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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既有防洪設施功效，水利法已增訂逕流分擔相關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可視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公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並由主管機關擬訂逕流分擔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實施。逕流分擔係透

過水道及土地共同承擔降雨逕流，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事業計畫時配合

辦理逕流分擔措施，以提升土地耐淹能力，進一步降低淹水風險。本文章說明法

定逕流分擔辦理程序及逕流分擔評估報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逕流分擔計畫等

各階段作業說明，並介紹逕流分擔之做法及可能遭遇之困難。 

一、 前言 

全國淹水災情在政府機關

數十年整治下已獲改善，然而近

年來氣候變遷導致超過既有防

洪設施保護標準之降雨事件頻

傳，以傳統防洪工程手段已無法

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且

都市高度發展後更增加水道拓

寬、加高以及內水積淹排除之困

難，為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水利法已增修「逕流分擔及出流

管制」專章及訂頒相關子法，並

於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逕流分

擔之目的在於因應氣候變遷及

確保既有防洪設施功效，係透過土地與水道共同分擔降雨逕流，有效調適氣候異

常可能帶來的淹水災害，並提升土地耐淹能力，本文將進一步介紹逕流分擔之推

動流程與作業。 

 

圖 1 逕流分擔推動效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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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逕流分擔作業說明 

逕流分擔之執行作業，規定於水利法第 83 條之 2 至第 83 條之 6 及子法「逕

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包含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劃設公告、

逕流分擔計畫核定公告、推動流程、民眾參與、審議作業、實施方式以及執行管

考。 

依「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為公告逕流分擔實施

範圍，需先完成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評估實施逕流分擔需求、可行性及選定範圍，

並經各級逕流分擔審議會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逕流

分擔實施範圍公告後，主管機關應於一定期限(三年)內擬訂逕流分擔計畫報中央

主管機關審議後核定公告，再由各權責機關依逕流分擔計畫配合完成逕流分擔措

施。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計畫由地方政府擬訂者，應先經地方逕流分擔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完成擬訂，再送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審議；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者，由

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審議。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圖 2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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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為利各級主管機關依水利法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

及執行辦法」擬訂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時有所參據，已於 109 年 5

月 21 日頒訂逕流分擔技術手冊。茲就逕流分擔實施範圍、逕流分擔計畫及逕流分

擔措施說明如下： 

(一)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水利法第 83 條之 2，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既有防洪設施功效，中央

主管機關得視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

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據此，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及

重大建設即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選定主要因素，依此精神，「逕流分擔實施

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第 4 條進一步規定，河川流域或區域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內，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屬高密度發展地區，無法僅以傳

統之拓寬水道、疏浚水道及加高堤防等水道治理方式改善洪澇，且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實施逕流分擔，以降低災害，提升防護能力： 

1. 因氣候變遷極端降雨強度增加，造成地表逕流超出治理計畫之水

道計畫洪水量或超出排水系統之排洪能力而有溢淹之風險。 

2. 都市發展範圍快速擴張或重大建設計畫，原規劃排洪設施不足以

因應，致有提高地區保護標準之必要。 

3. 地表逕流受限於低地地形無法排入河川或區域排水，致重複發生

積潦災害情形。 

(二)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係針對擬推動逕流分擔之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

區域，透過科學方法(洪水演算分析)釐清計畫範圍內是否符合辦理逕流分擔

之適用條件(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第 4 條)以及

推動之必要性。而後依目標降雨情境分析成果估算逕流分擔需求與完成初

步方案規劃，經可行性綜合評估後，擇定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確認執行機

關分工，完成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該評估報告經逕流分擔審議會逐級審議

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逕流分

擔實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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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逕流分擔計畫 

逕流分擔計畫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公告後，就實施範圍內之基本資料

進行進一步之蒐集與確認，並估算不同逕流分擔目標情境之逕流分擔需求

後，與相關機關協商確認計畫目標，並以逕流抑制、逕流分散、逕流暫存、

低地與逕流積水共存之原則，以工程方法及非工程方法因地制宜，並輔以

避災措施等綜合運用完成逕流分擔方案規劃、效益分析、分工計畫及配套

措施等。再者，逕流分擔計畫應載明計畫範圍、計畫概況、計畫目標、逕流

分擔措施及其執行機關、預估經費及推動期程與其他相關事項(水利法第 83

條之 3)，主管機關於擬訂逕流分擔計畫時，除需邀集相關機關協商及廣徵

意見外，應於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前，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並參酌

相關機關、專家及人民團體意見修正逕流分擔計畫。 

 

圖 3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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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逕流分擔措施 

逕流分擔措施指為達成逕流分擔計畫目標所需辦理之治理工程或管制

事項(水利法第 83 條之 3)。執行機關興辦目的事業時，應依逕流分擔計畫

辦理逕流分擔措施，並優先利用水道用地、各類排水用地、公有土地或公共

設施用地為之(水利法第 83 條之 5)。因此，逕流分擔措施係由政府各部門

機關共同執行，未來各執行機關(目的事業機關)依商訂之逕流分擔計畫及期

程，於新建或改建其目的事業設施時，配合完成逕流分擔措施，其並不是專

門用於逕流分擔之措施，而是以公有設施或公有土地多目標規劃設計利用，

在不影響原有目的事業功能使用下，兼具可發揮逕流分擔功效。 

三、 逕流分擔做法 

逕流分擔，有別於傳統由水道概括承受所有逕流之治水作法，將原多由水路

承納之逕流量，藉由水道與土地共同分擔，以有效的分散逕流及分散災害，降低

淹水風險，提高國土承納洪水之韌性。其作法採逕流抑制、逕流分散、逕流暫存、

低地與逕流積水共存之原則，因地制宜，包含工程方法、非工程方法、避災措施

及管制事項。 

逕流分擔為透過土地空間的管理及多目標利用來達到降低淹水風險效益，為

了逕流分擔能融入國土計畫內落實推動，經濟部亦於 109 年 5 月 7 日提出建議縣

市國土計畫配合「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之政策指引，建議縣市政府於擬定國土

計畫時注意相關土地利用概念。土地利用型態及公共設施之相關逕流分擔作法說

明如下： 

(一) 位於低窪之天然滯蓄洪空間，如農地、森林、濕地及地層下陷…等，

應儘量保留其滯蓄洪能力，避免劃設或變更為可開發之土地分區。 

(二) 於規劃相關土地使用時，可參考淹水潛勢圖資、防汛熱點、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計畫等資料，以及水利防洪設施尚未達保護標準之地區，

作以下考量： 

1. 透過合理土地分區及使用規劃，以降低具有淹水風險較高地區之

利用強度與規模為原則，如調整城鄉發展總量及土地高程管理(洪

水警戒範圍及高程、高腳屋…)等。 

2. 淹水風險較高地區之土地利用，以國土保安或低度利用為原則，

並避免劃設為產業用地或未來高度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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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淹水風險較高地區之開發行為，可以訂定較嚴格土地利用條件為

原則，如較高之出流管制逕流量及較嚴格之開發面積門檻。 

4. 對淹水風險較高或重點發展地區，應確保其鄰近天然滯蓄洪空間

之保全，以免導致淹水轉嫁及風險增加。 

(三) 納入在地滯洪觀念，規劃農林牧用地於颱洪期間可短暫兼做滯水空間，

以降低區域淹水風險。 

(四) 為提高都市防洪韌性，土地開發除應負擔出流管制規定之逕流量外，

建議可透過制定獎勵政策，鼓勵私部門開發時能提供額外之公共滯洪

空間。 

(五) 新建或改建之建築物應依水利法規定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提

升耐淹土地能力，降低洪水災害衝擊。 

(六) 未來逕流分擔計畫公告後，應配合進行土地使用管制或限制，以控制

逕流流出，達到逕流分擔計畫分配應負擔吸納之逕流量目標。 

(七) 藉由公共設施或公有土地等公共空間來分擔逕流，且不改變公共設施

(公有土地)原有之目的事業用途，而是多元設計兼有分擔逕流功能。如： 

1. 加強坡地保水及涵養水源能力，抑制逕流產生，如加強造林、土

地保育、蜿蜒或分散野溪流路、野溪設置阻水樹柵……等。 

 
圖 4 臺中坪林森林公園(休閒景觀生態池兼具滯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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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公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兼有逕流抑制、分

散、暫存功能，如： 

(1) 公園、綠地、停車場兼

做滯(蓄)洪池。(如圖 4、

5) 

(2) 安全島降挖蓄水、營

造雨水(綠色)街道，強化

道路蓄水、保水及導水能

力。 

(3) 學校用地、體育用地

降挖蓄水。 

(4) 交流道及休息站周邊

增設滯洪池。(如圖 6) 

(5) 低緩衝開發設施。(如

圖 7) 

(6) 增加雨水貯留、地表

入滲……等。 

  

 

圖 5 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場兼滯洪池 

 

圖 7 新北中和自強國中、

國小低衝擊開發工程 

 

圖 6 沙鹿交流道增設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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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逕流分擔可能遭遇困難 

(一) 地方政府配合辦理逕流分擔意願有限 

地方政府對於河川逕流如需由地方土地共同承擔之意願有限，以基隆

河為例，基隆市位於高地集水區，其逕流可順利排入河道，該市政府願意協

助分擔之意願不高。而位於下游之臺北市地區，其低地集水區洪災風險較

高，然臺北市地區大都已高度開發，能夠利用之公有土地或公共設施相當

有限。 

(二) 逕流分擔預算經費希冀由中央水利機關補助 

逕流分擔措施為由執行機關於興辦目的事業 (包括目的事業新建或改

建)時辦理，並無專案編列經費辦理，然由於逕流分擔屬新興政策，地方政

府多反應認為經費應由中央全額補助支應，否則較無辦理意願。而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經費編列原有使用標的，辦理逕流分擔將排擠原機關目的事

業預算，且逕流分擔計畫尚未核定前，預算標的不明確，不易先匡列需求經

費。 

(三) 逕流分擔措施增加維護管理難度 

逕流分擔措施為在不影響原設施目的事業功能下兼有逕流分擔功能，

然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此舉會增加設施操作及維護管理的難

度，如停車場兼作滯洪池，地方政府考量各種因素在執行上並不容易，而相

關興建及管理經費亦會額外支出。 

(四) 逕流分擔措施場域及施作工法有限，影響可滯蓄洪空間 

以學校場地為例，為了不影響學生安全及活動空間，盡量避免開挖行

為，且需配合學期作業時間，只能利用寒暑假期間施工，因此逕流分擔施工

工法以 LID 為主，可滯蓄洪水量亦有限。 

(五) 逕流分擔時程難以掌握 

逕流分擔需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共同配合堆動，而相關機

關對於既有公共設施改善作為逕流分擔設施之作法及能否維持原使用功能

多有疑慮，因此需要協商及磨合時間較長，計畫時程較難以掌控。 

五、 結語 

(一) 水利法雖已立法推動逕流分擔，然因其為新的理念且須協商各目的事

業機關共同配合始能順利推動，期程相當冗長，因此亟需各目的事業

機關興辦目的事業時，能主動考量納入逕流分擔理念，以土地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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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進行規劃，同時兼顧該土地原目的事業之使用及逕流分擔功

能。 

(二) 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在利用公有土地或興建公共設施用地時，

應廣泛納入逕流分擔理念，以土地多目標使用方式進行規劃，同時兼

顧該土地原目的事業之使用及逕流分擔功能。 

(三) 逕流分擔涵蓋集水區內土地之合理使用、農田蓄洪、基地保水與雨水

貯留等逕流分擔作法，而各類公共設施之設計，包括道路、公園、綠

地、學校、運動場、停車場或其他公共設施，應有分擔淹水風險之責

任觀念。此外，土地高程管理、道路傳輸洪水及建築物之耐水化等提

升保全對象耐災能力方案，以及洪水預警系統建置、淹水潛勢圖劃設、

避難路線與場所建立、警戒雨量及水位等避災預警方案等，須因地制

宜導入相關措施以達成計畫目標。 

(四) 公共設施的逕流分擔作法，在於其附加功能的設計，使其有助於逕流

的抑制、分散與暫存，已跳脫水利設施的框架，而必須由各部門跨領

域合作來共同推動，以創新的思維創造多元效益。因此逕流分擔的作

法是富有多樣性的，可以利用公共戶外空間也可以利用建物本身，小

至低衝擊開發設施，大至滯洪池或分洪道等大型工程，並無侷限在一

定之地點或空間，重點在於是否能夠發揮抑制逕流、分擔(散)逕流或是

延滯逕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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