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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一條河流的故事，我們生在汐止，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的就是基隆河。而我們知道沿著基隆河到大台北地區是個地狹人稠、寸土寸金

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開發，因此，透過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我們想要應用疊

圖分析技術，探究基隆河沿岸地區在第二次截彎取直後土地利用的演變及其工

程內容能使我們對大台北地區有更深的認識。 

 

二、研究目的 

(一) 探究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工程內容 

(二) 探究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地區土地利用演變 

 

三、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範圍主要以基隆河過去曾經截彎取直的地區為主，可分為： 

(一) 內湖段 

(二) 大直段 

(三) 小彎段 

 

 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基隆河截彎取直資料 

蒐集網路文獻和台北市都市發展局網頁內容，加以分析。並透過福衛二號影

像圖，標示出基隆河截彎取直範圍。 

 

(二)基隆河周圍土地利用演變 

土地利用判定標準引用自「都會區土地利用覆蓋判釋原則」。從台灣百年歷史

地圖中挑選出 4 張解析度高且有明顯差異之圖層，然後以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中線上數位系統紀錄下該地之土地利用，另外，若該圖層繪製時間為截彎取

直前，則標上新河道範圍；若為截彎取直後，則標上舊河道範圍，最後將 4

張圖片加以疊圖分析得出該區土地利用演變。 

 

(三)統整 

透過上述兩部分之研究結果，比較出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共三個地區土地

利用變遷與開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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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設備器材 

本論文研究設備器材包含文書處理軟體(Microsoft Word)、Google Map、Google 

Earth、電腦、相機、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線上數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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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基隆河地理環境簡介 

 

    基隆河發源於新北市平溪區，是大台北地區主要河川之一，也是臺灣北部重

要的給水來源，全長約 86 公里。基隆河上游往下經汐止、南港、松山流入台北

盆地，經過圓山到關渡附近匯入淡水河再出海，是淡水河的支流，流域廣闊，

河流流經處，帶動了農業、商業等活動，也形成人口的聚集地。若依流域區段

可分為山地河川以及上、中、下游四段： 

 

山地河川：平溪區菁桐山麓發源地至侯硐介壽橋。 

上游段：侯硐介壽橋起至七堵大華橋。 

中游段：七堵大華橋起至南湖大橋。 

下游段：南湖大橋至基隆河口。 

 

(資料來源：整理自大自然第四十三期一縣一河基隆河專輯) 

 

 

 
 

圖一、基隆河流域示意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圖資) 

   

二、基隆河河道變遷史     

 

    早期基隆河下游進入臺北盆地，曲流地形發達，加上上游雨量豐沛，颱風季

節更易造成洪水氾濫，影響到沿岸居民的生命安全。尤其在中山橋到成美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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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情況最嚴重。於是台北市政府前後共實施了兩次截彎取直工程，疏通河道

來解決水患困擾。第一次截彎取直工程於民國 63 年在今日士林地區動工；第二

次截彎取直工程則於民國 79 年於今日內湖、大直、松山、南港動工。 本次小

論文以第二次截彎取直工程內容為研究的範圍。 

                

           

          圖二、第一次截彎取直示意圖                       圖三、第二次截彎取直示意圖 

(基隆河舊河道東岸為基河路，西岸為士商路接承德四段；比例尺 1:20000) 

(A 為大直段-原金泰段、B 為內湖段-原舊宗段、C 為小彎段河道範圍；比例尺             

1 :50000) 

 

三、第二次截彎取直工程內容 — 內湖段、大直段、小彎段   

 

     民國 79 年 9 月 14 日行政院核准實施的「基隆河截彎取直整治計畫工程」，

分兩期進行，為期六年時間，在大直、松山、內湖、南港段進行第二次截彎取

直的工程， 將中山橋到成美橋其中的大彎段-當時稱作金泰和舊宗段，也就是本

論文中內湖段及大直段截直，興建或加高兩岸堤防，新中山橋後與麥帥橋延長，

使基隆河兩岸與東區天母一帶的交通更加便利。小彎段從成美橋到南湖大橋也

截直 3.3 公里，這次的整治工程使得兩岸 224 公頃之河川地，整理綠化和開發公

園綠地，提供台北市民休憩活動的場所。 

 

 

 

A 

B 
C 

 舊河道  新河道  舊河道  新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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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作地  灌木林  裸露地  已開發地區 C

V

草生地  河道 

四、基隆河周圍土地利用演變 

本研究採用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林峰田教授「都會區土地利用覆蓋判釋原則」

(2005)中土地利用判釋分類，以衛星影像和實地考察，將土地利用分類簡化分為

五類: 

草生地：  農地以外之草本植被覆蓋地，草本植生佔 80％以上，未經高度耕 

                  作。 例如河濱地區有覆蓋視為草生地。 

灌木林：  樹高 5m 以下。 

農作地：  具備規則幾何型態的植被覆蓋地區。 

裸露地 :    荒地，大多數情況存在於都市邊緣地帶。其地表尚無建築，只有道路    

                  等公共設施存在，視為裸露地、未開發區。  

已開發地區：  有人為開發的痕跡，都市化的型態。 

 

土地利用分類圖例 

 

(一) 內湖段土地變遷疊圖(比例尺以 1:10000 為主) 

 

1921、1974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新河道所在，和舊河道比較 

2005、2013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舊河道所在，和新河道比較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 美軍航照影像(1974) 

 

新
河
道 

新
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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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二號衛星影像(2005)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2013) 

 

小結： 

 

原基隆河舊宗段範圍，今日內湖地區在日治年間是以農作地為主要的土地利用。

大約半世紀後，1974 年時由圖可看出農作地面積已有減少少許，聚落面積些許

增加，但是土地利用仍是以農作地為主。到了 2005 年，由衛星影像可看出河道

已截直，市容經都市規劃後，農作地已消失，全區以草生地和建築區為主，其

次為裸露地。到了 2013 年，全區大致已開發。現今主要作為倉儲、物流與生產

性工業園區。 

 

(二)     大直段土地利用變遷疊圖分析(比例尺以 1:10000 為主) 

 

1921、1944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新河道所在，和舊河道比較 

1974、2015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舊河道所在，和新河道比較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 美軍航照影像(1944) 

舊
河
道 舊

河
道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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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舊航照影像(1974)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2015) 

 

小結： 

 

由台灣堡圖(1921)可看出現今大直地區在日治大正年間是以農作地為主要之土

地利用。到了美軍航照影像(1944)可看出此地區仍是以農作地為主要之土地利用，

但已有道路出現，僅有少數聚落零星分布於行水區之左岸，呈散村聚落型態分

布。到了 1967~1974 年，農作地的面積已有縮小的趨勢，聚落更有擴大的趨勢，

但此地區仍是以農作地為主要之土地利用。到了 2015，由衛星影像圖可看出河

道已截直，市容經都市規劃後，農作地已消失。近年來此區發展可看見道路整

齊街廓完整，以樂群二路和樂群三路十字交叉為中心，大直段土地全區近乎已

開發，土地利用靠近舊河道(明水路)主要以商業區、娛樂區為主，台北著名的美

麗華商圈就在此區；靠近新河道以公園綠地、住宅區、學校為主，東邊有內湖

科技園區，土地機能明顯不同，未來朝新興高級生活圈發展。 

 

  綜合以上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美軍航照影像(1944) 臺北市舊航照影

像(1974)三張圖可發現，現今大直地區從日治時期開始，聚落分布由舊河道之左

岸漸漸向中心擴展，並呈現散村之聚落型態。由農作地面積從河岸漸漸向中心

減少可得知，當時人民是由河岸向中心逐漸開發。 

 

 

 

 

 

 

 

 

 

 

商業區 娛樂區 

住宅區 文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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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彎段土地利用變遷 

 

1921、1974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新河道所在，和舊河道比較 

2003、2013 年資料中河道顯示為基隆河舊河道所在，和新河道比較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 臺北市舊航照影像(1974) 

 

 
 

 經建版地形圖第四版(2003) 福衛二號影像(2013) 

 

小結： 

 

   由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可看出今日小彎地區在日治時期時是以農作

地為主要土地利用形式。到了 1974 年，行水區右岸原本為農作地的地區，有一

部份轉變為灌木林，行水左岸裸露地及建築區面積也變大。到了 2003 年由經建

版地形圖第四版可看出當時正進行都市規劃工程，呈現裸露地狀態。到了 2013

年，此地區大致已開發。就現今土地利用而言，以北為少數廠房使用，以南為

住宅區。 

 

工業區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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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基隆河各段同時空主要土地利用比較 

    在第一次截彎取直前(～1965)，三個區域皆是以農地為主要之土地利用，在第

一次截彎取直至第二次截彎取直(1965～1994)，由地圖上可看出，大直和內湖大

部分地區還是以農地為主要土地利用，尚未有大面積的改變，而小彎段以草生

地及住宅區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 

 第二次截彎取直(1994)至現今，現今大直地區土地利用由農地逐漸發展成集

娛樂、商業、休閒與住宅於一身的生活圈，舉凡像是有捷運文德站、美麗華百

樂園等；內湖段土地利用由農地逐漸轉變為倉儲、物流與生產性工業園區，多

為量販業者、大型家具連銷業、運輸倉業者、電子科技業者聚集，舉凡像是大

潤發、好事多、家樂福等。小彎段行水區以北現今為少數廠房使用，為一低度

開發之工業區，行水區以南主要以住宅區為主，並且實地考察後發現該地區住

宅外觀較新，可推測此地區較晚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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