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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計畫緣起
 治水工作推動至今有一定成效，為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希望跳脫以往以水道治理為主，將生態

系服務功能納入整體考量，營造水、自然與人相互之平衡關係，打造國土韌性承洪觀念，水利

署提出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行政範圍涵蓋

 新竹縣峨眉鄉、北埔鄉、寶山鄉。

 苗栗縣頭份市、竹南鎮、後龍鎮、造
橋鄉、三灣鄉、南庄鄉

計畫範圍
 以中港溪流域為計畫範圍。
 流域面積：445.58平方公里
 含主流中港溪、南庄溪及支流
東河溪、南河溪、峨眉溪、大
坪溪與南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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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相關工作依水利署112年2月「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參考手冊(第一次修
正)」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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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適計畫應釐清河道斷面上、下、左右、前後對應的風險。
 「下」（水道水險）指計畫洪水位以下之河川區域範圍內風險，如管理申請、河道整理、疏
𣿰、河防建檢維護更新、新建堤防等；

 「上」（土地洪泛），指計畫洪水位以上，受氣候變遷下之溢堤或淹水風險，如逕流分擔、滯
洪池、在地滯洪、洪泛區..非工程等；

 「前後」（藍綠網絡）指在工程或生態下，有無關注物種，修藍綠修補條件之需求。
 「左右」（水岸縫合）指水岸縫合及水岸空間之利用機會，活化，與縣府資源對接，提升人民
生活品質；

藍綠網絡保育藍綠網絡保育

生物棲地縮減與劣化

藍綠網絡連結性修補

外來種入侵影響

生物棲地多樣性維護

環境流量與生態基流量確保C5

水岸縫合水岸縫合

城際地景串連

水文化廊道建置與走讀

休閒水環境改善

水質改善

水道風險水道風險

水道溢淹風險

河防建造物基礎或岸側邊坡陶刷

氣候變遷之水文量變化衝擊

土地洪氾風險土地洪氾風險

兩岸內水溢淹風險

淹水潛勢區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
競合
逕流分擔適宜之推動區位

海岸防護風險

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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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風險課題評析

A1.水道溢淹風險

 中港溪主流待建堤防約3.9公
里，待建護岸約0.3公里

 主、支流或河川與排水防洪
保護標準不同，部分匯流處
之開口堤處有洪水漫淹情形

 思考與土地洪氾風險、藍綠
網格保育、水岸縫合等面向
之競合，推動流域整合規劃

A2.河防建造物基礎或
岸側邊坡淘刷

 河槽擺動幅度大，導致河道兩岸防
洪設施基腳面臨洪水沖刷淘空流失
威脅

 多處堤段有高流速、高沖刷趨勢，
且流路逼近堤岸，部分堤防修復次
數多達數次

A3.氣候變遷之水文量變化衝擊

 雖經分析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洪峰流
量低於計畫流量，然未來氣候變遷
之情勢仍可能為流域內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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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洪氾風險課題評析

B1.兩岸內水溢淹

 都市開發造成降雨入滲減少、逕流
體積及洪峰流量增加等情形產生

 淹水成因係道路側溝及蒐集系統不
足、排水設施未建置或局部地勢低
窪等因素造成

 各排水匯入中港溪處地勢相對低漥，
各低漥地區僅能依賴自身排水設施
來增進排水能力

B2.淹水潛勢區與國土功
能分區間之競合

B3.逕流分擔適宜之推動區位

B4.海岸防護風險

 中港溪流域高淹水潛勢
地區內之國土功能分區
以城鄉發展地區之第一
類都市計畫土地

 淹水對於都市計畫區之
民眾生命及財產易產生
重大威脅

透過土地調適分擔逕流策
略，提昇區域耐災能力

藉由逕流分擔措施研擬，
以多目標土地使用進行規
劃，讓水道與土地共同分
擔逕流

 苗栗縣二級海岸防護區內，主要災害
型態為中潛勢海岸侵蝕

 洪氾溢淹的災害潛勢亦受暴潮位影響

淹水深度0.3m~0.5m
0.5m~1m

1m~2m
2m~3m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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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網絡保育課題評析
C1.生物棲地縮減與劣化

 在資源有限之情況，應以多物種共同保
育之需求考量，並以棲地保育優先，將
保育工作集中於具有保護傘效益的生物

C5.環境流量與生態基流量確保

C2.藍綠網絡連結性修補

 建議改善壩體、降低或採階梯式壩體，
或建置魚梯之方式來改善

 濱溪帶應盡量保持原生植被，並以環
境維護為優先考量，減少人為擾動

C3.外來入侵種影響

 應當加強生態教育宣導，減少人為不當之放生
及放流，才能有效避免原生物種生存受到衝擊

C4.生物棲地多樣性維護

 中港溪主支流沿途有豐富動植物生態及保育類物種，應以
淺山資源保育、里山地景串聯為本，創造友善水環境空間

 各主管機關審核水權之引用
水量時，應考量該河段之生
態基流量

 針對中港溪環境或生態基流
量，以及其相應的生態系服
務產出，應進一步評估與設
定系統性的指標，以建立調
適性的環境流量管理與水量
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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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縫合課題評析

D1.城際地景串聯

根據其周邊資源及聚
落特色，設定空間營
造主題

透過水岸環境營造串
聯整合藍帶空間，提
升民眾整體環境認同

D2.水文化廊道建置與走讀

D3.休閒水環境改善

D4.水質改善

再現水圳歷史

聚落文化保存廊道

環境生態教育場址建置

串聯點狀景觀為線狀甚
至整合成面狀

保留灘地與濱溪帶，降
低人為擾動行為

釐清垃圾棄置權責歸
屬，加強取締及維護管
理

提高全民戲水安全意
識，提升國民水性

完善生活、觀光遊憩污水
處理系統

藉總量管制或設備轉型升
級降低畜牧廢水污染

控制非點源污染，定期清
淤浚渫，降低水質優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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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調適規劃願景與目標 03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13



重要課題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與措施初擬

願景：「風險管理預為因應，順應河川妥適治理」

A1.水道溢淹風險 善用風險管理預為因
應

短期
1.易沖刷堤段構造物基腳適度保護
2.定期進行防洪設施構造物巡查
3.加強預警、疏散、自主防災訓練

中期 1.推動科技防減災之防洪構造物沖刷監測
2.完善淹水預警系統、提升洪水預報可信賴度

長期 1.全面推動科技防減災之防洪構造物沖刷監測
A2.河防建造物基礎或岸
側邊坡淘刷

順應河川自然風貌，
以河相為本妥適治理

短期
1.研訂高灘地管理方針
2.代建堤防研訂分階段保護之原則

A3.氣候變遷之水文量變
化衝擊

中期 1.防洪設施防減災工程逐漸導入NbS
2.辦理治理計畫檢討

長期 研訂河床穩定管理計畫
願景：「推動非結構減災措施，提升國土承洪韌性」
B1.兩岸內水溢淹風險

配合國土規劃協作提
升耐淹承洪容受度

短期
1.研訂提高淹水潛勢區開發門檻
2.土地耐淹承洪原則納入分區變更及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規範

B2.淹水潛勢區與國土功
能分區間之競合

中期
1.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增訂耐淹承洪相關規定
2.國土計畫檢討變更時納入土地調適作為

長期
1.落實土地開發高程管理
2.訂定建築設計基準高程(Design Flood 

Elevation，DFE) 

B3.逕流分擔適宜之推動
區位 完善非結構式減災措

施應用

短期
1.推動逕流分擔或在地滯洪設施
2.公設用地設置透保水或雨水貯留設施
3.提升非結構式減災措施接受度

B4.海岸防護風險
中期 持續推動逕流分擔措施
長期 利用岸側公有地〝還地於河〞

流域調適規劃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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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短期

中、長期中、長期

 涉及既有業務工作、執行計畫者優先
 針對重點區域、有迫切需求者優先考量

 涉及須辦理相關研究者
 需時較長、涉及範圍較大區位者
 涉及相關規範修訂或訂定者 03



重要課題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與措施初擬

願景：「提升生態系服務，強化公民保育意識」

C1.生物棲地縮減與劣化 優 化 水 陸 域 棲 地
廊道聯結性

短期 1.盤點既有棲地與廊道現況
2.盤點優先關注及保留範圍

中期 改善部分水陸域廊道以提供關注物種自由移動
C2.藍綠網絡連結性修補 長期 建立中港溪完善河川生態網絡

C3.外來入侵種影響 強化生態資訊共享
及公民保育意識

短期 辦理平台會議

中期 1.建構資訊共享平台
2.強化公民河川環境意識

長期 建立長期穩定之生態網絡合作平台

C4.生物棲地多樣性維護
提 升 生 態 系 服 務 ，
落 實 物 種 保 育 及
水源涵養

短期 強化綠色網絡平台

中期 1.流域內保安林地(水源涵養)面積零淨損失
2.加強移除外來種入侵動物

長期
1.以集水區尺度之調適框架推動流域內山坡地土地

管理優化
2.流域內造林面積大於損失或砍伐面積

C5.環境流量與生態基流
量確保

設 定 取 水 標 的 ，
穩 定 中 港 溪 環 境
流量

短期 1.指引流域內河川生態調查計畫的推動方向
2.設定環境流量穩定性的指標與觀察區位

中期 1.既有壩堰或橫向構造物推動調適性棲地修復評估
2.各引水目的事業單位保留生態基流量

長期 1.推動強化河川生態系服務的環境流量管理工作
2.各引水目的事業單位保留完整環境基流量

流域調適規劃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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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課題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與措施初擬

願景：「水岸永續環境形塑，以自然為本串聯水綠網絡」

D1.城際地景串聯 建構水岸綠廊，型塑
永續環境

短期 盤點可供堤後綠廊建置之區位

中期 1.水岸綠廊建置(堤後坡及水防道路)
2.堤前灘地清整暨水環境營造

長期 灘地空間補綠固碳

D2.水文化廊道建置與走
讀

推動環境教育，鏈結
水岸美好文化

短期 1.設置水環境解說設施
2.水環境教育教材編撰

中期 1.水環境復舊改善
2.與學校建立夥伴關係合作推動水環境教育

長期 水環境教育納入學程教材

D3.休閒水環境改善 與水共存，建構以河
為本自然環境

短期 降低高灘地垃圾棄置情形

中期 1.推動河川巡守隊
2.河川公地許可種植區逐年減量

長期 河川區域空間合理使用

短期 1.定期與不定期之水質污染源調查及稽查
2.重點排水匯入主流處增設水質測站

中期 1.許可種植區推行友善耕作
2.全河段水質符合公告之中港溪水體分類標準

長期 調升中港溪水體分類標準並符合目標

流域調適規劃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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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會議辦理架構與期程 04
今年度預計辦理 場小平台會議， 場跨域觀摩6 1

課題蒐集與分析

適合民眾參與議題

課題願景初擬

綜合討論歸納

願景收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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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課題 平台會議蒐集課題 相關公部門

水道
風險

A1.水道溢淹風險

 高灘地種植應不致影響河道通洪
 出海口排水之海茄苳及水筆仔氾濫，恐影響沙灘面積及出海口順暢
 出海口處排水易受砂阻塞積淹
 主支流治理計畫之待建工程是否有持續施作，部份河段未施作護岸
恐有安全疑慮

 部分防汛道路雜草叢生，恐影響汛期時檢修不便
 私有土地劃入用地範圍線恐影響地主權益
 部份河道斷面雜草叢生，應於汛期前定期整理
 米粉街河段防洪安全共識
 大埔水庫洩洪道遇大雨野溪水位回堵，致良田沖蝕，土石嚴重流失
 大埔水庫建設後沖垮當地聯外橋梁，居民被迫遷移、良田荒廢
 河川治理應朝工程減量方式，提倡自然解方還地於河，而非單純加
高堤防

 地方政府應加強規範農民山區耕作行為，避免影響水土保持
 大坪溪部分攔砂壩待改善，北埔冷泉左側駁坎基礎掏空有待保護
 河道內垃圾易造成排水堵塞，降雨時恐會阻擋內水排出造成溢淹風
險

 防洪設施應定期維護管理，以評估設施損壞程度與安全無虞

 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
分署

 新竹縣政府
工務處

 苗栗縣政府
水利處

A2.河防建造物基
礎或岸側邊坡淘
刷

 堤防邊坡樹木生長過大恐造成結構安全
 峨眉湖大埔水庫大壩洩洪道兩岸掏空嚴重，81縣道有崩塌疑慮
 上游支流水流湍急，易造成蛇籠保護設施遭沖毀
 三灣員林圳上游農地岸側邊坡淘刷致地基掏空崩塌

A3.氣候變遷之水
文量變化衝擊  氣候變遷下，如何使河道保有其原有功能

小平台會議課題蒐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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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課題 平台會議蒐集課題 相關公部門

土地洪氾
風險

B1.兩岸內水溢淹 -

 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工務處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水利處

B2.淹水潛勢區與國土功
能分區間之競合 -

B3.逕流分擔適宜之推動
區位  逕流分擔設施管理權責應如何分配

B4.海岸防護風險  出海口銀合歡及構樹過多，恐影響海堤
結構安全

 苗栗縣政府
 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04

樣態 涉及單位 納入對象 小計
樣態一(目標河段) 中央 無適用樣態一 -

樣態二(未來發展區位) 苗栗縣政府 無適用樣態二 -

樣態三(目標低地) 苗栗縣政府
1.射流溝排水-低地範圍
2.蜆仔溝排水-低地範圍
3.灰寮溝排水 -低地範圍 3處

項
次

排水系統
名稱

管理
單位 低地評估 都市計畫

區位 治理情形

1 射流溝排水
苗栗
縣縣
管區
域排
水

出口段、
中下游部
分為低地

竹南頭份
都市計畫
區

民國101 年射流溝排水治理計畫

2 蜆仔溝排水 民國101 年蜆仔溝排水治理計畫

3 灰寮溝排水
民國101 年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
民國108 年灰寮溝支線排水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辦理中)

小平台會議課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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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課題 平台會意蒐集課題 相關公部門

藍綠網絡
保育

C1.生物棲地縮減與劣化 -

 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苗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
分署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台中分署、臺北分署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
 交通部参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交通部公路總局及高速公路局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C2.藍綠網絡連結性修補

 橫向構造物如攔砂壩落差過大，造成河
川縱向廊道阻斷

 縱向構造物隔絕橫向藍綠廊道連結
 水庫堰壩之設施，致洄游情況消失，應
重視魚道規劃，並改善橫向構造物

C3.外來入侵種影響  何氏棘鲃等外來入種威脅原生物種，進
一步破壞生態平衡

C4.生物棲地多樣性維護

 應加強保育生物棲地，如紫斑蝶、淺山
關注物種等

 應減少人為干擾，保留生物棲息活動空
間

 河川防洪工程或邊坡護岸工程之展開，
影響生物棲息環境，致生物逐漸消失

C5.環境流量與生態基流
量確保

 極端氣候影響旱期變長，間接影響渠道
流量

 區排工程或灌溉引水需求造成斷流，致
生態基流量減少，水域生物大量死亡

 河川受優養化影響，流量逐漸減少，致
生態嚴重破壞，水域物種逐漸消失

 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
 苗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04小平台會議課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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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課題 平台會意蒐集課題 相關公部門

水
岸
縫
合

D1.城際地景串聯  三灣~下員林堤段適合規劃自行車廊道串聯，三灣
大橋與三和大橋一帶適合營造走讀文化圈

 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苗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交通部公路總局
 鄉鎮區公所

D2.水文化廊道建置與走讀

 營造環境教育場址，如官義渡生態公園
 圳路文化走廊核心圈規劃，應由地方與中央共同
協力，共創多元豐富樣貌

 三灣地區有許多客庄文化，資源豐富，盼能更進
一步推動相關規劃

D3.休閒水環境改善

 河畔休閒場所營造、高灘地活化利用
 環境營造後之維護管理與權責分配應落實
 營造特殊環境亮點，創造社區永續發展同時帶動
地方經濟

 廢棄物任意棄置，恐影響水域環境，環境事權應
妥善分配並加強取締和清理

 親水活動應加強規範與宣導，而非一昧禁止民眾
親水

D4.水質改善

 廢棄物棄置恐影響下游飲用水水質
 大埔水庫布袋蓮氾濫，致水質優養化，影響水質
 峨眉湖因相關用地問題，無法設置公廁，民眾遊
憩無處如廁

 畜牧業廢水應加強源頭管制，避免影響下游水質
 針對聚落生活污水應規劃汙水下水道處理

 行政院環保署
 苗栗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04小平台會議課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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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4.35%

21.7%

30.4%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議題關注比重係加總上述各面向課題平台會
議蒐集議題(共46點議題)，除以各面向課題
數量所得。

 水道風險共計20點(43.5%)，土地洪氾風險共
計2點(4.35%)，藍綠網絡保育共計10點
(21.7%)，水岸縫合共計14點(30.4%)。

 第二年度將持續廣泛蒐集流域內各社區、鄉
鎮公所、NGO組織等團體之意見，了解在地
需求，並針對在地指認之環境區位、議題進
行溝通與改善及調適策略之共識凝聚。

04

 平台會議可分為媒合型、整合型、討論型等，第一年度蒐集意見以討論型為主，第二年度加強
媒合型、與整合型平台會議，與相關機關建立平台機制討論分工。

主軸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子課題 A1 A2 A3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C5 D1 D2 D3 D4

河川署辦理 ● ● ● ● ● ● ● ●

公部門媒合 ● ● ● ● ● ● ● ● ● ● ● ● ●

整合民眾參與 ● ● ● ● ● ●

小平台會議課題蒐集



資訊公開

資訊
公開 引發民眾閱覽興趣進而願意共同參與，引導民眾有效溝通，共同研訂

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措施結果，作為本計畫民眾參與之實質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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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Facebook社群平台：Facebook 第二河川分署調適規劃專區網頁第二河川分署調適規劃專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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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計畫依循「韌性承洪水漾環境」之願景就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藍綠
網絡保育、水岸縫合四大各面向，配合平台會議討論後，研提重要課題(共計
16個課題)及願景目標

 現階段「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在治理計畫為基礎下有限度治
理，並以非結構式減災措施為先，再納入過往欠缺的藍綠網絡保育及水岸縫合
工作，做為往後治水之策略指引；主要工作範疇以河川分署權責為主，並協助
涉及調適相關工作之公部門共同協作

 中港溪無樣態一(目標河段)及樣態二之逕流分擔推動需求，但樣態三部分，包
括射寮溝排水、蜆仔溝排水及灰寮溝排水等，有逕流分擔推動需求

 綜整本計畫於小平台會議前相關專家學者訪談，主要建議課題方向為維持生物
棲地、保持生物多樣性，並蒐集迴游物種資訊做為河川縱向廊道連通的重要指
標，外來種入侵已造成之威脅；濱溪帶具生態系服務功能，應盡量以環境維護
為優先考量，減少人為擾動。

 水岸縫合應不僅是單點營造規劃，應思考如何串聯為線狀甚至整合成面狀，中
港溪流域灌溉水圳歷史悠久應做結合，以及流域水質狀況盤點，並朝「友善農
耕」之方向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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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建議
 流域改善及調適計畫與水利部門施政計畫之核心主軸並不相同，可能與之產生競
合，建議長期而言應透過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及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等相關法令調
整配套，以減少各項施政計畫間之扞格

 建議國土計畫應導入逕流分擔與在地滯洪觀念，以國土規劃協作提升土地承洪韌
性，制定因地制宜之土地調適措施，作為後續國土計畫檢討變更之參考

 防洪治理之流域改善與調適所面對的社會挑戰，主要為民眾普遍欠缺對非結構式減
災措施的理解，過於依賴傳統防洪設施禦洪之做法與信任其功效，且NbS對生態
系服務功能提升之效益尚不易量化等，建議應持續透過辦理平台會議、共學營或環
境教育的活動與過程予以轉變，方有助於流域調適策略與措施之推動。

 自然解方之重點在保護、永續管理、修復生態系(包括自然生態系和人類改變過的
生態系)。從流域的角度而言，自然解方應可重新連結河流的上下游、連接河道與
濱溪帶、洪氾平原，連接河道與伏流層，並將灰色基礎設施過渡到綠色基礎設施。

 彙整本年度辦理過程資訊蒐集，中港溪下游紫斑蝶棲地營造、河背庄廊道走讀、三
灣大橋與三和大橋間文化廊道走讀，南埔圳路文化走讀，以及峨眉湖環湖廊道景觀
營造，為流域內重要水岸縫合地點，可配合環境教育增加民眾擁有水岸共生、生態
永續，串連水文化、水歷史保護正確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