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挑戰?亞洲佈局?兩岸競合? 

  城際競爭? 

 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華人城市崛起? 

全球變遷挑戰無可迴避… 



Earthquake 



台中石岡壩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有旱澇加劇之趨勢 
單日降雨量及豪大雨日數增加，四季降雨日數減少 



地質破碎 



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台8甲線(中橫) 

滿目瘡痍 

照片來源：台灣大學 



曾文水庫上游地區 



南投縣仁愛鄉-華岡 



清境的民宿 



霧社-萬大水庫 



屏東縣-佳冬鄉漁塭--地層下陷 



雲林地區81-98年累積下陷量 

每年八公分向下沉淪 



圖由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提供 

八八風災前太麻里溪出海口 

九號省道 

南太麻里橋 

太麻里鄉泰和村 

太麻里鄉香蘭村 

南迴鐵路橋 



八八風災後太麻里溪出海口 

九號省道 

南太麻里橋 

太麻里鄉泰和村 

太麻里鄉香蘭村 

南迴鐵路橋 

圖由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提供 



2005.08 

2004.08 

2006.12 

1999.10 

照片來源：公路總局 

台８線谷關段 18 



南投縣隆華國小 

1996之前 1996賀伯颱風 1997重建 

1999集集地震 

2001重建 2009莫拉克颱風 

終
於
要
搬
離
危
險
地
了 

教
育
部
決
定
遷
校
重
建
的
九
所
學
校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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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中小學人數 

(7-15歲) 

245萬人 

中小學人數 

(7-15歲) 

179萬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經建會2012-2060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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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 

中小學人數 

(7-15歲) 

170萬人 

因應高齡少子化 
人口變遷 

高齡人口
(65歲以上) 

492萬人 

高齡人口
(65歲以上) 

647萬人 

高齡人口
(65歲以上) 

253萬人 

增加394萬人 

減少75萬人 

台灣推計之人口變化 



現有低度利用之中小學學
校用地，應依人口成長趨
勢推計未來學生數，並依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備
基準」規定，以半徑不超
過1.5公里，通學時間半
小時內為原則估算服務範
圍，辦理檢討變更。 

福星國小 
面積：2.04ha 
學生數：728 
每生28.0m2 

龍山國小 
面積：2.14ha 
學生數：368 
每生58.2m2 

龍山國中 
面積：2.59ha 
學生數：870 
每生29.8m2 

西門國小 
面積：1.70ha 
學生數：536 
每生31.7m2 

老松國小 
面積：3.24ha 
學生數：644 
每生50.3m2 

學校用地 

華江國小 
面積：1.10ha 
學生數：413 
每生26.6m2 

南門國中 
面積：3.03ha 
學生數：1,615 
每生18.8m2 

國語實小 
面積：1.27ha 
學生數：1,842 
每生6.9m2 

新和國小 
面積：1.04ha 
學生數：774 
每生13.4m2 

萬華國中 
面積：3.62ha 
學生數：1,523 
每生23.8m2 

大理國小 
面積：1.66ha 
學生數：633 
每生26.2m2 

西園國小 
面積：1.44ha 
學生數：816 
每生17.6m2 

忠義國小 
面積：0.71ha 
學生數：265 
每生26.8m2 

台北市老松國
小1.5公里範
圍內有： 
•國小11處 
•國中3處 
•捷運站5處 

低度利用 

低度利用 

雙園國小 
面積：2.93ha 
學生數：640 
每生45.8m2 

低度利用 



更多元的族群結構 

港澳地區配偶 
3% 

外籍配偶 
33% 

大陸地區
配偶 
 

64% 

→ 2030年時，台灣

的25歲青壯年世代，

將有近13.5%為新移

民之子! 

2011年大陸、港澳地區
與外籍配偶人數分布  

積極的 移民政策﹕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全國新住民子女人數比例超過50%之國小有23所 
1. 南投縣港源國小: 76% 

2. 澎湖縣赤馬國小: 72% 

3. 臺中市大林國小: 67% ........ 

全國新住民子女人數比例超過20%之國小有855所 
1. 雲林縣: 93所 

2. 嘉義縣: 81所 

3. 南投縣: 7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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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  

•面對未來不可測的氣候災難，最有效根本的防治辦法 
－國土規劃 

•國土規劃不單是土地的合理開發、分配和利用 

•國土規劃應該是一套涵蓋價值觀念、法令制度、行動
實踐以及管理執行的體制 

•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扭轉，整體價值思維如
果不改變，國土復育不可能達到，永續發展永遠只是
無意義的專有名詞，不會有具體落實的真正行動  



風險 
     

機會 
• 綜合性的調適與減災 
• 多功能土地利用 
• 創新 

水資源管理 

 
 
 

漁業 
生態系 
土壤 

休閒遊憩 農業 
林業 

能源 

保險 

空間規劃 
監測 

社會變遷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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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新機會  

新北市405.4萬(17.5%) 

台中市273.2萬 
(11.8%) 

台南市184萬 
(7.9%) 

高雄市277.8萬 
(12%) 

展演場
館數 

展演活動
(年) 

出席人數(

年) 

國外來台
展演數(年) 

新北 554 5,210 23,183 1,778 

台北 344 5,824 57,283 1,015 

台中 372 7,814 23,303 1,991 

台南 412 7,012 9,338 262 

高雄 392 7,559 21,995 963 

佔全
台比
例 

50.7% 56.4% 67.3% 63.4% 

藝文展演場館及活動超過五成分佈於五都 
台北市265.6萬(11.5%) 

99年普查常住人口: 五都佔全台60.8% 



台
灣
國
土
容
受
力
分
析
與
調
適 



  Data Bank 資料庫 

   - Quantity 累積足夠的數量 

   - Quality 確保資料的品質 

 Cloud 雲端圖資整合、套疊 

 Data Mining 資料探勘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DSS)決策支援系統 

 Scenario Analysis 情境分析 

 Policy 政策 

 Action Plan & Budget Allocation  

   行動方案與預算分配 

國土規劃的理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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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易淹水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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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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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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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單位) 數量 

面積(km2) 1,941.13 

村里數(個) 414 

村里人口數(人) 約1,748千 

現況住宅(km2) 71.42  

現況商業(km2) 15.56  

現況工業(km2) 80.62  

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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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高、中高)風險 
地區及限制發展地區 

預防及監控 
-監督控管，避免新
災害或遭受鄰近災
害影響，誘發轉為
受災型土地 

災害(低及中) 
風險地區 

非災害風險地區 

整備應變 
-強度差異管制 

-災害潛勢資訊揭露 

-在地防災避災規劃 

-災害保險制度研擬 

土地發展調適 
-利用國土規劃及土地使
用管制方式進行管控 

-於未開發土地禁止開
發，已開發或進行開發
中土地應重新評估該區
域之發展強度 

-建築高度規範及加強水
土保持 

面對不同等級災害風險地區時… 



 依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模擬山
腳斷層中段位置發生規模6.2地震 

 對臺北市及新北市地區災害影響嚴
重範圍包含： 

    臺北市：士林、北投、大同、中山
及萬華等地區。 

    新北市：板橋、新莊、五股、三
重、泰山及蘆洲等地區。 

地震斷層帶分布：雙北市 
山腳斷層中段 

震度 PGA(g) PGA(g) 圖例 

7 0.4以上 

0.6以上(7級強) 

0.5~0.6(7級中) 

0.4~0.5(7級弱) 

6 0.25~0.4 

0.33~0.4(6級強) 

0.25~0.33(6級弱) 

5 0.08~0.25 

0.16~0.25(5級強) 

0.08~0.16(5級弱) 

4 0.025~0.08 0.025~0.08 

3 0.008~0.025 0.008~0.025 



 對臺南市地區災害影響嚴重範
圍包含： 

   後甲里斷層分布於都會地區，
經過永康區、東區、仁德區等
地區。 

後甲里斷層 35 

地震斷層帶分布：臺南市 

震度 PGA(g) PGA(g) 圖例 

7 0.4以上 

0.6以上(7級強) 

0.5~0.6(7級中) 

0.4~0.5(7級弱) 

6 0.25~0.4 

0.33~0.4(6級強) 

0.25~0.33(6級弱) 

5 0.08~0.25 

0.16~0.25(5級強) 

0.08~0.16(5級弱) 

4 0.025~0.08 0.025~0.08 

3 0.008~0.025 0.008~0.025 



地震及火災等災害： 

  因建物老舊窳陋、耐震強度不足，當高強度地
震災害發生時，建築物容易受損及非防火構造
或鄰棟間隔不足等因素，易釀成火災等危害公
共安全。 

防災型都市更新之災害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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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女高南側地區 南機場整宅地區 大陳義胞更新地區 



推動策略-更新基地試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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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建基地 

回饋 

公共
設施 

變更都市計畫 

國公有低度利用土地
重新規劃檢討利用 

1.容積總量不變及引入低衝擊開發理念 
2.容積調派至遷建基地 
3.提高容積獎勵誘因或法定容積 
4.套疊災害潛勢圖資，研擬環境敏感因應對策 

檢討變更為綠帶或
滯洪公園等使用 

變更都市計畫 

跨區遷建 

高風險災害地區 



推動流程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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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疊災害
圖資，進
行前置作
業評估 

優先推動 

地區選址 

1.研擬更新計畫  

  目標及策略 

2.研修整建維護 

  補助須知 

提報行政院都
更推動小組確
認推動方向 

計畫送審及
申請建照 

工程施工 完工交屋 

期程 

擬訂都市
更新計畫
及變更都
市計畫 

研擬招商 

文件 

辦理公告招商 

及說明會 

實施者推動更
新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執行開發計畫 

1年 

短期 

2年 

中期 

4.5年 

長期 

遷建基地
或拆遷戶
原地更新 

老舊建物 

整建補助 

舉辦說明會
及教育宣導 

規劃設計 施工完成 



權責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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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中央單位 地方政府 

權
責
項
目 

1.負責規劃經費及公共設施闢   

   建費用補助及籌措。 

2.計畫執行管控、跨部會意見     

   整合及協助。 

3.提供國有土地資訊平台整合 

4.研修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老  

 舊建物提高耐震強度補助須知 

5.104-107年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已納入防災型都市更新計畫 

   構想。 

1.委託辦理先期規劃，研提防災型 

   都更試點案例，遷建基地取得、 
   規劃興建中繼住宅等事宜。 

2.籌設專責機構及專業顧問團隊。 

3.辦理變更都市計畫及劃定更新地 

   區。 

4.執行遷建及招商作業等事宜。 

5.建立老舊建物提高耐震強度評估 

   機制及宣導。 
6.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檢討修正。 



如何打造友善水環境的 
韌性智慧城市 



 

人定者亦 

可勝天？ 



Engineering the Future City 

with Non-engineering Way 

工程建設手段之外 
非工程手段來解決未來城市的問題 



Sourc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的推估、2025年深圳將超過1,200萬人口，而
其餘1950才僅是3148人的漁村 

人口大量增加 



都市熱島效應 

 





Dordrecht, 2013 



systems response 

disturbance magnitude 
(e.g. rainfall intensity) 

response and 
recovery 

(point of no 
recovery) 

no response 
       (resistance) 

(resilience) 

no recovery 

Systems behaviour 

grey infrastructure 
 
combined infrastructure 
 
green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我們要開始改變對水的舊思維
將城市想成一個集水區來開發 



自然狀態 

水文循環改變 



恢復水文狀態 



– 以台灣降雨特性、都市型態和目標分析，LID設施可以負擔
部分減洪效果，對於高頻率、較短延時降雨量  提供保水之
功能性   但無法削減  高重現期距暴雨事件洪峰量。 

LID設施定位在控制降雨逕流基礎上，應用分佈式小尺度
的在源處理措施，效果包括減洪、水質改善、降低都市熱島
效應、增加生物棲地、調節微氣候及提升都市景觀美質等。 

已被開發的地表面 
LID回復原始狀態有限 

少量且穩定的表面逕流 

Q 

T 

自然土壤也有其入滲上限 低衝擊開發設施(LID) 

未開發的地表面 

Q 

T 

A1  

洪峰增加量 

開發後歷線 

原狀態歷線 

低衝擊開發 Low Impact Development 



透水鋪面 

生態蓄 
流網格 

雨水貯留 
植生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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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都市表面逕流，延長逕流匯集的時間，減少水患的的形成 

• 土壤中水份的蒸發可降低都市氣溫  

• 地下水的涵養可保護植生、維護湧水，提升河川基本流量  

都市中降雨入滲地下的效益 



都市中降雨入滲地下的效益 



國外都市防洪空間規劃與管理概況 

新加坡ABC Water Program 

 親水(Active)、美化(Beautiful)及淨化水質(Clean water) 

 發布ABC認證計畫及修訂法規要求開發基地逕流抑制量(25~35%)與建物開發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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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Kronsberg生態社區 

 以水資源策略方式進行開發，減少Kronsberg社區開發對原本自然環境的衝擊 

 建立城市綠色廊道，社區排水系統設計導入雨水最大遲滯、最小逕流及最大下滲等策略，
落實於綠屋頂、雨水貯留、透水舖面及蓄水池等 

國外都市防洪空間規劃與管理概況 

63 



2010年歐洲綠色首都-
瑞典斯德哥爾摩 

暴雨管理 水資源經理 環境營造 

排洪系統整治 

與土地管理 

多元的用水策略 

水質淨化與再利用 

水域活化 

與環境營造 

國外都市開發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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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          

都市地景品質       

微氣候調節        

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土地開發價值      

生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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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與運作方式無法面對全球

氣候變遷的挑戰 

•要解決水患的問題，要從國土規劃著手  

•跨部會的整合：當前水患問題，必須跳脫落伍的「治水」及
防洪工程技術思維，以土地管理和都市空間利用以及變更政
府政策的方式來減輕水患，宜提高層級，由行政院整合眾多
不同專業部會一起共同參與 

•法令不應疊床架屋，管理事權應該統一：凍省後政府相關組
織調整太慢，加上政府忽視治水業務，目前水資源機構權責
劃分不清，協調連繫不足，分縣市及分段治理，缺乏整體及
生態觀念 

•尊重專業：依據淹水潛勢高低、降雨強度與地面逕流資料為
準，並考慮人口密度、成本效益及經濟產業活動加以檢討，
釐定水患治理優先順位，而非依據媒體報導或考量選舉因素
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而使情況更加惡化  



因應對策-總合治水 

• 行政 

 

• 立法 

 

• 工程 

 

• 宣導 

 

• 國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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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山坡地 

平地 森林保護 
水源涵養 
(林務局) 治山防洪 

水土保持 
(水保局) 

中央管 
水利防洪 
(水利署) 

雨水下水道 
(營建署) 

農田排水 
(農委會) 

縣市管河川排水 
(地方政府) 

水質保護 
(環保署) 

海岸 
(內政部) 

海堤 
(水利署) 

土地規劃 
(內政部) 

土地利用管理 
(地方政府) 

集水區復育 
(相關單位) 

流域整體治理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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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行政院層級流域管理組織構想圖  

夥伴政府 

流域管理委員會 

社區諮詢委員會 

流域委員會 
 
 

原住民團體 

委員會成員 
委員及工作小組 

委員會辦公室 

其
他
水
體 

配
合
計
畫 

研
究
單
位 

地
方
政
府 

環
保
團
體 產

業
團
體 

(

如
灌
溉
及
水
產
業
、
旅
遊)

 

建設機構 

區域集水區管理組織 

夥伴政府 
土木及環境相關機構 

圖例 

直接聯繫 

間接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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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程手段與北縣污水處理 

用戶接管

人工溼地

污水處理廠處理

礫間淨化

至污水處理廠

未接管區
截流



表面流人工溼地(FWS) 

  



樹林鹿角溪人工溼地/生態池 

您看得出來這是污水處理場嗎？ 



樹林鹿角溪人工濕地/生態池 



新海人工濕地 



浮洲人工濕地 



生態資源照片 

高蹺鴴 彩鷸 

貢德氏赤蛙 

水螳螂 

台灣萍蓬草 



江翠礫間場設施概要 



江翠礫間場- 構造、原理、特色 

主要構造 
 礫石21,000M3 

 曝氣管 7,106m 

原理 
 降低流速沈澱有機污染物 

 生物膜吸附有機污染物 

 微生物分解有機污染物 

特色 
 天然的淨化方式且不使用化學物 

 回收水注入河川增加基流量 

 成本為污水處理廠1/3 

 創造都市水岸親水空間 

 



江翠礫間水岸公園 



亮點計畫  都市翻轉新契機 

圖片來源：http://www.wretch.cc/blog/sealpha/34656193 



自立街  貴子坑溪匯流處 

長約2.3 公里 

民間參與公共工程（新北市中港大排） 



 

82 整治前 



1.截流防污 2.抽水防洪 3.清水供給 4.環境營造  



整治完成的中港大排 



整治完成的中港大排 



整治完成的中港大排 



整治完成的中港大排 



整治完成的中港大排 



建設局 

文化局 

民政局 
教育局 

新聞室 

消防局 

衛生局 

環保局 

全民參與公私合作 

地方調配 

環保健康

新城市 

 

旗艦計畫─ 

中港大排污染改善 

暨河廊環境營造 

文化景

觀造景

暨產業

振興 

水利局 

城鄉局 

交通局 

工務局 

硬體空

間規畫 

•公共藝術     

設置及社區   

營造推動計畫 

勞工局 

•新莊污水下水道

系統工程 

•新莊副都心市地重畫

暨區段徵收開發及工程 

•周邊環境基礎建設 

•就業輔導與

場地配合 

•民意交流 

•發展願景行銷宣傳                    

•國家電影文化中心推動

案 

•教育宣導強化共識 

•產業特色發展 

•交通運輸系統 

•都市計畫、設

計與更新計畫 

•綠廊營造及植裁綠美化 

•健康社區 

•環境污染防治 

•公共安全防救災 

地政局 •中港大排周邊

公地清查 

農業局 

跨領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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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實質環境改造， 

更是啟動社區與市民投入的城市總體改造 

綠校園 

改造 

鄰里社區營造 

河廊兩側與 

景觀節點營造 

周邊商圈營造 

新莊老街廟宇團體協作 

河廊地方信仰文化廣場、公
共藝術、地方與社區節慶 

校長 

家長會 

里長 

志工團體 

商圈商家 

公寓大廈 

管委會 

房東 

各廟與管委會 文史工作團隊 

副都心綠社區營造 

開發團隊 

新社區住民 



對話：活化社區，強化自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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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reamriver.tpc.gov.tw 

公共溝通\資訊分享與平台建置 

•自96年七月上線，目前已成為各式工作坊、行銷活動及討
論論壇的網路平台，提供活動訊息傳播及活動花絮紀錄的
重要資料庫。 



陽光運動園區 



陽光運動園區 



碧潭風景區整體景觀改善 



碧潭風景區整體景觀改善 



碧潭風景區整體景觀改善 



碧潭整體景觀改善 

 總工程經費1億4仟萬 

 整體改善碧潭高灘地水岸景觀，營造碧綠山水畫意境的悠閒自然水岸風光。 

 營造兩岸優質公共空間，重新塑造碧潭吊橋入口暨新店捷運站入口意象。 

 引入多元化休閒遊憩機會，提升地方經濟、建設及提升地方產業涵構。 

 串聯新店溪鄰近景點，建構大碧潭區域性精緻知性旅遊體驗。 

近
水
、
親
水
、
觀
水 雙

層
堤
岸 

花
田
入
口 

自
然
護
岸 互動式噴泉 

及落瀑水景區 

1.4億，就能創造多數居民的認同 



計畫範圍 

範圍 25,000 ha 

人口 100,000 人 

嘉義沿海地區國土復育及永續發展 
以治水展現政府願景力、執行力、管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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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027 研討會 

2007 0915 新店 

2007 0717 永屯 2007 0718新店 

社區 

說明會 

規劃方案 

討論會 

研討會 

2007 0815型厝 

2007 0915 新塭 2007 0915 塭港 

2007 1027 研討會 2007 1027 研討會 

公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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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土地重劃等非工程措施，嘉義縣沿海地區治理總經費約160億元，可一勞
永逸解決淹水問題，並徹底改善整體環境與產業結構，朝永續發展邁進。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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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五個以上部會署 

–十個以上二級署局 

•地方政府 

•民間業者 

項目 主管機關 執行機關 

水患治理 

 蓄洪池 

 抽水站 

 新設排水路 

 邊界工程 

 人工湖蓄洪池 

 防潮閘 

 水文監測網規劃與建置 

 預警系統規劃與建置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政府 

聚落與道路 

 新建住宅區 

 新建填土區 

 鰲鼓溼地專用道路 

 聚落聯絡道路(新設、拓寬) 

 現有道路改善 

 村落圍堤區口改善 

 社區公園 

 苗圃公園 

 其他公共設施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環境生態復育 

 水質自然淨化區 

 溼地公園 

 生態溼地園區 

 地下水復育先期示範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交通部(觀光局) 

行政院農委會、交通部(觀光局) 

經濟部(水利署)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土地與產業 

 野生動物保護區 

 生態旅遊遊憩專區 

 生態產業示範區 

 生態養殖專區 

 農地重劃區 

 養殖專用區 

 示範專區 

 都市計畫變更(新訂、擴大) 

 土地變更作業 

 傳統產業輔導 

 新興休閒產業推廣 

 

農委會(林務局) 

農委會、內政部 

農委會、內政部 

農委會(漁業署) 

農委會、內政部 

農委會(漁業署)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經濟部 

農委會、交通部(觀光局) 

經濟部、農委會 

 

嘉義縣政府 

開發者 

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開發者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政府運作方式 
必須改變! 

才能有效面對 
治水議題 

嘉義地層下陷議題 

涉及單位 

1. Integration 

2. Coherence 

3. Governance 



城市競爭再提升 
基隆港、基隆市「港市整合」共創雙贏 



基隆市與基隆港背景資料 

基
隆
市 

基
隆
港 

台
北
市 

基隆市 
人口數為379,927人 
面積約計132平方公里 
距離臺北市約30分鐘路程 
台北都會區重要衛星都市之一 
仰賴基隆港產業發展 

 

基隆港 
為交通部航港局權管 
身為基隆市發展核心 
因腹地過小，近年來面臨鄰近 
   地區港口大型化競爭課題 



臺
北
市 

基
隆
市 

新
北
市 

基隆港、基隆市「港市整合」發展優勢 

汐
止
區 

科技產業軸帶 

基隆港 

臺北港 

就產業關聯性而言 

臺北市與汐止區、基隆市及
部分新北市土城地區等所構
成高科技產業軸帶，產業群
聚效應極高。 

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 

北觀 
國家風景區 

就物流門戶而言 

基隆港為北部地區國際商
港，且鄰近大台北都會地
區，配合高科技產業軸帶物
流需求，為北部地區主要出
入門戶。 

就觀光旅遊而言 

基隆港位居北觀國家風景區
與東北角國家風景區間樞紐
位置， 可藉由基隆港帶動
基隆市觀光旅遊業契機。 



基隆河流域流經之汐止至五堵、六堵、七堵之周邊低度利用之工業區
倉儲使用土地，應 
優先進行都市計畫 
再檢討，對於整體 
流域土地規劃理念 
應結合都市河川防 
災、滯洪理念，配 
合提高配合提高相 
關防洪標準外，並 
思考土地活化再利 
用多元性，以增加 
土地使用效益及彈 
性。 

基隆河流域沿岸土地再利用構想 

基隆河流域沿岸土地都市計畫圖 

汐止市 

基隆港 

都市計畫工業區 



基隆港、基隆市「港市整合」衍生效益 

港市整合後最明顯之效益即為基隆港 
發揮國際客運港功能，帶來觀光人潮。 

目標市場大陸、港澳、日本及馬、新人
士為主 

每年遊客數預計以5%成長 
主要景點為野柳、金九地區、東北角及

北觀海岸自然生態 

基隆港位居北觀及東北角國家風景
區樞紐位置，交通上便捷串聯完整
旅遊路線，提供高品質遊憩體驗。 

觀光帶來效益，將促使基隆市之都
市更新及都市再發展之契機，增加
投資開發誘因。 



台中 

水湳經貿生態園區 

打造全方位防災治水 

低碳生活示範區 
 



臺鐵高雄港站都市更新再開發案 

 全台灣北、中、南區，以治水為引擎改變地貌景觀， 

調整變更都市計畫，帶動公共建設投資! 

101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預算:  2166億元 

102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預算:  1750億元 

103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預算:  1673億元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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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然災害潛勢 





天災對政府財政之衝擊 

救災特別預算名稱 年度 特別預算 舉債 

總預算追加預算 

(支應九二一震災) 
88年 800 272.4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90-92年 982.4 727.6 

基隆河整治特別預算 91-94年 316.2 316.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特別預算 95-99年 754.7 654.7 

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特別預算 95-100年 250 110.3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98-101年 1,165.08 1,164.79 

合計   4,268.26 3,245.88 

政府財政困難，莫拉克重建預算全部舉債 

資料來源：主計處 

單位：億台幣 



政府赤字逐年提高，天災雪上加霜 

新台幣
百萬元 

歲入金額 歲出金額 
歲入-歲
出=餘絀 

累積赤字
(債務未償
餘額) 

國內生產毛
額(GDP) 

赤字
/GDP 

94年 1,464,500 1,567,000 -102,500 3,550,179 11,740,279 30.24% 

95年 1,546,400 1,529,800 16,600 3,623,563 12,243,471 29.60% 

96年 1,635,500 1,552,000 83,500 3,720,693 12,910,511 28.82% 

97年 1,640,900 1,617,700 23,200 3,784,813 12,698,501 29.81% 

98年 1,553,500 1,715,500 -162,000 4,144,140 12,512,678 33.12%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統計年報 



全球自然巨災分布(1980年至2010年) 

大陸 
損失事件的

數量 

非洲 1,700 

美洲（南北美洲） 5,900 

亞洲 6,200 

澳洲/大洋洲 1,470 

歐洲 4,100 

© 2011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地理風險研究部，自然災害服務 – 截至2011年1月 

19,400起巨災事件發生位置分布比例 

最高比例在亞洲! 



全球自然巨災分布(1980年至2010年) 

大陸 死亡人數 

非洲 607,000 

美洲（南北美洲） 362,000 

亞洲 1,150,000 

澳洲/大洋洲 5,620 

歐洲 150,000 

© 2011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地理風險研究部，自然災害服務 – 截至2011年1月 

因巨災死亡2,275,000人的分布比例 

最高比例在亞洲! 



全球自然巨災情況(1980年至2010年) 

大陸 保險損失*[億美元] 

非洲 20 

美洲（南北美洲） 4,960 

亞洲 660 

澳洲/大洋洲 230 

歐洲 1,480 

巨災保險損失7,350億美元分布比例 

亞洲，僅9%有天災保險! 

© 2011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地理風險研究部，自然災害服務 – 截至2011年1月 



災害管理基本觀念 



 軟體重於硬體–健全的防災警覺及充分的
防災意識，勝於防災硬體設施 

 平時重於災時–平時有充分準備，使具抗
災韌性，並能在災後迅速恢復，免得臨
時忙亂失效 

 地方重於中央–災害來臨時，地方首當其
衝，地方政府必須確實執行防災措施，
才能發揮最大成效。 

 

災害防治工作基本理念 



新竹市 

台北市 

復興鄉 

澤仁村 
花蓮三
棧社區 

三級防災  深耕基層 – 應變指揮系統整備 



防救災資源、資訊整備 



消防署完成全國7,835幅「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 
Disaster Mitigation Maps  



淹水動態模擬 

123 



教堂上游 

土石流發生段    25º 以上 

土石流流動段    10º ~25º 

土石流堆積段   0º ~10º 

坡度分析 



 溪流源頭土方 

溪床堆積之土方 
超過兩萬立方公尺 

溪床下游堆積之土方 

現地土方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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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30人）

保三總隊（131人）

屈尺國小
（325人）

住戶（80人）

住戶（16人）

變電所

避難處所



發揮科技力量、結合防災科技與資訊技術、 

強化防救災能力 



◎建置專用衛星與微波通訊
系統且互為備援，可提供電
話、傳真、電腦網路、視訊
會議及影像傳輸等通訊服務。 

 

◎全國共設有492個衛星站台，分
佈於中央各部會署、全國25個縣
市災害應變中心暨相關縣市局處
等，以及369個鄉鎮市區公所。 

◎全國共設有124個微波鍊路，連
結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等單
位， 提供微波通訊之寬頻服務，
且其終端基地站台大多與衛星共
站，互為備援。 

防救災通信系統整備 



對外交通中斷的災區，可透過直昇機
載運攜帶式衛星通訊系統，或是機動
微波通訊系統抵達災害現場，設立臨
時通訊站台，確保災區通訊無礙。 



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 

鄉鎮市公所海事衛星電話、手持衛星電話、無線電 



結     論 

 Data有效積累, 建立決策支援系統輔助國土規劃 

 建立完善法規，從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區域計

畫各層級全面落實低衝擊開發。 

 政府運作方式需要改變！跨部會、跨領域建立更

強的Coordination! 

 改變舊有思維，創造新的夥伴關係 ： 

     公眾－個人－公民 

 



結   論 

氣候變遷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在等一個簡單的答案 

 

一個永續發展的氣候變遷策略，不僅需要好的科學
研究與良好的溝通，還需要………… 

 

• 值得信任的科學  

• 明確的政策 

• 有創意的商機 

• 公眾參與 



Integration  

Coherence 

Governance 



Positive Thinking  

Out-of-box  Thinking 

Dialog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