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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永績經營保育生態

壹、社區參與 改造河川生態

河川因水質污染問題與洪氾災害問題一直為國人所重視，這些年來時

報文教基金會在探討河川問題時亦不斷拓展其深度與廣度 ; 其中近年來對

於親水環境之再造，以及如何結合社區參與與共同營造河川環境之適意性

，亦掀起另一向度之河川問題熱烈討論 。 惟綜觀河川在環境生態、空間利

用以及防洪、治水 、利水方面之問題 ， 著實概括了環保 、 水利 、 遊憩 、 景

觀美質、生態保育以及河川有關之產業事業之開發，如果只自目的事業單

向思考，則吾人令日所面對的課題將永遠難以得到適切徹底之答案 。

而追根究底解決今日河川之物理、化學或生物課題 ， 則仍必須再回歸

到整體性之河川生態系統層面來探討 。 本文將以客觀宏觀之視野來檢視評

析今日台灣河川規畫與利用之問題，並針對此一複合動態性之生態體系，

探討各影響因子問之互動關係'以避免在決策過程中因資料不足或因認知

不週而導致河川資源之錯誤利用，並祈在河川之水續發展上能與陸域之界

面獲致相容之平衡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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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庫開發 配合都市更新

人類與河川之關係幾乎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人對河川之價值觀也

存在著自最原始求生元素到用水、運輸之功能需求 。 而隨著人類文明之發

展與人口成長，除了山野郊區，人類仍可以欣賞 、休閒之心來看待河川、

溪流外，受緊落發展影響之河川文理，水質、空間也一直在其自生之河川

自然物理運動發展中尋求一個與人類共存共生之平衡點，近代河川發展更

面臨水利開發、都市化、溝渠化、水質劣化乃至人為改道之巨大變遷 。 為

此，在探討生態河川之營造同時 ，應再回顧近代各國在河川規畫上之變遷

、轉型，以及可適方法、技術之應用以作為台灣發展之借鏡 。

一、國外發展趨勢

雖然在中國大禹治水已有數千年歷史，而黃河改道業已是歷史鴻爪的

一部分，加以 1997 年長江三峽之封堤築壩更徹底註記了人與河川關係之變

遷 。

惟近年在國外河川發展之案例與趨勢分析，若能以科學系統分類將有

助於國內河川建設與保育在決策上之客觀殷鑑 。

依近代之河川發展，就時間上應可區分為:

( 一 ) 1800- 1900 ( 工業革命 )

工業革命引起對河川水運之大量需求，河川與都市發展之關係幾乎成

為都市排放污水之收納器與貨物運輸之管道而已 。

( 二 ) 1900- 1950 

河川水質開始劣化，河川流域土地發展受限，人為洪氾措施開始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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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都市化地區 ， 堤防、水門之興建 ， 感漸段船塢之興建破壞了河川自然、

水岸地形與生態 。

( 三 ) 1950- 1970 

鐵路公路之運輸以及大型海運興起，取代部分河川水運之負荷，除了

大型河川外 ， 一般河川 、 溪流得以喘息、機會 。 大部分潮間帶之碼頭被迫關

閉，許多大型港灣亦被迫轉型，而部分河川又遭與高速公路共構之危機 。

在自然地區 ， 因受自然保育運動以及國家公園運動之影響 ，對於溪流景觀

美質與?可川魚類 、棲地之保育廣受重視， 美國在 1 968 年通過「溪流壇景觀

河流法案 (Wi ld and Sceni c Ri ver Act) J ' 凡具特殊景觀、遊憩、地質

、 魚類與野生物棲息 、 歷史文化或其他相似價值者應確保其自然川流之狀

況 -

( 四 ) 1970 - 1980 

美國於 197 2 年公告 C l ean Water Act ' 1977 年公告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 1 978 年 Luna Leopold 與 Thoma s Dunne 白水

文與地形學觀點出版 Water In Environmental Pl anni 時， 1 970 年代起

因流經都市河川之洪氾管理問題漸受重視 ， 另一方面因同時全美國在推動

國民休閒遊憩方案中鼓勵公園 、 綠地之多元使用與自覺，利用河川水岸線

形綠地作為休開 、環境教育使用之需求，透過 Sierra Club 以及休閒地方

環保團體之大力推動，乃掀起 Greenway Movement ' 而此運動正好與河川

永續發展之理念結合，目前仍方興未艾 、成為河川整治之非結構性手段中

最真環境教育意義之解決方案 ， 首度揭示整合型河川系統規畫之必要性 。

( 五 ) 1980- 1990 

在美國與河川保育相關之法案相繼因應研訂，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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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Coastal Barrier Resources Act 

1985 年 Food Security Act 將濕地保護列為重要政策

1986 年 Emergency Wetlands Resources Act 

以上均緣自於 Clean Water Act 之精神，認為與河川有關之資源之

保育有助於河川生態系統之健全，美國工兵署原掌河川治理建設，亦改變

原有以工程導向之政策為傾向非工程導向之解決方案，並強調系統性之洪

氾平原管理 CFlood Plain Management) 與集水區管理 CWatershed Man

agement) 。

( 六) 1990 迄今

在都市發展歷史更久之歐洲先進國家，在面對都市更新問題時亦將都

市河川之整治與再生納入重要課題，包括水道、運河、都市河川之環境課

題研討會掀起討論熱潮，其特色為:

1 .以整治河川帶動都市更新。

2. 以整治河川重建河川生物之棲地與漁業產值。

3. 以整治河川推動都會觀光休閒產業 。

泰唔士河、塞納河、萊茵河等大型河川之整治亦揭示了結構性與非結

構性手段之整合 。

此外，在同時期世界各國亦同時認同河川生態之重要性，在環境保護

與污染整治之前提下開創了全球河川整治之新向度，例如:

1 .韓國之漢江整治

2. 新加坡之新加坡河整治

3. 日本於 1992 年公告 「 風土河川事業管理辦法 J 針對具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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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與景觀美質之河川或河段予以保護並投入建議經費，並推動河川

改造運動，強調以自然工法 、生態工法創造具環境生態多樣化與親水之河

川環境 。

二、再造與再生之契機

與河川有關之環境改造運動，在名詞上有不同之使用方式，為方便討

論及政府施政能有明確界定範疇，茲先釐清其意涵如下:

( 一 ) Rege ne ration 一再生

即指針對河川之物理與化學特性改善現有問題，予其河川自然機制之

回復並得以再使其系統自然運作，河川之再生不代表原樣復原，而係在符

合河川生態系統之自給自足營運條件下予以環境價值之提升 。

( 二 ) Restorat ion 一復原、復育

係指針對被破壞之河川物理性、化學性與生物性透過科技與工程方法

使之得以恢復既有之營運機能，例如 : 水質改善、護岸之改善等使之河川

生態系平衡 ，恢復多樣性與 Biomass 之產值或恢復水岸空間之美質 。

( 三 ) Recrea t i on 一再造

基於河川係一動態系統，為此，就其地形學與生態學之互動關係而言

，河川生態系之平衡係一動態平衡，它不會靜止維持永不變化之物理化學

特性 。為此，在河川整治或經營理念中，融合 Restoration 與 Regenera 

tion 之理念，可為整體環境生態系再造一個可與其他次系統相容相符之河

川生態系，即此再造之實質意涵 。 為此，河川再造不僅意味著原樣保存復

原，而係指在總體環境生態系統之涵構均衡考量予以再生之機會與價值再

造之利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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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綜合分析國外發展趨勢，吾人可得之河川再造與再生之契機為

1 .環境保育運動之推展

流域河川之價值超越傳統運輸與水利機能認知之覺醒 ，進一步帶動公

部門對河川整治與防洪工程能兼顧河川原有生態機能之復甦'而環境生態

系統之研究與認知亦進一步刺激河川工程界不再視工程方法為唯一之解決

方法，而必須另尋非工程方法之替選機會 。

2. 國民休閒遊憩發展之需求

流域河川沿岸線性空間具有延綿性與連續性，隨著國民休閒形態之改

變與休閒遊憩機會之拓展，除了目的型之休閒空間之開發外 ， 對於水岸藍

帶 、 綠帶之串連 ， 作為步行 、 健行與自行車、垂釣或其他遊憩使用之需求

更為殷切 。 綠道運動之推動不僅加速了民間團體對私有與公有水岸土地公

開使用與串連之推展，亦有效增加了沿線都會或城鄉發展之公園綠地面積

。 為此，水岸之更新與閒萱土地之再利用，增加了因此鄰土地之價值 。

3 . 生態廊道系統之串連

7 0 年代後 ， 鑑於人類對都市生態系統再研發 ， 以及景觀生態學領域之

拓展 、 串連 (Linkage) 與銜接 (Connec ti o n ) 成為修復破損生態系之必要工

具 。 為此，河川護岸工法之改革，除了考量防洪安全外，更要求河川工程

師必須兼顧魚類迴游之通道 ， 水岸生物棲息環境之再造 。 此外，對於河道

曲度，河床透水性乃至行水區中生態島之留設、水邊濕地或河口濕地之保

全與再造均有法令賦予更嚴格之要求 。

4. 洪氾平原管理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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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之管理在 50 年代後，業已獲得具體經驗 一 亦即河川之管理不只是

行水區或河川本身之課題，流域內之土地使用、集水區之經營管理以及對

洪氾平原之劃設以及相關土地使用行為之約束更加成其綜合性與複雜性 。

此外，近年有關全球氣候變遷對河川洪氾之潛在危機以及河川生物多樣性

之保全更加速各國政府必須考量河川再造之社會意義與經濟效益 。

5. 流域文化歷史與風土自明性之再現

人類早期文明發展具有明顯的流域自明性，惟隨著都會化與交通運輸

時空之變遷，流域文化自明性淪喪 。 而自 70 年代對於河川生態環境之重塑

風潮興起後，緊跟著是人與河川關係之再認識自覺運動之開始， Greenway 
運動具有強烈社區與地域意識，而近來更因以河谷為地理單元所重建之河

川文化亦在全球各地推展這股力量，而此也正是加速河川生態復原與再造

之最大動機 。 日本的河川風土事業以及亞洲、歐洲國家對於河川水岸歷史

文化活動與民俗節慶之復活均是最佳見證 o

三、規畫理念與技術之「革命」

( 一 ) 到底涉及河川規章建設之專業有哪些?

以美國為例，涉及流域河川之管理權責單位有:

1.ACO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聯勤工兵總署

2.BLM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 土地管理局

3. NPS (National Park Service) 國家公園署

4. USFS (U. S. Forest Service) 林務總署

5. USFWS (U. S. Fish and Wi ldl ife Service) 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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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各州或市鎮相關單位

若再以此權責分析 ，涉及之專業則包括:

(Struct ure) : Hydrolog y 

(量) Hyd raulic s 

水文學

水力學

River Engineering 河川土木工程學

River Architecture Engineer ing 河川建築工程學

Riv er Geomorphology 河川地形學

Rive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河川環境工程學

以上均是傳統對河川專業之認知，而近代因環境品質與生態保育價值

之重視 ，才有另一群專業領域參與河川規畫建設工程，包括 :

(Non - Structure ) :Riever Ecology 

(質) River Estheti cs 

River Recreation 

River Geography 

河川生態學

河川美學

河川遊憩

河川地理學

( 二)整合性之規畫取向:自 structure 到 Non - st ru c ture

解決河川之環境問題，若定位在整體系統，則自量的管制到質的管理

，也帶動了技術之變革，綜合第一項之研析，河川環境系統之問題可再歸

納為三大類 ，即:

河川水文 CHydrology)

?可}r r t也形 CGromorph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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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品質 CRiver Quality ) 

這三大項目涉及物理、化學與生物性之因子，而在河川品質部分，更

涉及物理 、 化學、生物以外之空問美質之評估與復原等複合環境價值觀 。

為此，處理河川問題之革命即是在作工程技術決策之前必須經過環境影響

評估 CE IA ) 程序 ，而此程序將質的管理以最佳管理方案之角度評析 ，以確保

在工程方法與非工程方法間能取得一個平衡。

而最具代表性實施方案包括:

1 . 取直後河川再復原

2 . 加蓋後之河川再開挖復原

3 . 混凝土護岸修正為自然護岸或以自然方法處理表面之護岸

4. 濕地之保育與創造

5. 複層防洪堤之規畫

6. 結合都市設計與空間管理之洪氾管理

7. 分散式污水處理系統之應用

8. 地下水補注與逕流管理之整合

9. 水岸更新與親水設施之建設

1 0 .河川建設指標之研訂

四、都會水岸再生之課題與前瞻

隨著都會發展與都市化之急劇壓力，河川流域之整體性規畫亦面臨另

一瓶頸 ，亦即在河川下游出海口人口密集區之發展衝擊 。

依河川地形學與地理學之區分，河川在自然區域鄉村區之處理手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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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都會區，而近 2 0 年來，都會水岸之發展已儼然自成一專業領域，茲

分析如下:

( 一 ) 都市水岸再開發與都市更新結合

都市水岸 CUrban Waterfront Revedevelopment ) 之環境課題因涉及

土地價值以及都市開發之需求與壓力，都市水岸之處理必須仰賴更精密之

團隊 。

包括 :都市計畫、都市設計 、 景觀建築 、建築、環境保護、水利建設

、交通與生態保育、休閒遊憩、公園綠地等，著名的案例有美國 Baltimore

、 N. Y. 、 Battery Park City 、新加坡河、神戶、橫潰、倫敦碼頭 CLon 

don Dockland) 以及多倫多 (Tronoto) 水岸. . . . . .等 。

( 二 ) 都市水岸之環境指標之建立

不同於線性河川之發展，都市水岸通常涉及點或面的大尺度生活圈且

多在經濟蓬勃發展區，故都市水岸之開發應兼真下列環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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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綠敷率 (green)

c. 可用性 (useable )

d . 多樣性 C di verse) ; 含生物多樣化與活動多樣化
• 

e. 開放性 (open )

f. 可及性 (accessible )

g. 串連性 (connection)

h. 經濟可行性 (affordable)



i . 吸引力 Cattractive)

J . 寧適性 (ame n ity)

河川永績經營保育生態

( 三 ) 都市化河川之管理與再生

都市環境學之研究一直未被重視，主因一般人總有先入為主的想法，

認為都市是與環境生態有距離的，直到 70 年代後囡能源危機以及水資源匿

乏，全球氣候之變遷驟大後，才有更多之人力投入都市環境學之探討 。

而其中對於都市水文學亦開始展開更具深度之研究 。 都市河川面臨之

主要課題為 :

a . 河川水道溝渠化、人工化

b. 河川水系因道路截流縮短或消失

c 河川斷面增大

d. 不透水層增加導致排水網增加，洪峰集中，洪水量增大，洪水頻率

縮短

e. 河川水質污染嚴重

f. 河川生態系驟變劣化(降低)喪失白淨能力

g . 河川親水機能降低

為降低都市河川所面對之都會化危機，各國在近一二十年來之主要實施

策略包括:

a . 親水設施之建設

b . 都市河川魅力之再造

c . 河川兩岸建築物高度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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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區河川運動之參與

e. 護岸構造物景觀品質之控制(含攔砂壩之清除)

f. 結合都市綠帶創造連續性之水岸步道(如 greenway , river walk ' 

bikeway , promonade...... 等)

g. 水岸休閒遊憩活動之機會之創造(如水岸公園、河潰公園、河潰廣

場或河川新生地之再利用)

h. 土壤過濾處理人工濕地之創造

i. 自然斷面之復原與綠化

j. 跨行政區河川專責機構之設立(含河川生態資源之調查建置、監測

與復育經營管理之合作)



河川永續經營 保育生態

參、全民運 永續經營河川

台灣河川在地理區位與地形地質條件雖因其特殊性而有短而急、流域

面積不大之特性，其發展歷史極短 ， 惟變遷之歷程亦與歐美日等國家類似

。

一 、流域河川常見的問題

依河川系統規畫之架構分析可歸納為 :

( 一 ) 影響河川水文C Hy drology)之課題

1 . 降雨量大，分配不均，枯水期長，河川生物相變化大

2 . 都市不透水層面積大，逕流量大，滲流量低

3 . 洪氾平原之超限使用或違規土地使用

4. 都市化地區河川溝渠化

5. 自然地區山坡地超限使用，違規濫墾與攔砂壩設置

( 二 ) 影響河川地形C Geomorphology ) 之課題

1 . 山坡地不當使用， 土石流災害影響河道淤積與河川改道

2 . 河川攔砂壩設置減少( 或阻斷輸砂量 )

3 . 違規或不當採砂 、 破壞河床地形

4 . 都會化與河川截彎取直，大幅改變河川自然流路與河床斷 面

( 三 ) 影響河川品質C R i ver Quality )之課題

1 . 河川物理性之改變

※河川淤積，影響水溫與透明度，並間接影響水中生物之光合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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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食物鏈之循環與平衡

※治山防洪或水土保持建設以工程方法解決加速上游之沖蝕力與逕流

量
一

2. 河川化學性之改變

※非法養殖、畜牧 、 農業、工業等土地使用產生之廢污水排放

※行水區中之垃圾與廢棄物堆畫

※耽鄰垃圾掩埋場之逕流污水

※人口聚居區未設污水處理設施，生活廢污水之排放

3. 河川生物性之改變

※流域農業生產事業農藥與肥料之排放

※河床與護岸水泥化生物相破壞 (低棲生物與魚類鳥類棲地破壞 )

※過度污染沼氧量低影響河川生物多樣化與其生產量 C Biomass)

4. 河川空問景觀品質之改變

河川空間景觀品質是影響整體流域河川視覺與心理因素中最複雜之具

體表象，也是一般民眾對河川知覺接受度之綜合印象，惟目前對此項因子

之研究較少 ，而綜合分析現有河川之空間品質其影響因子可包括下列項目

• . 

物理性

河道寬度

低水流量

平均流量

河川坡度

河谷 C Valley F lat) 寬度

河岸之沖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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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面積

河道形態

河谷寬度/高度比

河床材料

生物性與河川水質

河水色澤

漂流物

藻類

人類利用與偏好

每 3 0 公尺所見之垃圾

垃圾廢棄物之種類

人為管理設施

人造跨河設施

(如道路、橋樑公共設備)

都會化情形

歷史特色

二、環境自覺與河川運動

河谷坡度

彎曲度

支流之數量

洪氾區之陸域植被

水岸坡地之植被

水生植物群落

地方景緻

河) I 閃現域

瀑布與消流

土地使用行為

其他不相容之設施與行為

近 1 0 年來，由於民間環境自覺之衝擊加以在公部門有環保署與省環保

處，在制度面對於水質保護之規畫與法令之執行，河川問題始為各界所重

視，近年來時報文教基金會對於關懷河川之運動亦更擴展河川運動之向度

與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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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近十年來有關河川之討論議題、整治建設以及研究題目分析上可

看出國內在河川運動上之趨勢與成熟度 。

防洪管理 8 . 0 % 河川文化 13 % 生態保育 8. 0 % 

水資源政策 11 % 

永續經營 6. 5 % 

污染整治 6. 5 % 

河J I[經濟 5%

水質管理 5%

河川整治 3 . 0 % 

社區參與 3. 2 % 人文歷史 3. 0 % 流域性環保計畫 1 . 6 % 

水資源管理 2 . 5 % 空間經營 1. 6 % 

是故 ， 河川環境問題仍多偏向物理性 、化學性， 及政府性為主 ，而有

關生物性與空間品質方面仍有待加強 。

而國人對河川整治關懷有具體影響者，自過去幾年研討會之反應以宜

蘭冬山河整治，以及基隆河截彎取直為甚 。 而值得注意的是對這兩次河川

建設民眾關注點仍在於其河川景觀空間品質 、休閒遊憩利用之可及性與污

染整治或水質改善並無直接關係'而另外議題較為全民重視者為高屏溪之

污染、大漢溪之垃圾 ，以及大甲溪之生態魚類保育，其餘並未顯示未來之

關注焦點或議題，而投資 4 億之淡水河流域整治計畫，因涉及層面廣泛，

反而失去了關注之焦點，除非有特定空間改善可供民眾使用或水質明顯改

善，否則民眾對河川之生態問題仍未有切身之感 。

綜合分析，就公私部門在河川整治之政策影響之河川運動可區分為下

列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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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上述河川運動與歐美日之河川運動相較，吾人當發現這些年來所

推動之關懷河川運動應只能是起步或序曲而己 ， 因為無論是種樹救水源、

溼地保育或各縣市政府片段的親水計畫，或者以休閒教育為酵素之自行車

之旅，依然未能蔚為一股全民運動 ， 而其影響力與效益相較於總經費達上

千億之河川環保建設與水土保持 ， 及水資源管理建設，嚴格分析，僅達表

層效益 ， 換言之 ， 美國河川之 greenway mo v eme nt 係以河谷 、 流域集水區

為運動規模 ， 它的衝擊係跨行政部門 ， 以紐約州為例 ， 哈德遜河谷有 100

多公里總長之河川行水區邊之綠道以建立起來，透過民間之協定，創造了

社區參與之聯絡網 ， 並以推廣河川自然教育 、 溼地保育 、 流域文化資產保

全以及開創國民休閒遊憩機會為主，並落實到參與式之經營管理。

而日本推動有近十年的風土河川事業也是一種全面性之河川運動 ， 他

們強調 「清流復活 」並將 「河川生命 」 與城鄉發展緊密結合，為此包括休

閑遊憩 、 都市河川美質 、 風土歷史文化以及自然生態保育等價值觀均須融

人河川建設之總目標中 。

因此 ， 如何讓國內之河川運動走入更紮寶 、 更前瞻性 ， 且更有希望(

Promi s ing) 並能以永續生態河川之創造為終極目標，則值得再努力排除下

列障礙 。

三、 「 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 執行對營造生態河川之影響

現階段涉及河川規畫設計與經營管理事業之單位相當錯縱複雜(詳如

圖一表一) ， 而涉及河川建設之專業亦很多(詳表二至五) ， 而主要之河

川建設事業亦可區分為 :

本土地使用開發

*污水下水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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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工程建設

* 污染防治規畫建設

*水岸綠美化建設

權責

單位 |水利單位

治水﹒防洪

Ca.b ) 

固一河川管理演變示意固

觀光單位 水土保持林務單位 環保單位

休閑遊憩(a )

自然系統保護

(水土保持 ) ( a . 的

. . . . . . . . . . 

流域整體性

污染防治C b.d ) 1 I 璟保計畫

. . . . .. . 景觀美質( a )
-河J 11 

-生態

:保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合性河川

環境績效管理

:河川資源局:
• • • • • • • • • • 

.. 
.流域河川生態資源調查.

. • 河川復育

:. 濕地保育:. 河道保育 • . . . . . . . . . . . . . . . . .. . 

河川資源永績經營

資料來源. í流成整體性環保計畫」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明

190 

19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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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河川績效管理相關權責單位表

省 中央

政府監督決策評估*
環 水 水 林 住 J]~ f了 11 f丁 經 內 父

相關管理權責單位。 保 未IJ 土 務 都 遊 政 政 跤 ;齊 ;齊 政 通

局 局 (呆 局 處 局 院 院 院 部 部 gß 部

河川整治 持 ~且{工{( 
區包 環 水 水 β昌街 觀l頁

局 建 夷主定之 (呆 手Ij 資 建 光
繽效管理目標 ~目凸Dì ~目eZh 耳 害 司 'EE。E司、 署 局

地方各縣市政府相關權貴單位

自然系統保護 。 。 * * 
水質確保 。 * 
防洪安全 。 * * 
流域河犀空間景觀美質 。 。 。 。 。 * * * * * * * 
遊憩機會提供

。 * * 
流域生態系統保育

。 。 。 。 。 。 * * * * * * 
其他相關水資源公共工

程建設 ( 雨水、污水、 。 。 * * * 下水道建設 )

'---一

資料來源 . r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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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土地使用開發表

;可川類型 一般地區 特殊地區

目標 都市型 鄉村型 野溪型 生態保護型 水源涵養型 景觀遊憩型

自然系統保護 。 。 。 。
水質確保 。 。 。 。 。
防洪安全 。
流域河岸空間景觀美質 。 。 。 。
遊憩機會提供 。 。 。 。
流域生態系統保育 。 。
資料來源: 「流熾整體性環保計畫」 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表三防洪建設表

目標
河道 新河道 新生地基 舊河道 高灘地 新建 低水護

疏j愛 開挖 礎改良 闊佬 整平 堤防 岸治理

自然系統保讓

水質確保 。 。
防洪安全 。 。 。 。 。 。
流域河岸空間景觀美質 。 。 。 。 。 。
遊憩機會提供 。 。 。 。 。 。
流域生態系統保育

資料來源: 「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 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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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污水下水道建設表

目標 污水處理廠設置 截流 E立J玄IL 之J如:欠 垃圾清除 廢棄物清理

自然系統保護 。 。
水質確保 。 。 。
防洪安全 。 。 。 。
流域河犀空間景觀美質 。 。
遊憩機會提供 。 。
流域生態系統保育 。 。 。 。 。
資料來源: 「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 之繽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惟自上述分析 ，就營造生態河川之目標而言 ，幾乎與每 一項事業建設

均息息相關，然而就反映在實質之建設上，卻又僅能在河岸美綠化建設中

為民眾所直接感知，而在各相關單位之部門計畫中，包括省水利處(前水

利局)之「河道整治與高灘地利用之計畫工程 J (詳表八)或環保署所推動

之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中之「 美綠化建設」了，而可惰的是自過去 1 2 條示

範河川之案例中，限於經費與績效考量，僅能側重在片斷河段之綠化改善

。

而也正因為雖然河川綠美化建設相較於水質改善所需建設經費較小，

且也算是必須面對之空間利用與相關權責單位較多，反促成環保署與地方

環保局為解決上述問題而必須設置諮詢委員會(或審議小組)並研訂相關

綠美化執行績效考評規定，以促使對水岸生態綠化與生態保育必須落實(

詳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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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十條流域綠美化工程狀況表

流域 ;可 段 長度 面積
綠美化工程

執行 承辦 經費
備 註

( 公里 ) ( 公頃 )
( 單位:

名稱 規畫 設計 施工 單位 單位
仟兀 )

北岸尚勇街至

。 。 {斗東明橋人行步 0.4 0.2 84.1 84. 1 
道綠化

田寮河整體環
中國文

境整治及美化 。 工務局 8426 .88 完成
綠化示範計畫 化大學

田 田寮河開放空

。 中國艾寮 間廣場美綠化 。 工務局 998.56 完成83.0 ;可
工程設計 化大學

^ 
基

田寮河開放空 83 年度環保隆 0.05 0.32 。 ,ì 三自E 乏間正1 
閉走廊市民廣 ,. 、 工務局 40000 署補助款，

巾 84.1 84 .1 一
場工程施工

坐Z過皇 I之EEK 
86 年完成v 

田寮;可開放空
84 年度環保聞廣場河岸線

工務局 15000 署補助款，
廊 ( 崇仁橋一

86 年完成尚勇橋北犀 )

田寮河開放空 依市長指示
間廣場河岸線

工務局
翔~擎

20000 
，將預算移

廊 ( 尚勇橋 一 E 益』畫 I:t旦t 至河犀綠廊
東明橋 ) 工程

新竹縣 土地為私人
所有

中 中港溪流織 Íì 苗栗縣 美商旭環
整體性環保

、、~.

環境保 股份有限 5100 完成港
﹒啥呵.... 

84.6 田

溪 栗 計畫 護局 公司

縣 中港溪河岸

。
苗栗縣 浩華工程

景觀及綠美 環境保 顧問有限 6600 87 年完成84.6 
化規章設計 護局 公司

東豐大橋下游 仁) 台中縣
嵩豐工程

規畫中已
大 新生地自然解 顧問有限 2995 85.1 建設局 發包甲 說公園設計 公司

溪
台中縣 華泰環境

^ 沙蓮;美綠美化 . 東勢鎮 工程顧問 1050 完成L口A 工程設計 '，、
一

公所 公司中

縣 和平鄉長冗橋 0.05 0.2 4-a-、A v 綠美化工程

東勢鎮沿擇社區 。 84 年 10 月
完成



表七十條流域綠美化工程狀況表 ( 續 )

流域 長度 面積
綠美化工程 執行 承辦

;可 段 經費 備 :主
名稱 (公里 ) (公 頃 ) 規章 設計 施工 單位 單位

河川生態教育宣 A 
導中心展示工程

大甲溪整治本範 台中縣 吉磊工程

顧問有限 6240 84 年 1 月完成計畫整體規畫 環保局
公司

全河水電

工程有限 84 年 1 月完成
大甲溪東豐大橋

。
台中縣

公司、泰 整地、植被及
河潰休閑公園工

慶營造有
23345 水電工程( 10 84.1 工務局

程
限公司、 公頃 ) 85 年完
泓意園藝 成
工程有限
公司

大
歐美視聽
(股)、

甲 大甲溪河川生態

。
台中縣 富兀營造

溪 教育宮導中心工 有限公司 11400 83 年 6 月完工
83 .6 建設局

^ 程 ( 硬體 ) 、佑尚水
L口A 

電工程有
中

阪公司
縣
v 
大甲溪沿岸社區

台中縣
完成東勢鎮 10000 

環境綠美化工程
公所

石岡囑魚道工程
財團法人

。
台中縣 台灣漁業

2840 84 年 6 月完成規章 84.6 農業局 技術顧問

社
g貝~lJ三星口是﹒昌tt- 1t生旦

有限公司

大甲溪解說官導

。
台中縣 、錦華水

中心展示工程 ( 電竹、東 6719 84 年 6 月完成
84.1 建設局

多媒體宣導 ) 藝影視事
業(股)
公司

河川底棲生物調 台中縣 上鼎技術
83 年 9 月簽約顧問(股 960 

查監測 環保局
)公司

北港鎖公北
港 所委請規

溪

。 北港鎮
畫 :

83 年 6 月簽約北港大橋西側堤
1. 0 1. 0 L;主 日王慶工程顧 24238 ^ 頂綠美化工程 83.6 公所 規畫已完成哥'ZJi哥: 間有限公司

林 工程 : 松銘

縣 營造股份有

v 限公司



表七十條流域綠美化工程狀況表 ( 續 )

流域 長度 面積
綠美化工程

執f丁 承辦
經費 備 j主

;可
( 公里 ) ( 公頃 )

施工 單位 單位名稱 規章 設計

北港天后宮旁

。 。 電士主、1. 0 10.0 
了τ北 高潑地緣美化

港
雲林縣;美 北港溪細部設

5000 進行中計及垃圾清除 環保局
朴

朴子溪流域景
84 年 6 月完子

泰輿工程觀綠美化規畫

。 嘉義縣
、/"('，

。 顧問股份 6500 成員又計，斗
〉業

及設計 10.0 
程施工己於

"....、

84.6 環保局 有限公司
可::e-

朴子溪竹崎大
86 年完成

嘉

義 橋段

縣
、、./

太平橋至豐

。
土地尚未完化橋間規章

。 全取得i口~ 設計

南

台南縣鹽水
康械工程

縣
台商縣

84 年 2 月完
、m zt或整體

顧問有限 2250 
ì~ìm!~ !l'iffi 

。 成性環保計畫 環保局 公司
ZEES Z 

規書

水
觀海橋至鹽、"'

83 年 7 月發

〉美
水溪橋一公

。 。 。
台南市 期l順工程

27480 包， 84 年 8里河岸線美 1 . 0 6.0 84.2 84 .2 工務局 有眼公司
月已完工化工程 ( 第~ 

口

一期 )南

巾
鹽水溪橋至

台南市 期!順工程。 50000 完成
北安陸橋 ( 2.4 28 .0 r-ì 、L.:.主

84.2 、， 工務局 有限公司第二期 )

，，-、、

康城工程 84 年 2 月完
-~ 一仁 、熙、古城整

台南縣一-0 一溪IJIL

。 。 顧問有限 22250 成土地多為
仁南 體性環保計畫

84.2 84. 2 環保局 公司 私人所有
溪縣 規書

、、戶，

，-、
.間z.-=h31..自;::竺‘宣-1 -

整體性規畫設計 么 L么

84 年 3 月簽
屏雄

高雄縣 裕植顧問高屏溪景觀綠美
5000 約 ( 期中報

溪縣
化工程細部設計

環保局 公司
告完成 )

、、_，

，，-、、

東港溪景觀及 屏東縣 預算保留 (東屏
5000 85 年度)土港東 綠美化工程細

環保局 地無法取得溪縣 部設計

、-../



表七十條流域綠美化工程狀況表(續)

綠美化工程
流域 長度 面積 執行 承辦

;可 段 經費 備 註

名稱 (公里 ) ( 公頃) 單位 單位規蠹 設計 施工

親水讓岸、步道 花蓮縣
象設計集團 預定 84 年 8 月
( 規畫 )、 底發包 ( 第一

及欄杆整建第一
建設局 天倫開發股 30000 期) 。 中正橋

期工程 ( 中山橋 份有限公司 至高志橋 ( 第
至中正橋 ) 水利課 (工程 ) 二期 )

沿犀美綠化及中 花蓮縣
象設計集團

(規畫 ) 、
山、中正橋景觀 第一期 84 年

美
建設局 天倫開發股 14400 

整建、堤頂步道 8 月底發包
主愕仗苟 水利課

份有限公司

工程
溪 (工程 )

r、、
象設計集團

4匕 花蓮縣 (規董 )、

蓮 第一期 84 年
生態環境維護 建設局

天倫開發股 3700 
體系 8 月底發包

工程
份有限公司

、、J 水利課 (工程 )

花蓮縣
象設計集團

(規章 ) 、
第一期 84 年

瓊崖海棠小公園 建設局 天倫開發股 600 8 月底發包
美化 份有阪公司

水利課
(工程 )

美綠化茁木培育
花蓮縣 1800 培育中

農業局

已完成0 進行中A 未執行× 資料來源: 「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

學景觀學系

註:本表係 84 至 85 年之調查，其間部分工程已陸續完成，並有於 86 至 87 年間進行施工中者

，包括 :

1.台中縣大甲溪石阿壩上游南側 4.2 公頃 。

2 . 雲林縣北港溪北港大橋東側 16 公頃。

3 . 花蓮縣美崙溪國福大橋段 9.6 公頃 。

4 .台北縣大漢溪鐵路橋至桶仔溝段，三鶯大橋至北二高段 32 公頃 。

5. 新竹市頭前溪縱貫路二側 12.5 公頃。

6. 桃園縣南嶽溪、成功橋上游 2 . 4 公頃 。

7. 台北縣新店溪華中橋至光復橋段 15 公頃 。

8. 嘉義縣八掌溪忠義橋段 1 0 公頃 。

9 . 嘉義縣八掌溪後庄堤防段 1 1 公頃 。

10. 新竹市頭前溪中山高速公路段 10 公頃。

即將施工者，包括:

l.嘉義縣朴子溪東石大橋段的公頃 。

2 . 南投縣貓羅溪軍功橋段 28 公頃 。

3. 新竹縣頭前溪縱貫公路橋至中山高速公路橋段 16 公頃 。

E 



表八河道整理與高灘利用計畫工程內容表

縣市 河) 11 計畫河段 開道整理 高;鎧整地
85 年度 86 年度 87 年度 備 註

( 公尺 ) ( 公頃 )

宜蘭縣 宜蘭河
中山橋至

2, 300 28 .5 • • 鐵路橋

台北縣 淡水河 關渡大橋段 1. 000 。。 '，‘、 • 
台北縣 新店溪 秀朗橋段 1 ,800 20 .0 -、 • • ' 

桃園縣 大漢溪 五嶺橋段 1 、 2 0 0 6.0 
( '. • ../ 

新竹縣市 5頁前溪 縱貫公路段 2, 500 102.5 ' • • 
苗栗縣 後龍;美

龜山 I區至
6, 000 132 .0 .‘ • • 頭屋橋 '. ' 

南投縣 南港;美 愛蘭橋至
1, 500 17.3 • 隆生橋

南投縣 貓羅;美 軍功橋段 1, 300 20.8 • 
章;(七縣 鳥溪 大度橋段 3, 800 1 73 . 1 司、 • • 
雲林縣 濁水溪 西螺大橋段 1, 00 。

.、、 • 84 .0 , ! 

嘉義縣市 八掌溪 軍輝橋段 1. 500 24 .0 ..-", 、、 • I I • 
' ' ' 

台商縣 會艾溪 麻善大橋段 2, 200 118 . 0 " • • ' 

台南市 鹽水溪
觀;每橋至

(17.8 ) 
.、 台南市政府

(2 、 ~OO ) , I --北安橋
申一

實施中

台東縣 太平溪
康樂橋至

1 , 600 8.0 
/司"、、 • 豐禮橋
, I 

花蓬縣 吉安溪 仁里二號 1 , 000 • 高;雖美化橋下游

花蓮縣 美崙;美 國福橋段 1, 00 。 25 .5 I 、 ( • J ' 

台北縣 大漢溪 浦江區子橋翠至 12,600 11 8 . 0 • • 併入台北防洪第

台北縣 新店;美
中正橋至

4, 800 37 .0 • • 期專案計畫

華江橋

台中縣市 大里溪 大里橋段 1 , 600 17 .6 • 併入大里溪治理
第二期計畫

高雄縣
高屏溪

里嶺大橋至
9, 300 335 .3 • • 併入高屏溪流城 |

屏東縣 大樹讓岸 污染整治計畫

58 , 000 1, 267 .6 
備註 。低水治理工程 ﹒整理工程 ( 地方自辦部分，不列入合計 )

資料來源. r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 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河川再造研討會

這是正面的成果 ， 而遺憾的是 ， 水利單位在進行河道整理或高灘地整

治時未能與流域河段之綠美化建設同步進行 ， 或者河川護岸工程或河道整

治未能兼顧生態工程之應用，也致使創造具河川環境棲地價值之工作一直

無法有效推動 。

換言之，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之推動開歐了營造生態河川之契機，而

衡諸河川之整體性與動態性特質，未來仍有賴水利單位 、 水土保持單位能

自源頭做起 。

四、 管造生態河川之障礙

近年來在環保署的流域整體環保計畫之推動中，雖然也努力注入生態

設計之觀念 ， 保育團體也呼籲河川生態系整體考量之重要性，然而 ， 在實

質推動面卻仍存在諸多障礙，而此障礙也將不是短期可完全排除的，茲分

析如後:

( 一 ) 實質因素

1 .欠缺永續河川經營管理之政策

涉及河川實質環境之政策執行單位雖多元，惟最直接者有經濟部水資

源局 、 農委會、省水土保持局 、 水利處 、 環保署以及省環保處 。 惟就各單

位之部門權責與預算編制分析，可知投注在永續河川經營、系統規畫管理

與河川資源調查資料庫建置方面投其有限 。

當政策面急著解決污染防洪等問題時，受限於時間與預算制度，多以

治標來解決，而欠缺在治本部分作長期投資與研發 。

2 . 欠缺系統化、前瞻性之綜合規章

依傳統認知，河川經營管理被窄化為水利資源之管理;河川建設被窄

94 



表九流域綠美化計畫執行績效考評說明表

評分

A+( 90 分 ) A ( 80 分 ) B ( 70 分 ) C ( 60 分 ) D(5 0 分 ) 備註

考評項目

工程 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096 落後 1196 落後 31% 以施工計畫之進度為

進度 以內 - 3096 以上 標準

工程 極優良 優良 尚可 不佳 嚴重不良
以施工計畫目標欲達

品質 之品質為主要標準

核定計
計畫實施 計畫實施達 計畫實施達 計畫實施達

為使工程符合原有之

計畫實施達 規畫設計理念，避兔
畫之實

95% 以上 達 85% 以上 75% 以上 6596 以上 6596 發生磁壞原意之變更
施 設計

景觀
與整體環境極為協調

極美觀 美觀 尚可 不佳 極不住 ，且能展現自然或地
美質 方人艾特色最佳

達到全面維 達到大部分 達到少部分
毫無原有的生 毫無原有的生

態特色，導致 態特色，植物
考量完工後對整體流

生態 議或復育原 維護或復育 維護或復育 引進之外來動 生長不佳，無 城生態環境的維護與
保育 有生態環境 原有生態環 原有生態環 植物較具優勢 法吸引昆蟲 、 保育

之成效 境之成效 境之成效 而形成新的生 動物、鳥類等

態環境 之棲息

環境線 的%以上 90%- 95% 85%-90% 80%一85% 80%以下 為堤防或河川地建設

化率 之綠化程度

設施使
使用率頻 使用率頻 使用率低 使用率極

無人使用
綠美化相關設施 (

繁，且維 繁，且維 ，且維謹 低，且維 例如步道 、座椅等 )
用率 且已措填

護良好 議尚可 尚可 議不佳 需求與使用狀況

警不系統顯 警示系統 警示系統 誓不系統
缺乏警示

警示系統需包括洪水預警

而易見，且 及至几施自 及設施完 及設施不 、臨時設施撤除、遊客及
安全性 ~又 7巳 系統且無

設施完善， 善，解說 善，缺乏 完善，解 車輛疏散等﹒設施安全包
解說

解說明確 較不明確 解說 說不明確 括運動設施之使用

河川水 優於水質改 符合水質改 水質改善 水質改善 導致水質 j 以水質改善計畫之 1
質改善 善計畫標準 善計畫標準 不佳 極差 惡化 年限與目標為標準

完善的專賣 維護管理計畫 維護管理計畫 欠缺維護
欠缺維議

以維護管理計畫與人

維護 人事組織編 與人事組給完 與人事組績不 管理計畫 事組織編定之完善與
管理計畫

定，且按計 善﹒能長期執 夠完善 ， 但仍 或維讓管 可行性為考量，人員管理 且無維讓
畫執行最佳 行適當之維譴 能達到環境維 理人員之 質量可否承擔維議管

管理人員
之維護管理 管理 護之效果 繃制 理任務

經費使用與撥
經費使用 經費使用 經費使用 經費使用僅

財物 款進度 100%符
僅達預賞 僅達預算 僅達預算 達預算 70 96

運用 合財務計畫﹒ 補助款之運用情形
9096 以上或 8096 以上或 7096 以上或 以上或不足

且配合環保署
不足 1096 不足 2096 不足 30% 超過 30%

預算流程

其他
說工程計畫特性，自

審議委員提出增列之

*本考評表之使用乃於環保署經費核織或經由水手IJ機關同意使用一年屆滿

或計畫完成時予以考評 。
資料來源; 「流成整體性環保計畫 」 之績效管理，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河川再造研討會

化為是硬體防洪工程建設;河川環境管理被窄化為單向之水質改善與環境

技術工程 。 河川洪氾管理亦被窄化為防洪堤建設或截彎取直建設，甚而是

河川遊憩亦被窄化為人工水道之建設. . . . 。 當這些片面之決策無法獲致系

統與科技整合時，最易受犧牲者即是河川本身生態系統之解構與失序 。

日本在 1 99 0 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河川國勢調查，旨在覺悟到解決河川問

題必須建基在整體性、全盤性之河川物理、化學、生物以及空間品質之多

向度資源資料庫之翔實調查與建置，繼而要求以流域為行政管理單位，並

應要有流域之實質與非實質綱要計畫 CMaster Pl an) ，始能檢視各環境建
殼 、管理之宏觀性與周延性 。

而我國國土計畫中之水資源計畫僅探討河川之水利與水權資源分配，

卻忽略以河川為自然系統之環境決策與策略 。

3 . 河川事業之定位與組織不明確

在中央，水資源局雖已努力推動河川生態保全與河川品質改善，惟真

正與經營管理整體體系相關之 「河川局」仍未定位 。 在地方， r 水利處」之

職掌仍以治河與防洪為主體目的事業，而環保單位亦以水質污染改善為主

體 υ 河川事業應再釐清，並應有綜合企畫部門與垂直執行組織，落實河川

之防災 、 生態保育 、休閑遊憩、環境教育與文化歷史保全之整合政策 。

4. 河川建設欠缺強制性之環境影響評估機制

河川建設涉及龐大建設經費，也涉及人民之生命財產之保全 ，如同交

通建設般，除了新建工程外， 一般河川建設多未經整體環境影響評估，一

般亦多以分段式進行，規避了環境影響評估之流程 。

同時，因防洪建設，河川改道均涉及重大利益，為此，環境影響評估

之時效往往受質疑，為確保環境影響評估執行效益與社會、環境與經濟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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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之績效管理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估之合理性 ， 仰賴尖端監測科技與 G -I S 均是重要工真 ， 而又因前述基礎資

料與資源之匿乏與政策之不重視，益形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估之落實 。 惡

性循環結果，仍以治標為工具並以工程技術為唯一之解決手段 。

5 . 河川建設欠缺務實之績效管理與決策評估追蹤考核機制

低水護岸對自然濕地之破壞、攔砂壩對河川生態系之影響，河川護岸

工法對河川生物相之影響. . . . . . 等，這些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在實施後欠缺

長期追蹤評估，導致工法可一用數十年不研發改進 。 而已造成環境危機之

結構又未有預算拆除整頓，這亦是導致生態河川營造一直未能落實之主因

。

河川問題在使用工程或非工程方案之決策過程，需要可信公正之政策

評估，而目前在國內亦欠缺此一客觀評估之機制與程序。

( 二 ) 非實質因素

1 .公部門組織 ( 含決策階層 ) 亟需河川生態知識與技巧之再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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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河川生態保育可以只是一項自覺運動或是一種環境關懷，但

在公部門有關河川環境之世界發展趨勢、解決方法、決策評估，乃至更具

體之工程或非工程技術，經營管理模式均必須與時跟進，且不能只停留在

認知之層次，它必須有一套訓練與研發機制在內部白發性地 自我提升 。 為

此 ， 定性之認知再教育與定量之規畫、設計技術與知識之交流與改進更應

是公部門應盡之專業責任 。

有系統的在職訓練必須投入合理之預算與培訓時悶 ， 與學術單位之合

作或國外技術及決策部門之交流與培訓 。 目前未明確有看到具體之人員素

質升級中、長程計畫 。

2. 河川事業經營國隊均質化 、 一元化之危機

受限於政府人事行政組織之侷限或因受傳統「水利 J 觀念之影響，各

層級政府與河川事業有關之人力資源多仍以水利、河工或環工 、土木、水

土保持為主，而忽略了河川系統中其他環節之專業人才之參與 。

雖然多數決策階層有宏觀先進之系統生態管理觀念，惟單薄的金字塔

管理階層，無法敢動龐大一元化或均質化之基層技術部門 。 為此，台灣河

川事業也呈現一元化與均質化之環境建設成果，也造成對生態、生物與文

化歷史資源、 景觀美質之忽視 。

3 . 河川專業教育欠缺宏觀性與人艾性

在國內河川事業專業人才之培訓主要來源為大專院校(或職校)之土

木、水利工程 、 農業工程、河海工程、環境工程或港灣工程 。 傳統之河川

專業係屬工學院 。 其課程與訓練多著重在工程分析、數理計算與模式分析

預測 。 而有關環境生態、河川生態 、 土地經營管理、河川植物生態、河川

空間美質、水岸景觀工程、河川環境規畫乃至河川歷史發展、河川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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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田野調查 . . . . 等均闕如，缺乏整合( lntegrated) 知識教育，也缺乏

整合團隊參與 ( T eam Work ) 更亦導致面對問題時思考邏輯之一元化或單

純化 。

如果適時修正專業教育之架構 ， 補充更宏觀之視野，將有助於未來之

河川事業專業者能具環境意識與環境專業倫理 。

4. 河川環境教育受限於感性之體驗，缺乏科學之田野體驗

近年來無論是媒體或民間團體或學術單位所舉辦之河川環境教育活動

因受限於活動之規模經費，或因主辦單位之人力資源，與參與企晝者多仍

以環境教育專業者為主 。

對於多元化、多向度之河川生態問題之詮釋仍未有系統地整出一套循

序漸進之教育方法，單純之知性之旅對河川環境教育僅能達初步效果，如

何加重科學之田野體驗，並進而訓練參與者養成觀察監督式調查之基本能

力，將有助於民間或社區參與生態河川營造之實力與其體效果 。

5. 整合型河川生態、專業組織關如

近十年來在歐美出現有許多小型之河川專業顧問公司或研究單位 ， 其

專長涉及冷僻的河川棲地改善、河川水文環境調查分析、河川生態復育或

生態護岸工程設計 。

在德國、日本也由第三團體大力推動河川自然工法之應用，以及創造

水邊空間魅力之推動 。

在國內，鑑於前述實質與非實質因素之影響，也導致這方面人才之整

合缺乏 。 惟因個別專業人才並非闕如，公部門或第三團體應有義務優先促

成或獎勵類似整合團隊或諮詢服務隊之成立，有助於協助各地方在執行計

畫時，能有客觀之專業團隊之技術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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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大型顧問公司更應主動自我培訓重組任務編組，以因應環境之

變遷與河川事業發展趨勢 。

五、營造生態河川之機制與策略

永續水資源發展已被世界各國視為一全球性共同之議題，也是共同應

努力之議程，在推動永續水資源發展政策中應有新的認知突破才是:

(一)觀念突破

1 .河川資源係水資源永續發展之動脈 。

2. 河川政策需突破單一「水」資源之認知範疇，並應以系統生態之觀

點來看待河川資源 。

3. 解決河川問題必須有河川環境專業團隊之共同參與，並必須突破以

目的事業為導向之治標方法。

4. 解決河川問題應有充分之河川生態資源發展資料，充分掌握河性，

不應就個別河段斷章取義，套用制式工法 。

5. 解決河川問題必須超越河川之法定空間，掌握流域內之土地使用 。

6. 在考量以結構性手段解決問題前應先評估非結構手段之替選可行性

。

(二)策略之定位

解決河川問題，確保生態河川之營造應考量之策略方向為:

1 .整合性 (Integrated)

兼顧理念、知識、技術之整合性與專業團隊之參與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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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性 (Comprehensive)

應責成區域計畫研訂各河川流域之土地使用綱要計畫 (Comprehensiv e

Master Plan ) 而於各城鄉計畫中依河川生態資源特性研訂流域支流之經

營管理計畫之指導。

3 . 長期性 ( Long Term ) 

生態、河川之營造，涉及實質與非實質計畫，以及河川生態之復育 、 再

造、創造或監測追蹤，應有長程性計畫、預算之執行與分年分期計畫，並

應兼顧計畫之延續性與時間性 。

4. 宏觀性 ( Large-Scale)

生態河川之營造應、以整體流域或集水區為空間定位，應有宏觀之架構

，個別子計畫或點的建設亦應回歸到宏觀整體計畫之定位中檢核，以確保

河川生態系統之連續與完整 。

為確保河川生態資源之整合考量，在實質建設面，期望未來水資源局

應能兼負起統籌河川環境建設之主導角色，整合相關部門計畫，並確保在

政策定位 、 規畫、設計、施工營造 . . . . . .等各階段均能有系統管理之機制

(詳圖三) ，並突破 「 水利工程建設」之桂拾，而視為具宏觀整合與長期、

綜合考量之「流域河川環境建設」之事業 。

( 三 ) 研發之落實與應用

河川資源係重要國土資源 ，國家應重視並投資相關之研究發展設備與

資源 ， 以現有相關國土資源為例 ，國內或跨國合作所設立之研發單位有( 1 
) 農業試驗所 ( 2 ) 林業試驗所 ( 3 ) 種苗改良場 ( 4 ) 地震研究所 (5) 建築研究所.

. . 等 ，惟欠缺河川研究發展中心。為此 ，極力呼籲中央應設立河川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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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其主要宗旨係配合公部門之政策，進行長期、前瞻性之實驗、試

驗而亦應兼顧 (1 )水工模型試驗 (2) 河川護岸工法與材料之試驗 (3)河川生態

模擬 (4) 河川生態指標之研訂 (5) 河川水岸空間利用準則之研訂。

(四)資料庫之建置與追蹤考核

除了河川研究發展中心外，亦應設立河川資訊中心，它應負責河川國

勢調查資料之建置、分析與追蹤考核與洪氾之預測。其內容應包括表十。

(五)河川專業人員教育訓練中心

常設性之教育訓練中心應與研究發展中心、資訊中心配套營運，有助

於河川經營專業人才之養成、訓練與進修。

(六) 河川環境規鑫中心

美國的聯勤工兵總署扮演了美國河川實質規畫設計之主力，雖然其方

法與理念亦有待進一步突破，惟整合性之規畫中心若能結合前述三大中心

，將有助於品質之提升與減輕基層人員對設計無力的壓力。

此部分應再整合水土保持局之規畫設計專業之執掌與功能，並透過河

川環境規畫中心擬定台灣地區河川空間使用規範，俾確保流域實質環境生

態系統之空間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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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河川國勢調查之基礎資料庫內容表

( 1 ) 自然資源

﹒河川水艾 : 河道形態與組成 ( 包括土壞、地質與地形 ) 、水質、水量變化、氣候之影

響以及歷年來洪水的變化狀況等 。

﹒植 物:現有與原有之水生、陸生植物種類 、 植諧、密度、特性、生長所需之環境

特性 。

﹒動 物:在行水區出現的動物種類，包括現有與原有的水陸生崑蟲、動物 、 鳥類之

種類、特性 、 族辭及棲息與覓食之還境等 。

﹒生 態 : 河川生態的互動與平衡狀況 。

( 2 ) 人文資源

﹒河川兩岸之居民分布與其社會結構 。

﹒交通動線之分布與河川地之可及性分析 。

﹒沿河或跨河之構造物的種類、用途 、 分布等 。

﹒流城土地使用狀況、水土保持狀況及其對河川之影響 。

.自有歷史記鼓以來，居民對河川之使用情形 ( 例如漁獵 、 船運 、 水利、民生等使用 )。

( 3 ) 景觀資源

﹒稅1或範圍分析 。

﹒河川內部景觀與外部景觀分析 。

( 4 ) 遊憩資源

﹒河川本身所真有之遊憩資源分析 。

﹒鄰近地區遊憩資源之分布、特性、遊客資料 。

﹒河川遊憩資源與鄰近遊憩資源之關係 。

( 5 ) 空間特性

依據資源調查的結果對河川空間做一分類，包括生態保育 、 景觀美質、人文史蹟保存

、休閑遊憩運動空間及多功能使用空間等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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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正方針 符環評再出發

在中國時報推動河川再造運動 8 年，有幸參與部分之活動與實質工作

，而就台灣現階段之河川建設歷史分析應可說明 21 世紀為將進入行動之世

紀。若以 1990 年至 1996 年為第一階段分析，可將其定位在環境認知期或

做蒙運動期，再以五年為一單位，合理地再定位，與規畫方針之修正，

1996 年至 2 000 年應視為轉型期，而 2000 年至 2 010 年會是全新的行動期 。

欣閻部會組織調整中將可能新設「環境資源部 J '若果，則河川問題

應有全方位之整合考量。水資源局應再扮演更積極或帶頭之角色，讓河川

環境規畫、建設、設計、監督、經營管理等執掌能有更明確之定位，而全

國河川國勢調查更應於 1998-2000 年間籌畫後，於 2001 年正式展開，這將

是全國性之巨大工作，也是一種河川資源與生態系之普查，應先選定重要

河川分年同步進行之，並要求每年公告河川環境白皮書，將河川建設與保

育納入國土空間計畫與各層級之城鄉實質發展計畫中 。 也唯有當河川環境

規畫與流域開發建設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能落實時，生態河川之營造與系

統經營才有具體之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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