manifest,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distinctiv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while in the 

mean time, approaching full and integrative utilization of the land.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topographical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adjacent rural planning areas, Mailiao Industrail 

Park, Sihhu wetland and Barrier Island, newly zoning satellite nearbu Huwei town, for visioning an ecological 

corridor allowing for congru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proposing landscape 

management strategies revolving on the axis of ecological balance that encourages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cological recreation tourism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all together.   

Key words: wetlan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Barrier Island; ecological planning; eco-leisure and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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