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前溪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規劃(1/2)

大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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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1 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可能導致水
道溢淹風險加劇(A1)

◼ 頭前溪右岸舊港堤防

◼ 雖可滿足保護標準，
但有聚落及工廠等重要保全對象
位於用地範圍線內

ISSUE 2 水道溢淹風險(A2)

◼ 現階段以「頭前溪舊港島洪氾區管制事

項」

◼ 建置調節池及防洪設施加高50cm，

◼ 河口

ISSUE 3 舊港島溢淹風險 (A3)

6



02

                       

                       

                     

  

                       

                

      

       

                  

  

  

  

             

湳雅堤防

芎林堤防

軟橋堤防

五峰大橋
下游護岸

尖石大橋右岸

尖石堤防

◼ ，使 ，上游

河床則呈現下刷，目前

◼ 致粗顆粒河床質無法有效運送至下

游，河床下降

ISSUE 5 水道沖淤變化與堰壩影響(A5)

ISSUE 4 河槽擺盪幅度大導致構
造物基礎淘刷風險(A4)

◼ 頭前溪因坡度陡、輸砂量大，且屬

，流路逼近堤防導致防洪構造

物基礎或岸邊淘刷，危及堤防護岸及

橋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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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對於淹水程度認知差異大、對非結構式減災

措施成效存疑，認為改善淹水僅為政府責任

ISSUE 1 提升民眾對淹水程度與非結構式減
災措施之認知(B1)

ISSUE 2 兩岸低窪地區及舊港
島土地洪氾風險(B2)

ISSUE 3 流域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
國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B3)

ISSUE 4 釐清高淹水風險區位可對應
之土地管理工具(B4)

◼ 國土功能分區存在競合或使用管制應予

調整強化

◼ 因應整體調適計畫目標導入對應工具

淹水潛勢集中於
住宅區、工業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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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樹排攔河堰 那羅溪匯流口

a.水域橫向構造物影響迴游性物種上溯

b.濱溪帶空間受人為擾動影響

c. 縱向結構物與道路影響生物橫向通行

a.中下游平原、淺山地區自然與
近自然棲地破碎化

b.水域外來入侵種影響

c. 陸域外來入侵植物影響

大山背

自然谷

東海里

千甲、水源里

軟橋社區

水田、煤源

C4 c.

C4 b.

C4 a.

隆恩堰

ISSUE 關注物種棲地破碎化
與外來入侵種影響(C4)

ISSUE 2 主流中、下游水質提升(C2)

ISSUE 環境基流量與生態系
服務提昇與確保(C3)

ISSUE 藍綠網絡斷鏈修補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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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A1.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可能導致水道溢淹風險加劇

A2.水道溢淹風險

A3.舊港島溢淹風險

A4.河槽擺盪幅度大導致構造物基礎淘刷風險

A5.水道沖淤變化與堰壩影響

B1.提升民眾對淹水程度與非結構式減災措施之認知

B2.兩岸低窪地區及舊港島土地洪氾風險

B3.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

B4.釐清高淹水風險區位可對應之土地管理工具

C1.藍綠網絡斷鏈修補

C2.主流中、下游水質提升

C3.環境基流量與生態系服務提昇與確保

C4.關注物種棲地破碎化與外來入侵種影響

D1.灘地管理與利用行為

D2.河川區域內空間綠色缺口待縫補

D3.水環境具發展環境教育功能之潛力

A.
水道
風險

B.
土地
洪氾

C.
藍綠
網絡

D.
水岸
縫合

1. 灘 人為利用 為  

2.  川   廢棄 棄置情形

3. 親 活動適宜性

1.   橫向     迴游性 種上溯

2. 濱 帶空 受人為擾動  

3. 縱向     路    橫向通 

1. 中下游平原、淺山   然 近 然棲 破碎 

2.   外來種入侵  

3. 陸 外來入侵植   

子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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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安全防洪》 《韌性承洪》 《修復永續》 《克己補綠》

風險管理為先，順
應河相為本的有限
度治理

水土共營，提升耐
淹承洪容受度

保全藍綠基盤，
提升生態系服務

以減量及荒化為本，
恢復水岸自然地景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形塑「 韌性承洪‧水漾環境 」之整體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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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目標 衡量指標

安全 A1.預為因應及風險管理為先

短期

1.易  堤段    腳 堤 灘 適 保護(  整 )

2.定期進 防 設    安全檢測

3. 強預警、疏散、 主防 社 (綠  社 )

中期

1.推動科技防   防      監測(辦 至少3處監測)

2.調整以設計 量做為防    保護標準

3.    預報 信賴 

長期
1.全面推動科技防   防      監測

2.完善  預警系統

安全
恢復 然

A2.順應河相為本的有限度治理

短期

1.支 排 完成治 規劃

2.研訂 灘   方針

3.研訂堤防 階段保護標準

中期
1.防 設 防    逐漸 入NbS

2.辦 治 計畫檢討

長期 研訂 床穩定  計畫

逕  擔 B1.推動非結構式減災措施為先

短期

1.完成在 滯   調查

2.公設用 設置透保 或  貯留設 

3.          接受 

中期
1.推動逕  擔  

2.  積潦  推動在 滯蓄 (一個  )

長期 利用 側公  〝還 於 〞

  協作
B2.以國土規劃工具協作提升耐淹承洪

容受度

短期
1.研訂       開發門檻

2.  耐 承 原則納入   更  都市  開發審議規範

中期
1.  使用 制要點增訂耐 承 相關規定

2.新竹縣、市  計畫檢討 更時納入  調適作為

長期
1. 落實  開發    

2.訂定建築設計 準  

A.
水道
風險

B.
土地
洪氾

風險管理為先，
順應河相為本
的有限度治理

水土共營，提
升耐淹承洪容
受度

⚫

⚫

各期目標
研擬原則

短期 中 長期 ⚫

⚫

⚫5年 10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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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目標 短中長期目標指標說明

 訊機制
C1. 強化既有的流域生態資訊共享與共

管機制

短期 辦 議題 向 平台會議

中期
1. 完備既 的 訊共享平台
2. 強 公 的 川環境意識

長期 建立長期穩定 藍綠網絡 作平台

 量 C2. 穩定頭前溪環境基流量

短期
1. 指引    川  調查計畫的推動方向
2. 設定環境 量穩定性的指標  察  

中期
1.既   或橫向   推動調適性棲 修復評估
2.各引 目的事業單 保留 本放 量

長期
1.推動強  川  系服務的環境  量   作
2.各引 目的事業單 保留完整環境  量

棲 
C3. 提昇水陸域棲地品質與連結性，強

化頭前溪的河川生命力

短期
1.定義 陸 棲 品質 連 性修補指標
2.盤點既 良好棲  廊 斷裂點，評析保留 修補的優先順序
3.針 優先保留範圍擬定 執 保留規劃或修補方案

中期  川   至少1/2的 陸 廊 範圍均  供關注 種 由移動

長期 建立完整的    川  廊 

 質
C4. 以源頭污染減量優先，維護綠色永

續水環境基質

短期
1.定期 不定期  質污染 調查 稽查
2.重點排 匯入主 處增設 質測站
3.全 段 質符 公告     體 類標準

中期
1.全年全 段 質皆為未(稍)受污染
2.增設 下  質測站
3.許 種植 推 友善耕作

長期 調     體 類標準並符 目標

 量
C5. 優先涵養集水區水源，落實重要水

源保護區保育

短期 強 綠色網絡平台

中期    保安林 (  涵養)面積零淨損失

長期     林面積 於損失或砍伐面積

恢復 然 D1.減少人為干擾，恢復灘地自然環境
短期

1.   灘 垃圾棄置情形
2.推動 川巡守隊

中期  川公 許 種植 逐年 量

長期  川  空   使用

  綠廊 D2.建構水岸綠廊增進生態系統服務

短期 千甲出入口至  出入口堤段68號快速 路下方空 環境改善

中期
1.  綠廊建置(堤後坡  防 路)
2.竹東堤段68號快速 路下方空 環境改善

長期 灘 空 補綠固碳

環境教育 D3.推動以水為核心之環境教育

短期
1.設置 環境解說設 
2. 環境教育教材編撰

中期
1.  圳  立圳堤外段改善
2. 學校建立夥伴關係 作推動 環境教育

長期  環境教育納入學 教材

藍綠
網絡

水岸
縫合

保全藍綠基
盤，提升生
態系服務

以減量及荒化
為本，恢復水
岸自然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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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一年 課題

願景與目標

18

小平台會議(7/13)

淹水共學、承洪共探 共學營系列二(五大社大教育訓練)

- 水道及土地洪氾

4 對象：五大社大、NGO

對象：在地諮詢小組、公部門
確認與追蹤各議題辦理情形-各面向

1

期中報告(7/11)

小平台會議(4/30)

淹水共學、承洪共探

2
對象：二河局、
防汛護水志工

小平台會議(4/26)

頭前溪協力專案-在地協力會議6-(各面向)

1
對象：LASS、
NGO、公部門

對象：相關公部門
計畫說明/議題討論-各面向

A
頭前溪跨縣市願景工作坊
對象：相關公部門

B

小平台會議(9/21)

頭前溪協力專案-在地協力會議7-(各面向)

9 對象：LASS、NGO、公部門

小平台會議(7/4)

頭前溪焦點工作坊：藍綠網絡議題梳理

3
對象：NGO、社大、
公部門

第二年度持續討論

韌性共好

第二年度持續討論

LASS情報地圖

小平台會議(9/8)對象：公部門、NGO

川顏再現(系列一) 討論範圍：頭前溪主流下游

7

小平台會議(9/8)

川顏再現(系列二) 討論範圍：頭前溪主流中游
8 對象：公部門、NGO

小平台會議(11/1) 對象：公部門、NGO

川顏再現(系列三) 討論範圍：頭前溪主流上游+上坪溪

11

小平台會議(11/1)

川顏再現(系列四) 討論範圍：油羅溪
12 對象：公部門、NGO

課題指認
願景確立
策略初擬

共學營系列一(防汛志工教
育訓練) - 水道及土地洪氾

小平台會議(9/25)

高灘地未來式+淨溪(灘地營造與川廢)

對象：NGO、公部門

第二年度持續討論

灘地環境

情報地圖工作會議 5場 對象：LASS、二河局

(5/31.6/7.9/14.9/15.9/16)

10

小平台會議(7/20) 對象：廖桂賢老師5

小平台會議(8/12)6 對象：劉月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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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4/30 第二場小平台

◼

◼

◼

07/13 第四場小平台

圖像輔助淹水
感受指認

容受程度探討 調適策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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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換 X 公私協力 X 擴大合作可能 • 流域情報地圖：頭前溪 V.02
• 頭前溪主流歷年流路變遷圖
• 頭前溪流域調適願景、議題演變歷程
• 頭前溪流域調適資訊公開方式與民眾參
與平台辦理情形

• 頭前溪願景白皮書
• 頭前溪相關資訊共享(頭前溪流域周邊
地區綠廊道網絡建構、頭前溪水質監測
資料、流域情報地圖展示、在地創生計
畫、水利署水文資料彙整)

頭前溪主流歷年流路變遷圖



05計畫簡報說明
分4桌以頭前溪大
圖進行討論，空拍

影片輔助

由桌長進行議題引
導與會者輪流發言

各桌小幫手將組員
意見以便利貼紀錄

各桌推派一位進
行重點發表

計畫簡報說明 第二河川局楊人傑局長參與討論

桌長引導發言，各桌小幫手將組員意見以便利貼紀錄 各桌推派一位進行重點發表

頭前溪主支流 X 水道風險 X

土地洪氾 X 藍綠網絡 X

水岸縫合 X 公私協力

• 防洪議題、洪氾區、承洪韌性調適
• 垃圾棄置熱點、巡守隊運作
• 灘地使用、種植區、管理原則
• 流浪動物
• 物種保育
• 生態系統服務
• 水圳親水潛力
• 新生荒野、恢復灘地
• 環境教育

21



05

22

討論範圍：主流出海口至頭前溪橋

討論範圍：主流頭前溪橋至中正大橋

川顏再現系列第一場 (111/09/08上午)

川顏再現系列第二場 (111/09/08下午)

◼霜毛蝠曾於下游濱溪帶覓食，注意濱溪帶功能與保全

◼湳雅護岸可配合對岸灘地削掘，培厚堤前灘地保護堤

防基腳

◼綠大地社區：評估納入韌性承洪概念，並對地方居

民進行風險告知

◼建議由研究單位根據不同河段環境狀況評估草
原、林帶及人為使用空間之寬度或比例，

可作為後續審查依據

◼河段相對自然，因兩岸維護管理上均良好，建議

未來以現有自然狀態使用為主，讓濱溪帶可以

自然荒化

◼生態系服務的盤點與提昇，自然解方可能性

◼高灘地圳路綜合評估規劃，提供生態系服務與
民眾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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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範圍：主流中正大橋至匯流口、上坪溪

討論範圍：油羅溪

川顏再現系列第三場 (111/11/01上午)

川顏再現系列第四場 (111/11/01下午)

◼調適計畫下一階段預計訂定《高灘地管理方針》

1) 以「友好農業」農藥標準發放種植許可，

並訂定灘地管理分針

2) 制定政策灘地農地減量，以保留或恢復一

定的濱溪帶寬度

3) 列出河道整理重點區域

4) 銀合歡的剷除須擬定前期評估與後期監測

5) 建議類似生態給付的機制鼓勵農民減少農
藥用量

◼近年無大雨事件，導致無水力排砂機會，上游

土砂堆積，魚道也阻塞失去功能

◼下游水量不足，造成洄游性魚類上溯困難

◼疏濬造成基腳沖刷等河防安全問題、河相單一
化使生物可利用棲地減少，建議河川局面對地方

政府申請疏濬時應更加謹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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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辦理 2 場

◼ 期待未來頭前溪高灘地利用可以朝向台北市及

新北市的規劃方向，也建議縣市政府成立「高

灘地管理局」，將頭前溪完整規劃

◼ 縣市政府目前正在執行的計畫與目前正著手的

藍圖規劃應互相對應與盤整

◼ 高灘地仍建議需保留原先的生態棲地、功能，

並考慮以低度的維管、減少人為的影響，

保留河川濱溪帶自然調節的功能

第一場公部門平台意見重點
◼ 各單位提出對於水環境面向議題名稱之

意見，建議採用較為正面之敘述

◼ 民眾普遍認為只要有積水即定義為淹水，

且責任皆屬政府部門，期望透過持續溝

通改變民眾認知，並由公公協力一起

釐清未來維管及權責分工

◼ 本計畫成果後續可作為協助新竹縣、市

政府國土計畫及其他單位部門計畫因

應氣候變遷韌性調適之參考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頭前溪跨縣市願景工作坊」

第二場公部門平台意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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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專區INSTAGRAM FACEBOOK

⚫ 計畫網站以豐富內容與多元視覺編排，吸睛點入

⚫ FACEBOOK LASS社群以輕便易懂的簡短資訊與圖像擴大參與
及強化民眾互動

⚫ IG 以視覺圖像傳達>文字資訊，提高易讀性

提升民眾閱讀興趣，加強互動參與資訊
公開

• 有趣、有用的內容安排及分享資訊

• 與更多關注水環境發展之民眾與社群互動

社群平台 : FACEBOOK LASS社群

• 一頁式網頁(Landing Page)設計

• 簡明易懂之版面風格

• 視覺強化之資訊圖表

Internet : 網頁專區

• 有趣、有用的內容安排及分享資訊

• 與更多關注水環境發展之民眾與社群互動

社群平台 : INSTAGRAM

圖文並茂貼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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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網站首頁

一頁式網站

⚫ 介面於行動裝置與電腦瀏覽皆方便

⚫ 本計畫特約攝影師專程捕捉流域內照片

⚫ 資訊完整，按脈絡忠實呈現本計畫內容

「推動情形」介面與內文示意

「相關資料」介面與內文示意

緣
由

課
題
與
願
景

策
略
與
措
施

平
台
會
議

民
眾
參
與

相
關
資
料

聯
絡
資
訊

推
動
情
形

摘要      計
畫目標 期待

     調適所面臨
 課題 未來環境願 

將於本計畫第二階段
發布

發布會議預告 會議成

果，並公開各場次的會

議紀錄 簡報

公開 本計畫相關 歷

年報告

公開本計畫報告 簡報

透過本計畫專設 信箱，

每日接收  意見並即

時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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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情報地圖LASS 情報地圖公開於專頁網站

LASS 情報地圖公開

⚫ 執行過程均與LASS社群密切合作，共同舉辦

2次協力會議，探討頭前溪的願景與議題

⚫已公開1921年、1944年、1966年、2002年與2022年

等五個年份頭前溪主流歷年氾濫平原變遷圖。呈

現頭前溪主流於不同年代辮狀流路分歧狀況、氾濫

平原寬度、聚落發展與堤防設置情形等資訊，作

為頭前溪辮狀河川歷年氾濫平原變遷研究之開源資料

1921 台灣堡圖 1944 美軍航照圖

2002 正射影像圖

1966 衛星影像圖

2022 正射影像圖

網站架構及內容



簡報結束
THANK  YOU

韌性承洪

Elit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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