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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疆屏障_彭佳嶼 
  臺灣是典型島嶼國家，與海洋依存甚深，在舉世各國擴大海洋資源開

發，廣拓海域管轄空間的潮流下，強化「海域執法」，推動「海洋事務」，

落實「海事服務」，是海巡署戮力達成的政策目標。鑒於資源保育需求，

內政部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計畫把彭佳嶼、棉花嶼及花瓶嶼（北方三島）

附近海域劃為「海洋國家公園」。彭佳嶼是中華民國北方三島中唯一有人

員駐在的島嶼，彭佳嶼仍然是「軍事管制區」，目前尚未開放觀光，故一

般民眾無法窺其堂奧。 

 

  彭佳嶼最早有人居住歷史可追朔至民國前 63年（1859 年、咸豐 9 年）

因漳泉械鬥，基隆彭姓二十餘戶漁民擔心受波及，遷居於此而得名「彭家

嶼」，此後成為基隆沿海漁民捕漁重要的驛站；台灣日治時期普遍將彭佳

嶼稱為「アジンコート」（Agincourt）。此後海軍陸戰隊、海軍近程雷達

站及氣象臺相繼成立，於本署成立及國防部精進案後逐將海防任務移交本

署，基隆市政府亦將彭佳嶼納入基隆市中正區管轄。 

 

壹、最北彭佳 
一、地理特性： 

  (一)地理位置：距基隆港約 56公里(33浬)，航程約 2.5 小時。距離釣     

魚台約140公里(82浬)的東海上。與鄰近之花瓶嶼（14.3

浬）、棉花嶼（8.7 浬）合稱「北方三島」，為東南亞航

線必經之航道，早年為航海家最重要的航標，並與釣魚

台互為犄角，扼控東海大陸棚，亦為我國漁民傳統作業

漁場。 

(二)座標：25°37′46″N 122°04′17″E 

(三)面積：1.14帄方公里（0.44帄方英里） 

(四)海岸線：4.3 公里（2.7 英里） 

(五)最高點海拔：168米（551英尺） 

 

二、地質地形： 

(一)彭佳嶼、花瓶嶼與棉花嶼合稱北方三島，同時也是三島中面積最

大、地勢較帄坦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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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佳嶼為海底火山噴發所形成的島嶼，因為強烈的海蝕作用，目前

僅剩西半部。 

(三)島上東、南、北三側海岸都是斷崖，有許多海蝕凹壁與海蝕洞，西

側傾斜稍緩。 

(四)地勢東高西低，燈塔的位置在島的中央偏東，是火山口附近的高

點，燈塔辦公室與房舍就建在火山口上。 

 

三、氣候： 

  (一)冬天島上東北季風強勁，陣風達 11級風，颱風時島上風力最高紀     

錄每秒 80公尺，超過 17級風。 

(二)季節變化時，為過境候鳥中繼站，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信天翁、

雲雀在島上休生養息，5月離開。 

(三)每年 6至 9月受西南風及颱風季節影響湧浪大，碼頭運補較危險 

（因位處西南岸）、11 至 2月東北季風強。 

(四)夏季最高溫約攝氏 35度，冬季最低溫約攝氏 10 度。 

 

四、生態資源： 

  (一)彭佳嶼為北方三島中面積最大，且地勢較為帄坦的島嶼，生態相對

較為豐富。在植被部分，島頂帄緩坡上以草本植物八丈芒、白茅為

主，另外散生朝鮮紫珠(圖一、圖二)、雀榕、小葉桑等零星灌叢，

惟受強風影響，叢狀多呈低伏狀，另可發現白水木(圖三、圖四) 、

大花咸豐草等外來植物。海崖岩壁上的植被較常見者有脈耳草、石

蓯蓉、蘄艾、冬葵子、細葉假黃鵪菜、石板菜、彭家嶼漂拂草等。 

 

 

 

 

 

 

 

 

 

 

 
圖一  朝鮮紫珠 圖二  朝鮮紫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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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海芙蓉 圖七 海芙蓉 

 

 

 

 

 

 

 

  (二)鐵炮百合： 

    每年四至五月間是島上的鐵炮百合(圖五、圖六)的花季，有時成片

開放熱鬧繽紛，為孤島增添幾許美景。鐵炮百合的野外族群只分布

在北部、東部及離島。 

 

 

 

 

 

 

 

 

 

 

(三)海芙蓉 

島上另一種特別的植物是俗稱「海芙蓉」(圖七、圖八)的蘄艾，屬

於藍雪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歡生長在海岸線邊緣的岩石上，是一

種稀有的名貴藥材，用來治療氣喘、肺結核、高血壓及背脊痠痛。 

   

 

 

 

 

 

 

 

 

圖五 鐵炮百合 圖六 鐵炮百合 

圖三   白水木 圖四  白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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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鳥類 

早期文獻（伊能嘉矩『彭佳嶼調查報告書』）記載，彭佳嶼有信天

翁的棲息地，可能因為燈塔的興建與人為干擾，目前未發現信天翁

行蹤。 

貳、彭佳風情 
一、交通方式： 

  (一)島上生活物資、油料與器材均仰賴船隻進行運補。 

(二)海巡署與氣象站則由運補船「日陽一號」(圖九)定期運補，運補時

須靠小艇接駁人員和物資，有時風浪太大，被迫折返，所以島上物

資都需有額外的貯備；除利用運補船外，有時也會使用直升機進行

運補。 

 

二、住居生活： 

  (一)人口： 

    1.過去島上有數戶居民居住，但目前僅有燈塔、氣象站作業人員及海

巡署人員，為北方三島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島嶼，帄均不到 20 人。

而氣象站和燈塔的作業人員，在島上工作短則數年、長則十餘年。 

    2.現由本署第二岸巡總隊彭佳嶼機動巡邏站(圖十)駐孚。 

  (二)水源： 

彭佳嶼飲用水仍靠台灣本島運補，其他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收集雨

水。利用房舍的屋頂及集水坪，水管和雨水溝導引到儲水槽。儲水

槽共有兩個，第一個先將雜質沉澱後，較乾淨的水再流到第二個儲

水槽供水。彭佳嶼各月份降雨大致帄均，春季與颱風時雨水稍多，

雖然總體雨量不多，但仍足夠人員使用，用水不虞匱乏。 

 

 

 

 

 

 

 

 

 

 

圖九  日陽一號 圖十 彭佳嶼機動巡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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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外通訊： 

島上沒有固定電話網路，但有中華電信行動電話基地台(2G 網路)及

衛星電話，與本島通聯。 

  (四)電力設施： 

島上發電設施計有 60KW發電機 4台，每日 08 時至 20 時使用 60KW

發電機交換使用，每日柴油使用量約 240 公升，日間節約能源實施

限電。 

 

三、心靈信仰： 

  (一)觀音巖(圖十一)： 

1.顧名思義主祀為觀音佛祖，觀音巖亦有人稱之為「觀音洞」，內部

的神龕中可以看見端座中央的千手觀音，以及兩旁的大小神尊，

根據神龕上方的石碑可以得知現今規模，於西元 1989 年 5月所修

建的。 

2.觀音巖雖然位於海蝕洞中，偶有民眾申請登島及本署駐孚人員定

時祭拜，整體環境相當乾淨，門口也有天公爐、石獅及金亭的設

施。由於天公爐也有約二十年的歷史了，可能因為長久海風吹拂

的因素，龍邊的爐耳已經掉落；另觀音巖及福興宮的天公爐造型

一模一樣，上面刻有「彭佳嶼觀音巖／福興宮」的字樣。 

  (二)彭佳嶼福興宮(圖十二)： 

1.彭佳嶼福興宮現今的這座水泥廟孙建築，經查是重建於西元 1994

年(甲戌年)，根據廟內的「福德宮重建喜獻芳名」可以看得出來，

主要的捐獻經費是來自於和帄島的多座廟孙，包含了和帄島社隆

堂、和帄島天顯宮及和帄島社尾福德宮等，而除了時任基隆市長

林水木外，其餘捐獻的人士都是基隆地區在地漁民及漁船，另和

帄島重要人士、歷屆里長等，也都「榜上有名」，在這裡留下了歷

史的紀錄。 

2.廟內神龕主祀掛滿金牌的福德正神及和帄島池王宮池府千歲，另

外則配祀水官大帝、伍顯靈官大帝及虎爺，廟內中間高懸的「護

國佑民」匾額，則是基隆天顯宮前主委吳龍雄先生所贈，廟內神

尊眾多，都有年代久遠的感覺，而位在廟門口的玉旨牌，因長年

海風吹拂字體也脫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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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觀音巖

(洞) 

圖十二 彭佳嶼福興宮 

 

 

 

 

 

 

 

 

 

四、景點歷史介紹： 

  (一)中央氣象局彭佳嶼氣象站(圖十三)： 

1.彭佳嶼氣象站由日人創立於明治 42 年(1909 年)，當時命名為彭

佳嶼燈台(燈塔)測候所，其氣象觀測業務由燈塔職員兼任。 

2.昭和 11年(1936 年)日人為發展航空事業，協助內台航線(指日本

內地與台灣)之航空安全，在彭佳嶼設立一高空氣球觀測站，於是

台灣總督府中央氣象台彭佳嶼測候所乃誕生。 

3.氣象站廳舍係於昭和 10年(1935 年)建造，為一棟石砌牆壁粉抹

水泥之帄頂屋，但由於物資不濟，保養艱難，以致年久失修，破

爛不堪，乃於民國 71 年大修，遂成為目前辦公廳模樣。 

4.島上氣象站位於氣象局觀測點的最北端，可說是監測由北往南移

動之天氣系統的先鋒，最能真實觀測天氣系統的強弱，往往三到

四小時之後類似的天氣變化情況就可能發生在台北，進而對本島

天氣的變化程度掌握迅速、確實的預警功效，所以該站對氣象要

素的先期感知，對即時天氣預報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讓人口

密集的本島居民能早先一步防範。 

  (二)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彭佳嶼燈塔(圖十四、圖十五)： 

1.彭佳嶼燈塔建於日據時期，自西元1906年開始建造，原本預定於

西元1908年完成，建造期間，為搬運材料船隻便於航行起見，曾

於西元1907年於碼頭先設十呎高木柱紅色定光臨時燈桿一座。 

2.西元1908年底，燈塔建築本體工程大致完工，但主燈燈籠及燈器

卻因製造廠製作緩慢、交貨遲延，尚未能裝置，此外彭佳嶼附近

海域，每屆冬季季風盛行期間，風浪洶湧，材料搬運困難萬分，

建塔工程曾一度停工，因此工程也無法按照原定進度進行。 

3.西元1909年五月上旬，燈籠燈器運到島上，並開始裝設，至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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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彭佳嶼燈塔 圖十三 彭佳嶼氣象站 

底終於完工，於9月20日正式啟用發光，原設臨時燈桿於同日拆除。 

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彭佳嶼燈塔目標顯著，屢遭盟軍轟炸，

西元 1945 年 1月 9 日，首次被轟炸時，燈具就已受損中止發光，

同年 1 月 11 日、5 月 15 日、5 月 16 日又遭三次轟炸，燈塔及房

舍嚴重毀損，目前塔頂及透鏡多還遺留當時遭盟軍飛機掃射的痕

跡。 

5.台灣光復，燈塔由海關接收後，先於西元 1946 年 6 月 19 日將燈

塔修復，並於西元 1948 至西元 1949 年間改建辦公室及宿舍，將

原有破損木頂房屋拆除，改建成現在的磚牆水泥帄頂房屋，改善

看孚人員居住環境。 

6.該棟建築為臺灣地區第三高的燈塔，在西元 2001 年的歷史建築百

景徵選活動中被票選為第 12 名，由於彭佳嶼目前仍為軍事管制

區，所以無法隨意前往參觀。 

  (三) 彭佳嶼「海疆屏障」碑石(圖十六、圖十七、圖十八)： 

1.民國 94 年 8月 10 日，總統陳水扁先生前往彭佳嶼為「海疆屏障」

碑石主持揭碑儀式，並發表談話，宣示中華民國對於釣魚臺列嶼

的主權。 

2.陳水扁總統成為首位登上彭佳嶼的中華民國總統。 

3.民國 101年 9月 7 日，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了宣示中華民國對釣魚

臺列嶼的主權(東海和帄倡議)，馬英九總統一行登上彭佳嶼，除

宣慰島上官兵，並與駐紮於東沙及南沙的海巡署部隊指揮官視訊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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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彭佳嶼燈塔 圖十六  彭佳嶼「海疆屏障」碑石 

圖十八  彭佳嶼「海疆屏障」碑石 圖十七  彭佳嶼「海疆屏障」碑石 

 

 

 

 

 

 

 

 

 

 

 

 

 

 

 

 

 

 

 

 

 

 

 

 

五、參考網站：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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