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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省思
專訪署長  楊偉甫

氣候變遷　極端水文事件頻繁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水文事件更頻繁，而世界銀行也將台

灣列為天然災害易受災地區，楊偉甫署長指出，這次莫拉克颱風

帶來如此重大災害的原因，在於過去台灣的水情中，長時間及高

強度的降雨兩個極端現象加在一起的狀況很罕見且超出預期，以

致無法及時應變。即使是原始森林，連續下六個小時每小時超過

50mm都會造成崩塌，更何況已遭九二一地震影響地質非常脆弱

的山區。因莫拉克颱風的暴雨強度已近世界紀錄，山區原本的破碎

地質，因超大降雨引起崩塌地滑誘發土砂下移；崩塌土石又阻塞河

道形成堰塞湖，隨即潰決引發土石流。故不但超大洪水超過河川

及區域排水原有的保護標準，洪水所挾帶大量土石及漂流木直衝

水利設施，而地層下陷地區的原本低窪地勢又逢大潮，並阻塞橋樑

影響通洪，種種原因造成這場空前的綜合性災害，也正因此，台灣

的防災經驗成了國際上很重要的教材，而今後水患治理及防災工

作，亦勢必接受更嚴苛的挑戰，也喚起我們治水的新思維。

緊急搶險　積極疏濬　防二次災害

楊偉甫署長感慨的指出，在莫拉克颱風中，以往的安全避難所

已經不再安全，人命的損傷是最大的痛。莫拉克颱風災害一發

生，水利署立即全力動員進行搶險工程，颱風後一週內就完成曾

文溪、高屏溪等11水系共計63件之堤防受損及缺口的搶險，恢復

原有防洪功能，並做好應變計畫、準備防汛器材及監控；之後並

趕辦疏通工程，初步統計，濁水溪、八掌溪、北港溪、朴子溪、

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高屏溪、東港溪及卑南溪等

11水系，治理界點以上估計有數億立方公尺立方公尺之崩塌土

石，而治理界點以下之淤積長度約110公里，淤積量亦達6000餘

萬立方公尺以上。

為減少汛期間二次災害發生，治理界點以下之河道必須盡快疏

通，水利署特別籌組技術團隊儘速針對疏濬位置、範圍、深度進

行評估並提出「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案」，以結合中央各

部會與地方政府之能量，全力執行疏濬工作，並以1年疏濬6,500

萬立方公尺為執行目標；楊偉甫署長形容，6500萬立方公尺的砂

石量約等於32座101大樓的體積，若以一車可載12立方的砂石車

頭尾相接，車隊可整整繞地球兩圈，由此可知總疏濬量之可觀。

為快速、大量疏濬影響通洪或居住、交通安全河段之淤積土

石，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水利署提出的主要疏濬整體策略

分為以下四大面向：（一）淤積土石就近利用：規劃就近提供重

建工程、堤防新建、復建工程使用或填復流失公、私有土地等；

即疏濬土石就近回填河川沿岸公有地遭盜採土石坑洞或就地整坡

固灘，以快速處理淤積土石，避免影響排洪。（二）有價土石外

運使用：配合建設需求，優先提供公共工程土石或公開販售以提

供市場交易料源；並以河川沿岸公有土地作為暫置場地或做為區

域性土石儲備中心（土方銀行）。（三）低、無價土石妥善處理：

可配合填海造陸、大型土地開發、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開發等公共

工程土方交換或申購使用；並可供地層下陷、低窪地區填土墊高

工程；（四）棄土處理：最後剩餘棄土，將編列經費外運處理或

利用公有或台糖、台鹽土地暫置。

其次在不影響通洪安全或無保護標的河段，將考量自然生態、

河道沖淤平衡及海岸砂源補充，以加強堰壩水力排砂或放淤平衡

下游河道，避免河道過度沖刷，影響河防及橋梁等構造物安全；

並利用自然水力輸砂補助河口、海岸砂源，避免海岸線退縮、砂

洲消失等。

由於疏濬量超過往年三倍，除中央與地方應通力合作共同參與

疏濬，也請經建會、工程會、內政部、法務部共同協助確保疏濬作

業公開、透明與迅速，並排除不正當勢力之介入。另因莫拉克颱風

後新增崩塌面積估計約39,492公頃，推估泥砂產生量約12億立方

公尺，其中坡面殘餘量約8億立方公尺，並估計將有土砂匯流至河

川約4億立方公尺。短時間實難以清除，現階段僅能就瓶頸段進行

緊急處理及清疏，工程減災效果有限，因此未來10年除進行國土

傳育工作外，應配合非工程避災措施，提升與災害共存能力。

治水加保水　雙管齊下保護水資源

除了積極治水，水利署也努力保水，楊偉甫署長指出，本次

莫拉克颱風對水庫集水區造成直接損傷，例如曾文水庫於莫拉

克颱風期間集水區總累積雨量達1,711mm，降雨強度最大達

116mm/hr，超過2000年頻率，其24及48小時降雨量更逼近世

界極端值，造成水庫淤積速率大增，庫容減少，供水吃緊，而水

庫須以安全及供水為考量，依規定操作，與防洪目標互有杆格，

使得水庫操作困難。為穩定水資源供應，水利署特別協調上游管

理單位加強集水區治理，以減緩水庫淤積及濁度問題，維持既有

設施功能；例如持續推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研提南

化、曾文等水庫整體治理計畫，並針對淤積嚴重水庫規劃檢討

整體更新改善計畫等。同時，水利署更強化區域水源聯通調度系

統，包括北部區域由石門與翡翠水庫聯合調配，中部地區進行鯉

魚潭水庫與石岡壩聯合調配，南部地區則是以曾文、南化與高屏

堰聯合調配。另外則是有效管理及多元開發，從需求面著手的方

式包括總量管制、節約用水、管線汰換、合理水價、水權登記及

合理調配、建議檢討高用水產業政策、開發區位需配合水源條件

設置等，供給面則是進行地表地下水聯合運用、推動海水淡化、 

再生水等新興水源等。楊偉甫署長也期盼省水能成為三全運動，

即全國、全民、全面推動節水，以共體時艱度難關。

災後省思　台灣必須勇敢面對的真相

楊署長更指出：世界銀行2005年就對台灣提出警語，台灣同

時暴露於三項以上天然災害之土地面積與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

達73%；另99%以上人口面臨2種災害以上的威脅，2005年

Nature雜誌亦指出過去30年全球熱帶海洋表面溫度增加0.5℃，

使北太平洋的颱風破壞力增加75%，台灣過去20年颱風規模亦有

逐年變大之趨勢。上世紀全球氣溫增加0.74℃，台灣氣溫卻增加

1.2℃，是全球平均值的1.62倍，因此台灣應儘速研究氣候變遷

調適對策，短期策略為災害風險管理，藉由歷史經驗降低災害損

失；中長期策略則是研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面對氣候風險

進行國土合理規劃，以永續發展國土保育與保安。

楊偉甫署長強調，面對極端事件造成之複合型災害，未來水患

治理無法單靠由某一機關即可獨立解決，治理新思維必須系統化

整合上中下游水、土、林等一併治理，結合國土規劃、綜合治水

作整體規劃，並限制不當開發，落實流域管理，才能確保治理成

效。治理方式則需工程與非工程並重，楊署長指出，治理水患必

須體認辦理工程需要時間且有其保護極限，應加強非工程防災

措施，如精確預警及制訂疏散、撤離之標準作業程序，並落實演

練；且需建立全民防災觀念，明確將風險告知民眾，建立疏散機

制，提升民眾自我防災意識共同參與防救災工作。

近年台灣地區旱澇災害交替頻繁且嚴重程度與日俱增，再加上

原本特殊的水文與地文環境及都市化效應的影響，未來水資源的

經營管理將面對更高難度的挑戰，楊偉甫署長表示，莫拉克颱風

造成台灣極大的傷害，讓我們不得不更加深思現況處境及未來因

應，台灣是氣候敏感地區，民眾對水的感受最直接，因此為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衝擊，水利署於今年（2009年）主動率先訂定「水

利建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白皮書」，揭示未來水利政策調適策略

及行動計畫，並自2010年至2013年每年將投入約一億經費，研

擬短中程調適行動方案，以因應氣候變遷對水環境的衝擊，減輕

災害損失。

從基層一路做到「水龍頭」的水利署署長楊偉甫有感而發

的說，水利署是憨厚的單位，只知道憨憨的做，只要一發生與

「水」有關的災難，不論是否為水利署權責，都會牽扯到水利

署，亦因而承受了外界許多責難。楊署長強調，水利是重要國

家基礎建設，在行政院組織再造過程中能比照世界先進國家體

制，一次到位，所以期盼提升水利機關位階，為行政院「水利委

員會」或「水利及海洋委員會」，統合的治水及水資源權責，

以全面迎戰21世紀「水」戰爭。在2009年召開之「全國治水

會議」，除確認「尊重及順應自然」、「永續發展（兼顧環境永

續、經濟發展及社會公義）」、「強化非工程措施」及「流域整

體規劃」等的創新思維外，更體認到對氣候變遷影響應該全面檢

討調整水利政策，以邁向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所揭櫫的「營造

安全、生態、多樣的水環境」、「確保量足、質優、永續的水資

源」及「建立知水、愛水、節水的水環境」等願景，以打造安全

無虞的水水台灣。

一場莫拉克颱風沖出許多問題，也帶來許多省思，水利署長楊偉甫語重心長的表示，從

莫拉克颱風深切的體會到要尊重大自然的力量，而水利署除了在第一時間進行災後的復

建工作，也未雨綢繆的主動訂定「水利建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白皮書」，以因應氣候變遷

對水環境的衝擊，減輕災害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