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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氣候變遷之防洪調適策略

隨著工業發展與人類高度開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日益加劇，相關議題逐漸受到各國關注，近年

全球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事件如強降雨、洪氾、土石流，甚至是乾旱，以及長期趨勢性的干擾如氣候暖

化、海平面上升等為各大都市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水」是這些氣候變異現象最主要影響媒介

，其中「都市型洪災」是此極端氣候所造成最具挑戰性的衝擊之一，對應之調適策略亦因應而生。我國

首都臺北市亦不例外，都市高度開發猶如不透水的水泥叢林，衍生包括都市熱島效應、短延時強降雨之

洪澇災害、水資源供給風險等。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趨勢下，臺北市以海綿城市理念做為都市水環境

政策的核心，更以「韌性水調適」為首要以「提升防洪容受度」為優先目標，除透過設置綠色基礎設施

外，強化基礎防洪排水能力、落實公私協力自主防災、E化管理科技防災，以及與水共生之人本永續水
環境生態美學營造，達到降低都市型洪災對於環境之衝擊影響，臺北市作為首善之都將以 2030各項氣
候行動為軸心，啟動城市轉型的起點和利基，逐步達成 2050淨零排放願景。
關鍵字：都市型洪災、熱島效應、短延時強降雨、海綿城市、韌性水調適、氣候行動、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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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市三面環山，位於北緯 25度，地屬亞熱帶之

臺北盆地，基隆河橫貫其中，西有淡水河，南有其支流

新店溪、景美溪等與新北市為鄰（圖 1）。夏季易因盆地

不易散熱，使市區熱島效應較周圍高出攝氏 1 ~ 2度，

併常伴隨劇烈之午後雷陣雨 [1]，面對氣候變遷之極端事

件，由於受限於都市高度發展，土地空間尋求不易，根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2年 3月統計資料顯示 [2]，臺北

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9,161人，若扣除境內約 55%的

山坡地，則於平地都會區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

2萬人，與國際主要都會區人口密度相較名列前茅 [3]。

於此高度開發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的都會區，高樓建築

林立、不透水的道路廣場鋪面隨處可見，都市透水保

水能力不足熱島效應顯著，面對近期氣候變遷極端降

雨挑戰，積淹水風險亦隨之增加；由於降雨分布不

均、都市水資源涵養不足，衍生長期水資源穩定潛在

風險，均使得本市水環境之發展與治理極具挑戰；另

於生態及永續發展趨勢下，營 造市民多元親水空間以

及復育水環境生態棲地，成為臺北市水環境發展之重

要課題。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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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因氣候變遷強降雨之演進

近年國際因應氣候變遷災害之對策

    根據我國行政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 統計

聯合國國際災害資料庫（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EM-DAT）[5]，2020-2021年全球重大天然災害事件共有

735筆，共造成 18,104人死亡，另有 1億 7,050萬人

受到災害的影響。該重大天然災害事件，亞洲國家有

最多災害事件，其中主要是洪水災害，其次為風暴氣

旋（圖 2及圖 3）。由 2021及 2020年 EM-DAT統計因

氣候致災影響下死亡人數排序，2021年第 1名為印度

6月至 9月的洪水，共 1,083人死亡、同時間北美加拿

大因熱浪造成 808人死亡、12月菲律賓雷伊颱風造成

384人死亡、6月中國鄭州洪水造成 352人死亡；2020

年死亡人數，第 1名為印度 6月至 8月洪災，共 1925

人死亡、尼泊爾 6、7月洪災，448人死亡、巴基斯坦

8月洪災，410人死亡（表 1）。近年世界各國受到強降

雨、風暴或熱浪等異常氣候現象影響，致災趨勢及災

損傷亡情形居高不下。鑑此，聯合國 1988年設立「政

府間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1990 年公布 IPCC

第一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以 1992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氣候變遷議題便受到國際間的

重視，不僅針對溫室氣體管制與減量提出具體目標

之外，亦開始針對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進行評

估 [6]。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第 21屆締約國大會（Country of Party, COP）通過巴

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以 2°C為升溫極限

且力求不超過 1.5°C為目標，要求各國積極推動減碳

措施。2015年 9月 25日聯合國舉行「永續發展高峰

會」所簽署 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正式於 2016年 1

月 1日啟動，其中聯合國所訂的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包 括 169

項細項目標、232項指標，將作為 2030年永續發展

指導原則 [7]。2021年 8月 9日 IPCC-AR6第一工作

小組報告是有史以來結論最明確的，指出了人為暖

化造成的氣候變遷衝擊已經無法避免。另外 2021年

11月 12日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第 26屆締約國大

會（COP26），為達成 2050淨零排放目標，各國紛

紛提出具體方案，簽訂格拉斯哥氣候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2022年 2月 28 IPCC-AR6公佈的第二

工作小組報告，更明確指出不同溫室氣體排放情境下

的全球暖化衝擊、地球系統脆弱度，以及所需調適作

為；2022年 4月 4日 IPCC-AR6第三工作小組報告則

指出應有的氣候變遷減緩作為，提出如何有效的快速

減排與去碳。顯見國際間針對氣候變遷短期減緩及調

適行動、中程 2030環境永續目標，到長程 2050淨零

排放等關鍵議題倡議及重視更勝以往。

圖 1   臺北市地理位置及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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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21年全球天然災害統計 [4]

圖 3   2020年全球天然災害統計 [4]

2021年 EM-DAT統計氣候致災影響下死亡人數排序
排序 時間 國家 致災類型 死亡人數

1 6/1 ~ 9/30 印度 洪水 1,083
2 6/26 ~ 7/27 加拿大 極端天氣 −熱浪 808
3 12/16 ~ 12-17 菲律賓 颱風 −雷伊 384
4 6/1 ~ 8/30 中國 洪水 352
5 7/28 ~ 7/29 阿富汗 洪水 260
6 1/31 ~ 9/30 美國 極端天氣 −熱浪 229
7 4/2 ~ 4/6 印尼 氣旋 −塞洛亞 226
8 7/12 ~ 7/15 美國 洪水 205

2020年 EM-DAT統計氣候致災影響下死亡人數排序
1 6/1 ~ 8/16 印度 季風降雨 −洪災 1,925
2 6/15 ~ 7/30 尼泊爾 大雨 −洪災 448
3 8/1 ~ 8/26 巴基斯坦 季風降雨 −洪災 410
4 3/24 ~ 5/31 肯亞 大雨 −洪災 285
5 6/1 ~ 9/3 中國 季風降雨 −洪災 271
6 10/6 ~ 11/3 越南 風暴 −蓮花颱風 243
7 8/25 ~ 9/4 阿富汗 大雨 −洪災 212
8 6/1 ~ 7/3 印度 季風降雨 −洪災 186
9 7/1 ~ 7/2 緬甸 大雨 −洪災 172

10
6/1 ~ 9/9 蘇丹 大雨 −洪災 155

6/24 ~ 10/31 奈及利亞 大雨 −洪災 155

表 1   2021及 2020年氣候致災影響下死亡人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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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本市強降雨紀錄及影響

    臺灣極端降雨日益增多，IPCC組織於 2021年

8月 9日公布第六次評估報告指出 [8]，臺灣年最大 1

日暴雨強度有增加趨勢。最劣情境（SSP5-8.5）下，

21世紀中、末平均年最大 1日暴雨強度增加幅度約為

20%、41.3%（圖 4），為了解臺北市於氣候變遷影響下

降雨型態變化之趨勢，臺北市以記錄最長之臺北站為

代表雨量站 [9]，分析自 1961至 2020年之歷年年總降雨

量（圖 5）、年總降雨延時（圖 6）和年平均降雨強度

變化（圖 7），由圖可知，年總降雨量僅微幅成長，而

年總降雨延時卻大幅減少，造成年平均降雨強度顯著

增加，符合近幾年短延時強降雨事件增加之趨勢。

圖 4   極端降雨與淹水發生機率未來變化趨勢 [8]

圖 5   1961至 2020年總雨量趨勢分析 [9]

圖 6   1961至 2020年總降雨時數趨勢分析 [9]

圖 7   1961至 2020年平均降雨強度趨勢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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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防洪策略演進與調適

臺北市防洪排水建設半世紀來，歷經萌芽、規

劃、興建及管理期等階段，因應社經環境的變遷及水

利資訊科技的進步，無論是系統規劃、設計理念及管

理方式均有顯著改變，由於防洪建設影響民生甚鉅 
[10]，經濟部於 1973年訂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採

用 200年重現期洪水為堤防保護設計標準，主要工程

為沿淡水河及其支流兩岸興建及加高堤防，並開闢二

重疏洪道，以分洪方法疏解新店溪及大漢溪之洪流；

另外基隆河截彎取直於 1996年完工，共開闢新河槽四

處、整治河道 12.1公里長、新建或加高兩岸堤防、新

建抽水站 10處等，有助於洪峰之渲洩；而針對內水部

份，臺北市於 1969年訂定雨水下水道設計標準，雨

水下水道系統及抽水站設計抽水容量採用 5年重現期

之設計標準，2001年重新檢討雨水下水道設施標準，

2002年發展雨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朝資訊化管理

新紀元邁進。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降雨延時更短且強

度更強，加上都市化效應使地表逕流量增加，集流時

間更短，致颱洪災情較以往嚴重，順應民眾對排水服

務殷切需求，於 2003年執行總合治水對策規劃，以突

破興建雨水下水道設施所需空間的限制及環境生態基

本要求。另外 2015自柯市長上任後，在長期推動總合

治水都市防洪安全基礎上，以永續臺北海綿城市作為

水環境政策藍圖，將都會區水環境帶入另一個嶄新的

階段。海綿城市政策係以「韌性水調適」、「永續水利

用」、「友善水環境」勾勒出臺北市未來願景，共同打

造臺北成為安全、永續、生態的海綿城市。

臺北市海綿城市計畫 [11]

海綿城市計畫透過工程面、管理面、法制面相

關措施，並納入開放政府、民眾參與及公私協力等

理念，接軌國際 SDGs永續指標趨勢，以「韌性水調

適」、「永續水利用」、「友善水環境」3大願景及「健

全都市水循環」、「提升防洪容受度」、「多元活絡水利

用」、「穩定供水有效用水」、「生態多樣水棲地」、「豐

富魅力水遊憩」6大推動目標為努力方針，勾勒出臺北

市水環境願景藍圖（圖 8）。

願景一、韌性水調適

「韌性水調適」願景以「健全都市水循環」、「提

升防洪容受度」為二大推動目標。

健全都市水循環以公私部門增設綠色基礎設施方

式，主要為提升都市保水能力，調節都市微氣候，亦

可協助削減降雨初期地表逕流，如透過人行道、公園

廣場、校園、停車場等廣設透水鋪面，以及增加城市

綠化、田園城市、綠屋頂推廣等，2015至 2021年間施

作本市公共設施透水鋪面 31萬 6,790 m2，綠資源面積

增加 74萬 6,708 m2，另外透過立法落實公私部門之新

建基地綠化要求，以及針對既有建築社區、閒置空地

之獎補助，透過「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須

知」等，達到全民綠化風氣之落實。

提升防洪容受度採都市流域規劃（Urban Watershed 

Management）理念，於一定程度上採取工程手段持續

提升防洪排水保護標準，如「文山區整體排水改善計

畫」、「內湖區金瑞治水園區」等，迄今已增加超過約 21

萬 5,000 m3滯洪調洪量；另透過立法等措施促進公私協

力防災，訂定「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

標準」，全市開發單元皆需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自

2013年迄今已審查通過達 28萬 3,962 m3保水量。

願景二、永續水利用

「永續水利用」的願景以「多元活絡水利用」及

「穩定供水有效用水」為二大推動目標。

多元活絡水利用著重於水資源的有效儲存及再利

用，自 2015年公園及校園迄今已推動約 6,289 m3之雨

撲滿容量。另配合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公布施行，持

續推動污水處理升級及再生水水質水量提升計畫。

圖 8   臺北市水環境願景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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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供水有效用水透過「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及

「水庫更新改善及淤積處理」之推動，以減少集水區

泥砂入庫量及以設置防淤設施排除入庫部分泥砂、降

低水庫淤積量及維持供水機能，達到水庫永續利用；

另外也透過「水源調度及備援系統提升」及「翡翠水

庫專管及板二計畫」、「自來水管線更新汰換」、智慧水

表、節水教育宣導、直飲台推廣等工作之推動，進一

步穩定供水有效用水。

願景三、友善水環境

「友善水環境」的願景以「生態多樣水棲地」及

「豐富魅力水遊憩」為二大推動目標。

生態多樣水棲地的推動重點包含濕地規劃與生態

監測調查、棲地營造等，如 2015年完成金瑞治水園區

工程及 2018年底完成「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旁明溝

生態改善工程」，同時兼顧防洪及水域環境生態棲地保

育，民眾可於溪溝生態探索及親水遊憩。

豐富魅力水遊憩每年辦理水岸河域亮點活動如每

年舉辦水岸嘉年華、大稻埕情人節、河岸音樂季、城

市馬拉松、河岸童樂會等及藍色公路主題導覽，2015

年迄今已累積超過 485萬人次參與。

海綿城市 –防洪韌性推動成果
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極端降雨議題，在首要願景「韌

性水調適」下，進行防洪調適策略及相關作為，除透

過設置相關綠色基礎設施外，以「提升防洪容受度」

目標，強化基礎防洪排水設施能力、落實公私協力自

主防災、E化管理科技防災，以及與水共生之人本永續

水環境生態美學營造，達到降低都市型洪災對於環境

之衝擊影響。

防洪設施能力之提升

文山區五大排水改善工程 [12]

以流域整體規劃，透過分流、滯洪及導洪等對

策、下游採取築堤防洪動力抽排水方式規劃 （圖 9），

包括中游興建「福興路排水分流新建工程」，以潛盾工

法打造管徑 2.8公尺長 631公尺之分洪渠道，搭配「興

隆路 3段 304巷排水分流及側溝擴建工程」、「辛亥生

態公園滯洪池新建工程」地面為共融式生態公園，地

下則設置容量 46,000 m3滯洪池、「文山運動中心北側

滯洪池新建工程」設置地下滯洪量 6,000 m3、以及下

游「景美抽水站機組增設工程」提升總抽水容量達 86 

cms，完工後歷經颱洪及強降雨事件，皆有效發揮滯洪

功能，提升整體排水保護標準，有效降低文山地區長

年水患風險。

抽水站設備更新及新建

為維持抽水站抽排水最佳效能，臺北市自 2015至

2022年持續推動全市抽水站設備更新及改善工程，第

一至三期工程，總計更新迪化、忠孝、雙園、劍潭、

奇岩、林森、士林、社臨九、錦州、道南與埤腹等 22

座抽水站設備，抽水量總共提升至 40.85 cms，第四

期工程預計於 2022年至 2026年辦理濱江、成功、大

直、忠孝、福德等 5座抽水站設備更新及改善工程，

總抽水量為 104 cms；另外 2020年 12月 14日完成大

圖 9  文山區五大排水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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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二抽水站新建工程，增加抽排水能力 20 cms，紓解

大直地區長年易積水問題；民生及士林抽水站抽水機

組更新工程於 2021年 9月 15日完工，增加抽排容量

達 55 cms，解決赤峰街地勢低窪長年易積淹情形，大

大降低積水瓶頸區之水患之苦。

落實水利建造物檢查

臺北市政府於每年 11月中旬即開始投入大量人

力，全面檢查所轄管河川、區域排水沿線的各項水利

建造物，包括 88座抽水站、418部抽水機組、61座沉

砂池、4座調洪池、111公里的堤防、36座疏散門、

1,158座閘（閥）門及 3座防洪陸閘，翌年 1月底前，

分階段完成初檢及抽查，並於汛期前完成複檢工作，

以利儘早發現缺失，確保防洪設施正常運作。為強化

整體應變機制，增強災情掌握及橫向聯繫功能，每年

辦理水災災害無預警演習，並於汛期前即啟動防汛整

備工作，辦理水災防汛演習（圖 10和圖 11），項目包

含抽水站自動化操作、疏散門啟閉、12英吋及 4英吋

移動式抽水機組操作等，透過平時紮實的整備工作，

加上汛期前的防汛演練，確保北市各項防汛設施的安

全性及防災動員能力，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下水道延壽計畫

積極推動雨水下水道維護工作，自 1995年起約每

10年完成 1次全市雨水下水道的縱走調查，並建立雨

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GIS）作為管理依據；考量系

統建立後已經歷多項重大工程，部分現況有變化，從

2008年至今，以分期分區方式辦理全市集水區縱走調

查、檢測及設計，並依據成果辦理結構修補工程，以

避免天坑、道路坍陷危害市民生命安全，截至 2021年

已完成全市 716公里的縱走調查，及完成 596公里之

結構修補長度。

超級堤防 –洲美堤防新建工程
基隆河右岸洲美堤防堤線經經濟部於 1989年核

定後公告，嗣後配合洲美快速道路工程與 200年重現

期保護標準之洲美堤防新建工程共構施築長約 900公

尺，另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整體防洪需求，賡續辦

理自雙溪橋至洲美大橋間堤防新建工程，將洲美堤防

之保護標準由 20年提升至 200年，即由原堤頂 EL.6公

尺，以緩坡式堤防加高至 EL.9.65公尺，長度約 1,500

公尺，採用超級堤防（SuperDike）與總合治水概念，

打造遭洪水溢流而不致潰決的堤防（圖 12），並配合整

體都市計畫，營造河川寬廣開放視野，優質水岸空間

增加民眾休閒、親水用地，維護防洪設施整體安全。

圖 10   水災防汛搶險演習

圖 11   防水擋板及抽水機演練

圖 12   雙溪橋至洲美大橋之洲美堤防

持續提升全市降雨容受度與承洪韌性

臺北市區開發已近飽和，在既有設施不易大幅擴

充情況下，檢討全市 76個集水區保護標準，以提升本

市降雨容受度達 88.8 mm/hr與承洪韌性，針對近年常

接獲積水地區之歷史積淹水紀錄與排水系統水理模式

成果，滾動式推動相關改善方案，以期能提升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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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降雨容受力，目前優先推動中山及士林集水區改善

規劃工作。為解決中山區敦化北路幹線水位在暴雨期

間較高，導致幹線兩側較低漥地區較難以排除雨水造

成積淹水情形發生，經與地方多次溝通協調，規劃優

先推動中山抽水站擴建工程，臺北田徑場暖身場下方

興建地下滯洪池則列為提升本區整體排水系統容受度

及降低地區積水問題之長期方案（圖 13）。另為解決士

林區福林路雨水下水道匯入口之明溝水位易受下游迴

水而壅高，導致中山北路 5段與福林路口周遭地區於

暴雨期間易產生冒水情形，於士林官邸北側規劃設置

地下滯洪池（圖 14）。此外，為有效降低承德路與錦西

街周遭區域之積水發生機率，亦針對圓山、大龍等抽

水站容量進行檢討，經評估兩站聯合運轉效應，並考

量未來舊站改建時維持既有抽排能力，規劃將圓山抽

水站抽水量擴增至 52 cms，大龍抽水站抽水量擴增至

32 cms，經模擬該集水分區積水範圍約下降 54.3%，所

留餘裕量利於因應未來之需。

公私協力導入

推動在地滯洪 公私協力共同分擔逕流量
由於都市化高度擴張，不透水面積增加，集水區

逐漸喪失原有的保水能力，不僅都市涵養水源能力降

低，暴雨產生的地表逕流量也大幅增加，僅面對極端

降雨挑戰，靠政府投入大量工程經費興築排水防洪設

施，恐仍無法倖免市區積淹水之風險，故須公私部門

通力合作，逐步提升本市防洪容受度，自 2005年起持

續推動「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要

求各機關學校基地新建、改建面積在 800 m2以上皆須

設計具保水、透水及入滲功能設施，促進水涵養、貯

留、滲透雨水功能，降低地表逕流及減緩雨水下水道

負荷，截至 2021年底已審查 204件，累積計畫保水量

約 300萬 9,213 m3；另於 2013年起實施「臺北市基地

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建築物於新建或改

建時應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其單位開發面積最

小保水量須貯留 0.078 m3/m2的雨水量、最大排放量不

得超過 0.0000173 cms/m2之雨水體積，將基地保水計

畫拓展到私部門； 2019年進而提高臺北市政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對於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所需分擔之防洪

責任，要求各類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應提高單位

開發面積最小保水量須達應貯留 0.109 m3/m2之雨水體

積，截至 2021年底已通過審查 1,200件，累積計畫保

水量約 28萬 3,962 m3（圖 15）。

圖 13   暖身場地下滯洪池設置位置

圖 14   士林官邸滯洪池規劃案

圖 15   流出抑制量體成果統計

北士科開發導入海綿城市元素 [13]

本市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範圍內導入海綿城

市設計理念，修訂「擬定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契機，納入綠色基礎設施元素，如

人行環境改善 −人行道透水鋪面、連續帶狀植栽、植

栽帶增厚下方濾層、公園導入零出流設計、雨水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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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留、配合淹水潛勢擬訂抬高基地出入口及基盤高程

標準、雨水流出抑制規定及建築綠屋頂等設計，透過

法規修訂及設計面之落實，有效將海綿及韌性城市之

概念納入，營造本市韌性永續的水綠環境。

自主防災 組織建構
水災自主韌性防災社區推動

臺北市政府 2019年起開始推動「北市水災自主韌

性防災社區計畫」，由同仁帶著團隊實地走進社區，透

過建立防災意識、社區災害診斷、防災演練，將預防

水災的專業資訊傳授給市民，讓民眾在第一時間，發

揮自助互助的能力，降低災害傷亡及損失（圖 16）。另

亦已建置完善水情系統並結合科技防災，可提供即時

雨量、下水道水位、抽水站啟抽情形供民眾查詢，亦

可利用行動防災 APP查詢即時水情，提早防範做好防

災準備。

圖 16   水災自主防災韌性社區活動

圖 17   家戶未裝設防水閘門積水情形

圖 18   防水閘門施作完成照片

防水閘門補助及優良廠商名冊

為協助實際淹水戶或水災災害潛勢區域住戶，減

少民眾因颱風、豪雨造成積水進入建築物之生命財產

損失，鼓勵市民於建築物出入口設置防水閘門（板）

（圖 17和圖 18），近 3年本市補助的家戶已超過 310

戶，另提供國內登記有案及正常繳稅無不良信用證明

之合法廠商名冊，公布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官網 [14]（圖 19）、民政局、各區公所及里辦公處，讓

民眾更方便找到有施作防水閘門經驗的施工廠商。

圖 19   防水閘門專案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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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抽水機調度機制

災害防救首重分層負責與現場彈性第一時間應

變，臺北市政府於 2021年 10月整合跨局處資源修訂

「臺北市政府家戶積淹水災情抽水機具優先支援原

則」，依災害規模分階段啟動各項協助機制，由區公所

妥善利用自有機具及開口契約廠商，搶在黃金救援第

一時間就近協助轄區家戶抽水，並由民政局適時啟動

跨區機制全力支援。若災害規模持續加劇，市應變中

心則指揮調度區公所以外能量支援，逐步應變同時可

結合外縣市及國軍支援。考量災害瞬息萬變及第一時

間應變，除保留指揮官裁量彈性，強化本府抽水機調

度機制，各單位通力合作協助家戶抽除積水，加速災

後復原韌性，恢復正常生活，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科技防災、E化管理
首創建置抽水站自動化及遠端監控系統

為提高抽水站操作及管理維護品質、強化應變指

揮能力、提升防洪排水管理效能，針對全市 88座抽水

站建置自動化監控系統，並設置震動監測診斷系統，

具有監控震動值、頻譜分析結果及相關警告警示訊

息，達到設備損壞前預先防範，保持機組正常運作，

提高維護品質及抽水站防汛安全。另推動獨立閘門暨

抽水井完成自動化監控系統，將現有獨立閘門 52座、

抽水井 44座共 96處，於 2016至 2019年度規劃連續

工程建置第四、五、六自動化分區，抽水站轄管範圍

內抽水井暨獨立閘門監控系統依群組分區集中管理遠

端監控，經無線網路傳輸，將運轉或警報等資料回

傳，至 2020年共完成 96處監控系統建置推動。另將

抽水站操作依河系、地域及操作特性採群組管理方式

劃分為六個分區，各分區設置「分區管理中心」，可遠

端遙控其所轄之抽水站內抽水機及相關防洪設施，並

設置「總管理中心」，將所有抽水站防汛設施操作畫面

及資訊，傳送至市府防颱中心防汛指揮部（圖 20），

2022年臺北市已建置完成全市抽水站自動化及監控系

統，防洪及應變能力邁向新紀元。

河川水情監控設備建置及水情展示系統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極端水文條件之挑戰，透

過水利防災科技應用於都市洪災管理，以資通訊技術

的優勢，彌補傳統都市洪災管理應變能力之不足，為

整合眾多水情監測設備回傳資料之展示，亦持續推動

優化相關軟體架構及介面，自 2004年起建置水情整合

資訊系統，透過網頁的方式展示抽水站、水位站、雨

量站以及下水道水位站即時資訊，並整合 GIS資訊、

衛星雲圖、雷達回波圖等資訊，搭配自動警示功能，

可於雨量或水位到達警戒值時自動發出簡訊提醒防災

人員注意水位狀況，以提早進行防災應變。目前臺北

市已自建河川水位監測站 31處、水位監測攝影機 111

處、雨量監測站 41處、雨水下水道監測站 144處，並

透過與中央氣象局、第十河川局、大地工程處等單位

共享水情資訊，水情相關資訊站點達 500處以上，建

構了完整的水情資訊網，提升對於都市區降雨量、河

川及下水道等水位等水情監測品質與精度，及加強水

情資訊公開與利用，達到「智慧洪災管理」的目標。

發展淹水預報系統

淹水預報系統為臺北市政府防災決策支援系統之

一，其整合資訊、氣象、水利等專業領域，具水情分

析、淹水潛勢分析、預警管理等功能（圖 21），於防

汛期可有效且快速地提供淹水預警相關資訊，作為防

災應變作業之參考。2020年起陸續新增臺灣大學之細

胞自動機快速漫地流演算模式，可於短時間完成積淹

水模擬結果。另因應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由

圖 20   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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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依二維淹水模式產製之各種情境淹水模擬結

果，作為模擬淹水大數據，建置 AI城市淹水預報系

統，協助在颱風暴雨期間能快速決策進行後續相關防

災與救援工作。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創新科技技術研究

本府自 2019年為推動符合本市社會及環境條件之

創新工務建設或管理技術，鼓勵公私立大專學校、法

人及團體創新研究促進應用，以提升公共建設服務品

質，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工務建設科學研究創新計

畫補助要點」陸續補助 20項專案計畫，其中因應氣候

變遷調適創新科技技術研究包括「基於細胞自動機淹

水模式進行都市暴雨內澇即時模擬與預報」、「應用邊

際運算技術及快扣式物聯網建置主動淹水監測預警系

統」及「抽水站最佳操作策略分析與樹林雙偏極降雨

雷達回波之應用」等，透過利用細胞自動機快速演算

的特性，提供未來 30分鐘可能會發生淹水區域，以提

前預警並針對該區域作防災預佈相關作為，以及利用

AI大數據模式優化現有抽水站操作機制，於暴雨來臨

時快速反應，降低市區積淹水風險等，對於淹水預警

及抽水站智慧化操作，提供創新性或前瞻性之政策規

劃、技術工法或管理模式，以利本府在氣候變遷極端

降雨頻仍下作為防洪調適策略及決策參考。

水環境生態美學營造

市區溪溝環境營造

臺北市自古以來即有豐富的水文地景，且發展出

綿密的埤塘、河川排水與舊水路等水文系統，在都市

化水路失去農作灌溉功能之後，這些溪溝水圳也逐漸

成為道路、綠地與都市排水系統的一部分，為營造出

自然生態親水環境供民眾休閒遊憩，於北投區中崙仔

溝以生態式理念施工，如就地取材、土方平衡近運利

用、近自然友善生態設計及兼顧區域動植物生存空間

考量等，避免對生物棲息環境造成過大衝擊，如在崇

仰公園內既有生態池營造斜坡，以植生袋裝填現地土

壤，提供龜鱉兩棲類活動、棲息環境，並串聯生態島

與生態池邊坡形成連接通道，引導水流流往較遠處增

加流經路程，增加池水交換效率，改善池內水質（圖

22和圖 23）。另外士林官邸旁具有大片公園綠地，腹

地充足，於明溝親水渠段之左、右岸新建預鑄生態槽

護岸，供生物棲息，另於明溝旁設置階梯、親水步

道、人行步道及景觀欄杆，並於渠底設置跳石與鋪放

卵塊石，以連接左右護岸供民眾作親水空間（圖 24），

營造符合自然生態之美感，臺北市政府率先全國進行

幸福水岸之推動，並開始思考如何恢復既有的水圳溪

流，朝向生態城市邁進。

圖 21   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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蛉目種類數多達臺灣現有紀錄種之三分之一，生態資源

相當豐富。為兼顧防洪、休閒、生態及教育等多重功

能，本園區採生態工法及利用本工區內挖掘出塊石作為

渠道改建材料，除土石資源有效利用及節省工程費外，

亦能創造渠道生態景觀效益。其調洪池進水口及出水口

皆採用重力式排水設計，於渠首工處設置高地排水箱涵

及溢流堰，調洪池之進流及出流控制皆無須人為及機械

操作，除可降低操作風險及維護性低外，有助於節能減

碳，整座園區不僅有防災功能，豐富的生態，更是休閒

踏青好去處（圖 25和圖 26）。

圖 22   丹鳳公園內中崙仔溝親水區 圖 23   崇仰公園生態池生物友善斜坡

圖 24   士林官邸明溝親水渠段營造自然生態親水環境

圖 25   金瑞治水園區調洪池

金瑞治水園區

金瑞治水園區用地面積約 1.827公頃，集水面積約

211公頃，計畫蓄水量高達 2萬 7,000 m3，位於內湖區

陽光及港墘抽水站集水分區內山區，鑑於內湖路三段

348巷上游為公告之土石流潛勢溪流，且下游部分內湖

路、金龍路等地區曾於納莉風災發生積淹水事件，為保

護下游內湖路一帶的居民遠離洪災和土石流，推動設置

本調洪沉砂池，完工後不僅可削減洪峰量達 27.9%調

節暴雨帶來的洪水，並可舒緩上游沖刷而來的土石。園

區於 2018年規劃成為臺北市第一座蜻蜓主題園區，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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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蓋水 –彩繪人孔
臺北市雨水人孔有近 1萬 6,000座，其中配合「人

孔減量」政策已下地約 7,000座，保留必要常設之人孔約

9,000座於路面。為了扭轉普遍大眾對於人孔蓋之負面印

象，於 2020年啟動「臺北蓋水」計畫，利用臺語“很美”

的諧音推出 8款彩繪人孔蓋設計，融入地方特色風貌與美

感，並分別座落於本市中正區、萬華區、南港區及大同區

的行人徒步區，如中正紀念堂、龍山寺、永樂市場及南港

轉運站等著名景點地標，總共設置 25座的特色人孔蓋，為

街道景觀增添亮點（圖 28）。2020年 9月啟動第二季計畫

延伸至其他 8個行政區（北投區、士林區、中山區、松山

區、內湖區、信義區、大安區及文山區），各設計 2款總共

16款特色雨水人孔蓋圖樣，預計於 2022年底前完成設置。

圖 26   金瑞治水園區調洪池人行步道

圖 27   磺港溪再造計畫

北投磺港溪再造計畫

自 2019起推動「北投磺港溪再造可行性評估工

作」，計畫於磺港溪沿線進行空間活化、創造滯洪空

間及施設生態防洪設施等，透過地區說明會、工作

坊、專家學者座談會及成果發表會凝聚在地多方共

識。上游段計畫以綠化為主軸，賦予通學友善巷弄；

中游段則打造公園結合水體，提升生態復育機能，縫

合藍綠基盤設施；下游段以低衝擊開發原則下，優先

著重河口至新北投之人本系統串接，藉由韌性城市的

治理新思維出發，加上實踐生態水綠環境開發理念，

期望透過整個磺港溪再造計畫，增強韌性安全水環

境，透過友善水空間，提供生態串聯機會，創造綠水

美學新價值（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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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趨勢下，臺北市以海綿城市

理念做為都市水環境政策的核心，更以「韌性水調適」

為首要願景「提升防洪容受度」為優先目標，除透過設

置相關綠色基礎設施外，運用各種工程與非工程手段，

採取逕流分擔與淹水風險管理方式，進行內水排除、外

水治理工作，同時配合土地利用的規劃與管制，視需要

訂定相關法規，公布淹水資訊並納入民眾意見，達到降

低區域淹水風險的全方位治水方式，未來將持續盤點評

估本市公共設施用地設置雨水貯留設施之可行性，以

提升本市降雨容受能力，同時積極落實開發基地保水

法規、持續推動公私協力共同分擔暴雨逕流，落實本市

海綿城市理念，目標於 2030年都市降雨容受度提升至

88.8 mm/hr，以提升本市保水能力及降雨容受力。

結語
為抑制暖化避免氣候浩劫，透過各項氣候行動及水

環境調適工作接軌減排路徑，朝向 2050年達到溫室氣

體淨零排放國際主流共識。臺北市勇於承擔國際減碳責

任，本府在 2021年地球日宣布追求 2050年淨零排放願

景，與全球共同努力確保氣候安全。在氣候議題與永續

發展密切結合的國際潮流中，臺北市的永續發展目標特

內湖區潭美街（堤內） 南港區松河街

磺溪堤防（堤外）河雙 21休息站旁（堤外）

圖 28   極具特色之彩繪人孔蓋

圖 29   堤防美化成果

臺北新畫堤

自 2012年起陸續於具景觀價值及人潮聚集的堤

段，將原本高聳灰暗的混凝土牆進行堤防美化，截至

2021年已完成 74處堤防美化，創造水岸空間的親水性

及景觀多元性，重塑臺北河岸城市都市特質，另為增

加在地特色與多元性，2020年啟動「臺北新畫堤」計

畫，以「畫」堤為特色，強化每面堤壁獨特性與專屬當

地故事。近 2年堤防美化地點包含通河西街一、二段、

通河東街一、二段、潭美街、松河街、大坑溪左岸、塔

悠路（基五、六號水門旁）、河雙 21休息站、水源路與

紹安街堤外、光復橋下等地點，令民眾攜家帶眷前往河

濱遊玩時可停留觀賞堤壁，更加親近河濱（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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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SDG 13氣候行動」為核心，配合淨零排放願景

目標，檢視氣候行動的永續成果。面臨氣候緊急狀態，

本市由建構城市的韌性基礎設施著手，並確保水資源與

生物多樣性。各項氣候行動推動成果均為臺北市未來更

進一步達成城市轉型的起點和利基，未來仍將仰賴公私

協力合作方有可能實現淨零排放願景，因此市府將持續

推動公民參與，與各界進行氣候對話並凝聚共識，一同

攜手建立宜居永續的韌性零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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