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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河流的狀況而言，其生態、景觀、歷史與人文特色相當 豐富，水岸發展可以緩和都市空間的問題，並有提昇環境品質

的 功能，但是目前現階段河川之分類是依據水利法之規定，以水利 事業的興辦及水利行政為原則，河川分類便以流域作

為區分，對 於流域內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無法充分的考量，為了提供國人更多 更好的休閒遊憩場所，管理河岸環境需要發

展出更周延的評估原 則，供給管理單位發展親水公園開發潛力評估方案之依據。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河岸發展親水公園

開發潛力評估因子與 內容，以文獻回顧與專家訪談發展評估架構，結合兩次專家問卷， 第一階段以德爾菲（Delphi

Method, DM）專家問卷確認評估因子， 再以層及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專家問卷來計 算因子間的整

體權重值，建立河岸發展親水公園開發潛力分析評 估表，並以南投縣貓羅溪為案例驗證其實用性，提供相關單位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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