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分區座談會議(大漢溪軸帶場次)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 

二、開會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5樓研習教室/Google Meet 

三、主持人：潘科長志豪                             紀錄：廖建棋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承辦單位報告：略 

七、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 

 (一)周銘賢老師 

1. 過去在30年間，對於水環境的建構，在水安全的面向的水環境建構

上，水利局與十河局的諸多作為已經相當改善原本的水環境。 

2. 水環境建設，骨幹是工程，而血肉靈魂是在地參與。例如十河局的

新埔海堤建設，與聖約翰大學合作，海堤成為了在地聖約翰大學新

生淨灘、認識環境的地點。又例如中港大排工程，原先在大排兩岸

有208棵老樹，後來在後續100場公共溝通過程中，透過民眾參與，

成功使台北縣都委會要求施工廠商改變工法，保留了這208棵老樹，

透過民眾參與老樹保留，也成為中港大排走讀過程，向在地學生或

外來訪客介紹的動人故事；而保留下的老樹，也成為社區與水環境

的重要連結。這樣的精神值得規劃團隊參考。 

3. 建議新北市水環境空間藍圖規劃能更長遠、更細緻地思考，讓流域

兩岸的聚落、個人，與水環境能產生連結、產生情感，反映在地價

值，同時使水環境建設能更具公共意義。 

 (二)楊國龍老師 

1. 三鶯一橋與三鶯二橋之間的大漢溪左、右岸，具有相當豐富的文化

資源；而三鶯水資源回收中心周邊，未來有轉運站與捷運站的設置，



以及有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新北市立美術館與新北市客家文

化園區等三個博物館。因此大漢溪左、右岸在水環境改善方面，與

新北市政府轄下各機構，可以有相當的潛力來合作推動。 

2. 建議在水環境計畫中將轉運站的角色納入，因該轉運站有機會成為

外地遊客進入台北盆地的門戶，搭配捷運可以連結到台北市區。另

外在2022年底新北市立美術館即將啟用，加上既有的新北市立鶯歌

陶瓷博物館、規劃中的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未來大漢溪在三鶯地

區的水文化、文化創意方面，將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若透過適當的

水環境營造規劃，導入水文化、文化創意、地方特色，將轉運站營

造為外界要認識新北市水利建設的櫥窗，讓外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

認識新北的水利建設。 

3. 河岸水環境建設過去可能常被作為交通、停車、體健設施等用途，

其對於自然環境產生的影響較少著墨，而過去某些具有歷史記憶價

值的段落也在過程中被切割。建議未來的水環境建設，在考量到便

利人類行為的同時，也能注意到一些軟性的成分，使水環境能邁向

永續。 

4. 公民參與的部分，建議可與大漢溪沿岸長期關心河川水環境議題的

社區大學，以及在地NGO團體合作，讓藍圖規劃能建立出良性的公民

參與模式。 

 (三)自然步道協會甘偉文老師 

1. 大漢溪的水，因為上游桃園大圳、石門水庫的建設後，將大漢溪的

水源攔截住，大漢溪的灘地因此逐漸增加，沿岸居住的人民也隨之

增加。 

2. 435藝文特區內的濕地故事館的志工，會到旁邊的板橋國中培植學校

的溼地社，讓社團成為大漢溪濕地小小的種子。未來水漾學堂的推

動，可以結合周邊學校的國中、國小，利用其鄰近大漢溪濕地的地

利之便，不僅是溼地教育，也可以結合大漢溪生態、人文歷史特色

來推動，相信能建構出比淡水河、新店溪更豐富的河川故事。 



  (四)新莊社區大學度昀奇主秘 

1. 新莊社大的學區包含新莊與泰山。目前第六批次提案中的十八份坑

溪，以及之前的貴子坑溪等，都是在社大的學區內，這對社大而言

是個契機。社大過去在十八份坑溪曾結合河川巡守隊來推動，社大

本身也有溼地服務隊，在經營溼地公園與中港大排時，也進行許多

社區推廣的工作。新莊故事遊藝隊長期在新莊老街上分享大漢溪的

故事。這些在地力量若在新北市水環境空間藍圖規劃的過程中，能

被有效地整合與呈現，在水意識的連結上，對於新莊、泰山地區的

發展將有極大助益。 

2. 新莊過去幾年的人口成長，外地移民是主要，這群新興移民來到當

地、想進一步認識當地。水意識若能透過生態、文史、水文的空間

來串連，相信能讓新興移民體會到在新莊生活的真正意義，而非僅

是臥房城市。 

  (五)新莊社區大學黃昱傑先生 

1. 藍圖規劃中提出的債務轉正，例如將原本的三面光河道改造為具有

生態內涵、讓物種能進駐的環境，這樣的治理思維可以看出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建立城市典範的企圖心。 

2. 新北市是一座移民城市，因此在河川紋理、土地紋理的縫合上是重

要的。社大在教育過程中，來凸顯新北市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

如何面對過去城市發展的負債，透過水環境建設來翻轉。 

3. 但水岸空間在整理的同時，可能也是讓這座城市走向縉紳化。因此

水漾學堂更具企圖的作為，公部門應該要在教育上與水環境作更多

的連結，讓民眾了解目前正在處理的河川水環境是處在何種階段，

因此要利用這樣的手段來被處理，而不是將所有野溪或自然河川都

視為是要被整治的。例如第六批次提案中的十八份坑溪，可能就面

臨上述的問題。 

  (六)陳建志老師 



1. 新北市目前接管率以每年7~8萬戶的速度增加，有些河段的水質已經

可見改善，另外像是中港大排的治理也讓水體有一定程度改善。可

參考日本重新鏈結城市與水關係的「水邊樂校」，透過親水活動與

環境教育，來拉近流域周邊孩子與河川水環境的關係。建議水利局

與規劃團隊可以朝這方面來思考，讓人跟河流可以生活在一起，例

如三峽河過去在祖師廟附近是可以划龍舟的，若在水質改善、水量

能確保的前提之下，是否有機會來恢復這類型的水文化。 

  (七)本局河川計畫科潘志豪科長 

1. 水環境提案凝聚在地價值，未來將朝向生態價值、人文價值的部分

來聚焦。未來第七批次提案將擴大社大系統的公民參與，使提案能

更扣合在地價值。 

  (八)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葉兆彬課長 

1. 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的推動，目的是要讓前瞻水環境提案能更

符合都市整體發展的規劃願景與推動期程。依照水利署的藍圖規劃

手冊指引，藍圖規劃過程以及未來提出的可能提案，應有地方政府

祕書長層級以上的跨局處溝通來推動，建議在後續執行過程應強化。 

2. 藍圖應該有不同尺度的討論，例如四軸帶是1/25,000的尺度。但本

日座談會議中楊國龍、周銘賢、陳建志三位老師提出的具有地域特

性的水圳或排水，其尺度為1/5,000；另外例如永和瓦窯溝、中和藤

寮坑溝、泰山貴子坑溪等，都是市府目前重點推動熱點，這部分建

議在藍圖規劃中應加以著墨，並透過水意識的要素來排定優先推動

期程。 

3. 在地河川社群有其認養或長期關心的部分，建議在藍圖規劃中優先

推動。前瞻水環境提案，除了爭取中央的經費支持，也必須獲得在

地的認同，建議規劃團隊未來在公民參與的環節上能加強著墨。 

八、結論 

       感謝各單位先進提供寶貴意見及不吝指教，水利局已委託顧問團

隊就新北市水環境空間進行調查及案件盤點，本次座談會用意係就目前規



劃方向說明新北市藍圖構想、前瞻水環境提案方案與提案方式，後續將持

續廣邀公共參與，辦理各地座談會廣徵意見及共識，使新北市水環境空間

共同願景得以發展與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