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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氣候變遷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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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來挑戰 

氣候變遷 

增溫海面上升 

設定最糟情境下 

21世紀末將增溫4.8℃ 

海平面將上升82公分 

 (IPCC, 2013) 

天然災害風險 

全球主要風險中 

水危機之嚴重性居第3 

發生可能性居第7  

(WEF, 2014)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期刊報導海平面上
升速度將比聯合國預測快60%。(圖為美國某海灘)  

一、全球情勢-氣候變遷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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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挑戰 

氣候變遷 

地面氣溫增加 

 設定A1B情境下 

地面氣溫平均變化 

2.25℃-3.0℃ 

旱澇風險增加 

前10%強降雨 

未來25年將再增加100% 

中、南部春冬缺雨 

旱災將更嚴重且頻繁 

(中研院劉紹臣,2014) 
經濟部水利署推估未來臺灣雨量及河川流量變化 

二、氣候變遷衝擊-臺灣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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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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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與水共生、共存、共榮~ 



8 104年蘇迪勒颱風  ─  淡水河系大漢溪新月橋段 

一、安全宜居：河防無虞、遠離水患 

新月橋 



二、穩定供水 

如再發生104年大旱，遠
離分區限水威脅 

人民用水，穩定供給 配合產業，有水可用 

天然水資源與科技造水搭
配使用，產業發展無缺水 

農業灌溉，用水無虞 

改善灌溉渠道並精進灌
溉節水管理技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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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恢復河川生命力 

日本鴨川 

宜蘭縣安農溪 

高雄市寶業里滯洪池 

台中市旱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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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韌性調適：維持重要水庫有效容量及智慧水管理 

  
發電調配 

災防管理 
蓄水供水調控 

中央引導、連結地方 

跨平台跨
系統整合 
有限資源 

區域動態地下水
營運與管理 

智慧防汛網 

精進灌溉節
水管理 

多目標水庫
智慧營運與
管理 



叁、策略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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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整體減淤，增加系統調度能

力與智慧管理，強化供水安全。 

重要淹水地區集中資源加速推

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

及周邊景觀一併完成。 

既有計畫新興計畫跨部會協調整

合，對齊資源，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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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 

節水減漏與再生水多元開發，促

進循環經濟。 
新產業 

新思維 

新技術 

新環境 



水環境建設 

海綿臺灣 

國土安全 

創造水源 

資源永續 

水與安全 水與發展 水與環境 

水岸融合 

環境優化 

大幅降低淹、缺水風險 擘劃優質水環境 

防洪治水、韌性國土 

(不淹水) 

穩定供水 

(不缺水、喝好水) 

優化水質、營造水環境 

(親近水) 
改善易淹水面積200平方公里 
施設縣市管堤防護岸及雨水下水道完成250公里 
中央管河川及區排治理120公里以上 
海堤改善達16公里以上 

建
設 
目
標 

三
大
主
軸 

 

 

實
質
建
設 

113年增供常態供水100萬噸/日；備
援供水200萬噸/日 

推動 88處河川環境景觀及棲地營造 
水環境親水空間營造420公頃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計畫(29.12億)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190.04億) 
•加強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117億)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34億) 
•伏流水開發工程(20億)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13億) 
•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130億)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20億)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89億) 
•離島供水改善第2期計畫(19億) 
•雙溪生態水庫(102億) 
•天花湖生態水庫工程(129.42億) 
•再生水工程(35億) 
•曾文南化联通管工程(120億)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10億) 
•金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計畫(14.85億) 
•深層海水取水工程計畫(4億)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280億)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
善計畫 (720億) 

•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一般
性海堤整體改善計畫(431.3億) 

 

二、行動方案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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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三、計畫經費(1/2) 
水環境建設計畫106至113年特別預算經費約2507.73億元，前四
年(106至109年)經費約791.32億元。 

計畫屬性 計畫 經費 期程 

已核定計畫 
(修正改列本計畫)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 29.12  104-109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 190.04  104-111 

小計 219.16 

計畫屬性 計畫 經費(單位:億元) 期程 

新興計畫 

加強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117 106-113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 34.00  106-109 

伏流水開發工程 20.00  107-110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 13.00  106-109 

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130.00  106-113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 20.00  108-116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 89.00  108-112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2期 19.00  108-113 



計畫屬性 計畫 經費(單位:億元) 期程 

新興計畫 

雙溪生態水庫工程 102.00  108-116 

天花湖生態水庫工程 129.42 109-116 

再生水工程 35.00  107-112 

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 120.00  108-113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 10.00  107-109 

金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計畫 14.85  110-113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720.00  106-11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280.00  106-113 

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一般性海堤整體改善計畫 431.30  110-113 

深層海水取水工程計畫 4.00  106-110 

小計 2,288.57 

三、計畫經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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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增加改善淹水面積約200平方公里(17％)，
提升國家防災能力。 

2.營造一縣市一亮點，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
續水環境。 

3.增供常態供水100萬噸/日 (10%)及備援供水200
萬噸/日 (20%)，有效降低缺水風險，並改善無
自來水地區用水戶達9萬戶，奠定國家發展之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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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 



自行車道及 
跨(吊)橋設 
置等。 
 

教育部 

遊憩據點特 
色景觀等。 

交通部 

行政院 

經濟部（中央主管機關） 

跨部會審查及推動小組 

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為例，有效集中資源，納入縣市政府需求，成
立跨部會執行平台，建立推動審查機制。 

成立工作坊 
密切與民眾溝通
以符合當地需求 

污水截流及 
礫間淨化、 
放流水補注、 
水源淨化等。 
 

環保署 

野溪環境營造 
漁業管溝設 
置等。 
 

農委會 

濕地營造、 
滯洪池休憩 
景觀、植栽 
美化、污水 
處理設施等 

內政部 

河川、排水、 
海岸、滯洪池 
環境營造等。 
 

經濟部 

五、推動機制 

各部會共同審查依
共識投資經費，協
助縣市政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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