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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水利工程建設除了治水、利水方面外，同時亦應考慮河

川生態保育以建立生物多樣性，但各種河川生態工法是否適用於

台灣河川特性及同時考慮整體河川景觀與空間利用，皆有待進一

步研究評估。本研習計畫擬藉由前往河川條件及行政組織與我國

相近之奧地利進行經驗交換討論及現場參訪學習，本次在奧地利

拜會維也納及提絡省之野溪及雪崩防治局進行經驗交換討論，現

場參訪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維也納山區野溪及

邊坡整治、維也納郊區都市型河川多瑙河、薩爾茲堡地區之河川

及山區之滯洪池、茵斯特河川與取水口及提絡省河川生態工法，

將學習所獲得之知識與技術，提供給本單位及其他相關單位規劃

設計管理參考，期使台灣河川治理方式能兼顧防洪安全與生態保

育及整體河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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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及維也納總局工程人員協

助；於薩爾斯堡地區蒙薩爾茲堡野溪及雪崩防治局（Salzburg 

Authority of the Service in Avalanche & Torrent Control）工程師

SKOLAUT、兩位工程人員Rudolf Pfeil 和Viktoria De Mas、Ebenau

山區社區長老及工程師 CHRISTIAN WIESENEGGER 協助；於提

絡省地區蒙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Tyrol Authority of the 

Austrian Service in Avalanche & Torrent Control）局長 CHRISTIAN 

WEBER、工程人員 WOLFANG KLIEN 及水利單位 Kirchdorf 協

助，由於上述人員及所屬單位於參訪奧地利其間派員陪同並詳盡

解說，使得行程得以順利圓滿達成，在此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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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研習計畫為民國九十七年度台奧技術合作人員訓練計

畫赴奧地利研習「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計管理」，

業奉核准並依據經濟部國際合作處九十七年十一月十四日經國

處字第 09703008730 號函辦理，由本所（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許副研究員一員赴奧地利研習，研習期間自中華民國九

十七年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四日止，為期十五日。研習期間

主要就奧地利維也納總局組織編制及工作職掌進行了解、學習奧

地利空間利用保護策略的財源分配方式、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

生命科學大學使用物模及數模技術解決規劃設計問題、山區預防

性控制策略相關生態工法、維也納都市型河川多瑙河景觀設計要

點、薩爾茲堡河川洪水保護及生態策略工法、薩爾茲堡山區河川

水源保留控制方式、薩爾茲堡山區滯洪池規劃設計及管理方式、

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河川生態設計要點及限制範圍、茵斯特

（提絡省）臨近德國地區取水口設置魚道之生態工法、提絡省河

川生態親水公園工程設施等，俾作為日後相關單位規劃設計管理

之參考。 

  

 

1 



貳、研習行程 

（民國 97 年 11 月 30 日至 97 年 12 月 14 日共 15 日參訪行程） 

出國行程表（中英文並列） 

時間 地點 參訪工作內容 

11/30, 

2008 

Taipei-Vienna 

台北－維也納
前往維也納 

12/1 
－12/3, 

2008 

Vienna 
(Wien) 
維也納 

1.The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river or creek. 

河川或小溪之規劃設計管理方法與技術。 

2. Executive experience in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and ecology , view and space utilization of river. 

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計管理經驗交換。

3. Practice the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river or creek in Vienna. 

參訪維也納河川或小溪之規劃設計管理方法與技術

執行現況。 

12/4 
－12/5, 

2008 

Salzburg 
薩爾茲堡 

1. The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river or creek in Salzburg. 

薩爾茲堡河川或小溪之規劃設計管理方法與技術。 

2. Executive experience in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and ecology , view and space utilization of river 

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計管理經驗交換。

12/6 
－12/12, 

2008 

IMST, Tyrol 
茵斯特,提絡省

1. The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river or creek in Tyrol. 

提絡省河川或小溪之規劃設計管理方法與技術。 

2. Executive experience in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and ecology , view and space utilization of river. 

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計管理經驗交換。

12/13 
－12/14, 

2008 

Vienna -Taipei
維也納－台北

返回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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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習內容 

本次研習行程及工作內容主要係針對奧地利國家東部地區

之維也納（Vienna）、中部地區之薩爾茲堡（Salzburg）及西部地

區之茵斯特,提絡省（IMST, Tyrol）等三個主要地區，進行室內

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計管理之經驗交換及進行室

外現況參訪。 

茲將本次赴奧地利研習行程及工作內容分述如后： 

一、拜會維也納之野溪及雪崩防治局 

第一天下午到達奧地利（Austrian）國家後，即刻前往位於

維也納地區之野溪及雪崩防治局（Authority of the Austrian 

Service in Avalanche & Torrent Control），由維也納總局局長 Maria 

Patek 接待及由 FLORIAN 博士為我們做簡報，簡報內容為介紹

總局依據地理環境所畫分之法律基本組織架構（包括 7 個省、27

個區域辦公室及 3 個技術支援單位）；全面性風險控制的工作項

目，包括警戒（DISASTER ALARM：災害警戒燈起動）、介入

（INTERVENTION：介入調查事件後提供緊急救援方法）、修復

（REPAIR：提供下部構造、運輸及物資暫時性修復）、重建

（ RECONSTRUCTION ： 最 終 需 重 建 及 改 善 ）、 預 防

（PREVENTION：土石流潛勢區域地圖、有效的預防量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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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集水區控制方式）及準備（PREPAREDNESS：準備財源計畫、

救援操作流程及對未來發生事件盡早發出警告）等六項主要工作

項目；以顏色區分民眾居住環境之危險區域等級，分別為紅色區

域（最具高威脅性區域，以至於不可能有永久性定居或花費不相

稱的投資經費才可能定居，此區域內不許有新的建築物）、黃色

區域（此區域內永久性定居或運輸目的已經損壞，只有在所有承

諾都被要求完備後才能有建築物）、藍色區域（此區域內為了未

來技術性及生物學上控制策略目的，被要求保持自由蓄存空間）

及棕色區域（此區域內暗示為因急流及雪崩而引起的危險區域，

為參考之危險區域）等四種危險程度不同區域；介紹預防性控制

策略（Preventive Control Measures），奧地利預防性控制策略早

在約 500 年前的祖先即已開始研究，經過技術不斷研發及進步，

目前現今最先進控制有關急流、雪崩及淘刷問題的系統方法包含

有關常設性質及短暫性質實施主動積極及被動消極策略；介紹技

術和發展（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現代的技術發展都因

為需要相當昂貴的經費及耗費時間，所以不再有可能由單一組織

完成，現在都需要結合一些公家及有相當知識水準的私人單位密

切配合，已經成功運用到對抗現場自然災害，這些與維也納總局

有關的重要合作單位包括有水資源科技應用大學、維也納大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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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單位、森林部門之聯盟公司及研究中心、奧地利聯盟之環境

部門代理商、、等；介紹奧地利保護策略的財源分配（FINANCING 

OF PROTECTION MEASURES IN AUSTRIA)，中央政府分配 60

％～70％、省地方政府分配 15％～20％、社區分配 10％～25％

及受益者分配 5％～20％；介紹奧地利政令宣導方式為針對小朋

友可運用卡通片宣導、針對成人可運用辦理社區說明會方式；經

以上介紹後了解此單位與台灣水土保持局組織及工作性質類

似，部分工作性質與水利署相關。 

 

圖 1-1 與維也納總局局長 Maria Patek 及 FLORIAN 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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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2  維也納總局法律基本組織架構流程圖 

 

 

（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3  維也納總局法律基本組織架構地形區域畫分圖 
 

die.wildbach    
 7 Provincial headquaters  

27  Regional offices 

 3   Technical staff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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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4   維也納總局有關全面性風險控制的工作項目示意圖 
 

 
Baldramsdorf, Kärnten (1983)（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5  以顏色區分民眾居住環境之危險區域等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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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6  維也納總局有關預防性控制策略之模型攔砂壩示意圖 
 

 

（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7  維也納總局有關現代攔砂壩技術發展工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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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8  維也納總局有關現代攔砂壩技術發展工法之二 
 

 

 

 

（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9  維也納總局有關野溪生態工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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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10  維也納總局有關野溪生態工法之二 

 

（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11  維也納總局針對小朋友運用卡通片做為政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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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維也納總局提供） 

圖 1-12 維也納總局針對成人辦理社區說明會做為政令宣導 

 

二、參訪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 

拜會奧地利維也納總局後，了解總局在現代的技術發展上常

需要昂貴的經費及耗費冗長時間，所以要結合一些公家及有相當

知識水準的私人單位密切配合，其中之一便是維也納自然資源及

應用生命科學大學。參訪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

了解使用之技術不外乎運用物理模型及數值模式，物理模型是將

現場經縮小比例後研究水理之水工模型試驗、數值模式是模擬現

場水理條件（要輸入限制條件及水理參數），兩者使用技術各有

其優缺點及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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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理模型照片一 

 
圖 2-2 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理模型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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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維也納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數值模擬土石滑落 

 

三、參訪維也納山區野溪及邊坡整治 

參訪維也納山區預防性控制策略之現場攔砂壩（一座已完

成、另外一座正興建中）及參訪山區野溪邊坡整治，預防性控制

策略之現場攔砂壩，主要目的為將山區洪水及土石經過築壩後，

可以產生滯洪及蓄洪效果，避免洪水夾帶大量土石直接衝擊住宅

或山區畜牧地，主流河道常設置魚道可讓魚類通行，野溪邊坡常

以就近地區之大塊卵石做為整治之表面工（裡層以混凝土施

作），避免洪水來臨時破壞野溪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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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維也納山區已完工預防性控制策略攔砂壩（上游面） 

 
圖 3-2 維也納山區已完工預防性控制策略攔砂壩（下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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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維也納山區未完工預防性控制策略攔砂壩（上游面） 

 
圖 3-4 維也納山區未完工預防性控制策略攔砂壩（下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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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維也納山區已完工野溪邊坡整治之一 

 
圖 3-6  維也納山區已完工野溪邊坡整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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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維也納山區未完工野溪邊坡整治 

 

四、參訪維也納郊區整治後多瑙河河川 

參訪維也納郊區整治後多瑙河河川，此河川位於維也納市區

近郊處，屬於中下游河川，具河床坡度緩、河寬大及流速較慢等

特性，但此河段仍有洪氾發生過，故以滯洪方式設計此區域為親

水公園且兼具防洪功能，可以讓民眾遊憩、滑船、航運、野生動

物及水生植物棲息等功能，營造人類與動植物共生的美好環境，

遇到洪水災害時可以降低損害程度，洪水後可以迅速恢復生活機

能，此為都市型河川設計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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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維也納郊區以滯洪方式設計此區域多瑙河河川平面圖 

 
圖 4-2  維也納郊區多瑙河河川整治後親水公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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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維也納郊區多瑙河河川整治後親水公園之二 

 
圖 4-4  維也納郊區多瑙河河川整治後親水公園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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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維也納郊區多瑙河河川整治後親水公園之四 

 
圖 4-6  維也納郊區多瑙河河川整治後親水公園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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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薩爾茲堡在 Torren 地區之河川 Golling 

參訪奧地利國家中部地區之薩爾茲堡（Salzburg）在 Torren

地區之河川 Golling，此河川在 2002 年 8 月 12 日曾經發生 100

年重現期距洪水，發生洪水事件後成立修復計畫，此計畫財務分

析（Financing）包括補償金及執行計畫的建造物費用為 1.56 億

歐元，84％由聯合政府支出、16％由住在 Golling 河川附近之城

市及關心人士共同支出；成立此計畫之主要目的為保護居住地、

提升環境影響效益、提高蓄水功能及增加土地含水功能；此計畫

之佈置工法及施行方式為佈置一系列洪水保護工（例如堤防、防

洪牆）、土地後方佈置排水設施、設置抽水站、補助流失之蓄水

量及增加環保功能而增加的策略工法。 

 

（資料來源：由 Wasser,Land Salzburg 提供） 

圖 5-1 薩爾茲堡在 Torren 地區發生洪氾之河川 G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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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Wasser,Land Salzburg 提供） 
圖 5-2  薩爾茲堡在 Torren 地區整治後之河川 Golling 

 
圖 5-3 薩爾茲堡河川（Golling）佈置防洪牆抵抗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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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薩爾茲堡河川（Golling）佈置魚類休息之防洪牆 

 
圖 5-5 薩爾茲堡河川（Golling）佈置堤防及邊坡抵抗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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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薩爾茲堡河川（Golling）佈置自動化量測水理儀器 

 

六、參訪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由薩爾斯堡野溪及雪崩防治局（Salzburg Authority of the 

Service in Avalanche & Torrent Control）一位工程師 SKOLAUT

帶領參訪薩爾茲堡（Salzburg）山區 Ebenau，有關水源保留區控

制方式，共計有兩處已完工之設置混凝土壩體地方，其中第一處

混凝土壩由一位社區長老陪同參觀，訪談中得知此長老是負責看

管此地之管理者及負責收受益費（受益費需繳交政府），此處混

凝土壩設置除設置水源保留區控制方式外，還設置有自動排洪閘

門及魚類通行水路；另外第二處混凝土壩與第一處設置類似水源

保留區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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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與 SKOLAUT 及社區長老合影 

 
圖 6-2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設置混凝土壩保留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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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有關野溪邊坡工法之一 

 
圖 6-4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有關野溪邊坡工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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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有關野溪邊坡工法之三 

 
圖 6-6 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水源保留區（第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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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參訪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由薩爾斯堡野溪及雪崩防治局工程師 SKOLAUT 帶領參訪

薩爾茲堡（Salzburg）山區 Mittersill，另外由一位工程師 Christian 

WIESENEGGER 陪同介紹，參訪後並提供 2005 年 12 月 7 日發

生洪水後照片及目前壩體剖面圖（壩體中心為混凝土施工、外層

再覆蓋不同級配之石塊以增加水流滲透係數），建壩後可以產生

滯洪效果達到保護下游居民及減少財產損失，現場交談中得知上

游滯洪池區內設有房舍限制條件（房舍只能提供堆放雜物不得提

供人民居住），下游受保護居民必須繳交受益費，並且需成立社

區管理單位，遇緊急洪水時需配合政府單位協助必要之工作。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IESENEGGER 提供） 

圖 7-1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2005 年發生洪水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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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IESENEGGER 提供） 

圖 7-2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壩體剖面圖及流域平面圖 

 

圖 7-3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與 Christian 及 SKOLAUT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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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滯洪池的建壩處 

 
圖 7-5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滯洪池的壩體上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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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河川邊坡工法之一 

 
圖 7-7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河川邊坡工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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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河川邊坡工法之三 

 
圖 7-9  薩爾茲堡山區 Mittersill 有關河川邊坡工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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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拜會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 

拜會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Tyrol Authority of the 

Austrian Service in Avalanche & Torrent Control），由局長

CHRISTIAN WEBER 親自接待，在辦公室與局長經由簡報得

知，奧地利領土面積約 86 平方公里，約 750 萬居民，位居歐洲

中心地帶，提絡省為奧地利之聯合地方政府，有許多高山、河川

及急流潛勢區、只有少部分地區能定居及高密度人口；在此地區

相互作用之高山與河流生態系統中，河川生態設計要點為確保水

體體質、渠道及邊坡、渠底與地下水之間裂縫系統、受河水影響

之兩岸邊坡土地及生活在此地之植物及動物等五項設計重點；為

了達成自然方針控制技術的原則，在低地及中部地區、在沖積扇

及再次沉積地區，應該要關心的事為山區及河川之地質學關係、

山區及河川之魚類關係、山區及河川之邊坡保護關係、可以再次

創造之必須物及野生動物保留區；達成自然方針工作的限制應用

也須注意它們無法應用於急流區及急流影響區，此區域可能發生

土石流、比起純粹技術對策它們需要更明確需求房屋，因此它們

的應用是非常嚴格限制在濃密地居住及都市化地區、比起達成自

然方針工作而言，它們不能被使用於河川渠道，因為此區域會招

致水的剪應力，雖然說居住地之栽培及休養不一定可以避免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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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但是為了安全及環境我們仍應提出正面策略。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1 奧地利領土位居歐洲中心地帶地理位置圖（圈紅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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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2 奧地利國家提絡省（Tyrol）高山分佈圖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3 自然方針控制技術中河川邊坡植樹保護關係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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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4 自然方針控制技術中河川邊坡植樹保護關係圖之二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5 野溪之邊坡砌石及生態工法佈置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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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6 野溪之邊坡砌石及植樹保護工法應用示範之一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7 野溪之邊坡砌石保護工法應用示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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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8 河川生態工法應用示範之一 

 
（資料來源：由 CHRISTIAN WEBER 提供） 

圖 8-9 河川生態工法應用示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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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 在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辦公室前留影 

 

九、參訪茵斯特靠近機場河川及臨近德國地區取水口 

由局長 CHRISTIAN WEBER 帶領及 WOLFANG KLIEN 陪

同下，參訪茵斯特地區靠近機場之河川，參觀下游正在施工中工

程及上游臨近德國地區取水口之生態工法；下游施工中工程為設

置滯洪池及佈設生態池，因此地靠近機場及住宅，所以施工品質

及時效性特別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監控此地區入滲水質必須達

到標準；上游臨近德國地區取水口設置魚道之生態工法，此地區

於取水口上游河川另設置滯洪池及佈設抽水機以便因應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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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正在施工中滯洪池工程 

 
圖 9-2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正在施工中邊坡植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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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正在施工中生態池工程 

 
圖 9-4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正在施工中邊坡砌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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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上游邊坡砌石之一 

 
圖 9-6 茵斯特與機場臨近河川上游邊坡砌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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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茵斯特與德國臨近地區一處取水口設置滯洪池工程 

 

圖 9-8 茵斯特與德國臨近地區一處取水口設置魚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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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CHRISTIAN 及 WOLFANG 在奧地利與德國邊界留影 

十、參訪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 

此河川修復計畫自 1996 年開始至 2001 年間，花費 1.6 億歐

元；100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為 511 秒立方公尺、治理河段長約

6.5 公里、平均河寬約 40 公尺，設置兩座橋樑、一座小型教堂，

設置生態親水公園主要研究有關魚類、陸地花草植物、行水區內

草生、樹種植物及鳥類等多樣性物種，期望能在此河段內復育，

此河段亦設置居民可以遊憩的休閒設施，例如生態解說板、休息

區、兒童遊樂區及自行車道等工程設施；原先 1995 年河川形態

較類似等寬之人工均勻渠道，初期完工後 2002 年河川形態較類

似不等寬之自然凹凸河道，至今仍有部份工程尚在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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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1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一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2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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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3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三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4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四 

46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5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五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6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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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7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七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8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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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9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九 

 
（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10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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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由 Kirchdorf in Tirol 單位提供） 

圖 10-11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生態工法廣告看版之十一 

 
圖 10-12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戶外生態解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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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3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與木橋融合之自然景觀 

 

圖 10-14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與教堂融合之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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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5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邊坡旁之自行車道景觀 

 

圖 10-16 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設置多樣性物種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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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奧地利國家除了東部地區之維也納有較多平原地形外，其

餘如中部地區之薩爾茲堡及西部地區之提絡省大部份都是

高山地形，所以國家成立野溪及雪崩防治局（與台灣水土

保持局類似），依據地理環境畫分成 7 個組織架構（本次參

訪行程單位有 3 個）；其中業務職掌有關河川方面為負責

中、上游地區，主要風險控制工作項目，包括有提出警戒、

介入緊急救援、暫時性修復、重建及改善、預防土石流及

準備財源計畫等六項；另外以顏色區分民眾居住環境之危

險區域等級程度，分別以紅色、黃色、藍色及棕色等四種

不同顏色區分。 

（二）奧地利國家預防性控制策略早在約 500 年前即已開始，目

前最先進控制有關急流、雪崩及淘刷問題的方法包含實施

主動積極及被動消極策略；因為現代的技術發展都需要相

當昂貴的經費及耗費時間，所以都需要結合一些公家及有

相當知識水準的私人單位密切配合，其中之一為自然資源

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運用物理模型及數值模式模擬現

況，目前現況已經成功運用到如參訪地點維也納山區攔砂

壩、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及 Mittersill 混凝土壩，建壩後

可以產生滯洪及蓄洪效果，避免洪水夾帶大量土石直接衝

擊下游住宅或山區畜牧地，有效對抗現場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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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奧地利國家生命財產保護策略籌措財源分配方式，分別為

中央政府 60％～70％、省地方政府 15％～20％、社區 10

％～25％及受益者 5％～20％，例如參訪地點薩爾茲堡在

Torren 地區之河川 Golling，財務分析包括補償金及執行計

畫的建造物費用，由聯合政府支出 84％及由住在此城市之

關心人士共同支出 16％，另外如薩爾茲堡山區 Ebenau 及

Mittersill 社區民眾皆有繳納受益費，所以人民有權利在施

工前後提出意見，並且有義務成立社區管理單位，遇緊急

洪水時需配合政府單位協助必要之臨時性工作。 

（四）參訪奧地利國家有關河川防洪方法及空間利用後心得，河

川上游段如薩爾茲堡山區Mittersill建壩後可以產生滯洪效

果達到保護下游居民及減少財產損失，此滯洪池區內設有

房舍限制條件（不得提供人民居住）。河川中下游段如薩爾

茲堡在 Torren 地區之河川 Golling，佈置一系列洪水保護工

（例如堤防或防洪牆）、土地後方佈置排水設施、設置抽水

站、補助流失之蓄水量及增加環保功能之其他工法。 

（五）參訪奧地利國家有關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之規劃設

計管理後心得，河川上游段例如維也納山區，主流河道常

設置魚道讓魚類通行，野溪邊坡常以就近地區之大塊卵石

做為整治之表面工（裡層以混凝土施作）避免洪水破壞。

河川中下游段例如維也納市區河川多瑙河，以滯洪方式設

計成為親水公園，可以讓民眾遊憩、滑船、航運、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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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水生植物可以棲息等功能，營造人類與動植物共生之

美好環境，遇到洪水災害時可以降低損害程度，災後可以

迅速恢復生活機能；另外一例如茵斯特地區靠近機場之河

川佈設生態池，因靠近機場及住宅所以施工品質及時效性

特別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監控入滲水質必須達到標準；

還有一例如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設置橋樑、教堂，研

究魚類、陸地與行水區之動植物及鳥類等多樣性物種，期

望能在此河段內復育，並設置遊憩的休閒設施，例如生態

解說板、休息區、兒童遊樂區及自行車道等工程設施。 

（六）與提絡省野溪及雪崩防治局局長 CHRISTIAN WEBER 討

論有關河川生態設計重點有五項，分別為確保水體體質、

渠道及邊坡穩定性、渠底與地下水之間裂縫系統、受河水

影響之兩岸土地、生活在此地之植物與動物；有關山區與

河川間景觀與空間利用之研究重點如下，應該要關心山區

及河川之地質學關係、山區及河川之魚類關係、山區及河

川之邊坡保護關係、可以再利用之空間及野生動物保留區

間關係；然而河川生態工法限制應用宜注意事項如下：它

們無法應用於急流區及急流影響區，此區域可能發生土石

流，因此在濃密居住地及都市化地區它們的應用是非常嚴

格受限制；它們也不能被使用於河川渠道，因為此區域會

招致水流剪應力，雖然說居住地之栽培及休養不一定可以

避免高危險，但是為了安全及環境我們仍應提出正面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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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奧地利國家在河川管理之主管行政機關為奧地利農林環境

及水利經營部，其下設有野溪及雪崩防治局（與台灣水土

保持局類似）及水利經營管理局（與台灣水利署類似）。野

溪及雪崩防治局業務範圍為河川中、上游區域，水利經營

管理局業務範圍為河川中、下游區域。建議台灣河川管理

方式可以參考奧地利國家運用流域整體計畫方式整合管理

河川上、中、下游區域，合併河川管理之主管行政機關。 

（二）奧地利國家生命財產保護策略在籌措財源分配方式，分別

由聯合政府支出及受保護區域之人民支出，由於人民有繳

納受益費及成立社區管理單位之義務，所以人民有權利在

施工前後可以提出意見供政府參考。建議台灣河川管理單

位在成立計畫之初，可以參考奧地利國家籌措財源方式，

讓人民了解受保護之優點，若人民能付出少許經費便能獲

得許多好處且能提供意見，相信台灣政府推動許多有關人

民生命財產保護計畫，阻力會較小及成效會讓人民感受較

大。 

（三）根據本次參訪奧地利國家有關河川生態、景觀與空間利用

之規劃設計管理後，得知推動任何一項河川自然景觀相關

計畫或工程，通常比控制技術工作更重要的事項是需要有

足夠的空間，由參訪案例提絡省 GROSSACHE 河川了解，

政府徵收更多的空間還給河川，河川兩岸堤防及邊坡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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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規劃成兩條規則邊界，應該要調查更多生態資料再因地

制宜，但是要注意的，生態工法是不能夠只使用控制技術

而無限上綱地運用在任何地方，它應該只是被當作技術對

策的一種工具，且僅僅只能當作額外彌補事項，保護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才是應該最優先。建議台灣河川管理單位在

推動河川生態工法，最重要是應該先調查各地區生態需求

及限制條件，再因地制宜推動，且以防洪安全為前提。至

於推動方式可參考奧地利國家，針對小朋友可運用卡通片

宣導、針對成人可運用辦理社區說明會方式，加強人民對

政府辦理公共設施之信賴感及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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