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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所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後續經費，請
同意由公務預算需求改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
算支應一案，同意辦理，惟 110年 8月 31日以後所需
經費，另循預算程序辦理。

說明：
一、復106年6月22日經水字第10603812430號函。
二、以下意見，併請照辦：

(一)本計畫總工程經費 199億元，修正分擔方式由中
央公共建設經費分擔 1.96億元(已編列) ，經濟部
水資源作業基金仍分擔 7億元，前瞻基礎建設特
別預算分擔 134.39億元，後續 55.65億元另循預算
程序辦理。請仍依本院 104年 4月 10日院臺經字第
1040017301號函核示儘速推動，相關經費執行，
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通過後，始得動
支。

(二)後續請依下列方向推動：
１、「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例」已公布施行，倘涉及

環境影響評估或土地徵收等事宜，應依相關法規
程序處理。

２、本計畫期程請提前至 111年完成，以符本計畫
納 入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晚 做 不 如 早 做 之 政 策 方
向。

３、評估本計畫執行期間與後續營運管理，帶動產業
發展所創造就業機會及降低失業率之具體量化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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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倘涉及補助地方政府等事宜，請依106年 6
月 16日「研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
案籌編事宜相關會議」決議，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之補助比率，以不破壞現有體制及避免援引比照
為原則。

正本：經濟部
副本：國家發展委員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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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意見，併請照辦：

本次計畫修正係新增辦理配合本院環境保護署移除鄰近既有草

屯轉運站（原草屯掩埋場）及舊草屯垃圾小型焚化爐等事項

，因本計畫已規劃設置相關防滲漏截水牆，應無地下水滲入影

響人工湖水質之虞，惟為改善人工湖附近環境景觀並創造優質

生活環境，提升民眾良好之用水觀感，相關機關應積極辦理。

本院104年4月10日核定函核示，計畫核定後，如非不可抗力因

素，致增加經費，請由水利相關基金支應。為符上開函示，本

計畫總經費修正為202億元，公共建設經費與前瞻基礎建設特

別預算仍維持原核定經費額度計192億元，本次修正新增事項

所需經費3億元，可檢討由工程預備費或標餘款下優先支應

，不足部分，請由貴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

本計畫期程原至111年完成，因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

算期程延長至114年，並考量政府預算分配與實際執行狀況

，計畫期程調整至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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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政府施政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請貴部確實督導台灣自來

水公司掌握相關進度，確保人工湖如期如質供水，達成預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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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去化數量增加（開挖土方總量不變）等因素，在工
作目標、期程及效益均不變下，調增計畫總經費，確有
所需。總經費修正為219.5億元，其中1.96億元由公共
建設經費支應，200.97億元（含本次修正增加空氣污染
防制費1.42億元及物價調整費9.51億元）由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預算支應，其餘16.57億元（含本次修正增加軟
岩無價土方去化調整經費6.57億元），由貴部水資源作
業基金支應。

(二)鑒於近期營建物價指數上升，倘於計畫期程到期前營建
物價波動回穩，應確實依契約物價調整之相關規定核實
減列工程給付價金，且不得逕行移作他用，以維持國庫
權益。

(三)本案部分經費調整係因原規劃與實際土方去化數量差距
甚大所致，未來研擬相關計畫時，應加強前期地質調查
及規劃設計作業，以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三、檢附「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第2次修正）（核
定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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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修正理由

行政院104年 4月 10日核定同意辦理「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

(下稱本計畫)(詳附錄一)，總經費 199億元，期程 104年至 113年，並於

106年 10月起陸續發包及施工，後為加速推動，行政院於 106年 7月 10日

同意本計畫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趕辦(詳附錄二)，總經

費不變，期程提前至 111年；續行政院 109年 9月 3日同意本計畫第一次

修正，新增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鄰近鳥嘴潭人工湖旁草屯垃圾場移

除工作，總經費變為 202億元，並考量政府預算分配與實際執行狀況，期

程調整至112年(詳附錄三)。

本計畫執行迄今，情勢已陸續有所變更，如空氣污染防制費依實增加、

土方去化等項目依實辦理變更設計及調整經費，實際所需經費與原先估算

需求已有不同。另全球自 109 年起受 COVID-19疫情影響，各國政府為穩

定經濟發展採極端量化寬鬆之貨幣政策，現伴隨各國疫苗施打覆蓋率上升，

全球市場邁入逐步解封之後疫情時代，導致民生需求快速增溫，間接使國

內各項原物料價格自 109 年起急遽上揚，同時造成工程需求大增，缺工、

缺料嚴重，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半年進行一次職缺率調查，110 年下半年營

建工程業職缺率升高，職缺數達 2.6萬人(職缺率為 5.14%)，創下 86 年開

辦調查以來最高。本計畫於 109 年進入工程高峰期，時值原物料上漲最劇

且缺工缺料最嚴重之時期，致整體工程開發成本呈上揚趨勢，可預見廠商

將提出物價調整費用之請求。

本計畫因情勢變更及物價調整致經費增加，經評估原計畫總經費不足

支應，因此依程序辦理修正計畫，以確保本計畫能如期完成，早日用地面

水取代地下水，減緩地層下陷，並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水風險。 

二、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計畫目標、效益及期程未變，僅因情勢變更及物價調整致需

增加 17.5 億元，爰總經費由 202 億元調整為 219.5 億元，調增幅度約為

8.7%，經費修正對照如摘表 1 及摘表 2。



摘表1  本次計畫經費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
單位：萬元

工程項目
原核定
工程費         

第 1次修正
工程費

本次修正
工程費

本次與第1
次修正差異

本次修正工程費計算說明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26,288 19,600 -6,688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分類，並依實際契約金額
計算

二. 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 　831,300 782,198 -49,102 
二.(一)~(七)小計約 78.22 億
元，減少約 4.91億元

　 (一) 土地徵收及補償費 656,500 701,940 45,440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二) 地上物補償費 6,000 73,673 67,673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三) 施工獎勵金 22,000 1,191 -20,809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四) 預備金 132,500 0 -132,500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五) 用地取得作業費 4,810 5,352 542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六)
農保身份及權益維持作業
費

8,237 36 -8,201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七) 居民安置費 1,253 6 -1,247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三. 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1,132,412 1,363,202 230,790
三.(一)~(四)小計約 136.32億
元，增加約 23.08億元

　 (一) 直接工程費 876,263　 1,086,286 210,023
三.(一) 1~12小計約 108.63 億
元，增加約 21億元

　 　 1.攔河堰及相關工程 140,000 135,719 -4,281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2.沉砂池及引水工程 14,000 13,572 -428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3.輸導水管路工程 143,000 134,254 -8,74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4.人工湖及相關工程 360,000 471,845 111,845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5.堤防及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40,000 77,106 37,10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6.管理中心及營管系統工程 6,000 20,684 14,684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7.景觀綠化工程 20,315 46,611 26,29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8.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21,700 18,203 -3,497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9.鄰近圳路取水改善工程 20,000 20,000 0 持續與農水署協商中 
　 　 10.雜項工程 76,502 98,336 21,834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11.環境監測費 9,500 0 -9,500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調整至間接工程費

　 　 12.施工安全衛生與環保費 25,246 49,956 24,710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二) 間接工程費 87,627 62,759 -24,868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分類(含環境監測、生態保
育等)，並依實際契約金額計算

　 (三) 工程預備費 122,677 73,168 -49,509
配合院長 111 年 4 月 23 日視察
後指示擴大植栽、環境總整
理、對外聯絡道路…等工作

　 (四) 物價調整費 45,845 140,989 95,144

1.109年 1月~111年 4月：
(1)營建物價總指數採各年實際
營建物價總數(A)(詳表3-4)
(2)物調費總額=直接工程費各
年總額*(A)
2.111年 5月~112年 12月：
(1)營建物價總指數採預估值
(B)(詳表3-4)
(2)物調費總額=直接工程費各
年總額*(B)
3.物調費增加約 9.51億元

四.
地面以上堆置之舊垃圾及每日新
增垃圾緊急移除清運工作

0 30,000 30,000 0 

五. 總工程費 1,990,000 2,020,000 2,195,000 175,000 一.~四.之和
六. 施工期間利息 214,200 215,000 168,500 -46,500 以五.及七.之 2%利息計算
七. 建造成本 2,204,200 2,235,000 2,363,500 128,500 五.~六.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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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2  本次計畫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

原核定計畫 第一次修正計畫 本次修正後
本次與第一次
修正差異

工作

1.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2.人工湖與附屬工程

1.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2.人工湖與附屬工程

3.地面以上堆置之舊垃圾

及每日新增垃圾緊急移

除清運工作

同第一次修正 無

經費 199億元 202億元 219.5億元 +17.5億元

期程 104-113年 104-112年 同第一次修正 無

效益

目標

1.引取烏溪水源供給

人工湖調蓄運用。

設計取水量為每秒

30立方公尺。

2.將設施餘裕引水能

力協助南投農田水

利會利用，引取在

堰址下游原以非固

定式設施引取之灌

溉水源，俾充分發

揮設施功能。

3.増供地面水，減抽

地下水，減緩地層

下陷。

4.穩定區域供水，降

低缺水風險，因應

區域發展需求。有

效蓄水量為 1,450

萬立方公尺。

5.提供每日 25萬噸地

面水量。

6.人工湖周邊環境營

造效益。

1.引取烏溪水源供給人工

湖調蓄運用。設計取水

量為每秒 30立方公尺。

2.將設施餘裕引水能力協

助南投農田水利會利

用，引取在堰址下游原

以非固定式設施引取之

灌溉水源，俾充分發揮

設施功能。

3.増供地面水，減抽地下

水，減緩地層下陷。

4.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

水風險，因應區域發展

需求。有效蓄水量為

1,450萬立方公尺。

5.提供每日 25萬噸地面水

量。

6.人工湖周邊環境營造效

益。

7.改善人工湖附近環境景

觀，強化環境保育作

為。

同第一次修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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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核定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位於南投縣

草屯鎮，規劃供水區域為南投(草屯)及彰化地區，每日約可供應地

面水25萬噸。因雲林及彰化地區地下水超抽嚴重，除造成部分地區

地層下陷易淹水致災外，近年更產生高鐵營運安全疑慮，爰核定實

施「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以下簡稱雲彰行

動計畫)，本計畫屬雲彰行動計畫項下防治地層下陷措施之一。由於

減抽地下水必須有替代水源，否則會衍生民生用水不足及產業營運

問題，而本計畫引取烏溪水源至人工湖進行蓄豐濟枯運用(圖 1-1)，

以提供穩定之地面水量作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水

公司)減抽地下水之替代水源，係雲彰行動計畫減抽彰化地區地下水

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具必要性及急迫性。

圖1-1  本計畫位置圖

行政院 104年 4月 10日核定同意辦理本計畫(詳附錄一)，原期

程自 104年 4月至 113年 4月，總計 9年，總經費 199億元，自 106

年 10 月起陸續發包，目前持續施工中，後為加速推動，行政院於

106年 7月 10日同意本計畫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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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辦，計畫名稱及總經費不變，僅 106 年起原公務預算經費由前瞻

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支應，並要求期程提前至 111年完成(詳附錄二)。

另行政院於109年 9月 3日同意本計畫第一次修正，新增配合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辦理鄰近鳥嘴潭人工湖旁草屯垃圾場移除工作，總經費

調整為 202億元，並考量政府預算分配與實際執行狀況，期程調整

至112年(詳附錄三)。

二、計畫目標及效益

(一)計畫目標

1、人工湖區有效庫容達 1,450萬立方公尺。

2、提供每日25萬噸地面水量。

(二)計畫效益

1、増供地面水、減抽地下水。

2、減緩地層下陷。

3、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水風險，因應區域發展需求。

4、人工湖周邊環境營造效益。

三、主要工項及經費

(一)調查設計

依據可行性規劃成果進一步辦理後續地質與地形補充調查

基本設計、細部設計...等工作，經費為2億6,288萬元。

(二)用地處理

工程用地包含私有地、未登錄土地及公有地，所需用地依法

取得並辦理補償及救濟。另為加速推動、鼓勵土地所有權人先行

提供土地配合施工，並依「經濟部水利事業工程用地核發獎勵金

及救濟金要點」編列獎勵金及救濟金核發，共需經費為 83 億

1,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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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建造

本計畫工程包含攔河堰與附屬工程及人工湖與附屬工程等兩

項（如圖 1-2），經費為 113 億 2,412萬元。該二項工程內容概

述如下：

1、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1)為引取烏溪水源供給人工湖調蓄運用，另將設施餘裕引水

能力協助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利用，引取在堰址

下游原以非固定式設施引取之灌溉水源，俾充分發揮設施

功能，爰於台 14線炎峰橋下游約 600公尺處設置攔河堰引

水；另為確保攔河堰設置後流路穩定，於堰址右岸新建烏

溪平林二號堤防約 1,520公尺，以利攔河堰及引水路設置

後，達穩定取水及河防安全目的。

(2)本工程經費 19億 511萬元，工程內容包括攔河堰、魚道、

排砂道、取水口、沉砂池、輸水路、隧道、堤防、景觀綠

美化、河道整理、護岸延長及機電設備工程等設施，設計

取水量為每秒 30立方公尺。

2、人工湖與附屬工程

(1)考量現況地形、蓄水需求、土方開挖量、視覺觀感等因素，

以湖頂高程低於國道 6 號及最小挖填量為原則，採階梯式

劃分為6湖區，自東南往西北漸降，有效蓄水量為1,450萬

立方公尺。另為人工湖後續營運操作需求，擇定 A湖區旁

新建管理中心(含公共藝術)及建置營管系統，包含營運所

需之水文資料、閘門遠端控制、通信系統、資訊網路、監

視系統、地震儀及放流警報。

(2)本工程經費 94億 1,901萬元，工程內容包含人工湖、輸水

路、導水路、原水導水管、圍堤、區域排水、退水路、管

理中心、營管系統、道路、鄰近圳路取水改善、機電設備

景觀綠美化、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等設施及施工期間之環境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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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本計畫工程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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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各項工作之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詳表1-1。

表1-1  本計畫原績效目標彙整表

工程名稱 執行內容 預期效益 績效目標 執行單位

攔河堰與附屬

工程

興建攔河堰、魚道

、排砂道、取水口

、沉砂池、輸水路

、隧道、堤防、景

觀綠美化、河道整

理、護岸延長及機

電設備工程等設

施。

1.為引取烏溪水源

供給人工湖調蓄

運用。
2.將設施餘裕引水

能力協助農委會

農田水利署南投

管理處利用，引

取在堰址下游原

以非固定式設施

引取之灌溉水

源，俾充分發揮

設施功能。

設計最大取水量為

每秒 30立方公

尺。

水利署中區

水資源局

人工湖與附屬

工程

興建人工湖、輸水

路、導水路、原水

導水管、圍堤、區

域排水、退水路、

管理中心、營管系

統、道路、鄰近圳

路取水改善、機電

設備、景觀綠美

化、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等設施及施工

期間之環境監測。

1.増供地面水，減

抽地下水，減緩

地層下陷。

2.穩定區域供水，

降低缺水風險，

因應區域發展需

求。

3.人工湖周邊環境

營造效益。

1.有效蓄水量為

1,450 萬立方公

尺。

2.提供每日 25 萬

噸地面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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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一) 計畫執行情形檢討

本計畫截至 111年 8月 31日，總累計預定進度 82.79%，實

際進度 83.12%，進度超前0.33%，各工作執行情形如下︰

表1-2  各工作辦理情形表

工作名稱 辦理情形

調查設計
1.已於104年起配合各項工程期程辦理相關調查及設計工作。

2.已於106年起持續辦理環境監測工作。

用地取得
1.內政部106年 7月 26日核定本案開發計畫書。

2.徵收計畫書 107年 4月 25日審議通過，用地取得已完成。

攔河堰與
附屬工程

1.107年 8月 16日開工，111年 8月 31日實際進度 95.6%，超前0.3%。

2.平林二號堤防新建工程106年 11月 13日開工，108年 8月 23日竣工。

人工湖與
附屬工程

1.108年 8月 12日開工，111年 8月 31日實際進度 75.6%，超前7%。

2.管理中心新建工程109年 10月 30日開工，111年 8月 31日實際進度

  98.62%，超前1.62%。

(二) 預算執行情形檢討

本計畫截至 111年 8月 31日，累積預算分配數 164億 7,634

萬 4千元，執行數164億 4,723萬 5千元，執行率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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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變遷檢討及需求重新評估

一、環境變遷檢討

(一) 情勢變更：

本計畫最重要的湖區工程，自 108 年 8 月 12 日開工後，發生部分原

規劃外之情勢變更，其中經費影響較鉅部分臚列如下：

1 .空氣汙染防制費依實增加：

原規劃時以一般工程慣例，依第一級費率工程合約經費 2.8‰計算，

預估預算約 4,342萬元，而實際申報後，南投縣政府採工期乘以

面積法(即各工項道路、管線及區域開發面積)及剩餘土方數量核

算金額共 1 億 8,535萬元，較原規劃增加約 1 億 4,193萬元。

2 .土方去化等項目依實調整：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原設計開挖土石方 1,590萬立方公尺，後依111

年 4 月 13 日行政院環保署環署綜字第 1111048406 號函核定「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容，調整為

1,331萬立方公尺，其中湖區土石方佔 1,286萬立方公尺，包含砂

石(有價料)959萬立方公尺及軟岩(無價料)327萬立方公尺，屬有

價料者，以標售及區內使用為主，另屬無價料者，依「公共工程

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及「營建剩

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等規定辦理。

實際開挖後發現湖區岩磐線分佈差異過大，砂石(有價料)調整為

653萬立方公尺，軟岩(無價料)調整為 633萬立方公尺(增加 306

萬)，總量維持 1,286萬立方公尺；砂石中有 103萬立方公尺做為

區內使用後，剩餘 550萬立方公尺則採標售處理。

鑒於軟岩處理成本約 600 元/立方公尺，為降低新增軟岩 306萬之

處理成本，改採於工區培厚...等方式去化，處理成本降至約 150

元/立方公尺。另配合工區圍堰等設施調整及湖區環境改善，合計

土方去化等項目經費增加約 6.5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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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物價調整: 

全球自 109 年起受 COVID-19疫情影響，致國內原物料及人力成本

上漲，分別說明如下：

1 原物料大幅上漲：

各國政府為穩定經濟發展採極端量化寬鬆之貨幣政策，現伴隨各

國疫苗施打覆蓋率上升，全球市場邁入逐步解封之後疫情時代，

導致民生需求快速增溫，國內各項原物料價格自 109 年起急遽上

揚。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大宗資材項目(詳表 2-1)上漲趨勢，

各類大宗資材上漲 16%~52%不等，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營建工

程物價總指數，自 107 年 8 月至 111 年 4 月，已由 106.5上升至

132.48，年增率達 3.69%~11.81%(詳表 2-2)。

2 人力成本上漲：

受 COCID-19疫情影響導致臺商回臺投資遽增，另外高科技產業

加速布局及前瞻建設、都更危老及社會住宅興建等，均造成工程

需求大增，造成工、料成本上漲，此外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半年進

行一次職缺率調查，110 年下半年營建工程業職缺率升高，職缺

數達 2.6萬人(職缺率為 5.14%)，創下 86 年開辦調查以來同期最

高。

3 物價調整費增加：

本計畫 109 年進入施工高峰期，時值物價上漲最劇時期，致整體

工程開發成本呈上揚趨勢，可預見廠商將提出物價調整費用之請

求，經重新檢核所需物調費增加約 9.51 億元。[14.09 億元(本次修

正後) – 4.58 億元(原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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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大宗資材價格彙整表(111年 4月、106年 11月)

調查項目(中部區域) 單位 111.4 價格 106.1 價格 比例

產品，預拌混凝土材料費，210kgf/cm2，第 1型水
泥，工地交貨

元/m3 2,400 2,000 1.20

產品，預拌混凝土材料費，280kgf/cm2，第 1型水
泥，工地交貨

元/m3 2,579 2,200 1.17

粗級配瀝青混凝土(粗粒料粒徑 25mm) 元/T 2,906 2,430 1.20

密級配瀝青混凝土(粗粒料粒徑 19mm) 元/T 2,994 2,130 1.41

產品，鋼筋，SD280，熱軋，D10mm，工地交貨 元/T 24,900 18,000 1.38

產品，鋼筋，SD420，熱軋，D36mm，工地交貨 元/T 26,100 19,200 1.36

產品，結構用鋼材 ，熱軋型鋼， H 型鋼，
(H400×B400，t1=13mm，t2=21mm)

元/T 33,100 21,300 1.55

產 品 ， 結 構 用 鋼 材 ， 一 般 結 構 用 軋 鋼
料，A36，25mm＜T≦38mm

元/T 30,033 21,000 1.43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表2-2　107年~111年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年增率及增幅

1.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累計
平均

107年 104.44 104.21 104.78 104.95 105.25 105.63 106.26 106.50 106.90 107.28 107.05 106.80 105.84

108年 106.92 107.81 108.38 108.47 108.25 108.41 108.40 108.58 108.34 107.92 108.12 108.62 108.19

109年 108.97 108.85 109.11 108.61 108.69 109.03 109.05 109.48 110.27 110.58 111.15 112.91 109.73

110年 115.52 115.57 116.82 118.49 121.24 123.24 124.00 124.34 124.63 125.35 125.81 125.68 121.72

111年 126.19 127.16 130.10 132.48 128.98

2.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年增率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累計
平均

107年 2.72 2.42 2.50 3.00 3.92 4.20 4.55 3.69 3.35 3.82 3.28 2.82 3.36

108年 2.37 3.45 3.44 3.35 2.85 2.63 2.01 1.95 1.35 0.60 1.00 1.70 2.22

109年 1.92 0.96 0.67 0.13 0.41 0.57 0.60 0.83 1.78 2.46 2.80 3.95 1.42

110年 6.01 6.17 7.07 9.10 11.55 13.03 13.71 13.57 13.02 13.36 13.19 11.31 10.93

111年 9.24 10.03 11.37 11.81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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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各月增幅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各年

平均

107年 0.57 -0.23 0.57 0.17 0.30 0.38 0.63 0.24 0.40 0.38 -0.23 -0.25 0.24 

108年 0.12 0.89 0.57 0.09 -0.22 0.16 -0.01 0.18 -0.24 -0.42 0.20 0.50 0.15 

109年 0.35 -0.12 0.26 -0.50 0.08 0.34 0.02 0.43 0.79 0.31 0.57 1.76 0.36 

110年 2.61 0.05 1.25 1.67 2.75 2.00 0.76 0.34 0.29 0.72 0.46 -0.13 1.06 

111年 0.51 0.97 2.94 2.38 1.7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2-3 環境變遷檢討後經費增減一覽表

事  由 項        目      經費增減

情勢變更
空氣汙染防制費 +1.42億元

土方去化等項目費 +6.57億元

物價調整 物價調整費 +9.51億元

合計 +1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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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重新評估

本計畫遭遇上述環境變遷影響，主要工作仍以施作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引用烏溪水源至人工湖與附屬工程蓄存，有效蓄水量為 1,450萬立方公尺，

提供每日 25萬噸地面水量，透過増供地面水，減抽地下水，減緩地層下

陷，並營造人工湖周邊環境，強化環境保育作為，因無新增工作內容，故

計畫整體需求並未改變。

另 109 年無颱風登臺帶來降雨，統計自 109年 6月至 110年 4月中部

地區降雨情形，降雨量僅約歷年平均值 4成，致 110年全臺發生百年大旱，

本計畫主要供水區域彰化地區，自 110年 4月 6日開始分區供水紅燈(供 5

停 2)，直到 6月 6日才解除，此段期間直接、間接金額損失龐大，且影響

民生生活甚劇，如再發生限缺水，結果不堪設想，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應

儘速完成本計畫，可進一步提升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水風險，並因應彰

化及南投地區未來用水成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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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修正內容

一、修正依據

依據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19 日院授發綜字第 1070801867 號函修正「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條之(三)「主要工作項目變更或總

經費增加」辦理計畫修正。

二、修正理由說明

本計畫因工程實際執行遭遇情勢變更而需增加工作經費，另自 109 年來因

材料及人力價格上漲等因素，致整體工程開發成本呈上揚趨勢，可預見廠商將

提出物價調整費用之請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07 年 8 月至 111 年 3 月

之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年增率已逹 11.37%，並重新檢核總指數增減率約增加

0.53%~19.65%(詳第七節物價調整說明及表 3-3)，原計畫總經費內將無法支應，

目前計畫執行已進入最後階段，為避免計畫執行產生經費缺口，爰需修正計畫

增加工程經費，以利本計畫能如質如期完工。

三、修正後目標

本次修正主要係情勢變更致工程執行經費增加，及考量原物料、人力成本

上漲等因素，須增加計畫總經費因應，並無新增工作，原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

程計畫之目標、期程及效益未變。

四、修正內容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內容無修正，惟因情勢變更致工程執行經費增

加及營建原物料與工資價格大幅上漲，爰需增加計畫總經費，原烏溪鳥嘴潭人

工湖工程計畫之工程經費 202 億元，經檢討後須調整為 219.5 億元，調整幅度

約 8.7%。

五、修正後分年實施計畫

本計畫修正後，各項工作將依第 1 次修正計畫期程辦理，期程為 104 至

112 年止，共計 9 年，第 1 次修正計畫主要工作以分標分期之執行策略不變，

整體工程預計於 112 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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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後執行步驟和分工     

本次計畫修正，關於第 1 次修正計畫調查設計、用地取得、工程施工及營

運管理等各階段執行分工均維持不變，各階段涉及機關單位權責分工詳參見表

3-1。

表3-1計畫各階段各機關單位權責分工

計畫階段 機關單位 主要權責項目

調查設計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工程設計、計畫執行及監督管理

用地取得 南投縣政府 協助辦理用地徵收

工程施工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攔河堰與附屬工程、人工湖及附屬工
程等發包、監造及監督管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草屯垃圾場移出

營運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營運、維護、管理

台灣自來水公司 營運、維護、管理

七、修正後資源需求

本計畫經重新檢討，本次修正後總經費總需求為 219.5 億元，較第一次修

正計畫總經費 202 億元增加 17.5 億元(詳表 3-5)，主要經費增減原因說明如下

(詳表 3-2) ：

 (一) 情勢變更： 

1.空氣污染防制費依實增加：

原規劃與實際申報空汙費因計算方式不同，較原計畫增加約 1.42 億元。

2.土方去化等項目依實調整：

因實際開挖線與原設計岩盤線差距甚大，在開挖總量不變條件下，砂石

(有價料)由 959萬立方公尺調整為 653萬立方公尺，軟岩(無價料)由

327萬立方公尺調整為 633萬立方公尺，因無法標售之軟岩 數量較原本

增加 306萬立方公尺，致須變更設計新增土方去化工作，另配合工區圍

堰等設施調整及湖區環境改善，合計土方去化等項目經費增加約 6.57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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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物價調整：

  1.本計畫平林二號堤防工程業於 108 年竣工並完成物調，故本次修正物

價調整以引水設施工程 107 年 8 月決標為基期，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之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重新檢核，自 107 年 8 月至 111 年 3 月，指

數已由 106.5上升至 130.1。

2.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4 月之各月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以實際公布之指數

列計，另 111 年 5 月至 112 年 12 月之各月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採預估

指數，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針對 111 年(2022 年)第 2 季臺灣經濟預測

(詳附錄四)，其中第 3頁第 5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

和緩，另第 6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值，112 年(2023 年)之年變

動率較 111 年趨緩，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上開趨勢，預

估本案 111 年 5 月至 112 年 12 月營建物價總指數，說明如下：

(1)111 年 5 月及 6 月預估總指數：依上開研究趨勢，該兩月份屬上半年

指數高峰，故採 111 年 4 月指數 132.48(詳表 3-4)。

(2)111 年 7 月至 111 年 12 月預估總指數：自 111 年 6 月指數 132.48 起

算，7 月至 12 月以 111 年 1 月至 4 月指數增幅平均 1.7逐月遞減(詳表

2-3 第 3 表)，111 年總指數平均為 128.34(詳表 3-4)。

(3)112 年總指數：依上開研究趨勢 112 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 年趨

緩，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故 112 年預估總指數平均採 111 年

3 月指數 130.09。

(4)各月指數依契約規定計算超出±2.5%之總指數增減率，因本計畫係採

逐年分配經費，故以各年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增減率之平均值(物調

指數詳表 3-4)計算本計畫物價調整費約 14.09 億元(詳表 3-3)，較原計

畫增加約 9.51 億元(詳表 3-5)。

(三) 綜上，本計畫修正後主要經費增減說明臚列詳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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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本計畫修正後主要經費增減一覽表

項        目 總經費 較前次經費增減 備註

一、原核定 199億元 +0億元

二、第一次修正 202億元 +3億元

三、本次修正

219.5億元

+17.5億元(A) 本次修正增加

17.5億元(A)

=(B)+(C)+(D)

(一)情勢變更 -

1.空氣汙染防制費 +1.42億元(B)

2.土方去化等項目 +6.57億元(C)

(二)物價調整費用 +9.51億元(D)

表 3-3  本計畫 109 年~112 年物價調整估算表
年份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合計(千元)超出2.5%總指數之年平
均增減率(%)(A)(註)

0.53% 11.80% 18.01% 19.65%

直接工程費(千元)(B) 2,071,270 1,961,550 3,503,690 2,729,944 10,266,454

物價調整費(千元)
=(A)*(B)

10,978 231,463 631,015 536,434 1,409,890

註：各年總指數之年平均增減率(%)詳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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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計算表

基期：107年 8月 營造工程總指數：106.5

統計期 總指數
各年總指數
平均

各月份總指數與開標月
份總指數增減率

超出2.5%總指數增減率
(各月份)

超出2.5%總指數增
減率(各年平均)

109年

1月 108.97

109.73

2.32% -0.18%

0.53%

2月 108.85 2.21% -0.29%
3月 109.11 2.45% -0.05%
4月 108.61 1.98% -0.52%
5月 108.69 2.06% -0.44%
6月 109.03 2.38% -0.12%
7月 109.05 2.39% -0.11%
8月 109.48 2.80% 0.30%
9月 110.27 3.54% 1.04%
10月 110.58 3.83% 1.33%
11月 111.15 4.37% 1.87%
12月 112.91 6.02% 3.52%

110年

1月 115.52

121.72

8.47% 5.97%

11.80%

2月 115.57 8.52% 6.02%
3月 116.82 9.69% 7.19%
4月 118.49 11.26% 8.76%
5月 121.24 13.84% 11.34%
6月 123.24 15.72% 13.22%
7月 124.00 16.43% 13.93%
8月 124.34 16.75% 14.25%
9月 124.63 17.02% 14.52%
10月 125.35 17.70% 15.20%
11月 125.81 18.13% 15.63%
12月 125.68 18.01% 15.51%

111年

1月 126.19

128.34

18.49% 15.99%

18.01%

2月 127.16 19.40% 16.90%
3月 130.09 22.15% 19.65%
4月 132.48 24.39% 21.89%
5月 132.48 24.39% 21.89%
6月 132.48 24.39% 21.89%
7月 130.78 22.80% 20.30%
8月 129.08 21.20% 18.70%
9月 127.38 19.61% 17.11%
10月 125.68 18.01% 15.51%
11月 123.98 16.41% 13.91%
12月 122.28 14.82% 12.32%

112年 1~12月 130.09 130.09 22.15% 19.65% 19.65%

註：(1)109年 1月至111年 4月之各月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以實際公布指數列計；

(2)111年 5月至12月 112年 12月之各月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依第七、(二)節內容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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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總經費差異分析表
單位：萬元

工程項目
原核定
工程費         

第 1次修正
工程費

本次修正
工程費

本次與第1
次修正差異

本次修正工程費計算說明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26,288 19,600 -6,688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分類，並依實際契約金額
計算。

二. 用地取得相關作業費 831,300 782,198 -49,102
二.(一)~(七)小計約 78.22 億
元，減少 4.91億元

　 (一) 土地徵收及補償費 656,500 701,940 45,440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二) 地上物補償費 6,000 73,673 67,673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三) 施工獎勵金 22,000 1,191 -20,809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四) 預備金 132,500 0 -132,500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五) 用地取得作業費 4,810 5,352 542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六)
農保身份及權益維持作業
費

8,237 36 -8,201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七) 居民安置費 1,253 6 -1,247 依實際發放經費計算

三. 工程施工及管理費 　    1,132,412 1,363,202 230,790
三.(一)~(四)小計約 139.32億
元，增加約 23.08億元

　 (一) 直接工程費 　     876,263 1,086,286 210,023
三.(一) 1~12小計約 108.63 億
元，增加約 21億元

　 　 1.攔河堰及相關工程 140,000 135,719 -4,281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2.沉砂池及引水工程 14,000 13,572 -428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3.輸導水管路工程 143,000 134,254 -8,74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4.人工湖及相關工程 360,000 471,845 111,845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5.堤防及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40,000 77,106 37,10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6.管理中心及營管系統工程 6,000 20,684 14,684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7.景觀綠化工程 20,315 46,611 26,296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8.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21,700 18,203 -3,497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9.鄰近圳路取水改善工程 20,000 20,000 0 持續與農水署協商中 
　 　 10.雜項工程 76,502 98,336 21,834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11.環境監測費 9,500 0 -9,500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調整至間接工程費

　 　 12.施工安全衛生與環保費 25,246 49,956 24,710 依實際所需金額計算

　 (二) 間接工程費 87,627 62,759 -24,868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分類(含環境監測、生態保
育等)，並依實際契約金額計算

　 (三) 工程預備費 122,677 73,168 -49,509
配合院長 111 年 4 月 23 日視察
後指示擴大植栽、環境總整
理、對外聯絡道路…等工作

　 (四) 物價調整費 45,845 140,989 95,144

1.109年 1月~111年 4月：
(1)營建物價總指數採各年實際
營建物價總數(A)(詳表3-4)
(2)物調費總額=直接工程費各
年總額*(A)
2.111年 5月~112年 12月：
(1)營建物價總指數採預估值
(B)(詳表3-4)
(2)物調費總額=直接工程費各
年總額*(B)
3.物調費增加約 9.51億元

四.
地面以上堆置之舊垃圾及每日新
增垃圾緊急移除清運工作

0 30,000 30,000 0 

五. 總工程費 1,990,000 2,020,000 2,195,000 175,000 一.~四.之和
六. 施工期間利息 214,200 215,000 168,500 -46,500 以五.及七.之 2%利息計算
七. 建造成本 2,204,200 2,235,000 2,363,500 128,500 五.~六.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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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正後經費來源

本次修正後總經費由 202 億元調整為 219.5 億元，其中 104 年至 106 年由

中央公共建設預算負擔 1.96 億元，106 年至 112 年由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負擔

200.97 億元，另 109 年至 112 年由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負擔 16.57 億元；本

計畫修正後分年預算金額及經費來源詳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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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分年預算來源修正前後對照表
單位：千元

財源 合計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原
計
畫

公務預算 196,000 20,000 86,000 90,000 0 0 0 0 0

特別預算 19,004,000 0 0 7,000,000 380,000 1,410,000 1,617,000 1,994,000 6,603,000

水資源作業
基金

700,000 0 0 0 0 0 145,620 326,000 228,380

小   計 19,900,000 20,000 86,000 7,090,000 380,000 1,410,000 1,762,620 2,320,000 6,831,380
  
 

 

第
一
次
修
正
計
畫

公務預算 196,000 20,000 86,000 90,000 0 0 0 0 0 0

特別預算 19,004,000 0 0 7,000,000 380,000 1,410,000 1,617,000 1,994,000 3,003,000 3,600,000

水資源作業
基金

1,000,000 0 0 0 0 0 145,620 326,000 228,380 300,000

小   計 20,200,000 20,000 86,000 7,090,000 380,000 1,410,000 1,762,620 2,320,000 3,231,380 3,900,000

本
次
修
正
計
畫

公務預算 195,600 20,000 85,600 90,000 0 0 0 0 0 0

特別預算 20,097,400 0 0 7,000,000 380,000 1,410,000 1,500,000 1,994,000 3,003,000 4,810,400

水資源作業
基金

1,657,000 0 0 0 0 0 145,620 551,171 228,380 731,829

小   計 21,950,000 20,000 85,600 7,090,000 380,000 1,410,000 1,645,620 2,545,171 3,231,380 5,542,229

註：(1)原計畫係為加速推動本計畫，行政院 106年 7月 10日院臺經字第 1060022800號函同意本計畫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下趕辦，106年起經費由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預算支應，並要求計畫提前至111年完成。

(2)公務及特別預算之經費來源，104年至106年由公務預算支應 1.96億元，106年後至112由中央特別預算及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
(3)水資源作業基金分擔經費部分，係依據行政院106年 7月 10日院臺經字第1060022800號函示辦理，並依實際施工期程逐年分配與滾動修正。如非不可抗力因
素，致增加經費，將由水資源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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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正內容綜合比較

綜合前述，本次計畫修正主要為調整總工程經費，計畫所需經費、工

作內容、期程及效益目標等差異比較詳表 3-7。

表 3-7 歷次計畫修正前後綜合對照表

原核定計畫 第一次修正計畫 本次修正後
本次與前次
修正差異

工作

1.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2.人工湖與附屬工程

1.攔河堰與附屬工程

2.人工湖與附屬工程

3.地面以上堆置之舊垃圾

及每日新增垃圾緊急移

除清運工作

同第一次修正 無

經費 199億元 202億元 219.5億元 +17.5億元

期程 104-113年 104-112年 同第一次修正 無

效益

目標

1.引取烏溪水源供給人工

湖調蓄運用。設計取水

量為每秒 30立方公尺。

2.將設施餘裕引水能力協

助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南

投管理處利用，引取在

堰址下游原以非固定式

設施引取之灌溉水源，

俾充分發揮設施功能。

3.増供地面水，減抽地下

水，減緩地層下陷。

4.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

水風險，因應區域發展

需求。有效蓄水量為

1,450萬立方公尺。

5.提供每日25萬噸地面水

量。

6.人工湖周邊環境營造效

益。

1.引取烏溪水源供給人工

湖調蓄運用。設計取水

量為每秒 30立方公尺。

2.將設施餘裕引水能力協

助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南

投管理處利用，引取在

堰址下游原以非固定式

設施引取之灌溉水源，

俾充分發揮設施功能。

3.増供地面水，減抽地下

水，減緩地層下陷。

4.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

水風險，因應區域發展

需求。有效蓄水量為

1,450萬立方公尺。

5.提供每日25萬噸地面水

量。

6.人工湖周邊環境營造效

益。

7.改善人工湖附近環境景

觀，強化環境保育作

為。

同第一次修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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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濟效益及財務計畫檢討

本計畫因情勢變更和物價波動等緣由辦理修正，經費增加 17.5 億元，

經以原核定計畫之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方法，重新檢討如下：

一、經濟效益檢討

   (一)成本分析

  1、經濟面

   (1)固定年成本

   本計畫於營運管理階段以經濟分析年限 50 年進行估算，每

年平均分攤工程成本之本息等各項費用，其固定年成本含利息

6.59億元、年償債積金1.95億元、年期中換新準備金1.1億元、

保險費及稅捐 1.36億元等，詳表4-1。

  (2)年運轉維護成本

               本項係指人工湖營運期間每年需支付之財貨及勞務費用，以

維持經濟分析年限內各項供水設施功能，估計約需 1.1 億元，

詳表4-1。

                表4-1  本計畫年成本估算一覽表   

項目
年成本(億元)

備註
前次 本次 差異

(一)總工程費 202 219.5 17.5

(二)年原水供水成本 11.13 12.11 0.98 下列 1~6項之和

1 利息 6.06 6.59 0.53 以年利率3%計算

2 償債積金 1.79 1.95 0.16 以 50年計算

3 期中換新準備金 1.01 1.1 0.09 以總工程費0.5%計算

4 保險與稅金 1.25 1.36 0.11 以總工程費0.62%計算

5 運轉維護費 1.01 1.1 0.09 以總工程費0.5%計算

6 居民安置專案補貼成本 0.01 0.01 0 現居戶貸款利息補貼

21



(3)居民安置專案補貼成本

本計畫營運期間需補貼支應居民安置貸款利息，其所需費

用估計每年0.01億元(營運期間假設給付至第13年)，詳表4-1。

2、環境面

  (1)環境監測執行成本

依本計畫環評審查結果，應對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造成之

負面影響，如空氣品質、噪音振動、交通、水文水質、地形地

質、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等進行施工前、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

之環境監測，原核定推估所需經費約 9,500萬元，本次計畫修

正依實際所需修正為 6,471萬元，並改列在間接工程費，平均

每年約 719萬元。

(2)環境保護執行成本

就開發行為對環境衝擊之不利影響，須執行環境保護工作

其所需經費 5億元(4.99 億元進位)，已編列於本計畫「施工安

全衛生與環保費」項下(詳表3-5)，並按施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

護經費比例 4：6計算，計環境保護執行成本為 3億元估列，平

均每年約 3,333萬元。(5億元*[6/(4+6)]=3億元，計畫共 9年，

3億元/9年=3,333萬元)

 (二)效益分析

1、經濟面

(1)售水收益

因本計畫之供水標的僅有公共用水，未來主要歲入為公共

給水原水使用費，此部分依目前一般水庫原水供應自來水系統

收取之原水水價約 1.0元/噸，假設未來原水水價隨自來水價調

整，暫以 2.0元/噸計算，則本計畫年供水量8,560萬噸，估計

每年共可收益約 1.7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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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憩效益

本計畫區屬自然遊憩性質，以未來發展類型及遊憩活動內

容及計畫區可遊憩面積為基礎，透過旅遊成本法進行估算，並

輔以未來遊憩人口預測，推估本計畫遊憩效益每年約 259萬元，

周邊經濟效益每年約 1,282萬元，本項總效益約 1,541萬元。

(3)土石方出售效益

本計畫湖區工程施工期間開挖之土石方總量約 1,286萬立

方公尺，其中砂石(有價料)550萬立方公尺，採標售處理，以

每噸出售價格平均 100元推估，本計畫出售土石方效益約有 11

億元(5,500,000立方公尺*2噸*100元，土石方 1立方公尺換算

等於2噸)，並考量本人工湖營運期間因取水端係排砂後引水，

後續應無砂石產出收益，故本計畫土石方出售效益以經濟分析

年限 50年推估，每年約有 0.22億元之效益。

(4)不可計效益

a、土地效益

本計畫於召開地方公開說明會後，因預期心理使得計

畫區周遭之屯園段、中原段、土城段等地段，103-104年間

土地平均交易價格約成長 30～40％，且初估現在至人工湖

完工，仍有持續成長空間。本計畫以 8 年時間完成相關工

程，推估本計畫區 8年後，受益地區會因公共建設帶動增

加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等收益。以地價稅而言，8年後預估

將增加 15％；以土地增值稅而言，8年後預估將可增加 10

～20％，惟此效益具高度不確定性，暫不列計。

b、創造就業機會

本計畫包含各項基礎建設工程需要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及物力投入，且人工湖營運期間之操作維護、管理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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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各種專業人員投入，故具創造就業機會及降低失業率

效益，惟此項效益難以量化呈現且具不確定性。

2、環境面

(1) 減少地下水抽取效益

參考水利署93年 12月「水資源建設與管理環境成本分析

之研究(1/3)」之成果，本計畫以重置成本法將抽取地下水之

環境成本(地下水影子價格)，作為減抽地下水之效益。並利用

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其調整至 102年物價水準，得到平均抽取地

下水之環境成本為每噸 23.34元。因本計畫設定減抽彰化地下

水量目標為每年 6,200萬噸，進而推估每年減抽地下水間接產

生之實質環境效益約 14.47億元。

(2) 不可計效益

減緩地層下陷最直接之效益，係降低淹水風險及其造成結

構物破壞損失，因推估所需資料涉及範圍龐大，且需結合防洪、

排水及相關結構物補強工作，故難以推估本項地層下陷具體量

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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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及效益綜合評估

1、經濟面

本計畫經濟面之成本效益分析，年計成本約 12.11億元，

年計效益約 1.71+0.15+0.22=2.08億元，淨效益為-10.03億元

(詳表4-2)。

2、環境面

本計畫環境面之成本效益分析，年計成本約 0.41 億元，

年計效益約 14.47億元，故淨效益為14.06億元(詳表4-2)。

3、總計

本計畫成本及效益之評估，若以經濟面而言，年平均尚需

政府資金挹注 10.03億元；惟若以環境面而言，本計畫淨效益

為14.06億元，具推動可行性。綜上，以經濟面與環境面之整

體考量而言，本計畫年計成本為 12.52 億元，年計效益約

16.55 億元，故淨效益為 4.03 億元及益本比為 1.32(詳表 4-

2)，具推動可行性。

表4-2  本計畫成本效益估算一覽表

項次

年計成本

(億元)

年計效益

(億元)

年淨效益

(億元)
益本比

備註

前次 本次 差異 前次 本次 差異 前次 本次 差異 前次 本次

經濟面 11.13 12.11 0.98 2 2.08 0.08 -9.13 -10.03 -0.9

1.44 1.32

本項效益除原水費收入，另
含遊憩、土石方出售、土地
增值、民眾就業機會等收
益，後兩者列不可計效益。

環境面 0.27 0.41 0.14 14.47 14.47 0 14.2 14.06 -0.14
本項淨收益主要為地下水保
育衍生，屬不可內化收入。

總計 11.4 12.52 1.12 16.47 16.55 0.08 5.07 4.03 -1.04 本計畫整體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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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檢討

財務分析應從不同參與者角度分析財務之報酬率，例如以政府

觀點或以民間投資者觀點進行分析其所關心的報酬率指標。本計畫採

用政府負債投資觀點進行財務分析，僅考慮稅前之資金成本與稅前現

金流量。經濟年限採用 50年，年利率3%作為分析基礎。

(一)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本計畫所投入成本包括施工期間所投入之興建成本、營運期

間之維護管理成本等項目；而營運期間之維護管理成本包括年運

轉維護費、年保險及稅金、每年期中換新準備金，各以總工程費

0.5%、0.62%、0.5%估算，共計 1.62%，每年營運成本合計約

3.56億元。(居民安置利息補貼應該加計，惟數值太小故忽略)

(二)財務效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就財務分析而言，僅有內部可計效益能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

果，絕大多數外部可計或不可計效益則難以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

果。因本計畫人工湖供水標的為公共給水，未來主要歲入來源包

含如下：

1.公共給水原水使用費：假設未來原水水價隨自來水價調整，

每立方公尺水費由現行約 1.0元調漲至2.0元，本計畫年供水

量8,560噸，估計共可收益約 1.71億元

2.土石方出售收入：本計畫施工期間開挖產出有價料運送至合

法土資場及砂石場之土石方量約 550萬立方公尺，以每噸出

售價格平均 100元推估，本計畫出售土石方效益約有 11億元，

另營運期間已無砂石產出收益，故將施工期間土石標售收益

分配至至營運後各年度，以經濟分析年限 50年推估，每年收

益推估約有 0.22億元

上開年收入合計1.93億元，將納入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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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償率、自償能力及財務淨現值

營運評估期間之現金流出與流入如表 4-4所示，折現基準年

為工程完工開始使用之民國 112 年底，評估期間現金流入現值總

額約 40.14 億元，營運期間現金流出現值總額約為 115.12 億元，

營運期間淨現金流入現值總額為-74.98億元(40.14億元-115.12

億元)。

綜整本計畫評估期間可量化之經濟成本與效益，分別就本計

畫財務自償率、自償能力、淨現值與內部報酬率評估說明如下。

1、自償率

依據「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

冊」，自償率(Self- Liquidation Ratio，SLR)係指「營運

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額，占公共建設計畫工程

興建評估年期內所有工程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

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X為營運評估期間現金淨流入現值-74.98億元；

Y為工程興建評估年期內所有工程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

額 189.4億元。

經計算，本計畫修正後自償率 SLR為-39.58%。

2、自償能力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43條規定，

自償能力係「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

流入現值總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之比例」，本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40.14

億元，評估年期內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304.52億元

(=189.4+115.12)，故自償能力為13.18%(=40.14/3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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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務淨現值

    由表4-3可知，現金流入現值總額約為40.14億元，現

金流出現值總額約 304.52億元，財務淨現值約-264.38億元

(=40.14億元-304.52億元)。

(四)財務分析綜合評估

綜整以上財務分析結果可知(詳表4-3)，本計畫財務淨現值

為負且自償能力不足，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惟鳥

嘴潭人工湖完成後，用地面水取代地下水，減抽地下水，減緩地

層下陷，保障國土及民眾安全，另 109年無颱風登臺帶來降雨，

統計自109年 6月至110年 4月中部地區降雨情形，降雨量僅約

歷年平均值 4成，致 110年全臺發生百年大旱，彰化地區甚至進

入分區供水紅燈(供 5停 2)，導致直接、間接損失金額龐大，且

影響民生生活甚劇，如再發生限缺水，結果不堪設想，故為減緩

地層下陷，提升中部地區用水穩定、降低供水風險及缺水損失，

在無其他替代方案可完整取代下，確實有持續推動本次修正計畫

必要性。

表4-3　本計畫營運評估期間現金流出流入及自償率計算

項         目 總計現值(億元)

現金
流出

總工程成本(A) 189.4

營運評估期間成本(B) 115.12

現金
流入

營運期間收益(含售水及售砂)(C) 40.14

營運評估期間淨效益(D)=(C)-(B) -74.98

自償率(E)=(D)/(A)= -39.58%

自償能力(F)= (C)/[(A)+(B)]=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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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本計畫修正後現金流量表          (單位：億元)

29

投 資 金 額 (1 ) 年 收 入 (2 ) 年 支 出 (3 ) 投 資 金 額 (4 ) 年 收 入 (5 ) 年 支 出 (6 )

1 0 4 0 1 0 .2 0 0 0 .2 0 0 -0 .2 -0 .2

1 0 5 0 1 .0 3 0 .8 6 0 0 0 .8 3 0 0 -0 .8 6 -0 .8 3

1 0 6 0 1 .0 6 0 9 7 0 .9 0 0 6 6 .8 3 0 0 -7 0 .9 -6 6 .8 3

1 0 7 0 1 .0 9 2 7 3 3 .8 0 0 3 .4 8 0 0 -3 .8 -3 .4 8

1 0 8 0 1 .1 2 5 5 1 1 4 .1 0 0 1 2 .5 3 0 0 -1 4 .1 -1 2 .5 3

1 0 9 0 1 .1 5 9 2 7 1 6 .4 6 0 0 1 4 .2 0 0 -1 6 .4 6 -1 4 .2

1 1 0 0 1 .1 9 4 0 5 2 5 .4 5 0 0 2 1 .3 1 0 0 -2 5 .4 5 -2 1 .3 1

1 1 1 2 2 1 5 1 .2 2 9 8 7 3 2 .3 1 0 .4 4 0 2 6 .2 7 0 .3 6 0 -3 1 .8 7 -2 5 .9 1

1 1 2 3 2 8 5 1 .2 6 6 7 7 5 5 .4 2 0 .6 6 1 .3 7 4 3 .7 5 0 .5 2 1 .0 8 -5 6 .1 3 -4 4 .3 1

1 1 3 8 5 6 6 1 .3 0 4 7 7 1 .9 3 1 .6 3 1 .4 8 1 .2 5 0 .3 0 .2 3

1 1 4 8 5 6 6 1 .3 4 3 9 2 1 .9 3 1 .9 5 1 .4 4 1 .4 5 -0 .0 2 -0 .0 1

1 1 5 8 5 6 6 1 .3 8 4 2 3 1 .9 3 4 .5 3 1 .4 3 .2 7 -2 .6 -1 .8 7

1 1 6 8 5 6 6 1 .4 2 5 7 6 1 .9 3 4 .6 1 .3 6 3 .2 2 -2 .6 6 -1 .8 6

1 1 7 8 5 6 6 1 .4 6 8 5 3 1 .9 3 4 .6 6 1 .3 2 3 .1 7 -2 .7 3 -1 .8 5

1 1 8 8 5 6 6 1 .5 1 2 5 9 1 .9 3 4 .7 3 1 .2 8 3 .1 2 -2 .7 9 -1 .8 4

1 1 9 8 5 6 6 1 .5 5 7 9 7 1 .9 3 4 .7 9 1 .2 4 3 .0 8 -2 .8 6 -1 .8 4

1 2 0 8 5 6 6 1 .6 0 4 7 1 1 .9 3 4 .8 6 1 .2 3 .0 3 -2 .9 3 -1 .8 3

1 2 1 8 5 6 6 1 .6 5 2 8 5 1 .9 3 4 .9 3 1 .1 7 2 .9 8 -2 .9 9 -1 .8 1

1 2 2 8 5 6 6 1 .7 0 2 4 3 1 .9 3 5 1 .1 4 2 .9 4 -3 .0 6 -1 .8

1 2 3 8 5 6 6 1 .7 5 3 5 1 1 .9 3 5 .0 7 1 .1 2 .8 9 -3 .1 3 -1 .7 9

1 2 4 8 5 6 6 1 .8 0 6 1 1 1 .9 3 5 .1 4 1 .0 7 2 .8 4 -3 .2 -1 .7 7

1 2 5 8 5 6 6 1 .8 6 0 2 9 1 .9 3 5 .2 1 1 .0 4 2 .8 -3 .2 8 -1 .7 6

1 2 6 8 5 6 6 1 .9 1 6 1 1 .9 3 5 .2 8 1 .0 1 2 .7 6 -3 .3 5 -1 .7 5

1 2 7 8 5 6 6 1 .9 7 3 5 9 1 .9 3 5 .3 6 0 .9 8 2 .7 1 -3 .4 2 -1 .7 3

1 2 8 8 5 6 6 2 .0 3 2 7 9 1 .9 3 5 .4 3 0 .9 5 2 .6 7 -3 .5 -1 .7 2

1 2 9 8 5 6 6 2 .0 9 3 7 8 1 .9 3 5 .5 1 0 .9 2 2 .6 3 -3 .5 7 -1 .7 1

1 3 0 8 5 6 6 2 .1 5 6 5 9 1 .9 3 5 .5 8 0 .9 2 .5 9 -3 .6 5 -1 .6 9

1 3 1 8 5 6 6 2 .2 2 1 2 9 1 .9 3 5 .6 6 0 .8 7 2 .5 5 -3 .7 3 -1 .6 8

1 3 2 8 5 6 6 2 .2 8 7 9 3 1 .9 3 5 .7 4 0 .8 4 2 .5 1 -3 .8 1 -1 .6 7

1 3 3 8 5 6 6 2 .3 5 6 5 7 1 .9 3 5 .8 2 0 .8 2 2 .4 7 -3 .8 9 -1 .6 5

1 3 4 8 5 6 6 2 .4 2 7 2 6 1 .9 3 5 .9 0 .8 2 .4 3 -3 .9 7 -1 .6 3

1 3 5 8 5 6 6 2 .5 0 0 0 8 1 .9 3 5 .9 9 0 .7 7 2 .3 9 -4 .0 5 -1 .6 2

1 3 6 8 5 6 6 2 .5 7 5 0 8 1 .9 3 6 .0 7 0 .7 5 2 .3 6 -4 .1 4 -1 .6 1

1 3 7 8 5 6 6 2 .6 5 2 3 4 1 .9 3 6 .1 6 0 .7 3 2 .3 2 -4 .2 2 -1 .5 9

1 3 8 8 5 6 6 2 .7 3 1 9 1 1 .9 3 6 .2 4 0 .7 1 2 .2 8 -4 .3 1 -1 .5 7

1 3 9 8 5 6 6 2 .8 1 3 8 6 1 .9 3 6 .3 3 0 .6 9 2 .2 5 -4 .4 -1 .5 6

1 4 0 8 5 6 6 2 .8 9 8 2 8 1 .9 3 6 .4 2 0 .6 7 2 .2 1 -4 .4 8 -1 .5 4

1 4 1 8 5 6 6 2 .9 8 5 2 3 1 .9 3 6 .5 1 0 .6 5 2 .1 8 -4 .5 7 -1 .5 3

1 4 2 8 5 6 6 3 .0 7 4 7 8 1 .9 3 6 .6 0 .6 3 2 .1 5 -4 .6 7 -1 .5 2

1 4 3 8 5 6 6 3 .1 6 7 0 3 1 .9 3 6 .6 9 0 .6 1 2 .1 1 -4 .7 6 -1 .5

1 4 4 8 5 6 6 3 .2 6 2 0 4 1 .9 3 6 .7 8 0 .5 9 2 .0 8 -4 .8 5 -1 .4 9

1 4 5 8 5 6 6 3 .3 5 9 9 1 .9 3 6 .8 8 0 .5 8 2 .0 5 -4 .9 5 -1 .4 7

1 4 6 8 5 6 6 3 .4 6 0 7 1 .9 3 6 .9 8 0 .5 6 2 .0 2 -5 .0 4 -1 .4 6

1 4 7 8 5 6 6 3 .5 6 4 5 2 1 .9 3 7 .0 7 0 .5 4 1 .9 8 -5 .1 4 -1 .4 4

1 4 8 8 5 6 6 3 .6 7 1 4 5 1 .9 3 7 .1 7 0 .5 3 1 .9 5 -5 .2 4 -1 .4 2

1 4 9 8 5 6 6 3 .7 8 1 6 1 .9 3 7 .2 7 0 .5 1 1 .9 2 -5 .3 4 -1 .4 1

1 5 0 8 5 6 6 3 .8 9 5 0 4 1 .9 3 7 .3 7 0 .5 1 .8 9 -5 .4 4 -1 .3 9

1 5 1 8 5 6 6 4 .0 1 1 9 1 .9 3 7 .4 8 0 .4 8 1 .8 6 -5 .5 4 -1 .3 8

1 5 2 8 5 6 6 4 .1 3 2 2 5 1 .9 3 7 .5 8 0 .4 7 1 .8 3 -5 .6 5 -1 .3 6

1 5 3 8 5 6 6 4 .2 5 6 2 2 1 .9 3 7 .6 9 0 .4 5 1 .8 1 -5 .7 6 -1 .3 6

1 5 4 8 5 6 6 4 .3 8 3 9 1 1 .9 3 7 .8 0 .4 4 1 .7 8 -5 .8 6 -1 .3 4

1 5 5 8 5 6 6 4 .5 1 5 4 2 1 .9 3 7 .9 1 0 .4 3 1 .7 5 -5 .9 7 -1 .3 2

1 5 6 8 5 6 6 4 .6 5 0 8 9 1 .9 3 8 .0 2 0 .4 2 1 .7 2 -6 .0 8 -1 .3

1 5 7 8 5 6 6 4 .7 9 0 4 1 1 .9 3 8 .1 3 0 .4 1 .7 -6 .2 -1 .3

1 5 8 8 5 6 6 4 .9 3 4 1 2 1 .9 3 8 .2 4 0 .3 9 1 .6 7 -6 .3 1 -1 .2 8

1 5 9 8 5 6 6 5 .0 8 2 1 5 1 .9 3 8 .3 6 0 .3 8 1 .6 4 -6 .4 2 -1 .2 6

1 6 0 8 5 6 6 5 .2 3 4 6 1 1 .9 3 8 .4 7 0 .3 7 1 .6 2 -6 .5 4 -1 .2 5

1 6 1 8 5 6 6 5 .3 9 1 6 5 1 .9 3 8 .5 9 0 .3 6 1 .5 9 -6 .6 6 -1 .2 3

1 6 2 8 5 6 6 5 .5 5 3 4 1 .9 3 8 .7 1 0 .3 5 1 .5 7 -6 .7 8 -1 .2 2

2 1 9 .5 9 7 .7 6 3 1 2 .2 6 1 8 9 .4 4 0 .1 4 1 1 5 .1 2 -4 3 4 -2 6 4 .3 8總 計

折 現

因 子

淨 效 益

(2 )-(1 )-(3 )

計 畫 折 現 率 ： 3 .0 %  收 入 ： 原 水 售 價 2 .0 元 /噸 ， 土 石 售 價 1 0 0 元 /噸
淨 效 益 現 值

(5 )-(4 )-(6 )
評 估

年 度

年 售 水 量

(萬 m 3 )

原 值 現 值



伍、配合事項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清除草屯垃圾場移除工作 

草屯垃圾場鄰近鳥嘴潭人工湖，目前全湖區均施作截水牆環

繞，並截水牆由堤頂深入至岩盤內 2m以上，可防止滲流，故應

無地下水滲入影響人工湖水質之虞，惟為改善人工湖附近環境景

觀並創造優質生活環境，提升民眾良好用水觀感，行政院 109年

9月 3日核定本計畫第 1次修正，增列 3 億元，由行政院環保署

協助南投縣政府執行草屯垃圾場移除清運工作。

南投縣政府於110年 5月 21日執行垃圾移除第一期計畫，由

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協助焚化 2萬噸，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持

續協調其他縣市協助焚化；續南投縣政府於111年 1月 20日提出

垃圾除第二期計畫，調整策略改以垃圾分選減量及壓縮打包後移

置方式辦理，預計7萬噸，自111年 4月 22日開始分選打包，處

理量為每日 200公噸，並配合在鳥嘴潭人工湖完成前於 112年完

成垃圾移除。

二、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計畫需配合本計畫供水時程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

水工程」，自籌經費編列約 98.25億元，辦理原水導水管、鳥嘴

潭淨水場、草屯淨水場、彰化與草屯地區送水管工程等事宜，為

行政院100年 8月 16日核定「雲彰地區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

計畫」之重點工作，亦屬本計畫之配合工程。

鳥嘴潭人工湖於110年 12月底開始第一階段供水9萬噸，後

續積極鳥嘴潭淨水場等設施，以期配合112年 12月底第二階段供

水 25萬噸之目標，並在確保水質無虞後調配管網逐步提升水量

達到穩定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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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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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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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一、背景資料

依據本計畫內容，確定計畫目標、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等背景建

立資料(如附表1)。

附表1　本計畫風險評估之背景資料表

項目 說明

計畫目標 1.人工湖區有效庫容達 1,450萬立方公尺。

2.提供每日25萬噸地面水量。

計畫期程 104-112年

計畫經費 219.5億元

為完成本計畫風險管理作業，並利於後續步驟中簡易呈現所發

掘之計畫風險項目，依據本計畫之全生命週期，綜析各類具體影響

本計畫執行之潛在風險，歸類建立計畫風險類別及其代碼（如附表

2）。

附表2　計畫風險類別代碼表

代碼 計畫風險類別

A 可行性研究與規劃

B 工程設計與招標

C 工程履約執行

D 營運與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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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識風險

以未來可能衍生之問題加以辨識出各項潛在影響計畫目標、期

程及經費達成之風險項目，並予以編號，同時簡述風險發生之可能

情境(包括原因與影響範圍)、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影響層面，綜整

如附表3。

附表3　本計畫之可能風險辨識一覽表

代碼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響層面

A1 政策改變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

確定性而改變計畫內容

加強各層級協調溝通，降低政策因

素。
期程/經費

B1
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抗爭，致用地協

議價購或徵收程序無法順利

完成，延後用地取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與民眾充

分溝通，降低影響。
期程/經費

C1 工區淹水 工作面位於河道或鄰近河道河道內工項採圍堰施工 期程/經費

C2

土方去化

時程不如

預期

市場供需不平衡，使土方去

畫期程延長

以「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

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及「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定運送至

鄰近公共工程 使用。

期程/經費

C3
廠商人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

管理能力不足、其它私人因

素或不可抗力之天災等因

素，致施工進度緩慢

於契約清楚明定權責及逾期罰則。 期程

C4
發生勞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勞工安全設備未

落實而造成工安事件發生，

造成停工而影響工進

與中區職安中心簽訂「安全伙伴計

畫」並作跨單位交叉稽核、合作伙伴

聯合稽查、承攬管理及辦理稽核人員

訓練、訂定各項施工作業標準作業程

序、實施跨單位工地觀摩，讓本計畫

各廠商相互學習，提升勞安管理制度

並降低職業災害之發生

期程

C5

規劃調查

資料與現

況不符

設計規劃階段，地質、水

文、周邊環境等調查，至施

工時可能因時間、點為分

布、誤差、特殊狀況等，致

施工須配合現況調整

編列工程預備費，以因應預期外之變

更設計費用
期程/經費

三、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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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兩

步驟，進行本計畫風險評估。

(一)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建立本計畫之「計畫風險可能性

評量標準表」（如附表 4）及「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

表」（如附表5）。

附表4　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6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6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6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附表5　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

等級

（I）

影響

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 程 延 長 3 年

（含）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經費增加≧40%

2 中度

期 程 延 長 1 年

（含）以上，未達

3年

目標未達成10%~30% 經費增加10%~4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就所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 2種評量標準表及其現有風險對
策，分析各項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客觀評定計畫現有風險
等級及風險值，綜整如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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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6　本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代碼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

險值

（R）=

（L）x

（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

（I）

A1 政策改變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

響且具不確定性而

改變計畫內容

加強各層級協調溝通，降低政

策因素。

期程/

經費
1 1 1

B1
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抗爭，

致用地協議價購或

徵收程序無法順利

完成，延後用地取

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與

民眾充分溝通，降低影響。

期程/

經費
2 2 4

C1 工區淹水
工作面位於河道或

鄰近河道
河道內工項採圍堰施工

期程/

經費
3 1 3

C2

土方去化

時程不如

預期

市場供需不平衡，

使土方去畫期程延

長

以「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

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

要點」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規定運送至鄰近公共

工程 使用。

期程/

經費
3 2 6

C3
廠商人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

工技術或管理能力

不足、其它私人因

素或不可抗力之天

災等因素，致施工

進度緩慢

於契約清楚明定權責及逾期罰

則。
期程 2 2 4

C4
發生勞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勞工安

全設備未落實而造

成工安事件發生，

造成停工而影響工

進

與中區職安中心簽訂「安全伙

伴計畫」並作跨單位交叉稽

核、合作伙伴聯合稽查、承攬

管理及辦理稽核人員訓練、訂

定各項施工作業標準作業程

序、實施跨單位工地觀摩，讓

本計畫各廠商相互學習，提升

勞安管理制度並降低職業災害

之發生

期程 1 2 2

(二)評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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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據前述 2種評量標準表，建立計畫風險判斷基準，並

決定以風險值 R=2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

險，均予以處理（如附表7）。

附表7　計畫風險判斷基準及其風險容忍度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本計畫風險管理人員將所

辨識各項風險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

較，建立本計畫現有風險（如附表 8），其中「C2：土方去化時程

不如預期」為高度風險，「B1：用地無法如期取得」、「C1：工

區淹水」及「C3：廠商人力不足」為中度風險，「A1：政策改

變」及「C4：發生勞安意外」為低度風險。

附表8　本計畫現有風險

嚴重（3） 　

中度（2） C4 B1、C3 C2

輕微（1） A1 C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0項（0%）     高度風險：1項（16.7%）

中度風險：3項（50%）    低度風險：2項（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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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計畫之負面影響，依據過去執行經驗評估各項風

險對策之可行性、成本及利益後，針對風險項目新增最適風險對策，

重新評定其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如附表 9），再與計畫風險判斷

基準比較，進而建立計畫殘餘風險圖像（如附表10）。

原屬高度風險「C2：土方去化時程不如預期」將可降為中度風險。

原屬中度風險之「B1：用地無法如期取得」、「C1：工區淹水」及

「C3：廠商人力不足」將可降為低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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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計畫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代碼
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

險值

（R）=

（L）x

（I）

新增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風險

值

（R）=（

L）x（I

）

可能

性

（L）

影響程

度

（I）

可能性

（L）

影響程

度（I）

A1
政 策

改變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確定

性而改變計畫內容

加強各層級協調溝通，

降低政策因素。

期 程 /

經費
1 1 1 － 1 1 1

B1

用 地

無 法

如 期

取得

因民眾陳情抗爭，致用地協議價

購或徵收程序無法順利完成，延

後用地取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

會，與民眾充分溝通，

降低影響。

期 程 /

經費
2 2 4

加強與民眾、民意代表

或地方政府等利害關係

人溝通及協調

1 2 2

C1
工 區

淹水
工作面位於河道或鄰近河道 河道內工項採圍堰施工

期 程 /

經費
3 1 3

簡化堰體、閘門型式，

採預鑄化及重複型式固

床工設計，減少河道工

作時間

2 1 2

C2

土 方

去 化

時 程

不 如

預期

市場供需不平衡，使土方去畫期

程延長

以「公共工程及公有建

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及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

方案」規定運送至鄰近

公共工程 使用。

期 程 /

經費
3 2 6

1土方標售採地方政府代

辦及機關自辦雙軌並行

2.定期辦理中部水庫清

淤土方供需及媒合調查

會議

2 2 4

C3

廠 商

人 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管理

能力不足、其它私人因素或不可

抗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工進度

緩慢

於契約清楚明定權責及

逾期罰則。
期程 2 2 4

1.採最有利標發包，擇

取履約能力強之優良廠

商

2.明定工程里程碑，據

以加強管控

1 2 2



代碼
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

險值

（R）=

（L）x

（I）

新增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風險值

（R）=（L

）x（I）

可能

性

（L）

影響程

度

（I）

可能性

（L）

影響程度

（I）

C4

發 生

職 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勞工安全設備未落實

而造成工安事件發生，造成停工

而影響工進

與中區職安中心簽訂

「安全伙伴計畫」並作

跨單位交叉稽核、合作

伙伴聯合稽查、承攬管

理及辦理稽核人員訓

練、訂定各項施工作業

標準作業程序、實施跨

單位工地觀摩，讓本計

畫各廠商相互學習，提

升勞安管理制度並降低

職業災害之發生

期程 1 2 2 － 1 2 2

C5

規 劃

調 查

資 料

與 現

況 不

符

設計規劃階段，地質、水文、周

邊環境等調查，至施工時可能因

時間、點為分布、誤差、特殊狀

況等，致施工須配合現況調整

編列工程預備費，以因

應預期外之變更設計費

用

期程/

經費
3 1 3

就可能影響較鉅工

項，提高調查密度，

設計採較開放式，可

於施工中彈性調整之

工法

2 1 2



附表10　計畫殘餘風險圖像

嚴重

（3）
　

中度

（2）
B1、C1、C3、C4 C2

輕微

（1）
A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0項（0%）

高度風險：0項（0%）

中度風險：1項（20%）

低度風險：5項（80%）





附錄三









附錄四





歷次會議辦理情形

(一)111年 6月 2日水利署初審會議

一、會議名稱：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第2次修正(草案)初審

二、會議時間：111年 6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三、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四、主持人：黃副署長宏莆

五、紀錄：林雅谷

相關單位意見 處理情形

一、羅委員紀琼

1.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第2次修正，計

畫目標、效益及期程未變，只是因應

空氣污染防制費用計算方式變更、土

方去化數量增加及物價調整等增加了

15.5 億元，總經費由 202 億元增加為

217.5億元，經費修正前後對照表亦表

達得非常清楚，爰支持修正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2.計畫效益是減少地下水的抽取，因此

減抽地下水為確定的結果，故 P22，倒

數第6行的最後一段「但此效益無法內

化為實質收益」，文字建議刪除。另

P23，益本比為1.35，平常投資有 10 %

的利潤就已經不錯了，這個計畫達到

35%，故備註欄中尚具可行性，建議將

「尚」字刪除。

已修正，詳 P.25。



二、游委員保杉

1.因應物價調漲需調整總經費以順利推

動本計畫，原則同意。

感謝委員支持。

2.P13，表 3-2，表格呈現方式不清楚，

建議修正。

已修正表示方式，新增備註說明增加17.5億

元之經費組成，詳 P.15。

3.P15，本次因物價波動等因素致經費增

加 15.5 億元，惟表 3-5，直接工程費

增加 7.58 億元，兩者不一致，請修為

一致或說明清楚。

已於表 3-5之本次修正工程費計算說明欄位補

充說明，設計作業費增加約 0.90 億元、用地

作業費減少約 4.91 億元、直接費增加約 8.78

億元、間接費增加約 0.88 億元、工程預備費

增加約 0.99 億元、物調費約 10.86 億元，綜

上，合計增加約 17.5億元，詳 P.17

三、李委員鐵民

1.本計畫考量空污防治費、土方去化及

物價調整等因素，原工程經費202億元

經檢討須調整為 217.5 億元，調幅約

7.7％，原定之計畫目標、期程及效益

均未改變，綜合審視其經費調整緣

由，本修正計畫原則尚屬可行。

感謝委員支持。



2.近兩年來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持續大

幅上漲(如表 3-4)，本計畫 111年 4月

後迄 112年底完工之 1年 9個月為經費

支用之高峰期(如表3-6)，然其未來物

價總指數均採 110 年 3 月之 130.09 預

估(如表3-4)，似嫌過於樂觀，衡諸國

際政經情勢，預期未來上漲機率仍

高，其物調修正經費是否足以支應仍

有變數，建議蒐集相關經濟研究單位

之預測模式參考採用，保守因應。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3.經濟成本效益分析係對社會、環境、

經濟等之總體經濟分析，不須再分經

濟面、環境面之益本比(如表4-2)，逕

以「可量化之直接效益及間接效益」

及年計成本，綜合分析其成本效益即

可。另本計畫有減抽地下水，減緩地

層下陷之效益，經以地下水影子價格

推估其減抽地下水年效益約 14.47億元

(P22)，此即為「可量化之間接效

益」。建議再整體檢核第肆章第一節

相關內容修正之。

已修正為每年減抽地下水間接產生之實質環境

效益約 14.47億元，詳 P.24。

四、吳委員陽龍



本次修正經費, 包含空氣污染防制費依

南投縣政府實際核算結果較預算增加

1,64 億元，實際開挖線較設計岩盤線增

加土方去化經費 3.76 億元及因應物價調

整增加10.1億元，合計增加15.5億元，

為計畫推動後因應實際情形辦理修正，

確有其需要，建請同意所提修正案。

感謝委員支持。

五、林委員連山

1.設計階段作業費增加 0.91 億元，是否

因配合物價而有所調整？

除工程設計委辦案外，另因增辦環境監測、生

態保育、水源保育、地方創生等推動委辦案，

致設計作業費增加。本次物價調整並非工程設

計費增加的主要原因。

2.空氣污染防治費增加 1.64 億元，可否

檢附縣政府收費函作佐證。

已檢附南投縣政府函，詳附錄六，空氣污染防

治費總計約 1.85 億元，原內容誤植增加 1.64

億元已修正為增加 1.42 億元，但總計之空污

費1.85億元不變，詳 P.7及 13。

3.無價料土方較原預估量增加達 300萬立

方公尺，最好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又

部分湖區尚未開挖，則土方量如何估

算？

無價料數量係以已開挖完成 A~C湖區實際開挖

數量，加上尚未開挖完成之 D~F湖區預計開挖

數量計算，而D~F湖區數量係利用開挖試坑方

式預估數量。

本案增加無價料土方計算結果：A~C湖區岩方

料增加 200萬立方公尺、D~F湖區岩方料增加

50萬立方公尺，全區表土增加 50 萬立方公

尺，合計共 300萬立方公尺，已修正詳 P.7。

4.實際進度約達 80%，則未來如何滿足物

價調整等項目經費需求？有無考量把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將來可能變動或增加的經費一併提

列？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5.本計畫配合事項涉及自來水公司為第

一階段供水，目前規劃 111年 1、4、7

月供水每日 2、4.5、9萬噸並逐步提

升，建議掌握相關進程。

水利署定期召開「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

畫」及「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

控管會議，掌握台水公司本項工作進度。

六、許委員泰文

1.國內外市場原物料及國內工資成本上

漲，致經費已超出原核定額度，本修

正方案原則同意。

感謝委員支持。

2.宜明確指出 15.5 億或再重新檢討物價

指數波動期距是否延長到完工的 CPI

值，建議承辦單位請相關專業金融財

務專家協助檢核，如需再增加，原則

同意檢核後調整。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七、游委員繁結

1.無價料土方何以從 246萬立方公尺增至

546萬立方公尺，增加量超過 1 倍之

原規劃調查採用鑽探方式進行繪製預估岩磐

線，進而估算湖區工程礫石料及岩方料之數



多，有無原規畫調查不實之問題，宜

有所說明。

量，惟經開挖後發現全湖區岩磐線分佈變異過

大，導致無價料大量增加，綜上，因全面性現

地岩磐線分佈變異過大，造成原規劃鑽探資料

無法準確預估無價料數量，相關說明已修正詳

P.7。

2.效益分析何以用假設原水價隨自來水

價調整計之?似不切實際。又每年供水

量 8560萬噸，是以 342天計算，何以

不以 365天計算?

現行原水水價約 1 元/噸，惟水價一直以來處

於過低情形，且原物料齊漲已然成為趨勢，故

未來原水水價仍暫以預期調漲為 2.0 元/噸計

算，每年售水收益約 1.71 億元。另因人工湖

増供地面水量，因豐枯期水情不同，按月分析

6～10月每日約可供水 25萬噸，11月至隔年5

月每日約可供水 18.7～24.7萬噸不等，致全

年可供應 25萬噸之平均天數為342天。

3.土方出售效益何以 50年分攤其效益? 本案經濟效益及財務計畫檢討所採用之經濟年

限為 50年(詳 P.21、23、26)，為分析未來營

運期間 50年各年之平均收益(包含售水及售砂

收益)，故土方出售效益以經濟年限 50年分攤

其效益，以利效益分析具一致性。

八、徐委員嬋娟

本案僅就經費增加 15.5 億元，因應這兩

年之物價高漲及人力短      缺，目前

進度已達八成，為順利如期完工，原則

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九、張委員皇珍

1.本計畫修正主要因應空汙費計算、土

方去化及物價上漲之經費增加 15.5 億

感謝委員支持。



元，工程目標、效益及期程不變，確

實有修正必要，予以支持。

2.近年垃圾清運處理費也調漲，有關地

面上堆置舊垃圾及每日新增垃圾移除

清運費是否有調整之必要？

有關垃圾移除清運工作由行政院環保署辦理，

並委請南投縣政府環保局執行，水利署負責協

助分攤經費 3億元，目前評估尚足以支應；後

續如有經費不足問題，將由行政院環保署補助

或南投縣政府環保局自籌經費。

3.請補充空汙費計算方式依據。 南投縣政府採工期乘以面積法 (即各工項道

路、管線及區域開發面積)及剩餘土方數量核

算金額共 1.85億元，已補充說明詳 P.7。

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配合本計畫辦理「鳥嘴潭人工湖

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並於110年底開

始執行第一階段供水，後續仍將趕辦各

項工作，以期順利配合第二階段供水。

感謝台水公司，後續仍請積極趕工，並配合供

水期程。

十一、本署主計室

1.P6，預算執行情形檢討部分，本計畫

截至111年 4月底，累積預算分配、實

際支用預算、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數與

GPMNET數字不符，請查明後更正。

已修正為 GPMNET網站 111 年 5 月底資料，詳

P.6。

2.P17，「分年預算來源修正前後對照

表」，各年度預算數基準(計劃書編

列、法定預算數、流用後可用預算數)

公務預算和特別預算改分年經費，已修正為法

定預算，詳 P.19。



不一致，請為一致性表達。

3.P19，「表 4-1 本計畫年成本估算一覽

表」，年原水供水成本小計數為 12億

元，與表列 11.99 億元不符，第 23頁

年計成本 11.99 億元，請一併查明更

正。

已重新檢算修正，年計成本應 12.11億元，詳

P.21和 P.25

4.有關本修正案敬表支持，本次修正案

所依據物調指數估列並設算增加之額

度，未來是否足以支應後續工程所

需，請予以考量。另本計畫尚含有基

金配合之經費，截至本(111)年度 4 月

已支用約 7億元(未稅)，本次修正亦包

含增加開發土方 300萬立方公尺，基金

後續須配合負擔相關經費，原編列 10

億元未來是否足以支應，請詳以估列

計算後續需求，一併修正。

本計畫第一次修正核定經費 202億元，其中特

別預算(含公務)分擔 192億元，基金分擔 10億

元。經會後檢討基金由原本 10億元調整至 12

億元，以符實際執行需求。

十二、本署工程事務組

1.P8，表 2-1，大宗資材價格彙整表僅彙

整至 111 年 3月，建請酌增至 111 年 4

月，以符資料完整性；本組可提供上

開資料數據，以資增修。

已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公告，重新

修正大宗資材價格彙整表數據，詳 P.9。

2.P9，表 2-2，表列 111 年 4月營建工程

物價總指數及年增率尚缺漏，建請酌

增，以符資料完整性；本組可提供上

開資料數據，以資增修。

已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補列 111年

4月營建工程物價總指數及年增率，詳 P.9。



3.茲因營建物價仍有持續上升趨勢，建

請酌增考。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十三、本署綜合企劃組

1.計畫書格式尚符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格式。

知悉。

2.計畫書封面請依本署規定格式編撰。 已修正，詳封面。

3.有關風險管理部分，請依國家發展委

員會規定格式編撰，並納入計畫書附

則。

已新增風險管理，詳附錄五。

十四、本署水源經營組

1.本計畫執行迄今，受情勢變更和物價

波動等因素影響，致經費已超出原核

定額度，故辦理本次計畫修正確有所

需。

遵照辦理。

2.物價調整費估算是否有低估，請再確

認，避免日後再發生經費不足情形。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3.考量政府財政吃緊，後續各項經費支

應仍請撙節開支。

遵照辦理。

拾、決議

一、本計畫因空氣污染防制費、土方數

量增加及物價波動等因素依實辦理

調整，致總經費超出原核定額度，

經本次會議審查原則同意辦理計畫

修正。

遵照辦理。

二、近期物價上漲機率仍高，本次物價

總指數推估是否保守，請中水局再

審慎評估，建議蒐集相關經濟研究

單位之預測模式及參考推估，以確

保修正後經費足以支應計畫所需。

物調費用計算已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111年第

2季臺灣經濟預測(詳附錄四)，其中第3頁第5

點指出 111 年下半年通膨情勢應較上半年和

緩，另第 6 頁預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

值，112年(2023 年)年變動率較 111年趨緩，

但 112 年指數仍高於 111 年，依據 CPI預測趨



勢，預估本案 111年 5月至 112年 12月營建物

價總指數，經重新計算物價調整費約 15.44億

元，較原計畫增加約 10.86億元，詳 P.14。

三、請中水局依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加

以修正後陳報本署，並請本署水源

組儘速將修正後計畫書依程序提送

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以

利加速陳報行政院。

遵照辦理。



(二)111年 6月 20日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

一、會議名稱：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109次委員會議

二、會議時間：111年 6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三、會議地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四、主持人：林主任委員全能 

五、紀錄：劉偉恩 

六、報告事項：

案由一：第107、108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公鑒。

說  明：

一、第 107 次委員會議於 111 年 4月 25 日召開，會議紀錄

於111年 5月 9日以經水字第 11102609100號函送各委

員，請參閱附錄一。

二、第108次委員會議於111年 5月 17日召開，會議紀錄於

111年 5月 27日以經水字第 11102609960號函送各委員，

請參閱附錄二。

決定：本案洽悉。

案由二：因應物價調漲，「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及「曾

文南化聯通管工程計畫」辦理修正案，報請公鑒。

說  明：

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行政院 109年 9月 3日

核定總經費為 202億元，期程為 104~112年。「曾文南

化聯通管工程計畫」行政院107年 6月 11日核定總經費

為120億元，期程為108~113年。

二、計畫修正緣由及經費修正如下：



1.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因受物價波動及情

勢變更等因素影響，致經費超出原核定額度，故辦理

本次修正。修正後之期程、效益及目標均不變，總經

費由202億元修正為219.5億元，增加17.5億元，約

佔原核定總經費之 8.66%，其中 2億元係因湖區開挖

土方量增加所衍生之必要支出，擬由水資源作業基金

支應、其餘 15.5 億元擬由特別預算支應，修正後財

源擬分別為公務預算 1.96億元、特別預算 205.54 億

元、水資源作業基金12億元。

2. 「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計畫」：因受物價波動等因素

影響，致經費超出原核定額度，故辦理本次修正。修

正後之期程、效益及目標均不變，總經費由 120億元

修正為 127億元，增加 7億元，約佔原核定總經費之

5.83%，財源擬分別為特別預算 121.88億元、台水公

司自籌 5.12億元。

三、預審會議審議情形：上述兩件修正計畫水利署已於 111

年 6月 2日辦理預審會議，經審查通過。

四、「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8點規定：

「重大水資源計畫經本會審查通過並報院核定者，其修

正計畫與原計畫內容如無重大變動，得以報告案提送本

會確認，並免予審議。」，因本案兩件修正計畫之期程、

效益及目標均未調整，僅總經費增加且增加部分未逾原

核定總經費 1/10，故屬無重大變動，得以報告案提送

本會確認。

 決定：本案洽悉，2件修正計畫請水利署循行政程序陳報行政院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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