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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島

本局轄區圖

計劃簡介

頭前溪

台灣海峽
鳳山溪

一府、二鹿、三艋舺、四

月津、五竹塹。

日治中期時為當時

桃竹苗商貿核心。

舊港島簡介

新竹市

有光榮過去，待再造未來，但面臨洪災風險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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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鄭時期(康熙二十年)，

王世傑因功獲准「跑馬定

界」 ，選中竹塹為其拓墾

之地。

◆ 舊港原稱竹塹港，於清雍

正九年（1731年）開港，嘉

慶12年才改稱舊港。

舊港島是新竹的共同身世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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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水積淹原因

截水溝底

� 災害風險-
● 現況保護，外水溢淹。
● 暴潮頂托，水門關閉。
● 地勢低窪，內水積淹。

� 臨災議題-
● 動線不佳，

      島內道路狹窄。

● 人口高齡化，

      需較長疏散時間。

� 聚落沒落-
● 在城市變遷中逐漸邊緣化，
      社區體質日弱
● 缺少亮點、文史特色待彰顯
      無法吸引人潮。也缺公共配套

頭前溪

竹
港
大
橋

舊
港
大
橋

68快
速
道
路

艾莉颱風淹水範圍

白地橋

逕流宣洩不及區域

閒置空間雜亂

計劃簡介 舊港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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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不只要解決問題，還要與社區共創價值 ！

計劃簡介

土地寶寶來
幫水道寶寶
分擔極端降
雨量了

● 逕流分擔，提升防洪能力（工程手段）
1. 藉由水道及土地共同分擔洪水
2. 洪水期間發揮滯洪功用
3. 解決鄰近住宅或工廠等積淹風險

● 友善生態（工程手段與非工程策略）
1. 利用現有路緣石，重新布設
2. 結合在地元素並減少施作量體
3. 配合預警機制爭取撤離時間

● 透過政府部門協作共創社區亮點環境 （公私協力）
      1.結合在地人文歷史生態重塑舊港風華

       2.跟社區與在地力量一起找方向與答案

本局核心理念與行動

帶狀分階滯洪空間 賞夕陽平台環島意象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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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流分擔，深化防洪-
•增加帶狀分階滯洪空間
•解決積淹情形

● 活化土地利用-
•利用閒置公有土地
•串連大排及調節池

● 提升民眾安全-
•考慮老弱婦孺
•爭取撤離時間

護岸高程5.10m ，撤離時間5hr
護岸高程+0.5m，撤離時間+3hr

魚形意象滯洪空間

台灣意象滯洪空間

魚鱗意象 船舷意象繫船意象

發揮分階滯洪功效

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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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調節池步道3D模擬圖

塑造大船船舷意象

融合當地特有元素，創造水岸特色地景

塑造古代船舶靠港之碼頭意象

魚鱗意象牆

船舷意象牆

繫船意象牆

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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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潮間帶美景

賞夕陽平台

賞夕陽平台

魚型意象滯洪空間

臺灣意象滯洪空間

生態溝串聯

除提升防洪，也要創多功於一役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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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化社區空間-
閒置空間再利用，
打造賞夕陽平台。

● 營造節點與景點-
增加環島步道節點，
提供遊憩賞景休息站。

● 整合公共作為-
結合周邊觀光景點，
建構觀光路線增加觀光效益。

● 跨界合作共創友善環境-
與橋梁單位配合
收集橋面雨水澆灌植栽。

頭前溪

新竹市

新竹縣

鳳山溪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營造計畫區

舊港島
環境營造計畫區

新
竹
十
七
公
里
海
岸
計

畫
區

新竹
漁人碼頭計

畫區

南寮漁港

台
灣
海
峽

雨水再利用

橋
梁
雨
水
收
集

弧邊招潮蟹東方環頸鴴

多元、共好、促發綜效 
新月沙灘景觀改善

計畫區

鳳山溪景觀營造
計畫區

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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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榕

金露華

原設計路線

迴避路線

滯洪空間發揮
逕流分擔功能

執行生態檢核機制
符合生態迴避原則

新竹市秘書長訪視 里長及里民讚賞新竹市市長訪視

� 落實韌性承洪
� 納入逕流分擔
� 執行生態檢核
� 阻外水導內水
� 經費少效益大
� 舊港島新地標

荒野協會舉辦
生態教育營

倫敦馬拉松線上路跑

野鳥協會舉辦
共學營

多元、共好、促發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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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坡出入口 樓梯出入口

船舵意象

● 使用者友善-
•增設緩坡坡道創造高齡友善環境

● 文化友善-
•融合文化意象形塑居民地方記憶

● 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透過說明會及工作坊傾聽民眾心聲
拉近與民眾距離

魚鱗意象

工作坊 設計原則地方說明會

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對使用者、生態、文化、夥伴關係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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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本案獲頒109年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20屆公共工程金質
獎、並獲水利類特優（本屆水利類唯一件）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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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工程成果

政府部門應透過公私協力整體方案，
讓公共工程成為跟上台灣社會變遷與住民期待的有效作為！

透過本計畫，本局重要體認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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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 節能減碳

● 減少碳排量-
•減少混凝土用量約 3100m3

•減少總碳排放量約 105萬kg-CO2

0.5m

原有混凝土磚回收再利用 台灣意象滯洪池降挖植生沃
土
移至賞夕陽平台再利用

改善既有護岸       減少施作量體

● 增加固碳量-
•種植百慕達草面積約 3000m2

•藤蔓植物面積約 120m
•增加固碳量約 4萬kg-CO2

藉由生態補償及生態友善等措施增加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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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優先

● 迴避-
保留既有植生。

● 縮小-
減少施作量體避免擾動環境。

● 減輕-
採用近自然工法減輕衝擊。

● 補償-
活用滯洪空間營造生態草坑。

雀榕

金露華

原設計路線

迴避路線

減輕-緩坡拋石

生態檢核

縮小-改善既有護岸，減少施作量體

迴避-保留既有植生

補償-保留植栽、營造草坑

保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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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優先

本計畫在施工過程中透過公私協力機制，與NGO、新竹地區各民間力量共
同給予本工程中台61線路橋橋下空間一個「頭前溪河口教室」新定位，讓本
工程除了在過程中各種友善環境工法的落實外，更提供了「讓更多人透過
體驗友善環境而成為友善環境的一份子」的長期能量與生態意義。 

讓工程成果變成所有市民的環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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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 用多元的公共模式廣邀民間對公共計畫的參與與協作

● 廣拓合作-
結合水利節邀請民眾共同淨灘建立
公私協力網絡。

● 向下紮根-
辦理繪畫比賽加深學童在地認同
及防災與環境意識。

● 借重專業，生態檢核-
確保生態保全對象以及關注物種，
俾利生態永續發展。

● 維護管理深耕地方-
選擇耐候性佳植物維持優質景觀環境。
與地方簽定後續維管合作意向書。

水利節淨灘活動

汪靜明老師於施工中
指導生態檢核

頒獎繪畫得獎學童

志工協助環境維護

學生畫作陶板展示

簽署認養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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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 與舊港島社區建立「韌性社區」的夥伴關係 

■ 建立社區自主防災能力，遇
洪災有足夠撤離時間與避險
能力。

■ 協助強化社區「與水共存」的
韌性與活力。

■ 協助建立社區自我認同感，
成立環境守護志工組織，維
護自己的社區生活環境。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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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警機制
● 監測儀器建置：水位站5站、影

像站1站、感知器3處及自動廣
播系統。

● 警戒值訂定：於舊港橋訂定一
級、二級警戒水位。

● 洪水預警：每小時預報一次，預
報未來1~3小時資訊。

● 抽水機預佈：於本局開設二級
緊急應變小組時調度預佈。

● 搶修險開口契約：汛期前發包
完成。

� 公私協力防災
● 地區防汛宣導：每年於舊港島

辦理。
● 地區防汛演練：不定期聯合國

軍、新竹市府及廠商演練。
● 防汛志工通報：含里長共21位

志工(佔本局2成)。

抽水機預佈

防汛宣導
會

疏散撤離演練

民眾參與 工程與非工程手段齊下，與住民共同打造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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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 以「河口教室」與新竹地區各民間力量建立合作關係 

■ 透過公共參與，
與新竹地區各 
ＮＧＯ、社 區 大
學共同開發本工
程「頭前溪河口
教室」之空間定
位，並引入各項
軟體、與後續環
境再改善再提升
之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民眾參與 以「舊港島社區」為主題與NGO建立合作關係 

■ 與NGO及社區合辦社區走讀與願景對談活動，以利新竹市民
對地方歷史更深入認識，並形成口碑，累積舊港島社區新發展
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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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 以「河口教室」廣拓客群，建立口碑與公共品牌 

■ 如：與新竹野鳥學
會、新竹東門國小
合辦「河口教室賞鳥
趣」活動，以掌握學
子、親子客群對此
環境教育空間之經
驗與想像，以利下
一階段工程改善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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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 持續進行各項公私協力活動，不因工程完工而止步 

■ 持續邀請新竹地區各客群進行「河口教室」體驗課程。
■ 持續開發公共參與的多元型態與新模式（如與108課綱結合，鼓勵新

竹地區學子以舊港島進行自主學習，並分享學習成果，增加舊港島
可見度），充實台灣公共參與實戰與時效經驗。

■ 評估舊港島橋下空間河口教室彩繪行動，創造特色地景。
■ 將各社群的河口教室走讀經驗視為一種「使用者參與」，將各方意見

回饋到後續第二期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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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河川局透過本計畫公私協力過程，

學習到什麼？
 

有什麼新的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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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維護不只是工程品項，而是透過工程成果成為社會品質。

心得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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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參與應成為公共計畫的標配，而非選配。 心得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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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不只要解決問題，還要能創造多元價值 ！
心得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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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您的聆聽與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