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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北市屬於三面環山之盆地地形，盆地中主要為基隆河流經境

內，南方有新店溪及景美溪流經，北方則有淡水河流經，沿河地帶地

勢低窪，每當夏季颱風來襲或遇短時間強降雨時，上游匯集大量雨水

使河川水位暴漲，威脅堤防安全，若市區排水不良，極易造成積淹水

情形。 

為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安全，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賡續

改善、整修、維護及美化防洪設施，另為提高城市排水抗洪能力，近

五年市府投入防洪設施興建及改善工程經費年平均高達11億元，且截

至民國109年底臺北市已興建12萬2,206公尺之堤防、9萬1,946公尺護

岸、53座疏散門、66座永久抽水站及4座滯洪池，雨水下水道實施率

為97.81%，並定期維護及改善相關設備。 

近年來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偶有發生短時間強降雨，依「臺北

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若每小時雨量超過雨水下水道設

計的保護標準（78.8mm/h），則市區雨水宣洩不及，易造成短暫積水

現象。因此，為打造臺北市為防洪安全宜居城市，應針對易積水地區

致力優化各項排水防洪系統效能，並透過社區防災宣導及教育建立市

民防災知識，營造出安全無虞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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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北市安全防洪環境 

壹、前言 

臺北市位於臺北盆地，沿河地帶地勢低窪，部分地區甚至低於平

均高潮位，又為臺灣政經中心，在經濟與都市快速發展下，天然綠地

漸被不透水的瀝青或混凝土鋪面覆蓋取代，導致土地原有的蓄水、入

滲功能喪失，每到夏季暴雨及颱風來襲，河川水位高漲，若市區排水

條件不佳，易造成積水情形，需建構堤防、疏散門、抽水站、滯洪池

及雨水下水道等排水防洪設施，以提高抗洪能力。 

依據民國62年核定之「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截至民國109年底臺

北市已興建12萬2,206公尺之堤防、9萬1,946公尺護岸、53座疏散門、

66座永久抽水站及4座滯洪池，並配合加強河川管理、污染整治與河

川地之綠美化，除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並提供休憩活動空間。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亦為配合市府

海綿城市1政策，在「提升防洪容受度」、「生態多樣水棲地」、「豐富

魅力水遊憩」等目標上進行努力，於民國94年陸續建置內湖區2座生

態滯洪池及文山區2座都市型滯洪池，並辦理社子島濕地保育及抽水

站抽水機組持續更新，期能落實臺北市成為海綿城市的目標。 

貳、臺北市公告之易積水地區 

全球極端氣候事件頻傳，短時強降雨及長期缺雨乾旱情形交替發

生，市府長期致力於防洪排水建設及河川整治工作，並推動海綿城市

政策，以「韌性水調適」、「永續水利用」、「友善水環境」為 3 大願景，

而水利處也配合市府海綿城市的政策，在既有的基礎上提升抗洪災能

力，提供市民一個安全宜居的城市。 
                                                 
1 海綿城市係指城市像海綿一樣，有降雨時能吸收、存蓄、滲透、淨化雨水，補充地下水、調節
水迴圈；乾旱缺水時，有條件將蓄存的水釋放出來並加以利用，讓水在城市中的遷移活動更加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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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文水文環境 

臺北市中心區域位於臺北盆地腹地中央，境內主要河川計有淡水

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等，其中新店溪從臺北盆地的南邊流入，

與自東南邊流入之支流景美溪於景美合流後，河道向西北流經至萬華

附近再與大漢溪合流，始稱為淡水河，此後向北流經至關渡附近與自

盆地東北邊流入之支流基隆河匯集後流入臺灣海峽。由於地形關係，

每逢大雨來襲，雨水匯集於地勢低窪地區，宣洩不易，容易造成積水

情形發生，若無法及時排除，易致民眾財產損失。 

二、易積水地區 

觀察民國 100 年至 109 年近十年臺北市降水情形，降水量在 101

年為 2910.3 毫米最高，之後呈微幅下降趨勢；而降水日數則在 105

年為 188 日最多。（詳表 1、圖 1） 

表 1 臺北市近十年降水概況 

年別 
降水量 

(毫米) 

降水日數 

(日) 

大雨 

日數 

(日) 

豪雨 

日數 

(日) 

大豪雨 

日數 

(日) 

超大豪雨 

日數 

(日) 
100 年 1758.6 180 -- -- -- -- 
101 年 2910.3 179 12 2 1 - 
102 年 2541.4 158 10 2 1 - 
103 年 2147.3 140 8 1 1 - 
104 年 2519.2 148 3 2 - - 
105 年 2431.7 188 3 - - - 
106 年 2339.7 173 3 2 - - 
107 年 1621.0 157 - 1 - - 
108 年 2369.6 155 6 1 - - 
109 年 1702.8 155 4 - - -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說    明：1.本表資料係指臺北測站資料。 

2.大雨係指日累積雨量達 80 毫米以上，或時雨量達 40 毫米以上之降
雨現象。 

3.豪雨係指日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或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 毫
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4.大豪雨係指日累積雨量達 350 毫米以上稱之，或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5.超大豪雨係指日累積雨量達 500 毫米以上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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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市近十年降水概況 

 

 

 

 

 

 

 

民國 100 年至 109 年近十年臺北市積水次數總計為 171 次，其中

以北投區 35 次(20.47%)最高，士林區 33 次(19.30%)次之，第 3 為大

安區 28 次(16.37%)。（詳表 2） 

表 2 臺北市近十年積水概況 

   單位：次 

行政 

區別 
總

計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總計 171 1 35 4 4 30 6 19 14 45 13 

松山區 8 1 - - - - - 2 2 3 - 

信義區 6 - 2 - - - 3 - - 1 - 

大安區 28 - 2 - 1 9 - - 5 11 - 

中山區 13 - - 1 1 3 - 3 2 3 - 

中正區 3 - - - - 1 - - - 1 1 

大同區 10 - 1 1 - 5 - 2 - 1 - 

萬華區 3 - 2 - - - - - 1 - - 

文山區 23 - 10 - 2 7 - - - - 4 

南港區 4 - 1 - - - 3 - - - - 

內湖區 5 - - - - 1 - 4 - - - 

士林區 33 - 4 1 - - - 4 3 17 4 

北投區 35 - 13 1 - 4 - 4 1 8 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說    明：積水係指深度達 15 公分以上（約路緣石高度）者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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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積水深度觀察，民國 100 年至 109 年臺北市積水深度最高地

點為為文山區光輝路，高度達 80 公分，第 2 為文山區景美公園及溪

州街，積水深度達 60 公分，三者皆發生在 104 年 8 月 8 日因蘇迪勒

颱風挾帶豪雨所致。（詳表 3） 

表 3 臺北市前十大積水深度概況 

100 年至 109 年 

序位 發生日期 發生地點 
積水深度 

（公分） 

行政 

區別 

1 104年08月08日 光輝路 80 文山區 

2 104年08月08日 景美公園 60 文山區 

2 104年08月08日 溪州街 60 文山區 

4 104年06月14日 基隆路三段義芳居門口 50 大安區 

4 104年06月14日 基隆路長興街口 50 大安區 

4 104年08月08日 洲美街 5 巷至 55 巷 50 北投區 

4 104年08月08日 辛亥路三段 284 巷底 50 大安區 

4 104年08月08日 景興路景華街景中街 50 文山區 

4 106年06月02日 洲美街 5 巷 50 北投區 

4 106年06月02日 
大湖山莊街本線從 177 巷口、大湖山

莊街 219 巷淹到 31 巷口 
50 內湖區 

4 106年06月02日 合江街 50 中山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參、臺北市近五年排水防洪設施相關工程經費概況 

為提高城市排水抗洪能力，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近五年市府投

入防洪設施興建及改善工程經費年平均高達 11 億元（詳表 4），其工

程分為河川、抽水站及雨水下水道三大類，河川部分包括河川環境改

善工程、河川歲修工程、河川防災減災工程、河川災害復建工程、河

川搶修（搶險）工程；抽水站部分係指抽水站新建、擴建、改建工程；

雨水下水道部分則包括其新建工程及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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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北市近年已完工排水防洪相關工程經費概況 
   

單位：千元 

年別 總計 河川工程 抽水站工程 
雨水下水道 

工程 
105 673,914 259,383 206,269 208,262 
106 1,783,590 755,203 712,504 315,883 
107 458,249 255,196 69,846 133,207 
108 1,572,287 241,107 1,273,983 57,197 
109 967,794 403,377 502,299 62,11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說    明：本表係當年完工工程之工程發包金額。 

依近五年支用之經費觀察，民國 106 年支用總額最高，達 17 億

8,359 萬元，其次為 108 年之 15 億 7,229 萬元，再其次為 109 年之 9

億 6,779 萬元，除 108 年將經費大部分使用於抽水站之建置及設備更

新外，其餘 106 及 109 年使用於河川及抽水站工程之經費則相當。 

進一步按工程類別分析各年經費變動狀況如表 5，依河川工程經

費觀察，民國 106 年支用經費最高，主要係因文山區兩座滯洪池完工，

辛亥路憲兵營區滯洪池設置前洪峰流量為 18.57cms，預計設置後降為

3.2cms，洪峰削減率為 83%；而文山運動中心滯洪池設置前洪峰流量

為 9.307cms，預計設置後降為 7.285cms，洪峰削減率為 21%，且概估

可減少下游積水面積約 17,000 平方公尺，兩座滯洪池互相搭配，可改

善積水問題並提升防洪標準。 

依抽水站工程經費觀察，民國 108 年支用經費最高，主要係因玉

成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完工，由於該抽水站機組設備老舊，因此更新

7 組抽水機，提升總抽水量。另亦設置遠端監控系統，以達預警期無

人自動防洪排水，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依雨水下水道工程經費觀察，民國 106 年支用經費最高，主要係

因福興路排水分流新建工程完工，該工程完工後預計可分流減輕福興

路幹線系統的水量，亦可同時減輕興隆路 2 至 3 段排水瓶頸段的負擔，

減緩福興路及興隆路 2 至 3 段局部低漥區域積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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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北市近年已完工排水防洪相關工程支用經費概況 

單位：千元 

年別 河川工程 抽水站工程 
雨水下水道 

工程 

105 

工程名稱 雙溪復興橋下游低水

護岸整建工程 
洲美抽水站新建工

程(後續工程) 
代辦復興南北路

西側人行道拓寬

工程-市民大道至

和平東路段 
金額 45,014 45,550 102,265 

106 

工程名稱 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

區停車場滯洪池暨文

山運動中心北側用地

滯洪池新建工程 

林森抽水站機組更

新暨錦洲抽水站周

邊設備更新工程 

福興路排水分流

新建工程 

金額 559,995 153,000 175,906 

107 

工程名稱 本市轄河段河道清疏

預約維護工程 
106 年抽水站附屬

設備暨自動控制設

備更新工程 

環河北路與鄭州

路口箱涵緊急重

建工程 
金額 51,966 16,899 28,867 

108 

工程名稱 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

區停車場滯洪池東側

擴建工程 

玉成抽水站機組更

新工程 
臺北市士林區天

母東路 22 巷至 50
巷排水改善工程 

金額 88,249 764,850 22,466 

109 

工程名稱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

段徵收公共工程-填
土整地工程(第 2 期

-T16、T17、T18 工區) 

大直二抽水站新建

工程 
北投區大業路側

(光明路至育人路

間)等 4 處排水改

善工程 
金額 295,081 265,400 17,869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說    明：1.本表係當年完工工程之工程發包金額。 
      2.本表係列出當年度已完工各排水防洪相關工程支用經費最多之工

程。 

肆、臺北市排水防洪設施現況 

臺北市於每年 5、6 月進入梅雨季，接著至 11 月期間都有可能面

臨颱風來襲，為防範颱風豪雨或因極端氣候之暴雨所降下的極端雨

量，必需持續興建堤防、抽水站，另針對雨水下水道亦需持續辦理排

水改善工程，以保護市民免受積水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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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川堤防 

民國 109 年底臺北市堤防長度為 12 萬 2,206 公尺，其中基隆河

之堤防長度為 4 萬 6,310 公尺最長，其次為景美溪之 1 萬 2,808 公尺，

再其次為雙溪之1萬800公尺。而109年底臺北市護岸長度為9萬1,946

公尺，其中基隆河 4 萬 7,049 公尺最長，其次為新店溪之 9,424 公尺，

再其次為景美溪之 7,038 公尺。（表 6、圖 2） 

除建置堤防外，另在堤防上設置疏散門，提供民眾親水需要及防

洪設施維護及堤外車輛進出。民國 109 年底臺北市共計 53 處疏散門，

其中以基隆河最多計有 24 處，其次為新店溪 10 處，再其次為淡水河

8 處，若遇颱風豪雨來襲，疏散門則會關閉，避免洪水經由疏散門流

入市區造成民眾生命及財產損失。（表 6、圖 3） 

表 6 臺北市河川堤防及護岸設施概況 

109 年底 

河川別 
堤防 

（公尺） 

 護岸 

（公尺） 

 疏散門 

（處） 結構比(%) 結構比(%) 

總計 122,206 100.00 91,946 100.00 53 

淡水河 9,493 7.77 6,809 7.41 8 

新店溪 8,725 7.14 9,424 10.25 10 

景美溪 12,808 10.48 7,038 7.65 5 

基隆河 46,310 37.89 47,049 51.17 24 

雙溪 10,800 8.84 6,085 6.62 2 

其他河川 34,070 27.88 15,541 16.90 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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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北市轄河川所屬堤防位置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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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北市疏散門位置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二、抽水站 

颱風豪雨期間，當河川水位低於防洪水位時，堤防將洪水防堵於

河川內而不至於流入至市區，然而原本下在市區的雨水，則需要依賴

抽水站之抽水機將市區的水以動力方式抽至河川中，避免民眾居住的

地方造成積水情形。 

因此民國 109 年底臺北市共計有 87 座抽水站，其中 66 座永久性

雨水抽水站，以中山區 14 站最多，其次為南港區 11 站，文山區 10 站

再次之；另設有 21 座臨時性雨水抽水站則為改善關渡平原、社子島等

地的積水問題，故集中於士林、北投區。（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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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北市雨水抽水站設施及抽水量概況 

109 年底 

行政區別 
雨水抽水站數（座） 抽水量（立方公尺/秒） 

總計 永久性 臨時性 總計 永久性 臨時性 

總計 87 66 21 2195.74 2113.02 82.72 

松山區 3 3 - 52.50 52.50 - 

信義區 - - - - - - 

大安區 - - - - - - 

中山區 14 14 - 651.24 651.24 - 

中正區 1 1 - 9.00 9.00 - 

大同區 2 2 - 32.00 32.00 - 

萬華區 3 3 - 156.00 156.00 - 

文山區 11 10 1 211.50 209.50 2.00 

南港區 11 11 - 313.70 313.70 - 

內湖區 8 8 - 378.40 378.40 - 

士林區 24 9 15 255.22 229.00 26.22 

北投區 10 5 5 136.18 81.68 54.5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三、滯洪池 

滯洪池是於河溪湖泊內、或鄰接處、或支流上開挖出的區域，能

使地表逕流暫時儲存以達調節洪水功效，降低暴雨對下游低窪地區所

造成的傷害。截至民國 109 年底臺北市共有 4 座滯洪池，分別為內湖

區的「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金瑞治水園區」及文山區的「文山運

動中心滯洪池」、「辛亥路憲兵營區滯洪池」，文山區 2 座滯洪池係為

改善文山區興隆路 2、3 段及福興路、興德路一帶地勢低窪，每逢大

雨易發生積水情形，於 106 年支用約 5 億 6,000 萬元建置。（詳表 8、

圖 4、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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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除了一般用於收納洪水外，也兼具城市景觀美化的功能，

可為市民提供遊憩空間，或作為生物的棲息地，而大溝溪生態治水園

區即是臺北市第一座結合生態與治水的園區。（圖 4） 

表 8 臺北市現有滯洪池及沉沙池 

109 年底 

項目別 

滯洪池 沉沙池 

座數 

（座） 

滯洪量 

（立方公尺） 

座數 

（座） 

沉積量 

（立方公尺） 

總計 4 210500.00 60 12993.9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說    明：本表滯洪池及沉沙池之座數僅包含水利處權管。 

 

圖 4 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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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金瑞治水園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四、雨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之建設主要為解決市區排水問題，目前臺北市雨水下

水道依「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除社子島、關渡洲

美平原等都市計畫未定或未成熟區域以外，皆以 5 年重現期距降雨強

度為設計標準，雨水下水道系統包括都市雨水逕流收集及排放，由地

面逕流收集系統（進入口、側溝、雨水井及連接管）收集降雨造成之

地面逕流，收集後匯流入雨水幹支線或儲存於滯洪調節池，最後流入

下游之閘門或抽水站以排放至河川或海域。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

劃總長度為 732 公里，民國 109 年底已建設 716 公里，雨水下水道實

施率為 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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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使強降雨機率增加，雖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

計標準已為全國最高，時雨量遠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保護標準的情形

時有所聞，且降雨具非均勻特性及不確定性，每一場事件降雨中心或

瞬間雨勢集中，皆可能造成市區中的雨水宣洩不及，造成短暫積水現

象，惟雨勢趨緩後，在排水設施功能正常發揮下積水可逐漸消退。為

打造防洪安全宜居城市，市府針對易積水地區，持續優化各項排水防

洪系統效能，以提供市民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一、文山區建置兩座滯洪池，以提升降雨容受度 

依民國 100 年至 109 年臺北市積水深度資料發現，文山區福興路

在 101 年曾發生積水 45 公分現象，為改善該區每逢大雨易發生積水

情形，於文山區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場及文山運動中心北側增設地下

滯洪池，當颱風豪雨發生時，將洪峰時之雨水排入滯洪池內，提升降

雨容受度。而自 106 年將滯洪池完成後，僅 109 年 5 月 29 日發生積

水，當日文山區最大時雨量達 81.5 毫米、最大 10 分鐘雨量達 25 毫

米、30 分鐘累積雨量達 68 毫米，已超過本市降雨保護標準，而積水

深度也僅 15 公分，且兩座滯洪池所在地鄰近的福興路與興隆路 2 段

等過往易積水地區並沒有發生積水狀況，顯示兩座滯洪池發揮滯洪功

用，以解決市民受積水之苦。且滯洪池上開闢為公園，讓防洪設施亦

能提供居民遊憩使用。 

二、抽水站抽水機組更新設備，維持完善防洪能力 

臺北市在經濟與都市快速發展下，天然綠地漸由不透水的瀝青與

混凝土覆蓋，導致土地原有的蓄水、入滲功能喪失，當極端降雨來襲，

雨水無法及時排出，需依靠抽水站排除降雨逕流，為降低市區積水發

生機率，水利處逐年更新汰換各抽水站抽水機組設備，並建置自動化

操控系統，提升抽水機組抽水能量與可靠度，維持臺北市防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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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極端氣候影響，突發性強降雨經常發生，市府雖積極努力改善

防洪排水系統，若降雨量超過下水道設計的保護標準，市區仍有可能

發生積水現象，為打造臺北市成為不怕水淹的韌性城市，需同時仰賴

市府與市民共同努力，因此本報告研提 2 項建議： 

一、增強民眾防災意識，提升防災應變能力 

由於近年來短時強降雨機率增加，降雨量往往超過雨水下水道及

道路側溝設計容量，造成下水道系統排水不及，引發暫時性的積水，

為方便市民即時了解雨量、河川水位、下水道水位、抽水站運轉狀態

等資訊，提供「臺北市防災資訊網－地圖化水情資訊」供民眾查詢，

透過手機安裝「臺北市行動防災」APP 也能隨時接收最新防災資訊。 

市府自民國 108 年起推動水災自主防災社區計畫，針對易積水地

區，教導居民相關防災知識，以提升市民自主防災應變能力，保護自

身生命財產安全。 

二、防洪排水設施管理作業自動化，強化防汛安全 

臺北市於河川、雨水下水道等地持續建置並維護水情資訊監控系

統設備之品質，截至民國 109 年底臺北市已建置 25 處河川水位監測

站、35 處雨量站、154 處雨水下水道水位監測站及影像監測站等，並

將監測到之資料整合於「水情展示系統」，強化應變指揮能力。 

另亦建置抽水站及閘門自動化監控系統，利用「水情展示系統」

提供之即時資料，遠端控制抽水站設施，及早啟動抽水機組，提高抽

水站排水操作效能，亦可降低人員操作錯誤，降低可能發生之積水危

害，強化防汛安全。 

本府水利處為降低臺北市積水發生之災害，除防洪設施定期汰舊

換新並維持品質效率，並提供雨量、河川水位等即時資訊供民眾查

詢。而民眾也需要有防災知識及應變能力，隨時做好防洪準備，如此，

透過政府與市民努力合作，方能達到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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