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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溪流域概況之基本資料補
充蒐集、調查與分析

持續研訂中港溪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之策略與措施

研訂中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
適分工建議

持續協助辦理公私部門研商、
民眾參與及意見蒐集之實體與
網路平台

持續協助辦理相關資訊公開

報告編撰與其它計畫成果所需
資料

 依「經濟部水利署辦理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執行作業要點」及「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手冊(第一次修正)」規定辦理

第一年度(112年)
工作

第二年度(113年)
工作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與分析

研訂
課題、願景與目標

協助辦理平台研商
小 平 台 ： 至 少 6 場
一日參訪活動：至少 1場

基本資料補充
蒐集、調查與分析

持續研訂改善及調適
策略與措施

持續協助辦理平台研商
小 平 台 ： 至 少 6 場
一 日 參 訪 活 動 ： 至 少 1 場

協助辦理資訊公開 持續協助辦理資訊公開

報告編撰

配合「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畫參考手冊(第一
次修正)」內容修正滾動調整

初步研訂改善及調
適策略與措施

分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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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CMS)

各控制
點流量

公告計畫流量

AR5情境水文量

水系保護標準
Q100 Q50 Q25

5,564
5,710

886

AR6情境水文量

4,693 4,062
4,697 4,095

919

883 497

1,752
1,730

氣候變遷流量推估

以中港溪河口為例，氣候變遷流量經評估相較AR5情境流量
-2.56%，較計畫流量+3.42%

5,710

※ 南港溪係採用降尺度1日暴雨衝擊分析成果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 
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 AR6)

推估
情境

流量增幅約-4%~12%
(相較AR5情境水文量)

氣候變遷流量推估
(相較計畫公告流量)

流量增幅約3%~31%
主要增加河段為南港溪及南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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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台1線西側、
大潭段地區有一
處未來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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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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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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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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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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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跟措施再順一下 跟期中報告內容呼應



35

課題地圖記得要換成期中版本

辦理中港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治理計畫

辦理逕流分擔評估規劃、排水治理規劃

對應課題：

灘地培厚與堤防加固

定期實施構造物安全檢查

對應課題：

設置監測設備掌握即時動態現況

利用衛星影像、遙測技術進行巡查

對應課題：

加強水土保持，減少泥砂源頭產量

定期辦理河道大斷面測量、疏濬

研訂河床穩定管理方針

對應課題：

水道
風險

相關單位 第二河川分署、縣政府

相關單位 第二河川分署

相關單位 第二河川分署、縣政府

相關單位 二河分署、農村水保署臺中分署/臺北分署

實時監測基礎變形、沉降等情況
定期檢查基礎周邊沖刷、裂縫問題

對應課題：

修復河岸天然濕地，增強濕地滯洪功能
營造多元河岸降低水道風險、妥善運用高灘地空間

對應課題：

完善水情監測預警系統、強化應急管理流程
建立疏散救災系統並落實演練

對應課題：

相關單位 二河分署、交通部公路局、高公局

相關單位 第二河川分署、縣政府



土地洪氾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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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課題：

訂定各類公共用地逕流分擔基本量

建設多處分散式滯洪設施

增加地表透水性

對應課題：

加強推廣與宣導非結構式減災措施

完善資訊發布平台，強化公眾參與

定期開展社區災害風險評估

對應課題：

研擬各類國土功能分區調適原則因應內水積淹潛勢區

研擬土地使用調適原則因應破堤及外水溢堤風險區

限制高強度開發，保留自然開放空間

對應課題：

結合非工程措施提高海岸抗災能力

進行海岸風險評估，制定防災應變計畫

依海岸管理法酌定土地使用管理原則

土地洪氾
風險

相關單位 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相關單位 二河分署、苗栗縣政府

相關單位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相關單位 林業署新竹分署、二河分署、苗栗縣政府



藍綠網絡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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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課題：

優先保護並擴大關鍵棲息環境

限制開發行為，確保棲地免受破壞與干擾

濱溪道路設置生物通道及路殺改善裝置

對應課題：

推動河川範圍周邊關注物種族群監測

提升中港溪水陸域棲地連結

定期評估生態網絡連通狀況並適時調整管理措施

對應課題：

建立監測網絡，跟蹤潛在威脅物種分布情況

針對外來入侵種進行全面生態風險評估

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跨域協調合作機制

對應課題：

針對主支流開展環境基流量評估

建立基流量相關調適管理系統

藍綠網絡
保育

相關單位
林業署新竹分署、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觀
光署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苗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相關單位
農水署苗栗管理處、台灣自來水
第三區管理處、中區水資源分署

相關單位
林業署新竹分署、交通部公路局、
農村水保署臺中分署/臺北分署、
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相關單位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農業部林業
署新竹分署、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對應課題：

建立跨界協作平台促進共享和交流

開展環境保育專業培訓

宣傳推廣優秀案例達到帶動效應

相關單位
林業署新竹分署、農村水保署臺中分署/臺北分署、
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二河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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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課題：

根據用地特性劃分不同岸線空間功能區

明確水岸綠廊發展定位和保護需求

規劃沿線自行車道，豐富水景觀體驗

對應課題：

融合課程教學，開發生動水環境教育教材

配合水環境空間梳理，建立環境解說導覽系統

再現過往水圳歷史風華樣貌

對應課題：

建立河川環境巡查隊

建立實時數據採集和共享平台

加強上下游地區橫向溝通與配合

水岸
縫合

相關單位
二河分署、苗栗縣政府、新竹縣
政府

相關單位
教育部、水利署、交通部觀光署參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各鄉鎮區公所

相關單位
二河分署、林業署新竹分署、農水署苗栗管理處、
中區水資源分署、交通部觀光署參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對應課題：

加強零星污染源排放改善及減量

提昇都市計畫區污水接管率

加強對違法排污行為査處

針對淤積淺灘區域進行河道整理作業

相關單位
環境部、中區水資源分署、二河分署、農水署苗栗
管理處、苗栗縣政府環保局、新竹縣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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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預計辦理 場小平台會議， 場跨域觀摩6 1

課題蒐集與分析

適合民眾參與議題

課題願景初擬

綜合討論歸納

願景收斂共識

43



44











45

















46

2

平台預期共識





第一年度平台會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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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度平台會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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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預期共識



第一年度平台會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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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預期共識




第一年度平台會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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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平台





公部門平台會議+大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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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平台

公部門平台會議+大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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