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馨島嶼、國境之西─花嶼的地理環境 

 

花嶼島在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的文獻中，即以沿用「花嶼」

的名稱。至於為何被稱為花嶼，文獻上雖有幾篇論述，但目前以澎湖紀

略（1769 年）所述：「通志云：『澎湖諸島嶼，惟此二嶼（花嶼、草嶼）

青蔥，故以花草名焉！』」較為符合花嶼的地景環境，也較無可議的之

處。 

    花嶼在清康熙時屬「水垵澳花嶼社」；日本時代，隸屬「網垵庒花

嶼鄉」；民國三十四年（1945 年），行政區改為「望安鄉花嶼村」，一

直沿襲至今。 

  花嶼島絕對位置在北緯 23゜22′20〞至 23゜23′07〞，東經 119゜

18′03〞至 119゜19′03〞之間。位於澎湖群島的西南方，台灣島中南部

的正西方，是澎湖位置最西的島嶼，也是台灣地理疆界的最西端。距離

澎湖縣馬公市最近的距離約 16 海浬，航程視季節與海象狀況不定，但通

常最快也需 1 小時左右。因此，常讓人有路途遙遠或不便的感受。 

 

 

 

 

 

 

 

 

 

 

 
花嶼島是台灣最西端的島嶼，夏季時島嶼一片花草青蔥而名。 

 



 

  花嶼島在台灣海峽之中，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約為 75 海浬，也是台

灣最接近海峽中線的島嶼。早期，每到了冬季，花嶼南方之海域，常成

為中國漁船避風之處所，數量曾達 120 餘艘。 

 

 

 

 

 

 

 

 

 

 

   

近年來，由於國際間附屬島嶼主權與海權範圍的爭議四起。因此，

政府在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起，公告不包括金門和馬祖的「中華民國第

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再於民國 98 年為確保領海基點

坐標的精確進行修正後，陸續在花嶼島沿岸的岩礁標定座標，劃設三處

領海基點。以此，來 

驅離或取締於台灣領 

海內，進行不當漁撈 

或其它不當行為活動 

之中國漁船，來彰顯 

政府對國土與海權守 

護的決心。 
 

花嶼島設有中華民國領海基點，彰顯台灣領海的 
主權範圍。 

 

 

早期，花嶼島南方海岸附近常有

成群的中國漁船聚集避風，台灣

的海巡單位得經常冒著大風浪的

前來驅離。 



 

 

 

 

花嶼島在台灣海峽相對位置圖 

 

 

花嶼島地理相對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