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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挑戰?亞洲佈局?兩岸競合?

城際競爭?

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華人城市崛起?

全球變遷挑戰無可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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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往何處去?
20年內，地球的人口預期將會急速增加20億人以上。

‧ 食物的生產必須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
‧ 過度砍伐森林，物種滅絕
‧ 缺水
‧ 水污染
‧ 需要更多能源
‧ 過度捕撈魚類
‧ 傳染病
‧ 氣候的改變
‧ 貧窮
‧ 金融風險
‧ 國際衝突



南北縱長 : ~ 400 公里

東西寬度 : < 150 公里

最高峰海拔 : 3,950 公尺

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台灣百年平均溫度不斷攀升

21 世紀末上升 2.3 oC (夏季 2.5 oC ；冬季 2.0 oC)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有旱澇加劇之趨勢
單日降雨量及豪大雨日數增加，四季降雨日數減少



地質破碎



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台8甲線(中橫)
滿目瘡痍

照片來源：台灣大學



曾文水庫上游地區



南投縣仁愛鄉-華岡



清境的民宿



石門水庫的風險



壩高82公尺，壩長160公尺
設計容量：1,240萬立方公尺

13土砂淤積-榮華壩



88風災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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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東石網寮村



屏東縣-佳冬鄉漁塭--地層下陷



88風災林邊淹水



雲林地區81-98年累積下陷量

每年八公分向下沉淪



圖由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提供

八八風災前太麻里溪出海口

九號省道

南太麻里橋

太麻里鄉泰和村

太麻里鄉香蘭村

南迴鐵路橋



八八風災後太麻里溪出海口

九號省道

南太麻里橋

太麻里鄉泰和村

太麻里鄉香蘭村

南迴鐵路橋

圖由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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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來源：公路總局

台８線谷關段



南投縣隆華國小

1996之前 1996賀伯颱風 1997重建

1999集集地震

2001重建2009莫拉克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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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

‧面對未來不可測的氣候災難，最有效根本的防治辦法
－國土規劃

‧國土規劃不單是土地的合理開發、分配和利用

‧國土規劃應該是一套涵蓋價值觀念、法令制度、行動
實踐以及管理執行的體制

‧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扭轉，整體價值思維如
果不改變，國土復育不可能達到，永續發展永遠只是
無意義的專有名詞，不會有具體落實的真正行動



風險

機會
‧ 綜合性的調適與減災
‧ 多功能土地利用
‧ 創新

水資源管理

漁業
生態系
土壤

休閒遊憩農業
林業

能源

保險

空間規劃
監測

社會變遷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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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剖析 國土監測

基本資料不足



‧產製機關分散: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水利

署、農委會水保局、農林航空測量所、交通部觀光局

‧機密等級需重新檢討

內政部地政司擔負全國DTM資料整合流通責任!

1.檢討機密等級，修訂「內政部數值地形模型

成果供應及管制要點」，建置「DTM資料流通

供應平台」，公務機關之間更有效流通使用。

2.整合管控全國航空測量、光載雷達

(LiDAR)測製成果。

航空測量/光載雷達(LiDAR)測製
全國數值地型模型(DTM)資料



台灣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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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易淹水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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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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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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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
(考量人口分布因子)

針對不同災害潛勢及環境敏
感程度，分級區劃災害風險
地區，訂定不同層級之調適
策略，落實空間防救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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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地圖除顯示風險空間分布外，還可藉由其各評估面向，分析存在高

風險的影響因子。(消極用於防災，積極用於國土規劃)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衝擊分析







實價登錄制度 / 實價查詢服務網

積極的 住宅政策﹕除了揭露價
格，更可做Data Mining, 作為
住宅、都市發展政策的依據。











消防署完成全國7,835幅「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
Disaster Mitigation Maps 



災害防救五年深耕計畫產出圖資 提供縣市政府、鄉鎮市區、村里使用

已完成之看板



消防署防救災雲端計畫

應變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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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災害應變決策
輔助系統」所需圖資!



災害管理基本觀念



軟體重於硬體–健全的防災警覺及充分的
防災意識，勝於防災硬體設施

平時重於災時–平時有充分準備，使具抗
災韌性，並能在災後迅速恢復，免得臨
時忙亂失效

地方重於中央–災害來臨時，地方首當其
衝，地方政府必須確實執行防災措施，
才能發揮最大成效。

災害防治工作基本理念





防救災資源、資訊整備

鄉鎮市之防救災人力、物力

村里之防救災人力

部落、社區

中央之防救災資訊、人力、物力、兵力

縣市之防救災資訊、人力、物力



教堂上游

土石流發生段 25º 以上

土石流流動段 10º ~25º

土石流堆積段 0º ~10º

坡度分析



溪流源頭土方

溪床堆積之土方
超過兩萬立方公尺

溪床下游堆積之土方

現地土方量調查



教堂（30人）

保三總隊（131人）

屈尺國小
（325人）

住戶（80人）

住戶（16人）

變電所

避難處所

教堂（30人）

保三總隊（131人）

屈尺國小
（325人）

住戶（80人）

住戶（16人）

變電所

避難處所



◎建置專用衛星與微波通訊
系統且互為備援，可提供電
話、傳真、電腦網路、視訊
會議及影像傳輸等通訊服務。

◎全國共設有492個衛星站台，分
佈於中央各部會署、全國25個縣
市災害應變中心暨相關縣市局處
等，以及369個鄉鎮市區公所。
◎全國共設有124個微波鍊路，連
結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等單
位， 提供微波通訊之寬頻服務，
且其終端基地站台大多與衛星共
站，互為備援。

防救災通信系統整備



對外交通中斷的災區，可透過直昇機
載運攜帶式衛星通訊系統，或是機動
微波通訊系統抵達災害現場，設立臨
時通訊站台，確保災區通訊無礙。



救災指揮通信平台車

鄉鎮市公所海事衛星電話、手持衛星電話、無線電



歷史資料在哪?

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管理系統緣起
10年運作概況
工程管理目標



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 民國88年921地震
– 工程會審議災後復建工程經費
– 刪除各縣市鄉鎮提報需求「重複申請」案件

– 節省400億
– 突顯共通平台的重要性

• 建立共通平台
– 自行規劃建置「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 提供各機關作為工程施工至完工階段管考
– 作為政策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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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持續10年概況
• 標案數量(90-100年)

– 100萬以上公共工程
26萬5000筆標案

– 各中央與地方政府
平均超過5000筆標案

• 使用人次
– 1萬8230位使用者
– 累計使用人次:390萬4000人次
– 每日最高線上6000人次

(平均1700人次)
– 各中央與地方政府平均超過300

人次，每月資料填報率達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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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相關單位

建置共通性之公共工程計畫及標案資料庫，完整紀錄工程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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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析需求掌握

績效提昇管理作為

決策支援

基礎資料收集的目標

工程管理資訊系統

工程管理

招標資訊收集

人
員
管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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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管理追蹤的彈性

區域

流域

專案計畫追蹤



分群 執行機關 發包件數 累積金額 平均金額

標
案
件
數
少
平
均
金
額
大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林工組 1 8億8222萬 8億8222萬

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港埠工程處浚港課 1 5億3200萬 5億3200萬

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臺北港工程處 2 10億76萬 5億380萬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 2 7億8577萬 3億9288萬

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 2 9億6713萬 4億8356萬

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1 10億2500萬 10億2500萬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處 1 8億6800萬 8億6800萬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2 7億4812萬 3億7406萬

輔導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1 7億600萬 7億600萬

標
案
件
數
多
平
均
金
額
小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121 11億8017萬 975萬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道路養護科 127 8億2758萬 651萬

嘉義縣交通局 131 12億968萬 923萬

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水利課 158 13億3979萬 848萬

嘉義縣梅山鄉公所 124 5億4195萬 437萬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 140 5億7144萬 408萬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道路養護科 134 9億195萬 673萬

執行機關標案分析(發包件數與累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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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的夥伴關係

教育研究機構 產業界

跨部會資源整合協調

跨業整合資源共享跨學院平台搭建
學術研究

整合實務需求

Capacity building

中央機關 地方政府

永續中心 NCDR 營管 金融 綠能



台灣國土承載力分析



資策會-民國百年版 台灣在地力套書資料表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台灣在地力研究成果資料庫應用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台灣推計之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  經建會(2010)。2010年至2060年臺灣人口推季報告。

2060年約

1,884萬人口

人口政策﹕生育 & 移民!!



台灣區域發展的人力課題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更多元的族群結構

港澳地區配偶
3%

外籍配偶
33%

大陸地區
配偶

64%

→ 2030年時，台灣
的25歲青壯年世代，
將有近13.5%為新移
民之子!

2011年大陸、港澳地區
與外籍配偶人數分布

積極的 移民政策﹕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全國新住民子女人數比例超過50%之國小有23所
1. 南投縣港源國小: 76%
2. 澎湖縣赤馬國小: 72%
3. 臺中市大林國小: 67% ........

全國新住民子女人數比例超過20%之國小有855所
1. 雲林縣: 93所
2. 嘉義縣: 81所
3. 南投縣: 75所……



註：(  )係含非水利會及非台糖農場灌溉區用水

台灣1999~2008年水資源利用情況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技社www.ctci.org.tw

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現況



用水標的
農業用水(比例) <120(60%)

生活用水(比例) ≦35(17.5%)

工業用水(比例) ≦30(15%)

保育用水(比例) ≦15(7.5%)

合計(比例) <200(100%)

供水標的
河川取水(比例) 110(55%)

水庫調解(比例) 50(25%)

地下水(比例) ≦40(20%)

合計(比例) <200(100%)

單位：億立方公尺 單位：億立方公尺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2002

台灣用水標的總量管制目標及水源彙整



供水區 水源設施
供水能力

(萬立方公尺/
日)

備註

基隆市

雙溪貢寮堰 8.0 川流水(雙溪)

新山淨水場(基隆
河、新山水庫加
高後)

20.0 水庫水(新山水庫)

暖暖淨水場(基隆
河、西勢水庫及
東勢坑堰)

4.5 水庫水(西勢水庫)

新店溪水源供應 8.0 水庫水(翡翠水庫)

地區性水源 10.2 川流水(地面水源)

小計 50.7

台北市

新店溪翡翠水庫 254

已扣除支援基隆8.0 萬立
方公尺/日及板新地區用
水53 萬立方公尺/日，水
庫水，並考量15%輸水
損失

雙溪淨水場水源 2.6 川流水(雙溪)

陽明淨水場水源 6.2 川流水()

小計 262.8

新北市

新店溪水源供應 53.0 水庫水(翡翠水庫)

大漢溪水源供應 33.0 含三峽堰及鳶山堰，水
庫水

小計 86.0

桃園縣
大漢溪水源供應 100.0 含三峽堰及鳶山堰，水

庫水

小計 100.0

總計 499.5

• 大台北都會區水資源
供水量總計499.5萬
立方公尺/日。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理策
略檢討，經濟部水利署，2009

大台北都會區水資源供給面



96年 100年 105年 110年 115年 120年

基隆市 4.26 4.17 3.46 1.87 0.77 0.65

台北市 36.69 65.96 73.65 80.29 86.02 86.52

新北市 2.48 -0.04 -0.99 -2.83 -3.93 -3.38

桃園縣 -11.66 -31.09 -39.03 -42.89 -45.54 -46.22

大台北都會區 31.77 39 37.09 36.44 37.32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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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都會區水資源供需統計分析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大台北都會區

單位：萬立方公尺/日

備註：需求用水包含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理策略檢討，經濟部水利署，2009

每人每日用水250公升(節水目標)

每人每日用水279公升(大台北都會區平均) 可提供約16,143千人使用

可提供約18,020千人使用

大台北都會區水資源承載力分析

桃園縣水源不足：
產業群聚、高科技
產業相繼發展，尚
有未來「桃園航空
城計畫」，用水需
求增加，雖有板新
供水改善計畫、桃
園海淡廠完成及中
庄調整池完成，水
源仍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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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新機會

新北市405.4萬(17.5%)

台中市273.2萬
(11.8%)

台南市184萬
(7.9%)

高雄市277.8萬
(12%)

展演場
館數

展演活動
(年)

出席人數
(年)

國外來台
展演數(年)

新北 554 5,210 23,183 1,778

台北 344 5,824 57,283 1,015

台中 372 7,814 23,303 1,991

台南 412 7,012 9,338 262

高雄 392 7,559 21,995 963

佔全
台比

例
50.7% 56.4% 67.3% 63.4%

藝文展演場館及活動超過五成分佈於五都
台北市265.6萬(11.5%)

99年普查常住人口: 五都佔全台60.8%



中國案例：東南沿海區域承載力研究
(北京中國地質大學)

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北京、上海、天
津、广州、沈阳、石家庄、济南、杭州、福州、大连、青岛等城市）



区域承载力定量评价模型体系

区域承载力
评价层次 具 体 项 目 估 计 方 法 及 参 数

承
载
力

同化
能力

大气同化能力 由坡度、风速、大地吸收能力、空气流通、水体面
积、植被等参数确定

水体同化能力 自净化能力，稀释能力。由水文地质、土壤类型特
征、流速及水资源等级来确定

土地同化能力 利用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及水文地质特征
来衡量土地对污染物的同化能力

支撑
能力

生态和自然资源支持 需估计
1.现有消耗水平对于选定资源类型的消耗
2.通过技术与政策的干预对资源潜力提高及资源潜力
利用的实现程度
3.选定的参数为各种资源的资源总量及消耗指数

转化所得的资源支持

基础和分配资源支持

社会文化资源支持

调节能力
科技发展应用水平 通过科技进步指数、科研投入参数及政策有利度来

估计政策调节

压 力 通过各种经济发展、人口及人民生活水平指数衡量



指标大类 指标亚类 指标项

承载力

指 标

同化能力
指标(AC)

风速（气候资料）

降雨量（气候资料）

河流等密度（GIS）

森林面积（GIS）

草地面积（GIS）

荒漠化强度（RS）

荒漠化变化趋势（RS）

湿地面积（GIS）

湿地变化趋势（GIS）

支撑能力
指标(SC)

交通便利度（公路，GIS）

交通便利度（铁路，GIS）

生态资源供给能力（GIS）

调解能力指标(RA)

科技进步指数（统计）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统计）

指标大类 指标亚类 指 标 项

承载量

指 标

经济指标

(ED)

土地面积（统计）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统计）
园林绿地面积（统计）
人均耕地面积（统计）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统计）
国内生产总值（统计）

主要农产品

产量

蔬菜（统计）
水果（统计）
水产品（统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统计）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统计）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统计）
科学事业费支出（统计）
教育事业费支出（统计）
全年供水总量（统计）
人均生活用水总量 （统计）
全年用电总量（统计）
人均生活用电量（统计）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统计）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统计）
工业总产值（统计）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统计）

人口指标

(PI)

年末总人口（万人） （统计）
非农业人口（统计）
自然增长率（统计）
人口密度（统计）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区区域承载力图

中国东部经济区带
承载力结果显示，辽宁
省中部地区、河北省东
南部、天津市、山东
省、上海市和江苏省的
区域承载力较高，应该
主要与这些地区支撑能
力较高有关。



Data Bank 資料庫

- Quantity 累積足夠的數量

- Quality 確保資料的品質

Cloud 雲端圖資整合、套疊

Data Mining 資料探勘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DSS)決策支援系統

Scenario Analysis 情境分析

Policy 政策

Action Plan & Budget Allocation

行動方案與預算分配

國土規劃的理論和實踐



Land Use 
Scanner Model

Current Land Use

Future Land Use

Data Model Server

Policy Maps Distance Relation Maps

Physical Environment Maps

Suitability Maps Knowledge Rules Scaling of Shadow
Bid Prices

Sectoral numerical models

Long term 
qualitative scenarios

Expert judgement
Regional Claims

Future Land Use



Integration 

Coherence

Governance



Positive Thinking 

Out-of-box  Thinking

Dialog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