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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突破傳統僅從單一都市或地區檢討減洪調適規劃模式，而從上、中、下游整體流域之跨
區位思考，並扣合「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政策建議八大要素之城鄉發展與設計應考量災害風險，
在城鄉發展的同時考量災害風險，演算分析逕流分擔措施等減緩調適行動之成效，建議城鄉發展區
調洪規劃，強化都市韌性，以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 
        選定位於鹽水溪流域的挑選「上游–虎頭埤特定區計畫」、「中游–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
畫（包含科學園區及不含科學園區部分）」及「下游–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鹽水溪流域範圍）」
做為操作減洪調適規劃之研究地區，並由4種雨量情境（豪雨：200mm/24hr、鹽水溪流域重現期
10年降雨：275mm/24hr、大豪雨：350mm/24hr及氣候變遷降雨情境：500mm/24hr）與都市
計畫施行後之基礎地文情境、都市減洪調適規劃演算情境（透保水設施設置情境與綠色基盤設施設
置情境），經城鄉發展區空間減洪水理演算模式模擬逕流現象之成果，探討其於鹽水溪流域之減洪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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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基地透保水設施減洪成效的關鍵因素在於操作土地面積的大小：以鹽水溪流域為例，若單一都市計畫區的操作面積未
達50公頃，則減淹效率較不顯著，故須透過管制手段，規定辦理都市更新或是建築基地開發時，皆需留設一定面積的土地設置
基地透保水設施，以確保達到基地涵養或貯流滲透雨水之能力。若要以獎勵容積作為建築基地設置更具保水效果之雨水流出抑
制措施的誘因，則須透過城鄉發展區空間減洪水理演算模式進行模擬，評估其基地透保水設施產生的減洪成效，若重要保全對
象（如建成區之住宅、商業、工業區等）位於減淹範圍內，則容積獎勵的提供才具有合理性。 
二、綠色基盤設施減輕之淹水範圍包含聚落與工業區等重要保全對象，在都市減洪調適規劃上具有實質成效：設置於農業區綠

色基盤設施之減洪成效高於公園用地與綠地用地、設置區位鄰近淹水潛勢範圍綠色基盤設施具有較佳減淹成效，故建議未來進
行綠色基盤設施空間規劃策略時，應以農業區在地滯洪方式、鄰近淹水潛勢範圍區位做為優先考量。 
三、於都市規劃流程方面，建議將本研究提出減洪調適評估操作模式納入都市規劃手冊：在「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部分，應

於「上位暨相關計畫與現行計畫」、「自然生態環境」及「都市防災」等部分，補充建置資料以掌握都市計畫地區的淹水災害
情形；在「發展預測分析」部分，應考慮將淹水模擬納入發展預測當中，作為擬定該地區「整體發展構想」考量。在「研擬課
題與對策」及「檢討後計畫內容」部分，應提出都市減洪調適規劃面臨課題，並研擬相關對策加以因應及改善，例如：在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及都市防災計畫等方面進行檢討，以因應氣候變遷對都市地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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