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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目的 壹.緣起及計畫目的 

1.有鑒於政府部門在推動計畫時，往往自信可解決問
題，但卻常事與願違，反而造成民眾的反對及抗爭
，導致政策無法順利推動 

2.民眾參與：對於公共事務，主事權責機關和其他相
關權責機關以及民間社會大眾之間的共同參與。不
僅包含民間社會大眾的參與，也包含機關與機關之
間屬於公權力協調性質的參與  

3.民眾參與計畫之目的：將民意融入規劃之中，讓民
意與規劃作業緊密結合，共同來面對及解決問題，
逐步達到政府與民眾雙贏之目標 

4.本計畫對民眾參與防洪排水計畫之可能方式進行評
估，以嘉義縣民雄鄉西昌村落排水改善為例進行研
究，透過實際案例操作，傾聽在地的聲音及需求，
從更務實的角度出發來解決水利問題 

 

 

  

  

  

  



壹.緣起及計畫目的 

1.傳統水利計畫實施，少有民眾真正參 

  與及溝通的機會，因此常會發生不符 

  民眾的期待及需要，甚至引發抗爭及 

  抵制情形 

2.因此在計畫開始時，希望能將民眾意 

  見納入，聽取各種需要及聲音，以利 

  成果符合實際需要  

為何要有民眾參與 

1.計畫無法順利推動或困難重重 

2.水利問題依舊沒獲得解決 

3.國力虛耗空轉，競爭力下滑 

民眾反對造成的結果 

民眾為何要反對 

1.不瞭解規劃單位在做什麼(閉門造車) 

2.利益受到損害(生態、土地、金錢、 

  生活便利性) 

3.專業知識的缺乏(不知為何淹水或缺 

  水) 

4.反對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缺乏溝通( 

  你依規定辦理，我就反對到底) 



水利署等相關公部門，自民國 

95 年開始嘗試為特定水利計畫，
訂定公眾參與作業規定。 

從「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開始，接續「易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曾文南化烏山
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
計畫」及「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
排水改善示範計畫」等，均投注
相當多的資源進行民間監督與參
與機制。 

貳.民眾參與方式 

國內公民參與

水利計畫情況 

參與形式包含透過辦理規劃設計、
現場勘查及委辦案審查會、公聽會、
說明會、研討會、座談會等。 

此外，經濟部於2001年成立「高屏
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新北市政府
與臺北市政府合作於2011年成立之
「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以及
樹梅坑溪等市管河川整治諮詢委員
會，都是嘗試與地方意見連結，展
現河川排水治理民眾參與的作法。 



日本東京都Arakawa River  super 

levees (荒川超級堤防)民眾參與經驗，
據日本河川整備中心表示，約60％時
間之投入於和當地民眾溝通協商。 

德國科隆(Cologne)萊茵河流域(Rhine 

River basin) 公民參與推動非工程防
洪治水、設置阻水擋板及參與洪氾區
劃設管理作業。 

創新的學習組織 

 許多問題需要「整合性」的解決方案 

多面向的參與者 

 政策執行者、計畫者、服務提供者、
NGO團體、研究員與發展者…等 

多元化的參與過程 

 經過訓練、分析與活動設計，以座談會
、提出願景、參訪與網站等管道來運作 

學習聯盟作法 

貳.民眾參與方式 

他山之石 

以歐盟SWITCH計畫為例 



貳.民眾參與方式 

防洪排水計畫主要參與對象之組成 

公部門 私部門 專家學者 

參與計畫的相關公務 
部門，應包括各級地方
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公
所及村里長)  
 

此處係指當地意見領袖、
關心團體及一般民眾。
當地意見領袖宜於民情
調查過程中逐步去發現。
關心團體如社區發展(營
造)協會、生態環保團體
地方文史工作者等社群。
一般民眾係對本計畫關
心或有興趣參與之民眾 
 

與計畫相關領域之專家
學者，建議宜考量地域
性，將來在參與上較具
便利性，可提供相關建
議。另外由於立場較為
中立，於嗣後參與過程
中，建議可作為居間協
調者主持相關會議，可
獲致各方較能接受的結
論 
 



1.拜訪訪談 2.座談會 

3.工作坊 
4.資訊公開 

5.說明會 
6.公聽會 

7.聽證會 

民眾參與主要方式 

貳.民眾參與方式 

可作為廣泛交換意見之方式 可深入瞭解相關資訊，
並建立初步的關係 

  可供瞭解特定議題之地方意見 可達到廣為周知之效果。 

多為規劃成果內容說明之會議 
常為行政機關訂定準則時採用，
可於計畫審議時供委員參考。 

多為行政機關在作成決定之前，給予利
害關係人提出事實及公開討論之程序 



 
1.初步對話：計畫初始，建議進 

  行利益相關者的初步對話 

2.建立關係及信任感：有必要對 

  於計畫的目標、願景進行公共 

  溝通，方能達成建立關係及信 

  任感之目的。 

3.深入溝通與共同協商：規劃的
核心工作，亦是決定規劃方案
的關鍵階段，因此有必要進行
深入溝通與共同協商，以達到
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共識 

4.達成協議並承擔義務：在前階 

  段公共溝通的深入互動，已達 

  共識的前提下，本階段主要為 

  達成協議並承擔義務。  

貳.民眾參與方式 



貳.民眾參與方式 

1.管理者如果不誠意待人，代溝
會逐漸加深 

2.參與者與管理者間的信賴及合
作關係，主導了民眾參與效果
的成敗 

3.公開資訊給對方，採取誠實、
中立、互相尊重的態度。對於
構想不同的人，亦能用心去瞭
解其出發點及立場 

如何與民眾溝通 
初步對話 

建立關係及信任感 

深入溝通與共同協商 

達成協議並承擔義務 



1.西昌村屬於朴子溪中 

  洋子排水系統中之聚 

  落，其主要支流有鴨 

  母坔與竹子腳排水 

2.竹子腳排水與嘉南大 

  圳平行 

3.初步淹水原因，係因 

  村落地勢高程低平， 

  且四周農田地勢廣闊 

  ，每遇暴雨出口閘門 

  關閉時，洪水便經由 

  周邊地表漫入村落造 

  成淹水 

4.初步方案優先以村落 

  保護為原則，避免民 

  眾生命財產遭受損失 

參.研究案例說明 

西昌村 



1.西昌村位因經常發生淹水，原規劃建議
之改善方案為村落淹水防護設施搭配輔
助抽排 

2. 計畫推動過程中，下游低窪地區部分民
眾對工程施設可能帶來之交通、農作及
景觀衝擊有所疑慮，本署經整體考量後，
希望未來執行方案能符合當地需求，並
能有效解決地方面臨之困難 

3.希望在規劃的過程之中，民眾的意見可
以納入，同時讓民眾瞭解政府如何治水，
而最後產出的方案，是各方都能夠接受
的 

參.研究案例說明 

防洪排水計畫推動過程說明 



參.研究案例說明 

計畫預定目標 

1.完成本案成果報告，提出具 
  體可行方案，以利後續工程 
  進行 
2.完成民眾參與作業程序演練 
  ，修正程序中未盡周全之處 
3.藉由民眾參與實施，可凝聚 
  在地居民對公共議題的重視 
  及投入，以利日後施政計畫 
  的實施 
4.增進民眾對淹水議題的瞭解 
  ，提高培力的基礎 
5.透過利益關係者間的互動， 
  瞭解彼此立場及想法，可擴 
  大對問題認知的視野 



1.初步對話：計畫開始，進行訪 
  談、座談會(瞭解計畫及交換意 
  見) 
2.建立關係及信任感：目標及淹 
  水原因進行溝通，工作坊討論 
  特定議題(淹水、產業及環境) 
  ，民眾也可以是工程師 
3.深入溝通與共同協商：方案的 
  深入溝通及協商，以達到各方 
  接受的共識 
4.達成協議並承擔義務：產出最 
  終的方案，達成協議並承擔義 
  務  

參與過程說明 

參.研究案例說明 



參.研究案例說明 

1.公部門：水利署、嘉義縣 
  政府、民雄鄉公所 
2.私部門：當地民眾及團體 
  歡迎民眾推薦及介紹想要 
  關心的人 
3.專家學者：教授、老師 
  國際水利環境學院 
  ─游 O O  博士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林 O O  理事長 
  道將圳文化學會 
  ─楊 O O  理事長 

民眾參與的對象 



保護標準 

治水原則 

淹水主因既為區內積水無法重力排除所致，考量集水
區地形地勢因素影響，治水原則盡可能以高低地分離
方式處理，高地之水應避免進入低地，並優先利用周
邊的農地蓄滯洪水，不足時再輔以動力抽排 

將優先以西昌村落為重點保護區域，採用綜合治水方
案，以改善村落排水，降低村落積淹水災害。經以方
案改善後，竹子腳排水以能通過1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
量，25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為原則，村落部分
原則以儘量達50年重現期距保護程度為目標。在改善
工程實施後，倘仍存在高淹水潛勢之地區，應配合淹
水警報及避洪等非工程措施，以減少洪災損失 

 
 
 
參.研究案例說明 

  



參.研究案例說明 

改善對策 

改善課題 

1.集水區長時間受外水頂托影響，無法重力排水，
需靠機械抽排 

2.村落高程雖非位於地勢最低點，雨量大時勢將影
響村落，造成積淹水情形 

3.民眾對於原方案(圍堤案)多持保留態度，咸認為
該方案將造成生活作息不便及景觀視野的阻礙 

1.考量集水區農田佔大部份，故可利用農田滯洪、延遲
排水，用以優先處理大量內水。處理對策原則採用單
一或聯合運用方式來處理 

2.鑑於村落大部分住宅多已基地墊高，改善後淹水位高
程應控制在墊高基地以下 

3.超過保護標準，應適時加入非工程措施，建立自主防
災應變機制，以加強工程未盡之處 

4.為積極聽取在地聲音，以利後續計畫之推動，將適時
加入民眾參與機制，利用辦理訪談、工作坊及座談會，
對方案形成共識 



參.研究案例說明 

地方說明會 

1. 6月7日邀請相關單位及民眾， 

  說明計畫的目的及緣由 

2. 說明如何執行計畫(民眾參與) 

3. 說明治水原則及構想 

4. 民眾對治水的看法及期待 

1.後續會議儘量在夜間辦理 
2.優先整治竹子腳排水及加 
  大抽水量 



地方拜訪訪談 

參.研究案例說明 

1.  5月28日訪談 

2. 訪談對象：五河局、嘉南水利會 

3. 五河局說明先前辦理情形 

4. 水利會提供灌溉水路現況 

1. 6月14日訪談 

2. 訪談對象：嘉義縣府、民雄公所 

  、西昌村長 

3. 整治竹子腳排水及加大抽水量 

4. 多聽取地方意見 



參.研究案例說明 

社區綜合發展工作坊 

1. 8月28日下午7時於西昌村活動中心召開 

2. 藉由改善淹水探討地方發展的契機及願景 

3. 希望當地民眾能提供意見及看法 

4. 邀請各單位及專家學者指導及協助溝通 

1. 淹水議題 

  (1)建議打通舊水路及堤岸加高 

  (2)竹子腳排水整治及設抽水站 

  (3)建議辦理渠道疏濬 

2. 環境議題 

  (1)建議施設生態滯洪池 

  (2)改善水質及設置防汛道路(自行車道) 

  (3)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參.案例說明 參.研究案例說明 

治水方案座談會 

1. 10月30日下午7時於西昌活動中心召開 

2. 針對所提出方案進行說明及討論，逐漸
整合並尋求共識 

3. 希望當地民眾能提供意見及看法 

4. 邀請各單位及專家學者指導及協助溝通 

5. 意見綜整： 

  (1)倘若竹子腳大排倘能整治並於增設抽
水機，將可大幅改善當地的淹水情形 

  (2)倘能與水利會協調提供土地，以此加
寬竹子腳排水路，兼供滯蓄洪之用，
並能朝生態溝方式發展，將有助於當
地整體環境之改善 



參.研究案例說明 

改善方案 檢核點淹水深度 
 (公尺) 

村落淹水面
積(公頃) 

淹水減輕
效果 

(公頃) 
備註 

現 況 
(非工程方案) 

10年 0.55 2.73 - 
- 

50年 1.12 9.29 - 

村落圍堤案 
(原規劃方案) 

10年 0.58 1.03 1.70 
  

50年 0.89 6.31 2.98 

出口抽排案 
10年 0.35 0.98 1.75 

  
50年 0.76 5.67 3.62 

高地截流搭配     
低地抽排案 

10年 0.26 1.11 1.62 效果 
最佳 50年 0.72 4.05 5.24 

方案改善效果 維護管理 

在維護管理因素上，以出
口抽排案未來將面臨較大
之維護管理問題，整體維
護管理經費亦較高 

1. 經整體考量工程效果、民眾意見、經濟評價及後
續維護管理因素，採用高地截流搭配低地抽排案
為決定推動方案。 

2. 方案已與當地民眾溝通取得共識，工程細節亦
已取得地方認同。後續將更落實民眾參與之機制，
確實傳達政府施政內容，以達創造雙贏之目標。 

民眾支持度 

1.出口抽排案雖有較其他方案
的單純性，對未來的計畫推
動相對簡單，民眾支持度最
高 

2.高地截流搭配低地抽排案雖
非民眾第一支持方案，但經
溝通後尚為民眾普遍可接受
之方案，截流路線與民眾溝
通後亦取得共識 

方案決定 



參.研究案例說明 

工程規劃設計 
非工程配合措施 



四.結論與建議 四.結論與建議 

1.規劃者在決策過程中，若可廣納其在地居民之生活經驗為規
劃資料之一環，將有助於釐清其治水方向，作出較正確、合
理之決策內容   

2.政府推動治水相關之政策行銷，在經過嚴謹之評估分析後， 
  將關鍵問題與對策方向，以清晰簡明之方式呈現給民眾，並

結合相關媒體傳播及文宣活動，加強災害風險觀念，不僅
可提高民眾之認知與素養，相關政策之形成與推動，將更
能獲致民眾廣泛的支持  

3.為了讓適應策略能夠有效執行，可由所有利害相關人共同討
論評價適應方法與策略，同時透過教育宣導，讓社會大眾
建立正確的觀念與認知，結合體制形成適應策略推動機制  

結論 



四.結論與建議 

1.為利規劃品質完善，辦理民眾參與作業儘量設定較為寬裕的 
  工作期程，以達到較佳之共識  
2.應確實掌握開會的重點及節奏，以避免議題發散。民眾參與 
  過程之時間、人數及場地的安排，可視計畫需要給予妥適的 
  調整，以確實達到計畫目的為原則  
3.當民眾未能接受所提方案或意見相左時，應避免正面的衝 
  突，並詳加善用與民眾溝通的方法，確實針對問題來解決， 
  務必使民眾感受到對方的誠意  
4.應加強其他單位的聯繫及參與，以利後續計畫的推動及執 
  行，可另外召開工作會議，以補該方面之不足  
5.為協助民眾參與作業的推動及執行，可視需要聘請立場較為 
  中立之專家學者參與計畫推動之過程，並可作為利益相關者 
  間的橋梁，以利後續作業的操作  

建議(1/2) 



四.結論與建議 

6. 由於目前資通訊系統發展已達相當程度，民眾使用網路
日益普及，故可多利用網路媒體方式，公開計畫的相關
期程及資訊，以利更多人的參與及投入，並藉此獲得更
多的回饋，所提出之最終方案將更能獲得民眾之認同。 

 
7. 為妥適面對變遷之氣候及災害條件，強化民眾防災意識

及參與防災計畫之熱忱，建議可將防汛防災教育列入義
務教育課程，讓防汛防災教育從小紮根，以期提升社會
整體防災避災之意識與準備，並提升防災計畫推動之成
效。  

建議(2/2)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