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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吳
建
民

本
文
就
水
資
源
及
台
灣
之
水
環
境
、
水
資
源
利
用
現
況
，
進
而
論
及
水
資
源
之
有
效
利
用
，
並
對
生
活
、

農
業
、
工
業
等
用
水
及
處
理
水
之
再
利
用
等
，
有
效
利
用
及
節
水
措
施
有
詳
盡
之
剖
析
及
建
言
，
台
灣
水
資
源

情
況

一
如
作
者
在
結
論
中
所
述
:
「
台
灣
地
區
在
面
臨
用
水
不
足
，
開
發
日
漸
困
難
下
，
對
於
寶
貴
的
水
資

源
，
如
何
珍
情
利
用
，
有
效
利
用
，
已
是
全
體
國
民
所
應
加
強
努
力
者
」
。

有
感
如
是
茲
再
就
台
灣
水
資
源
之

策
略
加
以
闡
述
，
期
籲
起
國
人
對
水
資
源
之
共
識
，
能
對
今
後
水
資
源
事
業
措
施
之
實
施
有
所
助
益

。

一

、
水
資
源
策
略
目
標

l

新
增
需
水
量
之
供
應
，
開
源
節
流
並
重

。

2

繼
續
減
輕
洪
水
及
乾
旱
災
害
。

3

保
護
與
水
關
聯
之
環
境
，
避
免
不
能
恢
復
之
人
為
改
變
，
以
期
永
續
利
用
。

4

提
高
水
資
源
管
理
之
效
率

。

5

加
強
水
資
源
保
育
宣
導
及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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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水
資
源
當
前
情
形

八
鬥
在
新
增
需
水
量
之
供
應
開
源
節
流
並
重
方
面

l

需
水
量
成
長
快
速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農
業
、
工
業
、
家
庭
用
水
等
各
標
的
合
計
用
水
總
量
為
一
九
五
億
立
方
公
尺
，
預
估
至

民
國

一
百
年
上
項
用
水
將
成
長
為
一
二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
需
水
量
約
增
加
一
八
億
立
方
公
尺

。

2

可
用
之
水
源
受
限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敢
用
河
川
地
面
水
源
為

三
一
四
億
立
方
公
尺
，
地
下
水
源
抽
用
七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至

民
國
一
百
年
如
維
持
七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之
地
下
水
源
不
變
，
則
河
川
水
源
將
增
為

一
四
二
億
立
方
公

尺
，
方
能
滿
足
所
需
。

事
實
上
地
下
水
抽
用
七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已
嚴
重
超
抽
，
地
盤
下
陷
、
水
質
惡
化

及
海
水
入
侵
等
弊
病
叢
生
。

3

目
前
河
川
枯
水
期
長
，
流
量
小
己
充
分
利
用
，
而
地
下
水
已
超
量
抽
取
，
且
洞
川
水
質
己
遭
受
污
染
。

4

水
源
有
限
，
成
本
旦
回
間
，
行
將
影
響
社
會
及
經
濟
成
長
。

制
繼
續
減
輕
洪
水
及
乾
旱
災
害
方
面

l

社
會
及
經
濟
成
長
，
生
活
水
準
提
升
，
洪
水
與
乾
旱
之
威
脅
及
損
失
增
大
。



2

颱
風
可
能
在
台
灣
形
成
高
強
度
之
降
雨
，
及
短
歷
時
而
高
峰
流
之
洪
水
。

洪
水
漫
溢
決
堤
發
生
沖
擊
，

淹
水
及
泥
砂
淤
積
等
破
壞
，
以
及
人
命
傷
亡
。

3

主
要
河
道
之
堤
防
約
可
應
付
二

O
%

機
率
之
洪
水
。

保
護
程
度
與
社
會
發
展
不
對
稱

。

4

區
域
排
水
及
市
鎮
排
水
，
多
需
改
進

。

5

枯
旱
缺
水
影
響
民
生
及
經
濟
活
動
，
造
成
損
失

。

ω
保
護
與
水
關
聯
之
環
境
，
避
免
不
能
恢
復
之
人
為
改
變
，

以
期
永
續
利
用

方
面

。

l

河
道
上
游
集
水
區
，
地
勢
陡
峻
，

易
受
侵
蝕
沖
刷
。

社
會
人
口
及
活
動
增
加
，
需
利
用
集
水
區
土
地
;

致
破
壞
其
涵
蘊
水
源
能
力
，
加
甚
洪
水
泥
沙
量
，
而
減
少
水
源

。

2

地
下
水
之
抽
取
利
用
超
過
天
然
回
菩
能
力
;
減
少
可
用
水
源
，
引
發
不
良
後
果

。

3

河
流
下
游
污
染
嚴
重
，
減
少
可
用
之
水
源
，
形
成
惡
劣
之
生
活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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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提
高
水
資
源
管
理
之
效
率
方
面

1

水
資
源
之
開
發
利
用
程
度
旦
罔
聞
，
各
項
水
資
源
工
作
之
相
互
關
聯
影
響
密
切
;
社
會
漸
亦
體
認
水
資
源

之
重
要
及
其
有
限
;
將
須
視
水
、
河
流
及
其
環
境
屑
一
體
而
從
事
開
發
、
保
育
、
控
制
、
分
配
及
利

用

2

內
政
部
、
經
濟
部
、
農
業
委
員
會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等
，
分
別
主
管
與
其
主
管
事
業
有
關
之
水
資
源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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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極
需
加
強
合
作
，
促
成
協
調
行
動
。

三
、
水
資
源
工
作
執
行
要
點

l

增
闢
新
水
源
，
建
水
庫
調
節
，
存
蓄
洪
水
以
增
加
河
道
低
水
時
流
量
。

2

整
理
、
核
實
水
權
，
加
強
管
理
。

3

合
理
節
用
既
有
水
源
，
抑
制
需
水
量
之
快
速
增
加
。

ω
採
用
省
水
之
生
產
過
程

。

叫
水
之
多
次
再
使
用
。

ω
減
少
無
效
用
水
及
輸
水
損
失

。

仙
限
制
耗
水
過
多
之
產
業
設
於
水
源
困
難
地
區

。

4

移
轉
、
重
分
配
可
省
出
之
水
源
。

5

繼
續
建
造
及
加
高
河
道
堤
防
;
保
留
洪
水
下
行
之
空
間
。

6

堤
防
水
庫
等
水
工
建
築
物
之
安
全
防
護
。

7

繼
續
改
善
市
鎮
及
區
域
排
水
系
統

。

8

加
強
洪
災
救
助
及
災
後
恢
復
以
及
救
旱
措
施

。

9

管
理
河
流
上
游
集
水
區
，
防
止
破
壞
，
導
引
合
理
利
用
及
保
育。

叩
保
存
地
下
水
，
限
制
超
量
抽
汲
'
尋
求
替
代
水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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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管
制
放
流
水
及
農
藥
等
保
護
水
源
水
質
。

立
檢
討
各
機
關
之
主
管
事
業
，
改
進
連
繫
協
調
方
式
，
以
推
動
重
大
水
資
源
計
畫
。

四
、
執
行
之
問
題
及
阻
力

l

增
闢
水
源
興
建
水
庫
之
良
好
壩
址
有
限
，
水
庫
區
內
居
民
遷
離
及
土
地
取
得
困
難
日
增
。

且
需
滿
足
環
境

保
護
要
求
。

水
庫
由
規
劃
、
施
工
需
多
年
完
成
，
建
壩
成
本
日
高

。

2

水
權
管
理

，
基
層
執
行
能
力
有
限
;
尚
需
研
擬
合
理
用
水
量
標
準
。

3

節
約
用
水
、
調
整
水
價
，
以
反
應
成
本

。

4

土
地
利
用
及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應
配
合
水
資
源
之
合
理
有
效
利
用

。

5

間
設
水
權
之
移
轉
及
農
業
用
水
之
保
留

。

6

颱
風
暴
雨
造
成
大
洪
水
，
其
程
度
及
發
生
時
間
不
能
預
知
。

大
洪
水
發
生
頻
率
雖
低
而
損
失
大
;
為
防
備

大
洪
水
之
設
施
，
雖
經
常
不
用
但
仍
屬
必
要

。

防
洪
之
安
全
標
準
為
|
社
會
的
及
政
治
的
選
擇
，
社
會
全

體
極
需
建
立
共
識
。

7

居
住
及
產
業
侵
占
河
道
行
水
區
域

。

8

主
要
河
道
之
堤
防
應
與
河
道
整
體
治
理
計
畫
配
合

。

9

少
數
人
為
其
近
期
利
益
而
造
成
社
會
之
長
期
損
失
加
重
社
會
負
擔

。

m

計
畫
不
周
全
，
資
金
不
充
足
，
過
度
開
發
，
對
社
會
之
天
然
資
源
形
成
掠
奪
式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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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為
保
全
「
共
有
財
」
資
源
，
對
造
成
外
在
不
經
濟
的
利
用
行
為
須
嚴
格
禁
止。

血
水
污
染
之
防
治
需
周
全
規
劃
'
配
合
各
項
輔
助
活
動
及
設
施
，
並
需
繼
續
管
制
及
改
善
等
，
社
會
對
其
重

要
性
認
識
不
足
。

口
水
資
源
設
施
及
管
理
，
原
係
為
多
項
目
的
之
事
業
服
務
;
各
目
的
事
業
之
主
管
機
關
各
有
其
主
管
之
觀
點

與
立
場
。

H
H水
資
源
工
作
須
體
認
水
文
現
象
之
無
常
，
重
視
社
會
之
長
期
利
益
及
將
來
之
需
要

。

五
、
應
加
強
之
工
作

1

規
劃
各
地
區
之
水
源
計
畫
，
儘
旱
推
動
。

2

充
實
水
資
源
基
本
資
料

。

3

加
強
宣
導
水
資
源
保
育
觀
念
，
學
校
教
育
改
變
為
需
求
導
向
，
研
究
發
展
水
資
源
技
術

。

4

研
究
水
源
分
配
及
改
變
之
經
濟
的
、
社
會
的
與
環
境
的
影
響
。

5

研
究
改
進
用
水
之
技
術
及
設
備

。

6

水
利
法
規
之
檢
討
修
訂

。

7

區
域
的
、
個
案
的
水
源
之
移
轉
及
重
分
配
規
劃
研
究

。

8

為
因
應
暴
雨
巨
洪
加
強
氣
象
及
洪
水
預
報
。

9

繼
續
規
劃
治
理
河
道
及
改
善
排
水
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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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管
理
集
水
區
之
開
發
利
用
，
規
劃
實
施
並
推
行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

日
分
區
估
計
地
下
水
之
存
量
及
長
期
回
蓄
能
力
，
限
制
增
開
新
井
，
研
摸
地
面
水
與
地
下
水
之
聯
合
運
用
計

畫
。

立
巖
格
管
制
放
流
水
水
質
及
農
藥
等
使
用

。

研
究
污
水
處
理
技
術

。

"
心
推
行
民
眾
水
資
源
教
育
。

M

經
濟
部
現
為
水
利
事
業
之
主
管
部
，
應
主
動
蒐
集
其
他
機
關
與
水
資
源
有
關
之
各
類
工
作
計

畫
及
資
料
，

提
供

。

六
、
應
考
慮
之
政
策
措
施

I

增
加
經
費
及
人
力
之
分
配
，
以
加
強
水
資
源
規
劃
、
建
設
及
管
理

。

2

加
強
水
資
源
管
理
之
權
力

。

3

鼓
勵
改
進
用
水
技
術
及
設
備
，
給
予
成
本
補
助

。

4

為
節
省
用
水
及
移
用
水
源
，
增
建
設
施
，
社
會
分
擔
部
分
成
本
。

5

土
地
利
用
計
畫
與
水
資
源
計
畫
，
須
協
調
配
合

。

6

加
強
地
方
級
水
資
源
機
關
之
執
行
能
力
及
工
作
標
準

。

7

對
貧
困
地
區
之
改
善
水
資
源
工
作
，
給
予
經
費
及
技
術
輔
助

。

8

重
視
為
解
決
、
改
進
當
地
水
資
源
情
況
之
小
規
模
行
動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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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凡
與
水
資
源
有
關
之
計

畫
(
及
施
政
)
均
應
先
徵
求
水
資
源
主
管
機
關
之
意
見
o

m

建
立
高
層
之
水
資
源
審
議
(
諮
詢
)
機
構
，
從
事
重
大
事
項
之
審
議
及
協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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