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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結論

臺灣近年接連面臨2009年莫拉克風災及2018年0823水災造成的嚴重損失，未來面臨極端氣候造成的水患時，城市恐難

單純透過工程與非工程保護措施而倖免於災害衝擊。基此，城市除了重視「預防災害發生」與「減低災害衝擊」等方向的

持續努力外，也希望地方政府首長能積極提升城市水韌性能力。本計畫以水利署107年「韌性水城市評估-地方政府首長參

考手冊」為基礎，並延續108年「韌性臺灣-全國治水會議」共識與主軸，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韌性水城市評估。同時配合縣

市國土計畫推動暨相關部門計畫審議進程，連結國土計畫與韌性城市，期透過國土利用與空間發展之掌握強化推動水韌性，

據以達成因應氣候變遷與擘劃整體防災策略之目標，進而接軌國際，以提升城市面臨極端氣候影響之水韌性能力。

國內推動韌性城市的觀念剛起步，加上國土計畫正在推

行，推動過程中不同領域單位得需更多磨合。期待未來中央

與地方持續支持與推動，以塑造組織文化、凝聚共同目標，

促使城市永續發展。

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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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擬融合國土計畫之韌性策略與行動計畫：
配合縣市國土計畫推動，本計畫連結國土計畫與韌性水

城市之觀念，調整雲林縣韌性提升行動計畫，以國土計畫的
三大面向與六種手段來檢視具空間特性的韌性提升計畫，並
加入國土計畫之思維，提出以下三個建議行動計畫：

1.雲林縣與臺南市水韌性推動工作：
根據韌性水城市-地方首長參考手冊進行雲林縣與臺南市

的水韌性評估，評估內容分為「組織韌性」、「基礎設施韌

性」、「社會韌性」、「經濟韌性」等四構面，透過指標評

估瞭解雲林縣與臺南市在水韌性各構面的可能弱項，作為進

一步研擬各缺口可能改善的方式，並依據韌性缺口擬定各項

提升方案，以及提出落實韌性提升方案的行動策略，以協助

地方政府檢視相關政策，提出政策修正之建議。

雲林縣
韌性提升方案

雲林縣韌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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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強化防洪治理效益

B2.保育水源穩定供水

B3.水土調洪永續規劃

B4.與水共生空間發展

B5.建物耐洪韌性提升
B6.振興地方災後創生

D2.農業災後振興協助

D3.農業救助紓困與獎勵

C1.雲林縣易淹水地區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計畫

C2.收容安置規劃及外
語防災資訊

A1.推動落實洪災韌性學習

A2.強化洪災風險辨識分析

A3.建置復原重建推動系統
A4.整合防災資訊傳遞平台 織

韌

性

設
施

韌
性

礎
基

會

韌
性

濟

韌
性

D1.農業自主防災社團

臺南市
韌性提升方案

3.以地層下陷地區特性研擬雲林縣的水韌性發展建
議：
針對雲林縣地層下陷特性，檢視目前相關執行的計畫，

建議可加強的部分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