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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大平台會議(公部門) 」 

時間 內容 備註 

10:00~10:10 主持人致詞 
經濟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  

10:10~10:20 業務單位報告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 

河川課 

10:20~10:40 
執行單位簡報 

(說明淡水河流域五大主軸設定之課題、願景、目標及
措施) 

逢甲大學 

10:40~12:00 
綜合討論 

(民眾參與議題確認) 

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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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目的 

淡水河治理率已逾80%，考量氣候變遷與風險管理因素，持續檢討並精進河
川治理規劃內容。 

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計畫目的 

檢討盤點相關政
策、規劃與計
畫，以自然洪水
方式治理，並扣
合國土管理，加
強民眾參與，辦
理風險改善與調
適之整合規劃，
同時考量水岸縫
合、與國土綠網
之結合，進一步
形塑水文化與提
升地方產業，產
生水利產業之附
加價值。 



早期治理：
築堤 

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 

提升韌性降低
災害風險衝擊 

第三大河系 

人口約720萬人 
(民國109年統計) 

淡
水
河 

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
2005年發布「兵庫行
動綱領」、2015年發
布「仙台減災綱領」 

洪水控制 洪水風險管理 防洪觀念轉變 

降低災害可能發生機率與潛在損失 

 建構生物多樣
性 

 營造生態都市 
 河川生態文史

熱點 

 人與河的共生
關係 

 政策 

 法令 

 預算 

跨部會整合 

擴大串聯民眾參與 

水資源永續利用 

一、緣起與目的 



主支 
流別 

名稱 河川界點 流經縣市 

淡水河
支流 

 基隆河 平溪區平菁橋 
新北市、基 隆市、

台北市 

新店溪 (江子翠) 新北市 

 大漢溪 石門水庫後池大橋 
新竹縣、桃 園市、

新北市 

基隆河
支流 

雙溪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

界線 
台北市 

新店溪
支流 

北勢溪  翡翠水庫一號橋 新北市 

南勢溪 覽勝大橋 新北市 

景美溪 
烏塗溪、崩山溪匯流

處 
新北市 

大漢溪
支流 

玉峰溪 
白石溪、泰崗溪匯流

處 
桃園市 

三峽河 (五寮溪匯流處) 新北市、桃園市 
…

 

…
 

…
  …
 

 淡水河流域行政區域：涵蓋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等共6個縣市，58個行政區。 

 土地利用情形：農業與森林使用減少，交通、

水利、建築、公共以及遊憩使用增加。 

二、計畫範圍 



平台會議  以課題所涉及之行政區為主，包括里長、社區、區公所與關注地方議題團體 

 依不同區位與議題，邀請關注團體參與 

 辦理時間：4場分區座談會(8~9月)、4場願景工作坊(9~10月)、2場共學營

(10~11月)、2場跨部門研商會議(配合河川局大平台會議期程) 

 因應新冠疫情影響，平台會議擬採用視訊方式進行。 

 後續視疫情情況調整辦理方式與時間，原則上期末(10/22)前辦理完成。 

紅樹林擴張 
影響防洪機能 

水岸縫合與 
集水區污染 

關渡大橋以下至河口段 
防洪保護不足 

逕流分擔 
承洪韌性 

大平台會議以十河局在地諮詢小組為主，探討小平台會議之課題及區位 
辦理大小平台會議前，可先依民眾關注度、爭議性、未來重要政策計畫，選取重點

河段/區位，整合各課題一併討論 
部分課題牽涉到全流域範圍，而無特定區位，可考量納入網路平台辦理，或於小平

台探討 

三、平台會議 

1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9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17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2 淡水河邊社區發展協會 10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8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3 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11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19 淡水河守護聯盟 

4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12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20 草山生態文史聯盟 

5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13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21 新北市文史學會 

6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14 台灣濕地學會 22 台北市野鳥學會 

7 荒野保護協會 15 華江濕地守護聯盟 23 新北市河川生態保育協會 

8 新莊社區大學 16 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 24 臺灣環境公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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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課題、願景、目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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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關渡大橋以下至
河口段之防洪保
護不足 

採低度保護
方式，以降
低對生態環
境之擾動 

(1) 非工程以避災及減災為主，建立自主防災社區 
(2) 關渡以下地區淹水潛勢資訊公開，定期檢討警戒水位，

配合洪水預報系統進行預警以減少災害損失 
(3) 建立公民參與小組，不定期訪談地方人士。 

 
台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內政
部 

2.海岸變化 
保持沖淤平
衡 

(1) 淡水河口每五年清淤200萬m3(建議運至寶斗厝養灘區
養灘) 

(2) 臺北港至林口電廠海岸段監測(約5.5公里) 
(3) 完成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劃設 
(4) 建置海岸線防護計畫執行小組 

3.水庫排砂下游影
響 

恢復河道自
然土砂運移 

(1) 定期河道斷面測量監測，並以「平均河床高」及「構
造物附近之河床高」為二項管理指標作為河床疏濬及
構造物基腳保護之依據 

(2) 建立河道沖淤河段之管理標準 

4.二重疏洪道疏洪
機能下降 

通能力滿足
計洪畫標準 

(1) 新店溪及大漢溪匯流口濕地清淤 
(2) 三重及蘆洲垃圾山清除 

淡水河及二重疏洪道疏濬計畫整體評估小組建置前期工作
情況回顧與檢討 

臺北橋段河川斷面回淤情況及回淤速率監測 

一、水道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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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5.防洪構造物安全
及老舊設施機械
更新 

重要保全
地區，水
道堤防溢
堤不破堤 

(1) 優先對極高風險堤段，增加汛期期間水利建造物檢查頻
率(2個月1次以上) 

(2) 水門及抽水站老舊機組汰舊換新並配置監測設備 
(3) 老舊河防構造物，分年檢討更新改善，以達溢堤不潰堤

之目標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內政部 

6.輸砂能力降低 
保持沖淤
平衡 

(1) 關渡大橋至河口河段，定期監測斷面回淤情形 
(2) 依河床淤積量每年滾動檢討疏濬計畫 
(3) 定期監測石門水庫各出水口之泥砂濃度，對下游河川影

響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交通部 

7.防洪1.0持續完
成事項-大漢溪縮
減段疏浚工程 

以自然為
本的解方
(NBS) ，
平衡人、
水與自然
的作法 

(1) 針對疏浚範圍內及其周邊進行生態資源調查及生態系統
衝擊評估 

(2) 民眾參與工程施工及維護管理植生清除、環境監測與巡
守等 

內政部、農委會、
環保署、新北市政
府 

8.防洪1.0持續完
成事項-五股地區
防洪計畫 

協助流域
内國土管
理 

(1) 蘆洲及三重垃圾山清除 
(2) 疏浚工程生態檢核 
(3) 加強淡水河、二重疏洪道河道斷面監測與分析、定期及

不定期配合辦理河道疏濬，降低洪氾風險 
(4) 五股疏左高保護設施 

新北市政府、臺北
市政府、環保署、
內政部 

9.新店溪中下游疏
浚工程 

保持沖淤
平衡 

(1) 降低河濱公園及高灘地之高程 
(2) 禁止目前尚未利用之高灘地開發利用 
(3) 持續協調推動中下游疏浚，降低洪水溢岸風險 
(4) 上游堰壩蓄水範圍內辦理疏濬，減少砂源向下游遞移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台水、台
電 

一、水道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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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0.防洪1.0持續完
成事項-社子島防
洪計畫 

重要保全
地區，水
道堤防溢
堤不破堤 

(1) 持續更新紅樹林疏伐對洪災影響之評估計畫 
(2) 加強淡水河河道斷面監測與分析、定期及不定期配合辦

理河道疏濬及關渡紅樹林適度疏伐等，降低洪氾風險 
(3) 落實土地使用管制，加強滯洪空間規劃以及備妥淹水預

警及避難疏散等非工程手段措施，以降低淹水災害風險 

台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內政
部 

11.防洪操作 

確保水庫
安全與水
資源最佳
化運用 

(1) 防洪運轉導入科學化流量預報，確保水庫安全與水資源
最佳化運用 

(2) 加強石門及翡翠水庫防洪運轉與下游淡水河洪水預報，
降低淡水河洪氾風險 

(3) 目標提升水庫集水區降水預報精確度20%及資料更新頻
率，每年1次水庫操作規線檢討，遇重大颱洪事件重新檢
討水庫操作規線 

 
 

臺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氣象
局 

(1) 定期水庫下游河道斷面測量監測，建置河道輸砂監測系
統，掌握長期斷面變化 

(2) 建立完整監測系統並實施及推動監測工作系統運作 

臺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 

12.維生系統安全
維護 

科技防災、
守護安全 

(1) 提升省道、縣道跨河橋梁封橋水位警戒機制 
(2) 建立道路橋梁風險評估機制及生命損失衝擊模式 
(3) 落實道路橋梁設施維修養護 
(4) 配合河川治理計畫，橋梁改建 
(5) 建立防災及維生通道圖資查詢展示平臺 

臺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基隆
市政府 

一、水道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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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維持既有防洪設施功能，溢堤不破堤 
措施：持續監測並滾動檢討，以及自主防災維運 

願景：防洪安全無虞且既有設施能與環境共存 

 1 

 17 

 6 

 10 

 9 

 4 

 12 

：民眾參與課題 

一、水道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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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防洪安全無虞且既有設施能與環境共存 

 2 

 8 

 7 

 4 

13 

 11 

 3 

一、水道風險課題 

目標：維持既有防洪設施功能，溢堤不破堤 
措施：持續監測並滾動檢討，以及自主防災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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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3.基隆河洪
峰流量增加
影響 

降低洪水量
增加趨勢 

(1) 拆除三座舊橋（社后橋、江北橋及長安大橋） 
(2) 舊橋拆除計畫執行與檢討 
(3) 評估基隆河口段紅樹林疏伐數量及範圍 
(4) 定期檢討基隆河通洪能力 
(5) 研擬基隆河通洪能力改善方案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內政部、公路局、
林務局、 

推動關渡、社子島及洲美河段之防洪相關計畫 臺北市政府 

(1) 擬定基隆河流域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計畫 
(2) 優先推動：實踐、堵南等8處抽水站，中長期計畫則推動其餘

32處。 
 

新北市政府、臺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 

雨量計、淹水感測器、堤岸安全監測、下水道系統水位監測、抽水
站及滯洪池等相關自動化設備建置及智慧監測系統軟硬體建置 

營建署、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氣象
局 

(1) 制定水文條件變化的監測工作辦法 
(2) 進行流域水文量的變化分析 
(3) 邀集水利及都市計畫專家與相關單位針對水文環境狀況進行

工作細則修正 

新北市政府、基隆
市政府 

高淹水潛勢區域納入國土計畫及都市計畫檢討，進行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 

內政部、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1) 防災地圖檢討、疏散避難及防災演練 
(2) 建置北北基水患防災社區聯絡網 
(3)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聯絡網試辦執行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 

二、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14 

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4.都市高
度開發防洪
空間規劃課
題 

土地防洪韌性
提升 

(1) 淡水河流域內河川或區域排水評估逕流分擔可行水系 
(2) 落實執行出流管制規定，達到開發區之逕流量小於開

發前之逕流量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內政部 

河川空間立體化評估方案：「三重區力行路果菜市場及周邊
建物辦理都市更新計畫」預計方案：蘆洲捷運機廠西側、蘆
洲捷運機廠東側、五股區觀音坑溪口右岸 

 

內政部、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基隆市
政府 

針對易淹水地區及地勢低窪區，檢討評估是否採高腳屋建築
或推動民眾設置防水閘門 

 

(1) 城1都市計畫區，妥善配置承洪設施。 
(2) 城2都市發展地區，預先規劃城洪配套方案。 

(1) 颱風及熱帶性低氣壓預報精進提升災害性天氣情資更
新頻率 

(2) 持續提升高解析數值預報效能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氣象局 

(1) 提升都市計畫區溢淹示警系統之精確度 
(2) 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 
(3) 精進公路防災預警機制 
(4) 模擬實測公路防災預警行動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1) 水災高風險地區，評估避難及應變措施細則制訂。 
(2) 水災風險地圖設計與製作，淡水河水系高風險處(堤防、

防洪牆)監測設備建置20處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二、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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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4.都市高度
開發防洪空間
規劃課題 

土地防洪
韌性提升 

(1) 大漢溪出口處既往措施盤點 
A. 塔寮坑溪排水處 
B. (B)龍泉溪 

(1) 三峽河匯流處既往措施盤點 
A. 三峽河 
B. 圳仔頭坑溪 

(3)   新店溪出口處既往措施盤點 
A. 瓦瑤抽水站 
B. 秀朗抽水站 
C. 興隆路排水相關 
D. 新店直排區 

 
上述點位均有相關改善工程，惟須持續追蹤後續情況。 
 
※中長期措施補充說明： 
(1) 持續追蹤各區域防洪治理工作進度 
(2) 因應環境變化擬定區域修正方案 
(3) 定期訪談地方鄰里長及民眾了解治理情況及大眾意見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內政部 

二、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5.水利設施
多人力需求
大及未來高
齡化造成維
管人力欠缺 

科技防災、以
設施科技化彌
補人力不足 

(1) 推動水利建造物設施檢查作業系統化，並以智慧化管
理 

(2) 強化科技化檢查技術及運用智慧化遠端監測河川區域
之多變性 

(3) 建置防洪設施大數據資料庫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內政部 

16.極端氣候
影響淹水已
無法避免 

科技防災，落
實二日退水 

評估保護、適應及撤退的洪災風險管理對策及措施 
北北基市政府、桃園
市政府 

(1) 防災地圖檢討、疏散避難及防災演練 
(2) 建置北北基水患防災社區聯絡網 
(3)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7處，淡水老街、樹梅坑溪、挖子尾、

牛寮埔溪排水、烏山頭溪排水、龍形溪排水、關渡宮
等地試辦執行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1) 召集具相關經驗專家學者組成協助各縣市國土計畫及
都市計畫辦法的專責小組 

(2) 安排協助各縣市政府進行國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的工
作時程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內政部 

淹水潛勢圖精進計畫(包括網格精度、地文圖資處理、動態
展示等)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二、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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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具備快速退水能力的韌性城市 

二、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目標：提高土地耐淹能力 
措施：逕流分擔與智慧監測系統 

：民眾參與課題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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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7.關渡紅樹
林擴張影響 

生態多樣性維
持 

(1) 建置紅樹林生態資料庫 
(2) 監測紅樹林陸化範圍 
(3) 評估疏伐對生態影響 
(4) 建立紅樹林疏伐操作準則 

 
農委會、內政部、臺
北市政府 

18.生態環境
保育 

建立藍、綠網
絡生態廊道 

(1) 推動公園生態化，提升都市生態多樣性 
(2) 建置淡水河流域生物多樣性監測指標 
(3) 針對自然濕地，選定濕地關鍵物種(指標物種及保護傘

物種)，並進行長期監測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教育部、
農委會 

(1) 主要以長脂瘋鱨的棲地保護及相關議題為主，建議改
善水質及防止水源污染 

(2) 四斑細蟌棲地主要以河口為主 
(3) 翡翠水庫已設立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委會、新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基隆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 

(1) 成立專責小組管理平台並作為官、學、民三方窗口 
(2) 建立E化資料庫呈現水、陸域關注生物之空間分布熱點 
(3) 邀集學者及生態實務工作者發展以環境保育為核心之

產學合作活動，如鳥禽夜觀工作坊 
(4) 建請生態環境保育專家與相關單位輔導保育區域周遭

社區產業轉型 

文化部、農委會、新
北市政府、臺北市政
府、教育部 

三、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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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修繕零碎棲地環境，串聯生態廊道 

 17 

 18 

 18 

 17 

：民眾參與課題 

三、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目標：修補棲地縮減劣化與破碎化 
措施：生物多樣性衝擊防護，建構
藍帶網絡與串連綠帶網絡 



20 

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19.民眾參與
與資訊透明
度不足 

加強溝通、公
開透明 

1. 建立溝通協調機制：透過淡水河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計
畫溝通平台(網站及facebook粉絲專頁) 

2. 重視性別平衡：計畫應重視性別之參與平衡 
3. 弱勢族群參與：主動邀請弱勢族群參與，協助其調適及

因應災害風險 
4. 資訊公開方式：相關機關官網設置專區、地區組織、村

里鄰辦公室以文宣方式傳遞資訊 
5. 定期公告數據資料報告 
6. 續滾動檢討相關機制 
7. 編寫公民參與歷程手冊，並透過數位平台宣傳及推廣 
 

 

經濟部、內政部、農
委會、教育部、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20.高灘地之
利用管理 

降低高灘地人
為設施 

1. 妥善規劃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之高灘地使用管理 
2. 聚落位於高灘地有受災風險，以洪水預警及建立疏散避

災計畫與加強演練 
3. 每年盤點追蹤一次涉及流域機關之高灘地開發情形，如：

河濱公園花海工程、道南、大佳河濱公園共融式遊戲場
整建工程、關渡碼頭周邊設施改善工程、社子島環島自
行車道暨周邊既有設施整建工程 

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

原民會 

四、水岸縫合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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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21.設施與地
方特色未能
與妥善結合，
無法形成優
質親水空間 

建立舒適的水漾
環境，創造親水
環境 

1. 執行臨河岸帶狀都市更新與水岸環境結合之可行水
岸縫合方案，第一排建物興建跨堤跨路走廊，透過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規劃，促進都更誘因。 

2. 配合城鄉發展，納入生態、文化、旅遊、生產等多
面向功能，經由點對點逐漸串聯成帶狀廊道，並進
一步結合水岸環境與在地人文產業特色，發展成面
狀生態圈與文化生活圈。 

3. 打造地方水生節提供大台北一日生活圈之民眾，更
多元的休閒選促進地方文化認同，增加表演藝術工
作者展演空間。 

4. 藉由藍色公路串聯跨城市合作，活化水路基礎設施
及營造當地特色文化。未來須注意清淤與航道維持，
以及業務權管的統整及專責平台。 

5. 定期訪談O位地方頭人(鄰里長)，了解周遭環境居民
使用者需求，並研擬舉辦地方工作坊可能性，以利
民眾參與。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四、水岸縫合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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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使人、水、自然達到最佳平衡並融入水文化  課題21 

四、水岸縫合課題 

目標：達到宜居樂活及生態環境的城市 
措施：結合在地特色與水文化、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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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問題 願景 

內容說明 內部公部門平台研商 

目標及措施 
民眾 
參與 

其他涉及部門 

22.氣候變遷，
集水區崩塌
加劇及土砂
沖刷增加 
 

降低土石崩塌
風險，避免集
水區土砂大量
下移造成災害 

加強集水區內，如大漢溪崩塌地或裸露地植生復育造林及整
治 

農委會、桃園市政
府、新竹縣政府、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 

野溪清淤、穩定河床、減輕溪岸崩塌，調節土砂下移量 

1. 水土警戒基準值檢討及災害潛勢區調查更新，不定期辦理
防災活動，偕同鄰里長強化民眾參與防災意識 

2. 石門水庫、翡翠水庫跟南勢溪相關課題為主 

23.人為過度
開發，增加
集水區污染
源 
 

改善河川水質、
保護河川周邊
生態 

1. 推動村落污水處理設施，建立農業輔導轉型專家小組 
2. 推廣農業低衝擊開發，消減非點源污染 

 

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桃園市政府、
經濟部、農委會、
內政部、交通部 

1. 建置區內水質監測系統，結合水庫定期水質監測，強化水
質預警機制 

2. 建立集水區維護宣導小組，強化居民集水區保育意識 
3. 責請各級政府成立小組，強化巡查、取締及管理作為 

24.水質水量
保育 

改善河川水質、
降低缺水風險 

1. 利用河川及公設設施用地增設粒間淨化設施，減少非點源
污染 

2. 水質不佳的支流排水評估興建污水截流及辦理下水道系統
之提升與改善 

3. 規劃河川基流量時間及空間分布監測系統 
4. 召集水利專業學者及有關單位成立專責小組 
5. 建立河川基流量管理標準檢討工作細則 

 

新北市政府、臺北
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內政部、環保
署、經濟部 

五、水土資源利用及水污染防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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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具備多元水土資源方案，改善水體惡臭問題 

 24 

 24 

 23 

 22 

：民眾參與課題 
五、水土資源利用及水污染防治課題 

目標：加強水土保持並改善水質 
措施：持續監測並推廣農業低衝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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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課題面向空間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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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淡水河主流 願景：「河晏水清塑形象，水岸悠遊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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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漢溪下游 願景： 「淙淙溪流蘊榮景、鳥飛魚躍探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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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漢溪中游 願景： 「淙淙溪流蘊榮景、鳥飛魚躍探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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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漢溪上游 願景： 「淙淙溪流蘊榮景、鳥飛魚躍探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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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峽河 願景： 「三角水湧樂水利，河川保育招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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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美溪 願景： 「風雨無憂好生活，翠綠水廊共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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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新店溪下游 願景： 「雁鴨戲水魚兒肥，四季好遊新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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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店溪中上游 願景： 「雁鴨戲水魚兒肥，四季好遊新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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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隆河下游 願景： 「分洪入海平水患，觀山樂水無煩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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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隆河中游 願景： 「分洪入海平水患，觀山樂水無煩憂」 



36 

6.3 基隆河上游 願景： 「分洪入海平水患，觀山樂水無煩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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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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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acebook粉絲專頁：公開最新成果，即時互動，減少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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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網站：呈現完整資料，提供民眾深入瞭解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