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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書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請依照整體空間發展藍圖作業規定，將規劃作
業工作計劃內容及公民參與辦理方式送河川局
在地諮詢小組討論。

本計畫將會依照整體空間發展藍圖作業規定辦理，並將作
業工作計劃內容及公民參與辦理方式送河川局在地諮詢小
組討論。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市座於2020年8月14日臺中市減碳降溫論壇提出
「引風、增綠、留藍」降溫構想，期透過增加
都市風廊及水域來引風、提升都市綠色覆蓋面
積，積極改善空品，緩解都市熱輻射。其中
「引風」係讓路給風走，透過臺中市八條水系
引風，將城市熱氣帶走。以上內容建議可納入
後續規劃之核心構想。

本計畫將會納入臺中市減碳降溫論壇提出「引風、增綠、
留藍」降溫構想，期透過增加都市風廊及水域來引風、提
升都市綠色覆蓋面積，積極改善空品，緩解都市熱輻射。
其中「引風」係讓路給風走，透過臺中市八條水系引風，
將城市熱氣帶走。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有關非本局權管之河川、排水、灌溉排水等水
域環境後續倘需提報水環境改善部分，皆可依
本案後續公布之提案規則納入評估。

本計畫將會協助評估臺中市非本局權管之河川、排水、灌
溉排水等水域環境整體尚可提報水環境改善部分。



工作計畫書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的目標是恢復河生命力，包
含恢復物種、棲地多樣性、養分及水文正常循
環，建議針對是否有恢復河生命力訂定指標以
利評估。

後續將針對是否有恢復河生命力訂定指標以利評估，以達
到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目標，包含恢復物種、棲地多樣性、
養分及水文正常循環。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三河局成立之在地諮詢小組對本案執行的過程
中如何參與、合作、協助或關鍵人物反對會讓
計畫被全盤推翻嗎?請團隊說明。

在本計畫執行初期、期中與期末各階段府內審查後，將會
至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諮詢藍圖規劃內容妥式可行性，各
單位建立共識。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水環境設施的維護管理與一般水利設施差異甚
大，後續維護管理計畫應區分有短、中、長期
內容，並針對其維護經費估列、財源規劃、營
運人力及組織編制等有完整說明。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將會考量分為短、中、長期內容，並且
包含維護經費估列、財源規劃、營運人力及組織編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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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階段：第六批次甫核定(一) 計畫緣起

共生與水 共存 共榮

恢復河川生命力
及永續水環境

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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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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調適地應對社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
樣性效益 (由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於2008年所定義)

保護生態系統從而促成人類福祉生態
(由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 MA於2001年發起)

Nature-based Solutions
自然解方 (NBS) 

供應

調節

支持

文化

Ecosystem Services
生態系服務

5大類別

7大課題

2大效益

 2005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https://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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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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12 1 2 3 4 5 6

111

預計進度 實際進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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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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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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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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條排水系統。

水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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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水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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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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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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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社會遊憩 臺中市十年來人口數均穩定成長，平均人口成長率高於中部區域其他
縣市，與六都相比僅次於桃園市，與全國相比也較高。
臺中擁有許多迷人優美的自然山岳風景，登山也已經是許多台灣人戶
外休閒活動的優先選擇。且臺中市境內有多條自行車道，許多自行車
道依著堤防、河道或海岸線鋪建而成，與水文化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本期工作成果
本計畫彙整臺中市政府管理與水相關且登錄
為文化資產之資料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三
河川局提報之文化資產設施，及中部地區建
成滿百年歷史與建成滿五十年歷史之文化資
產調查。

15

(一) 基本資料蒐集彙整、現況分析

水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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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1.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綜觀「水系流域」、「地形地貌」及「生活發展」等多面
向空間特質，於實質空間架構結合人口發展、歷史脈絡、
行政分區及臺中國土計畫策略區，將臺中水環境藍圖分為
三大核心及六大分區。臺中水藍圖空間分區發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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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1.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臺中水藍圖三大核心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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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1.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臺中水藍圖六大分區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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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1.分區規劃中的空間尺度 臺中市三大核心六大策略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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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2.課題分析

課題 生態保育/復育課題

1
筏子溪生態豐富，土地使用及人為干擾相對較低，為本市
極為重要之藍綠帶，並須持續改善棲地破壞及外來物種入
侵情形。

2
旱溪排水範圍遼闊，為本市重要之藍帶，惟水域周邊生態
廊道連續性不佳，造成生態廊道缺口。

3
本區其他水域，因排水系統渠化，水利設施受限防洪安全
考量與排水空間，生態廊道缺口情形為普遍現況。

課題 廊道/水域空間限制及人為設施干擾課題

1
本區之水域已設有多處水資源回收中心，各水系之生態廊
道改善及教育解說空間設施，仍有極大改善空間。

2
排水系統渠化及混凝土化情形普遍，護岸、河床水泥化，
缺乏水、陸域動物，且棲地破壞及消失。

3
筏子溪流域在長期社會工商發展下，河川在水質水量、水
域生態修復及水文化再造等課題方面。

4 河川廊道近水及親水作為皆有改善空間。

課題 河川廊道水域水量調控、
生態基流量維持課題

1
筏子溪生態基流尚佳，枯水期農業生態用水
亦會競合影響。

2
本區區域排水系統水量屬都市型河川，尚維
持正常。

筏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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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2.課題分析

課題 河川廊道或獨立水體人為災害課題

1 筏子溪流域水質狀況佳。

2
旱溪排水水質情況次佳，因有生活污水排入，但近年已
有規劃改善。

3 本區其餘水系水質介於佳至次佳之間。

課題 河川廊道天然災害課題

1
本區水系的防洪安全皆有完善辦理計畫與維護管理，結
合工程與非工程措施，相關災害潛勢皆在低風險程度。

課題 使用管理課題

1
本區水系，包括筏子溪、旱溪排水、惠來溪、東
大溪等，皆長期或陸續有公益團體或地方團體積
極參與，有維護管理意願或能量。

課題 使用可及性課題

1

除歷年地方團體、學校、NGO、NPO組織參與
河川生態、親水及環境教育活動外，近年市府推
動「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期能擴大並帶動本
市各級學校、社會團體、一般民眾重視並參與水
環境空間改善與水文化推廣。

課題 社會課題

1
有關水課題並陸續有關注議題，透過各種民眾參與
溝通管道，除及時解決議題分歧外，並提供新理念
想法，亦影響帶動大眾對水環境的關環重視。

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

公私協力排水道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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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2.課題分析

課題 生態保育/復育課題

1
烏溪流域生態廊道缺口的土地使用及人為干擾因素低；
部分水陸域皆存在強勢外來種動植物入侵現象。

2
本區之區域水系位處原市轄周邊地區，雖水域生態廊
道受土地利用及人為干擾因素較多，但濱溪帶、灘地
植生演替較豐富，外來種動植物入侵問題亦存在。

課題 廊道/水域空間限制及人為設施干擾課題

1
烏溪流域水域及陸域空間遼闊，部分空間亦具備生態
及環境教育或親水使用條件。

2
本區之區域排水水系之護岸、河床多屬混凝土或砌石
構築，部分河段亦陸續改善堤岸或水防道路植生，改
善親水環境與動線。

課題 河川廊道水域水量調控、生態基流量維持課題

1
烏溪流域水量豐沛，生態基流量相對穩定。大里溪等
其他區域排水基流量次之，枯水期亦可能遭逢枯旱情
形。

2
本區之區域排水水量與農業灌溉排水水量使用情況緊
密關聯。

課題 河川廊道或獨立水體人為災害課題

1
烏溪流域水質狀況佳，河川區域管理及河川環境
管理規劃較完整。

2
大里溪水質狀況次佳，河川管理規劃與執行較完
備，高灘地空間利用並已納入分級管理。

3

本區區域排水，因位處農工商住交錯區域，部分
排水系統點源或非點源污染排放，致使枯水期水
質惡化情況嚴重。排水廊道水體及水岸濱溪帶、
護岸堤防及防汛道路等自然或人為植被，為本區
域生物棲息的重要空間。

大里溪 大里溪跟烏溪的匯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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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2.課題分析

課題 河川廊道天然災害課題

1
烏溪、大里溪治理完成，並已納入風險管理計畫，
並逐年列入防災管理計畫。

2 本區域排水皆已有完整治理計畫與管理。

課題 使用管理課題

1

烏溪因流域自然度高，物種豐富。鄰近空間腹地者
若有親水需求，在地社區可協助維護管理。惟空間
規劃需進行完整生態檢核評估，並與在地生態環團
充分參與溝通。

2
區域排水部份多屬鄉野或村鎮型之平原型河川，鄰
近社區或聚落之水域空間，應有民眾親水休憩需求。

3
社區聚落、在地民眾對於親水休憩需求高，亦有參
與維護管理之意願與能量。

課題 使用可及性課題

1
本區水系多屬村鎮型、都市型之水域，鄰近的學
校、社區，對於未來河川環境及生態環境教育場
域之推動，具有高度誘因。

課題 社會課題

1
本區部分水系枯水季，因水位流量過低，致使水
質不佳或不明魚群死亡事件，易造成環保或生態
團體關注議題。

大里區大峰路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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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研析
3.價值潛力分析

1) 筏子溪較具備連續性、完整性生態廊道特性，
亦較具有生態棲地、水體河相修復、生態復育
的可行性。

2) 筏子溪、旱溪排水較具地方文化及區域地標知
名度、形塑地方的發展潛力。

3) 惠來溪、東大溪、北屯圳、梅川等，具備與社
區聚落的關聯性，且因位居人口稠密區，對於
水環境空間改善，大幅增加在地社區民眾藍綠
空間與植生綠化，周邊NGO、社區組織認養意
願度高，亦具備較高的維護管理效能。

4) 本區水系皆具備與鄰近學校的關聯性，具有地
區性環境教育場域的潛力。

1) 從「台灣的地理中心碑」位處在烏溪流域之內，可
知烏溪在台灣移民及拓墾的歷史中，述說著過往族
群關係的演化意義所在，不論是地理空間、產業型
態或人文社會，都是各面向的轉換點。

2) 大里溪在過去水體的主要污染源為未納管之生活污
水及工業廢水，在陸續執行的污水接管及烏溪流域
水污染整治措施計畫，水質皆有改善。

3) 霧峰區的乾溪已建置完善左右兩岸的自行車道，結
合鄰近的水岸空間設施及綠蔭植生，亦可提供在地
民眾休憩、親近水岸自然生活空間。綠川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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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1.分析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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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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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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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1.分析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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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1.分析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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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1.分析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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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1.分析行動策略、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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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及目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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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都市
權重(1-3)

加權後分數
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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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重大市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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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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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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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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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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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5

合計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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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1.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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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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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1.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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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2.個案計畫之執行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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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水嵙溪
石岡區上磐安橋-

下游廣游興橋

工程將採LID工法設計透水類型鋪面，透過植栽綠美化改善既有河岸兩側環境，增加
都市防洪韌性，並新建河道休憩設施、平台及走道等，強化周邊居民、遊客與河岸的
連結關係，改善食水嵙溪水陸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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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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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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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本期工作成果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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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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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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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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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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重塑歷史河道記憶風華再現、結合水環境教育及體驗

第一期-喬城一橋→大智路水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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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八寶圳河道&食水嵙溪交匯點-廣興橋
雙翠水壩下游、石岡熱門打卡景點情人木橋及休閒農業區，與觀光
環境相互結合，營造水環境休憩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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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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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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2.個案計畫之執行優先順序



本期工作成果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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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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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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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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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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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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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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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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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動計畫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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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計畫



本期工作成果 6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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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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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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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參與計畫

目前辦理民眾參與期程

111.02.23
大智排水現勘

111.03.21
工作會議

111.03.21
食水嵙溪現勘

111.04.07
十四張圳地方說明會

111.04.08
三局在地諮詢
小組會議

111.02.21
工作會議

110.12.01
工作會議

111.05.03
共學營-中區場

111.04.28
第六批次工作坊

111.04.26
專家訪談-劉立偉

111.04.25
專家諮詢會議
李訓煌、張集豪

111.05.04
荒野協會訪談

食水嵙溪現勘三局在地諮詢小組

專家諮詢111.05.08
張豐年醫師訪談

111.05.17
第六批次審查會議

111.06.13
第六批次在地諮詢小組

111.07.01
第六批次評分審查會

111.05.09
第六批次現勘作業

111.08.03
第一場次工作坊(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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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參與計畫

第一場次工作坊(NGO)

社會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臺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墩點文史工作
室、台灣東鲲文史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第三河川局流域綜合治理諮詢張豐年委員。

1. 近期於筏子溪調查到石虎的紀錄很令人振奮，有機會能將大肚山與烏溪串連起來進而形成連接八卦山的石虎遷
移廊道。可進行環境類型盤點，保留未來可以形成廊道的關鍵棲地點位，避免相關之開發行為以減輕影響。

2. 每年3到5月為石虎的繁殖季節，尤其母石虎常會棲息的地點為河床中生長較密的長草地，受到工程的干擾的母
石虎甚至可能會有棄子的風險；傍晚過後至天亮期間為石虎的活躍時間。後續若有相關的工程施作，應盡量避
免石虎常利用之棲地及活躍時段進行以減輕影響。

3. 本身住在康橋附近附近工程對於生態的影響覺得很大，很多設施會水泥化。整個生態看不到都變成水泥化，看
如何人與生態有更好的連結。

4. 期望霧峰外埔區域城鄉水岸原鄉山川低度開發中可以保留原本的文化或是原住民文化。
5. 未來推動過程中，希望要也可以多多保留地方文化故事習俗等相關文史內容的保存。
6. 發文內容提到旱溪跟筏子溪規劃作為都市邊界連結與生態邊緣通廊的功能，而臺中都市化急速擴展，旱溪跟筏

子溪已不能再視為生態邊緣通廊，而是已經變成都市生態的核心區而不是邊緣通廊，需要修正名稱。
7. 河川生命力來自於棲地穩定性，但是目前臺中市河川之河道較為束縮，沒辦法像筏子溪有較為寬廣河道並有高

灘地供生物棲息，建議能有多一些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的規劃，在面對暴雨洪災時作為庇護空間，能使生物有
更安全的棲息地。

8. 水環境牽扯單位極多，有必要加以整合，避免各自為政，特別是三河局(管多處河川)、中水局(底下石岡壩管理
中心負責放流葫蘆墩圳之農用水、大甲溪之生態基流量)、台電(負責放流大安溪士林壩下游之農用水及生態基
流量)、臺中農田水利處(負責各灌區及其底下各工作站)、科學園區(操控滯洪池)、環保局(監控污染)。

出席單位

意見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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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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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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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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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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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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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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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