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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 「 水資源組織之檢討」共有論文三篇 ， 每一篇對目前台灣水資源

相關問題都有深入的分析與檢討，並對未來政府主管水資源組織體系提出其

體之架構，提供政府寶貴之建議，貢獻良多，謹此向三位報告人表示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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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統一規畫有助水源利用 (柯三吉著〉

論文中水利事權分為水利主管機關 、 目的事業單位(即水利法所稱興辦水

利事業人)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三類，將現行制度及個
別職掌作詳細之分析

，從分析中發現目前行政體系有三項基本問題存在即 :

一 、水利行政層級低及單位過多 。

二 、水利管理事權不統一。

三 、水、土、林資源採行分管原則等 。 致水資源的分配與使用未見有效

整合，水利事務的執行牽涉過多機關，衍生決策上多頭
馬車現象，加上水、

土 、 林自然資源管理未能有效統合，產生行政效率無法提升，
資源難以有效

保育利用，達成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 。

論文中進一步從政治 、 經濟及公共行政層面論述水利事權重新統合之必

要性，並介紹先進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等之水
利行政組織型

態、職掌功能與運作特性，作為未來組織發展規畫之參
考，內容豐富有價值

。

柯副校長對未來組織之規畫，以漸進模式提出: 一 、現狀維持型 ; 二 、

現狀強化型; 三 、 中央強化型及四區域管理型等四方案 ，每一方案對組織地

位 、職掌 、 結構 ， 分別提出具體之架構，非常值得政府之參考 。 最後在結論

中強調有必要在制度及機關體制上 ，提升中央水利行政機關之決策層級，成

立直轄於行政院之「水利部」或「水資源總署 J )進行事權一元化之領導 。

在方案設計上四方案皆有其特色及優劣點 ，可任擇其一進行，在時間進程的

先後，以現狀維持與現狀強化為近程目標，中央強化為中程，
區域管理為遠

程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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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落實管理協調保育開發 (郭振裹著)

本論文對國內當前水資源利用與保育列舉十一項面臨的問題，作相當深

入的檢討，這些問題來自:

一 、經濟發展迅速，水、土資源需求激增，資源及環境超限利用 。

二 、 水利行政的不夠強化，管理未充分落實。

三 、人民法治觀念薄弱，違法行動防不勝防。

四 、永續發展觀念未達立，開發與環保難予協調融合 。

針對以上問題，郭教授提出水資源利用與保育的國際趨勢，有助於政府

及民間對環境與資源利用建立正確的水續發展觀念 ，並指導未來應努力的方

向，值得大家來重視 。

有關水利機構整合及調整，提出近程之中央與地方之分工合作建議 ，在

中央未整合一元化前加強中央水資源局之功能，在地方方面(省及縣級)有效

調配現有人力充實縣級之人力 ，適度提升課的位階，為縣一級單位，以加強

縣級水利管理 。 在中程方面， 重點在於整合中央水利職權，合併經濟部水資

源、局、農委會林業處水利科、內政部營建署下之自來水事業、都市下水道等

業務，成立直屬於行政院之水利(總)署，以統一中央水利事權 。 興辦水利事

業人，即農田水利會或自來水公司維持人民團體或公司型態，以增進效率及

彈性經營 。 另為提高水利科技以財團法人形式成立水利研究院，從事水利科

技發展與國際交流 。

政府如有進一步作行政改造，郭教授建議成立「環境及自然資源部 J ' 

整合職掌環境、水利及資源利用之有關部會業務，對國家永續發展有直接助

益，也有助於解決國內環境保育與開發間之嚴重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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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組鐵調整經驗現實並重 (楊錦訓著)

本研究從過去五十年來台灣水利事業的經驗與成就，探視水利現況問題

，對於每一類水利事業建設過程、現況及目前面臨的問題均有深入之研討，

收集資料豐富、完整，分析透徹 。 從分析結果可以明示因應經濟發展與社會

變遷，水利組織有必要調整，始能解決水利現況問題 。

本論文在水利組織方面，提出五項現行組織架構存在的問題，均需要在

組織調整時改進 。 另為借重其他先進國家之水利組織優點，介紹各國水利組

織並說明其優點，相當有參考價值 。

有關水利機關組織調整方面，楊教授考量延續水利事業五十年之經驗累

積，建議甲乙兩案，甲案建議行政院下設水利總署，以提升位階以利協調各

相關機關，加強水利事業政策之執行效率，其人力組成建議以台灣省政府水

利處為骨幹'以利經驗之傳承 。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功能維持，以達到專

業分工之目的 。 地方政府按現行職掌分配，依業務性質受中央主管機關督導

，執行中央水利政策，興辦地方水利事業 。 乙案考量國家整體水土資源之規

畫利用，於內政部下設水利署，其人力配置 、業務分工，與甲案相似 。 對所

建議方案均分別分析其優缺點，以供政府採擇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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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獨立建制有助仲我協調

三篇論文對於水利行政與組織真有共同見解之問題有下列數項:

一 、水利管理事權不統一。

二 、水利行政層級低及單位多 。

三 、水土林資源採分離經管 。

I!日、流域上、中、下分段分屬不同權貴單位 。

五、縣( r有) 水利行政人力、財力不足 。

為謀求事權統一 ，加強協調功能及提高水利行政效率， 三位報告人均一

致建議提升水利行政機構之層級，在行政院下設「部」或「總署」;至於事

權統一部分 ， 由於各報告人界定之水利事業範疇及業務項目不盡一致，因此

建議合併之單位與業務內容亦有些不同，惟均認為有必要統一事權，以加強

整體規畫，有效管理 ω 任何方式之組織調整，報告人均有考量現有從事水利

t作人員的專長 、 經驗及家庭生活因素，希望對工作人員衝擊減到最少，並

期盼工作人員對新的組織調整能予認同，促成向心力，如此才能發揮組織團

隊精神，為水利事業奉獻 。

本人拜讀三篇論文，增加不少見識，受益良多，茲參考三位報告人的高

見 ，借此機會提出一些個人淺見， 一併提請各位先進指教 。

水利行政管理體系的建制，需要具有:

- - 、適法或合法的目標管理規範與制度。

二 、分明的組織架構 。

三 、透明而有效的責任歸屬系統。

水是多功用的資源，尋常為特定目的的使用或控駭'以增進人民福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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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經濟利益 。 這些水資源的利用有農田灌溉與排水 、 公共給水與污水處理

、工業用水與廢水處理 、 發電 、 水運、防洪、排水、禦潮及生態環境保育等

等 。 形成多樣的水使用與控取活動 ， 亦集合成不同事業團體 ， 這些團體在組

織架構上成為水資源事業活動的營運層 COperat i ona l Level) ， 一般吾人稱

為目的事業單位 。 每一目的事業單位在適法的規範下營運 ， 以滿足使用者/

受益者(消費者)的需求 。 此一營運層直接服務使用者或消費者 ， 一般最適合

以公共事業 、 合作(社團)事業或公司組織等型態經營 ， 使其具有自治性及自

足性機制 ， 政府站在輔導或監督立場不宜直接介入營運 。 自治 、 自足性機制

需要透明而有效責任歸屬 ， 使用者或受益者本使用或受益付費之原則負擔合

理費用，營造者在使用者參與的組織架構下，負責執行最經濟有效的經
營 。

過去在農業社會時代 ， 人民生活窮困 ， 雖然有很健全的農田水利會組織 ， 可

以自治自足營運 ， 但基本水利設施的建設費用需仰賴美援或政府補助。如今

這個組織團體因社會環境的變遷及政治上的妥協 ， 破壞了自治 、 自足的良好

制度，享受用水而不付費 ， 有待導正 。 自來水事業目前有較健全之發展 ， 但

未建立財務白足的機制，亦有待改進 。 工業用水目前沒有自治自足事業團體

， 而依附在自來水事業內 ， 致造成令天工業用水供應 ， 發生嚴重不足現象，

有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水利主管機關共同研究建立獨立系統 。

水資源、利用活動項目中有一部分是屬於除水害的事業 ， 因欠缺自足機制

， 且受益對象 、 程度及效益評估不易明確界定與量化 ， 致在台灣一直由政府

直接掌理 。 惟有些先進國家 ， 由政府輔導併同用水事業組織社團管理 ，值得

借鏡 。

水資源活動在營運層運作當中會產生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可歸納為 : 一

、外部影響; 三 、 開放資源 ; 云 、 公共利益及四 、 稀少(供水不足)等 。 外部

影響會產生事業團體間之衝突 ， 上下游問之衝突 ， 無法自行解決 。 開放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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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法律上屬全國人民所有，水在開放空間人民容易自行取用或排放餘、廢

水於河川，造成資源不當的使用或浪費 。 公共利益必賴公平合理分配有限資

源，避免造成糾紛或抗爭 。 這些問題之解決需要建立統合的資源管理層的u-

pervisory Level ) 組織， 一般應以水系為單元作水資源流域的管理，因為水

是國家資源，這一層組織應由政府指定專責單位掌理，其層級宜由地方政府

，即省或縣(市)政府掌理 。 主要的任務包括水資源保育 、 開發、調配及水環

境保育 。 地方政府的分工可依循水利法第二章規定辦理 。 省政府目前正進行

精省作業，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又

規定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依此省

在水利法所交付之業務職掌是否維持，或劃歸中央，抑或由中央委交省政府

辦理，有待「地方制度法」或 「 台灣省政府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立法

後調整之 。 惟從水資源管理的基本架構上資源管理層應予維持，不宜廢除或

歸併到其他層級 。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增進人民福祉，國家水資源的永續發展，需要訂定

用水的相關法規，管理政策及永續經營的機制，在組織架構上屬於法律政策

層 CConstitutional Level ) 組織，以建立水資源管理的合法建制，其組織需

由中央政府指定專責機構負責，由於水是多功用資源，不宜附屬於部會之下

，以免水利主管機關附屬在目的事業主管之情事發生，目的事業機關問用水

之協調及紛爭之仲裁需要獨立之同位階組織 。 在三層組織架構中，法律政策

層是居於最高位階，有法治、有效力之政府要靠完善法律及正確之政策引導

，使管理層及營運層有良好的制度可以遵循運作 。

另外三位報告人指出水、土、林自然資源分離分管問題，本人建議在政

策層上，考慮、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擴大都市及住宅發展處業務，合

併內政部區域計畫、經濟部前水資源統一規畫及農委會林業政策業務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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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規畫處 J '整合水 、土 、 林資源辦理國土規畫 ，擬訂長期全國國土計畫，

引導國家長期永續發展。

以上提出個人對組織架構基本思考方向之淺見、一併供請各位先進參考

指教 。 評論中有錯誤之處 ，尚講三位報告人見諒，最後向三位報告人表示感

謝與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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