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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位於板塊交界，台灣北部的火成岩區由菲律賓海板塊隱沒

入歐亞大陸板塊，形成火山島弧。「溫泉」為火山地形之特有產物，

其成因簡言之為火山活動末期所遺留之大量餘熱，從地殼之弱線噴

出，適地下水滲入與高熱之岩層相遇，或與岩漿內之水氣相和，溶

解某些礦物質於水中後湧出地表而成為溫泉。因此，溫泉的形成須

具備：地熱、水、地表裂隙及足夠的水壓等條件，日治時代，北投

的溫泉即與陽明山、關仔嶺、四重溪並列為臺灣四大溫泉區。而台

灣北部火成岩區的溫泉多屬高溫溫泉，於大屯山火山群這段寬約 3

公里，長約 18公里的挾長地溝帶，亦為臺灣溫泉分佈最密集的地

區，包括北投溫泉、硫磺谷溫泉、頂北投溫泉、陽明山溫泉及馬槽

溫泉等，大部分皆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內。 

硫磺谷位於惇敘高工西南方 300公尺處，泉源路與陽投公路

間，佔地長約 1公里、寬約 80至 200公尺，隸屬陽明山國家公園特

別景觀轄區內，早期以產硫磺及溫泉著稱，舊時稱為「大磺嘴」，受

地熱腐蝕及採硫的影響，岩石鬆軟下陷，形成下凹的孔穴狀地景，

地下蘊藏著巨大的地熱能量，據說為第四紀後火山活動下的產物，

由上眺望「水若沸，石作藍靛色，熱氣薰蒸，白煙縷縷」，為一處極

佳的地熱地質景觀，十分壯觀。該處岩層滲透性不佳、地下水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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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都以噴發硫磺氣體呈現，早期稱為「硫氣泉」、「蒸氣泉」，在

噴氣孔附近常可見到冷凝的硫磺結晶之特殊景象。 

此處之溫泉主要係透過「氣水混合方式」，藉鑽鑿氣井引出地

熱，再注入地面水而成，經熱溶作用後含有礦物質，溫泉標準之特

殊成分總硫化物，色澤呈黃白色，具濃厚硫磺氣味，俗稱「白磺」

（學名單純土類泉）；噴氣口溫度均約 100℃以上，經混合後之泉溫

約 40℃~60℃，pH值約 3~4，屬於酸性硫酸鹽泉，水量因豐、枯水

期而有差異，每日出水量大約 2,000~6,000立方公尺，提供新北投

地區使用。  

行義路溫泉區範圍約於龍鳳谷遊客中心以東，紗帽路以西，惇敘

工商以南，行義路 402巷一帶，該地區以火山地形地質景觀著稱，谷

地內地熱與溫泉活動旺盛，頗為壯觀。谷內為數條斷層所貫穿，火山

碎屑岩受熱水與熱氣之腐蝕而脫色換質成蛋白石質之「白土」，而安

山岩上特殊顏色則是因酸性熱水與蒸氣和安山岩長期作用之結果，除

了岩石成分被換質改變，噴氣孔附近高溫、強酸硫氣同時使岩石易於

腐蝕崩塌，因此形成各種險惡地貌。硫磺礦與硫化鐵是早期行義路的

特色，除了熱水換質作用影響巨石分佈，自日治時代起，在火山碎裂

口採氣，採用水泥地及導管等設施，將清水引進與硫磺氣拌合形成溫

泉使用，泉溫自攝氏 56度至 80度不等，泉水呈青白色，屬酸性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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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溫泉設施因需承受高溫及酸性危害，較一般自來水設施脆弱，維

護相對困難，為減輕對用戶衝擊，維護用戶用水品質，需系統性地掌

握工程施工及設施異常現象，加強維護和進行整修，並進行定期及特

殊檢測，建立溫泉設備資料庫，以保障設施正常運作及延長其使用壽

命，確保溫泉用戶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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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執行內容 

    本處執行溫泉水資源保育、管理暨公共設施維護計畫，以既有

溫泉維護管理為基礎，針對溫泉水資源管理及維護作業，分為日常、

定期及緊急處理，茲分述如下: 

一、 日常處理：平日巡查泉源區溫泉設施系統，若發現異常，立即

通知承包商搶修；倘水量異常，即依水量處理程序

作業，調配水量。 

二、 定期處理：泉源區為火山裂隙形成之山谷窪地，該區山坡地易

受颱風暴雨沖刷而崩塌，每個月至少巡查 1 次，若

發現塌陷，儘速辦理專案搶修，避免災害擴大，危

及附近房舍安全。 

三、 緊急處理：因應颱風、豪雨、地震(震度四級以上)等災害後，

避免危及泉源區溫泉設施，檢視相關設施，進行維

修及補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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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投溫泉區及行義路溫泉區皆屬「氣水混合式」之人造溫

泉，對於原水取得與水源地保育、溫泉生成與利用等皆屬溫泉水資

源保育之範疇。為避免溫泉水資源遭受濫取與浪費，北水處辦理相

關溫泉水資源保育及管理等計畫，以維護管理相關取用設備及溫泉

泉源公共設施，達到溫泉資源有效管理之目的，使溫泉公共設施能

正常地運作及延長其使用壽命，促使溫泉水資源在臺北市溫泉區管

理計畫之總量管制下，得以穩定供給亦可提升本區溫泉品質並塑造

具地方特色的溫泉型態，長年穩定徵收溫泉取用費繳交溫泉基金，

投入臺北市溫泉區促進溫泉產業穩健地發展產生良性循環，使溫泉

水資源有效永續運用。並依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及第 4 項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

途使用規定，另以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保育計畫提報分類表第１項

水資源保育事項之第 2 大類第 6 小類，據以擬定本計畫內容如下: 

  1、溫泉資源保育 

      北水處管轄範圍內新北投硫磺谷、地熱谷及行義路溫泉區之溫

泉水資源之保育工作不遺餘力，因硫磺谷及行義路溫泉區兩處屬氣

水混合型式之溫泉，每天定期委由勞務人員實施溫泉資源保育巡查

工作，執行水源地巡查、取水調度及紫明溪、大坑溪水源範圍內清

掃等作業，包含溫泉水源地環境清理、泉源區周圍除草、鋸樹等相

關作業，以維持水源水質穩定，針對水資源滲漏維護措施，分述如

下: 

(1) 地熱谷青磺：地熱谷園區水保擋土措施維護、滲漏維修、周邊生

態保育與植栽修剪相關維護等。 

(2) 硫磺谷溫泉區白磺：紫明溪與硫磺谷上游水源地水保擋土措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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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滲漏維修、周邊生態保育與植栽修剪相關維護等。 

(3) 行義路溫泉區青磺：磺溪嶺區域植栽復育、滲漏維修、周邊生態

保育相關維護等。 

2、水資源管理 

    茲因硫磺谷及行義路溫泉區兩處之溫泉採人工氣水混合，故溫

泉出水量取決於氣源的強弱及凝聚度外，原水水源亦為基本要件。

目前北投一帶地面水或山泉水以民生、農業用水為優先使用，溫泉

用水為次要，故溫泉原水量有限。主要來自南磺溪水系之紫明溪、

大坑溪，其水源以雨水為主，其水量隨雨量多寡有劇烈變化且山區

地勢陡峻，該區豐枯水期明顯水資源利用較為艱鉅。為有效管理相

關溫泉源頭水資源，需辦理水源區取水設施清淤、蓄水設施維護、

用水管理（用水效率提昇、用水環境改善、設施永續經營與管理、

彈性調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等）與水質檢測等，另水資源巡查

管理部分需委由勞務人力日常定期巡查維護，俾使溫泉水資源管理

得以順利運作，分述如下： 

(1) 地熱谷青磺：地熱谷公園取水口與壩體維護、谷池內淤泥及雜

物清除等。 

(2) 硫磺谷溫泉區白磺：紫明溪原水取水口與壩體維護、淤泥及雜

物清除、陽二水源彈性調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如自來水

調度支援）、蓄水池（含原水與溫泉水）維護等。 

(3) 行義路溫泉區青磺：紫明溪及大坑溪原水取水口與壩體維護、

淤泥及雜物清除、陽二水源彈性調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如

自來水調度支援）、蓄水池（含原水與溫泉水）維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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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溫泉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北水處為市府指定之公共溫泉取供事業，泉源區內泉源公園

設施屬北水處轄管溫泉區內之公共設施，包含地熱谷公園、硫磺

谷泉源區及行義路泉源區內等，為維持相關公共設施之服務品

質，保障公共設施之安全性與使用性，分述如下： 

(1) 地熱谷公園：地熱谷公園日常（含假日）清潔維護、池周邊砌石

穩固、樹木修整、門禁管理、排水管涵清理、既有木欄杆及大門

油漆、公共區域新設塑木橋及欄杆（含不銹鋼鐵件等）、墊片更

新、美化地坪之鵝卵石鋪設等維護項目。 

(2) 硫磺谷溫泉區：硫磺谷泉源區內日常（含假日）清潔維護、樹木

修整、磺港溪環境清理，以維持環境美觀及避免蚊蟲孳生。北水

處亦定期派員實施泉源區設施巡查工作，發現設施損壞時會立即

修護，修護方式會配合現場環境景觀及材料使用，以維持硫磺谷

環境美觀。 

(3) 行義路溫泉區：行義路泉源區內日常（含假日）清潔維護、樹木

修整、磺溪環境清理，進出口木欄杆、泉源邊坡等公共設施進行

突發性有安全顧慮的損壞緊急改善及定期性整修。 

           本計畫主要係溫泉資源保育、水資源管理與溫泉區公共設施管

理維護等三大主軸進行改善，運用維護管理技術，使溫泉泉源區之

公共設施於耐用年限內發揮最大效用，確保溫泉水資源的安全穩

定，提升溫泉水資源供應品質，兼顧溫泉產業永續經營與環境景觀

的和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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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經費及成果 

一、  110 年執行經費：支用 11,572,142 元（由溫泉管理基金

補助 6,400,000 元，本處自籌 5,172,142 元）如表 3-1。 

表 3-1  110 年執行經費 (溫泉基金補助) 

 

 

圖 3-1 110 年執行經費分攤比例 

1.溫泉資源保育 67% 2.溫泉水資源管理 25% 

3.1 溫泉區地熱谷管理維護 5% 3.2 溫泉區公共設備管理維護 3% 

編號 用途說明 110年補助金額 

1 

溫泉供水穩定、溫泉取供提升服務品質及溫泉資源保育

及泉源永續 

5,900,000 

2 泉源保育及公共設施維護 500,000 

 合  計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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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執行經費   

為簡化行政流程，本處將符合溫泉基金補助項目與溫泉管線設備維

修工作整併於「陽明區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發包，依契約規定每 2

個月估驗計價 1 次，截至 111 年 8 月 31 日，累計支用 10,972,665 元，

其中 7,033,462 元符合輔助項目由溫泉管理基金補助，如表 3-2、表 3-3。 

執行項目 

經費 
 

說明 
新北投 

溫泉區 

行義路 

溫泉區 
合計 

1、溫泉資源保育等: 

泉源區露頭區噴氣孔景觀等

周邊環境改善(包含水土保

持處理維護、滲漏維修、周

邊生態保育與植栽修剪相關

維護等。) 

補助 1,010,000 70,000 1,080,000 
1、第3項溫泉區公共設施

管理維護，包含地熱谷

公園遊客安全維管、門

禁巡檢等事項。 

 

2、預計111年12月底，

實際執行數達1,500

萬元。 

實際

執行 
1,007,717 71,877 1,079,594 

2、溫泉水資源管理: 

泉源區露頭區定期巡查管理

(包含取水設施清淤、蓄水設

施維護、水質檢測、用水效

率提昇、用水環境改善、設

施永續經營與管理、彈性調

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

等。） 

補助 2,000,000 450,000 2,450,000 

實際

執行 

2,025,978 567,047 2,593,025 

3、溫泉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溫泉區公共設施日常環境清

潔維護管理、樹木修整、緊

急狀況處理、泉源區邊坡等

公共設施崩坍損壞整修。 
 

補助 2,800,000 70,000 2,870,000 

實際

執行 

3,287,360 73,483 3,360,843 

        合計 

補助 5,810,000 590,000 6,400,000 

實際

執行 

6,321,055 712,407 7,033,462 

 

表 3-2 111年執行經費預定成果及溫泉基金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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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溫泉基金補助項目支出經費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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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溫泉基金補助項目支出經費佐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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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溫泉基金補助項目支出經費佐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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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 年執行內容：主要作業項目如下：  

(一 ) 溫泉資源保育：泉源區設施周邊環境改善  

為維護本計畫範圍內溫泉區的自然景觀及上游泉源區

生態環境，定期 (每季 )修剪及割除溫泉區周邊的樹木及雜草

等，避免蚊蟲孳生及維持環境美觀。另外於汛期或大豪雨來

襲時，因上游水源區邊坡土壤遭沖蝕，常發生樹木倒塌或鬆

軟土石淤積於取水口，須緊急移除倒塌樹木，並清理淤積於

取水口周圍的枯枝落葉，相關設備方可順利運作、正常取水

，確保溫泉公共設施順暢，提供質優量足的溫泉，如圖 3-4

、圖 3-5、圖 3-7及圖 3-8。 

    於 111年 10月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發生強降雨，導致周圍道路

雨水及山區側溝水排至地熱谷公園內，使樹枝淤積於排水設施內及

區內步道髒污，影響排水成效及環境美觀，本處委由勞務人員進行

環境整理及清淤作業並確保排水設施順暢，避免影響溫泉水質及用

戶使用溫泉水之權益，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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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清理倒塌樹木及周圍環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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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地熱谷泉源區取水口雜物清理 

 

圖 3-7 泉源區環境整理(行義路) 

 

圖 3-6 地熱谷暴雨漫流導致水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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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泉水資源管理： 

1.辦理泉源區溫泉設施系統巡查、操作維護及環境清潔。 

為提升用戶服務品質，強化溫泉區操作管理業務，本處委由勞

務人員，實施溫泉區巡查工作並適時疏通氣孔，發現溫泉漏損即時

處理，避免沖蝕邊坡及影響自然環境。另執行水源地定期巡查、取

水調度及水源地範圍內清理疏通等作業，如圖 3-9、圖 3-10。 

圖 3-8 泉源區環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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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協助疏通硫磺谷陽管處管轄人工湖出水管線 

2.溫泉水質監測 

為確保提供使用端之溫泉符合標準，本處定期每半年 1次委

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之檢測單位進行水溫及總硫化物等溫泉

標準項目檢驗。為進一步確保使用端溫泉品質，每月均於固定之

泉源端及供水系統之湯櫃採樣進行水質檢測。其中泉源端之檢測

項目為水溫、pH值及總溶解固體量等項目；供水系統之湯櫃檢測

項目為總菌落數及大腸桿菌群等項目。每日皆有技術人員自主觀

測、維護管理各泉源及湯櫃之泉質，以符合相關溫泉標準，詳圖

圖 3-9 水源地雜物清理前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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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目前供應之溫泉區，其每半年委外檢測報告，及每月相關

水質檢驗項目(包括水溫、濁度、pH值、總溶解固體量、總菌落

數及大腸桿菌群)之檢驗結果，皆符合溫泉及衛生標準，亦公布於

本處網站供民眾查詢，如圖 3-12。另行義路溫泉區每周檢測 pH

值 2處(上游:皇池旁澄月橋、 下游:甲桂林社區堉琪橋旁)，上游

pH值介於 6.4~6.97（平均 6.62），下游介於 3.6~5.13(平均 4.14)，

以觀測磺溪水質變化情形，pH值趨勢如圖 3-13。 

 

圖 3-11本處定期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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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本處官網溫泉檢測報告公告 

 

圖 3-13水質檢驗 pH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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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溫泉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1.地熱谷公園日常清潔管理： 

地熱谷為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係本處溫泉區重要的觀光

景點，園區總面積達3,500平方公尺，綠蔭滿布環境優美，內有

設置公廁，為確保參觀遊客安全及旅遊舒適，現場設置管理人

員，執行日常門禁管理並維護公廁使用整潔，如圖3-14，另外

周圍步道常有落葉、樹枝斷落會進行例行性的修剪樹木並由委

外人員每日定時清掃。 

因地熱谷公園水溫高、泉質為酸性且具腐蝕性，為確保遊

客安全及提升整體設施安全性，於泉源區周圍有設置欄杆設

施，因本區終年瀰漫著硫磺煙霧，既有木質欄杆因反覆熱漲冷

縮，導致螺栓接合端無法密合，欄杆鬆動影響旅客安全。本處

111年度以仿木紋塑木材料更新欄杆及橋樑(含不鏽鋼鐵件

等)，長度達86.5公尺，另針對設施之後續維護，本處由委外人

員例行巡視及檢修，如圖3-15，此外，於廁所裝設緊急安全警

鈴及扶手，如圖3-16，以提供市民及前來的遊客一個非常舒適、

安全的旅遊環境。 



臺北市政府 111 年度溫泉管理基金補助計畫 

21 

 

  

 

圖 3-14地熱谷公園環境清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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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地熱谷公廁安裝緊急安全警鈴及扶手 

圖 3-15地熱谷公園新設塑木橋及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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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泉區內泉源區邊坡巡查 

本處定期委由勞務人員實施溫泉區巡查工作，執行水源

地巡查、取水調度及新北投硫磺谷泉源區及行義路生成池與

匯流池旁邊坡範圍內清掃等作業，包含溫泉設施環境清理、

泉源區周圍除草、鋸樹等與溫泉維護相關之作業，以維持水

源水質穩定。除定期針對重要的溫泉設施進行巡檢外，亦會

針對暴雨後上游泉源區及周圍邊坡進行整修維護，以預防水

資源之滲漏，如圖 3-17。 

溫泉水自水源區匯流池，透過輸配管線運送，經調整井

至各湯櫃或閥栓，再分配至各用戶，因山區高程落差較大且

地質鬆軟，邊坡可能因大雨後造成崩坍、滑落，導致溫泉設

施損壞，影響溫泉正常供應。為此，本處 111年編列陽明區

溫泉管線設備維修工程標案，執行溫泉資源保育等相關作

業，以維繫溫泉供水系統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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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暴雨後硫磺谷邊坡坍塌整修 

 (四)推動溫泉資源保育與研究發展 

為推動溫泉資源保育，本處辦理相關溫泉教育講習，帶領學員

實地踏勘溫泉區，說明溫泉生成過程及歷史發展等，配合教育部國

教署、臺北市 111年度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地球科學學科平

臺、臺北市立大學等，辦理臺北溫泉露頭區及溫泉取供事業參訪作

業，了解溫泉取供事業，增進教師地球科學與溫泉相關知能，如圖

3-18；另配合臺大環工所(臺北市衛工處委託)進行溫泉相關研究，

戮力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與利用，對天然資源保育做出貢獻，如

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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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本次地熱谷公園景觀改造，本處邀請溫泉資源保育志工，

實地踏勘地熱谷公園、硫磺谷公園等溫泉地景相關場域，規劃作為

未來溫泉資源保育站點，使溫泉資源保育成為國人通識，關心生活

環境，進而追求永續發展。 

日期 申請單位 課程內容 

111/4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

務學系 

溫泉設施簡介及溫泉水資源管理 

111/10 臺北市立成功

高級中學 

高中地球科學教學課程-臺北溫泉露頭區

地熱谷、硫磺谷、龍鳳谷及溫泉取供事業

參訪考察 

111/10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

務學系 

溫泉設施簡介及溫泉水資源管理 

111/5-111/12 國立中正大學 地熱谷採集溫泉源頭水樣及周邊土壤樣

本進行地質及天然水體水質分析研究 

111/1-111/12(每月) 臺大環工所 溫泉水體試驗 

 

 

 

  

 

 

圖 3-18辦理相關溫泉資源保育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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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溫泉取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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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歷程與估驗計價情形 

(一 ) 執行歷程  

1. 110年 3月提出補助申請 

2. 110年 5月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110年度

第 1次會議同意補助 

3. 110年 10月編製預算書及招標文件 

4. 110年 12月標案公開招標(陽明區溫泉管線維修工程) 

5. 111年 1月標案執行 

6. 111年 11月提報執行成果 

7. 標案預定 111年 12月 31日竣工、112年 1月結算、112

年 2月～3月驗收及決算 

8. 契約執行期間，依據市府及本處相關規定辦理 

（1）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須知 

（2）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3） 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 

（4） 臺北市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須知 

（5） 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6） 施工不良及違約情形分類一覽表 

（7） 管線設備維修工程估驗應附文件一覽表 

（8）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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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估驗計價情形 

本計畫自 111年 1月起開工後即依相關規定辦理，每 2個月

檢具相關資料辦理估驗計價，自 111年 1月截至 8月底，計

價單詳圖 3-20～圖 3-23。 

 

圖 3-20  111年 1-2月估驗計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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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111年 3-4月估驗計價單 

 

圖 3-22  111年 5-6月估驗計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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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111年 7-8月估驗計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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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綜合成效 

台灣因地質構造特殊，具有非常豐富的溫泉資源，加上近年來

溫泉相關產業日漸蓬勃，不論是觀光旅遊、住宿泡湯及醫療養生等，

為更有效的管理，避免珍貴的天然資源受到肆無忌憚地取用與兼顧

環境的永續發展，本處奉市府指示擔任新北投及行義路溫泉取供事

業管理者，肩負北投百年溫泉取供重任，提供質優、量足且穩定之

溫泉，更能吸引觀光人潮，在適度的開發下活絡北投觀光發展亦能

帶動週邊的溫泉相關產業，以提高新北投地區之觀光產值。 

為滿足市民需求，有效的溫泉水資源管理、掌握各項工程整體

的施工品質及監控溫泉設施的運作情況，俾利加強維護和進行整

修，針對重要設施進行定期的檢測，並建立溫泉資源資料庫，使溫

泉水資源能正常地運作及延長其使用壽命，以提升本區溫泉品質並

塑造具地方特色的溫泉型態，促進溫泉產業穩健地發展。 

本計畫綜合成效： 

（一） 提升溫泉泉溫、泉質與用戶服務品質： 

    經由本計畫之實施，提供用戶穩定的泉量、提昇溫泉

總硫化物泉質，露頭區生成池 109～111年平均溫度維持在

60～60.8度間，新北投溫泉區末端用戶接水湯櫃年平均泉

溫達 52度(淡季)、55度(旺季)以上，行義路溫泉區用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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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年平均泉溫達 55度，穩定供水提升溫泉產業預期經濟

效益，並強化穩定溫泉泉源區資源保育，使溫泉水資源得

到較佳之取用，避免過度取供，造成溫泉水資源之枯竭，

並能提供質優量足之溫泉水穩定供應大眾使用，另協同在

地業者共同發展出新北投溫泉區及行義路溫泉區觀光產業

之特色，促進溫泉產業生命週期之循環，提昇溫泉產業經

濟效益，並增進溫泉用戶之服務品質。 

（二） 溫泉水量穩定供應，繳納溫泉取用費，促進溫泉生命鏈

循環及永續發展： 

溫泉係有限資源與非民生必需品，為永續經營溫泉取供

事業與使用者付費原則，本處附設溫泉之溫泉使用費，包

含取用費及營運費。然而取用費須上繳主管機關納入溫泉

管理基金，110年溫泉供水量 1,996,039立方公尺，繳納溫

泉取用費約 1,800萬元，111年溫泉供水量預估 210餘萬立

方公尺，預計繳納溫泉取用費近 2,000萬元，該取用費繳

交，將有利於溫泉業務發展推動與運用，並可使溫泉產業

生命鏈循環及促進溫泉永續發展。 

（三） 持續提供優質溫泉區公共設施： 

歷年已編列可觀之經費辦理新北投及行義路溫泉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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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設施維護整修及自然景觀保育等，今年本處獲市府產

業發展局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補助新臺幣 6,400,000

元，辦理「新北投暨行義路溫泉區 111年度溫泉水資源保

育、管理暨公共設施維護計畫」，經本計畫辦理行義路溫

泉區公共設施管理及維護，提供質優、量足、穩定之溫泉。 

北投地熱谷公園為溫泉區公共設施與知名觀光旅遊景

點，國內外參訪遊客眾多，提供遊客安全及優美公園環境

品質，溫泉水屬於高溫危險區域，園區內步道、欄杆及警

示標誌等週遭設施極易損壞需經常維護，為持續提供整體

園區優質遊憩品質及確保遊客安全，本處執行新北投溫泉

區地熱谷公園景觀營造，規劃總工程費 3,300萬元，主要

施作為環湖步道及景觀平台、岩盤浴設施、場景印象（含

手湯設施）、造型座椅、植栽、邊坡與排水設施整治、既

有步道欄杆汰換更新等項目。此外，每年委外維護管理園

區內公共設施清潔維護及門禁，並辦理地熱谷公園設施優

化，於廁所裝設緊急安全警鈴、扶手及感應式水龍頭等，

定期巡檢公園廁所內照明設施及緊急求助鈴功能是否正

常，如遇設備故障立即改善，在正常維護及安全管理下，

使相關設施與生態、環境與景觀相互和諧，持續提供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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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光及休閒遊憩的優質公共設施，可進一步開放該

場域提供各公部門、在地居民、溫泉協會及相關產業，共

同合作使用，辦理相關公益活動及與溫泉相關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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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銷憑證 

 



臺北市政府 111 年度溫泉管理基金補助計畫 

36 

 

 



臺北市政府 111 年度溫泉管理基金補助計畫 

37 

 

 

 

 

 

 

 

 

 

 

 

 



臺北市政府 111 年度溫泉管理基金補助計畫 

38 

 

附件    黏貼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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