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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13年度施政計畫 

壹、 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致力使桃園成為「好水質、好韌性、好休憩、好智慧」的宜居城市。 

二、任務： 

(一) 水務局致力於打造一個更美好、更宜居的城市環境。透過積極建設民眾看

不見的污水及雨水下水道網絡，提升都市的水患防災韌性，避免淹水災害

的發生，並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著重於淨化河川水質，確

保水域的健康和生態平衡。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採取多元化的流域治理模式，將河防安全、休憩空間

及自行車道等因素納入考量，打造一個舒適且親水的優質生活環境。同時，

積極將灌溉功能減退的埤塘轉型為具有生態及滯洪多功能場域，賦予埤塘

新的防災及休憩角色，讓市民的生活與埤塘重新聯繫，保護桃園千埤萬圳

的歷史文化價值。 

為了有效實踐，將善用科學技術、社區志工和校園教育，促進全社會對於

水資源保育的參與。同時，將充分利用大漢溪軸帶空間資源，將其整合成

為低碳旅遊園區，舒緩車流負擔，提供水岸自行車道，發展大溪、龍潭、

石門及大沿線的整體觀光旅遊潛能。 

為了實現智慧水務城市的目標，將積極發展智慧治理，運用物聯網、無線

傳輸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整合內外部資料與應用，以加強水務運營的效率

和準確性。同時，將不斷擴充水資源備援能力，以確保供水的穩定性，並

落實科技防汛工作，使桃園成為國際級智慧水務城市。 

相信這些努力將為桃園市帶來更環保、更宜居的生活環境，同時提供市民

更多優質的休閒和親水體驗。 

1、 河川全流域治理：對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進行治理規劃和檢討，並以全

流域治理策略為指導，包括上游「滯洪」、中游「分洪」及下游「減(排)

洪」，以確保河川的承洪能力。透過適當的河川治理措施，以降低洪水

災害的發生風險，保護市民的安全。 

2、 健全都會區排水系統：對各都市計畫區進行雨水下水道的檢討規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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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雨水下水道在道路底下，將道路側溝所蒐集的雨水快速排往河川，有

效降低積淹水風險，保障城市的排水系統的順暢運作。 

3、 健全水患防災體系：建置智慧型水情資訊系統，結合民間資源建立自主

防災社區，藉由科技的應用和民眾的參與，提升整體水患防災體系，使

能有效地防災、減災和降低災害對城市的影響。 

4、 改善河川生活污水污染：全市規劃 12處污水下水道系統及 3個集污區，

並採用公辦與 BOT 兩種方式同步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這將有助於將

家庭生活污水經蒐集處理過後再行排放至河川，減少對河川的污染。 

5、 營造親水環境：將著重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的藍、綠帶水岸和綠帶空間

規劃，並融合當地的景觀，引入適當的親水遊憩活動。同時，加強既有

服務設施功能，發揮地理優勢，提升整體水環境的品質和觀光效益。透

過這些措施，讓市民能更親近水域，享受美麗的水環境帶來的樂趣與便

利。 

(二)另桃園市政府自 108年 5月起積極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性評估報

告」，水務局亦重視市府整體目標之縱切面而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為施

政計畫之行動方針；水務局各施政任務重點計畫分別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中之目標 6、目標 9、目標 11、目標 13： 

1、坡地管理、河防安全及都會區排水，為本局建構水安全之基本任務 

任務 重點計畫 對應目標及意涵 

加強坡地管

理 

山坡地治理與檢討

計畫 

SDG11.5 

在西元 2030年以前，大幅減少災害的死

亡數以及受影響的人數，並將災害所造

成的 GDP經濟損失減少 y%，包括跟水有

關的傷害，並將焦點放在保護弱勢族群

與貧窮者。 

重視河防安

全 

全流域綜合治理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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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域滯

洪及排水 

健全都會區排水系

統計畫 

SDG9.1 

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

具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基礎設施，包括區

域以及跨界基礎設施，以支援經濟發展

和人類福祉，並將焦點放在為所有的人

提供負擔的起又公平的管道。 

2、 確保水資源及健全防災體系，為本局關注全球氣候變遷之國際任務 

任務 重點計畫 對應目標及意涵 

珍惜水資源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

畫 

SDG6.a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針對開發中國家

的水與衛生有關活動與計畫，擴大國際

合作與能力培養支援，包括採水、去鹽、

水效率、廢水處理、回收，以及再使用

科技。 

水資源妥善處理及

再生水推動計畫 

SDG6.4 

在西元 2030年以前，大幅增加各個產業

的水使用效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

回收，以解決水饑荒問題，並大幅減少

因為水計畫而受苦的人數。 
地下水管理智慧化

計畫 

健全防災體

系 

智慧防災水情系統

計畫 

SDG13.1 

強化所有國家對天災與氣候有關風險的

災後復原能力與調適適應能力。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

計畫 

SDG13.3 

在氣候變遷的減險、適應、影響減少與

早期預警上，改善教育，提升意識，增

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4 

 

3、 營造親水空間為本局提供市民遊憩處所之加值任務 

任務 重點計畫 對應目標及意涵 

提供遊憩空

間 

生態水質淨化計畫 

SDG6.3 

在西元 2030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

染，消除垃圾傾倒，減少有毒物化學物

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將未經處理的廢

水比例減少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安全

再使用率提高 x%。 

營造親水環境計畫 

SDG11.7 

在西元 2030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

全的、包容的、可使用的綠色公共空間，

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

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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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全流域治理及管理，打造承洪韌性家園： 

（一）辦理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將進行市管河

川及區域排水的治理規劃檢討，評估現有治理措施的成效和挑戰，並

根據治理的需求制定全面的治理計畫。這包括針對不同河川和排水區

域的特性，提出適合的治理方案，以增強河川的承洪韌性，降低洪水

災害風險。 

（二）辦理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著手實施市管河川和區域排水的治理

計畫，對河道、排水系統進行改善，加強護岸和排水能力，以及建設

滯洪池等措施。透過這些治理措施，將提高河川和排水系統的適應能

力，有效應對洪水和水患。 

（三）落實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維護及管理：治理完成後，將持續進行市管

河川和區域排水的維護和管理工作，確保設施的正常運作和保持良好

的狀態。定期檢修、清淤，以及加強監測等措施將有助於保持治理效

果，確保承洪能力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四）落實山坡地保育及治理：除了河川和排水治理，也將注重山坡地的保

育和治理工作。通過適當的山坡地保育措施，如植被恢復和土地整治，

可以減少山洪、坡地滑動等災害，同時增加土地的抵禦能力，降低洪

水對下游的影響。 

二、強化都會區排洪能力，降低淹水風險： 

（一）辦理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對都會區的雨水下水道進行全面的規劃

檢討，評估現有設施的排洪能力，並根據都市發展和氣候變遷的情況，

制定適當的雨水下水道規劃。這包括針對不同區域和道路特性，提出

適合的雨水下水道設計方案，以增強排洪能力，降低淹水風險。 

（二）辦理雨水下水道興建：根據雨水下水道的規劃，將開展相應的興建工

程，建設雨水下水道系統。這可能涉及新建、擴建或改造現有的下水

道設施，以確保雨水能夠迅速排往河川或其他排水區域，減少淹水風

險。 

（三）落實雨水下水道維護及管理：雨水下水道興建完成後，將持續進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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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水道的維護和管理工作，確保設施的順暢運作和保持良好的狀態。

定期檢修、清淤，以及加強監測等措施將有助於保持雨水下水道的排

洪能力，確保有效防範淹水事件的發生。 

（四）列管易積淹水點：對易積淹水的區域進行監測、評估和改善，並建立

相應的列管清單。這些清單將有助於針對特定區域進行更有針對性的

治理措施，加強排洪能力，降低淹水風險，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

全。 

三、智慧防災、公私協力，提升防災能量： 

（一）強化防災整備：積極進行防災整備工作，包括檢視現有的防災設施和

設備，並進行必要的更新和改進。這包括加強防洪護岸、提高排水系

統的能力、建立防風防雨設施等，以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災害。 

（二）建立及落實防災應變機制：建立完善的防災應變機制，建立起各相關

單位的協作和配合機制。這包括建立災害應變中心、定期進行應急演

練和培訓、建立聯繫機制，以確保在災害發生時能夠及時、有效地應

對和處理。 

（三）推動非工程之防災措施：除了工程上的防災措施外，將積極推動非工

程性的防災措施。這包括加強災害防治宣傳教育，提高市民的防災意

識和應變能力，建立防災知識普及計畫，培養市民在災害發生時能夠

自我保護和自救的意識。 

（四）開發智慧防災系統：將致力於開發智慧防災系統，運用物聯網、大數

據和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加強對災害的監測和預警能力。透過智慧

防災系統，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災害的發生，提前做好應對措施，減

少損失和影響。 

四、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營造成為宜居城市： 

（一）辦理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興建：著手推動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的興建

工程。這將包括建立新的污水下水道系統，以及擴建現有系統，以確

保污水能夠有效收集和處理。能夠降低污水對環境的衝擊，保護水資

源，並改善城市的環境品質。 

（二）落實污水下水道系統維護及管理：持續進行污水下水道系統的維護和



7 

 

管理工作，確保設施的順暢運作和保持良好的狀態。定期清理和維修，

加強監測和檢測等措施將有助於確保污水下水道系統的長期運作，確

保污水得到有效處理，不對環境造成污染。 

（三）推動再生水 BTO 計畫：再生水是將處理後的污水再利用，用於灌溉、

工業用水、冷卻等非飲用用途。將積極推動再生水的建設和利用，並

採取建造、營運、轉移(BTO)等模式。透過再生水的應用，可以更有效

地利用有限的水資源，降低對地下水和自來水的需求，達到可持續的

水資源管理。 

五、營造親水環境，打造水岸城市： 

（一）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將進行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的規

劃工作，根據河岸的特性和城市發展需求，合理劃分藍色水域和綠色

綠地帶。藉由規劃水岸綠帶，將增加河岸帶的景觀價值，同時保護水

體資源和自然生態。 

（二）延伸河岸親水路網：將推動延伸河岸親水路網，建立便利市民接近河

岸的步道、自行車道等設施。這將提供市民更多親水休憩的機會，享

受河岸帶的美景和自然環境，同時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營造觀光休憩亮點：將注重營造觀光休憩亮點，透過藍、綠帶水岸及

綠帶空間的規劃，引入各式各樣的休憩設施和活動，打造具有吸引力

的觀光景點。這將吸引更多遊客和市民前來，增加地方經濟效益。 

（四）落實河岸綠化及環境維護管理：在推進親水環境建設的同時，也將重

視河岸綠化和環境的維護管理。這包括定期的植樹造林工作，保持河

岸帶的綠意和美觀，同時加強河岸環境的監測和保護，防止污染和環

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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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 

(千元) 

備註 

一、市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

計畫 

市管區域排水治理規劃

檢討與治理計畫。 
66,447 

包含

附屬

計畫

及行

政措

施。 

二、市管河川治理、

維護、歲修 

市管河川之護岸整建、疏

濬與環境維護。 
370,176 同上 

三、市管河川用地

取得及管理 

市管河川之用地取得、使

用申請許可、巡防及取

締。 

298,376 同上 

四、市管區域排水

之治理、維護、

歲修 

市管區域排水之工程護

岸整建、疏濬與環境維

護。 

297,907 同上 

五、市管區域排水

用地取得及管

理 

市管區域排水之用地取

得、使用申請許可、巡防

及取締。 

16,966 同上 

六、山坡地水土保持

治山防災 

山坡地之管理、治理、野

溪及坑溝整治、土石流防

治暨水土保持作業。 

76,797 同上 

七、雨水下水道興建

及維護 

雨水下水道之興建及維

護(巡查及清淤) 。 
295,583 同上 

八、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

設。 

(二)再生水廠系統建設。 

 

2,235,70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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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污水下水道系統

(水資源回收中

心)維護管理及

修繕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維

護及修繕。 

(二)水資源回收中心操

作及維護 

(三)再生水廠及管線操

作、維護及修繕。 

295,219 同上 

十、水患防汛整備及

應變 

(一)建置維護智慧防災

水情系統。 

(二)整合自主防災社區

能量，健全防災體系。 

(三)滯洪池設施維護管

理及搶災(險)工程。 

87,562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