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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107)年 1 月本署參加工業局組團赴印尼洽談產業合作及水庫清淤延壽行程，於拜會

印尼方水資源總局局長 Iman Santoso 時，分享我方水庫清淤延壽經驗，印尼方對此技術留

下深刻印象，爰特別邀請本署參加旨揭研討會，除水庫防淤技術外，希冀我方針對水庫安

全維護及營運管理有進一步經驗分享並進行意見交流，並期望我方後續可對其進行上開技

術之教育訓練、協助其進行水庫清淤工程，以延續水庫使用年限。鑒於印尼方對水庫清淤

議題甚為重視，為展現我方與印尼方合作交流之誠意，由本署賴建信署長率團主要工作重

點包括:拜會印尼方經濟統籌部與職掌公共工程基礎建設副部長及高級官員晤談；參加印尼

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並發表專題演講、進行臺灣曾文水庫象鼻管防淤隧道工程暨水庫清淤

延壽專題討論（Focus Group Discussion）；參訪印尼龍木島水庫並與巴里島臺商交流。 

拜會印尼方經濟統籌部會談的部分，印尼經濟統籌部基礎設施和區域發展統籌部副部

長 Dr. Wahyu Utomo 特別指出:印尼水利設施相關的官員大多數為非土木工程師背景，因此

在水利方面的相關知識較為缺乏，希望我國能從教育訓練方面協助印尼提升其官員素質；

同時，他進一步指出目前印尼水庫建設為該國五年期戰略規劃的一部分，但是與臺灣面臨

相同的課題，興建水庫時需面臨土地徵收、既有房舍拆遷、環境影響評估的棘手問題，導

致興建新水庫知困難度日益加劇。因此，印尼方對於臺灣方面建議的將既有的水庫朝向永

續經營新思維將水庫清淤、大壩加高、水庫安全監控與經營管理、水庫集水區治理與保育

等工程，深表認同希望能與臺灣進行交流，推動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學習水庫

營運與維護方面的相關經驗。 

在出席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部分，此次印尼主辦機關特以中華民國臺灣經濟部水

利署署長正式官職銜請賴建信博士以「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為題發表演說，藉此宣傳我國水庫管理最新技術。現場聚集了來自印尼各地的專家學者，

現場聽眾超過 600 人，除了歷任退休首長皆出席外，印尼公共工程部轄下各個局署各階層

政府官員及學界人士出席極為踴躍，賴署長的演說亦獲廣大回響，相關提問均對我國於水

資源管理累積之技術與經驗之現況表示驚豔，會後更有多位印尼專家與賴署長會談，這些

專家均瞭解我國在水資源管理、排砂清淤、壩體加高等更多細節，以為印尼方後續施政之

借鏡；在 Focus Group Discussion 討論的部分，我方與印尼方對於我國水庫永續經營、安全

監控、水庫水力排沙工程技術等進行了非常廣泛深入的專業討論，印尼方對臺灣如何將老

化水庫予以更新，增加水庫蓄容量、利用水力排除水庫淤泥、水庫水土保持經營、大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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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監控與營運等累積的技術與經驗，反應特別熱烈，可作為後續交流之重點項目。 

賴署長在參加大壩年會期間有機會與印尼公共工程與住宅部高級官員 Firmanti 秘書長

進行對話，雙方除就深化兩國在水庫管理、開發表達合作意願外，印尼方特別關切我方是

否能在該部年輕官員在工程技術短期訓練及取得學位的專業教育培訓方面給予協助，印尼

政府派遣水利相關年輕官員赴臺灣修習學位。另外印尼方特別協助安排參訪該國龍目島

BATUJAI 大壩，該水庫主要做為農業灌溉使用，受到水庫周邊聚落長期耕作影響，水庫水

域陸化情形嚴重，賴建信署長綜合現場狀況，對於該水深不足兩米屬淺碟型水庫，建議印

尼方應修先對水庫周邊聚落推動 BMP（Best Management Practice），進行農業營養源截流、

圍臨時堰挖泥、農地土地改良及改善灌溉技術等整合性對策。 

本訪問團於回國前承蒙我國印尼代表處協助，在峇里島停留期間參訪臺灣精品展，在

展場認識了臺灣大通電子公司印尼區總監劉謙興並進行約一小時的會談，劉總監建議建議

我國廠商赴印尼經商不可以用臺灣的思考邏輯來發展事業，而須以印尼當地用戶端的需求

來進行；參訪臺商柯順榮董事長之水產加工廠，柯董事長不吝分享遠赴印尼在地經營之經

驗與甘苦談，包括印尼之投資環境、對外商之法令限制、以及勞雇關係、當地風土民情等

在地經營之相關經驗等，建議未來於鼓勵水利相關產業進入印尼時，可促成有意前往之業

者與當地臺商會建立聯繫，可減少水利產業南進之進入障礙。賴建信署長於參觀該水產加

工廠後，建議柯董事長可以加強廢水處理程序，將廢水處理後作為洗滌用水，以提高水資

源再利用效率，或改善製程減少塑膠袋使用量，朝向節能、環保製程方向改善，以提升產

品價值。 

這次出訪行程得以順利圓滿完成任務，首要感謝我國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經濟組

蕭振寰組長及廖浩志副組長等，對本次行程所給予的高規格細緻服務；此行之能夠獲得重

要的成果，特別要感謝蕭組長及廖副組長自今年元月本署同仁到訪至今所給予的各種協助，

再次表達最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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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的出訪緣於本(107)年 1 月本署參加工業局組團赴印尼洽談產業合作及水庫清

淤延壽行程，於拜會印尼方水資源管理局局長 Dr. Agus Suprapto K 主持會談時，分享我

方水庫清淤延壽經驗，印尼方對此技術留下深刻印象，爰特別邀請本署參加旨揭研討會，

除水庫防淤技術外，希冀我方針對水庫安全維護及營運管理有進一步經驗分享並進行意

見交流，並期望我方後續可對其進行上開技術之教育訓練。 

鑒於印尼方對水庫清淤議題甚為重視，為展現我方與印尼方合作交流之誠意，由本

署賴建信署長率團出席與會，以期透過本次研討會與印方洽談上揭水庫技術之技術交流

及後續教育訓練合作事宜。本團這次出訪印尼主要行程包括: 

(一)、 拜訪印尼經濟統籌部 

本署曾於本年 1 月 16 日拜訪該部，並與該部副部長 Dr. Wahyu Utomo、印尼

駐臺經貿代表處 Syahroni Ahmad 主任及公共工程部代表等會談，氣氛融洽，該次

會議有關水資源合作之部分主要聚焦於水庫延壽部分，該部副部長說明印尼新建

水庫不易，尤其土地取得不易，故表達歡迎臺灣參訪團，對於臺印雙方於既有水

庫之管理運轉及延長壽齡等議題可研商合作。因此本次參訪係延續 107 年 1 月水

利署代表團至雅加達的討論議題，與副部長 Dr. Wahyu Utomo 會談，賡續洽談以臺

灣在水庫管理及水力排砂創新技術進行交流。 

 

(二)、 參加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 

印尼大壩協會為印尼一個大壩相關專業的非營利組織，並且為世界大壩協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rge Dams, ICOLD)會員之一，主要工作為透過國際

交流，加強與更新境內大壩設計、建造與維護等相關技術，以及培育相關專業領

域人才，以達到加強印尼水資源管理之目的。此次參加會議可進一步了解印尼大

壩管理現況與需求，賴建信署長以中華民國臺灣經濟部水利署署長官職銜身分受

印尼政府公共工程暨人民住房部邀請並以「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為題發表演說，藉此宣傳我國水庫管理最新技術。 

爰此，研討會大會特別安排 5/25日下午 3點到 4點舉行Group Discussio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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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我方參加針對曾文水庫象鼻管技術介紹與交流，由本署南區水資源局張世賢

課長進行簡報 30 分鐘後，並與與會人士為公共工程部技術人員及大壩協會專家共

同交流討論；另於研討會期間，賴建信署長於 5/26 上午首先與印尼公共工程與住

宅部代表(秘書長)舉行會談後，隨後發表專題演講，下午並參訪龍目島 BATUJAI

大壩，以現場了解印尼大壩之現況及其面臨之主要問題，以作為加強兩國之間的

定期交流，推動建立兩國產業的長期規劃，並提供水利署未來執行水利產業南向

推動之參考。 

 

(三)、 參訪峇里島臺灣精品展與拜訪臺商 

峇里島因過度發展觀光，造成當地許多水資源相關問題，如飲用水供應不足、

缺乏農田灌溉水、地下水位下降、廢水污染地面水體等。因此本次參訪將參訪正

在峇里島舉辦之臺灣精品展以及臺商之漁產加工廠，除可獲得更多當地水議題現

況資訊，更可觸及雙方合作議題，提出可能的合作意向與方式，以提供更多新南

向潛在合作機會之相關資訊，達到加強兩國水利產業與技術合作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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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如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拜訪人員 

5/24 
(四) 

09:00-13:20 出發至雅加達  

13:20-15:30 赴經濟統籌部  

15:30-17:30 拜訪經濟統籌部副部長 副部長 Dr. Wahyu tomo 

5/25 
(五) 

08:00-09:00 赴雅加達機場  

11:00-14:05 出發至龍目島(Lombok)  

15:00-17:00 Focus Group Discussion-曾文象鼻管排砂工程  

18:00- 大壩年會開幕  

5/26 
(六) 

全日 
會晤印尼公共工程與住宅部 
署長 Keynote speech 
參訪龍目島大壩 Batujai Dam 

秘書長 Prof. Anita Firmanti 及水
利總局各局長 

5/27 
(日) 

08:00-09:00 赴龍目島機場  

11:35-14:00 赴臺灣精品展 Discovery Mall  

14:00-17:00 參訪臺灣精品展(Discovery Mall)  

18:00-21:00 與峇里島臺商會交流  

5/28 
(一) 

10:00-14:00 參訪峇里島漁產加工廠  

16:45-21:45 出發回臺灣  



8 
 

參、過程紀要 

茲將本次考察參與之重要會議與參訪活動，摘錄如下： 

一、 重要會議 

 與印尼經濟統籌部基礎設施和區域發展副部長 Dr. Wahyu Utomo 會談 

2018 年 5 月 24 日(四)本署賴建信署長與印尼經濟統籌部基礎設施和區域發展

統籌部副部長 Dr. Wahyu Utomo 進行雙邊會談，討論兩國水利工作合作事宜，雙方

就兩國各自水利狀況及水庫清淤工作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討論。 

會談於印尼時間 5 月 24 日下午四時舉行，賴署長向印尼代表方介紹了臺灣的

水利發展(圖 1 到圖 4)，首先點出臺灣是個多災害的國家，地震和颱風的頻繁，每

年颱風所落下的暴雨均會帶來大量挾沙之洪水，導致了臺灣水庫淤積速度加快。

賴署長指出臺灣現行 95 個水庫建設中，大多數水庫老化淤積，水庫清淤工作是水

利署的工作重點也是難點。臺灣於四、五十年前開始學習美國在水庫清淤上面的

經驗，但美式設計並無考量水庫淤積問題，致影響今日水庫永續利用。 

經由多年操作經驗與研究，臺灣發現針對個別水庫特性需採取不同的防淤作

法，其中相較於陸挖及抽砂的作法，水力排砂效率最高，具有成本低、節省能源、

及清淤量大的優點，更具經濟性。於雙方交流與討論期間，水利署相關同仁向印

尼方展示了關於臺灣清淤工程的兩段剪輯影片，分別是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和

曾文水庫象鼻管技術。並提出近日臺灣剛完成了一項大型水庫清淤工作，接下來

幾年臺灣將編列經費陸續完成其他水庫清淤工作，並預計將在 2031 年完成所有的

水庫清淤工作的願景，保持水庫的供水能力，使其庫容不再減小。 

同時賴署長介紹到臺南以民生用水為主的南化水庫，自 1993 年底營運以來，

歷經颱風豪雨的侵襲、淤積，目前有效蓄水量不到原設計容量的 62﹪，水庫使用

壽命嚴重縮短。為延長南化水庫使用年限，以確保大臺南地區的民生用水需求，

經濟部水利署斥資逾 30 億元打造防淤隧道來清淤及延壽。南化防淤隧道採圍堰工

法，啟用後，每年排砂量達 72 萬立方米，若以抽泥船的清除成本計算，其節省的

經濟效益達 3.84 億元。 

而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則採用象鼻引水鋼管創新設計，其優點包括提高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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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降低施工時水庫的水壓力、並降低施工風險和施工成本等，該工程進水口

創新設計-象鼻引水鋼管是全球第一例，在傳統的進水口施工設計，通常採用岩栓

塞或圍堰工法，但是其必須面對地質和高壩圍堰施工挑戰，為了降低工程風險，

水利署團隊採用了象鼻管鋼管的創新設計，管子的形狀與大象的鼻子相似，所以

水利署將之稱為「象鼻引水鋼管」，其優點包括可以將進水口高程提高 20 公尺，

藉此降低施工時的水壓力，以達到提升施工安全和降低施工成本等。 

在介紹完這兩個水庫清淤工程後，為配合印尼目前水庫為提供農業用水之現

況，水利署亦提出臺灣 40 年前的水庫功能亦多為農業灌溉用途，設計時不在意出

水的濁度問題，因此取水口的設計常伴隨有水庫沉積物隨著水一同排出，隨著時

代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水庫的供水已經不僅僅是供應農業

用水，大多數臺灣的水庫必須同時供應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這個狀況在臺灣北

部尤其明顯；另外隨著社會及產業發展歷程演進，水庫所提供的用水已經由過去

農業供應為主轉為以民生、工業用水為主，農業用水為輔。賴署長認為印尼正處

於新興國家高速發展階段，臺灣過去所面臨的產業轉型用水課題，印尼也必然會

面臨同樣的課題，必須要先未雨綢繆。 

賴署長亦表示當颱風來臨時通常水庫集水區會有崩塌的問題，導致水庫入流

之懸浮性固體顆粒過高，而傳統水庫的取水口設計常導致颱風過後的取水多為高

濁度的水，使得水庫下游的淨水場無法負荷，自來水供應量也受到影響，因此臺

灣政府投資超過 2000 萬美元進行相關改善工程，期能使國民的到更好的自來水，

相關的經驗也可以提供印尼方面在未來因應經濟發展時水庫用途由農業用水改變

為民生及工業用水之參考。 

而印尼經濟統籌部基礎設施和區域發展統籌部副部長 Dr. Wahyu Utomo 則指

出印尼水利設施相關的官員大多數為非土木工程師背景，因此在水利方面的相關

知識較為缺乏，希望我國能從教育訓練方面協助印尼提升其官員素質。此外，水

對印尼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資源，因此印尼方面希望能與臺灣進行交流，學習水

庫營運與維護方面的相關經驗。 

Dr. Wahyu Utomo 副部長進一步指出目前印尼水庫建設為該國五年期戰略規

劃的一部分，目前印尼雖有 200 餘座水庫，但其庫容仍遠不夠為印尼人民提供充



10 
 

足的農業灌溉、民生用水以及工業用水使用。目前印尼在規劃興新建中的大小水

庫計有 65 餘座，包括印尼大壩年會的舉辦地—龍目島近年來亦已興建多座新的水

庫，另外在印尼的爪哇島目前仍有幾座水庫正在建設中，並將於 2018 年完工。此

外，印尼政府還建立了一些用於灌溉系統的小池塘。但是與臺灣相同，印尼在興

建水庫時需面臨土地徵收、既有房舍拆遷、環境影響評估的棘手問題，導致興建

新水庫知困難度日益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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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賴署長等人拜訪印尼經濟統籌部 Wahyu 副部長 

 

圖 2 賴署長以手機讓印尼經濟統籌部 Wahyu 副部長了解工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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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賴署長與印尼經濟統籌部 Wahyu 合影 

 

圖 4 我方參訪團與印尼經濟統籌部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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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國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與經濟統籌部代表等人會談 

5 月 24 日(四)18:00 與我國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經濟組蕭振寰組長、經濟

組廖浩志副組長等人討論臺、印尼雙方水利合作交流事宜(圖 5 及圖 6)。另外印尼

水庫目前的使用對象是供應為農業用水，與五十年前的石門水庫一樣，但依照印

尼的發展，民生用水、工業用水未來將大幅成長，印尼政府於興建水庫方面亦須

跟上用水需求，因此印尼政府正在加速水庫工程，以解決乾旱季節的基本問題，

這些工程的興建也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支持，但由於印尼外債增加、國家預算赤字

和經濟問題，亦有一些人批評這些工程項目建設費用過高，同時新壩址的選定亦

牽涉到複雜的環境影響評估與庫區用地徵收的問題，因此建設新的水庫將曠日廢

時。但面對氣候變遷及人口往都市集中的趨勢，這些問題必須提前因應。賴署長

亦提到除了排砂、清淤、提壩加高等硬體建設外，臺灣亦已利用科技來解決此預

報問題，如建置搭配衛星資訊的洪災預測系統，該系統亦可協助印尼進行暴雨洪

災預測，以降低暴雨來臨時人員與財產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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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賴署長與駐印尼代表處晚宴會談 

 

圖 6 賴署長與駐印尼代表處晚宴會談 

 參加印尼大壩年會論壇(Group Discussion Forum)及開幕晚宴 

5 月 25 日(五)賴署長與隨行的團員們一早搭車前往雅加達國際機場，前往龍目

島參加印尼大壩年會(National Seminar of the Large Dam)。下午兩點左右參訪團準

時抵達龍目島後，立即驅車前往大會舉辦地點 Lombok Raya Hotel，參訪團三點左

右開始參加水庫管理局 (BALAI BENDUNGAN) 特地為我方舉辦之 Group 

Discussion Forum (如圖 7-8)，現場超過 100 人與會，座無虛席(如圖 9)。與會人員

主要都是印尼的學者及官員，包括經濟統籌部水資源總局下所屬之營運及維護局

長 Agung Djuhartono、負責實施水資源管理規劃保育和管理流域水文及水質之指

導規範標準制定之水資源管理局局長 Agus Suprapto 及負責規劃各河流域水資源系

統和地下水流域之水資源系統開發總局局長 Widianto。 

會議開始首先由賴署長致詞，他先從臺灣水庫管理的歷史說起，說明臺灣水

庫建設知識主要來自美國，但美國建水庫並沒有相關排砂設施的設計，臺灣數十

年來，許多水庫相當老舊及多數水庫泥砂淤積量已超過 30%庫容，成為水庫管理

所需面對的嚴重問題。此外，臺灣豪雨、颱風頻繁，亦加速水庫泥砂淤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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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利用現代科技加強及加速水庫清淤工作。 

在賴署長介紹臺灣水庫管理後，緊接著由南區水資源局張世賢課長進行曾文

水庫排砂隧道設計介紹，張課長從曾文水庫泥沙淤積現況開始介紹，再全面性解

釋象鼻管(Elephant Trunk Steel Pipe)排砂(Desilting)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

理階段工作(如圖 10)，賴署長同步利用我們自製的水庫排砂影片向印尼 Agung 

Djuhartono 局長解釋排砂工程技術(圖 11)，並更進一步向與會代表補充說明完成隧

道後，即不須機械處理底泥，且以此工法延長水庫壽命，其增加之容量相較於新

建水庫，排砂工程所投入之費用僅新建水庫之三分之一(2 億美金)。 

由於印尼與臺灣水庫管理面臨的問題類似，相關水庫管理單位均迫切需要減

少泥砂淤積及加速排砂以延長老舊水庫的壽命，故在場的與會代表發言相當踴躍，

就水庫永續經營、安全監控、水力排砂工程技術及防止淤砂及固體廢棄物方式向

水利署與會代表請教，同時詢問了許多水庫排砂技術及工程細節，水利署代表均

逐一且詳細的回覆相關問題，並強調水庫水力排砂方法需因地制宜；不同的水文、

地質、地形及施工條件，有不同的工程技術及操作方法可適當解決相關問題，故

首先應進行完善之調查及可行性評估，並藉由合理之招商設計，遴選有經驗之優

良廠商進行施工，工程較能如期如質完成。賴署長亦即時補充說明許多水庫管理

及排砂相關資訊(包括曾文水庫象鼻鋼管排砂工程施工影片)，讓首次接觸象鼻鋼管

排砂工程之與會人士更能瞭解且印象深刻，在如此熱烈的互動及討論過程中，印

尼水庫管理單位首長及相關同仁都相當讚賞我國創新的施工技術及水庫管理科技，

對我方所提供之技術介紹印象深刻。 

在結束兩個小時的會議報告及討論後，印尼代表 Agung Djuhartono 局長與賴

署長互相贈送禮品(如圖 12 及圖 13)，以表達雙方此次舉辦水庫排砂工程技術會談

的謝意。隨後，臺灣參訪團與大會重要官方代表進行大合照(如圖 14)，以留下兩國

於水利工程技術交流的美好回憶。 

之後臺灣參訪團參加印尼大壩年會開幕晚宴(如圖 15)，晚宴中賴署長與大會重

要貴賓-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Julien 教授及印尼公共工程與住宅部秘書長 Anita 

Firmanti 教授進行交流(如圖 16)，並相約於 5 月 26 日上午 7 時 30 分署長專題演講

前進行臺灣與印尼雙方合作討論，為此次印尼大壩年會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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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賴署長參加 Group Discussion Forum 

 

 

圖 8 賴署長與印尼水資源總局營運及維護局長(左一)及水資源管理局長(右一)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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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賴署長致詞向印尼與會代表說明臺灣水庫管理現況 

 

圖 10 張世賢課長簡報曾文水庫排砂隧道建造工程技術 



18 
 

 

圖 11 賴署長向 Agung Djuhartono 局長介紹曾文水庫排砂工程技術 

 

圖 12 印尼代表 Agung Djuhartono 局長贈送賴署長禮品 



19 
 

 

圖 13 賴署長贈送印尼代表 Agung Djuhartono 局長禮品 

 

圖 14 臺灣參訪團與大會重要官方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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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賴署長與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Julien 教授及印尼公共工程與住宅部秘書長 Anita 

Firmanti 教授於開幕晚宴中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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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印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官員會談 

5 月 26 日(六)上午 7 時 30 分，我國水利署團隊與印尼方公共工程暨人民住房

部官員就雙方未來合作之可能方向與技術細節，進行意見交換。該會議印方由印

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 (Ministry of Public Work and Public Housing) 秘書長 Prof. 

Anita Firmanti 主持，灌溉和沼澤局局長 Ir. Ha ri Suprayogi 及大壩中心局長 Ni Made 

Sumiarsih 與會。我方則由賴建信署長、駐印代表處經濟組廖浩志副組長、本署張

廣智組長與會(如圖 16-17 所示)。 

會談氣氛融洽，Firmanti 秘書長首先表達在昨日的 Focus Group Discussion 中，

已充分了解臺灣方面在延緩水庫老化、以及水庫/壩體加高及維護具有充分之經驗，

目前印尼同樣面臨新水壩興建困難及既有水庫老化、淤積的問題，對於臺灣如何

將老化水庫予以更新，增加水庫蓄容量、利用水力排除水庫淤泥、水庫水土保持

經營、大壩安全監控與營運等累積的技術與經驗，非常希望能有進一步之技術交

流。我方則回應，雙方均有共識認知推動工程技術合作是個長期持續的工作。 

此外，印尼方特別關切我方是否能在該部年輕官員在工程技術短期訓練及取

得學位的專業教育培訓方面給予協助，水利署將辦理教育訓練課程，赴印尼協助

印尼方面提升其水利技術。此外，本署已規劃於今年下半年舉辦研討會、論壇或

專業展覽，邀請印尼技術人員出席，雙方並於會談後合影留念(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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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賴署長與印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秘書長 Prof. Anita Firmanti 合影 

 

 

 

 

 

 

 

 

 

 

 

圖 17 與印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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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會談後合影留念 

 賴署長獲邀於 2018 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發表演說 

5 月 26 日(六)上午八時半，在結束與印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相關高階官員之會

談後，本署賴建信署長隨即於今年度之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以「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為題發表演說(邀請函如圖 19 所示)，如

議程所示(如圖 20，08:00-09:00 之第三場演講)，本次係以我國水利署署長之正式

官職銜發表演說，實為我國水利外交之重大突破，演說實況如圖 21、22 所示，藉

此宣傳我國水庫管理最新技術。當天發表演說計有四位講者，署長為其中之一，

顯見印尼方面對我國在水利建設上的重視。 

由於此年會為印尼在水庫興建與管理方面重要的研討會，因此現場聚集了來

自印尼各地的專家學者，現場聽眾超過 600 人，座無虛席，多數為印尼當地水資

源相關之各級政府官員及學界人士，署長的演說亦獲廣大回響，相關提問均對我

國於水資源管理累積之技術與經驗之現況表示驚豔，會後更有多位印尼專家與賴

署長會談，其中包括日本 JICA 派駐在印尼公共工程和住宅部的 Jun Hayakawa 等，

這些專家均瞭解我國在水資源管理、排砂清淤、壩體加高等更多細節，以為印尼

方後續施政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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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2018 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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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2018 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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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於 2018 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發表演說 

 

 

圖 22 於 2018 印尼大壩協會年度研討會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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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活動 

 赴龍目島 Bendungan Batujai 大壩進行參訪 

5 月 26 日(六)上午與印尼公共工程和人民住宅部會談、並於印尼大壩協會年度

研討會發表演說後，下午由印尼大壩協會人員陪同(如圖 23、24)，前往龍目島當地

第一座水壩 Bendungan Batujai 大壩參訪。該水庫於 1977 年開工，1982 年完工，

壩高 11 公尺，設計容量約 2,500 萬立方公尺，設計蓄水面積 880 公頃。 

水庫管理人員表示，該水庫主要之問題有二，其一為淤積嚴重，蓄水面積由

原設計之 880 公頃下降到目前之 580 公頃；同時水庫或因上游開發較多，人口亦

多，且未進行污水處理，因此庫區周邊村落有大量營養鹽流入水庫內，導致水生

植物生長繁盛，最多曾有 40%蓄水面積被水生植物覆蓋。 

經本署賴建信署長綜合現場狀況初步研判，該水庫由於設計水深較淺，且水

庫庫水交換率不高，加上水庫周邊聚落密集，開發耕種造成營養鹽流入，長久下

來累積之淤沙、植物死亡累積之底泥導致水庫水域面積發生陸化現象，進而影響

蓄水容量。這類的水庫因為水位低，建議採取 BMP（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將營養源截流、圍臨時堰挖泥、農地土地改良及改善灌溉技術等整合性對策。臺

灣對這類水庫課題處理也有累積很多經驗，建議可由國內專業顧問團隊協助印方

進行水庫類型分類，提出水與農業互惠的水庫永續經營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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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龍目島 Bendungan Batujai 大壩參訪 

 

圖 24 署長向龍目島 Bendungan Batujai 大壩管理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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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峇里島臺灣精品展進行參訪 

 5 月 27 日(日)早上八時三十分本團一行人出發前往龍目島機場，搭機前往峇

里島機場，於中午抵達並午餐後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參訪臺灣精品展，該展由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舉辦，匯集近 30 家臺灣精品廠商如宏碁、華碩、光陽、大通、

微星…等著名廠商參展，據主辦單位表示(如圖 25)，該展吸引相當多當地居民參觀，

對於提高我國產品之形象具有相當大的貢獻，本署賴建信署長並於展場中與臺灣

大通電子印尼區總監劉謙興進行約 2 小時的會談(如圖 26)。 

劉總監表示以該公司所生產供應電視使用之天線為例，在印尼發展不過四年，

但其爆發力強，從沒有拿到任何訂單，到第一筆一百萬訂單(約 1,000 支電線)約花

了六個月的時間，草創期約花了 1 萬美金找當地人士協助公司相關進出口登記，

隨後依電商、大賣場、零售通路等三階段逐步開拓市場，並訂出高於臺灣市場及

遠高於當地市場其他產品的價格販售，搭配 Sharp 等液晶電視銷售商促銷，業務呈

等比級數增長，目前該公司從三年多前的第一筆訂單的 1000 支天線到目前市佔率

第一僅花了三年，如以目前全印尼約八百萬支天線計算，目前初估印尼人口兩億

六千萬，約五千萬戶，因此仍有四千二百萬支的市場，前景看好。 

 此外，印尼的幅員廣大，從電視系統來看，有線電視系統屬於少數，多為無

線電視系統，恰與自來水系統屬於少數，多為用戶自地下水取水使用相同，因此

建議我國廠商赴印尼經商不可以用臺灣的思考邏輯來發展事業，而須以印尼當地

用戶端的需求來進行，因此該公司提出免費看電視的行銷策略，即使該公司的產

品價格較大陸製產品價格高出數倍，該公司仍能在短期內達到市佔率第一的規模。

賴署長並當面邀請劉總監於六月中旬回臺時舉辦講習會，將他於印尼發展的策略

分享給六月底將赴泗水參加印尼水工大展的臺灣廠商，以協助我國水利產業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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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賴署長等一行人參訪峇里島臺灣精品展 

 

 

圖 26 賴署長臺灣精品展績優廠商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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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峇里島臺商漁業加工廠 

5 月 28 日(一)上午前往峇里島當地臺商柯順榮董事長之水產加工廠參訪。參訪

過程中，柯董事長分享該廠特色之鮪魚一氧化碳加工技術，並與參訪團交換未來

發展方向之建議，包括可加強廢水處理程序，將廢水處理後作為洗滌用水，以提

高水資源再利用效率，或改善製程、減少塑膠袋使用量，朝向節能、環保製程方

向改善，以提升產品價值等(圖 27-28)。 

此外，柯董事長亦不吝分享遠赴印尼經營水產加工業二十餘年來，在地經營

之經驗與甘苦談。水產加工業與本次參訪重點推動之水利產業性質上雖有之不同，

但印尼之投資環境、對外商之法令限制、以及勞雇關係、當地風土民情等在地經

營之相關經驗，仍有可供借鏡之處，可促成有意前往之業者與當地臺商會建立聯

繫，進行經驗傳承，以減少水利產業南進之進入障礙。 

 

 

 

 

 

 

 

 

 

 

 

 

 

 

 

圖 27 本團團員於峇里島臺商工廠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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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本團團員於峇里島臺商工廠參訪時討論水處理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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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本次賴署長參與印尼大壩年會係以正式官職銜報告，也就是臺灣水利署長的名義

餐與，在會場內並聽到多次大會主持人、貴賓介紹賴署長來自 Taiwan，能有此待

遇，其主要原因為我國在產官學的合作推動下，的確已取得印尼方面的信賴，並

建立優質水利工程的口碑，再加上這兩年我國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以及此次所提

出的水庫清淤技術與策略，讓印尼方面了解我國在印尼的發展是互利共生的，而

非掠奪式的發展，是從義的角度進行，而非利的角度推動。 

(二) 專業技術討論論壇 group discussion forum 就水庫永續經營、安全監控、水庫水力

排沙工程技術等，進行了非常廣泛深入的愉快專業討論。我方對於印方政府部門

與工程師的熱情參與技術討論留下深刻印象。 

(三) 相較於臺灣的發展，印尼方面對於水利技術較為落後，與談中可深切感受到印尼

方面希望我國能提供印尼水利年輕官員包括我方短期赴印尼、印尼方短期來臺、

印尼方至我國修讀博碩士學位等的教育訓練的機會，這是我國南向推動的重要契

機。 

(四) 當地臺商對印尼之投資環境、對外商之法令限制、以及勞雇關係、當地風土民情

等有一定程度之了解，於鼓勵水利相關產業進入印尼時，可促成有意前往之業者

與當地臺商會建立聯繫，進行經驗傳承，以減少水利產業南進之進入障礙。 

(五) 印尼幅員廣闊不易管理，故對於庫區水土保持或民眾管制較無法有效管理。我方

對於印方政府部門積極所提出之問題，除了讓印方更進一步了解於水庫運作與管

理將面臨之問題與挑戰，也與他們分享了我方水庫延壽經營之寶貴經驗。 

(六) 本次參訪之 BATUJAI 大壩，其庫區面臨淤積及優養化問題。經我方初步評估與

臺灣目前水庫淤積情境不盡相同，BATUJAI 水庫由於如碟型水庫，水庫交換率不

高和嚴重優養化，導致水庫水域面積發生陸化現象進而減少水庫有效容量。然臺

灣對這類水庫課題處理行之有年並累積很多寶貴經驗，因此能提供較專業且具實

用性的水庫永續經營對策。 

(七) 我國由於地小人稠，因此所有建設均採集中式發展，而印尼則是分散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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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自來水系統為例，我國的自來水系統普及率已達 93%以上，而印尼則多由用

戶抽取地下水，從這點來看，我國如擬赴印尼發展，必須要先確認當地風土民情，

而非一昧推銷我國過去發展的經驗，宜就印尼發展所缺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 

(八) 本次出訪團隊展現良好的外語能力，我方與印方於各個正式場合皆進行良好溝通，

達成有效的專業技術交流，讓印方對我方所擁有之專業能力與技術留下深刻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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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我國與印尼政府雖無邦交，但是幾日來的接觸可以深切感受印尼政府對於臺灣的

友善態度，他們對於國內工程技術品質亦表達高度肯定，此次透過駐印尼代表處

及相關單位之安排，與印尼經濟統籌部、公共工程與住宅部及印尼各水利相關單

位進行良好的介紹及討論，更進一步增進雙方認識，我方亦深入了解印尼之實際

需求及實際狀況。建議日後可以此為基礎，加強擴展與印尼的雙方合作。 

(二) 參加專業技術討論論壇 Focus Group Discussion 發現印尼水資源管理相關單位非常

重視我國水庫排砂技術及施工工法，建議先著手規劃本國具水利專業專才之相關

技術人員或學者前往印尼開授「水庫水力排砂工程技術」教育訓練講習課程，由

印尼公共工程部統籌派送水資源相關部門的工程師或管理階層人員參加講習課程，

藉此可擴散我國水利排砂技術至印尼水資源相關管理及工程部門，提高雙方技術

交流層次，建立我國水利工程技術轉移至印尼之互動平臺。 

(三) 除上述水庫水力排砂工程技術之外，我國可透過代表處詢問印尼方面就水環境方

面所需要的新知，以客製化的方式透過我國產業界與學術界提供印尼水利年輕官

員至臺灣進行短期受訓、修讀博碩士學位以及我方至印尼短期授課等，並藉此更

深入了解印尼的水利需求。 

(四) 參訪龍目島 Bendungan Batujai 水庫，發現水庫水位較低，因此利用水力排淤效果

不會很好，建議可要採取 BMP 營養源截流、圍臨時堰挖泥、農地土地改良及改善

灌溉技術等整合性對策。臺灣對這類水庫課題處理已累積很多經驗，可由我國專

業顧問協助進行水庫類型分類，提出我們的水與農業互惠的水庫永續經營對策，

增進雙方合作機會。 

(五) 印尼目前的發展情況類似五十年前的臺灣，正要從農業社會轉成工業社會，惟其

基礎建設又不如五十年前的臺灣，分散性系統的發展趨勢亦與我國集中式系統不

同，建議我方赴印尼發展時應以該國 190 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思考邏輯進行規劃。 

(六) 為達成更加有效之水利產業輸出，建議我方宜積極蒐集印尼資訊，就未來印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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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需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另應將水與糧食結合，以提高印尼現階段水利建

設的優先順序及重要性。 

(七) 印尼水利設施的相關基礎及水文基本資料極為欠缺且缺乏系統性管理，印尼方對

我國水情行動 App 對社會大眾提供即時的降雨、可能淹水地區、河川水位、水庫

及氣象預報等水情資訊及感興趣，本署將朝讓對方利而獲利的戰略思維下，主動

協助印尼方建立防災資訊網，以軟實力建立互動，進而帶動水利硬體建設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