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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榮中

摘要
西子灣位於高雄市的西隅，北端有西子灣海水浴場，南端有打鼓山上的「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 （圖1）及高雄市天然美景之一的「西子灣落日餘暉」 。西
子灣內有壽山的延伸與中山大學，是一處山與海交錯的灣澳海岸，也是近年來高雄市觀光遊憩的珍貴資源，假日遊客眾多。溯自民國69年，中山大學在西子
灣復校以來，由學校大門口、運動場到海科院前的海堤及教學區，都有填海造陸的痕跡。當年填海造陸的結果，在校門口產生了幾家著名的海產西(註:現已拆
除)、讓原長約1公里的西子灣海灘減半以及海科院海堤前滿佈混凝土消波塊，遭致破壞自然景觀之譏。，但由民國94年開始，在內政部營建署的拋磚引玉及高
雄市政府相繼投入經費，實施西子灣海灘復育及大門口景觀改善，成果有目共睹。

1 西子灣海灘復育
民國69年國立中山大學在西子灣復校，進行填海造陸工程（如運動場等）；其中的西子灣海灘原長約1公里，因高雄港第一港口北防波堤之遮蔽而定形（圖2）
。民國75年為興建海洋科學學院，在海灘北端再次進行填海造陸，建造長約650公尺的海堤（圖3），外側並以消波塊保護之，隨後又在海堤北側建造一座L-形
突堤（原規劃為國科會海硏三號研究船之停泊區；圖2右下）。這些人工設施大大改變了西子灣海岸的原有外觀，也將沙灘長度減半，僅剩長約500公尺的海水
浴場，取而代之的是以安全為考量的海堤與消波塊等破壞景觀的硬體措施。

2 西子灣景觀改善
中山大學校門口的空間(圖7) ，容量有限，每逢假日，進出車輛過多，極為壅擠混雜(圖8)。民國97年，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考量「在不影響高雄港水域安全的
情況下，以圍堤造地之方式」 (圖9)，一併解決景觀及交通問題之構想，提出「高雄西子灣景觀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 圍堤造地及後線土地綠美3」計畫。

圖11 填海造陸施工過程(民國99年10月)

圖1 100多年前的西子灣

圖6 民國101年5月9日中山大學全校的首屆「百人泳渡西灣」活動

圖12 以直立式消坡護岸替代現有斜坡消波護岸

民國94年初，因中華民國永續海岸推動服務團成員的強力推薦，內政部營建署將「高雄
西子灣海岸計畫整體規劃」評選為94年度海岸示範地點之一，核定經費1,150萬元，並委
託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主辦。該計畫由當年的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與中山大學海科院
教授合作，共同規劃西子灣海岸的復育，進行台灣第一個人工岬灣及由近海抽沙養灘工
法的現場示範試驗，創造安定景觀及親水的灣岸海灘，深具指標性的示範意義。

民國95年，營建署再撥2,000萬元，完成160公尺長的北突堤岬頭；民國96年底，高雄市
政府提供8,000萬元經費，供施作南突堤岬頭160公尺及由近海抽沙300,000立方公尺，進
行人工養灘(施工過程圖如圖4)。民國97年6月初步完成整體的單灣海灘復育（圖5），為
高雄市增加一處親水觀光遊憩的資源，也提供民國98年7月的2009高雄世運會的沙灘排
球賽及水上活動場地，充分顯現高雄市「陽光、沙灘、休閒」的海洋首都風貌。

在兼顧安全及景觀的需求下，期望政府相關主管機關能再提撥經費，在西子灣建造雙灣
所需的相關工程，讓西子灣更安全更美。

民國101年5月9日中山大學海科院在陳宏遠院長的規劃及校方的支持下，在西子灣海域
成功舉辦中山大學全校的首屆「百人泳渡西灣」活動（圖6），盛況空前。

圖3 海科院前的海堤(民國95年前)
圖2 西子灣海灘的變3(民國65入91年)

圖4 西子灣海灘復育的人工岬頭施工及養灘過程 (民國95入97年)

圖7 中山大學校門口的空間(民國97年前) 圖8 中山大學校門口的壅擠情況(民國97年前) 圖9 圍堤造地範圍 (前移50公尺 x 300 公尺寬) 圖10 西子灣圍堤造陸構想圖

圖5 西子灣海灘復育後的Google 9arth影像圖 (民國100年)

民國97年，高雄市政府委託台灣世曦公司規劃構想圖(如圖10)。該項圍堤造陸工程施工(圖11入12)歷經1年半，迄民國100年8月完成，投資經費約2億3仟萬元。
計畫完成後，對交通紓解及環境景觀改善，成效良好，有助為中山大學提6知名度(可由校門口外打狗山上拍攝的日夜景(圖13入14)佐證之)。

圖13 西子灣景觀改善後一景(林肯迪拍攝) 圖14 西子灣景觀改善後夜景(林肯迪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