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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與決斷
敏督利 、 艾莉颱風後台灣如何面對更多變的未來
文/溫清光 ( 計畫總主持人、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總顧問 )

編按:時報文教基金會從民國七十九年成立河川保

護小組以來，持續關懷台灣河川和生態，歷經去年連

串天災帶來國人傷痛記憶，認為更應為定思痛，對國

土規劃提出具前瞻性的體檢 ，去年十一月舉辦為期兩

天的「國土規劃:政策環評與民眾參與」研討會 。

受邀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專家及政府官員，包括前行

政院長游錫笠 、計畫總主持人溫清光教授，台灣大學

學務長陳振川同時任七二水災勘災彼建專案小組召集

人，從實地勘災經驗談「洪災、國土規劃與工程援

建J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劉翠溶則從歷史角度切入 ， 就

「台灣國土環境的變遷:歷史的回顧」進行專題演講，

其他尚有劉兆漢、於幼華、蕭新煌、葉俊榮、朱雲

鵬、夏鑄九等約四十名專家學者共同與會 。

鬥日二寸仁報文軟基金會自十六
年前成立河川保護小

組後 ， 每年舉凡水源保育 、

我愛河川、 河川生態之旅、

為河川而跑、 砍檳榔救河川

等河川保育宣導活動， 推動

不遺餘力 ， 對政府重視河川

保護與促進社會愛護河川的

觀念 ， 有很大的貢獻 。

近年來 ， 余範英董事長感

到河川保護 ， 僅靠上述的河

川保育活動是不足夠的， 因

為以往以經濟掛帥為導向的

發展，漫無節制的開發， fI等

耗光圍內所有自然資源，因

此更進一步策劃 、 舉辦許多

座談會 、 研討會，希望喚起

社會共同的關切 ， 並且提供

政府部門建言，而這份熱情

也確實感染許多人 。

破壞水源將瓦解經濟

水是眾生賴以維生的基本

元素。7]<.為國家的重要資

源，是民生 、 社會 、 經濟等

活動與發展均不可或缺的要

件，然而台灣河川水質被破

.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堂在閉幕式發言指出，研討會後不只要解決過去所累積的重重弊病，更要面對轉折，為台灣的國土規劃願景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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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狀況卻是眾所皆知 。 河

川水質問題涉及生活環境品

質 、 飲用水晶質 、 生態系統

循環 、 水岸遊憩場所選擇機

會等，事實上 ，被破壞的水

源與水質會逐漸瓦解經濟發

展與人民生計 。

由於水質水量的保護有賴

於河川集水區良好管理體制 .溫j盲光/成功大學環工所教授、 .劉兆漢/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報 .葉俊榮/行政院永續會執行長

的建構 ， 因此日前行政院甫
研討會計畫總主持人 文教基金會董事

方通過，刻正由立法院審議 們認為必須提出周延的 「 國

中的國土計畫法草案 ，亦即 土規劃 J 為了防止不當政

提供了一個極佳機會 ，希望 策執行後對環境資源產生的

藉由國土計畫法推展過程， 衝擊，我們主張相關計畫必

能有效改善台灣河川水質的 須事先經過 「政策環評 J

問題 。 為了確保在地民眾的權益及

政策推動的順暢，我們強調

災難是大自然的警告 必須積極促進 「 民眾參

大家都知道，經過九二一 與」 。 有鑑於此，時報文教

地震和今年的敏督利颱風、 基金會特地舉辦本次研討

艾利颱風等幾次大災難後， 會 ， 期盼各界菁英貢獻智 。蘇嘉全/內政部部長 .陳伸賢/經濟部水利害書長

台灣國土遭受嚴重的創傷， 慧， 使我們的國土計畫能取

如洪水緩衝區、山區道路、 得共識而更臻完備，政策環 功， 因此本次研討會重點在 中亦特別探討交通 (包括生

土石流緩衝區等 ，都面臨難 評與民眾參與能升高層次而 於國土規劃的願景 、民眾的 態旅遊)政策與水資源管理

以回復的破壞，似乎過去許 付之實施 。 參與、規劃與管理體系的再 體系的再造 。男一方面，環

多不當的開發和對大自然地 造=部分。 境影響評估雖然已推行多

區的侵佔，現在都回頭對我 =大主軸 不同的土地利用會產生不 年，但影響最大的「政策環

們發出警告 。 大自然似乎在 「 國土規劃 政策環評 同污染量， 對河川水質有深 評」 卻未見實施，如影響建

警告我們，不能為所欲為 。 與民眾參與」 的命題，凸顯 遠的影響 ，為了保護水資 設經費與速度的污水下水道

雖然大小天災自古即有之 ， 出 三大主軸 I 國土規劃」 源，尤其飲用水水源，在做 建設BOT案等 ，便應通過

但在這樣高度緊張的環境 包括國土計畫與國土利用， 國土規劃時，重要河川集水 政策環評的檢驗才是 。 期望

下， 使我們不得不思考 ， 應 國土計畫分成全國 、 都會區 區應畫設「特定區域 J '區 藉由本次研討會，能督促行

該如何與大自然取得和諧? 域 、 特定區域和直轄市縣市 域內土地使用採用分級分區 政院早日推行 「 政策環評」

過去許多開發政策是否適 四種計畫 ，分屬中央與地方 管制方法 ，由專賣機構做有 的機制， 訂定「民眾參與」

當?怎麼面對未來更為多變 政府權責 ; 土地利用分為國 效之統籌管理 。 的辦法， 讓社會各界能夠共

的狀況? 土保育地區 、 農業發展地區 同關注並檢驗我們國土的未

和城鄉發展地區三種 。 國土 從政策環評到民眾參與 來 。

防止不當政策產生衝擊 計畫與利用範圍非常廣泛 ， 又因為交通計畫與水資源

為了國家的永續發展，我 非一次研討會所能畢竟全 利用影響環境至鉅，所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