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畫】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申請執行機關：雲林縣政府 

 

中華民國 108 年 03月 



 

目   錄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 1 

二、 現況環境概述 .............................................. 4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 25 

四、 提報案件內容 ............................................. 27 

五、 計畫經費 ................................................. 35 

六、 計畫期程 ................................................. 38 

七、 計畫可行性 ............................................... 38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 39 

九、 營運管理計畫 ............................................. 39 

十、 得獎經歷 ................................................. 40 

附錄一：107年 11月 14日在地民眾訪談紀錄 ....................... 41 

附錄二：107年 12月 14日專家會勘會議紀錄 ....................... 42 

附錄三：107年 12月 24日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會議紀錄 ......... 46 

附錄四：107年 12月 27日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 54 

附錄五：108年 03月 06日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會議紀錄 ......... 65 

附錄六：108年 03月 13日第三批次計畫中區工作坊會議紀錄 ......... 67 

附錄七： 108年 4月 3日雲林縣政府第 3梯次提報案件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回 ........................................................ 73 

附錄八：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 74 

附錄九：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 88 

附錄十：自主查核表 ............................................ 93 

附錄十一：計畫評分表 .......................................... 94 

附錄十二：工作明細表 .......................................... 96 



 

 

圖目錄 

圖 1計畫位置圖(經建版地圖) ..................................... 1 

圖 2計畫位置圖(正射影像) ....................................... 2 

圖 3基地現況影像 .............................................. 3 

圖 4行政區位圖 ................................................ 4 

圖 5交通系統圖 ................................................ 5 

圖 6清康熙 61 年(西元 1722 年)台灣輿圖 .......................... 6 

圖 7清康熙 61 年(西元 1722 年)台灣輿圖 ......................... 11 

圖 8西螺大橋通車典禮時街景 .................................... 12 

圖 9西螺觀光資源環境圖 ........................................ 14 

圖 10雲林縣空間發展構想藍圖(第一次通盤檢討) ................... 15 

圖 11雲林縣空間發展構想藍圖(第二次通盤檢討) ................... 15 

圖 12周邊生態敏感區圖 ......................................... 19 

圖 13生態關注區域圖........................................... 20 

圖 14濁水溪西螺大橋水質資訊 ................................... 21 

圖 15生態濕地規劃構想影像 ..................................... 30 

圖 16圳路戲水空間規劃構想影像 ................................. 30 

圖 17濱水遊戲場規劃構想影像 ................................... 31 

圖 18高爾夫球場規劃構想影像 ................................... 31 

圖 19解說廣場規劃構想影像 ..................................... 32 

圖 20堤頂自行車道規劃構想影像 ................................. 32 

圖 21多功能草坪規劃構想影像 ................................... 33 

圖 22環狀步道規劃構想影像 ..................................... 33 

圖 23規劃構想圖 .............................................. 34 



 

表目錄 

表 1日治昭和時期與民國之後西螺地區人口統計表 ................... 8 

表 2西螺鎮與雲林縣人口成長表 .................................. 10 

表 3西螺鎮、雲林縣居民階段年齡結構比較表 ...................... 10 

表 4西螺觀光資源分析表 ........................................ 13 

表 5相關建設發展計畫表 ........................................ 16 

表 6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畫—分項工作明細表 ............ 29 

表 7分項工程經費表 ........................................... 36 

表 8工程經費預估表 ........................................... 37 

表 9重要時程預估表 ........................................... 38 

 

 



1 
 

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位置位於雲林縣西螺鎮，範圍涵蓋濁水溪左岸西螺大橋至國

道一號間的高灘地，計畫面積約為 120公頃，基地周邊擁有豐富的遊憩

資源，包含引西圳、西螺大橋、泰山石敢當、延平老街、西螺福興宮、

東市場等，上述遊憩資源皆與西螺的產業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本計

畫除了打造一處結合自然地景的河濱水岸空間外，更希望透過活動導入

及環境教育手法向民眾傳達屬於西螺的在地故事。 

 

 

 

 

 

 

 

 

 

 

 

 

 

 

圖 1計畫位置圖(經建版地圖)1 

                                                 

1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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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計畫位置圖(正射影像) 

 

 

 

 

 

 

 

 

 

 

 

 

 

引西圳緊鄰堤防道路且具灌溉用途 引西圳舊圳道現已荒廢閒置 

堤防道路沿線的水利設施保存良好 堤防道路為在地人日常運動的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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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基地現況影像

堤防道路旁的引西圳舊圳道被私人農地佔用 

堤防道路外具大面積的田園地景 溪州大橋橋下空間陰暗雜亂 

溪州大橋橋下道路可作為環狀動線 堤防上石敢當為重要的歷史解說資源 

西螺大橋橋下空間被汽車停放佔用 園區部分區域已由西螺鎮公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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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1.地理位置2 

西螺鎮位處雲林縣北端，北臨濁水溪與彰化縣為界，東臨荊桐鄉、

西接二崙鄉、南面與虎尾毗鄰。東西寬 9.4 公里，南北長 10.9 公里，

總面積達 49.7985 平方公里，佔全縣面積 3.858﹪，總人口約 5 萬人，

屬濁水溪沖積扇平原。 

 

 

 

 

 

 

 

圖 4行政區位圖 

2.地形與地質3 

西螺全鎮位在濁水溪沖積平原內，地勢平坦且灌溉設施優良，因而

被政府劃分為最適合農業生產的一級良田。地質屬現代沖積層，主要由

粘土、粉砂、砂和礫石所組成，土壤母岩主體多為粘板岩系，呈灰黑色，

分布在濁水溪灌溉流域，土壤肥沃，為全台重要稻米產區。 

3.氣候4 

西螺鎮屬副熱帶季風氣候，一月平均溫度在 16˚C 以上，七月平均

溫度約 29˚C，年平均溫在 23˚C 以上，全年溫度適合農作物生長。西螺

降雨量主要受季風及地形因素影響，夏季西南季風盛行，雲層較低易形

成對流作用，因此五月至九月易形成雷陣雨及颱風，降下大量雨水。

                                                 
2資料來源：雲林縣廣興國小  http://www.gses.ylc.edu.tw/~history/ch1/1-1.htm 

3資料來源：史地西螺  http://www.victoria.ylc.edu.tw/103librarywork/siluo/siluo1/siluo1-3.html 

4資料來源：西螺鎮公所-西螺鎮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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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濁水溪風砂害5 

濁水溪上游屬粘板岩與砂頁岩混合沖積土，依土壤性質可分成砂質

土、壤土及粘質土三種，其中砂質土分布於沿海及溪岸，砂質土因乾燥

快易受強風吹拂侵蝕，常造成沿岸作物枯萎或生長停滯。 

5.交通 

西螺鎮周邊城鄉分布眾多，匯集多條重要聯外道路，交通路網相當

發達，其中國道 1號於西螺鎮設置服務區，作為休息中繼點並聯結台灣

南北各個城市；而西螺大橋及溪洲大橋則與彰化縣作串聯，縣道雲 24

線沿著堤防興建，往西側聯結二崙鄉，往東側串聯莿桐鄉。另外延平老

街串接豐富的歷史建物，包含丸莊醬油觀光工廠、西螺東市場、延平老

街文化館、西螺福興宮及各式小吃老店等遊憩資源。 
 

 

 

 

 

 

 

 

 

 

 

 

 

 

 

 

 

 

 

 

 

 

 

 

 

圖 5交通系統圖 

                                                 
5資料來源：西螺鎮公所-西螺鎮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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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螺地名由來6 

（1）原稱「西螺」 

A.荷蘭人駐台時期，依據最早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平埔族巴布薩

人，稱呼此地之譯音，而於文獻上記錄為「sorean」、「soared」、

「sorean」、「soeron」、「sailei」、「sairei」或「賽麗」等多種不

同方式出現。 

B.明朝末年鄭成功來台後，其部將林杞開發雲林，將其地名譯為「西

螺」，此地曾為郵傳舗設置地。據《諸羅縣志》記載，清康熙 23

年（西元 1684年）設縣時，設置郵傳舗兵，西螺舗為其中一站。 

C.乾隆 5年(西元 1740年)劉良璧重修《台灣府誌》時即有「西螺街」、

「西螺堡」之記載，可見當時之西螺已頗發達了。 

D.在清康熙，台灣輿圖中，有「西螺社」的登載(圖 2 - 4)。相傳與

北斗稱「東螺社」相對稱之，而得名為「西螺社」，或有因濁水溪

之「濁」字之河洛語與「螺」字相同音而得名，亦有因本鎮之地形

如螺，且與北斗(稱東螺)相區隔等之稱呼。 

 

 

 

 

 

 

 

 

 

 

 

圖 6清康熙 61 年(西元 1722 年)台灣輿圖

                                                 
6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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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名「螺陽」 

A.早期至此地開墾的漢人之中，來自大陸福建惠安者居多，開拓者為

追思故土福建惠安縣(即螺陽)而以螺陽文化為名之。 

B.亦有依濁水溪位置「北辰南陽」之情況而得名之說，古稱「山南水

北稱為陽」，雖西螺地屬濁水溪之南，但因古代濁水溪主支流改道

之況頻繁，古西螺稱螺陽之地時，在水主流之南或北亦難分曉，故

無不可能。 

7.產業7 

西螺鎮為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上的一大聚落，因濁水溪長久沖積，由

上游夾帶而來得大量泥沙在下游淤積，土壤十分肥沃。更由於灌溉之

便，造就西螺的農業潛力，包含西瓜、香瓜、濁水溪米、醬油等，無不

與西螺特殊的地形息息相關。 

8.人口分析8 

（1）人口成長與變遷 

清光緒 19年(西元 1893年)西螺堡所轄之面積為 240平方里，人

口數為 20,118 人，每平方里約為 84 人。根據大正 12 年(西元 1923

年)出版的《最近的南部台灣調查報告》，西螺庄總人口數為 27,463

人，《台南州要覽》西螺街人口 19,000餘人，西螺街佔了西螺庄總人

口數 69.2%，將近七成的人口集中於市街上。昭和 9年至 10年西螺街

人口增長 1,931人，然而昭和 10年至 12年，因西螺街市區改正計畫

實施，街道拓寬改建工程進行中，所以只增長了 610人，但隔年昭和

13 年，又急速的增加了 1,991 人，這應該是西螺街區住屋及道路公

共建設完成後，市街恢復舊日繁榮，因此人口急速湧進。 

                                                 
7資料來源：西螺福興宮  http://www.taipingmatzu.org.tw/ 

8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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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4 年台灣光復後，政府將庄街改為鄉鎮，根據《雲林縣志

稿》資料，西螺人口數為 36,017 人。民國 34 年-61 年期間，西螺人

口逐次成長，但是在 62年起，開始出現負成長，嚴格說起來 66至 78 

年間人口一直呈現負成長的狀況(即使有成長每年不過以十位數數字

增加)。回顧我國經濟成長始於 70 年代，工商經濟取代了農村經濟，

鄉村謀生不易，因此大量的鄉村人口湧入大都市，這便是西螺人口衰

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 1日治昭和時期與民國之後西螺地區人口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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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螺鎮人口近十年間，處於十位數正負值的拉鋸間，民國 90 年

時，曾短暫增加 232 人，人口為 50,239 人，但此後即年年衰退，直

至 96年，才又止跌回升為 49，282人，90年後的人口成長率從 0.46%

至-0.15%，還是呈負成長狀態。但相較於雲林縣全縣人口平均成長率

-0.39%尚高出一些；顯示西螺近十年來人口成長變化呈緩慢狀態。而

由此變化狀況來看，顯示西螺鎮之產業與社會發展狀況多年來並無明

顯之變化，故導致本鎮之人口成長與變遷趨勢甚小；唯和雲林縣整體

比較來看，西螺鎮仍是屬於都市發展較佳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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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西螺鎮與雲林縣人口成長表 

 

 

 

 

 

 

 

（2）人口結構分析 

與雲林縣整體人口結構相較，西螺之幼年人口比例，自 91 年起

都較雲林縣為高，唯近年有下降趨勢。在壯年人口比例方面，多年來

皆和雲林縣相似，但有些微提升。老年人口皆較雲林縣為低，差距則

有增大的趨勢。整體而言，西螺鎮人口結構跟雲林縣類似且變動趨勢

亦相近。 

表 3西螺鎮、雲林縣居民階段年齡結構比較表 

 

 

 

 

 

 

9.西螺街的成形9 

雍正 2年（西元 1724年）諸羅縣知縣周鍾瑄編撰《諸羅縣志》：康

熙 6年（西元 1721年）已有西螺保記載，及在《諸羅縣志卷二規制志》

水利項，記載有關雲林縣地域的 18 項水利設施中，屬西螺的有「鹿場

陂」、「打馬辰陂」、「西螺引引莊陂」三項，其工程均由知縣周鍾瑄捐穀

或銀助「莊民」或「番民」合築，可證明西螺已有相當程度的開墾。

                                                 
9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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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大陸的移民熱潮中，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

王玉成入墾西螺公館、北、中部區域，接續西螺各地都有移民進入拓墾，

其中以官陂廖姓族人移入最多。直至乾隆 35年(西元 1770年)，漢人廖

輝煌自福建省詔安來西螺經營「玉山商號」，廖金算經營「玉興號」，廣

東潮洲海陽縣人林集山來創設「廣合商行」…由以上得知，清初，西螺

街市已具相當商業規模。 

清嘉慶至道光年間，西螺因入墾者眾，農業發達，人口迅速繁衍，

許多集莊型的聚落和營商的市集出現。依據嘉慶 6 年（西元 1801 年）

的一紙「杜賣盡根契」契約中，言明張家有一間座落於西螺街上的店舖，

因欲銀湊用，要以三百八十大員賣出。嘉慶 12年（西元 1807年）的另

一紙「杜賣盡根契」中「…沈氏有瓦店參座，於西螺街上，坐南向北，

門窗戶瓦椼水井一應在內，前至車路中為界，後至詹家竹宅為界，左至

李家店為界，右至黃家店為界，四至界限分明。」，由契文中可知，當

時西螺已呈商店相連，商街之樣貌，並有店舖買賣情形。可知西螺街的

商業活動頗發達，實為商業繁榮的顯現。 

日治時期，西螺街（延平路永安、中和里路段）得利於緊鄰濁水溪

渡船頭，交通運輸便利，所以農產、加工等商業行為更為顯著。成為台

灣中部地區南北雜貨重要的交易場所，街頭附近的店家與東市場成為商

業活動最頻繁的黃金地段。由下圖得知，昭和 15年（西元 1940年）時，

日人地理學家富田芳郎調查出，西螺街商店開店率約達 80％，其中開店

率達 100％的區域，仍屬延平路上東巿場附近以及建興路一帶。 

 

 

 

 

 

 

 

圖 7清康熙 61 年(西元 1722 年)台灣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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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螺大橋完工高峰期10 

民國 42 年，西螺大橋完工，為臺灣西部縱貫公路南北貫通完成，

西螺成為縱貫公路橫跨濁水溪的交通樞紐。當年，只有 2萬餘居民的西

螺，幾周內連續登上報紙、電視版面，食衣住行，農產，商街，钜細靡

遺的被報導著，身為西螺人無不覺得與有榮焉。民國 42年 1月 28日，

西螺大橋通車當天，西螺小鎮湧入八萬餘人口，萬人空巷的景象，至今

仍為許多人津津樂道。 

西螺鎮藉著西螺大橋貴為東南亞第一大橋的榮耀，廣為眾知。西螺

醬油與西螺米，亦藉著西螺大橋的名氣，成為地方特產。老一輩人常說，

昔日雲林人出外，常自稱西螺人，而不說是雲林人。蓋因全台人士都知

道西螺的位置，而不知雲林在何處。此乃全因西螺大橋之盛名所致。西

螺大橋完工時期，被視為西螺的再一次繁盛高峰期。 

綜觀以上及西螺歷史發展大事記，西螺街最繁盛時期為日治昭和初

期，尤其是昭和 12年(西元 1937年)西螺實施市區改正前後。當時因為

市街興盛而發展出來豐富的文化資產，如五洲園、新興閣布袋戲，錦城

齋北管樂，菼社詩文，西螺醬油、西螺米、蔬菜及為數龐大的百餘間歷

史性街屋建築。 

 

 

 

 

 

 

 

圖 8西螺大橋通車典禮時街景 

                                                 
10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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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螺鎮觀光遊憩資源11 

西螺鎮觀光遊憩資源之空間分類，屬中部平原系之觀光遊憩資源，

於分類上有自然遊憩資源、文化遊憩資源與產業遊憩資源。除擁有高知

名度之地標-「西螺大橋」外，配合古蹟-振文書院、延平歷史街屋群、

布袋戲、七崁武術等文化遊憩資源與濁水溪高灘地之自然遊憩資源等多

樣化，加上自 88 年即成立的螺陽導覽團及觀光導覽手冊，文化觀光旅

遊發展之效益極高。未來更應加強西螺歷史文化與產業特色，配合西螺

大橋與濁水溪景觀之規劃設計，發展觀光遊憩事業。 

表 4西螺觀光資源分析表 

 

 

 

 

 

 

 

 

 

 

 

 

 

                                                 
11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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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須一提的是，雄跨濁水溪上近 2公里的西螺大橋，每年春或

秋季舉辦西螺大橋觀光文化節，連續 8年下來，延伸出大橋夜間燈光、

橋頭觀景公園、橋下高灘地等為觀光發展而做的建設都已接近完工。與

近百公尺距離之延平老街的觀光發展息息相關。 

 

 

 

 

 

 

 

 

 

 

 

 

圖 9西螺觀光資源環境圖 

12.區域發展特性 

（1）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2 

計畫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時間：民國 89年 

計畫提出「兩軸（沿台一線工商發展軸及濱海遊憩及工業發展軸）、

三都會區（雲林中心都會區、麥寮縣港共同發展區、西南部休閒、經

貿、住宅都會區）、四成長中心（斗六、虎尾、麥寮、北港四成長中

心）」之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本規劃範圍位於雲林縣西螺鎮，發展定

位為「富麗鄉城生活區」。
                                                 

12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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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雲林縣空間發展構想藍圖(第一次通盤檢討) 

（2）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13 

計畫單位：雲林縣政府 

時間：民國 98年至今 

計畫提出跨域合作台灣糧倉農業發展聯盟，並規劃國家農產交易中

心；發展成農業生態田園城市帶；劃設西南沿海再生保育軸共同處理

區域地層下陷問題；建立區域的媽祖信仰宗教文化生活圈；麥寮港應

解編轉型為工商綜合港，厚植中部區域之境外轉運中心功能。雲林未

來將以「一環、二軸、三圈、四區」作為全縣的空間發展架構。本規

劃範圍位於水與綠生活區與田園城市樂活區間。 
 

 

 

 

 

 

 

 

 

 

 

 

 

 

 

圖 11雲林縣空間發展構想藍圖(第二次通盤檢討)
                                                 

13
 資料來源：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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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雲林縣景觀綱要計畫 

計畫單位：雲林縣政府 

時間：民國 100年 6月 

計畫重點著力於全縣之特色─農業，透過綠色基礎建設之概念，延續

農業文化並落實永續性環境，以逐年朝向「農業首都」的願景邁進。 

依其產業特色、景觀意象，將雲林劃分下述類別之地景分區： 

A.宗教產業文化地景。 

B.心田園城市文化地景。 

C.森活產業地景。 

D.綠色農耕地景。 

E.活力海洋產業文化地景。 

（4）相關建設發展計畫14 

在中央上位及相關重點計畫之下，西螺鎮目前在觀光旅遊方面的

主要建設區域，以西螺大橋及延平老街為軸心範圍。民國 96 年起在

此範圍之內的多項硬體建設，已接續完成中。 

表 5相關建設發展計畫表 

 

 

 

 

 

 

 

 

                                                 

14
 資料來源：西螺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結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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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環境概況15 

本案基地位於濁水溪南側，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以農耕地為主

且參雜著零星的裸露地。基地內發現之植物均屬低海拔常見物種，建議未

來施工應儘量縮小對此區域的干擾，以避免工程行為對陸域關注物種及整

體水岸環境的影響，並應注意工程施作過程水土保持，避免工程施作過程

時降雨地表逕流對水體造成的直接影響。 

 

 

 

 

 

 

 

 

 

 

 

 

圖 12周邊生態敏感區圖 

 

 

 

                                                 

15
 資料來源：2018年 12月 13日，西螺鎮西螺大橋水環境營造計畫，雲林縣政府 

低空航照影像，農耕地 低空航照影像，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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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生態關注區域圖 

本計畫建議採用縮小及減輕之保育策略，針對外圍較具生態功能與生

物多樣性的自然環境(次生林)應優先迴避。而對於受到擾動但仍具有生態

價值的棲地-小規模農耕地、草生地等環境應盡量縮小工程影響的面積，

並在施工期間(若處於 4-8 月燕鴴抵台活動季)注意開闊地是否有保育類

夏候鳥燕鴴族群出現，若有則應迴避並減輕對該環境的衝擊。 

 

 

低空航照影像，濁水溪沙質灘地 低空航照影像，休耕農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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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質環境現況16 

依據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行政院環保署網站資料西螺大橋段英

數乙類水體標準(如下圖所示)，而由環保署環境水質監測資料顯示，濁水

溪流域四項水質變化趨勢分析如下，其中以懸浮固體濃度平均變化幅度較

大，約呈現 10倍之變化，且高於乙類水體標準值極多；生化需氧量(BOD)

均略高於法規標準值，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應加以注意；氨氮含量(NH3-N)

在法規標準值內，顯示水質並未受動物性汙染；其他溶氧量(DO)方面亦符

合標準。 

整體而言，濁水溪流域水質狀況尚佳，中下游河段懸浮固體濃度過高

應與水中含砂量高有關，故能有效控制含砂量過高之問題，本區將是極佳

之蓄水及補注水來源。 

 

 

 

 

 

 

 

 

 

圖 14濁水溪西螺大橋水質資訊 

 

 

 

                                                 

16
 資料來源：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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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螺大橋監測站近 5年地面水水質(計畫區域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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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昌國小監測井近 5年地下水水質(計畫區域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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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本府已於民國 107年 10月 23日進行初步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調查，其相關佐證資料詳如附錄七：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另於

民國 107年 12月 13日完成水利工程生態作業，其相關佐證資料詳如附錄

八：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二）公民參與辦理情形 

本府已於民國 107年 12月 27日召開地方說明會，會中地方民眾均大

力支持本計畫推動，以創造濁水溪親水文化空間，希冀縣府提報水環境建

設，其會議紀錄詳如附錄四。 

（三）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 

本府已於民國 107年 12月 14日辦理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

畫專家會勘，並參酌各外聘委員及各部會代表之審查意見修正整體計畫

書，其會議紀錄詳如附錄二；民國 107年 12月 24日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其會議紀錄詳如附錄三；民國 108 年 03

月 06 日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其會議紀錄

詳如附錄五；民國 108年 03月 13日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計

畫中區工作坊，其會議紀錄詳如附錄六。 

（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本計畫皆位於濁水溪高灘地，均屬河川公地，無私人用地，目前第四

河川局已將管理權委託西螺鎮公所辦理，但仍有些許土地有民眾耕作，未

來將由鎮公所及本府與民眾進行協調，故無用地徵收之問題；另有關土地

同意書取得部分，因目前尚屬提案階段，待提案通過且取得相關經費後，

後續將由鎮公所及本府與第四河川局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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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公開方式 

相關資訊將公開於本府水利處網站 (http://www4.yunlin.gov.tw/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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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改善西螺大橋至國道一號間的高灘地及舊圳道空間，並串聯

周邊重要歷史遊憩資源，藉此型塑一處結合「親水、文化、全齡、環教、

歷史」的河濱水岸空間，成為西螺鎮低碳旅遊系統之亮點。而高灘地的生

態資源豐富，植被部分包含榕樹、構樹、樟樹、烏桕、冇骨消等，生物部

分包含燕鴴(夏候鳥)、麻雀、紅鳩、小雨燕、斑文鳥、紅尾伯勞、黑枕藍

鶲等，再加上當地現有大面積的田園地景，故本計畫建議分期分區規劃，

留設生態補償空間供生物暫時躲藏棲息，降低對環境之影響。 

1.親水空間創造 

讓引西圳舊道重現，並結合舊有蓄水空間打造圳路戲水空間及濱水遊戲

場，預計以雨水、伏流水及部分濁水溪水作為補注水源，另外於親水空

間周邊設置沉澱池及生態淨化池，待水源淨化後再流入親水空間。 

2.增加水覆蓋面積 

以生態濕地及生態雨水花園增加基地水覆蓋面積，減少濁水溪風砂害之

影響，除此之外，亦可提昇基地保水及生態多樣化之效益。 

3.增加綠覆蓋面積 

以農田、多功能草坪、緩衝林帶及自然演替區增加綠覆蓋面積，減少濁

水溪風砂害之影響，除此之外，亦提供不同生物的棲息躲藏環境。 

4.多功能活動空間建置 

保留西螺鎮公所建置的飛行草坪、棒壘球場及多功能草坪，並設置籃球

場及高爾夫球場等易維護管理之活動空間，藉此增加活動多樣性。 

5.在地歷史故事呈現 

西螺堤防沿線分布許多水利歷史設施，例如：泰山石敢當、西螺水針、

灌溉水門及引西圳，本計畫將結合堤頂自行車道打造故事解說廊道，沿

線設置解說牌，並鼓勵社區培訓解說人員，藉此傳達在地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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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1.案件名稱：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改善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案件執行內容： 

本計畫預計建構環狀步道總長約 3.5公里，建置親水空間面積約 2

公頃、生態濕地面積約 1公頃、生態雨水花園約 15 公頃及高爾夫

球場約 15 公頃，並新設多處活動空間及解說指標系統，形成完整

之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可提供親水遊憩、戶外體驗、歷史解說及

綠美化功能之優質環境，更可成為在地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基地，

並結合既有自行車道，成為遊憩路網之亮點。 

2.案件名稱：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改善工程(第一期) 

案件執行內容： 

本計畫面積廣闊，建議以優先施作第一期範圍，將改善現有道路為

環狀步道系統，寬度為 4公尺，總長約 1.8公里；舊圳道活化則作

為圳路戲水空間及濱水遊戲場使用，面積約 2公頃；生態濕地建置

面積約 1公頃，水域周邊栽種濱水喬木、灌木及水生植物，用以淨

化水質並提供生物棲息環境，另外增建水濱步道寬度為 2公尺，總

長約 1公里；增設籃球場 5座、休憩廣場 5處、解說平台 4處、活

動草坪 1處、緩衝林帶及解說指標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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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畫—分項工作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濁水溪親水

文化園區改

善計畫 

1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

改善計畫委託規劃設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規劃、設計及監造 
經濟部水利

署 

2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

改善工程(第一期) 

步道系統、親水空間、

生態濕地、運動空間、

休憩廣場、解說平台、

植栽綠美化、解說指標

系統 

經濟部水利

署 

 

（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無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無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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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圖 15生態濕地規劃構想影像 

 

 

 

 

 

 

 

 

 

圖 16圳路戲水空間規劃構想影像(圖片來源：ROUTES and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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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濱水遊戲場規劃構想影像(圖片來源：https://styletc.chinatimes.com/) 

 

 

 

 

 

 

 

 

 

 

 

 

 

圖 18高爾夫球場規劃構想影像(圖片來源：http://www.fingermedia.tw/?p=6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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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解說廣場規劃構想影像 

 

 

 

 

 

 

 

 

 

 

 

 

 

 

圖 20堤頂自行車道規劃構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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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多功能草坪規劃構想影像 

 

 

 

 

 

 

 

 

 

 

 

 

圖 22環狀步道規劃構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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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規劃構想圖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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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本案計畫內設置圳路戲水空間及生態濕地，希冀未來以雨水、伏流水

及部分濁水溪水作為水源補注；另外生態濕地位於基地相對低點，本身即

具有收集地表逕流之功能，並匯集來自圳路戲水空間的水源，運用沉砂池

及濱水植栽作簡易淨化。 

本案計畫皆屬濁水溪高灘地，以大面積綠化為主，零星設置休憩空間

及環狀步道作為園區亮點，並活化河濱環境，相較鄰近都市地區，透水率

相對來的多，故因土地開發增加造成的淹水風險較低。 

除此之外，本案基地與周邊景點相互串聯，包含：延平老街、泰山石

敢當、西螺童心園、丸莊醬油觀光工廠、西螺東市場、西螺福興宮、西螺

大橋公園及西螺大橋等，並於重要路口節點處設置開口供民眾進入基地遊

玩，藉以打造完整的遊憩系統，提供融合親水、文化、自然及產業之一日

遊行程，並提高西螺鎮整體觀光遊憩品質。 

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計畫總經費 9,0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預算及地

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7,200萬元、地方分擔款：1,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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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工程經費 

表 7分項工程經費表 

項

次 

分項 

工程名稱 

對

應

部

會 

經費(千元) 

108年度 109年度 

小計 

後續年度 總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

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

款 

中央

補助

款 

地方 

分擔

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1 

濁水溪親

水文化園

區改善計

畫委託規

劃設計及

監造技術

服務 

水 

利 

署 
3,600 900 3,600 900 9,000 0 0 7,200 1,800 

2 

濁水溪親

水文化園

區改善工

程 (第一

期) 

水 

利 

署 
32,400 8,100 32,400 8,100 81,000 0 0 64,800 16,200 

小計  36,000 9,000 36,000 9,000 90,000 0 0 72,000 18,000 

總計  45,000 45,000 90,000 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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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表 8工程經費預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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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表 9重要時程預估表 

 
 
 
 
 
 
 
 
 
 
 
 
 

七、計畫可行性 

（一）工程可行性 

西螺鎮周邊城鄉分布眾多，匯集多條重要聯外道路，交通路網相當發

達，加上西螺延平老街之遊憩資源豐富，若本計畫完工，將活絡整體觀光

遊憩環境，並作為各景點間連結所不可或缺之中途遊憩區，更可提供遊客

親水休憩、餐飲、賞景、文化導覽等多功能使用行為。 

（二）財務可行性 

提案完成後，大部分的經費由中央單位補助，其餘則由府內自行籌

措，而後續維護管理方面除交由縣府及公所進行整體環境維護外，可鼓勵

鄰近民間企業投資，設立餐飲、咖啡雅座等機能，經營者須負責環境清潔

維護，管理單位也會有固定租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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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可行性 

本計畫皆位於濁水溪高灘地，均屬河川公地，無私人用地，目前第四

河川局已將管理權委託西螺鎮公所辦理，有關土地同意書取得部分，因目

前尚屬提案階段，待提案通過且取得相關經費後，後續將由鎮公所及本府

與第四河川局進行協調。 

（四）環境影響可行性 

工程施作期間，地表開挖或土方處置，皆須採取適當防護及水保措

施，以免土壤被雨水沖刷進入下游河川等承受水體，污染水域生態環境。

亦應注意物料之堆置作業及垃圾之處理，勿使廢棄物、漫地流或污水滲出

或遺置場外，造成區外之污染。工程期間也應將廢棄物妥善處理並疏導或

隔離河道，使工程施作不影響河川自然行水，這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八、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預計建構環狀步道總長約 3.5 公里，建置親水空間面積約 2

公頃、生態濕地面積約 1 公頃、生態雨水花園約 15 公頃及高爾夫球場

約 15 公頃，並新設多處活動空間，預期透過拉長遊客停留時間來增加

鄰近地方產業的收益；同時保留大面積綠地空間及新植防風緩衝林，藉

此降低濁水溪風砂害及周邊聚落揚塵問題，提供地方居民及現地農作物

更為適宜的生長環境。 

本計畫除了強調濕地生態保育及歷史故事傳唱之重要性，亦將環境

解說融入觀光遊憩中，營造多功能的「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更期結

合既有自行車道，成為遊憩路網之亮點。 

九、營運管理計畫 

本計畫位於鄉鎮地區，設計內容應考量完工後的維護管理能力，建

議選用低維護管理的工法，並交由西螺鎮公所及縣府進行整體維護，此

外可鼓勵鄰近社區團體參與管理或由民間企業進行投資，設立餐飲、咖

啡雅座等機能，經營者須負責環境清潔維護，管理單位也會有固定租金

收入，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故本計畫將提出以下發展機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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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維護單位 

藉由政府所籌措的地方工作小組，不僅可做為地方發展目標與政府間

的溝通橋，更是提供居民諮詢的最佳管道。若要全由政府單位管理維護不

僅耗費人力，在維護時效上亦不理想，因此應配合鄰里單位之管理維護機

制，鄰里辦公室、社區管理委員會、商店委員會、社區義工等，進行簡單

的維護，做為由下而上的主要管道，讓民間團體發展良好的互動模式促使

規範與管理並行。 

（二）組織權責 

除了公部門相關單位按年編列預算外，更可藉由民間發起自發性的稅

金制度，稅金來源可透過社區與商店組織的生產收益與經濟活動之收入等

方向籌措。未來維護管理面向應從整體巡察、狀況提報與處理、設施維修

與相關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 

1.養護目標：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維護及完善安全之休憩空間，

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2.維護項目：環狀步道之設施物如土木設施維護修繕管理、水域環境維

護修繕管理、服務設施維護修繕管理、水電設施維護修繕

管理、景觀植栽維護修繕管理等。 

3.狀況提報與處理：定期召開維護修繕檢討會議，檢討改善執行情形。 

4.設施維修：透過分級的方式將設施損害之修繕內容區別，依照不同等

級的程度進行定期維修。 

十、得獎經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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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7 年 11 月 14 日在地民眾訪談紀錄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畫 

在地民眾訪談紀錄回覆表 

一、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訪談地點：雲林縣西螺鎮堤防 

三、出席單位：蕭議員澤梧、橙谷景觀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記錄：林淑君 

四、訪談意見回覆： 

訪談意見 辦理情形 

蕭議

員澤

梧 

1、建議濁水溪水創造濕地景觀，惟目前為缺水

狀況故水源需要克服。 

謝謝意見，本案以水環境改造為主軸，

創造多處濕地景觀，並預計以雨水、伏

流水及部分濁水溪水作為補注水源。 

2、參考雲林縣政府伏水計畫創造高灘地濕地景

觀，現況已有停車場，建議以觀光考量規劃

並串聯西螺景觀亮點。 

謝謝意見，本案已規劃入口廣場及觀光

軸線串聯延平老街及周邊遊憩亮點。 

3、西螺有一具歷史文化之石敢當，建議亦可利

用石敢當意象及功能，提供水裡玩景觀及歷

史文化風貌。 

謝謝意見，本案已設置石敢當解說廣場

及歷史解說動線展現在地之水文景觀及

歷史文化風貌。 

4、牛路崁(土地公廟堤防缺口處，坐船擺渡時

古人會先拜拜再到渡口)往下走即為擺渡渡

船口，古時春夏季渡口人潮多且該路段可為

牛車行走，而無法擺渡時常於西螺東市場停

留，故延平老街漸成為商圈。 

謝謝意見，此段故事未來可作為歷史解

說動線之故事解說素材。 

5、建議西螺大橋可於周末(1200~2400)時段封

橋，提供安全舒適的步行活動，並可結合西

螺及溪洲二岸打造”親近濁水溪”一日遊。 

謝謝意見，待經費爭取後將納入規劃設

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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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07 年 12 月 14 日專家會勘會議紀錄 



43 

 

 

 

 



44 

 

 

 

 

 

 

 

 

 

 

 

 

 

 

 



45 

 

 



46 

 

附錄三：107 年 12 月 24 日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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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07 年 12 月 27 日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雲林縣政府 106 至 107 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委託專業服務案」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整體改善計畫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二、開會地點：雲林縣西螺鎮福興里活動中心 2 樓 

三、出席單位：(詳簽到單)                             記錄：林建利 

四、民眾綜合意見： 

(一) 戲水設施會吸引很多小朋友來遊玩，小朋友玩得安全要如何照顧到。 

(二) 水從哪裡來，水該如何處理要納入考慮，是不是也可以考慮使用伏流

水，伏流水的水質也相對乾淨，利用風車來把伏流水打上來。 

(三) 建議把揚塵議題也納入說明，綠覆蓋或水覆蓋等，來加強計畫；周邊

的泰山石敢當、水針、口店土地公、擺渡等歷史水文化故事也可納入

說明來爭取計畫。 

(四) 濕地教育也很重要，如水生植物吸收重金屬淨化水質，或是水鳥的生

態觀察等，結合環保、歷史及教育，是個值得推動的計畫，民眾都會

全力支持的。 

(五) 後續建議可跟公路局聯繫，西螺大橋假日封橋，僅供行人、自行車、

電動車等通過，連結西螺跟溪州做個深度旅遊。 

(六) 此計畫與公所規劃有沒有衝突？還是結合在一起規劃？ 

(七) 停車需求很重要，應該把停車空間補進去規劃內。 

(八) 有機實驗農田或許可以改為農事體驗區，或是農地認養認租代耕等想

法，與西螺的產業結合。 

(九) 農地部分也可以跟學校合作，做為農事體驗課，也能做為營養午餐，

自己吃的菜自己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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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西螺大橋西側舊防汛路這邊常常被亂丟垃圾，建議可以規劃成為停車

場進行管理，那裏應該是河川局的地，腹地夠大。 

(十一) 觀光方面可結合公車、腳踏車做為鎮內的旅遊觀光路線。 

(十二) 西螺大橋西側之引西圳旁道路損壞多年，可納入規劃考量。 

散會時間：10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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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08 年 03 月 06 日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審查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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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108 年 03 月 13 日第三批次計畫中區工作坊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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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108 年 03 月 13 日第三批次計畫中區工作坊會議紀錄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雲林縣政府第 3 梯次提報案件 

評分委員會議紀錄回覆 

壹、會勘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 

貳、會勘地點：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後棟 2 樓） 

參、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記錄：陳清郁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與會委員及出席單位意見摘要 辦理情形 縣府檢核 

林委員連山 

八、 濁水溪親水文化園區改善計劃如何配合

濁水溪揚塵災害之抑制？ 

感謝意見，本計畫將藉由增加綠覆蓋及

水覆蓋面積，並新植防風緩衝林攔截沿

岸風砂，減緩濁水溪風砂害之影響，請

詳工作計畫書 P.27。 

  

王委員立人 

二、 民眾參與之內容除了說明場次與時間

外，建議應彙整民眾參與及發言內容之彙整。 

感謝意見，本案已有彙整各場會議、民

眾參與場次及建議事項，會議相關意見

及回覆表請詳工作計畫書 P.41-P.72。 

  

三、 生態檢核部份太簡略，如何與規劃設計

結合建議應做縝密的規劃設計。 

感謝意見，本計畫範圍內有夏候鳥燕鴴

族群出現，因此將避免不必要的硬體設

施建置，減少大規模的挖填土方，並保

留大面積農田及樹林樣貌，減輕土地開

發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水利署 顏簡任正工程司宏哲     

二、 公民參與與生態檢核工作建議再加強。 
感謝意見，相關公民參與與生態檢核資

料請詳工作計畫書 P.41-P.95 
  

 工程設施宜減量，並儘量採用透水性舖面，

生態調查資料應融入工程設計中，並提出因

應方案。 

感謝意見，本計畫將避免不必要的硬體

設施建置，減少大規模的挖填土方，並

保留大面積農田及樹林樣貌，減輕土地

開發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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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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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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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自主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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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計畫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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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工作明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