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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綜合實驗區雨洪調續利用規劃-金井灣片區整合應用 

蔡 文 豪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摘    要 

本文探討中國大陸之平潭綜合實驗區雨洪調續利用規劃的構想，並以平潭綜合實驗

區的金井灣片區(中國大陸之片區相當於台灣的都市計畫區)為規劃區位及案例地點，分

析其區域特性，及研擬方案成果。 

一、 前言 

中國大陸之平潭綜合實驗區從地理環境而言為平潭島，其規模約 350 平方公里，如

圖 1 所示。在 2010 年以前平潭島為一靠漁業、農墾為生的農業島，在 2010 年以後，因

應平潭島之海西經濟區計畫之推動，預計在 2030 年以前平潭島將轉型為以高科技製造

及服務為主的科技文化島。經由島內的產業及土地使用的轉型與改變，將使得島內的水

資源使用以及防洪防潮之方式，都必須配合作調整及因應。故從 2009 年開始，進行一

系列之島內水資源、防洪防潮之規劃研究，以配合社會經濟土地使用的開發。本文即針

對過往之研究成果，結合區域未來發展，進行平潭主島海壇島的水資源運用、防洪防潮

設施的檢討評估，以金井灣片區為規畫案例區位，規劃雨洪調續利用方式與成果，供後

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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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平潭島示意圖 

二、 計畫區位特性及需求 

開發前之金井灣片區衛星影像圖為圖2所示，圖3為金井灣片區開發計畫圖，

從圖 2 及圖 3 可知，金井灣片區開發前為一土地使用低密度之區域，但開發後則

為土地使用高密度之區，開發後地形地貌最大的變化，主要在墰西大道以西區域

皆會進行填海造地，及地貌重塑，同時進行都市計畫的工業區、商業區、住宅區

的開發，及產業活動的引入，而環島公路以東則進行住宅區及部份公共設施的引

入。本片區(都市計畫區)最大的變化是金井灣片區中依自然地形所形成之區域，

其面積約 10km
2
，在經由人為開發後，預計在二十年內，由人為造地及建設增加形

成約 31km
2
之高密度人口之區域。 

本片區之環境由 90%自然覆蓋之土地，逐步改為約 15%自然覆蓋之土地，其在

自然環境變化，主要反映在地文、地貌、水文等方面，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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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片區自然特性變化分析表 

項目 

  時間 
地文 地貌 水文 

片區開發前 
高程變化與植被特

性結合 

自然地貌 90% 

人為土地使用 10% 

集流時間較長 

水源涵養較佳 

片區開發後 
高程變化與片區使

用特性結合 

自然地貌 15% 

人為土地使用 85% 

集流時間較短 

水源涵養較差 

至於片區人文特性變化，主要在於產業變化、人口變化、土地使用空間變化，其如

表所示。 

表 2 片區人文特性變化分析表 

        項目 

時間 
產業 人口 土地空間 

片區開發前 
一級產業 

(農業) 
5萬人以內 農村型聚落 

片區開發後 
二、三級產業 

(工業、製造業、服務業) 
20萬人以上 城市都會格局 

 

 

 

 

 

 

 

 

圖 2 開發前金井灣片區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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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及表 2可知，在自然及人文特性急劇改變下之金井灣片區，其環境水土資源

改變與人為營造間將產生相對磨合，故未來城鄉建設及水土資源使用應掌握其特性改變，

及人為需求節制、環境承受度等因素，進行相關硬體工程，軟體管理方式的發展與整合。 

從平潭島及金井灣片區發展可知，在自然條件下，平潭島為一降雨相對稀少，水量

豐枯不均且相對匱乏之地區，但其區域有會因豐水期颱風侵襲造成局部地區積水、洪泛、

暴潮溢堤等水患，故當土地利用改變時，其水土資源的調整及調適需進行整合。從自然

資源而言，「雨洪」為天然資源，而平潭島的發展，其水資源為區域發展動力之一，故

提高水資源利用，亦即為保證平潭的發展動力，故截蓄「雨洪」成為水資源運用的主要

手段，截蓄「雨洪」在水資源利用而言，即為「蓄豐濟枯」。此外，其在水災防洪而言，

即「蓄洪減災」，在水環境營造而言，即「蓄水成湖、成渠」。 

故金井灣片區的開發建設，宜以「雨洪」調蓄及綜合運用為手段，整合「水資源」、

「水治理」、「水環境」，以及其相關之道路高程、造地高程、造景高程與位置整合，

俾利片區之建設資源有效利用，發揮水土資源的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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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開發後金井灣片區地形區域圖 

三、 規劃構想與成果 

未來金井灣片區雨洪調蓄利用將從蓄排共存區做重點發展，其片區現階段規劃及建

設佈置如圖 4 所示，整個片區開發主要分為五個分區，分別為如意湖分區、金井北湖分

區、金井南湖分區、跨海村湖分區、港口分區(填海造地區)，各分區皆有都市計畫道路

聯通，並有環島道路從外環繚繞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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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畫構想 

故依據目前的片區已有之相關規劃成果，檢討片區在「雨洪調蓄利用」之構想下需

整合之課題，以及擬定「雨洪調蓄利用」規劃目標。經檢討各相關文獻，以及現勘與調

查後，評析本片區開發所面臨之雨洪調蓄整合課題如下： 

1.如意灣受限於法令及自然潮差無法有效進行景觀工程佈置及後續遊憩經管之課

題： 

 

 

 

 

 

 

 

 

 

 

 

 

 

 

圖 4 金井灣片區規劃及建設佈置圖 

如意灣原規劃為開放式海水人工湖灣，依據相關法令如意灣護坡必須以海堤規格修

建，此外本區域潮差約 4m 左右，故如意灣無法有效運用灣內水域環境空間，且灣內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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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堤方式興建，則灣內之景觀與造景受限混凝土構造，以及管理法令，無法營造較優

美之地景，以及競爭性的水域活動。 

2.目前防洪、排水、禦潮之佈置係以「導洪」策略方式進行，但需調整成為「蓄洪」

方式的轉換課題： 

目前金井灣片區內之河川、排水、雨水下水道、人工湖、抽水站等治水設施，係以

迅速收集「雨洪」，快速以重力式配合機械方式導排「雨洪」入海，無法有效運用「雨

洪」水量。故有必要調整「雨洪」運用方式，改以「蓄洪」方式，以留蓄「雨洪」資源，

並達到治水防災、水域環境營造之目的。 

3.金井南、北湖缺乏景觀水體水量課題： 

目前金井南、北湖定位係「排洪」人工湖，其配合區域防洪、排水之水路系統，滯

洪排放洪水，故無法維持長期景觀水體水量，因而降低區域水環境及相關地景之塑造機

會。 

4.水(治理、資源、環境)整體運用未進一步整合課題： 

因目前本片區水資源、水治理、水環境係分項各別實施，未進行整合檢討，故「雨

洪」資源運用效率及效能不明確，宜進一步釐清與強化。 

5.「雨洪」水量整合運用後，片區造地、道路高程及區位、動線的配合課題： 

片區的「雨洪」水議題進行整合完成後，其相關之道路、造地之高程、區位、動線

也應配合檢討其是否應進行調整，以因應片區之建設與開發。 

針對前述之課題，分別擬定其解決策略如下： 

1.如意灣由開放式海水進出之如意湖灣，轉化為調節式海水人工湖及蓄洪人工湖。

其方式為灣口設防潮閘門，常時經由防潮閘門調控海水進出如意湖內，營造湖水高程變

化，以及廣域水體可進行環境營造。颱洪時期則關閉防潮閘門，以蓄洪方式蓄存部分片

區「雨洪」水量，並配合潮差，利用防潮閘門排放多餘超量之「雨洪」水量。 

2.依據目前現有之治水防災標準條件下，在 1日降雨 290mm之條件下，利用目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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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興建中之河川、排水、雨水下水道、人工湖之空間，同時配合如意湖之空間，於颱

洪或暴雨時，截蓄「雨洪」水量，達成片區治水目標。此外，於常時將蓄存於水路或人

工湖之水量水體，進行「水資源」利用及「水環境」營造。 

3.金井南、北湖經由「蓄存雨洪」水量，則形成「滿水位」湖體，則可配合週邊地

景，以及「水資源」之取用量，營造水域空間使用，並可不時運用「湖面水位」變化，

形成區域地景亮點。 

4.水治理、水資源、水環境之整合構想，在颱洪前一或二日，配合未來平潭島之雨

洪預報，進行調節式排放水量，預先形成「蓄洪」空間，於颱洪降雨時截蓄「雨洪量」，

在常時原則上利用湖體水位 1-2m 的變化，作為「水資源」次級用水之水量，其餘水體

則作為景觀水體及環境水量。 

5.現有道路、片區分區之高程、位置原則不變，將依據整合後之「雨洪蓄水水位」

檢討其道路高程、水域景觀空間高程、道路於颱洪期之管制路段、片區及片區內建物之

建議高程，俾利片區整體建設推動。 

爰上所述，針對金井灣片區之雨洪策略構想，研擬金井灣片區之「雨洪」水量處理

目標如下： 

1.「雨洪」水量蓄水空間，原則以 1日 290mm之雨量為設計存蓄上限，若片區實際

可提供「蓄水空間」有不足，則再依設計所需之「蓄水空間」與實際可提供之「蓄

水空間」的差值量，此差值量之處理方式原則以抽水方式配合潮閘門將其差值抽

排出片區，排出片區之時間距為一日。 

2. 依據片區實際可提供「蓄水空間」之水體水量，其中 1/3 作為「水資源」運用

水量(作為次級用水)，2/3作為環境水體及景觀水體，並可規劃視為備援水量。 

3. 金井灣片區上游區域之蓄水，原則作為「水資源」使用。 

(二)規劃成果 

依據目前金井灣片區之規劃條件，及自然流域條件下，整合檢討如意湖分區、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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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分區、金井南湖分區、跨海村湖分區、港口分區之「雨洪」利用水量及相關高程、

操作方式，並整合其設施與功能，其整合原則與構想如下： 

1.原則 

(1)原則不改變目前施作設施之造地、道路、排洪渠、排水、人工湖位置及高程。 

(2)僅增減部分設施，提高整體「雨洪」水量運用效益。 

2.構想 

(1)增設如意湖灣內防潮閘門，創造如意湖水域環境，以及海堤減量，同時於颱

洪期提供蓄水空間。 

(2)利用如意湖、金井南、北湖、跨海村湖及現有管道(雨水下水道、明渠水路)

蓄洪，降低抽水量規模，但滿足造地、道路高程不積水。 

(3)利用金井南、北湖、跨海村湖蓄水空間，提供部分水量作為水資源使用。 

(4)利用人工湖、管道蓄水，創造水環境空間及遊憩空間。 

四、 計畫效益 

經整合後之「雨洪」調蓄利用對金井灣片區的興建，產生多重的效益，其可分為可

計效益、不可計效益兩部分。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可計效益 

因「雨洪」利用將使原規劃之造地、道路、防潮、防洪、防澇等工程設施量體減少

或局部增加，但經整合後，將使其整體效益提升，故分別說明如下： 

1.造地高成效益 

因「雨洪」利用影響，將使造地填方量體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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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效益 

因「雨洪」運用，使得道路坡度及銜接更具可及性及可近性。 

3.防潮、防洪、防澇效益 

有關防潮、防洪、防澇之設施有增有減，但整體設施係朝減量方向調整。同時

其防災標準不變，但其防災的彈性空間變大，如表 3所示。 

表 3 防潮、防洪、防澇數量變化比較表 

設施 原規劃數量 修正數量 

海堤 3.2km 0km 

抽水站 50cms 4cms 

防潮閘門 無 1座：寬 120m，高 7m  

4.水資源效益 

增加每年 240至 300萬 m3的水量，以供應區域水資源使用。 

5.水環境效益 

提供人工湖水域面積 106.3ha，排洪渠路長度約 17km空間供景觀與遊憩使用。 

(二) 不可計效益 

1.整合區域土地、道路、水利設施相關系統。 

2.改善區域環境，提高生活品質。 

3.提高生活機能與功能。 

綜合上述，金井灣片區進行「雨洪」整體利用後之整體效益，再進行雨部進行之差

異對照彙整如表 4所示，整體效益提升且經費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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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雨洪效益對照表 

項目 原規劃數量 修正數量 效益 

防災標準 1日 290mm 
1日 290mm 

尚有上調空間 
防災較有彈性 

防災抽水站 50cms 4cms 減少 16cms 

水資源量 0萬 m3/年 240-300萬 m3/年 增加效益 

水環境 人工湖 59.2ha 
人工湖 106.2ha 

水路 17km 

增加人工湖 47ha 

水路 17km 

海堤 3.2km 0km 
減少 3.2km的海堤建造

成本 

支出總成本 3.74億元 0.12億元 至少減少 3.62億元投資 

備註: 1.工程成本(以人民幣)計價參考: 海堤 7萬元/m, 抽水量 300萬元/cms 

五、 結論與建議 

依據目前金井灣片區之規劃條件，整合檢討如意湖分區、金井北湖分區、金井南湖

分區、跨海村湖分區、港口分區之「雨洪」利用水量及相關高程、操作方式，並整合其

設施與功能，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1. 經由「雨洪」調蓄利用，可使金井灣片區之水治理、水資源、水環境功能更強

化及有效。 

2. 水治理方面，在不改變保護標準下，可減少 3.2km海堤，及降低泵站規模 46cm。 

3. 水資源方面，可提供 240-300萬 m3/年水量，供片區次級用水之用。 

4. 創造出 106ha人工湖(滿水位)，17km水路之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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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可鼓勵片區各廠區進行小範圍之雨洪利用規劃，可提高整體之保護標準。 

2. 可就「雨洪利用」調蓄策略推廣至平潭全島應用。 

3. 目前道路、造地可依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作適度調整，以強化土地資源及雨洪

利用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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