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水與安全

複評及考核小組嘉義地區訪查暨現勘會議紀錄

訪查地點 嘉義地區 受訪查機關 嘉義縣政府

訪查日期 110/10/6 訪查分數、評等 82分  甲等

結論與意見 訪查意見

施進村委員：

1. 請列表說明納入本計畫辦理各排水之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公告情形，

並檢視所辦理各項工程是否依治理計畫（或先行劃設說明）辦理後妥

處。

2. 水質保護採擋排水設施，究如何辦理﹖成效如何﹖請具體敍明。

3. 北中林排水榮通橋下游治理工程，因集水區範圍有保育類動物諸羅樹

蛙，擬採用廻避措施，保留既有竹林棲地，方向尚屬正確，惟因竹林易

阻水，宜注意生態保育與防洪應取得平衡，即應檢討保留竹林渠段通洪

斷面是否足夠﹖若有不足，宜在不干擾竹林棲地之前提下，辦理適當拓

寬，以維安全。

4. 治理規劃在第一至第三批計核定 15件，為何迄今均未完成﹖有何趕辦計

畫﹖請具體敍明。

5. 第一批北中林排水榮通橋下游段治理工程，迄未發包，請說都市計畫變

更目前之辦理情形，及擬如何排除障礙儘早發包施工﹖

6. 所擬長期對策，擬在沿海地區廣設抽水站及滯洪池，惟後續擬如何建立

完善之維護管理制度（含維護經費籌應）﹖以利上述設施發揮應有設計

功能，請具體敍明。

7. 工程敏感度計分為 A、B、C三級，各有其現塲勘查頻率，請列表說明實

際現勘情形及其成果。

施月英委員：

1. 資訊公開，應加強改善：

(1) 民眾最在意的河道清淤

A. 成效：清淤河段的前後 PO文。

B. 未來規劃：預計清淤河段及可能產生土方的堆置。

C. 民眾要如何通報清淤與機制？

(2) 水環境建設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涉及公共的利益災害，因此不適用

資訊公開第18條，而是依法要資訊公開。

(3) 建議擴大民眾參與，請善用 FB、Line、youtube網站等宣傳。

(4) P50，政府資訊公開網站，並未見相關工程的會議通知、會議紀錄、

生態檢核調查報告、聯絡方式、點閱數、資訊更新等等

(5)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在中研院研究資料寄存所，但是縣府網站是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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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到把資料放在這裡，要改善。

2. 民眾參與，應加強改善：

(1) 1-6批共92件，但舉辦說明會只有 63場，顯然不足。若又涉及土地

徵收、住宅淹水、生態敏感區，舉辦說明會溝通協調更需要多次加

強。

(2) 對於淹水更為頻繁的鄉鎮東石、布袋、朴子都應加強舉辦說明會。

(3) 廣邀NGO生態環保團體與會：尤其涉及生態敏感區域。

(4) 主動網路電子信件會議通知，可以參考營建署，民眾可以直接網路登

記，以後只要會議政府就通知。

(5) 請問疫情升為三級以上時的民眾參與，建議廣用線上視訊會議，擴大

民眾參與。

3. 生態檢核，應加強改善：

(1) 生態檢核各工程階段執行作業：同時調查頻率應盡可能涵蓋各季，才

能知道工程施工後，到底有沒有達到落實，迴避、減輕、補償等措

施。表單要調整，提案核定、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都要全部勾選，維

護管理在施工自主管理及生態異常狀況處理有要勾選。

(2) 調查頻率於施工前只進行一次，顯然對生態檢核的落實是有認知上的

差異。生態調查在施工前應該調查頻率盡可能包括前四季，不然至少

也要兩季以上，乾、旱季，或者在潮間帶國家濕地的水鳥調查要涵蓋

冬候鳥或春、秋候鳥遷徙季，漲潮或退潮時段等。

(3) 請問在經過調整改善後，生態復育的成效是否如期？

(4) 圖的呈現：生態檢核與工程、流域分布及生態敏感區的位置關聯度。

(5) 應納入八掌溪中游重要濕地暫定區，這也是 IBA生態敏感區。

(6) 友善措施案場，P29有 16件，其中有多少案件是找生態保育團體參

與意見有如納入？

4. 面對極端氣候下，請問未來面對可能發生無電力供應下，又強降雨淹水

的防洪、治洪的預警原則措施是如何?。

5. 目前工程材料費用增加請問經費增加?%。

6. 滯洪池，建議多功能運用，未來這些水作為其他備用水源使用，尤其是

缺水時。

7. 沿海地區靠近海岸部分，建議試辦區不要再加高堤防，參考東南亞地區

沒有施作堤防，讓民眾不要住在這些嚴重淹水區域，否則面對後續極端

氣候更加嚴峻，財產損失甚至生命安全，災害風險會更嚴重，相較之下

沒有高高堤防或許會更安全，建議可以試辦看看。

8. 辦理情形的圖例表與執行情形，建議修正，圖例表分為：已改善、施工

中、已核定、待改善。否則圖示為已改善，但是表單卻還在施工中或發

包中。且施工中未必是已經改善好。

9. 簡報資料：

(1) P7、8，的第16案，及 P9、10，的第4案，都試圖表示顯示執行中但

執行明細表在執行情形是寫已完工，所以是執行中還是完工了?。

(2) P12，第四批，第8案，為何現在才發包？

(3) 營運管理計畫維護項目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建議淹水熱區的東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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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朴子社區擴大參與，資料只見東港里、南崙村、北崙村，盡可能

加強社區參與宣導。

(4) 媒體輿論及文宣收集：建議有成效就可以主動把資料公告，也可以自

己報導宣傳成果。

(5) 歷次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A. 那些工程有納入設置感知器？

B. 清淤頻率是否未來規劃增加，依據氣候變遷。

許少華委員：

1. 請儘量以「成果導向」來顯示前瞻的功效，如相同的降雨（或近似條

件）所減少的淹水面積、淹水深度以及淹水時間。

2. 「前瞻」須看到未來，即 Vision地層下陷會持續，氣候變遷會加劇，海

水面會再提昇，故藉鏡蘭這個三分之一土地低於海平面的國家，嘉義縣

未來如何與水共生﹖應先思維。

3. NBS是個可參考的方向，如雲林褒忠的有才寮滯洪池一般，不一定要用傳

統的滯洪池來設計。且排水道與滯洪池如何溶入自然，不要取直線，用

透水混凝土，儘量以草坡、土堤等代替垂直護岸等等，且利用土地來遲

滯地表逕流等等。

4. 生態檢核應將排水視為生態廊道網絡來看，須看其在低水、中水、高水

時生物可利用的價值，因此植被、灌木或樹木的沿線保育是個重點。

陳中憲委員：

1. 受訪機關簡報：

(1) 嘉義縣政府103年〜110年間執行約 460件工程或工作，執行經費約

162億元，在人力有限情形下，人均工作量極大，惟執行績效仍顯卓

著，實屬難能可貴。

(2) P.6治理工程第一批次除餘 1件辦理用地取得中，其餘均已完工，不

知該件工程尚未完成用地取得，原因何在﹖並請積極克服困難，儘早

完成取得程序，以利接續發包施工作業。

(3) 嘉義縣排水路整治率迄今約為 41％，待整治經費約 350億元，惟因

目前缺工情形嚴重，工資工材費漲幅甚大，待整治經費是否已依最新

市價評估，請考量。

(4) 早期施作之圍堤，現存局部缺口如屬問題已可解決克服，予以優先改

善應屬經濟可行且效果能高度發揮者，建議優先列入短期解決方案改

善。

(5) 缺工、工資工材高漲、土方去化困難、招標不易等亦屬目前或執行過

程中遭遇困難之主要問題，建議日後可列入遭遇困難題綱內，予以說

明問題所在及貴府克服困難作為及努力，如有需中央協助部份亦可藉

此提出需求。

2. 生態團隊簡報：

(1) 有關生態檢核各項工作（如現地生態調查、生態檢核自評、保育措施

研擬、生態棲地評估、友善對策研擬…等），貴團隊與設計監造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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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商，負責工作分別為何，如何分工與合作﹖推動實務上有無發生

困難，如何克服與精進﹖建請補充說明並將經驗分享。

經濟部：

1. 請將歷次督導、查核次數、成績等彙整呈現。

2. 成果呈現除生態檢核外，應加強敍明水利工程相關專業作為，如特殊工

項之效能、防災減災之效果（如減少淹水面積、延遲及縮短淹水時間等

效益呈現）。

3. 本計畫屬前瞻計畫，建議後續規劃設計時可多採用透水材料或配合循環

經濟之材料，如透水AC、多孔混凝土、水庫淤泥混凝土及其鋪面磚及減

少水泥用量等設計，本部水利署相關施工規範如 03378章、03801章等

亦提供配比設計供參。

4. 關於所提缺工問題，本部水利署（工務組）去年曾辦理水利工程石工培

訓計畫,水利職人大賞等，完成後已將全台相關石工匠、優良工班、職

人資料，放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媒合區，可供參考。

交通部：

1. P.18淹水的日期為何﹖（P18-44）

2. P.52乙等原因及改善情形。

3. 目前整治率 41％已執行經費為何﹖350億的估算為何﹖

內政部營建署：

1. 營建署於前瞻計畫水與安全補助嘉義縣政府案件整體預算執行率達

83％，感謝縣府團隊辛勞付出，本署未來仍將持續協助縣府解決水患之

苦，也希望縣府團隊持續精進、努力。

2. 針對個別工程案件考核意見部份：

(1) 金興抽水站工程已完工，因 GIS檢核尚未通過而未能辦理結案，請縣

府加速辦理。

(2) 鹿草鄉 7–0號及 3–6號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為公所辦理案件，因當

地民眾對案件執行仍存有不同意見，須請縣府協助公所，以加速案件

執行進度。

(3) 新港公園抽水站工程，涉及本年度8月強降雨積淹地區改善案件，請

縣府團隊加速趲趕，期許於明年度汛期前能發揮抽排效能。

3. 下水道建設工程執行案件針對生態檢核調查方面稍有不足，須請縣府未

來執行加強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1. 簡報P19.港墘排水辦理情形部分，未將第 6批治理工程東石鄉洲仔村落

淹水防護治理工程表列及標示，請再協助修正。

2. P25.栗仔崙村落淹水防護治理工程未標示於圖面上，且西崙村落抽水站

抽水規模與 P74頁不同，請再釐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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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土地管理組：

1. 計畫第 1 批次~第 5 批次核列嘉義縣政府辦理 53件用地取得案、預算

8.15億元，截至 110年 9 月底已完成取得 49件，尚有 4件用地案未取

得，上述4件未完成之用地取得案，其中 1件為 107年計畫核列第 1批次

案件，其辦理期程逾 3年，爰請縣府儘速辦理，並就落後原因妥為分析

與研議改進作法，俾利計畫後續批次執行用地取得工作順遂。

2. 上述另外 3件未取得案為第5批次核列案件，因用地範圍線公告期程未能

配合用地取得程序，需俟用地範圍公告後，始能續辦陳報徵收作業，爰

亦請研議用地範圍提早作業可行性，俾利後續用地工作值順遂。至已完

成用地取得案，請儘快請款及辦理決算。

3. 有關簡報 76頁前次意見就土地徵收經費請調查詳實 1節，回應內容建議

補充估列方式與作法。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1. 嘉義縣政府數量已達 228台，故未在 110、111年度於「前瞻基礎建設水

環境計畫（水與安全）」嘉義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非工程措施－大型移

動式抽水機增購辦理，歷年皆會函文通知辦理本案，請縣府有需求可配

合辦理，並可視需要向本署申請防水擋版採購，以配合抽水機抽排水使

用。

2. 嘉義縣抽水機計有 228台，其中有五河局調用 93台，為落實維管用合

一，將請五河局與縣府協調後續作為。

3. 本署今（110）年度辦理嘉義縣抽水機抽檢狀況良好。

4. 其它非工程措施部份，如：淹水感測器、水情災情監測（水位、雨

量、CCTV等）、自主防災社區，則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P.45針對民眾參與作業，鑑於民眾意見之協調，影響工程施作之進程，

建議縣府針對民眾意見辦理彙整及檢視，同時簡報內容可針對意見內容

及機關回應內容加強說明。

2. P.49本計畫資訊公開部份，經查相關網站已完成建構，惟針對揭露資訊

部分，建議可以補充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等有關資料，同時針對更新頻

率或原則，建議可於簡報內容加強說明。另嘉義縣官方網站上之資訊尚

停留於 110年 9月分，建議檢視是否已更新需要。

3. 針對嘉義縣政府執行本計畫各案工程，相關查核成績雖甲等比例高，惟

針對乙等比例皆列 78分，且工程督導部分乙等亦接近 50%，建議可針對

考列乙等之案件，進行缺失統計分析，針對常出現之缺失請檢討辦理教

育訓練或研議改善方針。

4. 考量嘉義地區核辦工程量體較多，故針對縣府內執行機關之橫向溝通建

議加強，同時針對管線遷移部分，尤為重要，請研議管考機制，避免進

度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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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布袋鎮 P2抽水站新建工程」現勘意見

施進村委員：

1. 抽水機以 5X1.7cms 配置，其中 1.7cms抽水機較不常見，是否屬特殊規

格，請查明妥處。

2. 抽水機及柴油引擎前之螺栓凸出地面，恐成為不安全因素，請檢討改

善。

3. 2F樓梯出口平台高出地坪約 10cm，恐成為不安全因素，請予以改善。

4. 入流口箱涵牆，同一高度有 7個連續鑽心孔，恐形成局部弱面，請檢討

改善。

5. 電子顯示版標示不清，請詳細標示水位、抽水量等資料，並建議水位達

起抽水位，宜有警示提醒。

施月英委員：

1. 水位展示3處，未標示何處的水位，應補標示。同時將監視器水位畫面

放在下方。

2. 控制室：補 SOP文字展示及緊急聯絡人。

3. 生態池植物綠化不足，可營造吸引水鳥，周邊都是田菁雜草，建議種植

蜜源植物、喬木、綠美化再加強。

許少華委員：

1. 建議抽水流量 Q應顯示在顯示板上，因揚程的不同，流量並非定值

1.7CMS，當揚程減小時，流量會增加，若能在管中有文氏計等儀器可測

流速，則能更準確因隨著使用年限增加，效率會降低。

陳中憲委員：

1. 水位計顯示器請標示監測位置，另讀數與操控盤上水位讀數仍有些許差

異，建請調校。

2. 抽水站東側管路及管路架有锈蝕情形，請改善。

3. 目前仍值汛期，建議必要時納入協助區域防汛應急操作。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抽水站廣場有AC、連鎖磚鋪面等，洩水坡度似不明顯﹖後續設計可採用

透水AC、水車淤泥地磚等配合政府政策;另抽水機之引擎冷却水待機時

温度約 40℃，啟動1〜2分鍾提升至約 120℃是否正常，建請釐清。

「內田排水出口滯洪池治理工程等 2件」現勘意見

施進村委員：

1. 抽水站工區缺安全圍籬，及進入站體之臨時階梯缺扶手，且穩定性不

佳，以上均易衍生工安問題，請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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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體內器具、雜物、半成品物體擺設零亂，易造成不安全環境，請改

善。

3. 站體內有油品，請備妥必要之消防器材，以維安全。

4. 抽水出口左側舊閘門請檢討拆除，以利洪水及時排入外海。

施月英委員：

1. 土方來源必須合法，禁止廢棄物填埋。

2. 排水的水位警戒、即時監視器。

3. 鹿寮社區設置即時淹水警報（示）器或通報社區可能淹水。

許少華委員：

1. 內田抽水站旁的滯洪前池很大，是以前的塩田改設，本來設計上可以更

生態的，池邊可用1：5的緩坡，未來可長草、舖碎石，而不需用目前的

垂直混凝土牆，因體積夠大，毋需省體積，而可以更生態，也可設置湖

中島，成為侯鳥棲地。

陳中憲委員：

1. 職安設施請加強施設。

2. 目前仍值汛期，放流箱涵破海堤處，建請儘速復原邊坡，以維防汛安

全;另必要時將本工程施作抽水機納入防汛應急操作。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內田滯洪池尚未完成，惟配合防汛需求已於今年 8月豪雨間先行啟用抽

水;惟相關抽水機控制盤機台尚未聯接，故相關水位、温度、油壓等數

據均無法監控，請注意操作安全。

2. 內田滯洪池之護岸採混凝土坡面工;惟似無人工或機械拍實動作，請加

強品管。

綜合結論：

1.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請受訪單位參酌辦理，並於 110年 11月 15 日前

改善完成，同時將改善辦理情形及照片彙整成冊，函送經濟部並副知其

他參與訪查部會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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