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6

Chapter 3

尋
美

再現魅力水都

埤塘宛如小水庫 亦為獨特人文地景

埤塘是早先臺灣農村非常普遍的景象，以桃

園台地最為常見。埤塘是桃園台地重要的水

資源，桃園較大或較重要的埤塘，均由農田

水利會負責維護管理。它們就像一個個小

型水庫，所形成的灌溉系統採串聯或並聯方

式，彼此支援，對桃園地區助益甚大，更是

獨特的人文地景，也擁有可觀的生態資源。

桃園縣境內的桃園、中壢一帶，俗稱「桃園

台地 」，東南部地勢高亢，以 1％的坡度向

西北沿海傾斜。由於河流短促，雨水貯留時間甚短，可引用的水源相當有

限，因此，先民拓墾之初多屬「看天」種植的常旱田地，為了確保水源不虞

匱乏，農民陸續在台地傾斜起伏處鑿地築池，貯存雨水作為灌溉之用。 

據當地耆老們指出，興建埤塘通常都選擇局部地勢較低處挖掘紅土層與礫

石層，圍阻堤堰，由於紅土黏度大，經與礫石混合壓實後即為不透水的堤

防，堤防中的低地即可蓄水而成埤塘。換言之，埤塘不全是挖出來的，也

是圍堤圍出來的。

桃園縣埤塘水圳新生

從空中鳥瞰桃園台地，星羅棋布的埤塘，

蘊藏了先人灌溉引水的智慧，也烙印下桃園台地斑斑的開墾拓荒史。

然而，有「千塘之鄉 」美譽的桃園縣，

埤塘數量最高紀錄曾高達 8846 口，隨著都市發展及農業轉型，

埤塘正快速消失，目前僅存 3345 口，

因此，埤塘保存工作刻不容緩，

桃園縣政府也積極推動埤塘水圳的新生工程，作為全面保存埤塘的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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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桃園縣政府完成的示

範埤塘吸引眾多遊客

體驗。

02  埤塘周邊設計了親水

設施。

03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變

遷，埤塘更具保存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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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沒有石門水庫之前，桃園台地上可耕作土地面積不到三萬公頃，埤塘

占地卻廣達八千多公頃，大小不一的埤塘就多達一萬餘口，成為主要的灌

溉水源。早在 1913 年大旱前，桃園台地就有一萬個埤塘，星羅棋佈，處處

可見，形成特色，因此贏得「千塘之鄉 」美稱。 

有埤塘的地方就有聚落，蓄水灌溉，養魚休閒，甚至風水景觀兼具，這也

是桃園農漁牧興盛、物產富饒的主因。城鄉發展處處長李永展表示，早年

埤塘因地價便宜，政府部門往往將埤塘劃為公共設施予以徵收，一口口的

埤塘遭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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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千塘文化 發展魅力水都

埤塘的消失，象徵臺灣農業發展走向沒落；自石門水庫開始蓄水迄今，埤塘

的用途有了明顯變化；每逢假日，風景優美的埤塘，成了民眾釣魚、散步，

乃至觀察水生植物、鳥類生態的新選擇。 

為了保存與發展這些特色，同時因應氣候變遷與滯洪、防洪等實際需求，桃

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大力推動「桃園埤塘水圳新生整體發展計畫 」，就是希

望營造桃園千塘文化，發展另類魅力水都，進而確保優質環境資源。 

根據民國 92 年桃園縣航空影像圖建置的 GIS 資料統計，桃園縣的埤塘數

量共有 3345 口，水域面積共約 2709 公頃，大於 0.3 公頃的埤塘共有 1131

口，水域面積約為 2455 公頃，分別隸屬臺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和石門農田

水利會。 

李永展表示，為了有效保存埤塘資源，縣府自 92 年起推動「桃園埤塘水圳

新生整體發展計畫 」，並推動「桃園縣埤塘水圳保存及獎勵新生利用自治條

例 」的立法工作，同時施做「埤塘水圳新生工程示範點 」，藉此提高埤塘水

圳新生利用的能見度和可及性，讓國人、縣民乃至於外國旅客都能以此作為

認識桃園埤塘水圳文化的窗口，並作為生態與創作性生活地景的典範，重新

拉近埤塘與人們的距離，以其優質環境魅力，邀請民眾加入守護埤塘的行

列，營造桃園千塘文化、發展魅力水都。

168



再
現
魅
力
水
都 

 

桃
園
縣
埤
塘
水
圳
新
生

青塘園 埤塘新生 NO.1 示範點

縣府選定第一個「埤塘水圳新生工程

示範點」，是位於中壢市高鐵青埔特定

區內的「青塘園 」，96 年初由縣長朱

立倫等人揭牌啟用，同時也肩負桃園

台地指標性水生植物「臺灣萍蓬草 」

的復育任務。「希望每一口埤塘都要完

整保存下來，重振『千塘之縣 』的美

名。」朱立倫縣長致詞時語重心長，期

待青塘園成為營造桃園魅力水都的重

要里程碑。

「青塘園 」位於中壢市高鐵青埔站南邊約一公里處，面積約 6.3 公頃，總工

程經費 3,500 萬元，獲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3,000 萬元。李永展指出，由於

埤塘位在高鐵特定區，透過「區段徵收 」直接把它劃為公園用地，用地的

定位「名正言順 」之外，也照顧到地主的合法權益，地主因此分配到可建

築用地，共創雙贏。

這處埤塘公園的最大特色，除了維持既有特定區雨水系統調節防洪功能，

還規劃了「水質淨化區 」、「埤塘水圳體驗區 」、不受人為干擾的「生態島嶼

區 」、一公里長的可透水自行車道，以及多孔隙、有利生物棲息的水岸塊石

擋土牆，展現生態工程與傳統工程的差異。

水岸周邊有親水緩坡、觀景平台、木棧道及戶外劇場等，自然生態及生活景

觀兼具，展現桃園縣埤塘文化的多樣性。

01  埤塘是復育水生植物

的極佳場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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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示範埤塘將逐步轉型

為觀光遊憩場所，結

合單車活動，成為溼

地公園。

02  埤塘保存有助對抗暖

化效應。

03  示範埤塘提供休憩、戶

外教學等功能，簡易的

步道設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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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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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水生植物回籠 生物多樣性的環教場域

負責規劃設計及監造的青境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林大元表示，園內所有設施

都以「綠建築 」的精神施做，而為了營造埤塘的生物多樣性，他特別引回

一百多種原生的水生植物，包括有「水中燈籠」之稱的臺灣萍蓬草，搭配自

導式解說系統，希望成為生態環境戶外教學、認識水生植物及埤塘文化的理

想場所。 

林大元強調，青塘園的水域不算大，未來勢必有水生植物的生存競爭，但

「適者生存 」，最後競爭的結果只剩一半，也相當好，「最後能活下來的，就

能永續生存。」

04

05

04  步道系統讓人們悠閒

地欣賞埤塘之美。

05  藝文活動將進駐示範

埤塘，更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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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示範點 八德埤塘生態公園接棒

第二個埤塘生態公園示範點選在八德市，基地面積約 5 公頃，但串連周邊

12 處埤塘串成的水圳、道路、聚落、農地，發展範圍則廣達 40 公頃，縣長

朱立倫形容：「這是桃園縣美麗大型公園的代表作」。 

八德埤塘生態公園已於 97 年 7 月完工，耗資約 7,000 萬元，營建署補助

2,000 萬元。

李永展指出，施工前，這裡是違章建築林立的國有地，違建戶有三十多

戶，住家、工廠、廟宇都有，違建戶組自救會抗議拆遷，必須溝通協調。

其次要面對園區內置棄二、三十年的事業廢棄物清理問題，以確保園內無

毒的永續生態。 

「把埤塘用自行車道串連起來，讓埤塘休閒園區展現桃園另一種城鄉風貌與

生活美質！」李永展從八德埤塘生態公園，看到更大尺度的埤塘發展願景。

他強調，縣政府陸續完成相關配套措施，禁止任意掩埋埤塘，希望經由生

態、生產、生活、生存等四層面，讓埤塘文化成為桃園最珍貴的環境資產。

01   由非營利生態組織經

營示範埤塘是可行也

最有利環境的作法。

02  埤塘除了生態價值，還

能調節都市微氣候。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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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阻力 來自溝通不良

推動埤塘生態公園示範點，除了處理拆遷戶的權益問題，桃園縣政府城鄉處

遭遇較大的困難，竟是來自農田水利會的誤解。

例如桃園縣議會在 95 年底通過縣政府所提的「埤塘水圳保存及獎勵新生利

用自治條例 」，由於溝通不良造成了一些誤解。桃園農田水利會認為，縣府

忽視水利會是埤塘的主要管理者和所有權人，縣府要立法管理，應該先與水

利會建立溝通平台，才能保障十一萬七千多名水利會員權益，因此曾向縣府

提出抗議。

李永展表示，縣府無意與水利會爭管理權，而是要與他們共創雙贏。縣府的

目的是保護埤塘水圳不致消失，是把它現有的灌溉、儲水、養魚之外的功能

再擴大，也就是配合都會發展，變成景觀公園或其他適宜發展之專用區，一

旦所有權人提出再生保存計畫，獲得學者專家肯定，還可以獲得縣府或中央

補助。

以這兩處埤塘公園為例，埤塘再生利用完全保留原來的灌排功能，而且規劃

成生態公園之後，也增加了多元利用之機會與潛力，「埤塘既是農田灌溉用

的小水庫，也是城鄉生態、人文與自然景觀的休閒公園。」他強調，溝通不

良很容易讓美意打折扣，這是往後要特別注意的課題。

維護管理機制 面臨考驗

李永展說，目前「青塘園」由中壢市公所專責管理維護，未來計畫與全國大

專院校相關科系結合，作為臺灣溼地研究與考察的對象，並於研究調查過程

中，邀請專家學者定期發表研究成果，也可不定期舉行「桃園縣埤塘水圳溼

地之旅」或「埤塘博覽會」，並將營運費用挹注管理維護的經費。

但就經營效率和生態保育的專業度來看，把埤塘生態公園交由非政府

（NGO）組織經營是較佳策略。因此，桃園縣政府在 97 年 10 月發佈實施

「桃園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讓埤塘可委外交由社區大學、環保團體等非政

府（NGO）組織或其他單位經營，在合法的利潤下，提升經營管理效率，

並以專業態度豐富其生態公園內涵，縣府等公部門則退居扮演監督角色。

03 03   如何適度引進商業活

動，維持示範埤塘自給

自足又兼顧生態保育，

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