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川環保

建立洞川關懷指標
尋找河川汙染問題顯結為各縣市政府提供改進方向

鬥1二報文教基金會結合經

口寸濟部7.]<資源局，自/

十九年十一月起在全省北、

中、南、東十縣市(北部 :

新竹縣市 ;中部:南投縣 、

雲林縣、 嘉義縣市 ; 南部 :

台南縣市 、 高雄縣;東部 :

宜蘭縣 、 花蓮縣) ，舉辦一

系列「關懷水資源暨河川指

標 」 座談會，希望藉此直接

將河川的問題與拯救的措施

傳達給當地父母官 ，並促請

相關單位儘速解決 。 而在舉

辦之前，則必須先完成建立

「關懷河川指標」 、 及「水的

民意調查」 兩大課題，以尋

找河川污染的問題癥結，便

利日後能明確地為各縣市政

府提供改進的方向 。

建立關懷河川指標

我們的河川生病了，我們

要為她尋找病源及醫療的方

法。

依據環保署統計 r十年

來未(稍)受污染河段，每

年減少 1 % ' 相當於每年有

20 公旦的水源河段被污染

化，7.]<源安全炭炭可危，而

嚴重污染的河段，每年增加

0.5 % '多為大市鎮周邊
的?可 } 11 J 。 因此，透過歐陽

崎暉教授所製作的「關懷河

川指標」 統計表，就是要幫

河川作 「 身體檢查 J '讓各

地方縣市民眾，了解其河川

環境問題 ，激發愛護鄉土河

川的情懷，進而積極參與河

川保護 。

體檢的內容包括三大指

標: (一) 、 河川基本資料 :

建立各縣市所屬河川名稱 、

長度 、水質狀況 、 自來水取

水狀況以及每年羊毛保護河川

之預算狀況; (二) 、 水環境

指標:以各縣市內水源區及

敏感區土地不當利用開發，

包括山坡地 、 海岸線及河川

砂石等之開發管制為關懷對

象 ， 進而對各種水污染源管

制狀況和都市基體建設污水

下水道之建設狀況等 ， 建立

質際行政績效之成果指標 ;

(三)、關懷河川活動狀況:

為了解河川整治狀況 ， 以及

縣市民眾參與河川認養，河

川關懷活動狀況的指標 。

根據十縣市河川指標的結

果顯示 :各縣市的河川大部

份已有中、重度污染的趨

勢，其中，長期有「黑龍江」

之稱的二仁溪，嚴重污染的

河段竟達到百分之八十五 。

主要的原因包括 : 水源區星，

到過度開發，超限利用的情

形嚴重 ; 工廠 、 養豬場的合

格率偏低;加上欠缺污水下

水道處理系統;以及民眾長

期以來對河川的「冷漠 」。

所以如果不加強污染防治 、

加速籌建污水下水道，全台

灣河川將持續惡化 ， 不及數

年後，將無清潔的自來水7.]<

源，並將居住在被嚴重污染

的河川所包閣的市鎮，其嚴

重性令全民憂慮 ， 而且有待

積極謀求改善 。

此關懷河川指標為國內首

次建立，是「一個城市是否

文明的的重要象徵 J '我們

期盼經由此指標 ， 落實全民

關懷本土水環境，促使全國

人民了解各縣市之努力狀

況，激發輸人不輸陣的愛鄉

情懷。更希望未來此份指標

的結果，會是一年比一年更

進步，更有積效 。

水的民意測驗

「你了解自己所住縣市的

河川現況s情形嗎 J ? 

「 你對自己所住縣市政府

施政效能滿意嗎 J ? 

「 你對關懷自己所住縣市

的河川有興趣嗎 J ? 

以往政府在制定方案之

前，有時了無頭緒，不知民

眾要什麼，有時甚至背離民

意 ，做出錯誤的決定，透過

民意調查的進行將是反應民

意 ， 幫助政府了解民之所

需， 以及彰顯政績的最佳途

f笠 。

由中時晚報記者曹以會所

設計之「水的民意測驗」問

卷 ， 內容主要針對三大方向

進行民調﹒ 一 、 「 河川現

況 J 民眾對河川濫墾濫

建 、 盜採砂石 、 污染問題的

了解情況 ; 二 、 「政府施政

情況 J 民眾對縣市政府河

川整治績效的肯定度 、 民眾

認為縣市政府處理河川破壞

檢舉案件的重視度 、 民眾對

親水設施的需求情形; 三 、

「民眾關懷河川情況」 ﹒ 民

眾關懷河川活動或了解相關

消息的意願 。

透過中時民調中心訪問各

縣市約5 00個樣本民眾發

現 : 民眾對於境內河川現況

的滿意度明顯偏低， 各項指

標包括 「濫墾濫建」 、 「盜

採砂石 」 、 「河川污染」等

問題，除了以整治冬山河聞

名的宜蘭縣之滿意度 ，算是

‘國﹒于



河川環保

台灣地區相當傑出的縣份

外， 一般認為問題嚴重的民

眾都遠高於認為問題不嚴重

者 。

在「河川濫墾 、 濫建」的

問題上，認為問題嚴重的民

眾接近認為問題不嚴重的二

倍，對於j監墾 、 j監建的問題

表示不知道的民眾也超過四

成，顯示民眾對河川現況了

解相當不足 。

「高屏大橋斷裂事件」的

發生，主要是因為「河川被

盜採砂石」的問題嚴重，因

此 ， 作為直接受害者的高雄

縣民，超過一半以上認為問

題嚴重，且其中超過四成的

民眾認為問題「非常嚴

重 j ，強調的意見表達， 也

強烈的顯現出民眾的極度不

滿 。 而長期受「黑金」迫害

的南投 、 雲林兩地，對於此

問題認為嚴重的比例也將近

五成;其餘各縣市則約為三

成 。

至於 「河川污染」問題，

民思比對「盜採砂石」的問

題表達更強烈的不滿意，超

過五成的民眾認為河川污染

問題「非常嚴重 J 特別是

發生「高屏溪毒水污染事件」

後，高雄縣民果表達污染情

形嚴重的超過七成五，其中

認為「非常嚴重」竟然有六

成，顯示當地民眾對河川污

染問題，完全失去信心。

除東部縣市外，一般民眾

對於縣市政府整治河川的效

績肯定度也偏低 ， 而且關於

對縣市政府處理河川破壞檢

.建立河川基本資料，完成水環境

指標，才能夠充份掌握我們的河川

污染情形 。

舉案件的重視程度，表示肯

定的民眾也少於否定的民

眾，所以政府有沒有做事，

民眾其實是看得很清楚的 。

境內有冬山河親水公園的

宜蘭縣 ， 在親*設施整治部

分，可說是各縣市崇尚的模

式，因為除了宜蘭縣外 ， 其

餘各縣市民眾六成以上皆認

為親水設施不足，而高達五

成以上民眾更是表達「河潰

公國」是他們最希望的親水

設施。

儘管民眾對於河川現況不

滿，但還是有相當高比例的

民眾，表達了願意參與關懷

河川相關的行動，所以此時

政府應該擅用民氣，加強政

策推動 。

民調的結果顯示各縣市河

川問題與施政積效，能給績

效好的縣市鼓勵與持續的動

力 ， 更能給績效不好的縣

市，有所警惕與改進的空

間，希望此份問卷能漸漸讓

台灣各縣市施政情況向上提

升而非向下沈淪 。

I 關懷水資源暨河川指標 j

座談會

「關懷河川指標」及 「 水

的民意測驗 J '不僅在揭發

事實真相，更須透過座談會

的廣泛討論，提出具體做

法，呼籲政府與民間正視 。

在十縣市舉辦的「關懷水

資源暨河川指標」座談會，

主要邀請對象為當地縣市首

長、民意代表(立委、議

員) 、 相關水利單位及專業

學者，討論的議題分為兩方

面 : 一 、針對「關懷河川指

標」及「水的民意調查」的

調查結果作評論 ， 二 、 針對

各縣市河川現況問題發表相

關看法與意見仰的日 :新竹

縣市 : 頭前溪的水資源利用

與生態保育) ;宜蘭縣 :

「河川與產業發展 J 花蓮

縣 I河川、 社區與產業發

展 J 南投縣 、 雲林縣 :

「 九二一山河再造 ， 安全民1

先 J 嘉義市 I八掌溪集

水區管理問題 J 高雄縣 :

「高屏溪污染整治方案與願

景 J 台南縣市 I二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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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整治方案與願景 J )0 

以便地方首長與學者直接溝

通，面對面交換意見，不僅

為政府提供精闢有效的解決

方案與施政參考，更強化了

建設的績效 。

各縣市座談會熱絡討論的

結果，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十

大方向:

一 、 建立水權統一的專責

機構:台灣大部分的河川流

域都會跨縣市，造成一條河

上 、 中 、 下游分屬數單位管

轄，也常發現河川下游有水

利單位在治水，上游卻在准

許開發 ， 才會治不勝治 ， 因

此成立事權統一的河川流域

管理局，讓有關水質、71<量

的相關問題均交給同一單位

規劃是必要的 。

二 、 椎動下水道普及化 :

污水下水道是屬於地下建

設，工程成果看不到，但卻

是過止工業 、 畜牧、民生廢

水直接排放到河川的重要途

徑 。 目前台灣各縣市的下水

道普及率趨近零，政府應打

. r關懷水資源豎河川指標」 座談

會在全省各地共進行了十揚。

破作表面功夫的文化，儘速

推動下水道的普及化 。

三 、稽查取締污染源﹒取

締河川污染源 ，除合法化與

否外，針對一般家庭工廠，

也應是稽查重點 ， 同時取締，

的工作並非僅是警察的責

任， 若能成立當地的河川巡

守隊協助政府取締污染源，

必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

四 、 立法微收水污費:在

缺人、缺錢的當下，應儘速

推動徵收水污防治費 ，讓污

染者與消費者付費， 不僅可

增加政府收入， 更能改善水

資源。

五 、 破除重北車里南的政策

發展，促使南北經費平衡 ﹒

南部的河川不僅要喝 、 要灌

溉、更要接受工業 、 畜牧業

廢水的排放 ，污染情形相當

嚴重 ， 而北部的河川只用來

喝、用來看，但整治河川的

經費卻相差千里，如何平衡

南北五十幾年來的差異，急

待新政府加強努力 。

六 、 椎動生態工法，促使

河川生態復育:台灣很多河

川淤積嚴重，加上政府以葉

臼缺失的整治方式，大量興

建攔砂霸，造成魚類無法迴

游，生態環境的傷害相當

大，因此，整治河川應融入

親水環境與生態功能的永續

發展理念 ， 對於都市內的河

川著重防護，都市外的野溪

則儘量維持原貌，少一點人

工、多以點自然，有美麗的

河川 ，才有美麗的人 。

七 、 以供給面思考，好解

用水壓力:對於水量不足的

問題，過去都是從需求面考

量 ，如今應從供給面著手 ，

採取締、量管制措施， 加強工

業與民生用水的回收率 ， 宣

導全民節約用水觀念 '71<資

源才能有效運用 。

八 、 國土保安，種樹救水

源:人類無情地濫墾 、 i監

建，相對的也招來大自然無

惰的反撲， 九二一大地震災

是對我們的警示，為了我們

的子孫 、 為了我們的下一

代，加強種樹造林、劃設特

定水土保持區將是刻不容緩

的工作 。

九 、加速擴增親水設施 、

緊密人水關4年 : 整治河川的

水泥堤防設施 ，讓人水之間

被隔離，關係也變得疏遠，

更難彰顯親水的特性，應盡

速增建親水設施，鼓勵河川

鄰近社區認養河川 ，共同參

與守護河川、 捍衛河川的行

列 。

十 、 實施環保教育 .河川

孕育了我們的文化，推動我

們的經濟，與我們密不可

分，若能將河川保護列為中

小學教材，落實教育，從小

培養護河情操，那美麗台灣

的願景才有實現的希望 。

事實上，河川的維護 、 保

育工作要做的好 ，政府固然

有責任，卻也需要全民主動

積極的配合，所以要有好的

河川，也必須相對的付出自

己的關心、盡自己的一份

1 [.，、 。

b :..舟pE.-全~間

以往基金會的活動，主要

在北部，透過這次座談會，

我們下鄉， 一一探查，企圖

尋找台灣河川問題，藉此由

一個縣市的點，連結其他縣

市成一線，再透過北、 中、

南、東各縣市串連成全台的

面相，這樣的行動，擴大宣

導對象 、強化了討論的深度

與廣度，更提升了基金會的

專業及影響力 。 期盼透過此

系列「關懷水資源暨河川指

標座談會 」 的舉辦，滿足民

眾知的權利，讓民眾從認識

河川 ，到了解河川 ，進而尊

重河川 ，引發民眾衷心的關

愛河川、 並積極參與捍衛河

川的行動，以早日還我河川

之真面目，讓我們能擁有安

全的水源及清淨水環境的未

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