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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審查臺北市政府辦理

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申請徵收案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2年 6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2會議室 

三、 主持人：林委員旺根             紀錄：陳彥妃 

四、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簿。 

五、 列席機關：臺北市政府 

六、 臺北市政府簡報及民眾列席書面陳述意見：詳如附件。 

七、 初步建議意見： 

（一）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1、 請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汙水推估變化及人口預測

依據。 

2、 本案工程名稱為「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

請具體敘載其再生水噸數、計畫使用需求及用途，

以說明本案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二） 替代性方案評估及用地範圍勘選： 

1、 請就民眾所提替代選址方案提出評估說明。 

2、 請加強說明徵收私有土地規劃作預留未來功能提

升空間等使用之必要性，或評估調整範圍、分期分

區辦理之可行性。 

（三） 安置及拆遷計畫： 

請以市府整體立場，重新評估人員安置具體計畫

及期程。 

（四） 請就民眾列席陳述意見綜整回應，並載明引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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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並應以市府之名義回復，避免出現內部單位

僅就各自權責事項回復情形。                                                                                                                                                                         

（五） 以上意見請臺北市政府補充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到

部後，提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屆時將

邀請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列席。 

八、散會：中午 12時。 











112年6月6日

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
土地徵收計畫簡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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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1/4)

T

T

T
T

T
設計處理量：132萬噸/日

29

90

0.5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迪化污水處理廠

設計處理量：24萬噸/日

設計處理量：50萬噸/日

內湖污水處理廠

八里污水處理廠

總設計處理量：206萬噸/日

已達八里廠
設計處理量

約9成

大台北地區污水處理現況

萬噸/日

萬噸/日

萬噸/日

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推估至
121 (2032)年污水總量

來源：內政部營建署108年台北近郊污水下水道系統重新檢討規劃報告

121 年未來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總計

總計
(CMD) 934,600 1,352,800 42,200 2,329,600

淡水河系統推估總污水量

2,329,600 (污水總量)

26萬9,600 (大系統不足處理量)

1,320,000 (八里廠)

740,000 (迪化及內湖廠)

-
-

3
19萬4,600 (臺北市不足處理量)

一、背景說明(2/4)

119 年未來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總計

總計
(CMD) 877,500 1,112,840 26,394 2,016,734

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推估至
119 (2030)年污水總量

已達全系統總量之98%
操作風險極高

來源：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規劃工作-概念設計報告（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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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3/4)

因應119年推估量近飽和及120年推估量

不足，故需加速建設下列水資源中心：

 114年增設民生水資中心4萬CMD

 118年增設濱江水資中心16萬CMD

 118年增設社子島水資中心3.5萬CMD

合計增加23.5萬CMD之處理容量，以解決處理

量不足問題，並達成臺北市污水自主處理之目標

新北市污水接管率(%)趨勢
每年約6萬戶

72.86
74.5675.17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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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污水接管率(%)趨勢
每年約1萬戶

41.52
46.46

50.1
54.61

59.19
62.4

66.65
69.61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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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達成2030年（119年）年本市污水自主處理目標

社子島廠(新建)
3.5萬CMD

預計118年營運

社子島廠(新建)
3.5萬CMD

預計118年營運

迪化廠(既有)
50萬CMD

迪化廠(既有)
50萬CMD

內湖廠(既有)
24萬CMD

內湖廠(既有)
24萬CMD

濱江廠(新建)
16萬CMD

預計118年營運

濱江廠(新建)
16萬CMD

預計118年營運

民生廠(新建)
4萬CMD

預計114年營運

民生廠(新建)
4萬CMD

預計114年營運

未來臺北市各污水廠處理量及營運規劃

 迪化廠：收集深坑文山主幹管(A)、北投主幹管

(D)、士林主幹管(C)以及分擔汐止南港主幹管(B)

下游端部分之污水。

 內湖廠及民生水資中心：共同收集大直主幹管(E)、

內湖主幹管(F)及分擔汐止南港主幹管(B)上游端之

部分汙水。

 濱江水資中心：收集汐止南港主幹管(B)中游地區

之部分汙水，包括信義、松山、中正、大安等行

政區之污水。

 社子島水資中心：收集社子島內污水及分擔部分

北投主幹管(D)汙水。

一、背景說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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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選址替代性方案說明(1/5)

檢討數個選址替代方案之可行性
(一)、南基地無法改設為部份處理單元

 污水處理單元流程已採最佳化最精簡配置，本案基
地遭機場燈光區分割為南北2區塊，而且因緊鄰松
山機場進場燈光區有飛航高度限制，北側之重要處
理單元（如平壓塔、污泥處理機房、台電受電室與
變電設施等）需較高之高度無法南移，另南基地僅
能遵照環評審查要求規劃為停車空間。

轉接面：占地面積約1.61公頃

進場面：占地面積約2.99公頃

北基地

進流抽水站進流污水 渦流沉砂池 初步沉澱池

生物處理單元(MLE-MBR) UV消毒池 放流至基隆河平壓塔

污泥濃縮機 污泥乾燥機 污泥清運

各項設施都有設置之必要性，並依照功能計算結果設計
容積，無多餘預留，整體廠區設施配置已是最適化配置

污泥脫水機

(二)、新生公園無法替代本計畫

 新生公園南側為人口密集之住宅區，而本案
原址基地周邊為農地與機場用地，若採新生
公園用地替代，不利於周邊住戶。

 台北市公園綠地稀少，新生公園內之夢想館、
植物園、運動冒險及天使生活館等設施深受
民眾喜愛，若把該公園用地變更為污水處理
廠用地，恐引起大佳里、新庄里、新喜里、
行孝里、行政里等共約2萬餘市民巨大民怨。

二、本案選址替代性方案說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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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

新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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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機場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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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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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箱涵集水區域(大安區、
松山區、中山區、信義區)

配水池範圍

配水池範圍
2條配水管橫越
管徑2,400mm

深16~22m
管徑2,000mm

深5~7m

池深8m
覆土4m

池深4m
覆土4m

池深4m
覆土4m

4條雨水箱涵
(長寬約4.5x3.5m)
(覆土0.37-0.8m)

管徑1,000mm
深2.2~3.8m

二、本案選址替代性方案說明(3/5)

 新生公園地面下有4條雨水箱涵(寬4.5M
*高3.5M；埋深0.37~0.8M)，為主要排
水系統，關係防汛安全，無法更動。另
外，有管徑1000mm~2400mm自來水
配水管環繞新生公園及兩座配水池。

 經通盤檢討，新生公園用地確實無法替
代污水處理廠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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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園

淡海輕軌

十三行遺址範圍

十三行博物館
及其公園

廠區範圍
(25.33公頃)

八里污水廠無法辦理擴建，而已不敷使用

二、本案選址替代性方案說明(4/5)

公園用地

綠地兼污水
處理廠用地

遺址保存區

公園用地

博物館用地

9

無擴建計畫(限制因子)：
 95年認定遺址區佔據二期沉澱池，98

年變更為文化公園用地佔據三期用地。
 現況西側已為十三行博物館使用，且廠

區內有遺址保存區，開挖及施工均受文
資保護等限制。

 另有淡海輕軌及淡江大橋引道穿越廠區
切割三期用地。

 如今整體用地空間不足，加上施工限制
及引道穿越，故已無法擴建。



內湖廠：
 民國93年二級處理營運，15萬噸/日。民國105年

擴建至24萬噸/日。
 內湖廠位處系統上游，無法分擔濱江廠預計處理

之本市中、下游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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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廠：
 民國69年初級處理營運，27.4萬噸/日。民國95年

改建提升為二級，50萬噸/日。
 改建時採全區地下化、雙層深槽設計，空間利用已

最大化，無空間可再擴建。

臺北市既有污水處理廠無法替代本計畫

分散風險：
 目前本市僅有2座污水廠，且處理量不足，超量污

水須泵送至八里污水處理廠，若管線受損或設備
故障，無緊急應變方案，無法分散操作風險。

 例如： 93年獅子頭抽水站設備遭閃電電擊故障，
造成臺北市污水無法抽送至八里廠。另外，111年
北放管遭新北市工程破壞，因既有廠站負荷量不
足，無其他處理廠可支援緊急應變，導致當時僅
能緊急將污水直接排放至淡水河。

二、本案選址替代性方案說明(5/5)

各廠皆有集水分區，下水道系統採「重力流」，位

於上游的污水廠無法分擔中、下游之污水

111年北放管破損
，污水放流至淡水
河，生態影響大

三、損害最小及最適面積評估說明(1/2)

1.本案位置鄰農業用地及機場用地，受到禁限建規定僅能低
度開發，周遭無住宅區或商業區，基地依都市計畫分區
屬污水處理場用地，長期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使用限制
無法開發使用，所以人口密度極低。

2. 依據「松山機場禁限建及障礙物管理作業程序」，基地受
限高影響，故廠區設施配置採地下化設計。在兼顧污水
處理效能與降低環境影響前提下，已是採最節約土地之
最適化配置，若改用其他配置方案，恐將影響污水處理
效能，已無法再進行更動。

 避開人口密集地區，採最節約土地之最適化配置

1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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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放流

11

3

1

各項設施都有設置之必要性，並依照功能計算結果設計容積，
無多餘預留，整體廠區設施配置已是最適化配置

處
理
流
程

處
理
流
程

轉接面

進場面

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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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進流抽水站進流污水 渦流沉砂池 初步沉澱池

生物處理單元(MLE-MBR) UV消毒池 放流至基隆河平壓塔

污泥濃縮機 污泥乾燥機 污泥清運污泥脫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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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放流水達環評承諾加嚴標準，本廠以MLE-MBR之三級處理流程，朝向最精省用地面積之作法設計，同時已
考量限高影響，處理單元朝地下發展，故比較其他水資源再生中心，本廠單位面積處理水量最高(如下表)，損
害最小、面積最適。

三、損害最小及最適面積評估說明(2/2)

 單位面積處理水量最高

縣市 廠站名稱 完工時間(年)
污水處理

方式
全期處理水量
(噸/日)

用地面積
(公頃）

單位面積處
理水量
(噸/m2）

臺北市 濱江水水資源再生中心 規劃中 MLE-MBR 160,000 5.05 3.16

桃園市 文青水園水資源再生中
心

規劃中(111年
一期完工)

MBR 8,000(一期4,000) 1.96 0.41

台中市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 111 MBR 18,000 5.91 0.30

台南市 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規劃中(111年
一期完工)

MBR 87,000(一期29,000) 9.67 0.90

高雄市 臨海污水處理廠 規劃中(110年
一期完工)

MBR 100,000(一期55,000) 6.32 0.87

嘉義市 嘉義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規劃中(107年
一期完工)

MBR 24,000(一期12,000) 16.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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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檢討

污

污 污

45年5月4日 104年3月23日 110年10月13日

 無關松山機場是否搬遷，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政策目標明確，需徹底解決未來台北市污水處理
容量不足及分散操作風險等問題。

報
告
書
名
稱

臺北市都市計畫案暨歷次
相關檢討等10案

變更臺北市松山機場周邊部分機
場邊緣特定專用區、農業區、污
水處理場用地、道路用地為機場
用地主要計畫案

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案)

內
容
摘
要

劃定為污水處理場用地

提升松山機場飛航服務安全及符
合國際民航公約第十四附約規定
(跑道安全區與進場燈光區)，變
更部分原污水場用地為機場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無檢討變更，維
持5.05公頃。基地所屬區位現無
另擬定細部計畫，亦非位於指定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都
市
計
畫
歷
程



五、現下申請徵收之必要性說明(1/4)
現下徵收之急迫性

1、濱江廠興建工期長達6年，113年若未開工，119年大台北地區三座處理廠將達飽和，120年以後將嚴重不足，

超量污水將直接排入河川，嚴重影響河川水質，另外，也無法辦理管線及設備等系統維護修繕及分散操作風險，

因應極端氣候所帶來之災害。

2、可產製再生水供台北市使用，增加翡翠水庫及石門水庫間水資源互相調配之餘裕量，解決水資源不足之問題，

具有公益目的。

3、本案於107年開始籌畫、108年進行可行性評估、109年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110年取得抵費地基

金25億3,495萬元，112年本市議會審定69億2,703萬元之預算費用。考量近年營建物價指數上漲，若今年無法

完成工程發包作業，未來恐面臨經費不足之窘況。

因應極端氣候

來源：聯合報

再生水使用(兼具多重公益目的)

路樹澆灌
來源：我們的島網站

避免河川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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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清洗 路面降溫清洗

(一)社會因素

1.淨化生活污水、改善環境品質，維護民眾健康。

2.因應極端氣候，分散污水系統操作風險。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規定，就社會、經濟、文化、生態、

永續發展等因素，綜合評估分析公益性及必要性。

(二)經濟因素

五、現下申請徵收之必要性說明(2/4)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徵收面積最適，有助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2. 處理後放流水補助基隆河基流量，協助改善基隆河水質。

(四)永續發展因素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國家之永續發展。

項目 法規
排放標準

環評
承諾水質

本廠設計
排放水質

生化需氧量
(mg/L) ≦ 30 ≦ 8 ≦ 7

化學需氧量
(mg/L) ≦ 100 - ≦ 25

懸浮固體(mg/L) ≦ 30 ≦ 4 ≦ 3

氨氮(mg/L) ≦ 6 ≦ 5 ≦ 4

總氮(mg/L) ≦ 20 ≦ 15 ≦ 14

溶氧(mg/L) ≧ 3 ≧ 4 ≧ 4

油脂(mg/L) ≦ 10 ≦ 8 ≦ 7.5

15

1.現況無農林漁牧產業使用，對糧食安全不會造成不利影響。

2.上部做為觀景公園，可美化及改善環境，有助區域周遭地價上漲。
3.廠區員工之30%人員須僱用中山區居民，其中15%為大佳里民，

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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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3款：
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
一、國防事業。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 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 八、社會福利事業。
九、國營事業。 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都市計畫法第48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
一、徵收。
二、區段徵收。
三、市地重劃。

五、現下申請徵收之必要性說明(3/4)

徵收必要性係依據以下法條。

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3 條 第 3 款 及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4 8 條 規 定 徵 收 土 地 ， 自 屬 適 法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3 條 第 3 款 及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4 8 條 規 定 徵 收 土 地 ， 自 屬 適 法

工程興建之必要性說明 是/否 工程興建之必要性說明 是/否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規定，綜合評
估及分析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包含社會、經濟、文化、生態、永續發
展等因素

四 臺北市既有污水處理廠無法替代本計畫

二 開發案具有公益目的，而有徵收之必要 五 工程得因應極端氣候所產生之問題

三 八里污水廠無法辦理擴建，已不敷使用 六 工程之興建、成本及目的間並未失衡

綜上，現下必須啟動濱江水資源中心興建工程，以因應119年大台北地區污水處理容量之不足，且可分散

污水處理系統之操作風險，解決極端氣候所帶來之災害，具有公益性，確有興建之必要。

五、現下申請徵收之必要性說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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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回應(1/5)

A：本案土地為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

Q：臺北市政府以「不應存在的公共設之保留地」作為徵收基礎，與都市計畫法第48條有違，且此一瑕疵亦

架空申請徵收前公聽會及協議價購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應不予以徵收。

 陳情人：陳冠睿先生

綜上所述，故本案土地為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並無與都市計畫法第48條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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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0年間，八里廠處理量每日約53萬噸，因當時處理量能
尚足，故於90年公文提出無興闢污水處理設施之需求。

惟之後污水量逐年增加，八里廠111年日處理量已達90年處理
量逾2倍以上，而內湖廠111年日處理量已達93年處理量逾6倍
以上，均已達臨界值，將面臨污水處理量不足之窘境。

因為時空背景之不同，不應該以90年評估之公文，否定現況之
急迫性。

再者，八里廠土地後續歷經分割為公園用地、文化遺址保存限
制開挖及淡江大橋引道穿越等影響，已無法擴建，考量大系統
污水處理量能不足，興建濱江水資中心迫在眉睫。

86年

八里廠啟用
設計量132萬m3

90年 93年

內湖廠處理量
每日3.2萬m3

當時處理量能足夠
無另行興建濱江廠之必要

八里廠處理量
每日53萬m3

111年

內湖廠處理量
每日19.8萬m3

增幅高達6倍有餘

八里廠處理量
每日120.3萬m3

增幅達2倍以上

A：工程相關之都市計畫縱未定期辦理通盤檢討，仍
屬有效。

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回應(2/5)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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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2案例判決意旨，每3年內或每5年內辦理定期通
盤檢討之規定，僅係訓示規定；縱使機關未每3年或每5
年定期辦理通盤檢討，其原所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仍非
違法，並具有效力。

 陳情人：陳冠睿先生

Q：衛工處於90年函文表示本工程用地無興闢污水處
理設施之需求，應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予以
解編。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90號判決結果



A：本府已踐行公開徵求意見及相關程序，並未違法
 本府已依照程序踐行公開徵求意見程序、完成公開展覽、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皆符合程序。

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回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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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人：陳冠睿先生

Q：臺北市政府103年起辦理之「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認定土地無需辦理變更為其他使用，卻無相關

程序資料，係屬違法。

場次 公展說明會時間(地點)

1 108年12月27日
(臺北市石牌國中)

2 108年12月30日
(臺北市南湖高中)

3 109年1月3日
(臺北市信義國小)

4 109年1月8日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03年3月18日
聯合報

103年3月19日
自由時報

108年12月10日
聯合報

108年12月11日
自由時報

108年12月12日
自由時報

相關公開徵求意見、公展、說明會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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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人：陳冠睿先生

Q：臺北市現已跌破 250萬人，衛工處並未提出生活用水

量正確的評估基礎。台灣目前整體發展觀察，隨著科

技大廠陸續進駐南部，略以…。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A ： 臺 北 市 設 籍 人 口 漸 少 應 是 短 期 疫 情 效 應 ，

1 1 2 年 5 月 臺 北 市 人 口 已 由 1 1 1 年 9 月 的

2 4 6 萬 上 升 至 2 5 0 萬 ， 明 顯 有 提 升 。

A ： 臺 北 市 設 籍 人 口 漸 少 應 是 短 期 疫 情 效 應 ，

1 1 2 年 5 月 臺 北 市 人 口 已 由 1 1 1 年 9 月 的

2 4 6 萬 上 升 至 2 5 0 萬 ， 明 顯 有 提 升 。

 陳情人：周啓通先生

Q：少子化，污水量減少會造成濱江污水處理廠成為沒有

污水處理的蚊子廠，略以…。

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回應(4/5)

A ： 臺 北 市 是 全 國 的 政 經 中 心 ， 各 地 到 本 市

工 作 、 就 讀 、 遊 憩 、 購 物 的 流 動 人 口 眾

多 ， 亦 會 產 生 污 水 ， 爰 本 市 污 水 量 並 不

會 隨 設 籍 人 口 數 減 少 而 降 低 。

A ： 臺 北 市 是 全 國 的 政 經 中 心 ， 各 地 到 本 市

工 作 、 就 讀 、 遊 憩 、 購 物 的 流 動 人 口 眾

多 ， 亦 會 產 生 污 水 ， 爰 本 市 污 水 量 並 不

會 隨 設 籍 人 口 數 減 少 而 降 低 。

110年設籍人口數：252.4 萬人
日間活動人口數：350.8 萬人
夜間停留人口數：279.0 萬人



2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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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年
臺北市
(萬

CMD)

近郊
(萬CMD)

總計

總計 87.80 7.93 95.73

來源：臺北市109年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規劃報告

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回應(5/5)

 陳情人：陳孝德先生

Q：處理B主幹管中段污水(BD+BE+BF)計17.98萬CMD，只須將上游污水16.56萬CMD，透過撫遠街聯絡管導入…略以

合計16.56萬CMD

A： B主幹管上游段污水量合計16.56萬CMD，目前係藉由基隆河聯絡管導入內湖廠處理(並非輸送至迪化廠)， B主

幹管中段污水(BD+BE+BF)計17.98萬CMD目前係輸送至迪化廠處理(詳下圖)，將來計畫輸送至濱江廠處理。

七、結語

23

為改善臺北市環境衛生、基地周邊

交通市容及促進臺北市永續發展等

公益性，敬請委員支持本府興建濱

江水資源再生中心之重要政策目標，

同意本案土地徵收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