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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政策介紹
與前瞻水環境計畫作為

106年11月21日 「106年度與署長有約：公私協力共創優質水環境」座談會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組長
莊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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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政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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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政策介紹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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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氣候變遷威脅不斷

106年尼莎颱風7月29日累積雨量圖 屏東淹水牆 佳冬海埔村

林邊鄉林邊鄉

106年尼莎颱風佳冬雨量站降雨紀錄

最大1小時：181 mm

最大3小時：417 mm

最大6小時：53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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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設施改善面臨挑戰

1957

淡水河今昔-高度都市化提高淹水風險

2012

工程保護有極限且拓寬加高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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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完全由水道承納洪水 水道與土地共同承納洪水

現況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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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

 水道及土地共同分擔
降雨逕流

 提升土地耐淹能力

 削減土地開發所增逕流
 減少土地及水道淹水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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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土地及水道共同分擔降雨逕流
提升土地耐淹能力

減少因開發所增逕流量
減少土地淹水風險



逕流分擔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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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降雨逕流體積策略 削減降雨逕流峰值策略

道路導排超量雨水策略

雨
水
管
控

淹
水
管
控

提高防洪韌性策略

透水鋪面 雨水花園

寶業里
滯洪池

秋紅谷
生態公園



逕流分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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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鶴見川 日本鶴見川

平時做為運動場 災時兼做滯洪池

哥本哈根集雨街



逕流分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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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交流道

交流道增設滯洪池 重要設施高程加高

台北捷運

交流道增設滯洪池

鼎金系統交流道

公園兼滯洪池

台中秋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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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流程

開發計畫
研擬

出流管
制規劃
書研擬

用地變更
核准

開發計畫
核准

開發計畫
施工

出流管
制規劃
書核定

出流管
制計畫
書研擬

出流管
制計畫
書核定

土地開發用地變更階段 土地開發實質開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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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措施

綠地兼做滯洪池

設置透水鋪面減少逕流

綠帶降挖增加滯洪量

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小型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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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效益
未實施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實施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台南市南台南站副都心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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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效益

推動後

先以公設滯洪

推動前

淹住家、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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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效益

排水計畫核定滯洪總體積

地方管
(80件)

141萬m3

台南仁德滯洪池體積

中央管
(16件)

90萬m3

211萬m3

53萬m3

全部 仁德滯洪池

*統計至106年9月底止

排水計畫已核定滯洪體積相當約4座仁德滯洪池，以仁德滯洪池總經費
約8.5億元計算，政府可減少34億元防洪工程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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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水環境計畫作為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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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水環境計畫作為

資訊公開
•水環境計畫相關評核資料刻正整理中，近期將公開於網頁平台。
•公開方式或平台亦同步研擬中

民眾參與
•已通函請各河川局將水環境計畫議題納入流綜計畫在地諮詢小組。
•研擬要求縣市政府成立在地諮詢小組或民眾參與平台。
•已補助縣市政府成立顧問團，將儘速調查辦理情形及督促要求落實民
眾參與及工程各階段生態檢核。

強化計畫內容
•已與環保署溝通，未來持續加強環境部分。
•已召開工作會議，檢討第一次核定之水環境計畫工作內容辦理情形。
•已邀請營建署「城鎮之心」顧問團辦理工作坊，共同交流，集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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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水環境計畫作為

面臨挑戰，持續精進

•因首次將水質、生態議題納入計畫改善，仍須磨合。

•已要求各縣市政府由秘書長以上層級主管只持計畫提報，以
整合府內相關單位。

•退場機制暫以執行情形為主要評斷條件，但本署所定執行注
意要點已將生態檢核結果納為計畫是否繼續執行判斷依據，
如何執行仍在研議中。

•內政部城鄉建設辦理內容項目較為單一，大多僅為景觀改善
工作；水環境改善內容較複雜，雖採整體計畫評分，分期核
定計畫或分項計畫。未來將持續加強整合各領域專家學者，
改善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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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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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面對氣候變遷威脅應推動逕流分擔與出
流管制因應。

2.未來待水利法完成修訂，可完備推動機
制。

3.水環境建設持續督促縣市政府加強資訊
公開、民眾參與、落實生態檢核工作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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