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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賴署長受國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IWA )執行董事

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邀請，率團赴日本東京參加「世界水會議及展

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並安排於本(107)年 9 月 18 日

參與大會專題演講之 Panel discussion，與各國與談人探討如何實現永續發

展目標 6，以及於 9 月 20 日下午參與流域鏈結城市論壇，賴署長以「臺灣

流域鏈結城市」為主題進行演講，為論壇揭開序幕；賴署長亦帶領國內業

者以「智慧防汛」為主題籌組臺灣館參加本次展覽，以展現臺灣於水資源

物聯網及智慧防汛投入的努力，使國際瞭解我國先進智慧防災技術，並拓

展臺灣水產業國際市場。 

本次赴日除出席研討會論壇外，因日本近期極端降雨災害事件發生頻

繁，為了解日方在防災整備、應變及復原之策略，以做為未來我國推動韌

性城市相關策略之參考，亦獲得我國駐日代表處協助聯繫，安排拜會國土

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及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另拜會日本氣象協會與

本署維持 15 多年交流之河川整備研究所，進一步為今年 11 月下旬日本關

西及東京防災及綜合治水考察團提供相關資訊，期能密切與日方單位合作

交流。 

我國與日本同樣深受極端氣候的影響，雙方所採的因應措施大致相

似，其中在工程措施方面，主要為提高防洪設施保護標準達一定程度、維

持水庫設施功能及落實設施平時的維護及修復工作，另一方面亦結合非工

程措施手段，透過風險及水情資訊發布，促使民眾自主性防災及避災，並

在防災作業上結合 ICT 及雷達新技術，以不斷精進預報能力，以掌握災害

影響範圍及程度。其中日方目前最新雷達預報系統之觀測精度為 250 公尺

網格，而國內雷達系統精度與日方為相同水準；在提供民眾水情資訊方面，

我國除提供民眾有關雨量及河川水位警戒資訊外，另提供內水淹水警戒資

訊，使民眾掌握即時及更多水情資訊，以利民眾自主性防災；另在旱災因

應方面，我國相較日方，國內已結合 ICT 技術發展智慧水管理技術，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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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即掌握氣候資訊，提早進行用水管理，透過更積極的作為，降低國內

缺水風險；此外，我國自 2010 年成立 425 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並於平時

投入防災準備及熟悉避難作業，不但可使社區民眾瞭解災害風險，成功避

免民眾傷亡，是結合非工程措施及提升民眾的防災意識的最佳案例，值得

國際間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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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水協會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水務協會，會員橫跨 130 個國家及地

區，約有 6,607 位個人會員、378 個團體會員、23 個大學成員及 54 個政

府成員。該協會於 1999 年由國際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Supply 

Association，IWSA）及國際水質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Water 

Quality，IAWQ）合併組成的非營利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總部設於英國倫敦，並於全球各地如荷蘭-海牙、北京、南京、肯

亞-奈洛比、薩內加爾、曼谷等地設辦事處，致力於水和廢水管理等議題提

出解決方案，組織世界級的水務活動，並透過全球會員影響各國水政策制

定及目標實現。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係由國

際水協會每 2 年舉辦 1 次的國際大型會議。自 2000 年起，該協會已經分

別在法國巴黎、德國柏林、澳洲墨爾本、摩洛哥馬拉喀什、大陸北京、奧

地利維也納、加拿大蒙特婁、韓國釜山、葡萄牙里斯本及澳洲布里斯本舉

行 10 屆世界水會議，每次都會吸引來自世界各地水領域專業人士及決策

精英參與其中。 

本(11)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於 2018 年 9 月 16 日至 21 日在日本東京

都舉行，主題願景定位為“構建我們的水未來＂(Shaping our Water Future)，

整體會議以論壇(Forums)、研討會、學習課程、專家會議、觀摩導覽及商

業展覽等方式進行，吸引來自 98 個國家之 2,846 會議代表、252 家廠商參

與，其中大會討論議題廣泛，共舉辦 10 場大會專題演講、6 場領袖論壇、

107 場議題研討及 38 場工作坊，均為現今各國所關注及面臨之重要課題，

總計 9,815 位參與者一同關心世界水事務的發展趨勢，因此若臺灣代表廠

商可參與本世界級水展，對開拓水利產業國際市場有所助益。 

除出席研討會論壇外，此次規劃拜會駐日本代表處及河川整備研究

所，且因日本近期極端降雨災害事件發生頻繁，同時亦規劃拜會東京都建

設局河川部及國土交通省河川局等單位，了解日方在防災整備、應變及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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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策略，做為未來我國推動韌性城市相關策略之參考，進一步為今年 10

月下旬至關西地區整備局之考察團提供相關資訊，期能密切與日方單位合

作交流。 

(一)、 參加 IWA 國際水會議暨展覽會 

本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於 2018 年 9月 16 日～21 日在日本東京都舉

行，主題願景定位為“構建我們的水未來＂(Shaping our Water Future)，整

體會議以高峰會(Summit)、論壇(Forums)、研討會、學習課程、專家會議、

觀摩導覽及商業展覽等方式進行。本署參訪團除參加 IWA 世界水會議外，

為使國際瞭解我國先進智慧防災技術，並拓展臺灣水產業國際市場，本署

特在本次展覽會籌設「臺灣館」，由賴署長帶領國內業者以「智慧防汛」

為主題參加本次展覽，以展現臺灣於水資源物聯網及智慧防汛投入的努

力。 

(二)、 拜會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為負責日本全國水資源、河川、下水

道、土砂防治事務處理，由於日本近期極端降雨災害事件發生頻繁，為了

解日方在防災整備、應變、復原之策略，本次拜訪將延續過去雙方持續交

流之基礎，期能互相交流學習相關經驗，進而提升我國水利相關知能，進

一步為今年 10~11 月至關西地區整備局之考察團提供相關資訊，以達與日

方單位密切合作與交流。 

(三)、 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 

河川整備中心於 2012 年 4 月 1 日更名為河川整備研究所，該單位專

門從事河川相關的水邊保育利用以及規劃施工等技術之開發與調查工

作。其中包含自然河川管理、魚道設計、區域河川、河川整備、河川調查、

圖鑑與定期刊物等。其也對於週遭的環境及河川空間利用現況，進行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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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與探討，本次拜訪針對臺日雙方防災應變對策進行交流互動外，亦為

延續長期與河川整備研究所之合作情誼。 

(四)、 拜會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 

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致力於維護河川及管理河流工程相關業務，保護

公民免受洪水和泥沙災害、風暴潮流等危害，創造良好的河流環境和城市

環境。東京都為日本主要都市，歷年來在河川防災及河川區域環境營造皆

獲得非常好的成效，為了解東京都河川防災執行的策略，瞭解「東京水防

災綜合系統」之建置、運作、資訊中心（智慧水防災）與東京都廣域水防

災計畫執行及運作。 

(五)、 拜會日本氣象協會 JWA 

日本氣象協會業務除提供氣象資訊服務外，還包含防災、環境及能源

等有關的調查諮詢應用服務。JWA 以自行發展的綜合氣象數值預報系統及

綜合氣象資訊服務系統為基礎，提供各種應用氣象資訊服務，其主要業務

部門包含「防災解決方案事業部」、「環境、能源 事業部」、「媒體、消費

者服務事業部」及「資訊服務部」等。本次拜訪主要瞭解日本氣象協會在

天氣預報技術及防災支援能力，以及過去執行的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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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一)本次出國行程如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拜訪人員 

9/16(日) 

08:50-13:15 啟程  

14:30-16:00 機場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16:00-18:00 赴 IWA 開幕典禮  

9/17(一) 
08:00-09:00 前往 IWA 會場  

09:00-17:00 參加 IWA 水會議暨展覽會  

9/18(二) 

08:00-09:00 前往 IWA 會場  

09:00-11:00 參加 IWA 水會議暨展覽會及署長擔任 panelist  

11:00-13:00 赴臺日交流協會拜會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13:30-15:30 拜會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 松木洋忠國際室室長 

15:30-16:30 赴河川整備研究所  

16:30-17:30 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 小野武彥代表理事 

9/19(三) 

09:00-10:00 前往 IWA 會場  

10:00-13:00 參加 IWA 水會議暨展覽會  

13:00-15:00 午餐及前往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  

15:00-17:30 拜會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 小木曾正隆課長 

9/20(四) 

09:00-11:00 拜會日本氣象協會 JWA 寺谷拓治部長 

11:00-12:00 前往 IWA 會場  

13:00-15:00 
署長參加 IWA 研討會進行流域鏈結城市論壇發表

keynote 演講(10min)及參與圓桌討論 
 

15:00-17:00 參加 IWA 研討會閉幕典禮  

9/21(五) 9:00-12:40 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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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WA 國際水會議暨展覽會大會議程 

 

 

 

 

 

 

 

 

 

 

 

 

 

 

 

 

 

9/16(日) 9/17(一) 9/18(二) 9/19(三) 9/20(四)

9:00-9:45

全體演講Keynote plenary

Toshio Koike, 

Director of 

ICHARM

Claudia Sadoff,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Colombo, Sri Lanka

1.Sudhir Murthy, 

CEO, NEWhub, USA

2.Mark van Loosdrecht, 

Chair professor in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therlands

Lars Therkildsen,

CEO, HOFOR, 

Copenhagen, 

Denmark

9:45-10:30 休息

10:30-12:00 各議題與各論壇舉行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各議題與各論壇舉行

15:00-15:15 休息

15:15-17:15 各議題與各論壇舉行

1730-18:15

開幕典禮
16:00-18:00

慶祝酒會
18:00-18:20

展覽會開幕
18:20

全體演講Keynote plenary

閉幕典禮
15:15-16:45

Silver Musgisha, 

CEO, National 

Water and 

Sewerage 

Corporation, 

Kampala, Uganda

Shinichiro Ohgaki, 

President Japan Water 

Research Center 

(JWRC), Tokyo, Japan

Rebekah Eggers,

Global Water Leader, WW IoT, 

Energy, Environment, & 

Utilities Business, IBM

Evening
開幕晚宴

18:30-20:00
PIA DINNER 文化之夜 大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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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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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領國內廠商參加「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 

2018 年 9 月 17 日(一)本署參加第 11 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係由

國際水協會每 2 年舉辦 1 次的國際大型會議，其願景為＂建構我們的水未

來＂，透過 IWA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匯集水相關專業領導代表人員，針對

國際社會水議題共同討論，同時吸引 98 個國家計 2,846 位水資源領導者及

代表，一起共同面對水挑戰之解決方案，建立夥伴關係網絡。 

本署為有效預測淹水情形與全面監控災情，積極發展智慧化水情及管

理決策系統，藉由感測元件及通訊技術精準掌握降雨與水位資訊，並配合

即時淹水預警模式與物聯網之大數據分析技術，提供淹水預測與災情全面

監控，達到預先防範、即時應變、決策建議之效。為使國際瞭解我國先進

智慧防災技術，並拓展臺灣水產業國際市場，本署特在本次展覽會籌設「臺

灣館」，由賴署長帶領國內業者以「智慧防汛」為主題參加本次展覽。 

徵展作業過程，本署秉持公開公正原則徵選廠商，一方面透過發函台

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社團法

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地下管道技術協

會等公協會，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中華電信

及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等相關單位，由公協會協助推薦或邀請會員報

名參展，另一方面也公開徵展公文邀請廠商提案參展。經過公開公平徵選

後確認符合智慧防汛主題之廠商。 

本次展出內容涵蓋端(Edge)、雲(Cloud)、應用(App)模式，帶入水利產

業相關產品、服務或系統，包括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之水資源物聯網系統、淡江大學與昕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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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區域淹水預報 AI 模式、安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智慧防汛(移動式抽

水機調度規劃)水資源物聯網感測器、興創知能股份有限公司之智慧防災感

測器、天氣風險管理開發有限公司之全面即時監控系統逸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智慧防災應用產品，以展現臺灣於水資源物聯網及智慧防汛投入的

努力。展覽期間，國際水協會主席 Diane d’Arras 亦蒞臨參觀指導且吸引約

250 人次參觀，並有丹麥(3)、香港(4)、瑞典(1)、荷蘭(1)、澳洲(1)、韓國(1)

及日本(75)等國家業者對於智慧防汛感到興趣，表達希望與參展業者尋求

合作機會，包括產品輸出或商業合作等模式。 

同時賴署長與出訪成員亦進行展覽攤位參觀，主要參觀攤位有

HITACHI 概念館、高速海底滲透取水技術（HiSIS）、東京都下水道局之和

田彌生幹線系統及抗震接頭 NS 型球墨鐵鑄管(Earthquake-resistant Joint NS 

Type Ductile Iron Pipe)，藉此瞭解國外於水資源利用及防災技術之發展，可

適時提供國內相關單位興辦基礎建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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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賴署長與出訪成員、臺灣廠商成員等合照 

 

圖 2 IWA 主席 Diane d’Arras 女士(右 5)蒞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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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際貴賓來訪臺灣館攤位交流照片 

 

圖 4 國際貴賓來訪臺灣館攤位交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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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賴署長與出訪成員參觀高速海底滲透取水（HiSIS）技術 

圖 6 賴署長與出訪成員至東京都下水道局攤位參觀下水道和田彌生幹線系統 

 



 

17 
 

(二)賴署長獲邀於 2018IWA 世界水會議中參與 SDG6 執行現況與前景之 Panel 

Discussion 

2018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點，賴署長受國際水協會執行董事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邀請，參加大會專題演講之 Panel Discussion，屬大會每日

的重要活動，各國水務領袖、會議代表、學者等全體人員皆會出席之活動，

當日出席逾 1 千餘人。首先由國際水資源管理研究所(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所長 Dr. Claudia Sadoff 針對永續發展目標六現

況和前景進行專題演講，接著由突尼西亞國立農業中心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titute, Tunisia)的 Akissa Bahri 教授主持，賴署長與其他 3 位

與談人針對水議題進行探討。活動議程、專題演講者及 Panel Discussion 與

談人介紹詳如表 1 至表 2。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始於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邀請各國元首出席於紐約總部舉行之「2015 永續發展高峰會」，

會中正式通過以永續發展目標為核心之「2030 永續發展議程」，目的在 2015

年千禧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期程結束後，接續

推動後 2015 永續發展工作，共 17 項目標及 169 項具體目標(targets)，推動

期程自 2016 年至 2030 年。本次專題演講主題為永續發展目標六「確保所

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並聚焦於目標 6.3 及 6.4，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提高廢水回收率及增加產業用水效率，

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以解決水短缺問題，並大幅減少缺水受苦人

數。 

Dr. Claudia Sadoff 在專題演講報告指出，千禧年發展目標直至今日，

仍有半數的人口沒有適當的飲用水和環境衛生設施，將為未來關心焦點。

另外未經處理的廢水、礦物質肥料、農藥、牲畜、化學品、藥品、賀爾蒙、

激素和微塑料等有機及無機汙染，也是造成環境衛生及飲水問題的主因，

為後續有待解決的議題。永續發展目標相當重要，可能影響 21 億人口，透

過政策、制度、技術、工程可解決部分問題，其中的重點不外乎公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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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融資及合作，且須進行妥適整合才能達成目標，例如，城市水資源管

理須整合飲用水、雨水、再生水及自來水。 

賴署長於 Panel Discussion 表示，大多數人認為政府的決心與決策是實

現永續發展目標的主要因素。在臺灣，根據國人的想法，水是否非常重要

的資源，不論生活、經濟發展及農業皆須大量用水。實際上，臺灣政府需

要與嚴苛的水資源問題奮戰，長久以來，臺灣的水資源大多用於農業灌溉，

然而隨著經濟及社會發展，工業及民生用水遽增，在水資源有限的前提下，

每個部門都需要滿足自己的需求，因此為解決水資源的問題，臺灣政府成

立專案小組討論如何將水再利用，同時建立透明化的資訊系統及在各部門

推廣用水效率的概念，例如農業用水效率部分，臺灣目前有「掌水工」制

度，透過精密且有效率的掌水輪灌制度，降低灌溉渠道漏水的損失，於不

損及農民耕種權益及作物生長進行節水調度，有效運用珍貴水資源。 

Cindy Wallis-Lage 表示，SDG6 目的係為解決水相關議題，水關係到人

類生活各個層面，包含經濟的發展、人類的健康、農作的灌溉等，為人類

最需要的資源之一，但是今天我們面臨水的短缺及水的污染問題，而這個

嚴重問題已存在 10 多年，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整合水的每一個層

面，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並改變民眾對於水的思維。 

Peter Simpson 表示，對於開發中國家水和衛生問題的改善，除了財政

支援外，更重要是要有完善援助制度及監督機制，並提供相關技術，以解

決水的問題。 

Kathryn Silvester 表示，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影響是否實現 2030 年目

標方面。首先，在解決人力資源問題上，應該從提升及改善人力資源的質

量努力。其次，在財政資源問題上，發展中國家通常財政困難，其他國家

基於資本風險考量更難提供發展中國家之財政支持，因此發展中國家仍然

面臨一些基本問題。IWA 可以建立一個專注於發展中國家的新組織，特別

是在非洲，促成社會和環境方面的聯繫發展，以創造實現永續發展的機會。 

聯合國於 2015 年舉行之「2015 永續發展高峰會」，會中正式通過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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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目標為核心之「2030 永續發展議程」，目的在 2015 年千禧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期程結束後，接續推動後 2015 永續

發展工作，共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及 169 項具體目標(targets)，推動期

程自 2016 年至 2030 年。我國為順應全球趨勢，加速我國達成永續發展願

景、與各國共同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善盡地球村成員責任，2016 年

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由各部會依分工逐步

達成目標值，在水的部分，包含提升自來水普及率、降低漏水率、提升用

水效率、維持供水穩定等面向。而國內在短短 5 年內已面臨多次乾旱事件，

為利國內永續水資源發展，宜整合水的每一個層面，透過利害關係人間良

好的合作關係，做好用水管理、自主性的節約用水及提高用水效率，以達

成永續發展的願景。 

表 1  1 9 月 18 日大會專題演講議程 

時間 內容 

08:15~09:00 主講者、與談人及主持人最後確認討論會議(Final briefing 

session)  

09:00~09:30 Dr. Claudia Sadoff 發表「永續發展目標六現況和前景」 

09:30~09:50 Panel discussion (4 位 panelist) 

(2 分鐘)  主持人介紹議題及各 panelists 

(16 分鐘) 主持人向 panelists 提問 (各回答 4 分鐘) 

(2 分鐘)  主持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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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題演講者及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介紹 

專題演講

主講人 

 

姓名: Claudia Sadoff  

職稱:所長 Director General  

單 位 : 國 際 水 資 源 管 理 研 究 所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專長:水安全、水資源發展、跨域管理

永續水資源 

司儀 
 

姓名: Daniel Nolasco  

職稱:總裁 President 

單 位 :Nolasco y Associados S.A , 

Argentina 

專長: 淨化水資源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 
 

姓名:Akissa Bahri 

職稱:教授 Professor 

單位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titute, 

Tunisia 

專長: 環境、農業、土壤分析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姓名:賴建信 CHIEN-HSIN, Lai 

職稱:署長 Director General 

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WRA) 

專長:水資源管理、防洪減災，河流環

境改善、水政策、水利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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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姓名:Cindy Wallis-Lage 

職稱:總裁,president 

單位: Global Water Business at Black 

& Veatch,USA 

專長:銀行金融、政府政策、水資源議

題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姓名: Peter Simpson 

職稱:執行長,CEO 

單位: Anglian Water, UK 

專長: 提升水、能源、自然資源效率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姓名: Kathryn Silvester 

職稱:顧問,Consultant 

單位: Sydney Water, Australia 

專長: 淨化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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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賴署長於 Panel Discussion 發表演講 

 

圖 8 賴署長與 Panel Discussion 講者與司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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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Panel Discussion 廳內參與者照片 

 

(三) 拜會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保全局進行交流會談 

2018 年 9 月 18 日(二)下午 1 時 30 分，賴署長帶領水利署團隊至臺日

交流協會與國土交通省國土保全局松木洋忠國際室長進行會談。首先，由

本署陳致良正工程司針對臺灣 0823 熱帶低壓所造成的水災事件進行說

明，使日方瞭解該次災害造成的損失概況，以及瞭解國內災害應變作為，

包含災前提前部屬、整備及預警，災中救災、搶險、避難勸離、支援地方

抽水機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啟動防災措施，以及災後簡化受災戶救助機制

及確認水利設施損壞情形等，並說明經過此次事件後，國內面對防災工作

仍有進步的空間，未來將朝強化水災應變、持續基礎建設、提高國土韌性

及健全體系制度等面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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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則針對因應極端氣候事件頻傳，從「降低災害風險」、「持續建構

防災社會意識」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等進行說明。首先，面對天然災

害之因應做法，國土交通省將引導地方政府從過去「災害管理」思維調整

為「降低災害風險」，並給予地方政府相關人力及財力支援，以完善相關工

作，在降低災害風險作法(圖 10)上，期地方政府透過災害風險辨識並針對

風險持續的監測及評估，除於平時進行設施定期維護工作外，一旦設施老

舊具有一定致災風險時，立即投入資源修復設施，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

如果大規模災害不幸發生，也積極進行災害復建工作。日方進一步表示，

平時的維護及緊急修復工作相對災中處置更為重要，可降低災害發生的機

會，國土交通省將持續推廣降低災害風險機制，促使地方政府落實執行。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簡報 

圖 10 日本降低災害風險機制 

日本關東及東北地區於 2015 年及 2016 年相繼遭遇洪水災害，造成嚴

重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因此，國土交通省根據社會基礎建設發展委員

會所提建構及提升社會防災意識相關報告，修正日本國內相關法令，並朝

「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及「整合在地力量」等三個方向努力。在「非

工程措施」方面，透過風險資訊揭露，讓當地居民瞭解災害風險資訊及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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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路徑，並於平時進行計畫性疏散演練工作，讓居民熟悉避災機制及作業，

另災中過程透過資通訊技術，使民眾可透過手機掌握避難時機。另「工程

措施」方面，國土交通省將持續改善防災相關設施。最後「整合在地力量」

方面，透過整合河川管理者(國土交通省)、居民、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消

防及警察)，建立聯合委員會，根據地區特性制定切實可行之行動計畫，以

促成及落實上述非工程措施及工程措施。 

根據日方氣象資料統計，2004~2013 年間降雨量超過 50mm/hr 平均次

數為 241 次，為 1976~1985 年間平均次數 174 次之 1.4 倍，另外 1900 年至

2013 年期間超過 1.0mm/day 降雨天數亦減少約 10.5 天，再加上近年降雪量

減少及降雪期間縮短，一方面造成淹水事件頻繁發生，另一方面亦造成水

資源利用困難。為因應氣候變遷，國土交通省根據社會基礎建設發展委員

會所提氣候變遷調適(防洪及水資源匱乏等議題)報告，在洪災因應，將朝

「強化防洪設施功能」、「結合資通訊科技」、「建立各級防災單位及民眾應

變機制」、「強化風險意識與示警」、「成立 TEC-FORCE 支援地方救災及復

建」等面向努力，另外在旱災因應，將朝「建立水資源協調及分配平台」、

「強化重要經濟區域供水穩定方案」及「改善水庫設施功能」等面向著手，

各項措施茲分述如下： 

1. 洪災因應： 

(1) 「強化防洪設施功能」，為因應河川水位快速上升及考量操作

人員安全，水門設施關閉原由人工操作，改透過遠端控制方式

進行關閉；另外防潮水門設施，也將考量海平上升因素進行整

修；此外，國土交通省亦表示，防災設施設計標準會進一步提

高，減少致災機會，但是考慮成本，防洪設施設計標準不會因

極端氣候事件而不斷提高，超過設計標準則透過其他非工程措

施，例如民眾主動避災方式等。 

(2) 「結合資通訊科技」，結合 26 座 C-band Radar 與 39 座 X-band 

Radar 發展 XRAIN(eXtended Radar Information Network)，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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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延時強降雨(日方稱游擊式降雨) 的觀測精度，2017 年至

今，分辨率提高 16 倍(由 1 公里網格提高至 250 公尺網格)，

更新頻率提高 5 倍(由 5 分鐘更新頻率提高至 1 分鐘更新頻

率)；另外提供雨量及河川水位即時資訊，使民眾可透過手機

查詢相關水情資訊，掌握災害現況及避難時機。 

(3) 「建立各級防災單位及民眾應變機制」，國土交通省為因應超

過防洪設計標準的大規模淹水事件，訂定災害應變機制，該機

制主要率定颱風登陸前 3 天內，各階段及各相關單位(國土交

通省及都道府縣)及民眾應執行事項及配合事項(圖 11)，以利

各相關單位及民眾及早準備防災措施及進行避難。 

(4) 「強化風險意識與示警」，結合降雨預報、河川水位預測、地

下水資訊及重要設施，國土交通省刻正開發堤防潰堤之淹水範

圍及深度模擬資料(圖 12)，未來將以簡明易懂的資訊提供民

眾，並且於道路上標示相關水位及標誌，透過告示牌使民眾瞭

解災害風險資訊並指示災中避難路線。 

 

圖 11 日本各級防災單位及民眾時間序列應變機制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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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土交通省刻正開發堤防潰堤之淹水範圍及深度模擬資料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簡報) 

 

(5) 「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為支援都道府縣等地方政府救災及

復建工作，國土交通省成立「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Technical 

Emergency Control Force ,TEC-FORCE)，由國土交通省所屬機

場、道路及河川相關工作人員組成，共計有 7,939 人(2014 年 5

月止)，由於成員平時即從事基礎設施相關工作，對於設施搶

險及復建工作非常熟悉，可於地方提出需求時，派遣前往支

援。當災害發生後 3 天內，TEC-FORCE 主要支援失蹤人員搜

尋、人命救援、緊急開挖及抽排水，以及為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進行安全監測及提出疏散建議等工作；災害發生後 1 週內，

TEC-FORCE 支援災區對外聯絡道路搶通及損害調查作業；災

害發生後 3~4 週內，支援地方政府加速受災地區復建及全面性

復原工作，包含復建設施之設計及經費估算等。 

2. 旱災因應： 

(1) 「建立水資源協調及分配平台」，針對旱災區域，國土交通省

所屬單位會邀集相關用水者(包含自來水、灌溉、工業及發

電)、地方政府及相關管理單位召開旱災因應研商會議，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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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協調，促使各方配合用水管理，減少水資源取用量，以延

長水資源可供應期程。 

(2) 「強化重要經濟區域供水穩定方案」，日方已盤點國內 7 個重

要經濟區域，為避免水資源供應短缺影響經濟發展，訂定水資

源利用促進法，研擬 7 個重要經濟區域之水資源發展基本計

畫，計畫中明確指出重要經濟區域之水資源需求預測及供應目

標，並據以推動相關供水穩定方案。 

(3) 「改善水庫設施功能」，日本擁有 2,666 座水庫(壩或堰)，為供

應各區域水資源之重要設施，如何維持水庫(壩或堰)設施既有

功能為重要課題，將透過壩頂加高、增設排洪設施、水庫延壽

及供應標的蓄水空間調整等手段(圖 13)，以增進及維持水庫設

施功能。 

 

圖 13 日本水庫(壩堰)設施功能提升及維持作法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簡報) 

最後，賴署長說明臺灣在防災措施中已結合社區與企業資源，進行疏

散撤離工作，針對偏遠區域之安養中心亦有淹水警戒簡訊服務，以利安養



 

29 
 

中心掌握避難時機；此外，台灣在雷達預報的精度與日方為相同水準，而

在短延時強降雨事件不斷發生，在降雨預報機制上，或許可進一步整合雲

中閃電資料，以提高警戒範圍及降雨量的預報精度，以提供更多的應變時

間，降低災害影響範圍；此外鄉村聚落地區亦將推行在地滯洪及洪水補貼

政策，將河道作為第一道防線、道路與田埂作為第二道防線，另外提高聚

落周邊排水設施保護標準，以降低鄉村聚落淹水及減少人民傷亡的機會；

另外簡報中提到訂有災害應變機制(圖 11)，使各級防災單位及民眾在各階

段瞭解應執行、注意或配合事項，這是很好的做法。 

在旱災應變措施上，臺灣與日本做法略有差異，日本係在災中(約 6 月

份)召開協商會議進行用水管理，由於臺灣水庫蓄容量較小，臺灣大約提前

半年即進行抗旱準備，透過預測未來降雨趨勢，評估旱象發生機會及影響

程度，以及早進行用水協調、節約用水宣導、輔導農民耕作非水稻作物、

加強輪灌及灌溉管理工作，臺灣南部地區於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上半

年，約有 330 天無明顯降雨，但是透過提前因應，並未實施限水，安然度

過該次旱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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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我方交流團陳致良正工程司進行 0823 水災概要說明 

圖 15 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針對建構防災社會意識等對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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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賴署長致贈禮品給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松木洋忠國際室長 

圖 17 我方交流團與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等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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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河川整備研究所 

2018 年 9 月 18 日下午 4 時 30 分，賴建信署長帶領水利署團隊至河川

整備研究所與小野武彥代表理事進行會談，賴署長表示臺灣與日本處境相

似，同時面臨許多天然災害威脅，例如臺灣今年 8 月 23 日遭遇熱帶低壓侵

襲，短時間內降下豐沛雨量，造成臺灣地區多處淹水災害，針對小尺度對

流降雨系統的預報能力，臺灣仍需進一步加強，以提供足夠因應時間。臺

灣中央政府透過編列特別預算方式，協助地方增設滯洪池及提高保護標

準，以改善淹水範圍及深度，但是降雨量超過 100mm/hr 的降雨事件近年

頻繁發生，甚至 2017 在屏東地區更高達 181mm/hr，為臺北道路排水系統

設計標準的 2 倍，而在經費有限前提下，持續提高保護標準有其困難，必

須搭配非工程措施，例如結合資通訊科技，進行移動式抽水機預佈及支援

工作。本署提及日本今年 7 月及 9 月分別在廣島地區及關西地區發生嚴重

淹水災情，造成人員的傷亡，本署預計於 10 月~11 月期間安排相關工程人

員訪日瞭解後續災害復建進度。 

相比臺灣 0823 水災及日本 7 月關西豪雨事件，降雨延時 1 小時至 6

小時累積雨量差異不大，但至降雨延時 12 小時之累積雨量我國為 623mm，

高達日方累積降雨量的 1.4 倍(如圖 18)。被譽為「防災大國」的日本，災

損情況卻比我國嚴重，主要原因在極端暴雨的程度超乎日方預期，瞬間雨

量遠超過河川疏洪承受度，日本現有的各項防災防洪設備，恐已無法抵擋

極端天氣所帶來規模越來越大的災害，日本有必要重新思考研究對策。 

另日方說明東京及大阪因都市化關係，增加大量地表逕流，為解決相

關水患問題，東京都及周邊區域設置多處地下滯洪設施，於洪水期間暫存

洪水，另 311 地震所引起的海嘯事情，對於海水入侵因應，也透過增設防

潮設施因應，但在面對天然災害發生時，不是只有政府單位需要因應，民

眾也需要有自主防災意識，其實日本民眾在久未經歷災害，亦容易淡忘災

害的教訓，所以政府須不斷的加強宣導工作。 

我方長期與日本河川整備研究所進行交流分享，今年 11 月本署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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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土木工程系河川與環境實驗室教授池內幸司先生及河川整備研究

所 1 位成員來臺進行水利防災應變經驗分享，藉此進一步瞭解日方如何進

行水利災害防救處理。 

 

 

 

 

 

 

 

 

 

 

圖 18  2018 年臺灣 0823 熱帶性低壓雨量與日本 7 月關西豪雨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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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賴署長與河川整備研究所分享臺灣水庫建設與防災功能展現 

圖 20 小野武彥代表理事分享日本防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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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河川整備研究所光橋尚司主席研究員說明東京都地勢與淹水潛勢區 

圖 22 我方交流團與河川整備研究所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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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會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 

2018 年 9 月 19 日(三)下午 1 時，賴署長帶領水利署團隊至東京都建設

局河川部與防災課課長代理與其成員，針對東京都防災應變與監測機制等

議題進行交流討論。首先由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課長代理針對水防

法設置之宗旨（包含洪水、海嘯、漲潮、水災防戒等業務)說明，以及水防

活動運作主要範圍：水位雨量、資料蒐集、氣象資訊傳遞、水防災準備狀

況指示、洪水預報、氾濫資訊、土砂災資訊，東京都目前有 140 個雨量計、

190 個水位計，根據氣象資料進行洪水演算的計算與評估，由氣象局發表

預計可能氾濫的區域；東京都建設局主要管理水門、路閘門，東京都會準

備水防災器材支援市鎮，且東京都建有水防災系統，民眾可藉由手機可以

了解雨量與河川水位的資料。 

接著由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相關業務同仁簡述東京都與防汛相

關之聯絡體制、水災情報資訊系統、東京都遭逢豪雨時之對策、東京都河

川沿岸環境開發現狀及開發規範相關制度等議題，並針對隅田川建置超級

堤防與民間企業合作河川利用發展進行深入說明。 

由於隅田川為經濟重要地帶，為達減災目的，政府與民間共同開發超

級堤防，政府負責土地填高及護岸，民間提供私有土地進行建設。隅田川

30 年前原為垂直 RC 結構堤防，經過重整後已將 32%的堤防改為超級堤

防，可預防地震與水災，並設置親水空間供民眾散步使用及河岸遊憩，提

高河川環境營造商機。 

最後由我方水利署許秀真正工程司針對臺灣 0823 水災事件進行概要

說明，而本次共有 299 處水患社區自主啟動防災措施，公私協力於防災，

讓日方印象深刻；另經由數據及圖資比對近年類似豪大雨情形中淹水面積

的減少，證明臺灣近年投入治水預算確實具有成效，獲得東京都廳水利官

員的認同。臺灣將以強化水災應變、持續基礎建設、提高國土韌性及健全

體系制度等四大面向，非工程與工程面措施並重，未來更將持續搭配智慧

防汛（管理/決策）對策支援，朝韌性國土目標邁進。日方對於我國於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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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前抽水機提前部屬調度方式，以及防災預警相關作法展現高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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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課長代理針對東京都水防活動進行說明 

圖 24 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同仁說明東京洪水警報區與氾濫區域 

  



 

39 
 

圖 25 我方交流團許秀真正工程司進行 0823 水災概要說明 

圖 26 我方交流團與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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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會日本氣象協會進行交流會談 

2018 年 9 月 20 日(三)上午 9 時，賴建信署長帶領水利署團隊至日本

氣象協會(Japan Weather Association, JWA)，並由氣象專家彭啟明博士陪

同，由日本氣象協會介紹日本天氣預報模式，臺日雙方就天氣預測模式應

用於防汛及水資源管理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不同於臺灣，日本氣象預報在數十年前即開始進行產業化，而日本氣

象協會是成立於 1960 年的民間企業，也是日本第一家將氣象產業化的企

業，目前除了與學術及研究單位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外，主要受政府及企業

委託，進行相關服務。 

2018 年 7 月日本關西地區豪雨事件，自 7 月 5 日至 8 日於同一區域持

續降下強降雨，總降雨量達 1852.5mm，日本氣象廳針對 11 府縣發布大雨

特別警報，這也是日本自 2013 年 8 月開始運用「特別警報」以來第一次發

布，日本氣象廳表示「本次豪雨期間的全國降水總量與以前的豪雨相比，

也是史無前例的巨大。」，仍造成逾 220 人死亡。 

日本氣象預報機制，係由國土交通省轄下的氣象廳發布注意報及警

報，該警報係依不同地方及緊急程度分別設定基準值，依其危險程度分為

注意報、警報、特別警報三種等級；若達警報以上，會同時另外發布如土

砂災害、洪水、風、雪等防災警報，再由市町村等針對不同警報各自發布

避難準備、避難勸告或避難指示。 

日本氣象協會表示日本近年也深受極端氣候所苦，呈現豐愈豐、枯愈

枯的趨勢。經由數值模擬演算，未來無論是日降雨量 200mm 以上或是 1

小時降雨達 50mm 以上的豪大雨，其年發生次數均呈現增加趨勢，而預測

發生的降雨量將達全國平均數的 2 倍以上。此外，在不降雨日數方面，全

日本亦均呈現增加趨勢，尤其是日本冬季不降雨日數情形更為顯著。旱澇

極端亦使日本面臨水庫放水或蓄水的操作管理更加嚴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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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雙方皆有感於颱風以外的天氣系統之定量降水預報與短延時強

降雨預報更是國內外最艱鉅的挑戰，短延時強降雨更為近幾次水災害事件

致災的主因，日本氣象協表示日本歷史觀測時雨量最高紀錄為 153mm(如

圖 30)，而我國歷史觀測時雨量最高紀錄為 214.8mm(如圖 31)，顯見我國

所面臨的挑戰程度相當嚴峻，亦顯示對氣象資訊的殷切需求，本署將持續

加強對於氣象科技掌握與應用，期能將氣象資訊之防災應用與經濟效益，

發揮最大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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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本歷史最大時雨量紀錄列表 (擷取國土交通省氣象廳網站) 

圖 31 臺灣歷史最大時雨量紀錄列表 (擷取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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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賴署長感謝日本氣象協會成員接待交流 

 

 

 

 

 

 

 

 

 

 

圖 28  日本氣象協會簡報說明氣象預報模式及於水利業務之應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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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我方交流團與日本氣象協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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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賴署長獲邀於 2018 IWA 世界水會議中參與流域鏈結城市行動綱領 

1.流域鏈結城市論壇介紹 

2018 IWA 世界水會議於 9 月 20 日舉辦「流域鏈結城市論壇」

(Basin-Connected Cities Forum) ，其主旨在於探討實現對未來流域的永續管

理之行動策略，與各城市、公共事業、政府和流域組織等多元領域相互交

流經驗，而能成為更好的流域水資源管理者，以確保水資源，並對極端事

件做好準備。本論壇以流域鏈結城市的轉變 (Transition to Basin-Connected 

Cities)以及創新實踐(Innovative practices: Tools for action )為架構，並發布流

域鏈結城市行動綱領。賴署長受邀為本論壇發表「韌性城市、與水共生」

專題演講，於演講完後，分別由 Strategic Growth and Resilience, Anglian 

Water (UK) 執 行 長 Jean Spencer 、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Basin 

Organizations(France) 執行長 Eric Tardieu、奧雅納 ARUP(UK)全球水研究

經理 David Hetherington、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JP) 水資源組主任

Matsumoto Shigeyuki、水資源管理聯盟 AWS(UK) 執行長 Adrian Sym 等 5

位跨領域專家分享如何實現與流域相連的城市行動經驗，包括：制定願景，

治理策略，監控管理和財務激勵措施，培訓知識和能力等。 

2.賴署長專題演講分享臺灣經驗 

賴署長於演講中分享臺灣的經驗，以呼應此論壇之要義。賴署長說明，

全球呈現人口往都市的成長趨勢，臺灣亦不能例外，此外氣候變遷及降雨

極端的影響，衍生水太多、水太少及水太髒等三大問題。賴署長引用聯合

國評估報告：若不改善耗水及水汙染問題，西元 2030 前全球將有 40%的地

方需面對水資源稀缺的困境，而在 2025 年逾 50 億的人口亦將因氣候變遷

及用水需求激增及水質汙染而遭受缺水之苦。沒有水就沒有未來，因此，

如何有效管理有限水資源，以及擴大利益關係人的參與，是建構整合型水

資源管理的兩大關鍵。 

在有效管理方面，由於臺灣地狹人稠又多山，河流陡急，故以往興建

許多水庫以蓄水供水，惟多數水庫庫容小且已運轉多年，因此，強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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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鏈結是整合水管理的關鍵。賴署長從流域上、中、下游分享臺灣的流

域鏈結經驗，以及重要策略與目標；水庫集水區管制土地利用、多元清淤

以有效維持水庫庫容、設定民生工業及農業節水目標，在民國 120 年，自

來水管線漏水率要降至 10%以下，產業用水回收率將從現在的 70%再提高

至 80%，而農業節水部分，透過省水灌溉等多種方式，提升農業用水效率，

可再較現況節省每年 8 億噸的水量。而臺灣刻正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整合資通訊技術(ICT)、物聯網技術(IoT)及大數據(Big-Data)等現代化科技

應用於各標的水資源，讓整體水管理更加智慧有效。 

臺灣也相當注重民眾參與，藉由政府資訊公開讓行政更透明，提供機

會鼓勵民眾參與公部門政策，透過環境教育及流域共學，擴大民眾參與決

策之深度與廣度，進而提升民眾對水環境的關心與行動，也因為公私理性

對話，減少對立與衝突，因共同的決策而能夠獲得支持，增加民眾對政府

的信心。從臺灣經驗看來，成功的關鍵在於決策者對議題的關心、執行者

能夠解決問題，以及民眾能因參與而感受尊重，而朝共同建構一個水與人

和諧共生的韌性環境之願景邁進。 

3.臺灣的流域城市鏈結實例切合流域鏈結城市行動綱領 

當天發布的流域鏈結城市行動綱領，主軸在於期望影響和啟發公共事業

及城市中各行業，與流域組織團體或其他水資源管理利益相關者互相合作，

共同成為水資源管理者，並支持「水智慧城市原則」(圖 30) ，以確保城市

中的每個人都能獲得安全的水和衛生。 

臺灣水利署自 2006 年起，發起「河川日」教育宣導活動，希望喚醒與

深化民眾共同關懷河川及保護河川環境、文化、及生態之意識，並於 2010 年

起連續多年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結合在地社群、河川局、水資源局

以及各流域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河川論壇」、「河川走讀」等多項水環境教

育活動，鼓勵更多民眾願意走到河畔關心河川，並投入河川守護行動， 讓

「愛護河川」成為社會滾動的力量，並蔚為公民具體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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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水智慧城市原則 

此外，水利署在曾文溪流域鏈結城市的行動(如下表 3)亦呼應了本次世

界水會議發布的流域鏈結城市行動綱領的主軸與精神，說明臺灣的流域行

動與世界接軌。 

表 3 曾文溪流域鏈結城市的行動 

 出海口地區 中下游 中上游 集水區 

關切

議題 

洪氾、水污染 水資源合理分配、水再利

用及再生 

供水穩定、維持庫容、氣

候變遷下水管理 

生計經濟、限制與回

饋，人口老化及流失 

權益

相關

者 

NGO、關心水環境的

居民及團體、河川局

防汛志工 

農民(嘉南農田水利會)、

大台南都會區、科技園

區、台水公司、地方政府 

水庫管理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南區水資源局) 

其他公部門(如:水保

局、林務局、營建署..)、

農民、民眾(老年化) 

跨域

合作/

鏈結

行動 

走讀山海圳綠道。 

小台江巡守隊檢測河

川水質及淨灘。 

河川防汛志工。 

企業一滴水使用多次 

水利署修正水利法~節水

三法 

農業智慧水管理 

韌性水城市的推動 

水庫延壽及淤積對策。 

氣候變遷下穩定供水。 

公私協力跨域合作。 

推動流域環境教育及綠領

經濟。 

大埔鄉與曾文水庫合作

套裝遊程，促進觀光收

益。 

4.圓桌討論 

本圓桌討論共分地下水保護、水資源分配管理、將流域連接到城市集

水區的地下水流系統、連接城市和流域的創新基金、通過監管連接城市及

其流域：行動和挑戰、澳大利亞用於整合城市和流域水管理的水工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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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態系統中水和衛生系統的整合、工業在永續水安全扮演的腳色、伊朗

城市河流管理的模式轉換：德黑蘭河的恢復、水安全的土地和水管理、流

域與城市鏈結的水資源保護生態補償機制等共 11 項議題，由參加者自由擇

議題進行討論。賴署長與本團成員及各國參與者亦參加了圓桌討論、共享

經驗與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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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主持人介紹我國演講者賴署長 

 

圖 32 賴署長針對流域鏈結城市相關議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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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1. IWA 世界水會議同時辦理商業展覽，共有包含贊助商、國家主題館

及日本公司/機構/政府等共 252 個單位參展，並吸引 98 個國家水資

源領導者及代表參訪，與研討會併同辦理可讓世界各國與會者了解

創新技術之趨勢。展區中以日本相關之廠商最多，約佔四分之三的

展覽場地，除了看出主辦國在水處理商業化技術的先進外，亦可看

出國際會議邀請國外廠商參展之難度。 

2. 我方此次以「智慧防汛」作為參展主題，以我國近年來積極發展智

慧化水情及管理決策系統，並藉由感測元件及通訊技術精準掌握降

雨與水位資訊，亦配合即時淹水預警模式與物聯網之大數據分析技

術，提供淹水預測與災情全面監控，達到預先防範、即時應變、決

策建議之效作為展出重點，並吸引國外專家學者多人詢問，包括 IWA

總裁 Diane d’Arras 在內，顯示智慧防汛技術為國際間未來發展趨

勢。 

3. 賴署長受國際水協會執行董事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邀請，分別

於 9 月 18 日的 Panel Discussion 參與討論以及 9 月 20 日的流域鏈結

城市行動綱領中發表專題演講，賴署長及國外專家之共識為在面對

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各國應該更認真嚴肅地執行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並以更前瞻性的水科技確保水、糧食與能源得以充足供

應。 

4. 隨著氣候變遷日漸影響，我國與日本同樣面臨頻繁的極端降雨及乾

旱事件，為因應極端氣候的影響，雙方所採的因應措施大致相似，

其中在工程措施方面，主要為提高防洪設施保護標準達一定程度、

維持水庫設施功能及落實設施平時的維護及修復工作，另一方面亦

結合非工程措施手段，透過風險及水情資訊發布，促使民眾自主性

防災及避災，並在防災作業上結合 ICT 及雷達新技術，以不斷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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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能力，以掌握災害影響範圍及程度。 

5. 日方最新雷達預報系統之觀測精度為 250 公尺網格，而國內雷達系

統精度與日方為相同水準；另外日方目前主要提供民眾水情資訊，

包含雨量及河川水位，並透過河川水位危險警戒發布，進行民眾疏

散撤離，而國內除河川水位警戒外，另透過各地區雨量站之累積雨

量，進行內水淹水警戒發布，除建置防災資訊網及行動水情 APP 供

民眾查詢外，民眾完成系統登記後，系統可主動將警戒資訊透過簡

訊傳送予民眾，使民眾掌握即時水情資訊。 

6. 日方目前朝提升社會防災意識努力，國內自 2010 年起陸續成立 425

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使社區民眾瞭解災害風險，並於平時投入防

災準備及熟悉避難作業，在近年已發揮成效，2015 年至 2017 年期

間，歷經 15 場颱風、5 場豪雨(或大豪雨)，社區自主啟動避難 139

人，成功避免民眾傷亡，除了值得國內持續推動外，也值得國際間

參考學習。 

7. 日方因應旱災作法，國土交通省說明，除平時維持水庫功能及重要

經濟區域穩定供水外，在災中(約 6 月份)召開協商會議進行用水管

理，降低各方取水量進行因應。而國內相較日本抗旱作為更為積極，

國內大約提前半年即進行抗旱準備，透過預測未來降雨趨勢，評估

旱象發生機會及影響程度，以提前進行因應，未來更朝向結合 ICT

技術，發展智慧調度、智慧灌溉等新穎技術，降低國內缺水風險。 

8. 東京都建設局河川部防災課所提出之河川沿岸環境開發現狀及開發

規範相關制度、隅田川建置超級堤防與民間企業合作河川利用發展

等議題，與我國目前正推動前瞻建設計畫水環境營造相近，我國可

參考日本河岸空間開放之經驗，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共同

推動設置、積極推動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整體水岸環境改善，以

建構符合民眾需求之優質親水空間，掀起以水岸環境營造翻轉城市

風貌的新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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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 

1. 辦理國際會議與展覽為一個國家展現實力的積極做法，無論是日本

的下水道展、新加坡水週、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水展以及上海水展等，

各國國際會議與展覽均吸引大批國外買家或專家蒞臨參訪，對於國

力的展現以及產業的輸出均有相當大的貢獻。國內應可整合與水業

務相關之機關、單位及學校之資源，並與國內策展廠商合作，籌辦

臺灣國際水會議及展覽，一方面可與國際專家共同探討水議題，另

一面也可創造國內水產業輸出之機會，並藉此提高國際能見度。 

2. 本次展覽中可看出智慧防汛、低耗能全回收型再生水技術為各國關

注之焦點，一與目前我國推動智慧水管理、再生水資源的兩項重點

發展項目契合，建議我國應就上述技術進行實務化、商品化，在具

備相關實績之後，未來可做為我國在水利科技上的亮點發展技術。 

3. 本次參展廠商反映，未來國際參展規劃，宜及早進行招商策展，宜

提供足夠宣傳時間，另宜以故事性方式說明整體場館之主體、各主

題之間關聯性，以產業鏈或生態系形式置入廠商，找出各廠商相互

配合的優勢(互補)，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打造廠商互惠互利的臺灣隊。 

4. IWA 為國際重要水組織，此次賴署長受邀演講亦是近兩年與 IWA 執

行董事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互有往來、建立私誼後獲得之禮

遇，建議我國對於此等國際交流應有長期之規劃，鎖定幾個重要組

織所舉辦之國際會議長期與會，並藉水利署或相關學術單位之力與

該等組織之實際負責人進行長期交流、建立雙方互信基礎，對於我

國在國際水利活動能見度上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並可扮演更積極

的角色。 

5. 國內近年短延時強降雨事件頻繁發生，對於此類小尺度對流降雨系

統預報能力，日方亦在精進中，在降雨預報機制上，國內或許可進

一步整合雲中閃電資料，以提高警戒範圍及降雨量的預報精度，以

提供更多的應變時間，降低災害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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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內面對天然災害的危脅，除政府設置防災設施外，提升社會防災

意識也非常重要，透過風險資訊的揭露，使高風險地區民眾瞭解聚

落風險圖像，並於平時參與防災工作及避難演練作業。 

7. 臺日兩國長期在水利科技上有充足的合作，此次拜訪國土交通省、

河川整備研究所以及東京都建設局等均可提高雙方情誼，建議未來

應賡續過去之合作模式，並進行更深入、制度化之互訪機制，除能

使兩國在水利科技、政策上互通有無外，亦可藉由此制度化的互訪

建立兩國水利人員之人脈，此亦為國際交流之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