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水共存：水環境調適 

報告人：經濟部水利署 王藝峰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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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臨問題 



氣候、環境、社會挑戰 水環境調適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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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標準下
不淹水 

超過保護標準 
減少生命傷亡、降低經濟損失 

加快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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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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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 

在地滯洪 

出流管制 

治山防洪 
(林業保育署) 

坡地水土保持 
(農村水保署) 

環境水質 
(環境部) 

省道橋梁 
(公路局) 

中央管河川排水 
(水利署) 

縣市管河川排水 
(縣市政府) 

農田排水 
(農水署) 

養殖漁業排水 
(漁業署) 

海岸管理防護 

雨水下水道 
(內政部國土署) 

村落防護 

加大抽排 

第二防線 
科技智慧防災 

自主防災 

系統性治水 加強防洪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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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土地承洪能力 

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 

在地滯洪 

減少淹水入家門 

加速退水 

增設第二防線 

非對稱治理 

高地截流路堤阻絕洪水、保護聚落 

河川排水下游提升保護標準 

學校公園等公共空間增加貯留分擔降雨逕流 

土地開發不增加鄰近排水系統負擔 

利用田埂或農路加高，增加蓄洪 

下游加大抽排能量、提升保護標準 加大抽排 

提升治理率 

加速整治 
依治理計畫辦理堤防護岸新建工程 

防災應變 

自主防災 護水志工、自主防災社區、企業與社區合作 

CCTV影像導入AI辨識， 
輔助積淹水、河川水位判斷 科技智慧防災 

村落防護 



推動上游坡地保育治理 持續穩定改善 

7 

76 111 85 88 90 93 94 96 97 98 99 101 102 104 105 106 110 69 81 

治理
策略 治山防洪 生態工法 工程生態檢核 自然解方(NbS) 

土石流 (1,745條)  
大規模崩塌 (79處) 
不安定土砂風險評估(5大流域) 
衛星影像變異監測按週通報 

 

災害風險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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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處理面積1,265 公頃 

控制土砂生產量7,411 萬立方公尺 

抑制土砂下移量3,597 萬立方公尺 

土砂減災協作 
土石流防災專員3,633人 
水土保持示範基地31處 
水保服務團21團 

社會培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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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108年0813豪雨 After 110年0731豪雨 8 

凱米颱風東石鄉,布袋鄉改善淹水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死傷失蹤人數統計至111年 

臺南三爺溪排水治理，降低仁德市區淹水 

治水-中央地方攜手 已有成效 

1044 

中央管河川治理率91% ，中央管區排治理率81%，縣市管河川排水，95年至113年治理率已達42% 

114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95-102年)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103-108年) 

前瞻－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改善計畫(106-114年)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98-103年)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年) 

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 
(98-103年) 

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年)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98-103年)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年)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
115年) 

1,160億元 

95 

660億元 

170億元 120億元 

80億元 

398億元 600億元 

80億元 
822億元 

1,004億元 

98 

110 113 

前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06-114年) 271億元 

106 

荖濃溪防災韌性計畫 
(114-118年) 

117 118 

18.83億元 

116 

蘇澳溪分洪工程計畫 
(113-116年) 54億元 

前瞻-加速治理 



土地承洪-逕流分擔 分擔降雨逕流 
臺南市安佃國小 
逕流分擔計畫 

安佃國小施工中 安佃國小施工後 

雨水積磚 

• 已完成 阿公店溪、濁水溪、卑南

溪、花蓮溪、高屏溪、北港溪、磺溪

等 

16條河川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成果 

• 其中臺南市安佃國小於操場下設置

雨水積磚，儲蓄降雨逕流，於112年 

6月完工，蓄洪量 2,196m3， 

113年凱米颱風期間，未有淹水情形 

儲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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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洪-在地滯洪 土地共同承納洪水  

加高農路或田埂高度 
以增加蓄水深度 

30cm 

20cm 地 面 

透水層 

地下水/伏流水 

不透水層 

地下水補注 

水資源再利用 

與傳統滯洪池相比，在地滯洪 
 不徵收農地 

 農地仍能耕作，農民保有農保資格 
 維持農村風貌，減少社區災損 

 工程費用低，工期短， 

 分期支付滯水獎勵，以較低成本改善淹水 

水
道 

水
道 

106年0601豪雨 
24小時雨量413mm 

113年凱米颱風 
24小時雨量545mm 

106年0601豪雨淹水面積約840公頃 

雲林縣褒忠鄉有才寮地區 推動1,150公頃台糖農場在地滯洪 

113凱米颱風蓄水體積460萬立方公尺

無淹水災情 

Before 

After 

1.高雄市美濃地區100公頃 
2.雲林縣褒忠鄉有才寮地區1,15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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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災害調適 海堤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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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海岸防護區 
(6縣市) 

331.4Km 

二級 
海岸防護區 
(9縣市) 

249.3 Km 

佔臺灣海岸線長度 

≒ 50.44% 

                       臺灣本島海岸長度     1151Km 

內政部106.2.6公布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作為海岸地區
最高指導原則，指定海岸(災害)防護區 採用竹樁近自然工法 

後灣海堤環境改善 

雙春海岸定沙措施 

塑造永續海岸環境 
Before After 



自然解方 執行策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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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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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水岸融合 提升環境優化 

 完成水環境亮點124處 

 營造水環境亮點親水空間營造479.42公頃 

宜蘭縣-蘇澳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98年 

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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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 

金門 

澎湖 

40%以上 

30%~40% 

20%~30% 

10%~20% 

10%以下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統計至113年12月底 

6縣市 

2縣市 

6縣市 

3縣市 

5縣市 

 已開辦93處污水系統 (113年12月)  

 營運中83座水資中心  (113年12月) 

 用戶接管總戶數達405.6萬戶(1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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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20.8  

24.8  28.4  32.0  
36.2  39.8  42.1  42.8  10.2  

10.6  
10.4  

10.2  
10.4  

10.0  
9.8  

9.2  9.3  

9.1  

10.3  
11.8  

12.6  
13.5  

15.9  
17.4  

18.6  18.9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置率 

36.0  
41.8  

47.0  
51.2  

55.9  

62.1  
66.9  

70.0  71.0  

整體污水處理率 

公共污水下水道 加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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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質 穩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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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污染站數， 
113年剩餘７站，歷年最低！ 

嚴重污染河段（公里數）， 
91年 406.5       113年 74.6 

減少8成 

河川 水質維持穩定、持續改善 

分布中南部 

7成以上水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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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課題及收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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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水議題分區座談會 廣納各界共識與建言 (1/4) 

 

課題： 

韌性承洪， 

調適氣候變遷 

凝聚公部門與私部門共識，推動逕流分擔與在地滯洪，提升國土承洪韌性。 

強化抽水站與閘門等基礎設施管理，導入 AI 技術提升效率。 

制度化出流管制，簡化審查程序。 

納入多元風險情境，確保長遠防洪願景目標。 

檢討防洪治理目標與保護標準，進行治水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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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水議題分區座談會 廣納各界共識與建言 (2/4) 

 

課題： 

永續海岸策略， 

減緩災害風險 

強化海岸衝擊研究，檢討現有防護計畫，針對風險地區制定調適策略。 

推動整體海岸管理與防護計畫的定期通盤檢討，落實公民參與。 

推動自然解方( NbS ）策略，將海岸防風林維護納入碳足跡追蹤機制。 

納入地層下陷與海平面上升影響評估，調整海岸防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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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水議題分區座談會 廣納各界共識與建言 (3/4) 

 

課題： 

恢復水域生命力， 

優化永續水環境 

採用自然解方 ( NbS)，減少水泥化工程對生態的影響。 

推進河川環境管理計畫，整體考量上、中、下游系統，落實分級管理。 

強化疏濬計畫，平衡土砂需求，改善土砂治理方式，保護生態。 

加強生態檢核機制，推進水資源淨化與利用，結合復育與健康河川標準。 

導入新科技進行河川治理，代替傳統硬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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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水議題分區座談會 廣納各界共識與建言 (4/4) 

 

課題： 

導入數位轉型， 

提升智慧水利 

導入 AI技術於災害監測與河川管理，提升效率與精準度。 

加強跨部門預警整合，實現即時訊息推播。 

開發數值淹水模式，結合 GIS 數據進行歷史分析與預測，支援決策。 

強化防災演練，納入停電情境模擬與數位化應對策略。 

提升公眾對智慧水利的認知與參與，促進防災行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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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進作為 



策進作為 共創未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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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措施 
• 透過國土計畫與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強化易淹水區域因應策略 

• 強化建築的耐淹力，提升淹水應變能力 

• 科技智慧防災及管理，導入AI運用，輔助風險控管 

強化國土風險管理 

擴大運用非工程手段 

• 持續依據綜合治理對策提升治理率，改善護岸、堤防等防洪設施 

• 推動土地及水道共同分擔洪水之治水新策略，提升土地承洪能力 

• 增設第二道防線、村落圍堤，減少淹水入家門 

• 導入非對稱治理及增加抽水，加速退水 

• 上游土砂疏導取代攔阻，配合清疏及囚砂空間，土砂無害通過 

• 精進防減災技術及服務，強化全民防災韌性 

系統性治水 

加強防洪保護力 

• 持續精進海岸風險評估技術，分析海岸未來可能災害或衝擊 

•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及檢討海岸防護計畫，因應風險制定調適策
略；短期完成6縣市一級海岸防護計畫通盤檢討，長期完成9縣市二
級海岸防護計畫通盤檢討 

永續海岸策略 

減緩危害風險 



策進作為 共創未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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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應自然及國際自然解方(NbS)發展趨勢，建構健康及永續水環境 

• 推動跨域合作，訂定自然解方(NbS)本土化指引，建立示範案例及
建構各部會知能 

• 持續推動生態檢核作業、適時修訂生態檢核參考手冊 

• 強化落實生態保育內涵工程，維護生態棲地多樣性 

• 因應變遷完成26條中央管河川風險評估檢討，持續改善基礎防護
措施及營創調和永續水環境 

• 加強廢污水管制處理及海洋污染防治，改善水域水質 

恢復自然水域生命力

優化永續水環境 

• 推動河川環境管理計畫及海洋環境管理，合理使用河川邊際土地及
海域空間，達到防洪安全兼顧自然環境與明智利用 

• 善用跨機關協商平台，建立跨域協作機制 

• 推動河川及海洋環境各面向管理法規及政策的修訂與完善，整合互
補各權責範疇 

持續推動河川及海洋環

境管理，深化跨域協作 

9 項措施 



結合水資源及社會調適 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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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社會調適 

水環境

調適 

社會

調適 

水資源

調適 

議題二 

水資源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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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水及流域永續推動小組 由部會治理提升至國家治理 

推動指引 
盤點流域課題 
研擬治理策略、經費 
及建議優先順序 

精準分配資源及預算 
各部會納入公建執行 

依據 
國家發展計畫 

施政重點 
氣變情境 

SDGs 

由上而下 
規劃流域永續 

願景、目標 

行動計畫 

預算執行 管理考核 定期報告推動小組 
滾動檢討政策方向 



5大精進策略 
強化國土風險管理， 

擴大運用非工程手段 

系統性治水， 

加強防洪保護力 

永續海岸策略， 

減緩危害風險 

恢復自然水域生命力， 

優化永續水環境 

持續推動河川及海洋環境
管理，深化跨域協作 

水及流域任務分組 

水土林保育分組 

(農業部) 

治水與供水分組 

(經濟部) 

國土調適分組 

(內政部) 

河川水環境分組 

(環境部) 

 
 
 
 韌性承洪， 
 調適氣候變遷 
 
 恢復水域生命力， 
 優化永續水環境 
 
 永續海岸， 
 減輕暴潮危害 
 
 導入數位轉型， 
 提升智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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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跨部會議題 , 聚焦釐清原因 , 選擇有效防治對策，集中資源解決優先問題 

循證治理 擘劃水及流域系統性策略 

4 項 關 鍵 課 題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