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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地區平均年雨量雖

達2.515公厘，然而由於絕大

多數均集中在夏、秋季節，加

以地形陡峻，逕流短時內即流

入海洋，以致水資源蓄存利用頗為困難；目前農業灌溉平均年用水量約120億立

方公尺，約佔總用水量195億立方公尺之62%；由於臺灣農業用水開發甚早，早

期農業用水不虞匱乏，但近20餘年來，因人口增加及工商業迅速發展，工業及

活用水逐年不斷上揚，各標的用水不足現象發生之頻率愈增，民眾對乾旱缺水之

反應亦愈加敏感；據統計，自民國69年迄85年之16年間，全省發生乾旱缺水

之年數計有10年，其中以嘉南地區尤為嚴重，在歷次旱災中，該地區幾乎均難

以倖免。 

在新水源開發日趨困難情形下，雖然政策上農業用水目前已不再成長，但卻仍然

經常成為其他標的用水競用之對象，尤其遇到乾旱，農業部門常被要求以休耕方

式將灌溉用水移作非農業使用，農業受災程度則因此而加重。 

目前，台灣地區總耕地面積約有87萬公頃，其中有灌溉設施，屬農田水利

會灌溉轄區內之農地約有37萬公頃，其餘50萬公頃之農地幾乎均無可靠之灌溉

水源，在此一用水困難情形下，如何節省農業用水、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及解決

乾旱時期作物灌溉問題，同時達到灌溉自動化目標，則成為政府有關部門長期努

力之目標。 

一、 灌溉方式之背景及演進 

台灣地區作物向來以水稻為主，米為主要糧食作物，農田灌溉也以水田為

主要對象，旱作物除甘蔗、蔬菜及少數特種作物外，少有灌溉。 

近十餘年來，由於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國內稻米消費量逐年減少，自民國

65年起即發生生產過剩現象，與此同時，隨著國人消費型態及生活習慣的改變，

國內對花卉、蔬菜、水果及雜糧之需求量卻相對增加，農業經營內容與型態隨之



轉變，乃趨向精緻化、設施化、自動化、技術化及企業化，旱作栽培漸受重視，

旱作管路灌溉方式的採用也逐漸普遍。 

從台灣之自然環境觀點及經過20餘年來在各地區之試驗觀察，適當的灌溉

對旱作產量之增加及品質之提高確有其必要性。台灣之旱作灌溉自民國52年起

在前農復會、農發會及目前農業委員會之經費協助及技術指導下，由前台灣省水

利局在全省各地設立「旱作灌溉推行站」，其主要目的係在蒐集各地區旱作灌溉

之立地條件及試驗之基本資料，作為旱作灌溉實施規劃設計及營運管理之依據。 

早期旱作灌溉是以地表灌溉方法為主，對於地形不平整的山坡地，滲透性

較大的砂丘地或水源較短缺之地區，則無法施灌。為充分發揮土地效益，自民國

54年起開始引進管路灌溉設施，並依據前所蒐集之各項立地資料陸續選擇適當

地點，設置大規模旱作管路灌溉示範區，期能帶動本省管路灌溉蓬勃發展，但由

於在大區域集團方式之噴灌系統對於配合灌區內所有個別農戶之灌溉意願及不

同農業經營之需求不易協調，又因水源調節池及輸配水管線等公共灌溉設施之操

作管理較複雜，且在抽水機動力費用偏高、農業所得相對低落之情況下，灌區農

戶並未能完全適應，故雖然局部地區之灌溉改善具有相當效益，但就全灌區之灌

溉管理營運推動，則遭遇若干阻力。嗣後，前農發會自民國72年度起重新修訂

推動方式，採行較變通之推廣辦法，以個別農戶為對象，併以田間灌溉設施為範

圍，辦理管路灌溉系統示範及推廣工作；計畫主要工作內容在透過技術輔導及補

助部分經費之方式，藉由說明會建立農民對管路灌溉特性與效益之正確認識，進

而提高其使用意願，同時輔導農民施設適用之田間管路灌溉系統，並教導其正確

操作及維護方法，使設施功能得以充分發揮，並期藉由「點之示範」帶動「面之

推廣」，達到促進本省旱作管路灌溉自動化全面發展。 

二、 節水灌溉目標 

由於節水管路灌溉係屬自動施灌之設施，對於目前台灣地區農村人口老化

及勞力不足現象，有極大之助益，又其設施之灌溉均勻度較高，並能將有限之水

量有效地施灌於作物根部，因此對灌溉水量之節省極為可觀，尤其近年來民生及

工業用水持續大幅成長下，新水資源開發日益窘困，目前有關如何使用各種節水

及自動化灌溉措施之提倡，已成為政府重要政策之一；此外，鑑於近年來台灣地

區旱象頻仍，尤其在經濟旱作物增加後，其所需灌溉水量之保障程度提高，在此

一考量下，推動現代化省水管路自動化灌溉設施，勢將成為未來農業重要之防旱

及節水之措施。有關節水管路自動化灌溉之目標，重要者敘述如下： 



1. 可大幅減少灌溉用水輸水及蒸發損失，在今日珍貴水資源日益匱乏的環

境下，被視為是最佳之農業灌溉方法，一般而言，其較傳統漫灌、溝灌方式節省

水量達50%。 

2. 配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策，水稻田面積逐年減少之

趨勢，提供農民有關旱作物管路灌溉之技術輔導及設施經費之補助，達成水田順

利轉作之目的。 

3. 管路自動化灌溉系統可達到省力、省工之目的，另安裝電動閘閥及計時

器後更可達到自動化灌溉之目標，對於目前農村人口老化及勞力不足現象，有極

大之助益。 

4. 培育各農田水利會旱作管路灌溉規劃設計技術及管理人才，以提供農民

各類型旱作灌溉指導及服務。 

5. 教育農民管路灌溉有關之營運管理、操作技術及簡易維修常識，建立農

民正確之旱作灌溉觀念，以利於今後旱灌業務之推動。 

6. 引進國外先進灌溉器材及方法，輔導國內廠商發展器材自製能力，以降

低設施成本，提高旱作灌溉用水效率。 

7. 促進邊際土地開發，提高灌溉用水經濟價值，增進水土資源有效利用。 

三、 節水灌溉措施 

節水灌溉業務係由農業委員會策劃及提供經費補助、由全省各農田水利

會、茶葉改良場及外島之澎湖縣和金門縣農會等分別在轄內執行。各執行單位在

計畫執行中，協助及輔導農民施設符合各農場條件需要之管路灌溉系統，灌溉類

型包括噴灌、滴灌、微噴及穿孔管灌溉等；至於作業程序及補助標準則隨著國內

廠商作業能力及農民需求逐年檢討調整。 

在節水灌溉推廣計畫中，農戶申請辦理所需之總設施工程費中，政府補助

款係以百分之49為上限，其餘則由農戶自行負擔，其用意係為落實需求導向之

目的，俾使有限之經費用於補助確實迫切需要之農戶，使投資發揮最高之效益；

有關本計畫中設施補助之標準及各項補助金額如表1所示。 



▲表1 省水管路灌溉設施補助標準(87年度計畫) 

四、 成果及效益 

管路自動化灌溉設施與傳統地表灌溉方式比較，除具有自動化功能外尚有

下列各項優點：省水、省電、省工、省本、提高作物產量及品質、增加複作指數

等。歷年來各項研究報告中予以肯定，惟皆屬於實驗田之數據，今經由本計畫之

推行而得到實際應用上之印證，尤其當與鄰近其他營農條件相同之農地對照比較

之下，更彰顯出管路設施之優勢。茲以歷年來所辦理茶園、果樹、蔬果案例中列

舉數個代表例就灌溉成本減省、產量及品質提高、農民收益情形分析如表2，由

表內可以發現，一般而言，灌溉設施改善後，農民所獲之收益遠高於所投入之成

本。歸納管路灌溉設施之優點，對農業經營上之效益有：提高及確保作物產量與

品質、增加及保障農戶耕作收入、提高農戶耕作及投資農作物生產之意願及灌溉

用水有保障情形下得以引進各種農事技術，因此，管路灌溉設施之應用，間接促

進了農業經營技術化、設施化、專業化、集團化及企業化之實現，對國內農業發

展有正面之影響。 



 

▲表2 增設管路灌溉設施後之效益分析表 

節水管路灌溉自民國72年推行以來迄88年度為止，受補助末端灌溉設施之

農戶達11.324公頃，受益戶達14.202戶，政府及民間所投入經費總計已達10億

元以上。由於管路灌溉方法較傳統漫灌或溝灌等約可節省50%以上水量，如以雙

期作田比較，估計管路灌溉設施之農田，其每公頃每年約可節省1萬立方公尺水

量，則所推廣之面積中每年共可節省農業灌溉用水達1億1千萬立方公尺。有關



末端灌溉設施受補助農戶之各年度施設面積、受補助農地作物類別比例、各執行

單位累計辦理面積、不同灌溉型式補助比例等，如圖1至圖4所示。 

▲圖1 各年度補助農民辦理面積 ▲圖 2 各執行單位 72-86年度累計辦理面積 

▲圖 3 不同灌溉型式補助比例  ▲圖 4 受補助農地作物類別 

五、 結論與展望 

台灣地區過去數10年來在農業上的成就斐然，尤以土地改革政策、各項農

業生產技術研發以及灌排工程與用水管理的成功，不但解決國內糧食問題，更帶

動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經濟起飛，然因本省屬海島型經濟，地狹人稠，各項資源

缺乏，相對於其他產業的日益興盛，作為第一類產業的農業則逐漸失去往日的優

勢，目前台灣地區之農業正面臨農村人口外流、農業人力短缺及老化、農業發展

所需水土資源因其他產業需求之增加而受影響致呈現不足與惡化之趨勢、農業產

值不斷下降、農民收入較其他產業偏低等；尤其，目前我國正積極申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未來農業將面臨貿易自由化及農產品開放進口之壓力，隨著農業

保護政策之逐漸撤消，農業經營勢必面臨更嚴厲考驗。 

然而，在另一方面，雖然農業在國家整體經濟上之比重大不如前，但由於

國人環保意識抬頭，以及對生活品質的重視，農業在生態、生活上的地位愈趨重

要，成為國家重要基本產業，並負有安定社會，便利生活的目的，為因應前述各

項衝擊，農業今後應朝向技術化、企業化及現代化之方向努力，擴大經營規模，

降低成本，提高產值，才能維持其競爭力。 

對於管路自動化灌溉技術在農業經營上的效益，已如前述所列舉之各案

例，又其自動化、省水、省工、省本的優點，則可解決上述農業上所面臨的問題，

而且管路灌溉技術對各種不同地形、作物、水源水量均可適應的特性，更是邊際

土地開發上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亦是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極為重要之一環。 

目前節水管路自動化灌溉之推動，在農業委員會籌編經費籌劃下，配合各

執行單位積極踏實之推動，已使設施效益充份顯現，雖然政府經費補助比例不超

過49%，但仍受到農戶熱列歡迎，顯示管路自動化灌溉在本省極具發展潛力，為

達成全面發展與落實灌溉制度之目標，今後除政府應寬籌經費積極推動外，各農

田水利會亦應逐漸將此項工作納入其正常業務範圍，並配合培養具經驗之管路自

動化灌溉技術及管理人才，期使台灣之灌溉事業邁入另一現代化之嶄新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