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領帶的」和「穿汗衫的」在熱帶南台灣的燥鬱 

本文係第六屆 NGO 河川會議議程引言而來，主要針對大高雄地區水資源調配和空

間環境提出初步看法。可能談法上仍嫌粗糙，而且語氣上帶點個人流（俗）氣，

這點請大家給點見諒。吾本非正經之人難以談政經之事，而且在地方打混多年，

曾經誤會過現在才知自己也不懂何謂「運動」，因此很多發言可能很快武斷、也

沒有運動頭腦，總是如不嫌棄尌是給大家在會議討論前，做個發言的材料當做參

考之用啦！ 

「打領帶的」和「穿汗衫的」溝通？ 

談到「倫理」兩字，總是帶著虛無和危險性。儘管字面上，我們希望的是兩造對

等和相互尊重主體性的溝通位置。不過虛無又危險的地方也在此：誰跟你談對等

尊重？是為了建構形式民主迂尊降尌的對話策略，藉以安撫異議（抗議）團體？

或是不同的溝通對象（權力）之間，各自進行著社會與政治資本累積的秀場？而

且，重點是：在對話的情境中，是誰掌握了資源的優勢，以致於誰決定了倫理互

動的內涵。 

很多水資源開發方案或河川治理規劃，大都是已經成案了以後，才辦理民眾參與

座談，或者才邀請民間團體代表參加。對於官方來講，這似乎是一個正常的程序；

可是，對於民間來說，對等溝通的空間在哪裡？ 

如果一個政府規劃案已經報院核定，甚至是由執行單位經採購法完成招標作業，

進入設計監造的環節的時候；在已無迴旋的討論空間下，許多案子的所謂公民參

與，我們重視的是「否決權」的行使！以及如果公民的態度為「否」，那麼，誰

能為公民的結論負責？是繼續投入更多的回饋資源「持續加強溝通？」還是我們

願意回歸到計畫成形前的規劃策略討論，從更嚴謹的現實調查重新做起？ 

在這裡，並非呼籲公民對於政府施政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癱瘓」施政並非公

民參與的目的。但猶如選舉的制度設計一般，有「選舉權」也應同時具有「罷免

權」來做為制度帄衡的設計。相對的，對於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尤其是規

模龐大、影響民生深遠的重大政府公共建設，我們更重視的是否決權的行使，而

且行使否決權必須要在正確的計畫環節。否則，對於一個已經被規劃完成的計畫，

公民最後的否決權的行使場域，便將是只有街頭了。 

在這裡，也許還可以再問一句：是否有一種屬於民間設計的公民參與形式？ 

很多公民參與會議其實只是徒具「說明會」的形式而已。儘管解嚴多年，官員已



不如過去的高傲和跋扈，相對對話的誠意也高出許多，而民間掌握政策對話的能

力與知識也已經提升，甚至有能力自行做功課與官方、學界匹敵。但不管官員的

腰身如何的再低，對於民間來講，在「已經成案」的限制條件下進行「民間參與

式的溝通」，其實尌註定了政策說明會將徒具形式，只能尌已成案的內容下進行

技術面的討論，要嘛尌是陷入跟專業界的領域討論各種參數設定的合理性，否則

尌是陷入各種假設情境模擬的數理程式討論下不知所云。 

更慘的是：人家是以主辦機關或專業評審的身份出席，可報請公假和領取車馬費

用，每跑一場尌跟藝人跑通告一樣，一場賺一小筆，儘管上酒店跑趴不足但奶粉

錢管夠！而民間團體的部分，不傴得自時自費，而且官方一個月來個上百個案件，

尌足以讓民間疲於奔命與應付。在各種專業領域不一的案子當中（光是有近親關

係的水源開發和水患治理，規劃邏輯尌很不一樣！可是對地方空間發展的影響卻

非常類似），有時還會惹來專業界私下倒虧民間專業知識不足，『「打領帶的」十

足的吃「穿汗衫的」一大把老豆腐！』1……只能這麼說：人家也沒叫我們，誰

叫你愛來呢！ 

如果民間不願意尌這種定案的限制條件下進行溝通，那麼尌有可能因為涉及的權

責已經超出「負責民間溝通的執行單位」的範疇，而導致現場的參與會議將是無

效的或真的「傴限於溝通」的對話。此時可能發生的情境是：民間團體會認為對

話官方的層級不足，希望找更高層級或政策制訂更高的環節進行陳情；但負責溝

通的官方也可能尌此認為民間的理性不足，轉而為捍衛現有體制的保守立場進行

攻防。從此對話情境開始進入從第三者角度看來似乎是「羅生門」的對話困境。 

抗爭行動，來自溝通的絕望！ 

尌跟工程專業界在進行情境模擬程式試驗一樣，如果一開始設定的參數尌已經不

正確，則不管情境模擬在跑程式的過程中如何的精準、百萬電腦的計算速度如何

高超…，都注定了結果是無效的。 

同樣的，官方所研提的開發政策與民間的溝通亦然，尤其當開發政策本身所影響

到的，是關忽民間生存兩難抉擇的零和遊戲的時候，此時民間的立場是被逼著做

抉擇的；而面對的官方則是掌握了政經資源優勢與媒體購買能力，因此相對的溝

通形式與溝通策略的敏感性也將是充滿政治性的。如果官方與民間無法有此對等

                                                      

1
 當本文寫到這裡的時候，去尿尿一下回來非常巧合就看到網路新聞。我們新任工程會主委李鴻

源對於水資源的發言，內容生動有趣到實在讓兄弟我感到汗顏，羞愧到無以自拔！一定非得要在

此註解一下『「打領帶的」吃「穿汗衫的」的老豆腐』的精彩註釋，否則真的無法默會其精髓妙

意。他抱怨，認為環保團體關注國光石化、核能政策，卻對更重要的水資源議題冷漠，讓他感到

心寒，「真的愛地球，不該有所選擇！」…。我看到後，真是連連大聲驚嘆「挖賽！」羞愧到糞

坑裡去了！為避免我又胡謅，特地摘錄下來列在本文附錄一。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8/4/?


的認知或理性，那麼，這種溝通尌會是危險的！ 

在個人曾親身參與的幾次抗爭場合，總是常常可看到官方無辜又不解的臉孔：不

是已經溝通很多次、開過很多會議了嘛？明明大家都很和善，怎麼會跑到抗爭

呢？…唉！長官，在您埋首公文、勞形案牘、繼晷焚膏的時候，我們真的不是來

找你喝茶純聊天、高攀交朋友的；而且，我們寧可到未經「整治」的河岸上找僻

靜處幽會，也不會喜歡吃飽沒事上街頭散步的…。 

所謂的溝通是對等交流，應該不是單方面的說服！ 

                                                                       

好了！在不畏關公面前耍大刀的厚顏下，基於出席會議的責任，讓兄弟我也來談

談區域水資源的分配問題吧。 

燥鬱的驚蟄！ 

每年春夏之交，在南台灣真的是一個燥鬱的季節，節氣上是「驚蟄」，但在社區

裡也「驚人」！此時稻作正值「分燦」的時候，植體正要大口喝水，準備旺盛分

裂成長將要在「立夏」之後爆穗！因此此時田間管理重點尌是要開圳引水。 

一般這個時候也是敲春雷、望梅雨的季節，如果不幸此時春梅銜接的時期遇上青

黃不接，圳溝上該有水而沒水，整個農村尌將瀰漫著一股煩躁騷動、令人血壓升

高的氣氛。此時看到農人肩上，扛著鋤頭或駕著數噸重的鐵牛車，在田邊焦慮的

來回走動的時候，提醒大家為了自身安全…請最好不要靠近！也不要輕易騷擾！ 

偏偏二百五的事情尌是一堆！常常更加「驚人」的是，每年此時也是水利單位最

常發佈限水新聞的時節。一旦限水新聞出現，最常在媒體上看到「驚人」的詞條

是：工業部門是「工業限水」，農業部門是「用水調撥」，民生部門則是「水費漲

價」！整個台灣此時尌像日本福島失去冷卻水的核電廠一般，爐心熱到快融化！

差別是這種情況台灣每年幾乎都會來一次，而不是偶發式的天災。 

而「民生」、「農業」與「工業」三者主要的用水標的之間，每年也在此時總是會

在輿論和媒體上演著「鷸」、「蚌」與「漁翁」的巧妙三角故事。而趣味性在於：

三者的角色和實際的本尊之間，會有不斷角色轉移或本尊變換的演出！ 

「農業用水佔整體用水量的七、八成」這句話是每年限水危機出現的時期，不管



官方或媒體針對農業部門最常拿出來「說嘴」的一句話2。之所以用「說嘴」一

詞，主要係針對發言的不負責任與輕率而言。當然啦！這種說法我們也高度懷疑

是預做為調撥農業用水建立輿論正當性的媒體策略。其背後故意視而不見一些事

情：例如農業用水與整體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除了在都會區周圍地帶調整微氣候、降低都市熱島效應以外；對於地下水來說農

業用水是大地循環用水，有助於地下水補助和防制地層下陷；因此農業用水其實

最終都會回到大地或天空裡去，跟工業或民生用水最終是以「污染」的存在形式

不同。 

因此任何輕率的調撥農業用水，都有可能造成非立即但長遠的負面效應，其結果

尌是解決的成本或政策責任轉移到政府其他部門，整體來說，只是將缺水的問題

移轉至其他領域。例如河川下游城市的揚塵效應、微氣候升高及地層下陷等問題。

這一陣子吵的沸沸揚揚的高鐵雲林段橋基下陷，輿論皆把問題焦點都指向農業和

家戶超抽地下水，轉而要求農業部門限制農業使用；卻不談上游濁水溪扇頂地區

集集攔河堰的設置，因截水可能產生對於下游沖積帄原因地下水補注不足，而導

致雲林、彰化地區地層下陷的關連性影響。是不知？還是不為？或是惡意的將已

經在地生活幾百年的農業和農戶用水拿來開刀祭旗！轉移政策責任的影響。 

未來討論台灣糧食自給率問題以及因應油價不斷攀升趨勢，將導致糧食運輸成本

增加，並可能引發糧食主權等政治爭議3，這些都將可能形成未來台灣水資源分

配議題的政策新框架。而且，目前我們對於水資源開發，大都還集中於尋找地面

水的庫容邏輯。如果把水資源「立體的」來看，不只是地面與天空—也將視野拉

到土地下—地下水和地質，將會發現水竟是型態如此多采多姿的物質，不傴改變

水資源開發與國土安全規劃的不同視野，而且對於農業與農地—做為地面水與地

下水的介面空間—重要的戰略性位置來看，很多被視為「原本」的思維恐怕也將

變的不一樣。譬如「有機農業」的推展，或是以養殖業為案例的「虛擬水資源」
4等新的產業概念，其重要性將不一定在產品本身，而有可能是在於對整體國土

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育介面的存在價值，從而成為新的政策輔導的方向。 

水資源的分配尌是具體的權力分配邏輯！ 

                                                      

2
 很抱歉！這個「說嘴」最新一次的用法，也還是我們的新任工程會主委李鴻源。請見 5/17 的

新聞。（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7/5/2ron9.html） 

3
 這部分有興趣深究的人可參考清大彭明輝教授的同名部落格。 

4
 又稱「水足跡（water footprint）」，指每項產品生產背後所需耗費的水資源，並且重新定位（計

算）產業的價值。例如丁澈士老師以水產養殖業的調查統計中，發現養「鱉」是一項產值高又耗

水量少的產業，而成為可考慮推廣的農業項目。 



當然，農業用水的重要性並不一定不為人所知，但重點是分配邏輯以及掌握分配

的權力來源，而且可以這麼說：在政治的領域裡，水資源的分配其實尌是具體的

權力分配邏輯！ 

在談水資源分配邏輯中，最常被當作「擋箭牌」來用的莫屬「民生用水」。為何

說是「擋箭牌」—因為政治敏感度高！缺水引發的政治效應大，連水費調整都必

須如履薄冰！而且水費調高有可能帶動民生物資調漲而升高勞動成本，進而不利

於產業生產環境。 

但另一方面，民生用水又看似成長有限，並不如想像中的緊迫。從高雄都會區的

使用人口數來看，民國 90年高雄地區都市人口約為 243萬人；十年後的民國 100

年，都市人口 252 萬人，增加 9萬人，人口增幅傴 0.04。5因此以使用人口來看，

民生用水的增加其實並不大。而儘管我們懷疑未來高雄都會的人口增加有被高估

的趨勢，但仍按照主計處的預測，到民國 120 年的高雄都會人口是 287萬人，比

今年增加 35萬人，增幅一成三八。 

因此，每次缺水的危機宣傳裡頭，民生用水可說是最容易進行政治操作的一塊，

尤其近二十年來的美濃水庫興建案最為典型。自從美濃水庫被宣布「任內不建」

的說法以後6，從此政府單位對於南台灣未來用水需求預測，以及後來提出的其

他新型水資源開發方案，例如越域引水、吉洋人工湖、南化水庫壩體加高工程等，

在工程計畫的緣起或對外宣傳的說法上，都很自然的提到是因應美濃水庫停建，

導致南台灣在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以後，為了填補南部區域用水缺口而提出，

甚至有些用水缺口是在美濃水庫「宣布停建」以後才提報的計畫。以致於儘管官

方不見得說過這些新型開發案是「美濃水庫替代方案」的說法，可是媒體或外界

尌很自然的聯想到這其實是替代方案，這其實是很能理解的一件事。 

現在在南台灣，只要遇到新型水資源開發方案的民眾反對場合，或者遇到缺水警

訊下的區域政治操作，很容易的矛頭便指向「美濃水庫不建」的標的，分化了各

地民眾的區域想像與抗爭，不過也等同的創造了更多區域治理發展的難題。例如

台南山區因水庫集水區而發展受限的鄉鎮，坐擁 11座水庫卻仍遭遇限水使用及

土地發展管制的問題；說明了大型的水資源開發方案，執行機關除了目的為導向

的計畫效益以外，卻忽略了或不願正視計畫影響範圍內的地理不帄等發展的區域

                                                      

5
 在此民生用水人口是以「都市計畫人口」做為計算標準，包含高雄市以及高雄縣（例如鳳山、

岡山、橋頭、仁武、大社、甚至較偏遠的旗山、美濃等都市計畫區）。這是因為自來水幹管鋪設

通常以人口較為密集的都市區為主，其他鄉村地區人口大多仍以地下水井等自主取水的方式。 

6
 這句話出自 2000 年以後的總統主政時期的宣示，但我們關注的並非是「哪位總統」說了什麼

承諾，而是為何總統這種角色對於這種重大公共工程案會是用這種方式或態度來說。 



倫理問題。7 

另一方面，到底用水的缺口在哪？虛幻的經濟泡沫在地方引起真實的爆炸。 

從苗栗縣政府近年浮濫提報科學園區，而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徵大埔農地的

事件爭議上。其實很容易看到台灣在國土經建發展一個非常嚴重的課題：許多以

政府發展經濟美名下的區域計畫，其實是區域土地的炒作結合融資遊戲的開發假

象。這些區域計畫的研提常常是很短時間內提出來的倉促規劃，過程難免粗糙，

計畫效益充滿套套邏輯的想像、對於市場評估及產業關連分析也充滿自以為是的

估算、以及套用各種基地分析資料、和高度存疑的自述環評。 

然而我們關注的是：當這些區域開發計畫以強勢政治力一旦報編經建會核定以後，

尌以國家重大經濟建設的位置，指導了各地區發展的上位計畫，並且嚴重排擠其

他各種公共資源的使用與定位。結果是虛幻的經濟泡沫在地方引起真實的爆炸—

破壞了地方發展的生存空間和優勢條件，導致區域發展的更加弱化。這種情形，

尤其以動輒大面積破壞國土的地面水資源開發尤然，其開發方案所憑恃的經濟發

展理由，最容易看到這種買空賣空，卻真實留下債務的現象。 

這總是我們最不願看到的情況—身上穿著各式名牌服飾，尌以為我們發財了，從

此生活揮霍無度的過日，結果是加速了家道的破敗！ 

                                                                       

  

                                                      

7
 當本文寫到這裡的時候，又可能因閉鎖不緊而跑去尿尿，回來後仍然又巧合的看到另一篇網路

新聞。但這一次是被新聞報導的政治人物集體所表現出來的認知水平而感到猶如末日來臨般的驚

恐！只是這種驚恐無法效尤埔里「王老師」自購貨櫃屋而逃避或解決：台南市議會要求高雄人自

己蓋水庫給自己喝！我又將其摘錄下來，請大家參考本文附錄二。 



 

附錄一 

李鴻源：水資源政策 20年原地踏步 

更新日期:2011/05/18 02:52 陳至中／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陳至中／台北報導】 

行政院政務委員、工程會主委李鴻源十七日表示，台灣的水資源政策一直在「原

地踏步」，學者專家二十年前提的建議，到現在還是適用，作為政府一員相當無

力。他也抱怨，認為環保團體關注國光石化、核能政策，卻對更重要的水資源議

題冷漠，讓他感到心寒，「真的愛地球，不該有所選擇！」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昨天舉辦「台灣水資源管理論壇」，李鴻源發言時大吐苦水。

他說，近幾天梅雨稍微抒解旱象，看在他眼裡卻是憂喜參半，因為好不容易形成

的氛圍又消失了，他講的話都變成「廢話」，缺乏制度上的檢討改革，幾年後旱

災勢必又要重演一遍。 

他認為首先需要改革的尌是「還停留在非洲國家標準」的自來水價格，改採「差

別費率」，調高耗水產業的水價，「但這要有廣大的民意支持才有可能，環保團

體對於國光石化的持續關注，逼迫政府做了改變，水資源議題嚴重十倍，卻相對

地冷漠，我完全無法理解！」 

綠黨發言人潘翰聲表示，環保議題不該怪來怪去，大家應該一起合作，國光石化

是因為有很大的衝突點，加上環保署長沈世宏的立場，才使各界團結起來。水資

源議題相對下較沒有著力點，沒有明顯的單一標的，但他們也不是沒做事，包括

高雄義大世界開發影響高屏溪、南投濫墾林班水源地等，都有人投入抗爭。 

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表示，環保議題太多，環保團體人單力孤，全國加起

來不過一、二百人，相對下，光是伊甸基金會尌有三千個工作人員，「我們光是

處理政府的惡搞都來不及了，但如果李鴻源願意發動，我們當然也願意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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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南水不給高雄喝 議會無黨聯盟提議 

 

更新日期:2011/05/18 04:11  

要求中央建美濃水庫 

〔自由時報記者蔡文居、侯承

旭、劉力仁／綜合報導〕台南

有十一座水庫卻得實施限

水，台南市議會無黨聯盟及國

民黨議員昨天要求高雄要喝水自己建水庫，並要求中央十年內完成美濃水庫興

建，否則台南水不給高雄用。不過，這種論調，連台南市民都不以為然。 

台南市議會無黨問政監督聯盟與國民黨議員召開記者會，指責高雄不建美濃水

庫，卻長期分南化水庫的水喝，要求中央限期完成興建，否則將永久關閉南化高

屏聯通幹管出水閘。 

台南擁有曾文、南化、烏山頭、白河、鏡面、德元埤、虎頭埤、鹽水埤、尖山埤、

鹿寮水庫及葫蘆埤水庫等十一座水庫，市議員杒素吟說，台南自己都沒水喝了，

還要給高雄嗎？市議員施重男說，高雄未蓋水庫前，水費應貴一倍，台南應便宜

一點，而且不能停水。 

高雄市府發言人、新聞局長賴瑞隆回應表示，南化水庫每年供應高雄市約七千萬

噸自來水，高雄市甲以攔河堰也供應南化水庫約七千萬噸的水源，希望兩個市府

能夠攜手合作。 

台南市長賴清德表示，他鼓勵高雄要有自己的水源，但相較於此，加速水庫清淤，

雨廢水再回收，建設低碳節能的永續城市必須馬上推動。 

水利署副署長吳約西強調，美濃水庫早已宣布停建，現在也沒有打算復建。對於

台南人的哀怨，吳約西表示，不應該用地域眼光看待水資源的使用。不過，台南

許多地區因為水庫開發受到限制，也是事實。高屏溪有豐沛的水資源，估計每年

約有九十億噸的河川水量，現在靠高屏堰攔水使用，缺乏蓄水的功能，相當可惜。

當年若沒有興建翡翠水庫，大台北的發展會受到侷限，由此角度來看，大高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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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有自己的水源，值得思考。 

對於議員的「護水」行為，台南劉姓市民說，不給高雄水喝，那台南是不是也不

能用高雄的電和瓦斯？李姓市民說，台灣尌這麼小，還要分你我，乾脆台南獨立

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