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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會議紀錄 

一、 會議名稱：「110 年度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溝通平台」「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在地諮詢小組

會議 

二、 開會時間：110年8月25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三、 開會地點：本局1樓會議室及線上視訊會議 

四、 主持人：陳召集人健豐               紀錄：江致賢 

五、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討論事項：略。 

八、 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 

 

（一） 劉駿明委員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中央管河川

及中央管排水，仍由水利署各河川局主政辦理較宜，

因大型且嚴重淹水事件均由外水（溢堤、未建堤）造

成，依以往工作經驗，頭前溪河中舊港島及中港溪高

速公路下游左岸建築林立之米粉街，二河局推動防汛

緊急應變計畫，以非工程手段（河中島利用舊港大

橋、米粉街地面標示計畫洪水位線及計畫堤頂高線

等）協助地方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有效達成

撤離避災工作。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內政部海岸

防護區公告，規定一級由水利署主政，二級由地方政

府（水利署協助做先期規劃計畫，成果轉送地方參考

續辦）主政。淡水河口到關渡河段未束堤制洪前，致

災風險高。按圖1（110年檢討 Q200淹水潛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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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建議挖子尾、關渡宮及淡水老街等由水利署主

政，其他涉及牛埔寮溪、烏山頭溪、龍形溪及樹梅坑

溪等地方排水，由水利署協助做先期規劃，成果轉地

方參考續辦。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依不同區位

與議題，除邀集里長、社區、區公所與關注地方議題

團體外，更應擴及地方市政府及利害關係人，利用平

台會議集思廣義達成共識，確有必要性，原則支持。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民眾參與，

所提意見應資訊公開回應，有共識且可執行者，落實

才有實質意義，資訊未及時更正，回饋改善未落實，

常為民眾詬病。故建議平台會議，列管追蹤，以竟事

功。 

5、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水利署正要

求各河川局，依河相、水量、水質、水域生態及土地

使用等五大面向，辦理河川環境管理計畫，調適計畫

執行可將其研究成果，併入參考。 

6、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磺溪106年已完

成治理規劃檢討，並公告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對

於尚未達成共識的棘手難題，如40號橋以下河段兩岸

建堤、支流西勢溪改道影響洩洪及林務局國土綠網計

畫配合等，可先嘗試利用平台會議，持續溝通協調，

處理過程請詳實紀錄，做為典範案例，供各方參考。 

7、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磺溪為山谷河

川，土地洪氾風險不如淡水河高，河川區域綠線劃設

主要目的，就是要用管理代替治理，故請將防洪工程

治理率，列案追蹤，及早解決水患肆虐威脅。 

8、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改善與調適流

程，對於無法形成共識，處理策略，以詳實紀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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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說明可能產生共識條件，納入未來規劃檢討參

考。立論正確，值得參考。 

9、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治理標準採

Q25加出水高1m，Q50年不溢堤，簡報內治理標準應以

Q25加1m說明，至於 Q50不溢堤為次要條件，不用特別

強調，以免混淆。 

10、 有關「淡水河 T013至 T017段河道疏濬工程」計畫向下

疏浚1m，以維持底床高程 EL.-0.7m，是否可將紅樹林

根系清除，及對二重疏洪道排洪能力影響，請加強論

述說明。 

11、 有關「淡水河五股蘆洲沿岸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為

新北市水環境第五批次計畫，正辦理蘆州濕地示範區

改善工程，目前已完成細部設計審核，預定本年九月

完成發包工作。該計畫亦辦理紅樹林疏伐工作，為免

重覆編列費用，及影響濕地示範區施工，請冾新北市

了解處理。 

（二） 周聖心委員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現場簡報內

容更新幅度大，考量現場理解速度和意見回饋有效

性，請規劃團隊在會前須提供更新檔案，以利委員進

行事先預備作業。 

2、 對於「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會議程序有

疑義，今日若是由第十河川局召開之大平台會議，請

問簡報 P.6提及預計於8、9月辦理之民眾參與小平台

目前進度如何？建議先辦理第一階段民眾參與之小平

台會議蒐集相關意見與課題後，再來辦理大平台會議

較為合適。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在藍綠網絡

保育面向內容較為缺乏，建議規劃團隊補充說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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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和未來規劃。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該計畫

或是其他有關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相關計畫要多做橫

向連結，包括跨部會合作和新要點之連結，例如：水

利署於7月公布的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在地滯

洪獎勵及補償作業要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友善環

境農作補助等。 

5、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7

「四、小平台會議探討課題」1.關渡大橋以下至河口

段之防洪保護不足。根據議題區域性會建議邀請淡水

社區大學，而不是邀請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新北市

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建議規劃團隊後續針對民眾參與

所邀請之 NGO團體，要以各議題的區域性作為邀請原

則較為合適。 

6、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46

「四、紅樹林擴張影響」，請規劃團隊補充說明（1）

短期措施和中長期措施的具體期程？（2）目前紅樹林

資料庫已具有相當豐富資料，建議規劃團隊評估「短

期措施：1.設置紅樹林生態資料庫」和「中長期措

施：3.完成紅樹林生態資料庫公開網，供專家學者參

與。」是否需要調整。（3）「中長期措施：2. 疏伐工

程生態檢核」，生態檢核應在施工階段就開始進行，不

單僅在疏伐階段，建議該項時程需調整。 

7、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臉書平台內

容資訊缺乏，考量臉書平台是公共溝通重要管道，建

議規劃團隊積極進行資訊更新和維護管理。 

8、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20和

P.21使用圖層和空間區位來標示課題，非常清楚易懂

有利於進行民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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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29「水

岸縫合課題評析」畫面表達方式清楚易理解，是進行

公共對話的重要呈現方式。 

10、 有關「淡水河 T013至 T017段河道疏濬工程」實施計

畫，P.4十、生態檢核情形，提及「無關注物種」，建

議承辦單位要進行詳細且完整之生態調查較為合適。 

（三） 陳建志委員 

1、 對比今天兩個報告（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

劃、磺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顯然磺溪的規劃

在與流域市民、意見領袖的溝通及議題的深入，還有

資訊 GIS的圖像呈現也更完整。建議未來淡水河流域

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可以進一步針對十河局主管新店

溪、基隆河、大漢溪、淡水河主流、三峽河、景美溪

及四大央管區排，如塔寮坑溪也逐年規劃次流域的調

適規劃。 

2、 建議兩個流域規劃可以進一步盤點流域淹水潛勢區的

村里，協助了解是否都有設立自主防災社區，包含了

解潛在淹水區村里是否可以建立簡易雨量及熟悉操作

水規所開發的淹水模擬資訊，可以提早因應疏散。 

3、 建議兩案規劃團隊可評估在合適地點設立在地河川故

事館或願景館（類似日本鶴見川游水地）持續將流域

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的相關命題、願景在此場所與在

地流域公民進行實體的溝通（如有配套的網站也可同

步設立虛擬的網域流域故事館，持續開展流域資訊公

開民眾參與） 

（四） 周銘賢委員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提供資

料 P.1（一）關渡大橋以下至河口段之防洪保護不

足。為顧及保護（留）區生態維持，目前此地區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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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治理工程，採低度保護方式以降低對對生態環境之

擾動，因此，團隊所提調適策略以整合防災地圖及預

警系統為主，建議此河段雖無相關治理計劃及逕流分

擔評估規劃，但在整合完備預警系統外仍應同時與地

方政府檢討盤點推動在地滯洪等逕流分擔設施的設

置，以因應減緩極端氣候洪氾的影響。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提供資

料 P.3（一）關渡大橋以下至河口段之防洪保護不

足。預警報系統設定於水情中心颱風豪雨二級開設的

同時，通知河岸兩側低窪地區進行撤離，面對極端氣

候的瞬間暴雨，關乎居民財產安全，通知撤離管制的

時間是否需檢討。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提供資

料 P.5（三）水岸縫合與集水區污染2.調適策略

（5），提到未來長期規劃，淡水河中下游河段以朝向

「無嚴重污染」河段為目標，依環保署2020年對淡水

河39個測站污水檢測所做統計，以大漢溪下游新海橋

至淡水河忠孝大橋段所測污染最嚴重，其次為浮洲橋

段，均屬嚴重污染(RPI>6)，而新海橋至忠孝橋段的污

染源，除左右兩岸陳年垃圾山未處理的因素外，十河

局所轄中央區排塔寮坑溪的排水為主要的污染源，建

議將解決塔寮坑溪污染問題，列為調適改善的課題。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提供資

料 P.6（四）逕流分擔承洪韌性2.調適策略（4），是

以三重果菜市場遷移為試辦點，將媒合轉移至公共設

施(即果菜大樓樓層內)，建議除依相關出流管制及逕

流分擔辦法執行調勢策略外，因預定地所在位處三重

蘆洲河道堤防旁，建議規劃時亦應將「水岸縫合」的

議題，如該區原為大台北香花、蔬菜主要的產區，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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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課題討論以完善整體改善調適規劃。 

5、  有關「磺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暨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規劃」在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課題的評析

中，建議在顧及磺港漁港漁業的穩定發展下，加入舊

河道做為在地滯洪逕流分擔評估的議題討論。 

（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考量計畫涉

及議題內容繁多且複雜，建議規劃團隊應盡量及早提

供更新資料，便於委員進行會前理解與意見回饋之準

備。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課題1. 關渡

大橋以下至河口段之防洪保護不足。建議規劃團隊補

充細節資訊或是具體建議說明。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會議程序，

建議先舉舉辦小平台會議，再舉辦大平台會議說明小

平台會議之討論結果。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補充大

漢溪生態廊道管理和大漢溪人工溼地對淡水河水質、

生態和防洪等重要的影響。 

5、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紅樹林清除

議題，建議補充第十河川局現有針對紅樹林議題的相

關計畫說明，利於後續進行深入探討。 

6、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提供資

料 P.4 （2）紅樹林擴張影響防洪機能2.（3）建議將

紅樹林移除後，可種植蘆葦或其它濱水高莖草禾本科

植物。考量蘆葦會增加陸化，建議規劃團隊針對種植

品種和地點謹慎多方評估。 

7、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課題4.紅樹

林擴張影響防洪機能，建議補充淡水河外來種互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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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問題。 

8、 有關「淡水河 T013至 T017段河道疏濬工程」實施計

畫，考量泥灘地為鳥類棲息地，有關預計保留多少面

積泥灘地？有關如何因應工程施作時間與候鳥遷徙來

臺時間重疊？請作補充說明。 

（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原先簡報

P.18和 P.22右下方提到台北赤蛙，就我經驗認知目前

大漢溪至關渡橋範圍並沒有臺北赤蛙的分布。建議規

劃團隊重新檢視生態資料來源與資料正確性。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27

「二、水岸縫合：以大漢溪中下游為例」2. 攔水堰主

要建造目標為營造水域空間，提供民眾親水、遊憩並

與既有河濱公園結合。內文提到利用築堤方式興建，

除了很多河川目前都是朝降壩和拆壩方向進行，加上

目前降雨旱澇差異明顯，築壩是否會造成大漢溪在旱

季時產生伏流或斷流問題，建議應再進行專業評估較

為合適。  

（七）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 提供敝基金會於新竹頭前溪採用民眾參與式的執行經

驗，如何有效引導民眾願意深入瞭解河川汙染，並延

伸出具體行動，可作為本計畫民眾參與之參考案例。 

2、 建議相關調適滯洪的水利建設可結合導覽行動，例如

滯洪池公園平日提供導覽服務，透過導覽方式使民眾

對水的議題有感知，進而促進更多民眾願意參與討

論。 

3、 建議部分民眾參與議題可與教育部門結合，特別108課

綱強調如何探索生活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教育模

式，從學習階段落實對水議題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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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課題一、關

渡大橋以下至河口段之防洪保護不足及防災演練及自

主防災。建議往減災、韌性城市和在地滯洪的概念前

進，並將涉及之相關建設包括高腳屋、多功能地下室

等規劃至建築法規中會較適合。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針對淡水河

流到河口後的臺北港突堤效應，其中往北或往南的漂

砂，是否會對出海口和關渡大橋以下至河口段災害的

水理計算模式造成影響？請規劃團隊作補充說明。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由於氣候變

遷對旱澇現象影響加遽，其中位在大漢溪中下游之石

門水庫排砂隧道運作情況和疏濬效益如何？請規劃團

隊補充說明。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簡報 P.25

「二、水岸縫合：以大漢溪中下游為例」1. 後村堰災

後何去何從？內容提及「全部拆除並配合河道整理，

使河道恢復穩定及河川環境教育。」但從大漢溪中下

游的新北市鶯歌、三峽和樹林區段開始轉為緩坡且累

積許多塊石，考量河川基流量，若採用全部拆除是否

影響河川生態？建議規劃團隊需針對大漢溪河川基流

量深入探討，避免淤積問題日趨嚴重。 

5、 考量相關討論議題涉及地方政府，建議相關平台會議

邀請地方政府一同參與，使會議討論成果能確實傳達

予地方政府，進而與地方政策產生連結。 

（九） 新北市河川生態保育協會 

1、 敝協會有編撰一系列「水水水刊物」是公部門與民間

溝通的有效媒介，建議主辦單位能於會後提供相關新

聞稿或是資料作為刊物報導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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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淡水河邊社區發展協會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加強河

面漂流物及河岸垃圾之清理，「加強稽查」嚴控河岸、

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污染河面。 

2、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定期以

「抽吸方式清除河岸污泥」、疏濬河道恢復昔日潔白沙

質河岸。 

3、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研究如

何降低潮汐河面水位的「落差」？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以前淡水河

水是可以飲用的淡水，現在除了水質髒不能飲用外，

由於海水潮汐影響，水質含鹽分增加，淡水河不再是

淡水了，影響河系生態。建議研究可否在出水口處

（獅子頭）設置「防潮堤」。 

5、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建議研究可

否在上、中、下游分段設置「攔沙壩」或「溢洪

堤」？用以阻攔泥沙、防洪及收集垃圾之用？ 

（十一）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公義協會 

1、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缺少淡水河

流域河川水質變化的完整資料，不利於察覺水質變化

與改善汙染源之計畫執行，建議規劃團隊補充相關說

明。 

2、 淡水河整治已有將近40年，但改善成效進度緩慢，建

議相關整治計畫也可以開放給民間單位來參與、規畫

與執行，政府則扮演監督角色。例如：政府提供獎勵

誘因，吸引建設廠商進行河川地適度開發成河岸別墅

區等，倘若因開發造成汙染，則按規定開罰。  

3、 有關「水資源永續利用」議題，就我目前觀察整個河

川局有關永續利用之方法較局限於公園綠地和親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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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議河川局可考慮於河邊推動建置「小水力發

電」增加綠電能量，不僅美觀且達水資源永續利用。 

（十二）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 

1、 建議相關計畫多使用大平台會議方式促成跨流域上、

中、下游單位共同討論對話，取得共識。 

2、 兩項計畫在生態保護育課題皆強調明星物種，建議還

是要以生態多樣性的全面角度來檢視。 

3、 建議建設滯洪池以因應氣候變遷產生之旱澇現象，舒

緩旱季時的農業灌溉需求。 

4、 有關「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課題4.紅樹

林擴張影響防洪機能，建議規劃團隊將近幾年紅樹林

消長情況利用航照圖作比較分析，作為未來紅樹林疏

伐之參考資料。 

 

九、 決議或結論： 

（一） 今日會議主要在於廣納各方意見以納入未來「流域整體

改善與調適規劃」執行參考，透過後續整合與聚焦來指認未

來相關課題之探討方向，今日各單位所給予相關意見，請規

劃團隊進行滾動檢討與評估，後續也將持續召開小平台會

議。 

（二） 有關本局「淡水河 T013至 T017段河道疏濬工程」，請本

局管理課依在地諮詢小組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或說明後原則

同意辦理，並請管理課持續辦理民眾溝通相關事宜。 

十、 散會。(下午12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