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雨季大多數都有強降雨，明明雨水很多，為何飽受缺水威脅？

因為陡峭的地形，不易留住雨水。因此，任何可以把水留住的方

法，水利署都會列入考量，而興建「人工湖」就是其中方法之一。在未

建鳥嘴潭人工湖前，烏溪年逕流量 37.2億立方公尺，換算近 19座石門

水庫庫容，卻因無水庫設施，水資源難以保存。北彰化民生用水九成靠

抽取地下水及苗栗縣鯉魚潭水庫的支援。經年累月的超抽地下水，造成

地層嚴重下陷，甚至危及高鐵營運。最快的防治之道就是封井，但冒然

封井勢必引發地方反彈。根本辦法，也是最重要解方就是尋覓替代水源。

水利署適時提出「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引取

烏溪水源至人工湖，進行「蓄豐、濟枯」來穩定地面水量。鳥嘴潭係由

6個湖區組成，俯瞰猶如鳥喙，是水利署首個以「人工湖」命名的蓄水

工程。人工湖完工後，烏溪地面水獲得充分利用，即可順利取代地下水

的抽取，有效減緩地層下陷，並降低對鯉魚潭水庫的依賴。

■ 編輯室

賴署長表示，水利人猶如大

地工程師，依著大地特性開

源、節流，規劃各項水資源

設施；並搭配調度與備源兩

大彈性策略，努力滿足各方

用水需求 ...

經濟部水利署 賴建信署長
談「全臺首座人工湖鳥嘴潭 將扛下百萬人日用水超級任務」

Water Conservation Quarterly

2 封面故事



本計畫於 104年獲行政院核定，110年底達成第

一階段供水目標。當 112年初全臺水情不佳時，鳥嘴

潭人工湖立即展現「新活水」功力。於 1至 4月間，

共供水 700萬噸至彰化及草屯，大幅減少昔日鯉魚潭

水庫供水至北彰化水量的壓力，也讓中部地區免去分

區供水困擾。隨著鳥嘴潭全湖區蓄水及供水作業的完

成，配合道路及景觀工程等收尾工作，經由台水公司

供水管網即可順利供水，每日新增 25萬噸供水量，

可涵蓋南投草屯地區每日 4萬噸、彰化地區每日 21

萬噸，相當於 100萬人日用水量。

不同於傳統築高壩興建水庫的蓄水方式，鳥嘴潭

人工湖係以烏溪河川邊未利用浮覆地向下開挖，再用

剩餘土石方「培厚」來取代混凝土塊的工法，藉以提

升河防安全。同時防治地層下陷，鞏固高鐵營運安全

友善工法及減碳作為，讓人見識臺灣水利工程的與時

俱進。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總經費高達 219.5億元，相關

附屬工程均屬巨額，產出的大量剩餘土石方議題尤其

敏感，不難想像承辦者必須承受的心理壓力。「唯有

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才能留住人才，而這正是此工

程困難之處。」水利署賴建信署長表示，現在公務人

員每天要處理的事務很多，對工作環境要求也多，常

視工地為畏途。如何打破僵局？還能在執行過程中做

好公開、透明、廉能及防弊？賴署長表示，跨域成立

「廉政平台」是鳥嘴潭計畫執行的一大特點。「設立

廉政平台機制，可以有效消除不當限制與競爭所產生

的困擾，為同仁創造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更專注於

技術領域。」

廉政平台設立後，從規劃設計、用地取得、施工

階段，陸續召開 10次平台溝通會議。就工程執行、

遭遇的困難等交換意見，有效解決問題。同仁私下很

感謝地方檢察署的支持，直呼「有靠山，真好！」藉

由平台運作，適時排除不當勢力干擾外，辦起事來更

加勇於任事。例如，施工初期遭遇砂石場占用工程用

地時，中水分署先在廉政平台會議提出商討對策，決

議調整施工範圍、持續與砂石場溝通協調，並採取行

政訴訟。最終砂石場撤離施工範圍，工程如期進行。

還有，最有利標的評選委員名單出爐時，廉政署協助

過濾受爭議者，再辦理評選作業，並將相關評選結果

公開於鳥嘴潭專屬網站上，順利達成資訊公開、行政

透明目標。

為了進一步完成「乾淨政府、誠信社會」目標，

水利署並導入雲端智慧管理及科技化監控，爭取社會

認同，也為提前供水加把勁。賴署長欣慰指出，計畫

執行以來，憑藉廉政平台的支持，同仁工作火力全

開，創下工程品質、採購防弊、生態保育、第三方土

地鑑價及改善水利人工作安全等諸多新紀錄。

至於最敏感的湖區工程剩餘土石方的標售，應

用 AI科技監控等策略，減少貪腐風險，有效截斷不當

勢力介入。作業上，以鉸接式牽引車配置車輛自動秤

重系統，顯示該車次載運重量，載重數據可儲存於雲

端，並配合 GPS衛星車輛管理系統進行車輛即時監

控，強化源頭管控。並於地磅設置單一出入口，每部

地磅搭配 5顆監視器，對準運輸車輛車頭、車牌、車

斗內、輪胎等。由於地磅系統設有防呆設計，未過磅

及超載即無法刷卡過磅裝置，進出場地磅前後輪處均

裝有紅外線感應器，防止車輛未正常過磅，杜絕任何

圖 1、鳥嘴潭 A至 F六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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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取巧行為。

中水分署對整體施工安全始終戰戰兢兢，在地磅

站及相關出入口派駐保全，進行標售現場管理、工區

巡邏、跟車及巡查出料現場情形，逐一詳做紀錄；工

務所則每日不定時透過影像監控系統資料，抽看過磅

過程及出料情形，確認是否有所不法。消除不必要疑

慮後，水利同仁勇於任事的氛圍，逐漸吸引女性求職

者青睞。過去男性視為畏途的工地，近來亦出現年輕

女性身影。

中水分署一位年輕女生有天開著工地車，帶著

好奇的同學繞著工地解說，同學們聽完說明，投以羨

慕眼神問道：這真的是妳監造的工程？「是的」，充

滿成就感與榮譽感的聲音，無疑打破早年禁止女性涉

入水利工程的禁忌。賴署長解釋道，早年水利工程多

數是粗重活，隧道內悶熱不堪，為了消暑常常脫衣工

作，坦胸露背情景確實不適合女性在場。現今科技發

達，工具更加科技化、輕巧，方便女性順手操作，也

為女性打開一扇求職門。他認為，想要激勵優秀人才

投入公務事業，政府應主動創造良好就業環境，適時

激勵。這個故事或許是值得探討的好案例！

「水利工程開發涉及的專業技術難度，需要因

時因地及不同策略與方案來克服；但如何做好社會溝

通，才是過程中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賴署長指出，

開發計畫中因需淨水廠，部分農地將被徵用，農民抗

議在所難免。「這也是水利署花很多心思必須處理的

前置作業。」很多前輩獻策建議時，總說：以前是如

何、如何做！但時代變了，過去慣用的強制徵收方

法，在第一次查估地價時碰了一鼻子灰。民眾並不認

同早期採用的官方地價，批評政府長期低估是不公平

待遇，雙方落差很大。「我告訴同仁，過去可以，不

代表現在必須如法泡製。」為了不再墨守成規，水利

署首度啟用「第三方鑑價」制，最終達到九成以上協

議價購成果。賴署長坦言，要公務人員改變真的很不

容易，但水利同仁做到了！他很感謝同仁願意打破傳

統窠臼，接受改變。其他如土地公廟安置、大樹移植、

提早種樹等細節，陸續逐一解決。

鳥嘴潭分成 4個工程，有湖區工程、管理中心新

建工程、平林二號堤防工程、引水設施工程。施工範

圍龐大且為大量土石方開挖作業，多處施工界面、土

石方去化及揚塵等問題，十分棘手。過程中，除積極

協調環境部、高公局、縣政府等單位協助，並引進載

運量為一般砂石車兩倍的鉸接式牽引車、霧砲車，加

速土方去化速率，強化揚塵抑制。如期、如質完工外，

並大幅降低對地方環境的影響。維護地方環境外，並

經由減輕、縮小、迴避、補償等原則，落實生態保育

相關工作，確保生態與環境的平衡。

回顧臺灣水資源工程開發，生態衝擊疑慮總是

媒體新聞的一大焦點。鳥嘴潭環評之路也是一波三

折。為了落實環境保育，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分署邀集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成立「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

計畫生態保育小組」，以鳥嘴潭人工湖生態保育措施

進行對話，並落實執行。針對保育野生動物如燕鴴、
彩鷸的築巢或育雛行為，管制人車進出。利用 PVC

管及周遭大石頭，製做簡易臨時遮陰處，協助成鳥護

幼行為。

圖 2、霧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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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在烏溪南岸進行巴

氏銀鮈棲地復原作業，利用空拍影像辨識特定禾本科

植物如巴拉草等，依循該植物下方應有地下伏流水特

性，於 111年 3月使用重型機具進行開挖長度約 100

公尺，並與下游處一水池相連，深度則下挖至見水後

1公尺深，以營造巴氏銀鮈棲息環境。成立海蟾蜍移

除大隊，固定每周約 20人分組於夜間巡視整個鳥嘴

潭，總計移除約 1,500隻以上海蟾蜍，全力防止蟾蜍

擴散至工區內。

鳥嘴潭附近也是石虎重要棲地，陸域生態更不

能輕忽。水利署委請專業團隊進行石虎監測與保護工

作，包含設置 120公分高的有摺角護欄，就是不能

讓牠們跳過來。加設約 20台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包

含 8處雙向機，為石虎佩戴項圈進行個體追蹤。依石

虎習性，設置動物防護網及動物通道，再配合人工湖

間隔堤規劃的生態廊道串聯，打造石虎往返各地通行

路徑，供其休憩、使用，避免路殺悲劇。至今共發現

21隻石虎出沒，其中 14隻是路過個體、3隻定居個

體、4隻配戴定位項圈，動物通道也記錄到石虎、白

鼻心等其他陸域生物使用影像。

水利署在檢討過去興建的攔河堰較高，造成蓋

堰後堰址上下游高差過大，不利魚類上溯的缺失下，

在鳥嘴潭引水工程特地注入「友善生態」巧思。將

攔河堰以貼近原來河床高程方式設計，減少生態環

境變動，方便魚類利用。同時設計兩種不同類型魚

道：近自然魚道、瀑布式魚道，供不同泳速魚種使用。

未來結合水域景觀及綠色生態，勢必成為網紅打卡

新熱點。

「水利人猶如大地工程師，依著大地特性開源、

節流，規劃各項水資源設施；並搭配調度與備源兩大

彈性策略，努力滿足各方用水需求。」賴署長指出，

水利署近年持續規劃兼具防洪及水資源利用的可能開

發區位，爭取地方支持、建立共識後適時推動。同時

在雲林有才寮排水、中科后里園區旱溝排水等區域，

將洪水資源化，擴大盤點滯洪池結合水資源利用。並

與農政單位合作，就近供應用水及地下水保育，推動

田埂加高、增加滯洪兼具水資源蓄存及地下水補注。

期許水利人，透過思維轉變，跨域整合，提升水資源

利用及保育，促進水資源永續利用。

圖 4、石虎利用動物通道通行圖 3、燕鴴利用人造之遮陰處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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