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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農田水利事業環境與背景與台灣相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為提昇國內農田水利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能，由農田

水利會聯合會邀集各農田水利會組團前往日本參加中日農業水利技術

研討會及日本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及設施管理技術考察行程，考察地點

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洽請日本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負責協助安排，

藉由加強台灣與日本學術及實務的交流，有助於提升臺灣參訪人員對

農田水利工程新穎觀念的認識及學習良好的設施管理技術。 

本次出國考察計畫參訪日本關東地區，為期 6 天行程(自 108 年 09

月 17 日至 108 年 09 月 22 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謝勝信

處長擔任團長，日本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村松睦宏企劃部長陪同考

察茨城縣農林水産部農地局的水田大規模整備及長野縣農業水利設

施—千ヶ滝湯川用水土地改良區，並參加 9 月 19 日於日比谷圖書文化

館舉辦之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且參觀重要水庫建設—黑

部峽谷大壩。 

9 月 19 日上午於研討會開幕前，由農委會謝勝信處長率領新竹農

田水利會徐元棟會長、宜蘭農田水利會許南山會長、七星農田水利會

周師文會長、雲林農田水利會林富元總幹事、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吳孟

洋副總幹事及農委會林國華科長前往農林水產省拜會農村振興局奧田

透次長(Toru Okuda)，對於日本農村振興局業務、預算及土地改良區整

併與強化農民組織等議題交換意見，有助於台日兩國主管農田水利業

務之官方部門與民間之間合作，也促進台日兩國友誼。 

透過本次豐富而充實的考察參訪行程，除了感受日本政府為農業

發展所投注之心力，亦為台、日雙方農田水利事業提供了技術交流，

在參訪過程中互為吸收雙方經驗和技術，並就台、日雙方於農田水利

事業發展與經營管理上所遭遇之困境與問題進行意見交換，團員於參

訪過程中所學習之日本農田水利工程新技術、設施管理制度及實務相

關經驗，將有助於國內農田水利從業人員協助提昇我國農田水利施工

技術、設施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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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 

臺灣與日本一樣農業均以稻米為主，農業經營歷史歷經數百餘年，

農田水利事業發展及經營於政府領導及各地區農田水利會協助管理及

營運下，農業水利事業經營穩健，唯近年來農業用水面臨其他標的用

水之競合及全球面臨氣候變遷之衝擊，如何更精益求精致力於農業水

利事業的永續經營及提高農業灌溉用水利用效率，已為一重要課題；

由於臺灣早期許多大型灌溉設施及灌溉管理制度均由日本協助建立，

雙方在農田水利事業背景相似，且日本農業水利技術發展多年，各項

新穎技術值得為我國農田水利技術從業人員學習，為提昇我國農田水

利工程技術並提昇從業人員之素質，爰辦理本項計畫。 

本項計畫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透過日本主辦單位全國農村振興技

術連盟之安排，前往日本各地觀摩學習新穎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及設施

管理技術，期能透過一系列完整規劃提昇考察成效進而增強農田水利

會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提昇農田水利業界人員

工程及灌排技術水準，自 1990 年開始辦理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迄

今已有 20 餘年，期間舉辦研討會邀請日本農業水利專家學者來台講授

新穎技術及提供工作經驗，或組團前往日本吸收新觀念，並將研討內

容等編輯成冊供各界參考，其成果頗受各界好評。本年度研討會輪由

日方召開，臺灣代表組團赴日參加並於會後進行相關技術考察，冀期

透過一系列交流活動中吸取他人之工作經驗，以提高我國農田水利從

業人員之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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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計畫及參與人員 

2-1  考察行程 

本次於 2019 年 09 月 17 日至 09月 22 日為期 6 天赴日本關東地區

參訪考察；考察及參訪行程安排如表 2-1 所示，並於 09 月 19 日研討會

開幕前由農委會謝勝信處長率領團員 8 人前往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

拜會，並假東京都日比谷圖書文化館舉開「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

研討會」，相關會議及考察行程均由日本之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主辦

及安排，考察行程由村松睦宏企劃部長全程陪同。 

本次參訪重點行程共計三項，分別說明如下： 

一、學術研討紀要：前往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拜會及參加 2019 年中日農

業水利技術研討會。 

二、農業水利設施及管理單位參訪： 

(一).茨城県農林水産部農地局－茨城縣水田大規模整備。 

(二).長野縣農業水利設施參訪－千ヶ滝湯川用水土地改良區。 

三、水庫設施參觀－黑部峽谷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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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考察日本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及設施管理技術計畫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與活動內容 地點 

09/17(二) 去程(臺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茨城) 東京、茨城 

09/18(三)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茨城縣水田大規模整備視察(茨城県農林水産部農

地局) ～東京 

東京 

09/19(四) 

拜會農村振興局 (農林水產省)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日比谷圖書文化

館) 

祝賀會(日比谷公園松本樓) 

東京 

09/20(五) 長野縣農業水利設施視察 長野 

09/21(六) 

水庫設施參觀－黑部峽谷大壩 

(立山～扇澤～黑部峽谷大壩～黑部湖 

黑部平~大觀峰～室堂～美女平～富山) 

富山 

09/22(日) 返程(富山機場→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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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察人員名單 

本次考察共計由農委會及宜蘭、七星、瑠公、桃園、石門、新竹、

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南、台東、花蓮等 14 個農田水利

會、農田水利會聯合會、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農

業工程研究中心等共 18 個單位，31 人組團參加，名單詳表 2-2 及表 2-3

所示。 

 

表 2-2 考察日本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及設施管理技術計畫參訪人員(I) 
 

序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1 謝勝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處長 

2 徐元棟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第一副會長 

3 許南山 宜蘭農田水利會 會長 

4 周師文 七星農田水利會 會長 

5 林國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任技正兼科長 

6 王銀漢 宜蘭農田水利會 工務組長 

7 鄭正隆 瑠公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兼站長 

8 徐桂殿 桃園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 

9 楊崇億 桃園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 

10 羅浩文 石門農田水利會 股長 

11 江長釗 石門農田水利會 秘書 

12 李建良 石門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兼工務股長 

13 鄭家豪 新竹農田水利會 二等助理工程師 

14 牛友年 苗栗農田水利會 主任工程師代理工務組長 

15 蔡瀚陞 臺中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 

16 郭建岐 南投農田水利會 灌溉股長 

17 高嘉敏 彰化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兼出納股長 

18 林富元 雲林農田水利會 總幹事 

19 呂金彥 嘉南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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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考察日本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及設施管理技術計畫參訪人員(II) 
 

序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20 楊天富 嘉南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兼股長 

21 戴亞弘 嘉南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 

22 羅永芳 嘉南農田水利會 副工程師兼股長 

23 劉斯勇 台東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管理師兼站長 

24 涂冠群 花蓮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 

25 陳信安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26 鄭桂英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技師 

27 陳美華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技師 

28 張雅婷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兼資源組組長 

29 吳孟洋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副總幹事兼業務組組長 

30 蔡慶儒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日文顧問 

31 蔡其昌 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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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察過程紀要 

3-1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 

一、拜會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 

9 月 19 日上午於研討會開幕前，由農委會謝勝信處長率領新竹農

田水利會徐元棟會長、宜蘭農田水利會許南山會長、七星農田水利會周

師文會長、雲林農田水利會林富元總幹事、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吳孟洋副

總幹事及農委會林國華科長及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日文顧問蔡慶儒先生

前往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拜會，由農村振興局奧田透次長 (Toru 

Okuda)率業務相關課長 3 位共同對於日本農村振興局業務、預算及土地

改良區整併與強化農民組織等議題交換意見，有助於台日兩國主管農田

水利業務之官方部門與民間之間合作，也促進台日兩國友誼。 

奧田透次長致歡迎詞時首先提到感謝台灣各農田水利會於 2011 年 

3月 11日東日本地震時給予各土地改良區姊妹會關懷及捐贈重建經費，

使受災的土地改良區能在災後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相關重建工程，恢復農

業灌溉用水供應，日本官方及民間對於台灣各農田水利會的協助永遠感

念在心。由於奧田透次長也曾派駐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任職，因此也

詢問日本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人員之間交互任職之機制，據奧田透次長

說明，其公務人員年資繼續採計，薪俸則由公、私部門各出一半。 

農村振興局主要業務為辦理城鄉交流相關事宜、農山漁村綜合性振

興政策之訂定與執行、土地改良相關政策之訂定及執行、農村就業相關

政策之訂定及執行、農業水利利用政策之訂定及執行、農地轉用政策之

訂定及執行、國土改良事業特別會計所屬之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等相關

事宜、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及水資源機構中與農地利用及農業設施

相關業務之整建、解決對於農山漁村生產有不利影響相關事宜、災害防

患與救助相關政策之訂定及執行等與農村振興相關業務。 

又依據農村振興局提供資料，農村振興局本局內部計分防災課、地

域整備課、農地資源課、水資源課、土地改良企劃課、設計課、鳥獸對

策．農村環境課、都市農村交流課、地域振興課、農村計畫課、總務課

等，員額則由 2014 年 431 名增加至 2019 年 465 名，增加 34 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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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較多者為設計課(77人)、水資源課(53人) 、都市農村交流課(46人)；

地方農政局農村振興部設有局本部、所屬地方農政局及事業所等單位，

主要業務為辦理該地方的農業、農村等能永續發展為主要業務，並以地

方農政局本局為統籌單位及與其他業務相關單位間之協調與合作窗口。

此外，各地方農政局及北海道農政事務所均設有統計情報中心，辦理其

管轄地區的統計及資訊相關事宜，其員工總數由 2014年 3178名至 2019

年為 2960 名，減少 218 名(7%)，其中建設事業所人數最多 1125 人、其

次是地方農政局農村振興部 818 人。 

依據農村振興局提供資料，2019年度總預算為 6441億日圓，較 2018

年預算 5794 億日圓，成長 111.2%，主要經費則用於「農業農村整備事

業」共計 3771 億日圓，較前一年度成長 117.5%。「農業農村整備事業」

項預算以辦理灌溉排水 1226億日圓最高，較前一年度微幅成長 105.5%，

其次為「農業競爭力強化基盤整備」、「農村地域防災減災」，分別為 863

億日圓及 643 億日圓。 

  

A. 與農村振興局奧田透次長交換意見 B.與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官員合影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暨技術考察心得報告                       第三章  考察過程紀要 

 

8 

  

二、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 

本屆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主題為「土地改良區與農田水利會之

組織管理；農業用水之使用」，會議召開時間為 2019 年 09 月 19 日，於

日本日比谷圖書館舉行，會議議程如表 3-1 所示。會議共分六個講題，

分別由中日雙方的產、官、學界進行發表，總計六篇論文。  

本次會議另將專題演講內容及論文發表部分製作「2019 年中日農

業水利技術研討會論文集」，如圖 3-1 所示，論文集內含日方論文 3 篇，

與臺灣論文 3 篇；並特別收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博士候選人謝勝信與王

裕民教授著作之「人工補注湖規劃及地下水位與降雨量關係探討」。 

三、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辦理過程 

本次研討會議由雙方代表(日本主辦單位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 

林田直樹委員長及臺灣代表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謝勝信處

長、臺灣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徐元棟第一副會長)致詞拉開會議序幕(參見

圖 3-2)，與會人員包含台灣代表 31 位(如表 2-2、表 2-3)，日方代表包

括農林水産省、農研機構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水資源局、各地土地改良

區代表及專家學者 52 名與會(如表 3-2)，共計 83 位人員與會。 

本次會議共分六個講題，分別由中日雙方各發表三篇。論文發表人

員包含全國土地改良事業團體聯合會森井秀之企劃研究部長(題目為土

地改良制度之概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科林國華科長(題目為臺灣

農田水利營運管理組織)、愛知川沿岸土地改良區重森篤専務理事(題目

為愛知川沿岸土地改良區地下水利用以及永源寺四季狀況說明)、雲林

農田水利會林富元總幹事(題目為古坑多功能調蓄池地下水保育效益評

估研究)、農林水産省農村振興局整備部水資源課伊藤久司水資源企劃

官(題目為日本的灌溉用水說明)與新竹農田水利會鄭家豪助理工程師

(題目為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河川取水工程之探討)。以下分別摘要各篇

講題內容： 

(一).土地改良制度之概要(森井秀之 企劃研究部長) 

土地改良區這個名稱是規定於昭和 24 (1949)年制定的「土地改良

法」裡，但這樣的組織由稻作農業傳進日本後即逐漸形成。具備良好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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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條件的農地與農業水利設施是支撐日本農業生產的重要基礎設

施，因此農林水產省透過農業農村整頓事業實施農地與農業水利設施的

整頓。農業農村整頓事業包含灌溉排水事業、農地整頓事業、農地防災

事業，以加強競爭力與強化國土為目標，其中「灌溉排水事業」是進行

整頓水壩、堰(水利設施)、用排水路、用排水機廠，幫助農業用水的穩

定供應與排水的改良。這些設施的整頓、管理是由國家、地方政府與土

地改良區畫分職責後實施。「農地整頓事業」努力與農地中間管理機構

合作，幫助耕作者加速農地集積、集約化，並推動農地的畸零整合以利

減少生產成本。且為提升農家收益，推動水田通用化、旱田化，以及旱

田灌溉設施整頓等，幫助農家由稻米為主的農業經營體系轉換為引進蔬

菜等高收益作物的農業經營體系。「農地防災事業」為防範對農地、農

業用設施等造成的災害，達到維持農業生產與穩定農業經營之目的。 

土地改良區不僅實施農業水利設施的建設與區塊整理等土地改良

事業，設施建設完畢後還會實施維護管理、農業用水分配等措施。其是

由農業經營者發起，獲得都道府縣首長核准後設立，所有事業參加資格

者都會以同業農會成員身分加入土地改良區。由農會成員負擔事業費用，

得強制徵收。土地改良區數量因合併等有減少趨勢，截至 2018 年底有

4,504 地區。大部分土地改良區並不是實施建設事業，而是執行農業水

利設施的維護。另，農會成員因農業經營高齡化等原因亦有減少趨勢，

2017 年底約有 357 萬人。因農業水利設施逐漸老舊，目前正在把事業

從「新設」轉移到「管理」，站在維持農業生產力與強化國土的立場，

努力與管理者、建造者合作，有效率且圓滑地實施對策與更新以延長設

施的使用年限。 

(二).臺灣農田水利營運管理組織(林國華 科長) 

臺灣農田水利會之設立及組織管理係依據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辦

理，依組織通則規定農田水利會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是

為公法人。農田水利會之設立根據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而定，冠以所在

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目前臺灣共設立 17 個農田水利會，其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8 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將原公

法人體制預定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納入公務機關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業已擬定農田水利法據以辦理農田水利會改制事務，草案已於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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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送至行政院審查。農田水利會改制為政府推動農田水利事業

改革之重要政策，茲以本文說明改制涉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體制、人事權

益保障、資產管理制度變更、農田水利事業整體政策執行體系等議題，

讓外界更明瞭改制後之組織運作雛型，也期藉由本次研討會吸汲日方經

驗，做為未來組織運作之參考。 

(三).愛知川沿岸土地改良區地下水利用以及永源寺四季狀況說明(重森篤専

務理事) 

愛知川地區位於滋賀縣東南部中央，受益面積為 6877 公頃，永源

寺水壩的流域為 131.5 km
2，以愛莊町 1,275 公頃為例，稻作佔 60%，

其次為麥子、大豆 35%。開始事業前的主要灌溉方法為自愛知川的 10

處堤壩取水，舊堤壩的受益面積(2,150 公頃)為當初計畫(8,000 公頃)的

27%，且仰賴其他水源，例如中小型河川與蓄水池、2,600 處水井(地下

水、湧泉)等。1952 年~1983 年開發愛知川土地改良事業計畫，隨著農

業經營型態變化，而出現 1 千萬噸用水不足情況，為此在 2014 年度由

經營事業的國營湖東平野地區事業進行開發，事業內容包含永源寺水壩；

地下水抽水機；調整池；用水路的更新、修補與水利管理設施修建等。 

水壩建設後透過永源寺水壩送水，配合耕作地整頓之進展使得排水

功能提升，兼職農家增加使得水資源利用集中化、寬鬆化，多樣品種栽

培使得送水期間延長，少雨趨勢則運用輔助水源(抽取地下水、反覆利

用設施、調整池、蓄水池等)，供應湖東平野地區。土地改良區則進一

步採取有效地管理水資源措施，包含(1)設有水資源巡察，頻繁地巡邏

並且進行設施與機器的操作；(2)代表或水利委員積極參與水資源管理；

(3)大規模農家積極擔負起水資源管理責任；(4)農業經營同業公會等農

業生產組織將水資源管理列為農業經營的一環，積極參與；(5)設定取

水規則並加以落實。 

(四).古坑多功能調蓄池地下水保育效益評估研究(林富元 總幹事) 

雲林縣面臨地層下陷問題，且配合政府政策至 2020 年封停水利會

水井 539 口，將影響原有灌溉水源，另當地地面水源多取自野溪，水量

豐枯不定，影響層面巨大，故農業水資源有效管理利用及水源供水調度

刻不容緩。因此，本研究規劃設置古坑多功能調蓄池蓄留斗六大圳、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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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及鹿場課圳夜間灌溉餘水，依據調蓄池開發面積、容積、渠道限制

流量、水源量及需水量等資訊進行調蓄池操作逐日模擬，模擬期間為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再依模擬結果評析最適開發面積及操作

效益，由分析結果顯示設定缺水指數(SI)為小於 1、缺水率為小於 30%、

年運轉次數為 3 至 4 次等條件，最適調蓄池開發面積為 68.93 公頃，蓄

水量約為每年 24.28 百萬立方公尺，地下水補注量約為每年 2.75 百萬立

方公尺。 

(五).日本的灌溉用水說明(伊藤久司 水資源企劃官) 

日本位於亞洲季風地區，因應夏季高溫多雨、狹小國土與湍急河川

的水田農業，隨著農業水利設施等的整頓一同發展。土地改良法的制定

(1949年)整頓了土地改良事業的實施與設施的維護管理相關法規架構。

受到此法律的影響，為達到農業用水穩定供應與水資源有效率利用之目

的，實施了取水口整合、水路整頓、水壩等水資源開發，以及排水設施

整頓，逐步重整農業水利。此外，為了適當管理農業水利設施而將

1868~1912 年期間設立的水利同業公會重新編制為土地改良區。 

全日本現存的農業水利設施整體資產價值為 32 兆日圓，其中受益

面積為 100 公頃以上的基礎水利設施約有 7,000 處，設施總長約達 5 萬

km，目前資產價值為 18 兆日圓(依據 2009 年 3 月底時的重新建設費用

計算)。 

日本全年用水量約 800 億 m
3，1995 年達到高峰後逐漸呈現微幅減

少趨勢。其中農業用水量佔約 2/3，隨著農地面積減少近年呈減少趨勢，

全年使用約 540 億 m
3。而農業水利設施計 11 萬處，灌溉面積為 300 萬

公頃(約佔總農地面積 60%)。農業用水大多以河川為水源，連同設施數

量、灌溉面積約佔近 90%；取水量規模未滿 0.3m
3
/s 的設施數約有 11

萬處(90%以上)。透過土地改良事業的實施，重整地區內的農業水利，

也重新架構管理體制。而農業用水的監視、設施操作與維護等管理是由

受益農家負擔勞力與費用，基礎設施則由土地改良區負責；支線水路由

水利團體或聚落組織負責；末端水路由農家負責，採取分層的職責分擔

與合作方式施行。為了穩定地將農業用水供應到耕作地，需要操作與運

轉由幹線至支線的龐大延伸水路與大量設施等，皆須有完善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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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河川取水工程之探討(鄭家豪 助理工程師) 

臺灣河川坡降陡流速快，早年土石遭大量開採，造成卵礫石層保護

不足，加上西部中下游河川底質大都是軟弱的泥岩或泥頁岩互層，禁不

起超量水流沖刷，土石堰每逢颱風豪雨易遭損毀，供水不穩需反覆重建。

新竹農田水利會用水皆取自天然河川，降雨豐枯不定，多為非固定式攔

河堰，轄內無水庫或大型埤塘調蓄，枯旱時期各標的用水競用，為灌溉

管理艱困之水利會；其中上坪、隆恩攔河堰因寶山水庫及自來水公司新

竹第二淨水廠使用水利建造物搭配輸水供應大新竹地區民生及工業用

水而獲經費改建為固定式攔河堰，此外之非固定式攔河堰則需因地制宜

採土砂石堆置或輔以柔性固床工、消能設施等常年進場修復維護。 

近年極端氣候頻率增加，面臨河道落差加深、土石堆疊越高、施工

次數頻繁及導水路不停向上游延伸等困境。為滿足灌溉用水需求，如何

妥善利用或開發替代水源未來將是川流型水利會的重要課題。 

(七).人工補注湖規劃及地下水位與降雨量關係探討(謝勝信 處長) 

本研究藉由大潮州人工補注湖的規劃，以透過降雨事件的類神經網

絡(ANN)模型，探討短期降雨與人工湖相鄰的地下水位的相關性。該模

型由正規化降雨量、降雨強度和地下水數據作為模型變量。R2 用於模

型性能評估，並進行敏感度分析(SA)以評估每種模型輸入的重要性。研

究結果顯示類神經網絡模型的 R2 在 0.759 至 0.914 之間。在敏感度分

析結果中，降雨比降雨強度更為敏感。參考林邊溪流域水文地質剖面，

林邊溪和人工補注湖的位置與降雨遲滯有關，井的敏感性則受井取水口

位置所影響。大潮州人工湖第一期完工後，湖區附近補注期間水位平均

高 5m-11m，顯示補注後有使含水層水位上升之效益，惟此效益仍有待

後續長期觀測與分析驗證。 

議程中日本與臺灣代表皆專注聆聽，且於綜合討論時間積極提問，

透過經驗交流互相學習。其中七星農田水利會周師文會長針對「土地改

良制度之概要」中 1985 年農家與持有土地非農家比例為 9:1 至 2015 年

演變為 6:4 提出疑問，是否表示 40%農地休耕或轉移，森井部長說明這

些農地主要是集中供代耕業者耕作，在日本也愈來愈多農民利用周末時

間才進行耕作。新竹農田水利會徐元棟會長亦表示透過研討會內容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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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了解日本土地改良區之營運方式與臺灣相似或相異之處，臺灣農田

水利會轄區劃分主要是可自然取水灌溉之農田即將之劃定為事業區內

農田，日本則是將改良區劃定範圍，範圍內農地則強制納入土地改良區。

另臺灣面臨農村人口老化問題，日本吸引青年返鄉進行農作的作為包含

提供青農較低利率貸款、地方農業大學協助青農種植輔導、提供低價住

宅供青農租住等措施，皆可作為本國推廣青農返鄉之參考。 

日方與會代表針對新竹農田水利會河川取水工程介紹中提及會內

攔河堰共 59 座，認為密度相當高，故提出是否有將其整合之疑問，鄭

家豪工程師回覆因地勢造成取水不易，新竹農田水利會正積極朝整合之

目標進行努力。另針對臺灣農田水利營運管理組織中活化小組功能，日

方代表提及農村人力缺乏，故以網路進行小組活化或整合，例如水質監

測與管理即利用網路協助進行，林國華科長回覆臺灣農村亦有缺少專業

農與農民年齡老化等問題，故農民僅從事自有農地之農作，其他公共事

務則由農田水利會協助，未來會提供誘因以召集水利小組成員鼓勵其進

行義務勞動；另水質管理在臺灣皆由農委會協助各農田水利會負責灌溉

水質監測；水門管理操控部份，目前於幹、支、分線等重要渠道進行遠

端自動控制方式處理，田間則仍由人工方式進行操控。 

台日雙方除了於中場休息時間與綜合討論相互交換心得及問題請

益外，於研討會後之歡迎晚宴亦熱烈交流，相談甚歡。研討會議論文發

表及討論情形詳參圖 3-2~3-4，歡迎餐會交流情形如圖 3-5~3-6。 

研討會之舉辦內容亦刊登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第 2380 號之土地

改良新聞，包括林田委員長與謝處長、徐第一副會長之開場致詞與六

篇論文發表內容等皆完整收錄於新聞內容中，包含會後之歡迎祝賀晚

宴之細心安排，皆感受到日方之用心，研討與交流活動更加深雙方的

情誼，此則新聞內容如圖 3-7、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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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0:10-10:30 報到  

開幕式 

10:30~10:40 
日本主辦單位首長致詞 

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委員長 
林田直樹 

10:40~10:50 
臺灣代表團團長致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處長 
謝勝信 

10:50~11:00 
臺灣農田水利會聯合會代表致詞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第一副會長 
徐元棟 

論文發表及發表者 

11:00-11:50 土地改良制度之概要 
全國土地改良事業團體聯合會 

森井秀之 企劃研究部長 

11:50-12:40 臺灣農田水利營運管理組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科 

林國華 科長 

午餐 

13:50-14:40 
愛知川沿岸土地改良區地下水利用

以及永源寺四季狀況說明 

愛知川沿岸土地改良區 

重森篤 専務理事 

14:40-15:30 
古坑多功能調蓄池地下水保育效益

評估研究 

雲林農田水利會 

林富元 總幹事 

茶敘 

15:40-16:30 日本的灌溉用水說明 

農林水産省農村振興局整備部

水資源課 

伊藤久司 水資源企劃官 

16:30-17:20 
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河川取水工程

之探討 

新竹農田水利會 

鄭家豪 助理工程師 

17:20-17:50 綜合討論 

18:30-20:30 歡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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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出席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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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論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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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方主辦單位首長林田植樹致詞 B.臺灣代表團團長謝勝信處長致詞 

  

C.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徐元棟第一副會長致詞 D.森井秀之企劃研究部長報告 

  

E.農委會林國華科長報告 F.重森篤專務理事報告 

圖 3-2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剪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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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林水利會林富元總幹事報告 B.伊藤久司水資源企劃官報告 

  

C.新竹水利會鄭家豪助理工程師報告 D.綜合討論接受提問 

  

  

E.特別收錄論文討論(I) F.特別收錄論文討論(II) 

  

圖 3-3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剪影(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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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林田直樹委員長致歡迎詞 B. 謝勝信處長致感謝詞 

  

C. 農林水產省奧田透次長致歡迎詞 D. 日方代表 

  

E. 臺灣代表 F. 謝勝信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圖 3-5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歡迎餐會剪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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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宜蘭水利會與姐妹會合影 B. 石門水利會與姐妹會合影 

  

C. 嘉南水利會與姐妹會合影 D. 桃園水利會與姐妹會合影 

  

E. 中日代表交流合影(I) F. 中日代表交流合影(II) 

圖 3-6 2019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歡迎餐會剪影(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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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2019/10/15 土地改良新聞報導研討會內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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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2019/10/15 土地改良新聞報導研討會內容(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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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農業水利設施及管理單位參訪 

3-2-1 茨城県農林水産部農地局－茨城縣水田大規模整備 

本次參訪考察團於 9月 18日下午參訪位於茨城縣水戶市的川又平

戶地區，針對千波湖土地改良區之設施維護管理系統與施工大綱進行

考察；首先於川又町中心會議室由千波湖土地改良區川又隆雄理事長

歡迎臺灣考察團並向團員介紹事業經營概況，再由茨城縣縣央農林事

務所水戶土地改良部井坂誠博事業調整課長為團員進行千波湖土地改

良區介紹，包括其沿革、概要、組織機構、設施維持管理、水源、用

水路、排水路、事業概要及目前施工中事業概要等(如圖 3-9~圖 3-12)

詳細說明，圖 3-13 為千波湖土地改良區轄區圖。圖 3-14 則為本次於會

議室聆聽介紹及意見交流過程。 

茨城縣千波湖土地改良區位於茨城縣臨海之平原地帶，已經有 400

年歷史，轄區面積有 1,393 公頃(水田 1,316 公頃，旱田 77 公頃)，會員

數計 1,671 位，委員會理事 15 位、監事 4 位，會員代表 50 位，土地改

良區職員共 7 位。整體改良區採取收費會員制，平均一年每公頃會費

約為日幣 8至 11萬元，農地重劃面積也由 1999年的 3.12公頃增至 2016

年的 34.49 公頃。千波湖土地改良區主要水源為那珂川及櫻川，皆屬一

級河川，其最大水權許可量每秒 2.716 噸，千波湖蓄水量則為 40 萬噸，

與其所負責灌溉之面積稍嫌不足。其中幹支線及幹排部份由改良區負

責，田區的給排水路則由當地組合員管理。 

為使水源可充份利用，土地改良區管理單位在土地重劃時規劃完

善的灌溉及排水系統，依其地理條件配置排水系統，在分區內末端或

相對低點設置一調整池儲蓄水量，再用管路加壓送水至區內坵塊來灌

溉農田，除可有效再利用回歸水，管路送水亦可減少輸水損失，另依

水源距離遠近採分區灌溉方式，可避免水量分配不均，造成用水糾紛。

另為配合現代化的大型農耕機械，於土地重劃時，將相鄰眾多面積小

的坵塊，合併為大面積且形狀方正的坵塊，以利現代化大型農耕機具

耕作，提高農耕效率。 

川又平戶地區即是在 2000 年至 2009 年通過縣級現場整備事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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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農地及農路重劃，將農地集中擴大耕作面積，使每一坵塊均能直

接臨路，直接進行灌溉及排水，大型機械可投入提高農作效率及生產

力，改善既有灌排水路並施設抽水站，引進大規模經營農家及農事組

合法人等團體，為地方導入新技術及作物品牌的建立，整體農業生產

力大幅提升，促進農業建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重要參訪資料整理

如圖 3-15~3-17。於會議室介紹完畢後，由飯塚弘幸事務所長及其同仁

陪同臺灣考察團至現場進行現地管路灌溉方式及排水設施、用水機場、

中央控制機房等說明與介紹(圖 3-18~圖 3-19 所示)。當日天候雖不佳，

團員對於現場實際參觀其管路灌溉方式及排水現況仍展現高度興趣。 

 

 

圖 3-9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概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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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概要(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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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概要(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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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概要(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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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轄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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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村松睦宏部長介紹 B.川又隆雄理事長介紹 

    
C.蔡慶儒顧問專業口譯 D.飯塚弘幸事務所長介紹 

  
E.團長致詞 F.團員提問(I) 

  
G.團員提問(II) H.團員提問(III) 

圖 3-14 千波湖土地改良區參訪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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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川又平戶地區土地重劃概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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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川又平戶地區土地重劃概要(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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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川又平戶地區土地重劃概要(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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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考察川又平戶地區農地重劃成果，可看出其農田重劃前原為

許多約 1,000m
2的小型農田，重劃後改良成約 1 公頃左右面積較大的農

田，使大型農業機具進出更加容易，重劃前農業道路狹窄不易通行且

下雨時易泥濘路況不佳，重劃後農業道路加寬改為 6m 寬柏油道路且平

坦，使大型農機容易進出，在農忙時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農地重劃

後，增進農地集約效果，亦有效增加農業產值。 

土地重劃時一併規劃完善的灌溉及排水系統，針對其排水路改善，

主要是原本排水路多為土渠，經常淤塞、排水困難，透過排水路改良

為 RC 構築之 U 型溝與過路箱涵，改善後可順利排水，不僅易於排水

管理，農田因排水良好，亦提高稻米品質。 

在灌溉給水方面，千波湖土地改良區由於地勢因素，無法由地勢

高處取水利用重力流供灌，在土地改良前給水路為土溝，且因灌溉水

量不足，僅能利用迴歸水供灌，土地改良後建造抽水站抽取「那珂川」

的川流水，併以送水加壓站將灌溉水以管流方式送到農田，需用水灌

溉時，只要將管路上的水閥打開即可送水至農田，雖然相當便利，惟

使用抽水機及加壓站的電力成本相當大，須由灌區成員、政府及土地

改良區組織機構共同負擔取水成本。 

當日茨城縣政府縣央農林事務所土地改良部門也前來拍攝本考察

團之參訪過程，敘述來自台灣農田水利會參訪團共 31 人於 9 月 19 日

參訪水戸市的千波湖土地改良區轄管之川又平戸地區，此則內容記載

於 10 月 04 日之茨城縣府最新消息，記載內容如圖 3-20 所示。 

  
A.川又平戶地區調蓄水池  B.現場參訪解說 

  圖 3-18 川又平戶地區現地觀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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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排水路 B.輸水管路 

  
C.飯塚弘幸事務所長現場說明 D.用水機場內設備 

 
E.第二號用水機場合影留念 

圖 3-19 川又平戶地區現地觀摩(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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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2019/10/04 茨城縣政府網頁刊登臺灣考察團參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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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長野縣農業水利設施參訪－千ヶ滝湯川用水土地改良區 

考察團於 9 月 20 日進行長野縣農業水利設施參訪，首先由千ヶ滝

湯川用水土地改良區柳澤康旦理事長為團員說明，千ヶ滝湯川位於長

野市之丘陵地帶，自江戶時代即開鑿使用，至今已有 370 年以上歷史。

土地改良區佐藤純子小姐為團員介紹參訪之水利設施—溫水路(如圖

3-21 所示)，其施工完成於昭和 42 年(1967 年)，海拔高 920 公尺，溫水

路總長 934 公尺、寬 20 公尺、水深約 0.2 公尺，流速為 50 公分/分，

坡度 1/2000，因本地區引用之灌溉用水係來自融雪水和湧泉，由於水

溫較低不利稻作生長，故設計此溫水路，藉由寬而廣之水路、淺水深

及緩坡造成之低流速，加上底部採用黑色瀝青膠泥增加吸熱效果，讓

水流至此以陽光照射，利用太陽能將水溫自然提升，以供灌溉使用。

使用瀝青材質是考量其熱脹冷縮的變化值較其他材質為大，故增溫的

效果比其他材質更佳，亦可防止結構物因嚴寒解凍而破裂滲水。 

 

圖 3-21 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位置圖 

在最初的計畫中原預計由水源至農田間水路溫度可上升 4C，但

由東京農業大學的一名學生其 2008 年畢業論文研究中，發現每公里水

溫上升 1.4C，上游平均水溫為 14.5C，下游水溫為 15.9C。故取水水

源輸送水路到達受益農田區域時溫度是由 13.2C 上升至 18.2C。因水

路的增溫作用，提供農民利於耕作需求之農業用水，因此本區域稻米

增加 513 噸的產量。相關設施的維護管理多年來由政府與農民相互合

作共同維護，在提供農業用水外，水路兩岸美麗景觀亦是鄰近居民休

憩的場所。團員對於此簡易但又充滿水利工程智慧之設施感到新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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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茲將重要參訪資料彙整如圖 3-22~3-23，參訪過程如圖 3-24~3-25。 

 

 

 

圖 3-22 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重要參訪資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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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重要參訪資料(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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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柳澤康旦理事長簡介 B.佐藤純子小姐介紹 

  
C.謝處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D.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I) 

  
E.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II) F.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III) 

  
G.縣營千ヶ滝農業水利改良事業竣工紀念碑 H.縣營千ヶ滝農業水利改良事業竣工紀念碑 

圖 3-24 千ヶ滝湯川用水溫水路參訪紀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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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長野縣小諸新聞也前來拍攝本考察團之參訪過程，新聞敘述

來自台灣農田水利會參訪團共 31 人於 9 月 20 日參觀了輕井澤鎮和宮

田町的溫水路灌溉工程，內文提及農田水利會是類似日本的「土地改

良區」之組織，在臺灣負責灌溉管理。此則新聞刊登於 10 月 04 日之

小諸新聞，新聞內容如圖 3-25 所示。 

圖 3-26 2019/10/04 小諸新聞報導臺灣考察團參訪內容 

 

圖 3-25 2019/10/04 小諸新聞報導臺灣考察團參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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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庫設施參觀－黑部水壩 

本次參訪考察團於 9月 21日參觀位於日本富山縣中新川郡立山町、

黑部川水系黑部川上建設的黑部水壩。整個黑部川水系發電系統共有

12 處水壩及水力發電站，每個發電站都由富山市北陸水力發電站進行

遠端監控，所產生的電力主要發送至關西地區。 

黑部水壩正式名稱為「黑部川第四發電所」，是日本最大的水力發

電水庫，1956 年開始建造至 1963 年正式完工啟用，由關西電力公司投

資建設，投入經費高達 513 億日圓，動用約 990 餘萬人次。完工後水

庫每年產生 10 億千瓦的發電量，可供 33 萬戶家庭使用，且水庫建成

後除發電功能外，結合周邊自然環境，成功發展出日本著名的觀光事

業區域，黑部大壩的堰堤已成為阿爾卑斯山脈路線上連接黑部水壩站

和黑部湖站的漫步道，水庫和周邊森林融為一體，可以充分享受自然

之美。 

黑部水壩總壩高 186 公尺、壩頂長 492 公尺，型式為拱型圓頂溢

流型混凝土壩，是全日本最大的拱形水壩；攔截御前澤所形成的人工

湖「黑部湖」，蓄水量約 2 億噸，因當地是豪雪地帶，運送的主要道路

時常有大雪阻擾，加上必須要在超過 100 度地熱的地帶挖掘隧道，因

此有 171 人在當時的工程中犧牲，當時建設因其規模和難度而被稱為

二戰後日本最大規模的「世紀偉業」。 

參觀黑部水庫必須搭乘六種交通運輸工具才能到達頂端，水壩結

構宏偉壯觀，為了避免破壞自然景觀和設施受到雪崩危害，發電廠建

於水庫下游 10公里處。遊客在此僅能見到壯麗的大壩建築和峽谷景觀。

水壩因位處地勢險峻山岳地區，含有破碎帶之地質條件惡劣，冬季降

雪量大更加劇建設之艱難，但建設完成後郤將這些缺點轉變為觀光優

勢，隧道成為觀光的運輸道路，險峻的山岳大量積雪成為狹谷山川之

美，融雪後造就黑部湖豐沛水量及水庫發電量。 

黑部水壩每年 6月下旬到 10月中旬，都會進行觀光放水特別活動，

由水庫展望台不僅可以欣賞水庫，北阿爾卑斯的群山亦能盡收眼底。

從黑部水庫車站出發，有登山體內部的 220 層台階往上之路線和登野

外台階向上之路線。另有放水觀覽台、新展望廣場、水庫壩堤等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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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留觀賞，此次參訪過程中也有幸目睹，每秒 10 到 15 噸水噴湧而出

的景象，親自感受更覺震撼力之強大。 

 

圖 3-26 眺望黑部水庫之位置分布 

 

  
A. 破碎帶湧出天然泉水可供飲用 B. 水壩風情 

圖 3-27 黑部水壩參觀紀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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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壩風情 B.大壩展望台 

  
C.新展望廣場特設會場 D.壩頂漫步道 

 
E.黑部水壩合影留念 

圖 3-28 黑部水壩參觀紀實(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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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一、 在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上，日本土地改革制度未來的目標，從強

化灌溉排水事業、農地整頓事業、農地防災事業等 3 方向進行。由農

業經營者發起成立土地改良事業團體，由地區內 3 分之 2 農業經營者

同意方可實施土地改良事業。其受益區內強制加入負擔土地改良事業

所需經費，平均一年每公頃會費約為日幣 8 萬至 11 萬元(新台幣 3~4

萬元)。日本農業水利設施及維護管理，是由政府機構、農業水利事業

及農民共同來承擔經營，農民須依據使用者付費觀念來支付部分農業

設施維護的工程及人事費用。反觀台灣農民灌溉是不需繳交任何費用，

因此對於水利會經營管理參與度較低，未來應建立使用者付費之觀念，

強化農民與水利會間之連結，並建立公平配水機制以節約用水。 

二、 臺灣灌溉用水多為水庫或由河川取水，部分渠道末流地區因地形地勢

等限制，時有灌溉用水不足之問題，茨城縣千波湖土地改良區之田區

灌溉透過埤塘及加壓設備提升其灌溉供水穩定。臺灣大多數平原地區

亦存在著農業灌溉用水不足的問題，，致甚多農民私設水井抽取地下

水灌溉，導致地層下陷之問題，建議於農地排水路適當位置留設用地

施作埤塘，於豐水期留蓄餘水，枯水期時作為灌溉水源不足時之補充

用水。 

三、 為能使水源充份利用，日本土地改良區依其地理條件部份採機械管路

送水，減少輸水損失，另依水源距離遠近採分區灌溉，避免水量使用

分配不均，造成用水糾紛。並依地形配置的排水系統，在分區內末端

或相對低點設置一調整池儲蓄水量，再用機械送水至區內坵塊來灌溉

農田，藉以提升整體水資源利用。 

四、 日本土地改良區至 2018 年底共有 4,504 區，會員人數約 357 萬人，日

本與臺灣一樣碰到人口老化、農村勞動人口流失、同樣屬於海島型國

家天然災害頻傳及灌溉設施老化等問題，因此藉由辦理土地重劃前許

多約 1,000 平方公尺的小型農田，重劃後合併成約 1 公頃左右面積較

大的農田，並加寬農路使大型農機進出更為方便容易。以利現代化的

大型農耕機械耕作，提高農耕機械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並吸引青農

返鄉從事農業，達到地方創生。台灣重劃後之坵塊面積約 0.2 公頃，

為因應未來機械化操作需要，宜仿照日本加大坵塊面積，提高經營效

率。 

五、 茨城縣千波湖土地改良區區域內排水設施，排水路於常水位以下之結

構採用預鑄矩型溝渠道，常水位以上平時並無水流採土堤緩坡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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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兼具低水流量時渠道防止沖刷保持排水通暢效果，同時避免使用

過多的混凝土構造物對環境之衝擊及強化友善環境等功能。本次參訪

日本水利相關設施，其工程設施不僅考量技術層面外，更對於生態、

環境、人文的運用及管理之重視，對工程品質之要求及工程設計理念，

都值得我國水利從業人員學習。 

六、 千ヶ滝湯川用水路灌溉用水的水源發源於淺間山，水源大多為融雪和

泉水，因此灌溉用水之溫度很低，整個灌溉期間的平均溫度為 16°C，

因低溫水不利於農作物生長，藉由渠底鋪設瀝青，依據東京農業大學

2008 年畢業論文研究中，發現每公里水溫上升 1.4°C。故取水水源輸

送水路到達受益農田區域時的溫度是由 13.2°C 上升至 18.2°C。因水路

的增溫作用，因此本區域稻米有增加 513 噸的產量。 

七、 日本土地改良區的規模比台灣農田水利會小，但其營運管理基本組織

健全，灌溉或農田排水之幹線等公共設施，由國家投注經費興建與管

理，至於田間水路則由土地改良區籌措經費，因此受益農戶每年需繳

交費用，以維持土地改良區正常運作。反觀台灣農家因水利會費由政

府補助，會員只享受灌溉服務，無需繳交任何費用，對灌排渠道的自

行管理維護力及組織向心力，相對薄弱。未來如何在使用者付費與減

輕農民負擔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維護農田水利會與會員間的向心力

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提升水利小組互助功能，實有其必要性。 

八、 日本土地改良區曾經歷過整併的過程，整併後之資產由續存之改良區

全部接收，然台灣農田水利會由於資產、人力、灌區面積及會員數等

規模比日本土地改良區大很多，未來農田水利會改制，宜維持既有水

利會之個數。然對於灌區面積逐年減少的地區宜透過推動擴大服務政

策，以維持一定規模的灌溉服務面積，不致讓農田水利灌溉技術流失。

另日本官方與民間團體人員之借調制度，可讓公務員也能更深入基層，

對於公職技能培養有很大的幫助，建議我國也能參考日本公私部門人

才交流制度，以提升公私部門決策品質。 

九、 透過農田水利會聯合會與日本全國農村振興技術連盟及各農田水利

會與各地土地改良區長久以來建立的情誼，讓兩國農田水利技術得以

互相觀摩成長，誠屬難得。從本次交流活動，可感受到無論官方或民

間都是很友善的。對於未來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上，擴大交流層面，甚

至可建立農委會與農村振興局雙方技術交流的管道，提升台日雙方農

田水利工程與管理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