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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制再現
工程手段不足以完成治水大業

台灣路危機

卡崔納颺風(Ka t rin a) 抽水機將水排出 。 原始設 也將持續密集增加， 美國 地區的地層下陷與地下水
災害即將屆滿兩周 計的抽水能力面對急速變 國土安全部門更進一步推 超量抽用有極密切的關聯

年，美國紐奧良 (New 化的全球氣候變遷，極容 演，這樣的變遷將造成全 性 。

Or l e ans)逐漸被哀悼的情 易因超過防範目標而不勝 球重大的人口遷移潮，直

緒籠罩 。 負荷 ，導致城市嚴重傷亡 接威脅到許多區域的生存 天災加人禍陷彰雲嘉入險

損失。 安全 。 可惰，國內對這樣 I竟

美國百年來最大天災 的警訊，仍然被政治環境 根據水利署資料， 彰雲

二00五年八月， 美國 抽水站排水防洪模式失效 的變動所忽略 。 嘉沿海地區過去二十年累

遭遇本世紀最嚴重的天 這種防洪系統聽起來十 積最大下陷量超過二公

災，單是路易斯安納州死 分熟悉，因為臺灣也使用 面對警訊台灣仍缺乏警覺 尺;目前地層下陷幅度雖

亡人數就高達一千五百七 同樣的防洪模式 。 抽水站 台灣究竟有多少地區類 已略漸縮小，但最大下陷

十人 。 此次災害也是自一 的功能，經常是每次臺灣 似紐奧良，屬於極危險的 速率仍然超過每年八公

九O六年舊金山大地震以 7]<.災事件後的檢討重點， 易受災區， 至今仍缺乏真 分 。 試想，這樣情況如果

來，美國史上死亡人數最 甚至是釀災主凶 。事實 體數據，也許是國內相關 未能加以控制改善 ，十

多的天災 。 據世界銀行估 上，造成臺灣史上國家社 領域尚未投入完整的研究 年、二十年後，難道這屆

算 ，經濟財產損失竟高達 會重創的賀伯颱風及納莉 分析， 也可能因為政治顧 地區不會比紐奧良更危險

一千兩百五十億美元 。 颱風水災，推究原因，都 忌而未曾公開發表 。 嗎?

美國紐奧良的悲劇不是 是因抽水站功能失常引起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台 再者，許多預測所言的

單一事件，它突顯了美國 的災變 。 灣地區地形陡峻 、 降雨強 海平面上升現象，雖然對

兩百七十公里的鷗風防衛 全球氣候變遷持續惡 度集中，每年颱風侵襲平 上升幅度的推估還未能一

堤防系統設計的構築缺失 化，根據聯合國的最新報 均約三 ﹒ 五次，豪大雨數 致，但是對海平面上升的

與防範目標等級的不足 。 告 ，其造成的影響深遠且 十次，平均年損失約一百 趨勢 ， 特別是對河口 三角

美國陸軍工兵圖 (U.S. 廣泛 。一旦面臨全球暖 二十八億元以上 。 洲、沿海低地與小島嶼國

Army Corps of Engineers)最 化、海水面上升、極端氣 民國九十四年的六一二 家的衝擊最為嚴重 。 國內

後為系統的設計缺陷，向 候事件頻率增加等威脅， 豪雨造成南部地區多處淹 同樣也有這類型的危險區

國人公開道歉 。 將造成海岸侵蝕加劇、國 水，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 域，例如:台北盆地本是

紐奧良的主要地區都低 土漸趨喪失 、 生態體系遷 里 。 目前彰化、 雲林和嘉 湖泊，靠著數百年來的逐

於海平面，最深達到海平 移或瓦解 、 水資源重新分 義沿海約有一千兩百平方 漸淤積而成， 再加上數十

面以下六公尺 ， 地域里盆 配，並連帶影響到人類活 公旦地層不斷下陷，外傘 年的水利防洪建設，才支

地地形， 每當遭遇濟沱大 動，其中包括產業及健康 頂沙洲也因為麥寮填海造 撐起數百萬人的居住與發

雨，防洪系統便連結多台 問題 。 大規模颱風的發生 陸工程而持續消失中 。 該 展 。 如果海平面上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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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卡崔納風災 ，重創i也處低蓮的美國紐澳良市 ， 因為防洪措施作得不好 ， 滾滾洪水整個灌進市區 。

有防洪1~1二水設施還能維持 治水策略所能負荷 。 四億歐元 。

多大的效果 ，就不無疑慮 由於美 國紐奧良的警 為因應未來的氣候變

了 。 惕，歐洲部份國家開始正 化，荷蘭人藉由整合性的

視全球氣候變遷的威脅， 調適措施(adaptation)與防災

現有治水叢略無法負荷 制定國家整體對應政策， 行動計畫(miti ga ti o n ) 、多功

以彰雲嘉富，中地層下陷 嚴陣以待國土流失、水災 能的土地使用及創新科

範圍較小的嘉義縣為例 ， 肆虐的危險 。 技 ，提出完整的國土規劃

沿海的東石布袋現況低於 策略，涵蓋農林漁業、能

平均湖位的面積就超過兩 歐洲國家記取紐奧良警惕 源、士地與生態系統的策

千兩百公頃， 低於平均高 荷蘭於二00四到二O 略擬訂，創造社會動力，

潮位範圍更超過了七千五 一二年間預計投資二 . 五 俾重新制定二十一世紀水

百公頃 。 合併考量地層下 億歐元，將目前的保護程 的管理政策。

陷與海平面上升影響，不 度提升到可因應未來五十

久的將來 ，這地區會有超 年的氣候變遷防護，水部 與天事地的荷蘭終要還地

過一萬五千公頃低於平均 門並預備投資全國每年 G 於水

高潮位 。 DP 的o . 三五到o . 四 荷蘭最後提出 「 還地於

屆時只要出現豪大雨， 六%(約十二到二十三億 水 J (Room for water)的大

相關區域必然將積撈成 歐元 ) ，當中包括至二O一 方向， 順從環境自然發

患 。 要對這樣的水文情況 五年從事於區域性水利系 展，改建現有的機場、港

加以防患，已經不是築堤 統調適的八 ﹒ 一億歐元 、 口，甚至於全世界著名的

禦水，或水門抽水等現有 河川海岸的調適二十三 . 鬱金香生產區，整個往內

陸挪移 。 這個浩瀚的計

畫，暗示了百萬人口的大

遷移，以及荷蘭政府破蓋

沉舟的決心與魄力 。

反觀臺灣的溫室效應 ，

成長率是全球平均值的兩

倍，面對的潛在危險更甚

於其他國家兩倍不止，目

前的臺灣卻仍迷信工程手

段可以完成治水大業 ，試

問水利署八年一千四百一

十四億的治水預算規剖，

是否有考慮全球氣候變遷

的因素，是否有用更宏觀

的角度來思考，面對問

題?預算執行完畢之後，

臺灣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

全球氣候變遷醜釀而生的

災變?

我們期待臺灣政府能夠

將眼光放遠 ， 不要一昧盲

從過去的傳統方式，應從

固有的工程思考模式 ，提

升成非工程的思維 。 所謂

非工程的思維，是透過國

土規劃的完整策略，結合

地理環境條件與產業發

展，維護自然環境及水文

生態，成就永續的治71<-基

業，並且透過公眾參與，

形成全民政策，最後落實

執行 。 面對全球暖化的威

脅，這將是新世紀台灣執

政政府最重要的任務 。

(作者為臺灣大學土木系

教授、時報文教基金會河

川保護小組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