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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水論壇籌備過程報告



壹、全球情勢與臺灣水問題

貳、105年全國水論壇籌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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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COP21)-今年11月4日生效

各國提交國家自定貢獻

目標為限制全球溫升在2°C以下(較工業化前)

COP22(摩洛哥)發布「水資源與氣候藍皮書」，並
呼籲建構具調適力與韌性的水管理計畫

人類生存面臨威脅：

極地冰山融化、

海平面升高、

生態崩壞等

一、全球情勢壹、全球情勢與臺灣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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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遭逢67年最大旱象

105年史無前例：颱風強度前3名都侵襲台灣

尼伯特、莫蘭蒂及馬勒卡等颱風重創臺灣

尼伯特颱風重創東臺灣67年最大旱象(石門水庫)

二、臺灣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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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5年全國水論壇籌辦情形

一、103年全國水課題焦點對話第一階段(南、中、北)

凝聚60項課題、189項子題

57個機關(構)、103個團體，共計457人參加。

中區(7/5) 北區(7/12)南區(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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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年全國水課題焦點對話第二階段(臺北 9/13)

聚焦討論水論壇之提綱，並完成四大提綱架構

 38個機關(構)、27個團體，共計144人參加

防災減災

永續水資源

水與環境

水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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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英女士(4/18台南) 陳樹群院長(4/12台中) 彭振聲局長(4/26台北)

三、105年韌性水管理座談會(南、中、北)

 103年活動為基礎，聚焦討論流域綜合治理、區域
水資源聯合調 度、智慧水管理、水環境保育及防
災效能提升等課題，以為全國水論壇議題之參據

 33個機關(構)、21個團體，共計15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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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備會議

(一)活動規劃

全國水論壇各階段議題及活動議程之規劃

共計召開會議：21次 (議事、總務、新聞及工作)

(二)跨部會議

聚焦討論各議題引言報告內容

共計召開會議：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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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全國水課題
焦點對話
第1、2次

105年4月
北、中、南
韌性水管理

座談會

含政府機關、學術、
團體與民間組織等。

時空
變遷

(如氣候變
遷等)

總統
政見

105年
全國
水論壇

水與安全
洪流分擔，與水共生

水與環境
水岸融合，環境優化

水與契機
資訊公開，公私協力

水與發展
涓滴珍惜，水源永續

凝聚各界共識 四大議題

各議題引言報告

五、凝聚共識-聚焦四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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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預備會議與正式大會

預備會議：11月22日(星期二)，臺北文創大樓6樓

正式大會：12月20日(星期二)，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虛擬-現場轉播及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現場轉播及線上雙向交流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第1次：11月8日~12月19日發布

第2次：將大會結論發布於平臺

網實整合，擴大參與六、105年全國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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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11/22)

近200人參加，共凝聚20項結論：

議題一：水與安全-洪流分擔、與水共生：4項結論

(1)面對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及複合型災害挑戰，以跨域整合思維，
進行整體國土及水資源保育規劃，落實開發計畫審議及查核機制，
及健全對環境之補償措施。

(2)強化流域業務事權统合，以流域整體經理思維，健全事權協調與
整合機制，進而檢討介面整合及導入風險管理，並結合願景、策
略、目標及績效指標，推動流域整體治理，及落實流域管理政策。

(3)因應極端水文現象，整體治水需轉型以河川排水及流域土地共同
承納洪水新思維，由中央與地方政府自法令規範、技術及制度面
共同配合，建立保水韌性城市。

(4)持續精進洪水管理及防災科技之核心技術開發與應用，扶植相關
產業，提升防洪與防災整備及應變能力，並建立企業及民眾參與
防災之機制與管道，以共創安全、安心、安居的永續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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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水與發展-涓滴珍惜、水源永續：6項結論

(1)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自來水法」及「水利法」等節水規定，
中央與地方協力，民間與政府攜手，共同努力建立節水、循環用水型
社會；產業用水亦應加強已核定用水計畫之查核，與加強輔導產業節
水回收。

(2) 續推動水庫延壽及水庫集水區保育與治理，加強既有水庫整體防淤工
作，維持供水功能；持續辦理自來水減漏，減少水源漏失；強化區域
供水調度能力及建置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提升韌性抗旱能力。

(3) 持續推動多元水源開發，強化水源調蓄能力，並致力於再生水開發利
用，於供水吃緊地區優先以再生水作為新增產業用水來源；強化地面
水與地下水聯合運用，增加區域供水能力，以提升民生及產業用水穩
定，並維護國土安全永續。

(4) 積極利用水利設施及其範圍推動水域型太陽光電與小水力發電等再生
能源，以強化能源供應安全、落實綠能政策及促進跨域加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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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水與發展-涓滴珍惜、水源永續：6項結論

(5) 依據照顧基本民生用水、調整高用水量費率級距及落實用水正義等三
項原則，並兼顧水資源管理、經濟發展與自來水事業永續經營及民眾
負擔等因素下，適時推動水價合理化，以提高節水誘因。

(6) 農業用水應綜合考量區域水文特性，適當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並加強灌
溉管理，檢討農業用水合理調配機制及法規，以兼顧糧食安全及提高
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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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水與環境-水岸融合、環境優化：6項結論

(1)持續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之明智管理與強化治理，以減少水源污
染、土砂災害及維護水質與水量，藉以優化水環境。

(2)擘劃水岸願景藍圖，結合防洪治水及親水環境營造，推動綠色基
礎建設與都市蓄水防災，打造永續發展的生態城鄉。

(3)強化廢污水處理與管理，加速下水道建設，推動非點源污染控制，
進行總量管制，以改善水質及都市生活品質，提高地面水資源安
全及可利用量。

(4)落實與精進海岸管理，持續推動海岸環境營造，有效防止海岸國
土流失，以建立安全及優質環境。

(5)水環境改善與整治應兼顧自然生態之維護，並落實生態環境補償
及保育措施，以維護河川棲地多樣性。

(6)積極創新水環境教育宣導推動策略，強化企業及民眾自覺與認同
水環境保護，以形塑「水合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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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水與契機-資訊公開、公私協力：4項結論

(1)認知資訊公開是公民參與的基礎，建立水環境資料共通格式、
網路傳輸協定規範及開放資料庫，促進資訊交流、公開與加值，
並善用新媒體，搭起民間與政府的對話橋梁，擴大參與機制，
實踐政策溝通，放大「開放政府」的能量。

(2)妥善運用雲端運算、大數據及物聯網等資通訊技術，強化即時
APP資訊服務，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優化決策品質及政策溝通。

(3)推動建立政策評估、工程規劃及維護管理之公民參與及共學之
協力治理機制，增進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協商及公共審議能力，
以促進共識發展。

(4)深化及應用水環境科技研發，引導水相關產業新方向，創造業
界發展機會。擴大國際參與及合作，打造優質平台，與世界分
享臺灣優質環境治理與管理技術，達成公私協力之雙贏目標。

根據20項結論及與會者意見，修改引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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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交流會議(12/08)

各議題的倡議與行動方案

各議題-主持人、與談人及引言人

各議題-主持人、與談人及引言人合影 籌-15



正式大會議程

各議題進行方式

共同主持人進行倡議

引言人進行報告(10分鐘)

與談人呼應引言報告
(各3分鐘)

綜合討論以線上發言為主、
發言單為輔、口頭發言為
再次之(40分鐘)

總結報告(宣讀各議題結論
及1-2年的行動方案)

每個議題皆一個QR code 籌-16



議題 主持人 與談人 引言人

水與安全

洪流分擔
與水共生

李世光部長
余範英董事長

黃文彥副局長

楊錦釧教授

楊重信監事

陳肇成總工程司

水與發展

涓滴珍惜
水源永續

曹啟鴻主委

游保杉教授

謝勝信處長

陳錦祥處長

許芳銘處長

曹華平副署長

水與環境

水岸融合
環境優化

李應元署長

林鎮洋教授

劉振宇局長

虞國興主任

汪靜明教授

鍾朝恭副署長

水與契機

資訊公開
公私協力

葉俊榮部長

陳宏宇主任

郭翡玉處長

林子倫教授

楊志彬秘書長

賴建信署長

正式大會各議題主持人、與談人、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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