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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水下水道現代化指標
台灣污水下道現況與願景
文/張瑋 、 周曉情 

..L、灣的河川污染問題相

仁] 當嚴重，解決河川污

染最重要工作就是興建污水

下道，目前國內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卻只有七 ﹒ 二%'甚

至比馬來西亞、印尼及肯亞

都落後 。

針對這個問題，在去年時

報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水

的關懷-2 1 世紀的海島願

景 」 研討會上，經建會副主

委張景森代表政府承諾，在

未來四年內將斥資五百億元

興建污水下水道，將污水下

7.)<.道普及率提升到十七% 。

今年，為了鼓勵地方推動

國內污水下水道建設，行政

院果真付諸行動，決定大幅

提高污水下水道興建補助經

費到九0%以上，其中南投

等十一縣，將由中央全額負

擔，只要地方政府能做多

少，就編列多少，污水下水

道興建費用沒有上限 。 此外

為使民國九十年至九十三

年，四年之內污水下水道建

設普及率達到十七%的目

標，行政院除同意斥資五百

億元外，也同意將用戶接管

費用列為工程建設經費，由

中央全額負擔 。

看到政府高效率的推動成

效，我們除了肯定與欣喜

外，時報文教基金會特在今

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辦 「 台灣

污水下水道發展願景座談

會 J '進一步針對台灣污水

下水道建設現況與願景、 污

水下水道的功能效益與營運

財源、地方政府推動下水道

建設之瓶頸，以及如何促進

全民共同合作推動下水道建

設改善環境，提升國家形象

等議題進行討論 。

座談會由時報河川保護小

組顧問，中央大學環工所教

授歐陽帽暉以及時報河川保

護小組召集人林聖芬共同主

持，邀請經建會副主委張景

森 、 成大環工所教授溫清光

以及台大土木系教授郭振

泰、新竹市市長蔡仁堅、 立

法委員趙永清 、 立法院永續

發展促進會會長賴勁麟、 營

建署副主任蘇憲民、台中市

政府建設局長廖德淘、台北

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主

程處長胡兆康、環保署水保

處簡任技正蔡鴻德、與會 。

以下是座談會重要講話.

林聖芬 :污水下水道的建

設是國家現代化指標，目前

台灣正在轉型階段，因此污 

水下水道的建設是新政府應

努力克服的課題 。

歐陽帽暉 : 要發展知識經

濟，就必須加速污水下水道

建設 ， 改善生活環境 ，才能

吸引更多專業技術人才根留

台灣， 希望中央、各縣市政

府及民果都能夠配合 。

張景森: 我國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在四十六個被評比國

家中排名三十八，但建設下

水道相當花錢卻看不到績

效，因此常遇以下困難 : 第

一 、 各縣市政府財源措掘 ，

經費不足;第二 、工程不易

展現政績，地方首長配合意

願不足;第三 、中央及縣市

下水道組織人力未臻健全 ;

第四、用地取得不易 ， 影響

工程推動; 第五、用戶接管

施工不易 ， 普及率難提昇 ;

第六 、系統龐大，工程效益

無法立即彰顯;第七、下水

道法相關規定不足 ， 影響發

展等 。 不過對於這些問題，

政府有以下政策: 一 、中央

寬籌建設經費或考慮成立污

7.)<.下水道基金， 專款專用;

二 、 工程採小系統規畫 ，儘

量不跨越行政轄區，並優先

規畫都會區及水源區; 三 、

考慮成立下水道事業團從事

技術輔導;四、推動下水道

多功能目標功能計畫 ，例如

污水處理廠可做綠美化;

五 、建立下水道使用收費制

度; 六 、加強技術研發及人

力培訓;七、加強對各縣市

政府及民眾宣導 。

蘇憲民: 目前台灣地區除

北、 高兩市已完成污水下水

道系統規畫外，台灣省已完

成六十一處系統規畫 ，目

前政府已花費九百多億投資

在污水廠、 主次幹管 、分支

管網等建設，未來還需要中

央大力支持 。

蔡仁堅 其實新竹市配合

的意願相當高，但執行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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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台灣污水下水道發展願景」座談會，針對多項議題進行討論 。

配合，以加速推動該項建一品困難，如環保團體抗爭

設;此外，政府編列預算應等 。 此外，建設下水道相當

將經費撥給有;L;、做該建設的花錢 ，對地方是很大的負

擔 。 縣市， 要達到十七%的目標

廖德淘 : 台中市目前污水 較易 。

趙永清 . 污水下水道建設下水道普及率僅o . 七%.

但是目前基本建設已差不 已成各國進步指標 ， 建議加

多，只待加強接管 。 在執行 強向民眾宣導、徵收水污

費 ， 專款專用 、 培訓專業人上也面臨一些問題，包括接

管線時面臨交通問題、行政 才 、 中央補助應依比例補

流程繁瑣冗長等 ，都希望中 助， 鼓勵地方重視此建設 。

央主管機關能協助解決 。 賴勁麟 :針對地方財力不

胡兆康: 建議主管機關將 足，建議中央應全額負擔補

建築法規與污水下水道法相 助，但應提出考核計畫，並

定期公佈結果，讓地方的壓

力來自於民眾 。

蔡鴻德: 世界各國河川整

治都已走向民眾參與的方

式 ，國內也應由民眾加強監

督 。

溫清光 : 建議污水處理廠

用地應多使用公有地以減少

居民抗爭， 其次應實施人員

講習，編列技術規章 ，以加

強人才素質 。

享ßj辰泰: 地方政府人力不

足應檢討，應將顧問公司視

?為夥伴協助政府;應加強研

發工作，國內畢竟與國外不

一樣， 主管機關應重視相關

的研究報告， 一定要做到付-

費制度， 因此民眾教育是很

重要的 。

過去下水道因屬看不到的

成果的 「 地下建設 J .政治

人物不願去做，但下水道是

未來相當重要的公共建設，

要推動 「 地下化工程 J .就

要從下水道整治開始，因此

為了持續關懷台灣的水資

源、拯救台灣的土地 . I時報

文教基金會秉持著追蹤與報

導的職責也將永不懈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