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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片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122373/5658397

2021/8 連日雨彈高屏溪水位暴漲，造成高灘地──佛光山前停車場淹水

雖臺灣大部分的河川
已達高程度的治理率

為
因
應
極
端
天
氣

水道
風險

土地
洪氾

藍綠
網絡

水岸
縫合

針
對
面
向
分
析
歸
納

最終達

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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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中央管流域整理改善與調適計畫(110~115年)」
 四大面向，同步辦理整合規劃
 改善面對風險能力，調適以與風險共存

資料來源：「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工作應達標準檢核事項，水利署，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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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範疇-水道風險與土地洪氾風險

資料來源：「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工作應達標準檢核事項，水利署，110年。

低地積潦

低地積潦

國土管理
土地利用

構造安全
維護管理

非中央管水道
溢淹或沖淤

中央管水道
溢淹或沖淤

一般性海堤防護

完成河川整合性規劃，重新考量氣候變遷因應策略，納入逕流分擔、在地滯洪及重
點區域聚落防洪等新思維理念，加重土地管理及調適策略等措施，取代傳統式的灰
色工程之規劃來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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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流域行政圖

四、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整體高屏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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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寶山部落

三地門鄉安坡部落

圖片來源：茂林國家風景區

六龜區十八羅漢山

圖片來源：茂林國家風景區

甲仙區甲仙大橋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旗山區旗山地景橋

大樹區下淡水溪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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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濃溪流域
 主流河長28.5公里
 流域面積114平方公里
 美濃都市計畫區、美濃湖

特定風景區
 福安、清水、美濃、竹子

門、美濃湖等7條排水幹線

地形圖

土地利用現況圖

都市計畫區分布

三夾水河段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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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洪氾課題-1.歷史水災
過去歷史災例顯示，往年災情主要發
生在福安里、中圳里、興隆里、廣德
里、廣林里、瀰濃里、東門里、泰安
里、合和里、清水里以及祿興里。

107年0822豪雨為例-廣興地區、三夾水地區及東門排
水發生淹水情況。

資料來源：高雄市美濃區111年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高雄市美濃區公所，111年。

高雄市美濃區水災危險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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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溪流域歷史降雨事
件易淹水區域圖

資料來源：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 ，經濟部水利署，109年。

淹水原因歸納
 短延時強降雨
 外水頂托，無法順利排洪
 降雨量超出該區域排水系統

設計容量
 受限兩岸土地利用，河道難

以拓寬，增加通洪斷面
 部分區域河段非屬治理計畫

範圍，採河川區域方式管制

美濃地區24小時350mm
降雨淹水潛勢圖

六、土地洪氾課題-2.淹水原因



9 資料來源：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 ，經濟部水利署，109年。

 94年公告「美濃溪治理基本計畫」，佈設堤防及護岸。
 98年已完成「高雄縣管區域排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100年「美濃地區竹子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106「中正湖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報告。
 其中美濃排水、福安排水及中正湖排水於民國100年公告治理計畫。

六、土地洪氾課題-3.治理規劃、治理計畫

美濃湖排水計畫相關工程布置位置示意圖 竹子門排水計畫相關工程布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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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R累積降雨量650mm

24 HR累積降雨量350mm

24 HR累積降雨量500mm

六、土地洪氾課題-4.淹水潛勢

98年美濃溪水系排水治理規劃

歷史事件24小時累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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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洪氾課題-4.淹水潛勢

24 HR累積降雨量500mm

24 HR累積降雨量650mm

連續3小時時雨量達100mm

連續三天超大豪雨(500mm/24HR)

氣
候
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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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參考指標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參考指標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懶人包，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國土計畫網。

六、土地洪氾課題-5.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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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劃設參考指標

依功能分區分類賦予使用權限

現行及未來土地使用制度皆採容許制及
許可制，主要不同的是開發許可制允許
變更使用分區，使用許可制不可變更分
區分類。

土地使用申請與現行區域計畫差異-

六、土地洪氾課題-5.國土功能分區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懶人包，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國土計畫網。



• 人口密度較高
• 具有鄉村發展性質者

淹水潛勢之城鄉發展地區(城2-1)

• 都市計畫區扣除農發第五類及國
保第四類

淹水潛勢之城鄉發展地區(城1)

六、土地洪氾課題-5.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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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屏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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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109
年

逕流分擔區域淹水面積、體積以及分布圖

編號 淹水區域 所屬水系
影響範圍
位置

逕流分擔措施

1 廣興區域 美濃湖排水

美濃都市
計畫區內

採「低地」與「逕流積水」共存措施。如
採農田滯洪措施約需17.2公頃用地。

2
東門排水
周圍

美濃湖排水
採「低地」與「逕流積水」共存措施。
如採農田滯洪措施約需15.0公頃用地。

3
三夾水
區域

美濃湖排水
採用保水與貯集滯洪設施、低衝擊開
發設施、地面滯洪設施或地下貯留設
施分擔逕流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109年。

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1.逕流分擔

逕流分擔建議實施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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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溪上游段在地滯洪推動計畫111
年

美濃溪上游段在地滯洪實施範圍圖

建議宣傳目標作物：

水稻、野蓮
(依農作物耐淹特性評估)

推動前之困難

獎勵金依滯水成效分為三級

A B C

可滯水深度達25
公分以上至50公
分以下或每公頃
可滯水體積達
2500立方公尺以
上至5000立方公
尺以下者，每公
頃每年獎勵金新
台幣(以下同)一萬
元。

可滯水深度逾50公
分至75公分以下或
每公頃可滯水體積
逾5000立方公尺至
7500立方公尺以下
者，每公頃每年獎
勵金一萬五千元。

可滯水深度逾75公
分或每公頃可滯水
體積逾7500立方公
尺者，每公頃每年
獎勵金二萬元。

在地滯洪獎勵及補償作業要點(110年7月26函頒) 

後續作為
• 法規競合分析調整
• 截至111年6月止，已辦理3場次在地滯洪推廣說明

會，將持續積極辦理
• 在地滯洪示範區成效監測檢討
• 擴大在地滯洪示範區(廣興街)

• 農業損失之補償單位尚未明朗化
• 短期改善策略應建立參與誘因
• 法規競合

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2.在地滯洪



18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 美濃三洽水位於竹子門與美濃溪匯流處，竹子門排水出口段已完成整治1000m，豪雨時美濃溪外水位高漲，導
致市區低地內水無法由C幹線重力排除而溢淹，淹水高度約20-40cm。

• 本案利用公有土地0.58ha設置調節池，蓄水量1.73萬m3並搭配抽水機0.9cms，可有效緩解C幹線集水區內淹水
狀況，改善面積約23ha。

美
濃
溪

美濃國中

美濃區公
所

C幹線
Q2=3.14cm

s

調節池位置

淹水範圍

集水區範圍

□=1.8h× 1.8w
S:0.2 %

□=1.8h× 1.8w
S:1.3%

目前已進入施工階段

美濃區三洽水滯(蓄)洪池新建工程111
年

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3.滯 (蓄 )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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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8月9日拜訪東門里里長

111年8月9日拜訪瀰濃里里長

107年8月23日豪雨美濃東門里淹水情形
圖片來源：東門里羅文俊里長提供

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4.疏濬及河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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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

水利單位
• 提供淹水災害風險區位
• 釐清工程保護上限

縣市國土計畫內容

•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

• 以土地管理或非工程手段
因應可能洪氾風險

以平台研商、分析探討
不同淹水災害風險區位
可採取之策略措施

水利工具

土地利用競合調適
• 國土計畫內容

» 增加防洪、逕流責任相關內容
» 指導各部門計劃相關內容

• 功能分區建議
» 建議各國土功能分區土管策略

• 治理工程改善
(治理規劃、計畫)

• 逕流分擔、在地滯洪、
其他工程手段

分工

• 回歸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執行改
善與調適

水利單位告知淹水區位

以土地管理因
應可能洪災

與
國
土
計
畫
連
結
流
程
說
明

納入氣候變遷推估之
災害風險

危害度X暴露度X脆弱度

5.土地使用規劃
與管制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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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調整，避免高
強度開發行為。

 進行容積管制及低密度開發管制，納入
低衝擊開發(LID)概念

 重新規劃區內現有排水路、水域或埤塘
規劃為滯洪公園

 強化都市公共設施截水、保水功能

高屏溪流域國土功能分區圖
24小時
500mm

情境淹水面
積(公頃)

國土功能分區 類別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861.45 

第二類 3,040.45 

第三類 40.65 

第四類 78.29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1,517.37 

第二類之一 120.46 

第二類之二 41.31 

第二類之三 2.73 

第三類 0.04 

八、土地洪氾改善與調適策略措施-5.土地使用規劃
與管制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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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目標及願景
建議改善與措施

短期(1-5年) 中期(6-10年) 長期(10年-) 分工建議

洪氾風險處置、
逕流分擔及在

地滯洪

 氣候變遷

下，淹水

潛勢區位

之調適

 提升國土

韌性承洪

能力

【短1】推動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
•【中1】滾動檢討

疏濬成效

•【中2】增加自主

防災社區

•【中3】推動及評

估其他合適示範區

•【中4】提升農作

加值

•【中5】後續將野

蓮池、養鱉池與農

塘列入盤點

•【中6】植栽護堤

規劃結合疏濬管理

•【中7】復育田埂

合辦理食農教育推

廣

•持續推動在
地滯洪方案，
增進土地承
洪能力

•與在地居民、
保育團隊、
主管機關、
研究單位達
成共識,進行
長期且系統
性的監測

水利署

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短1、
短4、短6)、第
六河川局(短1、
短2、短6)、第
七河川局(短3、
短6)

【短2】三洽水滯(蓄)洪池新建工程

【短3】疏濬及河道整理

中央
單位

營建署綜合計畫
組(短4、短5)、
農水署高雄管理
處(短6)

【短4】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調適
•【短4-1】淹水潛勢與國土功能分區與管制
競合評估

•【短4-2】進行容積管制及低密度開發管制，
納入低衝擊開發(LID)概念

地方
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
局(短1、短2)、
高雄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地政局
、客家事務委員
會(短4、短5)、
美濃區公所(短5)

【短5】美濃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短6】在地滯洪
•【短5-1】法規競合分析調整
•【短5-2】積極辦理在地滯洪推廣說明會
•【短5-3】在地滯洪示範區成效監測檢討
•【短5-4】擴大在地滯洪示範區(廣興街)

九、改善與措施討論及分工建議

美濃溪出口
旗山溪疏濬

東門橋
上游疏濬

三洽水滯(蓄)洪
池新建工程

目
前
執
行
中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七河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