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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總則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規範所屬各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
    署）在地溝通作業原則及在地諮詢小組設置及作業原則，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範圍為河川分署辦理之治理規劃（含檢討）及新建、整建
    或環境營造工程，原則不包含應急工程、搶險（修）工程、歲修工程、復
    建工程、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防汛備料補充工程及相關救災工作。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地方民眾，指涉及治理規劃（含檢討）或工程計畫範圍之
    利害關係人，並包括受影響之在地居民或民間團體、關切河川分署轄區內
    計畫推動之個人、民間團體、社群媒體、及地方或中央民意代表。
四、本注意事項所稱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辦理流程如附圖 1），定義如下：
    (一)在地溝通：係指河川分署邀集地方民眾、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相關單
        位等參與，經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探討議題對策，並將意見納入治理規
        劃（含檢討）或工程之活動過程。
    (二)在地諮詢：係指為河川分署透過會議形式，確認在地溝通意見納入治
        理規劃（含檢討）或工程之辦理情形，或協調整合地方民眾意見，提
        供後續推動建議方向。
五、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辦理時機為治理規劃（含檢討）時，或新建、整建或
    環境營造工程核定前。

    貳、在地溝通作業原則
六、河川分署辦理在地溝通前，需盤點地方民眾關切治理規劃（含檢討）或工
    程議題及所涉關係人及單位，並規劃適當在地溝通形式及內容。
七、河川分署辦理在地溝通得依據地方民眾關切議題性質邀請涉及之相關單位
    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等。並得邀請河川分署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參加。



八、在地溝通形式得以說明會、座談會、公私協力、工作坊、工作圈、共學營
    等實體活動平台，或網路平台等方式進行。
九、河川分署應於辦理在地溝通前於公開網站揭露相關資訊。必要時得通知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辦公處協助轉知議題所涉行政轄區之
    在地居民。
十、河川分署辦理在地溝通時，應妥予說明治理規劃（含檢討）或工程推動方
    向及內容（工程應說明設計理念及設計原則），以利與地方民眾充分溝通
    與對話。
十一、河川分署辦理在地溝通過程中如有反對意見，如不納入參採，應說明原
      因及理由。
十二、河川分署須蒐集各單位意見並詳實記錄過程說明意見納入或不納入治理
      規劃或工程參採情形，並公開在地溝通活動紀錄內容。河川分署於必要
      時得再辦理在地溝通。
十三、河川分署應責成專人為相關議題之溝通窗口，以加強與地方民眾溝通及
      對話。

    參、在地諮詢小組設置及作業原則
十四、河川分署應設置在地諮詢小組，以會議形式辦理，其任務如下：
      (一)聽取並確認治理規劃（含檢討）或工程於在地溝通各單位意見納入
          參採情形，並提供意見。
      (二)協調整合地方民眾意見，提供後續推動建議方向。
      (三)外界關切、重大案件或民眾異議之意見諮詢及協調事項。
      (四)其他本署交付之意見諮詢及協調事項。
十五、在地諮詢小組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置委員七人至十四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河川分署分署長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河川分署副分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河川分署
          聘請下列人員擔任之：
          1.由河川分署轄區內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派機關代表一人至四
            人。
          2.水利、水土保持、生態、景觀、都市計畫、環境保護或其他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3.民間團體代表二至四人。
      (二)在地諮詢小組委員任期二年。
      (三)在地諮詢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但依本點第一款第二目、第一款第三
          目及第十七點聘請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等得依照「中央政府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支領必要之費用。
十六、在地諮詢小組會議辦理原則如下：
      (一)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由各河川分署視需求召開。
      (二)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如無法出席，得由副召集
          人主持會議；如均無法出席，由召集人指定之委員代理主持，不能
          指定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持。
      (三)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得依會議議題性質邀請河川分署業務範疇內之規
          劃、工程、資產及管理單位，及所涉及之相關行政機關或地方民眾
          參加。
      (四)河川分署應於在地諮詢小組會議中報告在地溝通各單位意見納入治
          理規劃或工程參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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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河川分署應於會議紀錄詳實列入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及與會各單位所
          提出意見，並視需求錄案列表追蹤辦理情形。
      (六)如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及各單位提出意見分歧，河川分署應將意見納
          入參採或不納入參採之原因及理由列入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紀錄內。
十七、河川分署應建立在地諮詢小組人才資料庫名單，每二年更新一次，並得
      依討論議題性質，自人才資料庫挑選或另行遴選方式，增加邀請專家學
      者數人參與會議討論。
十八、河川分署應指定單一窗口（業務主管及主辦各一人），彙整在地諮詢結
      果及辦理情形。並應建立溝通窗口名單及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名單（格式
      如附表一），人員異動時亦同。
十九、河川分署如發生本注意事項第十四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須協調事項
      ，得逕提報在地諮詢小組討論。但涉及爭議處理案件應先辦理在地溝通
      後再提報。
二十、本注意事項第十五點第一款第三目規定之民間團體代表可參考其他關心
      河川分署轄區問題之民間團體，並以優先聘用在地人員為原則。

      肆、資訊公開
二十一、河川分署應於該分署全球資訊網成立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小組專區，
        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將以下內容資訊公開：
        (一)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相關法規。
        (二)在地溝通專區：
            1.治理規劃（含檢討）及工程議題、所涉鄉（鎮、市、區）及單
              位。
            2.在地溝通辦理形式、行程、活動過程及意見紀錄等內容。
            3.在地溝通議題之溝通窗口。
        (三)在地諮詢專區：
            1.在地諮詢委員名單、窗口名單及人才資料庫名單。
            2.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相關資料、會議紀錄及辦理情形表（格式如
              附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