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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新社大不岸溪與海岸工作坊
工作坊



時間 主題 說明

14:00-14:10 藍圖回顧

14:10-14:40 新社的森川里海 講師：新社部落宮莉筠

14:40-15:00 新社海岸珊瑚礁與河口生態 講師：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呂允中經理

15:00-15:30 新社河口拆壩
講師：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花蓮辦公室吳宓思主任

15:30-16:00 新社大不岸溪NbS分享 講師：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郭鎮維博士

16:00-16:30 綜合討論/結論

16:30- 散會 享用花蓮市歐式麵包餐盒，愉快賦歸

本次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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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計畫

#水與環境

#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

#河川生命力

AIM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建構花蓮縣藍綠基盤

避免地方政府推動水環境改善案件缺乏整體性規劃
使工程計畫更能結合地區特色及符合地方期待

經濟部水利署業於110年8月31日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
作業注意事項」，新增「藍圖規劃及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分項案件
設計作業執行」章節，增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相關規
定。將以縣市為單位，請縣市政府就行政區域內之水域範圍，盤點
資源及歸納水環境遭遇問題等，研擬縣市之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
展藍圖規劃，據以做為後續提報水環境改善案件之上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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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公告「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參考手冊」(草案)提供作業指引

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作業，
期各縣市提報案件除達防災功能外，亦能承載在地願景，綜觀「水
質/水量改善、生態復育、水文化特色營造、親水環境營造、周邊
環境整合」五大面向進行整體規劃，將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功能納入整體考量，營造自然與人的平衡關係，並結合
水岸環境與在地人文產業特色，發產成面狀生態圈與文化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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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的

推動民眾參與共同營造嶄新的花蓮水環境

依公共工程會及經濟部水利署頒定作業規定，納入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資訊公開，重塑河川環境治理恢復「河川生命力」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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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106-113年)

1) 亮點數：
配合治水，積極推動淨水、親水一體之水環境營造，
第一階段(106~109年)預計營造60處之水環境亮點，
第二階段(110~114年)預計營造28處之水環境亮點，
8年總共預計營造88處之水環境亮點。

2) 親水空間：
第一階段(106~109年)預計營造280公頃以上之親水空間，
第二階段(110~114年)預計營造140公頃以上之親水空間，
8年總共預計營造 420公頃以上之親水空間。

◼ 預期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分期執行策略及分工

1) 以水岸環境作整體規劃考量辦理營造
2) 統合各部會資源能量，並採評核機制
3) 滾動檢討
4) 執行步驟：

- 執行分工
- 執行及管制考核機制
- 促進民眾參與
- 辦理生態檢核

依據行政院核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06-113年) 」(109年9月26日行政院核定第1次修
正計畫，執行期程調整至114年8月)

106~109年
營造280公頃

以上之親水空間

110~114年
預計營造140公頃以上

之親水空間

親水
空間

110~114年
預計營造28處之

水環境亮點
亮點數

106~109年
營造60處之
水環境亮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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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治理計畫

污染整治計畫

盤點花蓮縣環境背景

環境敏感

生態綠網

空間管理

水域治理

淹水潛勢

各層面敏感區位

花蓮縣國土綠網

濕地保育計畫

花蓮國土計畫

花蓮縣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

敏感區位:

主要可分為文化景觀敏感

區、生態敏感區、資源利

用敏感區、災害敏感區等

四大項：

文化景觀敏感區

主要位於立霧溪流域、樂樂

溪流域上游，部分分布於秀

姑巒溪下游。

生態敏感區

主要位於山林區及沿海地區。

資源利用敏感區

主要為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

林區。

災害敏感區

因山地面積廣大，主要災害

為土石流潛勢及崩塌之山坡

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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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治理計畫

污染整治計畫

盤點花蓮縣環境背景

環境敏感

生態綠網

空間管理

水域治理

淹水潛勢

各層面敏感區位

花蓮縣國土綠網

濕地保育計畫

花蓮國土計畫

花蓮縣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

花蓮縣國土綠網:

關注區分為五大軸帶，分別為

(1)花蓮北部溪流暨花蓮市綠地

保育軸帶

(2)花東縱谷靜水域保育軸帶

(3)花蓮溪溪流保育軸帶

(4)海岸山脈濕地(秀姑巒溪以

北)保育軸帶

(5)秀姑巒溪溪流保育軸帶等五

大軸帶

本計畫未來根據此五軸帶規劃

水環境分區，並指認相關生態

熱點與環境課題，作為未來空

間藍圖規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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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花蓮縣環境背景

環境敏感

生態綠網

空間管理

水域治理

淹水潛勢

各層面敏感區位

花蓮縣國土綠網

濕地保育計畫

花蓮國土計畫

花蓮縣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

河川治理計畫

花蓮縣國土計畫:

針對部門計畫盤點花蓮縣未來

整體發展方向及區位，在水利

及能源設施層面，針對水利設

施改善綠化、區域景觀及親水

空間改善為目標，主要集中於

美崙溪及吉安溪人口密集區域。

於花蓮縣國土計畫對於未來整

體規劃，以三心三軸為主要發

展願景，本計畫依循此概念架

構研擬整體願景。

軸帶 (由西向東) :

森林綠帶軸

綠谷廊帶軸

海洋藍帶軸

核心區位 (由北向南) :

大花蓮政經核心

多元文化慢城核心

健康樂活養生核心
河川治理計畫

污染整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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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治理計畫

污染整治計畫

盤點花蓮縣環境背景

環境敏感

生態綠網

空間管理

水域治理

淹水潛勢

各層面敏感區位

花蓮縣國土綠網

濕地保育計畫

花蓮國土計畫

花蓮縣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

花蓮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花蓮縣海岸主要面臨課題為海

岸線侵蝕嚴重，計畫針對易侵

蝕區納入海岸防制區，加強海

岸防護及管理，另，海岸線亦

為生態多樣性之區域。



根據永續花蓮發展目標打造綠水青山

碧

整
體
計
畫
願
景
及
建
設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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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花蓮

花蓮縣長有鑑於花蓮自然環境與地形狹長、人

口分布及特徵、觀光發展、多地震颱風等人文

條件，花蓮縣國土計畫以「花東地區永續發展

策略計畫」為核心，搭配全縣北到南33個農村

再生計畫社區，依據地區特性進行「三軸、三

心、多亮點」發展規劃。故水環境改善空間發

展藍圖根據其訂定之願景做為水環境改善分區

之依據。

-水環境改善藍圖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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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藍圖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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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據花蓮河溪流域及環境特性分為北區、中區、

南區以及東區(沿海地區)，盤點四大區域特色，延續花

蓮縣政發展願景「智慧城市，國際接軌」、「觀光洄

瀾，有機首都」、「關懷照護，友善家園」、「教育

扎根，安心環境」、「多元共融，人文城鄉」、「宜

居永續，幸福花蓮」等6大主軸，將國土計畫的空間機

能定位納入整體水環境改善規劃中作為基礎，串聯山

水海遊憩動線，營造親水、利水的活力花蓮，以呼應

縣長一鄉一母河之政策目標。

水系 溪流

北區
水系

立霧溪、三棧溪、美崙溪、吉安溪

中區
水系

花蓮溪
水系

木瓜溪、壽豐溪、萬里溪
馬太鞍溪、光復溪

南區
水系

秀姑巒溪
水系

富源溪、紅葉溪、豐坪溪
卓溪、樂樂溪（拉庫拉庫溪）、

螺仔溪

沿海
水系

水璉溪、薯寮溪、豐濱溪、大不岸溪
三富溪

花蓮縣水環境分區及各區景點圖

花蓮縣整體願景:綠水青山碧海活力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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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評析-沿海區水系(1/3)

水系 溪流

沿海水系 水璉溪、薯寮溪、大不岸溪、豐濱溪、三富溪

棲地
環境

防洪
安全

河川
污染

水文
化

政策
推動

評估

河川

棲地

現況

篩選

優先

進行

水環

境改

善河

川

篩選

流域

沿海地區水系主要以水璉溪及豐濱溪為主，兩條水系皆已完成防洪工程，其中大不岸溪因有

部落居住，於2000年興建180個固床工嚴重影響河川棲地，現今以安全及生態兩大層面為考

量，拆除不必要以及降低固床工設施，其餘水系因周邊人煙稀少，較無整治需求。

沿海地區因人為影響相較於內陸地區低，河川皆處於未受污染狀態。

水璉溪的水璉部落阿美族群，薯寮溪因盛產黃騰，過去阿美族人皆會來到此地採集，但周邊

無部落聚集，豐濱溪為沿海地區最大水系，其周邊部落有豐富部落、八里灣部落、豐濱部落

(貓公部落)阿美族群，部落發展出阿美族傳統苧麻編織以及傳統製作彈弓的文化技藝，發揚

部落特色，吸引遊客拜訪。大不岸溪的復興部落噶瑪蘭族群，三富溪鄰近靜浦部落為阿美族

群。

由花蓮縣國土計畫願景定位，沿海地區為原民海洋勁活核心，其主要推動計畫為農委會於水

璉溪地方社區創生以及將大不岸溪列為里山倡議示範區。

沿海地區生態主要關注區位為水璉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以及海岸山脈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近年來為保護洄游魚蝦的棲息空間，大不岸溪也成為棲地改善的焦點。三富溪為毛蟹熱區，

每年夏秋季會有大量的毛蟹苗上溯。

經背景瞭解及必要性、需求性、及延續性評估，優先選擇大不岸溪進行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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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評析-沿海區水系(2/3)

水系 溪流

沿海水系 水璉溪、薯寮溪、大不岸溪、豐濱溪、三富溪

棲地
環境

防洪
安全

河川
污染

水文
化

政策
推動

評估

河川

棲地

現況

篩選

優先

進行

水環

境改

善河

川

篩選

流域

水璉溪

薯寮溪

豐濱溪

大不岸溪

三富溪

水
璉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大不岸溪溪口現況(110.09.24拍攝)

臺灣絨螯蟹

三富溪河川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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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濱部落發展傳統技藝發揚原民特色

圖片來源:花蓮縣水土保持局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評析-沿海區水系(3/3)

水系 溪流

沿海水系 水璉溪、薯寮溪、大不岸溪、豐濱溪、三富溪

棲地
環境

防洪
安全

河川
污染

水文
化

政策
推動

評估

河川

棲地

現況

篩選

優先

進行

水環

境改

善河

川

篩選

流域

水璉溪

薯寮溪

豐濱溪

大不岸溪

三富溪

大不岸溪x新社梯田轉型有機推動生態友善農法

圖片來源: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圖片來源:豐濱鄉公所

經背景瞭解及必要性、需求性、及延續性評估，優先選擇大不岸溪進行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1

4

參與會議及辦理會勘與公民參與活動

目前已辦理

8場願景工作坊

計畫審查會3場

出席相關會議9場

5場工作會議

2場小平臺會議

2021

11-12月

11.30

簽約

2022

1月

01.11

工作計畫書

審查會議

2022

2月

2022

3月 03.30

在地諮詢小

組會議

2022

4月

2022

5月

05.09

水環境空間

發展藍圖共

學營

2022

6月

2022

7月

07.12

期中(修正)

審查會議

07.15

大華大全小

平臺會議

03.21

馬太鞍部落

耆老會議

03.26

吉安溪-南

濱隔離水道

換家行動

03.28

馬太鞍部落

耆老會議2

04.11

美崙溪-國

福水文化與

生態工作坊

04.14

吉安溪-

海岸議題工

作坊

04.27

期中審查

會議

02.25

2月工作

會議

03.19

水利署長現

勘大華大全

排水

03.14

水環境空間

發展藍圖進

度管考會議

03.18

美崙溪共學

營-單車走

讀活動

03.07

期初審查

會議

03.25

3月工作

會議

04.27

4月工作

會議

05.20

5月工作

會議

05.30

第六批次案

件提報工作

會議

06.13

在地諮詢小

組會議

06.20

第六批次評

分會議

2022

8月

08.17

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

劃北區縣市訪

談會議

08.15

7月工作會議

2022

9月

09.02

吉安溪小平台

會議

2022

10月

10.04

水利署訪查

花蓮縣

10.11

螺仔溪共學營

10.18

在地諮詢小組

會議

10.20

樹湖溪工作坊

10.24

新社海岸

工作坊



新社海岸現況

現況一：
大不岸溪河口拆壩。

2020/11/11河口拆壩現況照

現況二：
新社半島侵蝕嚴重，層
層消波塊圍阻侵蝕。

現況三：
南側海堤破損。

2022/01/18現況照

小
湖
船
舶
地

大
不
岸
溪
河
口

新社半島

在地溝通1：
拜訪新社在地漁民組織。

2022/01/19

在地溝通2：
拜訪新社部落會議主席。

2022/01/20
新社海堤
破損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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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溪
派出所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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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熱忱專業服務品質



整
體
計
畫
願
景
及
建
設
目
標

- 花蓮縣水環境案件分佈區位

美崙溪水岸休憩廊道段點串聯工程

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一期
工程-休憩水岸廊道

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
工程-都會型休憩水岸

(吉安溪橋/中央路-東昌橋)

吉安溪水環境改善第三期工
程-自然生態規劃營造(東昌橋

-吉安溪橋/193縣道處)

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設計)

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

美崙溪水環境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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