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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位置及範圍

復國墩漁港位於金門東側海濱，為金門東半部主要漁港，隔圍頭

灣與大陸晉江圍頭相望。復國墩漁港為內灣型海岸，半面環山半面環

海，有銳利的「刀坡」，還有目礁、尖礁、黑礁等天然礁石羅列其中，

由港區通往海邊的礁岩區，沿途可以欣賞雲天、山海、礁岩、浪濤，

美不勝收。

為利復國墩漁港朝向「健康、效率、永續漁業」之漁港目標、漁

村轉型與振興，允宜強化辦理該漁港設施改善、漁港港區活化再利用，

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確保漁民作業安全及創造漁港多元化價值。案

經本府於民國 105年 11月辦理完成「復國墩漁港外航道暗礁清除利用

暨復育區建置」調查規劃工作，今為加速復國墩漁港與鄰近海域開發

利用，創造區域性亮點計畫並創造觀光遊憩之親水空間，特因應政府

推動中前瞻計畫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出「金門縣復國墩漁港漁

業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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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金門縣復國墩漁港位置圖

- 2 -

新湖漁港



圖2  金門縣復國墩漁港暨鄰近海岸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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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墩漁港



圖3  復國墩漁港港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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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漁港現況

復國墩原名為蚵殼墩，意指由蚵殼所堆起之高地，為半島型礁石

海岸，然而該地並不產蚵仔。經考古發現，此地擁有大量貝塚遺址，

距今約七、八千年前，因此該地定名為「復國墩文化」。周圍礁岩多

為目礁、尖礁及黑礁等，坐落於海中，在聚落南側有斜坡步道可到達

原天然漁船停靠處，後來於後方興建堤岸與海中礁嶼相連，進而擴建

為漁港。

復國墩漁港係為平衡金門本島漁業發展，免除本島東側漁民舟車

往返新湖漁港之辛勞而建，民國 87年完成規劃後，民國 88年底正式動

工，完成北防波堤兼碼頭等主體外廓設施。

目前當地及附近地區漁船均於此進出，附近海域卻為優良之漁場，

吸引眾多釣客到此垂釣。復國墩擁有特殊紅土層地質景觀，周圍地表

還能見到在眾多地質作用下造就而成的特殊地形，亦為當地特色景點

之一。

復國墩漁港在行政劃分上係位於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屬於第二

類漁港，既有港區範圍包含陸域0.58公頃及水域13.1公頃，合計面積

13.68公頃，如圖4所示。漁港港區範圍之劃設，陸域範圍以設施用地

後側道路為界，水域部份則涵蓋泊地、航道及未來發展區域(兼消波水

域)。冬季盛產紫菜，主要漁獲為鰶魚、白帶魚、午魚、土魟、巴弄及

蝦蟹等。本漁港與新湖漁港及羅厝漁港同為金門縣的三大漁業專用港

之一，提供五噸級以上漁船全天候一貫作業。

依據金門縣政府104年 3月之統計月報，顯示金門縣之漁業及漁獲

概況，近10年來之漁業從業人員數、漁船數(艘)、漁筏數及漁獲量。

雖然漁業從業人員數有逐年增加趨勢，但增幅不大。在漁船數方面，

以未滿 10噸之機動漁船及舢板有逐年增加現象，但漁獲量則呈現下降

趨勢，每年約減少 42,200公斤。檢視漁業從業人數、未滿 10噸之機動

漁船及舢板雖略有增加，但漁獲量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為漁業轉

型目前漁撈作為僅為少數漁船不定時休閒作為，其收益已非為漁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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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主要來源，亦可能為漁船數的增加主要以小型為主，因此漁獲量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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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金門縣復國墩漁港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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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地形水深

復國墩漁港週邊地形及港區水深測量資料調查，如圖 5～圖 7所示。

在漁港週邊測量部分，本漁港因建設在海濱礁石區，陸域地形之起伏

變化較大。在海域水深測量部分，本漁港港區泊地水深大約在-1.5至-

2m之間，出口航道水深則約為-2m至-4.5m之間。

圖5  復國墩漁港及鄰近海岸地形水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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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015年 11月復國墩漁港港區海域地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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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5年 11月復國墩漁港外航道地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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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調查

復國墩漁港以北之復育區具有豐富的礁岩生態系，赤點石斑魚、

蝦、花枝、黃魚、鯛魚、螃蟹、鯊魚、鱸魚、沙丁魚、比目魚及午仔

魚等，皆為天然棲息於復國墩復育區海域的種類，從問卷成果也顯示

石斑魚、黃魚、鱸魚、螃蟹、鯊魚、比目魚及鯛魚等，屬於金門居民

認定為高端經濟水產品。以上俗稱的種類，除鯊魚外，現在國內水產

養殖技術已可進行多數種類的完全養殖或人工育苗，因此當地政府可

與水產試驗研究單位進行復苗放流，以增加當地漁業資源，提供給海

產店業者發展當地美食。

由當地實際生態調查結果證實復國墩復育區的海水中具有豐沛的

浮游植物，尤其是牡蠣的主食矽藻，亞潮帶也能觀察到許多天然牡蠣

生長分布於低潮線之上。顯示復國墩復育區的海域具有牡蠣養殖之潛

力。由於牡蠣養殖的過程並不會投餵餌料增加導致環境負擔，反而牡

蠣具淨化環境水質之正向功效，另外牡蠣外殼在生物功效方面則可提

供多種附著性海洋生物的附著生長之基材，同時並吸引魚類棲息覓食，

可增加此海域的生物豐度與歧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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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本工程主要延續 105 年 11 月辦理完成之「復國墩漁港外航道暗礁

清除利用暨復育區建置」調查規劃工作，該計畫在執行期間除於民國

105年 1月 28日及105年 9月 30日分別辦理期中及期末報告審查會外，

為能完善計畫之「港區泊地及外航道浚深疏浚調查規劃」及「漁業資

源復育區調查及建置規劃」成果，於完成調查及建置規劃之後，於民

國105年 11月 15日邀請當地漁民暨相關單位召開成果說明會，廣徵各

界前輩與先進意見，了解當地民眾的想法及回饋意見，使該計畫成果

更為具體。

成果說明會之海報及邀請函及成果說明會辦理之現場照片如下圖

所示。此一成果說明會之主要邀請對象，包含：金門縣政府代表、金

門縣水產試驗所代表、金門區漁會代表、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代表及

里民及設籍復國墩漁港船主(漁民)。復國墩漁港位於金湖鎮溪湖里之

行政轄區，透過里長邀請里民參與。金門區漁會提供設籍復國墩漁港

之船主(漁民)，共計46位，透過漁會及邀請函寄發，邀請船主(漁民)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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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活動地點                         (b)成果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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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成果簡報                        (d)討論之一

  
            (e)討論之二                         (f)意見答覆

四、工程概要

（一）工程計畫願景

    1.發展定位

依據現況資料調查分析、整體漁業發展政策、金門的漁業施政方

針以及復國墩漁港的現況優缺點和週邊資源條件特性，對於該漁港的

整體規劃，以「建全漁業基礎功能，發展多元化附屬功能」作為規劃

主軸。

由於復國墩漁港的主要限制在於現況港口泊地面積小、陸域面積

有限、港埠設施不建全及漁業功能發展不佳，惟因現況尚待建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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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備發展性。再者，復國墩漁港鄰近有可利用的腹地，因此積極朝

整合型的休閒觀光漁港進行規劃，因此復國墩漁港發展之多元主題定

位為「地方特色休閒型觀光漁港」。

     2.計畫願景

打造復國墩漁港成為具水岸親水空間之『地方特色休閒型觀光漁

港』新亮點。

計畫願景說明如下:

(1) 復國墩漁港位於大金門的東半島，現況除了碼頭設施之外，並無

其它的港埠以及漁業設施，只做為單純停放漁船、舢舨的港口，

漁業活動量亦相對為弱；但就整體漁業使用需求功能面上，建議

仍應就基礎漁業需求設施作整體健全規劃建設。

(2) 既有港區陸域空間有限，規劃於入口道路處擴充港區範圍、填築

陸域面積，哨站處以疏浚之土方填築岩礁，新增陸域使用面積，

以供多元化規劃使用。

(3) 在多元化的發展規劃上，結合週邊岩灘海域資源，擴充劃設港區

範圍，規劃發展高級漁類復育養殖區、海釣區，聯結復國墩水產

美食聚落，提供充分的特色漁產給鄰近的復國墩美食餐廳供遊客

選擇。

（二）規劃構想圖

復國墩漁港未來朝向多元化的發展規劃，漁港區北側可結合週邊

岩灘海域資源，規劃發展高級魚類復育養殖區、海釣區，聯結復國墩

水產美食聚落，提供充分的特色漁產給鄰近的復國墩美食餐廳供遊客

選擇。未來漁港區發展將朝向多元功能，漁港除了維持或是加強既有

漁港設施功能外，另外訂定了多元主題的發展目標，該目標做為復國

墩美食聚落的支援漁港，其中漁業功能的比重約佔 70％(養殖漁業之規

劃納入漁業功能比重)，而觀光功能的比重約佔 30%。

港區北防波堤外側海域，因天然條件礁石多，規劃作為高端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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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養殖場地，於外側設置人工魚礁作為阻隔，內側即可形成天然之養

殖場，作為高級漁獲水產養殖基地，提供特色漁產供鄰近復國墩海鮮

餐廳以及對外銷售用。設置人工魚礁可因海流、潮汐、波浪等作用，

造成水體之上下混合與形成渦流攪拌海底營養鹽類，增進浮游生物之

繁殖孳生能力；且魚礁礁體之廣大表面積提供許多附著性生物之附著

生長繁殖，進而形成極佳旳餌料場，因而吸引洄游性魚類的聚集、滯

留。魚礁表面及隱蔽處，可供給許多魚類黏著性卵、烏賊卵等附著孵

化，孵化後之仔稚魚亦可獲得庇護成長之環境。復育區海域之規劃需

擴大，為防範大陸籍漁船越界不當捕撈，在階段性的工程施作依序分

成(一)投放保護魚礁於北側開口處，達阻絕之功效；(二)經營海洋牧場

海域；(三)建立人工魚礁禁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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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復國墩復育區人工魚礁規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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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復國墩復育區海洋牧場示意圖

- 16 -



圖10  復國墩漁港港區浚挖回填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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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1.人工魚礁復育區工程

(1)人工魚礁設置地點

人工魚礁聚魚的原理、礁區的規劃與設置地點應考量的條件及理

想的魚礁設置地點應具備的條件等等原則，規劃復國墩漁港區北防波

堤兼碼頭外側海域(約為東北方水域)為金門首座人工魚礁區，其原因歸

納如下：

 此海域因天然礁石多，可作為人工魚礁區天然屏障，只要於部份水

道設置阻隔設施(保護礁)，外籍船隻(大陸船隻)不易入侵與破壞，

易成為孵化後仔稚魚之良好庇護成長環境。

 本區水域於平均潮面下約有 8～11公尺水深，水深充足適宜大型魚

礁投放，又此區底質堅硬且受天然礁石遮蔽，人工礁體投放後，不

易因海流、潮汐、波浪等作用而沉限與潰散。

 水質佳、生物豐富度高且無重金屬污染之情形。

 鄰近復國墩漁港，本港可作為日後魚礁製作與吊放之施工基地，魚

礁區設置完成後，本港可作為海上休閒垂釣產業、當地海鮮消費、

對外銷售及監視保護礁區之根據地。

(2)人工魚礁佈置及功能規劃

本計畫之投礁範圍如圖 8，投放範圍為位置中心直徑 500±50公尺

之範圍，計畫之魚礁總重量須達 28000公噸。本魚礁之設置規劃以能

兼顧完整海域生態食物鍊，營造全程水產資源生長週期之漁場為出發

點，來規劃底棲型魚礁之配置方案；在魚礁種類之選擇上，考量在不

同之生態成長區，設置各式人工魚礁，並增加魚礁區設置(種類及配

置)之複雜性；生態學家研究天然礁與魚類族群的關係後指出，基本上，

天然礁的複雜度越高，魚類種數與族群數量越高 (Roberts  及

Omond，1987)，且棲地中的複雜度、食物、掠食者數目亦與幼魚的存

活率有關(Carr 及 Hixon，1995)，Ogama(1982)也指出棲地構造之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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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則魚群的密度越高。因此，魚礁布置之規劃，擬以不同類型

之礁體置放為原則，本計畫以改良型田字礁之培育礁為主；茲敘述初

步規劃之魚礁佈置種類如下：

A.大型人工魚礁群(主礁群)

此類魚礁之設置，目的在提供各類中、成魚棲息與索餌空間；多數

定棲性魚類，其仔稚魚成長到一個階段，生活空間會漸向較深水域

移動，若能有固定之人工魚礁供棲息、躲避敵害，同時又有食物供

索餌，則區域的魚類資源自然會穩定成長；同時此類魚礁亦對中、

下層迴游性魚類具有吸引其駐足或棲息之效。

另依中央研究院動物所研究：國內大型之水泥礁遲至民國 66

年 7 月方才投放，初期效果即甚良好，很快就能誘集大批之魚參科

及其他雜魚類，但以其體積龐大，構型複雜，如在深度較淺處過度

堆高，反而影響船隻航行；或發生積壓於底部的礁體因受光率降低

而減低了生產力，以及每一個礁體之周邊效應因過度的集中而減少

等問題。

本工程擬採用之主礁群魚礁為改良式田字型人工魚礁(圖 9所

示)，係針對以往雙層式人工魚礁之優缺點加以改良設計。改良式

田字型魚礁可增加抗沈陷、抗傾覆及能聚集仔魚之穩定性基座；四

面遮蔽牆加大，以提高遮蔽效果、藻類附著面積及渦流效應。如在

海底經過周詳之佈置排列，可增加聚魚效果，以達培育海洋資源之

目的。

此外大型水泥礁尚有下列兩項優點：底面積大，礁體高，較不

易受泥掩埋；特殊設計之隔板與立體結構，增加表面積以供無脊椎

動物附著，也提供多數魚類棲息躲藏之空間。

B.藻礁群

藻礁是以保護仔稚魚、附著性藻類、貝類及甲殼類(如龍蝦)為

目的而規劃的人工魚礁，設置區域一般規劃在近岸水深較淺海域；

此類礁體之設置目的在提供上述水族，尤其魚類幼生之棲所，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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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魚類初生期受外力干擾之機率而提高存活率，同時藉由礁體上附

著藻類之培育，促成初級餌料生物之聚集，使該人工魚礁區成為仔

稚魚、貝類、介殼類之優質索餌、成長場所，來提高整個海域之基

礎生產力。

本工程擬以一般港灣工程常用之力川塊為藻礁群主要礁體，礁

體面積約 3.15m*3.15m，高約 1.6m；本魚礁之特點為：單位混凝土

體積之受日照面積大，模具容易取得，施工迅速，可節省大量人力

及工時，此外，礁體孔隙貼近海面，幼魚較不易被捕食，有利仔稚

魚之生存。

C.保護礁

為防範各型拖網漁船進入沿岸三海浬內作業，自民國 79 年起，

相關單位即陸續製作 2.6m十字型水泥礁，投放於各縣、市政府選

定之海域上。

本工程擬採 2.6m十字型水泥礁為保護礁，採 120個為一堆

(Block，60*2個)，設於天然礁岩缺口處，以防止拖網船入侵，保

護礁群之配置。

(3)復國墩復育區海洋牧場

由計畫現場的生態調查之結果證實復國墩復育區的海水中具有

豐沛的浮游植物，尤其是牡蠣的主食矽藻。此外亞潮帶也能觀察到

許多天然牡蠣生長分布於低潮線之上。在現地訪談中得知當地幾位

漁民曾在此區域嘗試自行以浮棚式蚵架養殖牡蠣，口頭描述經 3個

月之養殖期間牡蠣生長皆非常良好，但收成前卻遭受大陸漁船進入

破壞，讓他們非得終止牡蠣養殖的作業。從上述相關資訊，顯示復

國墩復育區的海域是具有牡蠣養殖之潛力。由於牡蠣養殖的過程並

不會投餵餌料增加環境負擔，反而牡蠣具淨化環境水質之正向功效，

另外牡蠣外殼則可提供多種海洋生物的附著基材，同時吸引魚類棲

息覓食，可增加此海域的生物豐度與歧異度。與當地漁民討論此海

域風浪的四季變化，浮棚式蚵架建議可於春季掛苗養殖直至秋季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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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而採收後建議可改以進行延繩式海帶養殖，養殖期間可至隔年

春季。如此交替養殖的方式，提高復育區的水產經濟效益。

因此本計畫建議縣政府可於圖 9 之近岸海域規劃為海洋牧場示

範區(2500平方公尺)，此示範區禁止大陸漁船越界進入，其中規劃

二處藻礁群與三處仔稚魚保護礁群，每投放 20座仔稚魚保護礁為

一礁群，而在三處礁群上分別綁繫浮球或標示物於海面，以利定位

此海洋牧場區及防止外來漁船進行漁撈作業。接著結合當地漁民進

行浮棚式蚵架養殖牡蠣，而此蚵架可錨定於三處人工魚礁，穩定浮

棚，增加抗浪性。

此仔稚魚保護礁需選擇近岸小型之多孔水泥礁體(1m3)，且均

為較小之混凝土材質，選擇投放種類有饅頭礁、水泥柱、十字腳柱

及方型礁等，此魚礁的功能是以提供魚、貝、介類棲息場所，以達

到保育及增產為目的，並具有海藻及無脊椎動物附著生長，仔稚魚

藏匿等功能，提高放流魚苗與天然魚苗之生存率。此海洋牧場區的

規劃及經營理念為復育在地高端經濟魚類資源為主，牡蠣與海藻養

殖為輔，也建請此復育區需擴大規畫。由於浮棚蚵架與延繩式設立

後將使漁民無法使用流刺網與底拖網進入此區域作業，亦達到保護

魚類資源之功效。由於結合當地漁民之牡蠣與海藻養殖，讓巡邏維

護較容易，也須海巡單位落實驅離非法漁船之進入。配合上述優良

管理之方式，估計約五至十年則可讓漁業資源復育達到正向效果。

2.港區航道疏濬及回填區工程

依據港區範圍修訂，復國墩漁港劃設陸域範圍原以設施用地側

道路為界，面積僅有 0.58 公頃，對於港區的使用規劃嚴重不足，

影響本港區長遠發展。因應港區長遠發展考量，經檢討以入口道路

週邊既有港域內礁石區整平擴充，約可提供 1.12公頃之面積，使

其與既有港區陸域聯結成一片狀之區域，以供本港區相關設施發展

之需。

為能配合本區之土方量堆置、土方量的大小、回填區範圍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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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區高程等多面向考量，因此規劃將回填區擴大，而擴大方式可採

用逐段回填方式。因此，本計畫進一步評估擴大回填區之範圍，範

圍如圖 10所示，原規劃範圍為圖中紅色虛線所圍，擴大範圍則如

綠色虛線所示，最大高程 13.92m，最小高程 0.84m，平均高程約

4.70m，同前述分別計算至各所需高程可收納土方量，回填至平均

高程 4m 所需土方量為負值，其餘皆為正值，若回填至平均高程

10m，可達最大回填量，為 122,814 m3，此一回填量可以完全容納

港區及外航道浚挖土方。

當浚深土方可於現地進行堆置，因此浚深回填區所產生的陸域

空間，接續可對此一擴充陸域配合周邊進行整體性規劃。由於復國

墩漁港位於大金門的東半島，漁港區現況除了碼頭設施之外，並無

其他港埠以及相關漁業設施，只做為單純停放漁船、舢舨的港口，

漁業活動力量相對薄弱，可結合既有漁村聚落之發展為樂活漁村及

多功能觀光漁港腹地，除了可以品嘗海港美食及優遊古厝風情，配

合北側復育養殖區生態觀光產業基地設置，發展水產教室及生態復

育，提供完善綠色旅遊及生態教育體驗之場境。

表 1  復國墩漁港漁業環境營造工程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復國墩漁

港漁業環

境營造工

程計畫

1

人工魚礁復育區工

程

1. 田字礁製作

及拋放 412
塊

2. 十字保護礁

製作及拋放

369塊
3. 15  噸型藻

礁製作及拋

放 150塊
4. 浮棚式蚵架

4座

農委會漁業署

2

港區航道疏濬及回

填區工程

1. 護 岸 工 程
100m

2. 挖填方工程

一式

農委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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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工程計畫總經費 9,300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預算及地

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7,254萬元、地方分擔款：2,046萬元)。(備註：本

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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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工程經費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經費(千元)

106年度 107年度
小計

後續(108)

年度
總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1
人工魚礁復育區

工程

農委會

漁業署

0 0 31,200 8,800 40,000 0 0 31,200 8,800

2
港區航道疏濬及

回填區工程

農委會

漁業署

0 0 15,600 4,400 20,000 25,740 7,260 41,340 11,660

小計 0 0 46,800 13,200 60,000 25,740 7,260 72,540 20,460

總計 0 60,000 60,000 33,000 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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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1.人工魚礁復育區工程

表 2  人工魚礁復育區工程費用預算表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元) 備 註

一、田字礁製作及 放工程拋 塊 412 40,000 16,480,000

二、十字保護礁製作及 放拋 塊 369 19,300 7,121,700

三、15噸型藻礁製作及 放拋 塊 150 38,300 5,745,000

四、浮棚式 架蚵 座 4 150,000 600,000

五、雜項工程 式 1 753,300

            小    計 30,700,000

六、包商利稅、保險、品管、營業

稅、工程管理、設計監造及空汙費
式 1 9,300,000

            總    計 40,000,000

    2.港區航道疏濬及回填區工程

表 3  港區航道疏濬及回填區工程費用預算表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元) 備 註

一、護岸工程 m 100 300,000 30,000,000

二、 方工程挖 m3 800 3,600 2,880,000

三、 方工程填 m3 60,000 120 7,200,000

四、雜項工程 式 1 1,000,000

            小    計 41,080,000

五、包商利稅、保險、品管、營業

稅、工程管理、設計監造及空汙費
式 1 11,920,000

            總    計 5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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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本工程若經費許可，預計自 107年初開始辦理工程設計工作，相關工程施工可於 108年6月底前完成建設，

以期展現前瞻計畫建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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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一)環境改善面積

本計畫可創造復國墩鄰近海域約 20公頃之親水活動空間，即配合

人工魚礁復育成果，提供一般民眾親水或潛水活動之場所，提升漁業

朝向觀光休憩發展之新空間。

(二)促進觀光人口數

配合本計畫所創造復國墩鄰近海域約 20公頃之親水活動空間，預

估每年可提供約 5,000人以上之到港觀光遊憩人口效益。

 (三)產業發展效益

因應本計畫所創造港區新生地及海域復育區域，可使本港周邊漁

業或觀光產業，獲得再度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具體效益

(四)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本計畫所規劃完成之人工魚礁復育區在經營管理方面，將由金門

區漁會結合地方相關生態團體，在永續生態及觀光發展前提下，進行

相關營運管理工作，政府單位在後續經營管理方面並不需要編列實質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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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項

無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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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配合本區之土方量堆置、土方量的大小、回填區範圍及回填區高程等多面向考量，因此規劃將回填區擴大，而擴大方式可採用逐段回填方式。因此，本計畫進一步評估擴大回填區之範圍，範圍如圖10所示，原規劃範圍為圖中紅色虛線所圍，擴大範圍則如綠色虛線所示，最大高程13.92m，最小高程0.84m，平均高程約4.70m，同前述分別計算至各所需高程可收納土方量，回填至平均高程4m所需土方量為負值，其餘皆為正值，若回填至平均高程10m，可達最大回填量，為122,814 m3，此一回填量可以完全容納港區及外航道浚挖土方。
	當浚深土方可於現地進行堆置，因此浚深回填區所產生的陸域空間，接續可對此一擴充陸域配合周邊進行整體性規劃。由於復國墩漁港位於大金門的東半島，漁港區現況除了碼頭設施之外，並無其他港埠以及相關漁業設施，只做為單純停放漁船、舢舨的港口，漁業活動力量相對薄弱，可結合既有漁村聚落之發展為樂活漁村及多功能觀光漁港腹地，除了可以品嘗海港美食及優遊古厝風情，配合北側復育養殖區生態觀光產業基地設置，發展水產教室及生態復育，提供完善綠色旅遊及生態教育體驗之場境。
	表1 復國墩漁港漁業環境營造工程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復國墩漁港漁業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1
	人工魚礁復育區工程
	1. 田字礁製作及拋放 412塊
	2. 十字保護礁製作及拋放369塊
	3. 15 噸型藻礁製作及拋放150塊
	4. 浮棚式蚵架4座
	農委會漁業署
	2
	港區航道疏濬及回填區工程
	1. 護岸工程100m
	2. 挖填方工程一式
	農委會漁業署
	五、 計畫經費：
	六、 計畫期程
	七、 預期成果及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一)環境改善面積
	本計畫可創造復國墩鄰近海域約20公頃之親水活動空間，即配合人工魚礁復育成果，提供一般民眾親水或潛水活動之場所，提升漁業朝向觀光休憩發展之新空間。
	(二)促進觀光人口數
	配合本計畫所創造復國墩鄰近海域約20公頃之親水活動空間，預估每年可提供約5,000人以上之到港觀光遊憩人口效益。
	(三)產業發展效益
	因應本計畫所創造港區新生地及海域復育區域，可使本港周邊漁業或觀光產業，獲得再度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具體效益
	(四)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本計畫所規劃完成之人工魚礁復育區在經營管理方面，將由金門區漁會結合地方相關生態團體，在永續生態及觀光發展前提下，進行相關營運管理工作，政府單位在後續經營管理方面並不需要編列實質費用。
	八、 其他事項
	無其他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