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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氣變。風險。韌性

國土Ｘ治水：臺北市為例

可能出路：森。川。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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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言言
氣變。風險。韌性氣變。風險。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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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有記錄以來第4最熱的一年，
全球平均氣溫幾乎比工業化前的平均
氣溫高出將近1°C (Christian Aid, 2018)

2015-2018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4年，
與人類溫室氣體排放結果的預測相符

臺灣世紀末溫度上升3.0°C~3.6°C，略
小於全球平均值的上升幅度(MOST, 2017)

在區域與季節方面，比較21世紀末與
20世紀末的日最高溫改變量，整體提
升以臺灣北部及山區增加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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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奇岩
社區2014
年後都市熱
島效應強度
明顯增加

近20年間，
平均升高了
快2°C~3°C

1995年計畫區熱島強度分布圖 2014年計畫區熱島強度分布圖

愈來愈熱的臺灣都市

5資料來源：建立臺北市生態廊道-唭哩岸與奇岩地區生態廊道、規劃設計及廊道周邊用地都市設計管制研擬,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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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現象可以是災難或資源／機
會，端視我們採取那個觀點

如果環境現象解讀為災難，便會
強調脆弱度；如果解讀為資源或
機會，那便會強調韌性



如果韌性是指回到災害發生前的
狀況，那它只是單純回到原先的
狀況（包含脆弱度），而這正是
在一開始導致災害的原因

脆弱度是與惡性發展及不永續做
法有關的長期且一般的情況

取代反彈回來 (bouncing back)
的說法，韌性及永續性可透過反
彈向前(bouncing forward) 的社
會來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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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城市

韌性為系統對危險或干擾，其社經
及環境容受力可給予之反應、重新
整合以維持必要機能及結構；同時
維持其適應、學習及轉型容受力

韌性城市係指城市遇外來擾動後仍
可維持主要功能、不會崩潰的能力；
愈能承受大規模擾動的城市，韌性
越強，因此城市的韌性可用其可承
受的擾動強度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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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臺灣

臺灣位處亞熱帶與熱帶交界，進行國土規
劃時須謹慎面對氣候變遷造成的脆弱面向

災害風險=f(危害, 脆弱度, 暴露度, 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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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事件(危害)≠洪水災害(洪災)，
只有在洪水使社經或環境系統受損
時（例如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才
可稱為災害，所以治水很重要!!!



國土計畫法第1條：「因應氣候
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
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
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
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
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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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國土××治水治水
台北市國土計畫為例台北市國土計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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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規劃手冊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概要

森森

川川

里里

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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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水環境資源

梳理環境敏感地區

綜整水治理議題

建構水治理願景架構

分析水系功能

建立水系防災策略

進行跨局處協商

研提治水部門計畫
13

治水部門計畫推動流程建議



臺北市水環境資源指認
1.河域型
淡水河、基隆河、景美溪、新店溪、
雙溪、水磨坑溪、四分溪、磺溪、
內溝溪等

2.自然野地型
關渡紅樹林保護區、關渡自然公園、
臺北市野雁保護區、華江雁鴨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夢幻湖、鹿角坑
溪、磺嘴湖等

3.水圳埤塘型
瑠公圳、內湖的大湖、南港202兵
工廠範圍內之的後山埔埤、新莊埔
埤、三重埔埤等

4.公園綠地及校園水池型
二二八紀念公園、中正紀念堂、國
父紀念館、大安森林公園、台大校
園瑠公圳遺址醉月湖、台大農場水
溝和生態池等

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14



臺北市水環境分析
都市計畫區內
埤塘
水圳
濕地

跨域
河川區域
國家重要濕地
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
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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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土石流潛勢
溪流

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

臺北市環境敏感地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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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氣候變遷
都市擴張都市擴張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
都市擴張都市擴張

熱島效應

極端降雨

不透水灰色
基礎建設

河溪水質水量河溪水質水量
水岸生態環境水岸生態環境
河溪水質水量河溪水質水量
水岸生態環境水岸生態環境

水環境棲地破碎

民眾親水需求

水岸文化歷史
流失

短期穩定供水議題短期穩定供水議題
長期水資源挑戰長期水資源挑戰
短期穩定供水議題短期穩定供水議題
長期水資源挑戰長期水資源挑戰

世界第18缺水國

旱澇交替加劇

單一都市水源

1717

臺北市水治理議題



願景：建構臺北市成為宜居海綿城市

透過積極的總合治水強化臺北市防災及韌性能力

願景

策略
目標

創造創造多樣水多樣水
系系生態生態環境環境

串連景觀
休閒空間

增加環境耐增加環境耐
韌性韌性

建構法治
與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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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整合整合型生態濕地及水系防災策略系統規劃型生態濕地及水系防災策略系統規劃

透過整合流域防災、流域治理、濕地管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的系
統性規劃，在既有計畫與行動補強及調整下，提升容受力及氣候回應能力

課題課題

氣候變遷
降雨強度變異
降雨分布變異
降雨頻率變異

洪氾
乾旱

水質汙染
都市擴張
高度開發
……

以總合治水為以總合治水為基礎基礎，結合，結合
都市集水分區暨水網系統都市集水分區暨水網系統
再造的水系防災策略系統再造的水系防災策略系統
規劃規劃

都市規劃都市規劃

都市設計都市設計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

景觀計畫景觀計畫

開發管制開發管制

建築管理建築管理

其他建議機制其他建議機制

都市治理都市治理機制機制

回
應

影
響

整
合

調
整

課課題題 對對策策

防災計畫

水系風貌與環境改造 水質改善

國土計畫國土計畫

水防線集水分區 洪氾敏感地管理

綠色基礎設施生態保育計畫

以
總
合
治
水
計
畫
為
基
礎

海綿海綿
城市城市

流域流域
防災防災

基
礎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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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治水+水系整體發展架構

資料來源：增修自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生態面向生態面向
綠色資源集中在東南側山區及東北側陽明山
國家公園一帶。西側與西北側以河口及河濱
地區為主，以淡水河、基隆河流域周邊開發
最密集，而其自然綠色基盤最缺乏，而北投、
士林、內湖、南港、信義、文山區等周邊山
系資源連綿深入北市的綠手指即成為自然資
源導入的最佳媒介，若能配合蜿蜒於都市內
的河系流域，勢必有機會形塑鏈結周邊自然
資源的水系生態廊道，提升總體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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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水系功能分析

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一日暴雨600mm

淹水熱區於一日暴雨350mm時，以北投、
士林、中山、大安、松山、萬華區為主，淹
水深度約0.3-1公尺，若降雨強度增強至一
日暴雨600mm時，市中心多屬淹水熱區，
山系周邊以北投、士林為主，另沿著河川水
系周邊之淡水河、基隆河沿岸為淹水熱區，
從淹水熱區中，找出濕地建置之潛在區域，
透過評估及規劃，有機會可解決淹水問題，
提供遲滯水的儲留地方，以降低淹水嚴重性

一日暴雨450mm一日暴雨300mm

防災面向防災面向

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臺北市水系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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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都市計畫規劃手法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於現有水體或有機會發展成濕地之區
域加強遲滯水之保水功能、貯留滯洪設施之
設計規劃，將逕流分擔於不同水域及都市土
地，藉由水域與土地共同分擔逕流，以提升
都市面對氣候變遷之防護力及適應力

現有水體條件面向現有水體條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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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水系防災策略

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因氣候變遷，近年已發生多起短延時強降雨
事件，超標之降雨造成多處積淹水災情。由
於臺北市雨水下水道採5年重現期保護標準
設計，降雨量超過每小時78.8mm時，即有
致災可能，因此藉以地形地貌資料、數值模
式進行淹水模擬演算，並參考歷史積淹水紀
錄，模擬防洪設施於正常運作，且排水設施
無淤積阻塞下的可能積淹水範圍及可能積淹
水深度，透過公園綠地及現有水體等空間建
立滯洪型濕地，提供蓄洪及遲滯水貯留空間

降雨淹水模擬區域面向降雨淹水模擬區域面向

23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臺北市水系防災策略



臺北市國土計畫劃設課題與建議

45年主計僅圖無字，
僅市中心無其他區域
12行政區個別通檢，
無全市性計畫指導

行政區與山坡地邊陲範
圍不明確

地籍圖、都計圖部分偏
遠地區接合偏誤

關渡農業區之農業功能討論與劃定
其他農業區是否劃入之討論
文山區老泉里變更議題

生態及上游飲用水源地維護
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

住二山限區之歸類

全市性保護區處理原則讓原
有合法建物得整建、改建

保變住地區
行義路溫泉、貓空開發許可

全市無完整主要計畫

都計區山坡地劃定

都計區內農業區劃定

國家公園內可開發區域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之利用
與劃設歸屬

保護區內開發許可區劃定

圖資未有效整合、編修

環境敏感區認定環境敏感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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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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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模擬)

都市化程度較高
住宅或產業活動
高度集中之地區
(原都市計畫區)

依現行土地
管理單位，
劃設之國土
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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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1

具豐富資源、重要生
態、珍貴景觀或易致
災條件，依國家公園
法劃定之地區
(原國家公園計畫區)

國3



韌性

韌性臺灣
的挑戰

植基於宜居永續、
總合治水精神，整
合不同部門計畫

北臺生活圈流域北臺生活圈流域治理挑戰治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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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國土計畫應由縣市水利主管機
關研提治水部門計畫，協助土地使
用主管機關研擬韌性的縣市國土計
畫時，納入水資源治理、環境敏感、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綜合規劃

如果係跨縣市的流域治理便應從縣
市合作的角度來構思，由水利署透
過流域特定區域計畫等手段來結合
治水部門計畫及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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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路可能出路
People, Planet, ProfitPeople, Planet, Profit
((人。地球。獲益人。地球。獲益))

28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國土功能分區

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定原則(§35)

相關主管機關既有劃設管制區域
(具法定地位或一定劃設標準、治理方式)

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
(積極性綜合
復育措施)

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
(法律保護之特
定條件環境)

特定區域計畫

流域特定區域

確保國土安全 保育自然及人文

四大功能分區
(消極性土地使

用管制)

29資料來源：增修自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防災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期末審查簡報, 2017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2018/10/21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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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1/2)

31

資料來源：國土功
能分區及分類與使
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2018/10/21



32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2/2)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35)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
響之地區

33



全國國土計畫於2018年公告實施，各
部會已將重要內容納入部門計畫中，治
水部門亦已將相關水與土課題，納入全
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中，未來
應及早因應，將韌性的政策思維及略策
手段納入全國國土計畫之通盤檢討

若來不及納人第一版全國國土計畫處理
之議題，可透過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研
擬，進行土地使用的管制或透過流域綜
合治理政策綱領的訂定進行處理

34

治水部門計畫推動方式建議



主管機關 法源依據

環保署環保署

內政部內政部

經濟部經濟部

飲用水管理條例飲用水管理條例

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

水利法水利法

水庫水庫蓄水範圍使用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部門協商

法令檢討

計畫檢討

部門計畫

會商會商 全全
國國
國國
土土
計計
畫畫

流域流域
特定區域計畫特定區域計畫

流域綜合治理
政策綱領

部門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空間發展策略

遵循遵循

納入
本文

納入
副冊

遵循遵循

規劃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先期作業

規劃及確立規劃及確立
流域綜合治理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額度計畫額度

執行機關提報執行機關提報
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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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治理制度調整與推動方式規劃

資料來源：流域綜合治理未來調整與推動方式規劃委託辦理計畫案, 2016



36資料來源：臺北市全市型生態濕地防災策略系統性規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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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土永續、水土要服而言，可藉由國
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利
用部門計畫、空間發展策略及土地使用
管制的機制及手段，提出森川里海永續
且韌性的治水政策方針、綠色基礎設施
規劃、周延推動策略的水環境建設

建構參與式經營管理機制，以合宜利用
水土資源，維持生態機能，增加環境韌
性，確保環境永續，朝向韌性國土、總
合治水之目標邁進

上善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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