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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資源並重雙管齊下

壹、水保護區合理劃設管制

本文作者對於台灣地區水源水質保護之法制予以深入之探討，並對當前

水源水質保護法制提出下列之檢討 :

1 .飲用水管理條例對水源水質保護區的劃定程序並未明定，今後劃設時

應、追求合目的性與合理性，以達保護區功能 。

2 . 水源保護現有飲用水管理條例 、 自來水法、水利法、水二TfRf寺法雖皆

有規範 ， 且劃設保護區 ，惟執行機制各機關配合不夠 。

3 . 水源區保護為符公益，而犧牲少數人權益，惟對利害關f:J 〈 產保障

、補償機制及程序參與有欠周詳 。

4 . 飲用水管理條例與自來水法施行細則對保護區禁止事項不同 ，造成法

令競合與執行困擾 。

5 . 利用精省的變動 ， 重新對中央與地方職權進行合理規畫 。

(另針對當前水源水質保護政策與法制提出建議如次 : ) 

1 . 法律與機關之最大幅度整合仍應考慮 : 水源水質保護的法制與組織更

大幅瘦的調整，或許在大環境上較可行 。

2 . 進一步提升水源水質保護區劃設之程序理性與公信力 : 依自來水法劃

設的保護區面積過於龐大，應、循飲用水管理條例，另訂較理性程序，

從環境影響評估的立場 ， 重新劃設較具公信力保護區 。

3 . 管制手段應力求多元調和 : 採用開徵水權費及利用相關團體參與 ， 以

達到管制手段 。

4. 建立分給分區管制:採用禁制區、管制區、防制區等，從嚴到寬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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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配套措施 。

5. 補償與參與等衡平機制應受到更多重視:對少數犧牲者補償，應、站在

公益與私益的重要平衡措施，且合理設計參與機制，以降低抗爭。

6. 管制內容之變動應能做配套設計:現有各相關法令對保護區管制內容

應相互協調，使水源管理能有配套措施。

作者所提對水源保護之法制面及管理制度而言，切中問題核心，並提出

治本之法，實令人欽佩，筆者謹就自來水法主管機關立場提出未來水源保護

區之看法如下:

一、合理檢討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本文作者已於建議事項提及水源區應、合理劃設，按照自來水水源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劃設原則及方式，係以自來水事業取水口以上集水區面積為範

圍，並以天然山地稜線為界線，未來保護區檢討劃設應考量地形、坡度陡緩

、人口分布、產業、水量、流域污染負荷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管制事

項之能力等，以確實達成兼顧水源涵養及當地民眾權益之劃設目的 。

二、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利用採分級分區管制

本項作者亦於文內提及，茲為永續利用水資源並防止天然、人為之破壞

、污染，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利用管理，應結合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

並依水體涵容能力，建立水源區土地分級分區管制計畫及開發許可制度。將

水源區土地，依對水源影響，區分為 :

(一)水岸緩衝區(指距離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離一千公尺之範團) : 

區內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切開發整地行為。

( 二 )取水口緩衝區(指取水口上游一公里半徑內集水區及下游半徑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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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區內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切開發整地行為 。

(三)一般管制區(指距離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離一千公尺以外之水源

保護區) :其開發管制應依自來水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事項管制 。

三、設立水源保育基金，建立回饋機制

為積極保護水源，減少水源區管制帶給居民之權益損失，以降低水
源保

護工作之阻力，應設立水源保護基金，其基金之籌措應採「使用者付費」之

原則，向水的使用者收取費用，以辦理補償居民損失、收購重要土地、協
助

居民轉業或改善產業之環保設施、設立水源區下水道及廢污水處理設備
、補

助社區醫療、教育、文化活動等工作 。

四、採用「水源特定區」劃設方式，結合土地利用管制，以發揮管

理效果

水源保護結合土地使用管制，乃杜絕水源污染之最有效方法，現經政府

劃設為 「 水源特定區」者已有「台北水源特定區」、「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二

處 。 未來政府對於重要之水源保護區，應、採都市計畫畫1設「水源特地區」之

方式，加強管理水源區內之土地利用 ，對於特定區內受限居民之權益 ，於 「

自來水法 」 第十二條之一 ，明定予以賦稅減免及協助地方建設等回饋措施，

現依據該條文第四項規定，訂定完成「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辦法」

'以為特定區內協助地方建設之依據;另依據該條文第二項規定，訂定「
水

源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標準 J '以為特定區內賦稅減

免之標準 。

五、設荳專責機構，以利事權統一

現行台灣地區除台北水源特定區外，水源保護區尚無專責管理機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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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來水事業機構配合各管制事項主管機關執行保護工作，致保護工作不易

顯現效果，為求事權統一 ， 應設專責管理機闕，負責水源區內管制事項之執

行及土地使用管制等工作 。

六、加強教育宣導，提升氏眾水源保美意識

加強推動教育宣導，以改善民眾維護環境清潔之認知，提升企業之社會

責任感，以使全民皆有保護水源之觀念，方可使水源保護工作更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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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土合一環保經濟相容

水為生命之泉源，產業之基礎，台灣本有豐富且良好之水資源 ， 然近年

來水資源經營己面臨許多之問題，本論文於幼華教授以嶄新之包圍式論點 ，

由整體資源永續利用之觀點 ，切入探討台灣水資源經營之難題，並對國內近

年來資源經營困境引出「環境症候群」 一名詞，並歸納各種問題以 「 資源匿

乏」及「資源劣化」 二現象表徵之 。

所謂 「資源霞乏」就水資源、觀點而言 ，除因水庫地址有限及開發環境困

難致「開源 J 不易外 ， 現行水價無法合理反映成本 ， 而被眾人浪費 ， 實為水

資源匿乏主因之一。 而 「資源劣化」之肇因主要為河川上游集水區因工商業

發達 ， 致農地、山坡地 、森林地等土地開發 ，做壞水資源涵養且污染水質 ，

造成現行台灣地區水資源質地日益惡化之困境 ，針對資源劣化其解決之道 ，

誠如本文所述「只有溯源自其破壞及污染源頭下手 ，始能真正得救 」。 於教

授精闢創新之「環境症候群」立論，值得水資源管理者省思 。

為落實水資源永續利用 ，水資源之開發 、 使用及管理者皆應以 「不犧牲

後代尋求滿足其需求之能力 ， 而符合現實需求之發展方式」的永續理念來經

營水資源，除文中於教授所提之各項建議，本人再酌予補充以下淺見 :

一、水資源開發利用、國土政策、經濟發展及環境保這等相互配

A、﹒

如文中所述之 「三生 J 環境(即生活 、 生產及生態)並重為思考依據，

國家整體發展與規畫，應、考量水資源供應能力，且水資源開發均應以避免破

壞水系生態環境為原則 。

二、水資源開發管理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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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水資源開發管理，應設立一元化之專責機闕，整合有限之人力與

財力，負責統籌水資源運用調配及保育，以貫徹水資源政策與目標 。

三、提升用水效率、建立節水觀念:

為滿足不斷增加的用水需求，除不斷開發新的水源外，提升用水效率實

為最直接之方法，所謂提升用水效率係指在固有的水資源供應下創造更大之

效能，為達此目的其最有效之方法，除確實減少水資源輸送過程之漏失外，

並合理反映水價及提高水價之級距，以兼顧社會性及達成「以價制量」之節

約用水目標。

四、加強水資源保育之宣導及教育:

水資源係屬全體民眾所共享，水質良竄與民眾之健康息息相關，水資源

保育工作除由政府全力推展外，如何讓全民參與，實為根本解決之道，唯有

大家同心協力來愛護水資源，保育水資源，方能達成永續經營水資源之願景

。

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