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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綠道 - 
水圳綠道之誕生與未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正工程司 / 楊凱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科長 / 劉邦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組長 / 孫維廷

關鍵字： 國家綠道、水圳綠道、嘉南大圳

一、前言

「綠道」（Greenway）為聯結已開發地

區與戶外遊憩地區之未開發帶狀走廊，連結

人與自然線型空間，主要提供民眾步行或騎

乘自行車通行。整體觀念之發展起源於1970

年代歐美國家，將綠帶（Greenbelt）與景觀

道路（Parkway）兩種景觀規劃設計之觀念組

合而來。

綠道的建置不僅可創造當地經濟效益，

提升觀光遊憩產值，並可拉近山、河及海等

天然環境與民眾之距離，近年來隨著國人運

動風氣隨之盛行，各地廣設休閒步道及自行

車道，不僅帶動運動風潮，亦提升當地休閒

遊憩與經濟活動。然而，考量整體規劃、生

態衝擊、維護管理及使用需求等不同面向，

仍缺乏系統性整合。爰此，行政院自106年

起陸續推動「建構綠道網絡之策略規劃」計

畫及「建構國家級綠道網絡綱要計畫（草

案）」，配合國土整體發展方向，透過藍帶、

綠帶及生態廊道保存復育，有效連結國土保

護重點區域與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護之目標，

結合地方長期倡議及政府研提之方案，提出

七個國家級綠道主題軸線：淡蘭百年山徑、

浪漫台三線樟之細路、臺灣山海圳綠道、糖

鐵綠道、水圳綠道、原民古道、脊梁山脈保

育綠道等七條綠道主軸線構想。考量連續

性、整體性、代表性、豐富性與可及性，並

結合地方共識凝聚意識，加強在地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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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配

合推動水圳綠道之整體規劃與建置，沿著百

年嘉南大圳設置自行車專用道，並作為臺灣

自行車環島路線之替代路線，以完善整體自

行車路網，本文主要在說明水圳綠道整體規

劃原則、建構及後續推動策略。

二、建置國家級專用自行車道

（一）自然環境特性與行政區域

水圳綠道以嘉南大圳為主體，包含濁幹

線（40公里）及北幹線（48公里）共計約

88公里，橫跨雲林縣、嘉義縣及臺南市等三

縣市，由北至南之沿線鄉鎮市區分別為雲林

縣林內鄉、莿桐鄉、虎尾鎮、土庫鎮及元長

鄉；嘉義縣新港鄉、太保市及水上鄉；臺南

市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柳營區、六甲

區及官田區等鄉鎮市區。

水圳綠道沿著嘉南大圳穿越嘉南平原，

南起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水庫（如圖1），

由南至北跨越龜重溪、急水溪、八掌溪、朴

子溪及北港溪等河川，北至雲林縣林內鄉濁

水溪畔八卦池分水工（如圖2），整體地勢

平坦、東側較高，斗六、嘉義等地區地面坡

度約八百分之一至千分之一，臺南附近約

二百五十分之一至三百五十分之一。

（二）歷史與人文

一百年前嘉南平原為一個面積廣大，但

圖 1　水圳綠道起點烏山頭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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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水源、含鹽量高之土地，不利耕種。日

治時期因應糧食需求增加，總督府擬定「官

佃溪埤圳計畫」，計畫在曾文溪上游官佃溪

築壩，灌溉嘉南平原約10萬甲的土地；後再

擬定「濁水溪直接引水計畫」，引用濁水溪水

源灌溉雲林平原約5萬甲土地，兩個計畫建構

嘉南大圳主體，引用曾文溪與濁水溪之溪水

灌溉農田，合計灌溉約15萬甲土地。1919年

「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成立，由八田

與一技師負責設計及工程事宜。1920年嘉南

大圳開始興建，至1930年完工通水，迄今已

有百年歷史，大圳通水啟用後，嘉南平原從

此逐步發展成為沃野千里之糧倉，對臺灣農

業發展貢獻極大。

水圳綠道沿線經過3個縣市，31個鄉鎮市

區、375個村里、332個農村聚落，亦經過345

所學校（包含大學、高中、國中小學等）及

380個宗教文化信仰點，沿線串聯地景地貌、

人文風采及產業歷史，形成富含文化底蘊之

水圳意象，沿線概況詳如圖3。

（三）水圳綠道整體規劃及設計原則

嘉南大圳自烏山頭水庫往北行，沿線跨

越多條河川、區域排水，交界處多為渡槽或

倒虹吸工等水利構造物，經統計包含龜重溪

渡槽、急水溪渡槽、八掌溪渡槽、南靖倒虹

吸工、朴子溪渡槽、埤子頭排水倒虹吸工及

北港溪倒虹吸工等7處容易形成路線斷點，

經多方評估與協調，並考量構造物結構安全

後，龜重溪渡槽、埤子頭排水倒虹吸工、南

圖 2　水圳綠道終點八卦池分水工



24 JUN 2022工程 • 95卷 02期

回顧與展望

靖倒虹吸工及北港溪倒虹吸工採繞道通行方

式，其中龜重溪渡槽待改善工程完工後，可

牽引通行；八掌溪渡槽及急水溪渡槽現況透

過鋪面改善及安全設施設置後，亦可牽引通

行；朴子溪渡槽符合自行車道安全設計可直

接通行。

水圳綠道主體工程依據「國家綠道管理

規範-自行車道篇」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

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設計，訂定

車道路型分類、車道設計及鋪面、指標系統

及標誌規範等設計原則（詳如表1及圖4~圖

6）。考量安全性、視野穿透性、周邊環境高

程、堤頂寬度等條件設計，於圳旁堤岸腹地

設置淨寬2.5公尺以上車道，欄杆高度1.2公

尺，以符合法規及安全性考量，並劃設標誌

標線。依據此原則，考量沿線渠道及堤岸型

式與腹地大小等因素，規劃不同自行車道型

式如圖7。鋪面部分則考量路面乘載力及後

續大圳幹線維護管理需求，以鋪設點銲鋼絲

網、澆注混凝土方式施作，既有水防道路則

沿用原AC路面設計。其次，考量到自行車

圖 3　水圳綠道沿線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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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圳綠道系統告示牌及標誌規劃表

項目 說明 設置位置 尺寸 顏色 材質

管理辦法 
告示牌

說明開放時間、禁
止進入時間及相關
安全規定

既有道路與自行車道
銜接處

長 120cm
寬 75cm

紅底白字，紅色採
用臺灣區塗料油漆
同業公會色樣第
25號

鋁 板（3.2mm） 陽
極處理，面貼工程
級反光耐候 PVC

指示標誌

指示自行車之路線
資訊、休憩點、牽
引道等方向及其距
離

自行車道各銜接路口
及必要說明處

長 40cm
寬 160cm

棕底白字，棕色採
用臺灣區塗料油漆
同業公會色樣第
51號

鋁 板（3.2mm） 陽
極處理，面貼工程
級反光耐候 PVC

附掛式 
文字型 
警告牌

說明水利設施請勿
靠近及禁止跨越

附掛於水利構造物、
欄杆適當處

長 40cm
寬 20cm

紅底白字，紅色採
用臺灣區塗料油漆
同業公會色樣第
25號

鋁 板（3.2mm） 陽
極處理，面貼工程
級反光耐候 PVC

穿越路口 
告示牌 

（用於幹道）

說明水圳綠道與相
關幹線、路口交叉
時須注意之號誌

用於幹道及水圳綠道
銜接處，主要設置於
幹道上

長 90cm 
（三角號誌）

紅框白底黑色圖示
鋁 板（3.2mm） 陽
極處理，面貼工程
級反光耐候 PVC

牽引道 
告示牌

說明牽引道僅提供
牽引，禁止騎乘

牽引道處
長 30cm
寬 100cm

紅底白字，紅色採
用第 25號

鋁 板（3.2mm） 陽
極處理，面貼工程
級反光耐候 PVC

自行車路線
指示線 
及里程線

說明自行車道之標
線，並提供名稱、
里程等相關標示

間隔一點五公尺，劃
設應緊靠路面邊線、
路面邊緣或距離車輛
停放線應有 75 公分
寬之處

長 20cm
寬 100cm

藍框白底藍字，藍
色採用第 47號

熱處理聚酯成形標
線

自行車路線
指示輔助線

本標線視需要配合
劃設自行車路線指
示輔助線

實線，線寬為 10 公
分，於自行車路線指
示線上游 10 公尺開
始劃設並延伸至停止
線，過交岔路口自路
段起點劃設30公尺。

寬 10cm 藍底，藍色採用第
45號 熱處理聚酯標線

備註：
1. 標誌色彩之採用原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9條、第 11條
2. 標誌體形之採用原則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2條
3. 標誌材質之採用原則依據行政院農業委會 -農田水利施工規範 -02891標誌
4.  標誌內容參考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告示牌及竣工銘牌設置要點第 7點、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30、

46、87-3及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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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需求，水圳綠道沿線設置了18處主要

休憩區，22處一般休憩站，結合在地居民活

動空間並考量耐用性及易於維護管理原則進

行優化，設置簡潔、堅固之休憩座椅，詳如 

圖8。

圖 5　管理辦法告示牌示意圖

圖 4　指示標誌示意圖

圖 6　自行車路線里程線及指示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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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私協力參與，分段同步施工

在推動的過程中，因全線路線長達88公

里、渠道斷面型式多元、腹地用地權屬及跨

越河川、公路斷點眾多等問題，原規劃主體

工程需2年期程完工，109年10月農田水利會

升格為公務機關，行政效率大幅提升，主體

工程於110年6月完成設計發包工作，農田水

施工前 施工後

圖 8　水圳綠道休憩點改善前後

圖 7　水圳綠道設計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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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署全體同仁動員，透過「分段同步」施工

方式，將工期縮短為半年，於同年底完成工

程。在工程規劃及施工期間，與在地居民、

圳旁社區及團體進行充分的溝通及協調，召

開多場次路線協調會、設計說明會及現勘討

論，公私協力加速催生這條國家級「水圳綠

道」。

三、 啟動全線植生綠化，種植臺灣原生樹
種

水圳綠道主體工程完工後立即啟動沿線

植生綠化，評估利用圳路旁既有隙地辦理綠

化植樹，營造生物可棲息空間與環境，沿線

考量樹種環境適應性，擇定樹形優美、易管

理維護及根系不易破壞堤岸之臺灣原生樹

種，以一縣市一主要一次要樹種為原則，也

藉由樹種生長特性變化，營造不同區段四季

景致變換。沿線植生樹種規劃詳如圖9。

雲林縣考量區域常有強風，故擇定枝葉

濃密、樹形優雅、耐風抗鹽的瓊崖海棠為主

要樹種；其次，在圳旁腹地較大，土壤深厚

處選擇樹形挺拔高壯、葉色隨季節變化的楓

香為次要樹種。

嘉義縣則選擇樹型開闊、喜日照、在嘉

義沿海地區常可發現之臺灣魚木為主要樹

種；另考量臺灣魚木冬季落葉，為調節季節

景色，在圳旁腹地較大區位，則選擇易栽

圖 9　水圳綠道沿線植生樹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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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樹型穩重、常綠的茄冬為次要樹種。

臺南市選擇生長快速、常為邊坡、堤岸

的先驅樹種楝樹，依季節時序開紫花、結金

果、樹型淡雅的「楝」樹，符合臺南「戀

戀」古都形象。次要樹種擇定臺南市全臺首

學孔廟前的楷樹，即黃連木，自古為孔廟孔

林的代表樹種，且其耐貧瘠，秋冬季葉變色

能表現四季風情。

除此之外，水圳綠道於全線臨水圳側或

腹地較小之線段，亦種植灌木營造綠籬，主

要種植月橘、燈稱花、山黃梔、石斑木及桃

金孃等臺灣原生樹種，兼具維護用路人安

全、沿線景觀營造及生態環境提升之綜效。

四、百年大圳，風華再現

水圳綠道以農業命脈－水圳為主體，沿

著百年嘉南大圳而生，一百年前，八田與一

技師與眾多工程人員興建嘉南大圳，把15

萬公頃的看天田蛻變成豐饒良田，澈底翻轉

雲嘉南平原的農業生產環境，成為臺灣重要

穀倉。一百年後，傳承守護大圳灌溉生產功

能，並在大圳沿線闢建自行車專用道 -水圳

綠道，自烏山頭水庫至濁水溪畔，橫跨雲林

縣、嘉義縣及臺南市，優化水圳旁水防道路

及堤岸成為綠道。沿線景致如圖10。

水圳綠道沿線經過朴子溪、八掌溪、急

水溪及龜重溪等4座渡槽；北港溪、埤子頭

及南靖等3座倒虹吸工以及上百座水利構造

物，再現百年大圳農田水利文物設施，也打

開了百年大圳的神秘面紗，原來圳旁堤頂人

跡罕至的路線，成為在地居民生活與緊繫農

村文化之路，進而更加認識本土珍貴文化活

資產，讓這條全國最長的自行車專用道成為

當地居民及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行經廣大的

雲嘉南平原，欣賞農業四季變化景致及多元

生態環境，期能帶動全民參與、形成社會風

氣，使國人可以深度瞭解與連結臺灣豐富的

自然及人文地景。

五、水圳綠道持續優化

國家綠道-水圳綠道建置初期以主體工程

完善為目標，斷點採用繞行既有道路方式，

並設置標示路牌及安全設施，結合既有觀光

魅力點，以提升民眾使用率。111年起，進行

全線標誌標線優化工程，並設置農田水利文

物資產解說牌。

有關識別標示牌、重要里程標示牌、方

向指示牌及里程牌等設計，初期依據設計原

則設置。水圳綠道啟用後，持續蒐集用路人

經驗進行滾動檢討，辦理標誌、標線優化完

善作業，以提升整體路線騎乘滿意度。

水圳綠道往北銜接既有自行車道，沿二

水鄉自行車道、彰化八卦山自行車道至臺中

綠空廊道；向南則銜接山海圳及茄萣自行車

道，可進行騎乘路線整理串接，並納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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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全國自行車單一總路口網。農村旅遊路線

部分，蒐集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自行車旅遊

網及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等相關網站，以嘉南

大圳鄰近區域並具代表性之農村特色景點進

行路線串聯，包含宗教寺廟、主題街道、農

田水利文物、生態導覽、特色文化等，將相

關資訊建置於水圳綠道網頁（連結位於農

田水利署首頁https://www.ia.gov.tw/），透過

嘉義朴子段 嘉義新港賞鳥觀景平台休憩點

臺南東山段 臺南急水溪渡槽

嘉義新港段 嘉義中洋制水閘

圖 10　水圳綠道沿線路段、水利構造物及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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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

工程影音紀錄及路線導覽，提供初步旅遊 

資訊。

六、結語

水圳綠道啟用，再現大圳風華，透過優

化水圳旁水防道路及堤岸成為綠道，巧妙的

配置植生綠化，串聯藍帶、綠帶及廣闊的農

業生態景觀，透過沿途農村地景並遍植臺灣

原生樹種的生態綠道騎乘，除了緬懷百年農

田水利文物資產，欣賞沿途農村四季變化景

致，更希望以此厚植全民愛鄉護水、環境永

續之意識，讓來往旅人及居民看見農田水利

先民拓荒及奉獻精神，從古圳看見自己，也

看見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