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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了北台灣陰暗濕冷的天氣與

繁瑣的工作，節約用水季刊編輯小

組驅車來到了南台灣的首都─高

雄市，溫暖的陽光似乎正在微笑迎

接我們的來訪，今天我們要專訪的

對象是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林欽榮

局長，或許是長期處於亞熱帶陽光

與海洋城市洗禮的影響吧，林局長

親切的笑容與熱情的招呼，更讓我

們深刻的體會到港都居民的熱情

與豪爽。在我們說明了此趟專訪的

目的，林局長稍加整理思緒後，娓娓

帶領工務局團隊所打造出美麗新高雄

 
「自從高雄市謝長廷市長上任以來，

營造」，林局長一開始就點出了對高雄

進步型的城市，從政策思維的角度來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架構下，綠色

標。也因如此，工務局所屬的每個工

等，均被賦予水的基盤設施建構與生

予下水道工程的改善，透過市內污水

污水處理廠改善的計畫，進而創造出

對高雄擁有美麗河川的驕傲；養工處

人工溼地經營管理的思維模式；建管

程，透過雨水貯蓄的利用，創造出結

市工務局原從單純配合中央政府的河

觀點，慢慢轉換形成高雄市獨特的綠

的概念。 
 

 

地向我們述說著，多年來他的施政理念，以及

的點點滴滴。 

市府工務局團隊就把水的建設當作一個主題來

市水建設的重視。高雄市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

說，在行政院推動的「綠色矽島」與「挑戰 2008
生態理念的實踐一直是工務局團隊所追求的目

程處，包含：下水道工程處、養工處及建管處

活品質提昇的任務。例如：下水道工程處被賦

接管普及率的提昇、污水截流設施系統與中洲

愛河、前鎮河復活的事實，以及重新喚起市民

被賦予愛河水岸綠美化的建設，進而衍生出新

處被賦予市府四維合署大樓的綠建築改造工

合水資源保育向下紮根的教育宣導概念。高雄

川整治與綠建築推動工作，結合工程與美學的

色生態理念，即「永續地球」與「以人為本」



「工務局如此全方位的進行高雄市水的建設，除了

要證明工務局團隊是有治水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當我們

所追求的目標，從做完一個工程轉變為做好一件對人類未

來有意義的事件之時，連帶地在每個環節，都可以感受到

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而這種全新的價值觀以及更高的效

率，才真正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追求永續的最大資源」

林局長說。 

愛河的整治與綠美化 

被林局長比喻為現代

忍者龜的工務局下水道工

程處，在灩瀲波光的背後，

始終扮演著疏通淨化的高

手，談到愛河與前鎮河的整

治成功，就不免於要提到城

市雨 /污水下水道的建設

工作。謝長廷市長剛接任高

雄市市長時，高雄市的下水道污水接管率為6.5%，在高雄市工務局團隊的努力之下，

目前全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已達到30.8%，平均每年以3%~5%的成長率成

長，每一成長百分比換算成高雄市的住戶數為3,770戶，工務局團隊把今年的目標

值訂為達成35%污水接管率，預計到2006年高雄市的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可達到50%

的目標。「污水下水道工程在河川的整治過程中相當重要，若不把污水下水道工程

做好，河川污染的問題就永遠無法改善」林局長說。 

那市府工務團隊是如何完成創世紀「愛河整治」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呢？與其他

縣市工務團隊傳統做法的不同處，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同步進行排洪、

景觀、生態整治方式。前鎮河、愛河以截流方式，在最短時程改善河川水質，消彌

水質惡臭問題，並進行分支管線及用戶接管以徹底解決河川污染。晴天時污水經由

截流管排入汙水幹線進入污水處理廠；雨天時截流閘門開啟，污水再度排入河川。

由於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的快速提昇，由 87年底的6.5%提升至92年

的30.42%，提升幅度居全國之冠。因此，雨天時排入河川的污水日漸減少，污染物



減少了，河川的自淨能力更能完全發揮，河川溶氧相對愈高愈活化，愛河、前鎮河

的水質也就越來越好。 

高雄為南北轄長型的都市 (南北

長達約27公里)，愛河流域由東北向延

伸到西南向貫穿整個高雄市精華區域，

愛河主幹線沿岸的污水截流設施均已完

成，愛河污水截流率達90%以上。換句

話說，原來都流進愛河的雨水/污水，已

有90%被截流進入了污水處理廠處理，

少了城市污水的污染，淨化後的愛河如

同一面鏡子，搭配著愛河河岸空間的規

劃與發現愛河、愛河咖啡音樂節、愛河

青春夢等活動的辦理，將整個高雄之美

投射出來，並且吸引更多外地人口到訪

參與、觀光，進而帶動高雄市的觀光。

相同道理，由高雄縣鳳山溪進入高雄市

前鎮區的前鎮河整治工作已於2002年完

成，整治後的愛河與前鎮河由高雄上空

鳥瞰如同一面很大的鏡子，因此市府稱

這樣子的河川整治工作為「鏡子的行

動」。  

被林局長比喻為接續收拾戰果儀

隊的養工處，則負責河川整治後的綠美

化工作。基於「永續地球」的觀點，養

工處利用生態工法之概念，結合環保、

永續與科技之想法，制定河川沿岸景觀

親水設施永續經營計畫，除了親水空間

與景觀之規劃外，更考量沿岸腹地使用

與生活習慣，給予愛河適當之活動使用



型態，並強調水資源之清靜、再生與利用，讓愛河與前鎮河逐漸找回河川應扮演之

角色與具有之功能。 

人工溼地的經營 

工務局除進行愛河整治與綠美化

外，更賦予愛河一個重要的任務─防洪

功能，愛河是高雄市最重要的洩洪道，

其流域含蓋高雄市面積的 40%。相較於

台北不同的防洪做法，淡水河與基隆河

是採取傳統的圍堵政策，而愛河則是採

取導洪與蓄涵兼備的策略。同時，在愛

河防洪工程進行過程中，工務局也創造

了幾個水與綠串聯的新系統─人工溼

地。一個為洲仔溼地公園，其結合溼地

蓄洪與生態公園的功能，利用蓮池潭畔

10公頃公園用地為基地，完成都市中之

自然生態公園，與原生植物園結合成為

蓮池潭的生態及自然景觀基礎，豐富了

城市的生態多元化，由於洲仔溼地公園

的完成，成為市民假日休閒賞鳥賞蓮的

好去處。另一個為金獅湖旁3.14公頃的

本和里滯洪池公園，一般滯洪池設置於

都市相對低漥或平坦地區，本和里滯洪

池的設計施作採生態工法進行，目標除

減輕市內低漥地區水患與對週遭環境衝

擊外，在池邊不施設串聯的圍籬，以緩

坡取代，讓居民不是避開而是親近，使滯洪池與社區結合，配合週邊環境規劃提供

市民休憩親水空間。「這不只是高雄第一座也是全台灣地區第一座之都市滯洪池」

林局長說。 

市府四維合署大樓綠建築的改造 



除了大環境的改變外，建築物的改

造也是工務局所致力的重點。正當國內

在推動「綠建築」理念的同時，林局長

認為要刮別人鬍子就要先刮自己的鬍

子，要推動高雄市的綠建築前，就應當

以身作則，先從市府四維合署大樓的綠

建築改造著手。市府四維合署大樓原是

一棟 10多年的舊建築物，由於南台灣全

年日照時數平均值高達2,000小時，加上

建築物本身東曬西曬的結果，是一個相

當耗能的建築。因此，在工務局的政策

下，建管處以2,294萬元的工程費用，為

市府辦公大樓加裝建築物外遮陽板、雨

水回收系統，以及太陽能光電發電系

統。巧妙地運用陽光、雨水，為大樓創

造了一個四時皆宜的舒適環境，也成為

一棟與自然一起呼吸的建築物，更首創

地方政府舊有建物「綠建築」改造先例。

而市府四維合署大樓的雨水回收系統工

程，就一般工務建設而言，雖是一個經

費相當少的小型工程建設，但可看出工

務局為地球水環境永續利用所盡的一份

心力，及高雄市政府對於追求21世紀永

續環境經營理念的體現。 

市府的建築物雨水回收系統，乃是

藉由建築物本身既有之雨水排水管線，將市府 

接到市府大樓前停車場底下的200噸雨水貯槽中

採光罩上方及十一樓頂層定時噴灑降溫之用，巧

源，減少冷氣電能消耗量。同時，市府亦把大樓

到200噸的雨水槽中，一併回收再利用，以提昇

雨水

規劃

設置

埋入

地面

主要

工程

貯槽

工程
 

回收系統小檔案 

目的：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11、12樓屋頂的雨水經由雨水管線，

，以作為市府花圃噴灌、市府中庭

妙的利用上天賦予我們的天然水資

底部閥式基礎中滲透的地下水，抽

善用天然的水資源。 

地點：雨水收集區─ 11、12樓屋頂  

式雨撲滿─民權路側停車場地下  

型雨撲滿─市府大樓東西側入口花圃中

功能：水資源回收利用  

經費：約 550萬元  

容量： 200噸(地下埋入式)  

效益：每年總回收雨水量可達 5,000噸



 

「一個好的公共工程建設，除了要

有一個好的政策思維外，更應兼具教育

與宣導的功能」林局長說。為了推動高

雄市雨水貯留利用的教育宣導，建管處

也於市府大樓東西側門入口處，設置「地

面式雨撲滿」與「愛河流觴」水資源保

育教育區，來提供市府托兒所及國民小

學，進行小朋友之水資源保育的戶外教

學。將雨水利用的觀念，利用「雨撲滿」

的簡單原理與功能告知小朋友，其實雨

撲滿就是小型的雨水貯留供水系統，藉

由它來說明，以前的人如何收集雨水並

進而善加利用，同時，希望小朋友能藉

著雨水利用的戶外教學體驗更加懂得珍

惜我們所擁有的天然水資源。 

至於「愛河流觴」水資源保育教育區，或許您會好奇為何稱之為「愛河流觴」

這樣一個文辭呢？原來工務局團隊一直秉持著謝長廷市長提倡的台灣「 only one」

的理念，為打造高雄市獨特的水建設而努力，因此在雨水利用的教育宣導上，融入

了代表著高雄市的愛河流域文化。以汲水幫浦為中心，四周高起的地方代表高雄的

壽山，汲水幫浦的旁邊設計了一條淺淺的排水溝，代表著高雄的愛河，在愛河河畔

以圓形環保建材，標示出高雄市主要區域位置圖。汲水幫浦從埋入式雨撲滿中，汲

取雨水流入淺溝後排出，象徵著雨水落入愛河，彎彎曲曲的愛河流域，經過三民公

園、鹽埕，流入高雄港。如此，將雨水回收的概念巧妙地轉換為景觀，藉由愛河流

域表現水的自然循環過程、水資源保育與高雄市地理教育的功能。 

區域再生水的利用 

對於高雄地區「水的建設」，林局長仍有一個期許，即執行市府正在公告之「高

雄楠梓污水下水道工程 BOT計畫」，興建二級污水處理廠(每日污水處理量可達

75,000噸)，將楠梓區、左營區及部分高雄區的污水納入處理。其經營方式採35年經



營權且政府保證運量付費機制，目標將水處理至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若此案成功後，

將創下全國第一個採BOT方式進行的污水下水道工程案。  

隨著下水道工程 BOT案的進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必須每年編列污水處

理費；因此林局長個人強調高水費之用水時代來臨，使用者付費既為全國性的政策，

且台北市早已隨用水量開徵污水處理費，高雄市未來也將得跟進，以開徵水污費貼

補都市污水處理費用，如此大家就會開始節約用水，不但可降低水環境污染，又可

節省水資源的浪費。 

高雄市的中洲污水處理廠每日污水處理量約 60-75萬噸，佔全市污水量之

75%，為了提昇再生水的有效利用，工務局團隊正在規劃一個新的計畫，就是將中

洲一級污水處理廠提昇為二級污水處理廠。然而因位於離島旗津地區的中洲污水處

理廠，將來每日產生60-75萬噸的再生水，如何回收至高雄市區本土利用，則是一

項艱困的課題。為此林局長提出一個新的再生水效率利用觀念，即採行

「decentralization」的方式，將污水集中化處理，統一供應的傳統概念，轉變為區域

性分散式處理，分散式供應。就如同日本東京都、福岡市所提倡之區域性污水處理

系統，將都市污水處理分區域回收處理後，再利用於該區域之景觀、澆灌等用水。

工務局團隊正試圖研議如此的課題與方案，相信高雄市的團隊，將會再創造出許多

台灣「only one」的水建設工程。 

永續、人本─高雄市 Number one 

高雄市政府是一個海洋首都的團隊，由於海洋的關係、水岸的關係，使得高雄

市居民比台灣其他縣市擁有更多的機會與水接觸，也把水與人的關係更緊密的結合

在一起。工務局在建設高雄市時，秉持著不一定追求「第一」，但要追求「唯一」

的信念，從河流、海港、城市空間的種種變化，可以看出高雄市這幾年來正一點一

滴地朝著更美、更好的方向在改變。期許高雄市未來是一個巧妙運用陽光、空氣、

水共生的「海洋首都，港灣城市」，更期許高雄市「水的建設」能如同一粒種子，

種子雖小卻具無比的能量，散播高雄市的成功經驗與政策思維，使整個地球更加綠

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