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土復育

國主儷育的迷思
錯誤政策將對台灣造成永續傷害

每次天然災害發生後 特性，常因極大的降雨強

政府 、 學界 、 民間固 度，造成非常大的逕流情 。

體都會有很多檢討工作，但

檢討歸檢討 ， 災害依然一再 暴雨颱風造成每年一二八億

發生 。 七二水災後，國土規 元損失

劃成為萬夫所指，國土規劃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兩千五

的調整與立法真的是國土復 百公釐，全年降雨多集中在

育的萬靈丹?真能解決災害 夏季六 、 七 、 八月，由於此

及國土復育的問題嗎? 季節多颱風，常帶來暴雨 。

一百零一年來約發生三百

典型島弧地質與地形 五十次颱風、上千次豪雨侵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和菲律 襲 ， 為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

賓板塊交界，為典型的島弧 害 。 平均每年發生三 . 五次

地質與地形環境，由於板塊 颱風與多次暴雨，平均造成

互相擠壓作用，使得台灣地 三千棟房屋受損，約一百二

盤上升速度很快，溪谷下切 十八億元的金額損失 。

速度也變伺很快，坡度就變 每小時最大降雨量達三百

得很陡 ， 陡|峻的地形地勢造 公釐，日最大降雨量達一千

就河短流急及密佈的野溪坑 七百四十八公釐，為世界 |

構，活躍的地質環境造成脆 最大降雨量的九三 . 四% 。

弱又易崩蝕的岩層土壤 。 且 比較世界降雨延時與雨量最

因台灣土地有三分之二地區 大觀測紀錄值，台灣一小時

走山區 ， 人口密度大造成山 ~三 日最大降雨值幾乎為世

區過度開發 ， 山坡地變得很 界極值的八五%到九三%'

不穩定 。 約為鄰近日本國之一 - 六

加上台灣位處亞熱帶地

區，氣候溫濕多雨 。由於台 綜上所述，由於台灣水文

灣的河川具有流域面積小、 特徵與地質特性特殊，要談

河川均甚短 、 河川坡度大、 台灣土地的圓土復育與規

集水區地質不佳 、 雨勢集中 劃，不得不從防災體系、水

與水量豐枯懸殊等頑峻難馴 環境與生態、保育等多重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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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豪雨造成國家基本建設崩盤 。

來看，方能找到問題核心 。

過度開發干擾行水區

首先就災害與防災體系而

言 ，以台北為例，這麼小的

一個盆地 ， 卻住了六育背

人，同時在兩行年頻率洪

水的情況下，每秒會有兩

萬五千立方公)--{的水從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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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河口出海，要達到不缺水 木求魚 。 建*庫等，已無法解決北台 月底為止，所核發合法水權

及不淹水的要求，光憑工程 灣的缺水問題，需輔以非工 水井數卻僅有雨而二十=

手段根本不可能 。 究其根本 水資源調配面臨嚴峻考驗 科手段 。 n ，總計未經核發水權的非

原因，在於過多人口造成過 再就水資源觀點來看，台 首先將台北縣市、桃竹苗 法抽水井數超出二萬二千口

度開發，行*區受到相當程 灣的水資源調配，正面臨嚴 統一納入區域水資源調配計 并(共為二萬二千五百二十

度的干擾，河道被各種土地 峻的考驗 。 舉例來說，去年 畫，利用管線將整個區域連 七口井) 。

利用佔據，且IJ使諸多工程手 七二水災石門水庫泥砂流入 通起來，再加上包括調高水 目前彰雲嘉地區因為抽超

段，如淡水河|坊洪工程已大 量高達兩千七百萬立方公 {質、提高水回收率、減rN有政 地下水已造成嚴重的地盤下

致完成，加上精密的洪水預 尺，如此大的進砂孟加上原 策的強力執行與配合，同時 |柄，政府勢必重新調整各項

報系統建立，依然無法達到 來已有的淤積量五千八行萬 串聯埠塘與地下水資源，並 法令與政策，若農業政策不

不淹水 。 立方公尺，顯示到目前為止 即刻在北台灣規剖適合此* 改變，仍允許在此區繼續養

石門*Ifl"'f共減少八萬五千立 資源限制條件下的工業及農 姐，加上法令制定與政策執

山坡地超限利用 方公尺的庫容量，同時根據 業政策，才是根本之道 。 行間的落差，以放各級政府

再看土石流問題，由於先 集水區訂已砂產量的研究顯 至於地下水超抽問題 ， 根 間對問題觀點的差異繼續存

天上不安定的地質環境與梅 示，去年崩落的砂石仍有一 據調查顯示 ， 台灣地區每年 在 ， 要解決這品地方的淹水

雨、颱風季節暴雨集中等不 大部分留在山裡面，沒有完 地下水的補助量為四十一億 問題 、 改善此地居民的生活

利的氣象條件，台灣具有山 全下來 。 立方公尺，但是世際抽取量 Jtl質是根本不可能的 。

坡地崩塌、地滑、沖蝕及淘 今年即使沒有颱風，石門 卻高達七十一億立方公尺 ，

刷等地質災章等條件，加上近 水庫集*區仍會有將近五-千 等於超抽1-11孟|石門*庫的蓄 追求經濟成長主導國土規劃

數十年來人 1 1 1昀增長及山坡 萬立方公)>!.的泥砂會被ÞI~* 水泣 。 超抽地下水除會造成 再就生態保育觀點來看，

地的超限利用，不論在山坡 帶入水庫 。 屆時，石門水庫 地層下陷外 ，在沿海地區還 台灣的國土規劃雖然因應世

地或在平地，潛在的災害逐 將減少超過一億立方公尺的 會有土地鹽化的現象 。 目前 界趨勢而提由永組發展的理

年加速誘發 。 庫容量，以每年石門*1率要 台愣地盤下陷較嚴草地區 念，然而追求經濟成長的意

依據農委會土石流潛勢溪 供應凹fl古|庫容的水量計算， 說I 彰化 、 雲林 、 嘉義 、 台 識型態、仍主導規剖取向，因

流調查成果顯示，全台灣共 未來北台灣每年會減少四億 南 、 高雄 、 屏東泣詢:關等七 此在國土規畫過程中，環境

計有一千p-q行二十條被歸類 立方公)>!.的水量，對北台灣 縣 l 行 。 地層下陷的問積高達 生態常是經濟成長下的犧牲

站土石流危|按溪流，但因基 的水資源7月配產生巨大街 一千多平方公里，約仙全台 的;另一方而，台灣仍普遍

礎資料的缺乏，水土保持局 擊 。 反ii&!桃園縣卻正積極m 平原地區面積的十分之一 ， 存在國土規畫與都市計畫泣

所發布的土石流警示區，仍 商興建桃園科學園區'1=1前 又以雲林縣佔三鬥平方公里 地方發展建設等下位計畫的

以「村」或 「鄉」為單位， 民生需求的供水己捉襟見 最高 。 不一致性 ， 例如具有高污染

如此的大尺度警示區卻沒有 肘，如何再因應額外的大量 性的演南工業區開發案即位

相應的疏散配套措施配合， 工業用水需求 。 彰雲嘉地區嚴重地盤下陷 於生態、敏感限制發展區內的

空有警示卻無法發揮實質防 地下水管制方阿拉大的問 荒唐衝突 。

災功能 。 在水資源限制條件下規劃工 題 ， 在於基本資料不全及公

同時山坡地若持續超|垠利 業和農業政策 權力不彰，以雲林縣元長 、 北宜高通車恐成宜蘭惡夢

用，百姓仍制住在土石流盛 *資源的調配需同時以工 .::LI車及四湖三鄉il'D~~例 ，水 又以宜閥混1例，開挖十三

行地區，期待工程于段來讓 程手段與非工程手段進行， 并總數是兩萬兩千七行五十 年的北宜高速公路， 一連串

問民免受土司 i災害根本是緣 但工紅手段如淤砂糊涂 、 ~j \"1 '但雲林縣政府到去年八 的錯誤決策已讓幣fl司工程多



「 」 公 聽會國士復育

.水水台灣相關空照閻部中研院劉翠洛副院長、 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英執行長 、 林聖芬副執行長合影留念 。

花2)t二百億 、 流掉上億噸的 容許重大建設突擊生態敏 境優勢極有可能在極短的時

珍貴7]<源 。 今年底通車後， 感地區，無怪乎即將規劃成 問內式微 。

相)您的經濟發展與建設，與 立的宜閥竹科墓地案址仍選

當初一九九七年以永續經營 在緊臨水1Jj~!保護區之處 ; 不 官員下台不代表檢討

為理念的宜蘭縣總體規剖多 仔細思考水資源調度問題， 綜合上述觀點，圓土規刮

有所述 。 農地重劃 、 j轟渠網 北宜高通車後相應的人口擴 與復育必須同峙考慮水資

路及水泥田壇阻斷生物廊 張與發展，若不加以適度的 源、防災體系與環境生態保

道，造成棲地破碎 、 物種瀕 規i施 ， 即使以7]<資源不虞匿 育等各個面向，藉由整體是

絕的問題;工業進駐衍生污 乏著稱的宜蘭，亦有可能回 觀生態決策支援與評估系統

染 、噪音等對生態環境的filli |臨供應水量，不足以腔付未 (Landscapc Ecological 

擊;地下水資源因地層下陷 來科學園區大量的工業用 Dcc ision and Eva lu at ion 

已無法再做開發，加上開發 水，與逐漸增加的民生用水 S U ppOrl Sys tc l11 )的建立來

地田水資源的適當地點難尋 需求 。 進行全面規劃 。

等問題 ，都是宜1蹄地區將而 若不以整體國土規剖的角 事質上 ，國土規剖與|制土

臨的嚴峻考驗 。 度視之， 主l:關長期保有的環 復育l忠該是一套涵蓋價位叫

.何時揮去缺水夢魔?民眾排隊

等候取水 。

念、法令制度以泣行動實

踐 、 管理執行的體制 。 調整

變革必須包括整體社會價值

觀的扭轉，同落實為|基|土規

創的徹底檢討，以及政府政

策的執行與世踐 。

整體價值忠維若不II啤化，

每次災難後 ， 有人下台就結

束所謂的檢討，那麼存在的

問題不但不會改善 ， 1墓l土復

育的目標不可能達到，永續

發展也永遠只是-11古|無法達

成的目標 。

( 作者為 台灣大學士木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