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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計畫緣起一

*目前階段：第六批次甫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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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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計畫緣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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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上位計畫及台中發展政策

臺中市國土計畫 臺中市海岸地區
整體規劃

臺中市施政成果 臺中市景觀綱要
計畫

 「生活、生產、生

態、生機」四生一

體的城市發展目標

 3大核心、 6大策

略區、 9大資源系

的空間發展定位。

 以大甲溪為分界，分

為兩個主要發展分區，

以北定位為「甲安埔

人文遊憩區」；以南

則因雙港特性，在臺

中港轉型升級多元化

發展下，定位為「雙

港商業娛樂區」。

 六大區塊均特色

1.鐵騎慢活聖城－甲安埔

2.拔尖創新門戶－豐后潭

雅神

3.里山體驗創活－東新石和

4.海港加值觀光－大臺中港

5.創意時尚中城－大都心

6.轉運創新基地－烏大平霧

 六大願景推動策略

1.鞏固藍綠自然基盤

2.深耕地方文化

3.創造多樣綠地/開放空間

4.推動綠色交通/人本環境

5.活化水岸環境

6.減緩/調適防災策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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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地理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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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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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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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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條排水系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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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水質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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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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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生態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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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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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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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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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水文化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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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空間相關疊圖分析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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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及現況調查 前期水環境計畫成效評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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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研析 大尺度空間課題三

本計畫配合本次臺中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重新盤點資源分析，建構GIS系統圖資，提供

後續空間梳理找出大尺度空間下的課題與潛力，作為臺中水環境藍圖空間分區的依據與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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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臺中水藍圖空間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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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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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分區發展構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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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分區發展定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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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臺中市藍圖分區願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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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行動策略方針 臺中市水環境改善5大策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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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都會水文育活區概述六

 行政區域：臺中舊轄市

 分區定位：新好生活、水育文化

 流域願景：水文化環教場域與都會生活圈

藍綠調節的生物通廊｜筏子溪

都會水文化環教場域｜綠川、柳川、梅川、惠來溪及大智排水等

城市縫合的休憩通廊｜旱溪

【 都 會 生 活 環 教 場 域 與 生 態 廊 道 營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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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都會水文育活區 課題與潛力六

 排水系統渠化及混凝土化情形普遍，破壞水、

陸域動物生態棲地。

 長期社會工商發展下，河川有水質水量改善、

水域生態修復及水文化再造等課題。

 本區水系與都市開發緊密，後續河川整體環

境整治時，易有公私有土地限制及當地居民

權益問題浮出。

課 題

 筏子溪較具備連續性、完整性生態廊道特

性，亦較具有生態復育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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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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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以八大河川(筏子溪、南屯溪、土

庫溪、梅川、柳川、綠川、旱溪、大里溪)

為主要輸送城市新鮮空氣之重要風的廊道，

透過八大風廊調節都市溫度，減少都市熱

島效應衝擊。

潛 力

柳川 麻園頭溪筏子溪 旱溪



21

分區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都會水文育活區目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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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生物廊道具有連續性，後續將加強濱溪帶棲地營造及水岸休憩廊道串聯，
成為環境教育之場域。

六 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筏子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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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梅川中上游、
柳川下游等部
分河段水質嚴
重污染進行水
質改善。

 改善水泥護岸，
採自然工法增
生態綠化，引
導八大風廊系
統。

 延續已完成水
環境改善計畫
廊道系統串接，
營造人水生活
網絡。

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市區水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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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旱溪策略

 旱溪流域從豐原串聯至大里，橫跨數個行政區，目前陸續建置周邊自行車廊道，
後續可以串連成為城市中之休憩通廊，縫合兩岸城鄉資源。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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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規劃願景、策略與目標 都會水文育活區短中長期策略

期程 目標 策略方針

短期

進行重點流域水質改善。 A3.增設水質淨化設施(如：人工溼地、礫間處理廠等)

改善重點流域(舊市區水域及旱溪等)三面光水泥護岸，採自然
工法增加河川邊緣生態綠化，引導八大風廊系統。

C1.改善水泥堤防護岸，營造多孔隙礫石等棲地

臺中綠環道與河岸廊道系統環狀串接，營造人水生活網絡。 D4.推動休憩觀光廊道，結合親近自然水岸活動

重點流域關注生態物種調查及劃設生態復育/緩衝區域。
C5.劃設重點保育河段，維繫自然環境採取零方案的管理策略
C4.移除外來侵略物種，棲地優化復育原生物種。

以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為基地，推廣河川生態及文化教育活動。
D1.重點文化資產再利用，型塑水文化核心據點
D2.結合地方產業及文化特色，營造共水生活融入環境教育場
域

中期

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進程，完善全區河川水質。 A1.提升污水下水道接管進程

盤點評估公共設施及未開發公有土地納入逕流分擔規劃。 B4.盤點公共設施及未開發公有土地納入逕流分擔規劃

調查評估開發伏流水及地下水利用，避免河川基流量乾枯。
A4.增設水資源利用設施(如：水資源回收中心、伏流水及湧泉
等利用)

推動重點流域生態棲地的加值營造，復育都市區域指標性物種。C2.擴大河川生態邊緣，多層次棲地環境營造

串聯重點流域民眾參與，共同規劃河川多元服務願景的提案計
畫。

E3.建立公私協力機制，由民間主導提案、施工到維管計畫，
公部門協力

長期

完善舊市區水域之間逕流分擔規劃，因應極端暴雨氣候的調適
目標。

B6.因應極端氣候變化劃設國土規劃，重建土地河川調適能力

人水生活，河岸無堤防，親水進水的都市河川。
D2.結合地方產業及文化特色，營造共水生活融入環境教育場
域

重點流域生態廊道復育與棲地營造，打造河川生態博物館。 C3.建構藍綠網路系統，串聯網絡提供生態通廊

推動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溪外，守護河流帶入臺中市國中小公民
教育課程。

E4.持續推動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溪，守護河流帶入臺中市公民
教育課程

擬訂排水開蓋計畫，彰顯臺中市新好生活、水育文化的水文化
之都。

D5.推動排水溝渠開蓋營造，彰顯水文化之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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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空間發展藍圖七



共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