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推動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新創研究補(捐)助預算執行作業規範 」線上座談會意見彙整表
單位 意見 回應意見 備註

第一河川局

一、本作業規範建議提供簡單流程圖及 QA。
二、本作業規範附件二，在提案計畫書為正本
6 份，附件 2-1 為 20 份，建議釐清以何為準?
另附件 2-1 有列需光碟 3 份，建議併以釐清。
三、本作業係屬新業務，在督導考核部分，建
議可有相關規範提供河川局及水規所予以辦
理，並可讓各單位知道相關流程。

一、作業流程圖在本作業規範附件五已有
提供，另 QA部分，將於本會議綜整相關意
見後公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
二、計畫書提報應以 6份為準，光碟部分，
建議併同提供，以利後續行政作業。
三、在各單位執行成果流通部分，未來將
由水規所透過成果發表會予以提供，另督
導考核作業，在平時依需要再以共學方式
辦理督導考核作業，並非制式一定要以查
核會議方式辦理。

第二河川局

一、各補助對象申請時是由河川局收件，再由
水規所審查?
二、申請案件是否有相關範例可以提供?

一、依據本作業規範第七點:｢申請單位應
於受理申請期間檢附申請應備文件，具函
向本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或本署各河川局提
案申請。｣，爰收件部分提案單位可就近或
評估性質函送本署相關單位；後續則依性
質分有甲、乙類，分由河川局及水利規劃
試驗所督導。
二、本補助計畫在本署係為新興業務，爰
亦無相關範例，而河川局可參考委託服務
計畫書內容協助相關單位撰寫。

第三河川局

請領期末款 10%時，若成果未符合需求時，是
否有相關驗收機制。

依據作業規範第十一點，已有督導及考核機
制，囿本計畫為鼓勵新創意或公私協力，在
計畫執行階段應以共學成長。

第五河川局 一、為鼓勵大專校院優秀年輕學者踴躍積極提
案, 提供創新思維作為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策
略參考, 建議本項業務經費補助審查作業方式
能將提案人之經驗實績面向考量酌予降低 , 多
著重在想法及方法的創新度上, 鼓勵年輕學者
提案.
二、在經費補助會計科目方面, 建議採總包價
法之精神, 對於人事費及業務費之比例不過度

一、本新創研究補(捐)助計畫，確實為鼓勵
大專校院優秀年輕學者踴躍積極提案，爰
提案人經驗實績並非唯一考量，而係就計
畫內容為重。
二、經費編列部分，則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署後續辦理相關審查會議，再予納
入評估辦理。



設限, 提供執行者較大之彈性空間.
三、本創新研究計畫之提案審查, 建議採簡報
發表或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審查過程建議納入
河川局承辦課室主管, 以利充分反映提案創新
內容在第一線業務之需求性及可行性.

第七河川局

計畫督導考核作業，是否由河川局辦理。 依據作業規範第十一點所列督導考核作
業，未來將依甲、乙類分別由河川局及水
利規劃所辦理，其形式不限。

第八河川局

防汛志工係由基礎教育再以成長，而河川局同
仁亦會與志工共同參與相關教育訓練，爰後續
此補助計畫是否可由防汛志工與河川局共學提
報辦理。

若符合補捐助對象之組織或團體，皆可提報
爭取，另在計畫書內容可由河川局予以協助
編撰，並提供本署目前已發布之規範及影
片。

第九河川局

本規範第九點經費請撥部分，第一期款於計畫
書修正完妥後函送承辦單位，經同意後，是需
經署同意，再以撥付?第二期款成果報告書
（初稿）至承辦單位，是否須辦理審查會議或
內部初審，再送水規所或署同意後，再以撥
付?第三期款是否如上再以辦理。

本新創研究補(捐)助計畫，並非屬委辦計畫
類型，爰應依甲、乙類承辦之河川局及水
規所分別同意及備查，而成果確認形式可
就個案性質調整，非制式以審查會議方式
辦理。

水利規劃試驗所

一、提案計畫書建議申請單位需提供電子檔，
俾利電子化處理及彙整。
二、查詢計畫是否二分之一雷同部分，建議署
內的委辦計畫系統開放查詢，另查詢的項目對
應申請的計畫書內容，除比對工作項目、計畫
內容外，另計畫緣由是否列入系統中比對、或
預期效益是否列入系統中比對。
三、要點檢討保存單據部分，會計法為保存 5
年，也建議考核督導時會同主計辦理。
四、成果發表會部分會配合署指示辦理。

一、所提行政作業上之相關意見，再予納
入評估及推動，而單據保存部分，確實應
請相關單位予以保存。
二、查詢計畫是否二分之一雷同部分，屆
時將請本署綜合企劃組在委辦系統上之權
限開放上予以協助。

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
(理事長／彭桂枝)

本新創研究補(捐)助作業，以 NGO的立場希望
可以有多的彈性空間推動，建議非以委辦計畫
方式辦理，因民間團體較無辦理委辦計畫所需
之周轉金，以利於計畫中呈現執行成果予以分
享。

本補(捐)助計畫，非以往委辦計畫性質，而
係由各單位集思廣益提出可擴大公私協力
及新創思維之補助計畫，惟在經費單據
上，仍應確實保留，以利後續撥付使用。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秘書長／柳詩盈)

一、請教水域環境營造是否得以包含水質改善
議題？以東港溪流域為例，流域防洪治理相對
成熟，惟水質情形仍須加強，若以水利署的立
場，建議將可擔任媒合角色搭建公私協力平
台，以協力水質改善作業。
二、請教一個團體是否一次僅能申請一個計
畫？
三、針對作業規範之「八、審查作業及標準之
（一）」，請教何謂二分之一以上與本署及所
屬機關近十年委辦計畫雷同？其二分之一訂定
標準是指申請計畫內容跟水利署及其所轄機關
之計畫內容做對比值？亦或是指申請單位過往
在水利署曾執行之計畫相互比較？
四、現今作業規範中關於經費編列項目較為廣
泛，其編列項目是否皆先由申請單位自行編
列？人事費用是否有要求佔總計畫比例之上限
額度？因勞務型或民眾參與相關計畫會較多屬
於人事費用。
五、本作業規範是指補助案方式辦理，此會涉
及到須提出核銷憑證以供水利署及主計單位審
核，由於第一期款是經複審計劃書同意後即能
撥付核定經費額度百分之七十，由於第一期款
階段尚未開始執行，如何提供支用單據以茲證
明？亦或是整年度計畫之支用單據於最末期請
款一併提供備查？建請與主計單位討論相關事
宜或調整第一期請款辦法。
六、建議主辦單位可考慮設置提案報告書總頁
數(不含附件)，以降低主辦單位審查及行政時
間壓力。

一、水域環境改善中，水質改善亦為重要
元素之一，故在提案內容及名稱雖有水質
工作外，其中得以媒合水岸環境提升及維
護管理工作為目標，以符合未來公告之課
題項目。
二、依據本作業規範，未有限制僅能申請
一個計畫，惟補助計畫經費有限，建議就
現階段提供本署業務需要優先申請。
三、本新創補捐助計畫，應排除目前本署
及河川局近年以委辦方式辦理之河川地認
養、維護或公私協力等相關計畫內容，且
委辦計畫本質與本作業規範補捐助範疇是
有差異。
四、有關經費編列部分，在本作業規範並
未有強制規定，惟提案單位仍應依相關規
定核實編列。
五、第一期款對於計畫初起恐無支用單據
部分，在本作業規範附件 3-6 係為請款必要
文件，其中分別有撥款數及實支數，在第
一期款將先以領據撥款 70%，同時依實際
單據填寫實支數，進而計算餘額數；第二
期款時則累計前次撥款數及實支數，並檢
視餘額數是否為 0，以掌控經費執行情形。
六、總報告頁數並未規定，屆時將依提案
計畫書內容核實審查，另提醒審查重點是
以著重在計畫內容，並非頁數量。

屏東環盟
(監事主席／陳長士)

一、單據保存部分，在經費撥付申請時，是以
提送單據正本，還是副本，另是正本保留單
位，還是副本，且是 5 年還是永久?
二、屏東環盟與七河局過去合作經驗，在橫向
聯繫部分，建議可透過其他相關計畫合作共同
完成計畫目標。

一、核銷單據部分，依據本作業規範第九
點(三):｢受補（捐）助對象應檢附收支清單
及各項支用單據結報；各機關於審核後，
得將支用單據退還受補（捐）助對象｣，故
應提送單據正本，同時副本自行留存；另
依同點(四):｢受補（捐）助對象應依有關規



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爰至少在計畫
結束前應於各階段妥善保存正、副本單
據。
二、若在河川局既有公私協力或認養機制
下可辦理項目，非屬本作業規範補捐助範
疇，則由河川局統籌辦理。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防災中心
(助理研究員／廖仲達)

經費編列部分，建議可參考科技部規定，以提
供河川局、水規所未來審查時應用。

本資訊可提供各河川局、水規所及相關單
位知悉，以利計畫書撰寫，未來本署再以
檢視評估是否提供範例予以遵循。

宜蘭大學

作業規範第 9 點-附件 3 中請款應備文件，第
1、2 期請款是否可免付補(捐)助經費明細表及
累計表，待請領第 3 期款時再一併檢送。

本項規定為利承辦單位辦理撥款及餘款項
統計、經費控管，故請依規範各期請款應
附文件檢附。

宜蘭惜溪聯盟

一、是否可提供年度調適計畫新創主題
二、預計何時可以開始接受申請，另外相關表
格是否可於網站提供 WORD檔（目前僅提供
PDF檔）。
三、申請案件是向水規所或當地河川局遞
件？？

一、依規範附件一，備註說明：每年擬定
之課題，由本署視需求決定並公布之，故
水利署將於近期公告主題於全球資訊網。
二、預計公告受理申請期間為 10月中旬，
為期 1個月。相關表格電子檔屆時將於網站
提供，以利申請單位提案。
三、依規範第二點說明，補助對象為(一)
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二)依法登記或取
得設立許可，且依其章程或目的可辦理水
岸環境相關研究或調查之非營利組織或團
體，且提案計畫內容屬在地議題。另第七
點說明，申請單位於受理申請期間檢附申
請應備文件(如規範附件二)後。
故申請單位可具函向水規所或河川局提案
申請。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一、規範二、補（捐）助對象（二）依法登記
或取得設立許可，且依其章程或目的可辦理水
岸環境相關研究或調查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
本會章程中述明「提昇景觀專業知識...推廣景
觀意識及永續環境...觀念」，其景觀範疇包含
水岸環境景觀，但未有明確之「水岸環境」之

一、國內有些非營利組織或團體宗旨非與
水岸環境維護相關。惟該非營利組織或團
體曾有辦理水利署或所屬機關與水岸環境
有關之委辦計畫之經驗。故請申請補(捐）
助單位檢具曾辦理水利署或所屬機關與水
岸環境有關委辦計畫之證明，作為可申請



文字，是否能申請本補助，需請 貴署認定景
觀學會具「提升流域環境品質及水利環境亮
點」之提案資格。
二、附件一、計畫領域範圍「流域公私協力環
境營造」：建議可增加 貴署各河川局之「自
辦設計案件，提供景觀生態整合營造之技術協
助」。

補（捐）助之依據。
二、規範附件一，計畫領域範圍另含“其
它“，故貴單位如有景觀生態整合營造之
新創技術研究，歡迎提案申請。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非常感謝 主辦單位對河川之痼疾，開始望聞
問切，冀盼透過 CGSS 方式，能夠為苦難的流
域 眾生，帶來無限曙光。 ㄧ、上游段： 1、
台灣地質年輕，山高地陡，河川短促，加上人
為墾建，每逢颱風暴雨 西南氣流或滯留鋒 
面，每每造成山崩地滑土石流，導致滅村 人
亡 路毀 橋斷，農漁作物泡湯。 2、河川底
床，經過長期之土石淤積，使《基流量》降
低，水域生物受到嚴重衝擊；並使流 路改
變，洪峰沖毀護岸或堤防，所經流域，一片汪
洋，人命 財務損失慘重。 3、陸域 水域棲地
遭受破壞，台灣《原生種》林相減少，《瀕危
或特有種動物》消失…。 二、中游段： 1、
高灘地開始出現，未經墾殖的灘地，呈現生物
多樣性樣貌，但鮮少人做過完整的生物調 
查。 2、流域兩岸聚落與工廠密集，農業經濟
旺盛，生活污水 工業排廢 畜牧業廢水 農業
化學殘 餘，經過坑溝 支流，相繼排入主河
道，造成生態浩劫 。 3、由於河道底床墊
高，如遇強降雨，護岸或堤防經常潰堤。 
三、下游段 1、工業區 工業聚落遍佈，開始
溶入各區域排水線之各類排廢 2、都會區生活
污水 市場＆廠場排廢，大量污染河川，甚且
有《建築剩餘》出現，經常發現 《魚群暴
斃》，河床到處可見魚屍漫流… 3、水域生物
多樣性嚴重不足。 如上所陳，可以透過本計
畫經費，做多面性之調查。 至於人文 歷史 
文化 景觀之層面，更是流域之靈魂。我們擬

有關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提及「一、上游
段…二、中游段…三、下游段… .如上所
陳，可以透過本計畫經費，做多面性之調
查。 至於人文 歷史 文化 景觀之層面…
擬結合《台南環保聯盟》，做更深入之勘
查與研究…早日達成河川好水美水近水親
水之目標。」部分，請台灣水資源保育聯
盟於水利署公告受理期間，依作業規範辦
理提案。



結合《台南環保聯盟》，做更深 入之勘查與
研究，也十分企望【台南環保聯盟】能夠加入
本計畫案，早日達成河川好水 美 水 近水 親
水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