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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依「陸域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陸域自然

地景之指定基準」，和平島地質公園之指定條件說明於下： 

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和平島公園位於基隆和平島北端，可西望野柳岬，北眺基隆嶼，是觀賞北

海岸特殊景觀的重要觀景點，其範圍以中山仔嶼及和平島北邊海岸為主，並於 

107 年由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宏岳國際有限公

司營運管理。 

和平島公園本身即具備大寮層野柳砂岩段的連續露頭，結合千萬年以來強

烈東北季風的侵蝕及地殼抬升與海平面升降的海蝕作用，塑造出蕈狀岩、豆腐

岩（地質景觀）、海蝕洞、海蝕崖、海蝕凹壁（地形景觀）等多樣化的景觀。目

前遵循 UNESCO 地質公園的「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地景旅

遊」四大核心價值，保育珍貴的地質、地形景觀、妥善的資源利用並能結合社

區經濟的發展。 

1. 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  

項目 說明 

特殊科學

重要性 

1. 具有大寮層野柳砂岩段的完整剖面，並且可近距離接觸岩層露

頭。而大寮層是構成臺灣北部海岸相當重要的地質組成之一，

其重要性對於地質教育、地形教育、環境教育與地景保育的推

動上有重大意義，是進行野外實察、瞭解鄉土環境（尤其是濱

海地形）的良好教學場所。 

稀少性 

1. 和平島公園總面積為 22.7公頃，其中高潮線以上的陸域面積約 

13公頃（海域 9.6公頃），在如此有限的面積裡，參觀遊客除

了可以登上園區環山步道或雷達站咖啡，遠距離觀察海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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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海蝕崖、海蝕溝、海蝕洞等特殊地景，亦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多

樣性可接觸型地景，包括蕈狀岩、風化窗、豆腐岩、風化紋與

生痕化石等。在臺灣地區，要能同時見到上述地形者，僅新北

野柳、台東小野柳與本地三處。即便拉到國際上，具有相同特

質者也是少數，更凸顯其稀少性。 

美學價值 

1. 和平島公園的特殊景觀成為國內知名的地質旅遊景點，萬人堆

與千疊敷更是日治時期指定的名勝。 

2. 阿拉寶灣遠眺基隆嶼朝日的景致是攝影愛好者爭相取景之地，

也曾被國內外媒體所報導，被評為世界最佳日出觀景點之一。 

3. 阿拉寶灣海崖以及海蝕平台，深受節理切割的影響，在小尺度

部分可見到節理排列形成的整齊外觀；大尺度的地景則呈現灣

澳相連的岬灣景觀，一路連結至瑞芳的基隆山、鼻頭角等地，

而和平島雷達站景點是最佳的眺望點。 

2. 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用。 

和平島地質公園內可見證地景演繹的不同階段。除了 2,000 萬年以來的沉

積與成岩作用、1,000 萬年以來的造山運動痕跡外，亦可見 6,000 年來海陸之

間各種風化侵蝕營力作用所形成的海岸地形。長短期的演變歷程盡收眼底，更

能充分觀察到大自然界內、外營力在地質材料與地形作用上多樣化的成果。 

二、保存完整之程度 

和平島地質公園內的地質、地形景觀，受惠於過往對海岸的管制以及風景

區的管理，尚能良好的保存原有景觀，人為開發利用被限制在特定的範圍內。

目前景觀的變化主要由海浪的拍擊與海風所含鹽分與地震因素，造成的風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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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作用讓地景隨時間繼續變遷。 

三、指定、變更範圍或廢止之緣由及理由 

和平島所見的自然地景，地質年代大約是 2000萬年的大寮層砂岩與海水侵

蝕作用長期交互影響而成。主地形以海崖、海階、海蝕平台以及各種地質與地

形景觀。海階為海水面位置變化加上岩層緩慢隆起，這些階梯狀的地形外觀，

記錄了不同時期海水面的相對位置。而面積廣大的海蝕平台，則是近期海水面

長期停留的證據。 

和平島上多樣的地質與地形景觀，是本地多樣的地景價值的精華所在，如

海蝕平台、蕈狀岩、結核、風化窗、豆腐岩等。這些地質與地形景觀需要特定

的環境條件配合，如堅硬的岩層、發達的節理；外在因素則需要長期在同一高

度的海水面、強烈的波浪拍打衝擊，對岩層進行差別風化的恰到好處，才能產

生這些景觀。這些特殊的景觀密集的出現在和平島地質公園範圍之內，與北海

岸的野柳地質公園互相輝映，國內其他地方難以在同一地點，見到如此多樣的

地質景觀，具有高度的保育價值。 

四、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地質公園可包含分區規劃） 

和平島地質公園土地面積約 22.7186公頃，包含海域部分（平高潮線以

下）的 9.687公頃、以及陸域（平高潮線以上）的 13.031公頃，海陸比例為

42.6％（海域）：57.4％（陸域）。範圍中具有地籍資料者為 15.2609 公頃，包

含基隆市中正區和平段 952 地號等 28 筆土地。其中花豹岩位於海岸礁石區，

並未被目前的地籍資料圖包含。依據法律，土地權屬屬於中華民國，為國有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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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和平島地質公園範圍與海陸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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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和平島地質公園提報景點特質 

景點特質 

景點名稱 
地質遺跡 地形景觀 人文地景 

豆腐岩（花豹岩） ○ ○  

蕈狀岩（萬人堆） ○ ○  

厚層砂岩（千疊敷） ○ ○  

野柳砂岩（阿拉寶灣） ○ ○  

 

表 2 和平島地質公園提報景點土地權屬 

項次 
地質景點 

名稱 
地籍 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人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1 

豆腐岩（花

豹岩） 無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

局） 

北海岸暨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 

2 
蕈狀岩（萬

人堆） 

和平段 

946 號 
中華民國 

北海岸暨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 

3 

厚層砂岩/豆

腐岩（千疊

敷） 

和平段 

946 號 
中華民國 

北海岸暨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 

4 

野柳砂岩

（阿拉寶

灣） 

和平段 607-

8號、945

號、953號 

中華民國 
北海岸暨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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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範圍之影響 

（一）指定自然紀念物核心區與緩衝區： 

和平島地質公園的核心區，基本以上述四個主要景點為範圍。豆腐岩(花豹

岩)核心區劃設，以自然紀念物提報點之花豹岩為中心，沿海岸礁石向南延伸至

海岸步道，亦為地質公園的帶狀區域；蕈狀岩（萬人堆）以環山步道北側、岩

石區上蕈狀岩集中區；厚層砂岩（千疊敷）則位於環山步道東側、節理分明的

海蝕平台區域；阿拉寶灣位在海灣處，包含海崖、海蝕平台的區域。目前核心

區均為管理單位限制進入的區域，欲進入者需由管理單位、解說員陪同，保護

與管理的強度高。 

緩衝區部分，是以和平島地質公園其他非核心區域均劃設為緩衝地帶，包

含了地質公園內所有的自然景點潛力點與部分人文景點潛力點，遊客可依據和

平島地質公園管理單位公告的開放區域進行遊憩。 

（二）指定與劃設後的影響： 

和平島地質公園規劃範圍，全區產權均屬於公有地，但不包括海岸保護

區、自然保留區等特殊管制區。劃定範圍中陸地部分沒有既有道路通過，不會

對交通造成影響；劃定範圍僅包含陸域部分，沒有水域被劃入，不影響附近漁

民作業。整體而言，自然紀念物、核心區與緩衝區的劃定，對當地居民生活環

境並不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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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和平島地質公園範圍與指定自然紀念物提報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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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和平島地質公園核心區與緩衝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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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一) 環境特質 

和平島位於臺灣北部海岸，由三個小島組成：最大的是社寮島（和平島主

要範圍）、中山仔島（和平島最北端部分）、以及西側的桶盤嶼（由防波堤連

接，目前為基隆港航管中心）。在日治時期之前，和平島與台灣本島並無直接

相連，是離台灣最近的離島。在擴建基隆港時因聯絡需要，從八尺門水道建立

橋樑而與本島相連。社寮島因為面積最大、平地較廣，開墾早期就成為主要聚

落的所在地，也是目前歷史文物的主要集中區。中山仔島位於社寮島以北，兩

島隔著小水道相望。以北的海灘直接面迎東北季風，南側因為島中央的小山丘

阻隔而有遮風避雨之處。桶盤嶼面積最小，原本與其他兩島沒有連接，後因興

建基隆港外堤施工，而被連接起來。 

和平島的主要出露地層與野柳地區相同，為約 2200萬～1900萬年前沉積

於海底且富含化石之「大寮層」的中段厚層砂岩。從和平島經八尺門一直到八

斗子這一線的地質，都屬於同一世代的「大寮層」，其主要是由緻密厚層細砂

岩與灰黑色頁岩所組成，其中抵抗海蝕能力強的，便突出成為海岬；抵抗力弱

的，就內蝕成海灣、海溝。（引用自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雙

溪』圖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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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和平島地質公園與鄰近區域地質簡圖（改繪自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

地質圖『雙溪』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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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現況 

1. 提報核心景點 

    和平島地質公園是一座以 UNESCO 地質公園的精神，作為轉型與經營管理

目標之園區。地形上屬侵蝕性後退型海岸，海岸以海蝕景觀聞名，有發育良好

的海蝕崖以及各種海蝕地形。沿著公園的環山步道，可欣賞海蝕平台、海蝕

溝、蕈狀岩（萬人堆）、厚層砂岩（千疊敷）等地質景觀；北側臨海步道主要

地形是明顯的海崖及海蝕平台，可近距離觀察大寮層層積砂岩、風化作用、節

理、千疊敷、蕈狀岩、豆腐岩等地景，為中小學生絕佳地理戶外教學場所，亦

為北部海岸旅遊線上深具觀光潛力之遊憩區。（註：地質圖因圖示面積與精確

度因素，引用地創地質顧問有限公司調查報告（2020）所使用之地質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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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和平島地質公園細部調查地層一覽 (地創地質顧問有限公司，2020) 

岩層 

俗稱 
岩性 厚度 說明 

與地調所調查

對比 

雷達站

層 

砂岩與

頁岩互

層 

上界位

置不明 

位於秘境區上方，砂岩與頁岩

互層加上發達的節理，常造成

落石災害。 

大寮層 

（砂岩及頁

岩） 

金剛岩

層 

灰白色

細砂岩

層 

約 15公

尺 

由粉砂岩向上變粗，生物擾動

現象也逐漸加劇。廣泛分布於

和平島公園全區，形成金剛岩

與海蝕崖與海蝕凹壁地形景

觀。 

薑石層 
鈣質砂

岩 

約 40-60

公分 

薄層鈣質砂岩，為區域內的指

準層主要位於萬人堆西側潮間

帶，形成類似薑石的地形景

觀。 

大寮層 

（塊狀砂岩） 

蹄狀蕈

岩層 

黃棕色

厚層鈣

質砂岩 

約 5公

尺 

具有一層明顯的蹄狀結核，常

見簇管痕、麵條痕、星芒痕等

生痕化石。萬人堆位於此地

層。 

球狀蕈

岩層 

白色厚

層鈣質

砂岩 

約 10公

尺 

有兩層具有明顯的球狀結核，

具有明顯的平行層理及大量的

簇管痕。 

阿拉寶

灣層 

頁岩夾

砂岩層 

下界位

置不明 

出露於阿拉寶灣東側涼亭處，

砂岩形成豆腐岩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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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名稱 豆腐岩（花豹岩） 景點面積 約 1,424平方公尺 

指定基準 

1.自然形成且獨特罕見 

因為差異侵蝕而形成特殊外觀的花豹岩位於大寮層鈣質砂岩中的

豆腐岩，是結合地質材料、風化侵蝕作用、以及地殼抬升與海水面升

降的作用塑造出的天然地質景觀。國內除和平島地區以外，僅能見於

野柳、鼻頭角與小野柳。 

2.科學、教育、美學及觀賞價值 

花豹岩位於阿拉寶灣向東南延伸的尾端。阿拉寶灣的大寮層野柳

砂岩段為大寮層中段的厚層砂岩，是大寮層中重要的指準層。野柳砂

岩段除在野柳完整出露外，其次即為和平島與八斗子。野柳砂岩段地

勢平緩但質地堅硬，兩對直交的節理組是其特徵之一，更是形成豆腐

岩的主要原因。當豆腐岩在退潮時持續受到波浪衝擊，使得岩石繼續

變形，而有了今日類似花豹的外型。這個地景因漲潮時位於海水面之

下，須待退潮後後露出水面，才能欣賞其特色。 

景點範圍 

花豹岩位置為於阿拉寶灣東南側的豆腐岩地景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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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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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照片 

 

▲花豹岩 3D側視影像 01 

 

▲花豹岩 3D側視影像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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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名稱 蕈狀岩（萬人堆） 景點面積 約 3,761平方公尺 

指定基準 

1.自然形成且獨特罕見 

萬人堆為形成於大寮層鈣質砂岩中的蕈狀岩地質景觀，是結合特

殊地質材料、風化侵蝕作用，加上地殼抬升與海水面升降的作用而形

成。國內除和平島地區以外，僅能見於野柳、八斗子、深澳岬、鼻頭

角與小野柳，並不多見。 

2.科學、教育、美學及觀賞價值 

萬人堆形成於大寮層中的野柳砂岩段上部，為一厚層鈣質砂岩，

是大寮層重要的指準層，本地層亦出露於野柳與八斗子。本地層因具

有大量的鈣質碎屑，因而形成許多鈣質結核，受風化侵蝕形成成群的

蕈狀岩。萬人堆的蕈狀岩形成地層與野柳相同，但因鈣質結核的大小

與地層的位態不同，因此形成不同型態的蕈狀岩景觀。本處因其特殊

的景致，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已將其公告為名勝。 

景點範圍 

萬人堆位置為於中山仔嶼北側等嶼亭以西的海蝕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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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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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照片 

 

▲從步道上俯瞰萬人堆 

 

▲突出於中山嶼北側的蕈狀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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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名稱 厚層砂岩/豆腐岩（千疊敷） 景點面積 約 15,046平方公尺 

指定基準 

1.自然形成且獨特罕見 

千疊敷為厚層砂岩侵蝕而成的海蝕平台，砂岩中具有兩組互相垂

直的節理，因而切割出整齊的塊狀外觀，有如一張張的榻榻米。海蝕

平台邊的突起小丘上，還有因節理受侵蝕而成海蝕洞。 

2.科學、教育、美學及觀賞價值 

千疊敷的形成，代表著海水面與陸地的相對位置，長期處於穩定

狀態。臺灣北部大約在 6,000年前海水面達到最高，約高於現今 3公

尺，至 3,000 年前開始逐漸下降到現今的高度。相關臺灣北部地殼抬

升的研究也顯示，北部地區地殼抬升速率近乎為零，處於穩定的狀

態。由此推斷海蝕平台應形成於 6,000 至 3,000年前。而又因千疊敷

的位置位於野柳砂岩段下部，上覆的岩層為金剛岩層較不耐侵蝕，因

此在地質材料、地殼抬升和海水面變化三個條件配合之下，在此形成

海蝕平台。 

以厚層砂岩為主的海蝕平台，有兩組互相垂直的節理分別呈現北

偏西 30度以及北偏東 60度的走向，為地殼抬升逐漸出露地表所形成

的節理。西北走向的節理連續性較佳，開裂也較明顯。因此在海蝕平

台旁的小丘上，沿此節理面形成了許多個海蝕洞。這些海蝕洞的高度

高於海蝕平台，因此研判形成的時間應更早於海蝕平台。 

千疊敷於日治時期曾被臺灣總督府指定為名勝，目前亦為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和平島公園內重要的地質景觀。小丘上的

海蝕洞在日治時期曾發現荷蘭人留下的字跡，因此被命名為「蕃字

洞」，在國民政府統治時代則被闢建為碉堡，亦具有其文化價值。 

景點範圍 千疊敷位於中山仔嶼等嶼亭東側海蝕平台至潮間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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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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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照片 

 

▲海蝕平台上呈現兩組相互垂直的節理 

 

▲蕃字洞為西北向的節理面，受侵蝕形成的海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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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名稱 野柳砂岩（阿拉寶灣） 景點面積 約 31,262平方公尺 

指定基準 

1.自然形成且獨特罕見 

阿拉寶灣內完整出露了大寮層野柳砂岩段，並且形成包含海蝕平

台、海蝕崖、海蝕凹壁、蕈狀岩、蜂窩岩、豆腐岩等海蝕地形。 

2.科學、教育、美學及觀賞價值 

大寮層野柳砂岩段為大寮層中段的厚層砂岩，是大寮層中重要的

露頭。野柳砂岩段除在野柳完整出露外，其次即為和平島與八斗子。

阿拉寶灣內出露的野柳砂岩段岩層平緩，形成高聳的崖面與海蝕凹

壁，有別於野柳的單面山地形。阿拉寶灣嶼中山仔嶼之間因受斷層截

切，是展示斷層構造的天然教室。 

阿拉寶灣除了地景優美外，遠眺基隆嶼的朝日（日出）也是其獨

特的景致，是攝影愛好者爭相取景之地。 

景點範圍 

阿拉寶灣位於九曲橋以東的和平島秘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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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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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照片 

 

▲野柳砂岩上段的砂岩層與雷達站層，形成海蝕崖 

 

▲阿拉寶灣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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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存、維護方案及可行性評估 

和平島地質公園預定範圍，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地方主管機關為基隆市

政府。目前實際管理單位為觀光局北海岸暨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依據發

展觀光條例進行管理。另外海岸地帶可以依據海岸管理法，重要的地質景點，

例如花豹岩，可規劃為地質敏感區或核心區，給予較高的維護管理強度。 

八、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策略 

（一）課題與未來挑戰 

1. 和平島地質公園室內遊客服務空間相對較少，2095.91 平方公尺之遊客

中心，扣除公共服務設備外，剩餘空間服務每年超過 60 萬名遊客，園區夏曬冬

雨，遮蔭遮雨設施不足，經常人滿為患，影響遊客遊園的意願。 

2. 和平島地質公園目前以本國旅客佔園區總遊客數之九成，雖已營造國際

級景點之入口意象，但唯一聯外交通為道路寬度僅 8 米的平一路，且在地居民

常常雙邊停車，造成會車不易，影響遊客來園遊玩之意願。 

3. 和平島公園位處和平島北邊海岸，正迎東北季風，受氣候變遷頗巨，夏

季颱風強烈襲擊以及東北季風常造成大量海漂垃圾湧入及設施損壞之危機。 

4. 傳統走馬看花之淺碟式旅遊型態轉變為深度旅遊 模式之過渡期，和平島

公園應基於學術研究，肩負起地質、地形、環境教育之任務，以寓教於樂的體驗

活動方式，提供活潑生動之解說導覽與環境教育服務。 

（二）保存維護措施 

1. 和平島公園 108 年遊客人次約為 60 萬人，在疫情結束後未來可能會

有更多的遊客參訪。建議透過預約導覽方式，降低遊客不當行為，如攀爬、跨越

拍照或破壞、觸摸等行為。目前全區有 40 支監視器，並於岩石管制區主要出入

店設有專人導覽，對於遊客不當行為都及時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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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平島地質公園實行預約導覽解說制度，透過預約管制及每日總量的管

控，改變旅行團來園時間，分散人流。有效降低尖峰時段之遊客數，且整體遊客

總數並未減少，達到預期之遊客分流目標。 

（三）保育策略 

1. 打造符合觀光需求之和平島遊客服務中心，從五星級公廁、淋浴設備、

穆斯林祈禱室、集哺乳室、旅遊諮詢服務到伴手禮展售、餐飲服務、影音播映、

主題特展等，皆與國際接軌、展現臺灣特色，並為大和平島地區創造新亮點，樹

立綠色觀光典範。 

2. 推動分年分期的「和平島公園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畫」持續推廣環境

教育， 2018 年辦理和平島公園環境解說培訓活動、和平島公園地質教育推廣實

務培訓工作坊。未來可以本著在地化、國際化的精神，持續研發各類、多套環境

教育課程，提供從和平島公園的地質環境、到當地社區漁村文化、融入和平島地

質公園遊程當中。教育來訪旅客，觀察、欣賞地質、地形演化與大自然歷的奧妙

和美妙外，同時感受到在地居民與自然互動產生的特有人文風情。 

3. 為維持和平島公園的國際觀光吸引力，持續依 UNESCO 地質公園發展精

神加強地科相關研究，藉由積極之遊客量管制與永續性之環境教育，改變遊客遊

憩體驗及行為。另以行銷導向建立台灣旅遊新品牌，結合漁村社區，發展地景特

色教案、優質遊程及伴手禮商品，提升整體環境秩序及品質。 

4. 和平島公園景觀怪石嶙峋，擁有豐富多樣的海岸風景與生物多樣性，是

珍貴的自然寶庫，和平島更是承載許多人文歷史故事，具發展成為地質公園潛力。 

2019 年為推動和平島地質公園發展，遵循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擬定之地質公園解

說員培訓基準綱要，進行地質公園解說員培訓，提供未來更多更好的解說服務，

增進民眾對地質公園事務的參與。 

在地景保育方面，可分幾項執行： 

1. 地質地景及生態資源的調查：持續地質地景、生態調查，定期紀錄資源

的現況及數量，做為未來保育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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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立地質公園告示牌及解說牌：在地質公園內適當的區域設立告示牌與

解說牌，讓遊客知道地質公園範圍、設立目的。針對具有特殊價值的地景設立解

說牌，藉由地景價值的說明為遊客進行環境教育。 

3. 地景保護的措施規劃：面對脆弱度較高地景及劃設為核心區的區域，建

議依據地質公園相關法規，如文化資產保存法、觀光發展條例、地質法或海岸法

給予適當的保護。遊客量較多的景區，考慮進行總量管制或定期巡查，降低地景

被破壞的風險。 

4. 出版地質公園保育相關出版品，宣傳保育的概念：地景保育的概念也可

以教育宣導方式(如解說叢書、摺頁、宣導品等)來呈現，目前和平島地質公園已

經有出版相關系列的解說資料，可做為環境教育課程及旅遊解說之用，在活動過

程中並加入地質遺產保育的概念，讓遊客體認地景保育的重要性，並進而協助這

些珍貴地景的保育工作。 

5.  有關風化侵蝕造成和平島海崖的節理面發生斷裂導致落石，建議管理

單位建立監測機制，以確保遊客安全。 

九、說明會或公聽會之重大決議 

基隆市政府為說明「和平島地質公園」提報自然地景之緣由與保育意義，

並提升依法劃設地質公園之認同，針對和平島地質公園權益關係人及相關單位

已於 111年 6月 9日以視訊會議辦理 111年度基隆市中正區「和平島地質公

園」自然地景價值評估與指定說明會。 

與會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宏岳國際有限

公司、民意代表及在地居民皆有高度共識，肯定自然地景對地方之貢獻，並期

未來促進地方永續發展。 

十、管理維護者 

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管理單位為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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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預期效益 

和平島地質公園可提高基隆市周邊居民對地質及地景保育的重視，加強和

平島附近環境的了解與在地認同，協助對和平島的觀光持續朝向永續、高品質

的服務型態來發展。和平島地質公園也將成為基隆市行銷品牌之一，以地景保

育為基礎，協助地方產業的發展，環境教育、觀光旅遊品質的提升，同時地質

公園為國際的形象品牌，推動地質公園可協助拓展國際知名度。 

十二、應遵行事項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章，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

冊追蹤。 

（2） 海岸地區依據海岸管理法第七條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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