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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近年來幾乎年年都有因集中豪雨所造成

序 論 都市颱洪防災安 指標之擬定
指標建立

都市颱洪防災安 指標評估方法
建立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估各項參台灣地區近年來幾乎年年都有因集中豪雨所造成

的水患 致使台灣地區許多河川下游沿岸與沿海
指標建立 建立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估各項參

數評分標準與評分表(表2)的水患，致使台灣地區許多河川下游沿岸與沿海
低窪 的淹水 形 川 游

透過相關都市防洪資料蒐集與分析，擬定都 數評分標準與評分表(表2)
低窪地帶的淹水問題更形嚴重，而河川下游沿岸 市颱洪安全指標共分為4層級(圖1)，主要為 建立指標評估流程(圖2)
與沿海低窪地帶又恰好是人口聚集之都會地區所

市颱洪安全指標共分為 層級(圖 ) 主要為
外部環境與建物本體2部分

建立指標評估流程(圖2)

依 完 評 與 集在
外部環境與建物本體2部分
總指標共有20項 外部環境有9項 建物本

依據完成之評分表與流程，透過蒐集地在
都會區是一個複雜且敏感之系統，其水文、地文

總指標共有20項，外部環境有9項，建物本
體有11項(表1)

方政府公布或提供之指標外部環境相關都會區是 個複雜且敏感之系統，其水文、地文
與地貌特徵是脆弱的 而自然氣候的變異導致現

體有11項(表1) 圖資與現場調查，進行各項安全指標項與地貌特徵是脆弱的，而自然氣候的變異導致現
今降雨型態趨向於短且集中 往往使得極端天氣 指標權重建立

圖資與現場調查 進行各項安全指標項
目勾選，並進行每參數單項評分合計乘今降雨型態趨向於短且集中，往往使得極端天氣

在都會區形成巨大之社會衝擊與經濟損失

指標權重建立
應用層級分析法(AHP)進行AHP問卷調查與

目勾選 並進行每參數單項評分合計乘
上各指標權重，求得指數，加總所有指在都會區形成巨大之社會衝擊與經濟損失 應用層級分析法(AHP)進行AHP問卷調查與

分析 問卷寄出總數共56份 回收份數43
上各指標權重，求得指數，加總所有指
數

都市地區颱洪災害產生的損失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分析，問卷寄出總數共56份，回收份數43
份 有效回收率為76％

數
都市地區颱洪災害產生的損失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藉由結合未來可能發生之颱洪災害潛勢與住宅安 份，有效回收率為76％ 指標等級可分為總指數、外部環境(E)及藉由結合未來可能發生之颱洪災害潛勢與住宅安
全評估之經驗，建立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分 透過中央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專業團體及

( )
建物本體(B)等三部份（表3）全評估之經驗，建立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分

架構，讓使用者瞭解颱洪災害危害程度
透過中央主管機關 專家學者 專業團體及
地方政府等相關專家學者，計算各層級之權

建物本體( )等三部份（表3）
架構，讓使用者瞭解颱洪災害危害程度 地方政府等相關專家學者 計算各層級之權

重後，再進行整體層級權重的計算(表1)重後，再進行整體層級權重的計算(表1)

表1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估權重與內容表 表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分表 摘錄表1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估權重與內容表 表2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分表(摘錄)表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評分表(摘錄)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 絕對權重 說 明

評估指標層級 單項評分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層級四 細項

等

級
內容 分

數 小計
合計

權重

( )

指數

(C=A*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層級四) 絕對權重 說 明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層級四 細項 級 
內容

數 小計 合計

(A) 
(B) (C A

B) 
一 200年重現期未淹水 10

自然條件(淹
各頻率年之淹

水深度 14 83% 降雨之頻率年越高，代表可能引發越嚴重之
一 200年重現期未淹水 10 

二 200年-100年重現期，且淹水深度0.5m以上 8 

   

自然條件(淹
水潛勢資料)

水深度
(55.21%)

14.83% 淹水情形。 三 100年-50年重現期，且淹水深度0.5m以上 6 
各頻率年

淹水深度 14.83% 
水潛勢資料)

(51.13%)
(55.21%)

淹水延時 12 47% 淹水時間長短導致不同程度之社會經濟損失
四 50年-25年重現期，且淹水深度0.5m以上 4 

五 25年重現期，且淹水深度0 5m以上 2自然條( ) 淹水延時
(44.79%) 12.47% 淹水時間長短導致不同程度之社會經濟損失

與影響生活品質
五 25年重現期，且淹水深度0.5m以上 2 

一 t=0 10 

自然條

件（淹

水潛勢
     

水利設施 8 04% 包含水系及區域排水路、堤防、護岸、抽水 二 0小時＜t＜6小時 8 
水潛勢

資料） 

(67.74%) 8.04% 站、水門、雨水下水道、溝渠 三 6小時＜t＜12小時 6 
四 12小時＜t＜18小時 4

淹水延時

（t） 12.47% 

公共設施
(39 12%)

道路系統
(22 07%) 2.29% 包含國道、鐵路、省道、快速道路、縣道、

鄉（鎮 市 區）道路 產業道路

四 12小時＜t＜18小時 4 

五 18小時＜t＜24小時 2 

（t） 

(39.12%) (22.07%) 鄉（鎮、市、區）道路、產業道路

維生管線 包含自來水 瓦斯 電力 電信 污水下水
六 t＞24小時 0 

外部環境
(54 46%)

維生管線
(10 19%) 1.03% 包含自來水、瓦斯、電力、電信、污水下水

道
一 2400m以上有本項水利建造物 2 

二 1800m 2400m有本項水利建造物 1 51 水系及區

 

(54.46%) (10.19%) 道

包含商業地區、都市高密度住宅地區、高科
二 1800m～2400m有本項水利建造物 1.5 
三 1200m～1800m有本項水利建造物 1.0 

1.水系及區

域 排 水

路 堤
(1) 

區域利用條
件(48 87%)

土地使用類 7 43%

包含商業地區 都市高密度住宅地區 高科
技工業園區、傳統工業區、都市中密度住宅 四 600m～1200m有本項水利建造物路 0.5 

路 、 堤

防、護岸

( )

件(48.87%) 土地利用強
度 3 83%

別(63.73%) 7.43% 地區、機關用地、非都市集居地區、農業用
地 行水區

五 600m以下有本項水利建造物 0 

一 2400m以上有抽水站 2
外部

環境度(43.83%) 地、行水區

土地開發比

一 2400m以上有抽水站 2 

二 1800m～2400m有抽水站 1.5 
環境 
(E) 

土地開發比
率(36 27%) 4.24% 區域土地開發利用面積佔全區面積之比率 三 1200m～1800m有抽水站 1.0 2.抽水站 (2) 
率(36.27%)

人口(70 04%) 3 16% 包括人口密度與弱勢人口
四 600m～1200m有抽水站 0.5 

五 600m以下有抽水站 0 圖1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估指標架構圖社經資料
人口(70.04%) 3.16% 包括人口密度與弱勢人口 五 600m以下有抽水站 0 

一 2400m以上有水門 2 區域利 (1)+(2) 圖1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估指標架構圖
(17.05%) 產業(29.96%) 1.37% 包含農林漁牧業、製造業、服務業、批發及

零售業、倉儲業、餐飲業等
二 1800m～2400m有水門 1.5 

水門

區域利

用條件 公共設施 水利設施 +(3)+ 
(4)+(5) 

8.04% 

零售業、倉儲業、餐飲業等

綠地面積比
三 1200m～1800m有水門 1.0 

四 600m～1200m有水門 0 5

3.水門 (3) 
•人口(弱勢)綠地面積比

率(31.75%) 8.10% 綠地面積佔基地總面積之比率
四 600m～1200m有水門 0.5 

五 600m以下有水門 0 確認評估對象
淹水潛勢資料

( )
•建物基地率(31.75%)

透水鋪面 6 01% 透水鋪面可增加雨水滲透量，降低地表逕流
一 涵蓋率＞75％ 2 
二 50％＜涵蓋率＜75％ 1 5雨水下水

對象
•淹水潛勢資料
•水利設施

-綠地面積
透水鋪面透水鋪面

(29.21%) 6.01% 透水鋪面可增加雨水滲透量 降低地表逕流
量

二 50％＜涵蓋率＜75％ 1.5 
三 25％＜涵蓋率＜50％ 1.0 

4.雨水下水

道 (4) 
•水利設施
•道路系統

-透水鋪面
-主流滲透設計

基地 貯留滲透設 可貯留部分洪峰水量，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 四 普及率＜25％ 0.5 
一 淤積未清理 資料蒐集 現地調查

•道路系統
•維生管線

主流滲透設計
-生態溼地
雨水貯留設施基地

(55.85%)
貯留滲透設
計(18.86%) 4.81% 擔，設計方法包含貯留滲透空地、滲透井與

滲透排水管、滲透側溝、地下礫石滲透等
一 淤積未清理＜5％ 2 
二 5％＜淤積未清理＜10％ 1.5

資料蒐集 現地調查
維 管線

•土地使用類別 -雨水貯留設施

•建物防洪功能
( ) ( ) 滲透排水管、滲透側溝、地下礫石滲透等

生態溼地 可貯留部分洪峰水量 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

二 5％＜淤積未清理＜10％ 1.5 
三 10％＜淤積未清理＜15％ 1.0 

5.溝渠 (5) •土地開發比率
人口

•建物防洪功能
-地下室入口設計生態溼地

(9.64%) 2.70% 可貯留部分洪峰水量，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
擔

四 淤積未清理＞15％ 0.5 •人口
•產業

地下室入口設計
-機電設施(9.64%) 擔

雨水貯留設 3 24% 可貯留部分雨水量 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擔 表3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等級表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各
•產業 -地下室防洪

建物本體

雨水貯留設
施(12.54%) 3.24% 可貯留部分雨水量，降低公共排水設施負擔 表3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等級表 都市颱洪安 指標各

評分項目勾選 應用「都市颱洪防災建物本體
(45 54%) 設置位置 3 60% 類別 內 容

評分項目勾選 應用 都市颱洪防災
安全指標」調查表(45.54%)

地下室入口
設計(33 05%)

(54.13%) 3.60%
洪水是否會從建物外部入侵地下室造成積水

類別 內 容

總指數 分數 8分以上 7 8分 6 7分 5 6分 5分以下 進行都市颱洪安全指
安全指標」調查表

設計(33.05%) 防洪(水)閘門
(45 87%) 3.04%

總指數
(E B)

分數 8分以上 7~8分 6~7分 5~6分 5分以下

等級 甲 乙 丙 丁 戊

進行都市颱洪安全指
標評分計算

應用「都市颱洪防災
安全指標 評分表(45.87%)

設置地點與
(E+B) 等級 甲 乙 丙 丁 戊 標評分計算 安全指標」評分表

建築物防洪 機電設施
設置地點與

高度(58 86%) 4.87%
正常運作與否會影響居民生活作息與行為 外部環

分數 E≧4 4＞E≧3 3＞E≧2 E ＜2
功能

(44 15%)

機電設施
(41.23%)

高度(58.86%) 正常運作與否會影響居民生活作息與行為
防水處置

外部環
境(E) 說明

外部環境抗洪 外部環境抗洪 外部環境抗洪 外部環境抗洪
外部環境(E) 建物本體(B)(44.15%) ( ) 防水處置

(41.14%) 3.40% 境(E) 說明
外部環境抗洪
災性能優良

外部環境抗洪
災性能良好

外部環境抗洪
災性能普通

外部環境抗洪
災性能不佳 外部環境(E) 建物本體(B)

防水鋪面 1 72% 分數 B≧4 4＞ B ≧3 3＞ B ≧2 B ＜ 2
地下室防洪 (33.05%) 1.72%

水是否會從建物地下室內部滲入造成積水
建物本
體

分數 B≧4 4＞ B ≧3 3＞ B ≧2 B ＜ 2

建物本體耐洪 建物本體耐洪 建物本體耐洪 建物本體耐洪(25.72%) 水是否會從建物地下室內部滲入造成積水
設置抽水機
(66 99%) 3.66%

體(B) 說明
建物本體耐洪
災性能優良

建物本體耐洪
災性能良好

建物本體耐洪
災性能普通

建物本體耐洪
災性能不佳 總指數(E＋B)(66.99%) 3.66% 災性能優良 災性能良好 災性能普通 災性能不佳 總指數(E＋B)

應用「都市颱洪防災應用 都市颱洪防災
安全指標」等級表

示範案例選定 表4 示範案例之颱洪防災安全指標外部環境（自然 換算等級
安全指標」等級表

蘆洲 範案例選定應 水利
示範案例選定 表4  示範案例之颱洪防災安全指標外部環境（自然

條件）與建物本體（建築物防洪功能）試算得分
換算等級

蘆洲區示範案例選定應用水利署200 條件）與建物本體（建築物防洪功能）試算得分
外部環境不變 改善建築本體 圖2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分之執行流程年重現期淹水潛勢資料套疊地理資訊 評估指標層級 示範案例 外部環境不變，改善建築本體 圖2  都市颱洪安全指標評分之執行流程系統（google map），選定光華里

評估指標層級 示範案例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系統（g g p） 選定光華
（第一區）、中原里（第二區）及永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層級四 A1帝國 A2帝國XX B1情定 B2長樂 C1永安 C2永安XX旁舊 當外部環境無法立即或有效改善時，若改善（第 區） 中原里（第二區）及永
安里（第三區）(圖3)，每區各二棟

XX 旁舊公寓群 XX XX XX 式公寓群

各頻率年
建物本體時可提昇建物耐洪災能力安里（第三區）(圖3) 每區各二棟

建築物進行都市建築颱洪災害脆弱度 外部
自然條件
（淹水潛

各頻率年
淹水深度

1.18 1.18 1.18 1.18 0.29 0.29 表6 外部環境不變，改善建築本體
建物本體時可提昇建物耐洪災能力

以C1為例 當改善建物本體之雨水貯留設建築物進行都市建築颱洪災害脆弱度
指標之相關調查 以及指標試算(表4、

環境
（淹水潛
勢資料）

淹水深度

淹水延時 0 99 0 99 0 99 0 99 0 74 0 74
表6  外部環境不變，改善建築本體

之評分與等級 以C2為例
以C1為例，當改善建物本體之雨水貯留設
施 地下室入口設計 設置位置 地下室入指標之相關調查，以及指標試算(表4、

表5)

淹水延時 0.99 0.99 0.99 0.99 0.74 0.74

設置位置 0 21 0 0 21 0 21 0 21 0 07
之評分與等級-以C2為例施、地下室入口設計-設置位置、地下室入

設計 防洪 設施 設表5) 地下室入
口設計

設置位置 0.21 0 0.21 0.21 0.21 0.07

防洪 水 閘
指標(層級一) 現況 改善後口設計-防洪（水）閘門、機電設施-設置地

口設計 防洪(水)閘
門

0.12 0 0.12 0.12 0.12 0
指標(層級 ) 現況 改善後

外部環境 2 67 2 67點與高度、機電設施-防水處置、地下室防
建物 建築物防

門

設置地點與
0 09 0 09 0 38 0 38 0 29 0 09 分 數

外部環境 2.67 2.67

建築本體 0 51 2 01洪 -防水鋪面、地下室防洪 -設置抽水機等建物
本體

建築物防
洪功能 機電設施 高度

0.09 0.09 0.38 0.38 0.29 0.09 分 數 建築本體 0.51 2.01

總 計 3 18 4 68

洪 防水鋪面 地下室防洪 設置抽水機等

建築本體雖等級仍為戊級（表6） 但建物防水處置 0.34 0 0.34 0.34 0.34 0
總 計 3.18 4.68

總指數 戊（5分以下） 戊
建築本體雖等級仍為戊級（表6），但建物
本體之耐洪災性能由不佳提升為普通

第一區第一區
地下室防

洪

防水鋪面 0.17 0 0.17 0.17 0.17 0
等 級

總指數 戊（5分以下） 戊

耐洪災性能不佳 耐洪災性能普通
本體之耐洪災性能由不佳提升為普通。

第一區第一區
洪 設置抽水機 0.29 0.07 0.29 0.36 0.14 0.07

等 級
建築本體

耐洪災性能不佳
（B ＜ 2）

耐洪災性能普通
（3＞ B ≧2）

第二區第二區

第三區第三區 表5 示範案例之颱洪防災安全指標等級說明 結 論第三區第三區 表5  示範案例之颱洪防災安全指標等級說明 結 論
淹水深度

0 3 1 公尺

淹水深度

0 3 1 公尺 案例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0.3～1 公尺

1 ～2 公尺

2 3公尺

0.3～1 公尺

1 ～2 公尺

2 3公尺

案例
說明

第 區 第二區 第三區

A2帝國XX C2永安XX旁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等級分為外部環境、建物本體及總分三部分，當進行區域性評估時則運用外部環境

2 ～3 公尺
＞3 公尺
2 ～3 公尺
＞3 公尺

說明
A1帝國XX

A2帝國XX
旁舊公寓群

B1情定XX B2長樂XXX C1永安XX
C2永安XX旁
舊式公寓群 之評分方式即可；若進行單一建築（群）評估時，則需進行外部環境、建物本體二部分都需進行評估。

圖3 新北市蘆洲區24小時200年重
旁舊公寓群 舊式公寓群

總指 分數 6 3 4 34 6 71 6 27 4 99 3 18

之評分方式即可；若進行單 建築（群）評估時 則需進行外部環境 建物本體二部分都需進行評估
當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 其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公共設施計畫 交通系統計畫等劃設時 可應用本計圖3  新北市蘆洲區24小時200年重

現期淹水潛勢地圖 示範案例位置
總指
數

分數 6.3 4.34 6.71 6.27 4.99 3.18

等級 丙 戊 丙 丙 戊 戊

當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其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施計畫、交通系統計畫等劃設時，可應用本計
畫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之外部環境評估指標進行試算 藉以瞭解通盤檢討前後之外部環境抗洪災性能現期淹水潛勢地圖-示範案例位置 數 等級 丙 戊 丙 丙 戊 戊 畫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之外部環境評估指標進行試算，藉以瞭解通盤檢討前後之外部環境抗洪災性能。

外部
3.95 3.9 3.97 4.13 2.72 2.67

A1 B1 C1 發現當外部條件無法立即進行改善時或改善幅度有限時（例如都市更新之情況），顯示民間單位可以從建外部
環境(E) 抗洪災性能

良好
抗洪災性
能良好

抗洪災性
能良好

抗洪災性
能優良

抗洪災性
能普通

抗洪災性能
普通

發現當外部條件無法立即進行改善時或改善幅度有限時（例如都市更新之情況） 顯示民間單位可以從建
築本體進行改善，以提高自身的防災安全。環境(E)

良好 能良好 能良好 能優良 能普通 普通
築本體進行改善 以提高自身的防災安全
在地球暖化情況日漸加劇 極端氣候已然形成的同時 未來不僅是颱風會帶來豪雨 世界各地發生在都市

建物
2.35 0.44 2.74 2.14 2.27 0.51 在地球暖化情況日漸加劇，極端氣候已然形成的同時，未來不僅是颱風會帶來豪雨，世界各地發生在都市

地區之集中豪雨的比例也逐漸升高 因此 結合淹水潛勢概念之區域發展 或是建築物興建 應是未來都建物
本體(B) 耐洪災性能 耐洪災性 耐洪災性 耐洪災性 耐洪災性 耐洪災性能A2 B2 C2 地區之集中豪雨的比例也逐漸升高。因此，結合淹水潛勢概念之區域發展、或是建築物興建，應是未來都
本體(B)

普通 能不佳 能普通 能普通 能普通 不佳 市防洪之趨勢，而都市颱洪防災安全評估則可提供作為都市防洪規劃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