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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羅文琴
連絡電話：04-22501234#234
電子信箱：snoopy57@wra.gov.tw
傳　　真：04-22501466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經授水字第113600187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第33次會議紀錄V1.odt、第33次會議簽到表.pdf)

主旨：檢送本部113年10月7日「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第33次會議紀錄，請查

照。

說明：依據本部113年9月30日經授水字第11360018090開會通知單

賡續辦理。

正本：賴召集人建信、林副署長元鵬、陳總工程司建成、林委員連山、林委員煌喬、詹
委員明勇、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環境部、農業部、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經濟部水利署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總收文

113533419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複評及考核小組第33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 10月 7日(星期一)下午2時

二、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賴召集人建信(陳總工程司建成代)         紀錄：羅文琴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案由一：「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複評

及考核小組第 32 次會議紀錄，報請公鑒。(報告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說明：(略)

委員意見：

詹委員明勇：

    第 32次會議之臨時提案(案由一)曾由林連山、張良平委員

提及「非對稱工程防洪治理」的處理方式宜由水利主管機關單
位研擬相關說帖，以符合治水原則，請幕僚單位在紀錄(決議)

應補充說明。

決議：確認會議紀錄，洽悉；下次會議召開時除附會議紀錄外
      亦請補充相關委員意見回復表。

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水道及都市區其他排水改善」

第五期第一批次增辦案件提案資料，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說明：(略)

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林委員煌喬：

一、提案說明四指出，第五期第一批次增辦「相關案件，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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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署均已完成現勘初評作業，確認實具都市排水改善效

益，且有其施作必要性，…。」原則尊重，惟下列兩項預

算，請再釐清：

  1.據第五期第一批次工作計畫書P.1及提案說明二指出，經

濟部彙整各部會工作研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

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06-114年)，總經費1,004

億元，其中內政部核列280億元，計畫第1-4期已核列

189.23億元，原計畫114年執行預算為90.77億元，因考量

各縣市政府執行量能有限，爰匡列33億元執行辦理(則預

算共222.23億元，與提案說明二預算共222.15億元，稍有

出入)，則請教所餘57.77億元，作何用途？

  2.據第五期第一批次工作計畫書P.5及提案說明三指出，本

次增辦執行案件計有86件工程案及29件設計案，所需計畫

經費13億5,141萬元。另依第四期計畫提報跨期案件經費

統計， 114年度已核列跨期執行經費為14億512萬5,000元，

加計本次提報經費共18億771萬8,000元，請教這「加計本

次提報經費共18億771萬8,000元」是如何算出？

二、根據113年8月22日行政院第3917次院會內政部的報告，

自106年7月辦理(下水道及都市區其他排水)各項治水工

程以來，截至113年7月底，已建設雨水下水道550公里、

新建及更新抽水站69座、新建滯洪池26座。未來在持續

協助縣市政府完善雨水下水道系統，提升都市防洪韌性

時，謹建議如下：

  1.鑑於目前各縣市都市計畫區下水道系統，係自民國68年起

所逐年辦理規劃完成，迄今年限已久，爰建議補助辦理建

設下水道系統與相關之都市排水改善時，務請將氣候變遷

都市發展及水文地貌的變化等因素納入考量，以推估逕流

量與排放量，並規劃相應的設計，以減低極端降雨可能產

生致災的風險。

  2.短延時強降雨往往造成都會區道路積淹水，建議切實檢

討凱米颱風造成高雄市區淹水原因，據以反饋檢視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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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畫目前補助方式及執行內容，有無須再精進調整的

地方。並請地方政府就易淹水點加強盤點下水道系統是

否順暢；同時，針對感潮地區的淹水情形全力協助地方

政府完成改善。

  3.確實落實水利法108年修正新增「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措施，因應氣候變遷及都市快速發展，務請依最新都市計

畫劃定之用地及使用分區類別推估逕流量，並於補助計畫

的工程項目提出相應設計，若舊有下水道系統規劃，經檢

討已無空間承納新增逕流，允宜評估以其他分擔逕流方式

(如搭配抽水站及滯洪池)因應，以減輕洪患。至於「出

流管制」部分，則應確實要求土地開發義務人提送出流管

制計畫書，向相關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4.最後還要提醒，「建設容易、維管難」，補助建設的同

時，仍應督促地方政府落實維護管理，以確保下水道、

抽水站及滯洪池的設施功能；建議可將維管工作的妥善

率，列為下期申請補助之評核指標。

三、第五期第一批次工作計畫書P.7表2「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下水道及都市區其他排水)擬辦工程改善

明細表」，以及P.65表3「(下水道及都市區其他排水)擬

辦設計明細表」已列有本次擬增辦各項工程的之「改善淹

水面積」及「保護人口」，建議提案說明可再補充本次擬

增辦89件工程及29件設計案的整體預期效益。

林委員連山：

一、P.1 所提原下水道及其他排水原計畫 114 年執行預算
90.77億元，因考量各政府執行量能有限，爰匡列 33億元，
尚未能執行之預算將如何處理?

二、第5期第1批次所核定的86件工程案件中：
  1.如需尚辦理設計發包等作業，則將佔據大量執行期程
  2.部分工程量體達 5-6000 萬甚至 9000 萬，如何確保可以在

明年度完成
  3.應了解有無用地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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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多項工程乃辦理設備之更新改善，因財產權及管理維護
均屬縣市政府，依規定可否由公務預算補助?

四、項次 5新北市中港東抽水站抽水設撈汙機僅使用 18年，
擬辦理更新，有無符合財產更新年限規定?

五、項次 20 辦理 4.8m*2.8m 箱涵頂板改善長 90m，需經費
3,240 萬元，每組造價 36萬元，單價似乎偏高(其他類似
工程之單價造價多未超過10萬元/m)。

六、29件設計案之補助經費每件都補助 100萬元，但工程量體
有差異，項次 9經費需求約5.5億，項次13約 5百多萬，
請說明補助依據。

詹委員明勇：

一、國土署第五期第一批次工作計畫核定 29個設計案，其預
定工程款項介於 5.5 億到 5 百萬左右，但各工程均編予

100萬之設計費用是否合理，請國土署再思索本案設計費

核定之妥適性。

二、原規劃國土署核列280億預算，由1-4期已使用189.23億，

若第五期僅編 33億，請國土署在工作計畫補充說明尚餘

57億經費如何處理?若繳回則有執行率爭議，若移用其他
標的宜補述。

三、國土署第五期第一批次擬辦工程項次 20、21、22 等三件

箱涵頂板改善案單價是否合宜，請國土署再研析檢討。

 
決議：

一、本案所提報內容經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審查會議評核通

過，所報工作計畫請依各委員意見及本次會議結果修
正，並重新檢視各案件經費之合理性，再依程序提報

內政部於計畫預算額度內核定。

二、請執行單位與廠商簽訂合約時應列明本計畫「114年
預算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政府

採購法第64條規定辦理」。

三、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修正相關提案資料，並於本案紀
錄文到一個月內，將各委員所提意見及決議內容辦理

情形回復表提供幕僚單位彙整，以利納入下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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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114年度應急工程工作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說明：(略)

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林委員煌喬：

一、106年起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依照「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積極推動

各項地方治水建設，針對各河川、區域排水瓶頸渠段及

高風險淹水地區優先投入資源，透過評核機制及嚴謹審

核後再以推動。歷經凱米颱風的洗禮後，我們盤點各縣

市過去淹水熱點，淹水面積都已顯著減少，淹水時間明

顯縮短，淹水深度也較以往降低，顯示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確實已展現成效。惟因應氣候變遷，全國各地治水工

作仍需持續推動，由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才能建立安

穩、安全家園。

二、 為因應臺灣未來面對極端降雨的治水策進作為，行政

院未來計畫將透過「水及流域永續推動小組」跨部會整

合，逐步落實流域系統性治理之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在地滯洪、第二道防線、村落圍堤及非對稱治理等水利

署規劃擬推動的措施，再搭配AI浪潮強化科技防災技術，

使未來治水管理工作將更為完善。

三、114年度應急工程經各縣市政府總計提報340件，案經各河

川分署邀集學者專家現勘後，提經水利署初審會議，同意

辦理應急工程56件，總經費合計8億2,396萬3,000元，原

則同意，惟請再強化下列事項：

  1.工作計畫書及提案說明，請再摘述本次擬辦56件工程，是

如何擇定出來的，是即交代其衡量指標或勘評原則，俾能

展現選擇考量的公平性。

  2.允宜再強化各案件工程擬辦原因及實際需求說明，以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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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屬排水系統之位置；尤其所作之改善工作，是否確認

與所屬排水系統整體規劃成果相容(絕不能與治理計畫捍

隔)；或其工程與該地區排水系統銜接的關聯性、必要性

及重要性等。

  3.各項應急工程，應再推估流域逕流量，據以嚴謹規劃「逕

流分擔」，除了著重於渠道改建、調整水路線型、新建渠

道及跨渠構造物改建等，提升渠道防洪標準等水安全能力

使治理後的水道足供承納新增逕流外。同時，應考慮可利

用公有地區域，讓水岸土地利用有更全面的構想，再深入

思考解決本次擬辦理工程河段面臨課題的調適措施與土地

配置，並據為本次擬辦理工程內容規劃設計的重要參考基

礎。

  4.同時，應點出本次擬辦56件工程個別的預期效益，除了提

及改善河川及排水長度的公里數、抽水機組、閘門及橋梁

改建座數外，可再列出各項治理的「保護面積、人口數」

是即對「逕流分擔、承洪韌性」的貢獻，建議各項規劃辦

理案件，可再統計比較建設前後的新植栽綠化面積，以及

生態、棲地環境的友善設施等，以凸顯工程的必要性，並

能柔化建設成果。

  5.應再提醒各縣市政府：「應急工程仍有可能對生態廊道及

既有植被產生影響，仍應辦理相關生態檢核作業」。「水

與安全」雖應最優先考量，且走在前頭；應急工程雖有剋

期完工的壓力，應趕緊建設完成，但該快的可快，如用地

問題、相關測設、管線協調、無涉生態環境保育議題的地

上物處理及上網發包等作業；不該快的，還是不能急就章，

還是得做好生態檢核工作。故應趁本次河道的施工，儘量

地強化生態友善的設計，順勢加以改善，以奠定「水與環

境」的生態基底，避免未來推動「水與環境」建設時，河

道又得二次施工所造成的不經濟及對環境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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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連山：

一、雲林縣及嘉義縣均屬113年度水利建造物維護管理評比排
名非直轄市部分的前四名，惟雲林縣提報77件僅核定3
件(5,500萬元)，嘉義縣則提報116件，核定15件(1.86
億元)，相關核定的件數與經費似有偏低。

二、各縣市政府提報之單位造價仍有相當落差，建議再全面檢
視後精核。

詹委員明勇：
一、請水利署補充陳述各受補助單位歷年應急工程的執行情形，

避免部分縣市政府執行率偏低，造成行政單位的負擔。
二、2024年 10月 7日水利署簡報P.3呈現同意56件，總金額

6.56億，但簡報P.4又有 113年增辦工程，該圖顯示113
年增辦金額可能不下於114年核定金額，請水利署補充
113年增辦之細節和經費處理方式。

決議：
一、本案114年度應急工程請經濟部水利署督導各縣市政

府確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相關生態檢核作業。
二、本案所提報內容由經濟部水利署初審會議通過，所報

內容請依各委員意見及本次會議結果修正後，再依程

序提報經濟部於計畫預算額度內核定。
三、請執行單位與廠商簽訂合約時應列明本計畫「114年

預算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政府

採購法第 64條規定辦理」。
四、請經濟部水利署修正相關提案資料，並於本案紀錄文

到一個月內，將各委員所提意見及決議內容辦理情形

回復表提供幕僚單位彙整，以利納入下次會議。

八、臨時提案：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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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複評及考核小組第33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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