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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石門水庫52年完工後開始

蓄水，原來設計主要用來供應農

業，每日供水9.5萬噸，但桃園

地區經濟活動發展活絡，民生、

工業、科技大廠用水殷切，石門

水庫演變成灌溉與給水並重的水

庫，目前桃園地區每日用水量約

105萬噸，預計民國110年將成長

至132萬噸，供水越來越吃緊。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屬於較易

風化的頁岩層，細顆粒的泥質或

粉質黏土容易懸浮，使得水庫濁

度由日常的30至50NTU，急遽上

升到8萬至12萬NTU，而集水區

如巴陵、新光、秀巒等地近年來

廣泛種植水蜜桃、甜柿等溫帶蔬

果，農民開闢產業道路，加速邊

坡沖蝕，楊副署長表示，先天不

良，又後天失調，石門水庫原本

可活到兩百歲，但是供水能力早

就超出它所能承擔，艾莉颱風只

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石門水庫餵養數百萬人，一

旦失調，不但民眾用水不便，國

家經濟也遭到重大損失，立法院

將治水列入國家發展重點工作，

楊副署長指出，立法院編列八年

八百億治水預算，石門水庫搭上

便車，水利署所主張的上游水土

整治、水庫設施更新延長壽命、

提升下游自來水廠支援能力等

主張，獲得立委認同，編列250

億特別預算，預計6年內執行完

畢。

【石門水庫治水挑戰空前，但

並非絕後】「石門水庫的整治

計畫」執行過程預計面臨的挑

戰

根據水利署的調查，石門水庫

集水區地形陡峻、地質脆弱、土

壤鬆軟，93年艾莉颱風帶來的

超大豪雨，超過山坡地質負荷能

力，集水區嚴重崩塌，土石流災

害面積廣達265.1公頃，雨量集

中在新竹五峰、尖石、鎮西堡等

部落，大量泥沙帶進石門水庫，

加重水庫淤積病情、濁度急遽增

高，超出淨水廠的負荷。

但讓人憂心地不只是颱風，

楊副署長指出，九二一地震後，

集水區形成很多崩塌地，要控制

這些土石不進入水庫，已是難度

頗高的工作，但是現在的颱風一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
         永續經營的標竿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陡峻、地質脆弱、土壤鬆軟，93年艾莉颱風帶來的超大豪雨，超過山坡地質負荷能力，集水區嚴重崩塌。

楊 偉甫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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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總工程司（92/09/23）（92/09/23）92/09/23）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局長（91/03/28）（91/03/28）91/03/28）

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局局長（90/02/09）（90/02/09）90/02/09）

「一位積勞成疾的中年上班族，醫生建議應當住

院休息好好調養身體，但家中食指浩繁，全靠他一

個人的薪水溫飽，中年人強打精神，顧不得體力瀕

臨透支，遵照老闆指示，繼續出門加班奔波……」

這位「老闆」就是台灣國民，而過勞「中年上班

族」就是石門水庫，水利署副署長楊偉甫以前述一

番話形容石門水庫的困境，但水利署爭取250億特別

預算，執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不

止是急救的強心針，還是改善體質的補品，將以永

續經營的準則，讓石門水庫壽命延長，資源得以再

生。

本文透過專訪水利署副署長楊偉甫，探討「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的緣由，面對全球暖

化，「超大豪雨」、「沙漠化」從國際新聞成了國

內新聞的此刻，掌管全國水資源事務的水利署，如

何克服劇烈氣候的挑戰，以嶄新思維擘畫，統合各

部門，啟動宏大整治計畫，讓大桃園、大台北地區

民生、工業、高科技業脫離限水、缺水的不便。

―�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楊偉甫談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計畫

【接連颱風衝擊，幾乎判了石門水庫死刑】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緣起

90年至94年期間，桃芝、納莉、艾莉、海棠、瑪

莎等颱風相繼來襲，引發嚴重土石災害，特別是93

年艾莉颱風，帶來大量泥沙並沖進水庫中，很長一

段時間，泥沙無法沈降下來，因原水濁度過高，超

過淨水廠的能力，大桃園地區連續18天停水或分區

供水，民眾提著水桶排隊等待供水車到來的畫面，

攻佔新聞頻道與版面。

楊副署長指出，劇烈颱風造成濁度驟升是近因，

編輯部∣廖肇祥、蘇娟儀

Profile

抓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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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比一個大，帶來得雨量又急又

猛烈，水庫最主要的角色是「蓄

豐防洪解旱」，但隨著全球性溫

室效應發酵，洪水頻繁、旱期延

長，未來多雨地區有可能變成沙

漠、無雨區反而常鬧水災。

「氣候都亂掉了，設計水利設

施，調配水資源，不能沿用過去

的公式或思維」，楊副署長語重

心長的舉例，比如國內最大的曾

文水庫，有效容量64,396萬立方

公尺，比起 30,912萬立方公尺

的石門水庫大了兩倍有餘，這是

因為南部豐、枯水期很懸殊，不

若北部水庫有東北季風帶來的雨

水挹注，因此北部水庫的設計不

像南部那樣大型，但未來氣候型

態有可能對調，加上興建水庫用

地難尋，更大大提高了執行的難

度，因此，如何讓現有水庫永續

利用，是署內官員與水利專家共

同關注的大事。

楊副署長表示，要整治石門水

庫，上、中、下游工程必須同步

施行，但現況是大漢溪上游數百

座攔砂壩幾乎積滿土石，單就最

大的榮華壩為例，即積滿了900

萬立方公尺土石，而且集水區邊

坡仍不斷崩塌中，必須搭配鞏固

邊坡與防止崩塌的防砂壩才能避

免情勢惡化，由於石門水庫集水

區廣大，因此工程浩大。

石門水庫過去的設計是用來

供應灌溉用水，民生用水與灌溉

水質要求不同，當艾莉颱風來襲

時，取得的水濁度超出淨水廠能

力之外，因此取水口需重新設

計，讓表層水、深層水都分開取

用，此外，水利署另規劃積極的

排砂設施，靠積極性的洩洪排出

淤砂。

水利署在興建石門水庫時，

便規劃在更上游興建「高台水

庫」，楊副署長認為，高台水庫

一旦完成，兩水庫交替擔負供水

重任，石門水庫便能一次放空，

做全面性的浚渫，但政府預算有

限，即使立即施工，從設計到完

工也需要20年的時間，在此民

間用水殷切的時刻，水位不能冒

然調節或是設計取水口等這類改

變水庫本體的工程，若考量同時

供水，工期與工程施做便增加變

數。

楊副署長另指出，提升下游自

來水備援能力也是整個計畫的一

環，目前板新淨水廠支援桃園地

區因受限於管路與加壓站，每日

僅有10萬噸，而新竹支援桃園也

僅有5萬噸，要讓南、北水源雙

向支援石門水庫，必須新建淨水

廠、大規模鋪設管線。

前述一連串的工程，牽涉多個

部會，石門水庫整治計畫是250

億元預算的重大計畫，涵蓋集

水區、庫區及下游自來水供水系

統，主管機關分屬農委會、交通

部、內政部、原民會、水利署、

自來水公司等，楊副署長表示，

這樣重大的計畫，橫向協商加縱

向貫徹有如蛛網般龐雜，計畫審

查、督導、管制考核等都要部會

間磨和，「跟各機關間好像有永

遠開不完的會，但水利署提出這

項整治計畫，擔任各部會協調、

溝通的角色責無旁貸。」楊副署

長以堅定的語氣說。

【我們的策略核心是「永

續」】「石門水庫的整治計

畫」主要運用了哪些策略

兼任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工作小組副執行長，推動小組

副執行秘書，楊副署長是要負整

個計畫成敗的關鍵人物，但他強

調250億的計畫絕非一人、一署

得以推動，水利署已研擬了各項

策略，建立起運作平台，針對災

害治理、水土保持監測與管理、

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

保育為策略，達成避災、保土蓄

水、土地合理利用等目標。

楊副署長說，水利署計畫上、

中、下游以40、40、20預算分配

的百分比率完成整治計畫，「從

署內上上下下，我們不斷的思

考，多少錢才能花得恰到好處，

讓每一塊都有貢獻。」特別是預

算執行效率的部分將採「滾動式

管理」。

所謂滾動式管理是一面做、一

面檢討、一面修正，為了讓共同

參與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的各單位

能夠確實掌握特別條例的精神，

水利署提供40多位專家、學者的

名單，無論原民會、林務局、公

路局等單位在石門水庫集水區施

作水利、水土保持工程時，在計

畫階段便要與這些專家溝通。

各單位在將要定案的階段，內

容必須送到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工作小組複核，看看是否符

合水利署的要求，整治石門水庫

任何一個環節有疏忽，很可能讓

所有計畫功虧一簣。整個計畫執

行過程中，水利署有時候是執行

的球員，有時候是評鑑的裁判，

角色扮演多元，目標都是為了加

速行政效率，「讓後段班也有前

段班」的程度，確保工程品質一

致。

「如何讓外界相信我們是個稱

職的裁判與球員，這當中有很多

努力與技巧」。楊副署長說。

在永續經營方面，楊副署長

指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突破傳統在

水庫集水區管理、治理層面的思

維，他提到在上游集水區部分，

主要以水土保持監測與管理、災

害治理、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

生態保育為策略；在水庫的庫區

部分，要藉由浚渫、排砂，增加

水庫蓄水量、提升水庫分層取水

的能力，下游部分要加強淨水廠

處理能力，還要讓「南水可以北

� April.30.2007

水利署副署長楊偉甫為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工作小組副執行長，推動
小組副執行秘書，肩負整治計畫成敗
的責任，壓力與工作份量繁重，但楊
副署長認為有機會做此有利國計民生
的大事，答應要做，就要勇於承擔。

∥

∥環境保育、減少浪費、增加供給、一水多用、多水專用，水庫的經濟壽命才得以延長，產業命脈才得以永續。

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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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北水得以南引」，藉由相互

支援，提升緊急災害造成缺水時

的應變能力。

楊副署長表示，環境保育、減

少浪費、增加供給、一水多用、

多水專用，水庫的經濟壽命才得

以延長，產業命脈才得以永續。

在一水多用、多水專用的部分，

他舉出許多大煉鋼廠或化工廠用

水量龐大，事實上可以使用都市

民生尾水、農業尾水，並不影響

其生產力，工業用水，儘量不要

與民生競爭，而農田灌溉用水，

在休耕期，部分是否可支援民

生用水？水利署正在做長遠的規

劃。

楊副署長說，要讓石門水庫活

過來，需要多樣的策略，這些策

略環環相扣，但都是圍繞在水庫

永續經營的核心來應用。

【急迫、又要要求完美，是石

門水庫整治計畫的寫照】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的

執行期程與內容

楊副署長指出，石門水庫整治

計畫分為6年完成，第一階段期

程為95至97年、第二階段為98

至100年，第一階段主要內容是

在最少的時間內，不要讓民生用

水因災害而中斷；第二階段牽涉

到上、中、下游整合問題，無論

任何階段的工作，部會整合橫向

聯繫非常重要，執行期間採滾動

式管理。兩階段整治計畫分為三

項子計畫，95至97年執行內容如

下：

（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一）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

改善

1.   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每

日96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2. 電廠緊急修復

3.   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

援供水執行計畫

4. 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5.   增設水庫取水工程（已核

定）

6.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

人工湖

7.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

工程

8. 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10.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

新建工程

11.   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週邊

環境改善

12.水庫泥砂浚渫

（二）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二）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1. 增設尖山中繼加壓站

2.  石門淨水場增設50萬噸原水

蓄水池

3. 龍潭淨水場擴建

4.  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

（含南北桃連通計畫）

5. 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三）集水區保育治理三）集水區保育治理

1. 土地使用管理

2.  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

監測計畫

3. 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

4. 保育防災教育宣導計畫

第三項子計畫中，涉及原住民

保留地傳統領域及山林，楊副署

長表示，原住民基本法實施後，

其傳統領域做任何改變，都要獲

得民族議會的認可，而隨著保育

意識提升，護溪、護魚團體近年

來也相當活絡，他們對於石門水

庫整治計畫頗有疑慮，水利署在

邀集各單位召開審查會，也會參

酌原住民意見，並邀請保育人士

的參與，藉由柔性與長時間的溝

通，讓他們瞭解水利署是在做攸

關國際民生的大事。

楊副署長還特別提到，整治的

預算是特別預算，是由立法院單

獨通過的，政府要即使舉債，也

要保證籌措財源，不需與其他單

位爭食這塊大餅。但是治水攸關

產業命脈、民生便利，「錢多雖

好辦事，但責任也更加重大」，

水利署絕不會辜負國人期望。

【整治石門水庫，是門好生

意】石門水庫投入經費及評估

效益

根據水利署提供的資料，石

門水庫整治計畫緊急供水工程暨

水庫更新改善經費達100.10億

元、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49.50億元、水庫集水區保育治

理100.40億元，總經費達250億

元。

單一水利工程很少在6年如此

短期限內，編列如此龐大的預

算，楊副署長指出，表面上好像

花了納稅人很多錢，但根據專家

研究，石門水庫在艾莉颱風侵襲

以來，漂流木、泥砂堵住發電取

水口，發電機組遭破壞，發電年

取水豎井施工

抓斗作業

抓斗施工

沉底物影像

輸水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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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人物焦 專訪經濟部水利署　楊偉甫副署長

收入從86至90年平均5.7億元因石

門電廠無法運轉整個歸零；93年

侵台的艾莉颱風造成桃園地區供

水短缺18天，加上分區限水，92

年賣水入帳6億元到93年掉到5.2

億元。

上述為政府損失的部分，但如

果估算商業活動與工業區製造業

損失，合計49.2億元，18天供水

失常，換算日損2.73億元，保守

估計每年發生2次瑪莎颱風規模的

豪雨，缺水天數達12天，民間年

損失32.76億元，而整治計畫投資

250億元經費，年成本25億元，

從投資報酬角度來看，是門穩賺

不賠的「生意」。

楊副署長還提到，停水期間，

大台北、桃園地區居民生活不

便，工商投資裹足不前，國民的

怨氣，投資者的疑慮，這些心理

成本是難以估計的，無論考量有

形或無形成本，石門水庫整治計

畫都勢在必行。此外，就水利專

業背景來說，石門水庫整治計畫

預期達到目的如下：增加石門水

庫汛期水源供應能力，維持水庫

正常運作，延長水庫壽命；增加

自來水處理能力、連通各水庫、

調整池、水廠，提升備援能力，

降低缺水風險；減少集水區土石

流等崩塌意外，保障集水區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增加就業機會。

楊副署長強調，穩定的供水，

是生活品質的基本要求的與經濟

發展的基石，未來整套計畫於民

國100年執行完畢，大桃園、大台

北居民將擺脫缺水之苦，桃園地

區液晶面板、彩色濾光板、背光

模組、晶圓廠、封裝測試廠等科

技產業，將不至於因缺水而減損

其國際競爭力，對活絡大桃園地

區就業市場具有立竿見影效益。

「治水要永續　專業要注

重」，過去治水影響層面廣泛，

常因地方勢力拉扯，使得計畫生

變，楊副署語重心長的指出，如

果各界有不同的意見，應該由專

業來做最後的裁決，面對石門水

庫整治計畫這項百年大計，盼望

各界尊重水利署的專業，支持石

門水庫整治計畫，給予基層人員

更多的掌聲。

國軍清淤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