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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全球暖化、洋流變化、氣壓變化等造成極端氣候，氣候變遷

導致高溫、乾旱、暴雨或洪澇等造成鉅大災害損失，故面對極端氣候

採取有效之因應政策，刻不容緩。而海綿城市，是一種在都市中建設

防洪、防澇，並兼有生態環保功能的新型城市治理概念。臺北市自民

國 104 年起，以「韌性水調適」、「永續水利用」、「友善水環境」等三

大願景，推動「海綿城市」政策，推廣透水鋪面、綠色植栽、雨撲滿、

滯洪池、建築物地下貯留等透水、保水建設，乃至於提升公私逕流分

擔，都是完備都市「水調適」的方式，期許藉此提高都市降雨容受度，

打造都市的防洪韌性，建立永續臺北。 

由近五年資料分析得知，臺北市「人行道」透水鋪面鋪設面積於

民國 109 年達高峰，110 年及 111 年雖微幅下降，但仍達到每年 25,000

平方公尺的水準，而「公園、綠地、廣場」透水鋪面，則於 111 年則

呈現倍數成長，成長 125.63%。兩者 111 年的累計鋪設面積與 107 年

比較，皆呈現 1 至 2 倍的成長，顯見在海綿城市政策的推動上，已有

明顯的成果。而雨撲滿，109 年之 110 年經連續兩年高峰值後，111 年

降至回到與 108 年之前的水準。 

為減輕市區的積水壓力，臺北市所有 88 座抽水站已全面完成自

動化操作，不僅能提高管理效能，減少人力需求，並積極建置滯洪池，

目前最大蓄洪量達到 210,500 立方公尺，已超過 84 座奧運標準游泳

池的容量。另由近十年資料顯示，臺北市已開闢的公園綠地面積，十

年間累計增加 450 公頃面積，成長 32.87%，增加面積約當臺北市總

面積 1.66%。 

海綿城市概念引入了都市計畫和水利建設，儼然成為極端氣候下

城市致力發展之指導方針，惟有愛惜並善用水資源，政府民間共同合

作，才能讓城市永續經營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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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資料管窺極端氣候影響下的臺北海綿城市 

壹、前言 

全球暖化、洋流變化、氣壓變化等造成極端氣候，氣候變遷導致

高溫、乾旱、暴雨或洪澇等造成鉅大災害損失，在面對全球性氣候變

遷與極端天氣愈來愈劇烈的情況下，臺北市政府為健全調適能力，增

強應對韌性，降低災損程度，除了加固原有堤防、抽水站及雨水下水

道等設施外，更需適時提出有前瞻性的政策，以因應未來劇烈天氣的

衝擊。所以臺北市政府自民國 104 年起，以「韌性水調適」、「永續水

利用」、「友善水環境」等三大願景，推動「海綿城市」政策，以期在

現存的防災設施與能力之上，提升防護能力，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可能

的威脅。 

「海綿城市」係在都市中建設防洪防澇並兼有生態環保功能的新

型都市模型，指都市如海綿一樣，降水時能吸水、蓄水、滲水、淨水，

而平時則可「擠」出收集的雨水來利用。其概括有「滲、滯、蓄、淨、

用、排」六大措施，對都市原有生態系統的保護、生態恢復和修復，

以及低影響開發，以成為政府城市治理的指導理念。本文將就「防洪、

保水」面向探討分析，期供作未來政策制定之參據。 

貳、早期防洪措施 

臺北市地理位置所在的臺北盆地，周圍環山，基隆河、景美溪、

新店溪、大漢溪等流經其中，匯流成淡水河而出海。臺北市位居盆地

之中地勢低窪，部分區域甚至低於平均高潮位，由於地形和周遭地理

環境因素，使市區變成天然聚水盆，在強降雨發生時亟需堤防、疏散

門、抽水站、滯洪池及雨水下水道等水利設施有效運作，成為市民安

全與財產的第一線保護。 

民國 40~50 年代時，只要颱風來襲整個大臺北就會變成水鄉澤

國，例如 52 年 9 月葛樂禮颱風肆虐下，臺北盆地的河川沿岸地區泡

在大水中三天未退，其中以大同區日新國小附近水淹一樓高為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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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數次颱風豪雨造成大範圍淹水的慘痛經驗，當時臺灣省政府及後來

升格為直轄市的臺北市政府痛定思痛，開始一系列的治水防洪政策。

54 年完成第一次基隆河截彎取直(士林段)、62 年訂定『臺北地區防洪

計畫』，採用 200 年重現期洪水為堤防保護設計標準，主要工程為沿

淡水河及其支流兩岸興建及加高堤防，並開闢二重疏洪道，以分洪方

法疏解新店溪及大漢溪之洪流，以及 83 年完成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

直(內湖大直段)。92 年起推動「總合治水」政策，以一系列「上游保

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的各項工作，完善臺北市的防洪基礎。在

各項防洪治水的工程及策略演進推動下，逐步將大部分轄區河川溪流

防洪保護達到法定標準。(圖 1) 

圖 1 歷年推動防洪政策紀事 

 

參、現今政策作為 

然而，在全球氣候變遷及都市熱島效應的影響下，極端強降雨仍

可能造成令人措手不及的災害。故臺北市政府自民國 104 年起，以

「韌性水調適」、「永續水利用」、「友善水環境」等三大願景，推動「海

綿城市」政策，其主要政策有透水鋪面、雨撲滿、滯洪池、抽水站自

動化系統及綠資源等，以下將逐一探討。 

一、透水鋪面 

受氣候變遷及都市高度水泥化影響，近年來熱島效應愈發劇烈，

為恢復城市水文循環、增加透水綠化等永續營造發展概念是海綿城市

的發展方向。因傳統非透水鋪面呈現積水現象，故自民國 93 年起臺

北市人行道改善工程以透水鋪面為原則，另車行道路及公園、綠地、

62年 

訂定「臺北

地區防洪計

畫」，並開闢

二重疏洪道 

54年 

完成第一次

基隆河截彎

取直 (士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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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基隆河

第二次截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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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段) 

92年 

推動「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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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推動「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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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等場域亦鋪設透水鋪面，藉此提高都市降雨容受度，緩和熱島效

應。(圖 2) 

圖 2 透水鋪面與非透水鋪面的吸水效果比較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說    明：照片展示了模擬降雨至透水鋪面與非透水鋪面時的道路狀況，可以

發現傳統非透水鋪面呈現積水現象，而透水鋪面則無積水。 

由近五年資料觀察，臺北市人行道透水鋪面積自民國 107 年至

109 年每年鋪設面積呈成長趨勢，110 年及 111 年雖微幅下降，但仍

達到每年 25,000 平方公尺的水準。另由自 93 年起鋪設面積來看，累

計至 111 年底臺北市人行道透水鋪面積達 220,293 平方公尺，較 107

年累計數高出 95.32%，顯示最近五年臺北市政府推動海綿城市政策

的努力以見成效。(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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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北市人行道透水鋪面鋪設面積 

 

再觀察近五年臺北市車行道路、橋涵鋪設透水鋪面，每年鋪設面

積互有增減，以 108 年 32,521 平方公尺最多，111 年 26,089 平方公

尺最少。至於公園、綠地、廣場透水鋪面鋪設面積，107~110 年鋪設

面積都在 15,000 平方公尺上下，111 年則呈現倍數成長，較 110 年成

長 125.63%。(詳表 1) 

表 1 臺北市車行道路、橋涵及公園、綠地、廣場               

透水鋪面鋪設面積 

年別 
車行道路、橋涵 

(平方公尺) 

公園、綠地、廣場 

(平方公尺) 

107 年 31,849  13,644 

108 年 32,521  15,479 

109 年 27,991  14,897 

110 年 28,752  15,693 

111 年 26,089  35,40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二、雨撲滿 

水資源處理方式中雨水貯留與地下水利用是相對簡單，且成本低

於海水淡化回收水的方式，還可結合建築與設計，將水資源有效的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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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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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及應變強降雨，使氣候變遷帶來的危機轉變成獲取水資源的機會。

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在轄內公園綠地、停車場、體育場館、校園等公

共設施場域設置雨水貯集槽或雨撲滿(圖 4)，達成降低強降雨之洪峰

流量、延長洪峰滯延期及節能保水。 

圖 4 象山公園設置雨撲滿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觀察公園綠地雨水貯留量，近五年公園綠地雨水每年新增之可貯

留水量，在民國 109 及 110 兩年呈現 2,000 立方公尺上下的峰值，主

因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設置多處公園綠地雨撲滿施作完工，致

使該 2年新增雨水貯留量暴增；111年則又回到與 108年之前的水準。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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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公園綠地雨水貯留量 

 

三、抽水站自動化系統 

為提升抽水站管理效能及強化應變指揮能力，臺北市政府自民國

92 年起即進行規劃全市抽水站朝自動化運作方向之評估，依河系、地

域及操作特性將全市抽水站區分為六個運作分區，以群組化方式分區

管理。先由第一分區新生大排沿線等 10 座抽水站試辦建置自動化監

控系統，並於 96 年 11 月建置完成。 

歷經民國 97、98、99 年颱風豪雨的考驗，確認系統穩定可靠，

賡續分階段完成第二至第六分區之自動化建置，至 108 年為止臺北市

6 個抽水站分區管轄 88 座抽水站，且皆已全數完成自動化建置，預

期能提升管理效能、強化應變指揮能力、降低人力需求。另因應數位

化時代，同年建置完成抽水站自動化資料庫，將抽水站機電設備運轉

及水情資訊進行整合，以進一步提升抽水站監控系統管理效能。 (詳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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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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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北市自動化抽水站座數、完成年度及轄管範圍 

分區別 自動化抽水站座數 完成年 轄管範圍 

總計 88 座   

第一分區 10 座 96 年 新生大排沿線 

第二分區 15 座 103 年 基隆河左岸沿線 

第三分區 12 座 104 年 基隆河右岸沿線 

第四分區 
7 座 108 年 淡水河沿線 

15 座 108 年 社子島全區 

第五分區 12 座 108 年 景美溪沿線 

第六分區 17 座 108 年 士林北投地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四、滯洪池 

面對極端氣候的威脅下，大豪雨的發生愈來愈頻繁，當短時間的

強降雨超過雨水下水道的排水能力，低窪地區就有可能發生積、淹水

現象。此時就需將超過雨水下水道負荷的洪峰轉移到滯洪池設施內，

以減輕市區的積水，等下水道的水位降低後，再將滯洪池的水排出。 

滯洪池的設置地點的選擇是規劃初期相當重要的一環，所以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陸續在有積淹紀錄的集水區，規劃並尋找適

合地點建設滯洪池，以提升該區的防洪能力。如設置於郊區，以近自

然工法營造濕地環境，維持良好的生物棲地，成為結合生態與治水的

園區。或是位於公有閒置空地或公園範圍內，隱身於地下，充分利用

都市空間。截至目前為止臺北市滯洪池最大蓄洪量達到 210,500 立方

公尺，超過 84 座奧運游泳池水量1。(詳表 3) 

  

                                                      
1 奧運游泳池水量以 2,500 立方公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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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轄管滯洪池 

名稱 行政區 
最大蓄洪量 

(立方公尺) 
完工年月 

總計  210,500  

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內湖區 131,500 97 年 4 月 

金瑞治水園區 內湖區 27,000 104 年 3 月 

文山運動中心滯洪池 文山區 6,000 106 年 7 月 

文山區辛亥生態公園滯洪池 文山區 46,000 108 年 1 月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五、已開闢公園綠地 

都市中綠色植物可以發揮蓄存作用，減少城市地表的逕流量，緩

和都市熱島效應，公園綠地面積的增加，也是海綿城市的重要環節。

臺北市綠資源2面積，以廣義角度解釋，舉凡能做為市民休閒活動、舒

展身心等戶外空間均盡可能開闢綠資源面積。為了提升臺北市的綠資

源，目前除了廣植行道樹、槽化島植栽，更在許多公共廣場、公園、

體育場、學校等擴建綠地和鋪設透水磚，亦針對公園和濕地進行生態

化設計和棲地復育，增加綠化面積，十多年來在這方面取得明顯的成

果。臺北市綠資源面積由於大部分的範圍屬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實難

有成長的空間，故以下僅就已開闢公園綠地面積進行分析。 

由近十年資料觀察，大致呈現穩定增長趨勢，至民國 111 年達高

峰，期間以 110 年較 109 年增 199 公頃最多，107 年較 106 年增加 109

公頃次之。十年間(102 年至 111 年)累計增加 450 公頃面積，成長

32.87%，增加面積占臺北市轄總面積 27,180 公頃的 1.66%。另每人享

有已開闢公園綠地面積，自 104 年起亦呈現逐年增加，111 年每人享

有面積 7.33 平方公尺為 102 年的 1.44 倍。(圖 6) 

                                                      
2 綠資源定義：包含市區及近郊公園綠地(A)、陽明山國家公園(B)、保護區(C)、田園基地(D)、遷

葬公墓簡易綠化(E)、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F)，扣除重複列計於 A 者。其中 B、C 以本府都市發

展局「臺北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公務統計報表資料計算。D、E 自 109 年底起列計於

綠資源面積。F 為本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當年」核發使用執照之「屋頂綠化」及

「空間綠化」面積，105 年底至 108 年底列計於 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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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北市已開闢公園綠地面積 

 

肆、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透水鋪面這個面向，人行道透水鋪面鋪設及公園、

綠地、廣場透水鋪面兩個項目，111 年的累計面積與 107 年比較，皆

呈現 1 至 2 倍的成長。至於綠資源面向，可以發現在過去十年間臺北

市已開闢的公園綠地面積，也有成長 33.35%，為保有上述成果，讓 

城市能永續發展，本分析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一、推動社區自主防災，強化民間防災參與度 

水患治理除了政府的建設外，還須民眾水災自主防災能力的提 

升，在災害發生當下及公部門救災資源進入前，透過民眾自助、互助

的應變機制，能有效地減少及降低水災發生時的損失及傷亡。因此未

來將宣導行動防災 App 即時通報軟體，並推動水患自主防災韌性社

區計畫，成立防災社區工作團隊，輔導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及任務分

工與運作，並開設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或講習課程，進行社區防救

災演練，以強化民間防災參與度。 

二、賡續推動透水鋪面，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持續在臺北市境內各公園、廣場及園路逐步規劃鋪設透水鋪面。

並藉由人行道鋪面破損、拓寬、老舊更新時，整併設施帶並以透水鋪

面等措施，藉由透水鋪面讓雨水能夠滲入土壤，增加基地保水以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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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地下水，水份可透過透水鋪面蒸散於大氣，使表面溫度降低，調節

都市環境微氣候，達到降低都市熱島效應之功能。 

三、賡續推動雨撲滿，利用再生水資源 

持續規劃公園綠地設置雨撲滿以貯留雨水再利用，進行公園新 

建、整建工程時增設雨水花園、雨水再利用，進行公園新建、整建工

程時增設雨水花園、生態池及生態草溝等設施，以增加雨水下滲、涵

養地下水生態池及生態草溝等設施，以增加雨水下滲、涵養地下水源。 

海綿城市概念引入了都市計畫和水利建設，儼然成為極端氣候下

城市致力發展之指導方針，惟有愛惜並善用水資源，透過政府適當政

策，建立短、中、長期建設計劃，加上政府民間共同合作，才能讓城

市永續經營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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