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策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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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與會單位參與本次工作坊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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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安排

議題一
盤點流域水博覽場之資源、潛力亮點

議題二
檢視各方版本與資源對齊

議題三
清點並發展後續工作項目



44新北市藍圖總策略 從移民城市到家園城市—
營造有水與家園意識的城市

⚫ 檢視新北城市發展過程，新北市升格十年後，城

市認同感逐漸增強，但因城市發展能量仍盛，城

市邊界仍在不斷拓展，此一動力對周遭土地使用

方式仍有變數的河岸也造成相當的壓力，而是市

民是城市的生活主角，市民對水的意識將是影響

水環境營造的重要關鍵。

⚫ 過去新北市在發展過程常因「當時必須很快做出

決定而忽略了多許當時未能顧及的價值」，成為

許多河川環境問題緣由之一。今日在新北升格十

年後，台灣社會與新北市有相較過往較多「可以

更細膩的來共同決定所有人的環境」「公民社會

的成熟度」等條件，故本次新北藍圖計畫，以

「營造有水與家園意識的城市」為最重要的核心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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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藍圖、亮點三合一的整合

新北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階段成果

擬定新北【四軸帶空間+六水治理】藍圖框架

提出四大軸帶與主河系定位

共商四大河段的核心策略

初提各軸帶(人口密集區)藍圖與可能亮點

發展五個新北水漾學堂候選方案

各流域水博覽場(發展中)



66來自政府的動力 –
新北市六水治理就是水環境的多元面向

新北升格十年，治水實戰有成，面對氣
候變遷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將以新思維、
新整備、新架構、與新公私協作關係，
來強化城市體質，落實水安全。

水清淨啟動了「水質改善、河廊改造、
都市再生、社區營造、家園經理、新北
升級」的良性循環，這是城市多目標治
理策略，也是新北成為全國領頭城市的
最佳示範。

開創「水質改善、河廊改造、都市再生、
社區營造、家園經理、新北升級」的良
性循環，用水環境，累積新北的獨有城
市競爭力。

「水滲透」是一與「水安全」深刻相關
的治理策略，水滲透更是水安全的深刻
基礎，更在長期城市治理上有積極的意
義：水滲透是預籌城市韌性體質，對抗
日漸巨大風險的結構性策略、與積極作
為。

立足城市百年累積與永續經營的價值，
透過工程與非工程手段，回復河川生命
力，讓河川生態成為城市升級的證明，
與城市光榮感的來源。

水文化，是耕耘市民對城市與家園認同
的最佳路徑。透過理解過去而能共同展
望未來，這是探究「水文化」對新北城
市治理的最細緻也是最積極的意義。

水安全 水清淨 水育樂

水滲透 水生態 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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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水環境營造的十三重效益與SDG加值

以新北市近年最具代表性水環境改造案例
「新莊中港大排污染改善暨河廊環境營造計
畫」，一個計畫就產生八重效益!而流域水
博覽場的可能可以達到十二重效益!

1、水利用地定位改造

2、水意識再造

3、跨部門合作

4、水家園印象轉正

5、水文化共同體營造

6、水漾學堂

7、水共生圈與社區營造

8、水價值公民養成

9、生態縫合 藍綠連結

10、氣候變遷

11、韌性社區

12、城郊融合

13、海洋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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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北市的過去與未來，看四軸帶流域河段定位

北海岸 :以藍綠基盤創生地方的機會清流

大漢溪 :北台水文化河廊淡水河 :家園之美與公民責任之河

新店溪 :多元價值豐富融合的細膩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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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北市藍圖出發、連結到調適水岸縫合的三大行動策略

調適、藍圖、亮點三合一的整合

流域水博覽場倡議與規劃

大河學堂、新北水漾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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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運輸能量的水岸機會(距水岸500公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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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河學堂/水漾學堂潛力的學校

新北市轄內國小
周邊500公尺範圍內有水體者

新北市轄內國中
周邊500公尺範圍內有水體者

新北市轄內高中
周邊500公尺範圍內有水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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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跨域營造：大河學堂、新北水漾學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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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學堂/水漾學堂與戶外教學的差別

水環境營造的硬體部分有來自學校的參與，
空間為學校量身訂做

水環境成為學校的學習空間，校方成為水
環境的主場學校

學校在水環境中產出公共內容與共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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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水利部門向教育部門提出的的合作邀請

一場拳拳到肉的公共參與與公共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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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拳拳到肉?公共工程生命週期與公共參與

公共工程各大階段(紅字表示一般公共工
程鮮少顧及，卻是公共參與的重大機會):

研發與倡議

規劃與設計

工程落實

維護營運

公共內容



1616

大河學堂/新北水漾學堂的重大意義與機會

水環境營造與學校學習深度結合

跨領域跨部門合作

各部門均有 KPI與極佳示範 :淡水河流域調適計畫、108
課綱、前瞻計畫、新北藍圖計畫、新北六水典範

公共參與的全程程序內容與成果的極佳示範

以各式條件很好的加分項(多元水主題、拳拳到肉的公
共參與、水漾學堂、跨域協作等)爭取前瞻建設的資源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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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工程，更要產出公共內容
板橋國中水漾學堂可能主場空間核心策略初步盤

核心策略下之地標性地景營造的構想

支持學校課程需要的空間規劃(視需要應辦理工作坊)

與本計畫可同步發生或開發的課程

與社區的溝通、由學子到親子的推進

將課程轉換成社會共學內容

河中島生態基地營造

大漢溪三鐵河廊(暫名)營造

設置策略、公共效益、與工程構想

設置地點與預算配置

將設計權交給師生與社區:地標或地景設計構想與學校美術美學課程
結合，甚至形成學校親子設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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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水漾學堂範例:三峽桃子腳中學(已運作中)

桃子腳國中小是新北市第
一處專供應公有建築物使
用回收水的示範點，學校
水資源再利用，正是聯合
國啟動「2030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的目標重點之一，桃子腳
國中小透過多套不同指標
的課程，將環境永續概念，
逐步落實在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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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水漾學堂(一):淡水水源國小(推進中，預定
於後續批次提案提出)
荷蘭人在400年前的航海地圖中已紀錄下公司田溪；
公司田溪7條支流其中一條即是源自淡水水源里的
「水梘頭湧泉」。

水梘頭圳路旁的水源國小，舊稱「水梘頭公學校」，
若公司田溪水文化能成為水源國小之校本課程，將
極有說服力。水梘頭圳路流經水源國小，若能將湧
泉的水，透過圳路引入學校，作為非飲用水，輔以
圳路環境營造與焦點地景(如水車)，可形成一水文化
場域，作為地方社區吸引遊客前來的創生主題。

「水梘頭」的地名源自水利設施，清代先民使用此種
木製的分水設施，引水梘頭湧泉的水資源開墾當地聚
落、開鑿水梘頭圳，至今已超過200年。100年前的日
本時期，日本也曾計畫利用水梘頭湧泉，興築台灣第
一個自來水工程－「滬尾水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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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水漾學堂(二) : 大漢溪生態基地營造(與板
橋國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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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水漾學堂 (三):(研洽中)安坑輕軌新和國小
與水工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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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博覽場:調適、藍圖、亮點三合一的整合

公共資源的整合可創造多功

淡水河調適計畫

新北市藍圖計畫

水環境博覽場

水岸縫合

有價值資本
門的指認

共營(贏)的水環境展覽空間

亮點營造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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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博覽場:不同層級或面向的公共計畫可產
生各項公共效益

在淡水河流域調適計畫中，可開創「水岸縫合」的新路徑。

在新北市水環境藍圖計畫中，可作為各軸帶流域之重要架構，
並經盤點形成一有公共投入價值之水環境營造建議名單，以
利公共資源最佳投入模式。

在社區尺度上，透過教育部門與水利部門合作共創如「大河學
堂」、「水漾學堂」(新北市計畫名稱)之機制，讓水環境成為
108課綱導引的教育場所，將可譜寫水環境亮點之新典範。



2424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構想(一):新北市政府水利
局版本

本版係以碧潭堰為關鍵焦點(因富含水安全、水清淨、水文化、水生態等多
重意義)，透過中下游既有水環境之營造，善用河廊周邊六個捷運站巨大公共
運輸能量，廣邀市民來新店溪河廊左右岸體驗各式水環境



2525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構想(二):在地諮詢小組
梁蔭民委員版本
摘自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年度第三
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會議紀錄之梁委員
意見):
「新店碧潭上下游兩公里之間，有很
多跟水文化有關的古蹟及景觀，可以整
合為戶外的水博物館，每一處景點就如
同博物館的一個展廳，而且是一個戶外
原地展出的展廳。從北到南的順序，包
括阿美族部落展廳、瑠公圳展廳、永豐
圳展廳、碧潭吊橋（古蹟）、日據時
代堤防、大坪林圳引水隧道（古蹟）、
新店渡（文化景觀）、和美煤礦、青潭
堰、灣潭圳、灣潭綠竹筍產業、小粗坑
發電廠（類古蹟）、直潭淨水厰、直潭
污水廠。一連串共十四項水文化景觀。
應整合、提高其管理層級，使這些水文
化景觀得以永續經營。



2626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構想(三):安坑線新和國
小(水工大樓)站版本

本版本暫無特定主事主體，然安
坑線將於近期通車，該站所在之
水工大樓為決定大台北防洪計畫
之重要場所，若相關條件對，單
此一站(結合附近左岸資源)即有成
為新店溪水博場主題路線之潛力，
故特列出此一版本。



2727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構想(四):新店溪周邊社
區大學版本

此項版本係新店溪周邊社區大學
長期基於學習社群之基礎所提擬，
關心面涉及堤內外之生態、歷史、
圳路、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等多
面向議題，建議可於溝通平台邀
請各版本加入討論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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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版本與資源對齊(需經多回合、多階段整合，
而融入新北藍圖計畫)

水博覽場因對象客群為一般市民，故擬以「一般市民願意花半天時間(包含
交通時間)，在河廊或流域內進行兩個小時之環境體驗或走讀」之思維評估
水博覽場之可行模式與有效看點，並評估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與串聯，以形
成可行的水博覽場初步方案。而不同關心方或行動方因考量點不同，會有
不同版本，並將以目前成果、討論過程與結果，視需要進行版本對齊之工
作。

檢視前述所列之各方版本，初步評估均有符合「一般市民願意花半天時間
(包含交通時間)，在河廊或流域內進行兩個小時之環境體驗或走讀」之機
會，甚或同一版本可規劃出針對不同客群之不同客製路線，但每一版本與
每一路線的目標客群與營運成本均不同，故將於溝通平台上以實體客群分
類(小學生、中學生，一般市民，公寓大廈客群、專業社群等)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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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客群步行時間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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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流域水博覽場兩條採步行可行的初步路
線(以搭捷運兩小時可完成之河廊路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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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項目建議與討論

水博覽場需投入改善或升級的水環境營造地點(與列
入爭取前瞻提案的可能)。

水環境地點與教育部門結合的大河學堂、水漾學堂之
可能方案。

水環境營造之軟硬兼施制度設計:社會共學基金之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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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