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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說明

溫寮溪流域

區位分析

• 全段與南北向大安濱海自行車道、臺1線(環島一號線)、臺鐵大甲站及國道三號相互串連

• 核心生活區集中於上游處；下游出水口則與大安濱海自行車道相連

治理計畫起點

治理計畫終點

全段長約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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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說明

• 核心生活區集中於溫寮溪

上游處

• 塭寮溪下游出水口與大安

濱海自行車道相連

動線與觀光景點

溫寮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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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出海口地區，河道內容易有沖刷、淹水之疑慮

• 目前Q25年洪水位與現況堤頂高接近(約1公尺至1.5高差)

流域
說明

溫寮橋，近出水口 興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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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寮溪流域

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1



• 上游段Q25水位與現地堤防高程落差比下游段大

• 上游段具較多空間可在河道防洪安全基準下，適量調整河道型式

流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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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寮溪流域

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2

水尾橋(上)段

美村橋(上)段瓦瑤橋



流域
說明 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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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寮溪流域

• 依據111年9月「臺中市河川水質監測結果」報告，可得知溫寮溪監測站(美村橋及松雅橋)

水質監測結果RPI值約1~2.25，屬未(稍)受汙染~輕度汙染，水體等級為丁類水體

屬可環境保育之水環境改善。



基地
現況  紀錄時間為112.05.08，海岸濕地為法定自然保護區其餘為一般區

 相關溫寮溪全段生態自評表格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0.10.06)

生態調查

溫寮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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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工

程名稱 
溫寮溪大甲區水環境改善計畫-出海口段 

設計單位 -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地點：臺中市大安區 

WGS84座標 

緯度：24.371598067550458；經度：

120.5839734672486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 

工程目的 

以防洪安全為主要設計原則，可配合周邊使用空間，打開部分既有僵硬河道，利用草

坡堤防方式改造既有無生態環境的水道，並配合公園之動線向水岸延伸，引入休憩節

點及親水空間，做為觀賞海景的所在，提供居民多樣的遊玩及休憩場所，將水域空間

由邊緣化的角色轉為生態公園的一部分，而旁有龜殼生態公園為大安濱海自行車道一

環，藉由優化生態公園及紅樹林生態步道串接，減量水泥剛性立面空間，利用豐富河

海濕地資源結合滯洪規劃多元化近水空間，打造西濱極境-觀光漁村輕旅行。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工程概要 

1.河道護岸改善工程 

2.堤頂步道外推串聯工程 

3.海堤堤防地被披覆工程 

4.生態滯洪濕地優化工程 

5.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工程 

6.乾式生態植生溝(自然疊石) 

7.防風林及濱海植栽補植 

8.紅樹林人行動線優化 

9.附屬休憩及安全設施 

10.環境教育解說設施系統 

預期效益 

1.本計畫預計優先優化既有龜殼生態公園與溫寮溪水岸空間的縫合，透過水岸空間的

改善、堤防護岸的多功能發展及濕地生態教育等結合，將活絡地區生態及休閒機能，

並逐年延續發展，將串連東西像隻水岸觀光軸線。 

2.因應未來氣候變遷可能引起的強降雨事件，本計畫將透過NBS設計概念及透水性設

施進行雨水滯留滲透工法與自然材質運用，達到延遲雨水逕流、環境保護效果，朝永

續、韌性之海綿城市規劃。 

3.本計畫範圍設計施作透水性設施，包含透水舖面及植生溝等，透過土壤之過濾、吸

附及微生物分解，降低懸浮固體等污染物隨降雨逕流進入河道，達成非點源污染淨化

之功效。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112年6月 

一、專業參

與 

生態 

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提出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詳細參與人員詳見附表一之生態團隊組成) 

二、生態資

料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

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重要棲地及

高生態價值

區域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工程範圍內樹徑超過20公分之樹木(待工程影響範圍後

以警示帶標示)。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

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溫寮溪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

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已針對生態、環境議題進行工程影響評估。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生物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採取迴避、

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迴避：避免工程影響水域、濕地及紅樹林環境。 

迴避：預定治理區內的喬木建議現地保留。 

迴避：避免干擾泥灘地環境。 

縮小：減少工程範圍，優先使用既有道路、裸地、空地等區域。 

減輕：施工廢水不直接排入排水系統，須經處理後方可排入。

 治理區為水岸與公園，
周邊環境多屬人工建
構物，河岸兩面水泥
化，水流型態為淺瀨
及淺流，公園內有生
態池及水溝。

 本計畫區盤點及調查
到的水域動物有日本
鰻鱺、花鰻鱺、雜交
口孵非鯽、大鱗鲻、
黑棘鯛及鯔等，陸域
動物則有高蹺鴴、埃
及聖䴉、彩鷸、小白
鷺、夜鷺及小環頸鴴
等，植物方面公園內
大多人為栽植的景觀
植物，如木麻黃及紫
花蘆莉草等，河道周
圍則是有象草、大花
咸豐草、蘆葦、水筆
仔等植物生長。



基地
現況 生態調查

溫寮溪流域

 紀錄時間為111.06.08，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出海口段初步評估總分為 42分 (總分80分)



公民
參與

參與人員包含邀請內政部營建署、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
會、五權社區大學、臺中市南區樹德社區發展協會、臺
中市南區工學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大安區公所等相關
單位，辦理工作說明會議。並將與會先進之寶貴意見，
將納入參考並修正提案計畫書。

邀集許委員少華、張委員集豪等委員對本計畫提案範圍進
行勘評，實地勘查提案河段現場，提供相關意見，並納入
整體計畫考量。

現勘及參與

溫寮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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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2日辦理-
第七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

112年5月11日辦理-
第七批次工作會議暨現勘階段



公民
參與 現勘及參與

溫寮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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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府秘書長召開提案審查會議，邀請臺中市水環境顧
問團、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
署、第三河川局等專家學者，提供相關意見，並納入後
續整體計畫考量。

112年6月5日辦理-
市政府審查階段

邀集李委員日興、廖委員健堯、簡委員俊彥、林委員連山、
楊委員嘉棟、許委員少華、謝委員國發、張委員豐年、林
委員文隆、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劉副召集人敏梧、梁簡任正工程司志雄等相關單位、學者
一同參與，分別就生態檢核、植生、計畫內容等議題提出
意見，供計畫書參考與修正。

112年6月19日辦理-
第七批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階段



河道分段說明

流域
說明

溫寮溪流域

•此河段Q25與堤頂高接近，建議
利用堤頂建立自行車道或步道，
串聯未來水環境場域，與既有自
行車道延伸串聯，形成環狀動線。
•河道內可設置植栽槽，種植當地
合適之植栽。

•接近出海口地區，目前此河段
Q25與堤頂高接近位與現況堤頂
高接近(約1公尺至1.5高差)，建
議利用堤頂建立自行車道或步道
及既有龜殼公園空間優化。

•此河段腹地大俱備較充裕之灘地
空間，鄰近大甲市區且周邊有許
多學校，可與周邊新闢道路工程
整合成大甲區環教場域示範點。

依照溫寮溪河道型式區分為三段說明:

1.溫寮溪上游段-攔河堰 至美村橋
2.溫寮溪中游段-臺一線 至臺61線
3.溫寮溪下游段-臺61線 至出水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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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分期規劃

流域
說明

溫寮溪流域

L=1.5km

龜殼生態公園

溫寮魚港

臺鐵大甲站

大安區

大甲區

一.生態河濱公園

河道與灘地營造

二.田野生態廊道

河道與堤頂營造

三.濱海休憩水岸

公園與水岸優化

L=0.65kmL=5.0km

溫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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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攔河堰-美村橋)

未來願景

分期
說明

現況照片

• 河道生態復育，永續生命流域
• 親水休閒與生態教育的生態河濱公園示意圖

目前與「溫寮溪旁(甲后路至經國路)聯絡道路新闢工程」
部分重疊，後續可與此工程空間整合，加值水域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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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願景

分期
說明

示意圖

• 導入綠坡堤防，減量僵硬水泥，營造生態環境
• 營造東西向環線，連結大甲區與濱海休憩動線

二.田野生態廊道段 (臺1線-經國路-臺61線)

現況照片

位於兩條水域之匯流處，透過串聯既有自行車路網，成為
溫寮溪海口至大甲市區的中繼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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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來願景(市長15項幸福政見-打造西濱極境)

分期
說明

• 廣闊的水岸空間，賦予既有堤防更多的使用性
• 復育水岸高灘地環境，導入生態公園教育意義示意圖

下游段與出海口相連，可與周圍生態公園及濱海自行車道
串連，延伸海岸線水環境場域營造。

現況照片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臺61線-出海口處、龜殼生態公園)



計畫範圍內以公有土地及未登錄地

(國有財產署)為主，惟溫寮橋右岸

下游處有兩塊私有土地應盡量避免

設置結構物及設施。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公園與水岸優化

臺61線-出海口處、龜殼生態公園

提案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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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殼
生態
公園

溫
寮
溪
出
海
口

本計畫範圍位在溫寮溪出海口，旁有

龜殼生態公園為大安濱海自行車道

一環，藉由優化生態公園及紅樹林生態

步道串接，減量水泥剛性立面空間，利

用豐富河海濕地資源結合滯洪規劃多元

化近水空間，打造西濱極境-觀光漁

村輕旅行。

復育高灘地，結合生態公園打造觀光漁村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公園與水岸優化

臺61線-出海口處、龜殼生態公園

提案
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
景觀橋

大
安
濱
海(

龜
殼)

自
行
車
道

長度約650m

面積約2公頃

溫寮
漁港

慶安宮

聯合里民中心

往大安海水浴場與媽祖園區

往大安休閒農場與水蓑衣生態園區 16



水岸樣貌 ✔ 符合Q25保護高度，需留意低窪地區豪大雨內水積淹問題
✔ 配合出海口既有灘地與河道調整，創造水岸休閒空間

提案
範圍

左右岸人行動線需至溫寮溪景觀橋方可串聯

溫寮橋

左岸雖利用礫石為基
腳創造灘地保護，混
泥土護岸仍呈90度裸
露面為多。

右岸為河岸彎道凹
面，故現況設置設
置混凝土消坡塊保
護基腳。

右岸左岸

左岸 右岸

左岸 右岸

海堤仍有部分水泥堤防裸露，缺乏植生
綠披等減輕人工設施視覺與材料

利用既有海堤堤頂步道做為濱海自行車
道與其既有堤身水泥材質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公園與水岸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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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殼生態公園

提案
範圍
溫寮漁港暨紅樹林生態步道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龜殼東北角海堤加高而內部因地形高程，內水易積淹造成防風林多次種植生長不佳表土裸露

不同階段施作的海堤混凝土設施物，應考量濱海空間特性提供生長空間種植栽濱海地被植物

右岸串聯至紅樹林步道與漁港設備、駁船、停車等空間混雜缺欠缺空間整理，紅樹林步道出入不易

出海口濕地空間足

夠、生態資源豐富，

且左右岸含既有步

道及生態公園。公

園、步道及自行車

道等相關設施優化，

加強生態研究調查，

復育海岸天然林，

發展本區觀光潛能。

海口生態資源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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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大型全面拆除及新設土木工程，計畫採減量加值原則，針對局部區域以針灸式

的優化營造策略修復濱海河溪場域，帶動整體濱海空間生態環境與親近水活動系統

縫合。

針灸式的優化營造策略，縫合濱海空間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整體構想

提案
內容

生態濕地
環境教育

親水設施
解說平台

近水步道
動線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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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寮

溪

四

號

海

堤

平面配置圖

提案
內容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護岸堤趾綠化保護

滯洪生態濕地河道

堤頂濱海步道串聯

海堤坡面綠化披覆

優化串聯人行步道

龜殼

生態

公園

溫
寮
溪
出
海
口

溫寮溪景觀橋

濱海

濕地

生態

教育

場域

溫
寮
漁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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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內容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公園與水岸優化

A.護岸邊緣自然護坡與基趾保護 B.滯洪生態溼地河道營造

溫寮溪景觀橋以北兩側護岸仍以水泥結構為

主，將利用砌石並設置灘地植生空間或攀爬

植栽，柔化混凝土護岸邊界。

改善既有龜殼公園內既有易淹水區域，於區域

內挖填平衡營造植生溼地串接暨有生態河道讓

內水能順利排水基地亦加強生態。

空間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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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內容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C.堤頂濱海步道串聯 D.海堤坡面綠化披覆

將配合本計畫滯洪溼地，利用既有海堤空間

做為濱海生態觀察步道，亦能減少大安濱海

自行車道在人車空間使用上的衝突。

減量部分混凝土塊，利用網狀格框或土包袋提

供海堤坡面地被植生綠化空間，並以濱海地被

如馬鞍藤、濱刺麥及海埔姜等護坡固灘。

空間規劃說明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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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內容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
育

E.人本串聯動線優化 F.濱海濕地生態教育場域

溫寮溪景觀橋右岸至紅樹林步道將增設明確

的人行動線提供友善的生態參訪旅程，讓親

近水環境營造更佳

利用解說設施提供與海堤上方作為濱海溼地的

生態觀察與教育空間，如各式招潮蟹品種與濱

海植栽。

空間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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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栽規劃構想

遵守水利署有關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之規

範，並參照林務局「106種園藝景觀用

臺灣原生植物名錄」，考量濱水特性及

現況既有植栽，選用適生植種，以複層

栽植方式營造濱溪帶自然場域。

 植栽選種建議

盡可能留用現地植栽，並依各區段植栽

生長環境條件及可栽種植被強度之不同，

選擇適地適種之新植植栽種類，具有抗

風性、耐水性、固土能力、空氣品質淨

化能力、耐陰性等功能性之植栽中，遴

選出同時具有開花、觀葉等景觀觀賞價

值之植栽作為主要綠美化建議植種。

提案
內容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植栽建議

區位
特性

喬木植物
灌木/草本植

物
地被植物

藤本
植物

水生植物 備註

灘地

空間
-

草海桐、黃槿、

海埔姜、白水

木

乾溝飄拂草、

水莞花、濱

大戟、濱刀

豆、馬鞍藤、

土丁桂

-

挺水型：水蕨、

大葉石龍尾、

香蒲、圓葉節

節菜；浮葉型：

台灣水龍、菱

角；沉水型：

苦草、金魚藻、

水車前草

營造濱水帶、

濕地生態棲

地

海岸

防風
-

臭娘子、土沉

香 、月桃 、

文殊蘭、苦林

盤、止宮樹、

台灣海桐、海

檬果、檄樹

早田氏爵床、

圓萼天茄兒、

穗花木藍、

恆春金午時

花、石蓯蓉

- -

降低風、鹽

害侵襲，提

升抗風與乾

燥環境

海岸內綠

地及人行

空間

紅柴、瓊崖海

棠、毛柿、穗

花棋盤腳、克

蘭樹、苦楝、

雀榕、山柚 、

白水木、大葉

樹蘭、山豬枷

百慕達草、

濱斑鳩菊
- -

以既有植栽

梳理、喬木

修剪為主及

環境綠美化

海岸前線 - 灘地空間 海岸第二線 - 海岸防

風

濱海後線 – 綠地、人行空間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1 河道護岸改善工程 m2 600 3,500 2,100,000含護岸垂直綠化

壹.2 堤頂步道外推串聯工程 m2 100 12,000 1,200,000

壹.3 海堤堤防地被披覆工程 m2 700 2,500 1,750,000內外兩側地被植生

壹.4 生態滯洪濕地優化工程 m2 200 8,000 1,600,000含開挖及疊石

壹.5 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工程 m2 60 4,500 270,000

壹.6 乾式生態植生溝(自然疊石) m 180 6,000 1,080,000含開挖、疊石及植栽

壹.7 防風林及濱海植栽補植 m2 550 1,800 990,000

壹.8 紅樹林人行動線優化 m 150 4,200 630,000

壹.9 附屬休憩及安全設施 式 1 300,000 300,000

壹.10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系統 式 1 300,000 300,000

小計 10,220,000

貳 雜項工程 式 1
1,530,000 1,530,000

含假設工程、營建工地污染防治費
等

直接工程 小計 11,750,000壹~貳項合計
參 間接工程 式 1

1,850,000 1,850,000
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材料試驗
費、品質管理費、保險費、包商利
潤、營業稅等

發包工程費 小計 13,600,000壹~參項合計
肆 工程設計費 式 1 755,000 755,000依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

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計算之。
依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
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計算之。

伍 工程監造費 式 1
590,400 590,400

陸 工程管理費 式 1 54,600 54,600
總預算合計 15,000,000

提案
內容

預計總工程經費約為1,500萬元
計畫經費

三.濱海休憩水岸段 /堤防優化與生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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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內容 工作期程

項
次

分項案件
名稱

工作進
度

年份 112年度 113年度

月份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1
溫寮溪水
環境改善
-第一期

計畫提送

工程設計

招標文件製作
及簽辦

工程上網公告
評選議價簽約

工程施作

驗收結案

預計約112年11月完成規劃設計、113年01月完成發包流程及訂約，並

於113年12月工程完工並驗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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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內容

一、土地使用可行性

本計畫水環境改善範圍經初步調查主要用地皆為公有地及未登記地，其河川

未來由本府水利局權管，本計畫土地使用已無虞，具備土地使用可行性。

二、環境影響可行性

本計畫水環境改善工程為溫寮溪出海口段、其河道空間營造範圍兩側堤防為

混凝土材質，不影響既有生態環境；而龜殼公園處主要營造區域為堤防地被植生披覆
及公園內易淹水區調整為滯洪生態植生空間外，將補植防風林及海岸植生加強環境營
造。

三、財務可行性

前期規劃建設階段，透過中央補助款及本府編列預算支應分擔款，建設資金

無虞;後續營運管理階段，本府針對計畫區河段，每年亦編列相關維管經費，可達到
有效營運管理。

計畫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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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為本的手法修復溫寮溪的生態環境，

為生態營造綠帶與河道內的舒適棲息地，

同時導入低干擾性、多樣化的親水空間，

打造讓人與生態相互共處共生的都市生態

生活河道空間。

重塑河道生態系統，達生活與自然共生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都市生態
休閒生活

水文調控
河道復育

生態環境
綠帶環境

多元生態
工法

生態計畫
永續循環

整體構想



水

美

街

攔

河

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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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圖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自然教育廣場入口

多元自然環境體驗區

觀景-人行跨橋

親水水岸空間

生態教育及復育區

全園區環狀休閒運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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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空間斷面說明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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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空間斷面說明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生態復育改善可分為:

1.利用多元植栽導入，產生保護緩衝區，創造隱蔽環境
2.利用砌石塊創造丁壩及多孔隙空間
3.原木樁護坡，防止沖刷，候鳥歇憩區

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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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說明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A.自然教育廣場入口 B.多元自然環境體驗

區效益:為規劃動線之主要出入口，並配合主

出入口設置在地意象與環境友善設計結合

(如透水、保水與減緩徑流設計等)，強化

公園意象。

效益:設置於生態河濱公園內的節點空間，

以自然原生材質為大宗材料，創造與自然生

態結合的互動體驗空間，運用互動性提供全

齡市民在生態之旅中添加更多的樂趣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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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說明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C.觀景-人行跨橋 D.親水水岸空間

效益:本河段利用人行跨橋串連河道引流兩

側動線提供生態觀察與活動區，橋體以減

輕量體設計為主減少視覺衝擊，融合公園

整體的景觀層次感。

效益:親水空間規劃於約本設計範圍之中間

區域，其擁有較大的灘地空間可以調配使用，

並將河道利用土方配置，分出基本河道主流

(生態動線)及淺池支流區(親水空間)，提

供自然的親水與觀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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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說明

二期
規劃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E.生態教育及復育區 F.全園區環狀休閒運動路線

效益:本計畫將生態復育區設置於基地前後

段，以植栽設置生態緩衝區，區分民眾使

用及生態棲息空間，並搭設半隱蔽觀賞平

台，提供生態教育與生態觀察使用。

效益:全園區使用5米寬的多功能動線做為

環狀休閒空間，將分為3米散步道與2米多

功能運動道，整體環繞河濱公園的水岸、活

動及休憩空間。



二期
規劃 計畫經費

預計總工程經費約為50,000萬
元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1 既有灘地土方調整 m2 65,000 400 26,000,000

壹.2 活動節點暨出入口廣場 m2 1,400 7,500 10,500,000

壹.3 親水暨教育互動空間廣場 m2 650 15,000 9,750,000含教育平台、設施

壹.4 河道空間改善工程 m 650 12,000 7,800,000含水文調適及工法設置

壹.5 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工程 m2 11,500 4,500 51,750,000水岸周邊綠美化

壹.6 灘地植栽綠美化工程 m2 18,800 2,000 37,600,000含喬木、灌木、地被及草皮

壹.7 水岸收邊(自然石，粒徑50~60cm) m 340 3,000 1,020,000生態復育區

壹.8 排水植生溝 m2 4,500 2,500 11,250,000含臨時滯洪池綠化

壹.9 LID多孔隙步道動線設置 m2 7,000 5,500 38,500,000

壹.10 多元自然環境體驗區 式 1 55,000,000 55,000,000含鋪面及設施

壹.11 觀景-人行跨橋 m 120 500,000 60,000,000含結構物，共三座

壹.12 附屬休憩及安全設施 式 1 9,000,000 9,000,000

壹.13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系統 式 1 5,000,000 5,000,000

壹.14 簡易照明及澆灌系統 式 1 18,000,000 18,000,000設備、管線及給水閥等

小計 341,170,000

貳 雜項工程 式 1 51,220,000 51,220,000
含假設工程、既有設施修繕、營建
工地污染防治費等

直接工程小計 392,390,000壹~參項合計

參 間接工程 式 1 61,840,000 61,840,000

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材料試驗
費、品質管理費、保險費、包商利
潤、營業稅等

發包工程費小計 454,230,000壹~肆項合計

肆 工程設計費 式 1 22,080,000 22,080,000依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
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計算之。伍 工程監造費 式 1 17,390,000 17,390,000

陸 工程管理費 式 1 6,300,000 6,300,000

總預算合計 500,000,000

一.生態河濱公園段 /河道與灘地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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