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 鬆 搞 懂 
出流管制與逕流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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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出流管制何時施行? 

 

 
   

 
   

 
   

 
 

 
 

  

 

  

 

  

 

預定108.2.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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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圖秒懂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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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利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其它相關規定為何? 

 

 
   

 
   

 
   

 
 

 
 

  

 

  

 

  

 

 

預定108.2.1施行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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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
要
實
施 
出
流
管
制 
？ 

5 



必須實施出流管制之開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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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非都開發案件要重提嗎? 
緩和不利衝擊並利預作準備 不需要重提 訂有過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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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都計變更案件要重提嗎? 
緩和不利衝擊並利預作準備 不需要重提 訂有過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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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排水(規劃)計畫書要重提嗎? 
緩和不利衝擊並利預作準備 不需要重提 訂有過渡條款 

 施行前已依排水管理辦法提送排水(規劃)計畫書
者，得續依排水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排水(規劃)計
畫書審查核定。 

 土地開發利用施工中或已完工者，不適用新規定
但義務人應依原核定之排水計畫書內容辦理。 

依排水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未依核定之排水計畫書內容辦理，經
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管理機關廢止原核定處分者，管理
機關得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其停止開發或為適當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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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排水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未依核定之排水計畫書內容辦理，經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
管理機關廢止原核定處分者，管理機關得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其停止開發或為適當之處置。 

已提排水(規劃)計畫書要重提嗎? 
緩和不利衝擊並利預作準備 不需要重提 訂有過渡條款 

狀    態 
審查及核定 開工、施工中檢查及停工、復工 

完工、定期檢查及督導查核等 依排水管理辦法
第20條辦理(註) 依排水管理

辦法規定 依新法 依新法 

依新法須提送出流管制規
劃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   ✓ ✓   

已依 
排水 
管理 
辦法 
提送
計畫
書 

尚未核定 ✓   ✓   

已核定但尚未開工     ✓   

已核定且施工中或
已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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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事業如即將動工還要重提嗎? 
緩和不利衝擊並利預作準備 不需要重提 訂有過渡條款 

 施行前已提出興辦事業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於施行後1年內開工者，免提出流管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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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由誰來做? 

出流管制由土地開發義務人來做 

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後，義務人
應依據計畫書內容施工、使用、
管理及維護，並應在完工後定期
自主檢查並做成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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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規劃書審核階段義務人及技師辦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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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審核階段義務人及技師辦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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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維管階段義務人及技師辦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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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規劃書審核階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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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審核階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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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由誰來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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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規劃書審核階段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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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審核階段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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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維管階段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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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施工維管階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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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之簡政便民作為 

計畫書與土地變更及開發計畫採平行審查。 
訂定統一計算標準，審查標準明確且一致。 
審查費繳交次日起30日內完成審查，審查快速。 
水土保持計畫通過案件無需重複送審(基地全部納
入水保計畫或未納入水保計畫部分未達2公頃免審)。 

緊急災害之公共建設毋須送審，加速災害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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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量體如何計算?檢核?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與基地開
發面積於5公頃以下之檢核基準 

土地開發利用對區外排水影響檢核基準 
四項 
檢核 
基準 

政府為統一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訂有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
流量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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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例外規定：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者，得免進行排水出
流洪峰流量檢核。 

重現期距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2年 基地開發後 ≦ 基地開發前 
5年 基地開發後 ≦ 基地開發前 

10年 基地開發後 ≦ 基地開發前 

1 

基地開發後10年重現期距之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不得造成聯外排水路溢流或人孔冒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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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體積檢核基準檢核基準 

例外情況: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者，得免設置滯洪設施。 

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應為1.2以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衡量開發基地之重要性或
集水區土地開發利用情形，提高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 

2 

滯洪體積應依基地開發後10年重現期距洪水歷
線、出流管制設施及外水位歷線，配合數值水理
模式進行演算。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演
算結果應符合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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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與基地
開發面積於五公頃以下之檢核基準 

1.開發基地每公頃滯洪體積不小於520m3。 
2.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1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不大於每秒0.16m3。 

可依上述檢核基準者，必須符合下列開發條件: 
土地開發利用屬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線狀開發 
或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 
 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為5公頃以下。 
 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達1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為1.2。 
 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為重力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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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利用對區外排水影響檢核基準 

土地開發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
10年重現期距淹水模擬圖之淹水範圍，應視個
案情形提供相關補償措施，不得造成淹水
風險移轉。 

2 

土地開發於10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下-                   
不得妨礙原有排水路之集水、排水功能 
不得有路堤效應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
通過之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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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3<A≦5 5<A≦10 10<A≦30 30<A≦100 

７萬 11萬 16萬 21萬 32萬 

面積(A) 
 (公頃) 

審查費 
(元) 

超過100公頃者：費用為32萬+每10公頃2萬4千(不足10公頃者，以10公頃計) 

審查出流管制規劃書 
要繳交多少費用？ 

出流管制規劃書容如有變更 
要再繳費及提出審查嗎？ 
不需辦理規劃書變更，也不需要繳費 規劃書核定後內容如有變更，於日後
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時再列出差異比較說明表併同出流管制計畫書提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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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3<A≦5 5<A≦10 10<A≦30 30<A≦100 

9萬 14萬 20萬 26萬 40萬 

面積(A) 
 (公頃) 

審查費 
(元) 

超過100公頃者：費用為40萬+每10公頃3萬(不足10公頃者，以10公頃計) 

審查出流管制計畫書 
要繳多少費用？ 

出流管制計畫書變更審查 
還要再收一次費用嗎？ 
因須重新檢核，故仍須要繳費，不過費用打六折！ 
申請出流管制計畫書變更者，費額以變更後面積依上表收費基準之60%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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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與建築物透水保水滯洪設施規定
差別在哪裡? 
法規規範對象不同 

建築物透水保水滯
洪設施規範- 

  建築行為 

出流管制規範- 
土地變更整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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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與建築物透水保水滯洪設施規定 
適用範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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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與建築物透水保水滯洪設施規定 

是否重複審查? 

1.適用範圍：以現行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四條之三規定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物新建、改建基地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以上 
   應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 
2.容量標準：以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訂定容量標準，為基地面積乘以 
   0.045(m3/m2)最小滯洪量。 

「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實
施後，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4條之3有關建築物雨水貯集滯洪
設施規定將配合修正為依本標準規定辦理。 

未重複審查 

「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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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擬訂逕流分擔評估報告 

§5 

逕流分擔需求 §4 

地方擬訂 

中央擬訂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審議 
(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6~§7 

§6 

§6 

主管機關 
擬訂逕流分擔計畫 

§8~§10 

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審議 
(地方逕流分擔審議會) 

地方擬訂 

中央擬訂 逕流分擔計畫審議 
(地方逕流分擔審議會) 

逕流分擔計畫審議 
(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 

§11 

§11 

逕流分擔計畫核定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 

§11 

逕流分擔計畫 
檢討修訂、變更 

逕流分擔計畫執行 
§12 

§13 

地方
擬訂 

中央擬訂 

地方擬訂 

地方
擬訂 

中
央
擬
訂 

註：逕流分擔計畫變
更不涉及實施範圍及
逕流分擔量體之調整，
則依紅色虛線程序辦
理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行流程 

94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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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動 
• 考量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重大建設(高鐵、
科學園區、捷運…)等因素。 

• 無法僅以傳統防洪治理手段改善洪澇之地區。 
•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
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 依輕重緩急需求性及有目標性的逐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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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構)，擬訂逕
流分擔評估報告，選定逕流分擔之實施範圍，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 中央主管機關衡量逕流分擔評估報告之公益性、
必要性與可行性，經審議通過後，公告特定河川
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經會商評估後由經濟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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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於各機關公有土地實施 
•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公告後，由水利主管機關於三
年內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三之規定，邀請相關機
關協商擬訂逕流分擔計畫。 

• 擬訂過程應公開展覽，納入民眾意見。 
• 逕流分擔計畫須經逕流分擔審議會審議通過。 
• 各機關依逕流分擔計畫，優先於公有土地實施。 
• 各機關逐年編列公務預算辦理逕流分擔措施。 
 

45 



• 以逕流抑制、逕流分散、逕流暫存、低地與逕流
積水共存為原則。 

• 以工程方法及非工程方法因地制宜。 
• 輔以避災措施等綜合運用擬訂逕流分擔措施。 

因地制宜採工程與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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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綠地 
• 大型滯洪池：台中秋紅谷、高雄寶業里滯洪池... 
• 綠地降挖兼供滯洪。 
交通建設 
• 安全島降挖、停車場降挖滯洪… 
• 交流道及休息站周邊增設滯洪池… 
低衝擊開發設施 
• 透水鋪面、雨水花園… 
高程管理 
• 指定建築物建築高程基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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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管單位執行及維管 
• 逕流分擔措施係將既有設施降挖蓄洪或增加入滲、
分散逕流等功能。 

• 逕流分擔措施並未改變原設施使用功能。 
• 逕流分擔措施由原設施權管單位或土地管理單位執
行及維管。 

48 



主管機關控管期程 
• 逕流分擔計畫之實施進度及辦理期程，由主管機關
進行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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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區排集水區內。 
• 無罰則較不具強制性。 
• 區排管理機關審查。 
• 與水土保持計畫重複
審查(滯洪空間量體以兩者所

計算之量體較大者設置)。 
• 出流管制相關子法實
施後，屆時原排水管
理辦法有關排水計畫
書部分將修正刪除。 

• 採全面推動。 
• 有罰則具強制性。 
• 地方政府審查 (中央機關興
辦案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 水土保持計畫通過案件
不重複送審(基地全部納
入水保計畫或未納入水
保計畫部分未達2公頃免
審)。 

排水(規)計畫 出流管制(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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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體考量仍應送審 

• 出流管制應以整體開發計畫規劃。 
• 只要需送審出流管制計畫書者，無論需變更土地
規模大小，皆應送審出流管制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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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便民、屬地主義 

• 義務人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開發基地所在地之地方政府
審查核定。 

• 跨縣市部分，由所佔面積比率較大之地方政府受
理審查，邀其他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會審。(採委
外審查時亦由所佔面積比率較大之地方政府辦理
委外) 

• 中央機關辦理案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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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除水保並可採委外辦理 

• 考量地方政府人力，已新增可採委外審查、監督、
查核條款。 

• 出流管制(規)計畫書適用範圍已扣除位於山坡地已
提水土保持計畫案件。 

• 現行排水(規)計畫書案件本多由地方政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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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發計畫平行審查 

• 出流管制(規)計畫書可與土地變更及開發計畫平
行審查以節省程序。 

審查快速 
• 本署已訂簡化、統一計算標準。 
• 義務人完成規劃書/計畫書審查費用繳交後30日
內完成審查，降低對開發期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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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專業、技師簽證 

• 出流管制(規)計畫需由土木、水利、水保等相關
專業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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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綠地可兼做減洪設施 
• 未達2公頃案無需送審出流管制(規)計畫。 
• 減洪設施量體約520m3/ha，約開發計畫面積5% 
• 可由公園綠地(約開發計畫面積10%)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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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範對象不同 

• 出流管制(520m3/ha)，管制對象為土地變更及整
地等行為 

• 建築物雨水貯集(450m3/ha)屬土地變更及整地後
建築行為，故出流管制量體不予採計。 

• 但屬早期已完成開發，未有提排水計畫書者，後
續如建物開發基地本身已大於2公頃，應提出流
管制計畫，得無需再依建物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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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溯既往 
• 新法施行前已提送排水計畫書及排水規劃書至區域
排水管理機關者，區域排水管理機關得續依排水管
理辦法繼續審查核定。 

• 排水規劃書已核定，但尚未核定排水計畫書者，免
依第三條第一項各款再提送出流管制規劃書。 

• 新法施行前已核定排水計畫書者，尚未開工，依新
法辦理開工及後續施工、停工、復工、變更、完工
及督導考核等工作。 

• 新法施行前已開工，依排水計畫書繼續施工、使用、
管理及維護。不適用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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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內 
 • 建築物依建築物透水保水滯洪設施規定辦理。 
• 一定規模以上開發案先提出流管制計畫書，開發區建
築物再依建築物透水保水滯洪設施規定辦理。 

• 早期已完成開發，未有提排水計畫書者，後續如建物
開發基地本身已大於2公頃，應提出流管制計畫，但
無需再依建物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區外 
• 一定規模以上開發案提出流管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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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重複審查 
• 本辦法實施後，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四條之
三有關建築物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定將配合修正為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適用範圍： 
• 參考現行建技規則，規定「新建或改建之建築物基地面
積300平方公尺以上」應設置透、保水或滯洪設施。 

• 參考國外、直轄市政府及現行建築法規，以現行建技
規則訂定容量標準為基地面積乘以0.045(立方公尺/
平方公尺)最小滯洪量。 

容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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