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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加強台灣供水韌性，考量台灣未來水資源環境及人口結構變化，

運用科技輔助水資源管理工作將越來越重要，又考量海淡水為我國重要水資源經理策略，且

日本地理環境與臺灣相似，爰此次至日本考察防災(AI技術)、海水淡化廠營運規劃及技術、

水庫管理等議題。本次水利署代表團赴日本出訪拜會之單位包含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福岡

市水道局、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国土保全局、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荒川下流河川事務

所、河川整備研究所以及河川情報中心，並前往福岡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多多良

淨水場以及宮瀨水庫等進行現勘與交流。 

本次赴日成果豐碩，透過考察福岡水道局，瞭解福岡市水源多元運用以及節水作為，包

含廣域供水、居民節水認知及降低漏水率；透過參訪多多良淨水場高級處理設施含其營運方

式及與水庫彈性取水策略。 

考察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請教海水淡化廠營運及管理等執行過程及最新技術

之應用。該海淡廠係採限制性招標方式來委託營運，在濃排混合污水放流水之排放上，進行

嚴格的監控與調查，且營運至今對於排放口的漁業是有正向影響的，包含減少藻類與優養化

程度。 

現勘宮瀨水庫，該水庫為防洪、維持河川水量及供應自來水的多功能水庫，後結合周邊

景點成為觀光型水庫。本次現勘瞭解水庫於設施安全檢查時之工作重點，以及水庫結合遊憩

相關效益，亦透過參訪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的荒川知水資料館瞭解荒川整治歷史以及中央控

制室工作內容，並前往參訪高規格堤防。 

本署也與河川整備研究所進行交流，延續長期與河川整備研究所之合作情誼，並針對我

國流域治理現況、未來不對稱治理方式及日本防災減災之政策面進行討論。另拜會國土交通

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會中由日方分享在日本水庫管理、河川環境評估管理、政策訂定及

評估經驗，亦共同交流因應氣候變遷下的流域管理方式，提供許多政策面的作為供我國參考，

且與河川情報中心池內幸司理事長進行日本淹水模擬技術、BCP(企業水災事業持續計畫)深

入討論及請益，並由賴署長邀請池內幸司理事長加入水利署國際顧問團，未來可進行更深化

交流合作。 

本次參訪獲益良多，學習到日本整合利害關係人共同治水、透過經濟的損失數字及 3D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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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式讓人民更能瞭解洪患災預防的重要性，使防災避難行為深入民眾生活，且日方政府對

於水利專業人力的培養、運用精緻化管理來降低維護成本以及與跨單位合作整合的經驗給予

反饋，可供我國後續於河川規劃以系統性方式推動流域整合及政策擬定方向的重要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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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加強台灣供水韌性，考量台灣未來水資源環境及人口結構變化，

運用科技輔助水資源管理工作將越來越重要，又考量海淡水為我國重要水資源經理重點工作，

爰此次規劃至與臺灣地理環境相似之日本考察防災(AI技術)、海水淡化營運及產水技術、水

庫管理等課題。 

本次考察透過拜會國土交通省及福岡市水道局、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等單位，瞭解日本

最新防災技術、海水淡化廠興建規劃與水庫營運管理等相關措施，作為國內未來處理相關問

題時之參考，並安排赴福岡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及宮瀨水庫等地參訪，實際瞭解現

場及維運相關作業，期能學習日本水資源相關技術與新知及進行交流。 

一、強化臺日水利交流管道 

水利署與日本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河川整備研究所及河川情報中心皆有穩

定的交流管道，本次拜訪延續過去雙方交流之基礎，持續探討氣候變遷下之流域整體治理措

施及最新的防災技術，包括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的預警系統，以及相應的應急應變措施。

另日本水庫兼顧生態保育與永續管理，故本次亦針對水資源管理、水庫生態恢復多面向及水

利政策推動方針上的實踐經驗進行交流。 

二、學習日本海淡廠營運規劃 

本次並與福岡市水道局交流，瞭解當地水道系統的防災應對策略，包括在災害發生時如

何確保飲用水的安全供應，並參觀福岡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實際瞭解廠區及參觀

導覽動線佈置、產水流程及技術特點。透過建立與日本相關機構的穩固合作，促進國際間的

知識交流，將所學應用於台灣未來的水資源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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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一、行程摘要 

表 2.1.1 主要行程簡表 

日期 活動目的 地點 

12/10 

(日) 
啟程：臺北→福岡 桃園機場→福岡機場 

12/11 

(一) 

拜訪「福岡市水道局」 福岡市水道局 4階局議室 

考察「多多良浄水場」 多多良浄水場 

12/12 

(二) 

考察「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 
海之中道奈多 

海水淡水化中心 

福岡→東京 福岡機場→羽田機場 

12/13 

(三) 

考察「宮瀨水庫」 相模川水系廣域水壩管理事務所 

水利署國際顧問會議 河川整備研究所 

12/14 

(四) 
考察「荒川知水資料館及高規格堤防」 

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 

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 

12/15 

(五) 

拜訪「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河川情報中心 

拜訪「河川情報中心」 

12/16 

(六) 
返程：東京→臺北 成田機場→桃園機場 

二、團員 

本次代表團由水利署賴建信署長率團，成員包括水利署董士龍簡任正工程司、蕭士斌科

長、黃爾強正工程司、蘇郁婷副工程司及李恩彤工程員共 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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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過程紀要 

本次水利署代表團赴日本出訪拜會之單位包含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福岡市水道局、國

土交通省水管理・国土保全局、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河川整備

研究所以及河川情報中心，並前往福岡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化中心、多多良淨水場以及宮瀨

水庫等進行現勘與交流。 

本次於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時，亦與日本國際顧問土屋信行博士進行國際顧問交流會議，

針對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目標打造韌性城市，並透過流域多元的思維，提出不對稱治理措施

理念進行分享與請益，茲將本次拜會之重要單位與參訪活動摘錄如下： 

3.1 福岡市水道局 

一、 機關簡介 

福岡市是位於日本九州北部、福岡縣西部的都市，為福岡縣首府，總面積約 343平

方公里，人口約 162 萬人，是日本第 6 大都市。年平均溫度 17.2℃，年均降水量約

1,500~1,800 mm，因位於日本海沿岸，具有冬季日照時間較短等日本海沿岸氣候的特徵，

但由於冬季降水量明顯少於夏季，因此氣候區分上屬於太平洋側氣候。福岡市的降水主

要集中在梅雨及颱風過境時期。流經市內之河流(如：多多良川、那珂川、室見川)均為

中小型河川，流量小，故無大洪災，但相對水量不豐，水資源則較缺乏。 

福岡市水道局為福岡市運營的地方公共企業，於 1923 年成立平尾淨水場等供水設

施開始陸續供水，至 2023 年剛好滿一百年。目前操作的職員人數約 500 人，自來水供

水區域主要為福岡市(不包括早良區和西區的部分地區)，並向福岡市那珂川以東和黑門

川以東地區以及福岡市規劃道路千鳥橋唐人町線以北地區供應工業用水，另在西區小呂

島提供簡單的供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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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福岡市相關位置 

 
圖 3.1.2 福岡市水道局供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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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岡市水道局供水來源 

水源主要來自水庫、鄰近河川取水及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2016~2020 年平均每年

供水量 15,035萬立方公尺，各水源分述如下： 

(一) 水庫約佔 37.1 %：共 9座，總有效蓄水量約 8,952萬立方公尺。 

表 3.1.1 福岡市水道局所轄相關水庫 

壩名 所在水系 
有效蓄水量 

(萬立方公尺) 完成時間 

曲洌 室見川 237 1923 年 3月 

脊振 那珂川 440 1976 年 3月 

五山 那珂川 3,970 2021 年 1月 

南畑 那珂川 556 1966 年 3月 

江川 筑後川 2,400 1972 年 8月 

瑞梅寺 瑞梅寺川 227 1977 年 5月 

久原 多多良川 146 1971 年 3月 

長谷 多多良川 485 1993 年 1月 

豬野 多多良川 491 2001 年 7月 

(二) 鄰近河川取水約佔 29.8 %：福岡市境內無一級河川，流經市內並流入博多灣的河

流有多多良川、御笠川、那珂川、室見川，都是中小型河流，卻是城市不可取代的

寶貴水源，因此，維護河川清潔與環境保護，為未來重要課題。 

(三) 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供水約佔 33.1%：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由福岡首都圈內的 6市

7町 1企業團 1 事務合作社組成，主要工作是向福岡首都圈供水。對福岡市而言，

則分別由 1982 年完成的牛頸淨水場引取九州最大的筑後川水源及 2005 年完成的

「海之中道奈多海淡中心」供水。 

福岡市 5座淨水場處理能力為每日 598,500噸，再加上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轄管淨

水場處理能力每日 182,400 噸，總計供水能力為每日 780,900噸，已能滿足該市目前之

供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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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福岡市水道局所轄淨水場 

淨水場 完成時間 處理能力(噸/日) 

瑞梅寺 1978 年 3 月 15,000 

夫婦石 1977 年 3 月 174,000 

高宮 1960 年 3 月 199,000 

乙金 1972 年 10 月 110,500 

多多良 1988 年 7 月 100,000 

合計 － 598,500 

 
圖 3.1.3 福岡市水源相關設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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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福岡市水源設施系統圖 

三、 福岡市枯旱因應作為 

福岡市於 1978 年因降雨量不足而發生嚴重的枯旱事件並限水約 287 日，枯旱後即

積極推動多元水資源開發及建置節水型都市。 

在多元水資源開發部分，以下列方案推動中： 

(一) 廣域供水：因福岡市境內無一級河川，為供水穩定，則由福岡市區域外的江川及筑

後川等一級河川引水。其中江川部分，係自甘水取水場取水後，經長約 24公里的

江川導水路，於乙金淨水場淨水後供水；筑後川部分，則是由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

自九州最大的筑後川引水後，經過長約 25公里的福岡導水路於牛頸淨水場淨水後

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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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福岡市廣域引水相關設施 

(二) 農業用水的合理化：一般農業用水使用開放水路的方式，不管蒸發或滲透損失量

都相當大。福岡市則改採封閉式水路，讓滲透蒸發的損失量能夠降低。 

 
圖 3.1.6 農業灌溉設施改善示意圖 

(三) 污水再利用：福岡市區的生活污水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流入御笠川，取水後經過

導水路流入那珂川旁的淨水設施淨水，可以提供工業用水及維持河川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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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福岡市生活污水再利用相關位置 

(四) 抽蓄式的水庫：多多良川水系的長谷及久原等 2 座水庫，於適當時機將下游河道

內的水再抽回水庫蓄存。 

 
圖 3.1.8 抽蓄式水庫操作示意圖 

(五) 海水淡化：由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出資興建「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供

水，每日產水量達 5萬噸，是日本最大的海水淡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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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山水庫：是日本目前唯一設有缺水對策容量的水庫，所稱缺水對策容量，係水庫

內平常不使用但保留在缺水時供水的蓄水量，經過計算五山水庫大概有 1,660 萬

噸的水量保持在水庫內，確保在缺水時有緊急足夠供水量，透過本水庫的興建，可

提升安全用水量達到 1.7倍，使多元水資源開發達到比較完整的狀況。 

 
圖 3.1.9 五山水庫庫容量對策 

除了開發多元水資源外，福岡市也透過「加強節水」及「水資源有效利用」等 2方

面，來建置節水型都市。加強化節水部分，向市民加強宣導各項節水措施，強化節水效

能，也採使用者付費的計價原則，即使用水量越多費用也越高，經加強宣導福岡市民有

超過 9成認為節水是很重要的，福岡市人均用水量目前每日僅 200公升，較全日本大都

會的平均每日約 240 公升節省了 40 公升。在水資源有效利用部分，福岡市則採用加強

配水管整備及設置水管理中心等措施，藉由強化水管韌性及中央控制室統籌調度供水，

減低漏水率、強化供水效率，經由這樣的整備，逐年減低漏水率，目前僅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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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 福岡市漏水率自 1955年近 40%至 2021年降為 2% 

本次亦現地了解福岡市水道局水管理中心之中央控制室運作情形，水管理中心從

1989年開始運作、2002 年全面更新系統。中央控制室操作人員共 13 位，每日分兩班，

每班由 4位資深與資淺相互搭配之工作人員負責監控水源到用戶端水壓及水量等資訊，

並將管徑 400mm以上的電動閥門依各區設定之水量及水壓指標，於中央控制室遠端即時

操控，以達成下列功能： 

(一) 淨水場間流量調整：依據供水區用水需求及淨水場內的蓄水量，透過操作電動閥，

即時調整流量。 

(二) 藉調整水壓減低漏水量：依據每日尖、離峰的水量，即時調整水壓，根據統計平均

降低水壓約 0.1~0.25MPa 後，每天可節水 0.4~0.5萬噸。 

(三) 節省枯旱時閥門的操作人力：枯旱時可由控制中心直接控制閥門調整水量，比較

水管理中心運用前(1978年)、後(1994年)的人力情形，可發現透過水管理運用中

心的遠端操控，可減少一半以上的操作人力。 

(四) 及早發現供水異常及應變：透過監測系統可了解水壓的變化，如水壓突然下降可

能是送水管漏水，可藉由遠距離操作先即時調整閥門，並即時辦理搶修，減少漏水

量。 

(五) 收集供水資訊強化用水效率：透過中心收集用水量、水壓、流量等相關資訊，透過

感測設備及監測系統資料進行初判，再結合資深同仁經驗進行現況調整，可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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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操作參考。 

 
  圖 3.1.11 福岡市水管理中心控制系統     圖 3.1.12 每日依尖離峰水量調降水壓 

 
圖 3.1.13 中央控制室內操作情形          圖 3.1.14 水道局人員解說面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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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多良淨水場 

一、 多多良川水源運用與淨水場介紹 

福岡市在 1978 年遭遇前所未有的枯旱事件後，福岡市水道局啟動多多良川水系取

水工程，包括興建長谷水庫、豬野水庫與多多良淨水場等水資源建設，多多良川現有水

源設施、淨水場、導水路與輸配水設施詳圖 3.2.1。多多良淨水場由福岡市水道局轄管，

於 1988 年完工啟用，淨水處理能力每日 12.2 萬噸，場區操作管理人員共 25 位，包含

廠長 1位、操控維護人員 15位(含操作輪值人員 8位)、外部設施(多多良抽水站、山田

抽水站、長谷水庫、久原水庫、松崎配水池、下原配水池)維護人員 5 位及水質檢驗人

員 4位。 

淨水場主要水源由位在多多良川設置抽水站引取川流水，沉砂後送至淨水場進行後

續淨水處理程序，川流水若有餘裕則由取水站泵送至長谷水庫(Nagatani Dam)蓄存，枯

水期再以專管供水至淨水場；另設在支流上的山田抽水站(Yamada Pumping Facility)

可抽水至久原水庫(Kubara Dam)蓄存，再採專管供水至淨水場。其他水源包含上游豬野

水庫(Ino Dam)及鳴淵水庫(Narufuchi Dam)放水至河道，再由下游多多良取水站取水，

達成水庫與川流水源聯合運用。水庫與川流水等原水經淨水場淨水處理後，除可輸水至

松崎(Matsuzaki)配水池供水，亦可輸水至位在淨水場旁之多多良混合設施，與奈多海

淡廠所產海淡水混合後，再送至下原(Shimobaru)配水池供水。 

淨水場原設計採粉狀活性碳、PAC(聚氯化鋁)混凝、化學沉澱、快濾床、消毒等淨

水處理程序，但因多多良川流水含有較多有機物，粉末活性碳對去除三鹵甲烷和臭味效

果不佳，自 2005年開始投入採「臭氧處理+顆粒活性炭吸附」之進階淨水處理程序，最

大淨水能力為每日 6.1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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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多多良川水源、導水、淨水及輸水系統 

  
    圖 3.2.2 多多良淨水場鳥瞰圖            圖 3.2.3 多多良抽水站鳥瞰圖 

二、 進階淨水處理介紹 

(一) 自 2005年開始加入進階淨水處理流程後，淨水場整體淨水處理流程如圖 3.2.4及

3.2.5。進階淨水處理分為幾個部分，包含抽水井、臭氧接觸槽、顆粒活性碳吸附

槽及後混合槽，主要作用為降低分解有機物及臭味物質與減少處理程序中如消毒

劑等化學品使用量。 

(二) 臭氧來自製造機中經高壓電激發空氣所生產，再送至 U 型管內與水體混合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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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及除臭，採用 U 型管型式之混合槽具有高分解效率、停留時間短、佔地面積

小及結構簡單等特點。另外為避免殘留臭氧氧化下階段處理之活性碳，需控制臭

氧濃度為 0.02 mg/l 。 

(三) 經臭氧處理後水體再由上方流入顆粒活性碳吸附槽，重力流經厚度 2 m 之顆粒活

性碳層後再自槽體下方流出，活性碳層則可透過空氣與水混合後進行反洗。使用

後活性炭部分由製造商帶回處理，部分則是將活性炭與雜物混合後進行掩埋，或

提供給鄰近植物園做為種植植物使用。 

 
     圖 3.2.4 淨水處理流程                圖 3.2.5 進階淨水處理流程 

 
    圖 3.2.6 臭氧製造原理         圖 3.2.7 臭氧接觸槽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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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8 臭氧製造機             圖 3.2.9 臭氧混合槽現場解說 

     
   圖 3.2.10 顆粒活性碳吸附槽圖示       圖 3.2.11 顆粒活性碳吸附槽現場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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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 

一、 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介紹 

  福岡都市圈位處九州北部，含括周邊 9市 8町組成，面積約 1,169 平方公里。目前

人口約 250萬人，區域內無一級主要河流。但隨著人口增加，都市化發展以及生活水準

的提高，對水資源的需求量有顯著的增加，為確保穩定供水，及徹底解決供水問題，日

本政府在 1966 年和福岡縣有關部門以及市、町共同努力制定「筑後川水系水資源開發

基本計畫」，並在 1973 年(昭和 48 年)為了進行筑後川水源開發工作，由福岡都市圈中

的 6 市 7 町 1 企業團 1 事務合作社成立「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由各地方政府出資及

派員辦理，以企業團的經營方式，可避免重複建設，共同有效利用水源，及經營管理區

域水資源之供水與用水。 

  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自 1983 年開始，從九州最大之筑後川遠距離引水，而後於牛

頸淨水場處理，再配送至 8 市 8 町 1 企業團的供水池送水，開啟「自來水供給事業」，

而後再由各市町團體之自來水事業體供水給家戶使用。期間在 1981 年、1985年、1992

年先後 3 度擴大事業規模，並於 1999 年取得海水淡化事業之許可，為第 4 次擴大事業

規模，開始進行海水淡化工程規劃，於 2005完成每日可供 50,000噸之海淡廠。 

  此企業團現況已開發總設施供水能力約每日 312,800 噸，常態可供水量每日

268,100 噸，約佔福岡都市圈自來水用水總量的 30%。目前福岡區域之水資源現況如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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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福岡地區水源和開發水量 

水系 水源名稱 供水能力(CMD) 

筑後川 

江川·寺內水庫 144,200 

合所水庫 28,100 

筑後大堰 6,500 

多多良川 鳴淵水庫 22,000 

玄界灘 海水淡化 50,000 

筑後川 
大山水庫 

(2013年供水) 
52,000 

那坷川 
五山水庫 

(2021年供水) 
10,000 

合計 312,800 

二、 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設置背景與歷程 

  於 1978年福岡發生大枯旱缺水，於該年 5月 20至隔年 3月 24 日實施限水，共 287

日，每日平均給水限制時間 14 小時，給水車出動台數 13,433 台，動員 32,434 人。後

於 1994年又發生嚴重枯旱缺水，實施取水限制措施，自該年 7月 8 日至隔年 5月 31日

止，福岡市實施了 295 日的給水限制措施，限水 10~55%。這些枯旱缺水事件與限水措施

使得福岡地區體認到，需增加穩定水源，以因應天候降雨與河川流量不穩定之影響。 

  海中道奈多海水淡化中心位於福岡縣福岡市奈多地區，位置如圖 3.3.1。海淡廠設

計產水量為每日 5 萬噸，佔地面積約 4.6 公頃，自 1999 年開始施工，整體施工期約 6

年，於 2005年完工產水，總費用 408億日圓(含海淡廠建造費、用地費、管線、漁業補

償費及排水混和池等)，海淡廠主體工程則約 209億日圓，興辦歷程如表 3.3.2，廠區外

觀如圖 3.3.3，各設施概要整理如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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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海中道奈多海水淡化中心位置圖 

 
圖 3.3.2 海中道奈多海水淡化中心興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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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海淡廠外觀與 1F空間 

表 3.3.2 海中道奈多海水淡化中心設施概要 

佔地面積 46,000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 16,000平方公尺 

建築構造 地上 2層之鋼筋結構建築 

取水方式 
滲透取水(玄界灘)，最大取水量 103,000 CMD，取水

管於陸域端 540公尺，海域端約 640公尺 

前處理 UF(ultra-filtration，超過濾)膜處理 

海水淡化方式 RO逆滲透，最大產量 50,000CMD 

處理效能 脫鹽率 99.3%，產水率 60% 

排水方式 
排放水與和白水處理中心的放流水混合排放入博多

灣內 

附屬設施 
多多良混合設施、下原混合設施、導水設施(導水管

直徑 1,600 mm總長 21公里) 

總工程費 408億日圓 

三、 海淡廠產水處理程序 

  海水淡化處理程序主要分 3部分，為取水設施(滲透式)、前處理設施(UF)、逆滲透

淡化設施(高壓 RO+低壓 RO)，整體除鹽率為 99.3%，其處理程序與現場部設如圖 3.3.4

及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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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海水淡化處理流程與主要設備規格 

 
圖 3.3.5 廠內設備佈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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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滲透式取水方式 

  滲透式取水，是指於海床下鋪設集水設施，進流水於海床先經砂層過濾後再

取進系統，可穩定抽取較清澈海水進入系統，為全球首創。其操作原理是用抽水機

把取水井水位降低至海面下，利用其水位差，以濾砂停止移動之臨界速度抽取海

水。本廠抽水機設置 6 台，其中 1 台備用。集水管材質為 HDPE(高密度聚乙烯)，

主管直徑Φ1,800 mm，支管直徑Φ600 mm，取水方式說明如圖 3.3.6，佈設概要如

圖 3.3.7。 

 
圖 3.3.6 滲透式取水方式 

 
圖 3.3.7 滲透式取水設施佈設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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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浸透取水設施斷面說示意    圖 3.3.9 滲透取水裝置之集水管構造 

(二) 前處理 UF及逆滲透 RO淨水處理 

  前處理工法採用 UF超濾系統，其材質為 PVDF(聚偏二氟乙烯系統螺旋型)，可

除去極細微粒、膠體以及微生物，以減輕 RO系統之負荷。與傳統混凝沉澱方式相

比，因 UF膜法不需使用混凝劑，能減少污泥量，且不會產生藥劑殘留，較能妥善

控制後端 RO進流水之水質，有助於延長 RO膜之壽命，佔地面積亦較少。近年來，

使用 UF作為逆滲透海水淡化之前處理程序，已成國際趨勢。UF 設置 6套每套每日

可處理 1萬噸海水，其中 1套為備用，可於系統反沖洗或保養時，更替運轉。 

高壓 RO 膜材質型式為三醋酸纖維素中空纖維，將通過 UF 後之過濾水再透過

高壓 RO進行脫鹽，採用中空絲膜主要考量是產水率較高(本廠產水率可達 60%，高

於一般 RO 廠的 40%)，能減少海水之抽取量及鹵水排放量。低壓 RO 膜為聚醯胺系

統螺旋型，將通過高壓 RO的水再進入此螺旋膜以調整水質，一般螺旋型高壓 RO膜

之除硼率可達 90%，但本廠以中空絲 RO膜之除硼率約 70%，而後再透過低壓 RO膜

增加硼的去除率；高低壓 RO膜之差異如表 3.3.3。 

本廠之 RO 系統並未設置備載機組，因當初設廠時政府並未補助此部分經費，

故未增設備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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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UF前處理模組 

 
圖 3.3.11 保安過濾器、RO高壓泵及能源回收裝置 

 
圖 3.3.12 RO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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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高低壓 RO膜之差異 

 高壓 RO膜 低壓 RO膜 

目的 海水鹽分之去除 
由於水溫變化會造成水質變動，

須以此持續調整水質 

方式 
以高壓泵將通過 UF 之產水泵入

高壓 RO膜系統 

通過高壓 RO 膜後之一部分滲透

水，再進入低壓 RO膜 

壓力 最大 8.24 Mpa (84 kgf/cm2) 最大 1.5 Mpa(15 kgf/cm2) 

(三) 濃排水(鹵水)和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混合放流 

  本海淡廠放流口設置於離岸約 360 公尺處，水深約 4 公尺(圖如 3.3.13)。一

般海淡廠產水後之濃排水，採放回海中透過海流擴散稀釋。本廠海水淡化後產生

的鹵水鹽度約為 7~8 %(一般 5~8 %皆有，視海淡廠採用之程序/設備不同而有差

異)，經與附近的和白水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混合後排放，由於污水廠放流水鹽度甚

低或不含鹽，兩股水混合後可先降低濃排水之鹽度，而後再排放至博多灣內海降

低對海水水質影響，此種排放方式為國際先例(混合排放示意如圖 3.3.14)。 

  由於博多灣屬內海，若高鹽度濃排水排放於此，恐因水流條件不佳而不易擴

散稀釋。此外，附近內海區內有 4座污水廠，其排放水因仍含有污染物質，易造成

內海水質優養化，若加入濃排水稀釋放流水濃度，亦可防止內海發生紅潮現象。因

此海淡廠濃排水與和白水污水處理中心放流水一起混合稀釋，一方面可降低濃縮

海水之鹽度，同時亦使處理廠放流水之殘留污染物濃度再稀釋降低，可謂一舉兩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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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 放流設施位置圖 

 
圖 3.3.14 海淡廠濃縮海水與污水廠放流水混合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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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淡產水與淨水場清水混合供水 

  該廠於 1999 年興建之時，考慮海淡水要調整與自來水相似的味道與礦物質含

量，因此規劃 2 處混合設施。該廠海淡水先輸送至多多良混合設施，約 12.68 公

里，在此處有一部分海淡水與多多良淨水場之清水進行混合後，輸送至松崎配水

池，而後再供應到福岡市公共給水。另有一部分海淡水或混合水再從多多良混合

設施輸送至下原混合設施，長度約 8.29公里，在此處與來自牛頸淨水場之清水混

合後，再送往下原調整池(配水池)，配水至新宮、古賀、福津、宗像及福岡市(混

合供水方式如圖 3.3.15)。由於海淡水與既有淨水場之清水以 1:1混合後，其硼濃

度從 1.4 mg/L 降為 0.7 mg/L，可進一步降低硼的含量。 

  本海淡廠於 2012 年以前之產水規劃，設定於 7 至 9 月間全面運轉產水每日 5

萬噸，在其他 9個月則設定為產水每日 4萬噸，其他供水需求由川流水優先提供。

但實際海淡水之產水量則須取決於實際用水需求，以及筑後川流量變化而定，最

低約為每日 3萬噸。依據平成 17至 24年(2005~2012年)運轉統計資料顯示，平均

每日產水量約每日 3~4.2萬噸。 

  而從平成 25年(2013年)開始，因大山水庫完成並開始供水，海淡廠操作策略

有所調整。由於海淡水之產水成本約為陸地取水之 2 倍，因此當河川流量穩定且

豐沛時，優先取用川流水利用，而當缺水發生時，則以海淡廠增量運轉產水以增供

水量。是以於 2013 及 2014 兩年之運轉產水量即降低至只剩每日 2.1 萬噸及 2.0

萬噸。 

  自 2015 年度之後，每年預計運轉產水量約每日 3 萬噸，但實際則約為每日 2

萬噸，操作對策為全部 5組 RO逆滲透設備(無備用)之其中至少有 3組保持常態運

轉(電力契約容量變更為每日 3 萬噸)，剩餘的 2 組系統進行整備維護。依據企業

團 2022年統計年報，近 10年海淡廠年產水量與用電量統計如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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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5 海淡水與淨水場清水混合供水圖 

表 3.3.4 海淡廠歷年產水與用電量統計 

年度 
產水量 

(m3) 

總耗電量 

(kWh) 

單位產水耗電量 

(kWh/ m3) 

2013 7,783,338 42,601,920 5.47 

2014 7,388,584 39,819,120 5.39 

2015 7,746,916 41,557,440 5.36 

2016 7,430,881 39,817,680 5.36 

2017 7,901,750 43,090,320 5.45 

2018 6,745,714 37,129,200 5.50 

2019 7,300,661 41,457,984 5.68 

2020 7,343,626 41,019,288 5.59 

2021 8,734,324 47,056,752 5.39 

2022 7,827,325 42,602,328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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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察紀要 

  本次考察首先由海水淡水化中心撥放簡介影片快速瞭解海淡廠整體概況，再由廣川

廠長回應本署提問及接續導覽介紹廠內設施，交流、討論及導覽重點摘錄如下： 

(一) 海淡濃排水混合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排放至博多灣內海，定期監測海洋生態及水質，

第一部分是把博多灣海水，帶回來中心做魚類飼養及動態監視，第二部分是進行

博多灣海洋環境調查，營運至今已歷經 19年，基本上無水質影響問題。也因為濃

排水混合污水廠放流水排放，取其降低海淡濃排水鹽度與稀釋污水廠放流水污染

物質濃度，漁業業者反映放流口海水水質優養化或是藻類滋生情形改善。 

(二) 在漁業補償方面，分為興建與營運期間補償，但長期營運下來對漁業未造成不良

影響，漁民也反映並承諾漁業業者，若發生問題時會立即停機檢查並配合調查。 

(三) 海水淡化中心於完工後 15年內營運管理採委託原興建承攬廠商辦理，營運操作契

約除必須確保產水水質，亦包含主要機電設備維護保養及薄膜更換費用。於完工

後第 16年起，因原委託營運操作契約到期，經採公開招標方式無廠商承攬，故採

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原廠商續約，履約期限 1 年，若工作表現優良，最多可再延

長契約期限 4 年(類似契約後續擴充)，契約工作項目同樣包含機電設備維護保養

及薄膜更換。 

(四) 主要設備如 RO 高壓泵及能源回收裝置係以使用年限 10 年進行更換評估，但目前

僅更換高壓 RO 幫浦的主軸及葉輪與動力回收設備的轉輪等零件，設備尚無換新，

設備更新與零件更換費用由企業團負擔，並納入契約執行。 

(五) 由於採取滲透取水取得海水相當潔淨，其中 SDI <1及濁度<0.05 NTU，較高壓 RO

膜廠商所建議進流水質 SDI<3 及濁度<0.1 NTU5 之要求更低，因此在進行停用 UF

膜產水 1年的測試後，自 2022年 11月後正式省略 UF模的產水前處理流程，省略

UF運作已 1年，產水水質未出現問題。 

(六) 集水管支管採間隔 5m安裝共 120根(Φ600 mm，L=30m)，與集水管主管(Φ180 0mm，

L=313.6m)連接。迄今包括收集管道在內的滲透取水設備均未損壞，亦未發生集水

管外露事件。滲透取水設備因不具有反沖洗功能，當砂層堵塞時，預定用船拉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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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砂層表面，但至目前未出現砂層堵塞影響取水情形，砂層表面亦未被刮傷，研判

砂層表面已經自然洋流適度刷洗並帶走表面雜質。 

(七) 海水淡化中心總共有 14 位職員，其中有 10 位是水道企業團的員工，另外 4 位為

外包員工，維護管理廠商大約 20位人員。 

(八) 海淡廠以穩定產水與不影響設備壽命為主要考量，未因電力成本調整產水時段。

現況亦未規劃使用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正研究使用海水鹽度差進行發電。 

 
圖 3.3.16 廠房 2F參觀展示區 

  
   圖 3.3.17 廠長解說興建過程照片        圖 3.3.18 實物解說展示空間 

  
         圖 3.3.19 控制室              圖 3.3.20 考察團與中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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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宮瀨水庫 

一、 水庫概況 

  位於神川奈縣相模川(一級河川)支流中津川上游，距東京市中心約 50 公里、橫濱

和川崎的市區約 40 公里，水源主要供應至神奈川縣。 

 
圖 3.4.1 宮瀨水庫所在位置 

神奈川縣的用水主要來源為相模川水系(相模水壩、城山水壩、宮瀨水壩)和佐川水

系(三保水壩)，這兩個水系滿足了該縣 90%以上的用水需求。此外，也透過連接相模川

水系(沼本水壩、相模大堰、寒川取水堰)和佐川水系(飯泉取水堰)這兩個水系，建立了

備援功能。 

 
圖 3.4.2 相模川與佐川水系間聯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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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神奈川縣自來水水源別構成圖 

二、 宮瀨水庫興建歷程及相關設施 

  日本建設省(現今國土交通省)於 1969年公佈水壩計畫、1978年確定水壩設施地點

設在石小屋並公告宮瀨水壩基本計畫、1984 年臨時排水隧道開工、1991 年開始澆置大

壩混凝土、2001年 4月水庫正式啟用。自公布水壩計畫至正式啟用歷經 32年時間，實

際施工約 10年，施工前以花費很長的時間與在地民眾溝通，就興建水庫大約影響的 280

餘戶民眾，已另設安置地點讓受影響住戶遷村，也在宮瀨水庫週邊設置商店街，讓受影

響民眾得以繼續在這個區域與水庫共生並獲利，藉由這些溝通，大幅減少民眾的反對意

見。 

  目前宮瀨水庫水域面積約 4.6 平方公里，總蓄水量約 1.93 億立方公尺、有效蓄水

量約 1.83 億立方公尺，是關東地區蓄水量最大的水庫，總集水區達 213.9 平方公里，

其中本流集水區 101.4 平方公里、道志川集水區 112.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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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4 宮瀨水庫蓄水容量分配     圖 3.4.5 宮瀨水庫集水區示意圖 

  水庫主要設施如下： 

(一) 大壩主體：混凝土重力壩，壩高 156公尺(EL.134~290)、壩頂長度 375公尺。 

(二) 石小屋水壩：於宮瀨水壩下游約 800公尺處，壩高 34.5公尺、壩頂長度 87公尺、

總蓄水量 55.7 萬立方公尺、有效蓄水量 38.6萬立方公尺。是宮瀨水壩的副水壩，

主要功能為調節水壩的放流水，穩定放流到中津川，並確保發電用水。 

(三) 津久井導水渠：長約 5公里，通水量最大為每秒 40立方公尺，宮瀨水壩的可藉津

久井導水渠將放流水送至城山水壩的上游。 

(四) 道志導水渠：長約 8公里，通水量最大為每秒 20立方公尺，透過道志導水渠可自

道志川引水至宮瀨水壩。 

(五) 愛川第 1發電站：裝置容量 24,200瓩，是位於宮瀨水壩正下方的發電站，利用宮

瀨水壩的落差產生的水的能量，在電力需求多的時間帶進行高峰式發電。 

(六) 愛川第 2 發電站：裝置容量 1,200 瓩，利用由石小屋水壩進行貯水調節的放流水

24小時連續運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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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宮瀨水庫相關設施位置圖 

三、 水庫功能 

(一) 防洪：會利用每年 11 月到隔年的 6 月期間盡量將水庫蓄滿，而 6 月到 10 月洪水

好發時期，則會空出庫容以調節洪水水量，洪水頻率以 100 年設計，設計入流量

每秒 1,700 立方公尺，但一般洪水期放流洩放量最大為每秒 100 立方公尺，可削

減下游洪水量每秒 1,600 立方公尺，達到減洪減災目標；如遇特大洪水則利用壩

頂溢洪道，最大洩洪量為每秒 1,900立方公尺，惟水庫完成至今尚未使用過。 

 
   圖 3.4.7 相模川計畫流量分配圖        圖 3.4.8 洪水期水庫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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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維持河川水量：宮瀨水庫完成後仍須維持原下游河道的環境，須配合下游動植物

生長最少的需水量放水，其中冬季放水量為每秒 2 立方公尺、夏季則配合下游農

民稻作灌溉的用水需求，放水量為每秒 5 立方公尺。也藉這樣的放水量，可以沖

走下游中津川的藻類，改善生物棲息環境。除了水量外，因庫區內不同水深會有不

同的水溫，管理單位為避免放流的水溫與下游河道有顯著差異而影響河道內生物，

會透過水庫內可以上下伸的選擇性取水設施，擇合適的深度取水放流。 

 
圖 3.4.9 宮瀨水庫各月放水量 

 

圖 3.4.10 夏季時不同深度溫差近 20 度 

圖 3.4.11 選擇性取水設施可上下伸縮      圖 3.4.12 選擇性取水設施啟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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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應自來水：為有效利用相模川流域的水資源滿足下游自來水用水需求，宮瀨水

庫透過津久井及道志等 2 條導水渠，與相模、城山及道志等 3 座水壩聯合操作。

相模及城山水庫的集水區約為宮瀨水庫的 12 倍，但庫容合計僅約宮瀨水庫的一

半，透過道志導水渠將道志川的水引至宮瀨水庫，減少水資源流入海裡。宮瀨水庫

也可透過津久井導水渠送水至相模川主流城山水壩的上游，依需求補充水源至城

山水庫。透過這樣在相模川的上下游間彈性調節水量，可向包括橫濱市和川崎市

在內的神奈川縣下屬 15市 7町供應自來水每日 130萬噸。 

 
圖 3.4.13 相模川水系水庫操作示意       圖 3.4.14 宮瀨水庫供水範圍 

(四) 發電：透過宮瀨水壩正下方的愛川第 1 發電站，及石小屋水壩下游的愛川第 2 發

電站發電，可滿足約 21,000戶家庭用電所需。 

(五) 觀光：結合水庫水域以各種方式推動觀光，如：至現場可領取給專屬的壩體介紹

牌、大壩右岸原來供施工用的升降設備完工後改為觀光纜車、大壩每年 4~11月辦

理觀光放流、餐廳配合製作具放流意象的咖哩飯、水庫中游岸邊設有鳥園、遊覽船

碼頭、泛舟區、親水公園、湖水之鄉交流館、周邊商店街、庫區內設置水科學館宣

揚水資源教育，經統計每年約有 150萬人到訪，而神奈川縣內約有 30%小學生參訪

過宮瀨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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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5 觀光放流        圖 3.4.16 壩體介紹牌及觀光放流意象咖哩飯 

 
      圖 3.4.17 水庫周邊環境營造及遊憩活動         圖 3.4.18 水科學館內部 

四、 水庫操作與管理 

(一) 水壩放水設施運用流程 

1. 平時：透過「選擇取水設備」放水，其目的有兩個，一是配合下游用水需求放

水，稱為疏水放水；另一是配合愛川第 1發電站發電放水。 

2. 洪水時：將放水量增至每秒 100 立方公尺，其中「選擇取水設備」最多放水每

秒 55立方公尺，剩餘每秒 45立方公尺由「高位常用溢洪道設備」放水。 

3. 緊急時：放水量大於每秒 100立方公尺的緊急情況，透過「選擇取水設備」、「高

位常用溢洪道設備」及「低位常用溢洪道設備」等 3 種設備放水，放水量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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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355 立方公尺，如水位超過水壩高度的緊急事態時，則透過水壩頂的緊急用

溢洪道放水。 

 
圖 3.4.19 宮瀨水庫各階段放水流程 

(二) 水庫維護管理：為維水庫正常運作，區分下列兩種方式辦理 

1. 功能管理：設有雨量計、水位觀測計等並參考日本氣象廳的降雨資料和長期預

報來監測出、入流情形；當宮瀨水壩的放水量增加時，會通知相關機構，並透

過水壩資訊顯示板、揚聲器和警報器等警告設備施放通知，並使用警報器車輛，

將進行安全巡邏。 

2. 設施管理：周邊設置監視器以維水庫安全，壩體內設有檢查維修廊道，與大壩

內的閘門控制室和測量室相連，並設有擺線儀、地震儀…等監測大壩安全。本

次現地所見特殊事項，說明如次： 

(1) 重視檢查維修廊道內的溫濕度控制：壩體為混凝土重力壩，壩體內設有約 2

公里長的檢查維修廊道，廊道內沒有滲水情形外，更於廊道的出入口設置塑

膠布減少水氣滲入、重要機械設施旁設置空調，並設有溫濕度計監控。 

(2) 利用輕軌車廂協助減輕人力負擔：檢查維修廊道內另設有輕軌車廂，可利用

輕軌協助檢修及搬運所需器材，節省人力。 

(3) 注意安全及備援：水庫內有監視系統注意設備防護，閘門等設備所需電源除

了由水庫之水力發電供應外，另有市電系統、發電機及人力操作等備援方

案，並設有直升機停機坪，可供直升機起降因應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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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0 壩體內監測設施              圖 3.4.21 檢查維修廊道 

 
圖 3.4.22 廊道出入口有塑膠布       圖 3.4.23 空調系統調節溫濕度 

 
圖 3.4.24 廊道內軌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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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水利署國際顧問會議(河川整備研究所) 

一、 單位介紹 

  日本政府為了河川管理技術之提升，於 1987 年由國土交通省河川局、各都道府廳

的協助指導，由前東京都知事鈴木先生為發起人，成立財團法人「河川整備中心」，專

門從事日本地區河川相關的水域環境保育利用及規劃施工等技術之開發調查工作，調查

項目廣泛細密，研究成果豐碩成熟，廣為日本工程界引用。「河川整備中心」是成立在

國土交通省下之研究單位，後為因應日本國內對於非營利機關的管理與補助原則，「河

川整備中心」於 2012 年 4 月 1 日更名為「河川整備研究所」。而水利署自 2003 年起積

極推動臺日雙方水利技術之交流與合作，與該所持續就流域綜合治水、生態復育、水環

境改善、土砂管理、河川管理、防災預警、海岸防護、都市防洪、氣候變遷等議題進行

交流合作，每年派員互訪，互動良好。 

二、 交流紀要 

  12月 13日下午拜訪河川整備研究所，並由塚原浩一代表理事、內藤正彥常務理事、

土屋信行顧問、宮川幸雄首席研究員等人員出席(如圖 3.5.1~2)，會中水利署以簡報方

式，針對臺灣現行的治理措施為因應氣候變遷，打造韌性城市，增加土地韌性作為的目

標及策略，並透過流域多元的思維，針對不對稱治理措施等流域治理政策及措施予以說

明，續以流域整合治理、管理及防災應變等對策進行交流，並更加深化及延續長期與河

川整備研究所之合作情誼。綜合討論及反饋，意見摘述如下： 

(一) 河川整備研究所表示日本也跟臺灣的狀況相近，治理的部門也是負責中下游的部

分，對日本來講，農地排水就是農林水產省在負責，也是不同的單位，負責不同的

工作，日本針對流域管理的部分，與臺灣水利署的政策推動作法相似，期集合各單

位的資源整合運用，同步在重點區域優先投資改善，發揮治理的最大效益。 

(二) 日本在 2020年 6月荒川發生 100毫米以上的降雨，造成荒川下流地區嚴重淹水，

因此，2022年正式成立「流域治水協議會」，把不同的層次的政府單位，包含政府

單位(如農林水產省、當地市町村)、地區河川的負責人、中央協調角色、負責農林

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水利發電的單位，以及土地改良區農民的自主組織等都聚集

在一起，共同討論防災工作。 



41 

(三) 臺灣流域治理涉及跨部會，對於各都市建設計畫加入流域的改善及治水的改變較

為困難，而日本目前主要係以國土交通省所轄相關的單位先做統合，即先將下水

道業務及都市等相關課題，在國土交通省裡面商議作一致的決議，另當然希望農

林水產省跟林業管理單位等共同合作，但不同單位的合作亦是相當困難，因此，針

對流域的整個問題，把不同單位整合起來，透過「流域治水協議會」的商議，各相

關單位已經有合作的認知，目前國土交通省也逐步整合轄下相關單位，在都市建

設計劃中也加入流域改善與治水的思維。 

(四) 針對災害潛勢圖(類似本署的淹水潛勢圖)，有包含下水道、河川與住宅區的資訊

等，是由國土交通省跟地方政府，還有管理下水道的當地市政府管理單位，三個單

位把資料提出來之後公告出來，特別的是日本會將公告資訊納入不動產的交易法，

並將潛勢圖做一定的告知(如圖 3.5.3)。 

(五) 日本國土交通省現今淹水顯示畫面可在特定位置計算淹水程度、在各水量下以動

態方式展示模擬情形，並在發生淹水災害前建置資料庫後提供，讓民眾可以更加

瞭解淹水風險，日本希望能夠儘早針對災害發生前各種情況下，超前部署，降低災

害規模。 

(六) 日本政府欲針對淹水潛勢嚴重區域做一定限制性的開發，但無法一次到位，因此

在潛勢圖中有一個層次：紅色的區域是絕對不可以開發，也會限制該區的興建執

照並以政策引導民眾遷出。黃色的區域是不建議開發，黃色區有淹水風險，地方政

府在做建設時，會在該區域以加高等方式執行。日方也特別說明，將研議對於風險

區域的開發更加嚴格管理，但是會有緩衝時間，目前已要求在不動產交易時須依

淹水潛勢告知淹水風險，並納在不動產交易法中；且禁止開發由建築法在潛勢搭

配都市計畫法推行(如圖 3.5.3)。 

(七) 日本在重點河段，針對所管轄的區域提高了設計標準，將河川的主河道擴展為 2

倍，除了河道的拓寬之外，也利用堤防的角色，興建第二道堤防，管理單位為原土

地主管機關，縱使洪水來也不會直接威脅到主河道兩旁的農田。洪水不會直接逆

流，威脅到住民的安全。日本運用輪中堤進行防洪，洪水來時，優先保護住民的安

全，田地則可以做為洪水漫淹區，其概念與臺灣村落圍堤、在地滯洪相似(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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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八) 日本的災害復興預算是全國通用，若災害導致原有設施損壞，可以動用這筆預算，

包含水災與地震等災害造成的損害，其中經費由中央負擔 95%，地方只要負擔 5%。 

(九) 對於避免居住高危險地區的情形，日本跟臺灣一樣，剛開始民眾擔心降低土地的

價值，但遇到重大災害時，國民會瞭解政府發佈風險範圍是真的有用。而對於仍然

不想遷居的民眾，日本則在地方政府會以相對政策來輔助，如災害時，指引至避難

處所或執行防範水患的隔板等防止淹水措施，或是補助拆遷金。日本努力的方向

是高風險區如原無人居住，朝禁止開發方式推動。 

 
圖 3.5.1 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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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會議剪影 

 
圖 3.5.3 日本淹水潛勢公告範圍及限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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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連續建設輪中堤案例  

© Koji Ikeuchi 



45 

3.6 考察荒川知水資料館及高規格堤防 

一、 單位介紹 

12月 14日前往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管理之荒川知水資

料館，該事務所管理的荒川下游區域，約 30 公里(從荒川的笹目橋到河口)的範圍內推

動河川整治，預防和減輕災害，使流域居民能夠安全居住，並以創建健康河流為目標，

將荒川下游地區的河流、城鎮、人民轉變為健康的河流，且幫助所有接觸荒川的人們對

荒川產生興趣，並將荒川、城鎮以及參與其中的人們轉變為幸福的狀態。因此，透過三

維數據改善行政服務為目的，推進數位轉型，首先製作 3D 區域地圖、線上現場授課、

使用無人機(UAV)進行河流巡邏和設施檢查等，推進 i-Construction。此外，加強與荒

川海濱支持者、海濱學校、河流合作組織、荒川清潔援助、荒川資訊的合作，以 3D 洪

水災害圖呈現，讓民眾有機會提前考慮自己的避難行動。 

臺灣都會地區，防洪安全問題非常重要，要如何利用數位技術，簡化工作流程，卻

又能夠滿足河川防災業務需求為參訪目的，故本次行程預計交流在人力有限的條件下，

要如何運用最新技術進行河川管理與防災業務。 

荒川原本最下游的河段為今之隅田川，由於此河段水路狹窄且彎曲，導致洪水頻發，

在 1910年更爆發了關東大水災。為了徹底解決荒川對東京與關東地方造成的水患問題，

日本政府在 1913 年針對下遊河段動工興建分洪道，即「荒川放水路」，歷經 17 年的工

程，於 1924年開始通水，1930年正式完工。荒川放水路以新岩淵水門為起點，沿著東

京市區東緣開鑿人工河道，至中川河口合流後通往東京灣，全長 22 公里，河道平均寬

度約 500公尺(包含堤岸區域)。荒川放水路的興建，加上同時期開闢的江戶川放水路，

大幅紓解了東京市區一帶的洪水威脅。1965 年，日本政府正式將荒川放水路編為荒川的

主河道，新岩淵水門以下的舊河道則改稱隅田川，直至今日。 

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主要業務推動項目如下： 

(一) 保護首都圈免受大規模水災的水利工程。 

(二) 保護城市免受大規模地震的水利工程。 

(三) 防範直下地震和首都圈大規模水災的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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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護良好的環境。 

(五) 持續確保安全性所需的維護管理。 

(六) 推動與地區和市民的合作。 

二、 考察紀要 

首先參訪團前往荒川知水資料館由館長與館內人員進行導覽圖(如圖 3.6.1)，並前

往中央管理室瞭解防災管理業務，之後到高規格堤防現地進行參訪，荒川下流河川事務

所並針對參訪團提出之提問回覆，交流討論內容摘錄如下： 

(一) 荒川從過去的明治時代到現在都是一個治水的指標，屬人工拓寬的導水路，主要

是為了原本的隅田川防洪而建，且設置岩淵水門控制洪水量(如圖 3.6.2)，另從海

岸至岩淵水門約 30公里，受到潮汐的影響，一天約 2公尺的水位波動，但東京灣

屬內海，不易受海嘯直接影響陸域安全。故自導水路完成後，配合水閘門操作控制

水位，東京再也無發生過水患，而原本的舊河道則運用與自然景觀搭配，保留河川

風貌。 

(二) 災害發生時事務所相關人員會聚集到災害對策室進行防災準備，於管理室可以遠

端監控與操控水門及抽水站等設備，對於設備搶修險作業，事前就已簽訂契約，若

設備損壞無法運作時，廠商就必須要立即來做檢修。而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

局也都有個別開設災害對策本部。 

(三) 高規格堤防為一個大區域坡度非常緩的堤防，能夠防止洪水的蔓延。可作為防洪、

避難的地點，且由於地盤重整，耐震度也較佳。採用類似 PPP 方式來執行，由政

府、住宅公團及民眾整合後施行。在東京 13區有類似的地方已經完工，有 9個區

域正要進行相關的施工(如圖 3.6.3)。 

(四) 透過數據三維以改善行政服務為目的推動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製作 3D區域地圖、線上現場授課、使用無人機(UAV)進行河流巡邏和設施檢

查。 

(五) 推動 i-Construction，強化荒川下游水部綠色社區開發的基礎設施，加強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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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構建新的基礎設施加強與荒川海濱支持者、海濱學校、河流合作組織、荒

川清潔援助連結荒川資訊的合作，並以 3D洪水災害圖呈現，讓民眾提前考慮自己

的避難行動，例如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避難。為了各方面的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優先考慮社會和經濟需求較高的防災資料等，並促進 GIS 

開放資料的創建，以便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網路等輕鬆使。 

 
圖 3.6.1 參訪荒川知水資料館 

 
圖 3.6.2 新(藍色)與舊(紅色)的岩淵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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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高規格堤防現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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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拜會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一、 單位介紹 

(一) 12月 15日與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進行交流(如圖 3.7.1~2)，國土交通

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主要工作為綜合調整、法令、水利、預算分配、政策、河川

計畫、河川環境的保護、河川．水庫的管理、防洪整治、災害恢復事業、防災(自

然災害)防止、水資源開發基本計畫、國際協助、下水道計畫、特定流域下水道整

備綜合計畫、侵蝕控制的綜合調整、侵蝕控制設施的整備等，以及整合與水有關的

行政部門。 

(二) 鑒於未來氣候變遷導致水災風險進一步增加，國土交通省與相關單位合作實施「流

域防洪」措施，以應對日益嚴重和頻繁的洪水災害，且設立流域洪水對策會議，制

定計畫、研究對策，含括河川管理單位、下水道管理單位及縣市政府。為全面落實

整體的水災對策“流域防洪”，擴大到全國河流。除了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外，國家

和大都市也將透過包括都道府縣、市政府和企業在內的所有相關方的合作，促進

基於洪水風險的城市和住宅開發，以及改善流域的蓄水和滲透功能。 

二、 交流紀要 

首先由水管理‧國土保全局進行簡報說明，包含水庫的管理、河川環境、政策方向

以及如何驗證確認，最後一個是因應氣候變遷下流域管理的方式。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並針對本署提問回覆，交流討論內容摘錄如下： 

(一) 臺灣因地理條件所致，防減災作業及水資源保育極為重要，鑒於日本地理環境與

臺灣相似，了解日本如何統籌進行流域治水政策、系統性智慧防減災措施含技術

開發，以及推廣及水源區政策訂定等政策規劃參考基礎。 

(二) 日方在水利與國土保護局創新河川技術項目有：危機管理型水位計(洪水專用低成

本水位計)、簡易河道監視攝影機、無人/自動化流量觀測設備、無人機細緻化河道

巡檢、海堤結構空心檢測。 

(三) 日本水庫以國土交通省的觀點看，第一要素是洪水來時如何進行排解跟協調，第

二是如何讓河川在保有既有的河川流量及原來自然景觀，用此方式進行調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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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洪水發生時跟沒有發生時這兩個狀況都必須考慮，即便沒有洪水威脅的水庫，

亦須考量水庫與河川搭配做自然環境的保育的管理方式，比如有一個水庫是專門

發電的，但是當下游發生缺水的情況時，河川的管理者要如何來進行應對，在管理

面向就需先提出方法。 

(四) 日本的水庫總數有 2,755 個，分類的方式為 F、N、A、W、I、P，一個水庫可能會

有多種目的，興建時都有其規劃，但若是遇到特殊情形時(例如缺水)，即使發電型

水庫也會依據指引做應對。 

(五) 日本運用 PDCA 的概念來進行水庫管理計畫，流程從計畫的成立、推動，在現場執

行確保結果的好壞，之後進行修補或修繕，再確立下一個計畫，整個流程最重要的

是必須要有足夠的健診方式，了解水庫的真實情況。 

(六) 日本亦針對河川環境計畫做全面性的盤點與管理，對於河川防洪的整建、河川管

理以自然及文化導向，考量河川既有生態系統及當地歷史文化，並擬定指引手冊，

分層管理治水兼顧環境的自然景觀；在執行前會進行環境調查，透過河川環境管

理表進行評估，除水域外包含陸域及海岸之土地面積、物種、地質等，作為參考

點，如大型河川管理，會先掌握河川既有特性及生態交錯帶(藍帶與綠帶的連結)，

避免乾枯斷流考量生物多樣性，設計適合生物棲息的環境，考量了防洪措施及棲

地環境等綜合議題。(如圖 3.7.3~4)。 

(七) 日本河川法於 1896年訂定，並於幾次修正後，1997年之河川法加入環保的理念，

包含防洪、水利與環保相互關聯。若洪水來臨造成水質惡化，亦會破壞環境，而洪

水發生亦會造成水庫發電功能喪失，因此必須共同考慮。 

(八) 日本河川法中對於重要政策，會考慮長遠願景，以 100 年河川願景下，30 年內執

行事項、方式予以訂定，再逐步達成願景，且 30年計畫內，每 5年為一個基準驗

證成果。即針對政策評估進行量作為政策驗證，主要是對整體流域是否達到目標

以及較複雜區域會進行單獨驗證，改變投資觀點。認證方式主要是確認工程實施

的前後去比較其效果是否達預期，如果淹水的話，是否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從投

資的觀點來看，針對水庫河川做保育時，可以將其量化為經濟數字，反映在經濟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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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在氣候變遷衝擊之下，以 IPCC AR5進行模擬降雨增量、設計降雨及洪水發生情境，

掌握每個流域的風險區域，並擬定策略，且以圖示化呈現。日方在河川規劃上，仍

需持續辦理整建、佈建堤防及河道清疏等。但在風險比較高的地方，會由土地利用

的角度進行規劃，另也朝建議遷村及限制開發等推行。 

(十) 水庫的具體做法第一為增加水庫容量，可在原有的水庫下游新增一座水庫增加水

量。第二個是提高放流的能力，在水庫增加放水設施可以提高水庫放流的能力。第

三個是針對土石流的對策，包含攔砂堰與挖疏砂導路等方式。 

 
圖 3.7.1 拜會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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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 賴建信署長致贈禮品給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圖 3.7.3 河川環境管理評估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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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 河川環境管理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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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拜會河川情報中心 

一、 單位介紹 

12月 15日與河川情報中心(FRICS)交流(如圖 3.8.1~2)，其為非營利法人團體，原

為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所管轄，後調整為一般財團法人，營運經費由日本全國 47 個都道

府縣及 10個政令指定市捐贈及贊助，做為推動水災災害防止與減輕的公益團體。 

主要任務為蒐集、處理及提供河川及流域等知識與相關訊息，減輕洪水災害與提供

較好以及合理的河川利用資訊。由於中心營運經費係由各機關所捐贈，因此中心的運作

與主要功能，亦有相關規定須要執行，包括河川流域相關情報之蒐集、處理及提供、上

述目的的相關技術開發、相關資訊的交流、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基金規範所必須

採取的行動等。 

為達到洪水預警與預報，設置各項精密的雨量觀測設備是相當重要的，依據日本 

2005年的統計資料，包括河川局所管、道路局、氣象廳、都道府縣所管、水資源機構及

電力機關等，共約有雷達雨量計 26 座、地上雨量計 8,390 座、水位計 5,088 座，其他

1,270座，量測數據更新時間約為 5分鐘到 10分鐘。各項量測數據透過水文站(水位及

流速)及雷達雨量計，傳送到地方整備局及都道府縣政府，彙整後傳送到「河川情報中

心」作進一步整理及分析，透過各項先進的模式計算出各項實用可靠的訊息，以淺顯易

懂的方式提供給新聞媒體、地方整備局、都道府縣政府、市町村及民間企業等各項所需

情報，讓各單位可以正確且容易的用到他們所需要的領域。 

二、 拜會紀要 

本次拜會除了希望與河川情報中心理事長池內幸司維持良好情誼外，亦針對池內教

授於 112 年 11 月訪臺演講時分享之日本淹水模擬技術、BCP(企業水災事業持續計畫) 

及防災工具進行進一步的請益(圖 3.8.4)。 

首先由池內幸司教授簡報說明，針對情報中心工作簡介說明以及針對本署提出之提

問回覆，交流討論內容摘錄如下： 

(一) 河川情報中心主要進行防災減災的研究，透過中央政府的預算，執行各項的計畫，

河川情報中心即時提供河川的情報、大地震及地震造成地層下陷的資訊提供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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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交通省或地方政府應用。另外也針對水門附近的觀測數據收集、雷達雨量的預

測以及參數的設定、預測洪水，其居住地的危險程度依據顏色分類，並提供淹水潛

勢情形，供避難時參考，也會強化民眾防災的知識與意識。 

(二) 該中心也有協助國外做一些防災的協助，例如協助越南地方政府律定災害應變的

對策，災時提供專業的諮詢，提供人才培育訓練，也透過 JICA(國際協力機構)的

系統來提供海外的協助，該單位的預算來自中央政府，所以需要把成果擴散到民

間，這種單位類似財團法人，有更多對社會貢獻的精神。 

(三) 其中日方建置相當多的危機管理型的水位計，一組約 50~60萬日幣(約台幣 13萬)，

價格不昂貴的水位計，日本全國已布建將近有 9,000 座水位計，資訊會傳回中心

裡面來做分析，維護的成本也相對低，並把現場傳回來的數據以圖式的方式提供

給外部來使用。 

(四) 日本在淹水感測部分，是將淹水感測器與自動販賣機配合，可以成為廣泛且實用

的偵測平台，而針對風險評估地圖係將模擬資訊建置完成，提供給縣市政府參考，

由縣市政府訂定風險地圖，提供災害發生時候避難場所位置等整合性評估，亦提

供失明民眾，可使用的災害避難地圖。 

(五) 其中日本在減災及避災方面，採用 BCP 應用於企業的緊急應變計畫，政府如何進

行災害的準備及業務分配對於政府單位是最重要的，在此背景下每一個中央單位

甚至民間單位也有 BCP。 

(六) BCP有幾項重要的要素，第一個是代理順序(指揮官的角色)，要明確界定誰來下指

令。第二個是如果辦公室沒有辦法使用時，要到哪裡進行緊急應變？第三個就是

確保水、電以及食物，接下來是確保災害時的聯繫於通暢。 

(七) 國土交通省針對災害時，有自己專用的緊急聯繫迴路可以用。除了一般手機的無

線通信，也用光纖、還有用衛星來進行通訊。 

(八) BCP類似各地方政府於每年汛期前擬定的水災保全計畫，後續針對地震及土石流等

相關災害應制定複合性的保全計畫，作為地方政府及民眾的避災減災參考依據。 

(九) 日方推動雨水貯留跟滲透設施發展，且於建築法裡規定，達 30 平方公尺以上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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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設置儲水設施，日本地方市政府市町村在開發階段時，就先設置好這樣的設

施，且日本民間有許多機構主動的施作儲水設施，進行自主防災。 

(十) 在日本預計在令和六年(2024 年)啟動河流大壩從上游到下游的資訊串聯，且要實

現防洪跟用水一體化的願景，但日本下游地帶水門多數是由河川管理局來負責、

部分是由市町村管理，規劃採遠端控制，硬體的統合尚須克服；但現階段國土交通

省在針對水位計智慧化管理將完成，如各水庫，係由每個地方的事務所負責當地

的智慧化管理，其資訊再傳到國土交通省進行管理整合。 

(十一) My Timeline 即是針對不同風險區域居民需要做的工作做彙整，協助居民減災

與避難，並且會透過地方政府市町村定期舉辦研習會或活動讓附近的居民參與來

推動 My TimeLine 的製作，這部分類似水利署綜整各縣市政府所提出的災害保全

計畫，但以多元形式辦理及呈現。 

 
圖 3.8.1 拜會河川情報中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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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 賴建信署長致贈禮品給池內幸司理事長 

 
圖 3.8.3 淹水感測器搭載飲料販賣機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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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4 日方淹水模擬、情報及設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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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一、 開發多元水資源，完善備援系統：日本川流水豐沛，水庫運用率低，仍建置海淡水及再

生水等科技造水設施，增加供水穩定。我國亦已加強科技造水工作，除持續推動污水下

水道的建設，後續可運用於工業用水，為了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對穩定供水的威脅，行

政院已於 2023年核定新竹及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後續須依計畫加速推動，以因應用水

成長及極端氣候的挑戰。 

二、 海淡廠的建置，除考量景觀設計及導覽教育外，亦融入環境美學，空間整潔明亮、維護

良善。且縱使海淡水價較高，為維持穩定供水，仍會維持一定產水量，並與其他水源聯

合運用。與臺灣目前所規劃海淡水係併入自來水供水系統，採配合豐枯水期而與水庫水

及川流水源聯合運用方式構想一致。 

三、 強化節水作為：我國人均用水量約 288公升，日本國民節水意識高，福岡市的人均用水

每日量僅約 200公升、其他都會區用水量亦僅約 240公升，相較於我國低了許多，而日

本福岡市自來水漏水率更僅約 2%，其節水效益非常高，我國可以此為目標持續推動節水

作為。 

四、 公私協力研議治水對策：治水工程除了由水利主管單位負責規劃及施工外，與周遭的地

方政府、學校、企業、居民等均有很大的相關，日本在辦理治水工程時，會經協議的過

程讓這些關係者了解，並與相關關係人合作來推動治水相關工作，以減少淹水造成的危

害。企業亦須自行評估風險，並公開相關資訊及提出相對應的對策。 

五、 流域跨域整合，系統性規劃方案：治水須以流域自上游至下游一併考量，惟涉及單位繁

多，各單位就其職責均有其本位，日本由總理大臣核定成立流域治水協議會，將所有相

關的利害關係人納入共同討論治水事宜，然在日本跨單位間的協調實屬不易，與我國相

同，故國土交通省內先就所轄水利、下水道、都計等與治水有關的單位先整合治水事宜，

如此可先就人口較密集的都市地區研議其治水方案。 

六、 建築開發行為納入減災考量：日本已規定不動產交易時須主動提供水災風險資訊，建築

相關法規也訂有 30 平方公尺以上就要設置雨水貯留跟滲透設施；我國除於建築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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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訂有 300平方公尺以上須檢討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外，本署亦推動逕流分擔跟出流

管制，我國可參考日本作法，與建管單位及地方政府合作，敦促土地開發或建築單位確

實設置類似設施，因應極端氣候強降雨的影響。 

七、 讓防災避難行為變成如呼吸般自然：日本為了讓居民清楚知道遇到災害時需要做的事情

與避難管道，透過如 my timeline系統進行推行，以及不斷地在平常對民眾進行訓練與

提供即時資訊，讓民眾在遇到災害時可以即時反應，不會驚慌失措。 

八、 河川治理併考量自然生態與在地文化：因人類的文化與河川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日本

在治理河川時，也會考量沿岸在地社區的歷史及文化保存；而生物的生存更是須依靠河

川的藍綠帶串聯功能，因此日本擬定相關指引手冊，運用「河川環境管理表」來評估環

境概況並圖示呈現，期望維護生態的棲息地及多樣性，這對於水利工程人員很有幫助。

本署對於河川生態環境亦持續推動中，各河川製殺流域情報地圖，收納多元豐富的資訊，

對於後續規劃、治理及管理有可靠的參考依據，也藉走讀河川走讀的活動，讓地方民眾

與水利工程人員一同了解河川的人文生態。 

九、 主動公開資訊與各界溝通爭取支持：不論是水庫的建設或水災的防治作為，日本政府均

花費許多時間與民眾溝通，在水災防災部分，結合 GIS建置資料並圖象化展示淹水模擬

結果，落實資訊公開，也讓民眾了解模擬數據所代表的意義；量化治理作為前後經濟損

失的差異性，除了可顯現治理的經濟效益，亦讓民眾清楚了解治理作為的效果與必要性。

另主動定期提出已完成的工作及效益等資訊予國會議員等民意代表，以利民意代表得以

了解政府作為進而爭取其對政府政策的支持。 

十、 配合科技提升人力運用效率：日本人口同樣面臨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就重點工作如防

災、供水調度上，資深及資淺人員共同輪值除經驗傳承也可優先滿足其人力需求；另輔

以科技設備強化人力運用效率，如：福岡市透過中央控制系統即時調度水源；河川管理

單位以三維圖式方法改善行政服務，推動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製

作 3D區域地圖、使用無人機(UAV)進行河流巡邏和設施檢查。 

4.2 建議 

經彙整日本參訪團參訪之過程、內容與心得，提出以下各點，供水利署未來水務施

政與業務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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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合物聯網等科技精準操作調度 

  本次參訪福岡市水管理中心的中央控制室及荒川下流河川事務所之防災中心，均見

其藉遠端控制方式，操作閥門調度自來水或啟閉河道之水閘門及抽水機，可以精準即時

的依需求操作水工機械。 

我國可參考其經驗結合物聯網或 AI，執行相關監測及操作工作，就水門等防水洩水

建造物可佈設監測設備，即時傳輸現況資訊，提升資訊即時性，改善現行須由委外維管

廠商赴現場了解才能掌握現況情形，進一步則可搭配遠端操作抽水機組，即時機動操作，

避免災害發生，以達減低災害發生、保障民眾安全的目標。另可運用 UAV及 GIS執行巡

檢、管理及防災等作為，建置數位影像及三維模型資料，朝河川管理智慧化目標努力。 

二、 跨領域利害關係人共同投入河川治理 

  河川治理是除了須自下游至上游一同考量外，更與周邊共同生活的人有關，故日本

成立「流域治水協議會」研商河川治理事宜，成員除了有下游至上游包含下水道、水保、

林業等河川管理相關單位，也納入相關地方政府、水力發電廠、民眾等共同研議河川治

理事宜，也藉由這樣的組成強化溝通管道、增加彼此的信任。 

    我國在河川治理上，自易淹水治理計畫、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等，除了本署所轄的河

川治理工作外，亦就流域內上游水保、林務、下游灌溉及都市計畫排水系統併予規劃評

估，惟跨部會間的工作，仍因預算編列或業務屬性未能整合即時辦理改善。 

    目前本署在中央管流域內已成立大、小平台研議河川的治理工作，在中央管河川治

理率已達 9成以上情形下，面對極端氣候的影響，建議後續可參考日本「流域治水協議

會」的觀念，先評估於既有的大、小平台下與林務、水保、下水道、灌溉、在地民眾及

非政府組織等相關單位共同研擬河川治理方向，另行政院亦已成立水及流域永續推動小

組，如涉有跨部會的政策協商事項，亦可藉行政院平台協商，強化跨域治理成效、提升

台灣因應極端氣候的韌性。 

三、 以經濟效益強化說明治水成果 

  極端氣候下降雨型態改變，導致大雨、大旱的頻率增加，因此日本在重點河段提高

了設計標準，除了拓寬河道，也依保護對象設置二線堤或輪中堤；另輔以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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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動產交易須告知淹水風險，也依淹水風險程度逐步禁止或限制民眾的開發行為。

在推動這些策略的過程，日本政府會讓民眾了解因這些策略而減少的經濟損失，強化其

經濟效益，並主動提供資訊給國會議員，讓他們支持這些政策。 

    面對極端氣候，本署在河川治理上，除了傳統的河川結構物改善、村落圍堤外，也

以 NbS觀念推動田埂加高的在地滯洪，或採行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等措施，對於治理率

已高且用地取得相對較難的我國，這些策略可減少因暴雨對河川容量的衝擊。後續可依

治理情形適時審視更新淹水潛勢圖，並依淹水風險輔以非工程的防災作為，或與民眾共

同研商後評估推動洪氾區域管理的方式推行風險區域管制，讓民眾知道自己所在區域的

風險度，透過這些方案減輕民眾生命或經濟損失，並可參考日本的經驗，強化治水策略

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評估定期公開資訊，讓民眾了解並支持。 

四、 強化國內民眾防災意識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工程也有其極限，故仍須強化民眾的自主防災意識，而日本對

於推動防災工作除了由上而下外，更是著重於居民自主的防災意識，從歷次日本遭遇天

災時的國民應變能力可看出其防災意識及作為成效良好。我國在消防系統或本署的水災

防災均有協助建立自主防災社區，除了建立風險潛勢地圖與避難地圖外，建議仍須不斷

宣導、演練，甚至可評估引導企業的資助，將防災意識深植民眾內心，當遇到災害時，

即可立即反應運用以減少傷亡。 

五、 與河川整備研究所或河川情報中心進一步合作，持續推動台日技術交流 

  河川整備研究所與河川情報中心內除有水利專業人員外，亦有多位成員曾任職於日

本國土交通省等政府部門，具有政策研擬、水利實務推動及數據資訊應用建置等專業，

本署 111年已成立國際顧問團，河川整備研究所之土屋信行博士即為顧問團成員，本次

參訪賴署長亦邀請河川情報中心池內幸司理事長擔任本署國際顧問，未來可持續與其合

作，邀請日本專業人員來台就專題進行短期授課，以利我國更深入的瞭解日方在相關政

策的研擬或實際執行之經驗與建議。 

六、 推廣本國水利成果 

  臺灣具有優秀的水利科技人才，在技術方面具有精進與研發極大的優勢與潛力，若

能研發智慧都會區淹水預報系統，並以人工智慧技術持續使系統從中不斷學習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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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可將臺灣智慧防災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或支援其他國家建置臺灣研發之智慧防災

系統，促使水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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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一、福岡市水道局官方網站：https://www.city.fukuoka.lg.jp/mizu/somu/index.html。 

二、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網站：https://www.f-suiki.or.jp/。 

三、宮瀨水壩官方網站：

https://www.ktr.mlit.go.jp/sagami/sc/sagami_index007.html。 

四、河川整備研究所官方網站：https://www.rfc.or.jp/。 

五、荒川下游河川事務所官方網站：https://www.ktr.mlit.go.jp/arage/。 

六、荒川知水資料館官方網站：https://www.ara-amoa.com/。 

七、荒川3D河川管内図：https://www.ktr.mlit.go.jp/arage/arage01048.html。 

八、荒川3Dハザードマップ：https://www.ktr.mlit.go.jp/arage/arage01043.html。 

九、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官方網站：

https://www.mlit.go.jp/river/kasen/index.html。 

十、河川情報中心官方網站：https://www.river.or.jp/。 

十一、国土交通省川の防災情報：https://www.river.go.jp/index。 

十二、國土保護局創新河川技術項目：

https://www.mlit.go.jp/river/gijutsu/inovative_project/index.html。 

十三、考察及交流單位所提供書面資料。 

十四、公務出國報告「海水淡化及伏流水技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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