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公私協力優良案例評選

韌性承洪幸福鹽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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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六河局中央管防洪調適在地諮詢小組
暨公私協力工作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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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民眾參與

生態優先(友善環
境生態)

特色創新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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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鹽水溪河川生命力恢復鹽水溪河川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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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子課題 民眾參與方式

藍綠網絡保育 鹽水溪下游紅樹林疏伐評估

共識工作坊

水岸縫合 鹽水溪水系特色河段環境營造

 經110年度公私討論共識成果，於今年度針對鹽水溪下游河段進行生態保
育及環境教育等議題，邀請公私團體、在地民間社群參與共識工作坊，
實踐恢復鹽水溪河川生命力。



資訊公開 辦理轄管鹽水溪流域資訊公開
• 維護管理鹽水溪資訊公開網站
• 設立鹽水溪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臉書平台

環境教育 因應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 發展及優化氣候變遷、水患防災環境教育教材
• 透過教師研習、入校推廣，深化及強化知識、技能

培力共學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培力工作坊
• 水利工程、生態保育、氣候變遷調適、韌性防洪

公民會議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議
• 鹽水溪流域議題滾動討論
• 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願景目標；水道風險；土地

洪氾風險；藍綠網絡保育；水岸縫合

110年度計畫架構110年度計畫架構
 本局自107起委託⾧榮大學執行六河局公私協力工作坊計畫
 透過公民會議、培力共學、資訊公開、環境教育來促進流域綜合治理之公私協力
 以此為基礎進行110年度之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工作之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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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優先

民眾參與特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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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推廣 教育設計 知識深化 社會溝通

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發展及優化大禹穿越來治水、時
光之河畫畫看、避難包、暴風雨、
珍貴水資源等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教案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規劃民間討論會議

6次民間討論會議，平均每次會議
32個單位49人與會討論，其中共
討論6項與「生態優先、環境優先」
相關議案。

計畫工作對應生態優先、環境友善的作為計畫工作對應生態優先、環境友善的作為

共至10所學校11個班級入校進行
環境教育，共312位學童參與

入校環境教育

成大水利系線上講座
向54名學生及民間社群夥伴進行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之民
眾參與」講題推廣

環境教育教師研習線上工作坊
研習主題：「氣候變遷調適環境教
育」及「水患防災環境教育活動介

紹」，共有5校66位教師參加

流域改善與調適線上培力課程
研習主題：水利模擬、河川生態、

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城市，共有
370人次觀看

生態 水質 韌性防災 文化 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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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推廣 • 發文鹽水溪流域內國小，詢問入校意願，並請報名學校依班級年齡挑選課程。
• 學童課後學習單及教師觀課問卷顯示，本計畫推廣之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能夠引發學童

學習興趣及動力，有助於學生環境觀念及防災行為的落實。

日期 學校 教案主題 班級 人數

6/10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

及海洋工程學系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之民眾參與
不限 54人

9/14 關廟國小 災難之後 6年級 27人

9/24
⾧安國小 珍貴的水資源 6年級 26人

保西國小 大禹穿越來治水 5-6年級 50人

9/27
崑山國小 時光之河畫畫看 3年級 29人

億載國小 防災超前部署-我的避難包 3年級 28人

9/28
三村國小 時光之河畫畫看 5年級 30人

關廟國小 暴風雨 3年級 22人

9/29 大港國小 暴風雨 4年級 21人

10/4 紅瓦厝國小 時光之河畫畫看 6年級 25人

10/7
永康國小 大禹穿越來治水 4年級 26人

安慶國小 時光之河畫畫看 6年級 28人

總計 11所學校 12場次 12個班級 3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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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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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深化

• 邀請專家針對「氣候變遷調適環境教育」
與「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教學活動介紹」
等兩個課程進行教學，

• 共有5所臺南市國小，66位國小教師出席
參與共同研討如何將因應氣候變遷融入
在教學中。

• 課程環繞110年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之四
大主軸課題，設計5個課程，包含國土綠網、水利工
程、土地洪氾風險、生態保育及民眾參與等主題。

• 拍攝課程影片並上傳至Youtube，讓民眾可不受場地、
疫情、時間等因素影響，多次觀看。

• 透過發文、廣告及社團發布活動訊息，邀請河川社群
夥伴參與

線上培力課程-流域整體與調適培力工作坊
環境教育教師研習線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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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溝通

• 鹽水溪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議中，針
對「生態」、「水質」、「韌性防災」、「文化」
及「水資源」等生態優先、環境友善項目設定議
題進行討論。

討論面向 議題內容

生態  流域生態指標保育物種之擇定及保育策略
 推動鹽水溪流域生態環境保育觀念之策略

水質  鹽水溪流域污染總量訂定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污
染源削減

韌性防災  鹽水溪下游紅樹林疏伐

文化  連結社區民眾親近水岸，再造文化優質生活區
-鄉土文化或台江文化推動情形

水資源  水資源管理及應用

11

草鴞

環頸雉

鹽水溪河口紅樹林疏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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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嘗試連結鹽水
溪幸福平台願
景及河川環境
管理計畫

2021

水利署第六河
川局開辦鹽水
溪流域整體改
善與調適規劃

鹽水溪民眾參與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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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公私協力工作坊計畫自107年開始，運用鹽水溪民間河川社群
⾧期互動的基礎，在地經營，滾動發展。



權益關係人

鹽水溪

權益關

係人

政府機
關

學術團
體

社區大
學

產業
非政府
組織

防汛志
工隊

水環境
巡守隊

中央政府：10單位
地方政府：16單位
中央政府：10單位
地方政府：16單位

水利專業：6單位
民眾參與：2單位
水利專業：6單位
民眾參與：2單位

成人教育：
5單位

成人教育：
5單位

顧問公司：4單位
產業單位：3單位
顧問公司：4單位
產業單位：3單位

公民參與：2單位
文化推廣：2單位
生態保育：4單位
環境保育：1單位

公民參與：2單位
文化推廣：2單位
生態保育：4單位
環境保育：1單位

水患防災：
2單位

水患防災：
2單位

污染巡守：
19單位

污染巡守：
19單位

 共7類型權益關係人，76個單位(26個政府部門、50個民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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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河道清淤策略應評估採納。
 低地補償應該要確實納入出流管制中，避

免大型開發案之影響。
 河川整治應該要做水質改善、生態保育、

水患治理、河廊空間營造等全面考量。

公親里里⾧
 建議在海寮設置抽水站，將水

排至曾文溪，以減緩水患。

海寮

台江文化促進會
 關切滯洪池設置地點、設計容積、操作方

式。
 關切淹水時之水中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
 建議政府能進㇐步說明推估淹水區域的水

理模式及使用的參數。

台南社區大學/台灣河溪網
 台灣河溪網以生態功能改善、社會功能、

計畫執行程序、設計等四個面向，評比前
瞻建設水與環境計畫。

 肯定第六河川局能支持平台會議，持續溝
通水患治理策略。

永康社區大學
 鹽水溪本流堤岸水泥牆越加越高且

親水空間不足。
 建議河川局規劃流域綜合治理培力

課程。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建議以模型或模擬方式呈現專業的

治水工程及水理問題。
 平台會議應邀請市府都發局、經發

局及環保局來共同參與。
 應該優先考量符合生態的規劃，而

不是施工完成之後再去回復生態。

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安東庭園水
環境守護志工隊
 建議應該要設置都計工業區污水下水道及

檢測底泥

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安東庭園水環境守護志工隊
 建議既有道路排水及重劃區滯洪池規劃，

應提高到 25 年防洪標準台南市水資源保育聯盟、台南市紅樹林
保護協會、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建議以國道作為上、下游的區隔線，以滯

洪及越域分洪方式避免上游大水匯流至安
南區造成水患

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建議第六河川局及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進行鹽水溪排水治理工程相關規劃，
都能到大廟與河川社群、關切民眾進
行說明及討論

新光社區、關廟青
 關切關廟區河段整治工程及環境營造

和順工業區

關廟

歷年鹽水溪民間關注議題

15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II. 土地洪氾風險

四大主軸
課題

I. 水道風險

III. 藍綠網絡保育

IV. 水岸縫合

堤防可溢不可破

重啟具生命力的潔淨河川

再造乾淨、生態、文化的優質生活區

土地承洪不怕淹

水道治理：河川、區排改善；雨水下水道改善；鹽水溪排
水分流；虎頭溪排水二道防線

水道風險：高風險河段改善；建造物定檢、維護管理
水道沖淤：水道淤積改善；鹽水溪囚砂區；鹽水溪口沙洲

清疏
氣候變遷：水道壓力測試；推動水道治理教育學習

國土規劃：土地洪泛風險評估；國土功能分區研商
逕流分擔：推動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推動出流管制；新吉工業區滯洪池出流控制；

國八交流道及看西農場之低地開發補償
在地滯洪：推動在地滯洪；調查及保留流域內農地、魚

塭、濕地
韌性防災：水患自主防災；推動智慧防災
流域管理：流域溝通平台

環境脆弱度：流域生態保育物種及指標物種擇定；環境敏感區劃
設研商；推動生態檢核；推動環境保育觀念

河川環境管理：追蹤河川環境管理事項；環境基流量訂定研商；
棲地多樣性保留與延續；鹽水溪下游紅樹林疏伐評估

國土綠網：維持水域廊道通暢；綠網改善；三崁店諸羅樹蛙園區；
推廣NGO、NPO自主研究

水質改善：污染總量訂定；污染源削減
歷史人文：推廣台南府城文化；推動河川鄉土文化
環境營造：鹽水溪特色河段環境營造；鹽水溪河口濕地經管；

鹽水溪關廟河段區域營造
綠色交通：建構自行車路網；藍色公路建構評估
流域學習：連結社區民眾親近水岸
水資源：水資源管理

主軸課題之願景
19項
課題

45個子課題，18項子課題
於小平台進行討論

四大主軸課題

• 依議題性質分流議題之公眾參與方式
• 小平台會議採滾動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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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會議

 110年小平台會議討論四大主軸18項課題，其中14項課題達成共識，4項課題尚無共識
 111年度民間討論會議將持續扮演小平台會議溝通角色，將民間對流域治理意見與公部

門大平台會議進行連結，於規劃相關課題之策略與分工時，促進公私協力策略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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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討論後民間與政府相關單位尚未達共識



4/22
第㇐次民間討論會

(說明)

6/21
第二次民間討論會
(水道風險)

7/14
第三次民間討論會
(土地洪氾風險)

8/5
第四次民間討論會
(藍綠網絡保育)

9/30
第六次民間討論會
(確認及統整)

5月4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2

第五次民間討論會
(水岸縫合)

 6次民間討論會議，平均每次會議32個單位49人與會討論
 共討論20件議案、7件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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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參與單位及人數

社會溝通-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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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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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文

數

貼文類型統計

鹽水溪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間討論會交流平
台FB社團

鹽水溪流域網頁

• 臉書平台迄今已有141
位成員加入

• 每週至少固定上傳1至3
篇貼文，以經營並活絡
臉書社團運作

• 截至目前已發91則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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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入口網頁

鹽水溪流域介紹

流域概況

氣象、水文、水質

生態概況

民眾參與 民間討論會議紀錄

政府近年相關計畫
水利署相關計畫

環保署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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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理念推廣、教育設計、知識深化、社會溝通等四個面向據以推動，以落實
水利署生態優先、環境友善理念。

2. 聚焦之議題及共識，以民間聯合提案方式，送本局召開之在地諮詢委員會(大
平台)進行跨單位協調及決議，以連結民間意見到行政決策。

 多元參與、多層次民眾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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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擴大
參與討論

流域背景、基礎資料

議題、願景與目標初擬

機關協調 擴大參與討論

確認願景目標

策略、措施初擬

擴大參與討論

確認策略措施

權責機關
依規定辦理

小平台

小平台 大平台

大平台

110年計畫具體特色



1. 與臺南市防災輔導團合作，商討未來發展教學手冊，經由認證防災任務達成
數，授予參與學生防災小尖兵證書，增加學生參與誘因。

2. 透過教師研習工作坊，發展可茲教師參考推動之教材教法，培育學校老師成
為種子教師，以擴大氣候變遷(水患防災)環境教育的普及面。

 藉由推行環境教育，強化韌性防災觀念

110年計畫具體特色

22



1. 培力工作坊透過社區大學網絡進行推廣，觸及具有公民
社會理念的學員，善用社區大學在地實踐力及觀察。

2. 培力工作坊針對特定主題，邀請講者針對鹽水溪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相關課題進行解析，培力民間社群成
員相關知能，有利於小平台會議相關課題的討論。

 於疫情期間民眾參與不中斷，透過線上會議進行
議討論，運用臉書平台進行培力共學

110年計畫具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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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主題

河川生態

水利模擬
氣候變遷
調適

韌性城市



公私協力溪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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