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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現在可能開始聽到「河川流域調適」，流域調適是什

麼意思?現在我們思考河川治理為什麼從流域調適這個切

入點出發? 

因為我們理解到，河川治理思維「就是台灣社會變遷的反

應與行動」。而思維決定行動的價值，與治理的綜效。 

台灣在 1970 年代以前，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故當時的

水農利工程多以農田水利為主。而在之後。臺灣開始由農

轉工，人口往都市移動，因此防洪減災成為那個階段的主

要考量與範型。而之後台灣又因應社會力量與中產階級的

興起，河川治理與水利行動，經歷了「河川保護」、「社區

營造」·「城市經營」等各項新的社會變遷動能，而讓河

川與流域治理必須隨社會新動能與公民期待而與時俱進可

也讓我們體會到，長期以來水利部門以工程手段來面對水

患的準備可能不夠了。面對氣候變遷，我們需要更多共

識，用集體的準備來面對新的不確定風險 

 

要形成共識，政府要改變公共計畫推動的思維與行動。流

域調適計畫強調公私協力、由下而上、公共對話、草根參

與等精神，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與省思而做的新模式，河

川治理不能再只是專業斷定與政府單向決策，這樣的改變

正是水利部門面對台灣社會變遷的準備，台灣社會已進入

多元的公民社會階段，第十河川局基於這樣的思維已展開



淡水河調適計畫的相關工作，歡迎大家在相關議題參加我

們的公共對話行動一起找出河川調適策略的方向，一起打

造更好更美更宜居更友善的淡水河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