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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多年來在「資訊公開、公私協力」的
誠意和努力是令人有感的。 

 

• 水廉政、民眾參與咨詢委員會都是創中央
部會之先。 

• 在全國水論壇把「資訊公開、公私協力」
規劃為會議第四大主軸便是具體展現。 

 



要讓第四個主軸討論更有影響力，應處理兩
個層面的內容： 

 

• 一、盤點、檢討、擘劃「資訊公開、公私
協力」的現行狀況、制度與未來政策 

 

• 二、與其他三個軸線的現實問題結合，如
何在整體的水利政策開展過程中，落實資
訊公開、公私協力。 

 



「資訊公開」： 

 

• 水情APP、open data，公共政策網路平台都
是很好的做法，會帶動非常多的回應與運
用。 

 

• 另一方面，需要「面對爭議」，提供新資
訊、創造「新資訊」 

 



以中部的河川社群調查為例： 

 

集集攔河堰、湖山水庫一直是中部的環保團
體關心的課題，而湖山水庫興建過程同時也
是署以及第一線同仁非常自豪的民眾參與案
例。如果兩方無法對焦，後續的信任關係會
一直存在破口。無法深化。 

應該就地下水、揚塵…..等生態效應重新進行
調查、評估。 

 



公私協力： 

 

以永金一號橋、安農溪民眾參與為例 

• 安農溪、永金一號橋屬於河川環境改善工
程。 

• 工程人員關心的課題：工期考量、執行率、
社區退場、經費問題、如何突破使用規範？ 

• 安全、生態、社區需求的均衡之道？河川
局的願景在哪裡？社區的願景在哪裡？在
公私協力的過程中，如何制度性的保護社
會的進步性在其中成長？ 

 



公私協力 

 

制度改革必須針對第一線執行
問題深化。 
 

以「民眾參與咨詢委員會」為例： 

 

 



• 我們建議發揮智庫的角色 

•   

（一）委員會不應在解決工程後端的民眾溝
通的問題，應著重於民眾參與程序的咨詢與
監督，以及民眾參與方案的設計與評估。民
眾參與由決策前端--評估與規劃階段開始的社
會效益越大。 

 

 



 

（二）民眾參與咨詢委員會鑲嵌在「民眾參與的
系統中」，具有連結各方組織、資訊流通與收斂、
推動河川社造平台的功能。 

 

以鹽水溪幸福平台為例，鹽水溪上中下游各方組
織如台灣歷史博物館、台江國家公園、周邊的大
學、社區大學、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樹谷
文化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紅樹林保護協會和
鹽水溪南岸聯合河川巡守隊共同組成，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協力守護鹽水溪。 

 



• （三）民眾參與咨詢委員會之運作在精不
在多，應協助建立在地標竿案例。 

• （四）提升河川局的運作經費，設計民眾
參與咨詢委員會的共學機制，協助民眾參
與咨詢委員會與河川局共同挖掘問題，建
立專業支持系統。 

•   （五）應請地方政府、相關機構代表出席
民眾參與咨詢會議，一起努力，形成推力，
克服不同部門橫向整合的困境。 

 



 

如何與前三大主軸整合，落實我們第四主軸
「資訊公開、公私協力」所談的精神與態度？ 

 

 

以「出流管制、徑流分攤」為例。 

 



 

• 水利署目前積極研擬「出流管制、徑流分
攤」的治理機制與相關規範。 

• 目前一共有五個示範區，預計在107年提出
「出流管制、徑流分攤」辦法草案。 

 

 

     ----當地重要團體以及民眾都不知道，相關
資訊沒有公佈，就算是公佈了，大概也不會
引起太多的注意。 

 



 

把「出流管制、徑流分攤」示範計劃當作
「資訊公開、公私協力」的旗艦實驗計劃。 

 

要求地方政府推動過程中，除了硬體工程之
外，也開放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一同參與，
形成推力環境。 

 

在法規未及之處，借重民力，在生活行為產
生改變。 

 



 

第四河川局：濁水溪相關問題研究工作坊，透過
工作坊或其他方式研商解決方案及凝聚共識（揚
塵、疏濬等）。 

第十河川局：烏來、三峽規劃民眾阻力。 

防災中心：防汛志工、防災社區及企業防災 

水規所：鱉溪環境營造規劃(協助當地社區協會
發掘在地資源)、高屏地區吉洋排水規劃(最後一
條未完成規劃的中央管轄區排) 

中區水資源局經營課：湖山水庫水資水量保護區，
嘉義鄉民不同意劃設。 

南區水資源局：高屏大湖計畫與毛豆田爭地問題。 

 



 

以上，是一些舉例。 

 

• 「資訊公開、公私協力」目前規劃的內容
與方向都很好，會引起好的迴響。 

• 但相對而言，太過安全，與現實問體的結
合可以更近一些。 

• 民眾參與要走入深水區。需要更明確的政
治意志，專心做好幾件事、幾項環節。 

 

 

 

 



 

澳門的新城規劃，以六年的時間，從規劃階
段開始，落實全方位公民參與，為新世代的
公民培力打底。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生「從城市規劃
到成事規劃」演講內容。 

 

 



意見收集 宣傳諮詢 
規劃展覽 

網絡宣傳 

民間合作 

校園推廣 

民意調查 

關顧弱勢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各種戶外宣傳材料：公車廣告、街道橫幅、大海報、旗幟等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深入民心：一系列溫馨動人的電視宣傳影片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仿家居佈置的訪談空間：
輕鬆氣氛下進行諮詢 

大型展場：模型、展板、短片及多媒體互動遊戲，諮詢結束改
作教育用途，組織學校師生參觀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就連小學生，也對參觀規劃展充滿興趣，問題多多…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充氣劇場《葉子片片》走進校園 
推動學生家長關注新城規劃 

由政府、藝文團體、學
校合辦「藝術駐校社區
計劃」。 
 
以劇場和工作坊，帶出
永續發展理念，讓學生
及家長思考城市環境課
題，從而關心自身社區
以及新城規劃。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長者專場：安排專車接送，
老人家對規劃充滿興趣！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一場寂靜但熱烈的規劃諮
詢會，與會聾啞人士踴躍
以手語表達意見。 

委託殘障人士製作
諮詢手工紀念品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E6%BE%B3%E9%96%80%E5%9F%8E%E5%B8%82%E8%A6%8F%E5%8A%83%E4%B8%AD%E7%9A%84%E5%85%AC%E7%9C%BE%E5%8F%83%E8%88%87/Our Voice_MV.mov


弱勢社群諮詢：單親媽媽、殘障人
士、勞工組織、宗教團體等。將規
劃變成全城活動！最後，很多社會
團體甚至主動聯絡要求參與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除主展場外，諮詢期間亦有全澳巡迴展，直接將資訊帶入社區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未來盒子”戶外裝置巡迴展出 

希望透過特別宣傳形式，引起居
民注意，推動公眾參與規劃諮詢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
生「從城市規劃到成事規劃」
演講內容。 



與文化團體合作舉
辦短片創作比賽 

*以下澳門內容引自羅瑾瑜先生「從城市
規劃到成事規劃」演講內容。 



 

 

結合既有的操作經驗，形成更深度的整合與
系統化。 

 

 

 

 

 



鶴見川流域網絡中心 
(T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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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系統性的公私協力 

東京鶴見川公民參與治水之經驗 



環境団体 河川愛護団体 街づくり団体 

農業団体 

シニア 大学 

日本大学国際関係学部
国際協力部 

グラウンドワーク 
三島 

商店街 
国際交流団体 

建築業 

グラウンドワーク三島のネットワーク組織 

行政 

三島ゆうすい会 

三島ホタルの会 

源兵衛川を愛する会 

桜川を愛する会 

宮さんの川を愛する会 

境川・清住緑地愛護会 
中郷用水 
土地改良区 

遊水匠の会 

三島市 

三建会 

三島市指定上下水道工事店協同組合青年部 

ふじのくにまちづくり支援隊 

グローバル文化交流協会 

21世紀塾 

（公社）三島青年会議所 

建築文化研究会 

三島ワイズメンズクラブ 

三島まちづくり21 

企業 

200社 

三島商工会議所 

大通り商店街 
活性化協議会 



 

民眾參與、公私協力是民主價值，也是形成
推力的手段和方法。 

 

以系統化「公民參與」為建構目標： 

給一個支點，撐起系統性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