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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 

「蘭陽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公部門平台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分署第三會議室 

三、 主持人：林副分署長德清                          紀錄：林晉榮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冊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廠商簡報：(略) 

八、 討論事項： 

林副分署長德清： 

本次會議邀集各公部門機關代表針對本分署在「蘭陽溪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計畫」各面向課題中訂定相關之願景、目標、策略措施及機關分工進

行討論，會議中將分別從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藍綠網絡保育及水岸縫

合等四大主軸之措施，由本分署初步擬定之分工與各權責單位逐條討論，若

撰寫內容有需要修正或增減的項目可隨時提出討論，以利本計畫更加完整。 

(一) 水道風險 

A1.部分河段溢淹疑慮 

1.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針對蘭陽大橋改建工程，本單位近年持續進行相關作業，並依照最新治

理計畫公告內容辦理，然確定完工時間尚無法確定，仍要請規劃單位依

實際進度滾動式調整本工程之相關期程。 

2. 第一河川分署工務科: 

 在措施所列的護岸新建工程中，請將福德護岸新建工程調整至中長期

措施；長嶺護岸新建工程調整至短期措施，相關內容在目標中亦請一併

修正。 

3. 林副分署長德清: 

 請規劃單位持續關注蘭陽大橋改建工程執行進度，並持續滾動式更新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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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禹安公司回應: 

 有關蘭陽大橋改建將持續與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了解最新

辦理情況。 

 護岸新建工程將依工務科意見進行修正。 

A2.蘭陽平原海岸侵蝕趨勢 

1.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本分署沿海地區保安林地係依據保安林經營準則經營，並依「海岸防護

設施規劃設計參考手冊」進行海岸防護，相關內容規劃單位已於會前酌

修，故本課題無額外意見。 

2.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目前本單位海岸防護計畫係依據海岸管理法執行，原則上每 5 年辦理

定期監測作業，因此對於本課題所列之措施並無意見。 

A3.現有堤防潰堤風險 

 本課題涉及單位皆為第一河川分署，已於本分署內部協調會完成討論。 

A4.氣候變遷情境下水文流量變化衝擊評析 

 本課題涉及單位皆為第一河川分署，已於本分署內部協調會完成討論。 

A5.土砂災害及水道沖淤影響 

1.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橋樑安全檢測皆有定期辦理，故此措施並無意見。 

 有關下游段土砂監測應非署本單位權責，請再評估文字撰寫上是否需

要進行調整。 

2.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有關土砂監測及設備優化本分署每年都有針對此項目進行預算編列，

故此措施並無意見。 

 在「土石流潛勢溪流治理、崩塌地源頭治理、野溪整治及加強水土保持」

措施中，最後段所寫「加強水土保持」等文字於本措施前面已具體說明

相關內容，故建議刪除 

 山坡地無人機噴灑作業應非僅是本單位權責，由於崩塌地範圍有包含

林班地，故應將林業保育署也列入分工單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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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有關無人機噴灑作業確實屬於本分署執行的工作項目，故此部份分工

列入本分署並無意見。 

 目前本分署於蘭陽溪流域林班地內之工程，主要以太平山國家森林遊

樂區內之道路邊坡及局部零星災害處理為主，主要仍以衛星影像監控

崩塌地之變化。 

4. 林副分署長德清: 

 請規劃單位針對公路局於百韜橋之執行措施進行文字上修正，避免造

成誤解。 

 部份措施請依農村水保署及林業保育署所提出之建議進行修正。 

5. 禹安公司回應: 

 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於本課題應執行措施為在百韜橋權責河段進

行疏浚及的安全監測，已依單位意見修改本段文字內容。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所提「加強水土保持」等字眼建議刪除等內容，將

配合進行文字酌修。 

 另有關山坡地無人機噴灑作業，將依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意見將林業

保育署宜蘭分署加入該項措施的分工單位。 

 有關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所補充之內容，將依其意見修正文字敘述。 

(二) 土地洪氾風險 

B1.區排防洪設施尚未完善 

1.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本課題措施所列之排水規劃報告及治理計畫目前皆現正辦理或送至水

利署審查中，後續審查完成公告後就會依相關內容進行對應之工程措

施，故對這部份之措施無意見。 

 在本表策略中提到「擬定出流管制策略」中之「擬定」二字稍有不妥，

是否可以調整文字內容。 

 依水利法等相關規定，滿足特定條件即要針對出流管制作業進行審查

及完工後之查核，故建議刪除短期措施括號中「以發展程度較高之都市

計畫為重點考量區域」文字內容。 

 目前本單位較無針對在地滯洪有較明確性的規劃，是否可將文字敘述

做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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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副分署長德清: 

 有關提及在地滯洪的中長期課題，建議將「嘗試」兩字修正為「研議」，

並於本段文字後方加入「可行性」，讓權責單位執行上較有彈性。 

 宜蘭縣府屬於出流管制作業的審查及查核單位，並非「擬訂」出流管制

措施，文字上請再酌修。 

 在措施上使用「落實」兩字稍有不妥，建議調整文字敘述方式。 

3. 禹安公司回應: 

 綜整上述意見，有關策略中所提「擬定出流管制策略」，後續將修正為

「依據既有出流管制相關規定辦理」。 

 

 持續進行出流管制審查及完工後之查核作業」以符合實際情況。 

B2.民眾對治水之建議及優化 

1.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自主防災的措施將會依規定持續推動，然有關製作影片宣導等內容對

於本單位執行面上而言較為困難。 

2. 林副分署長德清: 

 有關韌性承洪之措施，建議可調整為納入非工程措施為導向。 

3. 禹安公司回應: 

 遵照辦理，本段將修正為「使民眾初步了解韌性承洪之觀念，並納入非

工程措施進行推廣及教育」。 

B3.淹水潛勢與國土功能分區之連結 

1. 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淹水潛勢區」非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且二者性質與

功能不同。 

 未來涉及該敏感地區之開發利用，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草案，已研訂申

請人須檢附各該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認定未違反其主管法規之禁止

或限制規定之意見文件等機制，並無相互競合關係。 

2.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有關出流管制的策略與措施內容比照 B2 課題方式進行修正。 

 有關都市計畫開發需保留透水面積之相關規定皆依照水利法規範執行，

故對本措施無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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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逕流分擔可利用空間有限 

1.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本課題中之「優化抽水站設備操作」措施較為抽像，是否可針對文字內

容進行調整。 

2. 林副分署長德清: 

 有關抽水站設備優化之措施，希望可朝向提升集流系統的方向進行撰

寫。 

3. 禹安公司回應: 

 綜整上述意見將本措施內容進行修正，並增加有關抽水站集水區收集

系統強化等內容。 

(三) 藍綠網絡保育 

C1.溪口生態棲地之完整性 

1.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2.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有關分工項目藍綠網絡保育溪口棲地之完整性(C1)，本分署蘭陽溪口水

鳥棲地營造已持續執行 2 年，建請將中長期措施改列為短期措施。 

3.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有關河口鰻寮管理及取締應屬本府農業處之權責，建請修正。 

4.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5. 禹安公司回應: 

 部份內容有誤，將依各單位之意見進行修正。 

C2.棲地維護及復育與外來種移除 

1.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2.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本課題相關措施中列入本單位之權責範圍為中央管河川界點上游野溪，

然界點上游應包含林業保育署之林班地及縣府之支流排水等，故應將

此二單位列入本項措施的分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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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目前本單位針對物種進出口有一套輸出入的審查機制，無後續追蹤列

管等相關工作。 

4. 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 

 本單位之權責範圍應修正為「灌溉及排水系統」。 

 在水域外來種捕捉的措施中舉出「漁網捕捉」，對於本單位權管之灌排

而言恐較難執行。 

5. 林副分署長德清: 

 有關公共工程依規定辦理生態檢核及降低縱向廊道系統障礙等措施亦

應將本分署管理科納入。 

6. 禹安公司回應: 

 相關內容將依各單位之意見進行調整。 

C3.藍綠網絡之連結性與生態廊道暢通 

1.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相關分工單位應比照 C2課題之建議將林業保育署及宜蘭縣政府納入。 

C4.水域瀕危物種保育 

1.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2.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相關分工單位比照 C2 及 C3 課題之建議將林業保育署及宜蘭縣政府納

入。 

2. 林副分署長德清: 

 短期之瀕危淡水魚類棲地調查措施中補充河川情勢調查。 

 維持溪流棲地特性之措施應納入本分署工務科 

3. 禹安公司回應: 

 相關內容將依各單位之意見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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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岸縫合 

D1.河床裸露地揚塵 

1. 環境部大氣環境司(書面意見): 

 有關蘭陽溪河川揚塵課題本單位對於列為指導單位並無意見，然由於

宜蘭地區非本署重點執行之揚塵發生區域，故可由裸露地所屬權責機

關進行分工並配合環境部相對應措施即可。 

2.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3.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D2.水質污染課題 

1.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針對強化河川地種植稽查及管理列為本單位之執行措施無意見，然後

方所列之「減少汙染性較高之農藥使用」應屬本府農業處之權責，建請

修正。 

2.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有關民生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建議補充為宜蘭及羅東「都市」地區。 

3.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書面意見): 

 針對畜牧場糞尿資源化處理部分修正:持續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補助畜

牧場污染防治設備更新，以達到節水減廢及及資源化循環再利用之功

效。(中長期措施) 

 199 頭以下養豬場轉型及退場機制目前已廢除。 

4. 禹安公司回應: 

 相關內容將依各單位之意見進行修正。 

D3.河川灘地利用與使用管理 

 本課題涉及單位皆為第一河川分署，已於本分署內部協調會完成討論。 

D4.水陸域環境之連結性 

1.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針對本課題涉及本單位之措施無意見。 

2.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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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本單位列入「發展深度原民文化及生態旅遊的在地品牌」之措施中

之原因為何。 

3. 禹安公司回應: 

 由於「發展深度原民文化及生態旅遊的在地品牌」屬於水資處於水環境

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報告之規劃內容，故將其列入分工單位中。 

九、 綜合結論： 

1. 本次會議逐項討論調適計畫之各面向課題及其相關措施與分工，且經各

與會單位討論並確認，修正後之分工建議表將隨會議紀錄送達，請各單

位協助檢視，若有需調整者，請於 113 年 8 月 15 日前將調整意見送達

本分署。 

2. 本次會議各單位所提意見與建議，請禹安公司納入做適度之修正。 

十、 散會：下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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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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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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