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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與水 共存 共榮

恢復河川生命力
及永續水環境

跨部會
協調整合

積極推動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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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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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階段：第五批次核定階段

水環境亮點增加88處：成效89.8 %

營造水環境亮點親水空間：成效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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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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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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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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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改善水質、環境、棲地

使水環境體質(水域、濱溪帶、綠廊)恢復健康

藍綠縫合，建構國家藍綠基盤

為使用者(人、動植物)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 以縣(市)為規劃範圍
• 五大面向(水量、水質、河相、生態/棲地、
人為使用)考量推動

• 建構國家藍綠基盤，優化環境生態服務

• 淹水潛勢、風險評估
• 生態與水質保護區、敏感區
• 氣候變遷與調適計畫
• 文史與觀光休憩資源

• 國土計畫
• 區域(都市)計畫
• 景觀綱要計畫

計畫提案

規劃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全
程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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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第一~五批次核定計畫

(共17件；39個分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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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項次 核定批次 整體計畫名稱 分項案件名稱 類別 補助機關 執行進度

1

一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污水截流及環境營造(復興路至愛國街) 工程 營建署 已完成

2
惠來溪系統(惠來溪、潮洋溪及黎明溝)水
環境改善計畫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環保署 已完成

3 山腳大排(南勢坑溪及南勢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

南勢溪環境營造 工程 水利署 已完成
4 南勢坑溪水道環境改善 工程 水利署 已完成
5

二

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柳川中華水質淨化場功能改善計畫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6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林森柳橋至民權柳橋)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7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三民柳橋至林森柳橋)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8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中正公園段至舊社公園截流工程及中正水淨場)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9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植栽移植開口契約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10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民權路至復興路)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1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愛國街至信義南街)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2 綠川沿岸複層林相計畫開口契約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3
臺中市綠川(信義南街~大明路)水
環境改善計畫工程A標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路周邊河岸
綠帶節點串連)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4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污水截
流及環境復原計畫-第一工區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15
臺中市綠川(信義南街~大明路)水
環境改善計畫工程B標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興大園道亮點河岸計畫)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6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污水截
流及環境復原計畫-第二工區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17 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18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及管網系統功能

提升
107年水資改善工程(一)-福田特高壓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19 功能提升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20

惠來溪系統(惠來溪、潮洋溪及黎明溝)水
環境改善計畫

惠來溪及潮洋溪現地處理及水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21 惠來溪及潮洋溪引流、污水截流及水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22 惠來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黎明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再造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23 惠來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水湳經貿園區中水道系統應用及智慧管理操作維護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24

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
工程

水利園區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25 現地處理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26 旱溪排水相關重劃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設施功能提升工程
新光重劃區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27 十期重劃區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28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筏子溪景觀環境營造工程(車路巷橋-永安橋及礫間淨化)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已完成
29

三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執行中
30 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旱溪排水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工程及規設 環保署 執行中

31
公93(黎明溝、滯洪池、黎明水資源中心
渠道)水環境改善計畫

公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 工程及規設 水利署 執行中

32

四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筏子溪環境探索導覽館及周邊地區整體環境改善 工程及規設 水利署 執行中
33 筏子溪生態綠廊及水域環境營造A標 規設 水利署 已完成
34 筏子溪生態綠廊及水域環境營造B標 規設 水利署 已完成
35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綠川合作橋改建工程 工程及規設 營建署 已完成
36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旱溝排水-中科綠10-2溪畔景觀池工程 工程及規設 水利署 已完成
37

五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筏子溪生態綠廊營造計畫 工程 水利署 執行中

38 軟埤仔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軟埤仔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及規設 水利署 執行中
39 十三寮排水及十四張圳水環境改善計畫 十三寮排水及十四張圳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水利署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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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工作項目

2. 課題及潛力研析
 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課題分析
 價值潛力分析

1.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
況分析

 現況分析目的
 現況分析範疇
 趨勢預測
 相關法令、政策及計畫
 水域與流域環境分析
 治水及水環境營造情況分析

3.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規劃願景
 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評估指標與評估權重

5. 民眾參與計畫
明確說明民眾參與推動方式，有關
相關民眾參與歷程及紀錄，除以附
件揭露外，並應消化、整理及歸納
後，以公民關切課題方式呈現。

6. 維護管理計畫
內容包含訂定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維管資源需求、營運管理組織、或
已洽地方推動認養。

4. 行動計畫
 行動計畫內容
 生態保育行動計畫
 水文化及產業價值提升行動計

畫
 亮點提案基本設計
 繪製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7. 其他工作項目
 作業流程
 溝通平臺
 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數位溝通

 水域生態補充調查
 現地水質補充調查
 規劃成果展示
 標竿學習參訪
 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報作業



計畫目的及工作範圍 8

(三) 工作流程架構

民眾參與計畫

明確說明民眾參與推動方式，有關相關民眾參與歷程及紀錄，並應消化、整理及歸納後，
以公民關切課題方式呈現

維護管理計畫

內容包含訂定後續維護管理計畫、維管資源需求、營運管理組織或已洽地方推動認養

臺
中
市
水
環
境
改
善
空
間
發
展
藍
圖
規
劃

現況分析目的 現況分析範疇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趨勢預測 相關法令、政策及計畫

水域與流域環境分析 治水及水環境營造情況分析

課題及潛力研析

價值潛力分析課題分析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規劃願景 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評估指標與評估權重

行動計畫

行動計畫內容 生態保育行動計畫

水文化及產業價值提升行動計畫 亮點提案基本設計

繪製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其他工作項目

作業流程

溝通平臺

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數位溝通

水域生態補充調查

現地水質補充調查

規劃成果展示

標竿學習參訪

水環境改善計畫提
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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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整

體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

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資訊

盤點

「點」以計畫為單位- 匯整計畫目的&經費&預估效益等相關資料表格

「線」以計畫河段為單位- 圖像說明計畫亮點 (包含計畫亮點, 計畫階段, 願景意象)

「面」以流域為單位- 縣市轄區內計畫及各階段整體分佈圖

水環境改善計畫問題/價值

分析

以總體規劃為視角- 評估各計畫的問題或價值 (包含國土計畫, 生態綠網, 區域計畫)

以整體流域為視角- 評估各計畫的問題或價值 (包含歷史, 文化, 河相, 生態)

以計畫河段為視角- 評估各計畫的問題或價值 (包含地理, 氣候, 水質, 生態)

以極端氣候為要點- 評估各計畫的問題或價值 (包含滯洪, 防洪, 排水, 生態 )

策略及目標研提 順天應人

因勢利導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藍圖規劃願景 以土地利用為基礎設計藍圖規劃範圍

以水文化為核心強化設計亮點

以空間軸結合時間軸發展區域生態系統

藍圖規劃模式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縣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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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感

基本資料

特性記錄

土地的開發/
資源的利用

自然的微氣侯/
型塑的空間感/
社會的方向性/
歷史的傳承性

地

人

地形
高程
山脈
水體
植被
建設

日照風向
溫度溼度
植栽輪廓
顏色材質
廊道鋪面
功能性質
產業地貌

水

需
求

1

2

水體與生態的關係
水體與社會的關係
水體與經濟的關係
水體自身的變化

水文化

4

3

藍圖規劃設計通用原則 1

2-3

4

基本分析

條件記錄

需求定義

5
設計流程/ 思考模式

總體平面/立面/剖面配置圖 單一空間平面/立面 剖面圖

局部大樣圖 細部大樣圖 植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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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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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資料來源：地方創生資料庫，網址：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dex.html。

臺中市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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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臺中地區河川排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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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臺中市潛在關注議題與分布

本團隊盤點臺中市生態環境，包含保育
類或特稀有物種(如巴氏銀鮈等)、筏子
溪周邊等特別受到重視，皆為在藍圖規
劃中需要特別留意的重要評析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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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規劃及發展計畫

臺中地區陸域生態關注區域
國土生態綠網以平地及低海拔山區為重點區域，本計
畫以物種保育、棲地保護及生物多樣性維護為目標。
透過生物多樣性熱點分析、關注地景及關注物種盤點，
指出生態綠網應關注之區域。

關注
區域
名稱

分布範圍
主要關注棲

地類型
重點關注動物 重點關注植物

西一
中雲海岸

地區

海 岸 濕 地 、
河 口 、 海 岸
林

黑面琵鷺、草花蛇、中華
青鱂

三葉埔姜、大
安水蓑衣

西二 大肚山區
森 林 、 草 生
地 、 淺 山 生
態系

石虎、食蟹獴、環頸雉、
灰面鵟鷹

狗花椒、臺灣
野梨、豆梨、
臺灣野茉莉

西四
臺中淺山

地區
森林、溪流

石虎、食蟹獴、麝香貓、
八色鳥、黃魚鴞、食蛇龜、
柴棺龜、白腹遊蛇、高體
鰟鮍、臺灣鮰、臺灣副細
鯽、埔里中華爬岩鰍、七
星鱧、灰面鵟鷹、草花蛇

蘇鐵蕨、流蘇
樹、槲樹、樟
葉木防己

資料來源：「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規劃及發展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民國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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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臺中市國土計畫 本計畫係朝向「生活、生產、生態、生機」四生一體之城市目

標，且於區域核心城市定位下，未來空間整體發展構想朝向三
大核心、六大策略區、九大資源系發展(3、6、9構想)。

資料來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臺中市政府，民國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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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資料來源：「大臺中市景觀綱要整合計畫」，臺中市政府，民國109年。

大臺中市景觀綱要整合計畫
本計畫應該呼應國際化城市的先進發展趨勢，根據地方特色與區域角色定位，
將生活環境有效轉化為永續發展的生態城鄉，擬訂城鄉景觀發展優先地區與順
序，並嘗試納入現行都市計畫管理機制，劃設重點景觀區並提出保護與發展計
畫，藉以呈現大臺中市景觀發展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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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資料來源：臺中市都市發展願景網站，網址：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

臺中市都市發展願景

市府以8大核心價值，也就是友善(Hospitality)、活
力(Opportunity)、便捷(Mobility)、共享(Ecology)、
宜居(People)、均衡(Land)、智慧(Ubiquitous)及永
續(Sustainability)作為市府施政主要核心理念與主
張，打造臺中成為創新宜居城，為臺中市民打造一
個屬於我們的家(HOME•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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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臺中之心

臺中市擁有全臺最完善的綠園道系統，環繞著市中
心而行，將主要綠園道串聯起來後，宛若一條「翡
翠項鍊」，形成臺中市迥異於其他城市公共空間的
獨特特色。

育德綠園道、興進園道、東光園道、興大園道、忠明園道、美術園道、草悟道等綠園道

資料來源：臺中之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yclingCenter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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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古蹟

紀念建築

資料來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訊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

古蹟、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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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歷史建築、考古遺址

資料來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訊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

歷史建築

考古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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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古物、文化景觀

資料來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訊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

古物

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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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資料來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訊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

民俗、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

民俗

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傳統工藝

傳統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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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水質

資料來源：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網址：https://wq.epa.gov.tw/EWQP/zh/Default.aspx。

溪流 點位

頂店第二大排
南北三路橋
南北八路橋

頂店圳第三支線出海口

綠川
中山綠橋
民生綠橋
中興綠橋

柳川
東山第三柳橋

學士柳橋
三民柳橋

梅川
東新第三梅橋

漢口梅橋
英才梅橋

北屯圳 東成橋

麻園頭溪
東信第二麻園橋

忠明麻園橋
文心二號橋

黎明溝 黎龍橋
潮洋溪 潮貴橋
南屯溪 豐樂第一號橋

米粉寮支線 美田橋
鹿寮大排 五權一橋

梧棲大排
沙鹿大橋

下厝橋
仁民中排 梧南路口

安良港大排
中興橋
永安橋

龍井大排
崙仔橋
龍津橋
三德橋

大安溪 中科三期放流口

溫寮溪
瓦瑤橋
松雅橋
美村橋

溪流 點位

大甲溪

德芙蘭溪

東卯橋

天福橋

鰻魚苗網上游

鰻魚苗網下游

旱溪

倡和橋

精武橋

國光橋

六順橋

嘉新橋

松竹二號橋

南陽橋

金谿橋

康橋

永安橋(筏子溪)

筏子溪橋

復光橋

頭汴坑溪 立仁橋

草湖溪 西柳橋

南底溪 新文和一橋

筏子溪
永安橋

筏子溪橋

烏溪 中科二期放流口

食水嵙溪 登峰橋

大里溪

光正橋

福田橋

大衛橋

大里橋（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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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題及潛力研析
依據現況調查等資源盤點結果及納入目前已完成或執行中案件，
分析歸納規劃範圍遭遇之相關問題；並就計畫推動是否涉及相
關法令的限制或其他法令的競合等，說明相關法令研析結果。

人為
災害

天然
災害

生態
保育

復育
課題

土地
管理

水量
調控

關注
課題

人為
干擾

民眾
權益

汙水
回收

歷史
脈絡

生態
多樣性

交通
區位

環境
教育

知名
地標

區位
特色

休閒
遊憩

水資源
價值

社區
聚落

生態
廊道

價
值
潛
力
分
析

課
題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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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題及潛力研析

課題及潛力分析 說明

臺中市是中臺區域的
發展核心

本市做為中臺區塊的發展核心，其主要關鍵都市機能即
是做為中部區域的門戶及高端服務與消費中心。舊市區
核心與新市政中心兩核心，屬於都市活動最為密集之地
區

臺中市山區地質陡峭，
宜考量坡地災害潛勢
研提因應土地使用管
制

臺中市歷史坡地災害共有125處，其中有53處為豪雨造
成，其餘72處為颱風所影響，臺中市境內共有110條土
石流潛勢溪流，水土保持上更需特別留意氣候變遷所帶
來的強降雨、颱風規模加劇等影響。

臨海行政區為高淹水
潛勢地區，須重視淹
水災害潛勢所帶來影
響

臺中市地形與位置而言，海嘯發生機率雖相對低，但仍
有潛在危機，且臨海的梧棲區及龍井區亦為第三代淹水
潛勢連續24小時降水500mm的高淹水潛勢地區。

臺中市空間結構

若為瞭解本市的城市性格與未來理想的城鄉發展模式為
何，則必須從空間結構發展脈絡解析，提供理解城鄉空
間是如何發展至今的各項線索，而在此理解現況的基礎
之上，才可能提出切合本市發展需求的未來城鄉發展模
式。

生態棲地逐漸減少，
不利維持生態多樣化

人為活動所干擾，但均有承受上游水質污染之隱憂，加
強上游水質管制，已成為不容忽視之課題。

豪雨氣候頻現，凸顯
治水政策欠缺整體性

相關建設開發案皆有進行排水防洪設施之評估與整治，
然其評估與整治多屬片段式，且無法預估到地上人工設
施構成之排水障礙問題，許多瞬間侵襲之強風豪雨往往
造成遠超出事前預估之嚴重災情。

臺中市坡地災害潛勢示意圖

空間主要特性與發展軸帶指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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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1

23

4 5
1)國土落在第一級環境敏感區

的和平區，並不適合大規模
的人為開發。未來將以低度
營造的生態旅遊模式。

2)被大安溪劃分左右岸，雖孤立卻
擁有廣大農業土地的右岸大甲區。

3)為 農 業 及 畜
牧 業 的 開 發
重 地 ， 建 議
發 展 成親子
與動植物生
態互動場域。

4)剩下的國土空間
則由大肚山切分
出面海山坡地。

5)東西邊分別由大肚山及頭嵙山等山脈包覆，而筏子溪則於平原中間由北向南滑過匯入烏溪，又可依東
西向由西邊區分為筏子溪右岸的背山回流平原，即為大雅、西屯及南屯區；筏子溪左岸的中部舊城區。

藍帶活絡綠帶。成就循環經濟
1.空間區分 以臺中市水文分佈為基礎結合地理環境及行政區域，初步區分

為五大區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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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1.空間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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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2.時段分期

依據民國110年4月臺中市國土計畫核定本，臺中國土空間規劃為三大核心
及三環三軌十字軸線的發展策略。因此規劃出藍圖的前、中、長期各階段
前後順序。

資料來源：「臺中市國土計畫核定本」，
民國110年，臺中市政府。



工作執行構想 30

(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2.時段分期 在既有的都市發展紋理之下, 以水文及地文為基盤型塑出臺中獨

一無二的環狀指紋系統, 自核心區域(原臺中市範圍)蔓延擴散至周
圍衛星城鎮 (大雅、潭子、豐原區等), 已推動執行的水環境改善
計畫 (紅色線段) 未來也將持續深植在臺中指紋DNA的架構中

已執行水環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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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3.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依據課題與價值潛力指認，願景歸納，設定具體行動策略、

目標與方案。
行動策略 具體目標 方案

水質改善
營養鹽削減量X%

有機物削減量X%

污水下水道接管
現地處理(人工濕地、礫間等)

晴天截流

水循環改善
維持生物基流量
河川廊道透水率X%

打除水泥，增加河川廊道透水性
檢討取水量，推動節水措施
拆除上游固床工或攔水堰

生態棲地改善

近自然河岸佔X%

寬度X公尺之濱溪帶佔X%

河川棲地評估指標
健康河相指標

打除三面光恢復蜿蜒河道
打除水泥護岸恢復自然護岸
還地於河
營造多樣水域微棲地
復育濱溪帶

4.評估指標與評估權重 針對不同行動方案或水環境分區、河川廊道、獨立水體周邊關
聯區域及區段、潛力點等不同空間尺度，加權評分後，依總分
排列優先次序決定不同期程應執行之案件。

條件 分數(1-5) 權重(1-3) 加權後分數

水質改善潛力 5 3 15

生態復育潛力 5 3 15

環境美質改善潛力 3 3 9

親水遊憩功能強化潛力 3 3 9

場址可及性 4 2 8

場址能見度 4 2 8

民眾參與與環境教育潛力 2 1 2

總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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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5.亮點計畫規劃構想

水域名稱 區段 選址說明

梅川
昌平東六路-松竹北一街

昌平路-太原路
五權路22巷-英才路

選擇梅川保持水域河流的區域進行河流區域與周邊環境整合，北邊昌平東六路腹地較
小，盡可能以人行空間及環境改善為主；大連路至太原路二段則因人口較多，又經過
許多商圈，可利用外推空間增加活動場所，豐富民眾與水岸之間關係；而五權路至英
才路段因鄰近美術園道，可進一步形成藍綠環境縫合區域，延伸美術園道綠地空間。

柳川 中華路-大誠街
延續既有柳川環境整治往北，搭配知名中華路夜市沿線，將中華路夜市與柳川水岸結
合在形成嶄新商圈環境。

大智排水 南門橋-旱溪排水匯流口
本段往南為旱溪排水康橋水岸公園，往北則為大智公園，差本段整治後即可成為南北
相連相串的整合空間，配合周邊東光園道、鳥竹圍公園等綠地，形成串聯空間外讓水
岸縫合更完整。

惠來溪 朝富路-市政路
整合朝馬運動中心前活動廣場、潮洋環保公園與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等綠地環境，並
延續環中路既有人行空間，成為台中七期區域內空間性最完善的藍綠水岸縫合廊道區
域。

葫蘆墩圳 三民路-中正路
延續前期三豐路至三民路葫蘆墩圳水岸花都開蓋計畫，將既有停車場整理並配合未來
豐原轉運站計畫，讓葫蘆墩圳重現過往時光，為城市注入新的河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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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昌平東六路-松竹北一街
鄰近十四期重劃區，未來可配合人本環境改善

鄰近住宅及學區路段缺乏人行道

鄰拖吊場側河道現況

昌平東六路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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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大連路-太原路
藍帶串聯起綠園道及住宅生活商圈

與捷運綠線交會處廣場空間為潛力點

梅川與太原綠園道交會處

大連路路口現況，視野觀感較為雜亂



工作執行構想 35

(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五權路22巷-英才路
營造富有新興文藝氣息的梅川終點

可配合現況階梯式觀景空間營造生態河道

英才路口結尾與文化中心

梅川園道與開蓋交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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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中華路-大誠街
夜市商圈與河岸環境串聯周邊園道

河道腹地平坦

大誠街路口現況

來往夜市商圈之主要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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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南門橋-旱溪排水匯流口
串聯台中之心南北相連的水岸空間

中段現況腹地廣大

往南可銜接康橋河岸段

南門橋河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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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朝富路-市政路
結合交通與綠地的多功能水岸潛力點

未來可整合河岸、公園與運動中心

下游與環中路相鄰

朝富路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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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三民路-中正路
開蓋第二期，現況為停車場空間

站4-停車場-停車格需求一般，可部分開蓋。

站5-停車場-停車格需求一般，可部分開蓋。

站3-停車場-停車格需求不高，可部分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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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水域名稱 區段 選址說明

南屯溪 向學路-大墩四街
南屯溪河域與南屯區廣4-2公園乃至延伸至南屯公園之內，可將本段河域與
廣4-2公園延續共同設計，並將原有南屯公園內南屯溪進一步打開成為綠色
護岸，落實藍綠結合及水岸縫合空間。

旱溪 震建公園壹號橋-南坑巷

旱溪匯流處與最北側水流起始點，周圍除原有社區空間外，還有豐原漆藝
館、中正公園與北坑巷健行休閒步道等遊憩景點。河流腹地本身與周圍道
路護岸可往灘地延伸，形成河階式空間，且又為旱溪源頭其水源相當乾淨，
可做為河流生態教室空間。

旱溪排水 興大康橋-大明路

接續旱溪康橋水岸公園往南，兩旁河流腹地廣大，先前為2018花博綠廊基
地之一，透過景觀設計手法打造河岸休憩空間，且因為腹地較深遠又與積
善公園，藍花楹公園等公園空間結合，形成旱溪排水尾端全區城市水岸綠
地環境。

八寶圳 富陽路-豐原大道五段

八寶圳位於台灣臺中市，為創設於1824年的灌溉用水圳。該水利工程水源
取自大甲溪總長約54公里。至今仍為台灣台中地區農田水利的主要幹線。
選擇本段隱藏於都市中排水支流人行空間，秉持里川里水之感，創造不同
的行走氛圍。

乾溪 中潭公路-921地震園區跨橋

3號高速公路與74號快速道路交會處，鄰近霧峰交流道交通便利以及亞洲大
學、光復新村、921地震教育園區等景點，銜接原有乾溪人行步道工程至
921教育園區，乾溪河道腹地廣大，可藉由整理河灘腹地與堤防空間並結合
園區形成更完善的生態教育空間。

麻園頭溪 陝西路-文心路四段
捷運綠線文心中清站設於麻園頭溪上方，透過景觀手法將陝西路至文心路
四段改造為水岸空間跟捷運站結合，並與賴旺里社區空間共同使用及維護，
成為捷運站周圍的藍綠環境休憩空間。

潮洋溪 朝馬三街-台灣大道三段
延續惠來溪段人行步道延伸，沿線朝富一街及二街周圍多為透天住宅與餐
廳林立，打造人行空間並與惠安公園以及惠來溪結合，未來形成全區綠帶
環線。

5.亮點計畫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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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藍帶進入公園後半轉為未開蓋模式

至南屯公園尾段轉為開蓋，未來可落實藍綠結合

向學路藍帶往南延伸至公園內之路口現況

向學路-大墩四街
藍帶與綠地的銜接，串聯起周邊學區及交通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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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震建公園壹號橋-南坑巷
生態教育空間潛力點，旱溪最北側起始的源頭

整路段缺乏人行及自行車空間

河階式空間為下游段亮點

旱溪源頭河岸腹地可利用空間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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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興大康橋-大明路
串聯起周邊廣大公園綠地的河岸腹地空間

中段現況為腹地廣大之簡易綠美化及步道空間

積善公園南側與大明路口，綠川及旱溪之交會處

興大康橋南側旱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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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穿梭於住宅中如京都的小圳鄰里秘徑

下游段緊鄰民宅

水圳與中小學相鄰，未來可規劃為藍帶通學步道

富陽路-豐原大道五段
隱藏於都市中的灌溉水圳，營造里川里水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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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中潭公路-921地震園區跨橋
歷史性紀念教育園區與藍帶自然環境的結合

乾溪現況單側堤頂步道

乾溪橋現況自行/人行步道入口

921地震教育園區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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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陝西路-文心路四段
捷運站與水岸空間的結合

單側設有人行步道銜接進入站體

捷運站體坐落於藍帶上

文心路四段與中清路一段路口捷運站部分開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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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與惠安公園相鄰

堤上的台灣欒樹綠廊為藍綠帶交織亮點

藍帶與市區主要交通主動線節點

朝馬三街-台灣大道三段
銜接東側惠來溪藍綠帶與交通節點的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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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動計畫
針對問題研析、策略及目標擬訂結果，分節說明研提之相關行動計
畫，例如水質改善計畫、生態保護計畫等，及對應工區範圍、預計
辦理期程、執行經費及推動優先順序等。

本團隊預計臺中市水環境改善需
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對齊資源
擴大成效，以達到綜效潛力。行
動方案將綜整臺中市政府及環保
署、營建署、農委會、水保局、
水利署等各部會相關計畫，透過
資源盤點、課題及潛力研析、策
略及目標擬訂結果，進行縣市水
環境改善總體規劃，透過溝通平
台形成共識後，針對各分區重點
執行方案，研提相關行動計畫。

硬體計畫

軟體/行銷

計畫

研究暨推廣計畫

綜合規劃

計畫

包括水質改善、營造高灘地河川
生態廊道、設置滯洪池、水域周
邊保水綠建築推動、河廊環境營
造等。

包括加強河川環境教育、
流域重要資源指認、中水
再利用、擴大推動於公園
/運動場等進行滯洪調節
設計、水岸藝術文化節等。

包括河川生態調查與生態資料庫建
立、檢討污水處理系統、環保洗劑
推廣示範計畫等。

包括生態保育計畫、恢復河
川基流量、流域土地利用檢
討與策略研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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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空間

地方水文

化脈絡的

深化

社區、社

群的連結

休閒與觀

光產業提

升

 找尋城鎮或聚落發展過程與水互
動的空間軌跡，融入空間設計及
解說設施內容。

 充分結合與水相關的地方民俗信
仰、節慶活動，凝聚認同，促進
地方感的形成。

 應建立在資訊公開的基礎上，
促成關注水環境的NGO、網
路社群、民間組織與公部門的
對話，民間得以充分表達多元
的立場及意見。

 促成周邊社區組織認養及維護
管理，結合社區營造推動常態
的環教解說活動，經營永續水
環境。

地方水文化得以延續或再現，社區組織亦具備足夠
量能持續推動永續營運的基礎上，並結合地方產業
發展或創生需求，提升水環境改善的社會功能。

(四) 行動計畫
說明水文化及產業價值提升行動計畫，如以水
文化為基礎的環境教育結合、社區認養及維護
管理、在地休閒觀光產業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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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參與計畫

平臺 定義

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

由河川局主辦，成員包括NGO、NPO團體(長期關注地方文史、生態環境之環團)、專家學者(水利、林務、
水質、生態、景觀休憩、農漁環境等各領域)、機關代表(中央部會代表)及地方社區組織團體代表等，主要
為確認縣市政府跨局處整合平臺及議題平臺研商凝聚之共識及追蹤控管研商進度，並提供協調整合及諮詢
溝通等功能。

縣市政府跨局處
整合平臺

建議由秘書長級以上層級主持會議，針對跨局處課題進行協調整合達成共識，並綜整確認藍圖規劃方向。

議題平臺
主要係由縣市政府承辦機關邀集與課題研商相關之利害關係人、關心課題之團體組織、學術單位、產業及
專家學者等共同研商、討論、共學，凝聚對課題及潛力之共識。為利落實共學機制及後續共識成果確認，
建議承辦機關邀請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委員針對其關注課題進入議題平臺參與討論，協助計畫成果更精進。

資料來源：「「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縣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參考手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110年。

在大範圍的流域管理層級上，應透過相關權責單位、專家學者之專
業意見遴選民眾參與之課題，並透過「民眾參與」方式取得地方意
見，回饋於在地諮詢小組、權責單位，取得「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之策略方案，同時導入NBS永續之公私協力機制。

本團隊預計採用系統化社會包容方法(Systematic Approach for Social Inclusion)

之公眾參與方式，以協助臺中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進行策略規劃。

依據以上公眾參與成果，辦理跨部
門研商會議，邀集相關業管機關，
依據權責，就上述所提解決方法，
達成執行上之協議，進而納入臺中
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
策略規劃內容。

重新定義問題
建立共同理念，找出

解決方法
達成協議

都市水管理需要整體解決問題，建
議從水太多、水太少、水太髒三個
面向，辦理分區座談會，重新定義
都市水永續管理問題。再建議接續
辦理共學營，培力利益相關者，並
增進彼此之間之情誼。

公共政策牽涉不特定之公眾，因此
必須在有共同的價值觀─永續、公
義─前提下，就對話主題達成之共
識才有意義。依據上述重新定義問
題之結果，辦理願景工作坊，在共
同價值觀前提下，建立共同理念，
找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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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參與計畫

文化。物種。歷史
遊戲。導覽。比賽。訪談。

共學。工作坊。田野調查指

認。環教推廣

公民自覺。認同感

地方特色

社區

圖書館

學校

國家公園

博物館

美術館

古蹟

生態保護區

宗教信仰場所

風景區

1.鄰里

2.區
3.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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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維護管理計畫
內容包含訂定後續維護管理計畫、維管資源需求、營運管理組
織、或已洽地方推動認養。本團隊初步規劃工程建置計畫完成
後之維護管理主要包含日常維護管理、年度清潔與災後復原等
三個層面，再依據各案情況調整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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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1.作業流程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作業流程圖

就現況分析、空間藍圖規劃願景、目標及改善策略、行動
計畫等內容舉辦工作坊(圈)、座談會、現勘等民眾參與活動，
落實雙向互動討論，初步凝聚共識，相關藍圖課題及初步
共識再透過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就各方意見進一步協調
整合、輔導諮詢，協助建立共識。

2.溝通平臺

本計畫溝通平臺包括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本府跨
局處整合平臺及議題平臺，操作上先經議題平臺及
跨局處整合平臺形成共識後，再至河川局在地諮詢
小組討論凝聚共識。
實務操作上，規劃單位與承辦機關成為一個團隊，
規劃單位負責資料收集、彙整分析及提出課題、潛
力等工作，由承辦機關邀集利害關係人及相關局處
或中央部會進行平臺討論。



工作執行構想 54

(七) 其他工作項目
3.民眾參與 (4場次)

民眾參與的操作時機包含議題蒐集階段、願景形塑階段、
亮點提案計畫及行動方案討論階段等，應針對民眾參與不
同階段，設立參與目標與任務，邀請不同對象，並設計適
合的參與方式(訪談、工作坊、走讀體驗、論壇等)。

4.資訊公開

(1) 水環境改善計畫網頁：披露計畫相關資訊，
便利民眾查詢及共享政府資訊

(2) 官方臉書
(3) 水利署水環境整合內容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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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5.數位溝通 疫情期間，應積極採用數位平臺、視訊軟體等方式進行溝通平臺討論，並製作影

片、懶人包等媒材輔助課題空間化及視覺化，作為線上溝通的工具。規劃時應考
量參與者可能之數位落差以手機等簡單易上手的方式，使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享
有平等的數位參與機會。

6.水域生態補充調查 (2點位)

水生昆蟲類
 蘇伯氏採集網

1)調查內容與方式

魚類調查蘇伯氏採集網

調查準則：依據環保署與經濟部水利署
相關生態調查手冊規範

棲地影像照

•自然溪段、高灘地

•兩岸濱溪帶、樹林

當地文化

•當地文資

•當地環境、生態

2)棲地環境評估

魚類
 誘捕法-蝦籠
 手拋網

底棲生物
 蝦籠誘捕法-蝦蟹類
 目擊及挖掘-螺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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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7.現地水質補充調查 (16點次)

 溫度、溶氧、導電度、

pH值、濁度、BOD、

SS、氨氮。

 河川污染指數(RPI)

 水質指標(WQI)：

WQI5

河川污染指標(RPI)

WQI5水質指數範圍與水體用途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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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8.規劃成果展示
乙方應配合本計畫製作宣導摺頁100份，其設計內容及
樣式需經甲方同意後方得印刷製作，本項目工作內容包
含資料搜集、現況數位拍照、繪圖、版面設計、美工編
排、打樣校正、印刷、裝訂等；另外，製作規劃成果宣
導影片1支及3D視覺化展示，進行規劃願景成果宣導，
剪輯至少5分鐘之成果影片，經與甲方討論核定後做為
行銷推廣發送。

9.標竿學習參訪 (1場次) 時間 議程 備註

7:30~7:35 集合點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陽明大樓)

7:35~7:55 車程

7:55~8:00 集合點2 朝馬(阿秋大肥鵝)

8:00~10:00 車程

10:00~11:30 竹溪水岸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1:30~12:00 車程

12:00~13:30 午餐 餐廳

13:30~14:30 車程

14:30~16:00 鹽水區月津港
鹽水區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及月津港親水公園周邊設施

16:00~17:30 車程

17:30~17:40 回程下車點1 朝馬(阿秋大肥鵝)

17:40~18:00 車程

18:00~ 回程下車點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辦理1場實地標竿學習案例參訪活
動，辦理方式、時間、地點、主
題等各項活動內容，需經甲方同
意方可辦理；另外，參訪安排、
會場佈置、餐飲、交通接送等相
關費用應由乙方負責。

水環境現地工程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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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10.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報作業

水環境評核機制

計畫提案
(具體構想)

府內自評
(民眾認同)

各縣市
評比

(規劃完善)

計畫修正
(工程範圍
與規劃)

複核評定
(發展重點)

計畫核定
(與相關計
畫配合)

提案前期作業流程

計畫核定前期規劃

民眾參與工作坊

提案計畫現勘

府內審查

河川局評分審查

提案單位
提案補充修正

協助確認提案內容

提案單位
撰寫計畫書

第五批次工作坊 現勘情況 府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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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工作項目
10.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報作業

第六批次評核作業時程

前置作業

提報作業

評分作業

複核評定

核定

縣市政府
各補助部會

縣市政府
水利署河川局

水利署河川局

本計畫
複評及考核小組

經濟部

作業日程

110/09/29~111/05/31

111/06/01~111/06/15

111/06/16~111/06/30

111/07/01~111/07/15

111/07/16~111/07/31

作業內容

1.先由縣市政府邀集中央部會、河川局召
開提案工作會議討論，確認提案可行性及
初步方案內容。
2.透過工作說明會(或公聽會、工作坊)及
府內審查、現勘，加強公民參與及跨部門
溝通，確認提案達成共識。

完成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送河川局在地諮
詢小組討論確認，並透過縣市政府府內機
制排定優先順序。

河川局召開評分委員會議，辦理審查及評
分作業。

彙整河川局評分排序結果，召開複核評定
會議。

簽報經濟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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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期進度

60

本計畫工作期限決標日起320日曆天(報告審查期間不計工期)完成履行採
購標的之供應。

年份

月份

1.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2. 課題及潛力研析

工作項目

4. 行動計畫

6. 維護管理計畫

8. 各期報告

3.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5. 民眾參與計畫

7. 其他工作項目

7 8 9

110

10 11 12 1 2 3 4 5 6

111

預計進度 實際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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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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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逢甲大學
水利發展中心

計畫主持人

專案經理

共同主持人

協力廠商

景觀規劃 行政事務 企劃會議

許盈松 特聘教授/主任

林彥伶

黃志偉 副主

施季旻 經理

劉煜彤 經理

埕禾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建敦科技有限公司

水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劉淑慧 李昱廷、楊孟祥林彥伶、陳冠宇

本團隊涵蓋水利、土木、生態調
查/檢核、水質調查等專業領域

顧問

許少華 教授(水利)

許裕雄 執行長(水利)

吳俊哲 特聘教授(水質)

許振峯 技師(水質)

王小璘 教授(地景)

劉立偉 教授(地景)

張集豪 助理教授(地景)

張集益 總經理(生態)

鄭清海 常務監事(生態)

曾晴賢 教授(生態、漁業)

李訓煌 前副主任(生態、漁業)

生態與水質調查

陳子宇、陳凱偉

駐點人員

副主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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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由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擔任計畫團隊總召集，邀請國內11位包
括生態、水質、地景、觀光、水利、漁業環境等專業知名專家學者，組
成專業顧問團隊。

1

協助機關辦理民眾參與推動方式，將民眾建議事項納入水環境改善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藉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等方式，提供關心民眾瞭解該工
程，搭起溝通互動之橋梁，緩解在地民眾及NGO之疑慮。

2

規劃臺中市範圍預期達成之整體及分區願景，並研擬問題研析後所對應
之解決策略及預計達成目標，以直接、間接、量化及質化等目標效益呈
現。

3

針對問題研析、策略及目標擬訂結果，本計畫將研擬之相關行動計畫，
例如水質改善計畫、生態保護計畫等，及對應工區範圍、預計辦理期程、
執行經費及推動優先順序等。

4

協助機關推動辦理資訊公開，協助辦理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網
頁，披露計畫相關資訊，便利民眾查詢及共享政府資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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