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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原則與審查要點」，名稱並修正為「中央管河川區域劃定及變

更原則與審查要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中央管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原則與審查要點」

部　　長　王美花

中中央管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原則與審查要點修正規定央管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原則與審查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規範中央管河川及跨省市河川流經新北市、桃園市及基隆

市部分河川區域（以下簡稱河川區域）劃定與變更之劃設原則及其審查、核定與公告

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河川區域劃定指未曾公告河川區域河段，第一次辦理河川區域範圍劃定

者。

　　　　本要點所稱河川區域變更係指下列二款情形之一者：

（一）河川區域檢討變更：河川區域劃定公告後，因水道、地形、地貌或天然災害

引起之水文地理變遷，須依水文分析及水理演算結果辦理變更。

（二）河川區域局部變更：河川區域劃定公告後，因其河段依河川治理計畫完成治

理工程，或其他特殊原因辦理之局部河段變更。

三、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之勘測作業、河川圖籍製作及有關事項應依「中央管河川區域劃

定及變更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四、河川區域之劃定及檢討變更，本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轄管河川分署（以下簡

稱河川分署）應先完成水文分析報告並提送水利署審定後，據以辦理水理演算，再依

其成果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或檢討變更。

　　　　前項水文分析得引用同一河段所屬水系五年內審查同意之河川治理規劃或檢討報

告或其水文分析報告內之二年及二十五年重現期距洪水流量，並以直接採用或利用面

積比法推算等方式計算該河段之洪水流量，得由河川分署逕為審定，免提送水利署。

　　　　河川區域變更屬局部變更者，得不辦理水文分析及水理演算。

五、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更應先依下列規定完成初審後，送水利署查核，並提交中央管

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審查後，由水利署報本部核定：

（一）由河川分署分署長或副分署長擔任召集人，邀集水利署、相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相關機關（構）及該分署相關科（室）辦理初審。

（二）初審事項為河川區域勘測報告、河川區域劃定或檢討變更說明書及河川圖籍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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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審時至少邀請二位審議小組之專家學者委員參加審查。

　　　　河川區域初審後，送水利署查核前，至少舉行一次地方說明會，其辦理事項如

下：

（一）應於七日前將舉行地方說明會之事由、日期、地點及說明會資料（簡報、圖

籍及地籍淸冊）下載網址公告於河川區域劃設範圍內之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

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於河川分署全球資訊網發布

公告。

（二）屬第一次劃定河川區域或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應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

以掛號書面通知河川區域劃設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河川區域劃設範

圍內公有土地則函請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人。

（三）屬河川區域檢討變更者，應以掛號書面通知劃設範圍內土地編定非為河川區

或部分位於河川區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編定為河川區之私有土地得另

以掛號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河川區域劃設範圍內公有土地則函請管理機

關轉知利害關係人。

（四）掛號通知之紀錄應指派專人管理，並列為業務移交接管項目。

（五）地方說明會資料（簡報、圖籍及地籍淸冊）應先於河川分署全球資訊網上披

露，地方說明會中應說明河川區域劃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與說明河川區域

劃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說明河川區域內土地

限制與許可使用之事項及相關罰則，且聽取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

（六）地方說明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將紀錄公告周知，張貼於河川區域劃設範圍

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處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河川分署須於

其全球資訊網上發布公告並書面通知有陳述意見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

（七）河川分署將河川區域劃設資料提送水利署查核時，應一併檢附所有地方說明

會紀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對其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

形。

六、審議小組審查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更，應參據河川區域劃定或檢討變更說明書、河

川圖籍、河川區域勘測報告、初審會議紀錄、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及水利署查核意見

表，必要時得辦理現場勘查。

　　　　河川分署提送之河川區域劃設範圍經審議小組審查後有所變更，且變更部分涉及

新劃入公、私有土地時，應依前點第二項第三款規定，通知變更範圍所涉及之私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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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說明會或適當方式說明劃設情形並聽取其意見。

七、河川區域局部變更應由河川分署檢附所測定之河川圖籍及初核之審查表，送水利署審

查後，報本部核定，免提審議小組審議。

　　　　前項局部變更如係因配合治理工程之完工而致河川區域線須辦理變更者，應於治

理工程完工後二年內完成河川區域局部變更公告；其無法依限完成者，應於期限屆滿

前敘明理由函報水利署核定展延。

　　　　河川區域局部變更如涉及新劃入公、私有土地，河川分署應依第五點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程序通知新劃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說明會或適當方式說明劃

設情形並聽取其意見，再將其意見與回應處理情形併同河川圖籍及審查表送水利署審

查。

八、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經本部核定後，由河川分署送水利署陳報本部公告。

九、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且無堤防、護岸建造物河段者，依尋常洪水位向水岸之二岸臨陸

面加列十公尺之範圍劃設河川區域。但遇有高崁時，得為重現期距二十五年洪水到達

之範圍劃設。

　　　　前項所稱高崁係指崁頂高程高於重現期距二十五年洪水位加一．五公尺出水高

者。

十、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但已築有堤防、護岸建造物河段，有水防道路者，以水防道路

用地為範圍劃設河川區域；無水防道路者，以堤內堤腳或護岸頂臨陸側面邊緣線為範

圍劃設河川區域。

　　　　前項所稱已築有堤防、護岸建造物河段，其堤防或護岸高程應高於尋常洪水位，

若低於尋常洪水位者，視為無堤防或護岸河段。

十一、已訂定河川治理計畫或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且已依河川治理計畫完

成一定河段範圍之河防建造物者，依下列各款規定劃設河川區域：

　（一）依其河防建造物設施範圍之土地及因養護河防工程設施所需保留預備使用

之土地範圍劃設。

　（二）上、下游兩端河川區域線銜接，如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未寬於公告之水道

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以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銜

接。

　（三）上、下游兩端河川區域線銜接，如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寬於公告之水道治

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其上游端以與堤防或護岸起點成垂直之線，與

原河川區域線銜接；下游端以與堤防或護岸終點切線成四十五度角之線，

與原河川區域線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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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已訂定河川治理計畫或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但尚未依河川治理計畫

完成治理工程之河段，以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或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範

圍較寬者劃設河川區域。

十三、緊鄰依第九點至第十二點規定所劃設範圍之土地，如屬未登錄地或已登記之公有土

地者，應查明使用現況及權屬後斟酌加列河防建造物設施及因養護河防工程設施所

需保留預備使用之土地範圍劃設。

十四、兩堤防間開口堤段河川區域線之銜接，以靠河心之堤防下游端用地範圍線垂直向另

一堤防銜接為河川區域。但其開口處之高程低於尋常洪水位時，應將低於尋常洪水

位之土地範圍劃入河川區域。

十五、與河川支流或其他水道匯流處，需保留開口時，依與支流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施範

圍線或其他水道範圍線以暢洩洪潦為原則予以銜接劃設。

十六、路堤共構者，河川區域依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設。

十七、河口區以沿陸地所定之河川區域線與海岸高潮線之銜接處沿海岸向河川兩岸外推距

一定距離（最長五百公尺）後，從該點沿河川流向，向海延伸銜接處寬度之一點二

倍所形成之區域。

十八、河川區域未能依前述原則劃設時，河川分署得敘明理由並提送審議小組同意，依河

川管理需要或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有關資料認定劃設河川區域。

十九、河川圖籍重製更新如不改變原河川區域線者，依局部變更審查核定程序辦理。

二十、本要點規定有關河川區域線劃定及變更原則圖說如附件。

二十一、直轄市管、縣（市）管河川及跨省市河川流經臺北市轄部分河川區域劃定與變更

之劃設原則及其審查、核定與公告作業程序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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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    例    說    明 
 
 

 
河川區域線 

 
 
 

水道治理計畫線 
 
 
 

用地範圍線  
 

 
 

尋常洪水位 
 
 
 
海岸高潮線 
 
 
 
原河川區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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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且無堤防、護岸建造物河段者，
依尋常洪水位向水岸之二岸臨陸面加列十公尺之範
圍劃設河川區域。但遇有高崁時，得為重現期距二
十五年洪水到達之範圍劃設。 

 

附圖一 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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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但已築有堤防、護岸建造物
河段，有水防道路者，以水防道路用地為範圍劃設河
川區域；無水防道路者，以堤內堤腳或護岸頂臨陸
側面邊緣線為範圍劃設河川區域。 

 

附圖二 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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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已訂定河川治理計畫或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地範圍線，且已依河川治理計畫完成一定河段範
圍之河防建造物者，依下列各款規定劃設河川區
域： 

（一）依其河防建造物設施範圍之土地及因養護河防工程設施
所需保留預備使用之土地範圍劃設。 

附圖三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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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下游兩端河川區域線銜接，如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

未寬於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以公告

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銜接。 

附圖四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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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下游兩端河川區域線銜接，如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

寬於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其上游端

以與堤防或護岸起點成垂直之線，與原河川區域線銜

接；下游端以與堤防或護岸終點切線成四十五度角之

線，與原河川區域線銜接。 

附圖五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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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已訂定河川治理計畫或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地範圍線，但尚未依河川治理計畫完成治理工程
之河段，以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或尋常
洪水位行水區域之範圍較寬者劃設河川區域。 

附圖六 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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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緊鄰依第九至十二條規定所劃設範圍之土地，如
屬未登錄地或已登記之公有土地者，應查明使用
現況及權屬後斟酌加列河防建造物設施及因養護
河防工程設施所需保留預備使用之土地範圍劃
設。 

附圖七 第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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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兩堤防間開口堤段河川區域線之銜接，以靠河心
之堤防下游端用地範圍線垂直向另一堤防銜接為
河川區域。但其開口處之高程低於尋常洪水位
時，應將低於尋常洪水位之土地範圍劃入河川區
域。 

附圖八 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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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與河川支流或其他水道滙流處，需保留開口時，
依與支流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施範圍線或其他水
道範圍線以暢洩洪潦為原則予以銜接劃設。 

附圖九 第十五點（一）有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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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與河川支流或其他水道滙流處，需保留開口時，
依與支流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施範圍線或其他水
道範圍線以暢洩洪潦為原則予以銜接劃設。 

附圖十 第十五點（二）背水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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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與河川支流或其他水道滙流處，需保留開口時，
依與支流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施範圍線或其他水
道範圍線以暢洩洪潦為原則予以銜接劃設。 

附圖十一 第十五點（三）未設堤防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34期　　20240222　　財政經濟篇



  

十六、路堤共構者，河川區域依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設。 

附圖十二 第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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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河口區以沿陸地所定之河川區域線與海岸高潮線之
銜接處沿海岸向河川兩岸外推距一定距離（最長五
百公尺）後，從該點沿河川流向，向海延伸銜接處
寬度之一點二倍所形成之區域。 

附圖十三 第十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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