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籌備報告 

報告人：賴建信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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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前言 

臺灣水環境不同氣候也不同 

水利署致力推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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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點找原因 

籌
備
會
議 

跨
部
會 

107
年 

1月 9-11月 11月 
108
年 

3月 5月 

11/8水利發展國際研討會(406人) 

37場民眾意見訪查 6場分區座談會(640人次) 

全
國
治
水
會
議

韌
性
臺
灣  - 

行
動
方
案
報
院 

3/29預備會議(83民間團體、450人) 

4月30日 

 緣起 

• 行政院107年8月30日第3615次院會決定 

• 107年9月25日立法院治水專案報告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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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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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衝擊 

過往的臺北 

如今的臺北 

人口集中與 
都市化效應 

臺灣水環境不同氣候也不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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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臺灣 

極端降 
雨事件 

淹水無 
可避免 

工
程
保
護
程
度 

非
工
程
保
護
程
度 

經常性 
降雨事件 

降
雨
規
模 

強化韌性能力為今後推動主軸 

• 災時減少損失衝擊程度  

• 災中迅速恢復正常狀態  

• 災後強化韌性學習能力 

非工程措施的保護範疇也有其極限 

• 滯洪設施興建 

• 建築管理防災 

• 綠色基礎建設 

• 國土復育規劃 

• 洪災保險推動 

能夠保護的往往僅是經常性的淹水事件 

•農田排水保護基準 (10年重現期距，1日平均排出) 

•雨水下水道保護基準 (短延時2~5年重現期距) 

•區域排水設計基準 (10年重現期距) 

•坡地農地內排水系統保護基準 (10年重現期距) 
資料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游保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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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韌性 經濟的韌性 

組織的韌性 關鍵基礎設
施的韌性 

韌性台灣 

中央

部會 

地方

政府 
企業 

民間

組織 

社會

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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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基礎設施與組織的韌性 



8 

經濟與社會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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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共識 

水土要密合，
國土得保全 

工程並非唯一，
結合在地力量 

整合水土林各事權，
建立行動效能組織 

淹水不是惡水，
社會價值工程 

3月29日預備會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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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前預報，超前部署，完成災害整備應變 

水利署致力推動 3 

淹水潛勢圖 

淹水警戒 

水庫洩洪警戒 

河川水位警戒 

LBS/CBS 
簡訊/細胞廣播 

水庫洩洪 
緊急疏散撤離 

           智慧型手機      
              水情通報APP      

         iOSxAndroid     

村里廣播 
媒體 
氣象局 

 
 

     智慧型手機 

        行動水情APP 
iOSxAndroid 

 

市話/一般手機 
上網登市話 

語音/簡訊通知 

網路平台    

防災資訊服務網       

fhy.wra.gov.tw       

 

社群網站 

防汛抗旱粉絲團 



 107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共啟
動935次，自主撤離588人，零
傷亡 

 99年起推動至107年共成立466
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協助住戶疏散撤離、道路交通管
制、提供臨時居住場所，以降低
居民的生命財產損失與生活不便。 

二、志工、社區、企業強化全民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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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由公共空間分擔，例如
河流、公園、停車場、學校和綠地。 

三、行動實踐國土計畫-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水道與土地共同承納洪水 

 水利法增修專章於107年6月20日公告，於108年2月1日施行。 

出流管制：土地開發
商需建造滯洪設施和
低衝擊開發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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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施設完成，總蓄洪量達20萬立方公尺。 

 可改善約44公頃淹水面積，為乾式滯洪池。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十三寮滯洪池 
逕流分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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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施設完成，總蓄洪量達32,000立方公尺。 

 具備滯洪、生態、景觀及遊憩等面向之多目標公園。 

坪林森林公園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出流管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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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地滯洪-案例：用益權-德國Loisach河 

 堤防設置保障房屋，農地擔負滯洪功能 

1.不破壞原本區域使用現況。 

2.容許洪水進入農田，減少下游災害。 

3.堤防與牧草地結合，地主獲得市價20%一次性補償。 

Source :Bavarian State Water Authority, 2010 Bavarian Rural Develop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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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生態檢核的水利基礎建設 

 配合工程會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水環境金門現勘 

複評及考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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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正式大會 

國土計畫 
梳理水土 
空間秩序 

綜效治理 
在地行動 

承洪韌性 
共建典範轉移 

高度整合 
有效機制 

結語 4 

四 

大 

論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