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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  會議紀錄 

壹、會議名稱：旱災經濟部水利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1 次工作會議 

貳、會議時間：106 年 2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參、會議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賴署長建信 

伍、記錄人：林哲震 

陸、出席人員姓名：(詳如簽到簿) 

柒、主持人致詞：（略） 

捌、綜合報告：中央氣象局、台水公司及本署各區水資源局報告（略） 

玖、討論：（略，會後提供書面意見如後附） 

拾、綜合決議： 

一、 去年12月迄今降雨普遍不理想，雖預估2月下旬有降雨機會，

惟長期雨量展望為正常偏乾，經研商2月23日起苗栗、臺中、

嘉義及臺南地區燈號轉為水情稍緊綠燈，3月 1日起新北市板

新供水區、桃園、新竹地區燈號轉為一階限水黃燈，高雄地

區則維持綠燈，其餘地區維持正常藍燈，請各單位加強各項

節水抗旱作為，以因應當前水情。 

二、 北部區域 

（一） 新北板新供水區及桃園地區：請台水公司優先利用三峽河

及大漢溪未控流量，並與北水處於 3月 1日起提升支援板

新地區水量至每日 65 萬噸以上，石門水庫公共給水以每

旬 1,260 萬噸以下總量管制，至農業用水則以計畫量 75

折供配，並優先運用埤塘水量，不足部分再由水庫供應。 

（二） 新竹地區：永和山水庫支援每日 7萬噸及石門水庫支援每

日 6萬噸，請北水局及台水公司與新竹水利會積極配合取

水，同時協助控管逐步提升隆恩堰取水量至每日 4~8 萬噸，

不足部分再由寶山及寶山第二水庫供應。 

三、 中部區域 

（一） 苗栗地區：請台水公司管控永和山水庫每日19萬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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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起減至每日 17 萬噸以下，明德水庫公共用水每

日 4 萬噸，農業用水每日 13 萬噸以下管控，請苗栗水利

會採取加強灌溉管理因應。 

（二） 臺中地區：請台水公司優先由大甲溪取水每日 90 萬噸以

上，不足量再由鯉魚潭水庫出水，以每日 60 萬噸以下管

控。 

四、 南部區域 

（一） 嘉義地區：請台水公司持續由林內淨水場取水每日 5萬噸，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支援水量每日 6萬噸，蘭潭-仁義潭

水庫出水每日 12 萬噸以下管控。 

（二） 臺南地區：請台水公司儘量由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增加

出水量，並持續高雄北送臺南每日 5萬噸為目標；南化水

庫出水每日 43 萬噸以下管控，曾文淨水場請加速提前於

4月底完工出水。農業用水部分請嘉南水利會持續加強灌

溉管理，並機動掌握降雨情況調控田間供水。 

（三） 高雄地區：請南水局及台水公司加強管控轄內水庫蓄水

(阿公店、澄清湖及鳳山水庫)，同時阿公店水庫以最少出

水量供應路竹淨水場，俾作為枯旱期間高雄備援水源。 

五、 離島地區：目前連江、金門及澎湖（含綠島、蘭嶼、小琉球）

等地區水情正常，請連江、金門縣自來水廠及台水公司加強

監控維持供水穩定。 

六、 水利署已與氣象局成立平台，請密切聯繫並掌握天候狀況，

把握時機施作地面人工增雨及聯絡國防部實施空中增雨，不

放棄任何可能增加降雨的機會，以增加水庫集水區上游入流

量。 

七、 請台水公司儘速完成 3 月 1 日實施第 1 階段限水準備作業，

並針對高地及管末地區提供必要臨時供水站降低限水影響，

另請各縣市政府配合限水措施，並開放污水處理廠放流水提

供次級用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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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請本署各區水資源局、台水公司及地方政府掌握抗旱井數量

及整備情形，另請農委會協助各農田水利會督導辦理抽水抗

旱等整備工作。 

九、 請各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加工出口區管理處、及工業局預

為整備相關抗旱措施，同時加強宣導廠商自主節水。 

十、 各單位倘發生工程施工損害輸水管線導致漏水情事，應儘速

依程序通報及修復，短期無法修復者，應避免持續漏水情事

發生，並請台水公司及水利署成立重大管線破管通報平台，

以利通報管控；另北水處支援板新地區水量部分，亦請台水

公司及北水處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以因應提升支援水量可能

發生狀況，俾降低供水風險。 

十一、各水庫具有水力發電設施者，枯水期時仍以供水穩定為優先，

請各水資源局加強水源調配，並考量在兼顧發電下做最妥善

操作模式。 

十二、由於山區缺乏水源調度設施，部分因降雨不足而有缺水情形，

請地方政府依據「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確實掌握

非屬自來水供水區居民用水情形，必要時協調台水公司各區

處提供運水車及設置供水站；如屬自來水供水區者，則請台

水公司各區處運水及設置供水站因應。 

十三、為水情不佳地區穩定民生用水及避免農民因枯旱造成農損，

經研商桃園、石門、新竹、苗栗水利會全灌區及臺中水利會大

安溪下灌區(山腳、苑裡及日南工作站範圍)，建議推動放寬

106 年「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限制，農民得申報兩期

稻作休耕補貼，以增加自主休耕節水意願，其因而所增加經費

（包含行政作業費、配合休耕作業費、育苗業者補貼費）由農

糧署先行墊支，再由經濟部協商各相關單位籌應，水利署將於

2月底前與農委會協商後報部陳報行政院核定實施，並將休耕

申報期限展延至 3月 15 日。 

十四、請各單位加強宣導節水、節水、再節水，建立節水循環型社

會，另枯水期時應掌握時機進行清淤、取水工或破鏡段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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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電廠正常運作，請各水庫管理單位提前準備積極趕

辦。 

拾壹：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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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發言意見(會後提供)： 

目前新竹水庫蓄水量僅剩不到六成，加上頭前溪取水量不足，

致水庫出水量加劇，竹科園區廠商對水量的充足供給十分敏感，

為確保園區的供水穩定，前已於 2月 9日正式函文反應請經濟部

儘速採取更積極的作為，以避免影響範圍擴大。依台水公司報告，

新竹地區旱情較為嚴重，如旱情持續，水庫可供水期程不到 2個

月，建請考量缺水風險對園區產業的影響，採去進一步的措施(含

頭前溪停灌)，並儘速實施，追蹤成效，以具體可延長水庫供水

期程。 

附件二、臺灣新竹農田水利會發言意見(會後提供)： 

一、 本會全區域是河川灌溉模式，目前頭前溪河川已達 Q95 之嚴
峻水情，灌溉區域整田率僅 18.6%，缺水率高達 50.14%，如
欲協助隆恩公共用水取水量提升，惟有頭前溪區域全面停灌

方有可能，建請列入研議。 
二、 政府鼓勵休耕方案，建議擴大對象，廣納非「調整耕作制度

活化農地」計畫對象之水利會會員(如下各點說明)，並放寬

二期作休耕限制，提升自主性休耕政策效益。 
1. 計畫耕作而未申報 106 年度 1期作稻作繳納公糧、休耕或轉

作者，就算農糧署同意放寬二期作休耕，仍需符合基期年限

制，本會轄內會員不符合者仍佔多數。 
2. 不符合 105 年度至少有 1期作復耕，並經申報及勘(抽)查核

定有案者。 

3. 承租國(公)有土地者(含河川公地使用、繳納國有土地使用
補償金之農友)。 

4. 自有農地兩個期作合計超過 3公頃者。 

5. 非基期年之耕地。 
6. 非水資源調度移用區域範圍。 
7. 105 年 2 期作休耕，因受限不得連續休耕，則 106 年 1 期無

法申報休耕。 
三、 因應本期作河川水情不佳，開放「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

計畫延長申報休耕一案，建請擴大鼓勵休耕範圍，廣納本會

其他非水資源調度區域，如新竹縣竹北市部分區域、新埔鎮、
關西鎮以及桃園市龍潭區，避免衍生本會轄內兩種制度之民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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