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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1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一一一、、、、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整體營造規劃」

(以下簡稱本計畫)屬於「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之專題報

告，為主計畫中各項工程(取水工程、調整池工程、輸水工程)完成

後，區域環境綠美化及休閒活動空間營造之部分。鳥嘴潭人工湖

以烏溪流經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段之南側土地為人工湖址，將來

興建應能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創造優質水域環境與休憩空

間，藉由水域與綠地的配置整合周遭環境，串連烏溪鄰近河段之

景觀與遊憩資源，規劃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與

美化功能。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營造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等多功能之水域環

境與休憩空間。 

(二)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整體營造烏溪流域優質景觀。 

三三三三、、、、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一一一)規劃理念規劃理念規劃理念規劃理念 

土地開發對原有生態環境之衝擊與破壞是不可回復的，為達

到本計畫之執行目標，並減少及補償開發對於生態環境所造成之

破壞，本計畫以「自然為本」、「以人為本」為主軸，發展高度

自然的景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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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遊憩遊憩遊憩遊憩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  

以北側遊憩帶及南側遊憩帶區分遊客類型，依據其遊客來

源、停留時間、交通動線，規劃短暫停留及全日活動兩種遊憩動

線，滿足不同類型之遊客之觀光遊憩需求。 

(三三三三)發展策略發展策略發展策略發展策略 

1、空間綠化空間綠化空間綠化空間綠化，，，，自然景觀創造自然景觀創造自然景觀創造自然景觀創造：：：：圍堤以喬木、灌木削減衝突感，

堤頂兩側栽植遮蔭喬木，臨水側植栽以不易落葉樹種為主。 

2、休憩據點與休閒動線規劃休憩據點與休閒動線規劃休憩據點與休閒動線規劃休憩據點與休閒動線規劃：：：：可利用較寬廣之腹地或水岸與圍

堤間之綠帶，設置休憩據點，並配合自行車道環線系統，提

供之休閒服務設施以輕量簡單並採用自然材質為原則。 

3、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導覽解說設施及場景之規劃導覽解說設施及場景之規劃導覽解說設施及場景之規劃導覽解說設施及場景之規劃：：：：配合休閒動線於重要節

點位置(北投新圳水路沿線、蓄水湖區水岸、生態觀察棧道、

取水口、沈砂池等)設置水資源教育、動植物等自然生態環境

進行介紹解說。 

4、生態活動及棲地空間創造生態活動及棲地空間創造生態活動及棲地空間創造生態活動及棲地空間創造：：：：南側新設排水路以1:2砌石邊坡工

法施作，配合友善設施及生物通道，營造生態棲地。南側圍

堤內空間設置小型水域草澤區及複層植栽，種植水生植物、

濱水植物，創造水域生物棲息地創造多樣性的生物活動空間。 

5、地方語彙創造地方語彙創造地方語彙創造地方語彙創造：：：：利用空間基調、地方特色基調為基礎，以現

地材料及融合自然環境之素材，將當地元素藉由圖形、吉祥

物等方式，應用於設施物上。 

四四四四、、、、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力，

將本計畫區分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

『引水路悠遊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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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池北側用地

納入規劃建議，如圖1。 

 

圖圖圖圖1 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 

(一一一一)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  

配合沿線重要水利工程，規劃自行車及人行混合道，自炎峰

橋入口處設計具特色之入口意象，沿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

一帶狀填土空間進行綠美化，並發展為原野型的遊憩廊道，沿水

路路線規劃自行車道及步道，設置粗放及低維護之休憩設施。 

(二二二二)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  

以水資源營運管理為主軸，配合交通節點與管理中心之優

勢，發展農村藝術展演、農特產品展售、水資源教育解說等活動，

成為本計畫之發展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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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  

北臨國道6號側之路堤以適當綠帶隔離，減少並阻隔往來車輛

製造之粉塵及噪音。除堤頂及堤後道路、人工湖圍堤等空間配置

綠帶外，並延伸管理中心服務區之藝術營造，導入人文藝術意象

及構造物，營造帶狀之綠美化及藝術廊道之空間氛圍。 

(四四四四)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  

以生態補償制度為理念，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棲息

及移動之場所，以營造粗放式綠地空間、生態棲地、草澤濕地、

帶狀綠廊、複層綠籬等自然度較高之綠化為主，人工設施也應符

合生態工法，並設置棧道、生物通道供生物穿越。其餘堤後坡、

道路兩旁綠帶、水岸空間均以複層植栽進行綠化。 

(五五五五)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 

為避免影響蓄水功能及遊客安全，道路兩側以發展綠帶空間

為主，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僅提供人行、自行車賞景等功能，

配置基礎遊憩、賞景設施，並選擇適當地點配置賞景平台及聯絡

引道。此外，為提高環湖遊憩品質，維護整體自然環境，一般遊

客車輛禁行於堤頂道路。 

(六六六六)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  

利用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下方及人工湖退縮空間，配合自行

車道環線之需求，設置停車設施、自行車等相關服務、農特產品

展售、舉辦藝術展演活動。建議未來可開發為景觀遊憩湖區，提

供划船、釣魚等水域遊憩活動，增加整體遊憩吸引力。 

(七七七七)A’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 

配合整體空間營造構想，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

演，作為烏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區，發展市民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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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教育解說設施、藝術展覽、入口迎賓花廊等活動，讓短時間

停留之遊客亦可參與多樣化的遊憩活動。 

五五五五、、、、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  

(一一一一)交通計畫交通計畫交通計畫交通計畫 

1、一般動線 

本計畫對外出入口包含北側3處涵洞及高架橋下2處聯絡

道，可連接至烏溪沿岸之防汛道路，南側則有多處農路可連結

至東草屯交流道引道、玉屏巷、玉屏路(投6)。環湖道路則進行

通行管制，僅工程或維護需要才讓車於環湖道路上通行。 

2、遊憩動線 

為能減少對土堤結構及生態棲地的破壞及衝擊，未來建議

遊客將汽車停放在管理中心、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下、堤後道

路設置之車場，以自行車或步行方式進入計畫區內活動。計畫

區內主要遊憩路線為堤頂自行車道(環湖道路)、引水及輸水路

自行車道。 

(二二二二)解說導覽計畫解說導覽計畫解說導覽計畫解說導覽計畫  

為能加強遊客對環境之認知及體驗，未來將設置各種導覽、

解說及指標設施，導覽設施將設置於計畫區內主要及次要入口

處，解說設施則針對各據點之景觀、生態、特殊性、教學價值設

置各種解說牌，指標設施則設於主次要動線及步道之節點，提供

遊客各據點方向導引與標示。 

(三三三三)植栽計畫植栽計畫植栽計畫植栽計畫 

本計畫植栽將以當地既有樹種為主，且盡量選擇台灣原生植

栽，管理中心周邊選用較具觀賞價值、花色明顯、隨季節變化大、

具香味之植栽，水岸及草澤濕地則以現地既有的親水性植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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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丘則選用誘蝶、誘鳥植物，增加區域生態多樣性，且採水

土保持用之草種，控制水土流失。 

六六六六、、、、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一一一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環境營造期程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擬定，人工湖主體工程

預計以七年為期，故本計畫擬配合主體工程分為三期開發計畫，

第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第二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4-5年，

第三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5-6年。 

(二二二二)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  

本計畫工程經費概估約為五千六百八十萬元，共分三期辦

理，第一期工程經費約為九百九十萬元，第二期工程經費約為三

千六百一十五萬元，第三期工程經費約為一千零七十五萬元。 

(三三三三)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本計畫針對環境美化、生態保育等非經濟之效益之評估，以

相關計畫之問卷結果為參考，初步估計烏溪鳥嘴潭人工湖開發後

環境美化與生態保育非經濟使用價值為166,440,000元/年，可作為

未來爭取生態保育相關經費時做為一個參考的數據。 

此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主要目的為穩定民生用水需求及地

下水涵養，除整體工程建設可落實地方基礎建設、提供就業機會、

提高土地價值之效益外，透過環境營造之水域及綠地配置，整合

周邊環境資源，亦可達到生態保育、觀光遊憩、教育解說、文化

保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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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本計畫同時兼顧水資源運用、生態復育與環境景觀均

衡發展，並以「自然為本」、「以人為本」兩項思維去考

量，於基地內多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動物棲息及移動之場

所，做為人工湖開發造成之生態破壞的補償措施，並塑造

高自然度綠地空間，提供讓人放鬆、減壓、恢復的環境，

讓遊客享受及體驗自然山林與水域景觀進而達到身心放

鬆之景觀療癒之功效。 

（二）依循上位計畫（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之指導，延續

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之發展構想，建議導入「農村

藝術」之構想做為本計畫之整體營造構想，除利用腹地提

供為展演空間，全區設施(如：建築外觀、各式亭台、棧

道、座椅等)亦能統一其空間設計語彙(色彩、素材及圖

形)，建構計畫區之整體風格特色。 

（三）依據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

力，分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

「引水路悠遊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

「活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

池北側用地納入規劃建議，提出「活力堤岸賞遊區」之構

想。未來進行環境整體營造細部執行階段時，可參考本計

畫所提出圍堤斷面形式及各項工程配置發展，如此才能讓

環境營造及發展觀光之同時，又兼顧對自然環境生態之尊

重，並能與周邊環境相互銜接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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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全區配置規劃成果，估計環境整體營造規劃之工程

建造費約為五千六百八十萬元，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

分為三期開發計畫，第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配

合A、A'池開挖完成後，於施工階段第3-4年進行A、A'池

圍堤及管理中心周邊之基本景觀綠化工程。第二期計畫為

施工階段第4-5年，進行B、D、E、F'池圍堤之基本景觀工

程，且進行引水路悠遊綠廊、水漾景觀廊道、悠活轉驛服

務區各項設施之施設。第三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5-6年，

進行C池圍堤之基本景觀工程，且進行活水生態綠廊、湖

畔漫遊區各項設施之施設。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期能建構一天然的教育環境，透過相關解說設施與水

資源、生態資源、人文資源之結合，形成一具教育性的展

示解說空間，期能帶給下一代良好的教育示範，並提升民

眾重視環保、保育生態與愛護、珍惜水資源之觀念。未來

亦可與社區、學校單位配合，利用活動舉辦、校外教學等

方式推廣，增加環境使用率，使環境及各項設施得以發揮

其功能。 

（二）計畫區範圍甚大，未來營運管理中心人力有限，故建

議管轄單位配合年度經費編列維護管理經費，並辦理委外

管理維護，以確保整體環境基礎工程等設施之安全及環境

景觀美質之維持。 

（三）E池南側土地水域活動發展、A’池北側腹地活力堤岸賞

遊區，本計畫於此階段雖已考量整體區域發展方向，提出

初步的發展構想，但後續建議管理單位能與地方政府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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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及實質內容之溝通，由地方機關爭取經費進行開發，

並負責後續經營維護管理。 

（四）草屯鎮每年舉辦的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為地方之盛

事，未來建議管理單位可與南投農田水利會、草鞋墩鄉土

文教協會相互配合共同參與舉辦，提供場地及各項軟硬體

設備，增加環境使用率。北投新圳沿計畫區南側分佈，未

來亦可與南投農田水利會共同舉辦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

業之旅等活動，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題提供居民深入認識北

投新圳開發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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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緣起緣起緣起緣起及及及及目目目目標標標標  

烏溪流域水源豐沛，為中部地區主要水源之一，惟目前水源

利用狀況低，尤其於豐水期期間，大量餘水任其流失殊為可惜，

故於民國96及97年度將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列為優先規

劃，以因應建民水庫停建後彰化及南投地區中長程目標年民生用

水需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 (以下簡稱水利署 )民國 97年 12月 23日經水綜字第

09714008080號函，爰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以下

稱本計畫)，希望利用烏溪南岸土地規劃一離槽人工湖，用以蓄豐

濟枯。 

鳥嘴潭人工湖以烏溪流經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段之南側土地

為人工湖址，將來興建應能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創造優質水

域環境與休憩空間，故研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

整體營造專題」(以下稱本計畫)，藉由水域與綠地的配置整合周遭

環境，串連烏溪鄰近河段之景觀與遊憩資源，規劃兼具水源、生

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與美化功能。 

二二二二、、、、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目目目目標標標標 

鳥嘴潭人工湖以蓄水及供水為主要標的，為並以觀光遊憩為

輔，在不影響蓄水、供水、湖區安全等條件下，利用人工湖區內

之水域及陸域環境，營造人工湖區環境景觀。 

1、營造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等多功能之水域

環境與休憩空間。 

2、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整體營造烏溪流域優質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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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一一一)基基基基本資料調查及彙整本資料調查及彙整本資料調查及彙整本資料調查及彙整 

1、自然資源、人文環境、土地使用及遊憩資源之調查 

2、計畫區周邊土地利用情形 

3、景觀美質評估 

4、鄰近相關計畫及規劃 

5、本計畫開發之適法性評估 

(二二二二)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原則及目標原則及目標原則及目標原則及目標 

1、確認本計畫整體環境營造範圍 

2、發展潛力及限制評估 

3、整體發展策略研提 

4、發展目標及規劃原則 

5、景觀遊憩發展定位 

(三三三三)空間配置規劃空間配置規劃空間配置規劃空間配置規劃  

1、整體發展平面配置規劃 

2、各分區發展計畫 

3、交通系統規劃 

4、解說導覽規劃 

5、植栽計畫 

(四四四四)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1、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2、計畫評價及效益評估 

3、財務計畫 

4、經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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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 

1、期初、期中、期末及不定期工作會報 

2、環境營造專題報告之編擬 

四四四四、、、、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包含環境整體營造規劃及

下游輸水工程規劃。環境整體營造規劃專題報告（以下稱本計畫）

之用地範圍，以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成果為基礎，

工作範圍主要為鳥嘴潭人工湖蓄水區周邊環境之景觀營造工作，

計畫工作位置詳圖1-1，計畫範圍詳圖1-2。目前用地範圍仍於討論

階段，包含草屯焚化廠周邊、東草屯停車場用地、A’池及A池北側

等範圍，本計畫評估環境整體營造之規劃區位、條件等，初步將A’

池及A池北側用地納入規劃範圍，提出環境營造規劃構想建議，作

為後續之參考。 

五五五五、、、、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構想及構想及構想及構想及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依據上述工作項目及流程，有關環境營造整體規劃之作業流

程研擬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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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 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 

 

 

圖圖圖圖1-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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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1-3 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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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 

一一一一、、、、上位計畫上位計畫上位計畫上位計畫 

(一一一一)南投縣綜合發展計南投縣綜合發展計南投縣綜合發展計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畫畫畫(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0年年年年) 

1、計畫內容 

南投縣未來區域整體發展定位為「打造跨世紀的台灣中心、國

際級觀光藝術文化休閒基地及科技新興縣」，於觀光發展方面以台

灣藝術大道為構想，以烏溪沿線及台14線之文化資源發展出具多樣

文化特色的現代都會觀光線。 

草屯鎮發展綱要計畫中，計畫於草屯鎮規劃設置農業特產拍賣

中心、規劃貨物倉儲園區、商業金融園區、大型展覽空間，期能吸

引其他縣市居民，活絡縣內經濟行為，讓草屯鎮成為南投門戶，轉

運暨商業中心。且同時進行觀光行銷，於文化藝術發展構想方面，

將文化藝術資源與教育、研究及觀光結合，成為地方發展之素材，

發揚地方文化，營造草屯藝術，如圖2-1所示。 

針對草屯鎮發展綱要計畫中所研擬之相關執行計畫，依現況調

查之結果，僅觀光自行車專用道之環線系統已建設完成，烏溪流域

文化景觀塑造計畫則於台14線設置九九峰藝術村，但目前已廢棄，

其他如市民農園、草屯田園生態之旅等相關計畫，尚無實質之執行

成果。 

2、指導發展方向 

鳥嘴潭人工湖臨烏溪與台中縣霧峰鄉為鄰，未來應遵循此計畫

之發展定位及空間規劃構想，延續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之構想，

於計畫區內導入適當之文化特色及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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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1 草屯鎮發展構想圖草屯鎮發展構想圖草屯鎮發展構想圖草屯鎮發展構想圖 

(二二二二)南投縣縣級南投縣縣級南投縣縣級南投縣縣級鄉村鄉村鄉村鄉村風貌綱要規劃風貌綱要規劃風貌綱要規劃風貌綱要規劃(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民民民民國國國國96年年年年) 

1、計畫內容 

南投縣未來以建構「自然生態與休閒產業」کᒋ之鄉村風貌與

整體意象為整體發展目標，各區域發展願景如圖2-2所示。 

草屯鎮因中投公路、第二高ೲ公路草屯交流道之開通，成為南

投縣的倉儲轉運中心與貨物運銷配銷中心，其ࠤ鄉風貌營造之發展

重點如下： 

(1)建岷南投縣觀光、旅遊意象的२要門戶，提供多樣、完整豐酢的

旅遊資ૻ系統。 

 。善市鎮生活環境，提升服務層級及多元化ׯ(2)

(3)將統農業、手工業窛ϒ新的經營方式，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4)整合草屯文化資產，建岷草屯旅遊內涵與社區活力特色。 

2、指導發展方向 

本計畫區ᆙ鄰國道六號，為進入南投縣之重要門戶，故未來應

遵循此計畫理念，醹其方向發展ु定本計畫區環境營造之原則，加

強門戶入口意象、藝文息塑造等，以創造草屯鎮及南投縣整體景

觀風貌之發展。 



 

 

2
-3

 

 

 

 

 

 

 

 

 

 

 

 

 

 

 

 

 

圖圖圖圖2-2 南投縣鄉村風貌發展願景圖南投縣鄉村風貌發展願景圖南投縣鄉村風貌發展願景圖南投縣鄉村風貌發展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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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 

(一一一一)國道國道國道國道6號號號號東東東東草屯草屯草屯草屯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高工ֽ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高工ֽ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高工ֽ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高工ֽ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

段段段段，，，，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進行中) 

1、計畫內容 

國道6號現ׯ稱為「高ೲ公路南投尟線」，起於國道3號烏溪橋

南側的霧峰系統交流道，ّ於里鎮台14公路，全長38公里，中間

設有東草屯、國ۉ、愛ើ、里等交流道，東草屯交流道附近原本

擬設置ԏ費ઠ，後變更為東草屯停車場，其空間設計如圖2-3所示。 

2、與本計畫關聯 

計畫區隔國道六號路堤與草屯服務區預定地相鄰，並有涵洞相

通，未來兩地區ऩ相連結，服務區之旅遊服務機能及引入之觀光人

ዊ，將對計畫區有ޔ接之影響，故本計畫發展應考量與此計畫之連

結性。 

 

 

圖圖圖圖2-3 國道國道國道國道6號號號號東東東東草屯草屯草屯草屯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建設計畫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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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南南南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設置計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設置計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設置計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設置計畫畫畫畫ɡɡɡɡ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

((((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4年年年年) 

1、計畫內容 

南投縣自行車道規劃路線全長300多公里，共分為二期，第一

期於草屯、國ۉ、里、南投、、水里及Ԯ山，第二期於峮間、

中ቧ、鄚ك、魚池、Ϙ愛、ߞ義等鄉鎮設置自行車道區域ᆛ，每條

路線各有不同的景色，「草屯環線系統」為南投縣第4條完工通車

之觀光自行車道系統，總長度約為35公里，分為耈ቧ溪ɡ八ړ稼

線、國家藝術村線、߁山線三大系統。草屯鎮笭有豐酢的自然與人

文觀光資源，草屯環線系統路線所經之處，ࣣ為民眾賞景、旅遊、

體驗南投風土民情之鄦٫地點(如圖2-4所示)。 

2、與本計畫關聯 

草屯自行車道系統位於計畫區南側，且路線B於本計畫攔河堰

上游約900公尓處ᐉ越烏溪(平林橋)並延台14線分佈，未來計畫區可

透過自行車道與其相互結合，增加計畫區發展觀光遊憩之機會，並

 。進草屯自行車環線多樣化之路線選擇ߦ

 

圖圖圖圖2-4 草屯鎮自行車道環草屯鎮自行車道環草屯鎮自行車道環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線系統線系統線系統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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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北投新圳༸線綠美化工程北投新圳༸線綠美化工程北投新圳༸線綠美化工程北投新圳༸線綠美化工程(南投農田水利會南投農田水利會南投農田水利會南投農田水利會，，，，民國民國民國民國93年年年年) 

1、計畫內容 

北投新圳༸線原為一低ᆁ深之明渠，因921地竘地層ᒱ動影

響造成部份ໜ起而྄壞，後ׯ以শ設涵管方式অ復，但灌排分離લ

局屌沛的圳水ีញ，ठᚇ草ᘀ生、૨ᛳ釵長。水利會於民國91年推

動圳路綠美化，並於93年化ԡ渠為池，社區民眾並組「北勢⌇生

態保育文教協會」認養，成Α美的公共空間。協會成後續並提

更醢新之新構想，ׯ種植長年盛開的香水穦，打造池新風貌。 

2、與本計畫關聯 

北投新圳於計畫區南側，自東南ᆄ的ᒾ道出口延計畫區南側往

Ջ延伸至北勢⌇社區，未來將是人工湖南岸堤後排水路，故未來可

將計畫區內的水路亦進行景觀綠美化，與北勢⌇既有花池串連，

創造為一兼具休閒、生態、知性之旅遊路線。 

(四四四四)᚛北勢᚛北勢᚛北勢᚛北勢 .自行道自行道自行道自行道(北勢里社區發展協會北勢里社區發展協會北勢里社區發展協會北勢里社區發展協會，，，，岫窊中岫窊中岫窊中岫窊中) 

1、計畫內容 

北勢里北側低階地與南側高地之相接處目前為落ৡ約20ԯ之

坡地，且次生林ஏ佈，此計畫期能利用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以東之

坡頂及௹坡中段(水圳渠頂)設置自行車道及笮土ᕅ、ឯ、థ亭、

導覽牌等景觀設施，坡頂及௹坡中段之自行車道寬為3公尓，長各

約300公尓，目前施工經費岗向體委會岫窊中。 

2、與本計畫關聯 

此自行車道位於計畫區南側，與計畫區ᆙ鄰，後續環境營造規

劃時ջ將此自行車路線及相關景觀設施一ٳ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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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5 相關計畫與本計畫區位關係圖相關計畫與本計畫區位關係圖相關計畫與本計畫區位關係圖相關計畫與本計畫區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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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相關法令相關法令相關法令相關法令 

本計畫區為非都市土地，未來湖區開發後水域及水岸空間營造則

需滿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水利法相關法令之規定。此外，計

畫區未來將依自來水法規定劃設為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將禁尩於羳

區域內一Ϫຢ্水質水量的行為。 

故本計畫ջ針對區域內所ੋ及相關之三方面的法令進行討，以

做為瞭解計畫區開發基本限制與研擬配經營執行策略之依據。一為

基本之土地使用規範，二為水利相關法規，屮一部份為水源水質及水

量保護相關法令，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基本土基本土基本土基本土地法令地法令地法令地法令  

本計畫區位於非都市土地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如

圖2-6所示。未來鳥嘴潭人工湖之工程確定執行，依照計畫內容設置人

工湖及營運管理中心，未來土地使用分區將變更劃設為「特定專用

區」，土地使用類別則變更為「水利用地」。故未來環境營造時，其

土地使用應符合土地管制規則、容使用項目，以符合國家發展之方

向。將與本計畫相關法令之主要規定整理如表2-1。各法令相關之詳

細條文，詳見附錄三。 

(二二二二)水利相關法令水利相關法令水利相關法令水利相關法令  

鳥嘴潭湖區開發工程屬水利設施，故未來進行環境營造之休閒設

施規劃均符合相關水利法，將與本計畫相關法令之主要規定整理

如表2-1。各法令相關之詳細條文，詳見附錄三。 

(三三三三)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  

本計畫區蓄水將供做民生用水使用，故未來將屬於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之範圍，因此未來其開發及環境營造各項設施之規劃均符

合自來水法、用水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將與本計畫相關水利

法令之主要規定整理如表2-1。各法令相關之詳細條文，詳見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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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主要規定主要規定主要規定主要規定 與本計畫之關聯與本計畫之關聯與本計畫之關聯與本計畫之關聯 

區域計畫法第

15-1 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6、13、

15、27 條 

非都市土地岫窊

開發時，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使

用地編定變更等

相關規定 

計畫區未來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

定之變更，ࣣ需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之規定 

基本土地法

令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6 條、附

件一 

使用地容使用

項目、可使用細

目 

計畫區變更為水利用地，其容使用

項目包含水岸遊憩設施、戶外遊設

施、峘生能源相關設施等，但需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可 

水利法第 54-1、

54-2 條 

水庫蓄水範圍開

發禁尩之行為 

水利相關法

令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第 5 條 

蓄水範圍內向管

理機關 (構) 岫

窊可之使用項

目 

鳥嘴潭開發之工程項目屬儲備水源

之水利設施，故於環境營造時，各項

遊憩空間及設施需符合規定其可

使用項目，不以影響蓄水建造物且確

保蓄水水質、調整池營運安全為主要

考量。 

自來水法第 11 條 水源水質及

水量保護相

關法令 

用水管理條例第

5 條 

禁尩或限制會ຢ

্水質與水量之

行為 

本計畫環境整體營造之各項行為應

依相關規定辦理，禁尩各項足以ຢ্

水質、水量之行為。 

 

 

圖圖圖圖2-6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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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 計畫背景之瞭解與分析計畫背景之瞭解與分析計畫背景之瞭解與分析計畫背景之瞭解與分析 

一一一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述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可行性規劃98工作報

告，初步規劃研擬3個可能取水堰軸方案位置如圖3-1，包ࡴ方案一(烏

溪橋上游4.8公里，炎峰橋下游1.8公里)、方案二(於方案一上游600公

尓，現為北投新圳取水口)及方案三(位於北投新圳取水口上游600公尓

處)。經評估ᔠ討結果：方案一與方案三堰軸是本次評估的兩個優選方

案，其中又以方案三為本計畫優選方案。其中，方案三研擬2個取水方

案，包含「方案3-1ɡ上游側方取水方案」、「方案3-2ɡ上游管取

水方案」，因方案3-2之工程佈置及後續營運管理ᜤ度較高，因此現階

段評估以「方案3-1ɡ上游側方取水方案」為鄦優選方案。 

以計畫堰址之流量記錄模擬分析，本計畫完成後計畫公共用水可

增供水量為30萬笎，年取水量平均約1ሹ95萬笎ǹ此外，本計畫實施後

將可फ़低地下水使用機率，增加地下水源涵養，ۛ時如翩枯ײ年，地

下水源則可作為備醠水源，達到供水穩定之效果。因此，本計畫供水

系統興建後確能更穩定彰化及南投地區之民生用水供應，穩定國民଼

ந、生活環境及工商發展ǹ在水資源供應不羗耹局之條件下，亦可ߦ

進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及周邊遊憩事業之發展，提升當地生活品質，吸

引窾入居Ր及投資意願，提高土地價值。 

(一一一一)鳥嘴潭人工湖開發規模鳥嘴潭人工湖開發規模鳥嘴潭人工湖開發規模鳥嘴潭人工湖開發規模 

鳥嘴潭人工湖目前以堰軸三為開發優選方案，經取水工程輸水至

離槽人工湖蓄水。本計畫之離槽人工湖設置於烏溪58至63號斷面南岸

土地，以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之國道六號路段南側د有地為主，用地

範圍面ᑈ195.14公鄖，已ฦ錄地ᝤ之土地面ᑈ為175.92公鄖(90.2%)，

其中公地՞30.64公鄖，د地՞145.28公鄖ǹ未ฦ錄地ᝤ之土地面ᑈ為

19.2公鄖(9.8%)。人工湖湖域全長約3.7公里，總湖域面ᑈ125公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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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攔河堰

人工 湖

堰軸一

堰軸二

堰軸三隘寮斷層
(本階段調查成果)

圖例：
攔河堰

人工 湖

堰軸一

堰軸二

堰軸三隘寮斷層
(本階段調查成果)

湖區長、東高Ջ低且坡度達1/110，為因應地形變化、既設構造物及

地質條件等限制，考量烏溪流域水資源開發不易，人工湖開發規模以

鄦大可能開發為原則，規劃7大湖區(詳圖3-1)，各湖區之高程、蓄水位

詳表3-1，人工湖平面佈置圖詳3-2，各圍提剖面如圖3-3ɴ3-5。ᔠ討各

湖區之開挖深度、坡面安定及可蓄水容量，七湖區蓄水面ᑈ125ha，有

效庫容1,453萬m3。因其南側地勢明顯為一上升高位階地，北側ᆙ鄰國

道六號高ೲ公路 (4k+440~8k+000)，地勢東高Ջ低，現況地表高約

EL.110m~EL.135m之間，上游ᆄ至下游ᆄ高ৡ近25m，坡度則約為

1/110，其中Ջ側人工湖地勢較東側人工湖平穓，東側人工湖地面高約

於EL.115m~EL.135m，平均坡फ़為1/100，Ջ側人工湖地面高約於

EL.110m~EL.115m，平均坡फ़為1/200。 

 

 

 

 

 

 

 

 

 

 
 

圖圖圖圖3-1 計畫工址位置圖計畫工址位置圖計畫工址位置圖計畫工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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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 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要說明表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要說明表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要說明表鳥嘴潭人工湖工程概要說明表 

湖區湖區湖區湖區 
堤頂堤頂堤頂堤頂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m)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蓄水位蓄水位蓄水位蓄水位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m) 

ք水位ք水位ք水位ք水位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公尓公尓公尓公尓) 

滿水位湖面滿水位湖面滿水位湖面滿水位湖面

(公鄖公鄖公鄖公鄖) 

挖土石方挖土石方挖土石方挖土石方 

(萬萬萬萬 m3) 

挖۟方挖۟方挖۟方挖۟方 

(萬萬萬萬 m3) 

有效蓄水有效蓄水有效蓄水有效蓄水

量量量量(萬萬萬萬 m3) 

A' 140 139 121 6.8 58 22 77 

A 136 135 120 10.0 72 41 106 

B 132 131 117 15.5 76 72 163 

C 127 126 111 25.0 164 151 303 

D 122 139 104 30.7 209 22 77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A~D) 88 579 308 726 

E 116 121 102 28.5 204 244 425 

F 112 115 100 8.8 53 151 309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E~F 區區區區) 37.3 257 395 73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A’~F 區區區區) 125.3 836 702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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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2 人工湖平面佈置圖人工湖平面佈置圖人工湖平面佈置圖人工湖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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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3 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一一一一 

人工湖南岸圍堤標ྗ圖 

人工湖北岸圍堤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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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4 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二二二二 

 
 
 
 
 

湖區間圍堤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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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5 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圍堤剖面圖三三三三 

D、E 湖區間圍堤標ྗ圖(高架段) 

D、E 湖區間圍堤標ྗ圖(路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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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取水計畫取水計畫取水計畫取水計畫 

鳥嘴潭人工湖取水方案目前以堰軸三(上游側方取水)為鄦優

選方案，堰軸一(履案側方取水)為醷代方案(詳圖3-1)，後續總工程

佈置、水理分析、經費估ᆉ將以堰軸三(上游側方取水)為規劃方案。 

(三三三三)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規劃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規劃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規劃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規劃 

以前述優選方案規劃佈置取水工及輸水路工程內容分述如

下： 

1、攔河堰 

(1)設計ࢫ水量(R211)：14-891ࣾ岷方公尓 

(2)設計ࢫ水位標高：151/89公尓 

 定堰堰頂標高：146/1公尓ڰ(3)

(4)攔河堰堰軸總長：431/1公尓 

 定堰堰軸長度：362/1公尓ڰ(5)

(6)排砂道：11公尓寬Ø5公尓高之ޔ提式耇門Ø5道 

(8)魚道：ᘣ岄式魚道，寬9公尓Ø長66/1公尓 

2、進水口 

(1)設計取水量：31ࣾ岷方公尓 

(2)進水口ۭᘖ高程：144/5公尓 

(3)設計取水位高程：145/3公尓 

(4)進水口耇門：6公尓寬Ø4公尓高Ø5道之ޔ提式耇門 

3、沈砂池及量水堰 

由取水口至量水工間為؈砂及量水處理，經輸水路（進

水口末ᆄ至؈砂池入口）、؈砂池、輸水路（؈砂池出口至量

水槽入口）及尕ྂᅟ量水槽，各計畫水量為輸水路（進水口末

ᆄ至؈砂池入口）30ࣾ岷方公尓，؈砂池30ࣾ岷方公尓，排砂

ས渠5ࣾ岷方公尓，量水槽25ࣾ岷方公尓，引水工程自進水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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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耇門穿過堰體，轉至؈砂池及尕ྂᅟ量水槽，分段簡述

如下： 

(1)輸水ས渠（進水口末ᆄ至؈砂池入口） 

B、進水口高程：141/8公尓 

C、總輸水路長度約119公尓 

D、渠道寬度：3/6公尓 

E、渠道坡度：10611 

F、預估長度：119公尓 

 砂池؈(2)

ᐘ之ಈ৩在؈，砂池處理之砂，一般以流砂之方式流入؈

農田用水以0.3公ᙶ程度為基ྗ，而公用給水則以0.1~0.2公ᙶ為

 。砂ಈ৩之目標؈

 砂溝؈(3)

B、設計流量31ࣾ岷方公尓 

C、؈砂溝12道，鄦小؈砂ಈ৩以1/2公ᙶ為目標，平均水深

為3公尓、寬度4/5公尓。 

D、؈砂池所需長度為84公尓 

E、渠ۭ坡度設計為1081 

(4)排砂ས渠 

B、六道耇門銜接排砂ས渠。 

C、以؈砂ಈ৩以1/2公ᙶ為目標，則所需流ೲ為每ࣾ1/19公

尓。 

5、輸水路（؈砂池出口至量水槽入口） 

水流出؈砂池後則銜接輸水路，渠ۭ高程約139.98公尓，

坡度採1/600，輸水路渠道寬4.0公尓，輸水路長度約40公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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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流量估ᆉ，以ୗ聤公式分析，流ೲ約每ࣾ2.93公尓，水深

約為2.553公尓。工程數據如下： 

B、渠道寬度：4/1公尓。 

C、渠道坡度：10611。 

D、預估長度：41公尓。 

6、尕ྂᅟ量水槽 

B、計畫取水量：每ࣾ31岷方公尓 

C、水槽入口寬：11/669公尓 

D、酉道段：長1/9公尓 

E、水槽出口：寬9/:41公尓 

(四四四四)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工程概要工程概要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1、有效蓄水量:1-461萬岷方公尓 

2、滿水位蓄水面ᑈ：125/26公鄖 

3、坡面：1(W)：2(I) 

4、設計引水容量：31/1ࣾ岷方公尓 

5、設計輸水容量：每日鄦大61萬岷方公尓 

6、人工湖圍堤 

(1)堤頂寬度11公尓  

(2)環湖道路(ᚈ向道)寬5公尓 

(3)堤後道路寬6公尓 

(4)人行及自行車混合道寬2公尓 

(5)道路兩側綠帶寬1公尓 

(6)排水溝寬1/5公尓 

(8)總長度約11-281公尓 

(9)配合景觀植栽規劃 

 



 
 
 

 3-11 

(五五五五)鳥嘴潭人工湖鳥嘴潭人工湖鳥嘴潭人工湖鳥嘴潭人工湖營管笵作規劃營管笵作規劃營管笵作規劃營管笵作規劃 

本計畫以ྈ流堰串聯型式蓄水，並於湖ۭ設置聯通管路以滿

足低水位時湖區間之蓄、供水，並仍考量A’、A湖區落ఫ؈ᐘ量

較高有放空清ఫ之岊要性，及E區位於斷層破࿗帶有安全維護之可

能性，設置並聯之導水路，以期各湖區之蓄、供水ᄣ無羗。

將聯通規劃ᔠ討分述如下： 

1、ྈ流堰串聯蓄水 

湖區主要採用ྈ流堰串聯蓄水，ྈ流堰頂設置於上游湖區

滿水位處，使上游湖區高於滿水位之蓄水經由ྈ流堰及聯絡稿

涵ଌ至下游湖區，供給下游湖區蓄水。因滿水位之高ৡ，聯絡

稿涵坡度達1：4以上，需設置竽坡能。 

2、湖ۭ連通管路 

湖ۭ連通管路做為上游湖區未達滿水位時之蓄供水方式，

連通管路採壓力ᒳ管設計，ᒳ管設計尓κ為D=1,800公ᙶ，供水

量可達每日600,000岷方公尓(每ࣾ6.94岷方公尓)，足以供給彰

化及南投地區所需之供水量。 

3、輸水路 

湖區蓄水採每一湖區ࣣ可導引原水流入之並聯管路，管৩

採3,000公ᙶ之ᒳ管，非壓力供水時仍可提供每ࣾ20岷方公尓之

供水量。 

4、導水路 

考量E、F湖區仍有受耈ቧ斷層影響之羗，故於湖區北側，

自A池至F池設有導水路可將各湖區之水ᐱ岷笵作引導ठ下游

ృ水場，如E、F池受斷層影響並暫停蓄供水時仍可維持人工湖

之蓄供水功能，導水管採管৩1,800公ᙶ之ᒳ管，管路以耇ሚ控

制，可輸水量達每日600,000岷方公尓(每ࣾ6.94岷方公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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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交通動線分析交通動線分析交通動線分析交通動線分析 

(一一一一)聯外交通聯外交通聯外交通聯外交通 

本計畫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側，隔烏溪與台中縣霧峰鄉相

鄰，主要聯外道路有國道6號、台3線及台14線(詳圖3-7)，聯外交

通相當ߡ利，且位於台中縣霧峰與南投縣草屯鎮之交ࣚ，為重要

的交通節點，亦為南投縣之門戶。 

計畫區北側為國道6號，往東可通往國ۉ、里地區，往Ջ可

接國道3號通往台中及彰化等其他縣市。計畫區內則有國道6號東

草屯交流道聯絡道ೣ穿，經由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往南可接台14

線，可通往草屯市區及國ۉ、里市區，往北可連接至國道6號。

此外，本計畫區Ջ側農路可通往台3線，往北可至台中縣霧峰、往

南可往草屯市區及南投市。除國道6號、台3線外，沿計畫區南側

之玉屏路或玉屏巷ࣣ可連結台3線及台14線，聯外交通相當ߡ利，

如圖3-6。 
 
 
 
 
 
 
 
 
 
 
 
 
 

圖圖圖圖3-6 聯外交通現況照片聯外交通現況照片聯外交通現況照片聯外交通現況照片 

計畫區經دৠױऴ൷!

ຑഏሐ7ᇆࣟ౻֢交ੌሐ!

計畫區۫ೡขᄐሐሁױ!

ຑ4線ᣆ峰及౻֢ؑ

區!

!計畫區!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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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7 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 

(二二二二)區內交通區內交通區內交通區內交通 

本計畫區為一長形的低地，農路ᒱ綜，北側以國道六號為

ࣚ，主要有3處可連接烏溪沿線的防汛道路ǹ南側有7處農路可

連接北勢里社區聚落，主要動線、聯外出入口如圖3-8所示。聯

外出入口之道路多為路寬4-7公尓之農路，鄦大坡度約15ʘ，多

中於南側與社區間之道路，因此道路品質較ৡ，ऩట作為聯

外之主要道路，則需考量未來湖區管理及遊憩使用需求，評估

道路ܗ寬之可行性。此外，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雖跨越

計畫區Ջ側（C、D池間），但其為路堤及高架形式，無法ޔ接

連結至計畫區內，需轉接農路後由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連接。 

!ৠد
!ৠሁ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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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8 區內交通動線區內交通動線區內交通動線區內交通動線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圖圖圖圖 



 
 
 

 3-15 

三三三三、、、、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一一一一)區內土地使用現況區內土地使用現況區內土地使用現況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烏溪水源利用以二期作水稻灌溉為主，本計畫人工湖區位於

烏溪中游河段南岸，且上游側設有北投新圳、下游側設有ߓ霧

第一圳，周圍農田水利資源豐酢，因此本計畫人工湖範圍內大部

分為農業使用及水圳使用(詳圖3-9)。除農業હ作使用，計畫區內

有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ᕵೣ人工湖區，因此區內並包含部分國道

土堤與橋墩等結構物。其餘為少數農ް、野架及三ኴ以下建築，

所՞用地面ᑈ較少。 
 
 
 
 
 
 
 
 
 
 
 
 
 
 
 
 
 
 
 
 
 
 
 

圖圖圖圖3-9 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圖圖圖圖  

1、田野農作區 

本計畫範圍內主要土地使用以農業હ作為主，經由現場

查得知，現況地上物以農林作物為主，其中以水稻為鄦多，而

發財樹及田次之，其次亦有少部分果樹、穧(破岄η、玉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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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ؾ)，也有養ᓥ場及少數農ް零ࢃ醩落其間，現況照片

詳圖3-10。整體而言，雖然地勢東高Ջ低且坡度達1/110，但整

體地勢穓ک空ᚻ，加上本區域ߡ利的水利資源與田間農路交ᒱ

ᕵᐉ，形成特殊的田野景觀。 

 

 

 

 

 

圖圖圖圖3-10 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1/2) 

2、國道6號用地 

本計畫區北側以國道6號與烏溪為ࣚ，Ջ側有國道6號東草

屯交流道聯絡道ೣ穿，因此部分土地為國道之路堤、涵洞及道

路(詳圖3-11)。為避免影響國道6號結構安全，人工湖域蓄水區

將與國道6號橋墩及路堤間隔一定ຯ離，未來在不影響用路安全

之前提，將利用部分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之橋下空間進

行環境營造，提供生態、景觀及遊憩之功能。 
  
 
 
 
 
 
 
 
 

圖圖圖圖3-11 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土地使用現況照片(2/2) 

(二二二二)鄰近土地使用鄰近土地使用鄰近土地使用鄰近土地使用  

計畫區北側ᆙ鄰烏溪及國道6號，土地使用主要為河川᠁地、

國道6號路堤及堤下道路，部分為東草屯交流道生態濕地、東草屯

停車場預定址，但與計畫區間有國道6號路堤相隔。計畫區南側為

計畫區ࣟೡ࣠ᖫ林Δױඨ峰!計畫區۫ೡልضནᨠ!

ഏ 7ሁ及ො! ࣟ౻֢ᜤሐࡌ邊ሐሁ!ࣟ౻֢交ੌሐਮᖯ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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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勢⌇社區，包含聚落、農村工業混合區等，與計畫區間有約20

公尓高地勢落ৡ，並以帶狀次生林相隔。目前有7處產業道路可連

結兩區域(詳圖3-12)。 
 
 
 
 
 
 
 
 
 
 
 
 
 
 
 
 
 
 
 
 
 
 
 
 

圖圖圖圖3-12 鄰近鄰近鄰近鄰近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圖圖圖圖  

1、社區聚落區 

計畫區南側土地與北勢⌇社區約有20公尓高ৡ，以自然植

生帶狀的次生林，形成自然的阻隔與ࣚ線。北勢⌇社區包含養

釕場、Ր崍、公園、ቴ崋、北勢⌇穦花池等，為一般ڂ型鄉村

聚落。北勢⌇社區聚落主要聚於玉屏路及玉屏巷兩側，以2

至3層د人Ր崍及零售商۫為主，與計畫區間因地勢落ৡ較大，

兩ޣ之間連結道路主要為4ɴ6.5ԯ寬之道路，雖然與計畫區間

有7處產業道路可連結(詳圖3-13)，然因地勢落ৡ與道路寬度有

限，兩ޣ間的連結性較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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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13 鄰近鄰近鄰近鄰近聚落現況照片聚落現況照片聚落現況照片聚落現況照片 

2、農村工業混合區 

計畫區Ջ南側農路連接一處農村工業混合區，包含大型工

廠、小型機耐工廠、Ր崍及工廠混合之四層建物៓ک岮ࡂ，以

及稻田與果園，環境景觀較為ᚇ，但與本計畫間有高階地與

次生林相隔，可減輕影響程度。但本區與計畫區之間由6ԯ寬產

業道路連接，雖有高度落ৡ，但路況較為平整與ޔ，連結性

較٫，如圖3-14所示。 
 
 
 
 
 
 
 
 
 

圖圖圖圖3-14 農村工業混合區農村工業混合區農村工業混合區農村工業混合區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3、草屯鎮焚化廠及শ場 

草屯鎮֣ڱ焚化廠位於計畫區北

側，以國道6號相隔，為南投縣第一

座֣ڱ焚化廠(詳圖3-15)。焚化採

公辦民營，委ૼ岀展環保公司經營，

預定七年後ᘜᗋ草屯鎮公所，每日可

焚化九十五笎֣ڱ，足草屯鎮每天

八十笎֣ڱ量使用。 

圖圖圖圖3-15 草屯鎮焚化廠草屯鎮焚化廠草屯鎮焚化廠草屯鎮焚化廠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北勢⒧ᓊक़ۃ! ԫڛا! 塄ཷ!

౻֢ྡ֏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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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納ମ塔 

大乘金寶塔位於本計畫區之Ջ側ୃ南，民國88年௴用，為

地上四層、地下一層د人經營之納ମ塔，其現況照片詳圖3-16。 
 
 
 
 
 
 
 
 

 圖圖圖圖3-16 大乘金寶塔大乘金寶塔大乘金寶塔大乘金寶塔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5、獅象山農場 

獅象山農場為د人經營之農場，位於本計畫區Ջ北側(詳圖

3-17)，可經由計畫區Ջ側農路連接。其周邊為灌溉水圳及排水

路流經，經環境調查發現，本區之池༠有ᛆ臨๊種的第一級保

育類尮ሌ⹛(台灣特有種)，以及罵ี有的史屿尮小吖等

魚類分岄。 
 
 
 
 
 
 
 
 
 

圖圖圖圖3-17 獅象山農場獅象山農場獅象山農場獅象山農場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6、國道6號用地 

國道6號ᐉ越本計畫區北側，並設有東草屯交流道ᕵೣ穿越

人工湖區。此外，國道六號原計畫於草屯路段設置ԏ費ઠ，後

施工，僅預留連結之ۈ為國道6號東草屯停車場，目前尚未開ׯ

涵洞與用地，與計畫區間以道路及៓ํᆛ隔๊，現況詳圖3-18。 

Օଊ८ᣪჃ؆ᨠ!
Օଊ८ᣪჃནፖ!
!計畫南ೡሁء

ᅐွ՞ልۃჀΔՂֱഏሐ 7ᇆ!ᅐွ՞ልۃ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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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౻֢ೖ߫ᜤሐሁ! ࣟ౻֢ೖ߫用地現況!ࣟ౻֢ೖ߫ሁ!

 

 

 

 

 

圖圖圖圖3-18 東草屯停車場東草屯停車場東草屯停車場東草屯停車場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四四四四、、、、自然生態資源自然生態資源自然生態資源自然生態資源 

目前鳥嘴潭人工湖預定址多為農હ地，北側為國道六號及烏

溪流域，南側為北勢⌇社區及高ৡ約20公尓之高階地、次生林，

自然生態物種豐酢，其物種種類及分佈、開發之影響及保護對策、

未來保護鄤物種之ಞ性及棲地條件等資料。依據99年度之「鳥嘴

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陸域生態針對維管״

植物、ૉ里動物及穳蝶類進行調查ǹ水域生態則針對魚類、究ᛵ

ᖥن類、水生ܲᙝ、ੌ游動植物及附性ᝯ類進行調查。分別於

民國98年7月1~4日完成第1季調查，民國98年10月14~17日完成第2

季調查，民國99年2月26日~3月1日完成第3季調查，民國99年5月

4~7日進行第4季水陸域調查，並於5月10日補屌耐法作業。其相

關調查成果如下：  

(一一一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1、生態物種調查環境背景 

(1)調查範圍及釱ઠ位置 

陸域生態調查範圍為基地及其周圍外推500公尓，其中99

年度基地範圍較98年度往東延伸約400公尓，原本東北ف之次

生林調查範圍則մ減，使得外推調查範圍邊ࣚׯ至烏溪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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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態釱ઠ選定攔河堰址預定地以及攔河堰址預定地

上、下游共三處進行調查，98年度原攔河堰預定地位於國道

六號東草屯交流道Ջ側的國道六跨河段下游約400公尓處，第

2季(98/10)調查時因ವլረ風(98/8)帶來大量ࢫ水的ؑڇ，

河道ׯ變，使得原本釱ઠ2位置ݝఫᑈ成為無水狀態，因此

第2季調查時往下游移動約800公尓，99年度攔河堰預定地則

為國道六號東草屯交流道Ջ側的國道六跨河段上游約900ׯ

公尓處。調查範圍及各釱ઠ位置詳見圖3-19。 

 

圖圖圖圖3-19 生態調查位置圖生態調查位置圖生態調查位置圖生態調查位置圖 

(2)調查項目、日期及ᓎ度 

本計畫陸域生態針對維管״植物、ૉ里動物及穳蝶類進

行調查ǹ水域生態則針對魚類、究ᛵᖥن類、水生ܲᙝ、ੌ

游動植物及附性ᝯ類進行調查。分別於民國98年7月1~4日

完成第1季調查，民國98年10月14~17日完成第2季調查，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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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2月26日~3月1日完成第3季調查，民國99年5月4~7日進行

第4季水陸域調查，並於5月10日補屌耐法作業。 

2、生態物種調查結果 

(1)陸域植物 

調查記錄共發現植物93科271屬355種，其中60種喬木，

43種灌木，34種ᛯ木，146種草本，包含1種ี有種，3種特有

種，154種原生種，52種ᘜ化種，74種栽種。於植物型態上

以草本植物՞๊大部分(51.6%)，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鄦多

(54.4%)。 

ี特有植物方面，發現4種特有物種-小ఒ木ᖖη、ᆵ灣ص

ཱི、香ཱི及ᆵ灣㕙樹，其中小ఒ木ᖖη與香ཱི屬於台灣廣ݱ

分岄於中低ੇܘ的物種，分岄於人為υᘋ較少的次生林中，

ᆵ灣ཱིص與ᆵ灣㕙樹在調查範圍中則屬於人為種植。 

植類型及植物自然度方面，次生林(自然度5b)主要分岄

於調查範圍Ջ南側與東北側，受到人為ᘋ動無法進行自然演

醷，僅零醩分岄於各植及地勢ଥ之區域，林內物種以山

鄜、九ᄨ、Ոਯ野ਯ、岭η、土ஏ樹、न屐、相思樹、

廣東ݨਯ、ᚨ醑ਮ、羅尮ᡶ穡木、烏㪿、九ᨚ、構樹、ᓪ、

ᘓ、綠Ԯ等先ᖿ物種為主，林下則以山醻、ۄஇؾ、ᓪ船

花、大、ߙह花、ᚊ樹、野أϏ、ሌ合、ढ鄜、帶

ᡒᇂᑱ、ۤଭើ、光葉ᓪ羊等物種為主。果園(自然度3)主要

分岄於नỿ山一帶，以ᓪ為主，其他尚可觀察到三ࢊف、

݄、破岄η、ᘓ、พ݄、พ石ᄱ、木岢、綠Ԯ、鄜Ԯ、

香ᑴ園等。草生灌ᘀ與草生地(自然度2)主要分岄於烏溪南

側，物種為大、大花ࠍ豐草、լ非٥草、寬ᖀل、田、

ኹ葉尶、ᓪ就त、ଭঞ、ߙ♹、小㈻、आ尭草、๋花山ᑺ



 
 
 

 3-23 

空、羏ᛯ、⚐草、ᓪ羊、ކ尵ਥ等，並有構樹、ሌ合、山

鄜、ཿ、大ߙ等喬木物種之भ木醩生其中。農હ地(自然度

2)為本計畫區內鄦主要之植類型，主要為種植水稻、ᝳแ、

綠Ԯ、พन等，હ地周圍亦有香ᑴ、พ݄、穦霧、ԙ⩁等。 

(2)陸域動物 

陸域動物物種調查結果如下及表3-2： 

B/থ٢類 

共調查記錄到2目3科8種，其中ૌㆱ及耨科小ᛌ類(ଲ

耨、家㖲耨、小腹耨、溝耨、台灣Ԫㆱ㒬)出現在基地內

外農હ地與河周邊草生地，以ૌㆱ及小腹耨鄦為優

勢，小腹耨屬於台灣特有種，台灣Ԫㆱ㒬屬於台灣特有

٥種動物。 

C/鳥類 

共調查記錄到13目31科56種，主要有ᆧ鳥、翼色水㋴、

岭腹ઙᚊ、आ߷水ᚊ、⣄ઙᚊ、ᐪ咀、小環ᓍ咀、ᡳ醪㖝、

ᕚ㖝、ᇇᡴ、頭ᡴ、大岭ᡴ、小岭ᡴ、小ᡴ、中岭ᡴ、

、ᡴ，主要分岄於在計畫區內水田與溪流環境，以鄜鄐ڹ

आ耤及岭頭શ三種鄦為優勢，並包含台灣特有種(五色

鳥)、台灣特有٥種(醻三೩、大߷㖣、आ嘴㋱、岭頭

શ、醻背դ鄬、翼色水㋴、ᙇ畫࣭、山आ頭、小嘴畫

࣭、粉आᢝ嘴、頭৻׀៩、醪紋㖢៩、穿頭㖢៩、大卷

߷樹、醪ᓍ耤、Ԯᚊ、⣄ઙᚊ)、第二級保育類(大、׀

㖣、領ف、आὪ)、第三級保育類(ᐪ咀、आ׀դ鄬、翼

色水㋴)。大߷㖣與領ف主要分岄於開發在計畫區外Ջ南

側次生林，ᐪ咀則出現於計畫區內外休હ之ײ田與草生

地，翼色水㋴主要活動於烏溪主流的環境中，आὪ與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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դ鄬則屬屐ং鳥，主要活動於草生灌ᘀ地與農田等開ᗡ的

環境中。 

D/兩棲類 

共調查記錄到4科8種，所記錄到的物種ࣣ屬醭翬த見

物種，並以ᛶ⚯鄦為優勢。 

E/ݽᙝ類 

共調查記錄到9科14種，除醪ᓫ為不醭翬種外，其餘ࣣ

屬醭翬த見物種，並以⭚߁鄦為優勢，其中醬文ᇬ尮ᚹᇎ、

台灣草ᇎ、穮草ᇎ等為台灣特有種，ᓫ釖花為第三級保

育類。 

F/穳蝶 

共調查記錄到5科11٥科45種，所發現之物種均為台灣

Ջ部平原至低ੇܘ丘鄈醭翬த見物種，其中以蝶及緣點

岭粉蝶兩種鄦為優勢。 

(3)水域生態 

水域動植物物種調查結果如下及表3-3： 

B/魚類 

共調查記錄到8科18種，分別為台灣石魚賓、台灣ଭ口

魚、鄉尮ម⹎、高身小ᠦ⹛、羅ᅇ魚、Ֆ尮醽及、粗२后、

中華花ម、台灣ᠻ口ម、台灣間۟ݽម、里中華۟ݽម、

㋒魚、短ᖊ〦、台灣〦、ᚇ交ֆ魚、明潭֍䓄߁、ཱུ

֍䓄߁，均為Ջ部流域一般த見之物種。ᗋ包12ࡴ種台灣

特有種魚類，分別為台灣石魚賓、台灣ଭ口魚、鄉尮ម⹎、

高身小ᠦ⹛、Ֆ尮醽及、粗२后、台灣ᠻ口ម、台灣間ݽ

۟ម、里中華۟ݽម、短ᖊ〦、台灣〦、明潭֍䓄߁，

其中里中華۟ݽម亦為第三級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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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 特化及保育類動物調查結果表特化及保育類動物調查結果表特化及保育類動物調查結果表特化及保育類動物調查結果表 

野生動物 

種類 種 種數 

調查結果 

特有種 1 小腹耨 

থ

٢

類 

特化性 

特有٥種 1 台灣Ԫㆱ㒬 

以ૌㆱ及小腹耨

鄦為優勢 

特有種 1 五色鳥 特化性 

特有٥種 

18 

醻三೩、大߷㖣、आ嘴㋱、

岭頭શ、醻背դ鄬、翼色水㋴、

ᙇ畫࣭、山आ頭、小嘴畫

࣭、粉आᢝ嘴、頭৻׀៩、

醪紋㖢៩、穿頭㖢៩、大卷׀、

樹、醪ᓍ耤、Ԯᚊ、⣄ઙᚊ 

˨ 3 大߷㖣、領ف、आὪ 

鳥

類 

保育類 

˩ 3 ᐪ咀、आ׀դ鄬、翼色水㋴ 

以鄜鄐、आ耤及岭

頭શ三種鄦為優勢 

特化性 特有種 
3 

文ᇬ尮ᚹᇎ、台灣草ᇎ、穮

草ᇎ 

兩

ݽ

類 保育類 ˩ 1 ᓫ釖花 

兩棲類以ᛶ⚯

鄦為優勢，ݽᙝ類

以⭚߁鄦為優勢 

特化性 未發現特有種蝶類 蝶

類 保育類 未發現保育類蝶類 

以蝶及緣點岭粉

蝶兩種鄦為優勢 

C/究類及ᖥ類、水生ܲᙝ、ੌ游動物 

究類及ᖥ類共調查記錄到2科2種，為粗ᕫݡ究、小里

實ᖥ，種類相當ี少。水生ܲᙝ共調查記錄到8目16科，以

ᆛ石羟科較為優勢，其次為ࡧ⚬⭊科。ੌ游動物共調查記

錄到3門3種，分別為原生動物門的Պᙝ，窶形動物門的

ᖉ׀窶ᙝ，以及節ަ動物門的ᐓ罿類無節岆ᙝ，種類及數

量相當ี少，其中以原生動物門的Պᙝ鄦為優勢。 

以水質生物指標的物種組成來࣮，以強ऐԦ、中ऐԦ

物種為主，及依據ޖᝯ種類及數量ղ別水質狀況，顯示水

域水質為中度Ԧ度程度，屬中ᆭ水性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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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水域植物 

ੌ游植物共調查記錄到3門21種，種類及數量以金ᝯ門

居多。附性ᝯ類2門1:種，以Hpnqipofnb tq/較為優勢，

水質ղ別屬中度Ԧࢉ。 

表表表表 3-3 水域生態調查結果表水域生態調查結果表水域生態調查結果表水域生態調查結果表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科數科數科數科數 種數種數種數種數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12 種台灣特有種魚類，分別為台灣石魚賓、台灣ଭ口魚、鄉尮

ម⹎、高身小ᠦ⹛、Ֆ尮醽及、粗२后、台灣ᠻ口ម、台灣間

 ߁ម、短ᖊ〦、台灣〦、明潭֍䓄۟ݽម、里中華۟ݽ

魚類 

7 17 

里中華۟ݽម亦為第三級保育類 

究類及ᖥ類 2 2 粗ᕫݡ究、小里實ᖥ，種類相當ี少 

水生ܲᙝ 7 16 以ᆛ石羟科較為優勢，其次為ࡧ⚬⭊科 

ੌ游動物 3 3 種類及數量相當ี少，其中以原生動物門的Պᙝ鄦為優勢 

ੌ游植物 3 20 以金ᝯ門居多 

附性ᝯ類 2 19 以 Gomphonema sp.較為優勢 

3、開發行為及工程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 

(1)對植生態上的影響 

工程開發對當地植生態雖不ठ於造成植物物種๊ྐ，

但將造成部分動物棲地減少或是१物來源失，並ॐ使動物

往周圍環境移動。 

(2)對陸域動物的影響 

本計畫調查到的保育類動物中，大߷㖣與領ف以自然

度較高之次生林地為棲息環境，未來工程對於羳區不至於造

成破壞。आὪ、आ׀դ鄬與ᓫ釖花則以草生灌ᘀ地為其棲息

環境，工程進行岊會減少棲地面ᑈ，但आὪ與आ׀դ鄬窾移

能力٫，可移動到周圍υᘋ較低的棲地，ᓫ釖花出現於開發

範圍外，但可能於穿越棲地過程中因來往之工程車輛而ԝ

Ϋ。翼色水㋴主要棲息於烏溪沿岸，施工對其的υᘋ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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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水域動物的影響 

為避免興建攔河堰影響烏溪下游之流量及下游河段魚類

等水域生物之生存與棲息，本計畫堰型以維持上下游河道穩

定、減少ؑఫ量及水不影響上游防ࢫ為考量，ڰ定堰以低

࿖化為原則，堰型採用ᘣ岄階梯式，並將攔河堰堤部及ࡷ流

墩部之各頂點連接之ޔ線，形成計畫河ᕵ斷面，並設置ᘣ

岄式魚道，寬8公尓Ø長66.1公尓，提供魚類等水生生物上ྉ之

路৩。 

4、環境保護對策 

(1)原生物種的應用 

在考量對於生態系衝擊鄦小之下應因循自然演醷之過

程，如有綠化工作時，應以原生物種作為鄦優先考量，尤其

是以當地地區附近的植物，以達到適地適木之原則。 

(2)植栽建議樹種 

植栽栽種方式應使用多層次的種植方式，植物種類也應

多樣化。屮外針對於鳥類的१用栽植，可栽植山鄜、九

ᄨ、構樹、小葉ਬ、ክ樹、न屐、ླྀఘ、岭樹、岭㪿、岭

η、Ԣࢌ、九ᨚ、Ԙ樹等木本植物ǹ灌木類可栽植有羅尮

ᡶ穡木、月ᐊ、অ過之小葉ਬ、構樹、山ఙ等植物。此

外屮可在林緣栽植草本植物五節ؽ、ᝳ羋，以上之岵本科之

種η植物可供鄐科及耤ᗷ科的鳥類作為來源。 

(3)फ़低對保育物種之υᘋ 

開ᗡ平原及ײ田為ᐪ咀的鄹好棲地類型，故本計畫開發

勢岊減少ᐪ咀的棲地面ᑈ，ॐ使ᐪ咀酦פ其他醷代棲息地。

其餘物種均棲息於台灣地區低ੇܘ原生林至次生林以及清ృ



 
 
 

 3-28 

的溪流水域棲地，因此未來ऩ有開發行為，如Ֆ保留本區類

՟的環境及फ़低υᘋ將是保存保育類動物之關ᗖ。 

(二二二二)保護鄤物種保護鄤物種保護鄤物種保護鄤物種棲地復育棲地復育棲地復育棲地復育 

人工湖開挖及建設完成後，對既有的生物棲地將造成破壞，

因此未來應以生態補償制度為理念，於基地內多增加綠地空間及

創造焦點動物(保護鄤物種)棲息及移動之場所為目標，以做為補償

措施。例如本計畫區內主要的焦點物種為兩棲類、小型থ٢類及

鳥類，1ɴ10公尓寬之喬木及草本植物所覆ᇂ的地表將有շ於೭٤

動物的棲息及移動。 

由前述生態調查結果可知，計畫區內發現不少保育類物種，

分佈情形如圖3-20，往後之環境營造規劃，水域動物於取水工開

發時已規劃魚道提供游路৩，故未來環境營造階段將以兩ݽ

類、鳥類及থ٢類為主要復育對象，依據各種生物之棲息條件及

ಞ性而進行設計。 

1、兩ݽ類棲地復育條件 

兩ݽ類對環境的要求不高，大部分לԡ程度尚可，岭天多

鄹棲息於植物罵落ۭ層或石୴、ݝ洞、排水管、水流較穓或不

流動地方，故多Ͼ質及ዊ濕的空間鄦適合兩ݽ類棲息。 

2、থ٢類小動物棲地復育條件 

可規劃樹林、灌ᘀ、草澤地等不同的植物社會以提供各式

棲地環境，並配合地形，考量生物窾移و廊做法，竿量保留穓

衝綠帶，以不規則ᒯ竽狀留設，提供থ٢類小動物棲息、१、

翚ᙒ之環境，並作為視景觀之遮穤。 

3、鳥類棲地復育條件 

計畫區內笭有數種ี有或த見鳥類，由於部分鳥類ಞ性尬

較௵感，原棲地與醷代棲地的位置及ຯ離不是鳥類選擇的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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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安全ᗦஏ度高低ک棲地的類՟性才是第一選擇，如釂林

或草澤地帶可提供鳥類休息کᕷ釕棲地、種植綠㕨以隔๊人類

活動的υᘋ、關鄆非岊要的路ᐩ、不過度建設、不在鳥類ᕷ釕

期間除草及動工等。 

 

圖圖圖圖3-20 保護保護保護保護類類類類物種分佈物種分佈物種分佈物種分佈圖圖圖圖 

五五五五、、、、人文環境特色人文環境特色人文環境特色人文環境特色 

就地理環境而言，草屯鎮位於南投縣交通動線的ࠒ酉、是南

投縣的進出門戶，笭有๊٫的地理位置，因而造就草屯鎮豐酢的

鄉土文化與人文特色，人流與車ዊ多為過路型旅客，ऩ能整合

觀光資源、地方產業、交通路ᆛ、人文特色，將有շ於草屯地區

未來發展，ᘍಥ過去依附性格的發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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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草屯鎮鄉土文化草屯鎮鄉土文化草屯鎮鄉土文化草屯鎮鄉土文化-稻草工藝稻草工藝稻草工藝稻草工藝 

究草屯鎮之發展歷史，鄦初於道光十二年(Ջ元1833年)彰化

縣ד翜草屯鎮內有新ຉ、ᙑຉ(北投)、草鞋墩等20個村ಷǹ至道光

初葉，原為域內鄦大平聚落之北投社，已ᅌ形成ᅇ商之新

ᙑ兩ຉ，且為四周農村聚落之交易中心ǹ至日據時代之ؠᅾ與內

山之開發，當地交通十字路口之草鞋墩ِೲ興起，北投ຉಖ૰༾

成一農村聚落。草屯鎮ᙑ峮「草鞋墩」Ώ因ܯ日盛產草鞋而得峮，

據Ƞ草屯鎮דȡ中所記翜：「草屯ຉ區，位於ࣧ地東緣山，為

出入內山之中，其餘ཧܗ笘ࡷ、ޣϻ、商旅之出入門戶地點，峾

為醢棄新ᙑ草鞋之地，日ᑈ月ಕ，草鞋成墩，故得稱。」 

隨草鞋的醷代品興起，稻草製品遭到ి؎，草鞋墩的稻草

工業也ᅌؒ落，目前由草屯鎮公所結合國岷工藝研究所(詳圖

3-21)、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南投農田水利會等組織共同每年都

會舉辦稻草文化節，合南投縣內多藝術家共同創作，將稻草

與藝術文化結合，窛ϒ稻草不同的生ڮ力，並透過稻草工藝文化

館進行文化資產推廣、自然生態保育及體驗、稻草工藝推廣、社

區營造、出ހ草鞋墩相關屔物等，ո力推動稻草工藝之創新與研

發，成為全國稻草工藝之ڂ範，峘酄起೭個屬於草屯的層Ԑ記笧

與歷史。 

 

 

 

 

圖圖圖圖3-21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 
資料來源：中正 E 報、中華日報 

౻֢.ᒟ౻ՠᢌ文֏塢Δ展נ२期ᒟ౻ՠᢌᤁ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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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產業經濟產業經濟產業經濟產業經濟 

草屯鎮之產業以農業為主，其農特產有花屝、ᘓ、水稻、

葉、羒、आ岤穣、݄、尕Ջ⏯、⽋Ϙ等，土ᝆؔޥ，水

利灌溉設施完善。除農產品外，目前亦加強辦理經濟花屝栽產

銷工作，栽面ᑈ合計85公鄖，其中以ދᅧ、尰花、玉ើ花為

大ے，ᚈ屐、南、新豐地區為主要產地，品質優良。 

農業發展除持續發展原有之農特產品，配合南投縣整政府之

自行車道觀光路線，串連現有之農產資源、人文特色資源及地方

產業，配合路線發展觀光農園，提高草屯鎮農產之吸引力與ᝡ爭

力(詳圖3-22)。 

 

 

 
  
 
 

圖圖圖圖3-22 農業發展現況照片農業發展現況照片農業發展現況照片農業發展現況照片 

(三三三三)百百百百年層圳年層圳年層圳年層圳 

本計畫區內ᇊ⤝ᒱ綜的灌溉圳路，為草屯地區開ᢜ268年(Ջ

元1743年)之百年層圳「北投新圳」，亦為南投農田水利會鄦Ԑ開

發完成之圳路，取水量Q=4.65CMS(岷方公尓 /ࣾ )，灌溉面ᑈ達

1,923公鄖，是草屯地區灌溉面ᑈ鄦大，影響鄦深ᇻ之圳路，亦是

草屯農業發展鄦重要推手。 

北投新圳原稱「ᓀ圳」，於清醹ଳໜ8年(1743年)，由北投พ

社頭目羏ວࠧ委窊ᅇ人池良生։開ᢜ創設。圳路由烏溪鳥嘴潭起

堰沿南岸開圳，在नỿ山開ᢜས渠600餘尓導入草屯平原地區，出

口圳路分上下二圳༸線總長9,619公尓，尟線7,156公尓，灌溉草屯

合自۩߫ሐΔ發展ᨠ٠ል合自۩߫ሐΔ發展ᨠ٠ል
౻֢ฐข౷ࣤ! 合自۩߫ሐΔ發展ᨠ٠ል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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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一千餘岪田地。其後，經圳路শ༞྄ཞ、921大地竘等，多次

整ݯ及অ復，後由南投農田水利會辦理༸線美化工程，配合北勢

⌇社區周邊環境ׯ善，設置水車、木作ឯ、ᅵ穦池九座、生態

池及ᔍ水池等，ᕇ得當地居民ཱུ大之響，並自願認養照護，

成為北勢⌇社區重要的居民休憩據點。此外，南投農田水利會為

推廣水利建設成果及水圳文化，自2008年起每年均舉辦北投新圳

文化導覽及歷史之旅，帶領民眾進行水利與人文參訪。 
 
 
 
 
 
 
 

 
 

圖圖圖圖3-23 北投新圳灌溉渠道北投新圳灌溉渠道北投新圳灌溉渠道北投新圳灌溉渠道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六六六六、、、、景觀美質評估景觀美質評估景觀美質評估景觀美質評估 

本計畫區內之景觀元素以農હ地、果園、自然山林、ᗡ葉林

帶、ᚇ生地為主，南側為高階地完整生態綠帶，景觀美質良好ǹ

其次為田間農路、៓岮ࡂ等硬體結構ǹᇻ景可見北側及Ջ側之न

ỿ山與九九峰等自然山景。但因國道6號及其聯絡道位於計畫區

內，大面ᑈ橋墩結構及量體造成視衝擊、景觀不協調等狀況ǹ

北側有高壓耐塔座落，南側可見納ମ塔及3-4層ኴ建物。此外，未

來開發之人工湖圍提亦會增加大面ᑈ之量體，फ़低整體環境之景

觀美質，因此未來應盡可能提高景觀優勢ک減穓負面影響，考ቾ

所有可能的穓ک措施，如利用植、地形、結構技術以遮穤開發

的不良視υᘋ，且應避免與周圍環境不協調的材料、形式所造

成的不良視影響。 

3119 !社區Օᖂᨠڣ 北投新څᙞሐנՑ! 計畫區փᥒڅሁ及ሐ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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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評估控制點之選取，以道路可及性、活動聚處、特殊

景觀價值區、鄦٫視望區、視野交᠄處等條件，選擇八處視

景觀控制點，作為景觀資源評估之基礎，評估結果詳表3-4、表

3-5。 

 

 
 

圖圖圖圖3-24 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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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4 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1/2）））） 

景觀ຯ離景觀ຯ離景觀ຯ離景觀ຯ離

及方向及方向及方向及方向 
控制點控制點控制點控制點 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 

Ջ側 

(ᇻ景) 
A 

1.近景為農田及草生地，ᇻ景可見नỿ山之山景，綠色田野、山

景景觀کᒋ度高，नỿ山並具有自然生態資源之代表性與ᐱ特

性。 

2.ᇻ景之聚落建築物、大乘金寶塔等硬體結構，破壞景觀之کᒋ，

破壞整體景觀，但因ຯ離較ᇻ，影響程度較輕༾。 

 

東北側 

(ᇻ景) 
B 

1.北側ᇻ景為自然資源ᐱ特性高、並具有代表性之九九峰山林景

觀，景觀較為特殊。 

2.九九峰前有國道 6 號ᐉ跨，且有多處高壓耐塔座落，視景觀

之کᒋ性及完整性受影響。 

 

北側 

(中景) 
C 

1.ᇻ景為九九峰自然山景，近景為農હ地、果園、草生地等自然

較高之田野景觀，因此景觀之視序列變化性較高，並具有九

九峰資源之ᐱ特性。 

2.岂側可見國道 6 號岀大的結構物ᐉ岽，整體視景觀受衝擊。 

 

東北側 

(ᇻ景) 
D 

1.計畫區北側臨烏溪可見完整的九九峰山林，景觀組成元素完

整、کᒋ度高。 

2.烏溪河域與九九峰之ᙔ綠帶空間具有高度之生態ᐱ特性及代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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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2/2）））） 

景觀ຯ離景觀ຯ離景觀ຯ離景觀ຯ離

及方向及方向及方向及方向 
控制點控制點控制點控制點 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景觀美質醒述 

東北側 

(近景) 
E 

1.完整的農田景觀及ᇻ側山景，沿農路可感受視序列之引導

性，整體景觀元素完整کᒋ。 

2.北側沿線可見高壓耐塔，但因ຯ離較ᇻ，景觀美質影響較小。 

 

北側 

(中景) 
F 

1.北側九九峰山林具生態資源ᐱ特性與代表性，且國道 6 號為平

面路堤形式，影響較小ǹᇻ處可見高壓耐塔林岷。 

2.近景地形平ڶ，以農હ地為主，視序列較無變化，但北側山

林景觀可提供指引性，增加視景觀變化。 

 

Ջ南側 

(近景) 
G 

1.於計畫區東側，以果園、稻田、ྕ࠻、綠帶為主要景觀元素，

整體視景觀کᒋ且具變化性。 

2.南側高階地之綠帶具有生態資源之ᐱ特性。 

 

東北側(中

景) 
H 

1.於計畫區東側攔河堰計畫位址，可觀賞完整之烏溪與九九峰之

山林水色。 

2.國道 6 號高架橋窗岷於北側，未來計畫區之攔河堰亦將ᐉ跨烏

溪，雖具視引導性，但量體外觀生硬，造成負面的視υ

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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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周邊遊憩資源分析周邊遊憩資源分析周邊遊憩資源分析周邊遊憩資源分析 

本計畫區位於草屯鎮東北側，鎮內峮的觀光景點有九九峰

自然保留區、ᚈ十峨橋、聂南八ړ稼、ฦᛁ書ଣ、ཁቺ等(分佈

如圖3-25)，南投縣政府亦於民國94年於草屯鎮內規劃及設置三條

自行車路線串連此٤景點，總里程約為38.9公里，沿不同路線可ݒ

賞到草屯鎮不同的景色，體驗不同的風土民情。各遊憩據點環境

特色、自行車道路線說明、既有的遊憩活動現況詳述如下： 

 

 

 

 

 

 

 

 

 

 

 

 

圖圖圖圖3-25 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 

(一一一一)周邊遊憩據點周邊遊憩據點周邊遊憩據點周邊遊憩據點  

草屯鎮遊憩資源相當豐酢且多樣，可分為歷史層ᙬ、ے教崏

ቴ、藝術文化、休閒農園、自然山林景觀五類，詳見表3-6、表3-7、

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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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1/3)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ኦᄪ 

ኦᄪ為三級層ᙬ，本座北醹南，為帶護

ᓪ之三合ଣ格ֽ，門外為月࣭池，ኴ分內外

ᶘ、中及後ଣ，內花木ᕷ盛，ࣿࡾ兩季

花香漫。建築以መ南統為基本，加以Ջ

լ風格，更融合日式建築造型、建材ࢶ尕ࢩ

與工藝，為當代鄦具特色的指標建築。 
 歷史

層ᙬ 

聂南 

八ړ稼 

聂南八ړ稼建於民國 44 年，ᑄ稼ࡂ頂অ耟

成八༧௹坡面形成八ف型，因而稱為「八ړ

稼」，是中台灣僅存的層Դᑄ稼，具有相當

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具ᑄ稼業代表性、文化

性、觀光性與教育性，是南投之寶文建會亦

非த重視，現Ϟ聂南稼業公司運作中。 
 

ฦᛁ書ଣ 

ฦᛁ書ଣ創建於清道光 28 年，又峮文ܱ

ઐ，主ޘ文ܱࡆ։，為草屯第一座學，民

國 74 年經內政部列為國家第三級層ᙬ，所

保有的文物相當豐酢。其位於ᒩᗡ的稻田

中，相當層ᐆࡉ，是多學ηࣹ求考運的重

要地點。 
 

ཁቺ(十

九ᓪࢊ) 

ཁቺ位於草屯鎮南側߁山頂，外形如同一

個ޮॹ的羌ᝳ因此又稱「羌ᝳቴ」，ቴ身以

塑的ᓪ為雕耟並以ᗲआ色為ۭ色，設計融ݝ

合統建築特色且ᕷ複，且ቴᶘ岂前方的護

國天ࢊ高達 30 公尓，ۭࢊ基座為आ色穦花

Ԏ，頂ᆄ是持ృ݄࢛的觀世音ᙓ岷

耰，代表對ᇇ生的ཁ酽為ᚶ，ࢊη上有 19

條ᓪک 18 羅ᅇ的塑耰，ڹఁ時ᓪࢊ的ᓪ

會放出光ؽ，成為草屯東方鄦明顯的地

標。 

 

 

教ے

崏ቴ 

鄉府將ै

ቴ 

「鄉府將ैቴ」創建於清ଳໜ年間，供ں的

主ઓ是ঞ代開ᄼ罶尸鄉元光將ै，原係ᅽ建

ᄼԀ居民的崌護ઓ。羳ቴ՞地寬廣，建築也

是酢ࣤ，ࡂᛞԔૉᐪ׀式，兩ᆄ高ᖅ崐

ᙋ，顯示出華南ے教建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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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7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2/3)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國岷台灣

工藝研究

所發展中

心 

於民國八十八ׯ制為「國岷台灣工藝研究

所」，ᗧ屬於行政ଣ文化建設委會，以發揚

台灣工藝特色文化，ᐟᓰ設計創新與文化產業

發展，養國民生活工藝素養、美化人生並ߦ

進國際工藝文化交流為主要目標。 

草屯鎮稻

草工藝文

化館 

館內主要以展示各類工藝品，如稻草、植物

Ԯ編等工藝品，尤以稻草工藝為主要展示、ࢉ

工藝。亦有工藝之教學課程及其他相關展演活

動，希望吸引更多地方聋體與在地藝術家進行

藝術創作、展示。 

南投水利

會土ࠤ工

作ઠ/農

田水利教

育園區 

園區主要以ᓪࢨ圳相關設施配合解說完整և

現，並開放供民眾參觀及學校戶外教學，讓民

眾體會農田水圳對農業之重要性。同時園中並

設有ᓪࢨ圳文物展示館，ᇆ羅展示相關文件笐

物與ᓪࢨ圳開ܗ史珍文紀錄。 

藝術

文化 

岭ྙ؝天

ல博物館 

以天然ڻ木為ମ༸之天ல博物館，展出ል雕、

ዟ作品、木藝、戶外公共藝術等作品。博物

館內ᇆ台灣全࣪各樹林之ᆒ華，透過岭ྙ؝

之ᐱ特技法創作，և現木頭之型態、紋理，強

調自然樣貌，，透過௵竎的觀察，化為屌滿生

力的天ல作品，因此ᢌ៉為「天雕」，目ڮ

前以展出岭ྙ؝作品為主，參觀採事先預約

制，並將由岭ྙ؝親自接ࡑ導覽。 

ໜ綜合ݒ

農場 

ໜ休閒農場兼具生產、休閒、自然教育之功ݒ

能，農場內以大型的香⏯種植場為主要特色，

園區大ठ可分為⏯類體驗區、玉ើ花體驗區、

草岮區、水生生態區、ོክ平台區等，是生態

教學的良好去處。 

休閒

農園 象ሷ山釞

ଷ園/

達ነ山ಷ 

象ሷ山釞ଷ園/達ነ山ಷ前臨烏溪與鳥嘴潭

人工湖相對，岂緣象ሷ山，區內包含生態休閒

園區、ሌ河木ࡂՐஎ區、ដ٢石洞、Ժ៛營

區、各種達ነ石雕等，為Րஎ與休閒複合式的

釞ଷ山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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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8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3/3)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九九峰自

然保留區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形成Ώ因地釖變動ک造山

運動，加上外部環境ቃਗ਼的ߟᇑ、風化ک୴

ᑈ作用所形成，據說共有 99 個崐峰ཱུ為֧觀

而得峮之。歷經 921 大地竘，原本ߙᆧ的山

林在目前已成為Θ削狀，雖然不同於ܯ日但

其景觀仍保有特殊價值。 
 

ᚈ十峨橋 

ᚈ十峨橋ᐉ跨烏溪上，是目前台灣保存鄦為

良好、鄦長的峨橋。峨橋兩側笭有岭色橋頭

以及आ色的橋身，建在山林間顯得更加突

出，往上游方向࣮ᗋ可ᇻ九九峰美景，橋

下溪ك旁亦設置Α休憩థ亭與自行車道，吸

引多民眾ଷ日時前往休閒窫ߙ。 
 

自然

山林 

 頂ઓ木ڳ

又稱為七股ઓ木，相ᓪ科率人自聂義

北上入笘，七人合股笘而得峮七股，樹ស

1600 年，樹圍 8 公尓樹高 32 公尓，݄葉ᕷ

प，周邊目前已規劃景觀休憩設施，為地方

居民悠閒ಠ天、ݰૡ之所在。 

 

(二二二二)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  

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分為A(耈ቧ溪-八ړ稼線)、B(國

家藝術村線)、C(߁山線)三大系統，各路線說明、環境特色及可串

聯之遊憩據點詳述如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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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9 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路線說明路線說明路線說明路線說明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串聯景點串聯景點串聯景點串聯景點 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A 

வ玉屏路與耈ቧ

溪交會路口延耈

ቧ溪兩側延伸至

八ړ稼(酢頂路

與耈ቧ溪口

溪)，與 B、C 線

相連結，可成一

環線 

此路線主要是利

用耈ቧ溪溪畔兩

側的河堤路規劃

為自行車道，沿

地勢平穓，視野寬

廣，兩側多為田

園、Ր崍，亦有

園ᓓ 

� 草屯鎮稻草工

藝文化館 

� 國岷台灣工藝

研究所發展中

心 

� 聂南八ړ稼 
 

B 

起於八ړ稼，延

耈ቧ溪排水兩

側、ߙ屄巷、台

14 線往東，延平

林橋(自行車專

用道)跨越烏溪

至北岸平學路

(投 20)、台 14

線連結至國ۉ鄉 

平林橋以Ջ的路

線主要是利用耈

ቧ溪排水旁及聚

落間的小巷規

劃，道路及視野較

為ઞ。平林橋以

東又稱為ᚈ屐觀

景自行車道，路面

竊有彩色ᛅߙ，兩

側為觀光果園，此

路段具優美景觀

條件可觀賞九九

峰地景及田園景

觀。 

� 草屯鎮稻草工

藝文化館 

� 國岷台灣工藝

研究所發展中

心 

� 聂南八ړ稼 

� 岭ྙ؝天ல博

物館 

 ໜ綜合農場ݒ �

� 九九峰自然保

留區 

� ᚈ十峨橋 

 
 

 

C 

வ台 14 線與酢

頂路路口延酢頂

路至山頂(ڳ頂

ઓ木)，峘延南ڳ

路至與台 14 線

交會路口，亦可

與 B 線相連結，

可成一環線 

此路線主要是利

用߁山東北側既

有的鄉道規劃為

自行車道，地勢起

峉變化大，ࡷ笫性

較高，沿為田園

山林景色，且有觀

景平台可望草

屯鎮市區及平原

之景色 

� 草屯鎮稻草工

藝文化館 

� 國岷台灣工藝

研究所發展中

心 

� 聂南八ړ稼 

 頂ઓ木ڳ �

� 鄉府將ैቴ 

� ཁቺ(十九ᓪ

 (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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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遊憩活動現況遊憩活動現況遊憩活動現況遊憩活動現況  

1、工藝稻草文化節 

工藝稻草文化節為南投農田水利會與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

共同舉辦的農田窦味ᝡᖻ活動，由於ݝ地ᝡᖻ窦味性高，每年

吸引大ץ民眾、學η參與，穥為地方盛事。大會除進行ᐟਗ਼ᝡ

ᖻ項目外，屮於ᝡᖻ場地周邊設岷ᔍݝ區、稻草遊ᔍ場、稻草

DIY、水田三生ᚃ關活動、農田水利成果展示、農特產品展售、

鄉土工藝製作等多項活動(詳圖3-26)，未參與ᝡᖻ之民眾，亦能

ᚂ家前往體驗ᔍݝ、草編及窬窫ᓪମ水車之窦，參與年度文

化盛。現場ᗋ有窬水車、ᔍݝ區、稻草遊ᔍ與工藝體驗、水

利灌溉設施復建與多功能使用影耰資料成果展，讓民眾Α解現

代農業的多元發展。 

 

 

 

 

圖圖圖圖3-26 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  

2、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 

北投新圳為南投農田水利會鄦Ԑ開發之圳路，是草屯地區

灌溉面ᑈ鄦大、影響鄦深ᇻ之圳路，水圳之功能與風貌隨社

會發展與Ր民需求而不斷演變，水利會希望透過活動之舉辦，

讓參與民眾能深入認識北投新圳及其灌區開發歷史、文化及自

然生態，Α解前人⬸路ᝣᕰ，ܖ醽的ᖑٌ，進而重視水資

源，尊重自然並珍惜鄉土資源。 

此活動之內容主要是由水利會引導解說北投新圳興建অ復

水利ࠤ末及歷史，並參訪草屯北勢⌇生態穦花池、草屯土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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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園區及水利文物館、霧峰ߓ霧一圳渠२工及頂࠾כ圳水

車、草屯三級層ᙬฦᛁ書ଣ、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等。 
 
 
 
 
 
 
 
 
 

圖圖圖圖3-27 2009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四四四四)與本計畫關聯與本計畫關聯與本計畫關聯與本計畫關聯  

人工湖未來開發後，區內自行車道可與既有自行車道A、C路

線相連結成屮一環線，發展為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題之體驗路৩，

且北投新圳流經計畫區南側，未來亦可與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

之旅、工藝稻草文化節等活動相結合。 

八八八八、、、、地方意見調查地方意見調查地方意見調查地方意見調查 

(一一一一)地方說明會意見摘要地方說明會意見摘要地方說明會意見摘要地方說明會意見摘要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於98年12月15日於

南投縣草屯鎮北勢⌇岛安文教中心辦理地方說明會，參與ޣ包

含民意代表及民眾等二百餘人，對於本計畫提出多項建議。由於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之主要目的Ώ提供南投及彰化地區之民生用

水，為單一目標使用，為避免影響水質，針對社區說明會所提議

之水上、陸域遊憩活動等，ࣣ考量水質Ԧࢉ之問題，因此需列

入環境整體營造之規劃工作項目內，並詳細討評估。針對環境

營造部分之意見如下： 

1、是ց考ቾ增設觀光設施吸引觀光客，提供居民作休閒活動，

以及ೡ賣商品供應生活經濟。 

2、是ց能留一個湖區給居民發展水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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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可建岷水資源博物館之類的觀光景點吸引遊客，才能帶

動此地的發展。 

(二二二二)社區領袖訪談社區領袖訪談社區領袖訪談社區領袖訪談  

本年度環境營造之專題工作，Ώ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

性規劃第一年度舉辦之地方說明會內容及居民意見、期初審查會

委意見等，進一步進行地方訪談，詳以瞭解地方之需求。 

本次訪談時間為民國::年5月28日，訪談對象以本計畫區所在

之北勢里領袖，包含經ሱ議、林ݓ里長、ࢫ村થ理事長、

以及部分地方居民，於北勢里長Ր處進行訪談（訪談記錄詳附錄

三，詳圖3-28），討論之問題主要為土地ቻԏ與觀光遊憩需求，

意見摘要如下： 

1、觀光遊憩需求：希望能有部分湖區可提供觀光、遊憩功能，

回㎸給地方居民參與經營，鄦好可提供81公鄖以上土地，讓

居民經營管理。 

2、土地ቻԏ問題： 

(1)針對土地ቻԏ之農民，是ց能保留自હ農身份ǻ 

(2)土地ቻԏ費是ց考ቾ尬照「小地主大՝農」方式，由政府以

ચ翎方式܍ચ用地，每年提供休હ補շ，除可保留農民身

份，亦可維持農民部分ԏ入。 

(3)北勢⌇地區公告地價ୃ低，ቻԏ費用不足以提供農民屮農

地હ作，可ց協շ調整地價。 

(4)自G池至烏溪橋河段之河川ݯ理計畫線較ୃ南側，建議調整河

川ݯ理計畫線，其餘用地ջ可作為人工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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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3-28 地方領袖訪談照片地方領袖訪談照片地方領袖訪談照片地方領袖訪談照片 

3、社區意見綜合回覆 

經社區說明會以及訪談之資料顯示，社區居民主要關心之

議題為土地ቻԏ與觀光遊憩兩個面向，然本計畫人工湖為民生

用水之單一目標使用，針對社區之問題與需求回覆如表3-10。 

表表表表 3-10 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 

地方意見彙整地方意見彙整地方意見彙整地方意見彙整 初步初步初步初步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觀光遊憩需求觀光遊憩需求觀光遊憩需求觀光遊憩需求 

1.規劃觀光及遊湖之湖域，並導入觀光

與遊憩活動。 

觀光及遊憩在不影響人工湖蓄水功能

及符合相關法規前提下，可評估導入低度開

發之觀光遊憩活動。 

預計可於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高架段

下方，以不影響橋體與人工湖安全為前提，

評估導入適當之觀光及休憩活動。 

土地ቻԏ及用地問題土地ቻԏ及用地問題土地ቻԏ及用地問題土地ቻԏ及用地問題 

1.計畫區內土地ቻԏ之模式，以及公告

地價ୃ低問題。 

人工湖用地目前均以ቻԏ為主，ऩ土地

ቻԏׯ以ચ翎之方式，初步評估ચ金費用ϼ

低，可接受度也較低，ە峘評估。 

公告地價問題已上և給南投縣政府，需

等ࡑ縣府辦理。 

2.ቻԏ土地之農民是ց可保留自હ農

身份ǻ 

自હ農身份鄺失之問題為全國一體適

用，需要透過岷法ଣ及經濟部等各部會，共

同研商本問題。 

3.烏溪ݯ理計畫線是ց調整ǻ 
烏溪ݯ理計畫線計畫由水利規劃試驗

所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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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民意調查民意調查民意調查民意調查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民意調查依調查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調查

方式，共分為地方意見領袖訪談及一般民眾與土地所有人問卷

調查，地方意見領袖訪談為瞭解影響度較高之意見領袖對鳥嘴潭

人工湖水源開發之意見，訪談時間為民國99年8月23日至9月1日，

共訪談13位地方領袖。一般民眾與土地所有人問卷調查則為瞭

解地方民眾及受影響較深之土地所有人之࣮法及意向，調查時

間至民國99年9月30日尩，一般峮眾共299份問卷，土地所有人

共35份，做為提供後續計畫推動參考。 

依據99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屌地質調

查、釱量暨民意調查」之調查（詳附錄五），針對社區意見訪談

及問卷調查初步成果如下： 

1、初步瞭解地方領袖對本計畫多持尟持之࣮法，惟依各單位相

關意見，本計畫建議後續工作對(1)不ཞ及農民益(農保

問題)(2)土地竿量以較高ቻԏ價格ቻԏ(3)ֽ部開放湖區(屮

設帶狀遊憩湖)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4)建堰後

防ࢫ能力有強力說明(5)其他，如確保水利會水並對下游

保留水量ᅖᅅϒ以增加、攔河堰上游履側羒園వ水問題、

環境生態補償及彰化、南投供水尬例等，進行深入研究及溝

通。 

2、本計畫之ϸ對ᖂੁ多源自於土地所有人，因ቻԏ農地將造

成農保身份鄺失，ཞ及既有益，且土地ቻԏ如依目前公告

現值ቻԏ，部份農民認為價格ϼ低，ᜤ以接受，且後續生計

不知羳如Ֆ維ᛠ，故如要利推動本計畫，仍需對上述問題

進行多方面溝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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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土地所有人之問卷調查，八成以上知道本計畫，主要

由地方說明會與親ܻ好友處得知，並且分別有46ʘ認同本計

畫可營造生活環境美質ǹ41ʘ認為開放人工湖會影響蓄水水

質ǹ38ʘ認同人工湖有շ於發展觀光產業ǹ54ʘ認同人工湖

導入觀光產業，所帶來之人ዊ將影響日த生活ǹ僅18ʘᜅ成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41ʘ為有條件ᜅ成，不ᜅ成ޣ亦有

41ʘ。 

4、針對一般民眾之問卷調查，6:ʘ民眾知道本計畫ǹ55ʘ的民

眾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ǹ32ʘ民眾認為應羳發

展休閒觀光產業作為補շ回㎸、29ʘ及25ʘ認為應補շ地方

建設及提供行政資源ǹ4:ʘᜅ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2:

ʘ為有條件ᜅ成，不ᜅ成ޣ僅՞1: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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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肆肆肆肆章章章章 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 

一一一一、、、、發展潛力與限制評估發展潛力與限制評估發展潛力與限制評估發展潛力與限制評估 

(一一一一)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 

鳥嘴潭基礎工程之設計ޔ接影響本計畫之發展，故列表討

基礎工程各項目對本計畫發展之限制及條件，做為後續各項工作

進行之依據，詳表4-1。 

(二二二二)SWOT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SWOT分析原屬於峐業管理理論中的一種策略性規劃方法，主

要在考量峐業內部條件的優勢ک峟勢，是ց有利於在產業內ᝡ

爭，及峐業外部環境的機會ુ࠶ک，來討產業未來情勢之演變。

SWOT 分析技術主要分成兩部份，ջ內部分析與外部分析，內部

分析的目在於Α解分析本身的強১處，而外部分析則在於Α解外

部環境所造就出來的機會與ુ࠶，此一思維模式可ᔅշ分析ޣ多

面向考量、分析利ᄄ得失，פ出確Ϫ之問題所在，以設計對策加

以因應。 

為能系統性且זೲ地ᙶ清人工湖開發後其環境營造之發展潛

力與限制，在此引入SWOT分析之觀點，對計畫區環境內在優勢、

峟勢，及外在酦求的機會、ુ࠶四面向進行評估，詳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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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 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基礎基礎基礎基礎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環境營造之限制環境營造之限制環境營造之限制環境營造之限制 未來發展原則未來發展原則未來發展原則未來發展原則 

用地範

圍及蓄

水範圍 

� 用地範圍面ᑈ 243.94 公鄖，

滿水位蓄水面ᑈ 125 公鄖。 

� 北岸圍堤ᆙ鄰國道 6 號路堤，

D、E 湖區Ջ北側沿東草屯交

流道聯絡道處考量橋台基礎

形式，圍堤ջ退縮。 

� 南岸۟ዬ線較భ，圍堤位置ࣣ

退縮，離ச坡 20 公尓以上。 

� D、E 湖區間為東草屯聯絡

道，安全考量圍堤位置亦退

縮，離橋台基礎各約 50 公尓。 

� 管理中心預定位置為 A’池東

側至ச坡間。 

� 環境營造將以不影

響工程規劃之蓄水

量為原則，故未來

可營造陸域面ᑈ將

受限。 

� 可利用之腹地空間

為 D、E 湖區Ջ北

側、南岸圍堤與ச

坡間、東草屯聯絡

道與 D、E 湖圍堤

間、A’池東側管理

中心預定位置。 

� 可營造陸域面ᑈ有

限，故環境營造將

以空間綠化，增加

水域、圍堤及周邊

環境間的空間連續

性、整體性為基本

原則。 

� 休閒活動據點、公

共設施設置以腹地

空間較為廣大之區

域設置。 

圍堤形

式 

� 圍堤採 1：2 坡面，堤頂做為

環湖道路，總寬度為 10 公尓。 

� CǷD Ջ北ف地面較低堤後坡

面採 1：4 坡面。 

� 湖區間相鄰之圍堤以 1：2 之

坡面銜接。 

� 7 個湖區每區上下游間高程ৡ

約 4-6 公尓。湖區間的堤頂道

路需以堤後道路相連結。 

� 考量蓄水功能、圍

堤安全、維অ管理

等各項需求，圍堤

可營造形式將受

限。 

� 湖區間圍堤的地勢

落ৡ大，易讓有動

線連續性不٫、視

阻隔等感受。 

� 在不影響圍堤基礎

結構及後續維護管

理之前提下，針對

圍堤形式進行細部

調整與建議，增加

整體區域空間之協

調性及機能性。 

水質 

� 人工湖以蓄水及供水為主要

標的，提供做為彰化、南投地

區之生活用水，故未來開發完

成後，其水質需符合自來水之

標ྗ。 

� 發展觀光活動將會

對水質有所影響。 

� 喬木落葉、動物復

育產生之排ݧ物亦

可能會造成水質Ԧ

 。問題ࢉ

� 發展觀光活動將以

陸域活動為主，並

醹向低度開發且不

影響水質為原則。 

� 植栽選擇時考量其

落葉特性，且動物

復育之棲地空間創

造盡可能選擇在於

圍堤外側。 

取水工

程 

� 堰軸設於北投新圳上游約 600

公尓處，取水進沈砂池、量水

槽後延堤防內側設置引水路

(明渠及ᒾ道) 

� 取水路一側為堤

防，屮一側為果園

或地，且水路為

明渠，其他可利用

之腹地小，且為

線性空間，發展將

受限。 

� 沿輸水路之線性空

間適合以簡易綠

化、低度開發為原

則，亦可導入自行

車道、環境教育解

說等輕度的休閒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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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 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Strengths) 峟勢峟勢峟勢峟勢(Weaknesses) 

1. 人工湖交通區位良好，位於國道 6 號東

草屯交流道旁，為進入南投地區之重要

門戶，且與 3 號࣪道ຯ離近，故未來服

務範圍廣大。 

2. 計畫區北側ॸ烏溪及九九峰，景色優

美，景觀美質評價高，具地景優勢。 

3. 人工湖開發後，不僅可做為彰化、南投

地區之供水，其 7 處蓄水區帶來的大面

ᑈ水體景觀，亦將能提升環境視美

質，且臨水域空間可同步帶來多種休閒

觀光活動。 

1. 計畫區聯外出入口多位於農路上，道路

ઞ且ଥ。 

2. 人工湖開發後，Ԍ除水域空間及圍堤空

間，其他可利用腹地小，發展上受限。 

3. 湖區間地勢落ৡ大，且各湖區的堤頂道

路需以堤後道路相連結，動線連續性不

٫。 

4. 圍堤量體外觀生硬，且圍堤會將水域及

陸域環境隔離，將產生景觀衝突及區域

生態影響之問題。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Opportunities) ુ࠶ુ࠶ુ࠶ુ࠶(Threats) 

1. 鄰近地區並無人工湖、水庫或相關的水

利設施，可提供環境教育之機會。並可

與草屯地區的觀光活動相結合 

2. 上位計畫烏溪流域藝術大道之理念可

於本計畫落實。 

3. 堤頂空間自行車道可與周邊自行車動

線系統相互串連，共同發展其遊憩機

能。 

4. 社區期能規劃觀光遊憩及水域活動空

間，並由社區居民經營及維護管理。 

1. 計畫區將屬於水庫蓄水區範圍，且湖區

蓄水主要供做民生使用，各項開發、使

用、及水質ࣣ需符合相關法令及標ྗ。 

2. 現地生態資源豐酢，人工湖開挖及建設

造成之破壞應進行補償措施。 

(三三三三)綜合分析綜合分析綜合分析綜合分析 

本計畫區與國道六號及交流道ᆙ鄰，為進入南投地區之重要

門戶，未來人工湖開發完成後，將帶來大量的水域空間，又配合

北側九九峰特殊山林景觀，於交通區位、地景地貌、觀光旅遊系

統等面向ࣣ成為一重要的據點。故湖區環境營造時，除進行空間

綠美化增加整體景觀美質及کᒋ性外，ऩ在維持蓄水功能及水質

保護之前提下，適度導入觀光設施、草地及林相空間，將能讓民

眾在此進行各項休閒活動，亦可創造回㎸地方居民遊憩經營之機

會，ߦ進區域整體發展。但由於未來計畫區內可使用的腹地小，

人工湖圍堤地形變化變化大，且受相關法令限制，環境發展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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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規劃上將受限，因此計畫區未來應針對環境優勢及潛力加以發

揮，並լ服腹地小、法規限制、地形變化之視衝擊等問題，

以鄦小成本達到環境ׯ善鄦大之效益。 

二二二二、、、、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 

依計畫區相關資料的ᇆ、現地查、發展潛力及限制評估

後，計畫區進行環境營造發展將面臨以下酱項課題，並提出其相

關對策：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如Ֆ提升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کᒋ性如Ֆ提升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کᒋ性如Ֆ提升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کᒋ性如Ֆ提升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کᒋ性。。。。 

說明：國道6號及其聯絡道ᆙ鄰並跨越計畫區，橋體外觀生硬，未

來羳如Ֆ減穓此視衝擊，且湖區間的圍堤高低落ৡ為4-6

公尓，大面ᑈ的圍堤量體羳如Ֆ進行美化ǻ 

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1.國道6號路堤、高架橋方面，可應用植栽進行ࢋ化，增加與計畫

區整體環境之کᒋ性，如：堤坡表面種植草岮及灌木、堤罿處

種植大型喬木進行遮穤、高架橋橋墩植生綠化等。 

2.人工湖圍堤方面，亦可利用植栽等自然素材ׯ善其খ性質感，

如：堤內坡滿水位以上ᆛ植生、道路兩側外種植灌木及喬木、

設施形式自然化或自然素材應用等。 

3.發揮環境優勢，利用計畫區水域、草澤及周邊環境之林相、山

景等景觀元素，創造一自然且協調之場域空間。 

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 

說明：水資源景觀具相當大的吸引力，人工湖蓄水後將形成一優

美水域景觀，未來在不影響湖區水體水質之前提下，可利

用簡易的遊憩服務設施佈置，讓周邊的居民或遊客可前來

此地活動，社區居民亦期能發展觀光及水域活動，故未來

湖區應如Ֆ規劃，提供遊客高品質之遊憩體驗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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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1.視可用腹地、法規限制及活動所需空間，劃設活動範圍。 

2.遊憩活動種類可多樣且具創意，但應以不ԡࢉ水源、不造成環

境衝擊為原則。 

3.交通動線方面，聯外道路應設置導引系統，讓遊客能利進入

計畫區ǹ區內交通則建議以自行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且設置

汽車停車場、自行車道、自行車停放架、交通指標牌等設施，

並可與周邊環境相互串連結合成一完整的遊憩路線。 

4.遊憩設施方面，可將服務中心與管理中心結合，提供酳所、ᓓ

、環境教育等基本的旅遊服務。計畫區因空間特性特殊，湖

岸邊可用腹地小，故可利用口型、線性休憩空間規劃觀景

平台、活動廣場、遮鄋野架、活動碼頭、自行車出ચ處等設施，

強化環境機能以增加遊客停留之意願。 

5.環境意象塑造方面，可在入口處以在地特殊元素，塑造地區門

戶意象，加強遊客對當地之峣象。 

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 

說明：人工湖開發本是破壞既有生態的行為，當地動植物生態將

有ହ大之ׯ變，對地景及環境亦將造成多的衝擊，故未

來應如Ֆ加強環境復育。 

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本計畫區環境營造規劃時應考量動物窾移廊道及棲息地環境

之保育觀念，在人工湖安全蓄水及水質保護原則下，適度的以穓

衝林帶、草澤濕地、原ۈ林相復育等生態補償方式，塑造適合生

物棲地之環境，及使用工程生態友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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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 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一一一、、、、整體規劃理念及原則整體規劃理念及原則整體規劃理念及原則整體規劃理念及原則 

(一一一一)水水水水域域域域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相關案例相關案例相關案例相關案例 

台灣由於地形ଥ，ߘ水多זೲ流入ੇ中，無法有效保留利

用，因此廣設水庫、୶༠、池等水利設施，以增加水資源的保

存及利用。而隨休閒產業ᅌ受到重視的Ϟ日，೭٤過去作為

水利用的水庫、୶༠，也可透過環境景觀美化、設施ׯ善、休

閒活動的導入，ᅌ轉型觀光遊憩的重要資源。為能有շ於本計

畫區環境營造發展方向之擬定，以下將參考國內相關案例，討

其環境營造之要點及手法，做為本計畫後續發展之ॷ᜔。 

由表5-1分析結果可得知，水域環境營造時應同時兼顧生態保

育及環境回復，以低度開發為原則，導入之遊憩活動以ᓉ態、輕

量為主，如賞景、醩步、᚛自行車環潭等，盡可能採定點式的開

發，以免造成生態廊道之破壞。因此，計畫區未來亦遵循此理念

發展，在ڰ崌生態保護、水質保護的原則下，適度的導入各種休

閒、親水活動。 

(二二二二)計畫區發展定位計畫區發展定位計畫區發展定位計畫區發展定位  

1、上位指導計畫發展方向 

本計畫人工湖位於烏溪河畔，未來應遵循南投縣綜合發展

計畫中提及的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塑造之發展定位，利

用文化資源發展出具多樣文化特色的觀光線。 

2、本計畫發展定位 

考量前述計畫區環境特性、發展潛力，建議以「烏溪河畔

之湖波ᕏ漾」做為環境營造定位，當༾風過人工湖湖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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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漾起ତତ水波ᅎᅓ，亦同時ᕏ漾交᠄綠意、ធ香、人文

息、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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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1 水域環境營造水域環境營造水域環境營造水域環境營造相關案例分析表相關案例分析表相關案例分析表相關案例分析表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環境特色環境特色環境特色環境特色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1.標的：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與工業用水

使用。 

2.區位：水庫ᡘ址位於新Ԯ縣寶山鄉山湖

村，在Ԯ東鎮東南方約 7 公里。 

3.面ᑈ：約 288 公鄖，其水域面ᑈ約 193

公鄖。 

寶二水庫為近酱年興建完成的水庫，沿湖風光ذ，景色ە人，

因鄰近北觀光區，故亦吸引不少遊客至此休閒賞景。 

目前水庫主要以水資源利用為主，而在環境美化主要醹向保育與

環境回復之方向，並適度導入休閒賞景等活動。 

目前設有管理中心、公酳、థ亭、賞景平台、醩步道(自行車道)、

木棧道等設施提供戶外休閒機能。  

蘭
潭
水
庫

蘭
潭
水
庫

蘭
潭
水
庫

蘭
潭
水
庫 

1.標的：公共給水、工業用水，為聂義地

區重要蓄水庫之一。 

2.區位：位於聂義市，ຯ市區約三公里處，

ᙑ峮आ尭୶。 

3.面ᑈ：水域面ᑈ約 77 公鄖，東Ջ長達 1

公里，南北寬約 2 公里。  

ើ潭水庫水質清ᅒ、風景܃人，尤以月色鄦為人，有「ើ潭ݱ

月」之美៉，為聂義八景之一。 

ើ潭水庫為水源保護地區，供應聂義市民生用水，因此僅能少量

開發，活動以ᓉ態為主，如ݒ賞ើ潭之美、醩步、休閒、଼身、

賞鳥及自行車環潭等。 

水庫環潭道路旁，有多以自然ک生態工法施設的公園ک觀景點。 

後山地區為水庫水區，生態資源豐酢，目前以不破壞生態之原

則，採定點式的開發，做為生態旅遊及教育之用。 

 

鳳
山
水
庫

鳳
山
水
庫

鳳
山
水
庫

鳳
山
水
庫 

1.標的：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為大高

地區鄦重要的工業用水供應地。 

2.區位：位於高縣林園鄉、大ቧ鄉與高

市小釛區交ࣚ處，ᙑ峮आስ山池。 

3.面ᑈ：水域面ᑈ約 75 公鄖。 

ስ山水庫因長期受到管制及自來水公司多年的經營維護，故其環

境受到ཱུ٫保護，景色非த܃人，同時也是南高鄦٫的野鳥棲

地，ཱུ具有生態上的價值。 

高市帶植物園建៘後，未來將עስ山水庫與公園綠地整合為

面ᑈ約 114 公鄖的自然生態區，將成為高市民一處新休憩景

點，2009 年完工。 
 

花
蓮
鯉
魚
潭

花
蓮
鯉
魚
潭

花
蓮
鯉
魚
潭

花
蓮
鯉
魚
潭 

1.標的：觀光休閒使用。 

2.區位：ᚣ魚潭位於聕豐鄉池南村ᚣ魚山

下，ຯ花穦市約 20 公里。 

3.面ᑈ：潭之面ᑈ約 104 公鄖。 

花穦鄦大的內陸湖ݲ，四周罵山環ܤ，波光酩影 ，景色優美為花

穦八景之一(ዂᚣ魚潭羬水中遊)。 

ᚣ魚潭南ᆄ有釂林遊區及៛營區，東邊為ᚣ魚山設有釂林步

道，是生態旅遊的門據點。 

潭周圍有 4 公里長環湖道路則規劃為自行車道，並於湖畔出ચ船

ଫ供人遊湖，設備ሸ全方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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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發展理念發展理念發展理念發展理念 

土地開發對原有生態環境之衝擊與破壞是不可回復的，為達

到本計畫之執行目標，並減少及補償開發對於生態環境所造成之

破壞，本計畫之發展同時以「自然為本」、「以人為本」兩項思

維去考量，分述如下： 

1、以自然為本(fdp-dfousjd)ɡ生態補償措施 

人類的開發本均是破壞生態的行為，而補償制度是對於人

類活動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穓ک及補償措施，針對工程建設導

ठ生態功能或生態價值之ཞ্，通த以創造(Creation)、復育

(Restoration)、ׯ善(Enhancement)或保育(Preservation)棲地等方

式ϒ以ᔆ補，使得整體生態品質能維持在相同或更高的水ྗ。

其執行方法一般可分為避、鄦小化及補償三種，避是ᔠ討

開發案本身對開發地點之需要性，或是有無其他醷代地可用，

鄦小化是當開發案無法避時，ᔠ討其是ց可以縮小規模的步

ᡯ，補償則當開發案無法免除其環境破壞時，所岊採取的補

償措施，த見實例為增加綠地、濕地空間等。 

此外，生態補償依生態功能可分為同質補償(In-kind)與౦質

補償(Out-of-kind)，依補償地點可分為現地補償(On-site)與౦地

補償(Off-site)。同質補償Ώ使用相同棲地、物種或相同的生態

功能來補償破壞的自然棲地，౦質補償則使用相類՟的棲

地、物種或生態功能來補償破壞的自然棲地ǹ當補償地點在

ٗ٤衝擊區域內部進行，ߡ稱為現地補償，補償地點在受衝

擊區域之外部進行，則稱為౦地補償。而同質補償、現地補償

則鄦த見及鄦ޔ接的補償方式，先瞭解工程對物種造成之衝

擊，峘建岷適當之補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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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人為本(bouispqpdfousjd0ipnp-dfousjd)ɡݯ療性景觀及

恢復性環境創造 

一個可讓人放鬆、恢復，進而ߦ進身心଼ந的環境，稱之

為ݯ療性景觀(therapeutic landscape)，如人ॺ࣮到屌滿植物的自

然環境，會引導出岗面情ᆣ而減少壓力，並能防尩負面思考，

讓生理狀態恢復穩定，又如環境中具有較大面ᑈ的綠地、植、

溪流、或湖ݲ產生之負離ηߡ有շ於提升人體ୋ交感ઓ經的功

能，讓身體଼ந等。因此，ݯ療性景觀ʏ園的設計也越來越

受到重視，美國景觀設計ৣ協會也開៘Α「保଼與ݯ療性設計」

之特別領域來專門討、發展ݯ療性景觀的設計ྗ則，並加以

推廣ݯ療性景觀的概念。 

一個可讓人自ੲ鄬、壓力中復原之環境應具備四種特ቻ： 

(1)ᇻ離性(being away)：高自然度之環境。 

(2)延展性(extent)：結構較為豐酢且具連ೣ性之空間，如:有可觀

察的生態環境、可的步道小৩等。 

(3)竲力性(fascination)：含ࡴ多具有吸引力的事物，例如：動

物、樹或植物、水景等。 

(4)相容性(compatibility)：可增加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如：打

ᘪ、଼行、觀賞、平ᓉ的深思等。 

3/實質發展內容 

本計畫人工湖之開發，對既有的生物棲地將造成不可回復

之破壞，但在人類ف度，除可提供日த生活之用水外，人工

湖整體環境營造規劃，亦可提供本地區高度自然的景觀環境。

依據上述兩個面向的發展理念，未來本計畫區環境整體營造應

達成以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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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生態補償場所 

本計畫人工湖開發所造成之生態破壞，應以生態補償制

度為理念，於基地內多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保護鄤

物種)棲息及移動之場所為目標，作為補償措施。例如計畫區

內主要的焦點物種為兩棲類、小型থ٢類及鳥類，1ɴ10公尓

寬之喬木及草本植物所覆ᇂ的地表將有շ於೭٤動物的棲息

及移動。 

(2)塑造高自然度綠地空間 

為提供讓人放鬆、減壓、恢復的環境，除整體環境綠美

化措施，以隔離都市及人工構造物外，應善用環境條件，選

擇適當地點配置連續性之步道、小৩，讓遊客能在自然環

境中醩步、賞景ǹ配合節點空間塑造多樣化的景觀，提高整

體環境之變化與竲力ǹ配置導覽解說設施，增加環境與遊客

間之互動，讓遊客屌分享受及體驗自然山林與水域景觀，進

而達到身心放鬆之景觀療癒之功效。 

(四四四四)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 

為能讓計畫區達前述之發展目標，並同時符合以自然為本、

以人為本之理念，計畫區環境營造規劃應遵循以下酱項原則發

展，詳述如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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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 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發展原則發展原則發展原則發展原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 

1.空間綠

化，自然

景觀創造 

ࡎ工程開發後對整

體環境之視衝擊，並以

應地形、地貌環境，創造具

自然地貌特性之景區配置。 

� 圍堤堤坡進行ࢋ化，尤其地勢落ৡ較大之堤

坡，盡可能以喬木、灌木削減衝突感。 

� 堤頂兩側栽植遮蔭喬木，盡可能使用原生樹

種，臨水側植栽以不易落葉樹種為主。 

2.休憩據

點與休閒

動線規劃 

在湖區空間內選擇多

處定點，規劃為以自然休憩

為導向之休閒空間，提供民

眾體驗自然風光、享受水域

林蔭之美等輕度活動。且規

劃湖區整體之遊憩路৩，不

僅串連湖區內各據點，亦可

延伸與周邊草屯自行車環

線相連結。 

� 可利用較寬廣之腹地(D、E 湖區Ջ北側、南岸

圍堤與ச坡間、東草屯聯絡道與 D、E 湖圍堤

間、A’池東側管理中心預定位置)，或水岸與圍

堤間之綠帶或景觀視野優美處設置休憩據點。 

� 提供之休閒服務設施以輕量簡單並採用自然材

質為原則。 

� 休閒動線包含自行車道及步道，自行車道可利

用堤頂維護道路規劃，但因湖區間堤頂道路地

勢落ৡ大，故應加強其間之連結性ǹ步道可沿

水域邊ࣚ或具吸引力之景觀設置。 

3.教學、

導覽解說

設施及場

景之規劃 

建構自然體驗、水資源

教育及地方文化體驗之環

境，提供教學體驗之用，期

能帶給下一代良好的教育

示範，養民眾重視環境保

育、尊重地方人文等觀念。 

� 配合休閒動線於重要節點位置(北投新圳水路

沿線、蓄水湖區水岸、生態觀察棧道、取水口、

沈砂池等)設置水資源教育、動植物等自然生態

環境進行介紹解說。 

4.生態活

動及棲地

空間創造 

以生態補償及棲地環

境復育的觀點，在人工湖開

發工程安全及水質保護考

量前提下，建構一個自然生

態環境，輔以保育、育現

有原生物種，提供鳥類、兩

棲類、植物、的良好棲息

地。 

� 本計畫區未來無灌溉需求，考量下游灌區水路

連通，於人工湖南側新設排水路，其形式為 1:2

砌石邊坡，適合生物棲息及窾移，並配合南側

的次生林，未來適合營造為生態活動空間。但

圳路水量大，亦可配合相關的友善設施。 

� 南側圍堤內空間亦可設置小型水域草澤區，種

植水生植物、濱水植物，創造水域生物棲息地。 

� 相較於單一樹種的植生方式，複層植栽更能融

入自然景觀，灌木層與地可以作為提供土地

生養的前ঝ，並創造多樣性的生物活動空間。 

5.地方語

彙創造 

發屬於當地特色之

元素(如草鞋、稻草、北投

新圳、穦花、九九峰、農產

品等)，並將此元素應用於

設施形式及環境意象物

上，ᗋ原地方發展起ۈ點的

歷史ف色。 

� 利用空間基調、地方特色基調，酦פ計畫區合

適之色調，作為計畫區之色彩意象。 

� 設施材質應以現地及周邊可見，並能與自然

環境融合之素材為主。 

� 將當地元素藉由圖形、吉祥物等方式，應用於

設施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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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 

本計畫區北臨國道6號及東草屯停車場（未開៘），以北側進

入之遊客以國道6號往台中及國ۉ、等旅遊線為主，其遊程可

能包含、日月潭等地區，因此竧留本區之時間可能較為短暫，

其遊憩活動範圍亦中於計畫區北側ǹ計畫區南側為北勢里社區

及台14線，Ջ側為台3線，遊客來源主要為社區居民及草屯、霧峰

等地區之遊客。因此本計畫平日及ଷ日之遊憩類型及遊客來源、

動線均有所ৡ౦，以下針對計畫區區位關係及可能遊憩範圍，區

分為北側及南側兩個遊憩帶，分析其遊憩發展定位及遊憩發展方

向，作為後續整體空間配置規劃之參考及依據。 

(一一一一)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遊憩發展定位  

1/北側遊憩帶 

依據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綱要計畫，南投縣觀光遊憩空間

可區分為中興-࢙݊ᔂ、溪頭-Ԯ山、霧社-里、日月潭、東-

Ϗ大等五個遊憩系統（詳圖5-1），草屯地區屬中興-࢙݊ᔂ觀

光遊憩空間系統，國道6號通車後，則可通往霧社-里系統。

因此北側遊憩帶之旅遊定位，主要為服務國道6號之交通旅次，

並且以ଷ日遊客為主。 

(1)遊憩類型 

以經國道6號之旅客為主，遊客主要之目的地為國ۉ、

里地區之觀光遊憩景點，因此停留於本計畫區之時間可能

較為短暫，旅遊時間以例ଷ日為主。 

(2)遊憩動線 

自國道6號東草屯停車場停車後，以步行或自行車方式進

入本計畫區，或由東草屯停車場銜接烏溪防汛道路至管理中

心。因停留時間較為短暫，主要遊憩範圍為計畫區北側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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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池區間廊道，或沿北勢⌇排水間退水路之堤頂或堤後道

路前往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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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1 南投縣觀光遊憩空間系統示意圖南投縣觀光遊憩空間系統示意圖南投縣觀光遊憩空間系統示意圖南投縣觀光遊憩空間系統示意圖 

(3)觀光遊憩內容 

北側帶狀空間與國道6號為鄰，受國道6號高ೲ行竩之車

輛衝擊較大，因此本區需設置適當之隔離綠帶，減穓車輛行

竩之衝擊ǹC、D池Ջ北側之腹地為東草屯交流道及國道6號，

可導入地方語彙之意象雕塑、水資源意象地標物作為視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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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增加遊憩吸引力。北側帶狀空間則配合隔離綠帶及生態

環境營造，導入生態、水資源導覽解說，並可配合藝術活動，

作為戶外展覽空間，讓遊客在短時間停留過程ջ可瞭解水資

源應用，以及本地區文化藝術特色。 

由東草屯停車場沿烏溪防汛道路可ޔ接到達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配置水資源博物館、農特產品展銷中心、旅遊服務

等，短時間停留之遊客亦可在短暫停留期間，屌分瞭解水資

源、農村藝術之遊覽，並可進行休閒費。 

2、南側遊憩帶 

南側遊憩帶遊客來源定位為社區居民及台3線、台14線之遊

客，其型態包含平日遊憩活動，以及ଷ日之觀光旅遊。 

(1)遊憩類型 

南側遊憩帶遊憩類型可區分為社區居民及一般遊客。因

社區聚落主要中於C、E、F池南側，本地區之居民以平日賞

景、運動、休閒活動為主ǹऩ為台3線及台14線前往之遊客，

則以霧峰、草屯地區觀光遊憩活動為主，因此停留時間較長。

此外，依據第參章周邊遊憩資源分析可知，草屯地區尚無自

然生態觀光旅遊之遊憩景點，ऩ結合本計畫之遊憩規劃，可

增加草屯地區觀光旅遊類型，亦可增加外來遊客停留時間及

意願，對於草屯地區觀光發展ཱུ有շ益。 

(2)遊憩動線 

社區居民活動動線主要由C池、E池、南側進入本計畫區，

ऩ為平日活動，則範圍可能中於計畫區南側帶狀空間ǹ台3

線及台14線遊客則可能自計畫區Ջ側農路、東路、玉屏巷、

玉屏路進入本計畫區，於計畫區內進行較長時間的遊覽活

動，遊憩活動可能涵ᇂ全計畫區，進行全區之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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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觀光遊憩內容 

社區居民以平日活動為主，如醩步、᚛自行車、଼و、

ᄌາ等。外來遊客停留時間較長ޣ，可能為自行車᚛乘活動

或全區遊憩活動。南側帶狀空間則可配合次生林營造完整的

生態綠廊，依據生態調查內容，營造動物棲地、穓衝植栽、

草澤濕地、多樣化複層植栽等空間，配合導覽解說設施，提

供生態教育及導覽之功能ǹ東側的管理中心則可規劃水資源

教育及博物館，提供遊客深度旅遊服務ǹ湖間堤頂道路則可

配合設置綠地、賞景平台等設施，提供遊客停竧、賞景之空

間。 

(二二二二)遊憩容量推估遊憩容量推估遊憩容量推估遊憩容量推估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之核心目的為「水源運用」，以水資源營

運管理為主，整體環境營造為附加效益，因此遊憩發展應醹向低

度開發，避免與水資源運用發展衝突。整體環境營造帶來之遊憩

效益雖有շ於本地區整體發展，但過多的遊憩人ዊࠅ可能造成本

計畫區水源應用及管理之問題。因此，本計畫以整體開發區範圍，

推估計畫區內環境容鄦٫旅遊人次，作為未來細部執行階段，

各項服務設施總量配置及營運管理之參考。 

本計畫主要遊憩活動為環湖自行車道賞景，參照美國戶外遊

憩ֽ (BOR ,Burean of Outdoor Recreation)所作之遊憩容量研

究，以᚛乘自行車道鄦٫容範圍，建議於低ஏ度時每म里9輛

（14.5輛/公里），本計畫區自引水路起至水池蓄水區環湖自行車

道，總長度約13.14公里，故鄦大容量約為190輛自行車，並ଷ設

至此᚛乘自行車為屜日活動，每人᚛乘一輛自行車，推估每日遊

客量為190*2（遊客轉醢率）ɨ380人，每年遊客量則為380*365ɨ

138,700人。



 
 
 

5-12 

三三三三、、、、全區發展構想全區發展構想全區發展構想全區發展構想  

(一一一一)農村藝術化構想農村藝術化構想農村藝術化構想農村藝術化構想  

1、農村藝術之發想 

本計畫之人工湖Ώ為提供南投及彰化地區民生用水，因此

工程之開發具有ޔ接之水資源效益，然人工湖的開發至少需ቻ

ԏ約240公鄖之土地，羳土地為特定農業區及農ށ用地，現況以

農હ使用為主，因此開發人工湖不僅破壞原本自然ᐆ實之農હ

型態，岀型開發之量體亦破壞整體環境之کᒋ性，對於本地區

之影響甚大。 

「農村藝術」之發想主要來自於農村場域所形構出的日த

生活方式、人際互動關係，以及其所產生之地方ᐱ特節ቼ活動、

音、ᆸᗂ等，透過生活經驗上的情境與內容，所產生之感

經驗（John Dewey, 1859-1952）。因此，本計畫主要依循上位

計畫（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之指導，延續烏溪沿線「台灣藝

術大道」之發展構想，並經由前章節人文環境特色之調查，ܜ

取農村生活之基調與元素，將其導入全區環境營造，以「農村

藝術」作為本計畫之整體營造構想。 

2、農村特色及基調 

「「「「想念在ߙ綠的大樹下想念在ߙ綠的大樹下想念在ߙ綠的大樹下想念在ߙ綠的大樹下，，，，清థ的༾風中清థ的༾風中清థ的༾風中清థ的༾風中，，，，ؒ有車水ଭؒ有車水ଭؒ有車水ଭؒ有車水ଭ

ᓪᓪᓪᓪ，，，，烏ྟᐺ的ู年時光烏ྟᐺ的ู年時光烏ྟᐺ的ู年時光烏ྟᐺ的ู年時光」」」」����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    

統農村之生活均圍ᙅ在ߙ山、綠水、農હ中，運用先

人醳ች之水圳灌溉系統以及農હ៓具ٌ༇હસ，將ԏ鄨之稻ዼ

儲ᙒ在層亭੭（ዼ倉）中ǹ在農Ԇ之餘，利用ԏ鄨後的稻ఒ及

稻草，編織草ᛣ及ูވ、୴᠄草ᶚ、པ草ᛣ，無一不是農村生

活中࣮՟簡單，ࠅ含無數醳ች及窦的農村生活。本計畫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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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在地農村生活之基調（詳表5-3），作為後續農村藝術化與環

境營造之基本元素。 

表表表表 5-3 農村生活元素統整表農村生活元素統整表農村生活元素統整表農村生活元素統整表 

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水圳 
水圳耰經ે般的翬佈土地，人圍ᙅ水圳ࢱՊ、ࢱ，農人用

水灌溉，年輕人在水圳ވ水，生活作息與水圳息息相關。 

草編、Ԯ編笐具、

 ވู

水圳屽育Α稻作，稻作豐ԏ酢羮Α農村，生產Αԯ與岵ఎ，農人

用岵ఎ編織草ᛣ，編織草ᛣ՟屁是自然而然就羳會的能力。 

農人ٌ鄬影、水

尶、農具 

農人、水尶、農具是農作中લ一不可的，農人水尶、ܦ尶

೫，在ਗ਼日下揮Ԡ如ٌߘ༇的હ作。 

農ް、草ᶚ、 

層亭੭（ዼ倉） 

農地中隨處可見的農ް成為農人休養生息之地，鄰近的草ᶚ及層

亭੭代表Ϟ年的豐ԏ。 

 

3/設施與農村藝術之結合 

為能建構計畫區之整體風格特色，未來建議全區設施(如：

建築外觀、各式亭台、棧道、座椅等)ࣣ能統一其空間設計語彙，

包含色彩、素材及圖形三大種類。而本計畫將以「農村藝術」

為環境營造之發展主題，故將農村在地特色及形象轉化，提出

具體之建議，詳述如下： 

(1)色彩 

建議以「穿色」為主基調，穿色屬於中性ཪ色色調，且

是自然ࣚ的基本色，也是一個帶農村及鄉土息的ᚑ色，

代表適、自然，給人穩重、ᖰڒ、低調的感，雖不能引

人ݙ目，但ϸ能讓人心情經鬆穩定，適合本計畫發展方向。 

屮外，可輔以其他色調做配搭，配搭ᐊ色、ᐈआ色、明

色，可顯示情、活力ǹ配搭ԯ色、భ穿色、象尵岭可顯

現自然高、ᐆ素、ಷ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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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 色彩搭配示意圖色彩搭配示意圖色彩搭配示意圖色彩搭配示意圖 

(2)材料 

本計畫區內各種設施應能統一形式，使整體環境空間協

調，並具能達本計畫區原有之農村意象。ܜ取農村社會建

築、工具等環境材料，能展現農村特色之主要景觀空間元素

為稻草、Ԯη、木頭、石材、आᑄ、៓笐等自然材料，並可

加入植栽、小水池等材料，作為後續設施及設備之材料參考。 

 

 

 

 

 

 

圖圖圖圖5-3 農村材料元素示意圖農村材料元素示意圖農村材料元素示意圖農村材料元素示意圖 

(3)圖形 

一般農村給人的峣象主要有醑醛農村ેڮ的水車水圳、

類՟稻草ࡂ的草ᶚ、草編或Ԯ編之笐具及ูވ、農人及水尶

ٌ鄬的影等，可轉化此意象為圖形，將可做為本計畫及後

續設施設計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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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4 農村圖形示意圖農村圖形示意圖農村圖形示意圖農村圖形示意圖 

4、農村藝術落實方法 

以上述農村生活基本元素為基礎，後續環境營造之應用與

落實如下： 

(1)利用腹地及綠化空間，提供場地作為居民或當地藝術工作ޣ

的展演空間，如利用草坡作為稻草工藝品之展演空間。 

(2)將農村生活之藝術轉化為意象，導入本計畫環境營造之設

施，例如配合分區環境營造之重點，可設計農作影、水尶

હ田意象物作為地景藝術。 

(3)建築物之材質、外型、ᚑ色、࠻內空間等，ܜ取農村元素作

為意象，將農村生活藝術導入建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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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力，

將本計畫區分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

『引水路悠遊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活

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池北側用地納

入規劃建議，相關位置及發展重點詳圖5-5。 

(三三三三)圍堤圍堤圍堤圍堤斷面斷面斷面斷面形式形式形式形式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計畫各湖區之堤頂道路，未來建議僅供維অ車輛行竩，遊

客車輛僅能行竩於堤後道路，峘ׯ以步行、自行車方式進入堤頂

活動。人及自行車ջ能利用堤頂道路空間進行活動，不需屮設人

行、自行車混合道，不僅能減少計畫區內硬體竊面面ᑈ，且可依

各分區發展構想，規劃為綠帶、親水空間、草澤濕地等。 
 
 
 
 
 
 
 
 
 
 
 
 
 
 

圖圖圖圖5-6 圍堤圍堤圍堤圍堤斷面斷面斷面斷面空間說明圖空間說明圖空間說明圖空間說明圖

環境營造建議圍堤斷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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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5 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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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分區發展構想分區發展構想分區發展構想分區發展構想  

(一一一一)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引水路悠遊綠廊  

1、位置：管理中心與攔河堰間之引水路(詳圖5-5)。 

2、環境特性： 

起自台14線之炎峰橋，沿烏溪南邊堤岸至北投新圳取水

口，連結至本計畫區道路，北側可見完整的九九峰山罵，以及

烏溪景觀，南側為既有次生林帶，為計畫區內ᙔ、綠帶景觀鄦

為کᒋ之分區。整體分區為帶狀空間，並包含取水及引水工程，

未來計畫區鄫餘土方部分將୴置於輸水路上方，至既有堤防堤

頂之高程。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區起自炎峰橋，沿線經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一帶

狀空間，沿線為重要的引水工程（沈砂池、量水槽、水路渠道）。

除土方୴置上方及周邊綠美化，因本區沿線為重要之引水工

程，配合沿線重要水利工程，規劃自行車及人行混合道，自炎

峰橋入口處設計具特色之入口意象，讓民眾可明確瞭解本計

畫，吸引民眾進入遊覽。 

自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一帶狀空間，未來計畫區鄫

餘土方將୴置於輸水路上方，至既有堤防堤頂之高程，可利用

填土空間進行綠美化，並發展為原野型的遊憩廊道，沿水路路

線規劃自行車道及步道，設置粗放及低維護之休憩設施，如圖

5-7所示。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引水路悠遊綠廊原為次生林帶，未來除取水工程及填土

外，Ջ側維持其次生林生態，以低度發展為原則，並規劃全線

自行車道系統，僅配置基礎遊憩設施，如休憩థ亭、座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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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自行車道᚛乘、自然賞景、生態觀察解說、水資源導覽解

說、休憩、野ᓓ等活動，其細部發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4。 

表表表表 5-4 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水利工程景觀 

（取水工程） 

水資源導覽 

自行車賞景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自炎峰橋至北投新圳取水口 

取水工附近 

烏溪河岸景觀 

九九峰自然地形

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野ᓓ 

解說設施 

步道/棧道 

賞景平台 

休憩亭台/座椅 

視現況可用腹地，配合取水工

程施設。 

林帶動植物生態 
଼行/醩步 

生態解說 

休憩థ亭 

休憩座椅 

全線，視現況可用腹地施設。 

 

5、分區配置內容： 

(1)自行車道自台14線炎峰橋至管理中心，全線以生態發展及原

野型自行車及步道為原則，設置寬度至少5公尓之自行車及

人行混合道，竊設透水性竊面、指示標誌，岊要時設置圍ឯ，

並應視現地調整自行車坡度。 

(2)東北側台14線入口設置入口解說牌，讓路經台14線的遊客及

過路人，瞭解本計畫緣起及目的，進而吸引遊客前來。 

(3)沿路重要工程節點設置解說系統，提供水資源教育學ಞ及遊

憩機能，以解說牌配合現地實體，教育民眾水資源重要性及

環境保護之概念。解說牌展示ߞ息應清醮簡單，Ϫ中主題，

且盡可能引起遊客之興窦及認知，並適當配置休憩座椅、థ

亭、自行車停竧空間等，如圖5-9、5-:所示。 

(4)路線往北延伸至烏溪斷面64處銜接北投新圳取水口，並沿社

區道路(玉屏巷)連接至人工湖Ջ側管理中心(詳圖5-4)，本

路段為社區既有道路，可以地面標線及指標導引，針對坡度

較ଥ之路段應加強安全圍籬及提ᒬ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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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7 引水路悠遊綠廊自引水路悠遊綠廊自引水路悠遊綠廊自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車道路線圖行車道路線圖行車道路線圖行車道路線圖 

 

 

圖圖圖圖5-8 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既
有
道
路

既
有
道
路

既
有
道
路

既
有
道
路
區
段
區
段
區
段
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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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౻ङᖯʿʿʿʿፖ౻֢ፖ౻֢ፖ౻֢ፖ۟ۼङᖯ۟ۼङᖯ۟ۼङᖯ۟ۼ

۞۩߫ሐ環ᒵ۞۩߫ሐ環ᒵ۞۩߫ሐ環ᒵ۞۩߫ሐ環ᒵ(˕(˕(˕(˕ ᒵᒵᒵᒵ))))ઌઌઌઌ
ຑຑຑ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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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9 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自行車道、、、、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 

(二二二二)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管理中心服務區  

1、位置：B’池東側腹地(詳圖5-5)。 

2、環境特性 

本分區東南側為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可銜接玉屏巷至引水

路悠遊綠廊ǹ北側可由烏溪堤岸旁之防汛道路至東草屯停車

場、草屯焚化場，為計畫區內之交通節點。此外，本分區可利

用之腹地完整，面ᑈ約4公鄖，為計畫區內北側為烏溪堤防，南

側有聯外道路連結玉屏巷至攔砂ᡘ及沈砂池，往北可通往烏溪

堤岸、東草屯停車場及草屯鎮焚化廠。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以水資源營運管理為主軸，配合交通節點與管理中

心之優勢，發展農村藝術展演、農特產品展售、水資源教育解

說等活動，成為本計畫之發展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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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位於人工湖A’東側，人工湖管理中心設置於此，且

因鄰近社區及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地理區位良好，配合管理中

心建築物，可發展強度較高之遊憩活動，如水資源博物館、展

覽中心、遊客中心、ᒌ羿服務處、遊客服務ઠ、農特產展售中

心等。本分區之腹地較大，可配合南投縣藝術大道計畫、稻草

工藝文化館展覽，及本計畫提出之農村藝術構想，導入࠻內、

外藝術導覽活動。其細部發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5。 

表表表表 5-5 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水域景觀 
水資源導覽 

自行車賞景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應設置於可觀賞 A’

池水域景觀之位置。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行/醩步 

野ᓓ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遊客中心/展覽中心 

停車場 

休憩亭台/座椅 

停車場設置於東側，可連結既

有道路、社區道路、堤後道路

之位置。 

5、分區配置內容： 

(1)管理中心主要為人工湖維護及管理之用，包含行政中心建築

物一釀及戶外開放空間，建築物主要功能為提供管理單位進

竧的行政人辦公使用，並可結合遊客服務、水資源教育等

機能，且提供計畫區內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如：酳所、ᓓ

、參觀展示、水資源解說教࠻、資ૻ導覽等)。戶外開

放空間則可規劃停車場、解說廣場、粗放型草地空間、造型

థ亭，並搭配周邊環境景觀進行綠美化、戶外休閒家具的設

置等，提供遊客停竧，如圖5-11、5-11所示。 

(2)管理中心鄰近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具歷史與文化之意義，

戶外綠地空間可配合草屯鎮之人文特色，導入具地方意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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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主題(農村生活藝術)，設置明顯的特色地標或將意象物

融入設施物(草鞋、稻草工藝品、農產、水圳等)，增加空間

特色及自明性。此外，亦可配合縣市政府或民間聋體之活

動，導入相關之藝文或導覽服務，如工藝稻草文化節、水圳

導覽、水資源教育解說等，做為活動舉舉辦場所，或相關藝

術品展示空間。 

6、管理中心配置構想 

(1)管理中心綠建築之概念 

面對全ౚཪ化效應與ং變窾，為減少ྕ࠻體的排放

所提出之各種因應措施包含綠建築、ᅹ足翑等，ࣣ為推動節

約、࣪能、峘利用之概念，因此未來之開發行為與建築形式，

ࣣ醹向「低ᅹ」之目標ո力。本計畫之管理中心可醹綠建築

形式發展，除可達到減ᅹ之目標外，透過綠建築手法亦可有

效減少能源之ੁ費，並達到能源峘利用之目標。 

(A)綠建築環境控制手法 

為能使管理中心符合綠建築標ྗ，未來可醹達綠

化、基地保水、日த節能、水資源四項指標進行環境設

計，其環境控制手法可分建築本體、戶外空間兩方面

手，如表5-6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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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10 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  
 
 
 
 
  
 
 
 
 
 
 
 
 
 
 
 
 
 
 
 
 
 
 

圖圖圖圖5-11 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  

管理中心ᑓᚵقრ圖 

管理中心֪֗؆౻ࡓᑓᚵقრ圖 ᒟ౻ᢌ୶ققრ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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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6 管理中心綠建築環境控制手法說明表管理中心綠建築環境控制手法說明表管理中心綠建築環境控制手法說明表管理中心綠建築環境控制手法說明表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 控制手法控制手法控制手法控制手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多層次綠化處理 
可於ืᘚ上放置ࣧ栽，或將ࡂ頂、台及建築物岷面全面ϒ

以綠化設計 

ᚈ層ᕅ隔通風

設計 

建築物採ᚈ層ᕅ設計，除可達到遮蔭功能外，ᚈ層ᕅ間之

流亦可達到फ़ྕ效果 

天ื採光利用 
設置採光或採光天ϔ，利用頂光引入漫光，可提高࠻內

照度減少࠻內照明用耐量需求 

高架地݈設計 
建築物高架地݈方式，將܊ηኖ離地面，可達通風、除濕等

多重作用 

深ࡂᛞ及外ᕅ遮

設計 

深ࡂᛞ可讓整體建築物遮節能效果，建築物四周外ᕅ以屓

 遮效果ޔ設計可達水平與ࠟހ

採光設計 

因南側日照時間長，二ኴ可設置屜戶外空間，不但提供一個

好的休息場所，亦可減少日光ޔ࠻內機率。北側自然光線

  之羗，可增加開ื數量ޔ且無，کࢋ

建 築

本體 

節水笐具 
使用感應式水ᓪ頭、節水型水ਵ、࣪水ଭఏ、兩段式ଭఏ等

笐具，節࣪水量 

透水竊面應用 
戶外停車場及廣場應採用透水性竊面，讓ߘ水可以ᅖ透到土

羬，फ़低排水系統負 

多層次綠化處理 種植大量的植栽，增加綠地面ᑈ，提升綠覆率  

中水系統 
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將ࡂ頂ߘ水回ԏ作為中水，經過簡單

ృ化處理後峘用於ؑߡࢱ笐或景觀灌 

戶 外

空間 

排水設計 
排水溝以石及花草植物竊設，讓ᕅ面上的ߘ水能經由೭綠

帶ޔ接ᅖ透到地下 

 

(B)配合清水模建材之應用 

為節࣪地ౚ資源、響應環保概念，管理中心建築材

質建議可考量清水模之建材。清水模可展現簡單、ᐆ實

的意象，並可減少建築物外觀多餘羫অ工程與材料，是

一種善於親近民眾的環保建材。法國建築大ৣ科尬意(Le 

Corbusier)Ԑ在20世紀初ջ開ۈ大量ۈ用，之後日本建築

大ৣ安ᛯ۸亦運用清水模、未ڇᅊ的木、透光的࣒ዟ

及ᒳ等建材，創造多具代表性的設計作品，近年來也

成為台灣多業主或建築ৣ表現的手法 (如圖 5-1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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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目前台灣亦有多峮清水模建築，如ǹ៩ᄺ鄍ౠ

博物館、實窨大學行政大ኴ、十三行博物館、安平岭ᡴ

灣服務中心、三義木雕博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等，但

台灣的ং濕較重，應ݙ意清水模表面ᠢԦ、長ऱ等

狀況，因清水模是一種ᆒ細的木模製造工藝，每個細節

都均應ݙ意。 

 

 

 

 

 

 

圖圖圖圖5-12 清水模建材清水模建材清水模建材清水模建材應用之照片應用之照片應用之照片應用之照片 

(a)三義木雕博物館 

三義木雕博物館整體外觀以ᕵ向߭落之空間Ϫ鄨與

ᐉ向粗ᘩ之ᕅ面紋և現，展覽空間更څ意以具豐酢紋路

變化的木紋清水模灌製ᕅ面，利用木紋模來表現建築空

間與木雕的聯ᛠ與對羼，並利用天然照明表現空間之寬

醦及光影變化，如圖5-13所示。 
 
 
 
 
 
 
 
 
 
 
 

圖圖圖圖5-13 三義木雕博物館現況照片三義木雕博物館現況照片三義木雕博物館現況照片三義木雕博物館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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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濃客家文物館 

美濃客家文物館在建材上ջ利用簡ዅ、ᐆ實的清水

模搭配現代建築形式的़架結構來構築其建築形式，酢

有新ᙑ接融的意象。並配合客家ኴ、合ଣ之結構，展

現屌分質ᐆ之客家建築風貌，如圖5-14所示。 
 
 
 
 
 
 
 
 
 
 

圖圖圖圖5-14 美濃客家文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美濃客家文物館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2)管理中心建築物配置構想 

面對全ౚཪ化效應與ং變窾，為減少ྕ࠻體的排放

所提出之各種因應措施包含綠建築、ᅹ足翑等，ࣣ為推動節

約、࣪能、峘利用之概念，因此未來之開發行為與建築形式，

ࣣ醹向「低ᅹ」之目標ո力。本計畫之管理中心可醹綠建築

形式發展，除可達到減ᅹ之目標外，透過綠建築手法亦可有

效減少能源之ੁ費，並達到能源峘利用之目標。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規劃

岄置ᔠ討報告，經營管理中心（後稱管理中心）將滿足相關

設施之運轉、ᔠ查、觀釱、與維護等工作，整體建物包含行

政中心建築物一釀及戶外開放空間。建築物本體擬興建地上3

層屜（各層ኴ面ᑈ約150ڳ，合計約525ڳ），詳細配置內容

詳表5-7、圖5-15。主要功能為提供管理單位進竧的行政人

辦公使用，並可結合遊客服務、水資源教育等機能，且提供

計畫區內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如：酳所、ᓓ、參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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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解說教࠻、資ૻ導覽等)。戶外開放空間則可規劃停車

場、解說廣場、粗放型草地空間、造型థ亭，並搭配周邊環

境景觀進行綠美化、戶外休閒家具的設置等，提供遊客停竧，

如圖5-10、5-11所示。 

表表表表 5-7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空間佈置規劃表空間佈置規劃表空間佈置規劃表空間佈置規劃表 

ኴ層別ኴ層別ኴ層別ኴ層別 空間規劃佈置空間規劃佈置空間規劃佈置空間規劃佈置 

1F 
值࠻暨服務中心、水資源教育展覽࠻、水

質ᅱ釱࠻、備材儲ᙒ࠻ 

2F 主任࠻、ᙍ辦公࠻、會議࠻ 

3F 水源ᅱ控、調配、及耇門控制࠻、簡報࠻ 

4F 
耐羃機܊、圖書࠻、備༇人休息࠻，࠻外

作為瞭望台 

 

 

圖圖圖圖5-15 管理中心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管理中心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管理中心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管理中心各層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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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  

1、位置：D、E池Ջ北側水岸腹地空間、B’ɴE池北岸空間(詳圖

5-5)。 

2、環境特性：計畫區北岸與國道6號ᆙ鄰，包含路堤段與高架段，

人為υᘋ性較高ǹD、E池為避免影響國道6號橋墩安全，湖面

需退縮，因此地勢變化亦較於ᖿ穓，可利用之腹地較大。計

畫區南側為人工湖蓄水區，可見大面ᑈ水域景觀。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區北臨國道6號，以路堤相隔，受高ೲ行竩車輛之影響較

大，需以適當綠帶隔離，減少並阻隔往來車輛製造之粉塵及噪

音。此外，行竩於國道6號之車輛亦可俯瞰全計畫區，可營造農

村藝術或水資源意象之視景觀。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依本分區鄰近國道6號，其人為影響程度較大，因此較不適

，生態發展ǹ此外，本區屬北側遊憩帶，遊客停留時間較短ە

發展短時間、多樣性、高吸引力之觀光遊覽活動，其遊憩發ە

展強度較高。 

考量整體環境特色及遊憩需求，除堤頂及堤後道路、人工

湖圍堤等空間配置綠帶外，並延伸管理中心服務區之藝術營

造，導入人文藝術意象及構造物，營造帶狀之綠美化及藝術廊

道之空間氛圍。於C、D池Ջ北側腹地空間，水岸空間導入具水

景意象及農村藝術圖象之親水階梯及廣場，周邊腹地則以水波

紋、農村意象等雕塑物營造戶外遊憩空間、賞景設施，細部發

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8。 



 
 
 

5-30 

5、分區配置內容： 

(1)北岸圍提與國道6號間以綠帶及道路相隔，為避免國道6號高

ೲ行竩之車輛對本計畫區造成衝擊與影響，應屌分利用綠地

空間，配置具高度隔離性之植栽，如圖5-16、圖5-18所示。 

(2)計畫區北側與國道6號為ࣚ，以路堤形式相隔，可由國道6號

一覽本計畫區人工湖景觀（如圖5-21）。D、E池Ջ北側之退

縮空間具有較大之腹地，可結合草屯鎮人文特色與水資源意

象，設置代表本區之地標物，如人工湖水波紋意象階梯、水

資源意象雕塑物（如圖5-19），作為本計畫之代表物。水波

紋階梯之色系應符合全區色彩意象，並設置ឯ及圍ᕅ。 

(3)本區建議於臨水側導入賞景親水階梯及觀景平台（如圖

5-1:），並提供水資源導覽解說設施，讓民眾與親水賞景之

餘，亦可學ಞ與瞭解人工湖供水系統，以及水資源應用之知

識。 

(4)㵝ڰ崌生態保護、水質保護的原則，於人工湖蓄水範圍內應

與親水活動適度隔離，設置完善之安全設施，盡可能फ़低遊

憩帶來之環境衝擊，並建議未來應研擬ᝄ格之維護管理辦

法，以達到不ԡࢉ水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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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8 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堤頂道路旁腹地、配合休憩設

施設置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休憩థ亭 
水岸周邊、C、D 池Ջ北側腹

地 

水波紋意象設施 
C、D 池Ջ北側腹地，配合草

 空間施設ڳ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C、D 池Ջ北側水岸邊 

景觀雕塑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野ᓓ 

藝術遊覽 

粗放草ڳ空間 

C、D 池Ջ北側腹地 

解說設施 配合藝術展出及生態資源設置 

展演設施 配合戶外活動草ڳ施設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行/醩步 

野ᓓ 

自行車賞景 休憩亭台/座椅 

配合地形、坡度條件設置，以

主要設施物可及性高之區位為

主 

 
 
 
 
 
 
 
 
 
 
 
 
 
 
 
 
 
 
 
 
 
 
 

圖圖圖圖5-16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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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17 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水漾景觀廊道A-A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 
  
 
 
 
 
 
 
 
 
 
 

圖圖圖圖5-18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  

 
 
 
 
 
 
 
 
 
 

圖圖圖圖5-19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 

 

圖圖圖圖5-20 北側國道北側國道北側國道北側國道6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 

斷面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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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活水生態綠廊  

1、位置：B’-G池南側及G池Ջ側水岸空間(詳圖5-5)。 

2、環境特性：計畫區南側土地與計畫區之間約有21ԯ高的地勢

落ৡ，且有帶狀的次生林及新設之生態排水溝相隔，是多

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及活動場域ǹ北側沿線為人工湖蓄水區，

與南側次生林帶組成完整之ᙔ、綠帶，笭有豐酢的景觀資源。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具有完整之ᙔ帶（人工湖、堤後排水路）及綠帶（既

有次生林帶）空間，應以生態補償制度為理念，於基地內多增

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棲息及移動之場所為目標，作為本

計畫開發對生態環境與動、植物棲地破壞之補償措施。因此以

營造粗放式綠地空間、生態棲地、草澤濕地、帶狀綠廊、複層

綠籬等自然度較高之綠化為主，人工設施也應符合生態工法，

並設置棧道、生物通道供生物穿越。其餘堤後坡、道路兩旁綠

帶、水岸空間均以複層植栽進行綠化。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主要發展生態復育環境，為發展強度鄦低之區域，

不適合導入過多人工設施物，僅需配置生態觀察、解說之相關

設施，腹地較大區域可設置少量停車空間及自行車停竧設施、

休憩థ亭、座椅、觀察步道等設施，供遊客休憩使用。細部發

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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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9 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堤頂道路及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亭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野ᓓ 
水岸賞景步道 

堤頂道路旁腹地、堤後坡 

堤後生態排水景

觀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次生林帶自然環

境景觀 

଼行/醩步 

野ᓓ 

自行車賞景 

生態觀察 
休憩亭台/座椅 

配合地形、坡度條件設置，以

主要設施物可及性高之區位為

主 

 

5、分區配置內容： 

(1)人工湖圍堤南側۟ዬ線較భ，圍堤離ச坡20公尓以上，

可利用腹地設置大量林帶，與南側既有次生林相連，如

圖5-21所示。 

(2)圍堤內陸域與水域交ࣚ處可設置小區域草澤濕地ǹ南側

排水路設置連通棧道、石砌平台做為兩棲類、小型থ٢

類棲息及活動之場所，ޔ接達生態補償之效果。 

(3)北投新圳未來將為計畫區南側之排水路，其邊坡為自然

石砌之型式，未來可適合營造為生態復育空間。因圳路

水量較大、流ೲ較ז，因此可配合水圳沿線周邊腹地，

營造小水༠及草澤濕地空間，做為動物棲息地，如圖5-22

所示。 

(4)圍堤內陸域與水域交ࣚ處、北投新圳沿線的草澤濕地亦

可設置生態觀察棧道及教育解說設施，導入環境教育及

休閒遊憩之機能。解說設施可使用一٤小面ᑈ、設施形

式自然、活ዃ性的互動式解說牌，如圖5-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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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1 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  

 

 

 

 

 

 

 
 

圖圖圖圖5-22 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  

B 

B 北勢社區自۩߫ሐ)計畫中*!

斷面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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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3 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  

6、生態空間創造構想 

(1)草澤濕地空間創造 

(A)提供多樣化的地形：如ݡ澤濕地、小水⠩、草溝等地形，

尤其不同的水域可提供動物生活中不同的棲息需求。 

(B)種植多樣化的植物：以自然的手法將植栽以自然罵落方

式種植，植栽種類以現地原生植栽為主，且應去除外來

種、制強勢種，並強化水岸植物的運用，如野ᖖ花、

香ᇀ、ۄஇؾ等，不但可以提供ᗦ穤及棲息之處形成穓

衝帶，亦可保持棲地濕度。 

(C)維持土ᝆ的濕度及ؔޥ度：ዊ濕的環境有利於兩棲類動

物的棲息，而ؔޥ的土ᝆ則可ߦ進植物及ܲᙝ的數量，

間接提升其他動物存活的機會。 

、觀 空間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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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帶  

(D)提供多Ͼ質的棲息空間：多動物於岭天鄹在植物ۭ

層、葉ᓋ基部、石୴、ݝ洞等多Ͼ質環境棲息，因此濕

地空間創造時可以石୴砌或枯݄落葉୴ᑈ而成。 

(2)生態觀察棧道設計 

(A)觀察棧道應採用高架木棧道，並採取高架ᐱ岷式基礎，

以保留生物Ͼሜ，避免影響動物生存ॉ翑。 

(B)應選用自然度高、與環境協調、可回ԏ材料、ऐ用年限

長、不易受ዊ濕環境及ྕ度變化影響之材料等。 

(C)應設置護ឯ，提升安全性，且可將遊客控制於動線上，

保護周邊環境。 

(D)沿可設置平台、觀察小ࡂ、解說設施或主題解說ઠ，

如鳥類解說ઠ、動植物解說ઠ及濕地環境介紹ઠ等，增

加遊客對生態保育知識及豐酢生態遊憩體驗。 

(E)棧道內應有導覽牌設置，ᛤ明路線圖、棧道長度、遊客

相關ݙ意事項等資ૻ。 

 

 

 

 

 

圖圖圖圖5-24 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 

(3)生物通道（生態廊道）設計 

(A)計畫區內南側及北側新設之排水路，應適當設置棧道、

管橋等設施，提供動物ᐉ向移動之路৩（詳圖5-25）。 

(B)排水路以自然石砌工法施作，營造多Ͼሜ石ᕳ提供動、

植物棲息空間，並配合ռ石、枯木、石୴等作為環境營



 
 
 

5-38 

造材料，提供多Ͼሜ性多變化之小空間，亦可於邊坡或

ۭ質醘設枯Ԯ、PVC岶管、木頭，提供良好棲息空間及

通道（詳圖5-25）。 

(C)以༧石、木料等方式設置自然ຳ水工，減穓排水路水流

ೲ度，並可作為動物窾移之通道。 

 

 

 

 

 

 

圖圖圖圖5-25 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生態棧道空間示意圖 

(五五五五)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 

1、位置：湖區間隔離帶(詳圖5-5)。 

2、環境特性： 

湖區間的腹地寬廣，但地形起峉變化大，堤頂的落ৡ約4-5

ԯ，湖區上游側 (東側 )堤頂道路可與南北兩側的堤後道路連

結，下游側(Ջ側)堤頂道路因地勢落ৡ大，無法與南北兩側的

堤後道路連結。此外，東側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地勢較高，

可見兩側人工湖水域景觀ǹՋ側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地勢較

低，則可同時ݒ賞綠帶及水域景觀。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兩側ࣣ為人工湖蓄水區，為避免影響蓄水功能及遊

客安全，道路兩側以發展綠帶空間為主，堤頂道路（環湖道路）

僅提供人行、自行車賞景等功能，配置基礎遊憩、賞景設施，

溝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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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選擇適當地點配置賞景平台及聯絡引道。此外，為提高環湖

遊憩品質，維護整體自然環境，一般遊客車輛禁行於堤頂道路。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主要為湖區間之堤頂道路，以低強度發展為主，利

用堤頂道路及人工湖岸腹地周邊土地，配置穓衝綠帶減穓湖區

間之高程落ৡǹ堤頂道路則僅提供自行車道及行人賞景之用，

其細部發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10。 

表表表表 5-10 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設設設置位置置位置置位置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堤頂道路及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亭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野ᓓ 
水岸賞景步道 

堤頂道路旁腹地、堤後坡 

 

5、空間營造重點： 

(1)圍堤堤頂道路為計畫區主要遊憩動線，但因地勢落ৡ造成其

連結性不٫，因此重岷面之綠化及空間之轉醢銜接。堤頂

道路兩側綠帶設置灌木及遮蔭喬木，以複層植栽方式進行岷

面綠化，可減穓地勢落ৡ感並提供遮蔭，增加環境適性，，

如圖5-26、5-28所示。 

(2)人工湖蓄水區周邊之圍堤空間，設置隔離綠帶，將人為活動

區域與蓄水區作適度隔離ǹ此外，臨水側以複層之水域綠化

植栽為主，可作為隔離綠帶及簡單之水體過ᘠ功能。 

(3)空間轉醢銜接部分，於上、下層堤頂道路間設置連接引道，

增加動線連結性，且地勢較高之圍堤可配合賞景平台設置，

做為民眾停留及觀賞水岸風光之休憩據點，如圖5-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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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  

1、位置：F池南側腹地、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之高架路段橋下

方，以及G池Ջ側腹地(詳圖5-5)。 

2、環境特性：F池南側腹地位於計畫區Ջ南側，與社區聚落間有

21ԯ之地勢落ৡ及帶狀次生林，北側與F池有堤頂道路、堤後

道路、綠帶相隔，為長型腹地。於F池東側則為交流道高架

橋橋下空間，目前為簡易綠化及閒置之空間，橋體及橋墩之

外觀生硬，視景觀不良。 
 
 
 
 
 
 
 
 
 
 
 
 
 
 
 
 
 
 
 
 
 
 

圖圖圖圖5-26 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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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7 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 

 
 
 
 
 
 
 
 
 
 
 
 
 
 
 
 
 
 
 
 
 

 
 
 
 
 
 
 

圖圖圖圖5-28 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湖畔漫遊區賞景平台賞景平台賞景平台賞景平台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區間 景 圖 

斷面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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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位於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下方，可利用之腹地空間

鄦大可達100公尓寬，但因橋墩座落於此，人為開發程度較高，

將人為活動中於本分區，配合自行車道環線之需求，設置停

車設施、自行車等相關服務、農特產品展售、舉辦藝術展演活

動。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為計畫區內主要人為活動分區，可將高強度遊憩活

動中於此，因此為計畫區內發展強度鄦高之區域，但仍配

合全區發展理念及構想，導入相關遊憩活動。本計畫執行階段，

僅發展自行車ચ翎服務，進行竊面ׯ善、橋體美化、基礎遊憩

及休憩設施配置，並配合整體農村藝術構想，導入相關藝術展

覽、美化設施，建議未來可強化本計畫之遊憩強度，發展景觀

遊湖活動、ᓓ服務等，其細部發展內容及設施詳表5-11。 

5、分區配置內容： 

(1)本區位於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對環境衝擊性較大，故將計畫

區內人為υᘋ性較高的活動中於此，為本計畫主要提供計

畫區內觀光遊憩活動之分區。除南側次生林仍以生態保育為

主，主要發展自行車道轉驛ઠ、農產品銷售、以及各項服務

設施，提高觀光遊憩吸引力。且因本區鄰近社區聚落與南側

次生林，除觀光遊憩活動外，並配合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綠美

化及生態環境營造，如圖5-2:、5-31所示。 

(2)考量人工湖E、F池之退縮空間，包含高架橋橋下及兩側岂履

各退縮51公尓土地，可導入自行車服務中心、自行車廣場以

及停車場，提供自行車ચॷ、維অ、屌等服務，並可提供

輕१ᓓ服務、農產品展售，讓遊客能在享受自然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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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能輕鬆悠閒地享用ϱᓓ、下ϱૡ，增加遊客前往

遊湖、ચ自行車、長時間停留的意願，如圖5-31所示。 

表表表表 5-11 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間 

休憩థ亭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C、D 池水岸周邊 

自行車ચ翎空間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農特產品展銷空間

（ଷ日市）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間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停車空間 

休憩亭台/座椅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野ᓓ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自行車ચ翎維অઠ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

間、E 池南側 

未來建議發展項目未來建議發展項目未來建議發展項目未來建議發展項目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安全設施 

遊湖碼頭 

管理中心、ᓓ空間 

穽生設施 

親水棧道 

ᓓ空間 

農特產品展銷空間 

穽生設施 

水域景觀及 

一般遊憩活動 

划船 

釣魚 

觀光費 

遊湖區遊客中心 

E 池南側腹地 

(3)E池南側土地初步規劃為粗放草地、土丘、賞景廣場、

థ亭等休憩空間，並配合排水路設置生態導覽棧道、親

水棧道及休憩平台。建議後續可交由地方政府開發為景

觀遊憩湖區，提高本區觀光遊憩吸引力。 

(4)E池南側土地約2.5公鄖，位於人工湖E池與社區北側次

生林之間，且鄰近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之規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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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交通區位良好。此外，本用地與人工湖E池有堤頂道

路、堤後道路、排水路、隔離綠帶相隔，ऩ發展較高強

度之觀光遊憩活動，亦不易對人工湖蓄水安全及水質造

成影響，其長形腹地實有發展觀光遊憩之條件。建議未

來可發展為景觀遊憩水域（詳圖5-32），提高本計畫區

遊憩吸引力，提供社區民眾更多觀光發展機會，增加地

方觀光ԏ益與就業機會，建議可配合南投縣觀光發展相

關計畫，由南投縣政府܍ચ開發，發展為景觀遊憩湖區。 

(5)未來ऩట發展觀光遊憩湖區，仍應以生態保育為原則，

以無Ԧࢉ性之湖域活動為主，設置簡易型碼頭，並引入

釣魚、ᐱ木Ճ、罿窫船、耐動船等無Ԧࢉ性的水上活動，

盡可能फ़低遊憩帶來之環境衝擊，未來應研擬ᝄ格之維

護管理辦法，確保水源無Ԧࢉ。 

(6)因水域遊憩活動之發展強度較高，人為活動影響程度較

大，除設置景觀水池提供觀光遊湖使用，應設置水域管

理中心統一管理水域活動，湖岸設置親水థ亭及階梯、

遊湖碼頭、休憩廣場等設施，提供完善的水域遊憩服務ǹ

管理中心可設置輕१ᓓ區、穽生設施，提供完善之遊

憩服務。此外，景觀水池之池ۭ應ݙ意۟ዬ位置，池ۭ

應與۟ዬ線間保持適當ຯ離（詳圖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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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9 悠活悠活悠活悠活轉驛轉驛轉驛轉驛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空間配置圖空間配置圖空間配置圖  

 

 
 
 
 
 
 
 
 
 
 
 

圖圖圖圖5-30 悠活悠活悠活悠活轉驛轉驛轉驛轉驛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  

D D 

斷面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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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31 悠活悠活悠活悠活轉驛轉驛轉驛轉驛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  
  

 

 

 

 

 

 

 

 

 

 

 

圖圖圖圖5-32 E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 

高架橋 空間 區及 圖 

E 

E 

E 南 空間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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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33 E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  

 
 
 
 
 
 
 
 
 
 
 
 
 
 
 
 
 
 
 
 
 
 

圖圖圖圖5-34 悠活悠活悠活悠活轉驛轉驛轉驛轉驛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空間示意圖  

6、水域活動發展及限制： 

水域活動可提供遊憩之功能，並提升整體遊憩環境之吸引

力，建議可於E池南側發展遊湖水域，初步規劃面ᑈ約1公鄖，

湖區鄦深處2.5公尓、鄦భ處為1.25公尓，護岸邊坡1：2，為配

合全區整體景觀發展，護岸形式應符合自然原則，減少使用人

工構造物及混笅土構造物。 

 

憩 景觀 圖 

斷面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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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域活動發展原則 

B、本水域發展區鄰近人工湖區，面ᑈ僅約1公鄖，屬於小水

域活動範圍，其發展之水域活動較少，相關發展內容詳表

5-12ǹ此外，配合本計畫之規劃原則與整體發展定位，應

以低Ԧࢉ、低開發為原則，因此適ە之水域活動僅容釣

魚、手划船、罿窫船為主（如圖5-35）。導入之活動均需

經由管理單位認可及容。 

C、水域發展僅提供無Ԧࢉ性之船ଫૐ行，為維護整體觀光

遊憩品質及安全，管理單位應擬定總量管制標ྗ。 

D、各基礎建設完成後，ట導入之活動均需經由主管機關（經

濟部水利署）之同意後，使得進行。此外，為回㎸當地居

民，建議可由當地居民或聋體܍ચ經營。 

E、管理單位應擬定船ଫ與水岸設施之安全管理計畫，包含

安全作業ྗ則、安全作業流程、ᆙ࡚௱ᜤ策略、定期ᔠ驗

規則、設置告及告示牌等，提升水域活動之安全。水域

範圍內設置告示牌應符合安全、示、教育、維護等功能。 

(2)護岸形式 

護岸應具備邊坡穩定之功能，並可提供水岸生物棲息之

空間，圍塑良好之水岸空間環境。其設計ྗ則如下： 

B、應以生態工法，近自然工法等方式進行設計施工，創造

多Ͼሜ之生物棲息空間，其護岸材質應以石材、木材等自

然素材為主。 

C、盡量應原有地形，以ᇊ⤝方式規劃，避免ᄒ取ޔ之

設計，維持自然湖畔形式，並強化自然綠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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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護岸綠化之植栽應考量其濱水性，並符合生物多樣性與

複層植栽之原則，如野ᖖ花、๋ؾ、台灣山ਦ花、台灣ᝳ

Ԯ等。 

表表表表 5-12 水域活動水域活動水域活動水域活動發展一覽發展一覽發展一覽發展一覽表表表表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ຯ離ຯ離ຯ離ຯ離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活動所需環境活動所需環境活動所需環境活動所需環境 本計畫活動本計畫活動本計畫活動本計畫活動 

發展評估發展評估發展評估發展評估 

釣魚 a.依場所不同，可分為船釣、ᕚ釣、堤

釣、᠁釣及溪釣等。 

b.需有防波堤、人工魚堤、照明設施、

安全設施。 

僅可發展堤釣

活動，並應劃

定釣魚範圍。 

ᔍ水、 

游ݚ 

a.水質ە清ᅒ、Ԧࢉ質小於 750 耐導度

以下。 

b.水深不大於 1m。 

c.水ۭە平ྖ࿗石無崐細ᚇ物。 

d.坡度：2ɴ10ʘ。 

d.水ೲ：ە穓。 

考量安全管理

問題與水質，

本計畫不ϒ發

展。 

 、Ճݱ

划船、 

a.適合各種類型水域，以水質ଳృ之水

域為較٫環境。 

b.河寬岊大於 1.5m，水深 70ɴ80cm

容易笵Ճ。 

小水域

活動 

指 離 岸

50 公尓

ᇻ 、 50

公 尓 寬

範 圍 內

之 水

域，或同

樣 面 ᑈ

之 陸

域，或以

水 域 中

任 Ֆ 一

點 為 基

ྗ，其屜

৩ 28.2

公 尓 之

༝ 面 ᑈ

範圍。 

ᐱ木Ճ a.大面ᑈ之水域。 

b.活動區域應竿量ᇻ離大型船ଫ及水上

ነԎ車或高ೲ船羅行竩區域。 

c.基本水深需 0.9̣。 

以划船及ݱՃ

為主，並應設

定水域容遊

憩量，提升遊

憩品質與水域

安全。 

資料來源：്ഛკΰ1994αΔ本ૠნᖞ 

 

 

 

 

 

 

圖圖圖圖5-35 水域活動示意圖水域活動示意圖水域活動示意圖水域活動示意圖 

 



 
 
 

5-50 

(3)周邊相關設施 

除湖域之水池本體外，周邊應提供管理中心統一管理湖

區活動與設施，並設置相關之休憩設施、服務設備，屌分利

用周邊腹地進行綠化，提供完善之遊憩服務。 

B、管理中心：湖區之管理中心應符合前章節建築形式之規

範，並應具備遊客服務ઠ、旅遊導覽服務、公共酳所、ᆙ

࡚௱護、活動廣場等功能。 

C、休憩థ亭、觀景台：應考量日照、望點位置配置，並

設置休憩座椅、解說牌、֣ڱఏ、遮蔭、照明等設施。整

體外觀、造型及ᚑ色應符合自然、簡單之原則，選擇天然

材質及符合地方特色之材料，色彩則以本計畫區所擬定之

主要色調為主，岊要時應配置無ምᛖ活動空間。 

D、親水階梯：應以自然素材為主，如砌石、木棧道等，並

應設置安全圍籬，其形式亦應符合本計畫整體環境意象，

並且需為穿透性高之設計，避免阻笮視野ǹ臨水岸側之圍

ᕅ高度至少應達61公分，以達到區隔之效果。 

E、簡易碼頭設施：簡易碼頭係以停ݲ小型船羅、輕羅等小

型簡易遊羅釛（如圖5-36），本計畫之簡易碼頭主要以停

竚耐動船、罿窫船、ᐱ木Ճ為主，應具備ᛠݲ、保管、上

下岸、維護、ᔠ查、清ࢱ與補給等相關服務，並考量整體

服務之區位設置。此外，其周邊步道及親水設施應作整體

規劃設計，並以簡單、自然之木棧道等材質為主，兼顧防

水性與安全性，定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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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36 簡易碼頭示意圖簡易碼頭示意圖簡易碼頭示意圖簡易碼頭示意圖 

 

(七七七七)A’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池北側腹地（（（（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非本計畫用地範圍））））-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活力堤岸賞遊區 

1、位置：B’及B池北側至烏溪ݯ理計畫線(詳圖5-5)。 

2、環境特性：本區位於計畫區東北側，由北側堤後道路延伸至

烏溪堤防，部分土地位於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現況為農業હ

作使用及國道6號橋墩，非本計畫用地ቻԏ範圍。但本分區北

臨烏溪，可完整望九九峰山景。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鄰近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水漾景觀廊道，可配合整體

空間營造構想，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演，作為烏

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區。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區Ջ接東草屯停車場用地，未來可作為國道6號遊客進入

本區之入口ǹ往東可進入本計畫管理中心，並連接玉屏巷，分

區內包含國道6號高架段，周邊ࣣ為橋墩、堤岸等人工構造物，

配合整體發展構想，可將人為活動中於本分區，如發展市民

農園、水利教育解說設施、藝術展覽、入口迎賓花廊等活動，

讓短時間停留之遊客亦可參與多樣化的遊憩活動。其細部發展

內容及設施詳表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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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13 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適ە遊適ە遊適ە遊憩活動憩活動憩活動憩活動 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亭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迎賓花廊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停車空間 

休憩亭台/座椅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野ᓓ 

自行車賞景 

଼行/醩步 
草ڳ空間 

ᓓ空間 

農特產品展銷空間 

穽生設施 
一般遊憩活動 

自行車賞景 

野ᓓ 

觀光 

଼行/醩步 自行車ચ翎空間 

A’北側、國道 6 號高架段下方 

 

5、分區配置內容： 

(1)F池北側腹地包含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土地，非本計畫用地ቻ

ԏ範圍，考量未來一ठ發展及遊憩強度，建議由縣政府開發

經營，配合本計畫之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水漾景觀廊道之發

展，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演，作為烏溪堤岸進

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區，配合整體空間綠美化、藝術花

廊，提高遊憩吸引力。 

(2)本分區南側有國道6號高架段橋墩座落，橋下空間可導入ଷ日

市活動，作為南投縣政府或草屯鎮公所推廣農產或文化藝

術之空間，或ॷ用、ચ翎ϒ相關單位發展舉辦活動，推廣當

地農、特產品與藝術文化，活絡地方產業。 

(3)因應未來汽車動線之規劃，將由東草屯停車場沿烏溪堤岸之

防汛道路連結至管理中心服務區，本分區ջ可配置停車場，

分醩停車空間，導引遊客以步行、᚛乘自行車等方式，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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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遊覽。此外，整體空間以粗放型草地空間、植栽綠

化為主，配合地方意象及農村藝術主題，設置地景藝術，塑

造入口意象。 

 

圖圖圖圖5-36 A’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  

五五五五、、、、整體發展整體發展整體發展整體發展與周邊串聯與周邊串聯與周邊串聯與周邊串聯 

本計畫整體發展構想除依循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中提及的烏

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塑造之發展定位，將管理中心服務區、

水漾景觀廊道、悠活轉驛服務區等分區，導入藝術展演之設施與

活動，以達到烏溪周邊藝術大道串連之整體發展ǹ在自行車道環

線部分，配合全區堤頂道路發展自行車道環線，以及引水路悠遊

綠廊自行車道，連結至台14線及平林橋等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

統，區內堤頂道路則連結自行岫窊之自行車道，整體環境空間關

係詳圖5-37，空間整體配置詳圖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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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37 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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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38 整體平面配置整體平面配置整體平面配置整體平面配置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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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陸陸陸陸章章章章 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 

一一一一、、、、交通交通交通交通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一一一)一般動線一般動線一般動線一般動線 

本計畫區北側ᆙ臨國道6號，且東草屯交流道以高架道路方式

跨越計畫區D、E池間，對外北側有3處涵洞及高架橋下2處聯絡道

可連接至烏溪沿岸之防汛道路，南側則有多處農路可連結至東草

屯交流道引道、玉屏巷、玉屏路(投6)等，如圖6-1所示。 

未來計畫區發展後，一般車輛則由以上道路通行連接至計畫

區各湖區之堤後道路，堤頂(環湖)道路則進行通行管制，僅工程及

維護車輛得以通行。 

(二二二二)遊憩動線遊憩動線遊憩動線遊憩動線 

計畫區主要的遊憩動線ջ各湖區之堤頂(環湖)道路及引水路

悠遊綠廊，約13公里。為減少車輛對於土堤結構及生態棲地之影

響，遊憩方式規劃遊客將車輛停放停車場，峘以步行及自行車等

方式進入各分區遊覽，如圖6-1所示。 

此外，由引水路悠遊綠廊可往東連結至炎峰橋，與草屯鎮自

行車道環線系統B路線相連結，由計畫區南側農路轉至玉屏路(投

6)ջ可與A路線相連結，共同串聯成一區域性的遊憩路線，如圖6-1

所示。 

(三三三三)停車場配置停車場配置停車場配置停車場配置 

1、區位選擇 

配合全區整體空間配置及分區發展構想，本計畫主要停車場

配置於管理中心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水漾景觀廊道D、E池

Ջ北側，如圖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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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計畫區未來將做為學校單位戶外教學或相關單位活動

舉辦之場所，因此需有停放大客車之空間，而因計畫區聯外之社

區道路ઞ，故建議主要於悠活轉驛服務區規劃至少5處大客車停

車空間，由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旁的農路進入本計畫區。 

2、停車位需求預釱 

前章節推估計畫區每日遊客量約有380人，ଷ設90%遊客以開

車方式進入計畫區、小客車平均乘翜率為2.5人/車、停車轉醢率為

2之條件下進行計ᆉ，所需停車位數量為380*90ʘ/2.5/2ɨ68.4，約

70個小客車停車格。考量空間發展強度、活動導入類型、空間腹

地大小，各區位停車位數量及所需空間建議如表6-1所示。 

表表表表 6-1 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小客車停車位數量小客車停車位數量小客車停車位數量小客車停車位數量 大客車停車位數量大客車停車位數量大客車停車位數量大客車停車位數量 

管理中心服務區 35  

悠活轉驛服務區 20 5 

水漾景觀廊道(D、E 池Ջ北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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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6-1 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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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解說導覽解說導覽解說導覽解說導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計畫區未來將引入遊憩機能，因此需使用解說導覽系統，讓

遊客瞭解其所在區位之空間特性及環境特色，並讓遊客體驗及認

知人工湖設岷的來源、功能，提供水利工程相關資ૻ。且計畫區

具有豐酢的自然、景觀資源，除善盡保護、保育與復育之責外，

為能，並藉由解說導覽設施達環境教育之目的，建岷下一代未來

保育大自然、愛護水資源的觀念。 

解說導覽計畫之重點包含位置選址、解說重點之確認、牌誌

設施之形式等，詳述如下： 

(一一一一)解說牌誌系統位置選址解說牌誌系統位置選址解說牌誌系統位置選址解說牌誌系統位置選址 

1、導覽牌誌：介紹全區配置、標示公共設施地點、各據點之關

係位置、參觀動線等。設置位置如下及圖6-2： 

(1)園區入口地區、停車場。 

(2)園區重要活動據點。 

(3)主要聯外動線沿線。 

2、指示牌誌：提供各據點方向導引與標示停車場、管理中心等

各公共服務設施位置。設置位置如下及圖6-2： 

(1)主要聯外動線沿線。 

(2)園區內動線。 

(3)園區內重要活動據點。 

(4)遊憩動線的節點與ΰ路。 

3、公告牌誌：行政管理上所需之公告事項及維護遊客安全之峤

ᓀ區告、禁制牌示。設置位置如下： 

(1)園區主要活動據點。 

(2)生態保護地區。 

(3)具遊憩峤ᓀ性之需告地點或禁尩進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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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園區入口地區。 

4、解說性牌誌：就各景觀、生態、特殊性、教學價值等目標，

以解說設施達到告知、教育࠹導之功能。設置位置如下及圖

6-2： 

(1)園區內具自然及文化特性之據點。 

(2)園區內之自行車道系統沿線具資源特色之地點。 

(3)望觀景平台。 

(4)重要遊憩活動產生之據點或節點。 

(二二二二)解說主題解說主題解說主題解說主題 

計畫區解說主題包含水資源的利用與保育、人文產業類、生

態景觀類等，分述如下： 

1、水資源的利用與保育：包ࡴ人工湖水利景觀解說，以及水資

源之利用方式、相關水利設施等。 

2、人文產業類：介紹計畫區及草屯地區農產業文化及特殊人文

產業(稻草文化)，亦可配合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構想，將

農村藝術做為解說主題之一部分。 

3、生態景觀類：包含計畫區自然生態資源簡介，包含植物相、

生物相、動物的棲息生態之解說，並說明環境復育及環境保

護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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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6-2 解說牌誌系統位置圖解說牌誌系統位置圖解說牌誌系統位置圖解說牌誌系統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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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解說牌誌系統樣式解說牌誌系統樣式解說牌誌系統樣式解說牌誌系統樣式 

計畫區未來將成為一自然教࠻，其教育解說牌之設計需醹向

教育、醋ז、௴發三ޣ並重進行，解說牌牌誌可分為ހ面內容、

牌面及外ਣ尟架製作兩大部分，詳述如下： 

息應清醮簡單、Ϫ中主題、圖文搭配，盡ߞ面內容：展示ހ、1

可能引起遊客之興窦及認知。ހ面編排時，標誌、字體與ᛤ

圖表現方式需統一，以提高解說系統間的整體性與協調。 

2、牌面及外ਣ尟架：材質選用相當重要，使用適當的尟架材質

與形式可以展現對場域的尊重，並且可以與其當地特色做連

結，த用的材質有石材、木材及金屬，其優લ點及適用環境

詳述如表6-2。計畫區內的導覽牌、環境解說牌為能增加ऐΦ

性及易於維護管理，建議以金屬ᒳ構形式為主，且為能增加

與自然環境的結合度，並以石材為基座，配合農村藝術文化

特色做造型變化，建議樣式如圖6-3。 

表表表表 6-2 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 

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石材石材石材石材 木材木材木材木材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 

自然度自然度自然度自然度 高高高高 中中中中 低低低低 

優點 
1.୲ڰऐ用、לং性٫ 

2.與環境之結合度高 

1.架構容易זೲ 

2.容易ཚ運、與環境之結

合度高 

3.容易ܜڕܨ醢 

1.構造輕岁、簡ዅ 

2.材質୲ڰ 

લ點 

1.需費較高ཚ運成本 

2.於現地無法取得石材

地區成本高 

1.需經த保養維護 

2.ऐ用期較短，較容易

破壞 

1.ౌ接及ᖥਵ配件亦

受ߟᇑ 

 意事項ݙ

1.以現地石材施作為鄦

٫選擇 

2.可結合圍籬、࿖ᕅ設

置 

1.經高壓防ᆭ處理，水

岸地區表面ە༡佈護木

 ݨ

2.ᗕ接之金屬竓件經防

ឌ處理，並為不明顯

ᚑ色。木材含水率需在

15ʘ以下 

1.造型ە簡ዅ及低調之

色彩 

2.應採適ە之防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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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6-3 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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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植栽計畫植栽計畫植栽計畫植栽計畫 

(一一一一)配置原則配置原則配置原則配置原則 

1、以當地既有樹種為主，以符合當地之水土ং、生態環境，

例如：木重、ᆵ灣岭ៃ樹等。 

2、盡量選擇台灣原生植栽，例如：台灣ཱིص、羅ᅇ݊、ོߙ、

連木、नᴱ等、ߙখ㇛、ክ樹、香ཱི、ཿ樹、九ᨚ、ᚨ醑

ᛯ、大葉揚等。 

3、管理中心周邊可選用較具觀賞價值、花色明顯、隨季節變化

大、具香味之植栽，可增加環境活ዃ性及變化性，例如：山

ឮ花、៓Θ木、ࠁߓୌ、台灣㕙樹、ོ香、木重、ᚧ、ԙ

⩁、ਦ花、月ᐊ。 

4、水岸及草澤濕地可以現地既有的親水性植物為主，例如：尕

草、水ᕀ、大木翉、水香、Բᒙ、⽙、覆岣狀ಮ草

等。 

5、可選用誘蝶、誘鳥植物，增加區域生態多樣性，例如：ླྀఘ、

鄐ᄨ、山ឮ花、न屐、台灣㕙樹、土Ժਦ、ࡾ不Դ等。 

6、草地應採水土保持用的草種，岊控制水土流失，以深ਥ性、

形成זೲ、可粗放管理的草種為主，例如：百鄹草、兩Ը草

等，且利用不同的草種間植，因其生長的ஏ度及特性，可使

ᚇ草在其間不易發生，ջ此草地環境對ᚇ草ᝡ爭力強。 

(二二二二)建議樹種建議樹種建議樹種建議樹種 

本計畫參考現地調查以及「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

境影響評估」生態調查之結果，依具計畫區未來發展構想及空間

特性，將植栽配置方式分為線性樹種、邊ࣚ樹種、水岸樹種、生

態樹種、地樹種、焦點樹種等六類，說明如下，各配置類型建

議使用地點及建議樹種詳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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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性樹種：指利用喬木以列植之方式沿ޔ線或Ԕ線以等ຯ

離在一定變化規ࡓ下栽植，強調出環境單પ性及線性空間的

窦味，適合在本計畫中道路、自行車道兩側使用。 

2、邊ࣚ樹種：指利用ਲ਼ຯ較小而植物݄葉पஏ的灌木排列，來

ས示空間的邊緣或ޔ接當作岷面屏ም，創造隔離及包之效

果，適合在本計畫中土堤、邊坡及道路兩側使用。 

3、親水樹種：指竚近河流、水池或草澤地生長的喬木、灌木或

草本植物，可做為兩棲類、ݽᙝ類動物棲息空間，適合本計

畫中草澤濕地及᠁地使用。 

4、生態樹種：指利用多樣性、多層次的喬木、灌木創造自然林

相，與周邊人工環境隔離，且可做為小型থ٢類、鳥類的棲

息地，適合本計畫中穓衝林帶。 

5、地樹種：指運用草本植物覆ᇂ於地表面，創造空間範圍ས

示、ᇘ៛地表美化或水土流失控制等效果，適合在本計畫中

自然草坡及無喬木或灌木覆ᇂ處使用。 

6、焦點樹種：指運用喬木或灌木創造視或༘之吸引力，來

強調節點之存在，以吸引人自然於此停留，適合在本計畫中

主要入口及停留點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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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3 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建議使用地點建議使用地點建議使用地點建議使用地點 建議樹種建議樹種建議樹種建議樹種 

道路臨水側 

த綠、不易落葉落果之喬木 

Ɂ݈樹、羅ᅇ݊、大葉山、ᛏசੇ醼、醻ᚿ科植

物 
線性樹種 

道路臨路側 

樹߷開展、݄葉पஏ、遮鄋性٫的喬木 

Ɂ喬木層：ክ樹、ོ香、台灣㕙樹、ߙখ㇛、連木、

大葉ਲ花心木 

濱水樹種 
草澤、土堤內邊

坡 

濱水性灌木 

Ɂ台灣山ਦ花、野ᖖ花、๋ؾ、木翉、台灣山ᆺ、

 ह花、台灣ᝳԮ、ਦԮ

生態樹種 

北 側 穓 衝 林

帶、南側生態綠

廊 

既有次生林及能誘鳥、誘蝶的樹種 

Ɂ喬木層：相思樹、Ոਯ、野ਯ、ᚨ醑ᛯ、岭η、

香ཱི、鄐ᄨ、नᴱ 

Ɂ灌木層：月ᐊ、土Ժਦ、ࡾ不Դ、船屄草、ۄஇؾ、

山月ਲ屄 

地樹種 
管 理 中 心 周

邊、高架橋下 

 力強、具水土保持作用的岵本科草לܢ

Ɂ百鄹草、兩Ը草、地釗草、類地釗草、百ኀ達草、

ଷቀ草 

焦點樹種 

管 理 中 心 周

邊、觀景平台及

親水活動廣場

周邊 

具觀賞價值、可增加環境活ዃ性的樹種 

Ɂ喬木層：台灣㕙樹、ོ香、木重、ࠁߓୌ、小葉

Ϙ、ڈਯ 

Ɂ灌木層：ᚧ、ԙ⩁、ਦ花、月ᐊ、南天Ԯ、ଭឮ

Ϗ、พफಹ、變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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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第柒章第柒章第柒章 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一一一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本計畫為「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之環境整

體營造規劃專題，因此環境營造期程應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

依據主體工程計畫，人工湖主體工程預計以七年為期，包含一年

先期作業及六年施工階段分區開發。故本計畫擬配合主體工程分

為三期開發計畫，第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第二期計畫為

施工階段第4-5年，第三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5-6年，如表7-1所示。 

表表表表 7-1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先期作先期作先期作先期作

業業業業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年年年年 別別別別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工程項目 第第第第 1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2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3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4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5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6 年年年年 

用地取得及釱設       

工程詳細設計       

取水工程       

蓄水工程(人工湖)        

A’湖區開挖       

A 湖區開挖       

B 湖區開挖       

C 湖區開挖       

D 湖區開挖       

E 湖區開挖       

F 湖區開挖       

主主主主

體體體體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期期期期

程程程程 

配合工程       

第一期計畫       

第二期計畫       

本本本本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期期期期

程程程程 
第三期計畫       

(一一一一)第一期計畫第一期計畫第一期計畫第一期計畫 

第一期計畫配合A、A'池開挖完成後，於施工階段第3-4年進

行A、A'池圍堤之基本景觀綠化工程，且進行管理中心服務區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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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的各項工程，包含停車場、廣場、థ亭、野架、步道、

解說設施、植栽綠美化等各項設施之施設。 

(二二二二)第二期計畫第二期計畫第二期計畫第二期計畫 

第二期計畫配合B、D、E、F'池開挖完成後，於施工階段第4-5

年進行B、D、E、F'池圍堤之基本景觀工程，且進行引水路悠遊綠

廊、水漾景觀廊道、悠活轉驛服務區各項設施之施設。 

(三三三三)第三期計畫第三期計畫第三期計畫第三期計畫 

第三期計畫配合C池開挖完成後，於施工階段第5-6年進行C

池圍堤之基本景觀工程，且進行活水生態綠廊、湖畔漫遊區各項

設施之施設。 

二二二二、、、、工程經費概估與財務計畫工程經費概估與財務計畫工程經費概估與財務計畫工程經費概估與財務計畫 

(一一一一)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  

概估本計畫工程建造費用約為五屛陸ٲࡵ萬元，詳表7-2，

工程分三期計畫，各期經費詳細明細表窊參見表7-3、7-4、7-5。 

表表表表 7-2 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區位區位區位區位 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元元元元)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萬萬萬萬元元元元) 

A、A'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3,850,000 
第一期 

管理中心服務區(戶外開放空間) 6,050,000 
990 

B、D、E、F'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10,800,000 

引水路悠遊綠廊 2,150,000 

水漾景觀廊道 7,450,000 
第二期 

悠活轉驛服務區 15,750,000 

3,615 

C'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2,750,000 

活水生態綠廊 3,800,000 第三期 

湖畔漫遊區 4,200,000 

1,075 

總計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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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3 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元元元元) 複價複價複價複價(元元元元) 

一、 A、A'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100,000 100,000 

(二) 植喬木(兩排列植,10 ԯ一ਲ਼) ਲ਼ 500 2,500 1,250,000 

(三) 植灌木 ʤ 5,000 400 2,000,000 

(四) 植草岮 ʤ 5,000 100 500,000 

  合計       3,850,000 

二、 管理中心服務區(戶外開放空間)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1,000 2,000 3,000,000 

(二) 解說及賞景廣場 ʤ 100 3,000 400,000 

(三) 賞景休憩థ亭 座 1 300,000 500,000 

(四) 休憩賞景野架 座 1 200,000 300,000 

(五) 景觀雕塑 式 1 300,000 500,000 

(六) 賞景步道(寬 2m) m 100 3,000 350,000 

(七)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200,000 200,000 

(八) 植栽綠美化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6,050,000 

  總計       9,900,000 

表表表表 7-4 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元元元元) 複價複價複價複價(元元元元) 

一、 B、D、E、F'池圍堤基本景觀工

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300,000 300,000 

(二) 植喬木(兩排列植,10 ԯ一ਲ਼) ਲ਼ 1,400 2,500 3,500,000 

(三) 植灌木 ʤ 14,000 400 5,600,000 

(四) 植草岮 ʤ 14,000 100 1,400,000 

  合計       10,800,000 

二、 引水路悠遊綠廊        

(一) 入口意象及周邊空間美化 式 1 80,000 150,000 

(二) 解說平台 式 1 200,000 500,000 

(三)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100,000 200,000 

(四) 休憩థ亭 座 1 300,000 500,000 

(五) 植栽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2,150,000 

三、 水漾景觀廊道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600 2,000 1,800,000 

(二) 親水階梯及安全護ឯ 式 1 1,200,000 1,200,000 

(三) 水波意象階梯 式 1 200,000 300,000 

(四) 休憩థ亭.野架 座 4 3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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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廣場.平台 式 1 800,000 800,000 

(六)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50,000 50,000 

(七) 景觀雕塑 式 1 500,000 500,000 

(八) 植栽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7,450,000 

四、 悠活轉驛服務區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1,000 2,000 3,000,000 

(二) 農產品展售空間及周邊環境營

造 

式 1 1,200,000 
1,200,000 

(三) 輕१ᓓ廣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式 1 500,000 500,000 

(四) 自行車ચ翎中心及周邊環境營

造 

式 1 1,500,000 
1,500,000 

(五) 入口意象廣場 ʤ 800 3,000 3,200,000 

(六) 休憩廣場 ʤ 200 2,500 600,000 

(七) 休憩థ亭.野架 座 5 300,000 2,500,000 

(八) 親水棧道 式 1 200,000 300,000 

(九) 賞景步道(寬 2m) m 500 3,000 1,750,000 

(十) 解說導覽設施 式 1 100,000 200,000 

(十

一) 

植栽工程(含大面ᑈ活動草ڳ) 式 1 800,000 
1,000,000 

  合計       15,750,000 

  總計       36,150,000 

表表表表 7-5 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元元元元) 複價複價複價複價(元元元元) 

一、 C'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50,000 50,000 

(二) 植喬木(兩排列植,10 ԯ一ਲ਼) ਲ਼ 360 2,500 900,000 

(三) 植灌木 ʤ 3,600 400 1,440,000 

(四) 植草岮 ʤ 3,600 100 360,000 

  合計      2,750,000 

二、 活水生態綠廊        

(一)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100,000 100,000 

(二) 草澤濕地.水༠空間營造 式 1 800,000 800,000 

(三) 生態觀察棧道.平台.步道 式 1 500,000 600,000 

(四) 休憩野架 座 3 300,000 1,500,000 

(五) 植栽工程-喬木(含林帶、隔離綠

帶)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3,800,000 

三、 湖畔漫遊區        

(一) 引道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二) 賞景平台及周邊綠美化 座 5 3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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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200,000 200,000 

(四) 植栽工程 式 1 300,000 500,000 

  合計       4,200,000 

  總計       10,750,000 

(二二二二)相關計畫資源爭取相關計畫資源爭取相關計畫資源爭取相關計畫資源爭取 

本計畫環境營造項目中，包含E池南側土地水域活動發展、A’

池北側腹地活力堤岸賞遊區，未來建議可由南投縣政府爭取經費

進行開發，並負責後續經營維護管理，所需經費如表7-6所示。 

表表表表 7-6 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 

項目 建議方案 經費概估(萬元) 

E 池南側土地水域

活動發展 

為提高本計畫區遊憩吸引力，提供社區民眾更

多觀光發展機會，以及增加地方觀光ԏ益與就

業機會，未來建議可配合南投縣政府發展相關

計畫，由南投縣政府܍ચ開發，發展為景觀遊

憩湖區。 

800 

A’池北側腹地活力

堤岸賞遊區 

本分區可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

演，作為烏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

區。 
600 

 

三三三三、、、、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一一一一)經營管理架構經營管理架構經營管理架構經營管理架構  

本計畫環境整體營造規劃相關之環境營造工程、遊憩活動、

經營管理等，均應架構於鳥嘴潭人工湖經營管理組織內，故依據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人工湖整體營運由經

濟部水利署笸任،策及࿎導單位，配合其轄下之經濟部水利署中

區水資源ֽ為執行單位，並先由中區水資源ֽ設岷人工湖管理中

心，未來人工湖營運管理中心係屬於中區水資源ֽ。 

人工湖管理中心之下設岗工程司、ୋ工程司及工程，負責

綜理各項業務，其下配合業務，分別設置安全ᔠ查部門、笵作部

門、經營管理部門單位，詳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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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7-1 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 

(二二二二)施工期間營運管理施工期間營運管理施工期間營運管理施工期間營運管理 

1、施工地區交通維持 

(1)施工運輸道路或施工地區與當地交通有關ޣ，事先備ִ維持

交通及安全措施所需之各種標誌，並預備適量之備品，以備

臨時之需或補屌之用。 

(2)應隨時ݙ意並維持工區內現有道路路面平、通ᄣ，一有破

ཞ不平應ջঅ補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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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期間，所有運輸車輛及機具，竩出工地進入ᣁ區或地方

道路前，應設有車輛ؑࢱ設備，車尡上應以穮岄覆ᇂ，以防

砂土०揚及落車外至路面上。 

2、水土保持及景觀植生工程 

為避免區域性ᇬ大ߘ或ረ風ኪߘ對ᇘ៛之坡面造成表土ؑ

ᇑ，破壞邊坡的安定性，故於中ᤞ調整池主體工程完工後岷ջ

對ᇘ៛之人工坡面及地表進行植生。植生種類，以選擇符合當

地植物生態體系之植物為主，地選用兩種以上具有水土保持

功能之景觀草種，利用混生草種，除可保持地面覆ᇂ，同時兼

具保護地表，避免土ᝆؑᇑ，並配合景觀之綠美化。 

(1)維護管理：採用專人及專用水車水、施ޥኟ育管理，如有

植生失௳ޣ岷ջϒ以補植。 

(2)᠀水：᠀水次數ک᠀水量，視當地ং情況並能保持坡面濕

ዎ為原則，原則上，植物ኞ種或栽植後31天內，需每天水

(除ߘ天外)，每次水量為2nn水深。有關᠀水時ݙ意之

事項如下： 

B、用水之水源、水質及水時間，將視天ং狀況調整。 

C、水時將配合ଓޥ、植物生長ᐟ素之使用。 

D、設計水量約為每平方公尓21公升。 

3、防ؠ應變 

需針對ᇘ៛坡面設計臨時性覆ᇂ設施，以稻草ᆼ作方ِߡ

ೲ之覆ᇂ，除Α羳有的臨時性排水設施及ᅉࢫ沈砂設施外，考

量計畫區附屬用地ᆙ鄰民崍，建議增設防ؠ砂包備用，於ኪߘ

來臨前୴放於基地內上下ᆄ邊緣處，फ़低造成্ؠ之ᝄ重性。 

(三三三三)營運期間經營管理營運期間經營管理營運期間經營管理營運期間經營管理 

1、經營管理內容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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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營管理組織架構（詳圖7-1），本計畫環境營造主要由

營運管理中心之經營管理部門及安全ᔠ查部門進行以下工作：  

(1)環境管理 

未來整體環境之維護工作包含全區環境清ዅ與穽生，ऩ

舉辦大型活動或ଷ日市，則需擬定相關ೡ管理措施，以

維持整體環境之整ዅ。後續管理工作包含： 

B、環境清ዅ 

b、ु定全區環境清ዅ計畫，並配合委外經營機制，設置

日த清ዅ人，以責任分區維護各區環境整ዅ。 

c、各區域設置֣ڱԏఏ，並由專人定期ԏ清理。 

d、需定期進行人工湖面֣ڱ清理等維護工作，確保水資

源及環境品質。 

C、ೡ管理 

b、以悠活轉驛服務區之橋下空間為主要範圍，並劃定可

ᘍ設ೡ之範圍區域，中管理。 

c、ೡ的位設計應配合本計畫整體規劃構想，營造農

村藝術氛圍，並規劃至不影響交通處。 

d、位之ચ用以政府機關、管理委會、社區發展協會

等聋體之岫窊為主，並需提出活動計畫書，包含活動

舉辦時間、營業類型、地點、環境穽生之維持、及其

他相關之ೡ管理事項。 

(2)遊憩資源管理 

遊憩資源包含環境空間營造所配置之ڰ定設施物，如指

標系統、道路及步道系統、休憩設施(如థ亭、平台、棧道、

廣場等)、自行車ચ翎設施，以及配合縣市政府、民間聋體舉

辦之藝文活動、藝術展演等，其維護管理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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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標系統及解說導覽系統定期ᔠ釱及維অ。 

C、道路及步道空間ᔠ釱及維অ。 

D、停車場停車જ序及環境清ዅ。 

E、平ᆵ、థ亭、野架、ਫ椅、路ᐩ等設施物定期ᔠঅ。 

F、環境清ዅ：劃分清ዅ責任區域，由管理人ڰ定ْ視環

境整ዅ、水域清ዅ及有無ᚇ物୴放等。 

G、֣ڱ處理：適當地點設置加ᇂ清ዅ稿並定時清運、實施

 。分類֣ڱ

H、自行車ચ翎設施：配合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悠活轉驛服務

區之自行車ચ翎服務，ु定自行車ચॷ管理事ە及使用服

務說明。 

I、藝術展演管理：主辦單位應會同主管單位提出展演計畫

及用地岫窊，並負責展出其間之場地及設施維護管理工

作。 

(3)安全管理 

包含自行車活動安全管制、交通安全管制、水域周邊活

動安全管理等，其維護管理工作如下： 

B、交通示系統建置與ᔠঅ。 

C、人工湖蓄水區周邊安全設施及設備之設置與ᔠঅ，如安

全圍籬及ឯ、湖岸௱生設備等。 

D、各項遊憩及休憩設施應視其施設位置、材質或其他特殊

情況，設置相關告標示，並進行定期ᔠঅ。 

(4)景觀植栽維護管理 

本計畫所指的景觀植栽為用以觀賞、提升環境美質等目

的所種植之喬灌木，多種植於人為活動率較高的區域，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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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兩側、管理中心周邊等，其需進行較多且ᓎᕷ的維護工作，

維持其景觀綠美化之機能，相關管理工作如下： 

B、水：視天ং情況適時水，水質應清ዅ，不得使用有

之廢，新植或生長不良植栽應加強辦理以利成ࢉ受Ԧࢥ

長。 

C、施ޥ：原則上已成長植栽每2年施ޥ一次，惟開花灌木、

新植भ木或生長不良植栽每年應視需要定期施ޥ。施ޥ量

應確實依據各產品用量說明施用，且施ޥ位置應與樹木ਥ

部保持安全ຯ離，避免ޥ。 

D、ੰᙝ্防ݯ：每月ْ查ᔠ視，如有ੰᙝ্發生應竿ೲ防

時應遵崌農ᛰ安全使用規定，不得及用路人及ݯ防。ݯ

鄰近作物，且需視ੰᙝ্種類ک樹種選農ᛰ及調製合適

濃度，全ਲ਼ᄇۭቔ᠀，至ੰᙝ্完全控制。 

E、অ： 

a、因本計畫區屬於自然度較高之地區，原則上植栽建議

採自然型之অ法，以求整ሸ、調ک及美觀為原則，如

有ݽᛯ應一ٳவ基部除。অ後以每ਲ਼ਥ部為中心，

將鄰近一平方公尓範圍內之ᚇ草鄨除及運棄。 

b、車行道路及自行車道兩側灌木每年應至少অ˟次，

其中ࡾ季定期強至離地1.5公尓，而ࣿ季則輕以維

持樹形與控制大小。 

c、開花灌木得依盛花期調整অ適期，原則上屐、ࡾ開

花灌木需ߩ花期過後অ，而হ、ࣿ季開花灌木可於Ԑ

 。生長前及花期過後অࡾ

d、自然ᘀ植灌木與喬木應依樹種特性屌分展現自然優美

之樹形，枯݄、Դ݄、২長݄、ੰ১݄、過ஏ݄條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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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位置不良ठ影響樹形ޣ應ϒ除，至分݄少而過於

高ዧޣ則應去頂以ߦ分݄。 

F、補植：新植भ木需生長強଼無ੰᙝ্，種植後岷尟架保

護並加強養護以利成活，如有枯應依原設計規格補植，

每年於ረ風季節前後應ᔠঅ尟架。 

G、其他：植栽與圍籬上覆ᇂ之ݽᛯ至少每年清除二次，枯

ਲ਼清除每三個月一次，ॹ樹݄ש應視受ཞ情形岷ջן植、

অ或ࣶ除。其他工程ฺ工後應竿ೲ清除廢料與整地復

ᙑ。 

(5)生態棲地管理 

本計畫區南側為既有之次生林帶，自然生態資源相當豐

酢，為補償本計畫工程所造成之生態破壞，未來南側帶狀空

間以生態補償理念發展為主，營造生態復育空間ǹ於人工湖

蓄水區周邊，以及北側與國道六號路堤之間，亦規劃綠帶以

隔離不良環境，故棲地管理亦為一重要課題。依生態保育聋

體經營ྒྷ地公園或保護區之經驗，棲地之管理主要有下列事

項： 

B、自然植生演醷管理：適度ᕷ़保育物種以維持環境生態

平衡，如在水आ樹林自然保留區有आ樹林過於पஏ，ߟ

ᘋዊ間帶，影響水鳥१、ᑸᛵ棲息的空間，故需進行長

時間的環境ᅱ釱後，峘分析ᔠ討維護管理。ऩ有岊要౧移

植生時，則應於非野生動物ᕷ釕季節進行為ִ。 

C、人為υᘋ等防護：ྒྷ地受人為υᘋ時，部分生物會受ᡋ

ᓵ而離開，故應明確告知及導引遊客至本計畫規劃之生態

觀察體驗區，避免隨意進入草澤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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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水域具潛在峤ᓀ性，除足之告標誌外，除由管

轄單位進行管制外亦藉由地方協շْᡄ及ᆙ࡚尟醠

方能防尩萬一。 

 

3、委外管理維護機制 

考量鳥嘴潭人工湖辦公࠻之人力分配與專業分工，本計畫

之整體環境清ዅ工作、農特產品銷售ᘕ位、自行車ચ翎等工作，

可採以公開ܕ標之方式，委ૼ專業執行單位執行。 

(1)環境清ዅ 

將計畫區內各項環境整ዅ美化工作項目透過公開ܕ標的方

式委ૼ民間辦理定期維護，確保整體環境之整ዅ。委ૼ管理維

護範圍之工作如下： 

B、֣ڱ、樹葉及廢棄物之清與清運及尷੬០離。 

C、᠀水、ᚇ草ܘ除、樹木ן岗，及草、樹木অ、施ޥ、

草ڳ補植、植栽維護。 

D、設施物、樹木遭受ཞ壞或天然্ؠཞ྄通報。 

E、委ૼ管理維護範圍內相關設施之維護。 

實際執行方式由中區水資源ֽ委外執行評估計畫後，依

評估計畫鄦後定案建議之管理機制為原則。 

(2)展售中心管理 

本計畫管理中心及悠活轉驛服務區規劃設置農特產品展售

中心，依據採ᖼ法之相關規定，展售ᘕ位應公開ܕ標ܕ商，ᅩ

選合適廠商委外經營，展售ᘕ位之產品銷售，以當地之農產、

特產、手工藝品、以及其他相關之藝術品為主，ᛝु委外ࠨ約。

委ૼ經營管理之工作如下： 

B、銷售ᘕ位所需之設施、設備、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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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相關農、特產品之銷售。 

(3)自行車ચ翎管理 

自行車ચ翎屬營利行為，考量經營管理之專業及遊憩品

質，自行車ચ翎以OT（Operate-and-Transfer，由政府投資新建

完成後，委ૼ民間機構營運ǹ營運期間ۛ滿後，營運ᘜᗋ政

府）方式委外經營，依據採ᖼ法之相關規定公開ܕ標，ᅩ選合

適之經營單位，ᛝु委外ࠨ約。委ૼ經營管理之工作如下： 

B、自行車ચ翎相關設施之維護。 

C、自行車ચ翎之經營。 

實際執行方式由中區水資源ֽ委外執行評估計畫後，依

評估計畫鄦後定案建議之管理機制為原則。 

4、管理維護經費概估 

為維護環境景觀之品質及後續維護工作之執行，本計畫依

照計畫區內之設施工程推估未來之維護管理費用(詳表7-7)。其

中景觀基礎設施অ補及更新費用為每兩年八十萬元，而植栽養

護與環境清ዅ費用為每年約一百八十三萬元，故本計畫未來每

年所需維護管理費用約為二百二十三萬元。 

四四四四、、、、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一一一一)環境資源經濟價值環境資源經濟價值環境資源經濟價值環境資源經濟價值 

環境資源經濟價值一般可分為目前使用價值 接使用價ޔ)

值、間接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及非使用價值(保育

價值)三類，詳如表7-8。本計畫區因目前尚未開發，未來將以發展

觀光活動所帶來之遊憩選擇價值及自然生態資源之保育價值，來

計ᆉ本計畫經環境營造後所產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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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7 管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管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管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管理維護經費概估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工程費用工程費用工程費用工程費用(萬萬萬萬) 維護費用維護費用維護費用維護費用(萬萬萬萬元元元元) 備ຏ備ຏ備ຏ備ຏ 

每兩年尟出每兩年尟出每兩年尟出每兩年尟出 

全區導覽指

標 
75 3 

尟ኖఎ架維護及牌面清ࢱ、零件؎

醢等每兩年 3ʘ，牌面內容更醢預

備金每兩年 1ʘ，共 1ʘ 

全區景觀基

礎工程 
2553 77 

硬體設施維護及零件؎醢，每兩年

ϒ以 3ʘ計ᆉ 

合計  每年約需 40 萬元 

每年尟出每年尟出每年尟出每年尟出 

喬木養護 735 41 

喬木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身價金之 8

ʘ，以後每年為其本身價金 5ʘ，

故每年約以 5.5ʘ計ᆉ 

灌木養護 1004 66 

灌木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身價金之 10

ʘ，以後每年為其本身價金 6ʘ，

故每年約以 6.5ʘ計ᆉ 

地養護 316 15 

地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身價金之 6

ʘ，以後每年為其本身價金 4ʘ，

故每年約以 4.5ʘ計ᆉ 

環境清ዅ 1 61 

以計畫區整體面ᑈ估ᆉ，每公鄖約

1 萬元。(Ԍ除水域面ᑈ後約為 61

公鄖計ᆉ) 

合計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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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8 環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環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環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環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評估應用評估應用評估應用評估應用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接使用價值ɡޔ

வ事ࢌ種行為，ޔ接使用ࢌ項

資源而ᕇ得之效益 

遊憩效益(଼行、៛營)及原料生產效

益(ࣶ峇木材、種植農作物)等 
 

目前使

用價值 間接使用價值ɡ 

வ事ࢌ種行為，間接ᕇ得此資

源之效益 

遊憩效益(照相、ݒ賞景觀)及美質效

益(增加鄰近地區之美化)等 
 

未來使

用價值 

又稱選擇價值，指費ޣ不確

定未來是ց會使用ࢌ項資

源，但現在願意尟屃一定金

ᚐ，使羳項資源ᕇ得保存 

費ޣ未來有可能選擇使用ࢌ項資

源，而現在願意尟屃之金ᚐ，適用於

ջ將開發或岗在開發中地區效益之評

估 

ΉΉΉΉ 

非使用 

價值 

又稱保育價值，指費ޣ不岊

親自實地前往當地活動或使

用羳項遊憩資源，但資源本身

之存在़生出之效益 

可分為存在價值及ᒪᜄ價值二種方式

來衡量，存在價值為雖知道不會去使

用ࢌ環境資源，ࠅ期望羳項資源(ᐱ有

之景觀、ี有動植物)能ִ善的保

存下來而所願意尟屃的價格ǹᒪᜄ價

值是希望此資源能ᕇ得適當保存，以

能讓後代η所享受利用所願意尟ߡ

屃的價格 

ΉΉΉΉ 

(二二二二)非市場評估法非市場評估法非市場評估法非市場評估法  

以經濟價值ف度來࣮，本計畫區的環境資源ࣣ屬於非市場財

貨，與一般可用市場價格來計ᆉ的財貨與鄬務不同，無法以市場

交醢價格來加以衡量，其效益評估上較為֚ᜤ。 

非市場財貨評估法一般有特ቻ價格法、旅遊成本法及條件評

估法，依評估事項及對象而有所不同(詳表7-9)，適合本計畫之評

估法有旅遊成本法 (travel cost method， TCM)及條件評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旅遊成本法的基本原理是藉

觀察費ޣ在休閒場所的旅遊成本，包含१எ費用、交通費用、

門౻及保ᓀ等，來衡量其效益或價值ǹ條件評估法則是在ؒ有

實交易市場存在的前提下建岷一ଷ設市場或擬市場，在此ଷ設

性的市場之下，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在ଷ設條件下受訪ޣ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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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願意尟屃價值 (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願受價值

(willingness to accept，WTA)，峘透過計量模型分析或統計分析，

推估出非市場財貨之效益或價值，故此方法又稱為「ଷ設市場

法」，為近年來在實務上鄦廣ݱ應用的一種非市場評估法。 

表表表表 7-9 環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環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環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環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 

評估事項評估事項評估事項評估事項 特ቻ價格法特ቻ價格法特ቻ價格法特ቻ價格法 旅遊成本法旅遊成本法旅遊成本法旅遊成本法 條件評估法條件評估法條件評估法條件評估法 

人類଼ந ΉΉΉΉ  ΉΉΉΉ 

生活環境 ΉΉΉΉ  ΉΉΉΉ 

生態及景觀  ΉΉΉΉ ΉΉΉΉ 

但旅遊成本評估法屯可以用以評估目前使用價值，條件評估

法則可用以評估目前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上。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開發完成後，其環境資源顯現之價值主要有表

現在遊憩體驗中的未來使用效益，及自然生態資源保育價值之非

使用效益，故適合選用條件評估法來進行效益評估。 

(三三三三)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1、非使用經濟效益評估 

非使用經濟效益又稱為保育效益，透過「存在價值」與「ᒪ

ᜄ價值」來衡量效益，Ώ為無形的社會價值，其計ᆉ方式以潛

在遊客願意尟屃之代價來衡量。本計畫以中ᤞ調整池可行性規

劃、ᅽ寶濕地發展生態旅遊經濟效益之研究、ڒ南溪（河口段）

河川環境營造細部規劃等相關計畫及研究報告作為參考，推估

本計畫開發完成後之效益推估，並可提供本區未來爭取生態保

育相關經費之參考。 

以「存在價值」而言，受訪ޣ願意ᜅշ一金ᚐ，以尟持

計畫區生態資源ᝩ續存在之平均尬率均ຬ過五成，平均願屃價

格約為1,140元。就「ᒪᜄ價值」而言，願意ᜅշ一金ᚐ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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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ຬ過五成，平均願屃價格約為1,260元。整體而言，無論是「存

在價值」或「ᒪᜄ價值」，均ຬ過屜數受訪ޣ願意尟持，顯示

自然生態的確有其無形的社會價值（非使用經濟價值）。 

表表表表 7-10 參與活動意願分析表參與活動意願分析表參與活動意願分析表參與活動意願分析表 

活動參與項目活動參與項目活動參與項目活動參與項目 平均願屃金ᚐ平均願屃金ᚐ平均願屃金ᚐ平均願屃金ᚐ 

1.在周邊無停車空間之條件下，進入專設的停車場停放車輛。 50 

2.於視野及風景良好的活動廣場、草ڳ、休憩平台上進行野ᓓ或休

憩活動。 
55 

3.參觀人工湖取水過程及相關教育解說活動，體驗水資源的重要性。 55 

4.由專業解說帶領至園區內進行動植物生態指導及解說。 73 

5.沿人工湖堤岸᚛乘自行車，ݒ賞水域環境風貌及周邊田園景色。 66 

6.參加縣政府、市公所、社區聋體舉辦之大型活動，如南文化節、

原Ր民౼ڂ活動等。 
73 

合計 372 

(1)ଷ設條件 

B、以上述平均值及前章節估ᆉ之人工湖每年遊客數量為基

礎，估ᆉ非使用經濟價值。 

C、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每年遊客量為139-811人。 

D、每人願意ᜅշ生態資源存在價值之金ᚐ為1-141元，願意

ᜅշ尬率ଷ設為51ʘ。 

E、每人願意ᜅշ生態資源ᒪᜄ價值之金ᚐ為1-261元，願意

ᜅշ尬率ଷ設為51ʘ。 

(2)估ᆉ公式 

非使用經濟效益ɨ遊客人數×(存在價值ᜅշ金ᚐ×ᜅշ

尬率ɠᒪᜄ價值ᜅշ金ᚐ×ᜅշ尬率) 

ɨ138,700× (1,140×0.5ɠ1,260×0.5) 

ɨ166,440,000元/年 

由推估結果可知，在此ଷ設條件下，對未來潛在遊客而

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每年具有166,440,000元的非使用經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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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一價值對於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來說，或不如未來使

用經濟效益來得具體、重要，但可提供羳區在爭取生態保育

相關經費時做為一個參考的數據。 

(3)未來使用經濟效益評估 

未來使用經濟效益評估以上述三各相關案例參與活動、

參與羫行程、參與ᓎ率等項目作為參考，估ᆉ本計畫經濟

效益，ऩ以羫行程方式，由管理單位安排及引導羫活動

行程，均有七成以上的受訪ޣ願意參與，平均願屃金ᚐ為370

元。 

2、社會效益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主要目的為穩定民生用水需求及地下水

涵養，除整體工程建設可落實地方基礎建設、提供就業機會、

提高土地價值之效益外，透過環境營造之水域及綠地配置，整

合周邊環境資源，達到生態保育、觀光遊憩、教育解說、文化

保存等目的。 

(1)生態保育效益 

計畫區內之道路兩側、圍提均透過綠帶，ׯ善工程開發

之視衝擊，利用多樣化、複層植栽、連續性之列植與罵植

等方式，串連綠廊，增加生物窾ழ及棲息空間，建構完善的

生物生存ᆛ絡，達到「生態補償」目的。 

(2)觀光遊憩效益 

計畫區內具有大面ᑈ之綠地、生態空間、人工湖水體景

觀等條件，配合休憩設施、自行車環線系統等規劃，可提供

民眾及遊客體驗自然風光，享受水域林蔭之美。此外，配合

草屯鎮自行車環線系統之連結，共同提升草屯地區觀光產業

發展，增加觀光相關產業就業機會，提升地區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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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解說效益 

本計畫之整體綠化可提供生態棲息空間，可作為戶外生

態教育及解說之戶外教࠻ǹ此外，自上游之取水工程、人工

湖蓄水區等，ࣣ為水資源教育鄦好之教學環境，透過實地參

觀體驗，教育民眾岗確的用水觀念ǹ農村藝術意象營造及展

演活動，則可酄起民眾對於農村生活之記笧，進而達到文化

܍與保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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