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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陽明山上櫻花與杜

鵑齊綻，對賞花民眾來說，是難

得一見的奇景；但對關心全球暖

化的人來說，這種暖冬、早春現

象，又是氣候異常的明顯徵兆。

預估50年後南北極永凍層融

解，北極熊和企鵝可能無處可

棲；喜馬拉雅山上積雪逐年消

融，全球約4成以上賴其河川生存

的人口，用水行為將受到衝擊；

當美國東北部罕見的暴風雪，造

成傷亡之際，澳洲卻是連月乾旱

農民被迫遷徙；位於孟加拉灣的

一座小島因海平面上升已沉沒海

底……

當科學數據和愈來愈嚴重的

自然災害，不斷證實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地球浩劫，全

球都在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宣告

「大洪水時代」即將來臨。本文

透過專訪經濟部水利署陳伸賢署

長，探討台灣面對全球暖化危機

以及各項水患的威脅，掌管全國

水資源事務的水利署擘畫的總合

治水方案，如何展現新世紀大禹

治水宏圖，啟動八年1,160億元治

水大計；瞭解綜合治水體系如何

跳脫傳統治水模式，以嶄新思維

整體考量上、中、下游的規劃與

治理以及結合各項工程及非工程

之措施，如何有效減輕災情，追

求自然環境資源的永續生存。

【天空破了一個洞】

雨水是上天賜予萬物的恩澤，無

奈台灣正面臨水太多、水太少的

極端窘境─想要的時候要不到，

想留卻也留不住。

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台

灣地區氣候環境亦受到影響，呈

現氣溫升高及降雨量上的極端表

現。

陳伸賢署長表示，根據台灣地

區過去100年來氣溫統計資料顯

示，台北平均溫度上升1.31℃，

台中上升1 .11℃，台南更上升

1.39℃，比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

估計的全球百年升溫0.6℃還高出

1倍。

溫室效應導致區域性、長延時

及超大降雨強度之豪雨於時間分

布上均相當集中且強度驚人。陳

署長以台北雨量站過去100年的統

計資料為例，平均每日暴雨量增

加約30%，但年平均降雨日數卻

減少約近1個月。

「這數據的意義在於氣候異

常，台灣不是水太多就是水太

少，想要的時候要不到，想留卻

也留不住，正面臨缺水與淹水頻

率愈頻繁、嚴重程度愈大的極端

現象。」陳署長說。

由於全球海溫持續升高，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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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啟動新世紀大禹治水的千億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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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執行長

風生成的機率與強度也會增加。

過去颱風每年平均侵台3.5次，

2004、2005年卻都來了9個颱

風，甚至出現罕見的冬颱。一場

又一場西南氣流造成豪雨、大豪

雨、超大豪雨不斷，不論是降雨

量、強度或規模都屢屢刷新氣象

紀錄。

聯合國科學家於2000年宣布地

球大洪水時代的來臨，地球正面

臨破紀錄的洪水災害多發期。陳

署長進一步說明台灣處境：「這

種氣候異常引致區域性、長延時

及超大降雨強度的豪雨，超過排

水、擋水等設施原來設計的保護

標準，以及海平面上升，引起波

浪侵襲海岸及內陸重力排水困

難；加上921大地震造成地質變得

脆弱不堪，只要雨下大一點，就

極易引發上游山坡地崩塌及土石

流，造成下游水患。」

長時以來，台灣西南及東部部

分沿海低窪地區，嚴重的地盤下

陷、易淹水之水患及水質污染問

題，一直是當地民眾揮不去的惡

夢；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無疑

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台灣即將沉沒？】

台灣山高水急，本來就容易發生

洪水災害，然而，超抽地下水、

土地超限利用等人為破壞，使災

害程度更為嚴重。

就自然因素而言，台灣受到特

殊水文及地理條件所支配，地形

地質差、水文分布不均，本來就

容易造成洪水災害的發生，「但

不可否認，人為因素及管理不

當等問題，更加重了災害的嚴重

程度！」陳署長指出「超抽地下

水、河川流域內都市化及土地超

限利用，其中要屬大型公共建設

及工業區開發的影響最劇！」

陳署長憂心表示，超抽地下

水造成地盤下陷、土地鹽化，是

歷史的包袱，且是不可逆的結

果；截至2005年底，台灣地區有

886平方公里面積的地層下陷，

包括宜蘭、台北、彰化、雲林、

嘉義、台南及高雄、台東沿海地

區，且有逐漸惡化的趨勢，下陷

面積總量最大的是屏東縣，下陷

速率最快的是雲林縣，平均一年

下陷達11.6公分！

「一條河流從源頭到出海，分

屬各管理機關負責，以淡水河為

例，從農委會林務局、水土保持

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交通

部公路總局、本署河川局及台北

縣、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政

府等，導致治理工程、管理監督

等介面權責不明，又宥於經費編

列有限，一旦發生問題，只能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難以達到整

體治理成效。」就如集水區若沒

做好林木保育，水土涵養功能不

彰，大雨一來，發生坍方、土石

流，河床提高、淤積，下游難以

及時排水，當然就無法避免溢淹

的災害。

河川流域內都市化及土地的

超限利用，以及大型公共建設及

工業區的過度開發，導致暴雨集

流時間縮短，河川流速加大、流

量增加，現有的排水系統負荷不

了。陳署長認為，這些都是造成

防洪治水工作愈加困難的因素。

據水利署「水災損失評估系

統模式之建立」研究資料顯示，

1996年至2000年間，台灣地區

因為颱風、洪患所造成的死亡及

失蹤人數為639人，受傷人數達

1,390人，6,373間房屋損壞；在

產業損失的部分，平均每年損失

128億元，光是1996年賀伯颱風

即造成農漁業、交通等產業損失

高達404億元。

若以「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來形容現今台灣洪災處境，一點

也不為過。

【新世紀的大禹治水】

準確的氣象預測、掌握最新規

劃、觀照整體思維，是當今水利

面對全球暖化危機 
台灣準備好了嗎？

台灣地區因為受到特殊水文及地理條件所支配，
容易有洪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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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最迫切的課題，「綜合治

水」，從上到下一以貫之，讓一

加一的力量大於二。

除了逢雨必淹的「明星災區」

外，以前不曾淹水的地方居然

也會淹水，水災時種種的生活不

便、心理恐慌、經濟衰退，以及

傳染疫病的發生，都使人民對洪

害的忍受度降到極限。

「當氣候變化愈來愈難以預

測，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度愈來

愈超乎預期，我們不能停留在以

『經驗法則』來處理新的狀況；

而應趕緊正視這個問題，提出因

應之道。」至於如何做？陳署長

提出有別於傳統排水概念的「綜

合治水對策」新思維。

陳署長坦言，以往治水工程概

念著重在如何將雨水導入下水道

與排水路內，因此著力於排水路

之整治，例如河道疏濬、堤防外

移擴大、河川截彎取直、增加堤

防高度等等；在此排水設計原則

引導下，排水路堤防不斷加高，

抽水站數目也愈來愈多，沿海低

窪地區則普遍設立防潮閘門。

「但由於堤防、抽水站、防潮閘

門無法長久保固，儘管政府每年

必須付出相當龐大的防洪排水設

施維護經費，但效果仍是不盡理

想。」

此外，過去無論是氣象或水

利資料，已不敷現況所需；陳署

長認為，應儘速成立學術研究單

位，專職蒐集近年氣象突發及其

影響相關資料，從中分析找出如

何提高氣象預測的準確度，並提

供給工程規劃時有更新、更具彈

性與前瞻性的知識基礎。

「淹一次水、治一次水的作法

已經過時；綜合治水體系才能因

應時代需求。」陳署長表示，綜

合治水的核心價值即在於將整個

水文循環單元加以整合利用，實

施工法理念為「分散風險」――

從源頭確實做好水土保持；上、

中游使用地表改良措施及設置滯

蓄措施等多元方式，降低河川排

水路的負擔；下游則採用構築堤

防、水道疏浚設置滯洪池、疏洪

道等方式；也就是透過蓄洪、減

洪與分洪，達到防洪目標。

事實上，再好的工程都趕不

上異常或突發的天災；陳署長提

出綜合治水一個重要觀念：「建

立完整的洪水預警系統、洪災保

險、緊急疏散計畫，以及規劃滯

洪區、產業政策改變等非工程手

段，避免人員傷亡及降低災害程

度。」

「人們應打破『人定勝天』

的迷思，大自然的災害一定會發

生，我們應該想的是當災害發

生，如何減少損失，如何與自然

融合、順應自然，來保護生命財

產的安全；因此所謂『非工程手

段』的配套措施很重要。」

例如風險高、無法改善的區

域，作土地使用或產業活動的改

變；像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嚴重地

區，輔導原有的淡水養殖業者，

轉型為海水養殖或休養，或把農

田加高。或者把低度利用的國土

作蓄洪、滯洪之用，也可以作為

自然生態的保育區……

令人欣慰的是，綜合治水的理

念、執行面及成效，都較以往進

步，大甲溪整治計畫就是目前綜

合治水成功的最佳範例。

2004年敏督利颱風，大甲溪

上游土石崩塌，河床堆積的土石

量之大，估計數十年都清不完，

下游再怎麼建設整治，都無法防

止洪害。陳署長表示，從上流的

源頭水土保持、清除河川淤積、

分洪工程，甚至到下游農田灌溉

排水、都市雨水下水道，一直到

匯入大海，整體防治工作一氣呵

成，頗具成效。

簡言之，綜合治水體系同時考

量上、中、下游的規劃與治理，

結合各項工程及非工程之措施，

強化水文與環境資源的技術，從

上到下一以貫之，才能有效降低

洪水災害，並維持自然環境資源

的永續生存。

【與時間賽跑】

建立平台，確實做好規劃、協調

與整合，整體考量內水與外水的

治理，8年1,160億元治水經費，

把每一分錢發揮到最高效益。

為有效解決洪患問題，政府依

據綜合治水對策的概念與作法，

落實於「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

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

動計畫」。其中，水利署針對淹

水嚴重且治理進度落後之縣市管

河川、區域排水及事業海堤等，

提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分8年分三階段編列1,160

億元特別預算，第一階段實施計

畫（2006~2007年）特別預算

309.65億元，已於2006年6月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核定實施。

陳署長指出，治水計畫以流

域綜合治水為目標，主要解決高

度開發集水區的洪澇災害，強化

保護標準、監測預警系統以及避

洪功能，且兼顧防災、生態保

育、親水等水資源永續發展。

「水利署是一個統籌、規劃的平

台，負責整合、協調各部會機關

之人力、技術及資源，明訂具體

實施方案，在各流域區成立推動

小組、審查工作小組與考核工作

小組，以推動及監督各項計畫的

執行，確保任務如期、如質完

成。」目前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

會，在查察取締非法上已有不錯

的成績。

「第一階段實施計劃包括疏浚

清淤、規劃、工程、用地取得及

維護管理，短短幾個月就已看出

具體成效。」陳署長語帶欣慰地

說，其中15億元用在清除河川、

區排及雨水下水道的垃圾、砂石

的淤積工作，已疏通完成1200

公里，還其應有的排水功能；此

外，添購150部移動式抽水機，

根據資料預測可能會淹水區域，

預先佈署以備不時之需。日前甫

完成發包20億元，針對189處極

易淹水、排水設施老舊、渠道破

損、防洪結構較差地區，進行修

復及改善工程，計畫在汛期前完

成80%。

陳署長信心十足地說，第一階

段治水計畫落實推動後，預期能

降低全台灣約500平方公里易淹水

地區的水患問題，可保護約250萬

人免受水患威脅，每年減少120億

元以上的各項損失。

陳署長剴言，如何有效因應全

球氣候變遷、將災害的損失降到

最低，是當今水利工程最迫切的

課題，而陳署長也將帶領著水利

署這一群「現代大禹」啟動治水

的百年大計，打造水水新台灣，

「這一代能享受到的好山好

水，希望未來的世世代代都能夠

享受得到，『永續發展』不是口

號，而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

賽。」

∥

2004年敏督利颱風造成大甲溪上游土石崩塌，橋樑毀損。

建立平台，確實做好規劃、
協調與整合，整體考量內水
與外水的治理，8年1,160
億元治水經費，把每一分錢
發揮到最高效益。

∥

� April.30.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