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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幕僚單位及行政機關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

議）報告 

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 活動名稱：參加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暨考察

活動 

二、活動日期：104年 5月 18日至 5月 23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 

中國大陸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 

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 

桂林市水利局 

柳州市水利局 

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 

貳、 活動（會議）重點 

一、 活動性質： 

辦理「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暨考察活動」至

中國大陸水利部交流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前往

北京、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察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兩江四湖工

程、防洪與灕江補水工程水庫群聯合調度系統，參訪廣西桂林

市水利局、柳州市水利局、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並針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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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議題，考察中國大陸在水利發

展綜合規劃技術上的應用及發展。 

二、活動內容： 

1、 參訪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 

2、 參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終點 

3、 參訪桂林市水利局 

4、 參訪柳州市水利局 

5、 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 

三、遭遇之問題：無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 心得及建議： 

1. 海峽兩岸水利專家以「水生態文明建設與管理的思考」及「建

構健康生態園區水庫」等議題進行演講，交流的治水理念與面

臨的挑戰，因應的對策措施，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說「與水

共生(台灣)」；「與水和諧(大陸)」，海峽兩岸水利發展同時推動「永

續發展」及「海綿城市」，治水已從工程面的優先考量，進展至

生態優先了。水利工程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影響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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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尤其是在工程施工的過程中，易破壞大量的生態環境。水

利工程的永續不僅要評估工程技術的效益，還要看工程建設中

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得要重視和有具體的、完善的解決措施，並

把生態環境保護融入到水利建設工程的各個環節之中。同時注

重在地文化的融合發展，促進在地居民的環境需求、文化精神

及經濟發展。 

2. 桂林市防洪及灕江補水樞紐工程，由灕江上游幹流陸洞河上的

斧子口水利樞紐、支流小溶江上的小溶江水利樞紐、支流川江

上的川江水利樞紐三個工程組成。工程開發任務為以桂林市防

洪及灕江生態補水為主，結合發電等綜合利用。工程建成後，

與青獅潭、五裡峽、思安江等已建水庫及城市堤防工程聯合調

度運行，將桂林市總體防洪能力由現狀約 20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枯水期通過水庫調節補水，可使桂林市斷面枯水期目

標流量達到 60 m3/s，使灕江生態環境、通航條件和旅遊景觀得

到明顯改善。經過桂林防洪及灕江補水水庫群進行生態設計，

取得了顯著的生態效益。水庫群建成後，灕江桂林斷面 60 m3/s

補水月保證率可從現狀的 60%提高到 90％以上，各補水工程多

年平均有效補水量為 49719萬 m3。通過補水水庫分別利用各自

的調節庫容調蓄逕流，增加枯水期排放流量，改善灕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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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狀況，工程設計充分考慮世界著名旅遊城市的特點，

及水庫群多目標生態調度，滿足了桂林市城市建設及社會經濟

發展、灕江水環境保護、旅遊景觀、旅遊通航等方面目標。 

3. 南水北調工程解決中國南北方水資源分配不足問題，工程興建

之技術創新，水利工程規模之浩大與艱難，令人佩服。大陸在

導水路線或蓄水庫用地取得，或興建過程較無民眾抗爭阻擾情

事，對水利單位推動水資源開發與建設，算是較具優勢之地方。 

4. 中國大陸自來水供應分為都市與農村二部份，都市自來水在

省、市由城市建設局或水務局輔導之自來水公司經營管理，農

村之飲水則由省市之水利廳或水利局負責，水利單位業務重點

包括解決偏遠地區飲水安全問題；北京之自來水價內含污水處

理費，水價調整由供水單位提出，經公聽會通過後即可調漲，

目前其自來水價每度約人民幣 5元，高於台灣自來水價。 

5. 海峽兩岸水利技術交流已近 20多年，從最早的水利技術面先行

交流，近年已漸漸轉變到政策交流，讓海峽兩岸在水利業務交

流更進展。未來海峽兩岸水利交流，可在水利發展的政策規劃

層面，因應經濟發展趨勢進行跳躍式全面性規劃，精進雙方政

策比較與革新。 

6. 中國大陸水利工程建設，對於水文化、水歷史的保存及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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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及城市經濟特色與發展的整體規劃成果，可供我方做為

參考，透過本次參訪桂林市防洪及灕江補水樞紐工程及柳江生

態治理工程，獲得許多收穫。桂林市及柳州市的水利工程建設

規畫，結合生態景觀與城市文化，開發出具旅遊及多標的供水

的補水樞紐工程，呈現獨特城市風貌。台灣水利設施結合景觀

休閒的經營或環境教育場域的開發過去亦有不少成績，出現很

多新景象。未來台灣應可朝塑造台灣特色水文化，營造良好的

水文化環境、豐富多彩的水文化活動等方向重點推動。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備查。 

 

                         職 

                           水利署總工程司            鍾朝恭 

                           水利署河川海岸組副組長    陳中憲 

                           台灣自來水公司工務處處長  李嘉榮 

 

                                          104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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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壹、活動名稱 
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暨考察活動。 

貳、活動日期 
104年 5月 18日至 5月 23日。 

參、主辦（或接待）單位 
中國大陸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 

室、桂林市水利局、柳州市水利局、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 

肆、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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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動（會議）重點 

壹、活動性質 
辦理「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暨考察活動」至中國大

陸水利部交流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前往北京、廣西壯族自

治區考察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兩江四湖工程、防洪與灕江補水工程水庫群

聯合調度系統，參訪廣西桂林市水利局、柳州市水利局、廣西壯族自治區

水利廳，並針對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議題，考察中國大陸在

水利發展綜合規劃技術上的應用及發展，考察行程如表 1。 

表 1：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 

5月 18日 
桃園-北京   

5月 19日 

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研討

會 

參訪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 

參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終點 

5月 20日 
北京-廣西桂林 

參訪廣西桂林市水利局 

5月 21日 
參訪柳州市水利局 

柳江水生態治理工程考察 

5月 22日 
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 

5月 23日 
南寧吳墟機場-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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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與目的 

臺灣與中國大陸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自 102年辦理「海峽兩岸河川海

岸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研討會」，邀請中國大陸水利部相關智庫水利專

家來臺交流，建立起雙方技術交流合作的互訪模式，今年已邁入第三年。

今年訂於 5月 18日至 23日辦理「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發展規劃經驗交流

暨考察活動」，由台灣水利署籌組水利專家至中國大陸水利部交流，並參訪

考察北京、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工作推動情形，希望能在兩岸水利交流所

建立的合作基礎上，提升兩岸雙方水利技術。並針對河川災害防治與水利

發展規劃經驗議題，考察並蒐集中國大陸綜合規劃技術上的應用及發展相

關資料。 

參、活動內容 

一、參訪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 

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負責水利部水利發展戰略、政策法規經濟等全域

性、綜合性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決策諮詢，執行水利部及水利行業各部門委

託的水利科學研究計畫，提供水利科學及工程建設等諮詢服務，為水利發

展提供對策。本次考察於 5月 19日上午 8:30至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參訪，

由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楊得瑞主任主持，並邀請中國大陸水利部國際合作

與科技司郝釗處長、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水文局生效友局長、北京市水務

局研究室劉大根主任及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各處處長與會。雙方以水利發

展規劃經驗與水資源永續發展措施，第一階段進行四個專題交流，第二階

段針對「兩岸水利政策與管理合作」進行討論。 

第一階段先由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黃河副主任演講「水生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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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的思考」，介紹中國大陸自 2005年來為永續水資源追求人與環境共

生的目標，十年來推動的歷程及具體措施。中國大陸十八大「關於加快推

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對於水利建設要求的四項任務：1.優化國土空間開

發格局、2.加快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3.促進資源節約迴圈高效使用、4.加

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八項具體措施：1.為落實最嚴格水資源管

理制度、2.優化水資源配置、3.強化節約用水管理、4.嚴格水資源保護、5.

推進水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6.加強水利建設中的生態保護、7.提高保障和

支撐能力、8.廣泛開展宣傳教育。 

中國水利研究會秘書處張瑞美副處長演講「水生態文明試點城市建設

實踐」，介紹 2013 年水利部《關於加快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意見》

及 2015年 4月 25日，十八大《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

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願景、重點任務和制度體系，並在代表

性和典型性較強的城市，如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雲南、江西、

湖北、陝西、福建等 10個省開展水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的成果。 

台灣團代表水利署鍾朝恭總工程司演講「建構健康生態園區水庫」，介

紹湖山水庫建設過程「五四三二一」的概念，亦即「五福臨門」水源不絕，

「四季平安」確保工安，「三陽開泰」重視品質，「二全其美」民眾參與，

進而建構「一個健康生態園區水庫」；而完工後水庫亦應有「一二三四五」

觀念，亦即完工營運時仍須持續注重人文生態、加強敦親睦鄰、確保營運

品質、重視維護管理及保有細水長流入水庫。 

水利署河川海岸組陳中憲副組長演講「綜合治水新思維」，介紹水利署

歷年來推動相關防洪治水計畫，已逐漸降低河川及區域排水因洪水溢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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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淹水之潛勢。然而，台灣地形坡陡流急、地質脆弱，本極易引發水、

土災害，近年來又因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極端降雨事件頻仍，加以都市急

遽發展，水道逕流亦隨之大幅增加，傳統水道治理方式已不符所需。為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台灣治水思維已轉變成「不怕水淹，與水共存」

之理念，水患治理則採環境規劃設計與水利專業共同合作之模式，亦即引

進逕流分擔、出流管制觀念，將治水由線的治理擴展至面的治理；另因科

技進步，社經環境演進需求，台灣目前執行中之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亦納入

科技防災及公民參與等新作為，希望藉由推動洪水管理政策、結合尖端科

技、廣納公民意見及匯集民眾自主力量，提升防災減災效能，以降低淹水

風險，打造韌性海綿台灣。 

第二階段「兩岸水利政策與管理合作」議題交流，海峽兩岸水利技術

交流已近 20多年，從最早的水利技術面交流，近年從水利技術的先行到政

策交流，讓海峽兩岸在水利技術交流更進展。雙方在水利發展的政策規劃，

因應經濟發展趨勢的跳躍式發展全面性規劃，可進行技術比較與交流。 

藉著議題交流討論，我方請教大陸水利專家相關供水問題，包括北京

市在再生水與海淡廠建設與使用情形、北京自來水管路輸送效率與漏水率、

目前北京市自來水價及訂定調整機制、自來水質管理及淨水處理是否配備

高級處理設備、北京市有否徵收廢水排放費等問題。 

北京方面說明大陸自來水於城市部分歸城市建設部門掌管，鄉村及農

村自來水方由水利部門管轄，而自來水供應由各市、縣級政府輔導當地之

公營自來水公司負責。北京市水務局劉大根主任進一步說明，北京市之再

生水是由城市收集之污水經過污水處理廠淨化後，再經過處理後供應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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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農業使用；另北京目前無海淡廠且無需使用海淡水，大陸有設置之海

淡廠位於河北省地區；北京市自來水漏水率約 7~8%，自來水管線使用年限

約 50年，北京市區老舊街道要汰舊換新執行上也很困難，北京市水務局會

協助自來水公司克服；北京市自來水價去年才調漲，調整後每度水人民幣 5

元(新台幣約 25元)，工業用水每度水人民幣約 7元(新台幣約 35元)，如

果是特種用水(三溫暖或游泳池、洗車業)每度水人民幣 32元(約台幣 160

元)，其水價結構內含水資源管理費、自來水費及污水處理費，至於水價調

整程序由自來水公司提出，經市政府辦理公聽會(專家、業者、民眾及政府

代表)通過後即可調漲；北京市水務局監督自來水公司保證供水水質符合規

定，自來水公司在淨水場及供水區也設有監測之水質檢測儀，可將即時之

供水水質傳輸至控制中心，確保供水水質安全；北京市由環保單位開徵廢

水排放費，徵收對象主要為排放污水之工廠及事業，非對一般家戶徵收。 

透過大陸方面演講及討論說明，讓我方更了解大陸水利業務及自來水

供應推動情形，大陸水資源之管理，從開發、保育、治水、節水、補水、

生態、濕地及教育宣導均受官方高度重視，泉湧、湖清、河暢及水淨之美

好景觀境界為其目標，本次兩岸交流雙方均認為各有值得相互學習之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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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至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參訪交流

 

圖 2：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楊得瑞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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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鍾朝恭總工程司演講「建構健康生態園區水庫」 

 

圖 4：我方代表團發言及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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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雙方代表團合影 

二、參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終點 

5月 19日至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參訪，由北京市南

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接待，北京市南水北調辦公室工程處進行工程介紹，

並帶領參觀團城湖調節池。 

1.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介紹： 

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以下任務:協助、配合中央

有關部門對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北京段主體工程的監督檢查和稽察工作；參

與北京市南水北調主體工程建設資金籌措工作；承辦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

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交辦的有關工作。負責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北京段工程建

設中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等重大問題的協調，參與指導、監督市南水北調

工程項目內文物保護工作。研究提出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北京段配套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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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和管理辦法並組織實施。 

2.工程介紹：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推動中國大陸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京、津、

華北地區水資源危機，為京、津及河南、河北沿線城市生活、工業增加供

水 64億立方公尺，增供農業 30億立方公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從長江

最大支流漢江中上游的的丹江口水庫東岸岸邊引水，經長江流域與淮河流

域的分水嶺方城埡口，沿唐白河流域和黃淮海平原西部邊緣開挖管道，在

河南鄭州附近通過隧道穿過黃河，沿京廣鐵路西側北上，自流到北京頤和

園的團城湖。 

團城湖調節池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終點，位元於頤和園團城湖以南，

調蓄庫容 127 萬立方公尺，總佔地面積 76 公頃，水面面積 33 公頃。團城

湖調節池是南水北調市內配套工程的重要設施，南水北調來水和密雲水庫

來水進行切換的樞紐，在正常供水時，滿足南水北調來水與各用水戶之間

的水量分配，在南水北調發生事故時滿足各用水戶由南水北調水源向密雲

水庫水源切換時間內所需的調蓄水量。 

由於水資源的過渡開發和污染，北京市許多河道幾乎喪失了天然自淨

能力，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團城湖調節池工程供水增加了供水地區的水

資源量，使區域的缺水狀況得到緩解；可以減少地下水資源的開採，抑制

地下水位繼續下降、漏斗面積繼續擴大的態勢，進而使地下水逐漸得到恢

復；有了充足的水源，增加城市河湖的生態用水量，使得水域水體得到補

充更替，水質會得到改善；可以減少對密雲水庫的取水量，使水位回升。

工程設計中充分考慮到生態景觀協調性問題，工程區域水面和綠地營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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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景觀與頤和園景觀相呼應，提高了區域生態景觀的環境品質。 

 

圖 6：參訪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 

 

圖 7：參觀南水北調工程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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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團城湖調節池實地景觀 

 

圖 9：團城湖調節池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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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桂林市水利局 

5月 20日參訪桂林市水利局，由桂林市水利局陳曉平副局長介紹兩江

四湖工程。 

1.單位介紹： 

桂林市水利局是桂林市政府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市江河的流

域綜合規劃、防洪規劃等重大水利規劃，統籌兼顧生活、生產經營和生態

環境用水，實施全市水資源的統一監督管理，負責全市節約用水、水資源

保護工作，負責全市水工程建設與運行的行業管理及水能資源及地方電力

農村水電的行業管理。 

2.兩江四湖工程介紹 

桂林市環城水系，把桂林市中心區的灕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

湖、木龍湖貫通，即「兩江四湖」工程。工程自 1999年 8月 23日正式啟

動，2002年 5月 2日，通水並試航成功。「兩江四湖」工程所建設的環城水

系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由木龍湖、桂湖、榕湖、杉湖與灕江溝通而構成

的一環水系；二是桃花江與四個內湖相連通構成二環水系；三是恢復朝宗

渠，溝通小東江、訾洲河構成三環水系。已經實施的一期工程共建設有木

龍湖、桂湖和榕、杉湖三個主景區。 

3.防洪與灕江補水工程水庫群聯合調度系統 

「桂林市防洪與灕江補水工程水庫群聯合調度系統」綜合應急指揮平

臺是桂林市重要的非工程措施，以青獅潭、川江、小溶江、斧子口、思安

江、五裡峽等六座水庫構成的水庫群和灕江陽朔以上河道為聯合調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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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集水雨情資訊遙測監測、自動採集、自動傳輸、洪水與枯水預警預報、

水庫群與河道聯合調度、水情聯合調度、適時視頻展示、三維模擬數位灕

江、指揮決策平臺及資訊共用服務平臺的灕江水利現代化資訊管理系統，

綜合運用於桂林城市防洪與灕江旅遊航運安全、城市供水、灌溉供水、灕

江補水、發電增效、生態改善、水質改善、突發事件應急調水適時調度，

顯著提高桂林市的防災減災和應急指揮能力。 

灕江全長 214公里，由於水流量季節差異明顯，每年汛期，桂林市區

解放橋、灕江橋等江段常是路可行船。而每到枯水期灕江則變成水枯見底。

為解決灕江豐枯季節嚴重不均導致的「雨季洪水氾濫，旱季枯水停航」的

問題，2004年桂林市在灕江上游修建斧子口、小溶江、川江三座總庫容達

4.38億立方米的水庫，在汛期攔蓄洪水，枯水季節對灕江實施生態補水。

目前第一個建成的川江水庫已正式下閘蓄水，發揮效益。緊隨其後的小溶

江水庫主體大壩工程建設任務基本完成，正在進行溢流壩段交通橋施工及

金屬結構、機電設備安裝。斧子口水庫大壩基礎開挖全部完成，右岸已澆

築到 196米高程。三大水庫建成後主要功能是以桂林市防洪及灕江生態補

水為主，結合發電、生態等綜合利用。三座水庫攔蓄雨洪資源，通過與其

他水庫聯合調度，每年枯水期可向灕江補水 4.3億多立方米，保證灕江生態

環境用水和遊覽通航流量 60立方米每秒的要求，使灕江生態環境和景觀環

境徹底改善。同時，可實現桂林市的防洪標準從 20年一遇提高到 100年一

遇。 

桂林市水利局建設二江四湖聯通工程，有效調配漓江川流量及上游水

庫蓄水量，對防洪、供水穩定及維持漓江在枯水期仍達 60CMS生態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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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觀光得以發展，有效聯合運用水資源及設會貢獻極大，

另外桂林市自來水價每度為人民幣 2.6元(約新台幣 13元)，其水價含污水

處理費，自來水是由城市建設局主管監督之自來水公司供應，原水則由水

庫管理單位免費調配供應。 

 

 

 

圖 10：與桂林市水利局代表人員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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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桂林市水利局陳曉平副局長介紹兩江四湖工程 

 

圖 12：灕江有世界級景觀，灕江補水工程確保生態及通航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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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柳州市水利局 

5月 21日參訪柳州市水利局，由柳州市政協副主席吳華、柳州市水利

局覃友情局長、李湘暉副局長，介紹柳州市防洪、水資源管理、及水生態

治理情形。 

柳州市水利局負責管理全市水資源管理，組織擬訂全市和跨縣（區）水

長期供求計畫、水量分配方案並監督實施，組織有關全市國民經濟總體規

劃、城市規劃及重大建設專案上的水資源和防洪的論證工作，組織實施取

水許可制度和水資源費徵收制度，擬訂節約用水規劃和具體措施。負責全

市水利工程建設的行業管理，組織建設和管理具有控制性的重要水利工程。

管理全市水利工程、水利綜合經營；組織指導水庫、水電站大壩及江河堤

防的安全監管等工作。 

柳州市是中國大陸重點的防洪城市，根據當地的水文、地形、地質、社

會經濟發展和市政建設的情況，規劃防洪標準 100年一遇，採取分區防護、

分期建設、逐步提高的方針。近期按 50年一遇標準建設防洪堤，遠期在柳

江上中游建設防洪水庫，實現堤庫結合的工程體系，並對柳州市河段裁彎

取直，加大通洪量，降低市區水位，減輕防洪壓力，使柳州市防洪標準達

到 100年一遇。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辦法》。

據此柳州市劃定的 三條紅線為：確立用水總量控制紅線 、用水效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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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水功能區限制納汙紅線。即到 2015年，實現全市用水總量控制在 22.44

億立方米以內，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年下降 30%，農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係數提高到 0.449以上，重要江河湖庫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提高到

90%以上。四項制度為，一是用水總量控制，加強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 紅

線管理，嚴格實行用水總量控制，包括嚴格規劃管理和水資源論證，嚴格

控制流域和區域取水總量，嚴格實施取水許可，嚴格水資源有償使用，嚴

格地下水管理和保護，強化水資源統一調度；二是用水效率控制制度，加

強用水效率控制紅線管理，全面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三是水功能區限制

納汙制度，加強水功能區限制納汙紅線管理，嚴格控制入河 湖排汙總量；

四是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將水資源開發利用 、節約和保護的主要

指標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 

農村部落飲水安全係由柳州市水利局掌管，該局要解決農村用水安全，

亦協助村落開鑿地下水井，設置淨水、蓄水及供水設施，並由輔導組成管

理維護單位營運，類似台灣之簡易自來水，據該局表示，農村自來水每度

僅人民幣 0.5元(約新台幣 2.5元)，城市自來水每度約人民幣 3元(約新台幣

15元)，其水價含污水處理費，至於大型工業廠商用水可自柳川取水，惟需

經水利局同意，不管工業或自來水公司取水應付水權量費每度人民幣 0.03

元，經由交流讓我們了解柳州市水資源相當豐沛，其水利建設亦值得台灣

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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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參訪團與柳州市水利局代表人員意見交流 

 

圖 14：柳州市水利局介紹防洪、水資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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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 

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行程，由劉中奇副廳長、蔣曉軍辦公室主任

接待，並介紹廣西水利建設與水資源概況。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負責管

理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事業， 2014年全區爭取中央水利資金 77.29億元，

投資 339億元的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建設，桂林市防洪及灕江補

水樞紐工程川江水庫主體工程已建成並下閘蓄水，小溶江水庫大壩主體工

程已基本完成，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 324平方公里，實施坡耕地改

造面積 4.07萬畝；農村水電完成建設投資 12億元，全面開工建設 41個中

心水文站及 17個巡測基地，完工水文站工程 112處。今年水利工作重點，

為促進解決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完成農田水利灌溉管道防滲配套、新

增恢復改善灌溉面積 550萬畝、改造灌區節水灌溉面積 100萬畝、完成水土

流失綜合治理面積 300平方公里及進行危險水庫加固工程。 

我方請教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與會人員，廣西省南臨北部灣，在沿海

地區有否因超抽地下水致地層下陷或海水入侵情形，及廣西之雨季亦集中

在 4月至 9月，南寧市有否因豪大雨致原水高濁度或枯水期供水不足需抽

地下水補充情事，水利廳代表回應，廣西壯族自治區未曾發生豪大雨致高

濁度發生供水不足及乾旱需抽地下水補充情事，至於沿海地區曾有兩個縣

因地下水超抽置發生地層下陷，後經政府強制禁採地下水，並配合其它地

區地面水源導入供應，此問題已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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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水利廳及進行交流討論 

肆、心得及建議 

一、海峽兩岸水利專家以「水生態文明建設與管理的思考」及「建構健康

生態園區水庫」等議題進行演講，交流的治水理念與面臨的挑戰，因

應的對策措施，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說「與水共生(台灣)」；「與水

和諧(大陸)」，海峽兩岸水利發展同時推動「永續發展」及「海綿城市」，

治水已從工程面的優先考量，進展至生態優先了。水利工程對社會經

濟和生態環境的影響受到重視，尤其是在工程施工的過程中，易破壞

大量的生態環境。水利工程的永續不僅要評估工程技術的效益，還要

看工程建設中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得要重視和有具體的、完善的解決措

施，並把生態環境保護融入到水利建設工程的各個環節之中。同時注

重在地文化的融合發展，促進在地居民的環境需求、文化精神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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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二、桂林市防洪及灕江補水樞紐工程，由灕江上游幹流陸洞河上的斧子口

水利樞紐、支流小溶江上的小溶江水利樞紐、支流川江上的川江水利

樞紐三個工程組成。工程開發任務為以桂林市防洪及灕江生態補水為

主，結合發電等綜合利用。工程建成後，與青獅潭、五裡峽、思安江

等已建水庫及城市堤防工程聯合調度運行，將桂林市總體防洪能力由

現狀約 20年一遇提高到 100年一遇；枯水期通過水庫調節補水，可使

桂林市斷面枯水期目標流量達到 60 m3/s，使灕江生態環境、通航條件

和旅遊景觀得到明顯改善。經過桂林防洪及灕江補水水庫群進行生態

設計，取得了顯著的生態效益。水庫群建成後，灕江桂林斷面 60 m3/s

補水月保證率可從現狀的 60%提高到 90％以上，各補水工程多年平均

有效補水量為 49 719萬 m3。通過補水水庫分別利用各自的調節庫容

調蓄逕流，增加枯水期排放流量，改善灕江旅遊、生態環境狀況，工

程設計充分考慮世界著名旅遊城市的特點，及水庫群多目標生態調度，

滿足了桂林市城市建設及社會經濟發展、灕江水環境保護、旅遊景觀、

旅遊通航等方面目標。 

三、南水北調工程解決中國南北方水資源分配不足問題，工程興建之技術

創新，水利工程規模之浩大與艱難，令人佩服。大陸在導水路線或蓄

水庫用地取得，或興建過程較無民眾抗爭阻擾情事，對水利單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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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開發與建設，算是較具優勢之地方。 

四、中國大陸自來水供應分為都市與農村二部份，都市自來水在省、市由

城市建設局或水務局輔導之自來水公司經營管理，農村之飲水則由省

市之水利廳或水利局負責，水利單位業務重點包括解決偏遠地區飲水

安全問題；北京之自來水價內含污水處理費，水價調整由供水單位提

出，經公聽會通過後即可調漲，目前其自來水價每度約人民幣 5元，

高於台灣自來水價。 

五、海峽兩岸水利技術交流已近 20多年，從最早的水利技術面先行交流，

近年已漸漸轉變到政策交流，讓海峽兩岸在水利業務交流更進展。未

來海峽兩岸水利交流，可在水利發展的政策規劃層面，因應經濟發展

趨勢進行跳躍式全面性規劃，精進雙方政策比較與革新。 

六、中國大陸水利工程建設，對於水文化、水歷史的保存及維護的重視，

及城市經濟特色與發展的整體規劃成果，可供我方做為參考，透過本

次參訪桂林市防洪及灕江補水樞紐工程及柳江生態治理工程，獲得許

多收穫。桂林市及柳州市的水利工程建設規畫，結合生態景觀與城市

文化，開發出具旅遊及多標的供水的補水樞紐工程，呈現獨特城市風

貌。台灣水利設施結合景觀休閒的經營或環境教育場域的開發過去亦

有不少成績，出現很多新景象。未來台灣應可朝塑造台灣特色水文化，

營造良好的水文化環境、豐富多彩的水文化活動等方向重點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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