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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考察主要目的之一是瞭解泰國灌溉管理與地理資訊系統

(GIS)發展現況。農委會與泰國已進行四屆二國農業合作會議，泰國

主管農業灌溉業務的皇家灌溉廳(RID)曾於 2010年及 2014年兩度派

員來台交流，赴農田水利會及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參訪，並

訪問農委會，與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及國際處代表討論雙方合作事宜。

泰國對我國的灌溉管理，特別是以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測(RS)輔助灌

溉水的管理非常感興趣。2014 年 8 月，RID 官員來台訪問，決定將

我國農田灌溉管理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測技術導入泰國農業生產現場，

希望我方能派員前往瞭解泰國目前在灌溉管理相關業務發展現況，

若將來該國灌溉管理發展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是否具有相關基礎

條件，並期望我方提出該國該加強的相關建言及我方可協助事項。 

本次行程主要重點為：在泰國 RID 舉行 GIS、RS 灌溉管理參

訪啟始會議及GIS議題討論、參訪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及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灌溉區系統現

況，最後在 RID舉行總結會議，雙方並簽訂合作會議紀錄。 

本次參訪同時深入瞭解泰國「參與式灌溉管理制度」。泰國在

灌溉管理採用參與式灌溉管理的方法，透過農民參與灌溉用水分配、

灌溉時程排定、灌溉渠道維護等，可提高農民對用水需求的滿意度，

同時減少政府支出。除泰國外，目前國際趨勢也是將大部分灌溉管

理工作移轉給地方組織，泰國的灌溉管理成功案例顯示，經由農民

參與，可提高管理滿意度，凝聚用水人共識，共同管理經營有限的

水資源，也能節省政府的維護經費。本次泰國灌溉管理實地參訪，

成功簽訂合作會議紀錄，未來我方將依照約定派遣技術專家前往泰

國辦理教育訓練及現場指導，以加強實質合作關係並鞏固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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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泰國農業及灌溉管理 

1.1 泰國農業 

泰國位於北緯 6°〜20°，呈熱帶季風氣候類型。全年分為三季：3

〜5月為旱季，6〜10月為雨季，11月至次年 2月為涼季。全年氣溫

約 28℃，年平均降雨量約 1,000mm，北少南多，全年日溫差較小，

太陽輻射較充裕，適合水稻生長。 

泰國人口約 6,670 萬人（2013 年統計值），主要為農業人口，集

中在稻米產地，即泰國的中部、東北及北部。隨著全球化進程，泰國

也在工業化過程中，有大約 31.1%的泰國人集中在曼谷等大城市，而

且人口向都市集中的情形仍持續增長中。 

以農立國的泰國，在 1960年代農業占總體 GDP的 36.4%，1990

年代降至 10%以下，經泰國政府致力於農產品出口，2010年農業 GDP

又回升為 12.4%。2013 年，泰國 GDP 為 3,872 億美元(US$ 387.253 

billion, GDP nominal)，人均 GDP為 5,675美元，僅為我國人均 GDP 

22,002美元(GDP nominal, per capita)的 25.8%，主因是泰國廣大人口

為農民，收入不豐有關。 

泰國境內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暖濕潤，適宜多種農作物

栽培，多數地區終年可耕作。泰國全國耕地面積 1,970萬公頃，其中

稻米約占半數，雜作(甘蔗、樹薯、玉米等)占 20%，橡膠約占 12%，

其為多為果樹及蔬菜等。水稻是泰國最主要的農作物，既是泰國人不

可或缺的主食，又是出口的重要農產品。泰國的稻田共計約 1,078萬

公頃，約占泰國土地總面積的近五分之一，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

54.7%；從事水稻生產者約 400 萬戶（2,400 萬人），占農業總人口的

四分之三。稻米年產量近 3,000萬噸，占全球稻米總產量的 7%〜9%；

年出口量在 700〜1,000萬噸之間，占世界稻米貿易總量的 25%〜35%，

是世界第一大稻米出口國，出口金額在 18〜30 億美元之間。稻米產

業在泰國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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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水稻生產分為雨季(濕季)和旱季兩個季節。雨季從 5月到 10

月，旱季從 11 月到次年 4 月，屬跨年度種植，其播種時間主要取決

於灌溉條件。第一期稻(雨季)中的稻田於 5〜6 月播種，有灌溉條件

的稻田 7〜8月播種，因而收穫期很長，有的地方品種遲到 12月才收

割。第二期稻(旱季)一般在 12月下旬播種，次年 3〜4月收割。雨季

大約有 50%的稻農種植傳統的高稈水稻品種，平均產量為 1.9噸/公頃；

旱季大部分灌溉稻採用高產的半矮稈改良品種，平均產量 3.7 噸/公

頃。 

泰國大部分稻田屬「看天田」，因而雨季是泰國水稻種植的主要

季節，只有在灌溉地區或水源充足地區才種植雙季稻。泰國常年種植

收穫的將近 1,000萬公頃水稻中，單季種植的占 85%，在旱季靠灌溉

的雙季稻僅占 15%。由於受水稻品種、種植技術以及氣候、土壤、肥

料投入、病蟲害等主要限制因素的影響，泰國水稻的平均單位產量較

低。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數據，2001〜2005 年泰國平均水稻總

面積 994 萬公頃，總產量 2,610 萬噸，單位面積產量 2.63 噸/公頃，

與我國水稻生產相比，泰國種植面積約為台灣之 25 倍，總量約為台

灣之 13 倍（台灣約 200 萬噸），但其單位產量較低（台灣一期作約

6.3噸/公頃，二期作 4.7噸/公頃）。 

1.2 泰國灌溉管理 

泰國農田水利灌溉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農業部轄下的皇家灌溉廳

(Royal Irrigation Department, RID)，是泰國水資源管理的主要機關，

其任務包括：(1) 開發水資源，並依據水源的潛力和自然的平衡，增

加灌溉面積；(2) 以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管理及分配水資源；(3) 防

止和減輕水帶來的危害；(4) 鼓勵市民參與水資源管理和開發。 

泰國皇家灌溉廳共有正式職員約 7 萬人，下轄有 17 個地區水利

管理處及其他輔助業務單位，其工作組織劃分如下：  

在廳長辦公室：設 4位主任工程師，分別執掌企劃、調查與設計、

建造監督、營運維護。廳長之下設 4位副廳長，分別負責行政、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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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工程、建設。 

 

圖 3.1皇家灌溉廳(Royal Irrigation Department, RID) 工作組織劃分圖  

 

行政副廳長之下設（1）秘書室、（2）財務會計室、（3）法律及

地政室、（4）採購與供應室、（5）資訊技術和通信中心、（6）公眾參

與室。 

營運管理副廳長下設：（1）水資源管理和水文室、（2）17 個地

區水利處。 

工程副廳長下設：（1）計畫管理室、（2）研究發展室、（3）地形

和大地工程勘察室、（4）工程設計與建築室、（5）機械工程室。 

建設副廳長下設：（1）大型水利發展室、（2）中等規模水資源開

發室、（3）營運室與建設計畫 RIO 1〜17。 

另設有（1）人力資源管理處、（2）內部稽核室、（3）公共部門

發展室、（4）預算計畫室、（5）中央土地整理室、（6）灌溉發展研究

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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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與式灌溉管理 

泰國灌溉管理的特色在參與式灌溉管理（Participatory Irrigation 

Management, PIM），其最終目標是促使農民和當地行政組織共同參與

灌溉決策與維護管理活動，並配合 RID 政策推動，同時達到下列目

標：（Rattanatangtrakul, 2006） 

1. 和諧建設或改善灌溉系統，以滿足農民的需求。  

2. 農民和地方行政機關享有合理的灌溉設施所有權。因此，在

施工的參與，改善灌溉系統及維護活動的參與，均由上述相

關人員共同參與，以達可持續發展、務實的灌溉系統維護及

輸水能力之目標。  

3. 充分考慮農民的需求、資源總體分配、公平性與經濟性，提

高灌溉用水管理的有效性。 

4. 鼓勵並加強農民與地方行政機關的聯繫合作。 

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創新不僅僅在科技等專業範疇出現，同時

也經常出現在農業領域。其中，農業經營管理中的參與式灌溉管理就

是一種積極創新的典範。近年來，許多國家透過灌溉決策權力的移轉，

讓農戶等用水戶自己來管理灌溉，從而為農田灌溉事業帶來一片生氣

盎然的景象。世界許多國家在近十餘年陸續採取相關措施，制定有關

政策法規，鼓勵灌溉用水戶更積極參與灌溉管理，進行灌區管理體制

與運行機制改革。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如澳大利亞、日本、西班牙、

美國等，亦根據財政需要，從許多年前就紛紛開始實施用水戶參與灌

溉管理的政策，灌溉管理主要從政府機關移轉給用水戶自己負責。如

美國已經提倡將墾務局建設、經營的灌溉工程的管理責任，移交給大

型灌區的成員=「農民」，而經營灌溉渠道和負責向農民分配水量的「工

程師」，則是其服務對象農民的僱員。工業化國家的農民大多受過高

等教育，他們透過私有化的市場和公共部門如農業技術推廣站得到有

力支持，有效地推動灌溉管理相關工作。參與式管理的優點如下： 

1. 參與式管理讓農戶參與組織的決策與各種管理工作，可以增加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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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對於灌溉用水主管機關員工的信任。同時，農民於參與各種灌

溉決策與管理工作過程中，往往提出許多原先管理者看不到的實

際狀況背後的原因。 

2. 參與式灌溉管理通常可以有效提高灌溉設施的維護水準，因為由

農戶自己進行設備的維護管理，所以在維護上就會更加細心。此

外，參與式灌溉可以有效改善用水的分配，讓所有的農戶都可以

得到公平的灌溉農業用水。由於是農戶自己組織的用水者協會，

所以在農戶需要用水的時候，可以及時、足量、穩定地根據所需，

取得灌溉用水，來進行農作物的灌溉。  

3. 透過參與式灌溉管理可以明顯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對於灌溉需水

量不同的農作物，例如在小麥、水稻等作物的增產效果方面存在

顯著的差異；但對於玉米等灌溉需水量較小的農作物的產量提高，

則不明顯。所以，農戶可以自主選擇管理水資源的方式，針對不

同的農作物進行不同的灌溉方式，以提高整體的農業生產效率。  

4. 參與式灌溉管理可以明顯提高農戶的耕種收益，特別是能明顯促

使低收入的農戶群體種植收益更為提高，且提高的幅度頗大。由

於低收入的農戶可以及時獲得足量的灌溉用水，而大大提高農作

物產量，以提升收益。因此，參與式灌溉管理改善低收入農戶群

體收益的效果至為顯著。 

5. 參與式灌溉管理可以增加灌溉管理過程中的透明度，實現用水量、

水費、水賬公開，減少管理中的中間環節，減少管理成本，從而

降低每公頃水費，用水戶也都能瞭解用水繳費的理由及其結果，

進而增加灌溉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糧食穩

定性與使用者付費的用水正義及節約用水的誘因。 

1.4 泰國參與式灌溉管理的實施方法  

參與式灌溉管理是灌溉水使用者(農民) 、利害關係團體(工業、

民生、糖廠等)、當地政府、主管機關等，共同參與所有和水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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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輸送、設施維護管理等相關活動。參與式灌溉管理的實施方法包

括 11項活動，臚列如下： 

1. 建立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ship)  

  要讓以下二目標群體明確了解參與式灌溉管理實施原則及方

法，以利組織運作。一是主管機關 RID官員，他們必須了解所有

的 11 項活動；另一是農民、地方行政組織與利害關係團體，必

須了解 PIM過程的原則、理由、優勢與功能。 

2. 訂定參與性協議(Setting Participatory Agreement)  

    在農民與利害關係團體瞭解整個 PIM原則之後，訂定參與式

協議，以利引起用水農民與利害關係團體的關注及參與意願，這

是參與式灌溉管理的參與起點。 

3. 建立水用戶小組（Establishing Water User’s Group）  

    參與式協議制定後，以同一水系小渠(分線)的農民為主體，

設立用水戶小組(Water User’s Group ,WUG)，選出用水戶組長、

副組長，並成立委員會，為最基層用水組織。各該用水戶小組的

共同規範與協議，於討論並獲得共識後，定案。 

 

圖 3.2  WUG成員來自同一水系的小渠，同一水系的 WUG併為 IWUG，同

一水系（水源）組成聯合管理委員會 JMC。 WUG及 IWUG均為農民，聯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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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 JMC 中有官方（RID）及地方行政官的參與。 

 

4. 加強用水戶組織(Strengthening Water User’s Organizations) 

    由 RID舉辦各種活動來強化用水戶之間的相互了解，如集會、

籌組考察團、研討會或工作坊的想法和經驗交流、舉辦灌溉用水

的管理維護公聽會、農業和水管理各個層面的決策方式等。 

 

5. 用水戶組織升級 (Promotion of Water Users Group) 

各灌溉小渠的基層用水戶小組可以成功維運灌溉水管理後，

可與同一灌溉「支線」的比鄰用水戶組織連結，整合為「聯合用

水戶小組」(Integrated Water Users Group, IWUG)、用水戶協會

(Water Users’ Association, WUA)或用水戶合作社(Water Users’ 

Cooperatives, WUC)等用水戶聯合組織(WUO)。 

6. 建 立 聯 合 管 理 委 員 會 (Establishing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為強化同一主幹灌溉渠道各用水戶聯合組織、相關利害關係

團體與各級政府機關之間的相互合作，以落實參與式灌溉管理，

整合 4個參與灌溉用水管理及維護單位，包括主管機關 RID、地

方行政機關鄉鎮公所(LAO)、用水戶聯合組織(WUO)、相關利害

關係團體(Related agencies，如自來水公司、糖廠、工業用戶等用

水單位，RA) ，共同成立聯合管理委員會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JMC)。 

    在本步驟中，由 RID、LAO、WUO 及 RA 的代表共同參加

「參與式灌溉管理」會議，並瞭解聯合管理委員會的功能與意義，

同時選出聯合管理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束後，由省長任命聯合管

理委員會及其委員，並舉行聯合管理委員會任務說明，促使各委

員了解自己及委員會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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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JMC 的組成包含 4個參與灌溉用水管理和維護的機關及單位 

 

7. 建立灌溉維修及改善基金(Establishing Irrigation Repair and 

Improvement fund) 

    灌溉用水輸送和維護活動是農民的責任。灌溉水路設施維修

費用及改善基金，同時向灌溉水使用者收費，包括農民及相關利

害關係團體如自來水公司、糖廠、工業用戶等用水單位。然而，

由於農民無法負擔大型灌區開發所需要的技術與經費，主要渠道

的規劃、興建仍屬政府的責任。 

8. 維修工程委外辦理(Contracting Out Maintenance Works)  

    灌溉系統的維護活動，有些是用水戶小組的職責，而有些較

大型工程則是由 RID負責。RID可以將維修工作委外給水用戶小

組或地方行政機關執行。維修活動結束後，經由聯合管理委員會

討論和驗收，並通知用水戶小組和所有的成員。 

9. 水輸送及維護的參與 (Water Delivery and Maintenance 

Participation)  

    用水戶小組及其成員、地方行政機關與相關利害關係團體在

充分了解參與方式後，共同負責用水輸送及維護。有關 14 項水

輸送及維護的參與活動如下： 

(1) 指定灌溉面積。  

(2) 調查用水戶小組作物種植。 



12 
 

(3) 調節水輸送計畫。  

(4) 召開聯合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供水計畫。 

(5) 將審議通過的供水計畫通知用水戶小組及其成員。  

(6) 維護灌溉系統。  

(7) 依照供水計畫輸送灌溉用水。  

(8) 加強用水戶組織。  

(9) 用水計量。  

(10) 用水戶小組報告實際耕地面積。  

(11) 調查農業生產與價格。  

(12) 彙整執行結果。  

(13) 聯合管理委員會評估。 

(14) 報告參與水分配及維護成果。 

 

10. 評估用水戶組織的強度(Evaluation the Strength of Water Users’ 

Organizations) 

     用水戶組織的強度評估應持續進行，以判定其是否可自行

營運管理。農民必須填寫問卷，並於每年 9月提出。 

 

11. 基本數據收集(Basic Data Collection)：應在活動進行的同時收

集基本數據，以作為成效的統計基礎。 

    泰國參與式灌溉管理的最終目標是在用水管理的合作關係，

由農民、相關利害關係團體、地方行政機關與 RID合作實施，其

優點如下： 

(1) 無論是建設或灌溉設施改善都可滿足農民的需求，且灌溉

技術可行。  

(2) 農民和地方行政機關具有「所有權意識」 (Ownership 

Consciousness)，是可持續進行灌溉用水管理的關鍵。政

府將渠道完成後，將所有權轉移給地方，地方擁有所有權

後，會以自己的產業來加以維護。  

(3) 增加灌溉用水管理的效率及生產力，使農民能夠獲得公平

且經濟的灌溉用水。  

(4) 灌溉設備獲得良好改善與維護，使用壽命與妥善率都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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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減少農民之間、農民與相關利害關係團體相互間的衝突。  

(6) 減少農民和政府機關之間的衝突。  

(7) 由於此合作夥伴關係，使得農民、地方行政機關和 RID

在思維、決策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8) 最終目標在於落實永續灌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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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泰國拜訪行程及經過 

農委會與泰國已進行四屆二國農業合作會議，泰國 RID 農業官

員亦曾於 2010 年訪問我國，農委會主辦技正及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

究中心專家曾陪同泰國 RID 官員赴相關農田水利會實地參訪、瞭解

我國農田水利組織及灌溉管理現況，已建立兩國農業灌溉技術合作之

基本共識。 

泰國 RID 希望學習我國的科技灌溉管理技術，主要是對於我方

地理資訊系統(GIS)與遙測(RS)輔助灌溉水的管理具有高度興趣。

2014年 8月 18〜21日，泰國 RID訪問團 5人，在該廳副廳長 Sub. Lt. 

Paijane Marksuwan 率領之下來台參訪，並決定在泰國灌溉管理上，

大力推動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測技術，特於 8 月 19 日拜訪農委會，與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及國際處代表討論合作事宜，並當場邀請我方前往

瞭解該國目前灌溉管理相關業務發展現況，若將來發展遙測與地理資

訊系統，依現況是否具有相關基礎條件，同時希望我方針對其需加強

之處提出建言。當天，泰國 RID 並於農委會見證下，與即將代表我

方提供技術協助的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簽署為期 2 年的技術合作會議

紀錄(Meeting Minutes)。 

泰國方面希望以對等方式與我國互相合作，希望我國在地理資訊

系統、衛星遙測、自動測報及作物需水量推估等灌溉管理方面給予技

術協助，而我方則可藉由互訪機會，進一步瞭解泰國在參與式灌溉管

理的經驗。泰國 RID與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簽署的相關合作內容如下： 

一、 地理資訊系統及應用程式技術交流。 

二、 灌溉管理經驗交流。 

三、 於泰國選定之區域執行先驅計畫，用 GIS 及 RS 方法建立灌溉

管理資料庫，並連結用水管理模式與自動測報系統，以增進操

作效率，並協助泰國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四、 泰國皇家灌溉廳支應器材、材料、設施及支應教育訓練經費，

並於泰國執行先驅計畫所需之經費。我國農委會及農業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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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協助籌組專家提供相關技術。 

因此，本次行程定位為現狀訪查(fact-finding visit)，行程表如表 1，

農委會參加人員計有農田水利處胡忠一副處長、灌溉管理科鄭友誠技

正，如表 2。 

表 1泰國科技化灌溉管理現狀訪查(fact-finding visit)行程表 

日期 主要活動內容 

11/30 

（週日） 

泰國去程。華航 CI835，13:55桃園機場起飛，17:45抵

達泰國曼谷機場。 

12/01 

（週一） 

於泰國皇家灌溉廳舉行啟始會議，聽取任務簡報、瞭解

泰國皇家灌溉廳 GIS及 RS灌溉管理，並參觀湄南河防

洪水利工程建設(Kholong Latpho Project)。 

12/02 

（週二） 

觀察曼谷近郊灌溉區聯合用水人會議運作情形，並參訪

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灌溉區系統、

GIS於灌溉管理發展現況，同時拜訪農業推廣班，瞭解

泰國農田灌溉管理與田間生產實際狀況。 

12/03 

（週三） 

參訪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灌溉

區系統、瞭解該地區 GIS於灌溉管理發展現況、現有資

料情形及後續需我方協助事項。 

12/04 

（週四） 

與泰國皇家灌溉廳舉行 GIS及 RS灌溉管理討論及參訪

總結會議，雙方並就討論結果共同簽訂明年度合作會議

紀錄。 

12/05  

（週五）   

泰國回程。華航 CI834 11:10曼谷起飛，下午 15:40返抵

桃園機場。 

 

表 2農委會參加泰國科技化灌溉管理現狀訪查人員表 

 姓名 職稱 備註 

1 胡忠一 副處長 領隊 

2 鄭友誠 技正  

本次泰國科技化灌溉管理現狀訪查團，除農委會 2人之外，另有

執行單位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派遣今後將實際提供技術協助的專家 3

人，包括計畫主持人譚智宏組長(RS 專家)、助理研究員詹皇祥(GIS

訓練專家)及康寧大學教授郭勝豐(作物用水模式專家)，共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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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泰國皇家灌溉廳 GIS, RS 灌溉管理參訪啟始會議 (kick-off 

meeting)，由 RID總工程師Mr. Satit Maneepai主持，泰方代表陣容浩

大，有 20 餘位各相關局處代表參加。難得的是泰國還特別準備了中

華民國國旗，這在非邦交國家中可算相當尊重，也是由於台灣在科技

化灌溉管理上，較泰國先進許多，泰方希望台灣能提供技術協助，展

現十足友好態度，也算是台灣在農業技術上的成功外交活動。本次參

訪包括啟始會議，二天現地訪查及最後一天參訪總結會議(Wrap-up 

Meeting at RID Headquarter)，並簽訂會議紀錄。 

2.1啟始會議 

  
在泰國皇家灌溉廳(RID)舉行 GIS, RS

灌溉管理參訪啟始會議，泰方由 RID總

工程師Mr. Satit Maneepai 為首席代

表，我方以農田水利處胡副處長為領

隊。 

啟始會議目的在瞭解泰國 GIS 發展現

況，並評估以當前灌溉管理相關技術，

未來若導入我國地理資訊系統(GIS)與

遙測(RS)，是否具有相關基礎條件。 

  
星期一是泰國政府官員穿著制服上班

的日子，每人都換上制服（非軍服）出

泰國 RID推動 GIS 主要負責人水資源

管理部門主任 Mr. Chatc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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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作。 Chompradist 簡報示範計畫發展現況。 

  

啟始會議結束後，雙方參與人員合影，

台方 5人，泰方有各 GIS 相關局處代表

20餘人參加。 

啟始會議會議結束後，台灣代表合影。 

 

2.2 Kholong Latpho Project防洪水利工程建設參觀 

  
Kholong Latpho Project 防洪水利工程

建設，泰方簡報計畫內容，強調計畫係

以快速排洪為目的，實施成效良好。 

台灣代表於Kholong Latpho Project防洪

水利工程聽取簡報，瞭解該計畫於原 18

公里彎曲河道狹窄處開鑿 600 公尺運

河，以 10分鐘加速排放 25％水量。 

  
由胡副處長代表我方致贈泰方參訪紀 泰國人員解說Kholong Latpho Project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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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品。 洪計畫項下水閘門之設計原理。 

  
Kholong Latpho Project 防洪水閘門前

合影。 

Kholong Latpho Project 防洪水閘門，於

洪水來臨時開啟，使洪水得以快速排入

曼谷灣，並配合潮汐操作防洪水閘門。 

 

2.3 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前往 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參訪，於第 12灌溉

區營運管理中心處長 Mr. Darongkorn 

Somton 辦公室交換意見，本區為農民

參與式灌溉管理的成功案例。 

照片站著說明者為泰國 RID GIS 推動

主要負責人水資源管理部門主任 Mr. 

Chatchom Chompradist。 

參訪當天上午適逢 Krasiew 地區召開聯

合用水人會議，RID第 12灌溉區營運管

理中心、農民團體、工業用水戶代表及

地方行政官員代表都前來開會，前後討

論約 2小時，台灣代表團為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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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聯合用水人會議主要討論旱象加

劇，討論並決議明年第一期作完全休

耕，工業（糖廠）、民生（自來水廠）

僅在部分時間供水，需預先儲水備用。 

聯合用水人會議各方代表：RID、第 12

灌溉區營運管理中心、農民團體、工業

用水戶及地方行政官均表達對缺水現象

的瞭解，也願意共同解決問題。 

 
 

聯合管理委員會議結束後，由第 12灌

溉區營運管理中心處長Mr. Darongkorn 

Somton 致贈農產品給台灣代表。 

皇家灌溉廳 Miss Wachiraporn 

Kumnerdpet 協助台灣代表團翻譯，台灣

2015 年第一期作也將遭逢嚴重旱象，泰

國的聯合用水人會議討論過程和平、理

性，並一致通過第 12灌溉區營運管理中

心原擬定的結論，值得台灣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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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rasiew灌溉計畫區內農業推廣班 

  
拜訪 Krasiew 灌溉計畫區內農業推廣

班，該區以生產有機稻米、有機肥料、

種植地區特產黑米、飼養蚯蚓改良土壤

及利用太陽能板推廣能源自給為主。 

聽取 Krasiew灌溉計畫區內 GIS 發展現

況報告，我方並當場透過網路連線示範

台灣GIS發展經驗，同時提供相關建議。 

  
Krasiew灌溉計畫區內農業推廣班門口

合影。 

Krasiew灌溉計畫區右側主幹灌渠，無

內面工，流速緩慢，輸水損失大。 

  

Mr. Chatchom Chompradist 說明泰國灌

溉慣行方法，引水入渠均由農民協力操

作，與台灣掌水工制度有所不同。 

泰國農田渠道仍然非常原始，僅在取水

工程附近做有內面工，其他圳路維持土

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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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民、RID及農業推廣班人員於稻田

中合影。 

與農民、RID及農業推廣班人員於稻田

中合影。 

 

2.5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為素攀武里地區的一個灌溉計

畫，但績效普通，非屬成功案例。 

Don Chedi 灌溉計畫區內 GIS 發展報

告，我方並提供台灣經驗與建議。 

  
參訪並瞭解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簡報會後合影。 

會後致贈 Don Chedi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台灣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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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灌溉管理參訪總結會議 

  
由 RID副廳長Mr. Sub. Lt. Paijane 

Marksuwan主持GIS灌溉管理參訪總

結會議，聽取 RID及台灣參訪報告。 

討論泰國發展地理資訊管理之瓶頸與解

決辦法，泰國由於欠缺官方標準底圖，

利用 Google earth產製的圖層會有座標

不一致的問題。 

 
 

台灣提供技術方面解決辦法，將透過教

育訓練來協助泰方發展 GIS。 

GIS 灌溉管理參訪總結會議，達成雙方

合作共識。 

  
農委會胡副處長與RID副廳長Mr. Sub. 

Lt. Paijane Marksuwan 共同簽署會
議紀錄，明訂合作方式與內容、期程

等。 

農委會胡副處長與 RID 副廳長 Mr. 

Sub. Lt. Paijane Marksuwan 共同簽
署會議紀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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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總結會議後於 RID 大樓前合影。 雙方簽署之會議紀錄（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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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泰國 Krasiew參與式灌溉管理案例  

本次泰國參訪行程，泰方安排參觀泰國克雷修(Krasiew)灌區，是

一個成功的參與式灌溉管理（PIM）案例。泰國在全國部分地區籌組

用水戶組織，利用參與式灌溉管理方法，合作推動營運管理計畫，而

克雷修營運管理計畫(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是其

中特別成功的聯合管理用水之一。  

Krasiew是一個大型灌溉計畫，涵蓋三個區(Doem Bang Buat, Sam 

Chuk and Nong Ya Sai)，位於泰國素攀武里省(Suphanburi Province)北

方，如圖 3.1 泰國素攀武里省(Suphanburi Province)及 Krasiew O&M 

Project 位置圖，圖 3.2 克雷修營運管理計畫(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水庫及灌區位置圖。Krasiew Reservoir 提供了此

地的灌溉水源，供應三區共 177 平方公里面積，包含 11 個次級地區

(sub-district)及 50個村里的灌溉。主要灌溉區農作物有水稻、甘蔗和

果樹，分別占 60％、39％和 1％。 

Krasiew 灌區展現完整的 PIM 架構，包括水庫、主幹渠及支渠。

灌區包括 1個聯合管理委員會(JMC)、9個聯合用水戶小組(IWUG)和

278用水小組(WUG)，共計 6,740會員。 

目前 Krasiew灌區聯合管理委員會(JMC)委員包括：RID Krasiew

灌區營運管理中心(Krasiew O&M office)5人、地方行政機關 (LAO)11

人、聯合用水戶小組(IWUO)30 人、相關利害關係團體(RA)7 人，共

53人，現任委員會主席為農民。 

在 1981 年 Krasiew 灌區完成溝渠建設後，所有用水小組分別成

立。渠道管理和建立用水小組的責任由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負

責。當地農民也就是用水小組成員一開始未被告知小組的職責，灌溉

用水的分配完全由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管理。 

在 PIM實施之初，農民不相信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會將決

策權下放給農民，因為過去農民總是被告知、被動配合管理中心的放

水時間從事農作，因此農民與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的關係並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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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雇請當地大學畢業農民擔任「灌

溉社區幹事」(Irrigation Community Organizers)，專責在各用水小組介

紹 PIM 概念，並更新會員資料，而逐漸改變農民對用水小組與聯合

用水管理委員會的信任。 

之後，在灌溉區域中的農民開始參與組織（即用水小組 WUG、

聯合用水組織 IWUGs 和聯合管理委員會 JMC），並派員實際參與聯

合管理委員會（JMC）運作，因而改善與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

之間的關係，更轉型為被聯合國肯定的卓越共同管理模式。 

 

圖 3.1泰國素攀武里省(Suphanburi Province)及 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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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克雷修營運管理計畫(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水庫

及灌區位置圖 

 

Krasiew O＆M計畫將此區分為乾季與雨季，各供灌約 4個月，

在灌溉前的一個月為渠道維護施工期，於灌溉季末的 6月與 11

月召開用水小組會議與聯合管理委員會，如圖 3.3所示。

 
圖 3.3 Krasiew O＆M 計畫灌溉時程與維護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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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在灌水期前的渠道維護期間，紛紛

加入整理渠道 

農民在 PIM 架構下，參與渠道維護整理 

 

泰國RID的Krasiew O＆M Project在 2011年聯合國參與式灌溉管

理（PIM）項目，獲得聯合國公共服務獎(UN Public Service Awards)，

由當地農民發揮核心的主導權，將水資源適時、適量引進他們的渠道

與田地。  

將當地農民組織起來，成為用水小組的成員，確保他們的需求與

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能被充分納入決策過程。在這過程中，產生下列諸

多積極性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首先，更有效率的管理水資源，可以迅速、及時地供應各標的所

需的水資源。 

其次，可提升社區居民的合作意識並改善供水紛爭，顯著消弭農

民、居民與工業用戶等不同用水標的糾紛。  

此外，作物單位面積產量也隨之增加。因此，農民可以強化農業

經營管理並安心擴大經營面積。實施 PIM 之後，平均甘蔗單位面積

產量增加了 46％，而雨季和旱季的水稻平均產量也分別成長 20％和

12％。藉由轉型為由涵蓋農民等用水戶自己提供服務的模式之後，

RID 的參與式灌溉管理措施已經成功地滿足各種用水戶的更多元需

求，並確保更正向的社區公眾參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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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皇家灌溉廳的 Krasiew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在 2011年聯合國參

與式灌溉管理（PIM）項目，獲得聯合國公共服務獎(UN Public Service Awards) 

 

 

聯合國公共服務獎頒獎大會會場 聯合國公共服務獎(UN Public 

Service Awards)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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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本次泰國科技化灌溉管理技術建置協助先期勘查計畫為我國農

業國際合作新嘗試的先驅性計畫，具有先導性與指標性意義。藉由我

國派員到泰國實地考察並交流訪問，深入了解泰國參與式灌溉管理的

運作模式，以利未來我國水資源分配與灌溉管理更區合理化的參考。

同時，透過技術外援，與泰國官方及民間灌溉業務相關人員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這些友好關係與人脈都將成為將來我國在相關國際場合

的助力與資源。 

除泰國外，當前國際趨勢似有將大部分灌溉管理工作轉移給地方

組織的趨勢。本次參訪，深入瞭解獲聯合國表揚的泰國參與式灌溉管

理機制，瞭解泰國的成功案例已證實經由農民、相關利害團體及各級

主管機關共同參與灌溉管理的運作模式，可凝聚用水人共識，消弭不

同用水標的之間的紛爭及農民對於水利主管機關分配水權不當的疑

慮與猜忌，提高農業灌溉管理滿意度。同時，透過共同管理經營有限

的水資源，也可達到節省政府灌溉管理維護經費及人力的效果。 

本次參訪適逢 Krasiew地區召開聯合用水人會議，聯合用水人會

議由各方代表，共同出席討論。當天，聯合用水人會議主要討論由於

2014年降雨不足，導致旱象加劇，決議要在 2015年第一期作完全休

耕，工業（糖廠等）、民生（自來水廠）僅在 2015 年 2 月 19〜28 日

及 4 月 10〜19 日，各供水 10 天，民生及工業每次各供應 12CMS及

10CMS 水量，各用水人必需預先儲水備用，以備日常生活、洗菜、

洗衣等民生用途及工廠操作營運使用。 

聯合用水人會議過程先由RID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中心官員簡

報水情現況，再由各用水標的代表發言、討論，各用水人立場或有競

合，但均一致表達對旱象及缺水現象的瞭解，也願意共同面對、承擔

及解決問題，最後全體委員舉手表決通過 RID Krasiew灌區營運管理

中心所草擬「2015年第一期作全面休耕及 5月底前限時、限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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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會議討論與表決過程都非常平和、理性，會議結束前，大家

更為了舉行 2014 年年終歡樂晚會時，到底要請哪一個樂團來表演而

樂烈討論。總之，Krasiew 地區聯合用水人會議可謂相當成功的參與

式灌溉管理典範，應可作為我國將來分配水權及改由各用水標的共同

參與管理有限水資源的參考模式。 

本項跨國合作計畫充分證實我國的農業灌溉科技化管理技術

(GIS, RS)已獲得國際友邦的認同與肯定，可說是農委會國際合作的成

功典範。 

本次先期勘查計畫，透過實地參訪泰國灌溉管理現況，並成功簽

訂技術合作紀錄，為近年來我國農田水利灌溉技術與國外實質合作的

先驅。2015年起，我方應依照雙方簽訂之技術合作紀錄，派遣 GIS, RS

專家前往泰國執行教育訓練及現場指導，以落實雙方實質合作關係。

本技術合作計畫將來若執行成功，預料將可激發泰國政府未來持續請

求農委會在其他領域再提供相關技術與協助的可能性。同時，也可能

促使我國科技化、高效率的灌溉管理技術等成功經驗的順利完成跨國

移轉，進而引起其他與我有邦交或無邦交國家的興趣與需求，衍生我

國與國際社會分享現代化灌溉管理技術的契機，藉此提升我國的國際

能見度，並延伸農業外交觸角。 

4.2 建議 

一、在參考引進泰國參與式灌溉管理模式方面，依現行我國《水利法》

第三章已明確規定「水權」相關規範、各農田水利會依照《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負責灌區內灌排決策與事業運作管理，

且農業勞動力普遍高齡化的情形下，要推行類似泰國參與式灌溉

管理模式或要求用水農民付費或參與設施維護等勞務活動，可行

性似乎不高。但未來在新開發灌溉區（如灌區外），似可考慮部

分採用參與式灌溉管理模式，由使用者付費或提供勞務及參與決

策，採逐步推行符合公平正義的參與式灌溉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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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泰 GIS先驅合作計畫，為泰方主動要求我國予以協助的技術援

外計畫，為確保本計畫能成為維持我與泰方灌溉管理相關業務之

永續發展交流事業，農委會農田水利處應持續輔導農業工程研究

中心研議中長程技術合作行動計畫，農委會國際處應檢討規劃未

來以產業技術合作模式推廣到泰國及相關亞洲國家之可行性。 

三、為積極主動爭取我國灌溉管理技術援外的主導地位，俾與各國分

享我卓越的技術經驗，擴大與各國交流，我國應主動要求泰國在

將來的 PAWEES (水稻田及水環境學會)年會及國際水論壇等國

際會議上，由兩國共同提出本技術合作計畫推動模式與執行成果

相關報告案，並與泰國共同設立攤位，宣揚本技術合作計畫執行

成果，主動爭取與我國鄰近國家及其他非邦交國家加強合作的機

會，俾利提升我國際能見度，並為全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四、為推展我國灌溉管理技術對國際之影響力與貢獻度，透過外交部、

農委會、經濟部水利署或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等已與友邦

簽署的國際合作計畫，獎助國內水利事業相關民間團體，如農業

工程研究中心、淡江水資源管理中心、各農田水利會所捐助之基

金會、農田水利灌溉管理相關的 NGO、NPO 團體等，鼓勵其申

請加入技術援外行列，爭取我國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與貢獻度

之機會，以提升我國國際信譽及價值。 

五、廣邀專家參與國際合作，貢獻成功經驗：台泰農業灌溉管理技術

合作交流層面相當廣泛，除我國發展成功的 GIS、RS經驗之外，

泰國RID也從韓國及日本延攬農田水利專家進行國際技術合作。

該國對於農民組織、水資源開發管理、防災與水科技發展等傳統

議題及近年全球關注的氣候變遷因應、水社會、水經濟及水足跡

等議題亦高度重視。我國在各該領域的學者專家人才輩出，科研

技術與實務經驗也相當卓越，將來應持續關注泰國對於各相關領

域之需求，適時提供協助，促使兩國合作關係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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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台灣灌溉技術合作會議紀錄簽訂(Dec. 04,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