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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緣起 

國內河川、排水及海岸經過多年計畫性治理，已有效降底水患潛勢，

為提升未來生活環境品質，營造更具親水的空間，未來水利建設將以「魅

力水岸」為目標之一，「營造水岸融合，提升環境優化」、「恢復自然健康河

川，建構永續之生活環境」、「營造友善海堤空間，展現優質海岸環境」為

願景，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  

106 年 2 月 3 日行政院院長聽取本署報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後，

原則同意辦理。該計畫將統合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各部會資源能量，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

理水環境整體改善，內容包含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景觀之水環境改

善，期創造優質宜居水岸環境，營造一縣市一亮點，作為未來水環境改善

之示範案例。 

由於日本氣候及河川情勢與台灣相似，本次選擇新北市三峽河秀川護

岸、南勢溪覽勝橋下游護岸及台中市旱溪排水等工程作為交流案例，希望

透過日本專家學者來台指導，藉由日本經驗，研究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於水

域創造兼具防洪與優質水岸環境，及未來永續經營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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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工程內容 

(一) 三峽河秀川護岸工程 

三峽河流域(位置詳圖 1-1)橫跨新北市三峽區、樹林區、土城區、

新店區與桃園市大溪區，為大漢溪主要支流，流域面積約 200 平方公

里，主流長度約 30 公里，主要支流為橫溪、福德坑溪、麻園溪及五

寮溪，五寮橋上游則為大豹溪，福德坑溪、麻園溪，屬新北市管區域

排水三峽河流域之地勢大致由東南向西北依次減低，高程自 E.L 

1,700m 降至 E.L 5m(詳圖 1-2)。 

 

 

 

 

 

 

 

 

 

 

圖 1-1 三峽河流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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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三峽河流域地形圖 

 

三峽河秀川護岸位於新北市三峽區，鄰近三峽老街及三峽祖師廟，

為宗教、文化與觀光匯集之地。 

三峽老街(詳圖 1-3)為昔日繁華時代的老商業街，至今仍保留完整

日治時代以來的商業街屋，許多物資、貨品都在街上交易買賣，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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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時間流逝，目前仍保留完整之紅磚拱廊之巴洛克式立面牌樓建築樣

貌。 

 

 

 

 

 

圖 1-3 三峽老街 

 

 

另三峽地區最負盛名的廟宇為三峽長福巖清水祖師廟(詳圖 1-4)，

為清朝乾隆年間來台開墾的泉州人於清朝乾隆 32 年(1767 年)興建，

供奉源於福建省泉州府安溪鎮清水巖的清水祖師(亦稱蓬萊祖師)，祖

師廟歷經清朝、日治時代即民國年間等 3 次重建，達今日輝煌宏偉之

規模，三峽祖師廟中石柱數量之多，冠於全省其他寺廟。其雕刻之精，

設計之巧，為三峽祖師廟贏得了「東方雕刻藝術殿堂」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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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三峽祖師廟 

 

新北市三峽區秀川里位於人口稠密及觀光重要地區，近年已因颱

風豪雨多次致災，造成嚴重的淹水損失為了確保當地民眾的生命財產

安全，本署第十河川局已逐年針對三峽河兩岸辦理治理工程，惟三峽

河清水街旁的秀川護岸因現有護岸高度不足，於民國 101 年蘇拉颱風

(詳圖 1-5)及 104 年蘇迪勒颱風(詳圖 1-6)時已造成兩次的淹水紀錄，

故秀川護岸治理工程為三峽河相當重要且急迫的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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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1 年 8 月蘇拉颱風洪災情形 

 

 

 

 

 

 

 

 

 

 

圖 1-6 104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洪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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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峽河秀川河段相關防洪設施已初步完成(詳圖 1-7)，進一步

考量在地人文背景、經濟活動及在地民眾需求，秀川護岸治理工程需

同時兼顧，針對秀川護岸的改善研擬各種不同護岸工程改善方案，並

透過辦理工作坊的方式與當地民眾及非政府組織進行互動與對話(詳

圖 1-8)，廣納結合各方意見並將資訊公開透明化，以達成民眾訴求並

解決洪氾問題，並作為未來治理工程的重要參考依據。 

 

 

 

 

 

 

 

圖 1-7、三峽河秀川河段全景鳥瞰 

 

 

 

. 

 

圖 1-8 與當地民眾及非政府組織進行互動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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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川護岸環境營造工作願景，以能重整提昇老街人文與三峽河水

綠空間之交融機會並且強化三峽河水道整理及塊石拋放及清整，符合

水利要求及景觀美學之護岸，以玻璃防洪牆、人行觀景棧道等重要設

施元素，使與河岸區域文化古蹟景緻合而為一，呈現歷史時光隧道之

氛圍，同時共塑人本閒適的柳堤河岸清水街，完備兩岸堤頂及高灘地

自行車道系統與步道動線串連，並強化左岸人文活動廣場及右岸高灘

地生態野花草園營造。 

 

 

 

 

 

 

 

 

 

 

 

 

 

圖 1-9 強化玻璃防洪牆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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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人行觀景棧道構想 

  

(二) 南勢溪覽勝橋下游防災減災工程 

新店溪屬淡水河水系支流(詳圖 1-11)，新店溪上游支流南勢溪發

源於塔曼山，河道於深谷中蜿蜒北行，流經烏來有支流桶後溪匯入，

再往下游有北勢溪匯入，自匯合處以下河段即稱為新店溪。新店溪向

西北流經屈尺、直潭、新店、景美至板橋江子翠與大漢溪交會，匯入

淡水河本流。新店溪全流域範圍涵蓋臺北市萬華、中正及文山區，以

及新北市新店區、烏來區、坪林區、石碇區、雙溪區、深坑區中和區，

流域面積約 909.54Km2，由新店溪主流長度約 82Km，河道平均坡度

約 1/391 (詳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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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新店溪流域位置圖 

 

 

 

 

 

 

 

 

 

圖 1-12 新店溪中上游段流域地形圖 

 



-12- 
 

烏來覽勝橋護岸位於新北市烏來區，鄰近烏來老街(詳圖 1-13)及

烏來吊橋，為新北市觀光及原住民文化重要地標，另由於溫泉的發現，

使當地旅遊業蓬勃發展，在街上隨處可見溫泉飯店或是提供泡湯服務

的商家。 

 

 

 

 

 

 

 

 

 

圖 1-13 烏來老街 

另烏來地區最負盛名的莫過於原住民文化(詳圖 1-14)，泰雅族總

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及排灣族，為第三大族群，居住在烏來區一帶，

屬於泰雅族，在清代被稱為「馬來蕃」，日據時期稱之為「屈尺蕃」。

因該地區土壤肥沃、水源豐沛、景色優美，民眾散居於南勢溪兩岸，

即為今日的烏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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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104 年 8 月 8 日蘇迪勒颱風期間烏來山區降下豪雨烏來福山站創

下總累積雨量為 778 毫米的紀錄，短延時的強降雨造成新店溪上游流

域坡地沖蝕、道路崩塌、土石流、堰塞湖以及淹水等災情，南勢溪溪

水暴漲(詳圖 1-15)，溪水自覽勝大橋右岸衝入，造成老街兩側嚴重淹

水，烏來老街、溫泉街等 10 餘家溫泉會館、餐廳地下室遭淤泥淹沒(詳

圖 1-16)，重創烏來區觀光產業。 

為避免老街再度淹水充分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署第十河川

局針對烏來老街後方護岸辦理加高工程，因涉及河防安全與觀光產業

之維護重要面項，除邀請河川、景觀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協助方案審

查，並同步與當地民眾充分溝通，傾聽民眾意見後(詳圖 1-17)，遂順

利完成工程設計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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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101 年 8 月蘇拉颱風洪災情形 

 

 

 

 

 

 

 

 

 

 

圖 1-16 104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洪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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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專家指導與民眾溝通 

 

本次防災減災工程內容如下： 

1. 覽勝橋下游右岸橋頭及公廁前施設擋水牆(H=1.36m)，並於下方打

設微型樁(L=3m@50cm)加固，長度約為 28m，完成後可達 Q50 洪

水高程(圖 1-18)。 

2. 覽勝橋下游右岸既有護岸加高部分，先行打除部分既有護岸並於

既有護岸及管道間上植筋施後，再行設擋水牆(H=2.3~3.3m)共構，

以穩定擋水牆結構及保留原管道間之管線，施作長度約 256.2m，

施設完成可達 Q10 加 1m 出水高之保護標準(圖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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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RC 擋水牆標準斷面 

 

 

 

 

 

 

 

 

 

 

圖 1-19 既有護岸加高標準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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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烏來老街屬於新北重要光觀景點，故設計及施工時格外

重視環境景觀，經與當地居民討論美化樣式，最後以當地文化原住民

圖騰及山水景色等將牆面抿石子美化，除了可避免影響當地原有景觀

外，還可與原有河岸景色相呼應，完工後獲得一致好評。 

  

 

 

 

 

 

施工前           施工後 

圖 1-20 施工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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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 

  旱溪排水原為旱溪，改道後成為純屬都會型的平地區域排水。集水區地勢由

北向南傾斜，其平均水路縱坡 1/240，將各支流所匯集的都市排水，迅速排往下

游烏日地區、注入大里溪。 

   近年來因區內人口激增及土地高度開發利用，局部渠段僅可通過重現期距

2~5 年洪峰流量；遇豪雨常造成下游局部渠段洪氾災害，尤以卡玫基及 88 水災

最嚴重。中游渠段排水路遭民眾佔耕，又穿越都會區，比鄰民宅，整體排水路

環境不佳。尤其國光橋渠段跨越大里區非都市計劃區、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大

里區都市計畫區，屬典型之都市排水路，兩岸土地已高度開發利用；惟國立中

興大學渠段排水路遭人為墾植佔用，整體排水路環境不佳，亟需借整治手段結

合臺中市中興大學校園、水路南側的大里區國光公園，改善現況河道亂象及整

體視覺景觀，以營造水路兩側綠帶及縣市界的優質環境，並以本段作為河岸景

觀環境改善試辦區。 

 

 

 

 

 

 

 

 

 

 

 

 

圖 1-21 旱溪排水位置圖  

  本段河道長 838 公尺，因兩都市計畫均規劃為綠地公園而未預留

河川區，故本計畫乃依需要河寬至少 30 公尺予以施設水路；其左岸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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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5 公尺道路可利用為維護道路。  

  為結合臺中市中興大學校園(文大 3)、及水路南側的大里區公五(國光公園)，

改善現況河道雜草叢生、居民占用種植蔬菜、果樹等雜亂現象，在景觀工程方

面，擬利用本段河幅較寬的條件，將水路予以蜿蜒化，創造出兩側不規則帶狀

的休憩綠美化空間(左側最寬約 33 公尺、右側固定寬 10 公尺)，以營造都市空間

的優質環境。設計構想如下： 

1.兼具防洪安全、環境美化、休憩生態教育的多元機能 

  本計畫乃位於都會地區的排水系統環境改善，因此，除了基本的

排水與防洪安全的考量外，更應兼具環境美化與戶外休憩、教育等

多元功能。其中護岸須兼具環境美化與防洪安全等功能外，周邊工

程應加強環境的景觀美質、設計宜人的親水空間，並打造兼具生態

保護與教育解說的多功能水域環境，各功能分區規劃構想說明如圖

1-22。  

 

 

 

 

 

 

 

 

 

 

 

圖1-22 各功能分區規劃構想  

2.發揮都市環境淨化的功能  

    包括水、空氣等生活要素的淨化功能，應納入規劃設計的主要考量，

包括利用植栽根系、砂石礫間等自然手法來進行物理的水質淨化功能，

規劃構想－功能分區

 依據計畫區所欲滿足的使用者需求，提出各項符合其功能的發展分區

 規劃生態淨化、水岸休閒、滯洪保護等功能分區構想：

防洪安全

生物涵養

水岸眺景

滯洪保護區

淨化水源

生態教育

動植物涵養

生態淨化區

戶外運動

水岸休憩

活動聚會

水岸休閒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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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廣植植物來進行光合作用以淨化空氣、調和都市微氣候，以及綠帶

所具有阻隔都市噪音的功能等，來提供更優質的都市生活品質。 

3.與各項前期計畫的結合  

  包括聯結台中各河川與排水路的相關規劃、臺中市政府藍帶、綠廊

帶以及自行車道系統的銜接串聯計畫，以及中興大學的校園擴大與校園

空間改造的相關計畫等，皆應廣納進本計畫中一併考量，讓旱溪不單只

是發揮地區性排水的功能，而是能夠達到與市民共享，創造一個都會地

區的優質休憩場域(願景圖如圖1-23)。 

 

 

 

 

 

 

 

 

 

 

圖1-23 旱溪排水環境營造工程願景圖  

 

 4.設施減量的設計原則  

  以綠能、低碳的策略擬定為本計畫的設計原則，包含不以過度的景

觀設施與量體為設計，並盡可能以天然素材取代人工結構物，以綠色地

景取代過量的人造景觀，打造一處接近自然卻又具備細膩質感的都市綠

廊。 

5.本工程環境營造共分為 3區，各區內容說明如下 :  

 (1)生態淨化區：以棧道串連淨化池作為觀察水質用  

  因國光排水在計畫區上游端匯流至旱溪，其水質因屬生活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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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將影響本計畫區水質，因此計畫在匯流處規劃為具備生態淨

化功能以及生態教育功能的生態淨化池區，除了可提供較優良的

水質外，更可提供濕地淨化水質之戶外教育空間，各項設施說明

如圖1-24至圖1-25。  

 

 

 

 

 

 

 

 

 

 

圖1-24 氧化曝氣塘功能說明  

 

 

 

 

 

 

 

 

 

 

 

 

 

圖1-25 人工溼地功能說明  

(2)水岸休閒區  

  為全計畫區內最主要的人為活動區，提供中興大學師生以及鄰

近民眾活動空間。包括賦予康河意象的河岸大草坡、沿岸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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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休憩座椅、親水台階以及小型活動廣場等。  

  此外配合中興大學校園擴大計劃，景觀橋樑建議座落於永隆

路口，以連結中興大學南校區與旱溪南岸，景觀橋結合整個水岸

休閒區，勢必成為地方重要地標。  

右岸入口利用緩坡地形設置入口階梯，左岸入口帶狀階梯搭配緩坡，

營造親水的門戶意象，堤頂植栽及緩坡草皮，全區域休閒導覽圖如

圖1-26。  

 

 

 

 

 

 

 

 

 

 

 

 

 

 

 

 

 

 

 

圖1-26全區休閒導覽圖  

 

(3)滯洪保護區：橡皮壩成功營造水域環境  

  本區段位於計畫區的下游端，綜合考量旱溪的排水以及滯蓄洪

功能，加上本區段的水岸為陡坡不適合發展親水活動。因此以滯蓄

洪功能為主的水岸低地以及護岸構造物為主，並保留積善公園的部

分人工地盤；且為配合景觀橋樑的水域營造，可設置具有攔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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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工設施如橡皮壩等。台中旱溪康橋的橡皮壩：蓄水深度 1.5 公

尺，蓄水面積約 0.5 公頃 ,主要功能為營造水域環境 ,洪水來臨時可

自動洩氣倒伏，避免水位過高。橡皮壩功能說明如圖 1-27。  

 

 

 
圖1-27 橡皮壩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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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合作行程安排及交流議題 

一、 行程安排 

本案臺日技術合作計畫已於 106年 8月 31日(星期一)至 9月 3日(星期四)

辦理，技術交流共 4 天，行程安排詳表 2-1 。 

表 2-1、技術合作行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要行程表 

8/31 (一) 

12:20-13:40 福岡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13:45-16:00 桃園國際機場第十河川局 

16:00-18:00 第十河川局轄區河川環境營造現況交流 

9/1 (二) 

08:00-09:30 台北福華飯店三峽河秀護岸工程 

09:30-11:00 三峽河秀護岸工程現場交流 

11:00-12:30 三峽河秀護岸工程南勢溪攬勝橋下游護岸工程 

12:30-13:15 午餐 

13:15-15:30 南勢溪攬勝橋下游護岸工程現場交流 

15:30-17:00 技術交流討論會 

9/2 (三) 

08:30-09:00 台中福華飯店旱溪排水工程 

09:00-12:00 旱溪排水工程現場交流 

12:00-13:00 午餐 

13:30-17:00 日本專家專題演講及綜合座談 

9/3 (四) 
04:00-06:00 前往桃園國際機場 

08:10-11:20 桃園國際機場->福岡國際空港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an-ej6-nVAhVDf7wKHdSzDWMQFgglMAA&url=https%3A%2F%2Fyokanavi.com%2Fzh-tw%2F&usg=AFQjCNGa-v4X0ucfx6WVpsyI6S4g7HQoaQ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an-ej6-nVAhVDf7wKHdSzDWMQFgglMAA&url=https%3A%2F%2Fyokanavi.com%2Fzh-tw%2F&usg=AFQjCNGa-v4X0ucfx6WVpsyI6S4g7HQo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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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臺日本專家介紹 

本案技術合作經駐日代表處等相關單位協助聯繫，本案受邀參與日本專

家為日本九州大學島谷幸宏教授，島谷幸宏教授曾擔任日本國土交通省

自然河川再造研究會主委、九州地方整備局風景委員會委員長、東日本

大震災河川海岸設施景觀復原檢討會主委、北上川河川城市再造委員會

委員長。此次來臺進行本案技術交流，其中教授來臺所需經費為本案臺

日交流計畫經費補助，本案技術交流計畫參與專家如表 2-2。 

 

表 2-2、本案技術交流計畫參與專家 

姓名 職稱 備註 

島谷幸宏 日本九州大學教授 
本案臺日技術合作計畫經費

補助 

三、技術合作交流議題 

我國河川海岸水域環境，長期以來以防災、生態、景觀及休閒並重之思惟

進行各項治理工程，並累積相當多經驗，因此、藉由日本水域環境營造專家參

與此次交流活動，互相切磋實務作法，汲取彼此優良技術，對後續我國目前所

推動全國水環境計畫具有實質幫助。 

本次列為技術交流有 3 件水域環境營造工程，首先、三峽河秀川護岸工程，

該工程主要問題為如何將防護加高至計畫堤頂高程，同時可兼具營造優質河岸

環境，以能與當地三峽祖師爺廟文化聖地融合一體，其次、為南勢溪烏來防災

工程，烏來老街遭遇 104 年蘇迪勒颱洪侵襲致受災嚴重，因此如何提升烏來地區

之安全防護強度又可免破壞該地區既有河岸美景，為一重要課題，最後、旱溪

排水工程，該工程緊鄰中興大學，為一都市中心之水域，目前本署已將該河域

營造成如英國康橋河之景緻，深獲民眾喜愛，已成為當地民眾休閒之重要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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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技術交流活動，向日本專家諮詢主要議題如表 2-3。  

 

 表 2-3、本署向日本專家諮詢議題 

交流主題 議題說明 

一、三峽河秀川護岸環境營

造，受限於兩岸為重要

人文信仰聖地及商業高

度發展區域，設計工作

如何兼具安全、景觀、

文化等面向？ 

三峽河秀川護岸經長時間與當地民眾溝通，希

望能取得護岸工程加高之實施之共識，經由多

次地方說明會，當地民眾對本署第十河川局所

提出之設計構想認為側重於安全面向，希望能

增加維持景觀、文化、古蹟等意涵，因此、請

教日本專家，是否有類似經驗，可供我國參考。 

二、南勢溪烏來防災工程所

在河段，屬窄深河川斷

面，為一高流速區，有

否較為自然工法可應用

於此類自然條件環境營

造? 

 

南勢溪烏來防災工程所在河段，係剛一出山谷

型之窄深斷面河川，流速可高達近 10m/sec，對

河岸邊界造成相當衝力，一般近自然工法難以

應用於此類河川，因此、本署第十河川局極力

與地方民眾、意見領袖溝通，希望爭取工程用

地，增加通洪面積，降低流速，惟當地民眾仍

相當堅持，最後折衷建築一 RC 牆體，請教日本

專家，如遇此情形，如何作法，可供我國參考。? 

三、旱溪排水環境營造工程

有否更為精進具體作

法，供我國後續辦理都

市型河川水域環境營造

之參考? 

旱溪排水屬都市中心型之水利設施，當地社

區民眾對本署第三河川局所進行之河岸營造

工程普遍讚揚肯定，是一相當成功之工程案

例，藉由本次技術交流，請教日本專家對現

行營造成果有否更為策進之營造技術，以作

為我國後續辦理都市型河川水域環境營造之

參考? 

 
上述本署請教專家議題，經本署第三河川局、第十河川局簡報說明工程設

計及管理作法，經充分交流後，島谷幸宏教授對 3 項工程內容提出後續建議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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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檢討 

我國四面環海，自然溪河交錯，為典型熱帶雨林之地理環境，重要都市最

早多由水岸周遭發展而起，人口高度聚集，天、地、人之間交互薰陶與融合，

孕育出高度多元文化、人文及景觀之優質合岸環境，由於 70~90 年代之間經濟起

飛，水利建設配合經濟發展，因此諸如築高堤束洪等作法，實已限縮人與水域

環境之親合。 

因此、為提升未來生活環境品質，營造更具親水的空間，從 90 年代我國即

逐步推動水土林保育之近自然工程、乃至生態工程，並已有初步成果與累積相

關經驗與技術，未來水利建設，將以「魅力水岸」為目標，藉以「營造水岸融

合，提升環境優化」、「恢復自然健康河川，建構永續之生活環境」、「營造友善

海堤空間，展現優質海岸環境」為策略，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 

經檢討我國水域現況，在緊鄰都市或流經都市中心區域之河川排水，在水

域環境營造過程所遇困難主要為工程用地取得困難、民眾對政府提出工程方案

品質要求升高，水質等生態環境低劣等情形，因此，如何營造一優質之水岸環

境，使安全、文化、景觀及生態達最佳之組合方案，牽涉一多元跨領域之自然

科學，對水利工作人員而言，為一深具挑戰之任務。 

本案技術交流經駐日代表處等相關單位協助連繫，邀請日本專家-日本九州

大學島谷幸宏教授，以島谷幸宏教授曾擔任日本國土交通省自然河川再造研究

會主委、九州地方整備局風景委員會委員長、東日本大震災河川海岸設施景觀

復原檢討會主委、北上川河川城市再造委員會委員長等經歷，提供有關都市型

河川排水環境工程設計及營運操作意見給予本署參考。 

有關本次技術交流主題、日本專家對本署同仁所提出之問題，給予之意見，

經彙整條列如下: 

1.三峽河秀川護岸環境營造議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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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峽大橋(斷面 10.A)橋墩加大加固且固床工拆除或經計算後改變固床

工形式，增加通洪斷面。 

(2)三峽大橋上游橋梁，長福橋及三峽舊橋不落墩或橋梁強化。 

(3)建議 50m 加測斷面模擬計算本河段之水位，並將水流挑至長福橋右岸，

避免水流直衝左岸，對秀川護岸造成影響。 

 

2. 南勢溪烏來防災工程環境營造議題部分: 

島谷幸宏教授表示對於本署第十河川局試圖拓寬河川斷面之作法表示

贊同，並對 RC 防洪牆以當地文化圖騰作修飾，柔和景觀條件，深表嘉

許，至於碰到與民眾不容易溝通問題，在日本也有類似經驗，日本政府

作法都是溝通再溝通，經過無數次溝通取得共識，工程才能順利推動。 

 

3.旱溪排水環應營造工程議題部分: 

島谷幸宏教授對整體旱溪排水環應營造成果極為讚賞，他建議可以進一

步提高流域內住宅生活汙水之接管率，使優質水域環境中之水體能具有

高水準之水質條件，以能更吸引民眾親水之意願。 

 

本次技術交流 106 年 9 月 2 日專題演講及綜合討論，本署併邀請各

河川局、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等相關單位參與，連同本署各單位參與

人數達 60 人，在專題演講過程，日本專家島谷幸宏教授以「日本的水

邊環境現状與將来」為題，報告該國水岸環境營造之具體作法，帶來該

國進行水都大阪-太田川推動之寶貴經驗，因日本因山岳地形及水文條件

類似於臺灣，該等相關河川排水環境營造工程案例，對本署後續既有水

環境營造工程設計施工等業務推動，均有極大助益。 

本案技術合作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圓滿順利完成，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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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臺灣與日本雙方情誼並提升技術合作品質，期間本署均全程派員陪同、

交通接送及安排口譯人員，參訪單位亦派專人解說並致贈文宣品表示感

謝，其中至本署第三河川局與第十河川局訪談及工程勘查行程，本署第

三河川局楊人傑局長、第十河川局曾鈞敏局長、謝明昌副局長親自陪同

並解說，另至水利規劃試驗所座談演講會，由水利規劃試驗所曾國柱副

所長親自陪同與主持，日本專家離臺前特別感謝我方熱情接待，也表達

未來能持續與臺灣技術交流並維持友好關係，足見本案臺日技術合作除

技術交流及拓展國際外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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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6 年 6月 3 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核定函 

 

 

 

 

 

 

 

 

 

 

 

 

 

 

 

 

 

  

 

 

 

 

 

 

附件二、日本九州大學島谷幸宏教授專題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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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九州大學島谷幸宏教授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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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技術合作照片 

 

圖 1、本署王副署長致贈日本專家九州大學島谷幸宏教授文宣品

 

圖 2、本署與日本專家進行水岸環境營造工程設計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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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署第十河局簡報參訪工程設計及交流問題

 

圖 4、本署第十河局與日本專家進行河川環境營造工程設計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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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日本專家至三峽河秀川護岸勘查 

 

圖 6、日本專家至三峽老街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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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日本專家至南勢溪烏來防災工程勘查 

 

日本專家至旱溪排水環應營造工程勘察 

 

 

 

 

 

 

 

 

 

 

圖 8、日本專家至旱溪環境營造工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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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日本九州大學島谷幸宏教授專題演講 

 

圖 10、本署聆聽日本專家專題演講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