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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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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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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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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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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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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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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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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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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作業流程圖

 選擇已完成防洪、禦潮工程或無安全
之虞水岸空間區段，將水岸週遭環境
之地景、文化、特色作完整規劃考量，
同時將水質改善與友善生態列為重點，
整體推動水域環境營造、污水截流、
下水道改善、放流水補注、水質淨化、
滯洪池生態地景、植栽美化及污水處
理設施等。

 民國110年9月經濟部水利署研訂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縣市水環境
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參考手冊(草
案)修訂本」，供規劃作業參酌。

藍圖規劃架構

規劃範圍 縣市行政區域涉及的水域空間

規劃目的
作為縣市水環境改善之上位空
間指導

規劃重點 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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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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環境
臺中市總面積約2,215平方公里，平地與山地約
各佔一半，其中山地幾乎位於和平區內。東半部
和平區為雪山山脈南端，與臺灣省苗栗縣交界之
雪山主峰海拔3,886公尺，為臺中市最高點，最
東邊靠近花蓮縣的梨山地區則屬於中央山脈西緣。
整體地形可分為東部山地、丘陵地、臺中盆地、
西部台地以及沿海平原五個部分。

水文環境

 中央管河川：大安溪、大甲溪、
烏溪共3條。

 直轄市管河川：溫寮溪1 條。
 中央管區域排水系統：旱溪排水、

柳川排水、同安厝排水、港尾子
溪排水、四塊厝圳支線、員寶庄
圳支線以及大埔厝圳支線共7 條
排水系統。

 臺中市管轄區域排水：惠來溪排
水、潮洋溪排水、東大溪排水等
共131 條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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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臺中市景觀生態資源分布 臺中市景觀生態重要據點多分布於山地及沿海地區，包括
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
然保留區、風景特定區及森林遊樂區、自然保護區、重要
濕地、沿海自然資源及其他風景區或相關園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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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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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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棲地]海岸濕地、河口、
海岸林
[動物]黑面琵鷺、草花蛇、中
華青鱂
[植物]三葉埔姜、大安水蓑衣

西一

[關注棲地]森林、草生地、
淺山生態系
[動物]石虎、食蟹獴、環頸
雉、灰面鵟鷹
[植物]狗花椒、臺灣野梨、
豆梨、臺灣野茉莉

西二 [關注棲地]森林、溪流
[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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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蘇鐵蕨、流蘇樹、槲樹、
樟葉木防己

西四

台灣以縣市界劃分為7大綠網分區，以及離島自成一分
區。各分區中，參考生物多樣性熱區、關注物種分布
型態、里山環境、關注議題，並採納專家會議之意見，
指認綠網之關注區域。

臺中市屬於西部綠網分區，其保育重點及策略為：
 推動友善農業生產，營造合適石虎、諸羅樹蛙、

環頸雉等生物生存之環境。
 社區協力維護里山及里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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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中部重要濕地區域

臺中市共有3處重要濕地，其中國家級濕地3處
(高美濕地、大肚溪口濕地與七家灣溪重要濕地)。

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擁有寬約3公里的潮間帶，濕地範
圍延伸至臺中港北堤，結合來自大甲溪注入
的營養鹽，使得濕地內富含豐富的食物，吸
引大量的生物棲息於此。

大肚溪口濕地

大肚溪河口溼地擁有寬達4

公里的潮間帶和高生產力的
河口生態環境，蘊含豐富的
潮汐生物。加上地域遼闊平
坦，魚塭堤岸亦為水鳥提供
了躲避強風的場所，因此成
為每年候鳥遷徙必經之地。

七家灣溪濕地

七家灣溪為大甲溪上游支流，
溪谷右岸寬闊平坦，左岸有
數處的沖積扇階地，水質清
澈，水溫維持在攝氏16 的
低溫環境，為櫻花鉤吻鮭的
重要棲地。

資料來源：「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址：https://wetland-tw.tcd.gov.tw/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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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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110年4月28日公告實施「臺中
市國土計畫」，自110年4月30日起生效，
以國土計畫取代區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則取代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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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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自願檢查報告，臺中市政府，民國110年。

臺中市2030年永續發展
為了創造讓市民真正有感的幸福，本市的永續
發展策略架構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為願景，
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三大原則：社會、經
濟、環境，建立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友善宜
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能源轉型零
碳環境」。

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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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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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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瞭解河川生態系統結構樣貌與生態系

統服務價值

•找出各河川價值定位，做為河川願景

規劃依據

短期

•藉水文、水力、地質、物理化學、生

物學指標，了解河川生態系統現況，

量化生態系社會服務價值

•依河川個別差異，執行適宜復育方案

中期

• 串聯社區民眾參與，廣納民生、文化

與藝術等需求，共同規劃河川多元服

務願景，重建水─人─環境之關係

長期

臺中市
水環境改善
願景目標

水質改善 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 水岸縫合

結合國土
規劃，強
化水道風
險管理、
打造韌性
承洪土地

持續監測
河川水質，
透過多元
設施與策
略改善水
體水質

蒐集流域
情報，導
入生態系
統服務，
重啟河川
生命力

再造乾淨、
生態、文
化之優質
生活圈，
拉近人與
水的距離

水環境改善願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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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 「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可有效、能調適的應對
社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為永續管理和恢復自然或改造的生態
系統的保護行動

• 期望結合綠色設施及過往常用的灰色人造設施，提高水資源設施的相關效益，解決水的
問題，及轉變水資源管理的思維。

NBS 8項原則

含括自然保育規範

由在地的自然和文化
背景決定

保持生物與文化多樣
性與演化的能力

可與技術或工程
解決方案合併實施

以公平透明公開和
廣泛參與方式執行

適用於景觀
(大規模) 尺度

承認並解決經濟利益
與生態系統的權衡

為解決挑戰的政
策、措施或行動

NBS常見措施類型

NBS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納入「規劃、設計、施工階段」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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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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花都策略區
水岸花都、拔尖轉型

4)保育樂活策略區
文化體驗、觀光樂活

生活。生產。生態。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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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依據

國土計畫區分為三大核心、六大策略區。

中部都會核心

山城核心

雙港核心

1

2

3

45

6

1)都會時尚策略區
智慧移居、創意時尚

5)雙港門戶策略區
雙港門戶、加值觀光

6)樂農休憩策略區
鐵騎慢活、樂農聖城

2)轉運產創策略區
轉運門戶、創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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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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區 策略空間 定位 特色
對應
區域

發展構想 水系

中部都
會核心

1.都會時尚
策略區

智慧宜居
創意時尚

結合舊城中心、流行娛樂、
商業時尚服務周邊城市屬
中部都會特性，並透過大
車站計畫、歷史文創體驗
特區、干城流行影音文創
競技中心、文化城中城再
串聯時尚精品草悟道、爵
士音樂會等時尚流行文化，
並結合國家歌劇院、國立
公共資訊圖書館、美術館
等大型公共設施。

原市轄

1) 推動水質淨化設施工程；促進
文化資產再利用

2) 確保筏子溪生態廊道延續
3) 建構都市綠帶空間，並與藍帶

串連
4)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規

劃
5)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大

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其
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生
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變更

中央管河川：筏子
溪(烏溪)、旱溪
區域排水：惠來溪、
東大溪、北屯圳、
梅川等

2.轉運產創
策略區

轉運門戶
創產基地

因應高鐵城際交通轉運機
能並結合大里、太平、霧
峰傳統產業轉變，朝向低
污染、低耗水、高附加價
值且結合鄰近大專院校資
源進行產學合作，促進產
業升級、加值創新，並結
合影視文創基地。

烏日、大里、太
平、霧峰

1) 加強水資源回收中心建設；加
強污水下水道建設

2) 烏溪周邊地區應加強排水系統
規劃，降低暴雨淹水發生機率

3)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規
劃

4) 建構都市綠帶空間，並與藍帶
串連

5)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大
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其
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生
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變更

中央管河川：烏溪、
大里溪
區域排水：樹玉碑
排水、牛角坑溝、
北溝溪排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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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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區 策略空間 定位 特色
對應
區域

發展構想 水系

山城
核心

3.水岸花都
策略區

水岸花都
拔尖轉型

配合后里花卉產業以及豐原
河岸掀蓋計畫，建議朝向水
岸花都結合生態與發展，另
以中科后里基地為主要核心，
發展生技創研、綠能科技，
並推動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神
岡產業園區等，打造物流、
科技拔尖轉型計畫。

后里、豐原、潭
子、大雅、神岡

1) 加強水資源回收中心建設；
垃圾掩埋場檢討活化；推動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2) 建構綠化人本之開放空間系
統

3) 建構生態廊道，維護物種生
態棲地，以確保氣候變遷下
生物多樣性

4)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
規劃

5)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
大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
其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
生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
變更

中央管河川：大甲溪、
大安溪
區域排水：十三寮排水、
大雅排水、龍虎鬪坑排
水、牛稠坑溝排水等

4.保育樂活
策略區

文化體驗
觀光樂活

考量環境容受力以循環精神
永續發展為目標，並藉由農
業生產專區輔導六級農業，
且尊重客家與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讓文化、觀光與經濟
緊密結合。

新社、東勢、石
岡、和平

1) 建構生活、生產、生態之永
續環境，維護山坡地水土保
持

2)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
規劃

3)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
大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
其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
生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
變更

中央管河川：大甲溪
區域排水：食水嵙溪排
水、沙連溪排水、頭隘
坑排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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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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區 策略空間 定位 特色
對應
區域

發展構想 水系

雙港
核心

5.雙港門戶
策略區

雙港門戶
加值觀光

因雙港特性推動港市合作、
前店後廠計畫，發展海港
為「客貨運及產業加值
港」，擴大國際物流保稅
加值區、強化臺中港自由
貿易，並臺中機場朝向國
際機場格局，另配合海線
觀光資源，朝向雙港門戶、
加值觀光。

大肚、清水、
沙鹿、梧棲、

龍井

1) 加強區域排水系統規劃，提升
抗災力

2) 因應海平面上升議題，研擬龍
井區、梧棲區、清水區海岸地
區水災防護措施

3)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規
劃

4)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大
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其
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生
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變更

中央管河川：大甲溪、烏
溪
區域排水：鹿寮排水、澳
底溝支線、梧棲排水、安
良港排水、南勢溪等鹿寮
排水、澳底溝支線、梧棲
排水、安良港排水、南勢
溪等

6.樂農休憩
策略區

鐵騎慢活
樂農聖城

基於地區農業特性發展精
緻農產及優質田園小城，
整合體驗型農業與輔導農
業六級產業化，吸引農業
人口回流，並透過媽祖宗
教文化與創客觀光市集，
朝向鐵騎慢活、樂農聖城。

大甲、大安、
外埔

1) 加強水資源回收中心建設
2) 應加強逕流分攤、出流管制規

劃
3) 生態保育核心地區除配合重大

建設或公共設施發展需求，其
土地利用應以低衝擊開發、生
態友善為原則，不宜任意變更

中央管河川：大安溪、大
甲溪
縣市管河川：溫寮溪
區域排水：四好溪排水幹
線、后里排水、南埔排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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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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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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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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篩選條件 分數(1-5) 權重(1-3) 加權後分數

政策及公共參與

 整合已核定之水環境/水安全案件
 配合重大縣政計畫
 跨域或跨部會計畫整合
 結合公共設施/公有土地選址
 民眾參與潛力

5 3 15

水文化特色營造

 區域亮點潛力
 歷史文化潛力
 觀光遊憩潛力
 環境教育潛力
 地方創生潛力

5 3 15

親水環境營造

 環境美質改善潛力
 場址可及性
 場址能見度
 親水遊憩功能強化潛力
 綠色交通人本通廊改善

5 2 10

水質水量改善

 河川汙染指數(RPI)

 現地處理設施(人工濕地、礫間設施)

 水質改善潛力
 水量穩定
 有效減緩災害發生

5 3 15

NBS自然及
生態復育潛力

 棲地營造及維繫生態廊道
 自然環境型態之維持
 改善河道骨架(近自然石樑固床工)

 增加緩衝綠帶(原生植栽)

 其他降低碳排工法之施行

5 3 15

合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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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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4.亮點計畫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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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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亮點計畫規劃構想

(三)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改善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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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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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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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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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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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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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辦理形式 邀請對象

1
分區工作坊

(中部都會核心)

原市轄、烏日、大里、太
平及霧峰區公所、該區關
注團體

2
分區工作坊
(山城核心)

后里、豐原、潭子、大雅、
神岡、新社、東勢、石岡、
和平區公所、該區關注團
體

3
分區工作坊
(雙港核心)

大肚、清水、沙鹿、梧棲、
龍井、大甲、大安、外埔
區公所、該區關注團體

4 共識工作坊
歷次探討課題有提供建議
者

初步規劃民眾參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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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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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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