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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字） 
  農田水利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化於國內外日漸受到重視，隨著農業轉型、全球面

臨氣候變遷危機等環境下，各國亦發展出各自的保存與活化途徑。透過現地考察國際

百年圳路保存活化政策、案例與作法，提供我國政策參考，並做為我國古圳保存活化

中長程計畫與行動措施之基礎。由於臺灣近代農田水利建設深受日本影響，整體地形

及氣候同為海島型，加上日本和臺灣同屬亞洲文化圈，並同樣經過工商高度發展，雖

緯度有亞熱帶、溫帶之差異，但同質性仍相當高，故擬定辦理國際考察之地點設在日

本岐阜縣飛驒市，並與京都大學農學研究科農學部學者進行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研究議

題研討，由相關學者分享研究成果與灌溉設施相關簡介，透過雙方研究面與實務面之

經驗意見交流，提供後續農田水利相關政策新思維之參考。 

        本計畫考察了深具歷史的城市京都琵琶湖疏水設施、以及農村歧阜縣飛驒市，在

瀨戶川的案例對於臺灣古圳的保存活化而言，在策略上有幾點可參考與借鏡，並做為

推動的方向：（一）公私協力維持水質、（二）重築石砌水路與在地參與水路修繕、

（三）改善周邊景觀，維持整體風貌、（四）創造附加價值，以加強保存維護。此

外，本計畫於既定考察計畫下融入性別平等國際交流及考察，以其他形式促進國際性

平交流，並將建議事項融入本機關業務之辦理情形：（一）借鏡日本經驗，加強農田

水利設施性別友善推廣措施、（二）透過文宣加強宣導，普及並教育民眾性別平等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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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農田水利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化於國內外日漸受到重視，隨著農業轉型、全球面

臨氣候變遷危機等環境下，各國亦發展出各自的保存與活化途徑。透過現地考察國際

百年圳路保存活化政策、案例與作法，提供我國政策參考，並做為我國古圳保存活化

中長程計畫與行動措施之基礎。由於臺灣近代農田水利建設深受日本影響，整體地形

及氣候同為海島型，加上日本和臺灣同屬亞洲文化圈，並同樣經過工商高度發展，雖

緯度有亞熱帶、溫帶之差異，但同質性仍相當高，故擬定辦理國際考察之地點設在日

本岐阜縣飛驒市，並與京都大學農學研究科農學部學者進行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研究議

題研討，由相關學者分享研究成果與灌溉設施相關簡介，透過雙方研究面與實務面之

經驗意見交流，提供後續農田水利相關政策新思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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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考察計畫由本署陳潔正工程司奉派前往，出國期間為112年12月5日至9日，

共計5日，考察日本飛驒市古川町、琵琶湖疏水及灌溉設施觀摩，並與飛驒市役

所農林部及京都大學進行世界農業遺産國際案例分享座談會，以期提升我國農田

水利業務推動人員之古圳保存活化國際案例經驗，從交流活動獲得新知與相關經

驗，開拓視野並助業務推廣，相關參訪行如下： 

一、第一日(12月5日) 

至桃園國際機場搭機至日本大阪關西機場，並由關西機場搭乘電車至京都市。 

二、第二日(12月6日)-琵琶湖疏水蹴上地區、紀念館、京都大學 

（一）琵琶湖疏水 

琵琶湖疏水道於明治18年(1885)開始籌備，並於5年後的明治23年(1890)

完工，其興築背景為透過琵琶湖水道取得水資源興築工廠、開拓船運與加強

物資交流，以振興明治維新後衰退的京都，由時任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推動

建設，田邊朔郎為主任工程師，為日本第一個從設計規畫到施工全由日本人

完成的大型工程，是連接京都與大津間「希望の水路」。 

琵琶湖疏水道由1890年完工的「第一疏水道」、1912年完工的「第二疏水

道」，以及「疏水道支線」構成。「第一水道」完工後連結大津與京都，提供

船運、灌溉、水力發電、消防、庭園用水以及驅動水車等功能，全線約20公

里，其中導入當時先進技術的蹴上水力發電所為推動京都產業現代化的重要

推手。 

「第二疏水道」全線則位於隧道內，與「第一疏水道」平行並於蹴上地

區匯流，主要功能為供應乾淨的民生用水，全長約7.4公里。「疏水道支線」

則自南禪寺附近分流自北白川，自明治維新至今持續提供沿線地區的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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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與消防等機能。 

琵琶湖最初功能之一的船運業務雖在1951年時停止，但在復駛的聲浪下，

於2014年推動復駛業務，並於2017年由「琵琶湖疏水道沿線魅力創造協議會」

負責疏水道通船業務，2020年「琵琶湖疏水道」以「京都と大津を繋ぐ希望

の水路 琵琶湖疏水～舟に乗り、歩いて触れる明治のひととき」(聯繫京都

與大津的希望水道-琵琶湖疏水~乘疏水船讓您置身於明治時期的氛圍中~)為

名，被認定為「日本遺産」，沿線由40處文化財組成。 

琵琶湖疏水道所運送的水，在文化方面，造就了岡崎地區獨特的庭園造

景文化景觀，如山縣有朋的無鄰蓭；在生態方面，則因平安神宮神苑的水池

引用琵琶湖的水，讓琵琶湖特有種縱帶鱊魚，得以在此存活。 

構成琵琶湖疏水道推動活化與觀光的核心，在於以疏水道為路徑串聯整

合周邊點位，展示琵琶湖疏水「引領京都走向復興之路」的主題，以及疏水

道所運送的水資源，在當地日常生活中的多樣化使用。 

 

圖 琵琶湖疏水相關水利設施位置圖 

（二）琵琶湖疏水紀念館 

琵琶湖疏水紀念館，是京都市為紀念琵琶湖疏水（水路）竣工100週年，

向更多的人傳達疏水意義、彰顯先人偉業的同時，祈禱紀念館成為未來京都

發展活力的源泉，在市民的大力協助下於平成元年（1989年）8月開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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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進行開館30周年的改裝，設置導覽劇場、更新展覽內容，2010年時修訂

常設展示圖錄，2020年時琵琶湖疏水被認定為日本遺產。 

琵琶湖疏水紀念館共有3層樓，一樓為主要出入口、導覽劇場與展示明

治時期的一號展廳，一號展廳主要介紹第3代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制定建

設琵琶湖疏水計畫以復興京都透過，並透過工程師南一郎平及田邊朔郎等人

之手，完成琵琶湖疏水的計畫與建設過程，包含書圖展示，以及投影呈現工

程規模等展覽。二樓為影視大廳、工作室以及資料收藏庫等空間。 

 

圖 現今琵琶湖疏水重要設施位置圖 

 

地下一樓室內為第二與第三展廳，第二展廳主要展示明治23年（1890年）

完成，發揮了水力發電與船運等各式功能的第1疏水，並介紹京都人在明治

45年（1912年）京都市三大事業的完成前後，如何運用琵琶湖疏水發展整座

城市為近代都市。第三展覽廳則展示琵琶湖疏水雖然隨著時代變遷導致船運

功能停止、周邊環境改變，但依舊維持自來水的輸送、水力發電與防災用水

等功能，呈現從過去到未來所扮演的角色。 

一樓室外與地下一樓則為發電機械、鐵管、蹴上傾斜鐵道的轉軸工場以

及噴泉等過去設施與公共藝術的展示。除了展示品外，亦販售有琵琶湖疏水

相關的史料、出版品與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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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崎疏水是琵琶湖疏水紀念館前到夷川水庫的區間，為連結大津市三保

崎的琵琶湖取水口到淀川水系的宇治川，長度約20公里之第一琵琶湖疏水的

一部分。 

 

圖 琵琶湖疏水紀念館周遭 

 

 

圖 琵琶湖疏水設施模型 

（三）水路閣 

1888年時，琵琶湖疏水的主任工程師田邊朔郎在規劃通過南禪寺的水路

時，原本屬意在在塔頭南禪院南側挖掘隧道，通過南禪院的龜山法皇廟所，

遭到南禪寺反對，因而改成現今的水路閣。水路閣為第1疏水從蹴上向北分

支的疏水分線的一部份，全長93.2公尺，高9公尺。田邊朔郎規劃通過南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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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道時，考量了寺內整體景觀進行水道橋的規劃設計，其橋墩運用紅磚與

花崗岩構成，下方橋墩為磚砌拱門造型、頂端水道則可看見潺潺流水。 

 

圖 南禪寺水路閣（側拍） 

 

圖 南禪寺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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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南禪寺水路（俯拍） 

 

 

圖 琵琶湖疏水分線 

（四）蹴上鐵路、發電所、船溜 

於明治時期所建造的鐵道，當時是作為輔助琵琶湖疏水運送物資使用，

因地形關係，全長582公尺，但高低差36公尺，形成一斜面，因此又名為

「傾斜鐵道」，目前已停止運輸功能，建設當時是世界最長的傾斜鐵道。為

了解決鐵道的高低差，採用與纜車相同的原理運送乘載船隻的台車，讓船隻

不須裝卸貨物，即能藉由蹴上傾斜鐵道順利通過高低差的斜坡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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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蹴上發電所 

（五）京都大學 

與京都大學農學研究科農學部中村公人教授進行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研究

議題研討，由相關學者分享研究成果與琵琶湖及鴨川灌溉設施相關簡介導讀，

透過雙方研究面與實務面之經驗意見交流，提供後續農田水利相關政策新思

維之參考。主要針對四大研究進行討論，包含如下： 

(1) 水稻農業與流域防洪：稻田對流域防洪貢獻，農田、區域和流域的逕

流分析。 

(2) 水田的灌溉水管理：自動給水栓導入水田管理與排水調查，地下水的

積極利用，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3) 柑橘精準灌溉資訊系統：利用遙感技術開發柑橘優質栽培精準灌溉資

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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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中村公人教授（右二）、博士研究生陳麗嬛（左一）與農田水利署陳潔正工程司

（左二）、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侯玉娟副所長（右一）合影 

 

 

圖 中村公人教授進行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研究議題研討 

三、第三日(12月7日)-琵琶湖博物館、琵琶湖疏水大津地區 

（一）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 

琵琶湖為日本最大湖泊，被正式認定為世界農業遺産。除供應滋賀縣用

水之外，亦提供鄰近的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之工業、農業用水及總共達

1,400萬人口之民生用水。琵琶湖博物館設有琵琶湖之形成、歷史、湖泊環境

與人們之日常生活及淡水中的生物等廳；其中館內的淡水生物水族館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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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規模，另設有戶外展示，包含生活實驗工作室、水田、生態觀測水路及

森林等。讓參觀民眾了解琵琶湖的形成以及湖泊與人類及其他生物間相互依

存的關係，以共同構築人類與湖泊之間更為融洽的共生關係為使命，並透過

各種體驗設施讓參觀民眾能深入感受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的魅力。 

 

 

圖 農田水利署陳潔正工程司留影 

 

 

 

圖 琵琶湖全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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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琵琶湖周遭田區取水農器及機具演進展示 

 

 

圖 琵琶湖蝶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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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琵琶湖鳥類展示 

 

 

圖 琵琶湖博物館淡水生物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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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琵琶湖博物館淡水生物展示廳 

 

圖 琵琶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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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戶外森林重現了當初琵琶湖有大象居住的「太古之森」 

（二）白鬚神社 

位於滋賀縣高島市的白鬚神社，有兩千年的歷史，有大型的鳥居聳立於

琵琶湖中，夕陽餘暉映照為非常著名的景色，為琵琶湖自然與人文融合最具

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圖 鳥居聳立於琵琶湖中的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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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琵琶湖疏水大津閘門 

大津閘門為調節水道與琵琶湖間水位落差的設施，其起造於明治20年

(1887)，落成於明治22年(1889)，位於第一疏水道取水口與第一隧道入口之

間。由於琵琶湖之水位高於水道，故船隻在從水道進出琵琶湖過程中，需透

過大津閘門開關調整兩者之間水位落差，確保船隻得以順利航行，閘門兩側

水位落差約為1.5公尺左右。大津閘門的南側為可供船舶通過的船閘，北側則

為調節水位的水閘，整體構造則使用約60萬塊左右的磚塊築成，為明治時期

留存至今的磚造近代化閘門。 

大津閘門的材質最初為木製，開啟需由四人操作；後改由把手手動。至

2023年春季時，大津閘門電動化閘門改修工程完工，現今由機械負責閘門開

關。雖然閘門門扇開闔的動力與材質改變，但大津閘門作為日本明治時代的

磚構造近代水閘門，依然相當具有價值。每年在琵琶湖疏水船通航開始與結

束期間，會有數次開關閘門引水之景象。 

 

 

圖 大津閘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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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琵琶湖疏水第一隧道進水口 

四、第四日(12月8日) - 飛驒古川 

飛驒市是嘉義縣新港鄉的友好城市，雙方自1994年開始民間即不斷有交

流互訪，並於2017年進行友好締結，近年亦常辦理重要交流活動。 

瀨戶川用水位於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其為安土桃山時代由增島城護城

河擴建的灌溉水路，是400年前為開墾新田而鑿引之圳路，至今仍作為生活

及農業用水使用，水源來自荒城川，水路末端銜接宮川，流經古川町約350

公尺。在1960年代時，因人口變多、社會經濟發展而造成水質汙染，因生活

廢水的排入以及亂丟垃圾，導致水質汙染嚴重。50年前在當地民眾齊心協力

下開始自發每天輪流清掃，並於每年4月至11月放養鯉魚(冬季因下雪會被遷

移到越冬池)，水圳逐漸恢復清澈。透過居民自發性的清理以及後續的管理維

護，轉變為鯉魚優遊其中的親水空間，為農用水路再生保存的重要案例。 

瀨戶川旁保留江戶時代的白壁土藏街(或稱白壁土倉街)，保留傳統工藝

文化氣息，古圳、老街、悠游的上千尾鯉魚，構成充滿文化意涵又蘊含生機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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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白壁土藏街 

 

 
圖 瀨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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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瀨戶川引水的其中一個水源 

 

圖 瀨戶川水源引自荒城川 

 

圖 飛驒市役所井畑仁志觀光係長（中）、陳小姐（左一）與農田水利署陳潔正工程

司（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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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瀨戶川灌溉的農地重劃田區 

五、第五日(12月9日) 

至名古屋中部機場搭機至桃園國際機場，返回臺北。 

 
圖 考察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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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古圳活化策略與維護保存作法 

本次考察了深具歷史的城市京都琵琶湖疏水設施，在瀨戶川的案例對於臺灣古圳

的保存活化而言，在策略上有幾點可參考與借鏡，並做為推動的方向： 

（一）公私協力維持水質 

瀨戶川用水的水質與清淤，主要由當地居民自行組織人員定期執行，平時清

除卡在柵欄的落葉等，年底搬遷鯉魚後，則進行圳路清淤工作。官方在保護水質

方面，則另外鋪設管線，使家庭生活廢水不再直接排入瀨戶川內。在其中放流的

鯉魚，除了有監測水質的功能以外，也成為當地得以持續執行水圳保存維護的紐

帶。 

每年11月底，飛驒市政府會與當地社區、在地居民、外召義工、學校共同合

作，將瀨戶川的鯉魚移到增島城跡外圍的天神池裡過冬(每年12月到隔年4月上旬)，

透過鯉魚搬遷的大活動也加強了民眾對於瀨戶川維護管理與保存活化的認同感與

參與度。 

（二）重築石砌水路與在地參與水路修繕 

瀨戶川在創建時到戰前為石砌水路，在戰後的高速成長期，石砌水路被以混

凝土固定，直到1992年時的「修景整備」中改修回原本的石砌水路。在水路修繕

方面，則由當地泥水匠師以仿木工法修繕。維持當地特色，可將古圳文化落實於

生活。 

（三）改善周邊景觀，維持整體風貌 

在1968年以後一系列針對瀨戶川的保存維護運動中，除了水路功能的維持以

外，當地居民亦透過水路周邊的景觀營造，創造具有古典氛圍的水邊空間。周邊

民宅也開始注重與整體景觀的融入，後續由地方推動，官方制定了整體景觀保存

條例，使得瀨戶川周邊得以維持其古典氛圍。 

當地居民亦組成社區組織、志工團體推動並執行瀨戶川的維護管理，管理協

助項目如下：1、水路沿線居民排班進行日常管理：落葉清掃、花卉綠美化、冬

季除雪、水量管理等。2、每年兩次水路清淤。3、路燈清潔打掃。4、路樹定期

修剪。 

（四）創造附加價值，以加強保存維護 

瀨戶川從推動清潔活動開始至今，在保存運動的過程中營造了瀨戶川獨有的

古典氛圍，上述的三項策略團結了周邊社區投入並持續經營，而附加的觀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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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取得的利益，則又在現實利益層面上推動持續瀨戶川的保存活化運動，觀光

人潮帶增加在地人的收益，此外，對家鄉的喜愛而來的光榮感，都是當地得以持

續運行維護機制的原因。 

二、融入國際性別平等交流及考察 

為擘劃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方向，行政院於110 年5 月19 日院臺性平字第

1100174338 號函頒修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國家性別平等政策發展的指

導方針，於既有性別平等的基礎及成果上，因應社會發展與國際人權趨勢，規劃

性別平等施政藍圖，內容涵納女性地位提升、性別平等參與、性別人權保障及不

利處境者權益促進等，致力營造尊重多元與性別平等的公義社會。其中，推動策

略即為：「掌握國際性別議題趨勢，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提升我國性別平等成果

能見度，成為亞洲標竿，接軌國際。」爰此，本次考察，亦先行了解日本政府人

口與男女比例等統計現況資料，期於既定考察計畫下融入性別平等國際交流及考

察，以其他形式促進國際性平交流。 

依據日本政府總務省統計局令和3年(2021年)11月30日＜令和２年国勢調査 

人口等基本集計結果＞調查結果顯示，本次考察地點－日本岐阜縣(面積10,621.29

平方公里)人口數自2010年208萬人到2015年203萬人，五年間減少了2.3%，到2010

年198萬人，五年間再下降了2.6%。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自2015年28.1%到2020

年30.4%，五年間上升了將近2.4%，平均年齡由46.8歲提高為48.4歲，平均年齡上

升了至少1.5歲。在在顯示岐阜縣人口減少情形加劇。另外，從人口性別來看，

2020年男性總人口6,135萬人，女性6,479.7萬人，女性多於男性，人口性比例為

94.7，自1925年的性比例101起，逐漸下降，呈現女性多於男性的現象。 

臺灣社會及農村亦有如日本岐阜縣同樣的狀況，依據臺灣中央政府內政部統

計資料，臺灣於2022年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到18.35%，人口性比例下降到94.7，人

口老化及女性比例增加。在在顯示臺灣人口老化及女性比例增加，營造性別友善

的環境刻不容緩，而鄰近的日本岐阜縣業已面臨同樣狀況，其性別平等推動情形

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作法值得臺灣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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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本2010年~2020年人口增減及密度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政府總務省統計局令和3年(2021年)11月30日＜令和２年国勢調査 

人口等基本集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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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本2015年~2020年人口年齡百分比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政府總務省統計局令和3年(2021年)11月30日＜令和２年国勢調査 

人口等基本集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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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本1920年~2020年男女人口變化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政府總務省統計局令和3年(2021年)11月30日＜令和２年国勢調査 人口等基本集

計結果＞ 

 

 

 

圖 歷年臺灣三階段人口年齡百分比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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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歷年臺灣人口性比例趨勢圖 

 

綜上，本次考察於既定考察計畫下融入性別平等國際交流及考察，以其他形式促

進國際性平交流，辦理過程及辦理形式說明如下，並將建議事項融入本機關業務之辦

理情形，彙整如下： 

（一）借鏡日本經驗，加強農田水利設施性別友善推廣措施 

京都大學中村公人教授分享日本智慧灌溉技術，日本農村透過自動給水栓進

行灌溉管理，達到省水、省力之效。臺灣亦可加強推廣智慧灌溉設施，推廣農田

水利設施性別友善措施，第一、提升設施使用性：例如利用手持式裝置、手機等

設施即時監控掌握天氣水情、在引水渠道周圍設置太陽能即時影像監視系統、使

用水情 APP 掌握天氣現況等方式，減輕操作者體力負荷，讓不同年齡者皆可參與

灌溉管理。 

第二、提升設施安全性：保障女性與高齡使用者、工作人員工作環境之安全，

例如透過施設省力水門讓女性工作同仁可輕易操作、施設全齡友善的安全便利步

道、辦理公共工程防災消防演練等。 

第三、提升設施友善性：結合原生生態、在地社會文化，顧及環境美觀與使

用人之舒適感受，減少大眾對設施的陽剛印象，例如：保留大樹、新植臺灣原生

植物、串聯設施周遭生態環境，創造良好水陸域生物通道，連結在地人文文化，

客家、原民風情祭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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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琵琶湖疏水工作人員以電動方式開啟引水閘門 

 

（二）透過文宣加強宣導，普及並教育民眾性別平等觀念 

日本政府於人來人往之交通設施張貼或掛設性平文宣，如電車掛幅、車站海

報張貼性平推廣海報，以增加文宣之民眾觸及率，文宣內容包含：宣導尊重同性

伴侶關係之人權；張貼海報警示性騷擾、偷拍等犯罪行為，防治性騷擾；宣導優

先禮讓博愛座位給孕婦、高齡者、受傷行動不便之旅客，車廂並同步施設博愛座

區域，並以醒目貼紙清楚標示；宣導民眾體諒使用嬰兒推車之人員，營造友善育

兒氛圍。臺灣各政府機關也常以此相似做法進行宣導，本署亦於電梯口、茶水間

等人潮密集處張貼性平宣導海報，並設置無障礙廁所、哺乳室等性別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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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飛驒古川車站閘門旁張貼防治性騷擾海報 

 

 

圖 電車車廂內掛幅宣導尊重同性伴侶關係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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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飛驒古川車站張貼禮讓博愛座位海報 

 

 

圖 電車車廂內掛幅宣導體諒使用嬰兒推車之人員，並施設博愛座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