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第九河川局流域管理公私協力計畫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小平台一、河川(全流域)治理藍圖推動 
第一次會議記錄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二、會議地點：第九河川局第一會議室。 

三、會議時間：2019 年 9 月 4 日（三），下午 2:00～5:00 

四、會議主持：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謝局長明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寶珠 

五、會議記錄：張簡新卉。 

六、出席單位：詳如簽到單。 

七、會議結論： 

（一） 小平台一短期目標以流域中各工程計畫權責單位共同討論研擬「資
訊公開」、「民眾參與」及「友善環境的工程施作原則」為主。 

（二） 本年度之小平台一會議將較頻繁召開，請各單位共同將細節討論定
案。 

（三） 本次會議針對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之時間點、管道進行較完整交流
討論，本局將今日討論內容整理後，預計於下次小平台會議提出，
請各單位做補充確認。 

（四） 本次會議針對友善環境的工程施作原則進行部分交流討論，本局將
今日討論內容初步整理，預計於下次小平台會議持續以個案方式討
論進行新增或調整。 

（五） 預計於九月下旬再召開小平台一會議，請各單位提供一則工程案例
（工程設計原則）一同進行討論，並討論納入「友善環境的工程施
作原則」，另外各單位亦可針對「資訊公開、民眾參與」部分進行補
充分享。 

（六） 經本次會議討論，各單位期望工程在「提案審查階段」即可套疊參
酌「地質敏感區域圖」和「生態敏感區域圖」進行工程迴避，此項
目後續將與林務局之小平台三（物種保育/棲地復育/地質公園）進
行協調產出。 

（七） 今日各單位之分享簡報將上傳臉書不公開社團「鱉溪流域管理平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BIERIVERFORUM/），供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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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綜合討論： 

（一） 花蓮璞門永續生活協會 廖理事美菊 

平台功能在於資訊公開、共享，比如本次會議文化局的執行經驗相當值
得學習，若無此平台我們無法得知；平台也可減輕各單位執行上的效能
消耗，如文化局分享內容中吉哈拉艾 PVC 管圳改成木槽圳，木槽圳製
作費時且非實木，需要時常維修，如用非洲紅毛竹（粗度如電線桿且長
度夠）代替更佳，像這樣子的資訊對接會讓工程、計畫執行更順暢。 

（二）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謝局長明昌 

第九河川局目前在規劃、細部設計﹑定案等階段皆可以公開並發佈於臉
書不公開社團「鱉溪流域管理平台」，社團中有生態、工程等專業可給
予建議。但考慮到各單位資訊揭露之時機、工程辦理節點不同，也請水
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分享貴單位的作法。 

（三）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梁副工程司家齊 

水土保持局的工程規劃案需地主提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方能提報審
查並向總局申請經費。針對工程資訊於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公開一事，本
局內部已做過共識討論，長官同意將鱉溪流域作為試驗區，自明年起在
審查提案階段、後續設計階段邀請 NGO、地方利害關係人參與，從一
開始提案時就進行討論，避免後續工程發包後才知道有工程，衍生後面
問題，也可以刪除不必要的工程，不必做整段，可針對有損壞的地方施
作，或縮小規模等等。分局討論後明年初步會有這樣的動作，今年十月
針對工程會有第一波提報審查。 

（四）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謝局長明昌 

1. 建議水保局可於兩個時間點做資訊揭露：一是提報爭取經費階段，此
時可將預計辦理之計畫構想放到本局的臉書不公開社團；二是順利申
請經費、開始規劃設計原則之時，這也是大家最為關心的時間點，建
議可邀請公民參與；後面細部規劃的時候貴局可自行選擇公開與否以
及資訊公開的程度。 

2. 建議由林務局提供鱉溪流域生態敏感區位供相關單位拿來套疊利用。 

（五）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黃總經理于玻  

河川議題漸為大家所關心，現在提案分為主動提案（公部門）跟被動提
案（地主、民代提案），後者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類型。提案階段如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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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並將計畫範圍與鱉溪流域生態關注區位套疊，這樣的評估方式
就相當有效。如果計畫、工程核定後因為會影響生態而選擇不做，可能
對公部門來說較不易，因此時已被納入執行率，所以會建議提案前先公
開供大家審視，確認沒問題後再送局、署申請經費，這部分不需要公民
參與，但是資訊要公開；核定下來後開始有設計原則，在這時候的規劃
階段最重要。這時候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可以有優良案例分享，這樣各單
位設計原則可以趨於一致（環境友善），沒有工程背景的 NGO 成員也
可以此作為依據。 

施工前也是很重要的階段，因施工時便道的設置可能也會造成環境破壞，
工程前說明會就成為與包商取得共識的關鍵，可避免包商為了趕進度而
造成無謂破壞，施工說明書也需要檢視，以上三個時間點是我依過去經
驗做的補充，請參考。 

（六）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寶珠 

1. 我以過去經驗回應黃總的分享。荖溪工程前的生態檢核雖然有請我們陪
同現勘且確認設計原則，但是細部設計沒有找我們，等完工才發現怎麼
與當初想像有落差，所以我認為細部設計應該也要參與。林務局這方面
做得很好，細部設計的時候會找我們，像是之前富源蝴蝶谷工程安排我
們一同現勘，從設計材質、材料、優缺點討論等細節設計就開兩三次會。 

2. NGO 希望公家機關在準備提案階段先依據相關單位提供之生態敏感區
位、復育點位等資訊做套疊；局內討論、審查前可以邀請民眾跟 NGO
參與。 

（七）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黃總經理于玻 

建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109年度預計實施之計畫在討論時邀請NGO
討論。核定內容有時因易被地方勢力影響，不方便大張旗鼓公開，但如
有某種程度控管也可避免被予取予求，建議資訊可在類似鱉溪流域管理
平台這樣的不公開社團共享，內部成員有默契也可以體諒公部門難處，
不會要求什麼都不要做。 

（八） 後山采風工作室負責人 張振岳 

1. 以之前案例-豐濱鄉史前遺址被破壞來說，其實文化局已有發放縣內遺
跡破壞風險潛勢資訊給各鄉公所，但公所施工時候都沒有參考，破壞後
才喊停又不得不完成工程，資訊沒有對接很難周全。 

2.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在 2011 年就做了一份完整鱉溪環境評估報告，但
是後續規劃卻沒有參照評估內容，2012 年林務局也有做很多鱉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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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敏感區的調查，這些資訊應該要公開給大家參考。 

3. 建議於生態敏感區設立指示牌，告知比嚴令禁止更為大家所接受。 

（九）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楊主任秘書和玉 

希望各單位施作工程時都做生態檢核，像林務局連施工便道的搭設都做
生態檢核，而且要求廠商一定要做到。建議可於平台上討論，工程越公
開可以有越多單位一起參與討論。 

（十）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寶珠 

像張振岳老師這樣的在地人角色最清楚在地的狀況，有地方人士參與可
以讓工程更周全。生態檢核重要在於結合不同單位的專業，立意良善，
但根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
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
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希望下
次平台會議可以討論此議題。 

（十一）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謝局長明昌  

本局會將向第九河川局申請河道內施做之工程（如水利會颱風後修復工
程）資訊公布於臉書社團中，在地民眾或 NGO 可以在社團中討論，如
有必要將議題放到小平台討論就納入，請有關單位報告。 

（十二）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建設課 陳課長培仁 

鄉公所願意配合，但因為災復工程目前已有五十幾件，需再確認其中哪
些在鱉溪流域。 

（十三） 後山采風工作室負責人 張振岳 

要請富里鄉公所建設課這邊，再公開災復工程的點位供檢視以免後續施
工造成無可挽回的生態破壞。 

（十四）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謝局長明昌  

1. 成立平台是希望公私部門共好兼相互協助、提醒，而不是監督。這是第
一步，我們從做中學，一起修正檢討，共同努力。 

2. 希望小平台一可於九月底之前辦理第二場次，如果大家都對這樣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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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沒有意見，再煩請這次與會單位提供下次開會需要討論之相關資訊，
再由洄瀾風協助上傳到臉書不公開社團，蒐集到一定資訊後可再召開平
台會議。 

（十五）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寶珠 

今日的資訊分享略嫌不夠詳細，希望下次平台會議可以瞭解各單位在鱉
溪規劃之工程施行原則，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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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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