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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心願景 - 共創水環境大會 
交流內容 

 

壹、 時間：107年 7月 25日（星期三） 

貳、 地點：臺中裕元花園酒店四樓溫莎廣場 

參、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肆、 主席致詞： 

行政院林副處長、溫教授及各位與會嘉賓大家早，感謝各位參加「前

瞻心願景-共創水環境大會」，在一系列前瞻工作坊計畫中，後續尚有

工作坊、專題演講等活動，最後針對執行單位的創意與成果辦理「水

環境大賞」，我們將組成專業評審團隊進行評審並頒發獎項；我們將

邀請國際景觀、水岸大師參與 11月底辦理的國際研討會，結合「水

環境大賞」一起提高前瞻計畫水環境的聲勢。也感謝臺中市、新竹市

及高雄市為大家報告執行水環境計畫的成果，各位縣市政府代表可藉

由今天交換意見，給予我們未來執行及努力的方向。最後預祝大會順

利圓滿成功！ 

伍、 各機關單位簡報及發言紀錄： 

一、上午場說明及報告課題與意見交流: 

【說明課題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報告者：水利署河川海岸組莊曜成組長 

【說明課題二：邁向前瞻-水環境培力工作坊計畫說明】 

 報告者：中華民國景觀學會代表 

【報告課題一：台中市水環境改善案例分享】 

 報告者：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韓乃斌副局長 

 意見交流(11:30-12:00)主持人：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一)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林副處長煌喬: 

1.回顧治水工程或防災計畫，發現幾個問題：(1)渠道人工化，喪失

河川原有自然風貌及親水功能；(2)水環境營造對周邊環境及地方

文化無妥善完整規劃;(3)維護管理方面未完備；(4)各部會執行計

畫之工程介面未整合；(5)治水特別預算不能用在親水空間營造等

其他非治水工程。故有必要提出整合性的新興公共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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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院吳澤成政務委員經 105年 8月 22日、9月 22日、12月 14

日三次開會，確定計畫願景方向：(1)海岸或河川綜合治理，除防

洪排水功能、水源保護、水質改善外，也要搭配地景及生態環境，

打造河防安全三生、生活、生態、生產的親水空間；(2)納入生態、

文化、遊憩、生產多面向功能，由點串成廊帶、發展成為面狀的生

態圈跟文化生活圈。 

3.吳政務委員指示，優先擇人口密集地區並結合城市特色，辦理水環

境示範工程，打造每縣市至少一處河川或海岸亮點示範區。 

4.106年 3月 23日，正式確認前瞻計畫的水環境建設計畫內容包括

「水與發展」、「水與安全」、「水與環境」三項建設主軸，並更名為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4月 5日行政院核定前瞻計畫的五大建

設、6月 20日經濟部報備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7月 6日立法院三

讀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7月 10日行政院核定前瞻水環境

改善計畫、106年 9月正式執行。 

(二)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謝謝林副處長，幫我們說明計畫是怎麼樣形成還有在決策及立法過程，

都做了很詳細的報告，接下來意見交流時間，請各位不吝指教，可以

提出來一起交流討論。 

(三)嘉義縣政府工務處李處長建賢： 

1.執行過程中，我們遇到一個問題：水質淨化場的設計年限應是幾年？

因一般觀念中，水淨場為臨時性設施，很快會有污水下水道來接管，

但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及接管進度無法趕上，且水淨場會有礫間瀑

氣堵塞的問題，導致壽命受限，這部份應如何思考。 

2.我們目前沿河川兩旁設截流管，假設未來不再截流，截流管有沒有

跟污水下水道系統結合的可能，使管線不會閒置？ 

(四)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韓副局長乃斌： 

1.台灣環境特殊，有很多小吃店、菜市場、攤販有洗地習慣，這些污

水都沖到廁所裡去，所以我們相信水淨場的設計年限要跟污水處理

場一樣久，才能避免河道忽然漂出這些垃圾或油漬。 

2.如建置高程允許，建議截流管可與污水下水道管共用。 

(五)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溫名譽教授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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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採用礫間氧化方式，時間久了會造成阻塞，阻塞程度與水質有

關，故建議礫間構造盡量簡單，阻塞時可將上蓋翻開、石頭取下清洗

再回鋪，即可繼續使用。 

(六)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謝謝溫教授。提供我們很好的意見，上蓋打開、礫石取出清洗後再回

填，礫間即可重覆使用。 

(七)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曾處長嘉文： 

進行水環境建構時，需考量後續維管問題，工程保固期間，光電或是

機電抽水設施等修繕可找原廠商處理，但過了保固期後，修繕就會回

到縣市政府，最後造成縣市政府的重大負擔；建議設施的維護管理未

來是否也可受補助。 

(八)經濟部水利署莊組長曜成： 

1.行政院主計總處要求維護管理一定要回歸地方政府，不管是工務預

算或是特別預算要編列補助地方政府做維護管理的經費的機會並

不高，故在不易維管的地方，如安農溪跟宜蘭河，規劃設計上就盡

量減少人工設施;另外我們希望做的東西是未來不需要靠維護管理

經費就能夠使用，也希望地方政府對維護管理是有完整的計畫再提

出。 

2.如果需要做到很多的維護管理工作，就建議不要列入計畫去投資那

麼多的經費去做，甚至於我會建議部份可以用 BOT的方式，像屏東

就有一個案子是做畜牧業水污染處理的部份，就是用民間參與的方

式去做，所以建議可以朝這方面去做努力。 

3.建議後續提計畫時，可先編列維管經費，讓評審委員可先瞭解後續

維護費用。 

(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韓副局長乃斌： 

1.建議實務上不要寫「維護管理」去抵觸中央規定，我們用「成效評

估」是另種方式；或是景觀工程部份只先支付 70%的經費，剩下 30%

須一年後才能領，這樣也可做到樹木的維護管理效果。 

2.綠川系統非常複雜，我們委託一個專案維護，包含引流、截流、礫

間維護等，均為同一個廠商，就可達到 24小時不中斷的污水處理

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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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後就是與主計單位的溝通，加上中央政策及地方首長的支持，業

務單位需要先將維護管理的經費框列好。 

(十)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謝謝韓副局長。請各縣市在提報計畫時，要先考慮到後續維護的經費

編列問題。 

 

二、下午場報告課題與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 

【報告課題二：新竹市水環境改善案例分享】 

 報告者：新竹市政府代表莊學能建築師 

【報告課題三：新竹市水環境改善案例分享】 

 報告者：高雄市政府代表陳琳樺副局長 

意見交流及綜合討論(15:10-16:00)主持人: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一)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林副處長煌喬： 

1.推動計畫過程中，要具有充份的專業，整合水利、水質、生態保育、

地景等，且需要一個跨領域的執行平台，建議由縣市政府內高階主

管擔任召集人，在計畫推動上也會較順利。 

2.計畫推動時，要盡量減低對環境的傷害，因地制宜，減少人工化設

施，讓各項設施與當地的特色相融合。 

3.目前為蓄水期間，故工程案執行時，需準備防災措施；工程案完成

後，要積極規劃後續維管事宜。 

4.水質改善、生態復育及文化深耕需投入長期人力、時間跟經費，足

夠的管理及維護工作落實，都影響設施功能發揮，故希望各縣市政

府需妥善考慮後續維管工作與經費籌措;另可建立公私協力的能量，

結合社區、地方團體、NGO團體協助推動跟認養。 

5.計畫完成後，可思考能否結合綠能工業、或與鄰近公有土地整合加

值利用。 

6.工程完成後，溝通工作要持續進行，故溝通平台跟社群網站要持續

開放，並透過平台結合環境教育執行與生態宣導，推動民眾愛水的

意識。 

7.建議做經濟效益評估，水環境改善後，可能會帶動周邊房價增值，

將增進地方政府稅收，也可吸引遊客誘發當地餐飲業、住宿業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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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產業的發展與帶動就業機會。 

(二)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溫名譽教授清光： 

1.三個縣市的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內容在觀念上、作法上都已達一

定水準。 

2.水質是水環境中重要的因素，水質改善大部份著重在點源，點源控

制好後，非點源跟類點源的污染就會顯現出來，目前可透過水淨場、

現地的處理場、礫間工法等處理以上水污染；前瞻計畫第一期重點

擺在水質改善是對的，希望前瞻計畫實施後，每年能夠改善嚴重污

染河段 1%、六年內使嚴重污染河段完全消失。 

3.從污染控制的歷史演進，都是從點源污染先控制，點源控制得差不

多了，接著會顯現出來的就是非點源的部份，所謂非點源就是跟降

雨有關係，降雨把地表的髒東西或者是土壤溶解出來的物質流到水

裡面，造成污染；另外一個叫做類點源，也跟降雨有關係，類點源

是台灣自己命名的，在美國是屬於雨水下水道、就是污水下水道系

統的地方，有時候雨水跟污水分流的地方，在下雨的時候，地表面

跟雨水下水道裡的髒東西就會被洗出來，這些被洗出來的水，尤其

每一次降雨最先流出來的水是非常髒的，髒的程度跟污水很接近，

這些的水就需要處理，其他以外的水就比較乾淨不需要處理。 

4.目前做了很多滯洪池，主要為消除洪峰或延遲洪峰到達時間，滯洪

池也會突顯出點源與非點源污染，如將雨水收集引入滯洪池後，經

過簡單處理再流回河川，也使滯洪池增加一個功能，就是去除非點

源污染。 

(三)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張副院長皇珍： 

1.過去，治水都是各個縣市裡首先解決的問題，過去都朝不淹水的方

向進行，今年已不一樣，有生態檢核、景觀塑造、引入沿岸人文，

這是非常好的。 

2.幾個縣市的報告中，有些大同小異，大同是什麼？計畫執行包含許

多單位的補助款，有整合的業務要做，需要地方政府高層主管做整

合溝通角色；小異的不同，在於各地的河岸景觀、人文歷史，以自

己的亮點與歷史人文讓水環境更好。 

3.水環境案件在規劃設計時，就需塑造一些亮點，如宜蘭冬山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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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去旅行，也為縣府帶來收入；台中市的綠川跟柳川，水利局完

成工程後，經發局規劃兩旁的商店或活動，為地方帶進人潮，使得

稅金收入而增加市府預算；人潮與錢潮帶來的經濟效益，就可作為

後續的維管經費來源。 

(四)宜蘭縣政府工務處陳處長春錦： 

想請問三個縣市，能否分享執行案子時，與民眾或 NGO團體溝通的經

驗，作為其他縣市的借鏡。 

(五)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陳副局長琳樺： 

民眾最在意的是設施本身是否為鄰避設施，我們以未來完成的願景向

民眾說明，這些鄰避設施完成後可能成為新的景點，並透過提出多個

方案節省後續民眾抗爭所延遲的時間，秉持「溝通、溝通、再溝通」

的原則，最後民眾也都可以接受。 

(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林主任秘書志鴻： 

1.柳川在都市計畫中劃為綠地，進行道路縮減時影響民眾或既得利益

者的停車及道路使用，所以我們有做交通運量分析；並請副市長主

導，協調公車路線分配與都市計畫變更。 

2.綠川部份，開蓋前先進行污水截流、礫間處理，水質淨化之後再排

入綠川；有乾淨的水再做環境營造，並保留古蹟中山綠橋及配合燈

光及四季植生的營造，使人文與地方作結合。 

(七)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林副處長正光： 

1.我們有一個工程案做河岸步道改善，民眾對於設計內容有很多意見，

我們從工務處的副處長、處長、一直到市長，在完工之前都持續到

現地跟當地居民溝通，所以溝通還是唯一路徑。 

2.在 17公里的部份，主要是香山濕地是保育區，我們城銷處做任何

的規劃案之前，都會先跟當地的生態及 NGO保育團體做溝通，並且

包含到後續的維護管理跟解說導覽。 

3.進行頭前溪水環境營造前，沿岸有很多廢棄物，後來因河岸邊有河

川毒物污染問題，檢察官邀集檢警、環保及工務單位巡視整個頭前

溪，將左岸非法佔用完全清除，使我們計畫推行相當順利。 

(八)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張副院長皇珍： 

我在雲林縣服務時，有個河川掀蓋的案子當時有些爭議，我請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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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咖啡圓桌論壇」，找來當地里長、代表會，先陳述願景與口號，

再瞭解他們在意的問題點，譬如說有停車位減少問題，我們便先盤點

附近可做停車的空間，使未來停車位比現在還多，後來案子就可快速

推動。 

(九)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洪副局長明仕： 

新竹市左岸部份由環保局主政，並有很多單位協助。頭前溪是跨縣市

的河流，但水域治理不分縣市，需要與新竹縣腳步一致，才可盡快努

力共同達成頭前溪的水環境營造。 

(十)新竹縣政府代表： 

感謝第二河川局時常擔任新竹縣市的溝通平台，我們也希望達到縣市

一致，讓頭前溪結合海岸、從下游延伸至上游水環境可盡快改善。 

(十一)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新竹縣市之間如果需要協調，水利署都樂意擔任協調工作。 

(十二)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曾副處長嘉文： 

新竹市有一個類似污水處理廠的設施，近兩年減水期常被檢討自來水

再利用率不夠，實因地處偏遠，自來水無法常回送到市區，請問補助

計畫未來能否申請做再生水利用。 

(十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陳副局長琳樺： 

再生水廠的經營必須是商業模式，故我們在契約上訂定嚴格的標準，

並與用水人協商水質條件與價格，再生水廠的投標廠商，也要遵照這

樣的水質標準，否則就會受處罰，即使契約條件嚴格，具真正專業的

廠商在此也可有所發展。 

(十四)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1.再生水困難就是媒合用水端，用水端對水質的要求越純淨，其成本

越高，售價就越高。前瞻計畫中的「水與發展」可補助再生水的計

畫，目前由經濟部工業局主政。 

2.關於前瞻水環境計畫，後續有任何的疑問，都可與水利署河川海岸

組討論。 

陸、散會（16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