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濁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2/2)」 

在地諮詢小組大平台會議(一)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2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0分 

二、開會地點：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3樓水情中心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局長友平                        紀錄：胡又仁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委員意見： 

(一) 李委員日興 

1. 首先感謝第四河川局在濁水溪疏濬給予協助，縣府在這多

幾年縣庫財源的收入增加。而濁水溪沿岸河道整理，使兩

岸民眾生命及財產得予保障。 

2. 塔羅灣溪相關課題研商會議在5月3日於縣府舉行，也研擬

重要策略及措施，在此感謝第四河川局及李局長的重視。 

(二) 魏委員清水 

1. 建議四個河段挑出八個故事張力(每段各2兩個)。 

2. 河口海岸地下水入侵與鹽化，是兩面刃也是地下水向海水

競合常態。 

(1) 日後已在許厝寮生態基地邁步展望，是利基，也是讓揚

塵與地下水減緩下陷。 

(2) 在大城沿岸，西濱大橋至自強大橋，目前河段中間區塊

已明顯改善，但兩岸都面臨沙洲普遍被種植農作物，這

也是揚塵功勞。 

(3) 從魚寮溪至大城濁水溪出海口，經營仍須找到適合。 

3. 深度推廣部落迷失 

(1) 現有河川部落，例武界本身既是水岸縫合與住民願意深



耕的亮點。 

(2) 就像高雄桃源復興里，此復興漢民宿、愛玉、DIY、河

川生態利基營造，成熟順應而成商業常態化，面臨危機、

對外交通、之前河道逕流深度20-30米，現在只剩10米。 

(3) 大城濁水溪出海口、魚寮溪、鹿港大排河口淤泥已持續

增加，離台17線橋面高度愈來愈近，這是顯著危機。 

4. 海空步道，從十海寮深海向淺海養殖，混養新世界。 

(三) 吳委員明宜 

1. 濁水溪出海口的淤沙問題，因為極端氣候的狀況，導致高

灘地北移，進而導致出海口的候鳥也往河中北移。 

2. 河口疏沙的速度來不及推沙的速度。 

3. 對於小平台的會議沒有問題，但各議題一定通知在地的團

體與民眾參與。 

(四) 陳委員泰安 

1. 從主辦單位河川局及執行單位逢甲大學所準備的簡報視之，

本計畫在推動與執行過程確實依遵「公民參與」和「善良

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原則進行，目前已經看到初步成

果，殊值肯定！核先敘明！ 

2. 從整體濁水溪改善與調適發展願景圖來看(P.8)： 

將濁水溪大致分為：河口海岸，平原大河(下游)，里山活力

(中游)，高山原鄉(上游)，這樣的初步分區管理及提出策略，

前幾次會議已形成共識，吾人亦表贊成。唯建議再仔細視

幾個小地方： 

(1) 各區域的生態特性，例如：河口已兼具淡鹹水生態性，

其棲之價值仍須特別呵護。再例：高山原鄉，目前的重

點幾乎都放在防災安全，這是否完全呼應「氣候調適」

(adaptation)？建議再檢視。 

(2)中游的里山活力區域，請回歸思考「里山」(Satoyama)

的核心價值：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且表現主要以「農業」

和「生物多樣性」，目前的規劃仍未點出上述核心，是



否補充？ 

(3)個人認為目前與其他部會或局處的合作，可能是規劃方

案會否成功的關鍵！例如：河口海岸地區目前遭受其他

經濟或產業部門大型計畫的干擾(例如:海岸的風電或是

太陽能設施計畫)，增進部門間的合作或討論機制，當有

所必要。 

3. 最後，目前將大平台成員的分類，煞費苦心，非常感謝。但

以我自己來說：跨領域的整合，其實是最後成功的關鍵。

届時小平台會議仍建議可多交流多彼此聽去意見，會更有

成效。我自己表達高度參與意願。 

(五) 吳委員美育 

1. PPT P30頁中，提及瀕危物種生態補償制度，其中限定是石

虎、草鴞二項物種，請考量本案內是否有其他瀕危物種，

能否取得補償位階。此外應清楚說明此補償機制，是否能

有效引起居民之農民之生態保育行為。 

2. 於濁水溪上方推動觀光請一併檢視長遠性與生態影響，例

如現今以四輪傳動車於上游之觀光溯溪，其合法性以及對

河川之影響建議加以考量。 

3. 採行百年舊堤景點觀光，建議加入防災於河川風險之意識。 

(六) 游委員進裕 

1. 現有工作內容已逐漸收斂，惟濁水溪流域課題依其空間及時

間尺度，再加上人為與生態的變動特性，水利署將調適計

畫定焦於水道風險、土地洪氾、藍綠網絡、水岸縫合等面

向，係屬行政思維的權宜手段，後續推動說明，應先敘明。 

2. 現有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多屬分區分項系統分析方法呈現，

對於較小尺度的課題，通常可擬較明確的解決對策。然而

對於尺度較大及研究對象關聯複雜之課題，則不易看到處

理之效。建議在成果收斂之際，宜增加此限制之說明。 

3. 永續發展目標是 SDGs，不是 ESG，請修正。 

(七) 陳委員明信 

1. 氣候變遷之下，討論的子課題是否尚需研議水源的風險；



如何提供穩定的生態基流量。 

2. 萬大溪土砂課題的解決，所應配合的單位包含縣府、水保

局、林務局等，應研議如何共同協力執行，平台會議應邀

請這些單位代表參與。 

3. 濁水溪流域在二水及林內之間形成一狹小的隘口，此隘口

上下游的水理狀況至為複雜。建議在中、小尺度的分區上，

是否能再做適當的調整，再提出調適規劃。 

(八) 王委員慶豐 

1. 在地諮詢小組列表─水道風險及土地洪氾，本人單位名稱是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非彰化縣水資處，請更正。 

2. 附件四本年度小平台溝通交流工作坊共12場次，其中水道

風險2場次、土地洪氾風險1場次、藍綠網絡保育2場次、水

岸縫合6場次，目前規劃水岸縫合議題優先辦理小平台研商

會議期考量之原則為何？請說明。 

3. 本計畫建議團隊，就初步研議濁水溪流域內之水道、土地

洪氾風險、藍綠生態網絡及水岸縫合共四面向課題，設定

各別願景目標，並擇定需要與不適宜民眾參與之議題，以

作為後續平台會議執行之基礎。 

4. 本計畫為兩年度計畫，今年度已是第2年計畫，應加以說明

本計畫共盤點濁水溪流域四大面向有幾個子議題，並經大

平台會議對洽研商後，前年度以招開之小平台會之工作成

果加以描述及本年度擬召開之各平台會議之工作要點為何？

以利了解整體平台工作流程及實際進度。 

5. 資訊公開對等是平台討論及民眾參與可行的重要基礎，應

先建立完善資訊共享與公開方式，以達資訊對等與有效宣

導的目標，本計畫後續資訊供該之作法為何？請加以說明。 

6. 辦理工作坊及平台會議，應協助於民眾參與之大平台(在地

諮詢小組)說明計畫工作辦理情形，辦理至少12場實體會議

(如跨部門研商會議)或活動(如共學營、座談會、說明會、

工作坊、公民咖啡館、實地拜訪、現場勘查、客廳式座談、

線上會議……)及透過網絡方式(如社群媒體)作為民眾參與



之小平台，進行公務部門研商、民眾參與及意見蒐集等。 

7. 大平台會議參與對象以河川局現有之在地諮詢小組為主，

另外邀集利害關係人或組織團體代表人共同加入，辦理大

平台會議之主要目的為確認小平台或公部門平台研商凝聚

共識，以及追蹤小平台和公部門平台研商的進度。針對本

年度所擬定之對策與措施等進行討論，並給予相關建議，

以協助民眾參與、跨領域專業之角色，共同討論輔助推動

濁水溪流域善及調適規劃，以達成共識，值得肯定。 

8. 四局許厝寮環境營造工程，去年度得到金質獎及政府服務

獎之殊榮，應加以推廣其各工程過程中讓人了解水岸縫合

改善與調適策略，同時如何兼顧藍綠網絡保育、水質改善、

揚塵改善等議題，以供後續水環境措施之借鏡。 

9. 氣候變遷除了增加水患風險外，旱災之風險也時常發生。

本計畫各面向重要課題及課題評析，大多以水患課題提出

改善與調適策略，針對旱災之相關改善及調適，如相關水

資源之涵養與儲存、開發水資源、降低用水量、增加儲蓄

空間等應加以著墨評估思考。 

10. 本計畫除了目前所盤點四大面向之重要課題外，相關平台

會議建議邀請工務課、管理課參與。就目前河川局各課室，

目前遭遇的問題參與討論，待盤點目標、課題及對策達成

共識後，供各課室後續施政相應對策或措施之研擬參考。 

11. 有關百年舊堤活化，建議應探討這些舊堤為何需要改善？

有何特色？目前鄰近居民的需求為何？可提供鄰近居民何

種機能？活化後是否能提供符合民眾使用者需求之休閒空

間，以及這個堤防與社區活動線關係及兼顧整體景觀之景

緻分析。應就堤防之人文歷史、地景變化加強蒐集及闡述。

並將在地人文歷史、文化融入堤防環境營造內容加以介紹，

讓舊堤活化充滿人文歷史故事及特色。讓民眾了解舊堤的

人文歷史變化及特色。 

12. 有關水道風險與土地洪氾風險的探討課題，主要包含在因

應氣候變遷、連續三天超大豪雨(500mm/hr)或時雨量達



100mm/hr 的強降雨下，重要保全地區能達到一日或二日退

水目標，包含濁水溪治線內水積淹之影響。希望可以針對

改善與調適計畫的這個目標如何來達成，研擬相關之方案

或策略。「改善」係針對濁水溪流域現況、治理風險能力

尚有不足或尚未完成治理之處予以提出。「調適」係因應

氣候變遷潛在風險，為提升韌性而研擬相關調整適應措施，

以期能與風險共存。 

13. 有關藍綠網絡保育策略課題方向，建議應盤點流域內有那

些重要物種需復育與重要棲地保護，分析流域藍綠帶保育

與棲地串連課題，就現有縱向或橫向構造物類別及形式，

提出生態友善的改善策略，例如阻礙生物橫向通行的堤，

哪些河堤段仍舊是生硬的 RC 外體，但可改善坡度或綠緩坡？

那些攔砂堰、固床工對重要物種生存造成威脅，建議增設

魚梯水道等，以營造友善生態棲息環境，配合國土綠網計

畫，逐步連結藍帶與綠帶。 

14. 針對木屐寮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外，有關木屐寮滯洪池過

去災害歷史之紀實及未來在園區環境營造及公私協力方面，

應如何來推動辦理，請再加以評估說明。 

(九) 許委員少華 

1. 願景要有實質意涵，不要只是堆砌文字，各小區的願景成

立之後，再以其共同的聚焦，提煉出整個濁水溪的願景。 

2. 針對平台會議辦理流程，建議能在網路上建立個子課題的

討論平台，公開透明吸引所有有興趣的人具名發表意見，

愈多愈好，承辦單位再用力令其收斂。 

3. 針對「水道風險及土地洪氾」而言，濁水溪可利用限制地

點的開放採砂來代替人為疏濬，前者公家有收益，後者公

家需花公帑。如議題 A1的河口淤積仍因近年來颱風未進台

而造成，只需未來颱風來之前挖些引流到，即可利用 NbS

的原則將淤沙排出海。 

(十) 彰化縣野鳥學會 謝委員孟霖 

1. 目前下游河道偏北，降雨多時北岸受脅壓力大，建議嚴守



北岸出海口附近，勿讓光電業入侵。 

2. 百年舊堤活化，可考慮提供部分舊堤給光電業者建些許光

電遮陽，但提供光電板下空間供活動辦理及當地居民合理

使用。 

3. 地下水溢注，期望有更具體規劃。 

4. 植樹固碳部分請勿期待過深，著力過大，把土地留給土地

公種，可能比人類雞婆出手更豐富。 

5. 陸域風機請嚴格防止他們入侵。 

(十一) 經濟部第四河川局 李友平 局長 

1. 濁水溪流域之願景建議參考麥寮、二水之方向撰寫，因其

已有成功路徑可依循，且應朝向實際面思考，不能小看願

景的力量。 

2. 論及小平台溝通交流工作坊操作方式，溝通可區分為推式

溝通及拉式溝通，而拉式溝通則在第四河川局之網頁、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可於上面進行資訊公開及意見提供。

而民眾如何知道可於何處發表意見，如寄送電子郵件，即

為推式溝通。請規劃課與逢甲團隊再思索應如何推動。 

(十二) 經濟部第四河川局 賴朝鵬 簡任正工程司 

1. 目前針對大尺度改善調適願景四句主題辭「溪保錦繡」、

「韌溪安居」、「溪擁三生」、「溪說濁水」與四大願景

「水道風險」、「土地洪氾」、「藍綠網絡」、「水岸縫

合」之連接性較嫌不足，也較無法讓人瞭解(或聯想到)，建

議再腦力激盪想想。(p.7) 

2. 水道風險 A1河口淤積與海岸地形變化策略2，建議將拋沙、

河口抽砂補助漂沙工程刪減掉，改以自然營利減淤之策略

研擬。(P.10) 

3. A2下游河道流路偏北及沖刷問題之課題說明(P.11)，目前所

撰寫內容有誤，請再確認修正。(P.12 A3、P.13 A4、P.15 

A6亦同) 

4. 藍綠網絡課題 C2-「木屐寮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建議調整

成植樹淨零碳排層次，非以單一個碳匯專案；如欲以「木



屐寮滯洪生態園區」專區撰擬，則策略2落實水利工程減碳

則需再檢討。(P.27) 

5. 目前初擬在地諮詢小組分組各委員參與方式，除已有暫定

名單外，建議或可再諮詢委員勾選回覆調查再與分組定案。 

 

(十三) 經濟部第四河川局規劃課 陳進興 課長 

1. 流域整體改善調適願景目標建議為"台灣母親河，源遠流長、

水砂豐腴、使物產豐饒、生態多樣，為打造濁水溪流域韌

性承洪、水岸景觀風華、一鄉一水文化教育，達成居民傍

水安居，人與自然文化和諧共生(好)的美好水環境，需要你

我共同守護。 

2. P.7大尺度四大面向之 slogan 口號，請再以符合大尺度願景

目標重新檢視，且未必每句話都有"溪"字眼。 

3. P.8河口海岸願景建議融入"環境生態永續"之目標。 

4. P.40在地諮詢小組3個分組委員建議盡量不重疊，且每個分

組再選擇2個代表性委員，作為後續工作坊優先邀請之對象，

其餘則以自由參與、視訊參與，或提供會議紀要等方式辦

理。 

5. P.42各平台會議場次排程原則可行，惟後續各平台之招開務

必依111年地方意見提出調適策略與措施，才能再去地方招

開(不能沒有規劃)。 

九、結論： 

1. 四大課題面向之25個子課題，已於本案第一年度與相關單

位開會研商確認，原則可行；並請規劃團隊儘速完成今年

度剩餘之12場次第二階段大小平台工作坊。 

2. 濁水溪流域改善與調適之願景及目標研擬，請規劃團隊再

改以白話淺顯易懂的敘述性文字，且可展現流域美好未來，

並納入環境保育永續概念進行初擬後，再擇期與本局討論

確認。 

3. 在地諮詢小組依各委員專業領域區分為水道風險與土地洪

氾、水岸縫合、藍綠網絡等3個小組，及依其相關主題邀請



代表性委員及自由參與各平台會議之方式，原則可行，請

團隊於會後依本次會議意見調整各分組委員及平台運作流

程後，提供在地諮詢小組委員確認。且後續各討論議題小

平台工作坊請思考如何以推式及拉式溝通方式，將各委員、

NGO 團體，及流域內地方民眾等意見廣泛蒐集，以利参考

納入規劃。 

4. 本流域改善與調適各面向之策略及措施，請規劃團隊再參

酌本次各委員意見納入修正，另有關氣候變遷、生態基流

量、地下水補注、下游流路偏北及河口土砂淤積等相關議

題之策略及措施，亦請在相關子課題加強論述。 

 

十、散會：下午4時30分 



附件一、出席人員簽到單 



 

 





 

附件二、在地諮詢小組分組列表 

面向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面向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水

道

風

險

及

土

地

洪

氾 

1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李友平 局長 

藍

綠

網

絡 

1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施月英
★ 總幹事 

2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張朝恭 副局長 2 湖埔社區大學 林淑玲 執行長 

3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馬英傑 處長 3 芳苑海牛學校 魏清水 總幹事 

4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許宏博 處長 4 環球科技大學 陳泰安  

5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李日興 技正 5 南投水環境關懷聯盟成員 吳美育 老師 

6 仁愛鄉代表會 高俊明 主席 6 
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 
基金會教育研發組 游進裕 組長 

7 南投縣議員 全文才 議員 7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楊嘉棟
★ 主任 

8 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 
基金會教育研發組 游進裕 組長 8 台灣淺山學社 趙克堅  

9 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明信★ 第五屆理事長 9 彰化縣野鳥學會 謝孟霖 理事長 

11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許少華 教授 

備

註 

★
：各面向代表性委員，為後續工作坊優先邀請之對象 

 
 
 
 
 
 
 
 
 
 
 
此分組僅作為參考用，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可自由參與各面向之小平台溝通
交流工作坊。 

水

岸

縫

合 

1 彰化縣幸福媽媽協會 吳君真 常務理事 

2 湖埔社區大學 林淑玲
★ 執行長 

3 芳苑海牛學校 魏清水 總幹事 

4 麥仔簝文化協會 吳明宜 理事長 

5 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 黃莉婷 執行長 

6 前山國小校長兼任濁水溪社區大學 陳照明 校長 

7 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 
基金會教育研發組 游進裕

★ 組長 

8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許少華 教授 

 

FCU
文字方塊
5/27群組：藍綠網絡新增「吳君真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