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0 嚮居新北水都願景融創計畫（藤寮坑溝相關整理） 

 

新北市自 2010 年升格後，近年來在公共預算、政府編制與基礎設施佈建等

面向上，累積了相當的成果，並反映在城市公共治理、都市調整與升級、區域中

心浮現、市民人口成長等具體成果上。這些能量提升了新北市的城市體質，也成

為市民對市府團隊的期許與壓力。這樣的期許，從市府團隊的各階段與府、局各

層級的願景研擬，就可以看出。 

在市府整體層級方面，現任市府團隊在 2018 年年底就任後，經整體研議，

提出了「新北 2030 願景」，研擬「新連結、新住民、新領導、新美學、新創生、

新趨勢、」等六大方向。而水利局亦以六水治理策略來打造「2050 嚮居水都」的

工作方向、以及盤點與規劃「為了達成此一目標，今日應有的作為與準備」。 

六水各項水治理策略對現在的新北市，各有目前的定位，並積級展現了「克

服問題、新北升級」的積極意義。此一意義與藍圖計畫的壁畫未來精神互有共鳴，

可與藍圖計畫高度整合，於此先以精簡敘述分別說明新北市的六水治理策略： 

 

 

 

「水安全」的總論述 

「新北升格十年，治水實戰有城，而新北市府面對氣候變遷絲毫不敢掉以輕

心，將以新思維、新整備、新架構、與新公私協作關係，來強化城市體質，落實

水安全」。 

「水清淨」的總論述 

水清淨啟動了「水質改善、河廊改造、都市再生、社區營造、家園經理、新

北升級」的良性循環，這是城市多目標治理策略，也是新北成為全國領頭城市的

最佳示範。 

「水育樂」的總論述 

開創「水質改善、河廊改造、都市再生、社區營造、家園經理、新北升級」

的良性循環，用水環境，累積新北的獨有城市競爭力。 



「水滲透」的總論述 

「水滲透」是一與「水安全」深刻相關的治理策略，水滲透更是水安全的深

刻基礎，更在長期城市治理上有積極的意義：水滲透是預籌城市韌性體質，對抗

日漸巨大風險的結構性策略、與積極作為 

「水生態」的總論述 

立足城市百年累積與永續經營的價值，透過工程與非工程手段，回復河川生

命力，讓河川生態成為城市升級的證明，與城市光榮感的來源。 

「水文化」的總論述 

水文化是耕耘市民對城市與家園認同的最佳路徑。透過理解過去而能共同展

望未來，這是探究「水文化」對新北城市治理的最細緻也是最積極的意義。’ 

 

六水治理策略的對新北市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的空間重要意義 

藍圖計畫雖聚焦且體現在空間向度上，然也是公共治理計畫的一環，新北市

六水策略屬於一套治理思維，然其實踐均將落於城市的實體空間中，面對新北市

的複雜性，藍圖計畫以空間思維加上治理思維，非但不互斥且有融合互益之效，

且六水更能體現水的多面向性，何類水議題應單一專注攻堅（如污水接管）、何

類議題互為支撐（水安全與水滲透）、何類議題應以多重治理工具合圍處理（水

清淨＋水育樂＋水文化），六水此一架構有助理解新北市的課題，並鋪墊長期解

方的基礎（如污水接管對河川水質改善的果效），且是新北市府團隊自行研發提

出的藥方，屬來自政府內部的動力，更能作為其他方面動力的引擎，故本計畫將

六水視為新北藍圖的核心架構之一。 

 

本計畫對新北市區排的基本看法 

新北市區域排水除於今日仍有農業生產需求之地區尙可能有灌排功能外，多

數區域排水之主要功能在於堤內排水與防洪考量，本計畫依據新北市國土計畫要

特別指出，新北市發展過程帶來人口集中的現象與課題，常常造成人均開放空間

或社區公共設施嚴重不足、與地價過高、公設取得不易、公有用地稀缺等困境，

因此於人口密集區對於區排應思考「公地/設加值」之機會，在不影響區域排水原

有排水功能的前提下，可將用地多屬公有的區排視為公有地權加值使用的機會，

透過營造手段將其開放式區段轉化為「鄰里親水友善設施」、「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的綠色基礎設施」等，以利更多市民理解與愛護水環境，建立「水意識」，此一

區排公設加值策略，於後文詳述。 

 

 



本計畫對新北市產業結構之基本看法 

從人口從業結構視之，新北市從事一級行業(農、林、漁、牧業)者佔總比例

已絕對少數，換言之，除非大量用水的工業戶，多數人對「水與生產」的關係已

疏遠，都市自來水基礎建設也讓「水與生存」簡化成生活用水是否缺水的經驗，

水與生活才是多數市民的主要感受，然藍圖關照視野有其公共性與長遠性，故「水

與生態」是藍圖計畫對水環境的核心焦點，後續相關規劃將以「水與生態」為關

鍵考量。 

 

新店溪軸帶軸帶簡介 

新店溪為淡水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之一，其上游主流南勢溪發源於棲蘭山，流

經烏來、龜山、屈尺、直潭、新店、景美，至江子翠與大漢溪交會，形成淡水河

本流，全長約 82 公里，主要有支流桶後溪，北勢溪與景美溪。新店溪水源豐沛，

水質尚佳，流域內除烏來、龜山、小粗坑等地建有水力發電廠外，並有翡翠水庫、

直潭、青潭之攔河堰，為大台北地區重要之水源地區。化，具有豐富自然與人文

資源。 

新店溪軸帶範圍跨中和、永和、新店、深坑、石碇、坪林、烏來等區，人口

主要集中於中和、永和與新店區。中、永和所在的雙和地區與新店，人口位居台

灣各鄉鎮區前茅，110 年 7 月中和區人口達 408,654 人，永和區人口達 217,795

人，新店區人口為 301,768 人；其中永和區人口密度更達每平方公里 38,117 人，

達全台之冠。 

 

以往水環境改善案件點位及相關計畫 

提案 
批次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核定 
補助 

第
四
批
次 

二重疏洪道出口堰親水生
態環境再造 

二重疏洪道出口堰親水生態環境再造(設計費) V 

新北市休憩廊道環境營造 五股獅子頭水岸環境景觀再造工程(二期)  

新北市水質改善工程計畫 

鴨母港溝補注水處理工程 V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工程 V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坑溪河道改善工程  

新北市漁業水環境改善計
畫 

淡水第二漁港(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北市休憩廊道環境營造 大漢溪左岸新海橋至三重環保公園間水岸休憩廊道  

大漢溪親水環境營造 
柑園河濱公園分項  

大漢溪分項  

新北市休憩廊道環境營造 
碧潭堰上游至烏來沿線亮點營造工程(第 2 標延伸段)  

景美溪世新三水門至台北一壽橋親水廊道再造(第二期)  

異地保種都市方舟 異地保種都市方舟(漳和濕地)水環境營造計畫 V 

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計畫 

藤寮坑溝排水生態河川營造計畫 V 

大窠坑溪生態河川營造計畫 V 

北海岸生態河川營造計畫 V 



 

 

 

「水與環境」類 1~5 批次提案於軸帶空間水環境分布情形 

 

前瞻第一~第五批次核定提案與局方六水策略扣合分析 

 

 



趨勢預測(水環境驅力) 

新北藍圖規劃經分析新北發展過程、城市治理重點、參詳藍圖參考手冊與前

瞻提案計畫相關公文、進行田野訪談與分區公共對話等工作過程後，認為水環境

有四項重要驅力(driving force)，且各驅力在不同區域因不同條件有不同效果，新

北市是我國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主要河川也已呈現都會型河川之樣態，此四

項驅力是公共資源投入後水環境產生效益的關鍵，而各驅力在新北市是否具有良

好體質、條件與動能、將是藍圖所提策略與方案是否得以符合新北市空間發展趨

勢的關鍵。是以新北藍圖規劃將水環境四大驅力視為關鍵檢視因素，驅力越能符

合城市與流域己身條件，越能符合驅力而研擬與投入的公共計畫，越能產出綜效。 

 水環境與水質：水質是水環境公共營造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新北因過去

發展過程，許多河川水質雖已有大幅改善、但或仍處在並非理想的情況。

而新北市政府在水質改善方面，已有六水治理策略中「水清淨」的投入，

十多年來大力推動家戶生活汙水接管，對新北市許多河川之水質已有明

顯效益，此項工作新北市仍持續推動，並積極爭取各項資源增加家戶接

管之普及率。藍圖計畫也將衡估各項策略與提案提升水質之最大機會，

以結合計畫綜效，創造水環境綜效 

 水環境與生態：生態是藍圖計畫重要面向，「恢復河川生命力」是各方共

盼的願景，然河川生態與水質息息相關，更受都市土地使用所影響，雖

新北市現階段在水質與都市土地等條件雖難說理想、甚或處於無法串聯

狀態，新北藍圖仍將視各河川空間之條件進行生態營造之積極可能，並

特別注意特殊物種保育與生態棲地維持此一主題，避免過度以人為本的

水環境營造。 

 水環境與社會資本：水是與生活相關的直覺感受、且水議題與經營永續

環境高度相關，是形成共識以及累積社會良善資本、社會升級的理想主

題，這些動能都讓水議題成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極佳切入點。且新北市現階段正處於各項都市

動力均朝良善向上的方向上前進(如城市升格、三環六線交通設施逐漸完

成、城市年輕公民人口佔多數、城市治理團隊有企圖心與豐沛動力、各

方對教育與世代傳承有共識等)，這是提升新北市水環境的正面助力，尤

其是一項準確的水環境營造常常可以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多項

目標，此一重要機會藍圖規劃不可不察。故新北藍圖規畫將特別策重水

環境與社會資本的結合，提出如水漾學堂的機制，讓水環境成為新北升

級、公民城市養成的契機。 



 水環境與地方再造：此項係指透過水環境營造帶來產業與地方創生的機

會，此項也與社會資本(如捷運通車帶來水環境的可及性)或河川生態(如

造就生態旅遊與特色社區的機會)高度相關，屬整體資源配套或具有特殊

條件者之契機方案，新北藍圖規劃將審視各地水環境條件，尋找本項驅

力可成為示範的新北案例。 

 

綜合以上所述，將這四項水環境驅力以及其可能催發的趨勢置入新北的

真實條件中，「水環境與社會資本」對新北市最具積極與社會創新意義，故新

北藍圖計畫將將特別指認此一驅力，期能為新北藍圖找出最關鍵的切入點。 

 

 

 

新北各軸帶空間條件、與六水治理能量 

水生態的概念，體現國人日漸重視周邊環境及家園的細緻要求，也揭示了人

與環境和諧關係的認知。由於水生態需要「水清淨」、「土地使用」、「都市生態營

造」等各面向的治理成果支持，可以被視為公共治理的最後一哩路。日本多自然

型河川營造的評價方式及作業機制是此方面可以參考的範型。 

 「水生態」治理策略專業論述 

係指「了解並掌握河川整體的自然發展狀況，注意維護地區民眾生

活、歷史與文化，並以達成保全河川原有生物棲息、生長與繁殖環境，

創造多樣化河川景觀為目的所實施的河川管理」的全盤考慮，並落實於

各項公共行動中。目前先進國家已有可參考範型，如可導入日本多自然

型河川營造的評價方式及作業機制，建立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

的總體議程。 

而「水生態」不只關心河川治理品質，更將以此主題，發掘在地特

色融入河川，並導入民眾參與，以公私協力建立以生態、生產、生活及

夥伴關係之互助平台，讓「水生態」營造，成為縱貫「提升市民對家園

與公共事務的關心」、「開創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潛力焦點」、「耕耘城

市自然資產與特色的魅力」從個人、社區到城市整體的公共行動。 

 「水生態」治理策略的亮點計畫 

經評估，「水生態」亮點計畫初步建議為：落實高規格、全套方案

之「八蓮溪生態河川」示範案例，以及近自然都市河川改造(如:藤寮坑

溝河廊改造，此方案已獲前瞻計畫第五、第六批提案核准獲得補助)。 

 



 「水生態」在新北藍圖規劃之可能空間落實方案 

 將北海岸軸帶視為水生態重要策略區，將具有生態豐富條件的河川

列為水生態河川並營造之。 

 於都市人口密集區，以河道內與河岸之濕地、紅樹林、濱溪帶作為重

要生態資源，積極連結週旁堤內連續綠帶，以創造最多生態廊道之

可能性。 

 河道進行疏濬工程時，應透過工程方式於改變河相的同時創造友善

生態的河岸環境，大漢溪疏濬、淡水河紅樹林疏伐、與新店溪裝下游

疏濬都應有此考慮並列入工程計畫中。 

 都市地區三面光之區排若因成本考量或共識尚未取得之前，如藤寮

坑溝第一期工程般之局部性改善應現階段可接受的方案，並可循例

於有條件的都市水路辦理。 

 投入先期研究，掌握濕地實際固碳效益後，推動濕地碳匯計畫。 

 

 

前瞻第六批次提案計畫 

依據水利署對於前瞻基礎建設第六批次提案之相關指導，指出「第六批次提

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內案件，且與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建構整體

願景相扣合對齊，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識者方可納入提

案」。故為配合中央政策，本計畫本階段已發展相關藍圖架構，以利提案順利扣

合為重要工作目標，目前已有重要進展，將整合至提案內容論述中。 

經檢視，具備條件之候選方案提案來源可能有以下： 

1、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已有「已完成規劃（設計）、因尚無預算尚在等待執

行工程案」之具價值與公共意義之水環境營造計畫。如柑園二橋水域

遊憩空間、淡水河五股到八里沿岸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二重疏洪道

出口堰親水生態環境再造等局方已有相關準備之計畫。 

2、 新北市政府本身正在進行之重大計畫之延伸或後續接續計畫。如「四

軸帶中具有三水綜效的都市河廊再生方案」。 

3、 新北市政府其他局處所提、符合藍圖計劃框架之有價值提議方案。惟

須符合生態檢核、公共參與等藍圖規劃與第六批次提案之要件，且環

境營造之規劃方案與基本圖說之產製須符合第六批次提案期程要求，

以利局方參考與藍圖計畫之提案一致性、完整性。 

4、 與其他公共計畫有整合價值者。例如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前階

段已推動「磺溪流域調適規劃與整體改善計畫」，該計畫在流域議題、



公共參與、願景共識已形成基礎，並獲得多數民間團體的肯定，或可

透過行政協商與該計畫方面取得共同目標，若相關條件成立，形成亮

點計畫候選方案，已收計畫整合之效，與立足其基礎而減少意見分歧

的成本。 

5、 與第十河川局在淡水河流域調適的合作議題。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

試驗所與第十河川局於本年度刻正推動「淡水河流域調適與整體改善

計畫」，然淡水河為大型河川，且流域涵蓋北北基桃等四人口集中都

市，議題複雜且共識亮點不易形成，然第十河川局與其在地諮詢小組

為藍圖計畫與爭取前瞻計畫資源之重要合作夥伴（或主要意見方），

若能形成合作議題與夥伴關係，可對本計畫在公共討論與爭取資源面

向上，形成重要助力。 

6、 來自在地。例如在地諮詢小組、民間團體、與關鍵 NGO 的長年深耕

在地而發想之提案。或是來自四軸帶各分區公民參與過程之意見。 

 

透過以上提案邏輯與方向，新北市政府匯集所屬水利局、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農業局、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等單位，提出下列 9 案，並經 111 年 5 月 12 日

新北市政府召開第六批次提案府內初審會議討論後，作為第六批次提報案件。 

 

 

第六批次新店溪軸帶提案內容(藤寮坑溝水環境營造工程(第二期)) 

整體概述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 111 年 2 月完成藤寮坑溝水環境營造工程(中正三橋至

嘉慶橋)，現將辦理其延伸段第 2 期工程，除將渠底恢復近自然河道營造生態棲

地，亦同時辦理部分設施改善及水質改善，期以提升生活品質。本計畫 2 期延伸

範圍預計辦理嘉慶橋向上游至延吉橋，長度約 510m；漳和濕地下游排水溝(和城

橋下)水質改善。 

 



藤寮坑溝水環境營造工程(第二期)預計施作範圍 

 
藤寮坑溝水環境營造工程(第二期)願景圖 

 

 
藤寮坑溝水環境營造工程(第二期)於空間藍圖定位 

 

預期效益 

 預計改善河道環境及水質，面積達 0.03 公頃。 



 預計所營造之生態棲地，生態物種可提升 5 成以上。 

 預計休憩散步使用設施人次提高 70% 

 

北海岸軸帶分區座談會議(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等濱海區) 

 荒野保護協會 陳江河老師 

 藤寮坑溝的案例，將三面光沒有辦法完全敲除的情況下，加入一些

石頭、覆土，能長出一些植栽，可見水利局對於河川生態的想法已經

有些轉變了，值得肯定。 

 但從這個脈絡來看，溪流是否需要例行性的清淤，是否可以只清除

會妨礙通洪斷面處，而非全部清淤。若是可以分期的清淤、或是保留

一些無須清淤的地方，這樣可以增加生物棲息地，也會讓溪流維持

較自然的狀態。 

 建議考慮在河川營造出一條系統性、對生物友善的生態廊道，讓生

物可以真正沿著下游往上游溯源，這也會是留給下一代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