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15 分本局召開 「頭前溪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規劃(1/2)」 第一階段第 5 場小平台會議，此次平台會議邀請 NGO 團

體及相關公部門針對現況頭前溪各河段關鍵課題，共商改善及調適的策略與措

施，以公民咖啡館形式辦理，並將頭前溪主流分為上、中、下游段三場次個別

討論。 

在簡述計畫目的及頭前溪中下游段現況及各面向議題後隨即開始分組綜合討

論，現場將與會夥伴分為四組，每組皆包含公私部門單位，期待透過相互交流

討論，使資訊流通並以不同身份與觀點提出意見。 

 

  



  

在分組綜合討論階段各組也針對頭前溪下游段(出海口至頭前溪橋)給予許多反

饋及建議 

優勢: 

-舊港島日落很美，可賞海景、賞鳥、釣魚。 

-古賢可賞鳥、涼風很舒服 

-古賢及溪埔子人工溼地，具規劃為民眾親水場域之潛力。 

-左岸單車步道、籃球場 

-水圳風光良好，高灘地有親水潛力。 

課題與對策: 

1.垃圾棄置:舊港里、古賢里、豆子埔溪、河口、頭前溪橋附近高灘地常有垃圾

棄置問題。新竹市政府表示環保局、河川局本身已有定期巡守人力，公部門人

力不足的情況下建議公私部門合作處理。 

2.高灘地使用情形:高灘地管理原則、標的、法令適用範圍及限制等仍存在缺

口，在法源不足及缺乏法源依據之情況下，無法有效約束不當之開發及利用行

為。 

3.舊港島:舊港島本身在防洪、居民居住權益、土地建物管理法規與災害風險等

面相上有所其特殊性，未來建議相關權責單位進一步推動自主防災機制落實，

並檢視相關法規、進行民眾溝通，以釐清長期推動耐淹水社區示範區域的可能

性。 



4.生態保育:頭前溪流域因較少有高度保育或社群關注的物種課題，容易成為民

眾溝通與工程規劃上忽略的部分，持續推動自然荒化規劃的需求與必要性。以

新竹市政府設定的新生荒野與恢復灘地目標為例，建議以生態系服務的盤點與

提昇為重，並評估自然解方方案的可行性。另外新竹市可能是全世界霜毛蝠分

布的最南界，霜毛蝠過往確有利用頭前溪下游高灘地等濱溪植被區域覓食的紀

錄，未來在河川治理上也需要注意濱溪帶的功能與保全課題。 

5.河川區使用情形: 頭前溪河口段右岸在豆子埔溪匯流處上游尚未設置堤防，因

河川範圍內的房舍部分有被核發合法建照，因此在各方面的適法性與合理處置

上都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性，居民對於徵收難以取得共識；河川用地首先以防

洪需要為首要目的，在符合河川管理辦法之情況下，應有多功能之利用模式與

願景；現狀可能的解方，包括以既有法規在治理計畫去做用地範圍重劃，或是

透過調適計畫去做風險告知與非工程手段的規劃。但仍建議應優先對地方居民

進行風險告知，並朝向對現況環境與民眾衝擊最小的方向推動。 

此次會議聚焦於頭前溪流域下游段的資訊交換及各面向議題之觀點，透過交流

凝聚公私部門的想法與共識，並共商對策的可能性，擴大頭前溪流域議題的關

注度，期待下游段周邊環境能在彼此共同努力下營造成更美好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