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氣候變遷洪災韌性提升
策略建構(2/2)

緣起
臺灣是多自然災害的國家，尤其面對氣候異常導致洪災威脅持續增加，自民國89年以來歷經多次風災，特別在民國98年

莫拉克颱風及民國107年0823熱帶低壓豪雨的重創下，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水利署長期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財力來提

升地方區域排水能力，目前已經大量減少在工程設計標準下的可能淹水面積。然而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世界各地已經正在

面臨極端氣候帶來洪災的衝擊，極端氣候帶來的降雨強度已經超過目前我們工程與非工程的防治標準，因此必須強化對於面

對洪災時的韌性能力，以積極面對氣候的不確定性。洪「災」雖然難以避免，但是透過洪災的韌性檢討與提升過程，期待可

以大幅減低「害」的產生，並且能從過去的災害經驗中學習成長，提升到更高程度的韌性水準。韌性的提升過程除了需要瞭

解自身不足之處以提出韌性解決方法之外，還要能由下到上的協力合作才能推動成功。

主要成果

結論與建議

2.極端降雨情境設定方式建議
本方法係用以探討洪災韌性提升方案在最極端之降雨情況下，
可為研究區域帶來的減洪程度，作為後續政策或配套措施研
擬之依據。(使用者需根據實際研究需求與目的，再決定是否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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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提出之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五階段，除透過專業
角度規劃，同時考量民眾需求，據以提供政府部門相關政策之
規劃、調整，並達成政策與民眾需求之平衡，協助地方政府實
現公私協力的目標，進而積極面對洪災的威脅，提升城市之洪
災韌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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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結合地方民眾意見之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

本計畫參考國際文獻與荷蘭鹿特丹水廣場之工作坊經驗，建

構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五階段。藉由前期階段邀請民眾參

與並融入其意見，可避免發生因民眾反對而窒礙難行之窘境。

3.建立民眾感知評量與在地協商溝通機制

利用地點評價系統暸解民眾對洪災的容受力與感知程度，作

為平衡民眾需求與韌性提升方案研擬間之依據。而韌性提案

執行需仰賴公私部門的共同瞭解與合作，因此可藉由工作坊

的方式來進行彼此溝通。

4.採用「種水於田」觀念推動在地滯洪

針對「種水於田」之在地滯洪方案初步草擬四項推動關鍵

(滯洪區位規劃、經費相關規劃、工程相關規劃、推動檢核

規劃)，以及種水獎勵建議(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