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貴子坑溪及水磨坑溪整體營造委託規劃設計工作」

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8月 27日 上午10時

二、地點：原辦公處所(視訊會議)

三、主持人：開巨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王存欵技師    紀錄：洪佐憲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五、專家學者建議：

(一)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王秀娟教授：

1. 規劃必須要有願景，而願景可由各部門計畫落實到工

程設計，進而到好的維管，例如臺北河濱自行車道系

統從淡水河至景美溪、雙溪都有非常好的自行車道系

統，市民親山近水的機會越來越多。

2. 可能40年前貴子坑溪真的有因應城市發展的需求，需

要做這個水利工程，若從現今永續韌性的觀點來看，

現在已沒辦法真的防洪，只能說減災。我們能否把貴

子坑溪流域的整個潛力條件找回來是非常關鍵。建議

本案應提升到較高的高度來討論，若未來貴子坑溪流

域，淡水河水系系統透過此次的規劃設計工作，進而

引導出計畫範圍內跨局處的檢討，如防汛道路、土地

使用等，可透過計畫再次提出討論。

3. 從上游到下游順著高度慢慢往下走，可以感知到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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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的關係，整個計畫範圍內都是非常棒的環教

潛力資源點，如何透過這樣的系統規劃，把這樣的資

源發揮極大化是本案的課題。

4. 臺北城市開發應已導入生態補償的概念，因為已不可

能無限制加高堤防，透過生態補償可以減洪，可以把

生態的穩定在這塊土地建構出來，如果這樣的話就可

以在21世紀建構我們所謂的「韌性生態臺北城」，這

也是我對本案的期待，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指標案例

與工程示範。

5. 今日多數先進的意見都聚焦在關渡平原，關渡平原之

於臺北市的地位，在都市計畫內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關渡平原多數人都是希望能朝向低度利用不朝向都市

開發的面相發展，很多事情都與都市計畫有關，若要

對應未來氣候變遷的挑戰，關渡平原要顧及地主農民

的權益，又要考量關渡平原對大臺北防洪的功用，可

能非水利處能做最關鍵的決策。非常建議執行團隊把

大家關注的重點，提到市府進行決策討論。如農業土

地如何配合滯洪角色去推動，如休閒農業、特色農業

等，政府應如何輔導與補助，減少農業災損或獲得合

理補償。另外，工廠的部份是否合法，或是否可用何

種方式去遏止等。

6. 建議本案後續應有更多跨局處的單位一起協助，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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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應有多年期討論，不將本案流於表面工程。

(二)臺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汪靜明理事長：

1. 生態系統棲地的整體概念建議要提出來，建議使用古

地圖從大屯山、草山發跡開始敘明。

2. 把生態學概念導入系統中，利用生態學的連續性，建

議敘明淡水河流域有三大水系，其中基隆河水系中有

一支流為貴子坑溪，非敘述貴子坑溪流域。

3. 希望把臺灣河川序位，河川等級做出來，並呈現河川

區位的基地特色，建議於把河川管理分區也提出來。

目前於生態檢核中大多只有關注物種，希望再加入棲

地與生態系統的相關資料。

(三)社團法人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林冠宇理事長：

1. 臺北市在關渡平原上的水利投資是屬於進程較慢的區

域，原因是關渡平原有較多的生態需要考量，若以高

強度方式去進行防洪減災，對地形紋理與生態皆將造

成不可回復之影響，相信也是水利處的兩難。

2. 若按照規劃單位目前偏向生態的規劃設計內容，建議

於堤後評估做洪水平原的風險管理，較可達到河道低

度處理之可行性，若於臺北市做洪水平原，無論於法

律上與說服民眾承擔風險上難度都非常高。

3. 貴子坑溪因大部份河段坡度皆大於百分之一，護岸是

全臺北市護岸結構受損最嚴重的，因依目前規劃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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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布置於視覺與生態上友善，可預期會大量使用石

材，而臺灣大口徑石材取得不易，建議把後續會遇到

的限制與挑戰應加以說明。

4. 壓力箱涵目前看起來可以部份區段處理，但壓力箱涵

有幾個限制，壓力箱涵無法低地排水，且壓力箱涵需

要連續的土地，而連續的土地取得較為困難，故也仍

然是有非常大的挑戰，建議於成案時需一併向民眾說

明可能的風險。否要維持 50年防洪水準，可以提出討

論。

5. 於分期施工時，建議不妨從人口最密集處下手去施做，

河岸的步道系統使用往往是在地民眾晨昏散步的利用

度最高，若能在一開始就先說服當地民眾，對於後續

推展到其他地方會較容易。

6. 貴子坑溪不論要營造水環境或生態，最大的致命傷是

河道流量過低，臺灣有半年時間是枯水期，在河道沒

有水的時候應如何去維持生態棲地環境值得設計團隊

納入考量。(若水淺流量小時，水溫也會提高，水中溶

氧量會降低，是否可向圳路於枯水期時做生態水調度

等)

7. 以上幾點提醒，建議規劃團隊加以評估，其實是在治

理條件上的限制，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解決，也須事先

向民眾溝通取得共識。風險管理、生態與環境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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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實有許多手法的互斥，應如何從中取得平衡，需

要花更多時間來研擬。

(四)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林文傑組長：

1. 關渡平原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區域排水比以往更多，當

市區雨水下水道的水排不出去時，幾乎都往關渡平原

來送，關渡平原是協助北投這個區域的區域洪水排放，

在我們管理處的角色上看到許多農業的災害，農民的

損失非常巨大，例如這次「烟花颱風」後，因適逢大

潮關渡平原積水不退，又適逢水稻田收割，再生稻無

法再翻犁，導致稻稈漂浮，再生稻窒息，這些都間接

影響農民後續收成，而關渡平原只有中港河與八仙圳

可以排水，大雨時基隆河水容易從水磨坑溪一直灌進

來，我們非常期望在這樣的規劃內也能把「農業減

災」納入探討。

2. 議程資料中，舊貴子坑圳與水磨坑圳，用圳形容好像

都是農田水利事業，但其實這兩條河道承接了太多太

多的區域排水，建議改成舊貴子坑溪或水磨坑大排。

3. 關渡平原已經使市區的淹水情形降到最低了，我們應

如何把農田照顧好使農民能安居於農，希望可以再評

估考量。希望所有規劃都能將農田灌溉，農田排水納

入規劃探討，讓農田損失降到最少。

(五)臺北市安全漫遊協會陳又堅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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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渡平原舊名「北投洋」，其實就是一個大臺北的儲

水池，但一個儲水池若一直放任他們填土，或新建違

章工廠，應如何管制？當土填越高，儲水能力就會降

低，屆時就會淹到目前的住宅區，建議釐清是否有總

量管制。只要有強降雨，從中央北路一段至四段都是

會淹水的地方，也建議應將防災應納入考量。

2. 於農業區部份，水質是否有改善的機會，上游中游排

放廢水是否可納入管理，北投污水接管率僅 60%，是

否可調查並提升污水接管率。

3. 貴子坑溪是否可以設計溢洪設施，當水滿出來時可由

農田或水圳來承接。

4. 貴子坑下游兩岸已漸漸看不到風景，因受違章建築遮

擋，景觀部份是否可以改善。

(六)水保局前副局長、特生保育中心前主任湯曉虞副理事長：

1. 可看出整個關渡平原規劃單位相當重視生態的部份，

但此次調查成果動物較多植物較少，若以生態多樣性

觀念來看，關渡平原生態多樣性相當豐富且複雜，故

調查部份建議再加強，很多地方必須規劃生態廊道才

可讓生態系維持。

2. 目前有規劃一些人行步道與自行車道，建議考量植樹，

以原生樹種為主要樹種。

3. 論述內容主要強調關渡平原為洪氾區，換個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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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極端氣候若氣候變遷，乾旱時貴子坑溪應如何因

應，是否有必要利用滯洪池的方式平常加強儲水，必

要時可供灌溉。

4. 於環境教育、解說教育這塊，是否可以增加著墨論述。

關渡平原人文與生態皆非常豐富，可以以故事的方式

訪問耆老，用故事行的方式編列成文宣，也可豐富關

渡平原歷史背景解說。

5. 市府都市計畫相關部門，是否也有來參與本計畫規劃？

始本規劃設計工作更為周延。

(七)特生保育中心前副主任、棲地生態組長李訓煌理事：

1. 關注物種建議篩選出來，按照公共工程生態減河注意

事項規定，把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出來，再未來以後

規劃設計上才有依據。

2. 水質方面目前看起來大腸桿菌蠻高的，能否於整體規

劃先把水質改善做好，當水質越來越好，生態也能慢

慢恢復。

3. 目前植栽配置較單純，除植栽選定原則以原生種，多

元樹種、複層植栽方式進行林冠景觀營造外，另外建

議北部地區特有的流蘇、水岸的黃連木、稜果榕、紅

淡比，複層林灌木部份可建議特有種的臺灣山芙蓉、

臺北地區的金毛杜鵑、烏來杜鵑，也可考慮野牡丹、

女貞或日本女貞都可考量，建議多加考量可對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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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物多樣性有正面效益。

(八)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系前主任、中華鳥會前理事長程建中

顧問：

1. 在大江大河的文化發展上，可以代表國家大都會的發

展，而在小溪小河裡面，也是相當重要，代表的是從

社區到鄉村到都市的演變。當陽明山上火成岩安山岩

在經熱水換質之後，衍生有北投陶土的開採歷史，而

地方文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跟著火山的文化，火山的

歷史一同在地方發展，目前在計畫資料蒐集中，在文

化面、人文面好像未完全顧及，建議多接觸更多文化

面人文面資訊，可讓計畫多一些柔性的色彩。

2. 在未來的一些發展上，在地區如何讓居民與民眾能舒

服的享受空間，能夠對這個空間有信賴，有安全，可

以願意生活在這裡，故自然、乾淨、安全真的是我們

未來的目標。

3. 在工程面向上，河道三面光的恢復自然計畫，工程施

作程序為何？人為如何可以做一些管理，在自然乾淨

安全的工程設計與施工作為上應如何著手，在自然生

態演替上如何可以用自然乾淨安全的生態系管理經營

的方式。從基礎面向上將臺北城，可以變成一種韌性

都會的代表，達成自然乾淨安全的期望。

(九)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葉再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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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周品秀組長：

1. 水質的改善當然是非常困難的，貴子坑溪本流從秀山

里道豐年路這段其實是乾淨的，但自中央北路以南水

質狀況變差，混入區域排水，包含工業區住宅區等狀

況，建議水質問題還是要深入檢討。

2. 目前的規劃方案是否會跟近20年來的市長或相關單位

在做關渡平原的整體開發計畫有牴觸，就現階段工程

所設計著重在於居民有感的表面工程，是否在基礎水

利設施可有更多著墨。

3. 生態工程部份建議考慮斜度與坡段面，如魚類蝦蟹的

回流都會有影響，河道兩側生物，如鳥類橫越、跨越

或遷移可透過帶狀綠地的植栽或坡面段的斜面設計來

讓生物有空間去橫越，去連貫生物的棲地。

4. 建議在整體規劃中，小型的河溝也要多做琢磨，若有

一個河溝在工程的施作當中被截斷，該區域就會有很

直接嚴重的淹水問題。

(十)水利工程處：

1. 關渡平原於本處立場當然是以排水防洪為基礎，希望

以排水防洪為基礎，兼顧當地文化景觀與生態性，打

造使市民親近的河川。本案後續還有工作坊，希望凝

聚大家的共識，看河川與當地環境與圳路營造應如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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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各位專家學者建議跨局處討論的部份，因本案目

前為初步規劃的階段，後續還有許多工作坊、說明會

等凝聚大家的共識之後，若有需要本處會將討論層級

提升，甚至於透過副秘書長主持之關渡平原計畫提出

討論。有關本案評估面向相當廣泛，後續也請執行團

隊整合專家學者意見，若時間上不足，本處可給予更

充裕時間進行本規劃案後續討論。

六、結論：

(一)有關本案後續將依據本次專家學者會議調整規劃方案，

後續於「共識凝聚工作坊」中提出初步規劃方案，並持續

與專家學者討論請教。

(二)另未來若規劃舉辦現場踏勘部分，屆時將邀請各位專家

學者一同參與及指教。

七、散會：下午12時 20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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