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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權統一掌控提升效率

壹、資源浪費台灣天災頻仍

台灣的生存環境愈來愈惡劣 ， r 水資源」的處理與利用是左右未來生活

環境的因素之一 ， 也就是說 ，水資源所產生的問題可能會對即將邁向二十一

世紀的台灣投 F不可知的變數 。 在國際間，水的問題是許多國家共同面對的

議題，對地狹人桐、災害頻生的台灣更是急欲進行的生活品質大改造 ; 台灣

從過去所謂的物產豐饒、資源不置乏的優勢狀態 ， 漸漸地因為島國心態、人

民貪婪心 EI 生、不知足不知惜福的習性，而使得我們的有限資源面對 r無盡

浪費的可能 c

針對 「 水資源 」 問題，此三篇論文皆精闊地指出現行水資源的行政組織

之弊病，以及失兒童畫未來水利組織的前瞻性 。 面對民間學者的意見，本人相當

感佩，也不斷地藉這些真知灼見來鞭策自己作為民意代表的身分，該如何凝

緊更多的力量來監督政府進行更有效的水利計畫?建立更完善的水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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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淨水除弊水權重新分配

這三篇論文都已經指出共同點，即台灣現行水利組織的最大問題，分別

Æ . 

一 、行政體系上呈現多頭馬車的現象，並且缺乏一個專責的中央統籌機

關(如水利總署或水利部) 。 精簡省府組織在即，我們勢必重新檢討現行中

央與地方的水利主管機關與業務之分工，未來水利事權需朝向一元化的管理

。

二 、 現行的法令過多，令人莫衷一是;不但中央機構有水利法，在地方

上也有縣市政府的法規 ， 而且尚有自來水法、屬於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辦法、

森林法等等， 這些法令有個特色就是 : 水是水、土歸土、林即林，水、土、

林三者幾乎是分離的狀態，而無任何關於三者的法令整合 。

三 、目前主管水利的中央機構為經濟部水資源局，其工作人員約一百多

人，而省政府的水利處含十七個地方農田水利會員工卻多達上萬人，面對未

來精省的政府層級組織，水利處的工作人員應該併入中央以利推動水利工作

。

台灣的水利組織的確面臨著上述的情況，且需要儘速地謀求因應之道 。

本人認為，就整體的水資源問題而言 ，尚須全盤考量四大方向的水利政策 :

一、興水利

目前台灣的水資源尚未面臨立即而明顯的危機 ， 因此一般民眾感覺不出

水資源的珍貴，更何況我國水費的制定價格偏低 ， 比起鄰近國家的水費，如

日本、新加坡的水費皆比起我們高出三分之二至二分之一的價格，不但反映

成本，而且也能藉此抑制消費者過度浪費水資源 。 未來可行的政策應採取高

低水費價差方式提高水費，以落實節流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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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權統一掌控提升效率

強調節流，亦應重視開源，在儲水方面，有鑑於台灣在多雨季節無法有

效地儲存雨水，以致於乾旱之際飽受缺水之苦，而目前的水庫出現淤沙量過

大、水質污染惡化的問題 ，繼續興建水庫也面臨著用地取得困難的窘境，因

此，因應台灣地形趕建更多的攔河堪是為可行之道 。

另外 ，我們對於高山的水土保育工作一向缺乏強而有力的管制與監督 ，

尤其當前山坡地的種植偏向於茶樹 、檳榔等淺耕植物， 不利於水土涵養 ， 充

分暴露出水土保持的疏漏 。 因此我們的造林與防洪措施 ，必須建立在對於深

耕植物的培植與要求 。

二、除水弊

政府行政績效不彰 、 行政單位所衍生出的弊案連連 ，應該是眾所周知的

事 已 各種行政單位都有發生弊案的可能 ，就連水利事權的處理體系也會發生

問題 。 現階段正是因為水利事權的不統一 ， 管理上出現瑕疵，才導致嚴重的

疏失 。 因為現在濫墾山坡地、濫採砂石的情形猖嗽，實肇因於地方派系的分

贓，這其間牽涉的利益過大，有哪個主管單位有魄力解決或終止這些利益糾

葛呢?

砂石過度開採造成水源生態的破壞，嚴重影響水資源的開發，更何況，

土石滑動的危險性，民眾不是沒有見識過 ，政府怎麼能夠不事先做好防範?

水弊不除 ， 尚有更多對於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 ，例如台灣一向忽視卻又

已經病入膏育的地下水污染的問題 ，普遍來說， 工業發展所造成的重金屬污

染與有機化合物污染 ，容易穿透土層成為永久的污染源，根本就是整個地下

水質的夢魔 。 政府的環保機關包括中央與地方，對於地下水污染事件的頻傳

也往往只以改裝自來水的問題解決立即的健康威脅，而不思謀求長久且治本

的地下水整治措施與方案，如此下去，將危及整體的水資源開發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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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造成水污染嚴重的工業用水機構，政府首先要有強制性規範的魄力

，以法令加強懲罰污染水源的行為，才能有效地抑制水污染的持續擴散。令

人沮喪的是，政府常常只是做表面工作以討好百姓，我們從編列預算的用意

上，即可看出環保行政單位的私心，光是河川美化的補助款就高達一億五千

萬元，但關於地下水質的監測卻只編列一千萬，似乎無法由此得知政府為水

資源問題解套的積極意義 。 另外 ， 負責水質偵測的環保單位，也應以專業偵

測與整治復育的計畫，從長計議關於地下水污染的再生工作 。

三、淨水源

台灣三項重要的水源來自於雨水 、 河川與地下水 ， 然而，雨水無法做有

效的固積，任其漂流消逝，以致於缺水時叫苦連天，又台灣重要河川21條約

有1411柔受到污染且集中在人口密集的西部地區，其他未受污染的河川均分布

在宜、花、東一帶，這不禁使得我們對於河川水源的困境憂心伸伸 。 另外，

現階段台灣的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相當低，最大的八里污水處理廠也尚未敢

動，那我們的水質連同水源又該如何淨化呢?根據統計顯示 ，全台灣各縣市

的污水下水道比例只有 3. 凹，台北市約是 35% ~ 40% '高雄市大約衍，而其
他各縣市幾乎是侃，這種不及格的污水處理方式，無疑是潛藏著對於水源品

質的殺機，地方政府宣稱當前污水下水道的興建均陷在財力不足的關卡上，

中央機關需專款專項補助污水下水道的建設 ，而精簡省府組織的共識即將展

開，未來各地方快馬加鞭興建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應再無推託的藉口 。

淨化水質、活化水源的不二法門當然是要政府伸張公權力，相關法規、

法令的執行絕對刻不容緩的 ，環保署應對於水污染處的管制提出解決之道，

例如許多重大工程均在水源區進行，對於水土保持稍有不慎即會後患無窮，

而工程進行中的廢棄物傾倒與排放污水 ，也要引用排放水相關的法令 ，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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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企業單位或營造業 ， 才能有過止其輕易危害民眾權益之行徑 。

四、平水權

台灣的水患頻仍，然水災均屬於區域性，因此，水患的解決亦仰賴地方

政府孤軍奮鬥 ' 一旦區域性水資源匿乏時，其他地方政府往往「擁水自重 」

'無法達成相互支援共識 。 因此，衡量現今水資源調配統籌的狀況，行政機

構應及早依據水利法的規定，按全國水道之天然形勢劃分 「 水利區 J '藉由

水利區的劃分，我們有限的水資源可以有一較為完善的統籌調配方式，讓各

地方水權重新分配，甚至基於公平的原則 ， 政府也應開徵水權費 ， 落實受益

付費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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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出一門水權統一歸屬

針對上述所論，就台灣水資源維護與利用所面臨的「興水利」、「除水

弊」、「淨水源」、「平水權」等問題，綜觀政府歷次關於水資源保護會議

的結論及各位在座學者前輩的高見，大致趨於提升水利管理單位的層級，在

行政院之下設直屬的「水利部」或「水利總署 J '由其綜理國內之水資源保

護與運用。就此本人亦持肯定態度，以下並提出本人的幾點建議，以為「河

川再造研討會」結論及今後的政府改造方向做參考。

一 、水資源管理體 系 集中化

如前所述，目前全國政府體系裡與水利管理運用相關的機關分散在各個

部門， 一共有 35個，不但「備多力分 J '資源無法有效的統合運用，而且政

出多門、多頭馬車，無法整合出一致的水利政策來統合國內的水資源運用。

依照整個政府水利管理體系的架構來看，經濟部水資源局似乎是目前全

國水利管理維護的整合樞紐，及水利政策的研擬單位，而省水利處及各縣市

工務局水利科則為水利管理維護之執行單位。但經濟部水資源局的成員僅一

百多人，層級又低，其權限與能力根本不足以綜理全國業務龐雜、牽涉遼闊

的水利業務 。反倒是省府水利處，為省府一級單位，合直屬單位職員多達上

萬人，位高權重，依目前省府與中央關係交惡的狀況，經濟部水資源局能否

有效利用台灣省水利處之資源，頗令人質疑。地方各縣市直接執行水利管理

之單位乃縣市政府工務科之水利科，層級更低，員額僅十餘人，權限小，可

應用資源相當有限 ， 在目前國內水權所屬多元龐雜，河川橫互數個縣市的情

況下，各縣市水利科在水資源管理的職責上，自然是互相推拖。這種精圓形

的水利管理架構，不但無助於國內水資源的妥善管理與運用，更直接造成水

資源的浮濫開發與污染。

216 



水權統一掌控提升效率

本人認為，水資源的管理體系一定要集中一元化，才能達到事權統一 、

水利防護 、 資源統一運用的功效。若將水利管理分散在各個部會 、 各個層級

的自治機關，則徒然浪費國家資源，對國內水資源之保護毫無助益 。 本人在

此主張，國內水資源之保護工作，應由中央整合經濟部、內政部 、 農委會、

台灣省及各縣市政府之相關水利資源管理維護機關之力量，成立「水利部 J (

或水利總署)全權負責，其下則依國內主要水系、流域成立若干河川管理局

，由其直接對水利部負責，執行區域範圍內水資源之管理、保護及污染防治

工作 。 如此就不會有目前資源分散、權責畫1分不清，導致效能不彰的問題發

生 。

至於陸上雨水與污水下水道興建管理的問題 ， 還是要由內政部營建署及

各級地方政府去處理，水利部不必負責 。 但其興建進度必須配合河川的整治

進程，否則國內河川的整治與水資源的保護還是停留於 「 事倍功半」牛步化

的效果 。 因此，屆時水利部還必須監督各地方污水下水道之興建，若地方排

出污水進入河川或水資源保護地，水利部必須給予告發並提報行政院處理 。

二 、 水權統一化

配合水資源管理體系的集中化，水權亦應由水利部集中掌握 。 將來有關

水庫之管理，集水區之規畫掌握，甚至河川資源之利用，其權利皆劃歸水利

部所有 。 由水利部依據河川流域之實際狀況，拿捏資源開採與環保及河川水

源管理之間的平衡 。 水權由一個單位統一管制，就不會發生如近來開礦與環

保及水資源保護之間的衝突問題;也不會因水資源的管理單位過多，導致各

單位著重水資源開發甚於水資源的涵養，地方派系及營利事業也易於上下其

手，浮濫開發利用 。

水權在水利部的統一掌控下，將來民生用水、灌溉用水及工業用水，都

217 



河川再造研討會

需由用水管理單位如自來水公司、地方水利會等機構向水利部或區域水資源

局申請及購買水資源。水利部以水資源涵養為前提的條件下 ， 再考量民生、

農業需求及工商發展，限量分配、發賣水資源 。 如此將迫使用水管理單位提

升水價，也能提高民眾對水資源的愛惜與節約 。 台灣民眾每年平均分配之雨

水量僅佔全世界平均水準之七分之一 ，缺水程度為全世界第 18名 。 但諷刺的

是，台灣之水價卻為日本及新加坡等國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明顯偏低 。

這導致台灣在水資源已呈匿乏的情況下，民眾卻不知愛惜水資源，任意浪費

、 令人頗為不解。

而台灣南北降雨量差距甚大 ， 因此水旱災往往屬區域性 、 局部性 。 若國

內能建立全國水源的流通系統(如有人提出的北水南移計畫) ， 則不但有助

於國內水資源的平衡分配 ，解決國內經常性的局部旱象 ，也具有存留河川水

源，不致於任其排流入海，導致水資源流失 ，殊為可惜 。 若要建立全國水資

源的流通系統，亦屬大規模之國內工程建設，若無一專賣單位主導計畫及工

程執行，則勢必如呼喊多年的北水南移計畫一樣，至今還是畫餅一塊，只能

計畫計畫、桌上畫畫、牆上掛掛罷了 ! 令若將水資源之管理及水權歸屬劃歸

水利部 ， 由其綜理全國水資源平衡分配的相關計畫及執行 ，亦屬必要 。

三、設置水利警察

對於河川水源的實質保護 ，必須配以武力 ， 才能收到嚇阻不肖人士侵犯

之功效。有人提議水利警察由警政署派員支援， .再由水利部統合管理即可，

但本人以為期期不可 。 水利警察除了需具備一-般員警的相關本質學能之外，

對水資源之防護亦須有- -定程度之訓練，若水利警察的調遷管道與一般警政

體系相聯繫'則不但徒然浪費相關水利資源保護訓練之資源，警員輪調進出

頻繁 ， 亦會讓水利警察之水利專業知識呈現不足現象。水資源防護屬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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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領域 ， Ltl 專業化的警力來擔任防護之責 ，亦符合現代行政功能分工之精

水利警察之升遷管道與一般警政體系聯繫'亦會讓員警有輪調或放流水

利單位|邊1;需部門」的認知 ， 他們井井於行的水心態 I (1守的提 f ' 父在能做奸

水平!J警察保淺水資源的任務 ! 況且.般 l i幹 Ij步 ttt既採 I ' 為 lli土會的爐污染

8所在多布 ， 右讓其進入水平IJ保護的體系 ，難免布勾結不肖人士櫻取/1<資源

的惡行樂生 ，

本人克、仇，水利警察jfE比照財政部的海關緝私隊地位 ， 直接山水利部招

考 、 訓練及分槳 ，部分技能 nJ由警政苦代訓 ， 但jt調派 、 升遷應、山水利部泊

之 ， 警政署 1~必關連 n 讓其在具有高)史專業知識的條件 F執行水資源的保護

工作 ，想必我們的水資源防護工作可以址:凡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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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央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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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水資源協調會報

2. 經濟部 水資源局

3. 經濟部工業局

4. 經濟部 國營會

5. 內政部營建署

6. 交通部 航政司

7. 交通部路政司

8. 農委會 林務處

9. 環保署 水資源保護處

10. 水利處

11. 農林廳 水土保持局

12. 林務局

1 3. 環保處第三科

11. 住都處環工組

1 5. 地政處

河川再造研討會

地方

16. 建設局水利課

(工務局)

17. 農業局

18. 環保局

19. 地政局

其他

20. 各地農田水利會

21.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22. 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

23. 台灣電力公司

24. 各地區水庫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