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
濟部於 4月 30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韌

性臺灣 -全國治水會議」，由葉俊榮教授、曾

旭正教授、林盛豐教授、余範英董事長及沈榮津部長

主持，並邀請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蒞臨致詞，以建構

「韌性臺灣」為主軸，討論「國土計畫梳理水土空間

秩序」、「綜效治理在地行動」、「承洪韌性共建典

範移轉」及「面對氣候變遷需要有高度整合有效的機

制」等四大論點，超過 160個民間團體，共計 800

多人與會，出席人士包括立法委員、參與水土林治理

及治水廉政平台的法務部地檢署、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農田水利會、技師公會、學協會、民間團體、學

界與社會各界先進及部會代表等，為歷來全國性水利

會議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同參與及見證臺灣治水

防災未來的擘劃。

「全國治水會議」會中取得 12點共識，包含要

把治水部門納入各縣市國土計畫，另外在跨縣市的流

域治理，要從中央及縣市間的合作角度來構思，由水

利署透過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建構具效率的經營管理

機制，整合縣市間水利部門計畫及國土計畫。

論點一：國土計畫梳理水土空間秩序
一、 各直轄市、縣市應優先訂定水利部門計畫納

入縣市國土計畫，將相關治水需求具體納入

綜合規劃。

二、 各級水利機關應針對流域上中下游進行整

體規劃，並協助土地使用主管機關將風險

管理、環境敏感地區、水資源管理及國土

復育等綜合規劃理念，納入縣市國土計畫

中落實。

治水向前行，公私攜手擘劃韌性臺灣
「全國治水會議」12點共識出爐 ■ 經濟部水利署

全國治水會議會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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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從中央及縣市間的合作角度來構思，由水

利署透過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建構具效率的

經營管理機制，整合縣市間水利部門計畫及

國土計畫。

論點二：綜效治理在地行動
一、 面對極端降雨應改變思維，由不淹水轉化為

不怕水淹、與水共生，必須結合政府、企業、

民間團體及民眾一起努力方可達成。

二、 治水方案自規劃、設計、維護與管理，應有

系統性專業考量與完整配套。

三、 自主防災依「 在地經驗、專業輔導、政策

規劃」原則，由下而上討論、設計、行動，

中央協助整合、地方執行。

論點三：承洪韌性共建典範移轉
一、 社會必須培養對淹水的容受力，包括環境與

心理上的容受力，改造建築、開放空間與基

礎設施，打造不怕水淹的城鄉環境，與洪水

共生。

二、 應落實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政策，透過開發

基地、公共設施、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

滯洪等設施，提高都市與國土防洪韌性。

三、 政府應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強化災中

通訊能力，確保訊息傳遞暢通，並導入創新

工具與技術，以建構有效的預警機制。

論點四： 面對氣候變遷需要有高度整
合有效的機制

一、 無論中央或是地方，皆需要有高度整合有效

機制與組織，將水土林的流域業務統一事權

整合，做更有效的溝通協調。

二、 從地方到中央，建立整合性組織，讓計畫能

因地制宜，並有效推動落實。

三、 加強業務職能與權責整合，建立開放式流域

治理資訊平台，讓社區民眾、學校與民間社

團組織參與「與水共生」學習。

面對極端降雨應改變思維，要從不淹水轉化為

不怕水淹，更要與水共生，且這不是單一方法或單一

水利單位可以完成，必須結合政府、企業、民間團體

及民眾一起努力方可達成。水利署表示，治水會議的

結束不是工作的終點，而是各項治水任務的起點，經

濟部將與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動會議共識結論及

擬訂短、中、長期具體行動方案，以韌性臺灣解決水

患的問題，更期望透過短期行動方案的實施，可讓今

年的治水工作展現成效，也讓民眾了解政府治水的決

心，以公私協力共建韌性、耐災、宜居的臺灣。

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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