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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轄管大安溪鯉魚潭水庫、大甲溪石岡壩、及濁水溪集集攔河堰等

3 水源設施及苗栗至雲林之中部地區水資源調度與管理，穩定中部各地區之供水為主要核

心業務。近年各區社經發展蓬勃，公共用水需求快速增加，致水源調度吃緊，加上近年氣

候變遷所造成之非旱即澇現象，包括降雨強度增強、豐枯水期降雨不均、降雨分佈型態改

變、水資源調配難度增加等問題，皆增加中區水資源調度困難。為未雨綢繆並汲取相關國

外調水配水與管理經驗，爰參加國際水資源管理委員會舉辦之「第 13 屆河川國際研習會」

(13th International River symposium)，研討主題包括水資源管理、水資調度、生態基流量評估、

旱災管理、水資源決策輔助工具等議題，實為提昇專業智能及因應氣候變遷產生水資源管

理問題及推廣台灣經驗良好機會。 

二二二二、、、、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過過過過程程程程    

此次於澳洲伯斯舉行之第 13 屆國際河川研習會時間為 99 年 10 月 11 日至 99 年 10 月

14 日，加上前後啟程與返程時間，出國時間共計 7 日，每日過程及研習內容如下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過過過過程程程程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 

啟程 

(桃園→香港

→澳洲伯斯) 

10/10 利用下午時間自費前往 Perth西邊Mundaring 蒐集「Mundaring 

Weir Water Supply Improvement Project」相關資料，詳附件照片及說

明。 

10 月 11 日 

1.The Netherland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lobal post 2010 

biodiversity policys. 

2.Republic of Korea. Revival of Rivers :a new korea. 

3.Providing environmental water fo unregulated systems, with emphasis on 

the West Australian approach. 

4. The role of water markets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water use. 

5. Case Study:Transfering from lakes to river basin management: Drim 

dialog. 

10 月 12 日 

1. Case Study: River of the Cape, South Afiica. 

2. Study Tour: River Restoration Study Tour- Swan Canning River park. 

3. Water planning tools.  

10 月 13 日 

1.Dancing with river in Deltaic Bengal:an exploration of river, land and 

rvier islands. 

2.The Ord East Kimberley Expansion Project. 

3.Moving mountaions( and rivers) in a flat landscape. 

4.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rivers. 

10 月 14 日 

參加第 13 屆

國 際 河 川 研

習 會 及技術

考察。 

1. Moving water on a grand scale- water transfers and agriculture. 

2. When rivers don’t move-Droughts. 

3. The Great River Debate- The Oceans Are Our Solution for Future Water. 

10 月 15日 
返程 

(澳洲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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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一一一)))) 心得感想心得感想心得感想心得感想    

首先非常感謝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中區水資源局之長官支持，讓本人有機

會參與此次於澳洲伯斯(Perth)舉辦的第 13 屆國際河川研習會，此次研習會雖然

僅有 4天，惟超過 20個國家及 500 位研習人員參與此次盛會。此次研習會研

討的議題包括科技化水資源管理、健康河川環境、生物多樣性、河川育復及保

育、氣候變遷影響與因應、以及水資源如何永續利用等，在研習過程個人也跟

來自紐西蘭、荷蘭、美國、印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澳洲本地等研習人

員分享及交流台灣經驗。參與此次研習會後，個人認為國內的河川及水資源管

理的工具方法、經驗及模式方面，與國外並無太大落差，甚至在工具應用上國

內技術更有領先，惟在集水區及河川環境管理與決策人員部份，在澳洲及歐洲

國家中任何的河川及集水區管理工作，在最基礎的規劃作業到方案形成、及至

決策階段都會有不同專業人員參與及充份討論。反觀，國內的河川及集水區管

理權責多分散於各權責機關，專業技術及相關資源較難整合及有綜合管理的成

效，期待未來水、土、林相關管理權責機關納入「環境資源部」後，有更多不

同專業領域人員參與河川及集水區管理工作。 

另經聆聽及蒐集各國所發表之水資源與集水區管理經驗，與會研習人員多

表示水資源的管理議題複雜，須考慮的層面包括環境變遷、社會接受度、財務

計畫及政策等等，都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挑戰。且配合科技的進步，多數與會管

理單位多已發展即時監測系統及集水區管理系統等，以作管理輔助決策參考。

台灣本島因同時存在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地質脆弱、河川短、人口稠密、土地

資源有限等劣因，集水區水資源管理相對不易，且極端事件發生更是頻繁，集

水區由專責單位負責及引進即時與行動的全流域監控與決策系統輔助管理已

為世界各國水資源與河川管理未來趨勢。 

((((二二二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建議未來持續派人參與國際河川研習會，除可學習國外相關河川及水資源管

理識能外，亦可向國際分享台灣經驗。 

2 .建議國內相關水土林之三級及四級機關，除現有專業技術人員（如土木、水

土保持、水利工程及林業人員等）編制外，應優先增加包括環境保育、復育、

永續安全等基層人員，並使各領域專業人員充份參與規劃、方案形成至決策

過程，以兼顧各個面向，並儘可能在考量資源永續及環境安全條件形成決

策。。 

3.持續引進擴充高科技系統工具，儘可能朝即時的與行動的全流域監控與決策

系統輔助管理，提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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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圖１說明：本張照片為於 Perth city 之 Kings park往 Swan River拍攝。 

    
附圖 2 說明：本張照片為當地扶輪社於 Perth city 辦理假日二手物品巿集情形，

並與相關志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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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說明：10/10 利用公餘時間自費前往 Mundaring Weir，照片由下游往上游

攔河堰方向拍攝，圖片中可見該攔河堰右側岩盤基礎良好，故興建攔河堰時並

未將基礎移除後再建，對國內而言實屬特殊案例。    

    
附圖 4 說明：位於 Mundaring Weir旁之「Mundaring Weir Water Supply Improvement 

Project」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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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說明：圖片中送水幹管負責將Mundaring Weir 所攔蓄之水源，以加壓方

式送水至 560km 外之「arid goldfields」高地使用，此加壓供水系係於 1890 年開發

使用迄今。其加壓送水管輸水長度及開發年代，對國內而言亦屬特殊案例，極

具參考價值。 

 

附圖 6說明：10/11 第 13 屆國際河川研習會參與人員報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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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說明：第 13 屆國際河川研習會開幕情形。  

 

附圖 8說明：第 13 屆國際河川研習會開幕配合上台人員撥放投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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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 說明：10/12 參加 Swan River Restor ation Study Tour 所見跨 Swan River 橋

樑，由圖中可見其送水管與橋樑共構，與國內一般橋樑與輸水管單獨設置情形

不同，此方式可減少橋墩設置數量並可提昇與環境之調和。 

 

附圖 10 說明：10/12 參加「Swan River Restor ation Study Tour」所見跨 Swan River 

橋樑，圖中可見就地取材使用木材作為橋樑墩座支撐材料，經個人評估該地因

河川流量及水位變動小，有其設置條件，與國內環境太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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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說明：10/12 參加「Swan River Restor ation Study Tour」所參觀Whorf Street 

Wetland 之現場宣導牌。 

 

 

 

附圖 12 說明：10/12 參加「Swan River Restor ation Study Tour」所參觀Whorf Street 

Wetland ，相片內容為 storm river進入 Canning River 前之溼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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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 說明：研習會期間與來自印尼研習人員合照。 

 

 

 

 

附圖 14 說明：研習會期間與來自中國(左一)、韓國(左二)及日本(右一) 研習人

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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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5說明：研習會期間與當地澳洲研習人員合照。 

 

 

 

附圖 16說明：10/14 日水資源議題辯論與參與聆聽人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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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國際研習會舉辦單位發行之國際研習會舉辦單位發行之國際研習會舉辦單位發行之國際研習會舉辦單位發行之 Daily NewsDaily NewsDaily NewsDail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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